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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肢教授 

弘道國中吳岱芸 

一位出色的年輕攀岩高手，跨越了岩石的重重阻礙，在最艱困的時候，攀

上高峰。即使他知道，不幸的事可能隨時在他身上降臨……。 

十八歲那年，如往常一般的攀岩之旅，當一步一腳印登上高峰，他怎麼也

沒想到，改變他一生的暴風雪正在他背後狂嘯著。他的髮絲在風雪糾纏，冷得

刺骨的風包圍著他，幾乎讓他放棄求生意志。救難隊費了千辛萬苦來救他，但

一位救難隊員卻不幸摔落山谷，喪身於雪地。因為救難隊員的喪生使得他萎靡

不振，但在醫院，因為凍傷而必須截肢的雙腳，對他來說，才真正是個噩耗。

兩隻發黑的雙腳，戳破了他攀岩的夢想，更撕碎了他的幸福藍圖。但這也讓他

對攀岩的渴求越來越清晰。 

三十年後，他從在醫院痛哭的病人成為在演講廳述說著自己人生經歷講

師；從放棄學習的學生晉升為麻省理工的博士。這位博士是 Hugh Herr教授。

他認為自己曾經虧欠這個社會太多，甚至害死了一位救難隊員。「讓自己以行動

報答這世界對他的恩惠」，成為他的夢想。終於，在不斷的努力後，他發明了外

骨骼義肢。他不但靠著他自己設計出來的義肢行走自如，也讓義肢不只是一個

輔助人的工具，更是一個能讓人更為進化的工具。外骨骼義肢的從無到有，Hugh 

Herr教授讓世界了解:「人類不會永遠有缺陷，要讓科技創造奇蹟」。 

一次的因緣際會，我在 TED看到了 Hugh Herr教授的演講。雙腳截肢的人

已是少數；但能在雙腳截肢的情況下站上 TED演講台的人更是寥寥無幾。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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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站上演講廳已是不易的事，更何況是雙腳受傷的人。他的演講啟發了我，他

靠著他的努力和永恆不變的夢想，站上了國際舞台。這種對追求夢想的渴望與

毅力是我該學習的。做事過於「現實」的我，因為害怕失敗，而不想嘗試新事

物，許多的夢也因為年紀的增長，一點一點的消失。但，從 Hugh Herr教授身

上，我發現，就是這些創新與永不放棄，才能造就嶄新的世界。永於嘗試，只

有好處，沒有損失！ 

人的生命是無法複製的。每個人都有他獨一無二的夢。有人選擇讓他的夢

只是心中的一個幻影，卻也有人即使費盡千辛萬苦，也會去實踐它。也許，有

人覺得夢是不切實際的，但活得不切實際卻充實，卻遠遠好過在現實的生活中

只有無時無刻的抱怨。夢想，也許就是上帝賜予人們最好的禮物，沒有夢想的

人，就像台機器人，沒有生命，只是不停地達成指令；沒有主見，受別人控制

也不懂反抗。因為他們不懂，甚麼才是他們想要的。 

它，比熠熠發光的寶石還要珍貴；比堅不可摧的鑽石還要堅硬；比潔白無

瑕的珍珠還要潔白，它，就是使人發光發熱的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