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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愛在心裡口難開》談強迫症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何志培醫師

《愛在心裡口難開》 (As good 
as it gets) 是一部完整呈現強迫症病

徵特性的經典名片。奧斯卡影帝傑

克尼克遜在片中飾演一名患有強迫

症的暢銷作家，他的生活井井有

條、一絲不苟，甚至到了毫無彈性

與 「儀式化」 (註解) 的程度。

在影片中傑克極端害怕病菌感

染，不僅每天花很多時間洗手，而

且每次都使用新的肥皂，以避免細

菌殘留。此外，他去餐廳用餐，卻

懷疑餐具的清潔程度，因此他不願

意使用餐廳提供的餐具，寧可自備

以避免感染。

傑克對於安全的要求也極高，

譬如在臨睡前他總要反覆檢查窗

戶、門鎖，規律的程度就像在進行

睡前儀式一般。他走在人行道上，

會刻意避免踏在地磚的接縫部份，

認為一定要踩在地磚正中央，才能

腳踏實地、心安理得。這些都是強

迫症患者常見的症狀。

所謂 「強迫症」 ，乃指在過

去至少兩周大部分的時間有強迫思

考或強迫行為，或同時有上述狀

況，且會對患者造成困擾或影響其

活動。

不愉快的強迫症狀

而怎樣才算是強迫症狀？

一、 這些症狀是患者自己的思考或

衝動；

二、 縱使患者已不再抵抗其餘強迫

症狀，但最少有一種強迫思考

▍醫學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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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為到目前為止，病人仍在

抵抗；

三、 這些思考或執行這些行為，並

不令患者感到愉快；

四、 這種思考、心象 (image) 或行為

不愉快地重複著。

在電影中傑克對家中門鎖要

來回鎖五次才安心、燈要重複開關

五次才停止，以上動作還配合著數

數。此外，傑克洗手要洗兩次甚至

於用去兩顆肥皂、只用自己帶的塑

膠餐具、只點固定的餐點、只給固

定的服務生 (海倫杭特) 服務、走路

不踩有線條的部分等等，皆是強迫

症的典型症狀和固定僵化行為。

有位30歲的女性患者，告訴筆

者她一再想著她的皮膚會被家中污

物及灰塵沾污，且非常危險。她只

能用不斷洗手來逃離此想法及隨之

而來的擔心，最近甚至高達一小時

14次。她被診斷已罹患強迫症，目

前仍在服藥治療中。

逃避強迫意念

強迫症患者時常逃避與強迫意

念內容 (如污穢或沾污) 有關聯的情

境。譬如，有污穢強迫思考的病人

會避開公廁或與陌生人握手。

受文化規範的儀式行為本身不

能當做強迫症的表現，除非它超過

了文化背景的常態，且干擾其社會

角色的功能。

此外，儀式和重複行為在年

幼兒童中十分普遍，比如年幼的孩

子喜歡在相同的環境中做相同的遊

戲，刻板地喜歡和討厭某人、某

物，偏好對稱，喜歡以一定的順序

安排事物。儀式行為往往幫助孩子

獲得對環境和身體的控制感，得到

安全感。正常兒童發展期中，3～
7歲是出現某些類似強迫動作的高

峰年齡。如每次上學和放學行路的

過程中會反覆數著路面上鋪設的方

磚，或算計人行道上的樹木，由於

該動作持續時間不長，也沒有情緒

反應，不影響正常生活和學習，大

多隨年齡增長該動作逐漸消失，不

應視為病態。

兒童期強迫症是以強迫思考

和強迫行為的出現為主要症狀，伴

有焦慮情緒和適應困難的一種精神

官能症。強迫思考和強迫行為兩種

症狀可單獨出現，但大多為同時出

現。前者為一種持久存在的思想、

表象和意向，包括有數字、詞、想

像、思緒、觀念、情感，呈持續和

重複出現，而又無法擺脫，倍感苦

惱；後者則是按固定的某種儀式或

刻板程序重複做出的行為，為強迫

思考的行為表現。但患童對此行為

反覆出現並不感到痛苦，反而對於

父母限制其強迫行為甚為焦慮和不

滿。

一般來講，兒童期強迫症的臨

床表現與成人患者類似。患童特別

常出現洗濯、檢查、及排序等儀式

行為，他們通常不會主動求助，但

是這些症狀不一定是自己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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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男主角傑克在

