
曾擔任《我愛紅娘》主持人的張月麗，活躍於電視、廣

播圈，主持許多醫療保健節目。女兒和母親是她「甜蜜

的負擔」，她們卻也成為張月麗生活中最大的動力。

張月麗口述／劉純婷整理

家人的愛是最大動力！

名人愛家情

張月麗的父親從事船務工作，經年在外；

母親則同時母代父職。父親的郵輪都跑中東航

程，三個月才回台一次。對家裡而言，父親就

像客人一樣。張月麗小時候看到父親，最常說

的一句話居然是：「什麼時候走？」

慈父嚴母，相敬如賓

張月麗在家中排行最小，有時候母親會

帶著還沒上學的她到高雄去找父親，所以她和

父親相處的機會，比哥哥姊姊多了些。父親對

她也相當疼愛，她還記得自己總是穿著連帽外

套，父親會把奢侈的蘋果放在她的帽子裡，也

會拿巧克力、餅乾等舶來品來逗她開心。

小時候，父母之間的相處總是「相敬如

賓」。母親經由媒妁之言嫁給父親後，扮演著

賢妻良母的角色。好客的父親在休假回家時總

愛招待朋友到家裡吃飯，母親一手包辦所有的

菜色，但自己卻忙到都沒吃。母親連衣服、家

居裝飾都自己動手做，還會繡花呢！是個傳統

的好妻子、好媽媽、好媳婦。

母親自我要求高，也嚴格要求兒女遵守自

己的「規矩」。第一，就是成績要達到一定標

準的分數；第二，晚上九點半之前要回家。張

月麗曾經因為帶救國團活動需外宿，母親就要

求她每天要打電話回家報備。

可見她的原生家庭相當保守，家人也不

會用言語來表達愛意。她只在很小的時候握過

媽媽的手，通常看到「嚴母」跑都來不及了，

彼此很少有身體的接觸。父親臨終時母親說：

「我這一輩子總算對張家有交待了。」這時張

月麗主動牽住媽媽的手、擁抱著她最敬愛的母

親，以行動陪伴、支撐著母親。

甜蜜的負擔成為最大的動力

在張月麗三十五歲之前，對於婚姻無怨無

悔全心付出。她把婚姻比喻成放風箏，她說：

遺憾的是她放風箏放到把風箏放走了。她後來

理解到：風箏線是聯繫，而非掌控。在自己生

了小孩當媽媽之後，開始重新檢討自我。這段

婚姻雙方都有問題，因為和先生對未來生活的

目標不一致，讓她決定走出婚姻。

之前女兒有一年的時間跟著前夫重組的新

家庭同住，但因為不習慣，所以回到張月麗身

邊。獨生的女兒和兩年前不幸得到老年痴呆症

的母親是她「甜蜜的負擔」，她們卻也成為張

月麗生活中最大的動力。

上一代的教育方式讓她點滴在心頭，她自

己則選擇用較為民主自由的方式來教養孩子。

想到母親對她的管教讓她心裡有陰影，所以自

己從來不會動手打女兒、也很少罵她。女兒犯

錯的時候就採取「冷處理」，讓女兒洗洗碗、

整理家裡環境，或短暫剝奪她的喜好，禁止她

出去看電影、逛街。

她與女兒的相處方式就像朋友，女兒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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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單親媽媽，兒子平日與前夫生活，我每個月僅有兩次探視兒子的機會，聚少離多讓我倍

加珍惜與兒子的相處、互動。 

週六去接小鑫，葫蘆裡先賣個關子，這一次沒有告訴他去哪兒玩，到了內灣，走到沙灘車場地

內，發動引擎上路後，小鑫屏氣凝神、雙手抱緊，顛簸的路程及重力加速度的奔馳快感，讓他一路尖

叫：「哇！真刺激、好好玩哩。」

隨後到吊橋下嬉戲玩水，涓涓細流的溪水順勢而下，我對小鑫說：「彎下腰來向前看，層層水

波與石頭衝撞的瞬間，激起水花的樣子也好美，是不是？」小鑫發覺到，原來水中的浮游生物竟有如

此之多。踩著長滿青苔的石頭是最好的腳底按摩，直到小鑫有點兒酸麻地說：「媽咪，腳好痛。」我

讓他坐下來休息。他竟頑皮地朝我踢水，當然我也不甘示弱馬上反擊，母子倆快樂地打起水仗。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踩著夕陽伴我歸的餘暉，母子倆一邊聽著露天民歌演唱、一邊享用

美味佳餚。雖然無法朝夕共同生活，但彼此培養默契，正努力地收集快樂記憶。

創造快樂是一種疼愛孩子的方式與表現，每一次接觸孩子，皆用心收集儲存快樂的感受，用心

情記事本記下當天好玩與有趣的開心事件，儲存在電腦裡，當生活需要加油時，打開筆電，即可重溫

屬於母子倆的快樂時光。                                

何宇鴻共創親子的快樂時刻

親子萬花筒

她是一個「民主、好溝通」的媽媽，母女倆最

常一起做的事情就是拍照、畫畫。

溫和管教但把握住原則

張月麗的女兒其實很乖巧，小時候出門

前和她約法三章，告訴她這次出去玩預算只有

一百元，她都會乖乖遵守。但動作慢吞吞的女

兒，常讓講求效率的急驚風張月麗直呼受不了

慢郎中！尤其女兒不愛整理房間、三個鬧鐘都

叫不醒，不想當「鬧鐘媽媽」的張月麗則另有

對策。

她會將女兒的窗簾拉開、一邊放音樂讓

她起床，她告訴女兒：交通車坐不到就得走路

上學，結果女兒遲到過一次就不敢再賴床了。

張月麗用這種溫和但有原則的方式訓練女兒獨

立，她小三以後上下學都自行處理，除非生病

或風雨很大，張月麗才會送她上學。

她對女兒的期許也不多，就是希望女兒健

康、快樂。女兒的成績從來沒有很好過，張月

麗說：沒關係，及格就好，健康更重要！尤其

女兒從小過敏，更是讓她不捨。她也希望女兒

未來快樂做自己，然後把貢獻回饋給社會。   

給家人的話：

女兒，希望妳健康、快樂。

保護自己、活出真善美！

愛家行動：

不管是擁抱，或是訴諸文字

的一張Memo、一封E-Mail，

總之，愛要「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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