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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截至 2020 年，中国已有逾 8500 万残障人士，约占总

人口的 6%。残障人士指的是由于身体上的残损，会有很多

障碍阻挡自身正常生活的人群。由于身体的不完美，他们

往往会遭受着来自外界的偏见和自卑所引发的对于自我人

格的厌恶感。而残障女性这类群体，除了基础的残障歧视外，

还有因为性别所导致的双重歧视。结婚、生子等对于女性

群体的固化看法，也会转移到残障女性的身上。残障人群

也和健全人群一样，有着创作表达的需求，有着对审美的

追求，他们可以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探索自身的情绪和

思想，进行自我剖析和表达，从而找到自己除了残缺以外

的优秀的特质并与自己和解。

2 艺术疗愈对残障女性的重要性

2.1 残障女性生存现状
当今社会条件下，包括残障女性在内的残障人士在生

活中需要的无障碍形式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出行的无障

碍，一种是信息的无障碍，另外一种是信念的无障碍。残

障女性受制于自己身体上的不便，其想要独立和顺畅出行

的基础，是社会对于无障碍设施的完善。而在使用交通工

具出行的方面，人们总能够能看到因为盲人携带导盲犬坐

公共汽车而被司机拒绝上车的新闻。

公交车司机和乘客拒绝盲人上车涉及到了外界对于残

障人士的观念障碍。信念上的无障碍指的是对于残障女性

和健全人群的去差异化理解，这也是艺术疗愈主要帮助的

地方。当今社会，人们对残障女性的偏见来源于对身体的

功能性和完美性的过度追求，人们不敢直面苦难，所以不

能观察到残障人群身上的残缺美和坚韧美。而对于残障女

性而言，因为残障问题引发的自卑是其主要需要通过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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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愈解决的问题。虽然社会在出行和信息方面进行了无障碍

