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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藝術治療（art therapy）或藝術治療法，也稱藝術療法，屬於心理治療方法之一。主要在於

利用繪畫、視覺藝術創作形式的活動，促進非語言的溝通、創造力、實際互動，協助瞭解及治

療情緒、活動、感知上的障礙。將藝術與情緒連結的概念起源於 19世紀，但「藝術治療」一詞

是由英國藝術家希爾（Adrian Hill, 1895-1977）於 1938年（一說 1942年）首次提出，早期僅被

視為非言語療法的附屬，至 1980年代始有國家認可及專業標準。（注 1）藝術治療作為一門專業

學科的發展歷史雖不長久，但已陸續衍生出多種定義、理論、派別，而在針對實務應用方面，

也隨著文化、社會、族群、家庭、個案的差異性等等，產生各種不同見解。

在臺灣，藝術治療從萌芽發展迄今，尚不足 30年，最早的發起者及奠基者為首位留學研習

藝術治療返國服務的陸雅青教授，民國 82年發表著作《藝術治療：繪畫詮釋：從美術進入孩子

的心靈世界》（心理出版社），為國內該領域出版品之前導。民國 93年 6月陸教授共同創立「臺

灣藝術治療學會」並擔任首任理事長，同時積極促成於任教的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今臺北市立

大學）設置全臺首間「藝術治療研究所」（該所民國 94年開始招生，幾經變革，今設為「視覺

藝術學系碩士班藝術治療組」）。（注 2）藝術治療的相關理念最初自西方引進，早期有志進修

者皆須負笈他鄉，取道歐美。然而透過學會的推動、相關系所課程、學術活動、實務研習等，

已逐漸建立起藝術治療在此地的專業地位，且有能力培育出本土的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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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藝術治療領域的專書，一直以來多為翻譯自歐美的論述，臺灣本地作者的原著相形之

