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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病房的春天
─ 園藝治療在安寧病房的運用

一轉眼，進長庚醫院安寧病房帶「園藝治療」

已六年了。回想2009年，一次意外接獲社工來電：

「老師，我們想將園藝治療帶進安寧病房，可能

嗎？」我陷入苦思：該如何以園藝治療來幫助即將

面對人生最後一段旅程的人呢？園藝治療，顧名思

義，就是運用園藝活動來改善並調整人的身、心、

靈；作為園藝治療師，面對幾乎是躺臥病床的朋

友，要怎樣施展園藝治療的魅力，讓植物成為協助

他們找尋找人生意義的另一幽徑？

沒想到，在我讀到《南丁格爾與近代護理》一

書下面這兩段話時，卻得到啟示：

「醫院最好的位置是在市郊，醫院外面就是一

個植物園，裡面養些溫馴的小動物；對於長期病患

而言，一聲鳥叫，會給他們帶來很多欣慰。」

「看不到天空的病房，對病人的心靈是個很大

的虧損，而心靈的痛苦比身體的苦痛更深刻。人就是

需要看到天空，甚至在床邊擺幾朵小花，對於一個殘

弱的病人都是很大的鼓舞，為心靈帶來喜悅。」

安 寧 病 患 更 需 要 陪 伴
南丁格爾的這些叮嚀猶如醍醐灌頂：是呀！園

藝治療不就是要讓走不出醫院的病人，也能享受花

草帶來的心靈撫慰與生命的喜悅？

就這樣，一邊摸索、一邊觀察，在社工、護理

長的全力支持下，六年來，愈耕耘愈發體會護理長

說得對：安寧病房不是等死的地方，安寧病人更需

要生命的陪伴。

病 患 教 我 的 事
這一天，我們要帶領大家紥一個承載著祝福

的水苔球，一位坐輪椅、插著鼻胃管的病友，由照

服員推了進來，他看來很沒精神，詢問他是否想加

入，他無力地搖搖頭，躲到窗邊，遠遠地看著我

們。我們不想勉強他，先邀照服員加入，我們邊做

邊聊天：「今天要用植物紥個水苔球，它很好養，

可以床頭，也可以送人；你有想送的人嗎？」照

服員馬上詢問他：「對呀！要不要送給妹妹？」妹

妹常來探視他、照顧他，這個建議似乎打動了他，

不覺地他挪動身軀，靠過來看個究竟。「可是，手

沒力氣，又會抖…」「沒關係，我們一起合作。」 

 

圖、文｜黃盛璘

充滿童趣的床頭植物，可以改變病房的低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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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他和志工合紥了水苔球，並在卡片寫上： 

「妹妹，我愛你！」表達對妹妹的感謝。

接著走進來一對夫婦，他們面帶愁容、不吭

聲，各自捏了一個水苔球，然後插上祝福卡，分別

寫著：「寶貝，滿滿的愛永遠給你！爸」、「寶

貝，不管你在哪裡，媽媽都希望你幸福快樂！」原

來這一對夫婦正面對失去愛女的痛苦……

看 到 植 物 撫 慰 與 療 癒 的 力 量
還有一次，活動主題是水瓶插花設計，一臉

疲憊的阿嬤走進來，她原是來探望親人的，正好 

到處逛逛、透透氣，便湊過來觀摩一下，在志工鼓

勵下，她也動手做；當水瓶插上鮮花、完成作品

後，阿嬤展開了笑顏，讓當下的我馬上被她的笑容

觸動了。

也有來探望父母、長輩的小孩，看到至親在病

中受苦，他們驚慌無措的表情，讓人憐惜這麼小的

年紀，就得面對生死課題；於是，我教他們用植物

做卡片，藉以向至親表達內心的祝福。

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活動中，我看到了植物的

撫慰與療癒力量，我已確信：園藝治療必然可以在

安寧病房推廣，我也將投身這個園地，藉植物的魔

力，即便在凋零前一刻，生命仍可容姿煥發。

在醫院支持下，我們先在安寧病房一整排落

地窗的長廊，種上一排室內植物，佈置成長廊裡的

室內花園；由於室內植物多為常綠植物，為了多點

花色，我們在春秋兩季增加一些當季時節的花卉點

綴，由這些季花帶出春天和秋天的氣息。

在建立長廊花園後，我們發現，病友及家屬開

始走動了，他們願意踏出病房，前來觀賞，也願意

坐在植物旁的椅子上；當電梯門一打開，首入眼簾

的景象滿是綠意和花色，隨視覺變化，心情也開朗

起來。

傳 遞 生 命 氣 息 與 祝 福
植物是需要細心照顧的，你用多少心血照

顧 ， 它 就 回 報 你 多 少 ； 長 廊 花 園 不 大 ， 但 枝 葉 

繁茂，傳遞出植物旺盛的生命力，看著它們，讓人

不知不覺中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似乎也獲得鼓勵和

希望。

而園藝治療課程教導大家親手製作的成品，

最後我一定要求寫上祝福卡，可以送給自己，當做

八樓長廊上，整排室內植物佈置成一個室內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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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鼓勵，也可以送給家人、朋友或陪伴者、照服

