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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動症與公主裝，兩種看似格格不入的搭配，是吳沁婕為本書拉開的序幕。小小的女孩，

頑皮地爬上爬下，卻束縛在妝點著蝴蝶結的洋裝中，這樣略為滑稽的畫面，深深地烙印在我的

腦海裡，因為，不管是過動症還是公主裝，都是開啟故事的一把鑰匙，其中蘊含著誤解、壓抑、

標籤與性別偏見的拉鋸，在社會的指指點點中，多數的人會選擇低頭，遺忘內心那個活潑好動，

卻絕無僅有的自己。但穿著公主裝，卻始終堅持帥氣的吳沁婕，卻抬頭挺胸的說著：「我很特別，

跟別人不一樣！」

或許，正是這樣的不一樣，才能層出不窮地「動」出夢想的節奏。

故事的旋律一開始就是波濤洶湧的，與一般溫和舒緩的前奏不同，蹦蹦跳跳的女孩，穿著

媽媽精心準備的優雅裙裝，全力以赴的跳躍、翻滾、狂衝，東奔西跑地與男孩競爭「貓捉老鼠」

的勝利。陽光下，女孩一身狼狽，卻因第一名的喜悅燦爛著，這樣無所顧忌、沒有界線的天空

是多麼廣闊，但那充滿皺褶的裙襬、混亂的頭髮，卻是大人們視角上的焦點，那一點點沾上的

污泥，也許就讓情緒天崩地裂。在既定的文化價值觀裡，女孩被劃定了應有的樣子，圈圈之內

就是端莊典雅，但我們卻忘了在這之外，有更廣闊的視野，微風吹拂，凌亂的頭髮，隨風揚起，

小朋友不分性別，單純地把獲勝的女孩抬起，又叫又跳，所有的天真都站起來，笑著跑進回憶

裡閃耀的一頁。

在童話裡，公主也有選擇題，要成為沉睡千年，等待一吻而醒的寂寞身軀，還是自由自在，

卻必須去親吻青蛙的故事設定？在現實世界中，也必須抉擇，是中規中矩地活著社會寫好的腳

本，還是打掉眼光築起的藩籬，畫出自己的夢想藍圖？我總是想問問書裡的那個小公主，當年

怎麼有勇氣剪去一頭長髮，在被外國人誤認為男孩，走錯廁所時，能仍理直氣壯的自我介紹：

「Iam a girl.」在吳沁婕的生命裡，公主的故事似乎有新的選項了，愛打籃球的帥氣身影，也可

以是獨一無二的酷女孩。

「動」出夢想的節奏：讀《我的過動人生》
國立臺南二中教師│江伊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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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昂的節拍是熱情的象徵，對於不斷向生活叩問的女孩，一花一草、一隻瓢蟲、一群蝴蝶，

都是好奇心捕捉的對象，喜歡她自稱「問題兒童」的得意表情，天真地錯把「問問題」與「有

問題」混淆，對於世界的困惑，單刀直入、鍥而不捨，便能迸出奇異的火花，這是成人故事裡

不再有的篇章。但是演奏的過程裡，總有刺耳的變奏會參差其間，有時是老師的斥責聲，因課

堂上無法控制的交頭接耳而爆發，震耳欲聾，令人害怕；有時是媽媽眼淚的滴落聲，不知如何

教導好動女兒的無奈與難受，細碎的聲響滾落桌面，一點一滴都是破裂的母女關係；有時是外

人困惑的叫喚聲，同學妳的雨傘忘了拿、妳的便當袋漏掉了，甚或，連每天上學的書包，都可

能在公車站牌前被路人拾獲。這些生活裡的雜音，充斥著許多的不了解，以為丟三落四、忘東

忘西就是不用心，認定無法專注就是調皮搗蛋，這樣的旋律很特別，多數的人都覺得嘈雜而難

聽，但吳沁婕卻在書中寫道：「人生從來不是公平的，但是我很感謝我的過動！」不是沒有挫

折而懷疑自我的時候，不是每一次的指責都無傷大雅、沒有受傷，只是行路哪怕孤獨，還是必

須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還是選擇屬於自己的道路，因為勉強踩著別人的節拍生活，最終，也

只會將自己絆倒而已。

但是，想堅持自己的音符，並不容易，得經過社會重重的把關，就像是教官站在校門登記

沒穿制服裙子的女孩，走入人群的時刻，總有人會帶著審視的眼光，在心中登記的筆記本上，

把所有的不合規定，一一記錄、屏除。我常在想，女孩求學路上曾掙扎蹦落的聲音，那些不得

不被拋下、修正的旋律，不知道未來的某一天，有沒有人會小心翼翼地將它拾起，並仔細傾聽

呢？

多年後才漸漸為社會所知的「過動症」，早期根本就是「壞孩子」撕不掉的標籤，就連現

今的課堂風景，仍可見不願承認醫生診斷的家長，用不斷地指責與批判，試圖躲避成人們都不

敢面對的「不一樣」。我不知道國中時被老師大吼：「滾出教室！」的吳沁婕，是以怎樣的心

情看待這些委屈？看著愛護自己的母親反覆被叫來學校，卑微地向生氣的老師低頭，又是何等

的辛酸？也無法想像高中的女孩走進教室，卻發現自己的桌椅已被老師搬到後山的心情，十六

歲的眼淚，倔強的忍著，茫然地往後山尋覓，一路上都是從抽屜散落的講義、筆記與文具，一

路上都是傷痕纍纍卻強顏歡笑的表情。「過動症」的孩子，在大人眼中是幼稚而頑皮的，但他

們其實是更為溫柔的一群人，包容了這個世界對於病症的無知、對於標準的苛刻，甚至是對於

改變他們的殘忍，這樣的柔軟如果不是一種堅韌與美好，這個社會早就遍體鱗傷了。

「你知道過動症有多棒嗎？」我一直想著長大後的吳沁婕在演講時對著國小男孩說的話。

整場一直低著頭的男孩，是個過動的大孩子，愛晃動的肩膀，想必在學校時，讓他遭受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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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辛苦。但是整整兩個小時的演講，注意力缺乏的男生，雖然偶爾咬著指甲、翹著腿，卻安安

