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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小到大，音樂是在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它可以調劑我的心靈不論是

在快樂、痛苦、難過的時候。現今這個繁華的社會裡，很多人不論是因為環境的

因素還是個人的因素，憂鬱症的比率一年比一年高。我也因為環境跟個人因素使

得自己壓力太大，曾經一度陷入沮喪和難過之中，但是，因為音樂的關係，在不

同的心情時聽不同的音樂，我的心情也跟著輕鬆了起來，音樂也成了我心靈抒發

的地方。我也一直很想探討，音樂到底影響人類有多深，而它真的能在醫學界裡

幫上忙嗎?所以以下是有關音樂治療的研究資料撰寫。 

 

貳、正文 

 

一、音樂治療的起源 

 

在人類歷史上，音樂對人體的治療作用，曾有著長期而大量的探索研究和實際運

用。在古希臘羅馬時期，「音樂治療」之研究，曾將音樂融入戲劇中﹐發揮了在

心理層面的效果。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提倡的「淨化理論」，就是將煩惱、

痛苦和悲傷之情緒，隨著激情、歡笑、淚水抒發排出，發揮了音樂在呼吸、血壓

及消化上的影響作用，來保持身心平衡，維持身心健康。而畢拉格斯（Pythagoras）

也曾以特殊的音樂來提振精神，改善健康。這其間不斷的有巫師、祭司、醫師、

哲學家、音樂家等人士，去探索音樂對人體的影響，從穩定情緒、安撫心情，一

直到運用於生理的治療上。 

 

同樣的，雖然在中國的音樂審美思想中，從未出現過「音樂治療」這個名詞，但

是這並不能代表中國沒有音樂治療的概念，就如同西方「音樂治療」這個名詞也

是晚近才出現的一樣。音樂治療的理念當可以考究至八千年前河南舞陽賈湖新石

器早期文化遺址出土的骨笛，從其已具有音列結構的特徵判斷，當時應該已經超

越聲音的模仿階段，而有了音樂思維與音樂美感的能力，並且與當時的宗教禮儀

活動有關(註一)。 

 

《樂記》有云:「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

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近於此矣。」音樂是最能直接表達人類情感的

工具，當然也具有影響人類情緒起伏波動的功效，造成分泌和其他狀態的改變，

而一首偉大的音樂作品，其豐富的內涵除了可以憾動人心，昇華情緒，更可幫助

提升理性思考，使人處於情理平衡的境界，而這就是音樂治療的基本理念。根據

調查，此種理念均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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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音樂治療 

 

一般人對於聽到「音樂治療」這個詞，都會覺得它只是個在醫學界上的專有名詞，

而且都會認為音樂治療的「治療」就是「治癒」。音樂治療師針對個人的特殊情

況將音樂及原理與影響，有所管理的使用於人類，以協助病人在治療時引起的不

適、痛苦，以及功能缺失時，能將身體、心理和情緒做整合。例如：利用各類音

樂活動如歌詠、樂器彈奏、節奏訓練、音樂遊戲及音樂聆聽等。 
 
美國音樂治療學者 Bruscia在 1989年於「音樂治療的定義」(Defining Music Therapy)

一書第一版中，整合各種不同的音樂治療觀點，為音樂治療下了定義：「音樂治

療是有系統化的介入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治療只使用音樂經驗已造成當事人原

動力的改變所發展出的關聯，來幫助當事人達到健康」(註三) 而美國音樂治療
協會它們對音樂治療下的定義是：音樂治療是以音樂來達到恢復、維持及改善心

靈與身體健康的治療目標。(註四) 
 
有研究者認為音樂治療具有消極和積極的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消極的技術層

面之使用，音樂治療師在治療環境中有系統的使用音樂，使案主的行為達到預期

中的改變，這樣的改變使案主的狀況減輕或不再惡化，音樂治療師可以透過不同

的音樂分類來治療或減輕不同的症狀。另一個層次則是消極面的延伸，積極的透

過音樂與人心的共鳴使案主更加了解自己及週遭世界，達到面對社會的合適調

整，事實表現自我才能，以提升自我價值，進而促進自我實現。從這兩個層次出

發，研究者為音樂治療做如下的定義：「音樂治療乃是以音樂為媒介，透過音樂

性引導，使個體保持、促進、恢復身心健康狀態，並且因為治療的介入，使其能

自我理解與悅納，情理調適與平衡，適切應對外界社會的挑戰，珍視生命能量與

實現自我。」(註五) 

