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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治療：癌末病患的生命手杖 

陳麗娟 1  何長珠 2 

摘  要 

本文是透過陪伴個別癌末病患，以「簡單藝術媒材」為媒介，進行以「藝術即治療」(art as therapy)
之理論取向為主的藝術治療活動。活動為期八至十次，每次時間約一至一個半小時，總計時間約一

至一個半月。研究目的主要是想了解癌末病患面對自身死亡將至之終極困境，其內在之情緒內涵與

可能潛藏的心理靈性議題，透過參與藝術治療活動的經驗、感受或改變。研究結果發現：癌末病患

經歷藝術創造是「勇敢的體會自己的存在狀態」。透過藝術創作產生「新的現在」和「新的選擇」，

尤其創作歷程的自我探索、自我頓悟與創作感動啟動的心靈力量，可以協助促進其存在處境之因應

與調適。藝術的想像，一種小小的創造力行為，可以就像是一顆「種子」般有無限成長之可能。癌

末病患透過創造性活動即是創造出當下生命自我超越的可能性。  

 
 
 
 
 
 
 
 
 
 
 
 
 
 
 
 
 

關鍵詞：藝術治療、癌末病患 

陳麗娟 1    中台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  
何長珠 2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通訊作者，ccho@mail.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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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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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as a way of knowing)

 

一、創造性活動之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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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005 2006
1997  

2005

 

 

二、重返內在自我的探詢  

「我們那一次做的那一幅作品『希望』，我

就想因為在做的時候你也都沒有跟我說為什麼

要做這些，一直到做完了你才跟我講，回到病

床上我就一直在想︰奇怪我跟你初次見面，那

我為什麼都把我內心的東西都表達出來，都被

你掏出來了，為什麼會跟你說這麼多…。我後

來想想，覺得這樣子也不錯，這樣子也很好啊，

被你掏出來我才知道我想要什麼，對 ..被你掏

出來才知道原來躲在我內心角落就是這種東

西，就這樣子，對，而且我做出來的就是我內

心裡面的東西，在牆腳沒有去挖過的，就被你

這樣子挖出來，我才會想說原來躲在我內心裡

面的，就是有這些東西（瑤 2005/07/22）。」  

1996 1995
2001 1999 Borgmann, 2003; 

Tartaglia, 1987; Taylor, 1995

 

2001 2008
Luzzatto, 2002 Bromberg(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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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77.82%

 

2000

 

研究方法  

(art as 
therapy) 1950

(Edith Kramer)

(psychodynamic process)

2000  

一、研究取向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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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預試個案與正式研究對象之人口學基本資料  

        

   44       
   42    2   

   45    3   

表 2  預試個案與正式研究對象之相關疾病資料  

      

    92  94.5-94.7  
    92.  94.7-94.8 94.12.21  

   90  94.8-94.9 95.7.  

 

1996  

二、研究參與者  

 

三、藝術治療活動之設計與進行  

3

 

2003 1993 Wadeson,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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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藝術活動設計之媒材內容與主題  

    

   
 

1.  
2.  

1.  
2.  

  1.  
2.  
3.  

1.   
2.  
3.  

 

 
 
 

 1.  
2.  
3  
4.  

1.  
2.  
3.  
4.

 

  1.  
2.  

1.  
2.  

 

 

四、資料分析  

（一）轉錄  

 

（二）編碼與登錄 

 

（三）歸類與詮釋  

 

 

結果與討論  

(art as therapy)

 

一、瑤的創作歷程  

（一）放下不放棄的生死迷悟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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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家說四個

就會有一個得到癌症，為什麼是我？我怎麼那

麼倒楣啊，我從來沒有做什麼壞事，上天為什  
麼要這樣處罰我？ (B-1-8)」。

「…我已經努力了一年

多了，現在又長出來了，而且我已經吃了…一

天二十幾顆藥，我已經吃了一年多了，還這個

樣子【憤慨】(B-2-4)」

「不甘心啊，所以…所以我現在的心情

就是這種…侷限在這裡啊，我沒有辦法，是因

為就捨不得，捨不得那兩個小孩太小，我需要

把他們帶大，我不能把這個責任丟給別人

(B-2-16)」。

 
2.  

「生病之後有時候內在有

一些情緒沒有辦法，像…像我最近想要去找我

親戚，但是我沒有辦法處理，我就一直壓抑壓

抑啊，壓抑到我老公休息載我出去的那一天

(B-3-8)」

「…我就

是這樣子被束縛在家裡，因為沒辦法動阿，也

沒辦法走，啊推個輪椅也不方便，我只能待在

家裡，哪裡也沒辦法去，就只能這樣子耗在那

裡 (B-4-8)」

 
3.  

