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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这次聚会共有 15 位姐妹和朋友参加。虽然有人迷路，但是大家最后都找

到了目的地，脸上都洋溢着喜乐，聚会如期开始。 

这次大家探讨了如何在圣经原则的指导下学习与我们的上一代（父母与配偶的父母）

相处。因为这次有新朋友参加，聚会前我们再次重温了一下姊妹会的宗旨和原则：

如何遵从主耶稣的教导，以爱心和忍耐建立合神心意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如何在家

庭里彰显神的爱，使每一个家庭都能成为蒙神祝福的家庭，并成为耶稣基督的美好

见证。通过神的话语的引领，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善婚姻关系，以至延伸到所有的人

际关系。姊妹会的讨论通过说造就人的话，不做无谓的争论，不论断人，围绕主题，

以达到互相探讨，互相扶持，共同成长的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许多分享

和 case study 均涉及姊妹的隐私，在姊妹会上分享的内容只限于在场的人及其配

偶知道。超出这个范围的必须经由当事人的同意才可分享。 

Case Study 

这次的 case study,大家再一次看到神的爱在婆媳关系上的彰显。以前国内的环境，

一谈到婆婆，就会有一种负面的评价。但是借着神的话语时时提醒，督促这位姊妹，

学会宽容，谦卑，和爱，才能与婆婆和睦相处。这位姊妹从婆婆身上看到了很多优

点：比如勤劳，节俭等。但是生活在一起，由于习惯的不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老人也因为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喜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带孩子或是做

饭）。如果要立即就听她的，也不是太容易。这位姊妹就在日常生活中操练和婆婆



说话的态度，语气，尽量柔缓，凡事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所以尽管有时婆婆的做法

与自己的想法有出入时，也能看到积极的一面，以至于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引起大

摩擦。这位姊妹也很注意跟婆婆交流。婆婆白天闷了一天，晚上愿意花时间跟婆婆

谈心。时间常了，自然就有了感情。所以婆婆走的时候，这位姊妹也是依依不舍。

她觉得，当初结婚时，只是把婆婆当客人来看。但是信主以后，神的爱逐渐改变了

她，婆婆在她眼里更是变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感谢神，神的爱真是可以让一切

成为美好！ 

 

圣经教导 

接着我们来看看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以下的父母均泛指夫妻双方的父母） 

尊重父母，孝敬父母 － 我们尊重父母，因为父母亲也是受造于神，也有神

的形象。而孝敬父母则更是神的命令，也是神对人的祝福。 

 

 出埃及记 20 章 12 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

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以弗所书 6 章 1 到 3 节：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

理所当然的。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圣经里同时也讲到夫妻关系是家庭的第一关系。孩子长大后要离开父母，夫妻二人

成为一体。这里的“离开父母”不仅指经济上独立，更是指情感上不再依靠父母。夫

妻结婚后对方的父母就成为“我们”的父母，要共同孝敬双方的父母。若与对方父母

关系好，对夫妻关系会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结合我们大家的实际情况，我们探讨了在美国的我们与来美探亲的父母或我们回国

探亲时与父母的相处。 

父母来美探亲 



我们在美国相对稳定以后，都希望父母能来这里体会一下我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很多中国的父母都愿意来帮我们看孩子。这本来是一件很好

的事。但是老人来了以后，真正跟我们住在一起后，却会因为各种原因，产生这样

那样或大或小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在这里生活习惯了，自然会对父母的一些习惯不

再适应。另一方面，隐私似乎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通常在以下下几方面比较容

易产生矛盾： 

 生活习惯：尤其是跟配偶的父母比较容易有不同的习惯。我们应该学习谦让

的功课。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感情的投资。虽然我们谦让

了，好像表明上我们吃亏了，但我们却赢得了父母（特别是对方的父母）的

心，因而关系处好了，这一点相信我们的配偶都能看到。我们自己其实更会

因此而蒙福，因为这会意想不到地改善我们的夫妻关系。另外还要注意学会

与父母聊天，因为老人在美国没有朋友比较寂寞。 

 

