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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說不出的焦慮

小鳥醫生當然被嚇壞，在一個月的 attachment 裏頭沒有多作

聲，其他醫生問自己問題亦只選擇性回答。我的表現他們當然記錄

在案，以為醫生是一個內向的人。一年後見工面試的時候，謎底自

然揭曉，苦了的卻是當時醫院的行政總監。

這樣就是選擇性緘默？當然不完全是，但的確有點相像。所謂

的選擇性緘默症，是指有一些孩子，在面對熟人的時候能夠正常對

話、口若懸河；但是在學校或街上，即是面對同學或老師時，卻突

然講不出聲。

●●●

那為什麼那個機構會給小鳥醫生轉介這麼多有關選擇性緘默症

的個案？就是因為他們出了一本小書介紹選擇性緘默症的症狀和治

療方案。

當年小書一岀，引起了不少關注。原因無他，就是因為選擇

性緘默症一直以來都不受關注。怪誰？其實在香港、在東方、在亞

洲，默不作聲的孩子反而被褒獎、被視為聽話，即便整天在校不說

一句話，也不會被歸類為問題兒童。

事實上，在學校裏的確有很多選擇性緘默症的患者沒有被診斷

出來，問題一直拖著拖著，老師家長也不了解。小書提高了大家對

選擇性緘默的關注，本來沒有「問題」的小朋友最後都被帶往中心

檢查。

這天轉介過來的，也是一個懷疑患上選擇性緘默症的男孩子。

你可以選擇保持緘默

01

在業務上，小鳥醫生以前曾經有一個拍檔。啊，不，是一群拍

檔。這個團體屬於社會企業，裏面有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等，在

社區的層面為普羅大眾服務。

小鳥醫生在業務上跟他們有不少往來，畢竟他們沒有醫生，小

鳥醫生又不是臨床心理學家，所以經常有個案需要互相作轉介。

他們給小鳥醫生轉介過很多個案，其中出現較多的一種病症，

想也想不到，竟然是選擇性緘默症 (selective mutism)。

●●●

選擇性緘默症？小鳥醫生可是相當理解。記得還是醫學生的時

候，在某間非常大、非常著名的精神科醫院做 attachment1 學習。

學習的第一天，「招呼」醫生的卻是一個喜歡打壓男同學，同時又

會使勁「舔」女同學的猥瑣老人家。

1	 所謂的 attachment，就是在正式醫生身旁觀察他們日常的工作，從中吸收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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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男孩大概十四五歲，坐在旁邊的是他的媽媽。

一般的青年人，無論怎麼害羞也好，都肯坐在醫生枱旁邊比

較近的位置，以便跟醫生有更密切的交流。不過眼前這男孩不肯就

範，只肯和媽媽一起坐在離醫生比較遠的長沙發上。

男孩架著一副銀絲眼鏡，乾瘦的臉上保持尷尬的微笑，感覺好

像小鳥醫生中學時候一個面容古板的歷史老師，只是眼前的臉孔年

輕了不止三十年，有一種形容不了的親切感。

「你好。」小鳥醫生嘗試打開話題，「今年你應該是讀中四，對

吧？」

事與願違，男孩保持著尷尬的笑容，一個字也說不出口。

旁邊的媽媽碰了他一下，「醫生在問你呀，快點說，快點說。」

「嗯。」男孩不情願的微微點了一下頭。

「不要緊，不要緊。」小鳥醫生也有點尷尬，只好自己打圓

場，「你現在讀什麼科目？」

不肯說話的男孩

02

什麼叫選擇性緘默症？

選擇性緘默症（selective mutism）是焦慮症的一種，主要特徵是在

某些社交情境中，患者無法說話，但在其他情境中，他們可以正常

對答。例如，一個有選擇性緘默症的孩子可能在家中能與家人無障

礙地交流，在學校或其他公共場合卻不願意或不能說話。

那是否代表患者可以選擇說話或不說話？

「選擇性緘默症」的名稱可能會誤導人認為患者是有意選擇說話或不

說話。但事實上，這種症狀並不是基於患者的主觀選擇。選擇性緘

默症是一種焦慮障礙，患者在特定的社交情境下，例如在學校或與

不熟悉的人交往時，可能會感到極度的焦慮或恐懼，導致他們無法

說話。

選擇性緘默症是否普遍？多數在什麼歲數的孩子身上出現？

根據來自西歐、美國和以色列的綜合病例研究，選擇性緘默症的盛

行率介於 0.47% 至 0.76%。較早的研究報告顯示的盛行率則較低，

介於 0.03% 至 0.2%。盛行率不一是因為診斷的不一致性，以及研

究人員很少使用標準化評估。

孩子通常在三到六歲的中間會開始出現選擇性緘默症的症狀，而這

些孩子通常要到五到八歲入學後才會被發現患病。選擇性緘默症在

女孩中更常見，但也有不少男孩子出現同類情況。

選擇性緘默症的基本知識

焦慮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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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說不出的焦慮

