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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駭人的統計資料

根據中央健保局資料統計，國內18 歲

以上的憂鬱症發生率，從民國 87 年到93 年

的短短 6、7 年間，就攀升了近 3 倍；盛行

率更是成長近 7 倍。由此推估，全臺灣約

有一百多萬人活在憂鬱的陰霾下。今年 10 

月，董氏基金會曾公佈，大學生憂鬱情緒

與求助行為調查。自認嚴重到需要求助的

憂鬱情緒比率達到 25.7 ％。以全國 132 萬

大學生推估，恐有 33 萬大學生感到憂鬱。

大學生如此憂鬱，而國高中生呢？根據臺

北市政府衛生局在今年 10 月的校園心情溫

度計普測活動中，分析 96 年學生困擾程度

的百分比時發現，有 29.2％ 學生有顯著心

理困擾（當中有 23.6％ 中度心理困擾，5.6

％ 重度心理困擾），和 93 年度的24.46％ 

相較，增加了 4.8％ 。臺北市 93 年至 96 年

有中重度心理困擾的青少年人數增加 2 萬 

1 千 5 百多人。易言之，每 3 位青少年

就有1位可能需要心理減壓。

由這些駭人的數據對照筆者生活中親

睹耳聞的例子之多，令人不得不相信，年

輕人的心理健康問題確實是個十分令人憂

心的社會現象。而更讓人擔心的是，家長

和孩子對精神疾患的認知和求助的正確途

徑並不清楚。「諱疾忌醫」是一般人的心

態，非不得已，不會找精神科或專業諮商

機構解圍。茲列舉數例如下。

◆	 幾則真人實事

故事 ①：有對恩愛夫妻，育有獨子。

也許是老來得子，特別溺愛。兒子自小即

受到父親無微不至的照顧，例如，幫兒

子洗澡直到小學畢業。自小五開始給錢讓

他外食。結果孩子成天沉迷打電動，誰也

不理睬，加上不洗澡等怪異行徑，逐漸惡

化。從唸五專開始直到畢業以後，都在外

面租一大間公寓自己一人住。父母得省吃

儉用按月按時送生活費給他花用。有一回

因遲了一點送去，兒子大發雷霆，刺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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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後來由牧師強迫帶去看精神科。然而

住院不到幾天，每天說自己沒病，吵著要

出院，老父不捨，依了他。至今已年過

三十，仍是過著終日無所事事，由年邁雙

親供養的日子。幾年前，筆者曾商請本書

作者黃心怡老師和她的恩師鄭玉英教授幫

忙。當時，身患癌症多年的母親願意配合

接受心理諮商和家庭治療的晤談，無奈父

親卻執意不肯。他認為信靠上帝，一切交

給上帝，問題就不會惡化，甚至可能迎刃

而解。老父一向認為，一旦就醫，送進療

養院，他的兒子的一生就毀了，他怎捨

得？！

故事 ②：有個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

父親是收入頗豐的高級餐廳鋼琴師，母親

是位年輕貌美的家庭主婦，育有兩子。也

許是物質環境太優渥，兄弟倆自小不愛讀

書，耽溺於享樂，常打架鬧事。父親因夜

間上班，白天睡覺，無暇過問，而母親也

許是太年輕又活潑好玩，對兩個兒子疏於

管教，導致問題重重，愈來愈嚴重，終致

不可收拾，引起丈夫和夫家不滿，以離婚

收場。么兒因嚴重精神疾患被送到精神療

養院，長期收容。

故事 ③：有位大學教授，是個善良而

虔誠的基督徒，夫人是音樂老師，育有一

子一女。兒子在大一升大二時，因志趣不

合，休學在家。從此以後，既不重考也不

就業，成天在家睡覺，至今已由英俊少年

郎轉變成頭髮斑白的中年歐吉桑。雙親走

到那裡都得帶著他。不明內情的局外人很

羨慕這對和藹的老夫婦，說他們好福氣，

一直有兒子相陪伴；而知悉個中原委的人

見他們數十年如一日，白髮人「顧」黑髮

人的情景，則有不勝唏噓之慨。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一位某私立大學電

機系畢業的年輕人身上。他原本擔任某機

構研究助理。專案結束後，找工作四處碰

壁。失業在家，整天睡覺，夜深起來打電

動，家人幾乎見不到他的面。曾介紹他去

某圖書館當工讀生，他卻爽約。親人朋友

都不知道該如何幫助他。

故事  ④：有位旅美名醫的女兒，大

學期間因憂鬱症休學，接受治療。情況穩

定後，對她一直寄予厚望的父親又逼她復

學，逼她深造。勉強上了研究所，病況卻

時好時壞，行徑日益怪誕，終因誤食大量

藥物而香消玉殞，令人扼腕。她的母親每

次提起她，就感到很自責。

故事 ⑤：有一位醫師的夫人，看似圓

滿的家庭—有高薪的老公，有子有女。

自己是旅美碩士，不必外出上班，在家當

家庭主婦。然而，這位夫人卻並不快樂。

她羡慕別人上班，同學都很有成就。自己

頂著高學歷光環卻一事無成，常受到有意

無意的揶揄。縱使享盡榮華富貴，心靈卻

是一片空白，終致憂鬱上身。

以上這些故事，只是筆者所知的一

部分而已。眼見這些令人心疼的苦難心

靈，縱有相助的熱忱，卻一點也使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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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近看完黃心怡的新作《我的孩子變

