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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全  博士 
 

到今年五月，家屬互援會就進入了第二個十年了。 
 
我們這個家屬互援會是一個完全由義工所支持的組織，沒有全職職員及固定收入、經費。但是在過去這

個十年，我們的會務卻不斷的進展，包括組織、人力的擴展，服務項目、範圍的擴展。我們的互援會現

在已經是政府認可的非營利機構，捐款人可以捐款減稅。希望可以對於我們極有限的財務收入有所幫

助。服務的義工由剛開始時的三、五個人增加到二十餘人。過去一年，十多位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學

院研究生的参與，更為這個組織帶來了新的人力及動力。也從今年開始，義工們分成幾個不同的小組，

每一個小組負責一項服務或行政事項，希望這樣的組織設計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率的推展服務。 
 
過去的十年裡，我們互援會的服務，也擴展的很快，由單純的每月一次的教育性聚會，到發行季刊，進

行家庭探訪，社區外展活動，以及目前正開始推行的家庭之間的聯繫、義工分區聯絡，以及輔導每一個

家庭。在第一個十年，我們這個互援會的進展不可謂不大。 
 
在過去的十年，一項不變的原則一直指引著我們的發展，就是我們對於家屬及受精神病折磨的人們的支

持、鼓勵，以及關心。這原則是當初促成這個組織的主要原因。前瞻下一個十年，我們也會基於這個原

則繼續向前，希望有一天，受精神病折磨的人們及家屬們，可以生活在一個不受歧視、並有充分支持的

社區。 
 
在未來的十年裡，我們這個互援會會朝以下的方向繼續發展： 
 
互助：有過照顧精神病親人的經驗，才知道其中的困難與痛苦不足為外人道。也就是這樣的情況，在十

年前催生了這個團體。未來的十年裡，我們的家屬會員們要更有目標、有組織的去學習如何自助、助

人，我們深信，家屬之間可以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成為彼此間最好的資源及支持。如果將來有適當機

會及資源，我們也應該考慮跨出族裔的界限，與其他族裔的家屬及共同努力，為自己及為精神病所苦的

人們的福利奮鬥。 
 
學習：瞭解精神病及其治療一直是我們團體的重要目標。在未來的十年裡，我們要持續學習有關精神病

及治療的新發展。明白我們受精神病折磨的家人的心理及生活的需求，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的提供支持

及照顧。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學習我們作爲病人照顧者自身的心理及生活的需求，使自己也可以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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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生活。社會環境的變化，尤其是政府對精神健康、治療、預防、及保險的政策改變是亞裔家屬及病

人最不瞭解的部份。可是，這也是我們最需要學習、瞭解、並積極參與的。因為這個部份是所有病人的

服務的基礎，影響到所有的治療、復健、及福利。 
 
培養：培養更多的人來參加我們的奮鬥，可以由我們自身做起。我們可以引導更多的自己的家人來參加

我們的活動，我們也要引導更多的社會人士成為我們的服務義工，我們可以發起更多的熱心人士、企業

機構、專業人士、提供我們資源上的支持。過去一年由於社工碩士生的參與，讓我們明白了注入新血的

重要性。我們的互援會應該建立與相關的學院的合作關係來提供學生參與社會服務的機會。 
 
倡議：我們要引導我們的社區，明白精神疾病是一種大腦的疾病，是與其他慢性的身體疾病並無不同，

需要社區的瞭解、關心與支持。歧視與嘲笑我們的病人與家人，是不人道，不道德，以及沒有幫助的。

我們也需要加強與社區機構，商業及熱心人士的聯繫，爭取他們對我們這個團體、家人及受苦的病患的

支持。例如，提供工作或其他機會給家屬或病人。 
 
十年的時間不短，但是因為努力不斷，我們的互援會有了多方面的進展，希望在未來的十年，我們會更

有目標、更專注的去努力，來為我們的家人及病人努力。 
 

  
 

 

 
 

王女士與丈夫和兒子於三年前移民到紐約。與大多數家長一樣，王女士也希望自己的兒子去最好

的學校，接受最好的教育，找到一份較好的工作。然而事與願違， 兒子卻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 
王女士兒子在上小學的時候，學習很優秀，也很愛踢足球與跑步。上了初中就住校學習，王女士

與丈夫也就沒去過多在意兒子在學校的情況。兒子每週末都會回到家中，但是他卻表現出一些反常的行

為，例如長時間睡不著覺， 在屋裏走來走去， 自己跟自己說話，經常聽見聲音，洗漱也不能照常。王
女士與丈夫從沒有往精神疾病的方向去想過，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這樣的問題。然而，精神疾病

卻不如身體疾病，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治癒。王女士與丈夫很快的意識到兒子的反常，便把他送入醫院

