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非典型從醫過程與斜槓：
簡介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文 ‧ 圖／黃隆正

現
今，醫者已經不像古時候那麼令人尊

崇，逐漸變成醫學專家，甚至只是提

供醫療服務的專門技術人員，但偶爾還是會

被問到：「當初為什麼想成為醫生呢？」

我想，行醫這條路我應該和大多數人不

一樣；既是非典型，也比較迂迴。

我本來沒有「一定」要當醫生。醫學系

對我而言並沒有絕對的吸引力，雖然曾祖父

也是臺灣初代的醫師。由於聯考數學失常，

讓我無法進入原本想唸的醫學系前幾志願。

雖然還是可以進入排名比較後面的醫學系，

但當時受到李遠哲獲諾貝爾化學 的感召，還

是選擇進入臺大化學系就讀。二來或許因在

南一中時看過一些禁書如《野火集》、《醜

陋的中國人》、《柏楊文集》，得到民主的

啟蒙，想到臺大這個民主聖地去朝聖一下。 

在臺大前幾年並沒有好好用心在本科

上，也很少參加聯誼，時間都花在社團及團

契活動，還當上了臺師大聯合團契會長。通

過團契的專講、小組活動、讀書會、營隊活

動、原住民生活體驗營等，讓我在人性關懷及

理性批判多有成長，並在信仰上得到很多造

就，為我後來的人生規劃跟選擇奠定了根基。

比如說，當時讀書會曾讀過尼布爾（R. 

Neibuhr）的《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

《人的本性與命運》等，對我影響深遠。尼

布爾是一位「入世」的美國神學家，他最大

的貢獻是「基督教現實主義」，有名的寧靜

禱文傳世：「上帝，給我那份平靜，去接受

那些我不能改變的事物；給我勇氣，去改變

那些我可以改變的事物；以及智慧去分辨兩

者的不同。」他本著基督教倫理學的原則與

思考，圍繞著「愛與正義」，努力讓上帝的

國可以行在地上，是一位「現實理想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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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醫師也是知識分子，通過演講，關心並參與社

會事務。



者」的最佳典範。

那段時期，臺灣剛好歷經解嚴，黨禁解

除、520農民運動、野百合運動等對重大社會

事件，帶給我很多省思，也對於自己未來身為

「一個會思考也有行動力的知識分子」的定位

慢慢清晰。雖因被同學打小報告而列入黑名

單，在服兵役期間頗受刁難，但在軍中經過沉

澱思考，確立了往「務實、安身立命的知識分

子」之路的擘劃。而在退伍前夕剛好看到黃勝

雄醫師的介紹影片，提到黃醫師放棄美國高薪

到花蓮門諾醫院服務，致力於提升東部偏遠地

區及原住民等弱勢族群的醫療水準。黃院長是

史懷哲精神的最佳實踐，也符合我「安身立命

的知識分子」的人生方向，讓我又重新思考行

醫這條路的可行性。

於是退伍後我閉關苦讀9個月，順利考

取學士後醫學系。由於找到

了方向，也比較篤定，我很

認真地投入醫學浩瀚知識的

研讀。然而畢業時名列前茅

的我，並沒有選擇皮膚科、

耳鼻喉科等等比較賺錢的科

別，而是比較有社會人文關

懷的精神科，並順利申請到

臺大醫院接受住院醫師訓

練。訓練結束後回到家鄉台

南的醫學中心服務，後來也

克服萬難完成了醫學研究

所博士班的學業，延續了

我對研究的興趣。同時也到學校教書，並順

利升等副教授。我時常感念兩位指導教授：

高醫神經外科洪純隆教授以及中正大學心理

系蕭士朗教授，有幸成為兩位老師的關門弟

子，是很大的榮幸與福分。

寫書斜槓──成人注意力不

足過動症（ADHD）

擔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以後，臨床工作

很忙碌，加上做研究寫論文、在醫院教導學

生以外還要到校授課，總讓人覺得時間不夠

用，但我仍本著初心，在行有餘力時，寫文

章、接受媒體採訪、參與電台及電視節目及

其他公民活動，以社會心理的角度與專業善

盡知識分子的責任，期能讓臺灣變得更好。

與此同時，我也投入精神科一個特別的

新領域：「成人注意力不

足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 

/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關注這個被忽

略的成人疾病，幫助這群潛

在患者。

一直以來，各式各樣

的商業模式重點都在搶奪人

們的注意力，網路時代更明

顯。但就算沒有這些讓人

分心的東西，有些人本身

似乎就很難專注，如容易

分心、時間管理不佳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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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故意的！成人也有ADHD》書

