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戒癮，是戒掉那股心裡的癮 /劉民和牧師 專文推薦 

(本文作者為基督教晨曦會總幹事) 

認識《上癮的治療與陪伴：全人關懷心靈輔導手冊》作者這些年間，

看到她陪伴孩子的用心和依靠神的信心，造就她對上癮者的認知，因

著對神的盼望，學習忍耐等候。 

  

人類在犯罪墮落後，就容易陷入上癮的行為。上癮的簡單定義就是：

明知道已破壞了個人生活、家庭婚姻生活、工作生活、精神生活、道

德生活等等，還是要去做，就可說是上癮了。 

  

單一治療行為是很難幫助人戒癮的，因為上癮行為會導致「全人」被

破壞，即身心靈和社會行為都受影響，這樣的治療康復需要時間、內

容與愛心。我曾吸毒上癮十年，一路吸、一路想戒，但總是無法戒掉

那股心裡的癮，直到我加入了福音戒毒行列，才真正戒掉。從事幫人

戒毒癮四十年期間，更看盡戒毒癮者的生生死死。生生，是指有人信

靠了耶穌得生命，並遵守主道過生活，成家立業，事奉上帝。死死，

是指有人在戒的過程中，吸毒過量死亡，或自殺結束生命，靈魂永遠

死亡，與上帝永遠隔絕。 

  

戒癮的方法很多，不論是藥物治療、心理治療、環境治療、門診治療、

住院治療、居家陪伴的、強制就醫等等，最徹底戒毒癮的是──福音



戒毒癮。戒癮不只是教育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生物問題、社

會行為問題，更是個生命課題。生命出了問題，就容易被癮捆綁，也

不容易戒掉。許多處理癮的問題，多注重在「誘因」上著手，而「原

因」鮮少人注重。若沒有診斷出原因，沒辦法對症下藥，結果就會不

同。 

  

作者是虔誠的傳道人，秉持基督信仰的理念，深知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故此，她捨命陪伴孩子，寫出此書，有血有淚，

值得一看！本書特別對上癮者的家屬帶來盼望，我的母親曾對我說：

「孩子我愛你，又愛不下去！不愛你又不行！」真是心如刀割！但如

同作者日夜為孩子禱告、等候陪伴，終有一天，神會動工感動孩子。

推薦此書！ 

 

 

如果你是上癮者的親友，你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 

許多上癮者的家屬不是「不愛」而是「愛太多」，不是「不負責任」，

而是「太負責任」。讓自己及上癮者雙雙陷入泥沼中無法自拔。表二

可以幫助你檢視自己是否無形中成為上癮者的「依附關係」。表列問

題當你有五個以上的答案是「 是」，那麼你有可能成為「依附關係者」，

更強烈的說法就是「上癮加工者」。 

 



