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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以園藝治療的角度探索多肉植物與中年栽培者的關係實作 

*黃玫瑄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摘要 

台灣人口快速老化且人口紅利即將消失，中年為邁入老年之前的過渡期，值得將老年生涯發展

的眼界擴大至中年期探討。園藝治療應用對象相當多元且治療地點不受限，而多肉植物屬於園藝作

物之一，因其特有的生理特性，也逐漸受到人們喜愛。緣此，本研究選擇多肉植物作為園藝治療的

主角，探討中年者與多肉植物之間的關係實作，藉此檢視園藝活動為中年者帶來何種助益。研究發

現中年者是以生活空出多餘的時間為前提，再仰賴於身旁親友的帶領或是自己想嘗鮮的心態，而產

生想要種植多肉植物作為新休閒的動機。多肉植物易於照料、外型多元、佔地小、價格便宜、生命

周期長等本身的生理特性，跟現代人講究 CP值的風氣相互映襯，亦是吸引中年者持之以恆種植的

關鍵因素。本研究亦依據生活的情境脈絡，將種植多肉植物的中年者分為空間綠化的尋求者與問題

導向的尋求者，藉由多肉植物改善不同的生活問題，且隨著多肉植物介入中年者生命的時間拉長，

跨物種之間的關係實作也因此發生變化，可能從解決問題的功能性取向，昇華至情感性取向的關係

互動。多肉植物為園藝作物的範疇之一，也能達到園藝治療的四項福祉功效：智識、社交、心理、

生理，中年者的生活在多肉植物的介入之後，發生更多采多姿的變化。 

關鍵詞：中年者、多肉植物、園藝治療、跨物種關係實作 

1. 緒論 

在資通訊科技發達的 21世紀，多數人的物質生活穩定提升，不再為溫飽擔憂，轉而注重精神

生活品質及心理舒適。現代人受到愈來愈多元的資訊刺激，選擇變多，生活的相對便利性更高且講

求效率，但忙碌的生活步調不禁令人感到疲倦、情緒低落，甚至睡不好，這些症狀可能都與壓力息

息相關（黃蘭茜等人，2014）。「壓力」被視作現代生活的一個主要象徵，來自於劇變性事件、個人

心理的崩解及當代環境的特性（張育愷，2009）。不僅如此，研究亦指出壓力與心理疾病有著緊密

的相關性(Bnannon & Frist, 2000)。焦慮與壓力問題席捲全球各地，世界衛生組織 2022年的一份報

告更是指出，近幾年 COVID-19大流行的影響，對感染的恐懼、面對染疫者的死亡、經濟上的擔憂

皆成為壓力的來源，COVID-19對心理健康造成了沉重打擊，遠遠超出病毒本身造成的死亡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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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全球焦慮和憂鬱症的患病率增加 25%以上。台灣地區年滿 15歲以上的民眾，約 45.4%的人表

示因疫情的關係感到工作、經濟壓力及日常生活壓力（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2021）。研究

也發現近 40.4%的青年在 COVID-19的影響下，自陳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傾向(Lrilri rt al., 2020)。面

對時代的巨變，現代人的壓力與情緒困擾日益加劇，維護心理健康已成為不容忽視的課題(Lu rt al., 

2020)。其中，台灣中年者的心理健康問題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 

台灣受人口老化現象持續加劇的影響，核心勞動力年齡持續向後遞延，依據產業人力供需資訊

網(2022)的勞動力資料，2010 年勞動力年齡集中在 25-34 歲，2020 年提升至 35-44 歲，預估 2030

年將延至 45-54歲，未來支撐台灣經濟的重擔將落在中年勞動人口。中年階段可能是人生生涯發展

的高峰期，但也會面臨生涯反轉的問題，如在生理層面出現體能衰退、視力減弱及慢性病等問題；

其次，在家庭層面，則有扶養父母與子女的經濟壓力（廖慈惠、溫金豐，2012；Wolfr rt al., 2021）；

而在工作方面，夢想和現實存在差距，常負面地認為自己不再有發展的可能(Lridrn, 2008)。Thomas 

(1982)認為中年時期的人們，須面對較大的工作、經濟或家庭壓力，通常會進入不安與改變的階段，

常被稱為中年危機(midlifr cnisis)。而壓力與健康之間存在關聯(Born & Yang, 2016; Kahn & Pranlin, 

2006; Sun & Houlr, 2018)，造成壓力的事件或環境，會通過複雜的荷爾蒙反應深入身心，這種反應

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損害健康(Frnnano & Shi::rr, 2009; Lu:irn rt al., 2009)。中年者累積豐富的人生與

工作經驗，往往是國家的重要資產。台灣即將走向人口紅利結束的未來，中年者的管理議題重要性，

必然逐漸增加（廖慈惠、溫金豐，2012）。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動態，影響著生命歷程各個階段(Bnight 

rt al., 2005)。因此，中年期的各種生活模式極有可能承襲至老年階段，面對中年危機，提供適合他

們的醫療諮詢、檢查及照護，使其維持最佳的心理健康狀況，至關重要。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1948)對於心理健康的定義：「健康是種生理的、心理的及社會幸福的完全

狀態，而不僅只是沒有生病。」緣此，除了醫學治療的研究，探討人類心理健康與紓壓方法的相關

研究也開枝散葉地發展。人們感受到壓力時，多數傾向以休閒活動作為主要的調適策略來提振心情

（陳惠美、王美晶，2009）。而園藝及相關活動是常見且能夠促進身心發展的休閒遊憩活動（陳惠

美、黃雅鈴，2005）。園藝治療意旨使用植物、花朵、蔬果等自然材料的介入方式，以「園藝」來

「治療」人，讓參與者在與植物交流的同時，能達到某種程度上療癒的效果，以提升認知、人際、

身體、心理及靈性的福祉（劉懿儀、朱芬郁，2018）。根據 Ulnich及 Pansons (1992)的論述，指出負

面刺激充斥於現代生活之中，讓身心理負載過度，藉由接觸植物，感受大自然帶來純真及和諧感，

進而釋放壓力。人們於日常接觸植栽，不僅可以改善空氣品質，也可以從植物生命歷程，刺激自身

的感官外，也可體會生命的意義，透過園藝活動簡單而重複的步驟中，可學習控制情緒，獲得心理

滿足感，將有利於緩解壓力和放鬆，增加正面情緒和改善社會行為（郭毓仁，2010；Lu rt al., 2020; 

