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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養生——園藝治療在臺中

「從四月七日那天起，爸爸他幾乎都沒有

笑，今天是他住院以來最開心的一天，笑容也

最多。」林阿伯的媳婦美華開心地說。

與植物生命對話  主動復健的魅力  

在臺中慈濟醫院的空中花園舉辦的「園藝療

法工作坊」，讓林阿伯終於走出生病的陰霾。

林阿伯於六十歲退休，今年七十七歲，或許

因為春夏之際天氣溫差劇烈變化而在兩個月內

接連中風兩次，所以來到臺中慈院住院治療。

但突然從健康人變成生病住院，且四肢變得無

力，讓林阿伯很難接受，心情一直不好，醫院

安排的中風後復健，他也做得不太情願，這樣

下去，復健效果也可能有限。所以當媳婦美華

聽到復健科的陳俊亨醫師跟她說院內有園藝活

動，她就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帶公公來參加。

美華說：「沒想到這麼棒！以後你們一定要常

常辦！」

只見在老師的引導與家人的鼓勵協助下，林

阿伯完成了三、四種植物栽種的組合，眼前的長

形花盆頓時變得綠意盎然，接著，林阿伯主動地

壓壓噴水汽的噴頭，綠葉上多了好幾顆晶瑩的水

珠，阿伯應該有感受到小植物的生命力吧！？不

自覺地，阿伯已經自己在復健手部的靈活使用

了，而且臉上露出幾日來難得的微笑。

與科博館聯手  

廣邀國際交流 

「園藝治療」早在十七世紀晚期在西班牙及

北蘇格蘭等地開始萌芽，運用有生命的素材，

透過植物本身豐富的質地、色彩與香氣刺激記

憶與思考過程，並激發對外在環境的覺察；

「園藝治療」，是一種「綠色照護」 (Green 

Care)的概念，在歐美已發展多

年，成效獲各方肯定。

在英國、加拿大、澳洲與日

本或更多國家，都有園藝治療

組織，復健效果也多有實證，

此外，對於老年人的生理、心

理與社會、認知功能也有不錯

的成效。而在臺灣，也有部份

養護機構試著將園藝治療法運

用在老人、特教學生與身心障

礙者身上，但主要還是在學術

上的效果探討為主。其實，大

林慈院為身心障礙病友開辦的

庇護工廠──大愛農場，也早

運用了綠化的治療功能。

自從二○○七年與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合作開始舉辦第一

屆的國際園藝療法研討會後，

開始了慈濟耕耘園藝療法的思

考。

文／曾秀英、梁恩馨

綠色照護的成效已在許多國家受到肯定。圖為

一位慈濟人帶著女兒在慈濟大愛農場種樹、體

驗園藝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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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每次的工作坊、研討會，總少不了陳建仲醫

師的身影。看到經過「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的病人能心情舒緩，且主動復健，也

是陳建仲主任承擔起臺灣綠色養生學會理事長

職務最大的目的之一。

「園藝」，大家很熟悉，逢年過節，全臺

各地的花市總是熱鬧滾滾，要用植物花束為家

裡添喜氣，平時走過大街小巷也看得到各種花

草樹木，室內的插花、盆栽、景觀植物，室外

的公園、花園、香草、藥草園，都可以讓人神

清氣爽；但是怎麼把園藝變成一種「治療」方

法？真的可以發揮神奇的療效，能發揮療癒病

痛的力量？

在二○○七年第一屆研討會中聽完日本園藝

療法專家菅由美子(Yumiko Kan)的演講後，讓

科博館的植物組嚴新富主任、慈濟基金會的景

觀設計總監陳瑞源教授感到好奇，開啟積極接

觸園藝治療。嚴主任與陳教授都是非常了解植

物、深愛植物的專家，慈濟醫院的空中花園景

觀就是出自陳教授的知識與巧手實作。這兩位

鐵三角力促  

綠色養生學會成立  

「 臺 灣 綠 色 養 生 學 會 」

(Formosa Green Care Association)
在今年一月二十三日正式成

立。而在成立之前，早已連續

三年舉辦研討會，邀請各國專

家學者來分享園藝療法，也積

極培育園藝療法志工，研擬如

何讓園藝療法可以幫助更多
日本第一位取得園藝治療師資格的專家菅由美子，

促成綠色養生學會的成立。攝影／曾秀英

綠色養生學會成立後，邀請許多國外專家授

課演講。圖為美國的講師演講「認知壓力與

自然療癒過程」。攝影／梁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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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當然相信植物的魅力與生命力，所以能夠