《愛在心裡口難開》

中所呈現的強迫以及

固定、僵化舉止，有

些確實需要立即處

置，有些則不必急著

處理 (表一) 。

去除焦慮和恐懼
 
雖然以往認為

一般人群中強迫症

相當罕見，但最近的社區取樣研

究估計的終身盛行率為2.5%，而任

一年取樣調查的一年期盛行率為

1.5~2.1%。此外，多數強迫症並不

單純，也就是可能帶有一種或兩種

以上的附加診斷。根據EA Billett在
多倫多大學醫院焦慮症門診的調

查，僅有強迫症的佔36%、共病一

種的28.7%、共病二種的17.2%、三

種以上的為8.4%，常見的共病有社

交畏懼症、重鬱症、特殊畏懼症

等。 ( Billett, 1998) 
病程方面，雖然強迫症通常開

始於青春期或成人早期，它也可於

兒童期初發。典型的初發年齡男性

比女性更早：男性在6~15歲初發，

而女性則在20~29歲之間。強迫症和

某些疾患或狀況，都會呈現強迫思

考或強迫行為，故必須予以鑑別 (
表二) 。

強迫症的藥物治療

與畏懼症恰好相反，強迫症

在治療上，已經被證實藥物頗有效

果，尤其是以血清素作用為機轉的

藥物。在這些藥物發明以前，已經

有人嘗試過不少心理治療方式，但

效果充其量與藥物治療一樣，唯一

的好處是治療效果比較長，即使在

停止服用藥物後，依然可以維持長

時間的不發病。

 藥物治療方面，很多抗憂鬱

症的藥物都能夠治療強迫症，因為

它們同樣都作用在血清素上面。不

過，強迫症的治療需要較高的藥物

劑量，例如百憂解，在治療憂鬱症

時，可能只要每日20毫克即有效，

但治療強迫症時，可能得用上40～
80毫克才能奏效。給藥六到八週之

後，藥效會慢慢出來，但是即使症

狀消失了，仍舊得給藥八到十六

週，否則一旦停藥，症狀很容易就

再度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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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治療的成功約有五成到七

成，倘若無效，就得考慮換另外一

種藥物來治療，或者合併鋰鹽來治

療。

強迫症的心理治療
 
除了藥物治療之外，行為治

療也是一種辦法。行為治療主要利

用系統減敏法、中斷思考法、洪水

法、與逆向制約法，教導患者如何

去打斷強迫思考、抑制強迫行為的

產生。一些研究顯示：行為療法的

效果並不比藥物治療遜色，而且，

一旦治療成功復發的機率也比藥物

治療低。

可惜的是，不管是藥物治療還

是行為治療，都可能無效。這時，

可以考慮合併藥物治療與行為治

療，據研究，合併時的效果會大於

任何一種治療。

強迫症的預後
　　

強迫症是一種慢性的疾病，

只有20~30%的患者，在長期的追

蹤下，症狀有所改善；近半的患者

必須長年與疾病奮戰，症狀時好時

壞；還有20~40%的患者，不管怎麼

治療，症狀仍舊持續惡化。

此外，約有三分之一的患者，

同時會合併有重鬱症，部分患者還

會有自殺的意念。也有不少人借酒

澆愁，或使用其他藥物來減輕痛

苦。通常，病人若屈服於強迫行為 

(放棄抵抗)、兒童時期即發病、強

迫行為的內容怪異、合併有重度憂

鬱症或人格障礙症時，其預後會顯

著變差。

強迫症亦源於焦慮和恐懼，而

恐懼乃是從黑暗勢力的魔鬼而來。

故除了醫療處置之外，也要靠著主

耶穌的寶血和能力才能治好。聖經

應許我們： 「務要抵擋魔鬼，魔鬼

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雅各書

四章7節)
在片中，傑克尼克遜雖然深

愛著女主角海倫杭特，但礙於自身

症狀與性格問題，且又害怕對方無

法接納他的古怪行徑，因此始終無

法自然表達愛慕之意。直到最後，

傑克因為海倫的緣故，想要成為一

個更好的男人，總算願意說出真心

話。

在與異性交往的過程中，許多

精神疾病患者不僅有 「愛在心裡口

難開」 的問題，更面臨 「病在心裡

不能講」 的掙扎與困擾，有時這些

問題所帶來的痛苦，反較疾病本身

還要嚴重。吾人確信，透過精神醫

療團隊的通力合作，這類問題將能

得到更適當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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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電影中強迫固定僵化行為的處置