了！》，於掩卷嘆息之餘，似乎見到一道

「有救」的希望曙光。

◆	 書中特色

該書共收錄 10 篇心理諮商歷程故事。

主角大多數是十來歲的國中生或高中生，

4 位女生，6 位男生。主訴問題多是因課

業或升學壓力而導致的憂鬱或叛逆等棘手

行為。作者將親身經歷過的部分案例以小

說文體呈現成書。作者遵守專業倫理，案

例中的人物均用化名，以確保當事人的隱

私權。國內外這類型的著作並不乏見，例

如；大家熟知的經典《熱鍋上的家庭》，

以及精神科名醫陸汝斌、徐獨立，和名作

家游乾桂等都曾寫過這類著作。由精神科

醫師寫的案例，大多會在篇末附上具體

用藥治療方式和成效評估。黃心怡並非醫

師，書中見不到這些東西。然而，她是歷

練豐富，專業素養和學識俱優的心理諮商

師，文筆又不輸專業作家，既流暢生動，

且脈絡清楚，每篇故事既有文學又有專業

可看性，彷彿是精彩的情報員或偵探小

說。在每篇故事中，你會看到她如何以宗

教家悲憫的情懷，遊走在案家成員及其剪

不斷、理還亂，盤根錯節的關係之中，冷

靜而不失感性，隨時因應情勢改變或調整

其策略。以嫻熟技巧，和案家展開心理攻

防戰。當然，並非每戰必勝。作者必須靠

智慧把獲取的「情報」加以整理，拼成一

幅幅心靈地圖。以敏銳而正確的判讀，引

導案家自發性的審視內在世界，從而自行

脫卸自己所套的枷鎖，化解燃眉危難。從

書中字裡行間，實務工作者能汲取滋養成

份和寶貴的叮嚀；外行人能找到自我警愓

的借鏡；家中有類似狀況的人也能胸有成

竹，不再迷惘。一般人感到心理諮商是很

神秘而抽象的東西，也許有人視其類似算

命或通靈的人所做的工作。透過此書，讀

者對於「諮商室」是啥，其內部擺設、對

話歷程、可能的情緒反應，和諮商師應有

的職責和分寸等，將有比較具體而清晰的

概念。對於「心理諮商」望之卻步但又有

此需要的人是很切實際的入門指引。

◆	 書中隱含的問題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清官難

斷家務事」是自古以來的名言，蘊含極深

的人生哲理和真理實相。表面看似很圓滿

幸福的家庭，光鮮傲人的表象，一旦被掀

開，都多少有些不足為外人道的晦暗面，

兼摻雜些化不開、解不了的衝突和矛盾

死結。各階層的家庭有各自不同類型的問

題。以前老一輩的人一般教育水準低，經

濟力薄弱，子女少則 3、5 個，多則成打，

沒有能力和時間管教子女。尤其是課業方

面，都採放牛吃草方式。會唸書的讓他繼

續唸，即使需要四處張羅學費；不愛讀書

的也不勉強，早早安排他當學徒，學習一

技之長。子女很少因壓力造成精神疾病或

偏差行為。現代父母一般教育水準高了，

經濟情況較好，尤其中產階級以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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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自視高，生育少，自然有能力嚴密看

