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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刻刻》(The Hours) 

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 黃健老師 
壹、故事背景 

《時時刻刻》改編自美國普立

茲得獎作家麥可康寧漢(Michael 
Cunningham)的同名小說 The 
Hours (1988)，時時刻刻受英國作

家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
影響頗深，以其小說《達洛維夫人》

（Mrs. Dalloway）(1925)為出發點，

講述並串連三個時代中三位女性

的故事，圍繞女性在不同時代所受

到的束縛，隱含性傾向議題以及表

現心理疾病深遠的影響。 
本劇提名奧斯卡及金球獎最

佳影片及導演等多項獎項並囊獲

金球獎最佳戲劇類影片獎，本片由榮獲三次奧斯卡影后的梅莉·史翠普

(Meryl Streep)，奧斯卡及三大影展大滿貫影后茱莉安·摩爾(Julianne Moore)，
以及憑此片獲得奧斯卡影后的妮可·基嫚(Nicole Kidman)，三大影后領銜主

演，奠定此片之影史地位。 

貳、劇情與角色 
本劇分別描述三段不同時空地點的故事，然三段故事相互呼應。 
第一段故事以本劇靈魂人物維吉尼

亞·伍爾芙（妮可·基嫚飾演）作開場，以

20 年代的英國為背景，講述伍爾芙因長

年受憂鬱症所苦，丈夫擔憂其精神狀況

以及再次自殺而退居郊區，透過對話伍

爾芙描述出與精神疾病共處以及其理念

受時代的束縛，在寫完予丈夫的遺書後，

最終投河自盡的一段故事。其著作《達

洛維夫人》後續影響了其他兩位主角。 



第二段故事背景為 50 年代的美國

洛杉磯，以主婦蘿拉（茱莉安·摩爾飾

演）籌備慶祝丈夫的生日而發展，蘿拉

此時懷有第二胎，並要照顧兒子理奇，

表面上為好太太好媽媽的蘿拉，其實一

直質疑自己的性向及受苦於主婦生活，

在閱讀《達洛維夫人》後蘿拉受到啟發，

並試圖自盡但最終選擇活下來，在生產

後為脫離自身困境而離家出走，蘿拉的自殺嘗試與出走在兒子心中留下傷

痕。 

第三段故事發生在 21 世紀的

美國，克勞麗莎（梅莉·史翠普飾演）

為一位女同性戀編輯，為其前男友

作家理查(為上段故事的兒子理奇)
籌辦文學獎慶祝派對的故事，可為

現代版《達洛維夫人》。理查飽受精

神疾病與愛滋病之苦，為尋求解脫，

他在克勞麗莎面前墜樓身亡。理查

過世後，克勞麗莎與蘿拉有過一段對話，這給予克勞麗莎面對生命的勇氣。 
在本劇中，從伍爾芙、蘿拉到理查德，都可以發現憂鬱症如何對他們的

生活產生影響。他們長期感到極為深沉的悲傷，不論外人如何稱讚他們的寫

天分、家庭或事業成就，他們都無法真實的開心，這些也無法為他們帶來活

著的真切感，他們就像被困在籠中的鳥兒，徒有美麗羽毛卻無法飛翔到他們

嚮往的天空，生活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自己也是毫無價值。他們時而麻木

呆然，一整天毫無生產恍惚度過，時而坐立不安，沒有目的地踱步徘徊，他

們無法完成他們本能完成的事，面對生活只有疲累感，面對未來也似乎只有

絕望。與他們相處也有相當難度，他們更覺得自己是造成他們照顧者的負擔，

同時卻又需要他人的照顧，在他們心中唯有自己離開，他人才能同樣從憂鬱

中解脫，反覆出現自殺意念或自殺嘗試。 

參、學習目標 
1. 情緒障礙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全世界得到憂鬱症的點盛行率是 3%，若由

2002 年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訪問全台兩萬多名樣本所作的調查，結果發現 15
歲以上民眾 8.9%有中度以上憂鬱，5.2%有重度憂鬱 (高於 WHO 估計 3%)；
65 歲以上 8.4%達重度憂鬱，其次 15-17 歲 6.8%達重度憂鬱，估計憂鬱人口

