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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的葳葳（化名）已經是3歲與6歲男
孩的母親，先生在電子廠擔任生產線

品管技師。葳葳成長過程目睹父親對母親施

予的家庭暴力與母親的屈從，亦對母親的絮

絮不休漸感無奈，於是在高中階段離家，半

工半讀完成學業。

她的先生⋯

封閉、退縮、沈迷網路

高中一畢業，因為不願回到原生家庭，

她即匆匆進入婚姻。雖然先生不賭博不喝

酒，但一回家就上網或看電視，夫妻經常拌

嘴吵架。葳葳抱怨先生無法體諒她長時間照

顧兩個孩子的辛勞，她說：「他只在心情好

時逗弄孩子幾下，平日根本不帶孩子出門，

也不參與孩子的校園活動。孩子如果在他上

網時鬧他，他就會發脾氣，指責我沒把孩子

管好。」

葳葳的先生很少參與同事或家族的活

動。據婆婆說：「我這個兒子念國小時只是

比較內向害羞，但升上國中後變得更加沉默

寡言，在課堂上連被點名念課文都會全身僵

直發抖。他雖然成績還不錯，遇到活動要分

組卻不敢主動表態，還得勞煩老師找人收

他。」

婆婆歎口氣，又說：「他明明很在意別

人對他的評價，不知為什麼，總是不敢正眼

看人，曾經多次求職面試都因此失利，在學

校或工作場合還被誤會是太過孤傲。凡是要

與人互動的場合，他都不肯去，就連上便利

商店與店員互動都緊張得要命，各種瑣事都

要靠老媽我來幫忙。後來，只要是能用網路

處理的事情他都不出門了。看他這樣沉迷網

路，我也不曉得怎麼念他才好！」

葳葳的先生長她11歲，當年是在好友找
他到KTV唱歌時認識了葳葳，當時他喝了
酒，變得比較活潑開放，葳葳才開始與這個

人稱老實木訥的男人開始交往。

她的父母⋯

家暴、壓抑、左右為難

回溯到葳葳的原生家庭，她父親在921大
地震之前，原本是中部地區人氣很旺的建築

工地主任，因著幾年的營建業績成長而自行

創業。未料地震過後，自家房屋嚴重損毀，

連帶建築工程中斷、貨款跳票、虧欠工資而

周轉失利。

她父親在事業做得不錯時，經常和工

班弟兄小酌維士比和保力達；失業後，情緒

陷入低潮，長期酗酒，甚至會對妻子暴力

相向，並且經常恍神，甚至想要撞車結束

生命。她父親還曾數度恐慌發作而送醫，心

臟科醫師做完心導管檢查後說：「無法從抽

血、心臟超音波和導管檢查發現冠狀動脈有

大問題。看來他是因為太容易緊張，才會反

覆過度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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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何處尋？
本院與亞洲大學成立「幸福健康中心」



葳葳的母親嫁入夫家後相夫教子，直

到葳葳9歲那年，921地震改變了她的生活。
先生這十多年來的經濟崩潰、脾氣暴躁、酗

酒、恐慌發作、無法工作、有結束生命的企

圖等，令她天天膽顫心驚，長期下來，已經

身心俱疲。近年來，先生經由心臟內科醫師

轉介身心科的協助之下，情緒逐漸穩定，但

因酗酒太久，面臨慢性肝硬化的威脅。她自

的健康狀況也出了問題，頭痛、肩頸痠痛加

劇，特別是對噪音特別難以忍受。

她不僅承受著自己婚姻的壓力，女兒的

婚姻問題也讓她憂心忡忡。更讓她憂心的是

與弟弟、弟媳同住在中部老家的父母，也就

是葳葳的外公外婆。想到身為長女，卻無法

照料身體和腦力日漸衰退的父母，使得她極

度焦慮。她先生其實並不支持她經常奔波往

返地帶父母就醫，認為那是她弟弟和弟媳的

責任，可是每當父母誤食過期食物，睡醒週

期混亂，甚至迷途走失，弟弟和弟媳又忙於

工作，無法妥善處理，她失眠的情形就會惡

化，一聽到電話鈴響便驚嚇心悸，深怕是父

母又出事了。在多重煎熬之下，她的記憶力

和操持家務的能力開始下滑⋯⋯。

她的兒子：

衝動、過動、成長瓶頸

至於葳葳的長子，國小一年級導師已經

多次打電話找她討論孩子在學校過度好動及

衝動的問題。葳葳與導師面談後，得知導師

很欣賞孩子的創意與直率，但也希望葳葳夫

妻能帶孩子到兒童心智發展中心評估是否有

專注力不足及衝動的傾向。葳葳不明白，到

底是自己的管教方式和夫妻相處的問題影響

了孩子，或是孩子的氣質、個性真的出了狀

況。想到先生的退縮旁觀，她就懊惱，也害

怕自己不能讓孩子安穩的成長。她開始為自

己和自己的母親掉淚。

類似葳葳與她父母、先生及孩子的故

事，可能正在許多家庭上演，不同的故事，

有著不同的煩惱，令人不禁要問「快樂何處

尋」？

心理健康需要專業服務

本院與亞洲大學成立「幸福健康中心」

一個城市的生活品質係由其「教育」、

「經濟」、「治安」、「生態環境」及「歷

史人文」水平所決定。居民是城市生命力的

泉源，居民擁有的「健康」則是城市能偉大

長遠的強力後盾。

隨著大環境的變化，無論是地震或水災

受創者，親子問題、家庭暴力、職場壓力，

乃至高齡化社會及慢性疾病患者或照顧者的

身心問題等，各種心理健康議題都受到前所

未有的重視。從個人至社區、兒童至高齡

者、藍領勞工至白領階級，亦不分在地人、

新移民或外籍工作者，皆對以社區為基礎的

專業心理健康服務有著迫切的需求。

「促進社區民眾健康、預防疾病、及早

治療」是中國醫藥大學醫療體系的使命。心

理健康專業人才的培育、相關公共衛生政策

的研究與發展亦是中國醫藥大學暨亞洲大學

的優良傳統與創新途徑。本院與亞洲大學已

成立「幸福健康中心」，這是一個整合心理

健康專業服務、教育訓練、研究企劃的社區

心理健康團隊與機構，以共同推動及實現上

述使命為宗旨，期望台中市能成為全國 「快
樂指標」最高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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