「後來想說既

然已經發生在我身上就去面對它接受治療，還

有這兩個小孩太小我需要把他們帶大，這是我

的責任。我不能把這個責任丟給別人，我只是

希望說老天爺多給我幾年的時間 (B-1-11)」。

「病後為了小孩我不要再爭什麼

了，因為我的生命已經很短了，生命最重要。

第一個，只要活下來就有機會；第二個，我的

孩子還小必須要對他們負責任，我一定要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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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第三個，我老公給我的愛，他一直陪在我

身邊一直不放棄【哽咽…】(B-1-13)」

 

「過去不想說不要再說、現在要往前走，

不要往後看，期盼未來光明 (B-5-5)」

我就

說，明年媽媽身體好的話，帶你坐大飛機，就…
去大陸【眼神發亮】，本來我今年就打算要帶

我們全家去大陸，結果就沒辦法。我跟他們說，

大陸真的風光很美，很想帶他們去看看，因為

再來我女兒要升國中了…她要有一些歷史概念

什麼的…，但是要保佑媽媽身體能夠健康，這

是我最大的希望啦 (B-4-11)」。

 
4.  

「我就想說反正我的家人、我的姐姐、

我的小嬸都比我還懦弱，是不是因為我比較堅

強所以才找我，給我四周圍的人有一些警惕會

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後來就是這樣才釋懷

(B-1-9)」

 

「我接受了，是因為既然已經成為事實了，

我就去面對它。就要接受他在我體內，就癌症

在我體內。所以我接受他，我要跟它…如果能

夠…可以的話，我願意跟他相處一輩子，這樣

子啊，就是我接受。 (B-7-19)」

「我現在可以不用阿

碰（外籍看護）攙扶，自己走到門邊了…」

 

（二）參與藝術活動浮現重要生命意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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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你對我們的照顧，那你的孩子  
現在已經長大了，可以成家立業了，姊夫他在

南非那裡照顧的很好。他說沒有你的相片，所

以來我這邊拿了一張回去了，我也只能在…看

你相片懷念你【哽咽】，因為沒有看…沒有辦

法看到你的本人哪，所以也只能藉著這些相片

而已阿，而且也沒有多少張阿，所以我只給姊

夫一張而已。那之前…媽媽…媽媽有問神哪，

神明它說你在陰間還有再成家了啦…阿希望…
陰間裡的姊夫能夠對你好好照顧ㄏㄡ，我很想

念妳 (B-6-11)。」

「它的開頭是別人的性命，是框

金ㄍㄛ包銀，阮的性命不值錢……【哽咽】阿

我就是…我說它真的很像我…阮的命都不值

錢，以前從小就是這樣阿，因為我爸爸早往生，

我們就像是沒人要的小孩…我只要想到ㄎㄚ早

甘苦ㄏㄡ，我就感ㄍㄚ那首歌適合我的一生

(B-7-1)」。

 

 

（三）藝術治療活動之體驗  
1.  

 

「…參加這個活

動有抒發我內心的感覺，情緒終於可以讓我抒

發出來…(B-2-35)」。

「對病患來說跟你做這個活動

心情會好，心情好的話，他就吃的下，對不對，

他吃的下的話，他的精神才會…才會出來，才

有那個力量來跟病魔打仗，他都吃不下、睡不

著有什麼用，對不對，你…再多的藥、再好的

藥，他也是沒有辦法、沒有用 (B-3-11)」。  

「…就是我之前不是有

一些挫折嗎，生病阿，或者我父母說我怎樣了，

我心裡也會有一些打擊阿，那跟你做了這些活

動以後，後來想開了阿，就是不願意有一些挫

折來打擊我，自己會想開來，而且看到我去做

的完成品，也是有那種豁然開朗的那種感覺，

很棒。(B-8-2)」。

「每次做都是臨時起

意的，所以做起來感覺上…從…完全都沒有，

然後到完成一幅畫的話，感覺上…就是很…我

無法形容…，我的心情就是會跟著它開…打開

(B-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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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我畫像」裡分享了