讓植物發揮治療疾病的功能，更是好上加好。

「那一場聆聽菅由美子的演講，影響了我

們，覺得在臺灣推廣園藝療法是可行的！」嚴

新富主任談起促成推廣臺灣園藝治療的源起，

仍充滿興奮。

嚴主任與陳教授、中醫部陳建仲主任三人因

此結下深厚默契，逐漸明瞭，要成功推廣園藝

療法，必須要透過組織運作，結合臺灣現有的

園藝治療資源與國際專家力量，穩穩的邁出第

一步，因此這鐵三角的陣容開始推動綠色養生

照護學會的共識，而在三年後付諸實現。

園藝治療很神奇  招募培訓志工

菅由美子是第一位在美國受訓，取得園藝

治療師資格的日本人，她參與這鐵三角推動的

「國際園藝治療學術研討會」，一做就是三

年，可以說是幕後策劃的大功

臣之一。

在由美子的協助下，學術研

討活動廣邀來自歐洲、美洲和

亞洲具備豐富學識與實際經驗

的師資，加上臺灣醫界、學界

的課程分享，臺中慈濟醫院與

國立科學博物館共同合作。每

一屆國際園藝治療研討會的與

會人員都感受到園藝療法的重

要性，有在臺灣成立組織推動

的必要。

連續兩年的研討會，他們

的努力，連國外的講師也看到

了，也願意來臺授課，而且不

收講課費用，等於是鼓勵贊

助。於是，二○○九年十二月

十八日到廿七日，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與臺中慈院再度合力

推出臺灣首見的園藝療法實作

課程──「園藝志工訓練工作

坊」，分講座與實作兩階段，

為期六天，臺中慈院與科博館

只需負責日本、韓國園藝療法

專家的食宿交通費用。

提前抵達協助前置作業的菅

由美子，一待就是一個月，傾

囊相授所學，全程在旁觀察活

動的進行，供學員了解園藝活

動雛型，並進一步掌握未來規

劃的課程。翻譯志工閻麗妮師

姊貼身翻譯一路陪伴，讓訓練

進行得更順利。

今年五月初，綠色養生學會於臺中慈院空中花園舉辦園藝工作

坊，景觀設計師沈瑞琳向病患及家屬介紹園藝治療的方法，學會

會長陳建仲主任（右一）也在旁陪伴學習。攝影／梁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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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相信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例如一位患有

小兒麻痺的女性病患，右關節打了鋼釘，復健

治療時，因為一直重覆相同的動作，做久了就

感到無趣，接觸園藝治療卻會愈做愈有興趣，

自動自發去做，不自覺就能運動到需要復健的

部位，這樣的活動更有意義。秀儀的看法是，

動態實作課由科博館植物專

家擔綱指導，除復健科、身心

科等患者，甚至鄰近的仁愛之

家住民都應邀加入體驗行列，

幾次活動下來，參與者臉上出

現神奇變化，讓醫護人員與志

工學員成就感十足，更有信

心。

復健兼休閒  心寬效果好

志工輔導患者的分組練習

時，復健科醫師陳俊亨到場協

助，目睹患者神奇的進步。他

說，陳先生因高血壓引發中

風，影響說話功能，講話變得

小聲，復健一個月，左手仍不

靈活，整個人不大有自信，本

來很沮喪。從事園藝活動，比

他本來的能力高一點，也不必

出很大的力量與精神做動作，

對他來講十分適合，就算不是

治療，也是一種好的休閒。 
確實，陪伴在陳先生身邊的

志工也發現，一開始，患者的

表情不多，比較被動，經過幾

天的活動下來，最後一節課最

明顯，一張柔和的臉，陽光般

的笑容擋都擋不住，證實園藝

治療確有成效。

護理師劉秀儀陪伴不同的

患者，心得特別多。她說，不

同病人有不同特性，在不一樣

的活動中，用不同的方式去帶

上圖：園藝志工們分工合作，細心整理各種材料提供給病患使用。

下圖：受過專業訓練的園藝志工帶領病人們栽種。除了指導、協助

之外，志工們最大的功能是提供友誼與支持的力量。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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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植物是大自然的東西，身在其中會被它的