封，2022年出版，集20年功力於一。



性子很急，很多事只起了頭，沒法子做完。

這類狀況很可能與成人ADHD有關。國際上

有不少成人過動症的名人，包括美國游泳名

將「飛魚」菲爾普斯、美國搖滾樂團「魔力

紅」主唱亞當李維、英國名廚傑米．奧利佛

等。

ADHD的核心症狀是注意力缺失、過動

與衝動。過去被認為是兒童常見的疾病，長

大後會改善；但近幾年追蹤研究卻發現，高

達六成的病人症狀會持續到成年，且以注意

力不足為主。據估計，約有4至6%的成人可

能有成人ADHD的診斷，然而被發現的卻佔

極少數。在十幾二十年前，歐美國家開始注

意這個成人疾病時，臺灣醫界及社會大眾還

鮮有人知，我應該是臺灣最早投入的成人精

神科醫師之一。2004年在因緣際會下，我診

治了第一個患者，同時也發現他們缺乏適當

的求醫管道。後來在2012年我開辦了全臺首

個成人ADHD特別門診後，患者蜂擁而至，

且高達三分之二都是從外縣市來求診，甚至

有一位自香港遠道而來。迄今仍有台積電及

艾司摩爾的外籍工程師來看診。

在成人ADHD特別門診裡，有許多個案

是從小就有症狀，卻不曾接受過評估治療。

這些一直沒被發現的「隱藏病人」，可能因

為成績不錯、一般人比較不認識ADHD，或

是沒有明顯過動症狀而被忽略，加上幼年時

有家長、老師從旁協助，尚可讓他們按部就

班不至於混亂；但進入成人期必須自行承擔

各種角色與責任，面對生活中的各種任務

時，ADHD注意力及執行功能不足的窘境就

會顯現出來。

所幸，成人ADHD是可以治療改善的

疾病，而且效果不錯。除了藥物治療，認知

行為治療及心理治療也是重要的一環。許多

患者會問：「除了藥物，還有其他的治療方

式嗎？」但可惜的是，目前國內投入成人

ADHD認知行為治療及心理治療的相關專業

人員仍然不足，在門診時間有限的狀況下，

我通常會建議患者先閱讀相關書籍或文章，

之後回診討論，較為事半功倍。

然而我發現，國內有關兒童青少年患者及

家長看的ADHD書籍不少，但針對成人的卻寥

寥可數，不是年代久遠就是國外譯本。國內本土

的書籍，尤其是有參考性、專業性的內容極為缺

乏，或難以引起患者興趣。於是我想，何不自己

「下海」？將我投入ADHD多年的研究臨床資料

及閱讀經驗整理出版，提供給廣大患者（或潛在

個案）及關心他們的家人、朋友等都能受益的參

考工具書。

與出版社同仁攝於新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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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莫十年前就有寫書的想法，當時在朋

友牽線下也跟某大出版社接洽。可惜的是，

他們評估的結果認為我當時的知名度不夠，

主題也不夠吸引人，說穿了就是在商業考量

下被打回票。幸運的是，2019年有機會跟聯

經出版社接觸，他們表達出高度的興趣。經

過三年的努力，終於在2022年4月順利出版

《我不是故意的！成人也有ADHD》，完成

我多年的心願，同時也解鎖了斜槓人生的小

小成就。感謝陳信昭醫師、陳豐偉醫師、王

意中心理師特別幫我寫推薦序。

書出版後雖因疫情取消了簽書會，但出

版社仍安排網路宣傳、電台及電視專訪、錄

製影片、甚至配合醫院安排新書記者會等，

對我這個「新人」來說，都是新體驗。尤其

幸運的是，有一天收到聯經出版社永芬主編

通知：「狂賀！恭喜黃醫師的大作入選2022

法蘭克福書展臺灣館展示書籍！」

入選固然欣喜，然我更期待透過這本

書，讓不了解成人ADHD的大眾可以有正確的

了解，不再誤解他們；更重要的是，讓本書

成為陪伴患者的「完全求生自助手冊」，讓

他們能幫助自己解決困擾許久的人生難題，

早日找回生活的秩序，通往幸福的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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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隆正小檔案 

Charles Lung-Cheng Huang, MD/PhD

現  職：奇美醫學中心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2011~）

 奇美醫學中心精神醫學部成人精神科主任（2019~）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合聘副教授（2021~）

專  長： 成人 ADHD；心身醫學 & 心理治療；職業精神醫學；社會精神醫學；

 藥物濫用 & 成癮醫學；神經認知 & 社會認知科學 

學  歷：臺灣大學化學系（1991）

 高雄醫學大學學士後醫學系（1999）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2013）

經  歷：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聯合診所 & 駐廠醫師（2011~）

 衛生署南區精神醫療網責任醫院負責委員（2009~2010）

 雲林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顧問（2008~2010）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部主治醫師 & 慢性病房主任（2006~2010）

 高雄醫學大學社會暨社區健康發展中心研究員（2006）

 臺灣社會與社區精神醫學會副秘書長（2006）

 成功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 & 臨床指導教師（2003-2006）

 臺灣醫院精神部住院醫師 & 總醫師（1999-2003）

書籍著作：《我不是故意的！成人也有 ADHD》（2022，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