在小鳥醫生眼前，依舊是男孩尷尬的笑容。

「快點告訴醫生吧。你不是很喜歡你現在讀的科目嗎？」旁邊

的媽媽也很緊張。

「我⋯⋯」

「就是經濟和物理對吧？」

「嗯，是的。」終於從男孩口中聽到複雜一點的字句。

「他平常面對陌生人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對吧？」小鳥醫生

翻著男孩的轉介信，「你已做過評估，為什麼要來這裏？直接在中

心那兒做訓練不就行了嗎？」

「事實是那邊的李姑娘有一點疑問。」媽媽可沒有選擇性緘

默，「姑娘不知道 Alan 到底是選擇性緘默還是社交障礙。」

●●●

李姑娘是一個言語治療師，跟小鳥醫生有一面之緣。當時由她

撰寫的關於選擇性緘默的小書剛剛出版，恰巧小鳥醫生的一個小學

老師家裏也有人有相同病患，小鳥醫生就是在買書的過程中遇上李

姑娘。

李姑娘把個案轉介給小鳥醫生，當然不是因為當初這一面之

緣。他們言語治療師有一個關於選擇性緘默的治療程序，但是有些

時候，如果病人不是選擇性緘默而是其他疾病，治療程序便未必管

用。

小鳥醫生的工作，很多時候就是去診斷病人究竟是患上什麼樣

的疾病，然後再決定用什麼樣的方法治療。選擇性緘默症有它的一

套療程，其他的焦慮症也可能有別的套路。醫生的診斷是第一步，

對病人的治療可謂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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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混淆選擇性緘默和社交恐懼？因為兩者實在太過相

似。

無論孩子患上選擇性緘默還是社交恐懼，表面上的表現都相當

相似。兩者看上去都是非常害羞，見熟人沒什麼問題，但見到其他

人會非常焦慮。

社交恐懼症的患者，遇上令自己緊張的社交場合，除了焦慮

的想法之外，身體還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症狀，包括肚痛、噁心、冒

汗等。他們可能也會說話，但是在說話之前，很多都已經跑到廁所

去。

那麼選擇性緘默症的患者呢？是不是不作聲就是呢？如果在某

些場合發了一句聲，是不是就代表不是選擇性緘默，而是其他種類

的焦慮症？

●●●

「那麼孩子是在什麼情況下不作聲呢？」小鳥醫生繼續問診。

是選默還是社交恐懼？

03

醫生一般怎樣診斷選擇性緘默症？需時多久？

診斷選擇性緘默症通常需要綜合評估，包括與父母、教師和其他專

業人員的訪談，以及觀察孩子在不同情境中的行為。診斷一般需時

一小時，讓醫生充分了解病人在每一個方面的情況，判斷孩子是否

患上選擇性緘默症，還是因為其他原因導致緘默的情況。

那選擇性緘默症有什麼診斷條件？

選擇性緘默症在《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 第五版 )(DSM-5) 中

有明確的診斷標準。以下是DSM-5 對選擇性緘默症的診斷標準：

1.   持續的沉默：在特定的社交場合中 ( 例如在學校或與同齡人相處

時 )，患者不會說話，即使在其他場合 ( 例如在家中 ) 他們可能說

得很多。

2.   影響學業和社交功能：沉默干擾了學習或社交功能。

3.  持續性：沉默的情況至少持續了一個月 ( 不包括初初踏入學校或

社交場合的第一個月 )。

4.  情況不是由不熟悉的語言或文化引起。

5.  不是其他精神障礙的一部分：沉默不是由於自閉症譜系障礙、精

神發育遲緩、其他溝通障礙或其他精神疾病所導致。

選擇性緘默症的診斷

焦慮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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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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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鳥醫生點了點頭，沒有親口回答小男孩究竟是社交恐懼還

是選擇性緘默，手裏卻在枱頭拿來一張白紙，在紙上畫了簡單的一

筆。

是一條長得像聖誕鐘的曲線。

「在學校當然不作聲。有時候過年過節，見到不那麼熟悉的親

人，也會是這個樣子。」

「他是完全不作聲，還是在一些時候也會像剛才一般，開金口

說一兩句句子？」

媽媽皺了皺眉頭，想了一想：「學校的老師跟我彙報，他在學

校的確沒有多作聲。但在其他時候，也偶爾會發一點聲。上次在李

姑娘那兒也是如此，所以才懷疑他不是選擇性緘默，而是社交恐懼

症。」

「你說呢？」小鳥醫生頭一轉，眼睜睜的看著小男孩，「現在的

感覺如何？」

小男孩依舊害羞，沒有什麼反應。

「現在有沒有緊張？」

小男孩微微的點一點頭。

「是非常緊張還是一點緊張？」

一旁的媽媽插了嘴：「我過往也問過他許多遍。他在社交場合

的確有點緊張，但不是非常嚴重，身體也沒有其他不舒服。」

「媽媽說的對不對？」小鳥醫生依舊看著小男孩。

「嗯。」小男孩又發出了一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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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緘默症不是社交恐懼，那是否單純是害羞而已？家長有什麼