這樣的經驗「這樣的活動我就覺得…我的內心

為什麼會這樣子想，我會重新再…再思考，我

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東西來形容我內心的感覺ㄏ

ㄡ…就想深一點，想我內心真的是怎麼想的

嗎？ (B-8-5)」

「我

做這個，我要的是什麼，我最後就會反過來想，

去思考我要的是什麼？我要的是一個家，一個

家的團結和氣，那我為什麼要對我的孩子凶，

這不應該啊，破壞氣氛啊，我對我老公也不夠

溫柔啊，就這樣子反過來思考。所以後來我老

公在對孩子較嚴格的時候，我會說，你幹嘛這

樣子，如果你生氣你出去外面走一走再回來，

不要對小孩子用打用罵的。我會這樣跟他講，

你要用引導的，不要這樣子不對。我老公說，

ㄚ唷，你現在好像改變很多喔，好像跟以前不

一樣喔…就這樣，因為我知道了我要的是什麼

啊 (B-8-9)」。  

3.  

「困難有阿﹗【笑】畫圖都不會，剛

開始時我都不曉得要怎麼畫，要怎麼去表達我

內心想要的東西，沒辦法表達出來。因為從小

我就討厭畫圖阿幹嘛的 (B-8-1)」

「如

果沒有參加這個活動，可能我也從來不會想

說，自己可以完成這些東西，那參加了這樣子

的活動，真的都完成每一次的作品，這就是一

種自我肯定 (B-8-7)」

 
4.  

「每次做完我會問阿碰，她都跟我說漂亮啊，

我說不可能啦，阿碰，那不是漂亮，那是表達

我內心深處一些的事情，把它表達出來…。因

為我要表現的只是我內心裡的想法，而不是作

品的美… 【笑…】他有時候還會跟我說，頭家

娘你畫那個什麼？有時過了好幾天，他說你畫

那個喔，一看我就知道你想什麼了，你一直想

要走路啦…安ㄋㄟ (B-8-6)」。  

5.  

「它刺激

幫助我更深層的去想，而且我跟你說，我的人

生已經很短了，我不曉得我什麼時候會走，但

是我知道現在想要的是什麼更重要，而且又是

更積極 (B-8-11)」
「就好像

電腦，你在玩的時候，拿一些資料什麼的，後

來你這些資料不要了，你把他刪除掉丟到垃圾

桶，但是因為你已經把他刪掉了，他這裡是空

白，這些空白的地方你需要再把他填…填上

去，這一個地方有空白，阿你就知道要往這裡

來遞補，就是這樣子啊 (B-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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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只要我身體能

夠康復，我唯一最大的期望就是帶我的小孩和

老公回大陸探親 (B-1-14)」
 

「我希望你們繼續下去做，有更多人像你

們這樣來幫助病患，讓他啟發他內心裡面所想

要的ㄏㄡ這樣子…(B-8-12)」。  

（四）結語  

1998

2006

 

 

心

裡明白，時間真得不多…… 我比較不那

麼害怕死亡了，但是會擔心家人無法接受……

2002

20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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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

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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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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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命運  

 
 

1.  

2.

 

8.

 
 

 

 
 

 

4.自由

撕貼畫 

 

 
 

1.  

2.

 

3.  

9.
 

 

 
 

1.  
2.

 

5. 

我的心

情 

 

 
 

1.  

2.

10.
 

 

 
 

1.
2.  
3.  
4.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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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樺的創作歷程  

（一）死亡生出力量   
 45 

 
1.  

「我發現我比以

前更柔軟，所以我用這個粉紅色的，然後我覺

得我很開心，現在懂得生活，比生病之前更懂

得會生活，所以我覺得我很快樂…非常快樂，

所以我用一個大笑代表我一個人生。就是說，

喔原來人生是這麼一回事。就是說有憂悲苦

惱，然後來讓你生病，才讓你有一個人生的一

個轉捩點，阿這個轉捩點就是說，從那時候開

始真正思考，思考自己我到底要的是什麼，所

以當我知道了以後，我覺得我很高興，也就是

說，我這個笑代表很多種，整個人生過程的心

境 ， 原 來 人 生 就 是 … 就 是 這 麼 一 回 事 啊

(D-1-1)」

地

「其實嚴格說ㄏㄡ生病之後我的

高興大於憂傷，因為我覺得高興大於憂傷的意

思是說，不是說我得了這個病高興，而是因為

得了這個病，讓我整個人生的內心深處轉捩

點，轉化變另外一個生命的開始(D-2-31)」。  

2.  

