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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作、生活节奏加快，我国心

理健康问题日益显著且呈低龄趋势，据《2023年度中国

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数据，我国抑郁症患者达9500万

人，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数的30.28%。《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年）》提出“到2030年，抑郁症治疗

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80%”的要求，突出了抑郁症治疗

的重要性。随着近代心理学边界开放，除药物控制之外，

艺术疗愈也在不断尝试，尤其是绘画等视觉艺术中特有

的符号象征、色彩表达等方式，使其成为了心理治疗水

平突破的重点方向[1]。

一、绘画疗愈的核心要义

在众多心理学流派中，精神分析流派最常提及艺术

疗愈，是艺术疗愈诞生的根源，也为艺术疗愈提供了丰

富的理论基础。根据弗洛伊德、荣格精神分析流派代表

性人物提出的观点，艺术疗愈通常用具象化、视觉化的

方式，与个体或集体的潜意识进行对话，促其意识认知

发生转变。艺术疗愈包括绘画疗愈、音乐疗愈等多种形

式，其中绘画疗愈就是以视觉化方式，遵循共鸣原则，

触达和重整被疗愈者深层认知，实现疗愈需求。

二、绘画疗愈范畴与功能体现

（一）绘画疗愈范畴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和澳大利亚作家约翰·阿姆斯

特朗在《艺术的慰藉》中指出，只要对我们具有疗愈效

果，就可以算是重要的艺术作品。其中阐明的记忆、希

望、哀愁、重获平衡、自我认识、成长、欣赏七项艺术

功能，就是绘画就是实现绘画疗愈的底层功能 [2]。基于

此，绘画能够疗愈抑郁症、社恐、强迫、焦虑等现代社

会心理问题，例如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抑郁症患

者对生活悲观失望的情绪，重获平衡能够缓解焦虑症患

者发作时的失控感等。

（二）绘画疗愈抑郁症的功能体现

1. 以“非语言”的交流方式破解心理障碍

心理治疗可以分为语言性和非语言性两类，要疏通

认知、心理和情绪症结，尤其是以上三个症结互动组成

的心理障碍，仅靠语言的方式难以破解 [3]。抑郁症往往

伴有认知、心理、情绪上的偏差，更适合以“非语言”

的交流方式进行治疗。

在人类文明史上，图像是一种先于文字存在的沟通

表达方式，相对于文字单一的线性逻辑结构，图像以元

素相互关联、全局呈现的整体结构和最原始的交流方式

更易拉进抑郁症患者的心理距离，破除抑郁症患者少言

寡语、不愿交流的心理障碍。绘画作品与图像的视觉化

有异曲同工之妙，能够以“非语言”的方式促进抑郁症

患者表达潜藏在内心的真实想法，或与抑郁症患者建立

特殊的沟通联结。正如艺术治疗师詹纳·基利米所说，

怒、恨、耻等负面情绪很难用语言进行表达，绘画等艺

术疗愈以“非语言”的交流方式，将同情、凝聚力、移

情等概念纳入其中，使被疗愈者无法表达、难以表达等

情绪得以平复、缓和、平衡，触达其他交流方式难以触

达的疆域 [4]。

2. 以“视觉联觉”触达情感和全身体验

视觉所调动的并非仅局限于视觉本身，而是联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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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绘画作为艺术的重要组成形态，因其审美创造、情感表达等特征，实现了跨越地域和民族的精神交互，成

为艺术疗愈的创新方式，在消解焦虑、社恐、抑郁、社恐等心理问题上表现出重要价值。本文面向抑郁症发病率持

续上升的社会问题，提出绘画疗愈功能在抑郁症中的三层运用维度和四条运用路径，旨在促进绘画艺术充分发挥以

“非语言”交流方式破解心理障碍、以“视觉联觉”触达情感和全身体验的双重抑郁症疗愈功能，提升大众精神健康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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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知觉，通过联觉实现情感触达和全身体验。当我们

