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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創作中療癒與蔓延 

   

罹患重大疾病後是條漫漫長路，這段旅程會有不同以往的風景，醫院往往是治療歷

程路經的驛站，在這停歇的驛站裡，我們特地在腫瘤病房依不同節慶設計多元的藝

術創作活動，包括卡片製作、蝶古巴特、燈籠 DIY、過年燙金紅包製作，讓病人及

家屬有機會透過片刻的專注與創作得到一絲絲的寧靜，忘卻治療帶來的不適；也藉

由作品的成果提升心靈上的正向與安適感。 

罹病或許是場不可逆的災難，也或許是份轉折

愛的修煉，每個人的生命段子永遠不會只有一

種版本可以訴說。透過藝術創作，這短暫的時

光讓我們看見家屬間相互協助與投入，有著合

作性的共融歷程，愛在互動中流轉，無形的給

予和接收也滋養了內在能量，酸苦之間還是有

泛出甘甜的。愛從來就沒有固定的模式，也可

以是任何平淡無奇的形式，透過藝術創作活動的安排，我們有機會重新去感受心中的

寧靜、平凡的幸福，簡單並快樂著。曾經，我的父親也參與腫瘤病房驛站藝術創作活

動，親手為我製作了提袋（如右下圖），每每想起這是他最後為我創作的模樣，就會

覺得無比的珍貴與溫暖，因為走過，我更有別於一般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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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然會因著罹病或與某人失去連結而感受到痛苦，但我們嘗試引領病人與家屬

從這個失落裡去看見更深層的自己。當我們投

入藝術創作裡，並不意味著成品得具有多高程

度的擬真性或幾無瑕疵的完美無違和感，而是

我們意圖努力地激發出創作者內在嚮往或想望

的意象，靠圖案色彩的形式表達出來；我們也

意圖努力地從創作者的藝術設計裡，協助他們

發現自己當下的心境、情緒、掛慮或寄託。我

們一致認同也屢試不爽的覺得，透過這樣的直

接創作形式來導引個人間接表達內在情感，是

一種最自然、最無心理負擔、且有效濾清自我

的方法之一。 

德國哲學大師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認為人是「向死的存在」

（Being-towards-death），意謂著從出生開始就必然朝著死亡方向前進，在任何生

命階段皆可能面臨死亡威脅。誠然，每一個會導致死亡或影響生命、生活的因子，

都應該是我們保健呵護的焦點。社會工作者何其有幸參與照顧人們的生命與生活，

我們在死生有時、老病無節的當下也盡了一份心力。面對疾病，除了必要的醫療措

施盡力照顧病人身體外，社工師協助家庭因應疾病過程裡產生的各種經濟、照顧、

出院等情境，也適時適切地連結社會資源挹注，妥適安頓病人及家屬。同時我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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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藝術創作志工的熱情與才能，於腫瘤病房帶領病人進行藝術創作活動，冀能在病

人與家屬共在專注的時刻裡，心靈的澄淨可以讓我們更貼近內在的自己，也讓彼此

在情緒、家庭關係上都有機會相互表達與和解，透過家屬的回饋以及自身的經驗，

更能明白藝術創作的安排也是身、心、社、靈全方位照顧中深具力量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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