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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治療  人人皆可？

香港目前的藝術治療有五大類別，

分別是視覺藝術治療、音樂治療、戲劇治

療、舞蹈治療和園藝治療。有藝術治療師

指，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接受藝術治療，

當事人不須具備任何藝術創作經驗，因為

藝術治療重視的不是美感，而是當事人在

治療中的體會。以舞蹈治療為例，接受治

療者不必懂得跳舞，甚至坐輪椅的都可接

受治療。較難處理的個案，反而是一些慢

熱或對某些事物有心理抗拒的人。

畫出自信  走出黑暗

黃麗珍於零六年十一月證實患上舌

癌，在醫生的勸告下，她在零七年二月接

受一連串的手術治療，不但要切除舌頭和

在頸部開呼吸氣孔，更加接受了多次電

療。手術後她不能正常進食，需要以飼管

協助。

黃麗珍手術後情緒非常低落，什麼都

不想做。其後醫院社工介紹她到伊利莎伯

醫院的癌症病人資源中心接受藝術治療，

希望她可以再次站起來。初時她拒絕接受

治療，她說：「當時覺得什麼心理治療，

社工輔導之類的東西都不能幫到我。」直

至負責藝術治療的社工張文茵再次邀請，

黃麗珍才願意接受治療。

接受藝術治療初期，黃麗珍並沒有抱

太大信心，對這種另類的心理治療感到半

信半疑，她更因治療時需要畫畫而卻步。

但得到張文茵的鼓勵，令她最後放開懷抱

去畫。她憶述：「張姑娘叫我不用理會畫

得美不美，最重要的是要表達內心的感

受。」

根據香港藝術治療師協會指，藝術治

療並不要求當事人有藝術創作的經驗，所

以不著重作品的美感，而是著重當事人在

一個安全的環境中，把心中的思緒、感覺

釋放出來。他們勾勒出來的每一個圖案和

符號都被視為一幅完整圖畫中的一部分。

圖畫包含求助人所表達的訊息，這是以另

一種語言將他們的潛意識顯現出來。

畫筆下找回自己

在為期十課的藝術治療期間，黃麗

珍除了畫畫外，還會聽音樂和學跳舞，以

及和其他癌症康復者互相分享感受。她

表示：「我在藝術治療過程中找到了自

己，發覺自己仍然是可以做到些事情出來

的。」治療過程之後，她所畫的畫被結集

成一本畫冊，望著自己的作品，黃麗珍面

露笑容說道：「原來我可以畫出好靚的東

西，現在的我信心『爆棚』！」

黃麗珍已完成整個藝術治療療程，

她表示治療後自信心大增。現在她參加了

社區互助組織的合唱團，又擔當太極扇班

的義務導師，並經常跟隨社工四出參加活

動，開展新一段精彩人生。

圖為黃麗珍，她於零六年十一月證實患上舌

癌，手術後曾一度情緒非常低落；現已完成整

個藝術治療療程，她表示治療後自信心大增。

治療理論 有何根據？

以舞蹈治療為例，舞蹈治療師何

天虹說舞蹈治療的理論奠基於主流心

理學理論，而舞蹈治療對舞蹈動作的

觀察及分析，則奠基於解剖學和動作

分析學。何天虹指，舞蹈治療在香港

的發展歷史尚短，研究資料有限，但

近年已開始展開實證研究，舞蹈治療

亦見臨床成效，現正研究怎樣把研究

結果科學化地表達出來。

圖為曾經接受藝術治療者，劉慕蘭的手工作品。

藝術治療 
    打開心中結

你有沒有想過，藝術可以是一張嘴巴，讓人道出難以啟齒的
話？藝術是一根鑰匙，能打開封閉的心扉，讓壓在心頭的情感重負
釋放出來？

原來藝術創作不只是用作自娛和欣賞，還可用作治療。兩名
曾患上癌症的女士，於接受手術後，一度跌入人生的低谷，情緒低
落，甚至對生命失去盼望。但經醫院社工的轉介下，她們開始接受
藝術治療，生活因而出現了曙光。

當走進藝術治療，你將會看到不一樣的藝術，不一樣的治療。

記者‧陳景龍 梁倩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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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藝術創作，慕蘭對生命也有新的體

