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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呼應#YOLO專題⼀《疫情之下，你該拿資訊焦慮怎麼辦？》，帶你⼀窺後疫情時代下⽇漸受到關注的⼼理健康需求，將如何透過科技創造
新⽣活模式。

有時，意外總是來得讓⼈猝不及防。擁有⼼理輔導專業的黃筑萾未曾想過憂鬱症會成為她⼈⽣中重要的插曲。訪談中的她爽朗、侃侃⽽談，讓⼈難
以想像曾經陷入負⾯的泥沼，甚⾄險些將⾃殺念頭付諸實⾏。過往的傷痛仍然歷歷在⽬，然⽽浴火重⽣後的黃筑萾從⾃⼰⾝為⼼理健康⼯作者的⾓
⾊，與曾為憂鬱症患者的⾓度重新出發，思考著在如此劇變的社會中，⼤眾⼼理健康的真正需求是什麼？懷著將那些受困於負⾯情緒的⼈們⾛出低
潮的理想，由黃筑萾帶領⽵謙科技開發的 Here Hear APP問世，藉由新創科技的使⽤，讓⼈們看⾒⼼靈照顧的全新模式。

▲  隨著憂鬱症患者⼈數不停攀升，曾經也為憂鬱症所困的黃筑萾，於2019年推出Here Hear APP，希望以AI作為核⼼技術解決⼤家的⼼理健康問題。（照片提供

/ 黃筑萾）

You have to have faith in yourself
創業對於從零開始的⼈無疑是⼀個龐⼤的壓⼒，⾦錢的負擔、與投資⼈的周旋、希望創造影響⼒的期待等等，都是黃筑萾肩上的重擔。然⽽，憂鬱症所帶來
的創傷，在痊癒以後深刻的烙印在黃筑萾的骨⼦裡，時時提醒她創辦⽵謙科技的初衷——「引領著受⼼理問題所苦的⼈們，⾛出困境」，更告訴著她甚麼事
都沒有比⾃⼰的快樂與幸福來的重要。

問：您會怎麼定位憂鬱症這段⼈⽣中最辛苦的時期？

答：憂鬱症對我來說其實是⼀份禮物，但我會慎重地使⽤這個詞，因為對於很多在受苦的⼈他們並不這樣想，會這樣說也是我撐過
了最辛苦的時期。罹患憂鬱症前，我很少經歷⼀些⽣與死的思考，它幫助我看清楚甚麼才是⽣命中重要的事。或許今天、明天就會
死，我不在意旁⼈的眼光，只希望在這個當下，我能做真正讓我感到快樂、值得讓我實踐與付出的事。「You have to have faith in
yourself」，⼈的⼀輩⼦有很⻑，即便在這個時點裡痛苦像是永無⽌盡，好像也看不⾒任何盡頭，但我們必須知道也必須相信，⾃
⼰是暫時停在這裡，並非永遠。

聽你想說的、說你想做的
經歷了⼀段漫⻑的治療，黃筑萾將⾃⼰從憂鬱症的深淵拉出。想到住院期間嚴重失眠，卻無從找到解決⼯具的她，便決定利⽤科技為為⼼理健康問題所苦的
⼈們找到出路。⽽科技正如同⼀扇窗，打開後能夠使⽤⼾看⾒外⾯的世界，並循著光亮⾛出低潮。⽵謙⽬前主⼒開發的Here Hear APP，使任何⼈都可以隨時
對著它說出⾃⼰正⾯或負⾯的⼼聲，同時配合聽⼼聲、匿名⿎勵回饋功能，讓⽤⼾感到⾃⼰並不孤單，進⽽達到療癒的效果。除此之外，⼈們也能藉由Here
Hear的 AI 聲紋情緒檢測，追蹤、管理、改善⾃⼰的情緒，保持⾝⼼健康。

https://reurl.cc/jgaEvD


▲  Here Hear 運⽤敘事療癒、正念冥想、⾳樂療法等實證⼼理療法，結合 AI 與⼤數據等科技應⽤，幫助使⽤者改善⼼理健康。（影像製作/黃皓筠）

問：擁有⼼理輔導專業的您為何會選擇以創業來服務社會？

答：當然我也可以繼續待在諮商室或醫院的精神科等著⼈⾃⼰來，然⽽因為社會的汙名化、諮商師有限、價錢等各種原因，無法接觸到這類服務的⼈數不勝
數。看⾒這麼多對於⼼理健康的需求，我決定要以另⼀個⾓度來切入我的本業。如果可以將⼼理健康服務完美納入並整合於科技當中，⼀定能為世界帶來實
質有效的幫助。

問：請問您是如何將⾃⼰當初憂鬱症的經驗與創業和Here Hear的開發結合？

答：還沒痊癒時，我常常半夜會有負⾯情緒、起來哭。對憂鬱症患者來說半夜是最危險且有⾼⾃殺風險的時期。也因為在半夜，往往使我們難以找⼈傾訴、
求救，因此⽵謙希望透過Here Hear來解決這個問題。阻絕留⾔的這項功能，讓⽤⼾們⼀開始都滿困惑的。但有時候不是你說了什麼能夠⿎勵需要幫助的⼈，
反⽽不說甚麼才是真正的陪伴。我們讓使⽤者了解在這裡也有很多⼈承受著不同的痛苦，他們並非孤⾝⼀⼈，⽽且也有⼈在聆聽著他們的傾訴。Here Hear這
個社群就是⼀個匿名的、抒發⼼事的，且永遠非常安全的⼀個環境。只要⽵謙科技還在，我們就會保持這樣的數位空間，讓社會上的⼈都有機會在上⾯說任
何事。

