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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心理治療，很多人都
會聯想到行為認知治療等西
方的各種心理治療，其實中
國自古以來，有不少典籍記
載醫師在心理治療的經歷，
現在更有學者加以整理，讓
大眾認識歷代有關的經歷和
著名醫師，說的是由廣州中
醫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院
長、中醫心理學博士生導師
邱鴻鐘教授主編的新書《空
葫蘆—中醫心理治療》。內裡
簡述了兩千多年的中醫心理
治療史，編者選擇了充滿代
表性兼具趣味的案例作深入
淺出的講解，讓大家認識一
些中醫心理學的知識。

邱鴻鐘指中醫心理學的理
論基礎，最早可追溯至《黃
帝內經》，只是在西學東漸的情況下，中醫心理學的思想和臨床技術
被嚴重忽略了，成了主編這本書的原因之一。「中國傳統心理學思想
的語義常被人誤讀，價值被低估。這次選擇從古代案例的解釋做起，
是一項基礎性工程，因為中國人很相信臨床實際效用是判斷一項技術
是否有價值的金標準。」

而在《空》一書裡，講解多個典型心理治療的案例及醫師的介紹，
當中也有提及邱鴻鐘認為歷史中重要的一位醫師——張子和。「在中
醫心理治療的歷史中，張子和醫師是最重視發揮《黃帝內經》中調神
思想於臨床的醫家，從古至今，中醫『七情致病』和『七情相勝』的
理論，以及『精神內守』的理論對後世深遠影響深遠。」

以人為本的知識體系
至於中醫心理治療與西方的心理治療的不同之處，邱鴻鐘認為可從

中醫心理學特點的角度來評價。「中醫心理學思想是中醫學理論體系
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從病因、病理、診斷和治療的所有臨床方面都內
含有心理學思想，而不像西方精神病學或心理學獨立城一個學科，在
臨床上將內外兒婦科與臨床心理學分割開來。中醫又認為五臟六腑皆
藏神，強調所有內臟機能狀況都會影響情緒，強調臟腑之間的相互作
用，而西醫心理學的思路是從強調中樞的決定性作用的。」

身為研究中醫心理學的學者，邱鴻鐘認為將來的發展方向會在理
論、臨床技術以至中醫院轉型上入手，變得更為全面。「運用闡釋學
和跨文化比較的方法重新解讀古代中醫心理學文獻，發掘其中的思想
精華。以現代科學技術開發利用中醫心理學思想和臨床技術，例如方
劑、針灸技術等。並且促進中醫院轉型升級，在所有科室和病區普及
推廣中醫心理學的理論與技術。還有在圍繞中醫心理學的理論、技術

和方劑開展實驗性研究
和臨床循證研究。」

隨 中醫學的普及，
相信中醫心理治療有望
在香港成為求助者的另
一方便之門。

口吃特徵：
•重複某些字或音，如說「我想去加拿大」

時會說成「我我我我想去ga-ga-ga-加拿
大」。

•說話突然停頓，如把「我想去加拿大」說
成「我想去⋯⋯」，在中途便難以說下去。

•將字音拉長，說成「我——我——想去加
拿大」。

•臉部異常或連帶的動作，臉部或喉部肌肉
繃緊。

•說話時過量使用「um」、「 」等作掩
飾。

新世代求醫有法
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新奇事物與嶄新科技層出不窮，

在互聯網上隨時看得兩眼昏花，與其自己亂試，不如留

意專家及其他用家意見。早前電影《皇上無話兒》講英

皇佐治六世患口吃，但言語治療又豈止戲裡所說那樣簡

單；「心理學」這詞彙聽得多，但原來中醫的心理治療

也有典籍可考究；轉換髮型不必每次都要用上剪刀修

剪，利用增髮也可以「快靚正」地轉換新髮型。這次專

題版找來言語治療師、中醫心理學學者及髮型設計師，

跟大家分享處理現況的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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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口吃治療
不少患口吃人士都在兒童階段接受治療，若然因中途放棄

或其他原因而延遲接受治療，如早前在港上映《皇上無話兒》
（The King's Speech）裡的英皇佐治六世那樣，到了長大成人
後，又能否改善口吃的情況？

香港中文大學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系言語治療師羅家東
指，在成人階段接受治療，雖然難以完全根治口吃，但可改
善和有效控制口吃情況。

羅家東指口吃是在口語表達時出現的流暢障礙，可分為先
天性（發展性）和後天性（神經性）兩種，以前者的患者較
多。他又補充，現時仍難診斷口吃的成因，可能是受到遺
傳、環境因素，甚至運動性語言障礙（腦部訊息傳達至肌肉
時出現的障礙）等影響，而後天性口吃則源於中風、腦部受
創等而出現。「雖然自然康復率有75%，但現時仍無準確方
法可得知哪些人能夠自然復原，若然發現小朋友出現口吃的
徵狀，應該立即跟進。」

「口吃一般在兒童3至4歲時出現，普遍率達5％，即每100
個兒童當中就有5個患口吃。小孩患口吃的男女比例為2:1，
成人的男女比率則是4：1至5：1。接受治療的既有小孩，也

