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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國坐月子重食療，而泰國坐月子的傳統信仰來自印度及中國醫學的

混合體，雖然確切起源尚不確定，但特別的是泰國坐月子除了在飲食上有

所規範之外，更崇尚傳統習俗中的「熱療」項目。	

泰國人深信古人所傳承下來的坐月子熱療，其中一項 Yu	Fai 熱療流傳

已久，婦女在生完孩子後的三到六天之間會開始遵循 Yu	Fai，時間從七天

至三個月，因人而異，目的是為了去恢復孕前的身體狀況。	

隨著西方醫學進入泰國社會，Yu	Fai 的習俗逐漸被人民遺忘。近年

來，因時代的進步，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Yu	Fai	 又重新受到新一代人的

注目，似乎成為了「符合潮流」、「一種生活方式」的熱療項目。經過商

業的包裝，許多芳療館都將 Yu	Fai 列入療程內，甚至提供「到府」的服

務。因此，筆者想探討西方醫學介入泰國社會後婦女對 Yu	Fai 療程的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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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方法 

（ㄧ）研究目的 

一、Yu	Fai	 坐月子熱療的由來與規範，對泰國社會的影響跟意義為何？	

二、探討不同世代的婦女對 Yu	Fai 熱療的差異和觀念	

三、現代醫學介入泰國社會後，Yu	Fai 熱療的價值改變	

（二）研究方法 

ㄧ、文獻分析法	

此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法搜集有關泰國坐月子習俗及現代醫學之概況，

並歸納出 Yu	Fai	 熱療的歷史由來，進而分析 Yu	Fai 對泰國婦女之影響力

及價值。	

二、訪談法	

	 本研究透過與分別來自三位不同世代並且曾體驗過 Yu	Fai	 熱療的泰國

婦女進行訪談，暸解受訪者對 Yu	Fai 的經驗進而歸納出不同世代的差異及

觀念，並分析現代醫學介入泰國社會後 Yu	Fai 的價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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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文獻回顧 

許多華人社會文化中，懷孕、分娩及產褥期都有特殊的儀式與習俗。

依據漢人的信仰，坐月子意指嬰兒出生日滿一個月之間叫「坐月子」。根

據調查，漢人遵循坐月子的習俗與規範之目的是為追求「均衡和諧」。

（林恬如，2006）	

東方的傳統信仰來自印度和中國，但概念起源尚未確定。根據研究調

查，泰國婦女自古受到中國古代觀念的影響，深信「陰陽」概念及身體五

大元素（金、木、水、火、土）的對立力量，疾病亦可被定義為「冷」或

「熱」，根據其原因對症下藥。（Kaewsarn, 2002）	

泰國傳統醫學中記載產婦的心裡及生理的變化都很重要。在歷史記載

中，產後媽媽的心理變化需要透過家人細心照料，以免後續衍生出產後憂

鬱、焦慮的情緒，而生理變化可以透過熱療幫助產後媽媽恢復產前的健康

狀態。（Jaroenngarmsamer, 2019）具研究顯示，泰國婦女在產後坐月子期

間會遵循的習俗包含：避免發生性行為、多喝熱飲、多洗熱水澡、執行飲

食控管、停止做家事或搬重物、避免受涼以及實施熱療按摩等項目，這些

習俗多數受母親與婆婆的影響或推薦的情況下去遵循，由此可見漢人的坐

月子習俗已深根於泰國文化中。（Kaewsar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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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產後婦女心裡及生理之變化 

多數婦女分娩後會將注意力集中在孩子身上，開始擔憂該如何哺乳、

孩子會不會健康順利地長大，或是對孩子的未來發展感到焦慮，同時也會

對自己的身材樣貌感到不滿意，這些負面情緒都需要依靠家庭成員的陪伴

及細心照護使得媽媽的心理狀態達到平衡。（Jaroenngarmsamer, 2019）	

除了心裡照護之外，更需要注重生理上的恢復。懷孕期間媽媽的體重

會增加十二至十五公斤，分娩後寶寶的體重、胎盤及羊水通常會落在五公

斤左右，產後前三天的惡露為紅色，一到兩週後顏色會變淡成粉紅色，最

後會變得清澈不含血清。這個過程需要六週的時間才能讓媽媽的生理狀況

恢復至孕前狀態，因此在這六週期間產後護理及坐月子的方式對媽媽來說

非常重要。（Jaroenngarmsam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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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Yu Fai 熱療的由來及規範 