會。她舉例說，在另一個藝術治療工作坊

「圓的啟示」中，透過剪紙，她領略到生

命的「循環不息、有始有終」，因而學懂

把目光放遠。現在她經常參與社區中心舉

辦的活動，例如學跳舞和學插花。

藝術是另一種語言  沒分對錯

現職藝術治療師兼香港藝術治療師協

會主席Julia Byrne，從事藝術治療工作

已有十五年。她指出，在藝術治療中，求

助者、藝術治療師和藝術媒介三者之間存

在著三角的互動關係。每次治療，病人會

就一定主題，利用藝術作媒介盡情表達自

己。作為病人的拍檔，藝術治療師會從病

人的作品中了解他的內心世界，然後透過

傾談，協助病人理解作品、認識自己。

例如在處理當事人與家人相處的問題

上，治療師會要求他們畫出自己的家庭，

假如沒有把自己畫進當中，便可能顯示他

們沒有把自己視為家庭的一分子。治療師

通常不會立即指出問題，而是做「釣魚」

(Fishing)，意思是誘導當事人自己領會問

題的所在。

Byrne表示：「藝術治療中沒有對或

錯，它所強調的，是當事人能意識到問題

出現在哪裡。」她相信假如求助人能形象

化自己的問題，他們亦可將解決辦法形象

化，從中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另外，除

了畫畫外，Byrne還會採用陶藝和粘土讓當

事人表達情緒。

劉慕蘭在零七年證實患上大腸

癌，透過藝術創作，慕蘭對生

命亦有新的體會。接受完治療

後開朗多了，少了憂心。

現職藝術治療師兼香港

藝術治療師協會主席

Julia Byrne指，藝術

治療沒有對或錯，它所

強調的，是當事人能意

識到問題出現在哪裡。

借藝術抒懷  

發展一個新的「我」

另一位同樣接受過藝術治療的康復

者劉慕蘭，在零七年證實患上大腸癌，其

後接受了手術，把受癌細胞感染的大腸割

除。但手術三星期後，醫生發現癌細胞擴

散到淋巴，要做化療才把癌細胞清除。

手術後，慕蘭的心情很壞，六神無主，失

了方寸，她說：「經過一段黑暗時期後，

我忽然醒覺到若要找尋新的人生方向，就

得勇敢嘗試不同的方法。」她抱著這個態

度，主動參加了藝術治療。

劉慕蘭參加的療程名為「我的故

事」，分兩課進行，每課為時一整天。治

療過程中，社工會協助一組癌症康復者進

入回憶狀態，回想以往到現在一些不愉快

的片段，然後以水彩、畫筆和粉彩去發洩

情緒，並且和其他參與治療的人士分享。

雖然「我的故事」的療程很短，但劉

女士表示她接受完治療後開朗多了，少了

憂心，她說：「過程中我放下了不愉快的

回憶，得到了

一個新生

命 。 」

身的藝術 心的體會

 整體而言，香港人對藝術治療的認

識不深。香港首位註冊舞蹈治療師何天虹

指，藝術治療在香港的歷史很短，在這方

面的研究資源有限。她笑言曾遇上有人誤

以為舞蹈治療是給舞蹈員的物理治療。

何天虹說：「在舞蹈治療中，人本身

就是媒介，不需借助其他媒介。用上一個

人本身(use of the self)，在心理治療上

很重要。」基於「身心合一」的假設，舞

蹈治療師相信，身體動作與心理狀況有著

互動的關係，所以改變身體動作會帶來心

理的轉變，達至治療效果。

與其他藝術治療一樣，舞蹈治療中的

舞蹈與一般的舞蹈藝術並不一樣。何天虹

指，一般的舞蹈是要依循一定舞步的規範

表演，但治療用的舞蹈卻側重「源自內心

的人體動作」，所以藝術治療中的舞蹈的

觀賞性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舞蹈能讓病

人表達自己、認識自己，病人在過程中的

感受和體會才是治療最重要的部分。

何天虹補充，由於舞蹈治療能

讓人重新發現自己，故除了用作

紓緩病情外，舞蹈治療還可用作

教育，促進個人成長。

成「師」之路不易走

要成為藝術治療師，須完成相關

的藝術治療碩士課程，並進行實習。目

前，在香港仍沒有相關的認受課程，有志成

為藝術治療師的只能到外國考取專業資格。

另外，治療師要對相關藝術有一定認知。何

天虹以舞蹈治療為例，指舞蹈治療師懂得

的舞蹈種類愈多愈好，這樣，舞蹈治療

師才能用自己身體的經驗，去理解

求助者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