 

簡單的說，音樂治療就是幫助患者達到生理、心理情緒、認知等四方面的治療。

利用「音樂」去達到治療的目的，包括重健、維持及促進生理、心理的健康，配

合心理學的運用來幫助需要它的人。 

 

三、音樂治療的作用與運用 

 

01.音樂治療的作用 

 

音樂治療是一種心理治療的方法，建立在心理治療的理論上，而與心理治療的方

法有所差異，同是為了治療所採取不同的手段或方式。心理治療藉由語言，建立

起醫患的互動關係，使稍微正常的患者或輕微病人，得以控制、減輕或消除症狀，

音樂治療也有同樣的特點。從音樂治療的特點來說，明顯地是治療的手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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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大腦活動的反應也有完全不同的反應，實驗結果，心理治療影響人腦部的左

半球，音樂治療影響人腦的右半部(如旋律對人的反應)。心理治療通過談話，影
響主導人類語言與中樞的腦部左半球(邏輯思維、數學計算、分析判斷也在此
區)；音樂治療以音樂的活動進行治療，對大腦的影響可能與心理治療不完全一
樣。而音樂治療的作用大致可分為下列五種: 
 
A. 音樂治療的心理作用，具體的表現在交流作用、聯想作用、同化作用、自我

表現(想像)作用、自我認知(意識)作用等。音樂的聲響對人的內心活動產生強烈

的影響，產生對人的治療作用。音樂治療師了解音樂治療的原理，在適當的針對

病患的病情，採用不同方法，達到治療的目標。對於不同的人，其本身的影響也

有所不同，根據病患的具體情況而定，產生保健和治療效果。音樂是人類共同的

經驗，供個人或眾人交流，在音樂活動或音樂體驗中，能夠幫助情感受創、孤獨、

退縮，或逃避與社會接觸的人，快速恢復心理上的平衡，通過音樂經驗的獲得，

與他人正常交往。        透過音樂的聯想過程，形成的一定心情與情境。音樂與現實

的心情有關，並與個人過去的經驗相聯繫，音樂常被無意識的記憶下來，也許是

整首樂曲或片段，都會引起過去的經驗、情境、心情或情感等。如樂器的特性，

也會聯想到某種特定的心情，如管風琴讓人聯想到教堂的情景、平靜、虔誠等心

情。用於音樂治療上特別要注意，避免採用病患過去不幸的往事的聯想；引導至

戀愛的懷念情景、美好的回憶等，可幫助病患恢復開朗的心情。 

 

B.音樂的同化作用，使人在精神上與音樂成為一體，幫助病患進入心醉神迷狀

態，產生同化作用，滿足虛幻的需要或逃避現實的需要，完全的陶醉在非現實的

音樂聲響世界，音樂成為現實與非現實世界的橋樑，幫助人進入無意識狀態。 
 
C.音樂治療的想像作用，在某種意義上是脫離現實的意象(藉由語言作用間接和
概括的反應為思維，通過意象加工造成新的形象為意象)。作曲家應用音符凝集
想像，以樂器表現出來的聲響，聽者便產生無限的想像作用，又因作曲家的想像

與病患的想像不同，產生更豐富的想像空間，有如脫離實際的幻想，在一定程度

上滿足病患，使人進入虛幻的情境。 
 
D. 音樂治療的自我表現作用，可以在情感的表現與情感的發洩上。音樂是一種
情緒的表現，以音樂聲響的形式，表現出作曲家的情緒，喚起曾經經驗過的情感，

用音樂的形式美、力度、張力、旋律、節奏等，傳達出情感，使人感到審美的滿

足與情感的發洩，產生病患的心理療效。 
音樂治療的自我認知作用，在於演奏者的自我認知。通過集體的表演，依照一定

的規律、和諧的人際關係、符合社會認可的方式等，幫助表演者發現自己和別人

的聯繫作用(表演者缺少自我認知作用，就很難進行)，這種對於心理障礙的病
患，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恢復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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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音樂治療的生理作用，顯現在心跳與血管、呼吸、皮膚、肌肉、內分泌、精