「…雖然世俗的

事情都已交代過了，可是好像還不是那麼完全

的放下心…。然後，我真的不怕死嗎？嗯好像

很微細的，覺得人好像沒有那麼容易不怕死。

對了，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不是完全說真

的完全不怕死，我覺得那個真的是騙人，我覺

得騙人。如果以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我是騙我  
自己【紅了眼框】，原來說不怕死我覺得是騙

我自己，對，我怎麼這麼笨，我以為我還以為

我很勇敢ㄋㄟ (D-3-14)」。

 



 
 
 
 
 
 
 
 
 
 
 
 
 
 
 
 
 
 
 
 
 
 
 
 
 
 
 
 
 
 
 
 
 
 
 
 
 
 
 
 
 

 

 

- 82 - 

3.  

 

「…嚴格說啦，家人本來是要來照顧

我們的心情的；相反的我們要去照顧他的心

情，那我們照顧他的心情，是要回歸自己我們

不要壓力，我們照顧他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

了對方。啊同時因為我把自己照顧好了，我沒

有壓力了，然後間接他們就都會沒壓力。這些

都是相互影響的。阿然後我們就會察覺到愛自

己，這個就是生命之道，就是生存之道。讓你

活下去…的一條路子，可以活下去的一條路

(D-4-11)」。

 

 
4.  

「我跟你說，真的我現在幾乎就

是如我剛剛所說的，包括現在每天都還活著的

心情，嚴格說啦，我啦，我通通都給他接過來

啦。所以我覺得我的色彩很精彩，我願意嘗試

也願意學習，怎麼來就怎麼樣的學習收，要包

括學習，我有時候一來就可以馬上收，有時候

不是馬上來就可以收的，因為能力有限，所以

有時候是透過自己的學習在心靈轉折，看自己

的起心動念，然後再來轉折，當然我在轉折當

中，我都有請彌陀攝受我，就是說，讓我回歸

自 然 啦 ， 該 活 就 活 啦 ， 該 走 就 走 就 對 了

(D-8-27)。」

 

（二）參與透過藝術活動浮現重要生命意義－

「宗教與實踐自我超越」  

阿彌陀佛

是我媽媽，在我陷入心理情緒不好的時候，全

面的包容我

「我是因為面臨重大死亡才真正

接觸到什麼叫做信仰，因為佛法可以幫人家去

除  痛苦，活在這個世界上都會有很多憂悲苦

惱，佛法它可以讓我們活著的時候依靠，然後

往生又有一個地方可以依靠。尤其是活著的時

候，讓你了解自己、了解生命，然後…你在生

活中就不會凡事都以喜怒哀樂啦，什麼雜七雜

八的為主。你…回歸到生命來的時候，生命沒

有什麼就都瓦解了嘛，那你這樣了解生命以

後，真正體認也真正確認這件事情，那對…跟

別人相處…計較心就會減弱，摩擦力就會減

少，它最大給我的就是…成長。嗯…而且它是

一種全面性的提升，真的是全面性的，所以我

覺得宗教很厲害，就是說…你如果真正學習到

它的精髓、它的精神，那…即使沒生病啦，都

可以過得很輕鬆，嗯…過得很健康 (D-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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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與藝術治療活動之體驗  
1.  

「那個焦躁不安我察覺到說，

要藉這個… 那個佛號的韻律聲，把它拉回來，

不要焦躁，覺得也沒有辦法，好像沒辦法掌控  
自己。我不知道焦慮是什麼原因，嚴格說焦慮

不安來自於哪裡，雖然不是很明確， 但是第一

個我已經受傷害，我就是不要那個焦慮不安，

我排斥那種焦慮不安，所以我… 抗拒，我不要

那個焦慮 (D-3-10)」

「我會確認自己真的放下心了嗎？交代是

交代過了，也許家人都已經都沒問題了，是自

己放不下心的問題，那我就再問一下自己放不

下心嗎？好像在這裡還有非常細微的就是說，

就是說不管家人有沒有做到啦，即使做到了，

我自己應該是我個人的問題，就是說，還有…
微細的那個不放心，很微細的應該有，應該有

這樣的時候，我會有這個東西就是要面對死亡

嘛，相對一定是面對死亡才會有，對，原來焦

慮就是因為這樣的東西 (D-3-13)」

 

2.  

