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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人歡度母親節的同時，藝人狄鶯、孫鵬的十八歲獨子孫安佐，被美國
警察以涉嫌恐怖威脅罪名逮捕。事件發展迄今兩個月，雖然國內媒體似乎
逐漸遺忘此事，但整件事對於台灣的學校、家長、甚至社會輿論上，都產
生一些影響，值得深省。

首先，從親子教養方面可看出孫家父母可能過於疼愛孩子，以致忽略應有
的教養與價值觀建立。許多研究都顯示，對兒女過度寵愛的結果往往會產
生副作用，包括對花錢的行為毫無概念，對人際關係的敏感度欠缺等問題。

此外，父母在家中的言傳身教比學校的影響力更大。根據報導在孫家，無
論是生存遊戲或者是槍彈，幾乎是家常的話題。尤其媒體出現一張孫安佐
與家人共同完成火焰槍製造，並將照片po上網的震撼報導。試問如果沒有
「長輩的允許」，孫安佐如何能獲得大筆的金錢，甚至成人的協助，來完
成這些裝備呢？
在親子教養中，父母不可能永遠是孩子的朋友。因為父母負有教養的責任，
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必須教導他們是非黑白，等到成人之後又需以開明的態
度，尊重孩子的自主與判斷。對父母來講，這是一個漫長的學習過程，更
絲毫輕忽不得。
另外此事也涉及何時才是留學生出國的合適年齡問題。由於留學期間遇到
的問題層出不窮，如果是年幼的留學生必須有父母陪伴，以養成正確的人
生價值觀，避免如孫生的憾事。
至於孫安佐在國內曾經就讀的國際雙語學校，在事發後一直給人與孫極力
劃清界線的印象。作為一個教育機構，似乎應該更積極的協助，與透過此
次機會教育，進行正面的教化。尤其美方媒體以孫生是交換學生之名進入



賓州的高中，該校對此似也應予以在第一時間澄清，適時提供校友服務，
展示國際校風。
至於網路對於青少年的深遠影響歷歷在目。孫生可以在網上輕易的購買槍
枝、甚至在台灣製作火焰槍等行為，可見網路世界早已超出實體學校與家
庭的管教範圍，尤其上面充斥各種暴力與色情，對於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
年，更需要父母老師提供價值澄清與判斷力的指引。若上述成人能認真的

跟他討論，且能夠提醒他在美國校園槍枝案件期間的敏感時刻，應謹言慎
行，或許能避免這次不幸。
從筆者長年輔導大學生的經驗，向來崇尚自由開放的美國大學，對於性、
藥物、酒精等方面並未有太大的管束。如果沒有相當的自制力與自主判斷
能力，任何人進到那樣的環境，能否知所進退，仍然令人擔憂。在痛定思
痛之餘，孫安佐事件何嘗不是一個機會教育，提醒大家：「父母是兒女的
榜樣、小孩是父母的鏡子」這一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