泰國傳統醫學認為不可忽視媽媽產後的心理及生理上的變化。生理狀

態上，媽媽產後的體質寒冷潮濕，因此多數婦女堅持使用「熱」相關概念

的傳統產後護理來調理身體狀況。「熱療」包含多飲熱水及多泡熱水澡，

其中一項獨特的熱療項目為「Yu	Fai」，意指「躺在火邊」。Yu	Fai	 熱療

是一種傳統泰國產後護理，可以幫助婦女恢復孕前的身體狀況。自然產的

媽媽可以在分娩後的三至六天內開始 Yu	Fai	 療程，相對的剖腹產的媽媽

為了避免傷口感染，需等傷口癒合才能進行療程，時間通常於產後一個

月。Yu	Fai	 的療程短至七天長至三個月，時間的長久取決於治療師或是媽

媽的需求，需要特別注意每日的療程程序不能連續進行超過三十天。

（Jaroenngarmsamer, 2019）	

根據歷史記載，Yu	Fai	 熱療的準備通常需要花費好幾個月的時間，這

些準備都會由丈夫負責，工作內容包括打掃房子、佈置爐灶、採藥、放柴

及建造「mae	sa	nan」意指由竹子或木板製成的床，可供媽媽躺在上面。

丈夫在 Yu	Fai	 療程中需要顧爐灶，避免火焰熄滅，他們深信火焰持續燃

燒有助於媽媽迅速恢復健康的身體。（Thailand	Foundatio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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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 Yu	Fai	 熱療，會請媽媽躺在木板或木床上，木板下放置三個爐

子。爐子的位置對應到人體的肩膀、腹部及腿部，形成一排。爐子上放置

一塊木板，目的不是為了燃燒而是作為爐子內部火焰的衝緩，爐內放置的

木炭是羅望子木所製，羅望子木在燃燒的過程中會比較不容易導致熱氣灼

傷皮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媽媽在木板上的姿勢，姿勢為側躺可以預防灼

傷皮膚以及不讓會陰傷口撕裂。（Jaroenngarmsamer, 2019）	

經過時代的演變，Yu	Fai 執行方法上有做些許調整，從原本將爐子放

置木板下的方法調整為放在媽媽身體周圍，這種方式更受媽媽們的歡迎，

因為可以減少被灼傷的機率。除了調整爐子位置之外，生活在都市的媽媽

們比較難找到木板、木床、爐子等用具，因此泰國婦女將 Yu	Fai	 過程簡

易化，以下列出幾項從傳統 Yu	Fai 熱療改進的方法：	

一、 熱水袋熱療：將熱水放進耐溫的容器中，將容器放置腹部接近子宮

區域，溫度會促進子宮的血液循環、傷口癒合。	

二、 鋁盒熱療：婦女們購入市面上販售的防火鋁盒，將草藥及木炭點燃

後裝進鋁盒內，利用厚布蓋住盒子，放置在子宮位置進行熱療，此

效果與熱水袋相似，不同的是鋁盒內的草藥會散發出芳香療效，利

於媽媽的睡眠狀況。熱水袋及鋁盒的方法皆可幫助局部效果的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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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卻不能完全取代傳統 Yu	Fai 的療效。	

三、 草藥球按壓熱療：草藥球由新鮮及乾燥的草藥所製成，治療師在執

行前會先熱草藥球，使它變得暖活，再放到媽媽身上施壓一點力

量，如同現今的泰式按摩，其溫度會增加身體局部的血液循環並放

鬆肌肉，使肌肉痠痛有所緩解，但此方法的溫度並不會深達子宮，

所以對子宮的療效較小。草藥球的療效取決於許多因素，如草藥的

品種、溫度，而最重要的是治療師，如果按壓到錯的位置反而會產

生反效果，不能達到原本預期的療效。	

四、 鹽鍋熱療：鹽罐熱療最頻繁使用於泰國農村地區的婦女們，療程方

法為將大顆的鹽粒放入砂鍋中，砂鍋被加熱後放置在媽媽的小腹

上，砂鍋與皮膚之間放置一種特殊葉子。鹽的作用及葉子品種尚不

明確，歷史記載預測鹽的作用是於保持砂鍋的溫度，葉子則為減少

疼痛。	

五、 草藥帳篷熱療：帳篷熱療在都市最為流行，被歸類為能夠替代傳統

Yu	Fai	 熱療的方法之一。首先，會請媽媽裹著浴巾坐在帳篷裡，脖

子以下都在帳篷內，為了預防臉部露露在高溫下，只有頭部會露出

帳篷外。帳篷裡的熱源來自電鍋，電鍋內裝滿了沸騰的草藥，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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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柑、檸檬草、樟腦、婆羅洲野營草、小蔥、薑黃及柑橘葉。帳篷

