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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腦萎縮症 楊文港 的故事

人生或似彩虹，豐盈多彩；或似朝露，短暫晶瑩。

面對生命的陷落與曲折，

有人選擇勇敢前行，發揮良能與熱力，

為自己的人生，盡心彈奏到最後一個音符。

而每一位患者的不放棄，都是一首永恆傳唱的生命之歌。

文／吳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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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嶇路磨出意志力  

農場尋回生命力

五十九歲的楊文港，獨

居在花蓮縣吉安鄉山腳下的

個人農場裡，對人總是親切

的他，被許多人暱稱為阿港

伯。楊文港出生在有一個哥

哥、四個姊姊和四個弟弟

的大家庭，父母是從西部

移居到花蓮為日人做長工

的客家人。回想兒時，家

裡食指浩繁，非常貧困，

楊文港仍感受到父母努力

要餵飽十個孩子的愛。八

歲時，楊文港常常發高燒，

但家裡實在太窮，父母勉

強帶他去打了退燒針，就

無力再去就醫或檢查。之

後，小小年紀的他常常覺

得走路重心不穩而頻頻跌

倒，別人看地是平的，他

看到的地是歪歪扭扭高低

起伏，儘管眼中的世界已

經變形，但放牛、上山砍

柴等工作沒有難倒他，楊文

港就這樣跌跌撞撞的長大。

「其實，我小時候就知

道自己應該生病了……」

楊文港說，自己因為身體會

傾斜、抖動，一直到十幾歲

仍學不會腳踏車，大哥以為

他故意不想幫家裡的忙，常

氣得拿畚箕打他。一九八六

年，慈濟在花蓮成立第一家

佛教醫院，已經三十出頭的

楊文港終於有了些許經濟能

力，他自己到慈濟醫院掛號

檢查，才第一次從醫師口中

聽到自己多年來重心不穩和

搖晃抖動的原因，是罹患

了罕見的疾病「小腦萎縮

症」。

雖然當時醫師沒有告訴他

這是「不治之症」，但楊文

港隱約知道自己的病不是那

麼簡單，他終於得到自己多

年來老是不平衡的答案，回

到田地裡，看到辛苦經營的

青翠園圃，感覺是那麼的實

在，醫師的面孔與第一次聽

到的「小腦萎縮症」，馬上

就被他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從小熱愛養花蒔草的楊文

港，在吉安老家旁兩分半的

地上搭蓋了一間小鐵皮屋，

平常辛勤的耕作，累了就在

鐵皮屋裡休息。七年前，他

不願意自己行動不便而影響

兄弟姊妹的生活起居，決

定搬出老家，靠自己養活

自己。他賣了一小塊父親

  隆冬的清晨，屋外只有攝氏十餘度的低溫。楊文港花了半個小時拉筋，再

扶著床沿勉強站起來。他衣著單薄，穿了多年的雨衣，就是平常禦寒的最佳

裝備。一手拄著助行器、一手拿起掃把把前庭掃一遍。近半年，他身體不自

主的抖動情況日益嚴重，甚至連早餐都無法做。雖然如此，楊文港維持愛乾

淨的生活習慣，起床先灑掃一遍，就像一個儀式，開始一天的生活。

這張楊文港僅存的年輕照片，踩著雨鞋

意氣風發的站在田地邊，對身為農夫相

當自豪。（楊文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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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給他的土地，籌到了一些