▌案 例    

陳長老平時熱心公益、建立教會，也是成功商人，經常在各教會講道

及教學。他的太太也是教會的區牧，夫妻倆是許多人的榜樣。但是他

們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痛」，那就是他們的孩子吸毒已經好幾年了，

他們認為兒子就是聖經保羅所說的那根「刺」，讓他們在服事的道路

上更加謙卑。 

由於不勝其擾，於是將兒子安排在外州的房子獨自居住，每月按時寄

生活費，孩子的情況卻每況愈下，陳長老只得不斷地增加生活費，直

到有一天警察找上門，原來孩子因為吸毒過量產生幻聽幻覺，被鄰居

控告非法侵入及騷擾，這才不得不求助專業輔導。 

輔導建議應該斷絕金錢的援助及收回房子，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將孩子

送入戒毒村、暫時隔離治療。然而陳長老夫婦卻不以為然，認為：「我

是長老也是講員，將孩子送到戒毒村，大家都會知道兒子吸毒，我怎

麼去教導別人？哪有臉去幫助別人？」 

於是他們拒絕輔導的建議，花錢找律師幫兒子解決法律訴訟的問題，

同時尋求教會的牧者同工為孩子法律問題禱告，他們相信孩子將來會

成為被上帝所用的人，到處做見證，成為榮耀的器皿，因為有信仰堅

定的父母在為孩子禱告。 

我不是否認禱告的力量，而是當我們祈求上帝改變環境之前，先改變



我們的內心。聖經提到：「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

哄自己。 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 看

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雅各書 1 章 22-25 節）前文

提及上癮者到後來是「病人」，無法自己幫助自己，許多親屬也一樣，

無形中讓上癮者產生「依附關係」，因此他們也是病人，無法幫助自

己脫離「上癮加工者」的角色。他們只專注在上帝的恩典卻忘了上帝

對「罪」的零容忍，只在意「救恩」卻忘了「審判」。他們沒有真正

解決問題，而是在「美化問題」。 

 

「責怪」、「控告」是上癮者慣用的語言，他們往往會說：「家人不了

解我」、「他們根本就不愛我」，換言之他們的良心已經麻木，家人的

善意和無盡的愛，反而讓他變本加厲使用更多的藥物、酗酒，來處理

自己的「愧疚感」，因為這是他們唯一的出路。而家人因為害怕揭露

真相會帶來更大的衝突，於是試圖隱藏、美化問題，維持表面的和諧，

無形中成了「依附關係者」，用更嚴厲的說法就是「上癮加工者」。 

 

▌情況一 

母親：「我發現你房間有大麻吸食器。」 

孩子：「你怎麼可以隨便進我的房間搜東西？ 你一點都不尊重我的隱

私，這個家庭我受夠了，你這個爛母親，每天什麼事都不做只會監視



我，我要搬出去！」 

▌情況二 

妻子：「我請你去接孩子回家，結果你居然跑去喝酒？ 喝醉了還讓孩

子從摩托車上摔倒。」 

丈夫：「是妳自己不負責任，我幫妳接孩子，還怪我？都是妳給我壓

力，以為妳有工作多了不起？我只是喝一點酒舒緩妳帶來的壓力，有

錯嗎？妳這個爛女人娶了妳算我倒楣，這個家毀了都是因為妳！」 

通常「依附關係者」只想讓日子好過些，努力嘗試適應上癮者，不要

惹他們生氣，不想把他們推到懸崖的邊緣。如果家中還有其他的家人，

更會忍氣吞聲，努力地想維持家庭的和諧。於是每天問候孩子，想辦

法煮一桌好菜等他回家，或者帶他去旅行，幫他們解決法律問題、幫

他們找工作等，其實這些都是「康復」的阻力。 

困難的是當家屬要尋求幫助解決上癮問題時，上癮者就會惱怒、攪亂，

無論怎麼做都是家屬的錯，以致家屬更加恐懼，不敢將「罪」攤在陽

光下，和上癮者綁在一起，活在痛苦的深淵中。 

 

家屬的自我觀護 

不會照顧自己的家屬，就無法對上癮者提供正確的協助。許多看似「協

助」事實上只是在「拖延」 。當你認清問題並且理解自己無法承擔

時，先讓自己成為「健康的人」，例如：經常爬山、運動、參加小組。



當親人還在沉溺不願改變時，先將自己照顧好，等待適當的時機。同

時將上癮者的「罪」攤在陽光下，不需要「昭告天下」，但是要尋求

外人的幫助。 

讓他人知道上癮者的問題，也就是尋求「介入者」。不要害怕尋求幫

助帶來的衝突或關係的破壞，這些都只是「過程」，要用愛心說誠實

話，更重要的是不要控告自己，畢竟犯罪的不是你，但是如果包容罪

就是與「罪」有分了。 

 

