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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奇蹟
腦傷兒謝安琪與謝宏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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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半前，才國小六年級的謝宏昌，

在回家的路上被酒駕貨車追撞，與同車

的姊姊謝安琪雙雙昏迷，醫師一度宣佈

「沒救了！」透過電話連線，花蓮慈院

醫療團隊指導急救步驟，雖然把小姊弟

從鬼門關前拉回來，但留下嚴重的腦傷

後遺症，無怨無悔的家長，堅持復建不

能停而長期接送，終於，安琪奇蹟式的

恢復語言、作文的能力，宏昌則長成

十六歲的「陽光男孩」，既是運動場上

的風雲人物，更熱心幫助弱勢同學，他

不向命運低頭的堅毅，為啟聰學校爭取

到創校半個多世紀以來第一個總統教育

獎。

無常降臨  小姐弟命危

二○○四年十月七日是謝家畢生難忘

的日子。當時，謝安琪念國中三年級、

謝宏昌才小學六年級，爺爺騎機車接他

們放學回家，沒想到路上被酒駕的貨車

司機給撞個正著，姐弟兩人當下昏迷指

數只剩下三，醫師一度宣告「沒有救

了」！

車禍發生當天，這對小姊弟的爸爸

媽媽都不在身邊，他們不是疏於照顧孩

子，而是爸爸謝睿騰自己也病得不輕，

由於身體經常不自主的抖動，他在中部

輾轉求醫，醫師都判定他是中風，但他

總覺得不對勁，後來前往大林慈濟醫

院，被認為需要更進一步的檢查，於是

在太太的陪同下遠赴東台灣，轉診到花

蓮慈院，才知道是巴金森氏症，任誰都

料想不到，一家人的命運會在這一天走

上截然不同的轉捩點。

擬捐大體  電話連線搶救生命  

當時，因受傷太重，醫師對兩姊弟的

病情都不抱樂觀，爸爸已有捐大體的心

理準備，帶著手機進加護房拍下孩子與

爺爺的影像，幸好當時有視病猶親的慈

濟醫院醫護人員，透過與花蓮慈院電話

線指導搶救步驟，及時在第一時間，從

鬼門關前把孩子搶救回來。如今爸爸還

留下病危通知書當紀念，直到今天仍捨

不得丟，也不敢讓孩子們看到。

▌當醫院開出孩子的病危通知，以為再也看不到兒

子的謝睿騰，用手機拍下兒子在加護病房的照片，

直到現在都還保留著。（謝睿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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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宏昌的雙眼朣孔已放大，再慢