類別 內容摘要

需要立即

處理的行為

走路不踩有線條的部份：很明顯能從電影中看到傑克的困擾，

走路沒辦法好好走，還得避免撞到人，甚至沒辦法進入商店

買東西，這些已經造成傑克的生活困擾

要求同一位服務生：傑克因為沒有海倫就對其他服務生大吼

大叫，而被餐廳列入黑名單，沒辦法好好用餐，而傑克知道

這樣是不對的，卻仍克制不了跑去海倫家要求服務，片中已

經就醫，卻不正常服藥，只因會影響創作，後來為了海倫而

服藥控制病情

不必急需

處理的行為

門鎖和燈要來回開關五次：所耗時間不多，且並不影響傑克

的生活。如果五次已經造成困擾，而自己控制不了，就需要

就醫尋求協助

肥皂要用全新的：當然會對家裡財務方面造成問題，然而傑

克是有錢作家又是獨居，自然就沒這方面的顧慮。如果病人

對此舉止可接受，且不覺得影響生活，若強迫就醫，病人配

合治療的可能性就不高

固定的餐點：是看每個人的口味，片中傑克並未因同樣的餐

點感到厭倦，以致強迫自己進食，所以此舉並未深切影響到

主角的生活

製表 / 何志培

表二    應與強迫症鑑別的疾患或狀況

疾患／狀況 症狀特點

一般醫療狀況造

成的焦慮症

若強迫意念或強迫行為被判定是某種特定一般醫療狀況的

直接生理後遺症，才可作此診斷。此判定乃基於病史、實

驗室發現或身體檢查而作

嚴重憂鬱發作

常見到持續地心裡放不開，而一直想著可能發生不愉快的

境遇，或可能採取的其他行動。這是憂鬱心情的表現，而

非強迫意念

廣泛性焦慮症
特徵是過度擔心，惟患者乃針對真實生活狀況而焦慮，這

可與強迫意念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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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想症

患者針對自己的強迫意念或強迫行為是過度或不合理的理

解能力，乃屬於連續性的分佈。他們可能失去現實感，而

強迫意念可達妄想程度

精神分裂症
呈現反覆回想妄想內容及怪異的重覆行為，因其並非自我

異相也不受現實感支配，與強迫症有別

抽搐症
抽搐是一種突發的、快速的、重覆發生的、非韻律性的重

覆動作或發聲 ( 如眨眼、吐舌、清喉嚨 )

重複動作症
重複動作是一種重複而看來無功能的動作行為 ( 如撞頭、

搖晃身體、咬自己 ) ，非為了抵消強迫意念而作

強迫性人格障礙

症

此症並沒有強迫意念或強迫行為的特徵，而是有關過度專

注於秩序、完美、及控制的廣泛模式，且須始自成人早期

之前

迷信習慣及重複

檢查行為

這些狀況在日常生活常遇到。當其特別浪費時間或造成臨

床顯著損害或痛苦之時，才考慮強迫症的診斷

製表 / 何志培

[註解] ： 所謂儀式 (ritual) 乃指任何被用

來緩和焦慮而持續的精神運動。儀式化

行為，顧名思義，就是說患者的許多行

為必須像是一種儀式一樣，由若干程

序組成。既然是儀式，有三個禁忌要守

住：1. 任何兩個程序的先後順序不可顛

倒；2. 不可省略任何程序；3. 不可增加

任何程序。一旦違反了這三個禁忌的任

何一個，患者就會覺得他的儀式被破壞

了，覺得事情沒做好，想要重做一遍；

情勢所逼不能重做時，他會一直耿耿於

懷、焦慮不安，等待重做一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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