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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尊重和關心為良藥 —— 妮斯・西爾維拉 

當你在做著一件正確的事情，卻惹來其他人的反對和攻擊時，你會如何面對呢？ 

 

精神科醫生妮斯・西爾維拉會告訴你：「你有一萬種方式過你的人生，為你的時間而戰，

忠於自己的生命吧！」妮斯身為巴西當時唯一一位女精神科醫生，她用其嬌小的身軀和強

大的意志，為精神病患開闢了一條人道治療的道路。 

 

妮斯・西爾維拉(1905-1999)出生在巴西。當時的巴西正由獨裁政權過渡至憲法民主國

家，奴隸制被廢除，女性地位逐漸提高。自小便立志成為醫生的妮斯，在 16 歲時考入醫學

院。當時班上有 158 個學生，就只有妮斯一個女同學，大家都質疑，這個瘦弱的女生怎能

應付難苦的醫科學習呢？妮斯不因別人的質疑而看輕自己，內心強大的她，努力奮讀，不

但順利畢業，還名列前茅。 

 

妮斯㨂選了精神科成為她的專業。過往，精神病患不受控制的行為，會被視為邪靈附體。

但是隨著醫學進步，人們了解到精神病是腦神經系統失調所致。精神病科成了當時熾熱的

醫學研究項目，妮斯對如何有效解決腦神經系統的紊亂也相當感興趣，所以便當上一名精

神科醫生。 

 

畢業後，妮斯前往「佩得洛二世精神病院」就職。那時的精神病院環境十分惡劣，病人被

關在鐵牆內，統一穿上灰白色病人服，在簡陋的環境過著如被畜養的生活。有暴力傾向的

病人，更會被關進空無一物的獨立房間，連天空也見不到一眼。「佩得洛二世精神病院」

裡有1500名精神病患。能行動的，白天就放他們在空地走動；行動不良的，就躺在床上沒

人管，有排泄物也不加以清理。 

 

妮斯見到病人生活在這麼可怕的環境中，內心很難過。但更讓妮斯不能接受的，是當時的

治療法。 

 

有一次，妮斯被叫去觀摩「大腦額葉切除法」和「電擊休克療法」，這類療法是以電擊代

替麻醉藥，再為病人把大腦中有情緒反應的腦神經切除，從而降低人的感知，讓人瞬間

「回復平靜」。當天的主講醫生準備即場示範腦部電擊，只見被選中的病人，在非自願

下，被三四名護理員粗暴地拉扯入手術室。過程中，病人不斷發出淒厲的慘叫，可是其他

醫生卻在冷靜地觀看，只有妮斯既震驚又痛苦。有的醫生見到這個新來的女醫生如此坐立

不安，開始嘲諷她膽小，不夠專業。妮斯感到很難受，她猛地站起來，喊停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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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醫生望一望妮斯，然後不屑地說：「如果你害怕，現在可以離開。」其他醫生開始竊

笑。 

 

妮斯質疑說：「今天的手術，得到了這名病人的同意嗎？」此話一出，引起了全場大笑。 

 

主講醫生沒有耐性去應酬妮斯，雙眼盯著她說：「今天的示範已經得到院長的批准，你去

問院長吧！」隨即便繼續手術。 

 

妮斯並非害怕面對手術場面，而是反對在病人的不情願下使用侵入治療，強行移除意識。

妮斯觀察到，被切除大腦額葉的病人，表面上雖然平靜了，行為和反應卻變得遲鈍，智力

也倒退。她決定向院長反應，要求停止使用這種療法。但這種療法在當時被公認為最方便

有效的方法，誰會理會妮斯微小的聲音呢？結果，她的意見不單不被重視，還被調職去最

少資源的「職能治療部」，被投閑置散。 

 

「職能治療部」是讓病人學習技能，藉以穩定病情的地方。但當時的精神科醫生根本不相

信這一套，它的設立一直都只是一個擺設。有些醫生取笑妮斯，說羨慕她能在這裡悠閑地

工作，不像他們如此忙碌。 

 

面對冷言冷語，妮斯沒有多加理會，她明白如果自己只關心其他人的想法，就什麼都不會

做了。妮斯沒有如同僚預期這般清閑，她計劃改革「職能治療部」。 

 

首先，她嚴格要求護理員對待病人時要遵守三項原則：傾聽、觀察和閉嘴。當時的護理員

普遍對精神病患很不禮貌，不僅叫他們「瘋子」和「流口水的動物」，更時常打罵他們。

妮斯要護理員以「先生」、「女士」尊稱病人，更嚴禁護理員對病人胡作非為。 

 

接著，妮斯嘗試打開病人的心。妮斯想到玩踢球遊戲，讓病人可以藉着運動讓精神放鬆一

下，同時讓病人再次體會人和人之間的交流合作，幫助他們重回生活的場景中，重拾活著

的感覺，才有望打開心的牢籠。 

 

妮斯的嶄新治療手法，證明病人對外界仍有感知。而護理員也慢慢看見這份工作其實很有

意義，開始用心去照顧患者。一天，一個喜歡美術的護理員建議教病人畫畫。妮斯想到哲

學家斯賓諾莎的理論，人對外界的反應，可用圖像來呈現。病人無法用語言表達情緒和感

受時，那換種方法，讓他們畫畫，或許可以幫助他們釋放感受。 

 