個廿分鐘就來不及救了！」媽媽回想起

來還是忍不住眼眶泛紅，傷勢較重的宏

昌先開腦，跟死神博鬥十餘天後清醒，

活了下來卻也留下後遺症——癲癇，因

左腦受傷影響智能、右側肢體無力，宏

昌從原本不多話的個性，變成動輒咬

人、十分躁動而被請出加護病房的難搞

患者。昏迷四十多天才甦醒的安琪，則

是左腦全毀、腦幹受傷，再怎麼認真復

建，都只有單側行動能力，走路都需有

人牽著。

長期抗戰  踏上殘酷旅程

孩子救了回來，面對的是為克服腦傷

後遺症而不得不展開的復健漫漫長路，

愁雲慘霧無法延長治療黃金期，收拾起

慌亂的心情，這家人隨即鼓起勇氣攜手

踏上「殘酷」的旅程。謝睿騰跟太太咬

牙含淚連哄帶騙的催促一雙子女出發，

在復健治療師耐心引導下，謝安琪、謝

宏昌在人生中最青春的歲月中跟自己的

命運挑戰，沒有同齡的孩子的盡情玩

樂，只有日復一日永不停歇的復健。臺

中慈院還沒有啟業之前，這對父母每個

月或開車或是搭火車，帶孩子到花蓮去

看診，一直到他們情況穩定，臺中慈院

啟業才固定前往臺中慈院復健科報到。

吃苦當吃補  生命韌性越挫越勇

車禍肇事者沒有錢也沒有誠意，只

靠保險理賠了事，謝家仍選擇原諒了對

方，但姊弟倆龐大的醫療費用花盡一家

積蓄，夫妻為後續的復建工作疲於奔

命，媽媽陳麗鳳因此導致嚴重的腎結石

而住院開刀。而罹患巴金森氏症的爸

爸，身負「跟時間賽跑」的壓力，努力

控制著退化的速度，常常害怕那一天行

動、思緒無法控制時，孩子還沒有自理

能力，他們的生活該怎麼辦？

那知，屋漏偏逢連夜雨，一年多前，

謝爸爸竟又意外診斷出甲狀腺癌，多重

的疾病猶如雪上加霜，讓他幾乎萌生放

棄的想法，一個接著一個的磨難再再砥

礪這家人的生命力。所幸他挺過來了，

手術切除病灶後，對子女的復健速度企

望更加急切，他總是以滿滿的笑意、期

待的眼神看著孩子，進進出出奔忙，連

醫護人員也為之感動。

為了讓姊弟兩達到一般人生活中最

基本的「自理」，為了廿四小時陪伴子

▌復健初期，謝宏昌經常有氣無力的攤在輪椅上，

父母沒有放棄他，每月都到孩子到花蓮慈院看診。

（謝睿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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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天天接送姊弟上學、復健，兩年多

前，謝睿騰提早從公職退休，靠每個月

兩萬多元的退休金過日子。經濟不富

裕，針對各種功能持續進行的復健醫藥

費也是沈重的負擔，但這家人從不說

苦，謝睿騰把吃苦當吃補，關鍵就在

「一念心轉了」，他說，以前的事都不

敢往回看，轉念之後很好過，不會再覺

得痛苦。

曾經，謝家夫妻是一對教育子女十

分古板、嚴格的父母，媽媽說一不二，

爸爸只要在家，孩子都不敢上桌，直到

面對這個人生無常的重大轉折，全家人

接近了慈濟證嚴法師的法語，謝爸爸、

謝媽媽的個性也跟著有了一百八十度的

大轉彎。現在連姊姊安琪要不要參加畢

業典禮都可以全家投票決定，完全以民

主方式，讓每位家人都能表達各自的想

法，達成共識後就全力支持，這樣的爸

爸跟受傷前相差很多，也讓全家人的感

情更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幫浦助行 「堅持」創造真奇蹟  

姊姊安琪在車禍後，得靠人攙扶才

能行走，本來一直是謝睿騰心中的痛。

一年前，在臺中慈院神經外科醫師嚐試

下，將以往用在腦性痲痺、脊髓損傷者

腦中的幫浦，試驗放在安琪身上，手術

很成功，讓她幸運的成為首位車禍腦傷

患者裝上幫浦能再行走的案例。

臺中慈院復建科醫師陳俊亨說，由

於安琪車禍時造成左腦全毀，在醫學

上，她的傷勢會被判定為已失去語言能

力、無法理解其它人說話的「失語」患

▌走過每個成員都與病魔搏鬥的過程，全家互相扶持，感情更緊緊的連結在一起。左起媽媽陳麗鳳、謝安

琪、謝宏昌與爸爸謝睿騰。（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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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如今的她卻能說、能寫又

