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
台上用陶笛吹出輕快的〈山頂黑狗

兄〉，臉上表情專注而愉悅，還不時

搭配著俏皮的肢體動作，可愛又討喜的表演

感染了每一位評審。「感覺到她很開心、很

自信，整個表演就是很吸引人的目光」有評

審這麼說。她是黃曼軒，當獲頒器樂表演組

「滿春獎」時，台下親友團歡聲吶喊，祝賀

的花束也即刻送到曼軒手上。

  曼軒爸媽謙虛的表示，能有好成績要謝

謝許多貴人：報名時的簡介文字由姐姐操

刀；影片則由朋友加了文字，說明曼軒的成

長故事。決賽前，媽媽的同事們紛紛幫忙提

供音樂和舞蹈方面的建議；決賽當天更有40

位多位親友遠從台中北上，熟悉的臉龐與加

油聲成為曼軒的定心丸。然而曼軒能有好表

現，除了自己的勤練，最大的推手無疑是愛

她的雙親。

  「曼軒說她是上天送給我的禮物，我回

她說：『真的是讓我好驚訝的禮物呀！』」

曼軒媽媽陳金蓮說。她回想起與前兩胎時隔

十年，才意外懷有新生命，雖然醫生曾建議

高齡懷孕應該做羊膜穿刺篩檢，但考慮當時

常常有因為做羊膜穿刺導致新生兒受傷的報

導，夫妻倆討論後決定：「既然註定是我們

的孩子，不管怎樣都要接受。」也因此，曼

軒順利到這世上報到。

  剛出生的曼軒很乖，不太會哭，雖然外

表和哥哥、姐姐baby時不太一樣，但是個可

愛的孩子，幾次去醫院接種疫苗，醫護人員

還誇獎媽媽把曼軒養得很好。沒料到在曼軒

四個月時，一回因感冒就診，醫生表示：「 

這孩子有問題，應該是患有蒙古症。」後來

做了染色體檢查，確診曼軒是唐氏症患者。

 灰暗並沒有襲擊曼軒爸媽太久，在一次就

第三屆愛有為 器樂表演組滿春獎

黃曼軒  用音樂傳遞喜樂
文．陳欣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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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時有緣碰到蔡長海醫師（現任中國醫藥大

學附設醫院董事長），蔡醫師鼓勵夫妻倆

說：「你們不要放棄！這個孩子是可以教

的，她的骨骼健全，雖然學習很慢，但可以

教得起來，千萬不要放棄⋯⋯」陳金蓮說，

這幾句話她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像是幫他們

點燃了一絲希望，可以教就代表有機會，這

個機會一定要牢牢把握住。

父母全然接受 堅持不放棄
  滿一歲的曼軒還不會走路，夫妻倆帶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查，蔡醫師建議應