金錢，在剩下的兩分地上蓋

屋，種植玫瑰花自力更生。

「吉安的好空氣和好水質，

最適合玫瑰生長……」楊文

港的玫瑰園慢慢的在中央山

脈下綻放。

跌倒花王  跪種一片天

只有小學畢業的楊文港，

靠自修與實做成為一名專業

的農夫，儘管他用踉踉蹌蹌

的步伐在田間耕耘，別人一

個小時的工作，他要花半天

甚至更久才做得好，但他的

蔬菜、花卉也長得比其他農

夫種得都好，跌倒無數次又

站起無數次，屢次跌倒再屢

次爬起的精神，甚至被稱作

「不倒翁農夫」、「跌倒花

王」。楊文港清楚知道，「雖

然體格、體力和人脈比不上

別人，我只有刻苦耐勞的精

神可以贏。」

原本種植玫瑰花的楊文

港，因為一直接觸到向他買

菜的慈濟人以及關懷他的志

工，「要有健康土地、才有

健康食物」的觀念慢慢在他

心中生根。五年前，他決定

改作有機作物，做了決定之

後，馬上先休耕養土兩年，

兩年之後再將全部土地改作

水稻來改善土質，前後花了

三年的時間沒有收入。「我

是農夫，知道種水稻一定會

虧錢，但是為了要種蔬菜，

一定要種水稻來改良土壤，

水稻的根會吸收土地裡殘留

的不好物質。」

一旦決定就全力以赴的

楊文港，一開始轉型改作

有機，讓習慣慣性農法的他

也很痛苦，因為不能使用除

草劑，要用手拔草、抓蟲、

兩分半青翠的農地，和趴在地上種植的身影，是楊文港的生命風景。攝影／吳宛霖



人醫心傳
2011年3月

33

要製作堆肥，許許多多的耕

作方式讓行動不便的他負荷

更大，連一向把吃苦當吃補

的阿港伯都忍不住說「工實

在太多了……」但每遇到壓

力，阿港伯客家的「硬頸精

神」就會出現，他清楚知

道，自己用慣性農法來耕

作，比不上大菜商，又無法

到市場兜售，本來生意就不

好；但是用有機方式種植，

會帶著他認識另一群有相同

理念的朋友與客人，可以為

他闢出一片天。於是，他用

翻土、輪作來調整地力，慢

慢摸索出作物與蟲害的關

係，「我的花和我的菜，跟

著我是從來沒有過的享受，

他們喝的是從銅門龍澗流下

來的山泉水，我還會在田邊

唱歌給他們聽，一邊唱、一

邊對他們說話……」長久獨

居的阿港伯，植物就是他最

好的朋友，他付出的心血，

植物也用茂盛的生長回饋給

他。「我們愛她一點，她

就還我們一滴，種花種菜就

像夫妻一樣，對她好她就真

心，沒給她吃好，她就『無

水』……」幾句話道出阿港

伯從土地蔬菜學來的智慧。

清貧度日  慷慨布施

儘管罹患現在醫學仍無法

治癒的小腦萎縮症，樂觀又

善良的楊文港從沒抱怨，維

持著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

他沒有幫手，用自己的雙手

掘土，用誠懇的心招呼朋

友，同樣一顆二十五元的花

椰菜，他總是選最大顆的給

買家。這半年他因為身體變

差，整園蔬菜只賣掉三分之

一，讓阿港伯開始擔心沒辦

法償還之前買菜苗的錢，但

若買家買菜好心要他不必找

三、五元零錢，阿港伯仍是

秉持童叟無欺的態度，一分

錢都不願意多拿。

也因為這樣誠懇的態度，

仍有不少人願意到他的菜園

來買菜，靠著賣菜的收入，

阿港伯清儉度日，平常絲

瓜拌飯就是他自認最享受美

味的一餐。有感於許多朋

友的幫助，善良的阿港伯

知道世界上仍有很多需要幫

助的人，他有時義賣花卉將

所得捐出，有時也將微薄的

收入定期捐款給慈濟基金會

以及畢士大教養院等等慈善

機構，在身體情況較好時，

甚至還擔任內政部老人之家

的義工。「人家同情我，我

也會同情需要幫助的人」，

他耕作時常常穿著一件背後

繡有「慈濟大學」的二手外
阿港伯說，天天都是工作天，天晴適合施肥做肥，雨天最適合拔草，工作時

最喜歡穿的慈濟大學外套，是參加義賣買來送自己的新衣服。攝影／吳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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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就是他參加義賣的時候

