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介紹 

《28 天》(28 Days) 

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 黃健老師 
壹、 故事背景 

《28 天》是由《永不妥協》的編劇蘇珊娜·
葛蘭特(Susannah Grant)編寫關於一位酗酒的

專欄作家，從瘋狂的生活形態到被迫至勒戒所

戒酒，並在這過程中獲得療癒及成長的故事。

為奧斯卡影后珊卓·布拉克(Sandra Bullock)演
藝生涯中的轉型之作，為了揣摩角色，她甚至

到治療中心實地查訪，在此片可欣賞到她細膩

的表演。 
 
貳、劇情與角色 

主角葛雯（珊卓·布拉克飾演）是一個專

欄作家，她和男友賈斯伯（多明尼克·魏斯特飾演）都是重度酒精使用者，

生活的多數時間都在飲酒作樂，原本和姐姐莉莉關係就不佳的她，甚至作為

伴娘參加姐姐婚禮時仍是宿醉的狀態，不但破壞了婚禮還酒駕肇事，迫於無

奈她只好接受強制勒戒。 
一開始進入治療中心，葛雯拒絕面

對自己的物質使用議題，合理化自己飲

酒行為，也拒絕接受治療課程，她認為

自己可以憑著自己的意志力決定喝不

喝酒，她也不遵守團體生活規則，和治

療師（史提夫·布希米飾演）發生衝突，

還以嘲諷的態度面對其他同樣在進行

復健的病人，積極想離開治療中心。然

而沒有喝酒後產生的戒斷症狀令她難受不已，無法控制的手抖、煩躁、焦慮、

甚至是幻覺，都讓她覺察到自已已經被物質操縱，她就是個貨真價實的酒癮

者，而當她沒有用酒精麻痺生活時，

她發現與其他的病人相處後，她對

他們及她自己都有了不同的看法，

看著各式各樣的物質如何摧毀人的

生命，像是室友違規使用毒品過量

致死後，她越發理解到自己不能再

受制於物質，在參與治療團體的過



程中，她重新學習與他人建立關係、也獲得她所需要的同理與支持。 
葛雯也在復健的過程中直面

自己母親的酒癮讓她度過孤單無

助的童年，母親的失功能及酒精

中毒死亡對她和姐姐都留下不可

抹滅的傷痕，當小葛雯需要協助

時沒人可以幫助她，當時的莉莉

也沒有成熟到可以擔當母親的角

色，葛雯在成長的路上只學到逃

避，用短暫的快樂麻痺自己的寂寞與難受，複製了母親的型態。 
最後，她與姊姊進行一段心靈交流，通過對話完成和解，也為自己失去

的關係重新搭上橋梁。離開治療中心後，她回到她與男友的住處，她認清離

開這段不健康的感情才能使她重新開始，最終她脫胎換骨向過去說再見。 
 
參、學習目標 

1. 酒精使用障礙症 
經過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4 年的統計，全球約有兩億零八百萬十五歲以

