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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 年 10 月 17 日  地點：中臺科技大學 

議程 

時   間 內    容 

8:00~8:20 報到 

8:20~8:30 開幕 

8:30~10:00 
專題演講一：媒體視角下的美味-科學 X 大數據 X 品評 
劉伯康助理教授/中臺科技大學食科系 

10:00~10:20 茶敘分享 

10:20~11:50 
專題演講二：從紀錄片談食安 
林武佐副教授/中臺科技大學文教所 

11:50~13:10 美食饗宴 

13:10~14:40 
專題演講三：如何解讀養生食安媒體資訊 
王舜德醫學博士 

14:40~15:00 茶敘分享 

15:00~16:30 
專題演講四：新聞報導與食品安全 
李坤錫民視資深文字記者 

16:30~16:50 成果測驗 

 



🍋🍓🍅🌽🍐食安不安 媒體把關 -食安問題媒體識讀教育講座 

2 

 

日期：2017 年 10 月 24 日  地點：修平科技大學 

議程 

時   間 內    容 

8:00~8:20 報到 

8:20~8:30 開幕 

8:30~10:00 
專題演講五：媒體視角下的美味-科學 X 大數據 X 品評 
劉伯康助理教授/中臺科技大學食科系 

10:00~10:20 茶敘分享 

10:20~11:50 
專題演講六：新聞報導與食品安全 
李坤錫民視資深文字記者 

11:50~13:10 美食饗宴 

13:10~14:40 
專題演講七：如何解讀養生食安媒體資訊 
王舜德醫學博士 

14:40~15:00 茶敘分享 

15:00~16:30 
專題演講八：食安追真相~紀錄片《油症－與毒共存》

蔡崇隆導演 

16:30~16:50 成果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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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六：新聞報導與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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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七：如何解讀養生食安媒體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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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八：食安追真相~紀錄片《油症－與毒共存》  

在冰山間航行 
 

昭如找我寫序很久了，不知不覺竟然已經超過半年，生活與工作

的負荷，讓我很難靜心進入寫作狀態。其實，我很敬佩她的努力，也

為油症受害者感到高興。在 2007 年開始油症拍攝計畫不久，我就知

道這個案子與我以往做過的任何紀錄片都不一樣，這將是一個我永遠

拍不完的紀錄片。我們宛如在極地的冰山間航行，好不容易對露出來

的冰山一角完成探勘，但對海平面以下的冰山主體完全無能碰觸。而

在我們眼前，還有數不清的冰山橫亙於前。 

油症議題在台灣社會是一個詭異的存在。當＜與毒共存＞紀錄片

在各地巡迴映後座談時，觀眾群不時會迸出「其實我的親戚○○也是

油症受害者…」、「原來我的小學同學○○○就是油症受害者…」，絕大

多數的觀片者都對受害者的遭遇不勝噓唏，也對他們的生命意志感佩

不已。它是一個如此深入人民記憶的事件，但因為發生在台灣民主化

的前夜，威權政治與低度發展的民間社會使它有如跌落井底的幽魂，

成為一則乏人聞問卻揮之不去的公害傳奇。 

因此，我和昭如展開的工作，一在為油症破冰，二在為受害者還

魂。看似極為基礎的工作，卻又感覺無比的艱難。原因在於台灣的公

部門與學術界，缺乏像日本油症的持續追蹤與長期研究，而民間的實

地紀錄，除了零星媒體寫手的報導外，1989 年的人間雜誌，是事發

十年後的第一次調查報告，接下來就是二十年後，我與昭如幾近重起

爐灶的影像與文字紀錄。 

讀者在這本書裡，將會看到在紀錄片的有限紀錄之外，對 1979
年油症事件的細緻檢視與重新理解。昭如融合了作家的感性與記者的

理性，不厭其煩地爬梳出早已被遺忘的事件原貌，呈現了許多珍貴的

第一手資料與受害者證言，揭露了一個我們始終不願面對的真相：油

症受害者人數之所以高達兩千人，後來又不可思議的人間蒸發三十

年，公部門的「人禍」為害之深遠大於這個看似偶然、據說「不可抗

力」的中毒事件。如果台灣對環保公衛問題的系統性漠視無法修正，

我可以斷言，類似油症事件的受害者重現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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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二篇「未落幕的故事」則補足了紀錄片的另一個缺憾。由