專業再出發、看⾒社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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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理諮商，是⼀對⼀並且很深入的服務⼀個⼈，引領他從⿊暗⾛向光明。⽽⽵謙以科技的⾓度切入⼼理健康領域時，放淺服務深度並延展廣度，希冀
透過Here Hear，以⼈⼈可負擔的⽅式最⼤化服務的觸擊率。台灣的⼼理醫療產業中，⽵謙可說是領頭⽺，黃筑萾更認為⾃⼰⾝負著塑型⼼理健康科技態樣的
責任。秉持著「做對的事，在對的時間點幫助更多需要的⼈」的堅持，未來黃筑萾也將把服務範圍擴及到輔助診斷以及醫療追蹤，利⽤核⼼的AI⼈⼯智慧語
⾳技術，整合從⾃我照顧到醫療端的完整服務。

▲ ⽵謙科技為⼈們打造從⾃我照顧⼀路⾄病症痊癒的最完整服務。（圖表製作/黃皓筠）

問：Here Hear APP的部分是會想要達到⼼理醫療上的分流嗎？

答：⽵謙科技產品線的規劃，從⾃助⼯具開始，也就是我們的Here Hear APP。⼈們可以透過下載⼀個APP，藉由情緒檢測來達到⾃我照顧的效果。除此之
外，我們也計畫將服務擴及到AI輔助醫⽣或求診者診斷的範圍，來解決⼈們對於求診可能會感到害怕，或是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的難題。最後，⽵謙也會在醫
療端點著墨，無論是⼼理或藥物治療，都需要密切的追蹤來維持效果。我們希望⼀個⼈接受治療後，能透過科技去輔助他回診，克服⼼理問題所帶來的無⼒
感。因此，你可以看到我們希望能透過核⼼AI語⾳技術，將⼀整條⼼理健康服務線打通，然後empower傳統⼯作者去服務更多⼈。

疫情之前、疫情之後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前，現代⼈的⼼理健康問題已然嚴重，只是遲遲未浮上檯⾯。研究顯⽰，去年全世界有40%的成年⼈產⽣了憂鬱與焦慮。⻑期悶在家讓
健康的⼈變得不健康，（潛在）憂鬱的⼈也變的更加憂鬱，導致⾃殺率⼤幅攀升。因此，黃筑萾看⾒了⼼理健康科技在未來扮演的重要的⾓⾊，因為所謂的
「不健康」不再只是得到肺炎，⽽是明明⾝體健康，卻因為⻑期居家⽽變得不快樂、憂鬱，甚⾄⾃殺。

問：⽵謙科技成立不久就遇到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疫情之下，⽵謙科技⾯臨了怎樣的影響？

答：2020年的⾸波疫情爆發，為Here Hear帶來了150%的⽤⼾成⻑率。今年我們在海外公開服務內容，也得到巨⼤的迴響。Here Hear 10萬⼈次的使⽤者其實
有很⼤⼀票是來⾃海外的華⼈，因為他們在當地得不到中文的⼼理健康服務，加上疫情的關係也無法回到台灣。同時，⽵謙也參加了⾼通的創業創意競賽，
和各國企業的接觸中，發現全世界都需要像我們這樣的服務。所以除了專⼼做好正在開發的技術，我們也想要更快拓展海外市場，幫助更多需要的⼈。

專注當下，做那個最真實的⾃⼰
對於黃筑萾來說，不需要把每⼀件事都框架得非常功利主義或是具有⽬的性。若⼀件事在活著的當下能夠使⾃⼰快樂，就應該忠於⾃⼰的感受，勇敢放⼿去
做。⼀如20幾歲的她認為當時就是最好的時機，沒有⼩孩、房貸，有能夠放⼿⼀搏的創業本錢。經營⽵謙科技固然是⼀條充滿艱辛的道路，然⽽黃筑萾還是
堅持著她的信念，依然做著讓⾃⼰感到幸福的事並且樂於助⼈。深信著⾃⼰的⼼態就像養分⼀樣，持續的滋養她，讓她成⻑為真正的⾃⼰。

問：從經歷憂鬱症到創業以來，不管是在⽵謙的⼼⾎成果，或是對抗憂鬱症的過程，有什麼感觸是您會想分享給年輕世代的？

答：⽣活在這個世代的年輕⼈，將要⾯對疫情之下社會的巨⼤變動，所以內⼼會感到徬徨與不安，不確定⾃⼰要往哪個⽅向⾛，或者是不確定⾃⼰究竟是什
麼樣的⼈。我會想⿎勵他們不要著急，忠於你⾃⼰、去思考你是誰、你相信這個世界是如何。其實每個⼈在不同的時點都可以有不同的樣⼦，所以不要去焦
慮、設限幾⼗年後⾃⼰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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