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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舟舟告訴你，不夠聰明沒
關係》說起

該書原名《舟舟告訴你》由胡厚培（舟

舟之父）和亞靜（紀實文學作家）合著，二

ＯＯ一年在大陸以簡體字發行，二ＯＯ二年

授權台灣「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以正體

字發行，並將書名改為《舟舟告訴你，不夠

聰明沒關係》。

書中主角胡一舟（小名舟舟）是個弱智

青年，但卻「被美國觀眾稱之為『獨一無二

的指揮家』和『與會者的最愛』」（p.28）而

成為世界級的交響樂團指揮大師。「舟舟」

是怎麼辦到的？相信您我都很好奇，難怪本

書在台灣出版，朝野政治明星，不分藍綠，

像台北市長馬英九、高雄市長謝長廷、中華

民國唐氏症基金會董事長林正俠都「真心推

荐」。

請勿以這是一本弱智人教育成功的書

籍，就以為書中所提到的教育方法只能適用

於弱智人而對普通孩子的教育不適用。請想

想看：在大陸現有六千多萬殘疾人（江澤民

語,p.305）其中光是弱智者就有一千多萬人

（p.17），占台灣半數以上的人口，為什麼就

只有「舟舟」一人脫穎而出，其餘的都「符

應」我們對弱智人的「刻板印象」呢？「舟

舟」的成就也像他這種患者的出現率一樣是

百分之零點二的「機率」（p.42）嗎？

答案很簡單，只有「決（絕）不放棄」

（p.62）四字。弱智人只要「絕不放棄」就能

成為「大師」，普通孩子反而會因為「絕不放

棄」而不能成為「大師」嗎？或反而連「有

所成就」都沒有嗎？「舟舟」的智商，「按

照通例，醫生認為重症愚型患者的智商一般

為30（點）左右⋯⋯相當於三歲左右正常孩

子的智力。」（p.63）光就智商多於「舟舟」

100點的人就不知凡幾，其中究有幾人的成就

能與「舟舟」相比擬？難道天生智商高反而

是「原罪」？當然不是。不過，「不夠聰明」

真的「沒關係」！教育的理念與方法之正

誤，以及有無愛心、決心與耐心才有「關

係」。

讓我們多認識「舟舟」其人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湖北省人胡厚培

與張惠琴的長子「胡一舟」誕生了（p.36），

當時胡厚培已經三十七歲，而張惠琴也過三

十（p.34）。「舟舟」一出生便被醫生判定是

個「苕貨」（p.35），武漢方言中「苕貨」就

是傻瓜（p.36），因為先天性愚型兒，唐氏症

（Down′s syndrome）患者生就一張大家一

看便知的國際臉。胡厚培正喜中年得子，詎

料在西洋人的「愚人節」，卻因「素不相識的

上帝在這一天突然心血來潮⋯⋯開了一個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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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玩笑』。」（p.34）讓百分之零點二的