神和運動、感知、刺激反映等變化，讓人從焦慮的情境轉變到正常的狀態。例如

指揮家在進行一首樂曲錄音時，在同一樂句片段的心跳與脈搏脈動，與錄完音聆

聽時的心跳脈動是相同的；另人的說話過程中，不同的情緒有不同的語音物理參

數，快樂時的語音音高比較高、速度較快，反之較低。語言表達與音樂的情緒對

人的機能活動也有類似之處。 

 

    焦慮是心理障礙的重要原因，音樂治療確可以改變人的生理作用。從實驗的資料

顯示，人在焦慮的狀態下的生理作用的現象：血壓高、氧氣消耗增加、暈眩、頭

痛、內分泌升高、代謝增加、失眠、精神不安、出汗增加、感覺過敏、痛反應增

加等。經過音樂治療所產的作用，則會使人的生理作用往正常的方向發展，如降

低血壓、減少每分鐘呼吸量、內分泌釋放減少、降低代謝、心情緩和等，這些改

善的情況，要視病患與音樂治療師的配合才會有顯著的功效。(註六) 

 

02.音樂治療的樂曲應用 

 

音樂治療的適用症狀繁多，這裡僅做幾個分類和介紹： 

A.悲觀者: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海頓的清唱劇《創世紀》，或柴可夫斯基

第六號交響曲《悲愴》等。 

B.心情沮喪、緊張、焦躁、情緒不穩定和壓力過大者:艾爾加《威風凜凜》、布

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德布希《月光曲》等。 

C.失眠患者可聽孟德爾頌的《仲夏夜之夢》、莫札特《搖籃曲》或德布西《鋼琴

前奏曲》、李斯特《卡門小組曲》等。 

D.憂鬱者:莫札特《第四十交響曲》、蓋希文《藍色狂想曲》組曲、德布希的管

弦樂組曲《海》、舒曼《夢幻曲》等。 

E.高血壓患者聽到巴哈《小提琴協奏曲》，可使血壓下降十至十五毫米汞柱。 

而根據研究，常聽莫札特的作品會讓人變聰明，容易專心：聽巴哈的曲子可增強

分析能力：常聽爵士樂則會讓人具有較佳的創造力，增強數理能力。(註七) 

 
四、音樂治療的發展 
 
音樂治療到底是音樂工作者來做？還是醫生？這個到現在都沒辦法做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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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音樂治療協會是領導該學科的重要組織，它們對音樂治療下的定義是：音樂