逾百萬。其中女性 10.9%，是男性 6.9%的 1.8 倍。但是憂鬱症就診率偏低，

只有 2.3%。 



在 2003-2005 年全台灣精神疾病社區流行病學調查的結果，顯示台灣憂

鬱症的終生盛行率只有 1.2%，相較於美國憂鬱症終生盛行率 16.2%，實在

偏低了不少。但是該研究也發現台灣被確認達到憂鬱症的個案，有更多的平

均工作喪失天數(美國 35.2 日，台灣 74.9 日)，較少的求助比例 (美國 57.3%，

台灣 20%)。研究者的解釋是台灣人較為堅忍，不願承認自己有憂鬱症，也

抗拒治療。只有五分之一的憂鬱症患者有去求助，還有五分之四沒有求任何

治療。 
依照目前診斷憂鬱症的標準(DSM-5)共有九個症狀，至少五個症狀以上，

持續超過兩週，大部分的時間皆是如此，就要小心可能是得了憂鬱症。這些

症狀包括： 
 憂鬱情緒：快樂不起來、煩躁、鬱悶 
 興趣與喜樂減少：提不起興趣 
 體重下降(或增加) ; 食慾下降 (或增加) 
 失眠(或嗜睡)：難入睡或整天想睡 
 精神運動性遲滯(或激動)：思考動作變緩慢 
 疲累失去活力：整天想躺床、體力變差 
 無價值感或罪惡感：覺得活著沒意思、自責難過，都是負面的想法 
 無法專注、無法決斷：腦筋變鈍、矛盾猶豫、無法專心 
 反覆想到死亡，甚至有自殺意念、企圖或計畫 

2. 家人因應 
當家人、朋友得了憂鬱症，身為他的家人，也承擔不少他的痛苦，有時

也會向他一樣有許多的挫折與無力感。以下有許多事是您能夠作的(摘錄自

「當家人得了憂鬱症」)： 
 儘可能的學習：了解憂鬱症及抗憂鬱藥物及相關正確知識。 
 合理的期待：不給他過高的要求，給予合理的期待與鼓勵。 
 無條件的支持：無條件的支持，不要立即想到回報。 
 維持日常生活作息：自己的生活也要過下去，照顧他不是生活的全

部。 
 分享你的感覺：適當時仍可分享自己的感覺，或找他人宣洩自己的

情緒。 
 不要認為事情是針對你個人而來：有些無力與受挫，不要太個人化

與自責。 
 尋求協助：鼓勵就醫，找尋適當的專業醫師，給予完整的處理。 
 一起合作：與患者一起合作，共同度過。 
建議不要過度理性的要他「想開一點」，這只會造成他覺得您不了解他、

只會唱高調，他也知道要往好處想，但是當已經到達憂鬱症的程度，是很難

想開的。傾聽、同理、支持與陪伴是最鼓勵作的，隨著他感覺被了解支持，

可進一步建議他尋求醫療協助。 



3. 社會及大眾的態度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長諶立中指出，近年使用抗憂鬱劑比率

增加，與經濟、政治等環境改變相關，民眾主觀壓力隨之增加，罹患憂鬱症

民眾變多；另外一部分則是醫療技術進步，在治療頭痛、過動症等與精神疾

病無關的症狀，醫生也會予以抗憂鬱劑治療。 
隨著網路發達及媒體傳播，憂鬱症已非遠在天邊，而是近在眼前。為什

麼台灣的民眾對憂鬱症仍普遍不了解，甚至是將憂鬱症患者視為洪水猛獸？

諶立中說，憂鬱症的特性是有部分的生理症狀，例如食不下嚥、頭痛、胸悶、

失眠等，但是東方文化卻讓我們比較在意「身體」的不舒服，卻忽略了心理

的不舒服，「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有憂鬱症。」 

尤其是情緒較難以言語描述，相較於英文，中文意旨「憂鬱」的詞彙也

較少，顯現中華文化對個人情感的壓抑。全世界憂鬱症的終身盛行率平均為

15%，但台灣卻遠低於這個數字，在東南亞如日本、韓國等也出現一樣情況，

推估可能是文化差異，亞洲人較難開口坦承自己有憂鬱的情緒，再加上情感

較難以具體化描述，更難說出口。 

社會上對憂鬱症等精神病患者充斥各種標籤，不僅讓憂鬱症病患在求學、

工作上遇到不少困難，更導致出現身心症狀的潛在患者不敢就醫，不願承認

自己生病了。諶立中分析，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台灣社會對於精神疾病了

解不多，且大多偏向負面印象；再加上民眾對於自己的精神狀態認知不多，

導致大家對於憂鬱症的「病識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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