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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友、醫護人員與本會同仁在洪千岱醫師（右上）的主持帶動中，台上台下都熱情動起來。

為愛無礙 巴友走出戶外
世界巴金森日健走

春寒微雨中展現熱情活力 採訪／華正函     撰文／華正函・趙瑜玲

為紀念發現巴金森病的詹姆士．巴金森醫

師，人們以他的生日 4 月 11 日為「世界巴

金森日」；整個四月，全球各地都舉辦巴金

森關懷活動，也針對巴金森患者的福利提出

倡議。

今年，為鼓勵病友走出戶外、接觸人群，

也期盼一般民眾對巴金森病能有最基本的認

識，本會與「臺大醫院巴金森暨動作障礙中

心」特別於 4 月 7 日在二二八和平公園舉

辦「巴金森病友成果發表暨為愛無礙健走活

動」，除了向社會大眾展現病友抗病的成果

與勇氣，也呼籲政府將巴金森病納入長照

2.0 的藍圖中。

病友熱情 不懼春寒

四月本該是春暖花開的季節，不料活動當

天春寒料峭，還飄著微雨。但協會的夥伴及

病友、家屬們卻不畏寒風冷雨，一大早就在

二二八公園音樂台前集合，大家裹著厚厚的

羽絨外套，包著圍巾，互相噓寒問暖。

不同於以往，這次活動除了病友團體上

台演出，協會同仁更特別規劃了闖關活動，

讓每一位參加的病友都能多走動。遊戲在公

園內選定五個據點，佈置了五個關卡，分別

為「坐出金頭腦」、「藥你幸福」、「指想

為你」、「走出好精神」及「巴不得你知

道」，病友可從中學習簡易的四肢運動，並

獲得正確的用藥觀念。這些互動式遊戲站分

散在公園內五個不同的角落：火車頭區、杏

壇區、二二八紀念館、銅馬區、音樂台，病

友及家屬為了闖關，幾乎把整個公園繞一

圈，增加健走的樂趣。且由於公園空間寬敞

舒適，坐著輪椅的病友也能參加。

病友們也透過演出，各自展現對生命的熱

忱。樂活舞蹈班以韻律球揭開序幕；養生太

極班帶領全場示範太極拳；體操班、合唱班

也展現定期練團的成果。

喚起社會及政府的重視

本會創會理事長吳瑞美教授也利用本次活

動，向病友介紹新任理事長戴春暉醫師。

吳教授表示，今年的活動型態雖然籌辦較

困難、經費較高，但希望能鼓勵病友們勇敢

走出戶外、舒展筋骨。同時，也呼籲政府將

巴金森病納入長照體系藍圖，而民間病友團

體多年來累積的經驗，十分值得參考，如：

病友會的組成與經營、日照及復健中心的服

務模式等。此外，也建議政府應積極培養巴

金森專業護理師，才能提升病人受照顧的品

質與效率。

為了鼓勵病友走出戶外、伸展肢體，協會首度在二二八公園舉辦大型戶外活動。

除了台上表演，也設計闖關遊戲讓病友趴趴走。

活動滿場熱情，儼然成為病患、家屬、醫護人員的同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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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癒是大腦的本能
見證神經可塑性的治療奇蹟

對於諸多腦部病變，本書可說是開了另一扇希望之窗。

作者為多倫多大學精神醫學系教授、哥倫

比亞大學心理分析訓練中心研究員，也是一

名執業的精神科醫師、心理分析師。雖為專

業人士，作者書寫筆法淺顯易懂，前作《改

變是大腦的天性》被翻譯成 18 國語言，全

球銷售超過一百萬本；本書，可說是前作的

「實證篇」。

傳統觀念認為大腦有固定的分區，各司其

職，無法轉換或替代；當某一區受損，該區

掌理的功能就永久缺損，無法復原。但 2000

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肯戴爾（Eric Kandel）

卻發現：學習可以啟動改變大腦結構的基因。

這個發現帶動了科學家關於「改變、重塑大

腦」的研究，並紛紛得到肯定的答案：「大

腦的可塑性」是存在的，透過適當的方法，

確實可能讓大腦重新組配新的神經迴路，達

到自我修復的效果。

為此，作者走訪五大洲，與科學家、臨床

治療師及病人面訪，蒐集他們運用大腦可塑

性在不同面向的治療經驗，分門別類整理於

本書中；其中關於巴金森症，也有專章報導。

這些療法多半透過光、電、聲音、震動、動

作等力量，喚醒大腦的自癒能力。

本書的實證案例充分支持了「復建」、「意

志力」對巴金森病友的重要性：身體不只是

單純接收大腦的指令，身體回饋給大腦的訊

息，也能啟動大腦因故休眠的神經迴路。因

此，身體、心智可說是大腦的療癒夥伴；在

運用神經可塑性的治療中，病人的真心參與

至關重要！

Norman Doidge 　
多倫多大學精神醫學系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分析訓練中心研究員

洪蘭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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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接近尾聲時，雨勢漸漸加大，卻澆

不熄病友熱情，大家打起傘，繼續跟著台上

的演出舞動；合唱團一曲《送給你這對翅

膀》，更讓大家深受感動，紛紛拿起手機錄

影。來自日本的角太太是日本巴金森協會志

工，這次特別與夫婿一同來台觀摩病友活

動，兩人對於活動的整體設計十分讚賞，也

相當喜歡病友們展現活力與熱情的演出。

「病友應發展自己的興趣，保有樂

觀的心，相信病情會好轉最重要。例

如我平時熱愛唱歌、打桌球，也學英

文豐富退休生活。」
王女士（74 歲，病齡 12 年）

「病友最需要的是陪伴，多說話、

聊聊天，才能揮開憂鬱陰霾。」
陳女士（病齡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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