 管教儿女：老人有自己一套管教子女的经验，在这方面老人讲的对的地方我

们应该听取。但是我们不要当着小孩的面与老人发生争执，这样孩子也会学

会不尊敬老人。 

 

 微妙的关系：不只一个姊妹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觉得先生与婆婆的

话好像比跟自己的多。婆婆自然也会对儿子要好一点，媳妇有时想跟婆婆亲

近，却还未必亲近的上。总之媳妇与婆婆这两个女人之间总是有一种张力：

婆婆似乎还把丈夫当孩子一样疼爱有加，而媳妇却好像被冷落在一旁，心有

嫉妒，却无所适从。当然当婆婆看到媳妇“指挥”儿子做这做那的时候，虽然

不直说，自然也是心中不爽，所以也会在其他事上借题发作一下。有时婆婆

看到小夫妻俩卿卿我我，太过亲密，也会有一种儿子被人夺走的失落心理。 

 

这种婆媳关系确实很微妙。但是从讨论中姊妹们也总结出以下几条心得： 

 

1）要有平衡的心态。把对公婆的期望值调整到合理的位置上－不要期望公

婆会对你比对丈夫还要好，这样就不会不必要地产生嫉妒心理。另外，如果

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就希望对方知道自己的好，也期望有所回应，如果没有



就会觉得委屈。这样的心态也需要调整一下，因为耶稣说我们如若想得到人

的奖赏，我们就得不到天父的奖赏。我们的好心其实天父都知道，也会纪念。

所以不要太计较这些世间的得失。 

 

2）要和丈夫一起花时间陪老人聊天。尽管有时公婆觉得跟自己的儿子聊天

更自然，但是媳妇仍然要花一点时间与公婆相处，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媳妇的

关爱。 

 

3）在老人面前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对配偶的态度，不要旁若无人地发脾气，

也不要做不适于公共场合的过于亲密的举动。要让老人感到自己的孩子受到

其配偶应有的尊重和爱。 

 

4）有些时候老人比较唠叨，也不要太往心里去。不是什么原则的问题，也

不必非得争个高低。有时让他们说就是了，听着就好了。这样的话，很多时

候矛盾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我们回国探亲 

我们回国探亲时通常要给双方家里准备礼物。在这个问题上，夫妻双方应该互相协

商，根据实际需要尽量做到不偏心，不厚此薄彼。如果对方家里对自己的丈夫接待

地更热情更体贴，也是很正常的。如果平衡好心态，也不至于去比较而不高兴。 

在给父母钱的问题上，又是个难题。首先夫妻双方应该互相理解，尤其对那些在农

村的，生活条件还不是很好的父母，更应给予更多的帮助。帮助父母，是神所喜悦

的事，夫妻双方应该带着喜乐，共同去做，而不是相互隐瞒，偷偷摸摸地进行。姊

妹中有做的很好的：一方写支票，另一方签字。我们在给予上学会慷慨，有风度，

蒙福的其实也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夫妻关系也一定会因此变的更好。也有姊妹分享

以前先生给家里钱总瞒着自己，反而引起她的反感。后来告诉她以后，反而觉得给

得高兴。 

 



结语分享 

有个姊妹信主就是因为看到一个信了主的朋友全家生命的改变。她的朋友来美 12

年，公婆也移民来了。老人比较内向，但是子女去哪儿都带着他们一起，一家人其

乐融融。婆媳关系非常好，在外人眼里根本看不出是婆媳。其实他们也深知人跟人

相处的难处。但是他们靠着读圣经，靠着神的爱，在爱里彼此宽容，彼此扶持，才

享受了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美好。这正是神的恩典。 

还有一个姊妹也见证了通过跟神祷告，只看自己的罪，认自己的罪，从而得到了

in-law 的宽恕，更得到了神的饶恕的经历。当我们单单仰望主耶稣，来到他面前，

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失去的只是罪恶的捆绑，我们得到的却是心灵的真自由。 

感谢怡怡一家的热情接待！我们享受了她们精心准备的点心（大师级的），自产绿

豆粥，还有水果，大家的肚皮也很得饱足。 

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夏末的下午，一起分享主爱。我们期待着下一次

的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