於拍攝時間與資源受限，影片並未訪談惠明學校的吳長憲牧師與卓中

信、郭榮祥兩位教師，透過他們的證言，我們彷彿重回令人震撼的歷

史現場。而陳淑靜、廖脫如、呂文達等人的深度訪談，延伸了紀錄片

無法顧及的生命向度。＜與毒共存＞對受害者現在的生命樣貌有較多

的描繪，一方面困於歷史影像不足，一方面則有意打破受害等於悲情

的刻板印象。本書蒐集了大量的文獻資料，對受害者的苦痛又能同理

而不搧情的忠實傳達，和紀錄片也產生異曲同工的互補作用。 

紀錄片播出一年半以來，油症事件在「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成

立後，已經有了許多可喜的進展：有心的立法委員開始質詢此案、衛

生署長承諾將全力協助受害者、健保局宣佈將在油症患者健保卡註記

門診優惠。 

但對我來說，有些事情的發展是傷感的：陳淑靜校長的眼疾每況

愈下，呂文達離開了愛盲協會的工作、顏平芳的兒子秉榤視力停滯不

前。更令人意外的是，片中樂觀的顏媽媽與台中縣勇於出面的兩位受

害者，在昭如再度接觸之後，都改變了他們原先的態度，似乎是因為

家族或鄰里的壓力，他們不再願意談論油症問題。這證明了我原先的

憂慮，即使在三十年後，油症受害者的汙名化現象還是一個待解的難

題。 

還有一件令人有點欣慰，又有點生氣的事情。有個高中教科書出

版社來信表示，將把油症事件列入課文，要求提供圖文資料，支持協

會樂見其成，請其順便加入協會於三十年後成立的訊息。結果編者回

覆說，為維護其中立立場，不便加入此敘述。一個歷史事件的紀錄與

否，往往就代表了不同的立場選擇，今天你決定紀錄此事件，卻又要

迴避與此事件相關的重要發展，並稱此為「客觀中立」。 

像這種邏輯不清的假學術倫理與前述汙名化背後的社會壓迫，大

概就是油症受害者面對的漫漫長路，似乎永無止境的原因吧。無論如

何，既然他們走的下去，我們也沒有什麼悲觀的權利。希望有一天，

能在冰山航線的盡頭，看見思念已久的蔚藍大海。 

蔡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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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 1979》 

作者陳昭如 

        那是個有著暖暖春陽的周日早晨，明亮的光線從窗戶斜射而

入，潑灑在惠明學校教堂的講壇上。一陣微風襲來，吹得教堂的窗帘

微微飄動，也吹得窗外大王椰子的樹葉沙沙作響。 

        一排排手牽著手、相互扶持的盲童在悠揚的聖歌聲中，魚貫

地走進了教堂。年紀小小的他們或許並不很瞭解基督教義與聖歌在頌

讚些什麼，甚至連站在講壇上牧師的臉孔也看不到，然而從那一張張

喜悅而滿足的臉蛋來看，顯然他們很喜歡詩歌迴盪在教堂裡那股寧

靜、安詳的氣氛。 

        陳淑靜坐在教堂一隅，看著孩子天真無邪的面容，心裡充滿

了愛憐與疼惜。她默默地祈禱，希望他們永遠不會遭遇任何不幸，就

像當年在學校吃到米糠油的盲童一樣....... 