Song rt al., 2016; Yang rt al., 2009）。研究者亦提出，若以擬人化的面向看待植物的療癒性能，越吻

合擬人化要件之植物，栽培者越容易將情感投射於植物所給予的情境當中（黃蘭茜等，2014）。整

體而言，園藝治療的優點眾多，已經受到各界重視，因為它可適用的對象非常多元且治療方式生活

化，治療的地點也不侷限於特定的地點。園藝治療未來的運用範圍將會更加廣泛，甚至滲透到每個

人的日常生活中（黃蘭茜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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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園藝作物之一的多肉植物，泛指營養器官特化成肥大可儲藏水分的植物(Jo. rt al., 2020)。

近期民間興起栽種多肉植物的熱潮，帶動仙人掌及多肉植物的交易量持續上升，從 2015年至 2019

年，交易量由 29萬盆擴增至 73萬盆（陳立儀、吳國政，2020）。多肉植物漸漸成為現代人的療癒

新寵兒，利用種植多肉植物的活動，改善人的身、心靈狀況的園藝治療在坊間越趨普遍。已有研究

證實，多肉植物易於照料的特性，使身體功能相對遲緩的身心障礙人士與高齡者容易入門，對其情

緒及行為產生正面影響(Jo. rt al., 2020)。然而，多肉植物應用於園藝治療的範疇，不僅限於高齡者

與身心障礙者適用。因此，值得細細探討多肉植物與不同人口背景的栽培者之情感互動過程，是如

何達到治癒的功效。 

過去研究已證實園藝治療皆能改善精神病患、學生、失智老人、護理人員及身心障礙者等族群

的身體健康狀態，以及常保正向情緒的福祉（陳繼勝等人，2010；鍾晏瑜等人，2010；Jo. rt al., 

2020）。但沒有研究將園藝治療對象鎖定於一般的中年者，甚至鮮少研究以多肉植物為主角，探討

其與人們的關係實作。由此可知，多肉植物與中年者之間尚有研究缺口，而中年者為飽受壓力的生

命階段，探討中年者如何透過多肉植物的療癒性能展現，以獲得情感支持，有其重要性。 

2. 文獻探討 

2.1 台灣人口結構轉型：中年者面臨的中年危機 

人們的平均年齡於十九世紀後期約為 40 歲(Thomas, 1982)，人們投入工作的時間相當短暫，但

隨著壽命的延長，「中年」(midlifr)一詞被正式列入辭典中，根據民族、時空脈絡、文化等不同的因

素，不同學者對於中年均有不同的觀點與詮釋。學者 Enikson (1959)的心理發展理論將中年者介定

於 40-65歲之間，個體在此一階段的心理危機囊括了職業、社會、心理、生理等各方面的過度與轉

變；學者 Ricr (2005)以事件點模式，界定中年者為 40-60歲；中華民國就業服務法第二條第四項則

規定，中高齡者指年滿 45歲至 65歲之國民。統整上列敘述，並折衷於各學者的界定，本研究基於

台灣文化與社會價值的考量，參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的勞動人口區間界定，將中年的年齡定在 45-

64 歲之間，也藉此希望年齡區段的界定符合台灣社會普遍對於中年期的界定。 

內政部統計處統計 2020 年臺灣人民的平均餘命，男性 78.1 歲、女性 84.7 歲，人們可投入勞

動市場的時間也隨之增長許多。根據產業人力供需資訊網的統計資料顯示，45至 64歲的工作者在

2020 年占總勞動人口的比例 37.3%，到了 2030 年將上升至 43.5%，顯見因為高齡化及新生人口數

下降，45至 64歲的中年勞動人口未來成為國家重要的勞動力來源，中年者的相關議題重要性必然

逐漸上升。 

中年期在生命歷程中，是邁入老年的前哨站，亦是一個各種角色價值轉變的階段。在不同文化

與社會脈絡之中，中年期所包含的角色可能會有雙親、子女、職場的主管、員工，甚至是企業經營

者，故角色壓力與自我價值定位是中年者可能會面臨的課題（郭溥，2020）。台灣社會的中年者需

要扮演主要照護者的角色，處理子女成長及照顧長輩等家庭事件，在此階段常也會遇到子女離家求



以園藝治療的角度探索多肉植物與中年栽培者的關係實作 

作者：黃玫瑄                                                                                   272 

學或是過往友誼疏離等問題，而產生孤獨感，均可能促使中年期的個體感到焦慮及無助（江麗瑩，

2008）。有別於青少年與進入成年時的角色適應，中年者所面對生涯挑戰壓力不只來自個人，更是

社會加諸的期待與責任，常見的壓力來源，例如：社會角色、性別角色、事業、家庭與婚姻關係、

對死亡的看法不同等（王璇，2009）。在這樣的角色關係下，衍生經濟、生理和心理的交互影響，

讓中年者有時處於進退兩難的境遇，正是中年世代的真實寫照（郭溥，2020）；亦如同 Lachman (2004)