內的高溫會使得身體打開汗腺，並清除皮膚上的廢角質。此方法類

似於現今的桑拿。媽媽藉由帳篷可以在高溫的空間內治療，並透過

蒸氣發揮藥材作用，同時也不用擔心會灼傷皮膚，熱療時間建議十

五分鐘。	

為了應證 Yu	Fai 熱療是否真的可以恢復媽媽孕前的身體，科學研究證明並

歸納出執行 Yu	Fai 的八大療效：	

一、 促進媽媽產後快速恢復到孕前的生理狀態	

二、 促進會陰切口傷口癒合、子宮復舊和子宮閉鎖，預防子宮感染及陰

道分泌物	

三、 促進前期惡露流動，縮短惡露期	

四、 促進孕期脂肪燃燒，清潔肌膚	

五、 促進分泌母乳	

六、 放鬆懷孕期間子宮壓迫及減緩肌肉酸痛、背痛的狀況，預防老年時

帶來後遺症	

七、 增加身體的「風」元素的循環，來維持身體五大元素的平衡	

八、 注意保暖，防止產後失血導致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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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科學研究證明，Yu	Fai	 確實對媽媽的身體有益。（Jaroenngarmsamer, 

2019）	

Yupaporn	Thongkam	 是一位協助媽媽執行 Yu	Fai	 的治療師，擁有超

過 20 年的經驗，在採訪過程中，她表示：「大多數媽媽通常會在接受治療

後立即感受到差異。胃部、臀部、背部和臀部變小，腫脹停止。Yu	Fai 有

助於調節荷爾蒙平衡，有助於緩解情緒波動和憂鬱症。療程可以放鬆身

心，並為新媽媽提供一個與他人分享煩惱的機會。	 Yu-Fai	 專家可以幫助

教育新媽媽如何照顧自己、新生兒和緩解壓力的技巧」。（Thongkam, 

2021）	

根據歷史記載，古時後的 Yu	Fai	 使媽媽在執行熱療期間經歷諸多不

適，東北地區的人稱 Yu	Fai	 熱療為「Yu	Gum」指停留在報應中，北方人

將整個過程稱作「Gum	Yu	Gum	Kin」指生活、食用報應，由此可見傳統

的 Yu	Fai	 被泰國人視為一種經歷報應的感覺。隨著時代的進步，泰國人

從傳統的 Yu	Fai	 衍生出不同的熱療方式，調整成現代人可適應的方法去

進行療程。（Thailand	Foundation,	2021）	

過去幾年的研究表示，由於現代醫學進入泰國社會，西醫主導 Yu	Fai	

療程的不便，以至於 Yu	Fai 及傳統習俗慢慢消失。同時，西醫的觀點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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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護理方式與現代的護理建議有所衝突，例如執行 Yu	Fai 時，女性應

該要多躺下休息，相反地西醫鼓勵住院分娩的婦女在分娩後不久開始走

路。根據泰國報導，有些婦女會因為傳統習俗而避免食用醫院提供的食

物，表示文化知識和傳統產業的實踐已經成為當代護理的障礙。然而，近

年來全球對於傳統替代療法開始激起興趣，在泰國傳統醫學和衛生保健系

統的整合之下，使得傳統療程變得「時尚」、「符合潮流」，因此 Yu	Fai	

熱療又重新活躍起來，現今許多芳療館都可以購買到 Yu	Fai 的服務。

(Traditional Body Work, 2019)	

	

	

	

	

	

	

	

	

	



 11 

三、泰國醫療系統概況及產婦醫療資源 

	 泰國的醫院保健計畫獲得全球認可，醫療主要分為三大層面：（一）

公共醫院、（二）私人醫院，（三）高級診所。自 2001 年來，泰國引入全

民醫療保健系統，公共衛生質量得到提升，如今有 99.5%的泰國居民皆有

保險。具資料顯示，在泰國分娩可以獲得生育保險及抵銷與生育護理相關

的大量費用，每間醫院及診所的保險政策不同，因此政府鼓勵婦女暸解生

育保險承保哪些服務及醫院。(International Citizens Insurance, 2021)	

	 公立醫院的護理費用相對來說比私立醫院便宜，但需要排隊，也較少

有講英文或是其他語言的工作人員。因此，私立醫院護理是非常多民眾的

熱門選擇，分娩費用會依照醫院、分娩類型、產檢及諮詢的次數有所不

同。(Expat Focus, 2020) 當中最受歡迎的私立醫院為 Bumrungrad 

International Hospital，此醫院擁有世界一流的分娩和剖腹產聞名，也是東

南亞最大的醫院，分娩費用從$98,000 泰銖起至$149,000 泰銖之間，其他熱

門的醫院包括 Bangkok Hospital、Samitivej Srinakarin Hospital、費用從

$32,900 泰銖起至$99,000 泰銖之間，若需要麻醉費等其他服務，費用則另

計。(Pacific Prime Thailan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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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泰國產科服務由護士及助產士負責，所有的護士都必須完成學