機率，百分之百的悲哀（pp.41-42）落在胡

家。

生養唐氏症兒童的家庭，「認命的」已

夠悲慘，「不認命的」可想而知更為悲慘，

胡家選擇後者。胡厚培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

生於湖北黃陂一個貧苦農民之家，一歲母親

去世，不久父親也因病「棄養」，最讓他遺憾

和痛苦的是至今他無法回憶父母的模樣。他

回憶童年，決定悲劇不能在兒子身上重演

（p.54），而激起憐子情結：「中國式」的大

丈夫氣概（p.52），他「暗自發誓：從今以

後，要相『妻』教子，一肩挑起兩副重擔，

在風雨人生路上，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即

便是頭破血流，也決（絕）不回頭！」（p.41）

因為「舟舟」體弱多病，所以胡厚培就回到

孝感老家把養母接來漢口，讓老人家幫忙帶

孫子（p.38）；而張惠琴因為養了一個「苕

貨」，肝腸寸斷，千萬倍的痛不欲生

（p.38），竟然偕子鬧自殺，所幸歷經生死磨

難，終於能跟死神擦肩而過，胡厚培也及時

趕到（pp.44-46）。從此胡家的生活豈僅是一

個「苦」字所能形容？

這個發誓要「相妻教子」的胡厚培，也

是「舟舟」的父親兼恩師，究為何等人物？

該書作者簡介中說：「一九四一年出生。一

九五八年從孝感考入中南音專附中。一九六

六年畢業於湖北藝術學院音樂系本科。現在

武漢樂團工作，為國家二級演奏員。出身貧

寒，經歷坎坷，雖處逆境，不忘拼搏。除敬

業於音樂藝術工作之外，還努力於閱讀寫

作。近年來常有作品發表於報刊、雜誌。」

胡厚培因為妻子工作場所離家較遠，精

神壓力較重，還要負責照顧1981年出生，小

「舟舟」三歲的妹妹張弦（p.66），便發誓

「相妻教子」獨自養育「舟舟」（p.69），因

此，依照書中所述，今日之「舟舟」乃胡父

一手調教的結果。

「舟舟」到了就學年齡不能上學校，因為

在1980年左右，湖北沒有「舟舟」可上的學

校，一般小學無法接受他（pp.124-125），直

到二十歲才第一次進入課堂（p.10）。因為胡

厚培是武漢樂團的低音大提琴手（p.73），在

獲得大夥兒的諒解下，把「舟舟」帶在身

邊，從三歲開始，「舟舟」每天就跟隨父親

「上班」，開始他的「藝術生涯」（p.109）。說

來奇怪，「舟舟」每天在父親樂團的排練場

邊所安排的特別座上觀看樂團排練從不吵

鬧，他就這樣當了將近二十年的「觀察員」。

一般唐氏症患者的智商都在30點左右，

1998年秋天，「舟舟」二十歲，武漢同濟醫

科大學曾為「舟舟」做過醫學測試，證實

「舟舟」的智商不足40分（p.324），但確認他

有音樂潛能，而且認為「舟舟」的指揮絕對

不是簡單的模仿，他的頭腦中確實有音樂。

（p.325）

音樂應該是「舟舟」身上最明顯的特殊

性向了。「舟舟」不識字，不會做十以內的

加減法，弄不懂紙幣的面值，分不清圓球或

方塊。二十多歲的他，智商停留在三、四歲

的水平。（p.312）八歲時才學會「二加三等

於五」，還常常把「二」念成「三」，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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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成「四」。（p.134）