在針對中年族群發展的統整性文獻中指出，中年危機因為年齡而造成認知功能、自我、情緒、社交

關係、工作和生心理健康的改變，而使中年危機更有挑戰性。 

2.2 從一般觀賞植物到多肉植物：多肉植物的獨特之處 

多肉植物(Succulrnt)也可稱為多汁植物，泛指根、莖、葉特化成可以儲存水分的器官，以用來

抵抗乾旱，通常生長在海濱、高山、沙漠等乾燥環境（李梅華、劉耿豪，2003）。近期多肉植物成

為受歡迎的室內裝飾品，常見的多肉植物主要有景天科、龍舌蘭科、大戟科、夾竹桃科、蘆薈科、

番杏科等，其觀賞部位可分為三大類：根莖型多肉、莖多肉、葉多肉。根莖型的代表有夾竹桃科、

莖多肉為大戟科、則葉多肉的代表有景天科和蘆薈科（梁群健，2015）。多肉植物倚著耐旱、易於

照顧的特性，在園藝領域中，經常戲稱這類植物為「懶人植物」，多肉植物的另外一個特色則是種

類繁多，有的葉片色澤艷麗，有的外觀型態奇特，有的花朵更獨樹一格（陳國生，2007）。多肉植

物相對於花卉來說，不需要太多的時間去照料，特性非常適合現代人種植，而且許多多肉植物的外

型也猶如一朵花，民眾從種植花卉轉而種植多肉植物的接受度也較高，所以許多農場從原本花卉經

營轉型成多肉植物賣家（魏綪欣等人，2015）。此外，多肉植物還有著特殊的「出錦」現象，意旨

植株因為基因變異，導致容易受溫差、光照及人工施藥等因素而改變顏色(Wildrn rt al., 2008)，能

夠呈現黃色、紅色或乳白色的色斑塊或線條。相對於多肉植物原本的主體顏色來說，出現錦斑後的

顏色會更多。出錦雖然是一種病態的表現，但意外地使得多肉植物的色彩變得更加豐富，更有收藏

的價值。多肉植物的外貌多樣性，使其不亞於一般觀賞植物帶來的視覺刺激。 

有研究者已證實觀賞植物可紓解生活壓力及改善生活品質，例如色彩豐富的花卉，常見顏色有

紅色、橙色、黃色、粉色，能帶給人有積極、溫暖、快樂的情緒(Clankr & Costall, 2008)；色彩溫暖

豐富的花海或是平靜綠色的茶園景觀，都有助於人體注意力恢復及生心理紓壓放鬆的療癒效益（游

之穎等人，2020）。自 1990 年代台灣經濟逐漸邁入成熟階段後，人民生活水準提高，轉而追求生活

品質，公園與都市林綠美化的工程數增加，民眾對環境綠美化趨於重視，漸培養出居家及辦公場所

綠意佈置的興趣，觀賞花卉的需求也隨之逐漸增加（呂美麗等人，2004）。居家生活環境中，不乏

可見盆栽觀賞植物的擺設，盆栽植物具有易移動性及容易佈置的優點，可美化家庭環境，增添生活

情趣，因此廣受都市消費者所喜歡。 

早期臺灣是以花卉植物較為大宗，多肉植物種類尚未普及。近年來，由於都市化的發展，人們

的生活空間日益狹隘，無法容納過於龐大的觀賞植栽，而生活型態轉變，忙碌的現代生活讓人無暇

顧及植栽，再加上盆栽養護觀念之教育不足，致使購回家中擺設的盆栽觀賞期短，降低購買意願

（呂美麗等人，2004）。但是，同屬於觀賞植物之一的多肉植物，與其它一般的觀賞植物相比，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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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率高，易於栽培和管理，出於這個原因，多肉植物種植失敗的風險非常低，近期成為家庭觀賞植

物的後起之秀(Jo. rt al., 2020)。許多花卉業者看到商機，紛紛轉行投入多肉植物的栽培，台灣目前

大概有一百家左右的農場在種植，市面上不難看到多肉植物（魏綪欣等人，2015）。隨著人口增加，

生活空間愈來愈小，多肉植物外型多樣、蟲害較少、不占空間且較佳環境適應能力，彌補一般觀賞

植物的缺點，使得多肉植物成為許多人美化室內的新選擇（黃世恩等人，2014），再加上因應現代

忙碌的生活步調，許多人無法花過多的時間照顧需要天天澆水的花草，因此強韌的多肉植物漸漸占

據現代人的生活空間（黃世恩等人，2014；曾怡陵，2018）。這些造型特殊又便於養護的多肉植物，

成為近代為室內增添綠意的新寵，使得多肉植物在台灣市場上愈來愈專業化的趨勢，也提升園藝治

療成功的機會。 

2.3 植物之於人的心理效益：園藝治療實作的思考 

植物是幫助人類孕育文明的開端，自古以來，人與植物的關係本來就相當密切，兩者互動的場

域，從野外採集到農地耕種，現今更深入人們的家庭生活（稻垣榮洋，2019）。植物除了可以是盤

中飧以及美化環境的媒介之外，亦具有調理身心的療效。中國早期的經典，李時珍的「本草綱目」，

就詳載中國人如何運用大自然的綠色寶藏，將其入藥以供人調理身體。直至今日，植物帶來的療效

已不止於生理，繼而衍伸出以植物與大自然為媒介的園藝治療(honticultunr thrna:.)，「治療」(thrna:.)

