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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位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寶，從懷孕開始，媽媽就滿心期待著孩

子出生後的可愛模樣。「臺灣畫話協會」裡的孩子們也一樣，

他們同樣是在欣喜中出生，但在成長的過程中，因為一點點的不一

樣，家人與孩子都比常人更辛苦一些。

協會創辦人蔡啟海老師，是位小兒麻痺患者，小時候就很喜歡在紙

上塗塗抹抹。雖然體貼的父母總是在客人來訪時讓他躲在房間裡，怕

孩子受到傷害；但高中時，因為到「和美實驗學校」讀書，開啟了他

的這條「繪畫之路」。

蔡老師在念完國立藝專之後回到和美教書，在教學的過程中，他看

到許多身障的孩子受限於身體的不便無法畫畫，決心向學校申請至英

國公費留學。再度回到學校的蔡老師，隨著教學技術與觀念的精進，

幫助那些在旁人眼中完全不可能持畫筆的孩子們。這一教，就是二十

多年，直到退休。兩年多前，他創立了「臺灣畫話協會」，為的就是

給已經畢業、不再畫畫的孩子們再一次學習的機會。

在訪談的過程中，蔡啟海老師對於教孩子畫畫以及創辦協會的辛

苦，隻字未提，只是一位位的介紹透過學畫畫變快樂的孩子們。老師

這樣不居功的態度，得到了所有家長的推崇。據兩年前協會創辦時就

在這裡教畫畫的吳澤語老師說：「很多人都說我們協會雖然只成立兩

年多，卻好像已經做了二十年的事！」

不放棄任何一位孩子想畫畫的心
啄木鳥畫家黃羿蓓是蔡老師的學生，腦性麻痺讓她的手腳都不能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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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蔡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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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為了完成羿蓓想畫畫的願望，蔡老師與

同樣是美術老師的太太一起發明了前面可以

放筆的「頭杖」，羿蓓只要戴上，運用點頭

搖頭控制畫筆，就能一點一滴慢慢的畫出腦

中的畫面。

全身癱瘓、只能躺在病床上，患有肌肉萎

縮症的奕凱也是蔡老師的學生。六年前，蔡

老師還在和美教書時，有天奕凱的病床被推

進班上，他雖然手腳都不能動，但很強烈的

表達出想和其他同學一起學畫畫的意願。老

師試著讓奕凱上了三天課，實在無法讓他像

在家中一樣得到完整的照顧，但又不願讓學

生失望。於是，老師向學校建議，每間教室

都裝上可視訊的電腦，用遠端教學的方式讓

即使是只能臥床的學生都能學會畫畫。一年

後，奕凱不但學會了電腦繪圖，作品還入選

了郵票圖樣。即使畫一隻Q版老虎比其他同

學多了無數倍的時間，但他還是做到了。

由於蔡老師不放棄每位想學畫的學生，無

論他們先天上有什麼障礙，老師都能想辦法

設計工具和爭取任何可能的機會。

孩子不要保護傘，而是要走出去
這裡的每位孩子的情況都不同，有自閉的

孩子、有罕見疾病的孩子、有腦性麻痺的孩

子、有情緒困擾的孩子，無論是哪種孩子，

在畫畫中都能得到快樂。

益通媽媽說，這個自閉加過動的孩子以前

坐著絕不超過十分鐘，每次帶出去總是一溜

煙就找不著。自從來到這裡和蔡老師學畫畫

之後，益通居然可以從十分鐘延長到二十分

鐘，甚至更久。訪談當天，我和蔡老師、益

通媽媽聊了約半小時，益通都乖乖的用蠟筆

在畫老師交待的摩托車，他畫的專心，根本

協會的畫室之一：心田花園 黃羿蓓戴頭杖作畫（圖．蔡啟海）

益通認真的畫著眼前的摩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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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察覺時間的流逝。我看到他畫好後將作品

