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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08  記者 楊佳靜 文

當醫院遇上藝術，兩個看似南轅北轍的名詞，將會碰撞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每當人們提起「醫院」，腦海中大都會浮現出有關生、老、病、死等字眼，也會自動與疾病、痛

苦、死亡、恐懼等詞做連結。人們造訪醫院都是有目的性或是不得已的，因此，醫院從來不會是

讓人想要多逗留的地方。然而，當貼近人心的藝術注入令人憂懼的醫院空間後，就可能有截然不

同的轉變發生。

每當想到醫院，心裡會產生什麼樣的感受，憂慮、害怕？（圖片來源／Ｙａｈｏｏ搜尋）

醫院與藝術的淵源醫院與藝術的淵源

自古以來醫院便是一個極為特殊的環境空間，人們到此渴求能夠再度獲得健康的身心、擺脫疾病

。而疾病的成因是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美國曾有科學家在醫院做過相關研究實驗，透過改

善醫療環境，證明環境是影響健康的關鍵因素。提供好的環境，的確可以有效促進人們的身心靈

平衡。由此可知，藝術除了最主要的美化功用之外，也具有撫慰心靈的效果。

從歷史來看，讓藝術進駐醫院，其實不算是近代才出現的全新概念。早在中古世紀開始，西方國

家的醫院便會邀請藝術家來佈置院內環境，通常是以宗教為主題，目的是讓每個病人都能在院內

看見上帝的畫像，並向這些繪畫為自己和家人祈禱健康平安。雖然初始僅是以宗教信仰為立基點

，但是這種藉由藝術撫育心靈的思維，也延伸發展出往後的醫院公共藝術概念。

早在百年以前，著名的護理大師南丁格爾便注意到藝術可以帶給人療癒的效果，她曾寫下：「給

病患欣賞不同的形體與顏色，是使他們痊癒康復的實際方法之一。」這樣的一段話，南丁格爾認

為良好的治療環境，除了需要重視衞生乾淨外，美感也不容忽視。如今，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紛紛

成立提倡醫院公共藝術（Hospital Art）概念的組織單位，讓藝術成為醫療領域裡的重要環節。

藝術也能變醫術藝術也能變醫術

現任喜恩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的負責人陳惠婷女士認為，公共藝術就是透過藝術作品來提昇環境的

品質，並且提供所有人欣賞，「就像是一種很好的社會福利。」她如此形容。

陳惠婷曾造訪過美國多家醫院，考察其中的公共藝術建設與裝置，並深深地感受到這些醫院中的

藝術，所帶給人們的效用與力量。陳惠婷表示醫院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通常在那裡聚集的，都

是渴求恢復健康的人們，身心比較脆弱。因此，出現在醫院裡的藝術，有別於其他地方的公共藝

術，往往能夠發揮更多除了美化環境以外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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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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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是人們經歷生命波折的場所，但他不一定要讓人們沉浸在凝重的氛圍。（照片來源／楊佳靜攝）

醫院中的公共藝術最積極的目的就是透過營造藝術化的空間環境，增進健康因子，讓藝術也成為

治療的工具之一。陳惠婷表示以心靈層面來說，醫院裡的藝術作品可以分散患者對於病情的注意

力，提供他們心靈想像與回憶的空間，進而紓解病患及家屬的憂慮心情與壓力，重建他們對未來

的期待與盼望。而以空間環境層面來說，製造出更生活化、人性化的環境場所，不僅能夠增添親

切感，也可以降低患者的恐懼，「不要讓住院就像進監獄一樣。」陳惠婷認為當患者的心情得到

舒緩、感到安定，醫生的療程也能更有效率地進行，同時也提升了自我治癒的能力。

醫療環境的藝術化，讓辛苦的醫院工作者，能夠在更優質、溫暖的環境中工作，相對地也會有更

好的服務品質，對工作者、患者兩邊都是好事。而公共藝術呈現的方式更是多元、變化多端，不

一定只拘泥於永久性的實體作品。目前陳惠婷正在籌劃的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藝術設置案，便是

透過互動藝術的方式來進行。她設計了許多藝文相關活動、計畫等等，期望病患能夠從共同參與

藝術創作的過程中，紓解他們因為疾病所帶來的孤寂與痛楚，並且藉由作品表達出自我的感受與

情緒，或在人際互動的交流中，建立正面的態度、減少壓力，達到更人性化、溫暖的醫療環境。

台灣醫院的公共藝術台灣醫院的公共藝術

與許多國家的醫院相比，台灣在醫療環境的公共藝術發展上，顯得較為緩慢。以目前全國的醫療

環境來看，陳惠婷認為只有少數如台大兒童醫院，是頗成功的案例之外，大多數的其他醫院，在

公共藝術的設置概念上，都僅止於擺出幾張複製畫作和幾盆植物。「台灣的醫院都太擁擠了。」

陳惠婷表示，由於台灣人口稠密，在這樣擁擠、匆忙的環境下，沒有悉心安排過的藝術設置，反

而會有扣分效果。

 台灣醫院的公共藝術大部分也都缺乏「整體」的概念。國外醫院的公共藝術設置，大多是從建造

時就開始計畫，從外到內，都由專業設計師安排。美國的波士頓兒童醫院，醫院大廳以明亮、活

潑的配色為風格，連服務台都刻意降低高度以配合兒童身高，這種「量身訂做」的概念，台灣的

醫院卻鮮少看見。

台大兒童醫院內的走廊充滿各種可愛的圖畫與裝飾，充滿親和力，降低兒童對醫院的恐懼。

（照片來源／楊佳靜攝）

而台灣發展公共藝術的另一個困境，便是「資金」的來源不足，雖然現在的法律規定，新建設的

公共機關必須有百分之一的經費來設置公共藝術，不過這樣的預算只能算是基本保障，若要以完

善且長期的經營來看，勢必需要更多的資源與經費。歐美國家的醫院藝術設置，除了政府資源以

外，多是來自民間的組織或一般大眾的募捐和策劃。目前，台灣民間資源投入公共藝術的比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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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資深配音員蔣篤慧，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
的酸甜苦辣。

舊不高，醫院也不會挹注更多的資源在美化環境上。

陳惠婷認為，主要原因是目前的台灣民眾，仍不太清楚醫院公共藝術可以帶來的價值，「如果它

的正面積極效益，能夠讓大家有更多的認識，相信會有更多人願意去做這件事。」她表示或許大

家還不習慣有藝術圍繞生活的感覺，也尚未感受到對它的需要。即使陳惠婷發現近來在其他領域

方面，台灣對於藝術美感的需求有逐漸地提升，但是醫院方面依舊比較缺乏。

台大兒童醫院在候診空間也設置了許多遊戲區，讓等候看診的孩子，不會感到無聊或是焦慮。

（照片來源／楊佳靜攝）

環境對於一個人的身心健康有著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醫院這樣讓人容易產生焦慮、恐懼的空間

，而透過藝術來美化、重新在環境裡注入生命力與溫暖，便可以轉變整體原本緊張的情境，促進

人們的身心健康提升到更好的層次。不只是長期住院的患者可以受惠，等候看診的病人或陪診的

家屬，也能夠在更舒適、美麗的環境停留。但目前這些效益都無法明確去統計、或是以實質的數

據資料來證明，藝術在空間環境中所能創造的價值與效用，其實是相當可觀且超乎想像的。未來

台灣的醫院藝術發展，仍需要大家更多的關注與重視。

註：有關於美國環境對身心影響的研究資料來自於《心靈門診　醫院公共藝術》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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