並非對應為「疾病」被治癒(cunrd)，而是ㄧ個身心靈循序漸進恢復平衡的療癒歷程（林夢珊、楊明

磊，2019）。 

根據美國園藝治療協會(Amrnican Honticultunal Thrna:. Association, AHTA)的定義，狹義的園藝

治療是由訓練有素的園藝治療師，帶領園藝活動使參與者達成特定的治療目標。廣義的園藝治療意

旨任何人使用植物、花朵、蔬果等自然材料的介入，進而「治癒」人（劉懿儀、朱芬郁，2018）。

園藝治療的適用族群相當廣泛，一般的男女老少皆能是園藝治療的實作對象（沈瑞琳，2016）。透

過照顧與觀察另一個生命的周期，可以幫助人們跨越某種心理障礙，達到真正的全人型健康（黃盛

璘，2015）。園藝治療最重要的並非是最終產出的園藝作品，而是發生於活動過程中的體驗（林夢

珊、楊明磊，2019），從中產出身體健康(:h.sicall.)、常保正向情緒(:ositivr rmotions)、頭腦及意識

清楚(cognitivrl.)、有真正「好的朋友」在身邊(sociall.)、經濟無慮(rconomicall.)等福祉效益（郭毓

仁、陳慧娟，2012）。Tu (2022)運用整合分析(mrta-anal.sis)統整各引文資料庫的園藝治療相關研究

發現，結果指出不管對應何種對象的園藝治療計畫，皆會產生類似的健康福祉。綜合國內外研究可

將福祉效益歸納為四項（Whran rt al., 2014；劉懿儀、朱芬郁，2018），如表 1所示。 

  



以園藝治療的角度探索多肉植物與中年栽培者的關係實作 

作者：黃玫瑄                                                                                   274 

表 1. 四項園藝治療的福祉效益說明 

福祉

效益 
說明 

智識 
透過園藝活動，參與者可不斷吸收新的知識，技能方面亦得到提升，增加參與者好奇

心，如增進知識與專業、增強觀察及領悟能力，刺激知覺感官。 

社交 
透過園藝經驗分享或團體性質的園藝活動，促進人際間的情感連繫，拓展人際關係，

重新找到自己的角色地位。 

心理 
當參與者接觸植物時，能紓解情緒緊繃，心裡感到平靜，沒有任何負擔及壓力，情緒

也趨於穩定。在心情愉悅之下，能達到肌肉放鬆，自然能增加其身體免疫力。 

生理 
園藝活動有助於肢體活動，會增加手部力量，身體的力量和靈活性。另外，參與者因

接觸大自然土壤及植物，充分刺激感官功能（視覺、嗅覺、觸覺、聽覺、味覺）。 

園藝治療裨益良多，亦提供給現代人一個與自然互動的機會，並創造兩個生命體的交流與彼此

依附。當個體對特定對象產生一種獨特且為連續性的情感連結，以滿足自身情感需求，即稱為依附

關係（魏銘相，2006），人與植物的關係同理可證。近期全世界受到 COVID-19疫情肆虐，成為人

與植物增強依附關係的契機。疫情使得人們的生活模式改變，待在家中的時間拉長，也連帶心理影

響(Gostin & Wilr., 2020)。有研究者提出室內綠化，對於人們的心理健康有著支持作用，接觸綠色

植物是在居家隔離期間紓壓的寶貴資源之一(Dzhambov rt al., 2021)。美國因應疫情的居家防疫措

施，使得許多人在家種植植物紓壓，多家銷售植物的電商都表示訂購量大增，特別是容易照顧的多

肉植物（羅方妤，2020）。許多人將園藝視作一項療癒的休閒，經由植物的成長過程，看著植物的

成長，就好像看著自己的小孩成長般有成就感（羅家倫，2017）。 

學者 Kohn (2013)的研究指出，人與其它物種會彼此相互依附、呼應，並釋放出可供彼此「思

考」的符號。在悠悠歷史長河中，人與植物的依附關係有跡可循，從生理的依賴，逐漸轉型為心靈

層次的依附，期許從植物身上獲得滿足、依靠與安全感，園藝治療亦是展現人與植物關係深化的一

項典範。本文主張多肉植物為園藝作物的一份子，卻有它獨樹一格的特性，而中年者在台灣有著特

殊地位，因此值得以中年者作為核心研究對象，檢視中年栽培者在實際互動過程中，如何詮釋自身

與多肉植物的關係，才能理解多肉植物興起的原因，以及多肉植物為中年族群帶來何種園藝治療的

效果。 

3. 研究問題 

整合以上文獻回顧，紓解壓力是各年齡層都必須面對的課題，園藝治療帶來的療癒功效也不為

特定人群獨享。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本文欲以生活環境因素談起，把焦點置放在栽培者於多肉

植物栽培過程的主觀詮釋和體驗上，我試圖探討不同的背景脈絡下，中年者和多肉植物的關係如何

展現，以及跨物種間互相交流造成什麼影響。因此，我期許透過本研究回答以下問題： 

(1) 中年者選擇多肉植物作為休閒的起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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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於何種生活環境的中年者會種植多肉植物？ 

(3) 他們如何理解或詮釋多肉植物的主體展現？ 

(4) 多肉植物介入中年栽培者的生命後，可能為他們的心理健康與社會關係帶來什麼影響？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法選取受訪者，研究對象以 45-64歲的中年者，且平時有在種植多肉植物的

栽培者為主。於 Facrbook 的多肉植物社團當中，事先徵求管理員的同意，再發布貼文尋求受訪者，

貼文說明包含受訪條件限制、招募人數、簡述研究內容及目的，最終找出 6 位願意受邀訪談的人

選。訪談時間為 2022年 4月底至 5月中旬，因正值台灣本土疫情爆發，所有訪談皆改為線上進行。

考慮個人隱私保密原則，故研究對象之後續訪談資料分析以英文字母 A到 F代稱，如表 2所示。 

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談日期 代號 姓名 性別 年紀 職業 現居地 種植時間 

2022/4/20 A 陳○娟 女 49 家管 南崁 8年 

2022/5/5 B 王○玲 女 51 家管 新北市 1年 

2022/5/9 C 林○鈴 女 45 金融 宜蘭 2年 

2022/5/10 D 李○鶯 女 45 家管 金門 2年 

2022/5/13 E 林○玉 女 48 批發業 桃園區 半年 

2022/5/15 F 左○敏 女 45 公益團體創辦人 新北市 1年 

4.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立足於 Tu (2022)所做的整合分析之量化結果：園藝治療普遍能達成各族群的健康福祉。

採以延伸個案的思維，選擇半結構式的質化深度訪談法，針對 6位自願受訪者進行訪談，補全園藝

治療研究尚欠缺的中年者與多肉植物的聯繫過程。種植多肉植物多屬於個人的休閒活動，對於多肉

的詮釋會因人而異，為避免其他人員影響受訪者表達對多肉植物的個人經驗，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

