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有效落實可持續發展，不單是政府、企業和相關界
別的工作，個人也能參與其中。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 3 提到「良好健康與福祉」，這就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除了提供優良的醫療服務和疾病防控，心靈上也得支援。

事實上，香港人的心靈健康情況持續令人關注，開心
指數跌破新低、精神健康僅僅合格、近9成港人壓力過大、
每7名市民就有1人出現精神健康困擾。為改善心靈健康，
大家除向支援服務求助外，亦會尋找不同的「心靈雞湯」，
可能是生活裡看到的一幅圖畫，又或一段暖心文字。

患病反思生命意義

創作「白熊和男孩」的本地圖文作家大泥（陳智華），
除藉筆下的治癒系圖畫和文字故事觸動人的心靈，更希望

藉圍爐共聚機會，利用藝術為工具，陪伴有緣結連的人更
明白自己，一同製造希望。

大泥 2016 年確診鼻咽癌，「你硬撐了很多東西，把很
多事情壓抑著，屈在心裡沒有處理，可能我的病都是這樣
屈出來」。病癒後，著力學習如何避開令自己生命無益的
事情，「好似一些『壞了的人』，避開甚至 del（刪除）他；
我覺得生命好重要，條命沒有了就沒有了，人生的力量要
留在可關心的人上面。」

這個關心別人意念也貫穿他的創作，早期畫作在報章
刊登，不時收到讀者電郵，如有人會把自己失戀經歷投
射，看了畫作而共鳴，即使他當初沒有這個動機。後來
他再思考創作初心，其實在創作「白熊和男孩」同時，也
可能是在安慰自己尋找依賴，「我只不過畫出一個我想像，
或者我希望有的世界，這隻熊世界上可能是不存在。」

大泥身後的「森林」，予人感覺
無比安舒，可以令人盡力呼吸，
找到可安歇之處。

圖畫和文字故事
觸動心靈

雖然大泥堅拒說自
己的畫作可療癒人心，
但確實藉他的作品，心
靈受傷的人能得著鼓勵
安慰。這旅程的緣起要
數回 2006 年，他有機會
進入大學課堂分享自己
的「插畫人生」，然後慢
慢連結不同門戶和窗口，開始跟不同組織機構合作，因
此接觸不同身、心靈和情緒上有需要的人。大泥不諱言，
自己患過癌症，康復後回看發現對醫病時的情緒有很多
體會，令他能更明暸一些病人和照顧者的情緒，「我想個
天留番我條命，一定有原因的。」

及至近年，大泥又再發現身邊朋友人到中年，需要
面對很多問題，可能是事業開始不穩、需照顧小孩老人，
加上經歷疫情及社會事件，就驅使他創作了一個「森林畫
作」，讓讀者有「唞氣」的空間，比較覺得平和 Peaceful。

另一方面，他也利用自己專長舉辦工作坊，如邀請同
樣患癌症的病人及其伴侶釋放情緒；又跟醫院合作為有精
神健康需要的病人辦活動，「可能透過一個很小的鼓勵，一
個很小的活動，原來都有其作用；如果能夠做到一點東西，
能安慰或給身邊的人少少開心和希望，其實已經很好。」

投入精神健康工作

為何藝術創作可成為如此奇妙的工具？大泥說在繪
畫時或會把不好的情緒放在作品中，同時還隱含一個認
識自己的過程。他最愛在工作坊中著參加者繪出自畫像，
當中的線條形像往往可反映當事人的性格特徵，可以從
作品中搵到密碼，令人面對自己，從而可釋放自己。

「每個人都很渴望
被明白，有人可以跟
你溝通，但自己是否
明白自己？只有明白
自己，能跟自己相處，
就會學到如何愛自己，
愛真實的自己，人反
而會變自在，因為你
會原諒和體諒自己。」
大泥雖一邊解釋這個
自處領悟，同時也強
調「孤單不好」，指自
己早年畫作角色會單
獨出現，但後期總是
結伴現身。

同伴的陪伴扮演著
一種「我在這裡」般的
依賴。踏入 2024 年前，
大泥因身邊朋友經歷
著極大創傷，至今一年
未能走出黑洞，於是啟

發他創作由 12 幅畫作組成的年曆，並以《hide & seek》
作主題，「對方如果需要『匿埋』，不要緊，好好休息，
抖夠了，才出來再擁抱世界；這個都是陪伴，去明白對
方，大家留住條命，世界很大，當製造另外一些選擇出
來，就是製造了希望。」

他去年新開了工作室本有一連串計劃想法，但終因
健康理由令進度不似預期，大泥也在學習如何一步接一
步，按自己節奏走 2024 年的路，包括未來會跟社福機
構及互助組織合作舉辦一些支援小組，亦計劃設計一系
列的小書本，以畫作和文字盛載不同的主題。大泥說：

「我想個天應該都是要我做這些事吧！」

大泥後期的畫作中，角色總是結伴現身，因為他不要這個世界孤單，需要有同伴。

大泥創作的 2024 年年曆《hide & 
seek》，提醒大家可以「躲起來」，
休息夠了才再出發「擁抱世界」。

大泥多年前的自畫像，並說大家能
從當中線條看出當事人的性格特徵。

在創作中安慰自己，因而畫出白熊，
成可被依賴的角色。

圖文作家   大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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