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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才是正本清源之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她對「自閉兒」這個

名詞十分不以為然，「一般人的印象中，自閉兒望文生義，就是自我 

 

 

 

 

 

   

 

 

 
 
 
 
 
 
 
 
 
 
 
 
 
 
 
 
 
 
 
 
 
班 學 家 
級 生 長 
： ： ： 
 
年       

 
班   

1 單獨將十二歲以下的兒童留置在家，將會觸犯法律？  
兒童福利法第 32 條：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
人不得使兒童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對於六歲
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不得使其獨處或
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感謝陳媽媽指正） 

2 草莓族的形成和什麼有關？  
 和父母過份寵溺有關  □ 和父母過度管教有關 

封閉的兒童，」彭玉燕鄭重地釐清這個偏差的觀念，「其實，一般人所

稱的『自閉症』，是先天性腦部神經異常所造成廣泛性發展障礙，因此

造成情緒障礙、溝通困難，」彭玉燕接著說，「為了不讓社會大眾繼續

被『自閉』這個字眼所誤導，目前醫界已有醫師開始以第一次發表、

描述這種症狀的 Kanner 醫師為名，將『自閉症』正名為『肯納症』，

而這也是我所樂意大力加以鼓吹的。」 

彭玉燕在和成年肯納症患者的家長接觸後，發現很多父母和她一

樣，對自己有限的生命感到憂懼，怕孩子的後半輩子將無依無靠。於

是，她和另外三位媽媽有了為肯納症的大孩子打造永久家園的計畫。

從築夢到圓夢，短短三年，一座美麗的城堡「肯納園」，就矗立在綠意

盎然的花東縱谷上。「這是台灣第一個專為肯納寶貝創造的家，歡迎大

家一起分享，這裏是他們的家，同時也經營民宿，讓肯納兒學得一技

之長，可以自立，」想到孩子可以有依託之地，彭玉燕臉上充滿欣慰，

「希望『肯納園』能成為一個參考模式，未來會有更多團體願意將這

樣的模式，複製到台灣每個角落。」 

繼設立肯納園之後，彭玉燕一鼓作氣地，於二○○四年十月，結

合了熱心的家長和關心肯納症的社會人士，成立了「財團法人肯納自

閉症基金會」，倡導還給肯納症患者一個「有尊嚴」的生存權利，讓他

們能享受「有品質」的生活，終身得到良好的養護照顧。基金會成立

後，同時從肯納症者本身、家長和社會工作三方面的服務著手，在家

長和社會大眾的互助扶持下，肯納症家庭終於不再孤軍奮戰，終於可

以喘口氣，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溫情相待。 

「上帝沒辦法照顧每一個人，所以創造了母親的角色」，在彭玉燕

身上，有著全天下母親的小小縮影－－她不能拒絕生命的磨難，沒有

選擇孩子的權利，但只要是母親，就不會放棄希望、放棄愛。彭玉燕

的付出，相信不單單幸福了吉爾的後半輩子，也幸福了所有肯納兒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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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洋手語表演 盛讚身心障礙者成就 
（中央社記者李佳霏台北二十二日電）聯合國將十二月三

日訂為國際身心障礙日，內政部長李逸洋今天用苦練一陣的手

語歌，表達對身心障礙者的關懷與重視。他並揭曉第十屆金鷹

獎的得主，希望身心障礙者的奮鬥事蹟讓世人多些體會。 

內政部下午在中央聯合辦公大樓舉辦「二零零六年國際身

心障礙者日記者會」，這場記者會在啄木鳥樂團演奏下揭開序

幕，期間還有金鷹獎得主何欣茹，用輪椅舞出國際標準舞的曼

妙舞姿，贏得滿堂彩。 

李逸洋更首次以手語和手語天使一同演出國際身心障礙者

日的主題曲，拉近身心障礙朋友與社會大眾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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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心臟病，四處就醫仍不幸早夭。之後，小兒子吉爾到了三歲仍不