法的提問順序與討論方法較彈性，可依據受訪者的回應更改提問順序，使訪談過程的氣氛更為順

暢，受訪者在與研究者一對一的訪談過程，也不受任何人的干擾，能夠了解受訪者對研究問題的個

人經驗與態度，使其更加貼近真實。由於六位受訪者皆相當健談，訪談時間皆超過一小時，得到的

訪談資料足以回答本研究問題，也足以呼應過往園藝治療的研究結果，因此本研究不再追加任何受

訪者。 

訪談大綱根據研究目的並依循大導覽式、比較以及意義的賦予等策略擬出開放性的問題，請指

導教授或其他質性研究專家提供修正意見。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引導受訪者進行深入的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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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栽培的經驗分享，以了解受訪者在情緒釋放、情感交流、社會關係以及自我照顧的改變和收獲

經驗。大綱內容如表 3所示（＊為追問題）。 

表 3. 訪談大綱 

(1)當初開始栽種多肉植物的契機是甚麼？ 

＊過去接觸過園藝、務農、自然的活動嗎？接觸過什麼樣的活動？ 

＊種植多肉植物前，你的生活狀況如何？感覺如何？ 

＊若上述回答提到「紓壓」，接著請問現在生活主要面對的壓力是甚麼呢？ 

(2)栽種多肉植物至今已經多久了呢？請描述一下，對於多肉植物有甚麼看法？ 

＊與其它類型的植物有何不同？ 

(3)多肉植物有各式樣貌，自己偏愛何種類型的多肉植物呢？為甚麼會喜歡？ 

＊喜歡的多肉植物有共通的特色嗎？譬如相同科別、外型或是顏色。 

＊喜歡的多肉外型可以傳達給你甚麼感受？ 

＊喜歡的理由跟過往的生命經驗有關係嗎？ 

＊可以分享照片嗎？ 

(4)種植多肉植物的過程中，有甚麼是你覺得印象最深刻、最有收穫的事件？當下的心情如何？ 

＊深刻的感官體驗為何？譬如視覺、觸覺或嗅覺。 

(5)整體而言，開始種植多肉植物後，你覺得自己的生活中，有哪些不一樣的事發生？ 

＊可以請受訪者針對身體、心理情緒、社會關係、社交、技能提升（木工、植栽、藝術美感、

居家環境美化）等部分作描述。 

(6)對你自己而言，多肉植物代表有著甚麼特殊意義？ 

4.3 資料分析 

在正式訪談開始前，首先會請受訪者填寫基本資料調查表，以了解受訪者概況。第二，為顧及

倫理並保障受訪者權利，必須徵求受訪者同意才可進行研究與資料蒐集，邀請受訪者填寫訪談同意

書，並向其解釋研究的主要目的及進行方式，確保其隱私與資料處理的保密。訪談同意書中，請受

訪者同意訪談時進行錄音，並告知受訪者有終止參與的權利、可能的風險及可獲得的益處。同意書

末留下研究者電話，以便受訪者有問題時可以隨時與研究者聯繫，待受訪者瞭解內容並簽名同意後

方才開始進行訪談。 

本研究將訪談資料收集完畢並彙整成逐字稿後，隨之將資料編碼以利後續分析。首先，開放式

編碼先將逐字稿的敘述依照行動、事件、過程等區分加以分解成片段，賦予片段的敘述概念性標籤，

將龐大的訪談資料進行意義濃縮。再來，則是觀察頻頻出現的符碼，能否足以凸顯研究主題，並界

定符合研究目的範疇，將開放式編碼的符碼修正刪減及意義分類，以作為聚焦編碼。最後，根據聚

焦編碼淬鍊而出的符碼，使用主軸編碼以一個範疇為主軸，對多肉植物與中年者之間的關係進行意

義的詮釋。研究者同時擔任資料分析者，為了減少資料程度扭曲，函請受訪者檢驗描述與研究同儕

討論資料內容詮釋的正當性，以增加研究結果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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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發現 

5.1 多肉植物融入中年者的生活 

首先，本研究一開始將回應研究問題一「中年者選擇多肉植物作為休閒的起因是什麼？」，試

圖了解中年者入坑多肉植物的契機。 

「小孩長大了，多了很多屬於自己的時間」（受訪者 B） 

「去年開始遠距上班，工作量也有變少，開始想要找事做」（受訪者 C） 

從訪談結果可以發現，中年者開始接觸多肉植物的契機，是自己的生活先有所轉變而空出多餘

的時間為前提，大部分有賴於身旁親友的帶領。 

「我當初沒有特別說一定要去栽種多肉植物，主要是是我妹妹自己種都種不好，她就把那些植

物丟來我家給我種，沒想到我家的地方很適合那些多肉植物，所以就這麼種下去了」（受訪者

A） 

「當家庭主婦很沉悶，朋友剛好在種就送給我，也因為常看到 FB有很多朋友分享漂亮的多肉，

就跌入肉坑了」（受訪者 D） 

由此得知，通常有一位引路人，串接中年者與多肉植物的緣分，會讓他們有意願嘗試一項新的

休閒。而另一種契機則是嘗鮮的心態，因為自己無意間接觸或瀏覽到相關文章，而產生想要嘗試新

休閒的動機，而主動接觸多肉植物，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現況。 

「有一次去埔里的小旅行，不知道要去哪裡，Googlr 推薦景點跳出多肉秘境，就去採購幾盆

回來嘗試。後來，越做功課越覺得它很可愛，每周開始尋尋覓覓找多肉」（受訪者 E） 

除了生活多出空閒的時間，引導受訪者開拓新的休閒活動之外，本研究亦發現中年者若過往的

生命經驗有親近大自然的體驗，會擁有較高的從事農園藝的入門意願。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的父母有務農的經驗，結婚後，我跟我先生在三峽租農地，種植一些那