有成人——因小時候的治療不成功，或者以
往不清楚可透過治療改善口吃情況。」

口吃不只涉及語言表達，甚至對人際關係
也有影響，羅家東坦言曾有求助者因口吃問
題而不敢結織異性。他也指口吃人士較易遭
受欺凌的情況，「若然精神健康差，治療的
成功率也低。有研究指口吃人士患社交焦慮
症的機會比常人高出4.5倍，患恐懼症的則高
出34倍。在學業及事業晉升都易受障礙。」

堅持治療改善情況
治療成人口吃的方法有多種，羅家東說當中不一定全都有

科學根據和研究作支持。他指電影《皇上無話兒》中所見的
技巧如鬆弛口腔肌肉的運動和以耳機播放音樂來遮蓋自己發
聲，現在已較少用。「畢竟以往有部分治療的方法，難以在
日常生活中實行，如跟 節拍說話的方法，難以自然化地說
成日常生活的語速，又如聽耳機播放音樂時說話或其他聽覺
回饋的方法，都難以在日常生活的場合裡實踐。」

面對成人口吃的情況，
羅家東指常用的會有「順
暢說話法」：「如輕聲地
說話，延長句中每個子，
以及把字連貫地說出來，
控制發音。」然後慢慢地

『自然化』，像平日說話那
樣。「一步步把拖延的時

間縮短，由『1－－－2－－－3』慢慢說成『1－2－3』。」
他又建議患者出現口吃時，先停下來再開始說，也不要因怕
口吃而趕 匆忙說完句子，一步步鍛煉來改善口吃情況。

現今社會生活節奏急速，工作繁忙，要定時接受治療，不
少人都容易中途放棄，羅家東建議接受治療者宜與言語治療
師商討，定下明確、可行的目標。「想要在一星期內改善所
有毛病是不可能的。一般小朋友約需１年時間，成人持之以
恆，每星期上5至6課的話，約6個月便見成效。」

與其自己盲目亂試，不如聽聽專家意見，跟言語治療師商
討改善口吃的問題吧。

口吃有救 心病可治 脫髮不怕

想經常轉換髮型？因治病而導致脫髮？即使經常戴上各式帽子也不是辦
法，其實近年增髮技術的仿真度越來越高，更有增髮公司舉辦髮型設計比
賽，展示瞬間轉換新穎髮型的技藝。常為青絲而煩惱的你，也許多了一個方
法解愁了。

哈佛增髮技術中心營運總監吳李玥旻說，大眾近年愈來愈接受使用增髮技
術，除了因男士典型脫髮的緣故，也有因之前接受治療如化療等而導致脫髮
的人，利用真髮重建等不同方法改善髮質和髮量，修補現有髮型。「不一定
是因脫髮問題才使用增髮技術，當中有不少是想改變造型，如藝人因應角色
而需要改變髮型，而且他們經常要到不同場合，可以利用增髮技術改
變髮型，為造型增添變化。當然，也有其他人因脫髮而透過增髮技術
塑造髮型。可能因染髮而受化學物污染，以及受其他污染影響健康，
近年確實多了年青人光顧，以往光顧的大多是40歲左右人士，現在30歲
甚至更年青的也來光顧，反映了脫髮提早出現。」

她指現時客源大多由顧客互相介紹的途徑而增長，每年的增長率約3
至5%。為了提升技術水平，吳李玥旻指公司每年都會邀請美國的增髮
大師來港交流，讓員工增值之餘，也使顧客享受更優質的服務。

增髮效果多變
增髮技術究竟可以做出多大變化？早前參加哈佛增髮技術中心舉辦

髮型設計比賽的美髮師及專業造型導師Vikki Chung就作了親身示範，
替模特兒塑造具前衛奇幻風格的髮型，當中也用上了增髮技術。

為了展現「未來奇幻『潮』」的主題，他嘗試塑造太空的感覺。他用
上了光纖材料，表達出能量、愛的寓意。為求熟練地塑造出新穎的髮
型，他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練習，每星期練習3次，務求做到過程手勢利
落，「畢竟這個髮型有較多配件配合，需要時間一一整理，約2個小時
便完成。」當中需要駁上具弧度的頭髮，「做出飽滿的效果，加上在

髮裡藏了一個小的電裝置，
令髮型變得膨脹，效果可以
維持一整天。」而最後出來
的效果，在宛如仙子的模特
兒身上具體地呈現出奇幻的
風格。

經常替顧客塑造髮型的
Vikki指，即使長有長髮的顧

客也用得上增髮技術。「有的顧客長髮及
腰，但髮的數量不多，感覺重而扁貼，利用
增髮技術的幫助，看起來的質感會比較厚。」
他指當中也得留意顧客的日常生活習慣，透
過跟顧客溝通而得知，從而塑造一個適合顧
客的髮型。

日後考慮為自己改變髮型時，或許心裡也
有多一個選擇吧。

中醫心理治療

以增髮轉新裝

■香港中文大學耳鼻咽
喉—頭頸外科學系言語
治療師羅家東

■電影裡使用的聽覺回饋方法，羅家東指難
以把技巧自然化地應用在日常生活。

■廣州中醫藥大學管理
與經濟學院院長、中醫
心理學博士生導師邱鴻
鐘教授

■Vikki Chung（右）利用增髮技術替模特
兒塑造新穎髮型。

■哈佛增髮技術中心營運總監吳李玥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