其他方法判斷孩子是否單純的害羞？

選擇性緘默症和害羞之間有一些關鍵的區別，家長可以根據以下四

點做出判斷：

1.  性格特質：害羞是一種正常的性格特質。害羞的人可能在所有情

境中都比較安靜和保守；選擇性緘默症的患者則會呈現出「雙重

性格」，他們在某些情境中可能完全不說話，而在其他情境中則

可以正常交流。

2.  適應時間：害羞的人需要一段較短的時間 ( 稱為「熱身時間」) 就

能適應新環境或人群；選擇性緘默症患者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

能適應。

3.  回應問題：害羞的人即使害羞，仍然可以回應問題；選擇性緘默

症患者在某些環境則可能完全無法回應問題。

4.  身體動作：害羞的人的動作不會因為焦慮受到太大的影響；選擇

性緘默症患者在某些情境下，動作可能變得僵硬或凍結。

那害羞的孩子會否較容易出現選擇性緘默？還是有其他原因會造成

選擇性緘默？

選擇性緘默症的出現可以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而害羞的孩子確實

可能更容易出現這種症狀，特別是如果孩子在不熟悉的情境中經常

感到恐懼並刻意回避，往後出現選擇性緘默症或其他焦慮障礙的風

險會更高。

研究也發現，選擇性緘默症、社交退縮和社交焦慮在家族中具有遺

傳性，也有發現特定的基因變異與選擇性緘默症和社交焦慮障礙有

關。患有選擇性緘默症的兒童也較常出現語言發展遲緩的情況。大

多數患有選擇性緘默症的兒童的智商在正常範圍內，而當中也有部

分同時出現自閉症的各種症狀。

除此之外，環境因素也跟選擇性緘默的形成有關。在雙語環境成長

的孩子，患上選擇性緘默症的風險較一般人高。另外，在人生的過

渡時期，比如升班上學，或者面對新的朋友同學，也可能觸發選擇

性緘默症症狀的出現。

選擇性緘默症與害羞的分別

焦慮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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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有一句話：「在哪裏跌倒就在哪裏站起來。」這其實有

相當的道理。

當然，不是說要成功就一定要這樣做。成功有很多的方法，也

有很多的方向。有說：「Success is a function of surface area.」

要成功，未必要在跌倒的地方站起來，而是要探索有什麼其他的地

方可以到達目的地。

不過，「在哪裏跌倒就在哪裏站起來」，對於治療焦慮症而言卻

是非常重要。

所謂的焦慮症，就是面對日常常見的各種情境，身體會出現不

尋常的反應。面對這些壓力和反應，逃避是一種方法，但這些情境

出現得實在太過頻繁，慢慢患者避無可避，最後只好選擇求醫。

處理焦慮，逃避沒有用。恰巧，對於選擇性緘默症患者而言，

逃避卻是一種慣常使用的方法。

●●●

逃避可恥也沒有用

04
醫生把手上畫好了曲線的白紙遞給男孩的母親看。

「這個是⋯⋯」媽媽有一點猶豫。

小鳥醫生知道自己的畫功不好，結結巴巴的解釋：「這是我們

面對壓力時心中的緊張指數。」

男孩和媽媽專注的聆聽。

「你的孩子每當面對不熟悉的人，或者不習慣的社交場合，身

體的焦慮程度便會不斷攀升，就像這條曲線的初期一樣。」

小鳥醫生的手指從曲線的底部慢慢往上移動。

「到了這個地方，」小鳥醫生的手指接近聖誕鐘曲線的頂

部，「一般人便會感到身體非常不適，想逃離現場，逃離製造不

安的原點。」

男孩的媽媽點了點頭，似懂非懂的樣子。

「對於選擇性緘默的孩子來說，到了這個頂點，他們逃跑的方

式跟其他人不同。」

「怎麼樣的不同？」

小鳥醫生順勢續道：「他們只管閉上嘴，好像這樣就是離開了

現場一樣，不參與交談就沒有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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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鳥醫生把紙放在枱上，然後用筆在剛才的頂點上往下畫上一

條直線。

「就是這個樣子。離開了現場就沒有焦慮，焦慮的指數便斷崖

式的往下跑。所以剛才問你的孩子有沒有緊張，他其實並沒有很緊

張，原因就是這個。」

「但這不就解決了問題了嗎？」媽媽忽然之間有一點想不通。

醫生畫的曲線究竟長得怎麼樣？可不可以解釋得清楚一點？

對於許多人來說，當首次面對一個恐懼情境時，焦慮可能會迅速上

升至一個高峰，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持續的暴露，焦慮會逐漸減

少。只要熬過這個過程，下一次面對同樣情境的時候，頂峰焦慮的

程度便會比第一次低一點。

面對壓力的焦慮曲線

焦慮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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