看见一床棉被，不仅能看到棉被的颜色、形态、大小，

还会唤醒与棉被相关的记忆、情绪、情感等，例如脑海

里会呈现棉被保暖、遮蔽等功能，形成柔软、舒适、安

全等感觉。正因如此，当绘画作品呈现的画面、使用

的材料、形成的笔触对于被疗愈者有特殊意义时，那

么被疗愈者的生活经验、情绪情感、认知认识都会被

瞬间唤醒。

抑郁症患者通常情绪低落、抵触交流、社会功能

缺失，甚至出现厌世自杀等行为 [5]，行为语言等方式很

难抵达抑郁症患者心灵内部。绘画疗愈特有的“视觉联

觉”功能能够以视觉为辐射点，连通抑郁症患者各类知

觉，不仅能以非强迫的方式进行交流和改善患者情绪状

况，还能更准确、更有效、更快速地触达其内心，打通

心理治疗的通道，提升疗愈效果。

三、绘画疗愈功能在抑郁症中运用

（一）绘画疗愈功能在抑郁症中的运用维度

1. 将绘画作为抑郁症评估的工具

绘画评估，即以绘画者作品综合反映出的人格特征、

潜意识层面动机与情绪等，评估其心理健康情况 [6]。抑

郁症患者的内在情绪情感、意识动机等往往被压抑至潜

意识层面模糊不清，造成自身不愿或难以表达，以及治

疗者看不清患者真实所想，难以给出对症解决方案等问

题。此时，抑郁症患者的绘画作品能够使其情绪情感、

意识动机等视觉化表达，帮助治疗者评估其心理状态，

为抑郁症治疗提供依据。具体而言，不同抑郁程度的患

者会创作出色彩、造型、材料各异的作品，这些“非语

言”的表达方式和无意识的选择，会呈现出不同的的心

理倾向，能够让患者潜意识层面的心理动态明朗化，为

疗愈搭建一条连接抑郁症患者外在行为与内在潜意识的

桥梁。

2. 将绘画作为抑郁症干预的手段

将绘画作为抑郁症干预的手段主要指治疗者根据抑

郁症患者内在需求，有目的地选择绘画作品，对抑郁症

患者起到引导、影响等作用，促进抑郁症治疗。这一过

程的本质其实是以艺术化的形式触动抑郁症患者的“视

觉联觉”，回应抑郁症患者内心的创伤、迷茫，或者改变

抑郁症患者内心的错误认识等。作为抑郁症干预手段的

绘画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抑郁症疗愈动机而

创作的绘画作品，这类作品艺术赏析价值不高，主要作

心理疗愈之用；另一类是具有社会介入价值的绘画作品，

这类作品可以被视为艺术品，不仅具备艺术赏析功能，

创作者还在创作之初就赋予了作品以艺术化形式对社会

起到影响、启示等期望。例如史前美术的创作动机、表

现形式、审美特征、内在价值等能够对现代社会城市居

民焦虑甚至抑郁等心理问题起到疗愈作用 [7]。

3. 以绘画参与辅助抑郁症患者自我疗愈

“创作即治疗”是现代艺术心理治疗发展出的两种重

要立场之一 [8]，尤其是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之后，绘画

创作不再仅为艺术家的权利，而是逐渐成为了普通人丰

富自身精神世界、追求自我实现等重要方式。在此过程

中个体不断自我探索、表达、宣泄，对于心理健康大有

裨益。因此，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精神分析流派提出了艺

术治疗理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姆伯格将艺术表达用

于治疗，并主张患者通过自发性绘画辅助治疗 [9]，使绘

画参与辅助抑郁症患者自我疗愈具备了可行性。抑郁症

患者通过参与绘画这项活动，一方面丰富了原本由于对

生活悲观失望形成的单一生活，使其跳脱出既往生活轨

迹，另一方面抑郁症患者能够借由绘画艺术形式适当自

我宣泄与表达，在一定程度上稀释负面情绪，辅助和巩

固药物治疗效果。

（二）绘画疗愈功能在抑郁症中的运用路径

1. 运用自然题材建立情感连接

题材决定了绘画作品内在思想和疗愈属性，题材

的选择是主导绘画疗愈效果的关键因素。根据 Kaplan 和

Talbot 提出的复愈性环境概念，以及 Kaplan 关于人类对

大自然向往的论证，人类从大自然中来，对于大自然有

天然的亲和动机，自然环境对人类有较好的复愈效果，

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 [10]。基于此，运用自然题材的绘画