偉大的生命與賺人熱淚的偉大
成就

自從1956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卜陸姆

（Benjamin S. Bloom，1913~1999）等人在

《 教 育 目 標 分 類 學 》（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一書中把教育目標

分成三大領域：認知領域（Cogn i t i v e

domain）、技能領域（Psychomotor domain）

與情意領域（Affective domain），這三大領

域就同時成為學生學習成就的指標。現在讓

我們來看看「舟舟」的表現符合這個標準的

程度。

在認知領域方面：「舟舟」智商30點，

不及40點（p.324），不識字，只能算到2＋3

＝5，無法做10以內的加減（p.312），不識

樂譜（p.311），除了對音樂的「感悟」有點

成績外，認知領域的成就，縱然不繳白卷，

恐怕也乏善可陳。

在技能領域方面：「舟舟」從三歲開始

在武漢樂團隨父「上班」當觀察員，在位於

漢口解放公園南側的武漢市「一院六團」的

藝術大院風水寶地（p.107）「學習」，六歲

時，有一天上午中場休息時，樂隊首席指揮

劉新濤逗著「舟舟」問想不想當指揮，「舟

舟」應聲「想啊！」劉為了說話算數只得將

樂團交給「舟舟」，而「舟舟」竟然有板有眼

地指揮樂團演奏「卡門」，大家吃了一驚，但

隨即遺忘，然而胡父心裏有數了。（pp.114-

116）原本一句「戲言」，卻弄假成真。經過

1 9 9 7 年 電 視 紀 錄 片 《 舟 舟 的 世 界 》

（p.174），到2000年春節前夕中央電視台的

《實話實說》（p.196），「舟舟」已是大陸的

名人，到2000年九月六日，「舟舟」出國

了，圓夢美利堅（p.210）。終於在九月裏在

華盛頓藝術中心和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指揮美

國國家級交響樂團，演奏《自新大陸》《瑤族

舞曲》《星條旗永不落》等名曲，獲得空前的

成功（p.263）。於是「舟舟」在二十二歲成

了世界級的交響樂團指揮家，獲得「大師」

的頭銜。「舟舟」不是多才多藝的人，但他

的「指揮技能」已經登峰造極，這技能領域

的評量，讓人傷透腦筋，到底該評他多少

分？

在情意領域方面：「舟舟」因為身高只

有140公分，二十多歲的他看起來很像十幾的

兒童（p.186），但他從小就很懂事，從沒見

過他有什麼破壞行為（p.187）。「舟舟」在

家是個好孩子，看見父親忙碌，他會主動為

父親泡茶；看見母親給他一針一線地編織毛

衣，他會親暱地摟住母親：「媽媽，你是一

個好媽媽。」讓做母親的熱淚盈眶。（p.188）

他很善良，主動幫助街上的弱智老人看守打

氣筒，為過往車子打氣充胎。他會挽著弱智

老人畏畏縮縮地穿過車水馬龍的大街

（pp.178-179），令人感動落淚。他很懂事，

在排練場他會取下別在腰間的B P機，不能讓

它發出任何噪音，干擾別人。（p.318）以上

這些「美德」，是否受到良好教育的「聰明人」

都能做得到？僅就攙扶弱智老人過馬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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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一般正常人曾經做過幾次？在公眾場合

