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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的

黑盒子(下)

從睡眠醫學到精神治療

近年來在睡眠醫學裡，與精神醫學結合地非常好，我們發現：當我們醒著

的時候，有很多自己都無法覺察的情緒或精神問題，卻因為「睡眠」而浮上檯

面，而獲致醫治！

最近幾年睡眠醫學非常發達，常見的症狀不外乎就是一些睡眠的困擾，包

括：呼吸中止症、不易入睡等，至於參與治療的醫師科別，有些是呼吸胸腔科

醫師，主要是針對呼吸的問題，或是神經科醫師，還有就是精神科醫師了。

在這些案例中，有相當不少的是生理性的，但也有很多是心理性的，而且

現在我們認為很多睡眠失調（disorder），倘若與身材因素無關，多半是牽涉
心理的問題。

睡眠失調須追本溯源

不久前我碰到一位從事電子業非常成功的患者，他求診時表示自己極難入

睡，導致睡眠品質愈來愈差，而這個問題困擾著他超過了十年之久，尤其是最

近幾年，再加上工作壓力，他變得更是難以闔眼。

他的難以入睡還伴隨著一個症狀，就是每當他上床睡覺時，就會產生莫名

的恐懼，須經過很長的時間一再地告訴自己：要入睡了，要入睡了……才能慢

慢地平靜下來。

此時，精神分析專家協助他了解睡眠醫學上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當精神科

醫師替他進行精神分析時發現，這位成功的企業家於十歲左右，有一晚全家人

在熟睡時，不幸家中發生大火，幸運地，他的父親即時發現，帶著家人逃出了

火場，可是家裡的房子已被燒掉了，部分親人也受到輕微的燒傷。

醫 聲

◆ 文／閻雲  臺北醫學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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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睡眠醫學到精神治療

他覺得他在小時候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在後來的廿、卅年中，他自認為

完全沒有陰影，甚至幾乎不記得曾經發生過這件事了。

然而當他年齡慢慢大了，工作上的焦慮加上生活壓力，那個火災的陰影其

實不曾離開他，只是被放進到心裡深處的那個小盒子裡，也不知道在什麼情

況下被引爆了，而這樣的引爆，直接影響的是他的睡眠，因為當時事情發生

是在半夜，所以導致他無法入睡。

精神科醫師幫助他了解自己的情況，他豁然明白：事實上他沒有睡眠問題，

而是他必須面對小時候發生的那場火災，因為全家人在火災之後靠著意志力

度過了一段艱困的時間，他的父親絕口不提這件事，媽媽則忙著重建家園，

小孩們有時提及，就會被斥責「你們不需要知道這麼多」！ 

情緒創傷引發生理症狀

很多經歷這樣創傷（trauma）影響的人，說出來、哭出來，透過情緒發出
來反而比較好，如果沒有經過這樣的情緒發洩，重新建立認知，只是一昧的

否認或漠視它的存在，當它深藏到內心的小黑盒子裡，隨時可能會迸出來，

甚至還可能像惡魔一樣主宰了我們的生活。

一位六十多歲的女性病患也是在生理都沒辦法找到答案之後，於是由睡眠

醫學轉而求助於精神科醫師的進一步協助。

這位六十多歲的婦女為何無法睡眠？過去從無睡眠上的問題，曾幾何時，

須仰賴安眠藥才能入睡，其至出現嚴重的便祕（安眠藥的副作用），每天早

上亦無法正常起床，直至有一天她開車出門還不小心出了車禍，讓她徹底明

白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於是她求助於睡眠醫學科，而後被診斷是精神上的問

題。

她的問題涉及一位與她非常親近且長她一歲的姊姊，在她卅多歲時，姊姊

因一次旅行發生空難，她當時是半夜接到這個惡耗電話，自此也改變了她的

人生。她一直很依賴姊姊，尤其是姊姊十分優秀，更是家中的驕傲。

當不幸消息傳來時，她完全措手不及，不知該如何告知年事已高的母親，

所以她選擇了掩蓋這件事：不告訴母親，連自己的丈夫也沒說，獨自承受這

分傷痛。為了不讓母親有機會知道此事，她甚至欺騙母親家裡的電視及電話

都壞了，企圖阻斷一切母親可能知道姊姊出事的消息來源。畢竟紙包不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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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莫一星期之後，她母親有一天半夜起來上廁所，因睡不著而打開電