下數量不多。105年度先後出版的《藝術治療理論與實務》以及《藝術治療工作坊：媒材應用與

創作指引》，是近年難得由本地學者執筆的原創著作。

二、評介

《藝術治療理論與實務》作者王秀絨教授任教東海大學「藝術治療學分班」；《藝術治療

工作坊：媒材應用與創作指引》作者吳明富及徐玟玲兩位教授則任教於前述臺北市立大學「視

覺藝術學系碩士班藝術治療組」。二書作者皆為國內專門科系教師，兼具深厚的理論涵養及豐

富的實務經驗。此文謹就所觀察到的各書內容特色擇要評介。

（一）《藝術治療理論與實務》

全書共 16個章節，除首章〈1.緒論〉外，其餘 2至 16章劃分成 3大部分，第一部分：歷史

與理論（2.藝術治療的歷史；3.藝術治療先鋒人物；4.藝術治療空間及其演變；5.藝術與精神分析；

6.藝術治療的治療要素；7.藝術治療關係的開頭與結尾；8.分析性瞭解：創造、美學與象徵；

9.藝術治療理論取向與發展）；第二部分：臨床實務（10.兒童臨床應用：如火山般的內在世界；

11.依附架構「手足團體」藝術治療；12.性侵害青少年倖存者藝術治療；13.隔代教養與家庭工作；

14.藝術治療與精神障礙；15.身心障礙與藝術治療團體）；第三部分：發展與訓練（16.藝術治

療發展與訓練）。

此書在有限篇幅中，內容觸及層面極廣。首先介紹與澄清部分迷思及概念，說明藝術治療

的各種理論與要素，進而舉出臨床實務案例分析不同治療對象及議題，最後則詳述作者曾留學

且最為熟悉的英國藝術治療整體發展過程，兼及臺灣的發展情形及訓練課程。王秀絨教授以淺

白口吻將所有跟藝術治療相關的藝術流派、人物、學說、思潮、論點，以及各階段人、事、物

隨時空發展的交互作用等，其來龍去脈皆清楚交代，獨特娓娓道來的筆觸，將單調深奧的學理

轉化成易讀的故事，而書中分享個人求學及教書時的觀察與體驗，也具有一種親切風格。

本書的易讀性，體現於幾個特色之中，除了作者細膩的寫作風格之外，在 1至 9章的起始，

都提示有「本章目標」，列出「閱讀本章之後，你將會：」學習到的重點。此外，精心設計的排版，

利用各式標題風格、字體大小與粗細等，將每篇章節、段落清楚分類，也有助於讀者在大量文

字當中，梳理出重點要義。如同〈作者序〉中所云，本書希望滿足不同層面讀者的需求（專業

學習者、初學者、相關專業人員、訓練第二專長者、有興趣的社會大眾），就內容之專業深度、

廣度、可讀性等等而言，相信此書能獲得讀者廣泛接受。

（二）《藝術治療工作坊：媒材應用與創作指引》

此書同樣分為 3大部分，第一部分：藝術治療媒材概論（分為兩節 1.概念；2.理論，共 15

項子題）；第二部分：媒材應用與創作活動方案（分為兩節 1.平面媒材；2.立體媒材，共 1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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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並列出 27種方案範例）；第三部分：媒材準備與藝術治療空間規劃（分為四節 1.如何取

得創作媒材；2.如何準備行動媒材箱；3.如何規劃藝術治療工作室空間與媒材管理設施；4.結語，

共 8項子題）。

首先於起始部分介紹藝術治療媒材背景知識，有關抽象理論、名詞釋義等內容，採取大綱

分項形式扼要闡述。接續兩部分有關媒材種類、活動方案、媒材準備、媒材與空間規劃管理等，

則有「類工具書」的編排風格，便於讀者查找及參考利用。例如〈媒材採購店家〉列表；又例

如〈方案範例〉篇章首頁的表格，提供每項藝術治療活動單元及其所對應的媒材應用類別，並

貼心加註書中頁碼位置以利讀者檢索翻閱（如：「雙重人格面具」活動單元的媒材應用屬於「繪

畫＋複合拼貼」，在書中第 231頁）。〈方案範例〉的每項單元皆先以表格提示包括：活動所

需時間、需要準備的媒材、適合模式（個別或團體）、操作模式（指令式、引導式、互動式、

自由式）、MDV（媒材量度變數）、ETC（表達性治療連續系統）等訊息，再進一步解說活動

步驟（一、創作歷程；二、作品對話：1.目標、2.對象）、變化應用、注意事項等，每項並搭

配實際創作的過程或完成品的影像紀錄。書中多達 27種的活動方案，為藝術治療從業人員提供

了豐富的參考範例寶庫。

配合本書的實務應用風格，於圖書版面設計也注意到相關細節，幫助讀者針對需求查尋參

照。例如全書採用彩色印刷，除了以色彩標示章節，更配置大量的彩圖，幫助讀者理解活動進

行的步驟、各種變化應用的成果等。此外，作者也盡量透過各式製表及示意圖，羅列相關資源

或比較優缺點等。書後的附件一「藝術治療媒材應用與創作活動方案表格」、附件二「團體藝

術治療活動方案計畫表格」、附件三「冥想引導語」，更提供了讀者應用上的便利。書末的「參

考文獻」則特別分為中文文獻、中文譯本、英文文獻三類，亦有助於讀者查找本地相關專業作

家及其出版或翻譯概況。

最後想補充的是「參考文獻」的中文譯本書目，其中有三種文獻未列中文版訊息：一為

Gantt收錄於Wadeson編輯專書的文章，然因筆者寡陋未知其譯本﹝註：此條書目似有筆誤之

處，如文章名採斜體、Wsdeson之誤拼﹞；另外兩條書目，一為 Gardner原著，陳瓊森譯，《MI

開啟多元智能新世紀》（臺北：信誼，1997）；一為 Golomb原著，石孟磊、俞濤、鄒丹譯，《心

理學家看兒童藝術》（北京：世界圖書，2011）。

三、結語

《藝術治療理論與實務》、《藝術治療工作坊：媒材應用與創作指引》兩書恰好相輔相成，

將藝術治療的歷史、理論、臨牀實務、媒材應用等重要面向皆含納在內，顯示在臺灣對此學科

的全面探討已臻成熟。而由國內學者執筆的作品，最可貴的在於作者書中所分享，長期累積的

第一手本地經驗，並且在闡述歐美國家概況的同時，亦就臺灣情形加以比較。此外，條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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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寫及普及化用語，更是多數翻譯本無法企及的優點，讓兩本作品讀來格外輕鬆易懂，沒有

翻譯本經常難以避免的拗口語法，不會造成讀者的理解上的負擔。未來，期待有更多本地鑽研

藝術治療的學者、專業人員，投入出版寫作，豐富出版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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