        每次回想起那些中毒的學生，陳淑靜就覺得像是有無數的螞

蟻啃囓著她的心。三十年來，她從來沒忘記過這些始終視如己出的孩

子，更清楚地記得每個人的姓名與面容；對她來說，遺忘孩子飽受摧

殘的身心，無異是對他們最嚴重的背叛！她垂下頭來，虔誠地說道： 

         ｢上帝啊，求祢讓我得到癌症吧，這樣就能證明多氯聯苯確

實會致癌，我就不必再東奔西跑，對那些孩子也算是有交代了......｣ 

        五十三年前創辦了惠明學校，頭銜從早期的院長、校長，到

退休後轉任執行長、董事長，陳淑靜的人生幾乎都奉獻給了惠明及視

障及多障的孩子。半個多世紀以來，她每天面對的是一群最不容易教

育的學生，以及社會對他們的歧視與漠視。到底是什麼力量，讓她支

撐了這麼久？即使在經歷了毒油事件的傷痛，她依舊坦然無懼地面對

困境與挑戰，從來不曾放棄？ 

        這一切，要從她的童年開始說起。 

        她出身台北大稻埕富商之家，家族在迪化街經營｢陳其昌｣

商號，專賣南北貨與進出口海產。她的個性活潑開朗，口齒伶俐，爸

爸很喜歡帶她出門，因為大家都說阿靜好聰明，讓他很有面子，是爸

爸明顯偏愛的女兒。不過調皮搗蛋的事，她也從來沒有少做過：背著

大人偷學騎腳踏車，撞到電線桿差點沒命；完全不黯水性跑到深水處

玩水，因為漲潮走回不去，竟然硬｢游｣回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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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德高望重的陳校長，小時候居然這麼皮耶。｢那不是皮

啦，｣她忙著解釋，卻露出一臉淘氣的神情，｢是因為大人說女孩子不

能跟男孩子一樣，跑出去騎腳踏車，去游泳，我不服氣，就自己學啊，

｣解釋了半天，怎麼看來還是得意，｢可是我媽媽從來不會罵我，只會

很溫柔的說，好危險啊，以後不要再這樣了。｣ 

        她爸媽是虔誠的基督徒，時常跟孩子說些有關信仰的故事。

其中媽媽說的一則故事深深打動了她：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冬夜，孤兒

院院長帶領院童虔誠地祈禱，希望上帝能賜給他們食物，因為他們已

經好幾天沒吃東西了。院長把一個個空空如也的餐盤擺在桌上，告訴

孩子們說：你們只要禱告，無論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著......。然

後，奇蹟發生了，一位好心人在這個下著大風雪的夜裡，竟然載了一

卡車的食物來。又驚又喜的他們忍不住高聲讚美上帝的恩典...... 

        她從小心腸就特別軟，聽了之後感動的不得了，告訴媽媽

說，自己長大了，要做那個｢送食物給孤兒的好心人｣。媽媽就像她的

名字｢憐憫｣一樣，是個充滿慈悲與憐憫的女人，她揉揉女兒的頭，十

分欣慰地說：｢好呀。我們阿靜最善良了，這麼小就知道要幫助別人！

｣有了媽媽的鼓勵，小女孩的心意更堅定了。那一年，她才八歲。 

        她的成績向來很好，是學校的風雲人物。｢其實是長得不漂

亮，只好以聰明取勝啦，｣她俏皮地一笑，｢以前人家都說我姐姐好漂

亮，我哥哥好可愛，可是看我又瘦又小的，不知道要稱讚什麼，就只

好說，阿靜眼睛好大會說話。所以啦，我就知道自己不漂亮。｣可是

她心地善良，率直純真，大家都很喜歡她。 

        淡水純德女中音樂科畢業後，她原本想到加拿大繼續念書，

但因家族事業盛況不再，只好打消了念頭。學校的傳教士德姑娘觀察

她好多年了，聽說她決定不出國，問她願不願意去孤兒院工作？她聽

了乍然一驚：天啊，這不是我童年時代的夢想嗎？於是她雀躍地開始

整理行李，幾天之後，就在台中光音育幼院當起院長秘書了。 

        光音育幼院是台中第一所育幼院，隸屬於基督教兒童福利基

金會。它是個國際性組織，台灣分會則是由高甘霖牧師一手創辦起來

的。後來基金會輾轉接手了台北原由孫雅各夫人負責的｢盲童之家｣，

但院長一職始終懸缺。孫雅各夫人與高甘霖同時想到了充滿愛心、又

通曉多國語言的陳淑靜。可是陳淑靜卻拒絕了。她覺得自己不瞭解盲

人，無法勝任這麼重要的工作；而且她在育幼院做得很好，不想換工

作。 

        高甘霖沒有放棄。過了一陣子，他說想請陳淑靜去台北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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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票價高昂的美國溜冰團表演，條件是她必須順道去看看｢盲童之家