香味與形狀所感動，心情更愉快，身體自然就

會好走起來。

另一位日本園藝治療師寺田裕美子(Yumiko 
Terada)，對病患的笑容留下深刻印象。她說，

日本的園藝治療不會有那麼多志工，種植植物

時，眾人不時談到它的相關話題更是有趣，收

穫最大的不是植物而是人與人、人與植物彼此

的互動。

復健醫院職能治療師劉秀之從不同的角度切

入，有不同的建言。她說，科博館以前都是將

園藝介紹給一般人，而不是針對病人，不過首

次結合醫療，運作下來可說十分順暢。但她建

議仍應依不同的對象與背景設定專業目標，才

能設計活動，例如針對腦傷者，可以增進他們

的社交能力，就可以特別設計互動的部份，讓

治療的效果更具體。

劉秀之治療師表示，臺灣醫界最早發展園藝

療法的是精神科，一般來說，由復健科做會更

好，慈濟體系由臺中慈濟醫院中醫主導，建議

多上課，讓帶領園藝的人員更了解各種疾病的

問題，醫療人員也要更深入園藝的常識，依病

人不同的能力安排或加強，更能發揮園藝治療

的效果。

中醫園藝治療  

值得推廣與期待

對園藝治療有濃厚興趣的中醫部鄭宜哲醫師

分享，臺灣有取得園藝治療師證照資格的人，

也理解園藝治療的理論，但可惜資源沒有融入

醫院系統。所以找日、韓等國專家來臺，希望

在有組織的推廣下，學習如何將園藝治療用在

醫院，做得更多一點。

鄭醫師接著提出他的心得，

廣義的園藝也包括景觀，治療

師只是陪伴者，工作是傾聽、

關懷，真正在做治療的是植

物。愛好園藝大自然是人與生

俱來的天性，所以在概念上是

「先園藝、後治療」。

鄭醫師也建議中醫部可以

讓園藝治療更有趣的作法，例

如：「臺中慈院中醫的藥草

區，可以依患者的需求，補充

他們在肝、心、脾、肺、腎臟

有缺乏的部位，例如：緊張型

的到『舒緩區』，讓植物柔和

的顏色放鬆他們的心情，四肢

無力型的到『補強區』，讓顏

色鮮艷的植物帶來活力。就像

動物受傷時會依天性找到能療

傷的植物，只是現代人忘記了

這部分的天性。」

日本園藝治療專家菅由美子

肯定，中醫本來就是很獨特、

很好的照護方式，尤其歐美國

家的西藥發展已遇到瓶頸，對

東方醫學、漢方等的替代療法

都有高度興趣，中醫加入園藝

治療行列，獨步全球也值得期

待、關注與推廣。 

跨領域整合  

培育人才是長遠之道

由美子強調，日本發展園藝

治療的初期，以前也跟臺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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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案例，園藝療法對認知障礙者重點不在治

療，而是幫助他們融入人群與社會，志工投入

更重要的功能是「友誼的建立」，不只是在一

旁指導、幫助肢體不便的患者，而是在過程中

友誼的互動，讓患者得到支持的力量。　

對臺灣園藝發展寄予厚望的菅由美子，在培

訓營隊結業式上，回憶當年乍然接到來自臺灣

的邀約電話時的心情。「決定要來臺灣的那一

刻，需要很大的勇氣。」當時，她在瑞士一個

很大的湖邊游泳、邊想了很久，掙扎著來或不

來，只是一個念頭起來，就決定了要到臺灣。

想來，這也是三年前的事了，菅由美子一路

行來，花了不少心力，希望大家接下來也要努

力走下去，因為，在園藝治療上努力走下去，

一定會有不錯的成果。

樣，遇到整合的困境，也會各

做各的，後來，依各自的特性

去發展，合作的契機自然就到

來，過程中人才的培訓十分重

要。慈濟醫院、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在臺灣的醫療、園藝領

域都屬高階水準，雙方合作的

模式很了不起。

第一步的嘗試可說很成功，

但「園藝治療不是短短幾天就

能了解的，未來還要不斷舉辦

活動，才能確實培養人才。」

菅由美子語重心長的說，

經由大自然的療癒促進身體的

健康，在世界各國已有很多成

臺中慈院培訓的志工們工作的情形。園藝治療需要不斷持續舉辦活動，才能確實培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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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博館館員鄭景仁也有感而發的說，園藝治