能走，所寫的文章「堅持」還登

上《希望》雜誌，應是以堅忍的

毅力熬過最痛苦的復健過程，硬

是讓右腦發揮「代償」左腦的功

用，可以算是創造了奇蹟。

新學期升上高職綜合科三年

級的謝安琪，最大的心願是成為

花蓮慈濟醫院的醫務管理工作人

員，因為有這樣的夢想，抱著

「別人能，我也能」的信心，她

總是告訴自己「再痛苦都要努力

復健，要讓自己更好，才有機會

回饋社會。」

心轉境轉  體會幸福真諦

當年的小姐弟如今已是台中啟聰學

校國中、高職的學生，「很多人覺得特

教學校都是『阿達』在讀的，但姊弟倆

讀得很高興，有好學校、好校長與好老

師，才能讓孩子能又快樂又陽光。」爸

爸謝睿騰話中充滿感恩。「轉個念不是

很好嗎？姊弟倆唸了特教學校『超快

樂』，不要逼他們，就讓孩子慢慢成

長，再豪華一天也過了，能和孩子共同

分享學校的一切，就是最滿足的事，看

他們一天天在進步，誰知道未來也許

有意想不到的結果。」懂得轉念，每個

機緣都變成好因緣，孩子在一點一滴的

進步中感恩，學會善用證嚴法師的「靜

思語」平撫全家的心性，宏昌與安琪也

漸漸隨口說出「時時存好心、日日做好

事。」「多唸阿彌陀佛」，情緒的控制

大有進步。

還來不及享受青春，就被逼著快速長

大，就得跟自己的意志力拔河，安琪和宏

昌不知重覆了幾次既枯燥又疼痛的動作，

才能有一點點的進步，他們每一個小小成

長的腳步背後，不知淌流過多少不向命運

低頭的淚水？對他們來說，再也沒有什麼

比得上全家人健健康康的共聚一堂更重

要。因為經歷從車禍到復健的過程，一家

人歷經外人無法想像的辛苦，才能真正深

切體會平安就是福的真諦 。

走過逆境更惜福 體貼善良如天使   

持續復健近六年，謝家姊弟回首來時

路，點點滴滴銘刻在內心，復健初期安

琪曾累得不想再動，哭求不要再做了，

媽媽縱有萬般的不捨，還得狠心撂下一

▌因車禍左腦全毀的謝安琪，因為不服輸的個性努力復健

而創造奇蹟，不但因為幫浦的幫忙恢復行走，原本被判

定因左腦全毀而罹患失語症的她，如今能說能寫又能走。

（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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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好呀，請醫師直接喀嚓（截肢），

就不必那麼累了！」輕輕的一句話，安

琪忍著眼淚，牙一咬繼續做，從此以

後，復健再苦都再也沒有第二句話。

弟弟宏昌也始終沒忘記剛開始復健時

的折磨，「（那時）真的很殘酷，一動

就很痛，（但）要不是當時辛苦的付出

與父母親的再三叮嚀，連哄帶拐，就沒

有如今能走能跳的我了。」謝宏昌腦傷

後損及智力，剛入臺中啟聰學校時是啟

智班的一員，老師看出他的進步幅度很

大，建議父母讓他轉到啟聰班。

上帝關了一道門，也為他打開另一扇

窗。擅長一百公尺短跑競賽的謝宏昌，

是台中啟聰學校田徑重點培養選手，先

後參加全國身心障礙杯、特奧會，榮獲

全國身心障礙者會長盃國男組智障一百

公尺第三名、台中市身心障礙者會長盃

國男智障二百公尺第三名、特奧會領袖

計畫培訓結業等多項獎牌榮譽，甚至報

名中等學校運動會，與一般學校運動傑

出的孩子一較高低，要不是短髮下腦側

一道長長的傷口，根本不覺得他跟一般

時下的年輕人有什麼不同。

 最難得的是，他很熱心幫助弱勢同

學，待人接物甚至比一般同齡同學更有

禮貌。在導師汪俐君的眼中，謝宏昌是

「不畏逆境中的孩子」。汪俐君說，啟

聰學校多數學生有學習困難，宏昌學習

態度好，更重要的是一顆善良的心，有

一位同學常癲癇發作跌倒，宏昌都會當

他的天使，在一旁照顧他，助理老師休

假，他也不忘提醒「要不要幫忙這位同

學的便當與上廁所」等問題，協助班上

弱勢的同學不遺餘力。

十六歲的孩子，卻提早經歷人生的

重大轉折，堅忍的毅力使他熬過痛苦的

復健過程，因為是一位很有同理心的天

使，謝宏昌也希望有朝一日成為特教體

育老師，把所學會的教給跟他一樣的孩

子，將所得到的愛與支持繼續傳播下

去。 

▌謝安琪和謝宏昌不知復健過多少次，才能有小小的一點進步，雖然復健枯燥又辛苦，但走過生命關卡，他

們把吃苦當吃補，體會平安就是福的真諦。（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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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渡渡人  把愛傳出去