｣。陳淑靜心想，只是去看看而已，應該沒什麼關係吧，就答應了。 

        那是個躁熱的夏日，天氣很悶。｢盲童之家｣的台階上坐著幾

個孩子，百無聊賴地搓揉著一雙無神的、看不見的眼睛。陳淑靜盯著

那幾個孩子看好久，突然心頭一酸。她從來沒看過年紀這麼小的盲

人。到了中午，一個個盲童捧著盛滿飯菜的大碗公，兀自大口大口地

扒飯，吃得滿嘴滿臉都是，沒有人幫他們。其中有個孩子嘴巴不意被

白帶魚的刺給刺到，痛得哇哇大叫。心急的陳淑靜揚聲叫道：｢你們

這些做大人的怎麼那麼不小心，不先把魚刺挑出來呢？｣ 

        眾人沉默不語。 

        她一開始生著悶氣，氣沒人理她。後來才想到，人家是專門

負責照顧盲童的人，哪裡輪得到她這個外人｢雞婆｣啊？可是她覺得只

要多用點心，這種意外是可以避免的呀！或許她沒有照顧盲童的經

驗，可是疼惜、體貼孩子的心，她相信自己絕對不輸給任何人！ 

        當天回到台中，｢盲童之家｣兀自摸索著碗裡飯菜的小人兒的

影像，始終在腦海裡盤旋不去。她知道，那些孩子很需要幫助，可是

她捨不得離開育幼院，一直拿不定主意。於是她忍不住閉上眼睛祈

禱：上帝啊，請告訴我該怎麼做吧！這時有個聲音自耳際響起：假如

你只愛你想愛而且可愛的人，那你就不是真正的基督徒。 

       就這樣，二十四歲的她，決定接下｢盲童之家｣的擔子。 

       初掌｢盲童之家｣，她充份發揮了過去照顧孤兒的精神與經

驗，替他們洗澡，餵他們吃飯，說故事給他們聽，還組了個合唱團，

親自教孩子唱歌，帶著他們到處表演，獲得很大的迴響。1961 年，

她向基金會爭取到一筆資金，把｢盲童之家｣遷到台中大雅現址，擴大

成立了｢盲童育幼院｣，後來又更名為｢私立惠明學校｣，成為台灣第一

所免費收容視障及多障學生的學校。 

        四十多年前的台灣社會，｢盲人｣有如｢恥辱｣的同義詞。若是

不幸生了｢青瞑仔｣，街坊鄰居總是流言四起，說是大人做孽才會生出

這款孩子。所以很多人想盡辦法把家裡的｢青瞑仔｣藏起來，才不會｢

丟人現眼｣。陳淑靜不是不知道，要讓這些孩子來惠明念書有多麼困

難。可是她不怕難，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她主動發文到各鄉鎮公所，

請他們代為調查哪家有視障兒童，再親自挨家挨戶地拜訪，詳細地解

釋惠明成立的宗旨與目的，好讓父母放心讓孩子跟她走。 

        ｢有一次我已經到人家家門口了，明明就看到一個盲童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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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邊，可是他爸媽硬是跟我說，『我們家沒有看不見的小孩』！｣