買下來送給自己的新衣服。

忠厚老實的阿港伯也因為

行動不便以及說話較慢，常

讓人以為他智力也有問題，

但是小學畢業的阿港伯平

常閱讀的卻是《四書》裡的

《大學》和《中庸》，「剛

開始實在是看不懂，心想怎

麼這麼深，但讀第二次、第

三次就會慢慢了解，」楊文

港說，《大學》、《中庸》

的內容不但啟發自己，也有

與人對應的道理在裡面。

有的客人覺得他是「二楞

子」，或說風涼話，或想佔

便宜，他就運用書裡的智慧

巧妙的對應，不傷人也不讓

自己難受。

永不放棄   

醫師老師都佩服

儘管努力的生活，但疾病

進度還是悄悄的前進著……

兩年前，獨居的阿港伯一早

起床洗衣服時突然在洗衣機

旁昏倒沒有人發現，等到自

己清醒時，才爬去打電話叫

救護車，醫生檢查後發現腦

部有血塊，住了好幾天加護

病房，出院後阿港伯就常常

覺得頭暈腦脹甚至影響生

活，他開始找花蓮慈院神經

內科劉安邦醫師治療；劉安

邦醫師說，阿港伯屬於非典

型的小腦萎縮症患者，發病

得早，但病程進展較緩慢。

某一次慈濟醫院舉辦國際研

討會，邀請美國鹽湖城猶他

大學專門研究小腦萎縮症的

教授來演講，劉醫師特別帶

教授去探視楊文港，教授看

診完後也依然無法有新的治

療建議。

雖然如此，阿港伯還是微

笑的面對，讓劉安邦醫師更

加佩服他奮鬥不懈的精神。

劉醫師不但全家前去幫忙種

菜，更主動幫他上網賣菜，

後來包括大愛電視臺東部新

聞中心、慈濟大學、花蓮慈

阿港伯用愛心灌溉田

園，園裡的花草蔬果也

以茂盛的生長回應他。

攝影／吳宛霖、李玉如



人醫心傳
2011年3月

35

院的同仁都主動去向阿港伯

買菜。阿港伯也願意開放自

己肥沃的土地給希望體驗農

事的朋友承租，希望每個人

都能體驗親近土地的快樂。

劉安邦醫師就常常以學插

枝、學做堆肥的名義去探視

阿港伯，劉安邦醫師說，看

到阿港伯身體這麼不舒服，

已經知道來日無多，卻從沒

聽過他抱怨，總是笑臉迎

人，努力生活，彷彿生病的

不是他，讓自己真的很佩

服，每次都很想建議常常因

一些小毛病就唉聲嘆氣的病

人來看看他。

農夫的天職   

感恩每天有事做

平常因為行動不便，除

了就醫很少出門的阿港伯，

所有的積蓄全都存放在家

裡，八八風災那一年，阿港

伯又因為走路不平衡而跌倒

摔斷手臂住院。結果出院回

家後，赫然發現放在家裡近

二十萬元現金全被偷走，屋

後池塘養的臺灣鯛也一尾不

剩，連盆栽、花盆都被搬

空。

存了十幾年的積蓄全部泡

湯的阿港伯，面對颱風後荒

蕪的田地沒有難過太久，他

等手臂好一些後，再度拿起

門邊的斗笠，重新整理一片

狼藉的田園，阿港伯說：「錢

都沒了真的很傷心，但我是

農夫，要管好自己才能管好

田地，下雨有下雨的工作、

天晴有天晴的工作。」他再

次親自用雙手挖開鬆軟的泥

土，然後一樣用心灌溉、唱

歌給菜苗聽，每天天剛亮就

出門耕田，到天黑才進門，

他還是笑口常開，一樣沒有

改變對人的全然信任。  

美麗的心靈   

每天開出一朵花

阿港伯努力生活的精神

感動了許多人，除了幫他

賣菜的劉安邦醫師，慈濟大

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的盧蕙

馨教授，有空就親自接送他

就醫，慈大的師生幫忙製作

有機菌肥讓阿港伯使用，心

中秉持「受人滴水、泉湧以

報」的阿港伯，對這麼多人

的關心常常說不知該如何回

報。

從小生長在貧困的家庭，

阿港伯天生天養的長大，

因為小腦萎縮症而一直單

身，數十年來把自己的愛全

都獻給中央山脈腳下這一塊

兩分半的農地，阿港伯坦

承，最後是劉安邦醫師「坦

劉安邦醫師與阿港伯，一個醫師與一個病人，

一位假日農夫與一位專業農夫。攝影／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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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告訴他，自己得的是不

治之症，沒得醫。雖然如

此，自己其實早在加入小腦

萎縮症病友會「企鵝家族」

後就知道了這個事實。縱然

知道自己的生命終將走向盡

頭，樂天的阿港伯依然每天

都認真的爬向這塊真正屬於

自己的土地。「我只有想，

這是上天安排的命運，又不

是父母故意要把我生成這

樣，我的一生都是病，既然

得到這種病，彩色的世界不

好好把握，死了也就沒機會

了……」

隨手拿起掛在門邊的破

斗笠，阿港伯一步一步的爬

向他的田園，為即將開花的

百合施肥。雖然醫師交待不

要再爬了，這樣過度使用會

使膝蓋的韌帶更加受傷，但

這裡是他的天堂以及生命動

力的來源。「我不怕死，我

那麼多歲了，若要說遺憾，

只遺憾沒有得過一次真心的

愛。」他親手栽下每一株作

物，看著百合、鬱金香和鳶

尾花一朵朵的綻放，他總是

會露出欣慰滿足的微笑，因

為他知道花草有情，儘管在

生命的隆冬，他的心中每天

都會開出一朵花。

放棄熟悉的慣性農法，轉型做有機作物，楊文港不惜虧本，

也希望用健康的土地，分享健康的食物。許多老師、醫師

及慈濟人都會來體驗自助採買的樂趣。攝影／吳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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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只有小學畢業，但做任何事都全力以赴的阿港伯多才多

藝，不但曾在攝影比賽中獲獎 ( 右圖 )，也請友人替他將《大

學》、《中庸》打上註釋方便閱讀。攝影／吳宛霖

沒有愁苦，只有笑容，楊文港努力為自己的生命上色，他的心田是春天，永遠繁花盛開。攝影／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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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安邦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攝影／李玉如

