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在的琛琛是個學習力強、勇於冒險和探索的孩子，

                                  然沒有人會想到在他短短兩年的生命中，已經轉換三、四

                                  次照顧者和環境。琛琛有愛他的爸爸和愛他的媽媽，但兩

                                  人因為各自人生的議題，使得原本的甜蜜負擔，變成了不

                                  可承受的負荷。

                                     “對不起，我想把琛琛帶回來 ... .”，電話另一頭傳來

                                  哽咽的聲音，這已經是這個月第三次，社工接到琛琛爸--

                                  阿盛打來類似的電話了。臉上總是帶著客氣的笑容，沉默

                                         寡言，但眼神中卻透露著一絲憂鬱，是社工對阿盛

                                         的第一印象，在每天面對的求助者中，都是以婦女

                                         居多，而阿盛一個大男人，牽著一歲多的兒子，來

                                         到辦公室與社工談出養，看似還不錯的親子互動，

                                           讓社工心中開始浮現許多疑問，到底是甚麼樣的

                                           原因讓他走到出養這一步？

                                               原來，阿盛與琛琛的媽因雙方親人的反對而

分手，一年多後，阿盛突然接到琛琛媽的來電，表示兩人分手後即懷孕生下兩人的孩子，本

來想自己扶養，但撐了六個月後，實在撐不下去，請阿盛接手琛琛的照顧。

    阿盛不顧家人的反對，堅持做了生父認領，一肩扛起單親爸爸的角

色，從摸索並學習餵奶、換尿布開始。可是為了養孩子，阿盛不能不去

工作，於是找到一個便宜又能廿四小時托嬰的保母來照顧琛琛，本來還

能穩定於周末接回琛琛團聚，但卻因工作不穩定、收入低，又兼了工地

的差，往往只能靠電話維繫關係。好景不常，阿盛因工作傷及

背部，導致有時無法上工，在花光所有積蓄之後，向親朋好友

                                  借錢度日養兒，眼看債務像

                                  滾雪球般越積越多，最終連

                                  保母費都付不出來，而被保

                                  母下最後通牒， 轉而將琛

                                  琛托給不同友人 照顧。只

                                  是阿盛心裡明白，隨著孩

                                  子年紀越大，需求也會越

                                  多，再這樣下去會害了琛

                                  琛，畢竟孩子是無辜

                                  的，經過許多個
琛琛跟著社工在窗邊開心地數車車，渾然不知

爸爸的職傷將債台築得愈來愈高了！



掙扎的夜晚，阿盛終於寫了封信給琛琛

媽，決定向機構求助，期待琛琛能由一

個準備好的家庭收養。

    然而，無止盡的罪惡感，是阿盛將

孩子帶至機構照顧、等待合適收養家庭

後揮之不去的夢靨。社工接到阿盛無數

次自責的電話，覺得自己是個失敗的父

親，看到琛琛來到救世會之後，所展現

出更燦爛的笑容及所享有他難以給的機

會，更打擊他的內心。

    社工深知，出養不代表阿盛不好，

他以他所能盡力做個負責任的好爸爸，

他沒有避不見面或消失，只是在男性壓

抑情感及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文化迷思之

中，對身為男性的阿盛來說，要面對及

抒發自己的情緒有時會有更多的束縛，

礙於自尊及面子，可能根本無法對身邊

的人開口傾訴，最後只剩社工的陪伴和

傾聽，同時引導阿盛以正向的態度面對

未來，放手不代表放棄，期待他找回自

己的人生。

    反觀目前在救世會等待擁有自己家

庭的其他孩子，他們不像琛琛，有至少

盡過力的父母，他們的父、母親自己有

更大的問題（坐牢、失蹤、吸毒），以

致這些孩子必須在體制內遊走，有的甚

至連一張親生爸媽的照片都沒有。我們

邀請您和我們一起為這群孩子努力，有

了您的捐款，救世會得以繼續為這群孩

子請命謀福，不讓他們成為體制內無法

發聲的一群，讓

他們也能享有擁

有「自己的家」

的權力。

提出「出養聲請」

提出「收養聲請」

協談、輔導、確認

家訪、確認、親職教育

面對自己、回歸生活

呵護寶貝、一生承諾

媒合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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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追蹤輔導持續一年

收出養程序示意圖

  2012年6月1日開始上路的兒少新法，對於國內收出養制度有新的規定，除親戚間收養與收養配偶之前所生

之子女外，收養無血緣關係之孩子必須經由 進行評估後，再由其協助媒合。收出養案

件須向法院提出收養認可之聲請，法院可要求當地社福單位進行調查訪視，提供報告與建議供裁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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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像月亮一樣，照亮我家門窗...」這是我幼年母親節必唱歌曲，

今年小女上了幼稚園，一回家對我又親又抱又手舞足蹈的獻上：「媽媽你

是一棵大樹，我是樹上的小毛蟲，我每天吃樹上的葉子， 媽媽沒有怨言，

媽媽妳這一顆大樹，還是不停地長出新葉子，使我成長、使我茁壯，媽媽

我永遠感恩你」。看見她認真的模樣，此刻身為母親的我真得很幸福。也

許世代不一樣，流行的歌曲不一樣，但一樣的是那份對母親的愛，會持續

傳承下去。

    小偉今年五歲，和小女一樣的年紀，寄養媽媽來電表示，小偉這一週

特別的安靜，連幼稚園老師也察覺了異樣，直到昨晚小偉從書包小心翼翼

的拿出一張卡片：「阿姨，這個給你，我愛你！母親節快樂！」寄養媽媽

格外感動，將小偉緊緊抱在懷中。原來，他祕密策畫著這項驚喜。

     回憶小偉剛至寄家的模樣，常常使寄養父母傷透腦筋，由於不斷換轉

換新環境，小偉練就了許多花招，來測試大人的界線，舉凡和同學打架、

把寄養爸爸的眼鏡弄壞藏起來、說謊等，每天的新花招讓寄養父母吃盡苦

頭，但他們知道再辛苦也要努力，不行再讓這個孩子繼續漂泊了。小偉的

媽媽長年受毒癮所苦，又因共用針頭染上愛滋，因為媽媽的不穩定及無支

持系統，小偉不斷轉換環境，直到來到寄養媽媽家，才開始有了規律的生

活。現在小偉臉上的笑容漸漸多了，這是給寄養爸媽最棒的禮物，而我們

知道小偉的愛開始萌芽了。

開始會說我愛你開始會說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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