時很流行的香草，因此我對種植植物頗有信心」（受訪者 A） 

「以前都沒有任何植栽與務農經驗，但我很喜歡大自然活動，喜歡看美的景色，假日時常出門

爬山，這可能多少是我為甚麼喜歡多肉植物的原因」（受訪者 E） 

較高的自然親近情感者，因為有過與大自然的關連以及與大自然的回憶，將有助於培養出種植

多肉植物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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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研究繼續探究多肉植物吸引中年者持續種植的因素，受訪者普遍認為，多肉植物本身

的生理特性跟現代人講究 CP 值的風氣相互映襯，使得多肉植物更加引人入勝。 

「其它植物要固定澆水，但多肉植物長得像花，卻不用每天澆水，超級棒的」（受訪者 B） 

「多肉占的空間不大、小小陽台也可以種、種類又多、怎麼買都買不完」（受訪者 D） 

「多肉不易死，所以蠻容易有成就感的，而且不會花凋謝就結束生命，CP 值很高耶！」（受訪

者 C） 

根據受訪者的發言，就此統整出中年者持續種植多肉植物作為休閒的理由：多肉植物易於照

料，栽培者容易產生成就感；多肉植物外型多元，且部分多肉植物擁有花的外表，能作為花朵的替

代物；多肉每盆的占用空間不大且價格便宜，因此可以一次收集多款項的多肉植物；多肉的生命周

期較長，能延續觀賞價值，以上優點皆凸顯多肉植物與其它植物的不同。總而言之，受訪者的回答

正呼應學者黃世恩等(2014)、曾怡陵(2018)，以及 Jo. (2020)所言，外型多樣、不占空間且較佳環境

適應能力等三項優點，使得多肉植物成為現代人美化室內的新選擇的原因。 

5.2 誰會種植多肉植物？ 

接續回答研究問題二「處於何種生活環境的中年者會種植多肉植物？」，試圖探索多肉植物如

何解決中年者的生活問題，以及跨物種之間的依附如何在中年者與多肉植物之間運作，以下將研究

發現區分為兩個範疇討論。 

空間綠化的尋求者：想增添生活美感 

在高樓大廈林立的現代，生活中缺少自然元素，不少人會選擇在家中添加綠色植栽觀賞，以達

到淨化空氣的目的（沈瑞琳，2016）。栽種多肉植物亦是如此，有部分受訪者即是把多肉植物定位

在美化室內空間的媒介，由多肉植物達成營造空間美感的目的，為家中增添一丁點自然氣息。而多

肉植物四季的型態變化，猶如大自然四季變化的縮影，即便在家中也帶給受訪者大自然的視覺饗

宴。家庭空間綠化能達到心情舒暢的效果，在都市的一隅劃出放鬆的區塊，多肉植物成為現代人親

近自然的慰藉，多肉色彩豐富性也增添生活美感。 

「多肉對我來說，就真的是種東西而已，就是一個景觀上面的美化而已」（受訪者 A） 

「會隨著一年四季變換成綠白、黃白、橘綠等顏色的淡雪錦，我非常喜歡」（受訪者 D） 

「對我來說，還可以看得到它們綠綠的，就很舒服。」（受訪者 A）、「一走到家中的後陽台，

就感到心情海闊天空」（受訪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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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的尋求者：欲轉移生活重心 

中年階段通常會進入不安與改變(Thomas, 1982)，可能會面臨適應新生活型態的問題，有受訪

者表示自己曾因為孩子長大離家而頓時失去生活重心，由多肉植物為之注入新活力，忘卻孩子離家

的寂寞感受；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為人父母也同樣身為子女的中年者，照護年邁的父母也是他們所

需面對的課題，扛著照護母親的壓力，受訪者早已身心俱疲，而多肉植物介入他的生命裡，讓他能

夠分散注意力，給予自己暫時喘息的時光；中年階段也可能是人生生涯發展的高峰期，但需面對的

工作壓力也是相對上升，職場面對的各式壓力，在回家看到多肉植物後，能夠被一掃而空，可見多

肉植物不僅能營造自然與人造的場域區隔，更能達到緊繃與放鬆心理區隔。由此可知，中年者面臨

父母的照護、孩子離家或是職場調動等問題，可以透過多肉植物達到壓力紓解，也有助於人類降低

寂寞感受。 

「小孩都長大了，我突然喪失生活重心，我變得實在太閒了！所以我嘗試找工作，但工作仍無

法填補小孩離家的空虛，而是多肉植物的介入讓我成功轉移重心」（受訪者 E） 

「去年我媽媽因糖尿病截肢又失智，當時要工作又要照顧媽媽，我真的很累，只有種植多肉是

專屬於我的時間，跳脫深陷泥淖的情況，重新審視自己的處境，我很珍惜每天的一小時」（受

訪者 F） 

「我從事證券業二十幾年，現在的壓力仍是業績壓力，不過回家在搞多肉植物的時候，就會忘

記在公司發生的事，沒有時間在意別人」（受訪者 C） 

此外，受訪者亦紛紛表示在處理多肉植物的過程，總是會忘記時間，指出多肉植物何止幫助中

年者調整生活重心，甚至使他們進入心流，沉浸其中不可自拔。 

「我都不知不覺弄到很晚，還要讓我的小孩來提醒我洗澡」（受訪者 B） 

「看著多肉植物會覺得不吃飯也會飽，也很常為了照顧它們拖到很晚」（受訪者 C） 

5.3 跨物種間的關係實作 

再來回答研究問題三「他們如何理解或詮釋多肉植物的主體展現？」，以釐清多肉植物在中年

者生命中的定位，研究發現將分為兩個層次闡釋。 

功能性取向 

中年者對多肉植物的第一層次詮釋，是將其定位仍停留在人與植物的物種關係，將多肉植物視

為自己達成某一項目標的媒介。多肉植物即是空間綠化與空間區隔的素材；多肉植物成為朋友之間

互贈的物品與談話的話題，即是社交媒介的例子。在此層次的多肉植物詮釋，僅凸顯多肉植物的功

能性價值，屬於互利共生的關係實作，尚未融入過多的情感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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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少了很多與大自然接觸的機會，我很想讓我的生活有多一點綠色」（受訪者 A） 