視，竟然看到這則新聞報導，母親自是情緒崩潰，當時的她既要忍住

自己的傷痛，重整自己，還要照顧母親。

多年過去了，她以為只要自己不去想，就可以了，但每一次她丈夫

出國公務，她會莫名的緊張，她也盡可能地避免搭飛機，隨著年紀增

長，她竟愈來愈難入睡，特別是到了晚上，都會感到一陣莫名的緊張，

更加引起她的壓力的是她手機上的 Line (通訊應用程式 )，Line整晚不
停地響，使她覺得不停地有人在打電話給她，也會不自主地檢查她的

Line有沒有新訊息進來，這樣讓她入睡的問題益發嚴重。
然而，她也不敢將手機關機，怕萬一錯失了什麼重要消息的電話。

在這個情況下，引發了失眠，乃至吃安眠藥的惡性循環，甚至出了車

禍。

經過精神科醫師的診斷與分析，她才明白當年不告知母親有關姊姊

死訊的自我壓抑是多麼強大，也因為要照顧母親，她幾乎沒有機會大

哭一場，也沒有機會與其他親人共同面對這個意外，在大家陷於辦理

喪事的哀痛中，最後只是刻意的遺忘，照顧家庭、家人，繼續過日子。

事實上，任何的事件都會在人的意識裡留下一點足跡，有些足跡你

自己渾然不知，有些是想盡辦法忘記，或許是設法將其掩埋。不論自

己對這些不願再記起的過往有無意識，這些足跡並不會因為刻意遺忘

或掩蓋而消失，後來都會因為某些事情而誘發，進而釀成不可收拾的

後果。

我們的社會愈來愈複雜，我常常看到公車上或公車車體外都是線上

遊戲的廣告，那些遊戲中的英雄、惡魔手上拿著刀、槍，於是這整個

社會已經跟虛擬時空做了結合，而我們的心智不停地接受這些訊息，

甚至有些年輕小孩已無法判定真假、現實或遊戲，難怪當他們的情緒

被引發時，往往出現暴躁、急躁的反應，以至於我們的社會中似乎隨

機殺人事件有愈來愈頻繁之勢，而我們擔心的是：有許多問題在今天

我們選擇抑制它們，但那些負面情緒沒有加以宣洩或輔導，其實它們

從來沒有離開我們，倘若任由它們繼續下去，可以想見未來的社會變

成什麼樣子。

醫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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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當然，傳統的精神科疾病也是相當的多，前陣子有一位精神科病患在醫院

裡大吵大鬧，經詢問，得知他是一位知識分子，他最大的問題是永遠懷疑，

不是懷疑同事要害他，就是懷疑妻子不貞；他極寵愛他的兒子，可是他覺得

兒子離他愈來愈遠，他愈來愈無法掌控兒子。

他與兒子一直有很好的互動關係，自兒子小時候，父子倆出門，都會玩些

數學遊戲，而且樂此不疲：今天車子的油箱還有多少油？這些汽車大約可以

跑多少公里？需不需要加油？但當兒子年紀漸長，開始厭倦這些遊戲，也不

耐父親的控制。

這位先生做的所有事情都需要規劃，而且要非常詳細的規劃，以致連兒子

後來都認為父親是有病的。因此，他在家人要求下開始就醫，當精神科醫師

跟他討論他的心理狀況時，赫然發現：他的病源其實非常的深，雙親也有類

似的情形，其母在每天晚上就寢之前，一定要一次又一次檢查家裡門窗是否

都關好了，其父的症狀更為嚴重，除了檢查門窗之外，還會不停地重覆上鎖

的動作。

他深受雙親的影響，導致他也養成習慣性的強迫性行為。事實上在精神科

裡，這樣強迫症的病例並不少見。以這位病人的例子來看，他已六十多歲了，

一直從事教職，然而過去在教學上一直沒有問題，他的強迫性格與行為多發

生在家人相處之中；但隨著時間與年紀增長，自信心降低，且對自己未來發

展的掌控力產生焦慮，他開始覺得自己的職業面臨失控了，也對家人產生不

信任，強迫症狀因而開始惡化。

我們愈來愈明白很多我們不能解決的醫療問題，是需要精神科醫師來協

助，精神科醫師的角色與功能在西方已被擴大了許多，好比說在加護病房裡，

精神科醫師要及早加入。

身、心本就不二，當心理有病時，身體也同時不適的情況比比皆是，更何

況我們很多病例是因為心理而導致生理出現狀況。

(整理／趙慧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