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控的「孫安佐們」：家庭關係的愛恨糾葛，是系統共構而非一個

人的錯 

作者 陳姝蓉 
身為藝人子女的孫安佐，幾次上新聞

都因重大違規事件而喧嘩一時。他的父母

孫鵬與狄鶯，也因婚姻關係的分分合合，

讓民眾看得眼花撩亂。我試著從不同的報

導中，整理這一家三口的互動樣貌。 
同為藝人的孫鵬和狄鶯，兩人因戲結

緣生下孫安佐，很快離婚，又在幾年後因

為不想讓孩子成為單親而復合。意思是兩

人曾在婚姻關係中感覺難以維繫，卻又發

現最愛的是對方，但卻以孩子為理由復

婚，而非重新檢視兩個人的互動關係。 
在教養上，狄鶯寵愛兒子，同時也對兒子期待很高，但在父母的合作性上，孫鵬喜歡

生存遊戲並且和兒子一起研究，這個興趣卻好像不被狄鶯贊同且難以設限，要求兒子有節

制的使用這些武器。 
由於是獨子，狄鶯將注意力放在兒子一人身上，關係緊密，爸爸的位置彷彿被兒子取

代。報導中提到兒子會抱怨媽媽只跟爸爸睡，而不跟自己睡，彷彿想跟爸爸競爭媽媽心中

最重要的位置。 
從家族治療的觀點來看，媒體上所揭露的線索，並不容易更深刻地理解這一家人的關

係糾葛，眾人看到的可能只是表象，家庭成員心裡的愛與怨，恐怕連當事人自己都摸不清，

才會不停地以行動紓解那說不出口的混亂情緒。 
然而，以此事件作為借鏡，我想和大家談談幾個在家庭關係中，伴侶與親子間常見的

盤根錯節難解現象。 
孩子常被捲入夫妻之間，形成三角關係 

所謂「成家」，就是一對伴侶透過公證或宴客等儀式，確立家庭關係的基礎，是家庭

的起始點。但是人心多變，有時候伴侶雙方因為溝通、表達的方式，無法好好接觸另一方、

理解或有效回應，可能會使關係變得疏離或緊張。此時若兩人孕育了下一代，在小孩需要

被照顧的情況下，重心常會不自覺地轉移到孩子身上，一則迴避了原本夫妻互動的困境，

再者也維持著好父母的表象，形成所謂的三角關係。因此，長子或長女常常成為被捲入關

係的第三者。 
以孫家為例，當狄鶯把重心放在育兒，孫鵬繼續努力拍戲、主持，工作忙碌且高工時

的情況下，能與孩子相處的機會不多，因此照顧孩子的一方若遇到教養困難（像是管不動

孩子玩槍）、或報導中提到的孫鵬把時間拿去照顧自己原生家庭的成員，就可能心生抱怨。 
在夫妻關係中，自己的需求或困難能否被對方看見並加以回應、照顧，是影響關係品

質的重要因素。所謂「受夠孫家的人」到底是什麼意思？或許當中有許多主觀的委屈、不

被看見或難以承受的失落感。客觀上，孫鵬或許沒有失職，該付錢、給資源的都做了，可

是情感上的「不足」，可能是雙方在關係中都有各自議題所共同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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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委屈的一方難以直白說出自己的需求，很容易「借小孩之名，行要求之實」。我猜

想，當孫安佐再次闖禍，或許狄鶯心中是慌張的，但不知道她能否直白地向孫鵬表達「我

很害怕，我不想自己面對孩子的問題，我需要你陪我？」還是拐個彎，用角色作為要求，

像是「你這個當人父親的，竟然在孩子闖禍的時候不去處理，讓我一人去面對，真是受夠

了！」前者比較是在夫妻關係中請求協助，後者則是運用三角關係的牽扯，藉由第三方來

迫使伴侶有所回應。 
孩子的問題行為，常是為了緩衝系統張力 

實務工作上，常見父母帶著孩子來就診、諮商，表示孩子出現情緒困擾、暴力或自傷

的行為、學校裡的人際議題等等，希望醫師或是治療師能協助解決「孩子的問題」。通常

這隱含著兩個意思：首先，需要處理的是外在環境的問題；其次，這是孩子出了狀況，父

母正在「幫」孩子解決。 

用家庭系統的詞語來說，這個出狀況的孩子叫做 IP（identified patient）──被指認的
病人，常被認為問題都是他惹出來的。但若換個角度，把家庭當作一整個系統來看，當家