旁若無人大肆喧鬧者又是哪一種人？「舟舟」

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他的愛心、善良、包

容、規矩等等情操，在情意領域的成就，應

該給予什麼樣的分數呢？

古往今來，有幾人能以兩樣以上的專

長，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而取得世界性

的公認地位？「舟舟」雖然只有一項音樂指

揮的專長，但他的造詣之高，不僅在唐氏症

患者中不曾有聞，即在芸芸眾生中亦屬鳳毛

麟角。

「舟舟」不是天才，也不是一個健全的人

（p.314），他只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人，甚至

被人稱為「白癡」的孩子。（p.177）他在二

○○○年六月二十三日圓了職業夢：被市殘

聯正式吸納為武漢紅金龍弘愛藝術團專職演

員。（p.286）當時他二十二歲，是出國巡迴

演奏前兩個多月。同時，在同年的秋天，在

武漢市殘聯召開了第一次「舟舟現象」理論

研討會。（p.308）

「舟舟」的表現，若以中殘聯主席鄧樸方

看過「舟舟」首次在北京保利劇場的演出

（1999.1.22）之後登上舞台，腮邊掛滿了淚

珠說：「一切生命都是偉大的！」（pp.301-

302）這句話來做註腳應屬一語中的。而「舟

舟」手中的指揮棒證明智殘人確實存在潛

能、證明一切生命都是偉大的、證明殘疾人

特別是智殘人後天培養成才不是神話

（pp.309-310），然而這一切奮鬥過程賺人熱

淚。

「舟舟震撼」與教育迷失

自從筆者在二○○四年四月，因接受台

灣省政府文教組委託，辦理一○○期國小校

長儲訓班而接觸了《舟舟告訴你，不夠聰明

沒關係》這本書，就認真閱讀一遍，深深被

其撼動，腦海中不時泛起「舟舟」的相片與

串串的教育問號。於是便想撥空寫一篇「舟

舟現象」的小文，提出若干教育議題來討論

討論，遂又再讀一遍，並把「重點」的頁碼

記下以方便引用。

筆者以為：「舟舟」的成長與學習過

程，以至今天的輝煌成就，不啻給教育界投

下一顆震撼彈。但說也奇怪，其震撼威力各

人感受不同：有的無動於衷，有的僅以「難

能可貴」視之，有的為此一掬同情之淚，這

些都屬於「船過水無痕」的欣賞派反應方

式；有的會因此而研究研究「舟舟現象」具

有什麼意義，有的會因此而檢討檢討現行教

育措施應該如何改善，有的搞不好因而形成

新的教育理念可能引發另一次的教育改革，

凡此種種皆屬於「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的行

動派反應方式。

至少筆者想到以下幾個議題，可以研究

研究，檢討檢討，然尚不致於引發另一波的

教改。

近年來，筆者致力於「三適連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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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推動。（何福田,2003）大意即指學生

能否學習成功，視其是否符合適性教育、適

量教育與適時教育三者連環運用的要求以為

定。所謂適性教育就是「適合個別性向的教

育」，適量教育就是「適合個別容量的教

育」，而適時教育就是「適合學習時機的教

育」。三者都適合，不是只適合其一或其二，

學生學習就會成功。

就這個大問題裏還要問三個小問題：

A. 「舟舟」投入音樂指揮的「抉擇」是否

「適性」？

「舟舟」是個第21 對染色體多了一條的

基因變異綜合症患者，也就是唐氏症患者。

胡家為他做過一些正式與非正式的測試。八

個月大，發現他有辨音的能力，可是已經晚

了正常嬰兒兩個月（p.74）；三歲時，隨父

「上班」，發現他有樂感和節拍感（p.111），

那也是極普通的能力；大約到了上學的年

齡，曾發現他有畫畫的興趣，胡家還給他請

來一位美術學院的大學生家教，希望他以後

當「畫家」好謀生，支持不到半個月，他就

如坐針氈，只好放棄（pp.126-128）；二十

歲的醫學測試證明：智商不足40點，但有音

樂潛能（pp.324-325）；因此，他的興趣逐

漸專一，並且定格在音樂指揮上（p.139）。

從此可知，胡家費了一些力氣「試探」

出「舟舟」在各種能力上，只有音樂指揮比

較好，雖然跟普通人比起來還是差一截，但

就「舟舟」而言，這是適性的抉擇，他幸運

地找到最適合他這個人的學習方向。

B. 「舟舟」在音樂指揮的「練習」是否「適

量」？

「舟舟」三歲隨父「上班」，在樂團裏當

「觀察員」，自動自發，沒人強迫他做「少量」

或「過量」的練習。但他不論在家裏或在樂

團裏似乎都有一股熱忱（passion）在推動他

做不停的努力，他對追求做為音樂指揮家

「甚至發展到一種近似狂熱的程度。」他會當

街臨場「發揮」起來，引來圍觀，以至堵塞

了道路，影響車輛通行。（pp.119-121）這

跟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的話沒有兩樣：「任

何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是看對自己所從事的

工作有沒有興趣⋯⋯這不能有絲毫的強迫。」

（p.137）只要他熱衷於此，即使到茶不思、

飯不想的地步，樂此不疲，就沒有「過量」

的問題，否則偶一觸及也會感到如坐針氈。

「舟舟」因幸運地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性向，

而又有「足夠」的練習，縱然他的性向（音

樂指揮）跟常人相比可能還差一點，但「狂

熱」起來卻能使它發揮得淋漓盡致，超越他

人許多。

C. 「舟舟」接觸音樂指揮的「時機」是否

「適時？」

「舟舟」在音樂指揮方面的造詣，來自於

不知不覺的自然情境，可能有遺傳的因素

（胡父早就喜歡音樂，p.30），也有環境的耳

濡目染（一、二十年的隨父上班），也有教育

的因素在（雖無進學校，但等於專讀音樂指

揮科系）。在這樣的自然情境下，沒有絲毫的

強迫，故無任何不當的壓力，使之造成「過

早學習」或「過晚學習」的問題。「舟舟」

又幸運地符合了「適時教育」的要求：既無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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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早學習」犯上「揠苗助長」的錯誤；亦無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禮記．學

