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於分享 父母先做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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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教育專家張偉菁 
 
烏鴉無意中檢到一塊肥皂，牠用肥皂在水池洗擦羽毛後，全身都變得香噴噴，

於是打定主意，將這塊肥皂出借給其他動物使用。老鼠、兔子、小猴子和大熊

都試過了，最後輪到大象。當大象洗完澡後，肥皂竟然不見了，烏鴉覺得既奇

怪又焦急，還以為大象跟牠開玩笑。烏鴉一片好心，跟好朋友分享自己的好東

西，最後東西卻沒有了。我們都知道，肥皂愈用愈小是必然的道理，烏鴉卻沒

想到好意分享會失去自己所擁有的。雖然烏鴉是有點不捨得牠的肥皂，但是當

牠聞到好朋友身上散發出陣陣的肥皂香，卻很開心，覺得也沒甚麼所謂了。 
 
社會上的一孩家庭愈來愈多，加上父母工作忙，不覺地會以物質作補償，於是

孩子更認為一切是自己獨享，別人碰一下也不可以。遇上這情況，父母可以怎

麼辦呢？ 
 
分享的喜樂，是很抽象的情感，要能真實的體驗，需要歲月伴隨著許多生活事

件的累積，不是一朝一夕可成，而最有效的分享教育是父母師長的身教。有一

位在出版社擔任總編輯的女士，趁女兒放暑假時帶她回公司。當時，公司的人

員正在處理一批捐給偏鄉地區孩子的圖書，數量大約有幾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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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問她：「媽媽，你要捐那麼多書啊？那麼多書可以賣很多錢呢！這樣妳損

失可大了，捐少一點不可以嗎？」那位女士回答說：「沒有人規定我要捐多

少，也沒有人要我非捐不可，是我自己願意的。妳在擔心甚麼呢？」小女孩

說：「我怕妳把書都捐光了，我們損失太多，自己就沒錢囉！」「那麼，都不

捐了，反正其他小朋友又不是我的孩子，我何必管他們有沒有錢買書看呀？」

做媽媽的故意逗女兒。女孩急急的澄清立場：「我不是說都不捐，是要你捐少

一點啦！有一些書可以留著以後再慢慢捐嘛！」「以後是甚麼時候呢？」媽媽

問，但女孩答不上來。 
 
做編輯的媽媽跟她說：「女兒，如果我將這些書拿去賣錢，賺了錢，我和我們

的家人當然開心。但是現在我把書捐出去，會有很多孩子因為有書看而高興，

我也會很開心，因為這些書可能讓他們對生活、對未來的想法，對這個世界多

了一些希望和夢想，我的開心就不是用錢可以算得出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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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樣。在日常生活中，父母關心和幫助別人，自然會給孩子

潛移默化的影響。父母要做與人分享的模範，經常主動地關心和幫助別人。筆

者小時候居住的地方住了很多人，就像粵語長片裡說的「一樓十四伙」。雖然

人多自然多磨擦，但鄰居都習慣做了好吃的點心就分給大家嚐嚐，還有在日常

生活中互借油鹽醬醋等日常用品，這些小事都培養了我們一輩的分享意識。 
 
「樂於分享」重在強調一個「樂」字，為能夠與他人分享而感到由衷的歡樂。

只有真正寬容、大方和熱心的人，才會樂於與他人分享，也只有真正自信、善

良和胸懷寬廣的人才會樂於這樣做。換句話說，如果孩子能夠做到真正地樂於

分享，他們也就擁有了上述所有的寶貴氣質，這比好成績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