該要開始做復健，而這麼一開始就是八年的

復健時光─一周三次，從未間斷。「真

的很累呀，我要上班還要帶她做復健，有時

受不了只好在車上瞇一下，她就躺在旁邊睜

大眼睛看著我。」或許是帶點愧疚的心情，

加上極愛孩子的心支持著陳金蓮，只希望讓

曼軒的障礙可以減到最輕。

  曼軒爸媽還把住家三樓佈置成復健室，

買了教具在家也學著復健師做，像是為了練

口語能力，把棉花揉成小球用嘴吹、將蜂蜜

沾在上嘴唇練習舌頭向上頂。聽說學游泳可

以使呼吸較為順暢，陳金蓮就趕緊找教練教

曼軒學游泳；曼軒便從一開始怕水，練到最

後四種泳式都會。而為了訓練讓曼軒能夠發

出聲音，不只洗澡時突如其來用蓮蓬頭沖水

到曼軒臉上，讓她叫出聲音；更一起陪同她

前往遊樂園戶外教學，媽媽除了抱著曼軒搭

上俯衝而下的採礦車，還得克服自己心中的

恐懼，為的就是給曼軒「尖叫練習」。

  幸福的曼軒有著一家人的全然接受與支

持，加上掌握了六歲前的黃金早療時期，於

感覺統合及語言治療等復健的努力，終於在

曼軒身上展現了絕佳的成果。「從小講話不

清楚我們就會糾正她，包括哥哥、姐姐也會

配合，幫助她咬字能夠清楚。這孩子國小三

年級就可以和人聊天，這對有唐氏症的孩子

是很困難的，我很慶幸這孩子的成長是看得

到的，她有溝通能力，可以和我們聊天，會

關心家人、噓寒問暖，這讓我們覺得很欣

慰。」曼軒爸爸黃永輝說。

融入群體，將缺點轉成正能量
  正如黃永輝所說，當父母親和家人都可

以接受家中有身心障礙的孩子時，家人會碰

到的問題就不大了，剩下的就是想辦法陪伴

他學習成長。反倒是在校生活如何讓老師和

同學接受，是比較大的挑戰。

  因為相信環境的刺激可以幫助學習，陳

金蓮堅持讓曼軒念普通班，「每次開學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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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老師給我五分鐘講話，我會跟同學說唐氏

症不會傳染，只是智力不好，可是你們很幸

運，可以碰到像曼軒這樣特別的同學。」我

也會跟老師說：「您可以覺得很倒楣教到這

樣的學生，也可以覺得很幸運有這樣特殊的

教學挑戰。多數老師都會選擇要後面這個選

項，但我們家長一定要釋出善意，讓老師知

道我們會一起努力，老師有什麼意見隨時都

可以反映，我們一定會全力配合解決。」陳

金蓮笑著回憶起國中兩年到校陪讀的時光，

不難想見那股拚全力想要幫助孩子融入學校

生活的心思，硬是把負面條件轉化成正向能

量傳遞，也難怪老師多年後仍然對這位超級

媽媽印象深刻，還把媽媽的主動溝通和曼

軒的成長當成活教材，證明只要親師一起努

力，沒有不能教的學生。

  從大甲高工畢業後，雖然曼軒順利考取

國家烘焙丙級證照，但考慮未來在職場上發

展的可能性，黃永輝選擇讓曼軒不繼續升

學，專注在街頭藝人的發展。從12歲起在唐

氏症協會接觸陶笛班至今，十年音樂路上的

努力，綜合在陶笛、電子琴、舞蹈及歌唱領

域的學習，從當初要媽媽陪練，連看簡譜辨

識Do、Re、Mi都有困難，也無法理解為什

麼兩個半拍加起來是一拍，到現在能夠自己

上網找喜愛歌曲的樂譜在家自主練習，演奏

間也會即興加入喜歡的舞蹈動作，曼軒對音

樂表演的熱衷逐漸幫她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

路。從2011年開始投入街頭表演，四年內曼

軒考取19個縣市的街頭藝人證照，「只剩台

北市還沒考到就齊全了，這是曼軒對自我的

肯定，等證照集全了，或許可以來規劃環島

演出。」黃永輝表示。

  曼軒的臉書首頁上寫著：「勇敢做自

己，為了目標向前衝。」問她未來的目標是

什麼，她清楚地回答：「我想要成為優秀的

音樂表演者。」改天，若您在清水休息站巧

遇曼軒充滿喜樂的表演，請別吝於給她掌聲

和肯定。可愛的唐寶寶曼軒一High起來，說

不定會轉上幾個圈、舞上一段回應觀眾的熱

情唷！

  以前，從未看過任何身障朋友的表演，雖偶爾在電視上或在街頭看見，也覺得似乎沒啥特別。

  但因為朋友邀約，第一次觀賞了萬海慈善所舉辦的「愛有為身障大賽」，就深深被震懾住──震

懾於表演者的精采，也震懾於背後故事的感動。直到四年後第三屆舉辦，我正式成為志工才發現，原

來整個基金會人員居然只有五位，其他人都和我一樣是志工。這次，我震懾的不只是參賽者的表演，

還有這些完全不支薪、因為慈善心而來的朋友們，每個人都像專業訓練過的公關公司人員一般，各就

各位而各司其職。原來，喜愛幫助人的心也會變成專業。

  在表演過程中，每一次的換場、每一組的演出都是個工程。這些表演者畢竟不是一般人，有視

障、聽障、肢障，甚至是其他罕見疾病⋯⋯。很特別的是，他們所聚集起來散發的力量並非軟弱，而

是強大的正向感！連帶的每位陪伴的志工們也似天使般，對素昧平生的參賽者賦予關心，不為考核、

不為口碑，只為發揮人人與生俱來的善心。

  這次比賽，讓我看見了人性的光輝，在這負面新聞充斥的社會中，仍有這美好的角落可以休憩。
謝謝萬海慈善基金會，謝謝一起努力的志工們。

原來，人可以這麼美！愛的

容顏
文．林潔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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