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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莉莎是哈佛大學神經科學博士。擁有醫學背景的她常將醫學知識融入書

籍，且藉由撰寫和失智症相關的文章，喚起公眾對該族群的關心。 

 

  《我想念我自己》中的主角愛麗絲是一名頗受尊敬的哈佛大學心理學教

授，然而卻因先天基因缺陷罹上了早發性失智症。身為知識份子的她在得知患

病到病情逐漸變得嚴重時，不斷反思：「如果不能思考，沒了自由意志，如果

不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我將是什麼？」 

 

 

二、內容摘錄： 

  剛診斷出得了阿茲海默症，身旁沒有半個人。她注視醫師的眼眸，想看出

別的什麼，卻只見到真相與遺憾（p.81） 

 

  她還知道失語症也是阿茲海默症的典型徵狀。而她有一天會看著丈夫、小

孩和同事，面對這些熟悉的臉龐，卻認不出他們是誰（p.83） 

 

  她感受到一大部分的，她最讚賞、花最多功夫推上頂峰的自己，此時已經

死去。剩下的一小點自己，她沒那麼喜歡的自己，則是自憐自艾垂淚哭泣，心

想那部分的她死了，剩下的一切又有什麼意義？（p.191） 

 

  「我感覺到愛，那是在說愛。」女演員尖叫一聲，奔到愛麗絲面前，吻她

臉頰，露出笑容，臉上每一道細痕都閃耀著喜悅的光芒。（p.291） 

 

 

三、我的觀點： 

  阿茲海默症，一種常於電影或是小說出現的病症。阿茲海默患者最典型的

症狀就是什麼都不認得、失去思考能力，然後變得像個出生嬰兒一樣，生活無

法自理。 



 

  人類最可貴的、和別的動物最不同的，便是能思考且擁有自由意志，但若

沒了自我省思的能力，一切仰賴他人，人還能稱作人嗎？又或是與其他動物無

異，只不過是一具活著的軀體，那麼如此苟延殘喘地活著還有意義嗎？主角愛

麗絲在經歷這些掙扎時，不斷地反思這些問題，而她最後也找到自己活著的意

義。她一開始之所以會如此思考，或許是身為哈佛教授的包袱逼迫她必須如

此。對她來說，她所做的研究及她的學術貢獻就是一切，因此如果有一天，她

不能思考、不能做研究了，那麼她什麼都不是。然而，世上有什麼是比思考更

重要的嗎？我想那便是「愛」了。人是有情感的，而愛是連結所有人的語言，

就如同新生的孩童，雖然不懂表達，也不能做出自身的選擇，但卻能感知身邊

的感情：母愛、父愛及家庭成員的一切關懷，並做出回應。 

 

  國小時，我所屬的教會的一對老夫婦，夫唱婦隨，十分恩愛。老爺爺年輕

時是一名教授，而老奶奶年輕時則是一位音樂老師。因為住得近，這對老夫婦

常邀請我到他們家喝喝下午茶，一同彈琴消磨時光。然而兩年前，老爺爺病故

後，老奶奶被診斷出罹患阿茲海默症。或許是少了老伴的支持及陪伴，每一週

見到她都比前一周更神智不清，無法與人交談，連三分鐘前說過的話都無法在

她腦中駐足。然而自從她的兒子辭去了台北的工作，回到台中陪伴她，雖然無

法回到以往那般健康，病情卻減緩了。或許她無法了解別人使用的詞彙有什麼

意義，但卻能從談話間感受到陪伴所帶來的溫暖。 

 

  對人們來說，比起身障者，我更害怕那些心智障礙者。害怕與他們溝通時

不能互相了解，害怕因為他們心理上的障礙成為雙方的隔閡。因此許多人認為

得了阿茲海默症與被世人流放是畫上等號的，但陪伴、關懷及愛卻是消弭鴻溝

的大橋。如同書中描寫的阿茲海默照護中心一樣，病人雖然能受到完善的照

護，免於走失的風險，但卻完全與世隔離，不能思考，眼神空洞，失去了活著

的希望，也完完全全的與世界斷了線。然而，雖然愛麗絲到了書末也無法跟上

他人談話的速度，卻仍能夠藉由肢體語言及眼神交會與家人溝通，並保持著活

著的動力。其中最大的區別便是——愛麗絲有來自家人的愛。 

 

  愛，雖然令人感到虛無飄渺，但卻是所有人類的共通語言。對身邊的心智

障礙者來說，無法用習慣的言語溝通已是一大打擊，若又受到家人的孤立或是

不相信，那麼便可能萌發輕生的念頭。失去活著的動力便是失去活著的意義。 

 

  愛，不僅是人類情感中最偉大的一項，是驅使人活下去的支持，更是比起

自由意志還要與眾不同的特質。而我認為愛，是人活在這世上的意義。 

 

 

四、討論議題： 

  若今天是我們自己在青壯年時得了失智症，我們會如何規劃並看待自己的

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