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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作者張學岑，新竹人，畢業於台大醫學系。是一位兒童精神科醫師，兼任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理事長，專長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妥瑞氏症、亞

斯伯格症等青少年常見之精神疾病。 

 

  這本書是她的第一本創作。在書中，透過她在治療中所遇過的各式各樣的

案例，去記錄她自己或是她對病人或病人家長們的想法，抑或是有對一些作者

的專長項目做一些基本的解釋，也會由作者自身的經驗去切入探討某些我們認

為「不正常的事」。  

二●內容摘錄： 

  擁有聰明的頭腦也許是件好事，但找到美麗心靈更是上天的恩賜。(P.24) 

 

  有時，因為有限制，反而更想踐踏限制；因為有規則，反而更想破壞規

則。(P.26) 

 

  假如你怕受傷，我就要鼓勵你去受傷，去擁抱受傷的症狀，再去改變這些

症狀對你的意義，改變你對因這些受傷所帶來的感覺與認知。(P.167) 

 

  他選擇記住及感恩車外，陌生人不吝付出的愛及包容；選擇忘懷，車內被

死神糾纏不止、窮追猛打的無助。(P.190、191) 

 

  人生的秘訣就是，跌倒七次，爬起來八次。(P.200) 

 

  生命裡每一個人，不過就是如潮水般和我們擦身而過罷了。(P.202)  

三●我的觀點： 

  我們所謂的正常人，定義到底為何？我想，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明確的答

案。我們常以不正常的名義很自然而然地去否定一個人，書中的各種精神病患

者，或許在某些普通大眾的眼裡，被視為是生病的人，大部分的人，也會自動

將其降低地位，但我們又憑什麼有如此作為？那些人，無論是先天就具有的或



是後天導致的，有誰是自己願意如此的？然而他們的無能為力及無奈通常不會

被我們看見，我們只會選擇性的看見他們表現出來的問題。但他們令我佩服的

是，面對生命的種種挫折卻絕不服輸的堅持！儘管周遭人總是投以奇怪的眼

光，他們依舊不向現實低頭，為了自己的執著努力，這甚至是有些正常人所沒

有的。我們常遇到問題或挫折就想放棄，可是他們不一樣，他們總會勇敢迎接

問題、面對問題，這種不畏懼失敗的精神比我們勇敢且有意義多了，我們也該

學習他們的精神，與其因起初的猶豫不決而導致之後的後悔不已，不如勇敢地

做完自己想做的事，如此一來，即使失敗也不會遺憾。 

 

  在看完這本書之前，我的想法跟大眾所認知的沒什麼太大的差異，也一貫

的認為精神病患就是精神有問題的病人，應該關在醫院或待在家裡好好地治

療，但看過這本書後，我認為，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具有精神病的特徵或徵

兆，只是有些人的特徵比較明顯，因而被貼上精神病患的標籤，其他人們不是

特徵還沒被察覺就是特徵太過輕微以致於被忽略。書中所提到的「肚臍智

商」，是在敘述人會藉由身體的動作或行進方向表現我們內心真實的想法，那

些精神病患們可能只是採取了比較激進或不同的作為來表達自己的想法罷了，

目的與我們無異，卻因此被鄙視，我實在替他們感到不平，也對自己之前的想

法感到羞愧，因為我覺得，我們沒有人有資格去貶低任何一個人的價值。 

 

  我們總是不平等的對待那些精神病人們，卻沒想到，我們常掛在嘴上說的

科學家或名人們，很多也都是患有精神病的，例如：馬丁路德‧金、邱吉爾等

人，如果我們可以以多挖掘一些他們的優點，來取代一直無限被放大的缺點，

並且抱持著對一般人的態度去對待他們，或許會有更多被埋沒的人才被一一挖

掘，進而成為之後的人們掛在嘴邊說的名人們，畢竟，誰也說不準在他們之

中，說不定會藏有第二個安徒生呢！ 

 

  當我以後遇到這些與我們有一點不同的人時，我不會再投以可憐或奇怪的

眼光，取而代之的是，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站在他們的立場替他們著想，讓那

些被歧視的人們不再感到自卑，且能夠受到尊重，更希望他們能夠因為我，心

裡產生出那一絲絲的溫暖。 

 

四●討論議題： 

  假設自己是一位精神病患，我們會希望別人怎麼對待我們？我們又該如何

去面對及克服所遇到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