員；藉由植物，練習將祝福訊息傳遞出去。

在課程要求的創作過程中，需要專心一致，

病人可藉此暫時拋棄現實紛擾，進入單純自我的世

界；而作品形成過程中的成就感和自我肯定，也會

跟著自然浮現；相信這些小小的滿足，可以改變因

病痛而低落的心情。

安 寧 園 藝 課 程 的 特 色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嘗試，逐漸地摸索、掌握

了安寧病房課程設計的特性：

一、是單元劇、不是連續劇：

由於病友來日的狀況難料，這次來參加，下

一次不一定能再看到，家屬及陪伴者也無法

每次都來；因此，課程無法朝以連續性的內

容設計，例如播種、扦插等；而必須是每次

都是獨立的單元，每次都能有完成的作品。

二、床頭擺設：

每次活動開始前，志工總是先熱情地逐一敲

門，一一邀請大家邁出病房來參加，常常在

滿心期待下，甚至連一個病友都沒走出來；

這時，我們就自己鼓起精神，帶領志工動手

做，再由志工帶著成品一一送給病友。由於

病床空間不大，只有床頭櫃的小小空間可

利用，所以成品的體積也大不得；有時，看

到我們送出的作品突然出現長廊花園的窗台

上，我們就知道：又有病友離開了。

三、清淨室內空氣：

病房多是封閉的空間，要讓空氣流動、保持

清新，除了空調外，最需要的就是具清淨功

能的室內植物了；虎尾蘭、黃椰子、黃金葛

等，都是很好的選擇。

四、傳遞祝福：

每次作品帶著祝福卡，來到想祝福的對象手

中，所傳達的正是一種正念和祝福。

五、大自然的氣息：

久處於空調的室內恆溫環境中，病友常忘了

外界季節的變化；透過植物正好可帶給病人

季節的訊息，例如春花秋葉。

六、喚起節慶的回憶：

課程也常依著節慶設計，於是跟著病友做春

節賀卡、母親節花、端午節香包、中元節祈

福除瘴包、中秋節柚子娃娃、聖誕節裝飾聖

誕樹等，透過節慶活動，喚起愉悅的回憶。

七、小團體交流：

安寧病房病友狀況各自不同，很難同時開

始、一起結束，因此，我們常自喻為擺攤，

在交誼廳內擺好桌子、備好材料，便開始迎

接病友、家屬和陪伴者，過來與我們一起動

手做；邊做、邊聊天，不論長吁短歎或笑逐

看到病友作品再現窗台，我們就知道：又有一
位病友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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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開，整個過程就像一次小小團體治療般，

每個人可分享別人的故事，也可發抒自己的

情緒。

八、感受植物的生命力：

我們所帶給大家的植物大都好種、好照顧、

生命力強，即便在長廊或病房小小空間，

依然儘情開、綠意盎然，展現十足的生命

力，讓病人也容易受到感染。

九、無言的撫慰：

作品無論是帶回病房或家裡照顧，透過照顧

的過程，投注了心血，內心也不自覺接受了

植物的安撫。

這些課程特性不只提醒我們：在設計活動和

教學內容時更用心，我們也發現，課程服務的不只

是病友，還包括了家屬、陪伴者、照顧者，當然，

還有辛苦的醫師、社工和護理人員。一年下來，院

方看到了植物的療癒力量，課程安排於是從一個月

一次，增加為一個月兩次，地點也從安寧病房擴充

到癌症病房和復健病房。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病友終生務農或年老後

藉種菜自娛，在病房裡接觸園藝活動，正好可以與

他們過去美好的生命經驗連結，讓他們想起種田、

種菜的過去，有些人一輩子的價值就在農耕上，稻

禾、花草都能讓他們感受到生命的意義，常見他們

藉由園藝活動，儘情地分享生命故事，不但促進病

友與家人交流，病友間也因而有了互動，所以，園

藝治療也可算是生命回顧法的一部份。

而完成的園藝作品，讓整個病房增加了綠意

與生氣，不只病友看了舒坦，醫護團隊、親友進病

房一眼瞧見，便忍不住稱讚，讓病友多少有了成就

感，感受到自己還有點能力，可以自我肯定！

由於與植物有了感情，常見病友多了一分對

植物的牽掛，這時醫護人員也藉機請他們關照在

長廊的植物，病友便可不再侷限病房，而到長廊走

動、交朋友。

這些因植物連結、改變的情緒和互動，已讓

大家充分感受到：安寧病房絕非坐等死亡的地方，

相反地，即便到了最後關頭，人生還是這麼有意

義，值得等待和追尋。

（作者為台灣首位獲美國認證的園藝治療師）

病友們藉參與課程走出病房、與人互動，有如
參與小型團體治療。

悲傷的父母用水苔球植物療癒即將失去孩子的
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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