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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信，就不會悲傷。」46歲發病的陶藝家，從創作巔峰跌落谷底，

沮喪、逃避盤據了他；幸而在親友及醫師的鼓勵下重拾創作。現在的

他，抗病 17年，已經摸熟了自己的開關律動，他說生病之後，創作

更自由了，還輕鬆自嘲：「我可能是比較天才所以生這種病吧！」

採訪／趙瑜玲、楊毓馨   

撰文／楊毓馨

涂慶賀釉彩作品

1953年出生於彰化的涂慶賀，退伍後即進

入鶯歌陶瓷廠當學徒。師承林葆家與日本技

師的他，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鑽研釉彩和陶

藝創作。經過十多年的嘗試，其作品陸續在

多項重要陶藝盛會嶄露頭角，相繼得到國際

當代陶瓷大展、陶藝金陶獎等肯定，更有作

品榮獲鶯歌陶瓷博物館永久典藏。

「為什麼是我？」避走他鄉神隱五年

46歲那年，正值創作能量巔峰期的他，

卻出現走路無力、步伐幾乎在地上拖行的現

象；騎車也無法保持平衡。就醫後初步診斷

為靜脈曲張，被要求穿彈性褲襪一年。但穿

了三個月仍未見改善，他轉而四處求醫，直

到最後才由林口長庚醫院陸清松教授確診為

巴金森病。

「為什麼是我？」確診當下，涂慶賀深

陷在這裏，不斷自問。極度的沮喪讓整個人

失去鬥志，每天的創作計畫都無法進行，最

後索性放棄。確診後的頭五年，他完全躲起

來不敢見朋友；為了避開熟人的眼光，更找

了個離家很遠的工作，每天從鶯歌騎車到桃

園南崁擔任保全。在那裡，沒有人認識他，

也沒人知道他生病；直到症狀漸漸明顯才離

職。

一直陪在身旁的涂太太回憶當時丈夫的

沮喪及自己的無助，坦言，兩人常為病情煩

躁，有段時間感情似乎也受到影響。再往前

回想，遠在發病前5、6年，有一次先生開車

去載母親，行駛當中突然出現腦袋一片空白

的怪象，涂先生嚇到立即停靠路旁，過了十

幾分鐘才恢復。當時有到亞東醫院就醫，卻

查不出是什麼毛病。她說，這也許是巴金森

病的前兆吧。

妻子一路相伴　為他學習照護

相互扶持至今的兩人，已能笑談這段往

事。這一路走來，最大的支持力量就是妻

子。由於子女都在台北工作，涂太太面對生

病的老伴，深知「這條路是我要照顧他陪伴

他，不是子女。」

身材嬌小的涂太太原本在畫青花瓷，先生

生病後，他一肩挑起照顧的責任，成為一個

堅毅的照護者。了解病程發展後，深謀遠慮

的她，趁著先生發病前幾年、生活還能自理

的黃金期，到紅十字會當了三年的看護，目

的是學習將來會用到的照護技巧。

「學習鼻胃管灌食、抽痰、處理排便；協

助牙齒不好的病人剪碎食物、吞嚥不好就打

泥；有一次，協助處理的傷口，褥瘡竟然嚴

重到見骨、長蛆。」這些前所未見的經歷，

讓她在服務前三個月爆瘦四公斤，半年後才

開始慢慢掌握訣竅，漸漸適應。

去年，

涂慶賀走

路 容 易 跌

倒，她辭掉

工作專心在家

照顧。有了紅

十字會的服務經

驗，「照顧他的心

情就跟第一次面對

病人完全不同。很篤

定，知道遇到狀況該如

58 ．台灣巴金森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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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解決。」她鼓勵病友家屬，與其困在家裡

胡思亂想，不如找時間去學習。有了自信就

不會悲傷，因為知道往後可能會發生什麼狀

況，而有如何應對的心理準備。

配合藥效開關　自有一套作息

隨著病程進展，藥物療效開始起起伏伏，

涂慶賀的開關現像愈加明顯。有一次他叫了

計程車要外出，不料穿越馬路時正好沒電，

就在人行道邊停頓了十分鐘，眼睜睜看著等

不到人的計程車揚長而去。

現在，他已學會如何與病相處，與藥效配

合。目前他2小時即需吃藥，半小時等

待發電。創作時遇到沒電就休息，需

要移動又沒人幫忙時，就排椅子摸著

前進。他說：「慢慢做，花很長的時

間完成一件事沒關係，最重要是一定

要動。我一天至少做6個小時陶藝，工

作量還算不少，沒電就停，有電

就動，有時半夜還會起來出窯呢！」

因病得福  創作力大爆發
很多人以為生病之後，情況只會越來越

糟。但涂慶賀卻因病得福，走過生病初期的

黯淡幽谷後，他形容自己「脾氣變小、膽子

變大」，創作力反而大爆發！也許經過疾

病的淬鍊，他的作品反而能拋開過去的拘

謹，釉色更為鮮明奔放，被喻為「釉彩魔術

師」；他的「新多彩」系列收藏者眾，新的

創作展也在籌辦中。

醫生曾建議涂慶賀接受DBS手術，他打趣回

應，他雖然動作不靈活，但心靈自由；

腦袋是他的寶藏，他不想亂動，「我

擔心腦袋被電一下，我的陶藝就不見

了！」涂慶賀以他藝術家的瀟灑、燃燒

40年的陶藝火候擁抱巴金森，生病的頭

腦，仍然是他的寶貝。

涂慶賀釉彩作品

在帕金森尚未被廣泛注意的年代，陸醫師率先投入此病的研究，成為

帕金森臨床醫學的先行者。他先後遠赴英國、日本深造，引進國外新

知嘉惠病友；近年更推動病友團體，鼓勵病友活出精彩人生。

陸醫師奠定了早期台灣帕金森醫學的基礎；繼而在帕金森病的臨床、

電生、基因、影像等領域鑽研甚深；近期關於 AV133正子影像檢查的

研發成果，更受到國際矚目，堪稱「台灣帕金森病之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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