「有時我更樂於一個人相處，我用多肉裝飾我家頂樓，覺得頂樓變成我自己的小天地，很喜歡

在頂樓照顧多肉的時光」（受訪者 D） 

「多肉是一個很好的友情加溫器，以前跟朋友只是逛街、吃下午茶，但現在多了養多肉話題，

還會彼此交換。」（受訪者 B） 

情感性取向 

根據每一位中年者特有的生命經驗加成，對於多肉植物的詮釋有可能從第一層次昇華成第二

層次，物種之間的交流會有細膩的情感參雜其中。 

「養多肉就像養小孩，讓我的生活有新目標，而我的用心可以在多肉植物的身上看見，一來一

往的回饋讓我有動力繼續種下去」（受訪者 E） 

「我很喜歡小孩，所以我超喜歡圓圓胖胖的多肉，像是熊童子或桃蛋，都很像嬰兒胖胖的手指，

超可愛的」（受訪者 B） 

呼應黃蘭茜等(2014)研究者所提，若以擬人化的面向看待植物的療癒性能，栽培者越容易將情

感投射於植物所給予的情境。從多肉植物的生命歷程，再次喚起受訪者孕育生命的經驗，多數受訪

者擁有育兒經驗，因此皆不約而同地將多肉植物比擬為孩子，再加上部分多肉植物的外觀特質，使

受訪者更易於將自己對孩子的愛轉嫁到多肉植物，建立獨特且為連續性的情感連結。 

「我很惜情，都把多肉當小孩在照顧，只要有多肉死掉我都會很難過」（受訪者 D） 

「我若把多肉送給別人，我都會好好教育對方如何養護，因為每一個多肉都是我的寶貝，我當

然希望它在別人那邊也能過得很好」（受訪者 E） 

強烈的情感連結使受訪者因為多肉植物受傷或死亡而感到難過，顯現多肉植物的情感連結，植

物與人的情感聯繫不亞於動物。受訪者們普遍認為自己與多肉的關係猶如親子，情感性取向的關係

詮釋是屬於平等的關係實作。 

5.4 生命與生命間碰撞出的火花 

最後，則是回答研究問題四「多肉植物介入中年栽培者的生命後，可能為他們的健康與社會關

係帶來什麼影響？」，探討中年者從與多肉植物關係實作，是否進而影響自己的生活，此部分的研

究發現，將從園藝治療的四項福祉效益，分別做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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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識 

知識是不斷累積而來的東西，隨著種植的時間越久，關於植栽養護的知識也趨於健全。此外，

關於藝術美感的敏感度也有所提升。 

「我會開始看書，觀摩別人的組盆技巧，覺得植栽的知識進步很多，甚至我發現把多肉植物掛

起來，會更容易存活」（受訪者 B） 

「因為常常想著要幫多肉植物搭配，我這一年的美感自認提升很多，也開始會看藝術展覽」（受

訪者 C） 

社交 

受訪者紛紛表達自從進入多肉植物的世界後，與朋友之間增添新話題，而園藝活動亦是不分年

齡層的休閒，除了社交，多肉植物也具有提升社區凝聚力的潛在價值。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擁有共同興趣的人經常聚在一起形成一個圈子，多肉圈在茁壯的同時，也發展出「以肉會友」的獨

特文化。 

「多肉真的讓我心情好轉，現在會邀請朋友來家裡看多肉、聊閒事，開始看見朋友身旁發生的

大小事，跟人的相處也會變得比較婉轉」（受訪者 F） 

「我還到社區關懷據點當講師，因此認識很多可愛的長輩，大家都開始在家門口種多肉，我未

來想要改造社區、綠化環境」（受訪者 C） 

「我很喜歡跟網路上肉友交流，跟他們交換我沒有的多肉，偶而也會送朋友幾盆」（受訪者 D） 

心理 

栽種多肉植物最顯而易見的心理效益即是成就感，多肉植物在自己的手中能夠持續繁衍，成就

感促發中年者的信心建立，即便正值社會角色變動的境遇，也能平靜地面對。生活也因為多肉植物

的介入而充滿期待，也會留心周遭的物品是否能再次利用。 

「買回來的東西一開始不怎麼樣，但經手過都很漂亮，比前輩種得好，我超有成就感」（受訪

者 D） 

「我媽媽被評斷為最難照顧的級別，但多肉植物幫助我靜下心，讓我有能量去面對媽媽」（受

訪者 F） 

「開始收集自己沒有的多肉種類，就像蒐集神奇寶貝那樣，我現在好期待每個假日到不同的花

市採購多肉」（受訪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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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注意生活中的細節，譬如爬山會撿樹枝回來幫多肉做一個家，看到不要的器具也會想

