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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一點點的好 

出院後，我很努力地讓自己變好 

每天每天地努力  

真希望有人看見我的一點點好…… 

 ---精神障礙者阿華的心聲 

社會上對精神障礙者的認知，常隨著特殊事件或媒體片面的報導而改變，很多人看到特殊事件後，立即出

現的反應常是：「那個人一定有神經病！好可怕，精神障礙者是不定時炸彈！」然後，就這樣有意無意、

以偏概全地認定和擔心精神障礙者的存在，好似精神疾病便等同於恐怖份子般危險，這些都是過於簡化、

不正確的聯想。 

最近，聽到一位長期罹患精神疾病的阿華說，在看到新聞駭人的消息時，他非常害怕，甚至又開始膽戰心

驚起來。雖然「害怕」是每個人都會出現的情緒，但他的害怕又多了一點，因為他開始擔心明天去上班的

時候，同事會投以什麼眼光，主管會不會又要開始關注他的工作表現，甚至重新思考要不要繼續任用他；

他每天出門，走出大樓，管理員總是看著新聞不斷地播放「精神疾病患者又殺人了……」、「請民眾注意

身邊相關精神疾病份子……」等，一再強調「精神障礙者是社會中的不定時炸彈」的訊息，管理員回頭看

他的眼神，讓他焦慮地發抖。 

是啊！誰能想像身為一位精神疾病患者，除了自身需要對抗疾病的不易外，還必須承受那些外在的壓力及

控訴。他說：「好像不管走到哪裡，只要看過醫生、住過精神科病房就會被貼上標籤，之後便難以擺脫，

好希望有誰能看看我們為生活不斷努力所表現的一點點好，看見一點點好就夠了。」 

身為社會工作師，我感到心酸，想想一直以來社會文化的汙名化是如此難以改變，而媒體過於簡化的歸因，

卻那麼容易地否定了一群持續努力，且沒有暴力行為的精神疾病患者。對於阿華，我傾聽他的訴說，同理

他的情緒，也協助他釐清自己和犯罪者的不同，因為不是每位精障者都會犯罪，阿華也需要去區辨、懂得

在接收這樣的訊息時，別急著對號入座，造成過多的焦慮。最後，強化他一直以來的努力，希望他能學習

肯定自己、相信自己，因為真的很不容易，同時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看見那背後默默耕耘的故事。 

罹患思覺失調症的阿華在那段被幻聽幻覺干擾的日子裡，感到很痛苦，無法工作、無法維持以往的人際互

動，原有的功能因發病而退化，原本正常的生活作息也因藥物的副作用而受影響，他面臨的世界全然不同，

而家人對於要照顧罹病後的阿華感到惶恐。生病，受影響的不只是阿華本身，是整個家庭需要一起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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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所幸當初阿華願意接受醫療幫助，也花了很長的時間一邊復健一邊調整自己的期待和接受生病的自

己。更重要的是家人一路陪伴著阿華，家人對疾病的了解從懵懵懂懂到開始知道如何應對、藥物對生活作

息的影響、從怪罪到包容提醒，家人的支持總讓阿華能夠重新站起來，這都是努力的成果。 

阿華度過了人生中最艱難的七年，雖然偶爾還是得面臨生活中緊張的壓力和復發的可能性，但目前正開始

重返工作職場，重新找尋自己在工作上的定位和價值。事實上，像阿華這樣的精神疾病患者大有人在，希

望下次大家在看到新聞聳動的標題後，能再花點時間區辨精障者和犯罪者的不同，別急著將兩者劃上等號。 

在和阿華互動的過程中，我看見他很多很多的好，大過於他希望被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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