靜靜的坐著，聽完了全程。在場的主任與老師們，都為他的表現熱烈鼓掌，小小的視聽教室裡，

凝結著一股溫暖，因為過動症狀的干擾，小男孩的生命裡會多一些失序的情況，會有著撐不下

去的挫折感，偶爾，甚至會多走一些冤枉路，會在既定的五線譜之外，找不到自己夢想的節奏。

吳沁婕知道，所以也更心疼這個始終低著頭看桌子的身影，一直記得曾經在成長旅途上孤單被

質疑的酷女孩，如今，以更帥氣的樣子，拍著男孩的肩說：「我知道現在你有時候會覺得辛苦，

但是如果你可以撐過去，找到你喜歡做的事好好發揮，相信我，有一天你會跟我一樣，好喜歡

自己的過動。」話語聲敲入心靈，男孩終於抬起了頭，露出了屬於他的笑臉。

因為過動，所以曲折，但也因為過動，才有了獨樹一幟的生命樂章，才能演奏出驚奇的音符。

「你知道過動有多棒嗎？」吳沁婕說她已經不知道講了幾百場演講，但是，那天當她說出

這句話時，還是忍不住熱淚盈眶，而閱讀至此，讀者的眼眶也不禁泛紅，平凡卻強大的感動衝

擊著，我看過許多偉大的夢想，也見識過很多成功的樣貌，但是，每次聽到真實與自己對話的

樣子，總是扣人心弦，不是一帆風順的故事，也曾跌跌撞撞受過傷，但也因此塑造了「不典型」

的吳沁婕，讓「不一樣」的翅膀，也可以朝天空飛翔。

「請永遠不要忘記，去看到自己，好棒的地方。」看著吳沁婕的文字，突然好想跟夢想打

個勾勾，說好我們都不要變。

「是昆蟲老師！」小朋友興奮地對著門口大叫，急急忙忙地衝過來幫忙提東西，藉機說上

幾句話。這樣充滿笑聲與好奇心的課堂，便是吳沁婕童年時最期盼的快樂畫面。長大後的她，

將這樣的夢想，舞動在方方正正的教室課桌椅間，明明是孩子最恐懼的昆蟲、學生最討厭的上

課，青春的旋律，卻能於此自在的飛揚，我常想為何有吳沁婕在的地方，午後陽光灑落的小臉

龐都是歡喜而雀躍？為何那些被斥責為嘈雜、喧鬧的頑童聲，如今卻在昆蟲老師的每個問題中，

洋溢著光采？為何快樂的音符，可以在原本沉悶的課室節拍裡，塑造很多不一樣的可能？

我想這就是過動的魔法吧！因為是過動兒，從小她接收了許多冷嘲熱諷的聲音，因為是個

像大男孩的女生，一路走來，質疑的問句總是寸步不離，她的生命樂章裡，充斥著各式的音頻，

忽高忽低，忽激昂，忽又頹喪，也因此那些不在主旋律上的孩子，總可以在吳沁婕身上，找到

自己遺落的、被鄙棄的內心低語。

「有時覺得我好像穿梭優游在大人和孩子的世界間，又或者我根本還是個孩子。所以我寫

下這些故事，寫下孩子的心聲，我們都曾經是個孩子的心聲。」吳沁婕的筆記錄了這些不曾被

仔細傾聽的聲音。他可能是不斷被媽媽怒吼音量太大的小孩，始終無法控制自己嘰嘰喳喳的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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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也可能是全盲的學生，一輩子無法看見昆蟲的形體。這樣的孩子，沒有人曾設想他們能好

好上課，並且樂在其中，也沒有人會知道，那個看似頑皮搗蛋的男孩，願意大方地出借自己所

有的彩色筆，是這麼的單純、善良；人們更不可能明白，在看不見的黑暗畫面裡，可以藉由那

雙小手的觸碰，勾勒出屬於他們的昆蟲世界。在吳沁婕的課堂上，每一個被評斷為有缺陷的他

們，都能擁有自己的樂音，不再被這個世界的主流與標準掩蓋。在孩子的世界裡，沒有正確答

案，只有快樂吶喊、自由自在的樣貌，在吳沁婕的昆蟲夢想中，可以更理直氣壯地去追尋所愛，

生命的音符，哪怕超出了樂譜，也仍舊閃耀動聽。

我也想以這樣的音色，持續地去創造不同的夢，就像是把昆蟲帶去巴黎圓夢的吳沁婕，仍

然層出不窮地拍打著自己的節奏。現在的她，在人生的地圖上，大街小巷一條一條的走，有時

痛哭，有時歡笑，有時迷茫，有時又充滿鬥志，而今，讀者也跟著這樣的步伐，一起編織著不

切實際卻令人安心的夢想，就像當年的酷女孩，依舊持續地「動」著，持續喜歡每一秒都走在

夢中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