這是很多父母對陳淑靜說過的話。 

         她花了很大力氣找學生，但招生狀況一直不理想。可她有

她的夢想，也單純地相信上帝一定會幫她。學校草創的頭幾年，她時

常獨自搭著火車到偏僻的鄉間，再步行幾個小時，只為尋找一名需要

受教育的小盲童。全台灣大街小巷，深山與海邊，甚至連台灣以外的

離島，她都走遍了。有一年，她到屏東找個小女孩，不巧遇上了颱風。

那天強風大雨，把路樹、房屋吹得七零八落。她一路頂著狂風暴雨，

找到已經站在門口等她的小女孩，立刻二話不說捉著她的手拼命往前

走。路面的積水越來越高，幾乎快淹到膝蓋了。瘦小的陳淑靜一把揹

起小女孩，頭也不回地直往前跑。感謝上帝，他們躲過了颱風。事後

回想起來，她仍然不知道自己哪來的力氣，居然可以揹著小女孩跑了

那麼長一段路。 

        那是惠明學校最艱困的一段時間。沒錢、沒人、校長兼撞鐘，

凡事自己來。可是她一點都不覺得累，也不以為苦。每天放學後，她

額外花時間陪伴學生，教他們做功課，不厭其煩地一個一個指導。有

時候她也會生氣，也會罵人，但孩子們知道，校長真的很用心在照料

他們。 

        她疼愛孩子是出了名的。有一回，她在金門找到幾個家貧的

盲童，也說服父母讓他們去惠明念書了。就在忙著辦理來台手續時，

她突然想到孩子年紀那麼小，眼睛又看不到，生平第一次離開家鄉，

就得坐船在海上折騰那麼久，實在是太可憐了。這時，她腦海閃過一

個念頭：何不讓他們搭飛機呢？ 

        七 O 年代的金門是戰地前線，是軍事重地，想讓幾個小盲

童坐軍機到台灣？簡直是天方夜譚。不過喜歡挑戰｢不可能的任務｣

的陳淑靜不這麼想。她決定找國防部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幫忙。她不

斷地寫信，打電話，四處溝通，找門路，都沒有人理她。很多人勸她

不必再癡心妄想了，可是她偏不死心。 

        有一天，她｢心機很深｣地穿上在阿根廷買的漂亮皮衣，刻意

梳妝打扮了一番，直闖王昇位於國防部的辦公室。站在門口的衛兵見

到這位摩登女子連聲招呼也不打，逕自往王昇辦公室走去，一時也被

她的氣勢給震懾，眼睜睜地看著她大搖大擺走進去，完全沒有攔阻。

就這樣，她見到了王昇，也得到對方的允諾，讓孩子坐軍機直接飛來

台灣！ 

        我說，那是戒嚴時代耶，你一個人硬闖國防部，不怕被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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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什麼？｣她瞪大了眼睛望著我，一臉｢無辜｣：｢我又不是

做壞事！｣ 

        我一直覺得陳淑靜是那種｢熱力四射｣型的人物。她樂觀爽

朗，認真積極，精力充沛，從來不怕困難或挑戰；就算遇到了挫折，

也懂得如何將劣勢轉為優勢，將阻力轉化為助力。跟她一起工作的人

很難不被這種熱情與活力所感染。所以，惠明的同仁即使身兼多職，

薪資也只有公立學校的一半，大家都無怨無悔，甘之如飴。 

        有人說她是個｢工作狂｣，每天從早上七點工作到晚上十點，

整天在學校二十四小時待命，就連上廁所也都是速去速回，像是把全

身的精力都花在學校上面。為了孩子，就算是累癱了、生病了，她也

覺得自己一定撐得住。 

        直到 1979 年，她與學校的命運從此轉了個大彎，再也回不

去了。 

        那一年，從春天到冬天，整個惠明壟罩在莫明的恐慌之中。

多氯聯苯有如一個詛咒，讓潛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各種恐懼、疑禍、

猜忌紛紛曝了光，完全無法阻擋。陳淑靜知道，這時千萬不能自亂陣

腳，唯有沉著冷靜，才能帶領大家打贏這場不知道敵人在哪裡的仗！

她裝作若無其事的樣子，照常工作、開會、吃飯、教課。漸漸地，原

本驚惶失措的師生安定了下來。他們不知道的是，中毒之後的她莫名

其妙失去了外語能力長達一年之久，就連她先生也不知情。 

        ｢你為什麼不說呢？｣ 

        ｢如果說了，其它老師跟學生會有多緊張，多害怕啊？當然

不能說。｣ 

        ｢那你先生呢？怎麼連他也不說？｣ 

        ｢說了又能怎麼樣？只會讓他擔心而已。唉，沒什麼好說的

啦。｣說得好瀟灑。 

        陳淑靜的先生叫黃肇基，是中部很有名的內科醫師。那段時

間，她天天把學校的小病人一車一車載到自家診所送，黃肇基不但分

文未取，還會替孩子打營養針，順便替他們打打氣。陳淑靜開玩笑說，

當初決定嫁給黃醫師，就是指望婚後不必工作，只要悠閒地當｢醫生

娘｣，每天在家數鈔票就好了。可是黃醫師不僅不讓她辭職，還不准

她再領薪水。他說：｢人家外國人都拿錢來台灣辦學校了，我們怎麼

好意思拿學校的錢？｣她說的時候，仍難掩驕傲之情。從此，她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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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領過學校一毛錢，一直擔任義工至今。 

        毒油事情爆發以後，她外表看似鎮定，其實心裡痛苦極了。

尤其是責任歸屬的問題，同仁間出現截然相左的意見：有人主張應該

強烈向政府抗爭，有人認為採購油品的同事難辭其咎，也有人把矛頭

指向陳淑靜，認為身為校長的她有道義上的責任...... 