士學位的四年制護理教育課程，包含十八個月的產科護理培訓，代表接受

專業護理教育計畫的泰國護士才有資格成為助產士，這對泰國的產科服務

來說是一大進步。(Phanwichatkul, 2018) 

	 根據研究發現，泰國婦女選擇在醫院分娩及進行產後護理的最大原因

是考慮生產時的「安全性」，婦女會完全相信婦產科醫生的判斷，甚少質

疑醫院的程序。筆者從研究暸解到泰國北部醫院對於產後護理提供「聚光

燈」的服務，此服務是針對治療會陰切開術傷口的一項醫療技術，他們相

信在醫院使用聚光燈有助於恢復身體狀況，並在住院期間對於醫院提供的

產後護理感到相當滿意，表示西方醫學的進步改變婦女們對坐月子的看法

與選擇。(Liamputtong,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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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醫學產後護理 

	 西方醫學將生產當作術後護理，因此並沒有坐月子的習慣。何舒竹護

理教師表示，西醫對產後護理講究休息，以美國為例，剖腹產後會要求六

到八週不能提重物、不建議進行房事等激烈運動。產後復原時間會因人而

異，西方人身體比較健壯，無論是自然產或是剖腹產，分娩後都可以直接

開始照顧孩子，相對的亞洲人的產後恢復的時間會比較慢。除了要多休息

之外，平常培養運動的習慣很重要，在懷孕期間可以做適合孕婦的運動，

鍛鍊核心肌群和骨盆肌肉，有助於產後恢復。同時，產後必須注意房間的

空氣流通，避免潮濕，才不會生病或是感冒。（何舒竹，2015）	

	 根據澳洲政府生育服務網站說明，婦女在分娩後的二十四小時外陰部

會出現腫脹現象，可以按照 RICE 程序恢復身體狀況，RICE 程序如下：	

Rest	 休息有助於減輕疼痛和腫脹	

Ice	 每二至四小時用冰袋敷二十分鐘減少腫脹	

Compression	 穿緊身內衣和二至三個產婦墊獲得支撐	

Exercise	 開始骨盆底鍛鍊，一定要再產後幾天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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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西醫對於產後護理並沒有特別較特殊的規範，主要以休息及自

然恢復為主，並藉由冰塊或是運動來減緩疼痛感。(Healthdirect Australia, 

2020) 

	

	

	

	

	

	

	

	

	

	

	

	

	

	



 15 

五、預計成果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法進而暸解泰國傳統產後護理之方法及泰國醫學

之概況。經過資料收集，Yu	Fai 療程皆運用天然的藥材及熱療方式去調養

婦女的身體，從而得知是一套溫和、不會對身體造成永久性傷害的療程方

法。傳統 Yu	Fai 雖然經過時代的演變發展出簡易的執行模式，卻依然需要

在一定的時間內去完成整套產後護理療程，對於現代人來說，時間是非常

寶貴的，如若夫婦二人皆為上班族，需要依靠雙薪才能支撐生活，Yu	Fai	

的療程時間或許對於需要上班的婦女來說會過於長久。除此之外，筆者對

目前泰國曼谷提供 Yu	Fai	 服務的芳療館進行費用調查，Yu	Fai	 療程的費

用大約落在$20,000 泰銖，療程時間以七天為一個單位，這對不少家庭來說

是一筆龐大的費用。因此，筆者預測能夠負擔現代 Yu	Fai	 療程的婦女必

須要有相當穩定的經濟狀況，以及家庭成員的支持，才會選擇 Yu	Fai	 產

後護理。	

現代醫學進入泰國社會後，政府單位鼓勵婦女購買生育保險，除了泰

國醫學的整體水準提升之外，也擁有東南亞數一數二的婦產科醫師。無論

是公立醫院或是私立醫院，都提供良好的產後護理服務，婦女也相信可以

在醫院得到完善的產後照顧。雖然醫學進步使得大部分的婦女選擇在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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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不過還是有少數的婦女拒絕食用醫院提供的餐點，因為這些婦女仍

然保有坐月子傳統習俗的概念，依然堅持遵循媽媽或是婆婆叮囑坐月子時

的禁忌。在此，筆者預測現代婦女因時代醫學的進步及產後護理的方便性

會選擇略過原本傳統坐月子的習俗，相對的如若只遵照西方醫學的產後護

理照顧方式，或許老年時有可能會產生一些永久性疾病。	

	 不同的時代背景會影響婦女對於產後護理的選擇，筆者預計針對三位

不同世代並體驗過 Yu	Fai 的婦女進行訪談，希望藉由訪談可以更深入的去

暸解不同世代對 Yu	Fai 的經驗及觀念，近而更深入的去分析泰國醫學介入

整個大環境後對 Yu	Fai 的價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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