去檢查，雖然服用了一些處方藥，但是情況並沒有好轉，到後來把他送入精神療養院，才診斷為精神分

裂症。可是兒子卻堅決不配合治療，認為自己沒有精神方面的問題，藥也不吃，經常跟父母頂嘴。每當

看見兒子這樣，王女士的丈夫就會打電話叫警察把他送入醫院。不過現在，王女士兒子的情況已經有了

好轉，他能聽父母的話，按時吃藥，一個月去醫院看一次醫生打針開藥（兒子診斷甲狀腺出問題），每

週去一次社工那裡接受咨詢。 
做為精神病患者的家人，王女士與丈夫有著說不盡的心酸。人家的父母都是去學校接孩子放學，

去工作地點接孩子下班，王女士感嘆道自己卻是去醫院接兒子回家。對兒子抱著很大期望的王女士現在

也看淡了，只希望兒子儘快好起來，能夠獨立生活照顧好自己就行， 他們也不會給兒子施加任何壓力
了。談到對其他也有精神病兒子父母的建議時， 王女士提到要儘快帶孩子去看精神科醫生， 不要帶著
保守的思想不好意思， 這樣對孩子是沒有好處的。其次，為人父母不要給子女過多的壓力與責備，這
會更加加重孩子的病情，要給予孩子體諒與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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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是人類所罹患疾病中最被誤解，懼怕的一種。其原因是自古以來

對於此病的束手無策，以及隨者此病帶來的對於病自身或家人甚至於社會的破

壞性。好在近數十年來，「精神疾病」已能被治療，但根深蒂固的恐懼及誤

解，仍是有待努力去化解的。 
 
身為家屬，何其有幸，如中“樂透”般，獲得老天爺頒發的大獎———他設定

了人類，必須有千分之三的比例罹患「精神病」（躁鬱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

疾病），而家屬們除了勇敢的摸索著如何為病人找到合適的治療方式外，又需

背負大眾的誤解，沒有辦法得到援助。 
 
家屬是照顧患者的第一線，我們必須先照顧好自己，才能幫助病人治療以來，

共同去爭取一向被忽略的權益，並且扭轉世人對於「精神疾病」的惡劣印象。 
 
家屬所面臨的困境  
 
一、家屬（父母、配偶、兄弟

姊妹、子女等）的自責感 
長久以來，大眾認為得到此

病，是祖上未積德或是病人受

到某種刺激，某種壓力所致，

因此身為家屬，自然背上了照

顧不週的罪名。事實上，世人所遭受的更多艱困磨難，卻非但未讓他們生病，

反而成就其事業，可見罹患「精神疾病」的原因並不單純，我們只能認為老天

爺揀選了我們，去承擔他給予人類眾多試煉中的一種，家屬們與其去探討病人

因何而發病，到不如面對現實力去研究如何讓他得到最好的治療，生活得更

好。 
 
二、失落哀傷而無望 
冷眼旁觀，天下的父母在年輕時對於未來總是充滿著希望及願景，可愛的幼兒

看來個個是棟樑之材，但到了中年才發現兒女大多數並不可想像中的優秀（即

使已盡力去教導他們），畢竟人中龍鳳總是少數啊！ 
「精神疾病」的治療是近數十年的事，包括醫療，社會照顧及大眾觀念，都尚

在起步中，因此家屬們難免會有不知如何幫助患者的處境，但凡事只要努力、

不放棄，對於病患的任何一點小進步，家人應加以鼓勵，讓他與我們卻抱著

「希望」共同追求不太奢求的「目標」——較好的生活品質。 
 
三、焦慮與擔心未來 
家屬應參加有關「精神疾病」的醫療及復健講座或康復之友協會，心理衛生協

會等團體。所謂「知識即是力量」當我們知道如何應付此種疾病，如何與「精神疾病」和平相

處，就能減輕一些焦慮。 
至於身為父母的家屬，最擔心的是身後，如何照顧病患的問題，各地康復之友協會等家組織，

應已陸續準備承接「信託制度」中的「信託監察人」任務，父母們可於在生時，與一些可信賴

銀行的信託部簽定「遺囑信託契約」，待百年後再正式生效，由銀行掌理所委託的現金，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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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租售及定期探望病患的生活。 
四、兄弟、姐妹或子女擔心自己是否也會得病 
家族之間會有相關的生病體質是不爭的事實，家屬應多涉獵相關的醫學知識，或參加相關的講