        面對各種懷疑與指責，她並非無動於衷。可是她以為，就算

自己引咎辭職，或是責怪採購同仁，完全無濟於事；更何況大家都是

無辜的受害者，應該要互相扶持，互相體諒啊！然而這樣的舉動，卻

被少數人視為｢軟弱｣。對此，她從不爭辯，也不予回應。就像這些年

來，她不知婉拒了多少想替她寫傳的邀約。對於外界的毀譽褒貶，她

從來不放在心上，因為她以為，此生的功過，泰山或鴻毛，唯有上帝

知道。 

        強人政治時代的台灣人，不敢抗爭，只能順服。她憤怒，不

甘心，卻無能為力。她雖然反對激烈的抗爭，但仍循求體制內的管道

替師生討回公道。1980 年，她委由律師控告彰化油脂公司，沒想到

最後法院竟判決惠明敗訴，理由是對方｢無明顯犯意｣！ 

        收到法院的判決書時，她像是鬥敗的公雞一樣發著呆，覺得

自己努力了那麼久，結果還是一樣無能為力。 

        後來強人下台了，島內政經情勢的快速轉變令人應接不暇，

人民也有更大的空間可以為自己爭取權益了。陳淑靜覺得，是可以做

點什麼的時候了。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學生討回油症卡。 

        那已是九 O 年代的事了。她聽說許多孩子畢業以後，工作

不好找，又時常生病，窮到連醫藥費都付不出來，納悶的不得了：奇

怪，政府不是有發油症卡嗎？為什麼看病還要花那麼多錢呢？後來她

才知道，自從學生離開惠明以扣，戶政單位連絡不上他們，油症卡就

｢自動｣沒了！ 

        她來不及生氣，只是急忙找出中毒學生名冊，確認哪些人沒

有油症卡，再逐一通知戶籍所在地的縣市政府要求補發。可是，不行，

不行，不行。沒有當事人的資料不能辦。沒辦理過相關業務，不會辦。 

        不能辦？不會辦？擺明了是藉口，說起來還這麼冠冕堂皇。

陳淑靜按捺住自己的急性子，好聲好氣地說，不能辦？那要怎麼樣才

能辦？我這邊所有的資料都有啊，你要什麼，我都給你；不會辦？簡

單，我把油症卡的影印本、負責承辦相關業務的機關、辦事員、連絡

電話通通寄過去......。就這樣，來來回回交手了好幾回合，她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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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力與耐性，終於讓多一事不如少一事的公務員甘拜下風。一張張補

發的油症卡，又回到中毒盲生手中了。 

       可陳淑靜終究是老了。從小就是運動健將的她在先生去世

後，身體開始出現各種毛病。有時只是小小的感冒，才剛站起來，眼

前便一片漆黑，總要過了好一會兒才恢復。病痛摧毀了她向來堅強的

形象，迫使她不得不誠實面對健康每況愈下的事實。於是她拿著油症

卡，頻繁地往醫院報到。 

        拿著油症卡看病四處碰壁的故事了，她已經聽過太多了。等

自己成了故事主人翁，才真正體會到身為患者的悲哀。 

        有回她去醫院看病，護士沒聽過油症，也沒看過油症卡，表

示他們不收｢這種東西｣。本來她還耐住性子解釋：這叫油症卡，1979
年的時候發生過｢多氯聯苯事件｣，我們就是吃了有毒的米糠油......哪
知道對方根本沒興致聽她把話說話，搖搖手，跟你說了多少次了，說