謝家姊弟用穩健的步伐、燦爛的笑

容，鼓舞那些想打退堂鼓的病友，只因

為很多病患在他們的身上看到一次次克

服困難的勇氣。謝爸爸說，因為慈濟大

愛的精神，讓孩子獲得重生，所以姊弟

倆也樂於分享自己的經驗，當其他人的

模範，鼓勵想不開的病人千萬不要打退

堂鼓，畢竟「如果像他們這樣都能不放

棄，一直樂觀的活下去，其它人又有什

麼資格抱怨人生的不幸呢？ 」

內化與付出  為生命找到出路

當謝宏昌獲臺中啟聰學校國中部推荐

入選總統教育獎時，訪視委員特地到院

內實地了解他復健的情形，獲獎名單公

布後，學校與家人，甚至臺中慈濟醫院

的同仁都感到與有榮焉，頒獎典禮前，

謝宏昌的故事入選教育部事先擬定的拍

攝名單，當拍攝團隊請他在啟聰學校的

運動場跑跑跳跳，並到臺中慈院穿上志

工背心，在後中庭的花園裡幫忙復健病

人推輪椅，艷陽下來來回回奔跑，汗水

揮灑在年輕的臉上，既定的台詞講了一

遍又一遍，宏昌仍不改陽光般的笑臉。

頒獎典禮中播出這部紀錄影片時，陪同

出席的導師汪俐君隨即淚眼婆娑，因為

她見證了成功背後的努力，是宏昌多少

汗水的累積。

雖然姊姊安琪因為禮讓同年級的另一

位罹患腦瘤、病情較不樂觀的同學角逐總

統教育獎，沒有和弟弟一起獲獎。但姊姊

早已在訪視委員審查時獲得肯定，讓謝爸

爸格外的高興，宏昌更主動提出將所得獎

金的十分之一捐給學校，其它獎金則存起

來，做為大學學費之用。平時花費不大的

他，在此次八八水災卻是慷慨解囊，替自

▌因腦傷而進入臺中啟聰學校啟智班就讀的宏昌，在田徑場上跑出一片天，除了腦後的一道傷口與眾不同，

他也比一般孩子更體貼更懂事。（臺中啟聰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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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跟姊姊各捐了一千元。他表示，如果真

要說這場車禍對他人生有什麼樣的啟發，

應該是因為受傷、因為走過艱辛的復健

路，得到來自那麼多人的幫助與鼓勵，所

以更能體會被人家幫助是最苦的事，所以

一旦有能力就想要回饋社會，更能感受付

出的快樂。

總統教育獎的肯定，是難得的榮譽，

雖然邁向正常的復健過程仍是條遙遠的

長路，謝宏昌、謝安琪兩姊弟可能終其

一生無法達到跟一般人一樣的肢體水

準，但他們每天都與自己賽跑，一天比

一天更進步，只要全家人在一起，過著

安貧樂道的生活，就是快樂。「身苦心

不苦」的豁達人生觀並非一朝一夕的修

行，走過最黑暗的旅程，得以接觸證嚴

上人的法語思想得以轉化，一家人一路

走來雖是重擔卻滿是甜蜜，獲選總統教

育獎，印證心念的重要與能量，樂觀面

對無常，生命自有意想不到的出路。

▌謝宏昌獲得總統教育獎後更入選拍攝名單，現在

的他穿上慈濟醫院志工背心，透過鏡頭與微笑告

訴大家他的成長，更鼓勵所有遭逢不如意的人們。

（攝影/曾秀英）

▌謝宏昌（第二排左三）為自己與姊姊的努力，光榮的從總統馬英九先生手中接過獎座，他也與所有得獎者

合影，他們都是不畏橫逆，努力讓自己發光發熱的生命小勇士。（謝睿騰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