庭互動緊繃到像是一個即將漲破的氣球，IP「問題行為」底下隱含的功能，可能就是戳破
這個氣球，讓系統運作透過騷亂重新尋回平衡。 

孫安佐之前在美國犯下的校園恐嚇案件，發生在他剛離家不久的時刻。若這是我碰到

的個案，我通常會好奇：當時他與家人的關係如何、父母在他離家之後的相處狀況如何？

在三角關係中，當父母因孩子離家而回到兩人世界，可能使孩子感覺自己被爸媽拋棄，也

可能父母因少了自己的緩衝而回到緊繃狀態，因而引發孩子的焦慮。此時出現某些誇張的

行徑，或許是不自覺的行動化，潛藏著想要父母關注、或是藉由問題行為讓父母能再次合

作，為了解決問題而產生連結。 

而孩子本身也有自己的內在系統。從發展需求的觀點，離家可以證明自己有能力獨立。

然而對一個與母親關係緊密的孩子而言，第一次離家是相當大的挑戰，若遇到適應困難，

像是分離的孤單和痛苦，也可能透過外在行為來誇大自己的能力，平衡個人內在感覺到的

強烈不安與焦慮。 
孩子難以從不一致的教養中建立現實規範 

以孫安佐的狀況，他喜歡生存遊戲，從一個男孩的發展來說，或許是對父親的認同，

但於此同時也渴望自己比父親更強，像是可以取代爸爸而擁有媽媽。然而，當孩子幻想自

己很強大時，也必須受到一定程度現實的節制。 
報導中顯示，母親提醒孫安佐不可把 BB 彈對著他人，卻講不聽，意思是這個現實的

提醒無效。為何無法建立現實的界限、給予適度節制，一方面可能是夫妻的立場不一致，

在教養上有競爭，使孩子在遊戲上選擇爸爸的喜好，但在情感上則依附在媽媽身邊；另一

方面則可能受到父母擁有較多資源所影響，他的幻想總能滿足，想要什麼都能得到，不曾

有過挫折，很少經歷到現實的邊界，以至於最終把學校和真實生活當作遊戲，表示要「到

學校開槍」，才終於受到美國警方和法律的規範，最後被遣返回台。 
當父母的教養態度不一致，往往要回到夫妻關係中來討論，為何兩人難以合作？討厭

另一個人主導的原因是什麼？當兩人能撇除自身好惡、協商出共識，從建立孩子的世界觀

與價值觀著手，像是幫助在孩子在內心想要、自由、幻想的玩笑話中，也學習到現實的界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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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媽媽可以說：「我知道爸爸贊同你玩槍，但這件事情僅限於在家裡，若去

了學校也這樣說，可能會引起誤會。」此時爸爸即使不認同，也要先做到不反駁、或協助

說明現實的限制，像是合法的軍火商也有其規範等等，孩子才有機會在其中學習到現實規

則。 
家庭中的三角關係崩解，既是危機也是轉機 

當照顧者一方常不經意對孩子說：「都是我在照顧你，看看ＯＯ，都不在意、不管

你」，孩子通常會同感身邊照顧者的辛苦，並在關係上更加親近、結盟，而開始對另一方

產生敵意，使三角關係出現傾斜或關係不對等。 
這種狀況可能維持數年。很多問題經常發生在孩子進入青春期時，荷爾蒙的變化、獨

立的需求、叛逆的行徑會促使原本看似潛藏的問題惡化，浮上檯面。可能是敵對一方的親

子衝突，也可能孩子想要離開原本的照顧者，卻產生困難。像是孫安佐頻頻說想要做大事，

或許是想要展現自我意識，而不想再當個只聽爸媽指導的乖小孩，或者有了女友之後想要

有自己的生活，就可能產生兩個女人的戰爭。原本透過孩子可以得到依附滿足感的母親，

感覺到兒子將重心轉移到女友身上而產生失落，有時不亞於對伴侶無法回應需求的難受。 
正常的發展階段，孩子在青春期之後，本應逐漸將依附在父母身上的情感轉移到同儕

或自己的親密關係中。然而，在三角關係中的孩子，常會因此而產生愧疚感，像是「我把

媽媽丟下了」，或是對原本須回應需求的一方更生氣，像是「就是你都不懂媽媽，才會變

成這樣」。 
然而，若這個崩解的過程，能在混亂中重新修補夫妻關係，讓孩子逐步發展自己的生

活，那麼就有機會建立更健康的新平衡。但若無法正視系統中各自斷裂的關係，與自身內

在的渴望與需求，那麼就可能繼續在憤怒中各自放話、互相攻擊，既無法分離也難和平共

處。 
名人之家的無限與有限 

上述的整理，只要是家庭都會有這些動力產生。只不過有些名人之家的特質，可能更

加劇這些動力的變化。 
最常見的就是富裕。父母很有錢、資源豐富，可以提供孩子很好的物質生活，像是上

文提到的滿足孩子的慾望買很多玩具槍、體驗生存遊戲而不受限。這常會使孩子誤以為這

世界真的是無限的，我想要什麼都可以做得到，任何挫折都可以用外在資源來填補。像是

被記過，就付錢去別的學校；傷了人，就賠償道歉。於是孩子缺少機會承擔自己行為的後

果，反正總有父母來救，也很難思考得太深入。但如同孫安佐在美國的案件，在法律之前，

還是必須有所妥協。財富資源看似萬能，但也有其不能。 
其次是人脈。名人之子因為曝光率高、被社會所關注，一方面享受這種眾人矚目的自

戀滿足，卻又受困於可能被酸民、鄉民抨擊之苦。身為星二代，若能力能追得上自己的慾

望，像是去當 Youtuber、出道唱歌或演戲，都可能比其他人更有機會，但相反的也可能
因為有父母的光環，而遭到比較和評價，顯示二代不如父母的窘境。 

但我想最受苦的，可能是父母的「面子問題」。作為二代，能否一事無成？或者像平

凡孩子一樣，跌倒了也沒關係，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多次探索？像是報導提到，狄鶯曾表示

希望兒子當馬英九。但孫安佐可能重複感受到，就算爸媽投入再多資源，也無法使自己成

為母親心中的「將才」。而母親總是把自己的錯怪罪到外界的朋友身上，也可能使他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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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視自己其實不如想像中那麼強大完美。這該如何自處？恐怕比一般家庭的孩子需要更

多勇氣，去承受眾人的眼光。 
最後，我想回到家庭的本質。育兒本來就是家庭發展階段很重要的過程，但育兒時，

父母需要充分理解：自己與孩子本來就是獨立的個體，孩子既不是自己的延伸、也非緩衝

夫妻關係的媒介。期許每一對成家的夫妻都能夠啟動思考，有意識且誠實地面對自己在親

密關係及育兒上的困難及限制，不要不加思索地使用身邊的資源、人脈，把自身的期待加

在孩子身上，避免使孩子成為滿足父母生活的配件，而缺乏自我發聲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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