不收就不收嘛。陳淑靜氣壞了，忍不住開口罵道：你以為我願意得這

種病啊？我拿 5CC 的 PCB 給你，你敢不敢喝下去？ 

        還有一回，陳淑靜高血壓去醫院拿藥，她告訴醫生說自己得

了油症，除了高血壓之外，這裡也痛，那裡也不舒服。醫生癟癟嘴，

一臉的不耐煩：｢你不要什麼(病)都是多氯聯苯好不好？又不是只有

多氯聯苯的(病人)才會生病？｣她當場傻眼。 

        故事還沒完。幾年前她身上長出一個氯瘥瘡，實在是痛得受

不了，趕緊跑去醫院掛急診。櫃台小姐看了一眼油症卡，冷冷拋下一

句｢急診不能用｣，就把卡片還給她。她忍住脾氣不發，脈絡分明地把

油症卡的功能、代號、使用限制一一解釋清楚，對方搖搖手，說不收

就是不收。 

        又來了！這下子陳淑靜真的是火大了。她硬撐著病體，當場

打電話給國健局官員，要求他們給她一個交代。過了幾分鐘，咦，油

症卡｢突然｣能用了，院方還特地派員前來致歉，說櫃台小姐是剛來的

啦，什麼都不懂，請您千萬不要見怪。 

          陳淑靜說，因為她夠兇，又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只要｢吼

一吼｣，或是一通電話｢上達天聽｣，通常可以｢圓滿解決｣。可是那些

中毒的盲生呢？有誰會理他們？只要想起｢她的孩子｣連看病都得受

盡委曲，她就快受不了了。於是，她再度發揮｢拼命三娘｣的精神，到

處打電話拜託、寫陳情書、向官員反應，希望醫療院所能重視油症患

者的尊嚴與權益。只是這麼多年過去了，什麼也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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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讓陳淑靜感到無力的，還是中毒的孩子失散凋零，一個個

死去了。每次提到那些死去的學生，她悽然的眼神中總是多了一份思

念。其中最讓她不捨的，是董金花。 

        董金花是花蓮原住民。她是在門諾醫院接受肺結核治療時，

外國宣教士發現了這個又聾、又盲、又啞的孩子不但爸爸生病，媽媽

又有精神方面的問題，根本照顧不來，於是主動詢問惠明願不願意收

容她。陳淑靜一接獲消息，立刻趕到花蓮把她抱回來。 

        董金花是個聰明的多障兒。她在惠明學會了手指語，還能靠

著觸覺辨認不同的人，讓老師興奮極了。有一天，陳淑靜看她獨自蹲

在花圃裡拼命用手拉花，忍不住問她說，金花啊，你在做什麼呀？金

花說，我種了一盆花，可是花長得好慢，我想用手把花拉大一點。陳

淑靜笑出聲來，連忙在金花手上打上｢花沒有那麼快長大｣的手指語，

阻止她繼續｢揠苗助長｣。小金花馬上就懂了，還乖乖用手把花埋回土

裡。 

        金花在老師們的耐心指導下，漸漸學會好多事情，大家也對

她有著很深的期許。只是人算不如天算，十三歲那年，她中毒了，得

到嚴重的子宮癌，不得不割除子宮，動手術那年，連月事都還沒來。

此後她身體變得很差，再也沒什麼學習意願。畢業後她回到老家，情

況一直不好。後來她得了乳癌，焦急的陳淑靜到處為她找醫院，張羅

醫藥費，好不容易住進桃園榮總，沒想到事隔六天，就過世了，身上

穿的是陳淑靜特地為她買的粉紅色新衣。她的後事，也是陳淑靜自掏

腰包替她辦的。 

        另一個讓陳淑靜念念不忘的學生，是柯燕姬。她是｢盲童之

家｣時代的學生，只比陳淑靜小六歲，兩人一直維持著亦師亦友的深

厚感情。她的資質聰穎，又很勤奮用功，在陳淑靜的協助下，一路從

台北盲聾學校、東海大學念到美國麻州柏金斯盲人師範學院，是台灣

第一個讀大學、也是第一個出國留學的盲生。她出國與回國時搭的都

是美國軍機 CKK。不用說，又是陳淑靜的貼心安排。 

  學成歸國之後，她在陳淑靜的熱情邀約之下到惠明教書，董金花

是她的得意門生。柯燕姬很疼愛這個小女孩，花了很多時間指導她。

董金花也知道老師對她的好，進步得更快了。每天黃昏的時候，她們

經常手牽著手，緩緩地校園裡漫步，親密如自家姐妹。 

        董金花雖然聽不到也看不見，骨子裡卻是個調皮鬼，時常跟

同學打打鬧鬧。有回她因細故與同學打架，柯燕姬很生氣，在她手上

打上｢不可以打人，打人是不好的行為｣的手指語，罵了她一頓。隔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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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她又搗蛋了，柯燕姬才在她手上輕輕打一下，她立刻捉住柯燕