要留下來利用在多肉身上」（受訪者 E） 

生理 

多肉植物對於中年者生理的實質效益並非顯而易見，而是透過微小的實踐，慢慢積累健康的資

本。 

「我一但開始搞多肉就是兩小時起跳，會邊聽佛學講座，手在動且心在聽佛法，身心靈都有收

穫」（受訪者 C） 

「種多肉可以幫自己曬太陽，我覺得有益身體健康」（受訪者 E） 

6. 研究結論與建議 

6.1 研究結論 

本研究有別於針對高齡者作為探討主角的研究，與郭溥(2020)抱持著相同看法，生涯發展的探

索視野需要擴大到各個生命階段的轉換，以利生涯決策。以園藝治療的角度切入，觀察中年者與多

肉植物的關係實作，從中年者接觸多肉植物的契機出發，發現中年者是以生活空出多餘的時間為前

提，再仰賴於身旁親友的帶領或是自己想嘗鮮的心態，而產生想要以種植多肉植物作為新休閒的動

機。多肉植物易於照料、外型多元、佔地小、價格便宜、生命周期長等本身的生理特性，跟現代人

講究 CP 值的風氣相互映襯，亦是吸引中年者持之以恆種植的關鍵因素。「都市叢林」是現代都市

的譬喻，說明高樓大廈充斥著整個都市，噪音污染與空氣污染存在都市中的各個角落，而現代人需

要面臨各式各樣的壓力，以及生命週期變化的生活適應問題，林林總總的問題存在於生活之中。本

研究依據中年者生活的情境脈絡，發現中年者其實是藉由多肉植物改善不同的生活問題，分別為追

求都市空間綠化，與想解決親子或工作壓力問題的尋求者。  

隨著多肉植物介入中年者生命的時間拉長，跨物種之間的關係實作也因此發生變化，可能從解

決生活問題的功能性取向的關係互動，升華至以擬人化的面向看待多肉植物的療癒性能，將情感投

射於多肉植物身上，本研究的受訪者皆將自己與多肉植物的關係比擬為母親與孩子，以親子的情感

性取向進行關係互動。多肉植物為園藝作物的範疇之一，不僅幫助中年者化解生活問題，也能達到

園藝治療的四項福祉功效：智識、社交、心理、生理，中年者的生活在多肉植物的介入之後，發生

更多采多姿的變化。在每一位受訪者訪談的結尾，皆有請他們定位多肉植物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

空間美化、療癒小物、活力源頭、生活期待、安靜空間、成就感及社交媒介等形容，除了反映中年

者與多肉植物之間的互動寫照，亦反映園藝活動的療癒力展現。多肉植物已成為這些中年者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自以不同的視角與多肉植物互動，建立彼此之間獨一無二的情感聯繫。這份

深刻的情感連結，有機會從中年階段帶至下一個生命階段，有效緩衝老年階段的身心靈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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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的受訪者組成的職業與性別的同質性高，此次都是女性受訪者且都有為人母親的經驗，

因此在與多肉植物的情感性取向關係實作中，僅有母親與孩子之間的情誼投射在自己與多肉植物

的互動上，導致本質性研究的飽和度不足，無法全面回應文獻探討的中年危機。除此之外，本研究

的另一項研究限制為，本研究以園藝治療的概念為研究主軸，觀察中年者與多肉植物之間的關係實

作，把論述集中在多肉植物如何幫中年者解決問題，如何療癒身心靈等層面上，其實多肉植物的研

究議題，仍有許多面向可以切入，如：依附理論、生態心理學等。期許後進的研究能廣納不同的受

訪者以及援引不同理論，以彌足本研究不足之處。建議若能補充相關之實作或實驗，較能符合論文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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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cculents and middle-aged cultiva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Huang, Mei-Hsuan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Brcausr of an incnrasingl. aging :o:ulation in Tai/an, thr drmogna:hic dividrnd is about to 

disa::ran. Middlr agr is a tnansition :rniod brfonr rntrning old agr. It is /onth obsrnving on thr lifr c.clr 

fnom old agr to midlifr. Thr a::lication and locations of honticultunal thrna:. anr divrnsr. Succulrnts, as 

onr of man. honticultunal cno:s, anr gnaduall. lovrd b. :ro:lr brcausr of thrin uniqur :h.siological 

chanactrnistics. Fon thosr nrasons, this stud. chosr succulrnts as thr :notagonists of honticultunal thrna:. 

and is drdicatrd to thr nrlationshi: brt/rrn middlr-agrd :ro:lr and succulrnts. This stud. rxaminrs ho/ 

honticultunal activitirs brnrfit middlr-agrd :ro:lr. Thr stud. found that middlr-agrd :ro:lr anr motivatrd 

to gno/ succulrnts as nr/ lrisunr basrd on thr :nrmisr of rxtna timr in thrin livrs. Thr. nrl. on thr guidancr 

of nrlativrs and fnirnds anound thrm, on thr. drsinr to tn. nr/ things. Thr :h.siological chanactrnistics of 

succulrnts, /hich anr ras. to canr fon, divrnsr in a::ranancr, small, chra: in :nicr, and long lifrs:ans, 

coincidr /ith thr rthos of modrnn :ro:lr. Thr.  anr also thr kr. factons that attnact middlr-agrd :ro:lr 

to :rnsrvrnr in :lanting. Acconding to thr contrxt of lifr, this stud. distinguishrs middlr-agrd :ro:lr /ho 

gno/ succulrnts into t/o catrgonirs, namrl. gnrrning srrkrns and :noblrm-onirntrd srrkrns, of /hich thr 

lattrn usrs succulrnts to im:novr diffrnrnt lifr :noblrms. Thr lrngth of timr succulrnts intrnvrnr in thr 

livrs of middlr-agrd :ro:lr nrflrcts an intrns:rcirs nrlationshi: that dnivrs :nactical changrs in thr livrs of 

middlr-agrd :ro:lr, :ossibl. fnom a :noblrm-solving onirntrd a::noach to an rmotionall. onirntrd 

intrns:rcirs nrlationshi:. Succulrnts anr onr catrgon. brlonging to honticultunal cno:s. Thnough thr 

tniggrnrd :rnsonal changrs fnom :lant-human intrnactions,  succulrnts can hrl: facilitatr  foun /rll-

bring rffrcts in honticultunal thrna:.: intrllrctual, social, :s.chological, and :h.siological. Aftrn thr 

intrnvrntion of succulrnts, thr lifr of middlr-agrd :ro:lr /ill undrngo monr divrnsr changrs. 

Kr./onds: middlr-agrd :ro:lr, succulrnts, honticultunal thrna:., thr :nacticr of intrns:rcirs nrlationsh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