管孩子的課業。有形無形地施壓，就是要

孩子比自己優秀。這樣自己不但有面子，

也不必擔心將來孩子競爭不過他人。極度

緊張焦慮的父母，自然難以養出健全樂活

的子女。若能像〈叛逆無罪？〉篇中的主

角—8 年級的于綸所希望的—大人真

該「上些課，培養幽默感，不要老是小題大

作。」青少年和親師之間的關係也許不致

於劍拔弩張，每下愈況。

當孩子出問題時，父母可能的對策不

外是「不服氣」，硬是以長者權威，施以

高壓手段，企圖令不聽話的子女就範。要

不就是「認了」。他們相信佛家所言「子

女、父母、手足等等，一家人之所以成為一

家人，出於四種因果關係：報恩、報怨、討

債、還債。」於認命之餘，四處求助。找

師父或通靈者，求神問卜。不得已才想去

醫院精神科求診。一般精神科雖有健保，

但掛號等候時間長，醫生能給的卻只有 5 

分、10 分鐘短短的問診時間而已，有的

醫生甚至只是開藥打發了事。病人大多自

以為自我調適即可，不必就醫，甚或根本

不認為自己有病，且和家屬同樣擔心服藥

有副作用或習慣性，亦不耐長期按時看醫

生和吃藥的煎熬。因此，有的一開始即抗

拒用藥；有的半途自行停藥，造成惡性循

環。經濟能力好的，透過引介或打聽，可

能試試專業心理諮商師。由於一次上千元的

費用，有的孩子不忍父母花錢，而且父母也

因看不到短期內能治癒的保證，大多不願長

期且定期赴約。就如〈精算師和女兒算不準

的青春〉一篇中的父親一樣，會精打細算，

「評估」值不值得付費諮商。殊不知，精神

疾患和身體疾病不同，是微妙抽象的，可能

需要和醫生或諮商師充份配合，作長期抗

戰，有時父母還得接受震撼教育。成效更是

無法具體預知的。這些經濟和心理上的負荷

恐非一般家庭能輕易挑起。

此外，由書中幾個案例，令人深刻感

受到學校的功利和輕率。把調皮的孩子動

輒貼上「過動兒」的標籤，未經專家評估

或建議，即斷然加以打壓，甚至驅趕。在

教育界，此種現象時有所聞。有概念的家

長會據理力爭，為孩子爭取受教權，而知

識水準較弱的家庭則只能含悲任人宰割。

令人不禁懷疑，是學校的諮商輔導專業不

足，還是「愛的教育」已經式微了。

◆	 結語與期盼

筆者和作者黃心怡老師相識多年並且

曾共事過。印象中，她是位長相甜美，溫

婉有禮，十分進取，專業素養和學識歷練

俱豐碩的助人工作者。猶記得常有家長帶

著她所愛的百合花來感謝她。優秀心理諮

商師是可遇不可求的。在養成過程中，除

了學習專業學識知能，還要有豐富歷練，

最重要的是人格特質。筆者一向十分欽佩

從事助人工作者的能耐。他們得不斷接

收案家排山倒海而來的心靈垃圾和層出

家庭中的甜蜜負擔─《我的孩子變了》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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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窮的複雜狀況。自己不但挺得住，能

排除干擾，猶能以慈悲心念陪伴案家走

辛苦的漫漫長路，能不斷以智慧抽絲剝

繭，為紛亂理頭緒，正確引導案家走出

陰霾，迎向陽光。

青少年問題不外乎學業、兩性、外

貌、疾病、人際、和親師關係等。每個問

題的主角，應該是不局限於青少年本身。

父母師長的人格特質、人生價值和態度，

其教養方式，甚至父母和家人的互動模式

等，都扮演著要角。黃老師這10篇令人動

容的故事，大多出於中產階級以上的家

庭。父親是臺商、教授、或高級幹部，母

親則大多為孩子甘心放棄職業生涯，專心

照顧家庭。引發的問題大多以課業和憂鬱

症為主。若能擴大格局，涵蓋更多種問題

類型，引入一些中斷諮商或必須轉介給醫

院精神科的案例，以及用藥常識和對心理

諮商與治療應有的正確觀念，也許對於心

慌意亂，不知所措的家長或一般民眾，想

必助益更大，書中案例大多是成功的，而

造成改變的機轉到底是什麼，也是書中較

欠缺細緻著墨的。若能強化，無疑可予家

長一劑強心針。

黃老師有個美滿家庭，十分孝敬公

婆，夫君亦從事助人工作，兩年前升格為

人父母。百忙中猶能提筆，難能可貴。衷

心感謝她，也期勉她於照顧自身健康和家

庭之餘，筆耕不輟，陪伴天下辛苦而難為

的父母扛起責無旁貸的「甜蜜負擔」。讓

他們邊走邊學著理解困境背後的種種前因

後果，從而學習「放手」，以智慧對出門

的孩子加以祝福，而不是事事擔憂。畢竟

家庭才是孩子最安全的基礎堡壘。

紀錄片「浮萍」中的主角吳宇，他是

位年輕時隻身赴深圳打拼致富的商人，至

今已是中年。奮鬥過程中，鮮少返成都老

家探視雙親，他在片中說了一段令人印象

深刻的話。他說在生意場中挫敗的時候，

就會想回到成都老家雙親的身邊，在成功

發達的時候，就忘記他們的存在。佛家有

句話「有事莫懼，無事莫尋」，然而人世間

的你我，有不斷的煩惱，不都是出於遇事

超擔心，沒事找事煩的心態嗎？「慈悲待

人，智慧做事」，謹以這句話和天下幸與

不幸的人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