（10）妮斯・西爾維拉 —— 同理和尊重 

3 

 

於是，「職能治療部」再次變身，成為繪畫工作室，讓病人前來畫畫。果然，病人都樂意

來到工作室一嘗繪畫的滋味。一開始，有些病人只會漫無目的地在畫紙上亂塗亂畫，有些

病人在過程中因未能達到自己的要求而發脾氣。妮斯都一一包容並加以耐心的引導。慢

慢，從雜亂的點、線和色團中，開始出現幾何圖形和鮮明的色塊。妮斯知道，病人已從無

意識的狀態，經過繪畫，一點點地重組心靈。「繪畫工作室」成為了病人最喜歡的心靈休

息室，當中包括那個被電擊的病人。開始時，他一味畫空房間，然後再逐一為房間添加物

品。妮斯察覺到他想透過畫畫表達某些事情，於是便找到病人的媽媽。病人的媽媽一眼便

認出兒子所畫的是自己以前工作的地方。她告訴妮斯，兒子愛上雇主的女兒，可惜那女孩

另嫁他人，然後兒子便精神失常了。這個被醫生切割了大腦感知的少年，原來一直不被聆

聽。如今他用畫筆努力說出他的故事，這次，他的故事被聆聽了，一顆受傷的心靈，終於

得著安慰。 

  

「繪畫工作室」的成功，給予妮斯很大的鼓舞。妮斯又想到新的方法去幫助病人緩和情緒-

--她讓病人照顧小狗。這些可愛的人類良伴，使最暴力的病人的情緒也得到緩和。病人不

但把小狗照顧妥當，同時也找回生活的意義，把自己也重新清潔打扮了一番。 

 

妮斯的病人的精神狀態有了明顯的改善，原本是精神醫學上的突破，不料竟然招致其他醫

生的妒忌。他們強行以在院內飼養動物會令環境變差為由，把由病人照顧的小狗全部殺

掉。這些自私而野蠻的行為，令剛有起色的病人𣊬間崩潰。他們把悲傷和憤怒，用自殘及

暴力來宣洩。其他醫生趁機攻擊妮斯，指控她的治療方案無效，導致病人失控，工作室因

此被逼關閉。 

 

經此一事，妮斯受到了重大的打擊。她每天在家中想到自己的努力，被人的自私一下子催

毁了，便氣憤填膺；想到剛有進展的病人再次被無情打擊，更是心痛得落淚。她的丈夫為

了開解妮斯，帶了她出席朋友的畫展。當妮斯置身在畫廊中，看著一幅又一幅的畫作，突

然看到了曙光。她明白到，單靠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她需要向外求援。她重新振作，回

到繪畫工作室整理病人的畫作，然後把畫帶到當地的美術館，提出合辦畫展的建議。這類

型的畫展前所未有，馬上得到媒體廣泛的報道。之後，巴黎美術館邀請妮斯到當地辦展

覽，令世界都關注起精神科病患的權益問題。 

 

那個曾獲諾貝爾獎嘉許的「大腦額葉切除法」，在1950年被定為嚴重違反人權，最終被廢

棄。妮斯的堅持和努力，成功為精神病人爭取合理權益，造福了全球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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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妮斯建立了主張藝術治療的「無意識意像博物館」，同時研究病人和動物之間的

情感連接，繼續為精神病患尋覓治療的良方。1956 年，妮斯創立了「棕櫚院」項目，接收

之前在「佩得洛二世精神病院」受到二次傷害的病人。 

 

妮斯在 1999 年離逝。2014 年，聯合國將她蒐集的 35 萬件由病人創作的藝術作品，列為

世界遺產，以紀念妮斯以尊重和關愛，為被社會唾棄的精神病患貢獻一生。 

（2836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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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尊重和關心為良藥 —— 妮斯・西爾維拉 問題（請圈出合適答案） 

 

1 妮斯為何決心改變當代治療精神病的方法？ 

A 當代治療精神病的方法不人道 

B 當代治療精神病的方法對病人造成嚴重傷害 

C 以上皆正確 

 

2 承上題，當妮斯提出改變治療方法後院長如何對待她？ 

A 辭退妮斯 

B 將妮斯調往最少資源的「職能治療部」 

C 將妮斯調往其他精神病院 

 

3 在妮斯改變治療方法後，精神病人有何改變？ 

A 病人願意打開心扉 

B 病人的精神狀態有明顯的改善 

C 以上皆正確 

 

4 妮斯用了以下哪些治療精神病人的方法取得成功？ 

A 飼養犬隻，繪畫 

B 飼養貓隻，繪畫 

C 飼養犬隻，音樂 

 

5 妮斯建立「無意識意像博物館」的目的是？ 

A 令病人可以舒服養病 

B 對病人進行藝術治療 

C 研究人與植物之間的情感連接 

  



（10）妮斯・西爾維拉 —— 同理和尊重 

6 

 

延伸思考： 

 

1. 妮斯治療精神病患者的方法中如何彰顯出同理心？試引例子加以說明。 

 

 

 

 

2. 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人能喚起你的同理心？你可如何同理及關愛他們的需要？ 

 

 

 

 

3. 妮斯盡心盡力去治療精神病人及協助精神病人，即使遇上多次被其他人攻擊及傷害仍

不放棄。你認為妮斯的行為體現哪些精神？這些精神值得你學習嗎？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