小腦萎縮症是一種小腦漸

漸退化的疾病，有一部分的

病人是基因異常所造成，而

另一部分則原因不明。小腦

負責協調我們的運動，所以

在發病初期，病人並不會有

肌肉無力的現象，他們的智

力與體力也不會受到影響，

但是會感到頭暈或是走路不

穩。一般發病的年齡約在

青、中年期，根據不同的型

態而有不同的病程。患者在

發病初期，行動開始不穩，

但仍能維持一定程度的生活

自理；隨著年齡的增加，情

況會越來越糟糕，最終幾乎

完全臥床，因嚴重併發症而

往生。目前小腦萎縮症已被

衛生署列為罕見疾病，同時

並劃入重大傷病的給付範圍

內。小腦萎縮症共可分為廿

多種型態，臺灣最常見的是

第三型。屬體染色體顯性遺

傳，如果父母有一方得病，

所生的孩子就有百分之五十

的機會發病。

異常蛋白質破壞   

天旋地轉終臥床

就第三型的小腦萎縮症來

說，發病率很高。一般人在

致病的基因上有一段約十三

到四十四個 CAG 的重覆序

列，而病患卻有高達七十二

個以上的重複片段，造成異

常的蛋白質瀦留，破壞小腦

細胞。病患重複的序列越

多，發病的時間也就越早、

病情越嚴重。

小腦萎縮症的   

診斷與治療

目前小腦萎縮症並沒有

有效的治療，一些新的藥物

或治療方式都還在動物實驗

或初期臨床研究階段。一部

份遺傳性的小腦萎縮症可以

靠基因檢測來確定，由於大

部份可檢測的小腦萎縮症發

病年齡較晚，有可能在生完

小孩幾年後才發現自己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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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此對個人、後代和整個家庭都是很大的衝擊。對未發病的

人進行基因篩檢是一個嚴肅的議題，當我們目前沒有辦法對這個

疾病做有效治療的時候，是否還要打開這個潘朵拉的盒子？當這

個秘密被披露之後，將會影響到病患的就業以及保險權益。做為

一個醫生，你是要追求答案、真理，還是要幫病人想辦法改善病

痛，而非加重痛苦？所以在進行遺傳診斷之前，必須要有配套措

施，受測者的心理要成熟，家庭與社會的支持也要完善才行。

把握當下  點燃生命

阿港伯給我很大的啟示就是——無論我將來會怎麼樣，都要

「把握當下」。那天去看他的時候，他已經無法穩穩站立、只好

趴在田間爬行，但他就是想要做，他說就是要做到再也不能動為

止。人生在世也不過就是幾十寒暑，你能用的時間就是這麼長，

為什麼要浪費在未知且不可改變的未來，虛耗光陰、自怨自艾？

縱使阿港伯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但他依然緊緊把握住那能用的

一點點生命，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生命的勇者  為每一天上色

至於幫他賣菜的原因，不是為了「濟貧」，而是當你看到一

個行動能力已經極為受限的病人，仍然努力地去耕種，他的付出

不是為了金錢，而是為了與大家分享。事實上，除了賣完菜的所

得，他還會貼上自己的一筆錢捐出來。所以，我們還需要去幫

忙他嗎？不！我們是去跟他學習的。雖然阿港伯在經濟上是拮据

的，在肉體上是被限制的；但他在精神上的收穫是富足的，他奔

放的熱情不因生理的障礙而被禁錮，即使他總是說他沒有錢， 希
望我幫他賣菜，但其目的不在營利，而是不希望暴殄天地之所

賜，這就是當他跟我說他有菜賣不掉時，我會協助他促銷的緣

故。

想像一下，在一個風雨如晦的清晨醒來，你是要窩在被窩裡

繼續等待那不一定會到來的晴朗天空，還是趁著熹微的晨光，起

來做一點事情？如果只是不斷地在等待，那生命很有可能就這樣

蹉跎掉了。要我說對阿港伯做了哪些治療，真的只有「漏氣」。

基因檢驗的結果，無法改善已成的宿命，倒不如學習阿港伯的精

神，不因疾病改變他對生命的信念和熱情，所以現在已經不是醫

師在告訴阿港伯該做什麼，而是他在教我們怎麼活，怎麼善用天

地所賜。

人到底該怎麼活？劉安邦醫師

從阿港伯身上體會到，珍惜當

下心靈富足，才是人生最珍貴

的資產。

楊文港撐著鋤頭桿子當拐杖，認真的

一步一步往前走，劉安邦醫師則仔細

的觀察他的腳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