記》）的「過晚學習」問題。

「舟舟」不幸而生為重症愚型兒，又何其

大幸而符合「三適連環教育」的要求，遂能

以一個先天條件比99.8％的人還差的「苕貨」

（因為唐氏症出現率只有0.2％）使其「不是

天才」的音樂性向登峰造極！他辦到了，因

為他真正發現了他的性向，他可以大叫

Eureka！而我們比他「聰明」的人迷失了！

「舟舟」沒有進過學校，而今天的成就有

目共睹。假如當時他「有幸」進入學校「按

表操課」就讀，是比現在更好？還是「泯然

眾人」，符合我們對唐氏症患者的刻板印象，

認命認分吧？因此，「舟舟現象」是否能給

「正規學校教育」帶來若干省思？比如那麼重

視多學科的學習，而且都要要求學會，是在

幫助學生還是在戕害學生？是哪些因素造成

99.8％比「舟舟」擁有更好的先天條件者，

結果反而只能庸庸碌碌過一生？「舟舟」在

學校體制內，如果只會2＋3＝5會受到何種待

遇？容許他這樣下去嗎？其他科目呢？後果

（下場）會怎樣？還會有完好如今的「舟舟」

嗎？

當「舟舟」當年被拒於校門之外，胡家

提起這事就會柔腸百結，就會覺得在這件事

上有點「對不住」兒子。為了不讓「舟舟」

失望，胡家也給他書包、文具，但是他所上

的學校依然是社會這所學校，老師就是他的

父母，家庭就是課堂。而且「舟舟」的課

程，全部按照全日制小學要求和大綱進行。

很快胡家就發現他們無法按照正規的教學法

「塑造」兒子。（pp.124-125）

如果拿「舟舟」這個特例就說「學校教

育」只會把英才教育成庸才，那是犯了「以

偏概全」的謬誤。不過，嚴重弱智如「舟

舟」，他能將既有的平平凡凡的音樂能力做最

大的發揮，我們為什麼反而不能？學校教育

到底應該堅持什麼？應該放棄什麼？總不能

來個麻木不仁、一成不變吧？有必要認真研

究應該如何落實「教育鬆綁」的理想吧？

胡厚培在「舟舟」六個月大的時候，曾

因到外地演出，其妻處於精神恍惚狀態，其

養母雖疼孫子，但更疼媳婦，遂將孫子送到

鄉下親戚家寄養，幸好親戚像慈母般照顧

「舟舟」，但只三天，胡氏夫妻就經受不住骨

肉分離的痛苦折磨而結束了「舟舟的寄養。

（pp.48-49）假如持續寄養下去，使「舟舟」

沒有機會接觸音樂，結果會怎樣？如果他接

觸的是舉重、扯鈴、木工、電機、陶土⋯

⋯，他是否還會有在舉重等方面登峰造極的

機會？若照前面所述，幾次測試都證明他在

音樂方面具有潛能，並未發現他在舉重、扯

鈴、木工、電機、陶土方面具有發展的可能

性。職是之故，吾人似有理由推測：患唐氏

症的「舟舟」，只適宜在音樂領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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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舟」因為從不排斥音樂，而且狂熱地