上的人被歸類為酒癮患者，約佔全球十五歲以上人口數的 4.1%。在美國，

大約 12%的人終其一生曾經符合酒癮的診斷，在西歐，10%到 20%的男性在

一生中曾符合酒癮診斷，女性則為 5%到 10%。這些數據都指出，已開發國

家人們面臨的生活壓力較大，相對地，酒精成癮的比例也較高。在台灣，一

份 2009 年的國民健康訪問調查了 16,881 人，其中青壯年人口的酒癮盛行率

為 1.82%，而中年人口的酒癮盛行率則為 4.82%。 
酒精使用障礙症（俗稱酒精依賴或濫用）是精神常見的一種疾病，在臨

床上有 11 條診斷標準，內容繁多複雜，可以簡單歸納為：飲酒失控（喝太

多、太久、太想喝、停不住）、功能損害（工作、人際、社交受影響）、風險

飲用（心理、身體不適還喝）和耐受戒斷等 4 項。也因為酒精會抑制中樞神

經，讓人產生放鬆的感覺，中樞神經連結腦部許多區域，染上酒癮後，這些

區域的神經迴路都壞掉了，造成的傷害是不可逆的，因此酒癮患者大腦結構

已經改變、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因此戒酒不能仰賴「意志力」，而是要靠

專業的醫療協助。 
「飲酒失控」其實是酒精依賴或濫用最核心的問題，病患和大部份家屬

都認為，病人可以控制自己的飲酒行為，但是這往往是一種錯覺。許多酒癮

病患之所以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其實是因為他們同時罹患另一種精神疾病。

以一項國外研究報告為例，酒精使用障礙症患者中，約有 37%至少有一項精

神疾病。這些人中有 18%有情緒性疾患（如：憂鬱症、躁鬱症），15%有焦

慮性疾患（如：恐慌症、泛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因此在治療酒癮

問題時，須一併治癒潛在的精神疾病，才能夠使飲酒失控行為得到改善。治



療飲酒問題，必須要同時處理讓病人「失控」的潛在精神疾病。要能夠妥善

治療酗酒病患的精神疾病。 
 

2. 家人因應 
飲酒易造成家庭關係緊張，易有衝突。長期使用酒精可能影響腦部控制

中樞，容易使人變的情緒暴躁、失控，因此常出現暴力攻擊，在社會新聞中

也常有酒後自傷傷人的報導，可怕的是這樣的情形不只會在酗酒後才有，長

期酗酒者在平時也可能出現這樣的失調情形，而成為家庭衝突的主要來源。

當然酗酒行為出現之前，可能已經有許多潛在的問題，如心情起伏大、暴躁、

易怒、憂鬱等，而酒精只是患者用來發洩的一種工具，家人最後可能忽略原

來未獲得妥善治療的精神疾病，如憂鬱症、躁鬱症等，而誤以為都是病患本

身喝酒的問題，常只會為了喝多少酒，或吃飯的錢拿去買酒等瑣事不斷和病

患爭吵，耗盡心力，讓家中每個人變的焦慮不安、無法放鬆，想逃離這樣的

環境但卻又離不開，彼此之間關係變的緊張，失去了原本家庭的和樂，嚴重

者甚至產生不少家庭人倫悲劇。 
此外，酗酒家庭中孩子成長過程易受影響。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母

的行為、教養方式、親密關係的處理等，常常會複製到下一代中，而在長期

酗酒家庭中的孩子所反映出來的不只是未來可能會出現酗酒行為的問題，還

有他們在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時的困難、習慣壓抑的忿怒以及負面思考等，

這常是因為他們從小沒有學會適當的壓力調適技巧，而最後只能以酗酒來發

洩，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往往痛恨喝酒，但最後又變成酗酒者的原因。 
很多家屬面對酒癮者不斷的酒後失序行為、情緒暴躁甚至攻擊行為，屢

勸不聽之後灰心喪志，導致家庭關係破碎。酒癮者的家人除了需要有相當大

的抗壓力外也需極大的包容心，因在治療的過程中，病患可能又會因為某些

原因再度破戒喝酒，如：再度經歷挫折、憤怒、焦慮；人際關係的衝突；或

與朋友相聚時禁不起別人的嘲諷、排斥等原因，因此治療過程中，戒酒者需

培養足夠且良好的應對能力，以及家人需要給予更多的支持，才能通過各種

挑戰，成功戒酒。 
 

3. 社會及大眾的態度 
根據統計，全國一年酒類總供給量超過 7 億公升，可以裝滿 282 座游泳

池。研究酒癮治療多年的台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主任陳益乾卻認為，實際

數量恐怕更高。台灣在 1990 年代初次開放烈酒進口，但近 10 年來的威士忌

進口量一直是世界前十名，可見台灣人的烈酒消費力非常驚人。衛生福利部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長諶立中表示，台灣人愛敬酒、愛乾杯，酒是文化、社

交互動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酒類市場開放再加上釀造技術進步，在來源大

增、售價便宜的情況下，酒類自然變得更容易取得；更關鍵的一點是，在台

灣買酒不需要去專賣店，便利商店裡從水果調酒到烈酒一應俱全，「這些都



讓酒害有如燎原之勢。」 
然而媒體幾乎每天都出現酒駕、酒後施暴新聞，網路上總是一片「酒駕

該死」、「酒駕應求處重刑」罵聲，然而，社會只看到這些問題行為，卻沒有

察覺背後是酒精在作祟。社會對於酒癮者，多認為是個人意志力不夠，無法

抗拒酒精的影響，忽略了飲酒帶來身心理的變化，其起因於個人情緒壓力調

適困難，也忽略了多數酗酒家庭背後的社會經濟議題。 
WHO 提出以下幾項防制酒精對個人健康及社會安全造成的危害之戰略：

像是監管酒精飲料的銷售（特別是銷售給年輕人）；監管和限制酒精的可得

性；制定適當的酒後駕駛政策；通過徵稅和價格機制減少酒精需求；提高對

政策的認識和支持力度；向酒精使用疾患的患者提供容易獲得和負擔得起的

治療；針對危險和有害使用酒精者，廣泛實施篩查及干預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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