交給老師時那臉上滿足的笑容，彷彿全世界

只剩下畫畫這件最重要的事。

奇銘5歲時車禍，導致智力和肢體部份受

傷，一直沈默寡言的他直到認識蔡老師之

前都不會與外界溝通。有次奇銘的姊姊偶然

間到「心田花園」參觀，發現了這個奇妙的

地方；她發現這裡的孩子都好快樂。姊姊心

想：或許弟弟來到這裡會不一樣。果然，現

在的奇銘，不但願意說話，還會表達自己的

意見，和同學互動在一般人眼中或許很平

常，但對奇銘的家人來說，卻能燃起無限希

望。

宣翰是位妥瑞氏症合併智能不足的孩子，

雖然媽媽很早就發現他的狀況帶去早療機構

復健，但過動的宣翰卻仍舊無法靜下來，時

常用鐵鎚把家中的牆壁敲得無一處完好。高

職畢業後，現在已經26歲的宣翰有段時間待

在家，當時還在任教的媽媽想盡各樣的方式

讓宣翰有事做，種田、爬山到做家庭代工都

有。直到一年多前遇到蔡老師，宣翰才從完

全不會畫畫，到現在作品可以參展。宣翰媽

媽笑著說：「當爸爸在金門展覽會上看到兒

子的作品時，完全不敢相信這是兒子親手繪

製的、親手拼貼出來的作品哩！」

這些孩子，都在畫中找到了快樂，也找

到了自己。蔡老師說：「每個人天生都會畫

畫，只要拿起彩色筆，畫出顏色形狀，人人

都可以是畫家。」他鼓勵家長們讓孩子走出

來，當體制內的課程結束後，還有其他機會

可以嘗試。千萬不要躲在家裡，一般人都沒

有辦法關在家中、過著沒有人際互動的生活

了，更何況是這些有障礙的孩子呢。

無關障礙，人生多精采
除了教畫畫之外，蔡老師還很擅長發掘孩

子們的長才。

30歲的宏達，長得很帥氣，如果不是腦性

麻痺腿部萎縮，只能坐在輪椅上，宏達會是

位又高又帥的萬人迷。

他曾經是蔡老師的學生，但高中畢業後，

就像個廢人似的賴在家裡無所事事。宏達的

書讀得晚，十八歲才國中畢業，當時家人怕

往後沒人能照顧他，幫他娶了位外籍新娘。

或許是水土不服、或許是溝通不良，宏達在

那將近兩年的婚姻中，因為不堪太太欺負、

踹打，最後只好離婚。

從此以後，他決心所有的事都自己來。前

年，已經在家閒晃好久的宏達，遇到了以前

在和美時的老師──蔡老師。老師記得在學

奇銘現在已經很能和人互動 宣翰開心的和媽媽、老師們合影（圖右一為蔡老師，

右二為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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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了這些和她的孩子有類似情況的學生

們，不惜選擇付出。她不諱言這是受了蔡老

師的影響，當然也是希望能對這個社會有所

回饋。

今年聖誕節前夕，台中勤美術館捐了一

萬個祈福燈讓民眾認捐，其中有25％會捐給

「臺灣畫話協會」，大家可以在自己認領的

燈上作畫，待展期結束，也就是元宵節過

後，再把燈帶回家收藏。

就像「心田花園」中擺放著的、孩子一起

增添色彩的大大泰迪熊一樣，只要大家齊心

合力，所有障礙在這些孩子身上都彷彿看不

見了。或許你並不了解他們，但只要多留意

一下，適時的將眼光放柔和，就能讓孩子們

感受到社會給予他們的溫暖。

校時的宏達很有美感，鼓勵他來畫畫。但家

人都在忙，沒有人接送怎麼辦？宏達想到，

他可以靠自己上網預約復康巴士來回。他認

真的說：「我要謝謝踹我的前妻，因為她，

我決定不再依靠別人。即使已經讓家人照顧

洗澡、如廁二十多年了，但我想我應該可以

自己來。」既然生活起居都沒問題了，預約

車子來畫畫，更難不倒他。

有一天，蔡老師發現宏達除了畫畫之外還

很喜歡寫東西，他開始鼓勵宏達把每天經歷

的事情記下來。為了讓宏達文筆精進，蔡老

師請了一位何老師來指導他、幫忙潤稿。就

這樣，宏達至今也累積了約十萬字的文章，

未來，出書是他的願望，無論能不能實現，

至少他正很努力的嘗試著。

齊心合力將愛散播
在這裡，每位師長、學生都很親切，一進

去就能感受到強大的愛。作品很常參展的建

鋒和初學畫畫就很厲害的昕蕎，同樣是罕見

疾病的孩子，聽媽媽們講述他們受訪、參展

與學畫畫的事蹟，言語間盡是驕傲。

而協會裡的另一位志工老師吳澤語，也有

一位罕見疾病的孩子，雖有很好教學經驗，

建峰的作品栩栩如生 協會中的媽媽與孩子一起學畫宏達快樂的作畫

（圖．蔡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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