姬的手，打上｢不可以打人，打人是不好的行為｣的手指語。柯燕姬笑

岔了氣，再也打不下去了。 

        柯燕姬一直是個鬥士，與天生的殘疾、不公的體制、不幸的

命運搏鬥。但碰到頑強的多氯聯苯，就連鬥士也垮了。剛開始，她常

感到精神不濟，有時還會突然暈倒。可是她怕麻煩別人，從來都不提，

就這麼一天拖過一天。直到再也拖不下去了，才知道是腎臟出了問

題，必須長期洗腎，是沒完沒了的醫療。 

        她很不甘心，不想向病魔屈服，不過這樣的病沒有好的休養

與照護，無異是慢性自殺。陳淑靜好說歹說，說服她住進了安養院，

想讓她專心養病。沒想到隔了幾年，她又生病了----是乳癌，已經是

第三期。 

        柯燕姬的心情，陳淑靜知道。身體的痛苦她能夠承受，最氣

的是再也不能研究點字，再也不能教書、再也不能見她心愛的學生。

於是她變了，變得鬱鬱寡歡，毫無鬥志。陳淑靜為了鼓勵她，安排董

金花去安養院去看她。大家都看得出來，柯燕姬開心極了，反倒是董

金花，當她摸到老師病床旁密密麻麻的管線時，臉色突然一變，露出

令人心碎的哀傷。她緊緊握住老師的手，兩人陷入久久的沉默...... 

        那是她們師生最後一次見面。過了不久，董金花便過世了；

隔了幾個月，柯燕姬也走了。陳淑靜用哀悼的心送走她們曾經共度的

時光，彷彿這段時光隨著學生的死去，也被裝在棺材裡面埋入了地底。 

        白髮人送黑髮人，是人生最難言的傷痛。過去有很長一段時

間，陳淑靜總是在睡前邊禱告邊流淚，腦海裡盡是中毒的孩子滿臉膿

瘡、痛苦的模樣。現在的她沒有夢，她很累，卻睡不著；她身上沒有

手銬腳鐐，卻被關在憂傷的情緒裡。尤其是身體不好，眼睛到了晚上

什麼都看不到，一個人根本沒辦法出門，工作生活大受影響。但只要

想起那些仍然與毒搏鬥的學生，就是這麼一點心念與堅持，她又撐了

下來。 

        長久以來，她都是孤軍奮戰，卻老碰了一鼻子灰。後來她瞭

解到，自己不可能隻身搖撼整個體制，她需要戰友！2003 年，她集

結了數十位中毒的同仁及校友，決定籌組｢多氯聯苯受害者聯誼會｣，

爾後向政府提出了四大要求：以永久有效的｢重大傷病免自行部份負

擔證明卡｣取代現行｢油症卡｣、免除受害者繳交健保費、請政府定期

為患者做癌症篩選、提升醫療院所對多氯聯苯的認識並尊重中毒者權

益。沒想到政府的回應竟是：礙於健保及相關法令，對於擴大優惠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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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或發給重大傷病卡，有執行上的困難。 

       ｢唉，政府都說他們沒錢啦，要我們同情他們。可是，誰來同

情我們呢？｣至今說起來，她還是心痛。 

      在冷漠的世間，即使人們早已忘記了這起有史以來最嚴重的公

害事件，陳淑靜仍然勇敢地走在上帝為她選擇的道路上，盡一切的努

力替患者爭取權益。即使一路上遭遇風風雨雨，她心裡沒有一絲憎

恨，甚至還常說，上帝是很愛台灣，也很愛惠明的，因為｢如果不是

我們惠明那麼多人中毒，讓大家注意到多氯聯苯的話，不知道還有多

少人會受害。所以回想起來，我們的受苦，我們的犧牲，也算是有貢

獻的啦......｣ 

        正午時分，教堂的禮拜結束了。在亮晃晃的陽光下，這群看

不見的孩子三三兩兩以手搭肩，或是在老師的帶領下，安安靜靜地走

出了教堂。但願他們永遠不會受到任何的傷害，能夠健健康康、平平

安安地度過業已殘缺的人生。 

        她衷心地盼望。 

出處：文章引用自《被遺忘的 1979》作者陳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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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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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手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