治療是以音樂來達到恢復、維持及改善心靈與身體健康的治療目標。目前音樂治

療在美國已受到醫界認同，有八十所以上的學校授與四年制音樂治療的學士學

位，要同時學習醫學、心理學、行?科學這些課程和音樂教育的課程；另有二十

所以上的學校授與音樂治療的碩士學位。學生在經過修業期間的課業修習及專業

實習後，可參與音樂治療師的證照考試，取得證照後成為正式的音樂治療師。在

美國很多大醫院也設有音樂治療部門，全球各地，近年來也都陸續有音樂治療的

相關團體成立，世界各重要國家，也都成立音樂治療組織。 

近年來，歐美等國將音樂療法廣泛用於綜合醫院臨床，特別是在治療頭痛、手術

疼痛、睡眠障礙、心血管綜合症，高血壓、抑鬱和焦慮、免疫性疾病等。音樂治

療師在醫院和醫療機構中，和醫師、心理士、護士們一起對上述患者進行集體療

法和個人療法。 

在日本，音樂治療尚處於臨床研究階段。多家醫學院附屬醫院、綜合醫院和精神

病院，均報導音樂療法臨床的有效性，從身心兩方面進行臨床評價，並肯定它的

臨床療效。「全日本音樂治療法聯盟」理事小松明先生，於 1960年開始進行體

感音響的學術研究和?品開發，並將體感音響技術融入於音樂療法中，開創日本

音樂體感振動療法的先河。目前，該療法應用於日本的一些綜合醫院，在臨床中

用於治療失眠症、抑鬱狀態、過敏性腸綜合症等身心疾病，和老年癡呆、便秘等

方面。《標準音樂治療入門》乃「全日本音樂治療法聯盟」會長日野原重明審訂，

由篠田知璋、加藤美知子等多位醫師、臨床心理師、音樂治療師等共同執筆而成。

從醫學、心理學、音樂等角度，全方位有系統的介紹音樂治療。 

第一次將音樂治療介紹到了中國的，是 1980年美國阿利桑那州立大學劉邦瑞教

授到中央音樂學院講學，此後，部分醫療機構實驗性的採用音樂療法於一些心

理，生理的臨床治療，取得療效，如北京回龍觀醫院在 80年代已將音樂治療應

用於臨床；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也在精神病人的音樂治療上不斷探索。在教育領域

中，1988年，中國音樂學院首先開設音樂治療專業課程，正式開始培養音樂治

療專業人才；1989年中國成立了音樂治療學會，許多音樂學，心理學，醫學專

家參與音樂治療的學術研究；20世紀 90年代末，第一批留美音樂治療學專家回

國任教，1999年，中央音樂學院開始招收音樂治療專業研究生，2003年開始招

收本科生；2004年 9月，四川音樂學院開始招收第一批音樂治療本科生。 

最近 20年裡，音樂治療在精神科應用得最普遍，大部分精神病院都建立了音樂

治療室，許多精神科專家和醫護人員，對療效進行觀察分析，歷次學術會發表的

論文有：《主動音樂治療老年抑鬱症》、《參與性的音樂治療對慢性精神分裂症

的療效初探》、《音樂治療慢性精神分裂症的方法技巧》、《音樂療法對精神分

裂症殘留型的康復作用》、《帶有暴力行?的精神分裂症伴抑鬱症狀 38例音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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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效果之觀察》等。音樂治療也普遍用於「心身疾病」的輔助治療，該領域發表

的論文有：《心理音樂療法的臨床應用－120例（心身疾病）療效觀察》、《音

樂鬆馳療法治療原發性高血壓臨床觀察初探》、《心理音樂療法治療失眠症 80

例臨床分析》、《論音樂康復儀穴位治療糖尿病》等。還有音樂電療的相關論文，

外科手術中應用音樂消除緊張、抑制疼痛以減少麻醉藥物方面的音樂治療探索，

近年來，則在兒童音樂治療領域積極研究發展。中央音樂學院音樂治療中心，於

1998年開展了兒童孤獨症的音樂治療，2000-2003年又開展了兒童智力障礙的音

樂治療。  

在台灣，中華民國應用音樂推廣協會成立於 1996年，積極舉辦專題演講、座談

會、工作坊，推廣音樂治療的應用。近年來，協會也與輔仁大學合作舉辦了音樂

治療研討會，已有不少醫界和音樂界人士開始逐漸重視，唯在盲目的熱情中，存

在著不少誤會和曲解，尚有待觀念的導正，及教育體系的理論建立。 (註八) 

而目前主要的治療對象可分為四類：1、精神分裂治療；2、老人癡呆治療；3.
身心障礙兒童治療；4.精神病治療 

參、結論 
 
經過以上的說明，從人類有了文化開始，音樂一直是人類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東

西，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工具。現今社會裡，雖然台灣的音樂治療的專業程度和

技術都還不夠，但是隨著人們對高醫療品質的需求，「音樂治療」的落實研究和

治療人才的逐步養成，台灣一定會漸漸的有很好發展。而我們不防在忙碌的現今

社會裡頭，停下腳步，好好的感受音樂的神奇魔力，讓我們身心都能達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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