作品进行疗愈，能通过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天然安全感，

让其尽可能保持放松和愉悦的心态，从而建立情感连接，

提升治疗效果。结合绘画疗愈功能在抑郁症中的运用维

度来看，自然题材的运用路径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作

为抑郁症干预手段，在充分评估患者抑郁症情况后，选

择与患者内心连接力更强的自然题材绘画作品进行疏导；

二是作为疗愈手段，根据抑郁症患者病情发展，在不同

阶段帮助患者选择自然题材，让其根据题材创作，完成

自我宣泄与表达。

2. 运用物象形态开展情感对话

从绘画疗愈抑郁症的功能体现来看，绘画疗愈是通

过视觉展开“非语言”交流和“视觉联觉”。从人类视觉

机制来看，美术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指出人类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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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调节赋予了视觉思维能力，视觉神经和大脑神经会共

同忽视个体不感兴趣或抵触的事物。尤其是现代社会信

息数据量庞大，大脑会在生理和心理的平衡需求下，从

复杂、无序的信息中寻找简化和符号化的图形图像，从

而减轻整体负荷 [11]。绘画艺术中的物象形态体现了绘画

的语言和风格，运用简单的物象形态进行绘画疗愈，不

仅省略了复杂的视觉识别筛选过程，让抑郁症患者的注

意力集中在明显的画面特征上，契合人类视觉传达机制，

还有助于充分发挥绘画疗愈功能，牵引抑郁症患者记忆、

情感，以特殊的绘画语言开展情感对话。

3. 运用色彩关系引导情感反应

色彩是绘画的强有力的艺术语言，在绘画疗愈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人类视觉对色彩敏感，会

将所看到的色彩快速传达抑郁症患者大脑皮层丰富物象

信息，加强物象形态与抑郁症患者的情感对话；另一方

面，人的大脑对色彩具有显著情感反应，例如红、橙、

黄色与太阳和火焰颜色接近，给人热情、温暖、积极的

视觉感受。当利用色彩组合、色彩对比之间的微妙关

系，更能引导抑郁症患者复杂、多变的情感反应。例如

运用印象派绘画作品中和谐的色彩关系，有益于引导抑

郁症患者舒适、温和的情感反应。因此，在绘画疗愈过

程中，应注重色彩关系营造的视觉感受、烘托的情感氛

围等，有目的地引导抑郁症患者发生情感反应，达到疗

愈效果。

4. 运用画面质感实现能量共振

依据绘画疗愈抑郁症的功能体现，绘画主要通过

“非语言”的视觉体验带动全身体验和情感触达，进而

建立与抑郁症患者内心的连接。这一过程的底层逻辑是

画面与抑郁症患者之间的能量同频共振。除题材、物象

形态、色彩之外，画面的质感也是给人以直观感受，还

原现实景象，且容易实现与抑郁症患者能量共振的因素。

抑郁症患者病因复杂，难以运用模式化的解决方案进行

疗愈，画面质感给予了绘画疗愈更多的方案选择，例如

中国画追求流畅平和的质感，印象派、野兽派等绘画追

求更加粗犷动感的质感，能够以不同的视觉艺术体验引

发不同抑郁症患者能量共振。

结语

面对日益严重的现代社会心理问题，绘画疗愈在抑

郁症治疗中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功能价值。综本文所述，

绘画疗愈功能应积极运用于抑郁症评估、抑郁症干预、

抑郁症患者自我疗愈三个维度，通过运用自然题材建立

情感连接、运用物象形态开展情感对话、运用色彩关系

引导情感反应、运用画面质感实现能量共振四条路径，

对抑郁症患者开展绘画疗愈，提升患者心理治疗效果和

大众精神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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