的完善，但是残障女性和大众一样，过度关注于残障人群的

身体上的残缺，而忽视了对于自我内心价值的探索。认为身

体上的残缺决定了自己人生的一切，对于其他方面都持消极

态度。

2.2 艺术疗愈的作用
残障女性在艺术疗愈的过程中，能够在放松的状态下，

挖掘和展示自身的潜意识意象，从而面对并接纳自己的身

体状况，将这份能够感受美的能力转化为勇敢生活下去的动

力，最终获得自我价值感和个人认同感。艺术疗愈的过程可

以让残障女性寻找并发现残疾存在的意义，并展示残障人群

的人性美，打破社会对于残障人群的身体价值论 [1]。

3 针对残障女性的艺术疗愈理论支持

3.1 荣格“积极想象”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了“积极想象”的概念，他认

为意象和艺术都是来自于无意识，他鼓励病人用画笔来表现

自己，通过艺术将幻想观点和思维外化并处理。积极想象作

为意识与无意识沟通的桥梁 , 感受无意识的真实和作用 , 使

其理解、接受与整合 , 使个人原型意象具象化 , 从而释放原

型中巨大能量 , 从而可以增强自我力量 , 使得人格得到了发

展壮大 [2]。

3.2 艺术治疗的本质
艺术治疗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人们的潜意

识层面。艺术治疗的本质仍旧是艺术创作的过程，它具有社

会责任性，是一种对生命的肯定，其有可能带来成长、改变

和自我理解，从而成为让人们感到自己被疗愈的过程。艺术

治疗的优势在于它的直达性、表达性和广谱性。用艺术的方

式直接呈现创作的成长，既是治疗，又是诊断 [3]。

4 不同主题的艺术创作体验

4.1 总体简述
自 2020 年 12 月起，本项目与通州区乐益融社会工作

事务所开展了多次的“残障女性社群艺术沙龙”艺术实践活

动。每一次活动选取的地点都是富有艺术气息的安静环境，

并且除了部分工作人员以外，在场的志愿者和参与者都为女

性，为残障女性们营造了良好的创作氛围，使得她们在创

作的过程中能够更有安全感，从而可以更好地探索自己的 

内心。

在每一次活动的开始，都会让大家思考一个希望他人

称呼自己的名字，可以是昵称也可以是真名。可以让残障女

性在活动的整个过程中，选择一个自己舒适的个人名片，从

而更好地与他人进行互动。并且在活动的内容上，因为考虑

到残障女性的基础艺术能力，选取了互动性较强、操作简单

的几种形式。

4.2 手的共创
在第一次活动中，为了保证接下来沙龙活动的连续性，

选用了大家共同创作一个作品的形式来增加残障女性之间

的凝聚力。主要使用的道具是 A4 纸和水彩笔。首先，每个

参加者的手里都会被分到一张 A4 纸，选择一个自己所喜爱

的颜色，将自己的手掌描绘在纸上。接下来，以顺时针进行

传递，每个参加者可以选择手掌的任意一个手指进行创作。

创作结束之后，便依次传递下去，直到手掌心和五个手指都

被画满。

在活动的进行中，残障女性们都在互帮互助。因为有

视觉障碍的参与者，所以其他的残障女性都在帮助她们定

位。正是因为感同身受，所以残障女性非常清楚如何去尊重

她们。当涉及到创作的层面时，便让视觉障碍的参与者自己

动手来实现，就算画出框外也没有关系。当活动结束时，坐

在轮椅上的残障女性除了一些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的坡，其他

地方并不需要志愿者的帮助，她们也会主动提出自己想要单

独去坐地铁的要求。虽然都经历过苦难，但是人性之美并没

有消失，仍旧是独立自强的女性们。

4.3 我的故事圆盘
在本次活动中，所主要使用的道具是纸质的圆盘、水

彩笔。并且在“手的传递”的经验之上，考虑到视觉残障女性，

多增加了粘土作为艺术创作的工具。由于残障女性们互相还

不太了解，所以采取了两两一组的形式。首先，两个人各拿

一个圆盘，并选择自己喜欢的彩色画笔将圆盘分成九份，并

在最中间的位置上写上自己的昵称。二人都绘制完毕之后，

相互交换。其中一人开始说自己日常中的兴趣爱好，另外一

个人则可以选择使用彩笔、粘土等创作工具，填充圆盘上的

其他八个格子。二者交替着讲述，直到二人手中的圆盘剩下

的八个格都被填满，圆盘再交换回来。

虽然是很简单的创作形式，但是圆形是一个极具包容

性的柔和的图形。残障女性们可以肆意地思考自己真正喜欢

的事物，并经由他人之手创造出来。残障女性们往往不会在

意创作的真实性和还原性，只要相似皆可，更多的是在享受

和他人交流的过程。参与者对于该活动的感受中提到，她们

很少有机会去如此认真地探索自己真正喜爱的事物。因为身

体上的障碍，她们总是生活在一种不安之中。这种不安不仅

仅来源于社会的身体价值论，也来源于过度泛滥的同情心。

大多数人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心，然而却忽视

了残障人士真正所需要的公平对待。在艺术创作面前，人人

平等，所以残障女性也才能真正地能够在艺术中呵护自己的

内心，了解自己的所求。

4.4 音乐下的自我探索
艺术疗愈往往不仅仅是通过绘画这一种形式，还可以

伴随着音乐的使用。本环节使用的道具是一张 A4 纸和水彩

笔。随着轻柔或有节奏的音乐，闭着眼，随意地在纸上进行

绘画。在画完之后，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丰富自己所绘的

图像。并在完成后，根据自己的理解为它起一个名字，并讲

述它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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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与者来说，大家都是闭着眼的状态，无法精准

的下笔，所以画成怎样都可以。正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在这场

闭着眼的“战争”中做到十全十美，所以参与者要接纳自己

的全部，承认这就是自己。对于音乐的体会和理解，往往能

让参与者在绘制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内心意象，并且通过口

述来讲解出来。讨论环节的设置，实际上也是为了让参与者

们能够更好地正视自己的障碍，并接纳它。在全是残障女性

的环境中，所有人都可以共情并理解。所以讲述者也才能更

好地抒发自己的不快乐。

5 艺术是公平的

对于残障女性来讲，社会上的出行和信息无障碍是她

们所需要的差异化对待。这份对待对于她们来说是能够弥补

身体上障碍，从而能够和他人自由生活的基础。然而信念上

的无障碍则是在此基础之上，让所有人意识到，前者的差异

化对待是公平的。不仅仅是社会人士要尊重差异，并认识到

残障人群也是人的多样性的一部分，残障女性也应该跳脱出

物质的限制，在此基础之上更好地关爱自己。让残障女性能

够意识到这一点就需要艺术的加持，艺术的过程是公平的，

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而残疾女性可以在艺术创作的过

程中展示自身的潜意识意象，从而面对并接纳自己的身体状

况，最终获得自我价值感和个人认同感 [4]。

6 结语

从残障女性这类社会边缘性人群对于艺术疗愈的接纳

度和需求中可以看到，人们可以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释放强

烈的或者让人不适的情绪、放下一直困扰自己的痛苦的经

历，从内心开始解放，获得自由。而艺术创作的形式是多种

多样的，同时也是没有较大限制的，人们都可以参与其中，

并实现个人的成长和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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