「人

要有臨終的心情，雖然不是說你現在活得好好

的，也許下一秒就會活著，但是有時思想上知

道，是做不到的，也感受不到，都覺得我還不

會馬上死 (D-4-18)」

「現在做

完這個，覺得越…越面臨死亡，時間不多了，

越面臨死亡，讓我的感覺就是時間不多了，已

經沒有機會了，【咳嗽】沒有機會再磋【咳嗽】…
磋跎了，沒有機會了，然後我不要…【咳】… 我
不要大家活得一團糟…(D-5-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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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裡面的狀態，有時

候沒有辦法說出來，講不出來。可是透過這樣

然後看到，啊！我才有辦法講原來是怎麼樣。

所以我說你很厲害啊。每次都會拿一些東西，

然後…不由自主的我把自己就是說…生命展現

出來，還有人的過程一生也展現出來，嗯這個

就是…很難得的地方。一開始我不會，我一開

始有沒有…你剛開始要來，我就想說這個我都

不會…。我發現做了以後，真的就如你所說的，

就是自我展現，然後…這個自我展現完了，又

重新發現自己了解自己，然後更進一層，然後

更前進，阿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很謝謝

(D-7-14)」。

 
 

4.  

「這個活動整個  
過程下來啦，就是讓我整個人生到這裡也有一

個句號。然後句號以後，我又重新又調整自己。

像現在我就會馬上調到我是急迫面臨死亡這樣

的問題，一開始我要做這個活動的時候，我並

沒有那麼急迫，現在對於自己會死的這一件事

情我就會急迫。這一次的活動對來說，又是一

個接近死亡。然後更…更了解知道自己到底要

什麼，而且是…關於自己往生這樣子，這一件

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是不能草率的。(D-8-5)」。

「阿所以我在這裡，吸收到再一次的輕鬆，

嗯…這樣輕鬆是來自於我又再更細膩對我的生

命負責，阿我更安心。所以等於是說，透過這

一次的活動，嗯…讓我對生命當中一些很重要

的事情，一些次序有重新排列過，我覺得我能

夠安排到這裡，對我來說應該就算是圓滿了

啦。至於說有什麼罣礙不罣礙…我覺得好像也

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我覺得該盡責我都在盡責

了，盡責就會有一種輕鬆 (D-8-7)」。  
5.  

「我真的我覺得我用得好

精彩，而且我覺得就是所有的心情通通都進去

了，然後也通通在這個畫上所展現，我覺得我

好棒，你用這樣的活動…我覺得我的人生本身

在這一幅畫裏，你好厲害…哈哈，謝謝您啦，

嘿…謝謝你(D-8-1)」

「我

本來以為這樣屬於藝術的東西嘛，我本來以為

我都不會，然後一開始老實講我也沒有就是說

ㄟ很有興趣，只是說來學習看看這樣子而已。

阿我是覺得說人間的事能夠透過生命表達在這

些作品上面，這個經驗，嗯…滿意，很滿意。

我非常肯定，我老實跟你說，我非常肯定，本

來我都一竅不通的，可是我發現我竟然能夠做

這些東西，而且做這些東西是從我人生去體

驗，把我的生命的展現，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我非常肯定我竟然能夠這樣子，說真的我都不

敢 ..我都不敢想像說我會做出這些東西，而且

還真的還有一點藝術ㄌㄟ【笑】 (D-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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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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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一、信任的陪伴關係－「相遇」就是療癒  

 

 

二、參與藝術活動達到人際互動  

 2002

 

三、透過媒介自我表達和自我揭露增加  

2004

 

四、情緒認知產生新的整合  

(Carls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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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作感動啟動的心靈力量  

(Jones, 2000)  

六、促進存在處境之因應與調適  

2002

 

七、整合自我認同產生新的自我悅納  

2004

 

八、繼續迎向未來  

200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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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係陳麗娟提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之

碩士論文部分內容，在何長珠教授指導下完成。本

文曾口頭發表於 2008 彰雲嘉大學院校聯盟學術研

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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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Therapy:The Walking-Stick of Life  

for Terminal-Ill Patients 

Li-Chuan Chen1    Chang-Chu Ho2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individual experience of an art-therapy program for terminally ill 
patients. By accompanying the terminally ill patients, we took simple “artistic materials” as the 
medium, adopting a theoretical approach of “art as therapy,” to conduct 8-10 sessions of 60-90 
minutes of art-therapy activitie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g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ultimate situation that terminally ill 
patients are facing and their internal mood connected with the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issues 
that may be hidden. By participating in art therapy sessions, patients experienced existential 
feeling or change. The patients discovered that their venture of art creation enabled them to 
audaciously experience their self-essence.  

Throughout the artistic creation brought into “new existence” and “new choice”, especially 
the mental power generated by self-exploration and self-enlightenment. The power could assist in 
promoting the existential situation for the patient’s adjustment. The artistic imagination with 
creativity behavior served as “the seed” to open the possibilities of infinite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the creative activity,” terminally ill patients can thereby achieve the state of 
“self-healing”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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