座及組織。 
 
五、家庭陷於孤立的困境 
能做到「雪中送炭」的親友畢竟可遇不可求，在大眾仍懼怕，誤解「精神疾病」的年代中，家

屬只能自求多福將時間、精神轉移到其他方向上，如參加各地康復之友協會等家屬團體，行有

餘力，更能參與社會福利的改革活動，爭取病患的權益，如此自助助人，豈非為自己及家人打

出另一條有意義的生路？ 
 
家屬的自處之道  
 
一、認清自己的責任極限 
中國是個以「家」為單位的社會組織，每個人生來就和家人緊密綁在一起。因此產生了過度的

責任和壓力。現今社會中種種現象，如父母偕同兒女共赴黃泉；兒女毒死久病不癒的父母或犧

牲自已幸福去照顧弟妹或長的兄姊，及辛勞的家庭婦女傾其一生奉獻家庭，忽略自己的身心健

康。類此均犯了過度照顧的錯誤，其結果只傷了自己也會被關愛的人成了「生活」的殘障者。 
我們認為家屬照顧親人的責任有其極限，剩下的部分是社會整體應共同來分擔的，畢竟每個家

庭皆會遭逢各式各樣的「天災人禍」會集體分擔生命的風險，及不完美，原是文明社會應走的

方向。 
 
二、找尋適當的運動方式 
做為家屬，其身心皆承受不小的壓力，我們必須找出種適合自己年齡、身體狀況的運動方式，

持之以恆，相信「生理」和「心理」絕對是互為因果的，每當情緒低潮時，請你立即出外走

走，尋求舒解。 
 
三、注意自己的身心狀況 
精神病大多在青春期發作，因此做為病人父母的家屬們正

好面臨更年期的階段，如發現自己有長期的抑鬱，失眠或

莫名的全身不適，應不避諱的尋求精神科的協助。 
 
四、建立豁達的人生態度 
 
1、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老天爺看準了我們承受得起
磨難，才給我們重任，相信「時間」是最好的良藥，當我

們習慣了這個角色，不再自怨自艾，就是撥雲見日的時刻

了。 
 
2、每個人應積極培養較多的「寄托」方向，避免將所有
的希望放在配偶、兒女，或任何人身上。這不但會造成他

們的壓力，也可能因他們的生病或其他不可預料的狀況，

使我頓失依怙。常言道「兒孫自有兒孫福」為人家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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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盡力而為了。 
 
3、「活在當下」將明天的憂鬱留給老天爺，紐約的九一一事件，台灣的九二一地震，哪件事不
是証明了人世的無常？每天早上醒來見到曙光的那一刻我們要心存感謝，不論憂愁或快樂，這

是上天的「恩賜」盡情去體驗當下的「一天」吧！ 

4、試著找回你原有的嗜好或興趣，抽個空去看個歌仔戲，或逛逛街等，讓家裡的精障者能獨自
做一些事情，別總以為少了我們，他們就活不下去了。 
5、和其他家庭成員商量，每天找出一個特定時間來談精障者的事，其他時間則避免談論。試著
找回以往全家有興趣的某些活動。 
 
6、會走失的精障者給他配戴免費的防走失手鍊，如果精障者願意配合，也可以利用短期的居家
照顧讓自己可以外出旅遊，充個電。 
 
最後要和各位家屬們共同勉勵的是：在經歷了全人口千分之三的稀有比例之「苦難」鍛練下，

這世界還有什麼困苦可以打倒我們家屬和精障者啊！我們都是「勇者」。 
 

台北縣康復之友協會理事長—王珊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簡訊雜誌 / 第 12期 

 

 

 
 
 
 一月份：探討未來這一年互援會每月份討論主題。互援會的開會時間將維持在每個月

第四個星期二晚間六點至七點四十五分，每次開會將分為兩個時段：第一個時段將

以精神疾病的教育以及知識為主；第二個時段將鼓勵與會家人分享他們的感想以及

交流各自的經驗。 
          今年度將以十個討論內容為主：如何讓患病的家人了解他們自身的精神疾病；如

果我老了誰來照顧我的孩子；有沒有地方專門給精神疾病的患者居住；如何申請收

入戶補助；哪間醫院有精神疾病專科；我們需要在社區裡有較多的雙語治療機構；

如何讓患者互相交流；如何面對歧視；如何了解患者的異常行為。 
二月份： 1. 互援會的籌款餐會將於五月 二十九號舉行 
                  2. 高風險行為：何謂高風險行為，有哪些症狀，有哪些治療，如何預防，以

及如何打 911報警 
三月份：1. 籌款餐會的細節討論。家屬會製作手工藝品義賣 
                 2. 周裕文博士針對精神疾病的重要症狀做介紹 
                 3. 幾位家屬分享了他們最近在照顧家人所遇到的困難，並與其他與會家屬討

論，義工們希望家屬了解，罹患精神疾病並不代表智力有問題，同時，家人也應該

針對病人的情況調整自己的期待，以避免代給病人過多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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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簡訊  

12/31/2012 -- 義工丘小姐應邀探訪了家住史丹頓
島的一位家屬互援會成員及家人。 

02/03/2013 – 義工殷小姐和丘小姐應邀分別探訪
了家住史丹頓島的 2 位家屬互援會成員及家人， 
並陪同他們作了互訪。 

 

 
 
 

 
 
 
 
特別銘謝  
場地提供：王嘉廉社區醫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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