能言語，且暴力舉止頻頻。「吉爾可能患有精神方面的問題，」巴西

的醫師輕率地下了結論。愛子心切的彭玉燕只好千里迢迢將兒子帶回

台灣，經台大醫院宋維村醫師診治後發現，原來吉爾是個肯納兒，他

是全台灣每二百五十個新生兒裏頭可能會出現的那一個。 

「對上天的安排，我不是沒有怨懟，我也曾經詛咒過這個世界，」

走過傷痛，彭玉燕娓娓地掏出那些潛藏在心底的感覺。然而，彭玉燕

決定以一貫的人生態度勇敢面對。她放棄巴西的事業，全心陪孩子進

行職能治療和心理復健。一九九五年的寒冬，她意外發現自己罹患乳

癌，「醫師告訴我，乳癌已到了第三期，治癒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十，」

彭玉燕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毫無謀生能力的么兒，「我內心十分驚恐，

當時丈夫已經表明不願意照顧他，如果我就這麼離開，吉爾的未來在

哪裏？」和死神短兵相接的日子裏，彭玉燕沒有一天不擔心這個問

題，幾年後，她和丈夫的婚姻終告走到盡頭。在身心備受煎熬的情況

下，彭玉燕開始求助心理醫師王浩威，這讓她潰堤的心靈，有了最好

的抒發處所。整整一年後，彭玉燕終於能稍稍跳脫自憐自艾的情緒，

重新和世界有了連結，「我第一次發現，身邊還有許多需要我去關心

的地方，其中也包括我的家人，和我的孩子。我得解決難題，我得活

下去。」 

「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為了完成上天

交代給她的功課，先前那個歇斯底里，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裏的玉燕走

出來了。一點一滴地，過去在艱難生活中所培養出的韌性、毅力、積

極心都慢慢恢復了，「冥冥中，我體認到了上天的用意，衪給了我這

麼多的磨難，就是因為我一直學不會衪所要教導我的，所以，我此生

得反覆地、謙卑地學習，直到我學會為止，沒有喊停或叫苦的權利。」 

母性的光輝，適時點亮了彭玉燕前方的道路。她知道唯有自己才是兒

子的幸福支柱。先前癌症治療的日子裏，她體認到單憑一己的力量，

總會有油盡燈枯的一天，唯有結合群眾的力量，讓大家正視自閉兒的 

（接第 1 頁） 

他說，這屆金鷹獎得主涵蓋不同障別，包括聽障、視障、肢

障、智障、自閉症與多重障等，他們展現出比一般人更強韌的生

命力與對生活的熱誠，像得主之一的何欣茹，就克服自身身障，

用輪椅國標舞舞動美麗人生。 

李逸洋表示，根據統計，台灣目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為九

十六萬餘人，身心障礙者人口佔總人口比率為百分之四點二四，

他盼民眾能「用心體會，讓愛靠近」，瞭解生活周遭的身心障礙

朋友，共同關注身心障礙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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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縱谷上的美麗傳奇
林雅慧‧採訪【本文摘錄自《講義》作品精選】 

「唯有自己才是兒子的幸福支柱」彭玉燕說。一個母親，能牽著

孩子的手，陪他走多遠的人生旅程？ 

二○○○年，四位肯納症（俗稱自閉症）患者的母親，懷著

共同的心願來到花蓮壽豐的海濱，為長不大的寶貝築起一座可以

安度下半生的堅固城堡－－肯納園。這四個母親還彼此約定，萬

一誰先走了，剩下來的人，一定要幫忙照顧被留下來的孩子。 

肯納園的發想者，現任肯納基金會董事長的彭玉燕女士憶起

生命旅程中的千辛萬苦，仍不免感慨萬千。十八歲那年，不顧父

母的反對，她決定下嫁。任誰也沒料到，這正是她人生風暴的序

幕。婚後，她聽從了夫家親戚的建議，和丈夫飄洋過海到巴西討

生活。艱苦的日子，沒讓她服輸，也沒讓她逃回台灣，「既然已

選擇來到這裏，就一定要做出成績，」在家排行老大，韌性十足

的彭玉燕從不輕言放棄。就在幾乎山窮水盡時，她和丈夫終於挖

到一種會隨著光線而改變色彩的「亞力山大寶石」礦脈，讓處於

異國、經濟困窘的夫妻倆終能鬆了一口氣，但厄運卻又接踵而

至，彭玉燕發現先生經常出軌，接著，第二個兒子出生就罹患先 

http://www.kjes.kh.edu.tw/asp/newinfo2/Detail.asp?TitleID=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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