如果你是上癮者的家人，你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 

• 充實關於各種上癮的知識以及如何恢復（恭喜你當你閱讀這本書

時你已經開始了），藉此了解他們，在適當時機才能給予正確的協助。 

• 尋求合適的第三者介入（見後文），不要單獨面對 

• 試著不要責怪、審判自己或其他人甚至上癮者，對家中的任何人

而言都是非常艱辛的，責怪、審判對任何人都沒有益處。 

• 提供一個沒有毒品的環境，如果受鄰居影響，可以考慮搬家，這

樣可以降低使用機率。 

• 理解「戒癮」是需要時間，不可能一夜之間改變，需要時間讓上

癮者藉著各種不同的方法（見後文）慢慢恢復。 

• 不要期待過去的日子會回來，這是不可能的。他的身心靈和大腦

都已經受到上癮的傷害，不要期待過去的生活會回來，而是要創造一



個無法使用毒品或酗酒的「新生活」。 

• 要找到可以讓上癮者放鬆、享受的新生活方式。許多上癮者是為

了放鬆才去喝酒，你需要找到健康但是被他接受的放鬆方式，例如：

各種他喜愛的運動、一起看電影……等。 

• 試著不要用負面的字句和上癮者溝通，例如：都是你的錯、你搞

砸了、你害我……等。用負面的字句不會帶來改變，只會增加他們內

心的愧疚感，加深躲入藥物濫用或酗酒之中。 

• 不要掩蓋或為上癮者找理由，例如：單親、受欺負、不小心、受

朋友影響等等，會讓他們忽略自己的責任，無法帶來悔改。 

• 不要幫他解決因為上癮而惹出的麻煩如：被警察逮捕、交通罰單、

被學校退學、失去工作，事實上這些麻煩及後果會讓他們產生想戒的

意願。因此無論他如何哀求，千萬不要幫忙解決。 

• 設立雙方都同意的界限，如：驗毒、門禁、斷網路、斷零用錢……

等，它目的是幫助家人們能夠擁有一個健康的生活，但不要將「界限」

當作懲罰或者羞恥。要讓上癮者明白這不是懲罰而是「界限」。「界限」

是雙方的立約，要事先談好，無法遵守就必須付代價。 

• 如果你真的要在金錢上幫助他，最好買食物或者服務，而不是直

接給金錢。如果你要幫他付房租、加油，也要直接付給房東或用悠遊

卡加值。 



• 當他真心悔改、有心要戒，此時會感到恐懼茫然，因此當他進入

戒毒村或去勒戒所時，建議要陪伴，給予正面鼓勵，並且常常探望。 

• 常常為他禱告，要知道只有上帝才能改變人心，我們能做得十分

有限。 

 

如果你是上癮者的家人，你可以為「自己」做些什麼？ 

• 好好照顧自己身心靈，陪伴上癮者長期耗盡心力，無形中你也生

病了，也需要時間康復。當你所愛的人不願離開成癮，此時的你應該

鍛鍊自己的身體，如：運動、登山、游泳等，同時仰望主，等候主的

時間，當他們願意悔改時，你才有足夠的體力與靈力去拉他們一把。 

• 不要自責，你無法掌控「人的決定」，更無法強迫改變他們，這是

他們的選擇。雖然我們在孩子的教育上或經營婚姻關係上曾經犯錯，

但最終還是他們的選擇。 

• 不要太過用心或者用力去照顧上癮者，這樣反而你更加失落，你

的付出喚不回他們的心。最好的方式不是幫他們做什麼，而是鼓勵他

們戒掉，在行為上成為他們的榜樣。 

• 尋求專業第三者的幫助，並且持續參加家屬支持團體。這是場持

久戰，沒有同伴很難撐的下，面對所愛的親人會有許多盲點，需要專

業的第三者從旁協助。最好不要將其他的親人捲入，那樣只造成更多

的糾葛。 



• 不要爭論，不要試著和上癮者討論或爭論他們的問題，爭論對錯

不會帶來任何的改變，指出「罪」只會讓對方離你遠去，更加深你的

挫折感。 

• 傷害自己或負面語氣只會讓他們越陷越深，盡可能不要用負面的

語氣和上癮者溝通，那只會讓他們增加他們的愧疚感，促使他們更加

依賴藥物或酒精。 

• 不要因為上癮者的攪擾而忽略了其他的家人，要知道他們也是受

傷的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