喜愛指揮，所以他是一個順勢而為的成功

者。如果父母或教師刻意要製造某種情境以

扭轉兒童的興趣，必須注意兒童是否有排斥

的現象，即如沒有排斥，也還要看他是否有

喜悅感，否則只會落得一個白忙一場：原有

的興趣無由發展，強欲培養的興趣不成氣

候，因之蹉跎歲月，終生一事無成。

「今日舟舟」不是「舟舟」自己一人所能

辦到，那是集合許多「因緣」甚至「湊巧」

所造成。如果要追根究底，其「關鍵人物」

應為「舟舟」之父胡厚培。而「關鍵事件」

應為「在家教育」（Home school）。

胡厚培先以「中國式」的大丈夫氣概，

不讓悲劇在兒子身上重演，以「決（絕）不

放棄」的牛勁，千辛萬苦硬是把「舟舟」從

唐氏症患者的深淵中「拖吊上來」。這對「舟

舟」而言，乃千古以來唐氏症患者的奇遇，

套句民間的玩笑話：「不是胡厚培上輩子海

欠胡一舟，就是胡一舟下輩子要為胡厚培做

牛做馬。」繼而胡厚培認為：「愚人也是

人，叫兒先做一個正常的人」（p.80），於是

他非常用功，儘量借、買育兒圖書、期刊資

料，用心研讀試驗、檢討，並獲得很多心

得，常有家長來向他討教。（p.90）

至於「在家教育」的教師也是胡厚培。

前已述及，如果「舟舟」進學校讀書，其結

果之機率最大者可能是「符合我們對唐氏症

患者的刻板印象」，視認命為當然。「舟舟」

幸運，接受「在家教育」而不是「學校教

育」。「舟舟」絕少受到語文、數學、科學、

社會等等學科的干擾與折磨，才能保有「學

習之樂」， 那些正常的小孩在學校讀書恐怕

苦多於樂，而且盡讀些後來根本無用的東

西，造成「多頭虧損」，冤枉到家！此外，學

校教師極難像胡父那樣擁有「永不放棄」的

耐心，僅此一點，學校教育就得認輸。

不過「在家教育」不但不是「萬應靈

丹」，而且適用範圍有限，人人實施「在家教

育」問題更多。「舟舟」是碰巧有個極具愛

心與耐心的老師，而且又具大學音樂本科畢

業水平的父親來協助他發展音樂性向，同時

他這位啟蒙老師又精研教育學理（這樣長期

閱讀、用心體會，絕對不輸給教育本科畢業

生），這樣「萬流歸宗」才能造就成功「今日

的舟舟」，其他人實施「在家教育」未必有這

樣優越的條件，故不能一概而論。

然而從「舟舟現象」來看，學校教育確

實有很多必須改善的地方，此乃不爭的事

實。

近來教改理念中的「教育鬆綁」好像是

在討論中央教育行政機關如何把「權」下授

給地方教育行政機關或再下授到各校而已，

筆者以為「教育鬆綁」要做到「老師不能綁

死學生」才算真正達到理想。

學校聚集許多教育或學科專業人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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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類似「舟舟式的在家教育」並非絕無可

能，亦即要造就許多「今日舟舟」亦非絕無

可能。但基本前提要對學生「鬆綁」。

所謂「鬆綁」是教師自己解開並釋放許

多僵硬的理念，想像一個成才有如「舟舟」

者，他只需要什麼，不要我們帶著傳統的包

袱，也要學生一樣帶著傳統的包袱。如果我

們學校的老師丟不掉這些包袱，不僅智商如

「舟舟」者我們不能把他教育成才，即使智商

高他100點的「聰明人」也還是像現在一樣，

我們也無法使之成才。從此可知，中央政府

的教育權是否下放給地方政府，還是跟教學

觀念鬆綁沒有關聯。

教育人員或教師之所以無法放心或大膽

地對學生鬆綁，是誤以為「綁緊都不能保證

品質，鬆綁就一切都完了」；另外還誤以為

「全人教育就是什麼都要懂一點的教育」。

「舟舟」在認知領域的成就很差，但筆者

以為他表現了「全人教育」的理想。他善

良、有愛心，讓人感覺人間溫馨；另外有人

知識豐富，成天算計別人，佔人便宜，讓人

感覺人間險惡。試問何者是「全人教育」的

理想？難道只會2＋3＝5就沒有品質，而一定

要會展開(a＋b)2才叫有品質？更何況什麼時

候才來要求學生展現品質才會真正獲得品質

是否也要多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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