療活動辦理三年來，最大的感受是，志工主動

找事做，讓人特別感動。

他觀察日、韓老師提供的課程，也有很多心

得。鄭景仁說，這些老師的課程，都不只是看

看幻燈片而己，像八位韓國講師的報告，每個

人都從單一的部分、獨立出一個主題，個別做

出一篇研究，可見韓國人對使

用者型態的要求分門別類，由

不同的人執行不同的層面，園

藝治療能做到依不同的需求量

身訂做，讓他見識到韓國潛在

的強大競爭力，更佩服他們的

精神。

而日本講師的課從日本精神

出發，內容多元而道地，更讓

景觀設計出身的鄭景仁，有很

大的衝擊，原來日本對環境有

一套嚴謹而先進的設計準則，

在環境協調中讓人有不同的感

受，精彩的課程，筆記多到讓

他來不及抄。

種子志工的見證

肯定植物療癒力

園藝志工們從實際的運作

中，見證病人經歷的心靈成

長，讓他們很有成就感，來自

后里的詹有明師兄很肯定這種

輔助療法，他表示：「對病人

來說，侵入性治療是痛苦的，

但園藝治療符合環保，又能夠

帶給病人喜悅，達到醫療效

果，雖然要走的路還很久，但

是很值得！」

對園藝一直很有興趣的護士

陳靜瑤，曾經花錢去上課，也

聽過其它老師的課，她說，此

次值得回味的地方特別多，不

管是理論的舖陳介紹，還是植

菅由美子（上圖中）來臺三年，看到志工主動的精神以及病人和家

屬的愉悅，感受到園藝治療在臺灣的成長。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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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Special Report

物種植的操作與患者的陪伴都

是按部就班，收穫滿滿。

日本講師豐原憲子 (Nor iko 
Toyohara)表示，日本現在有很

多事都不做的人，看學員們參

與訓練如此熱情，非常感動，

下次再有邀約一定會再來。她

也提到，一九九○年日本舉辦

花博會時大做宣傳，藉著民眾

對花卉植物有高度興趣，引發

全國強烈討論，適時提高大眾

對園藝治療的關注，建議臺灣

也可以利用二○一○年辦花博

會的機會好好推動，讓大家了解園療的功效。

二○一○年一月廿三日，「臺灣綠色養生學

會」以臺中慈濟醫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

基地，等待已久的組織終於正式成立，接下來

將規劃進行園藝志工、園藝治療師的培訓與認

證。

會中正式對外宣告，臺灣綠色養生學會是

以「建構與植物相關之綠色環境和活動設計，

維護人類整體身心靈健康的推廣，並促進綠色

養生之發展」為宗旨，七十八位會員包含醫事

人員、心理專業人員、景觀設計師、社工師等

人。臺灣第一位園藝治療師黃盛璘也在其中。

四年多全職園藝治療師的經歷，黃盛璘謙虛

臺中慈濟醫院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合作成立「臺灣綠色養生學會」，臺中慈院中醫部陳建仲主任（右

九）擔任會長，臺灣第一位園藝療師黃盛麟等共七十八位專業人員都是會員。攝影／梁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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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養生——園藝治療在臺中

自己還是有很多地方要學習，過去曾是遠流出

版集團的編輯的她，有廿年的出版經驗，編了

許多與自然、植物相關的書籍，本來就喜歡種

花蒔草，退休後，結合興趣，以「園藝治療」

當成她後半輩子最重要的工作。

「園藝治療能對特殊族群，包括：失智、中

風失能老人、自閉症、唐氏症兒童，以及各種

學習、精神障礙的人，幾乎可以說所有人都能

從園藝治療中感受到樂趣與協助。」黃盛璘很

高興，有慈濟、科博館這樣有組織的大團體加

入推動的行列。

「可以想像未來有許多機構都會有志工或園

藝治療師協助帶出園藝治療的樂趣！」黃盛璘

笑著說。

朝國際認證努力  

接近自然更健康

「臺灣綠色養生學會」的成立，完成階段任

務，象徵新的階段的開始，陳建仲主任當選為

首任理事長。

臺灣綠色養生學會的系列活

動於三月份起陸續展開。以臺

中慈院住院病人為主，進行的

園藝治療活動，第一次在三月

十三日舉行，之後，每兩周的

星期六下午二時到四時，將固

定在臺中慈院的復健科病房推

動。四月份，日本惠光園五位

馬術治療暨有機種植專家來臺

參訪，五月底，「第四屆園藝

治療國際研討會」於國立科學

博物館舉辦，也到臺北、花蓮

舉辦，讓有志者不受限於地域

限制，都有參加的機會。

未來也將參考亞太地區國

際園藝治療學會(APATH)的認

證辦法，研擬以國際標準進行

國內園藝治療師的認證工作方

式，經理監事會議討論通過後

實行。

期待有一天，醫院後山有

花海、園區全部都變成園藝治

療的區塊，同時花蓮的農耕隊

加入這塊，從培植藥草踏出第

一步，接著推廣有機農業，在

專業技術的人合作下，讓民眾

遠離農藥，從健康蔬食中找回

健康。帶動臺灣的園藝治療風

氣，讓更多更多人體會植物不

可思議的療癒力量。

園藝療法適用於照護各種族群，其實只要多接觸陽光、親

近自然，用身體與感官感受植物與泥土的生命力，就是每

個人都可以做的園藝治療。攝影／梁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