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帶著愛與溫暖一起走

「閨蜜瘋上路」觀後感曾維平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

死與健康心理諮商所

文 

講兩個住在療養院的精神疾病患

者—一個躁鬱症，一個憂鬱症，

兩個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因為那些人

生經歷讓他們的病情更加嚴重（電影裡

提到他們都是天生的）。

這部電影不僅描述憂鬱症與躁鬱

症的患者，也提關自殺的相關議題。但

是導演大部分是以義大利托斯卡尼的陽

光呈現整個畫面，只有在講述主角過去

的經歷時才會改為較暗沈的藍色色調，

躁鬱症的女主角服裝的色彩也很鮮豔亮

麗，觀看電影的時候不會有那種陰鬱的

心情，但是情緒也隨著主角們的精湛演

出有著高低起伏。

最一開始兩個主角相遇的時候，

我的第一直覺是，他們好真，講話也

不拐彎抹角，容易讓人打開心房。對照

真正的醫護人員，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有一個防護罩會自動落下。不過其中也

有真的用心、用愛在對待他們的醫護人

員，那份真誠是真的可以被感受到的。

憂鬱症的女主角因為遭遇很多人

生經歷，受到很多打擊，在走投無路的

情況下，沒有其他的選擇（對她來說已

經沒有其他選擇了），她唯一想到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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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兒子被迫分開一輩子的決定，就是

帶著她兒子一起自殺，因此她抱著孩子

跳下海。被人救起後，社會新聞用著強

烈的字眼「殺嬰兇手」給予譴責，法院

判她謀殺未遂與自殺未遂，並將她送進

精神病院。

我覺得那是一種不被瞭解的孤獨

感受，覺得沒有人了解她，大家都誤會

她，讓她更想見到兒子，也有更多其他

人覺得是不適當的行為，例如「綁架」

孩子、歇斯底里抓狂等等。

前半段從她知道自己可以見到兒

子而歇斯底里的舉動可以看出來，如

果再見到兒子，她可能還是會做出一般

人覺得瘋狂的舉動。但最後是她的好朋

友，也是另一位女主角，患有躁鬱症，

的同理與陪伴，讓她有了被理解與接納

的感受，或許也讓她看到一點希望感

吧，最後憂鬱症的女主角不小心在海灘

遇見了她的兒子與領養家庭，她沒有做

出瘋狂的舉動，而是經由養父母同意後

跟她的孩子一起在海裡享受親子時光，

就算她的兒子已經不認得她，也能接受

現實，並回到療養院接受治療，讓自己

好起來。

電影中呈現出躁鬱症女主角的同

理與接納，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她試圖

讓養父母同意讓孩子跟憂鬱症的女主角

見上一面，她說「你們都誤會她了，我

知道她可能看起來很憂鬱，粗魯又沒教

養，第一眼看她甚至覺得她是原始人，

但是她心地善良、謙虛、忠誠、大方，

她很脆弱是因為心真的碎了。」甚至她

其實不清楚發生什麼事，但是卻很能理

解與相信那些看似不恰當的舉動，背後

其實滿滿的是一個母親對於孩子的愛。

那句「她很脆弱是因為心真的碎

了。」讓人很有感觸。大部分的人還

是會用異樣的眼光看待自殺的人或是做

出瘋狂舉動的人，更何況是自殺未完成

者，但很多時候大家只是拿大家的自以

為去以為別人，而缺少了那份站在他人

立場為他人思考的同理心。

最後兩位女主角談心的時候，也

突顯了其他相關議題。

憂鬱症的女主角說「如果把兒子

還我，我就不哭了，如果我有天生的憂

鬱症那就治好我，帶他走是不會治好我

的。」電影裡提到，因為她有重度憂鬱

症所以被認定為不適任家長，社工還有

警察等有八個人來家裡把孩子帶走，甚

至不讓她換尿布。在制度層面上這麼做

50 51專業‧迅速‧誠信 ‧合理

NO.5PERIODICAL
       about CONCERN

第五期季刊



當然有一定的用意，對兒童福利來說或

許是好的選擇，但對母親心理層面的照

顧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變好，真的。」「我也想

變好。」看到兩位女主角都不約而同

說了這樣的話，讓我想起電影中躁鬱症

女主角的媽媽曾經提到，我也想要關懷

她，但她常常這樣，拖垮了我們家，我

現在已經不想可憐她了，快帶她走吧，

越遠越好。能夠看得出來其實家屬對於

照顧有精神病的家庭成員是辛苦的，而

且時間久了會有無助感與無力感，他們

不知道該如何協助他們，次次滿懷他們

會好轉的希望又次次落空，週而復始，

因此產生惡性循環，最後甚至只希望永

遠不要看到她們最好。我有時候會想，

到底怎麼樣算是好的陪伴？怎麼樣才能

改變這樣的惡性循環？如果憂鬱症和躁

鬱症是沒辦法治癒的話，整個家庭又該

如何調整與適應？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答

案，但我想「自我照顧」與「喘息服務」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他人的理解、關

懷與陪伴更是這些照顧者不可或缺的能

量來源。

這部電影讓我更深刻的了解，不

能從外表與結果去評斷一個人，而是要

了解背後的原因。雖然無法感同身受，

因為每一個人的苦痛都是獨一無二的，

但我們能真正站在他的角度想，同理他

的感覺。這不僅是助人者需要的能力，

而是每一個人都需要融入生活中的愛與

溫暖。

52

PERIODICAL
       about CONCE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