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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倫理視閾下家庭醫療儲蓄 

帳戶之“家庭”的界定 
 

* 
 

摘要 

 
家庭醫療儲蓄帳戶的概念自提出以來，引起了國內外同仁的

廣泛關注，學者們也都紛紛就自己的理解發表獨特看法。這一新

概念引起中國生命倫理學術界的共鳴，根源性是因為它與中國的

家庭倫理思想和家本位的價值觀念相契合。家庭醫療儲蓄帳戶的

意義和積極作用是毋容置疑的，而有一點卻讓研究者駐足深思：

家庭醫療儲蓄帳戶的家庭範圍該如何去界定？這個問題不僅僅是

理論界定那麼簡單，它更涉及到家庭醫療儲蓄帳戶的可行性和可

操作性。筆者在 2011 年 12 月份舉辦的“醫療儲蓄帳戶、深化醫

改及儒家生命倫理”國際學術會議時曾試圖從社會學的角度進行

分析，但是沒有文化背景與倫理理論的支持，終覺失去了根基。

而傳統倫理學是我們應用倫理學去釐定問題的觀念背景， 也是我

們分析問題的主要工具和解決問題的核心價值依據。鑒於此本文

轉向中國傳統的主流倫理學去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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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倫理學作為一種傳統倫理學，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為我

們醫療儲蓄帳戶的建構提供一種觀念背景、分析工具和價值選

擇。筆者首先論述了家庭的重要性，同時探討了家庭範圍界定的

複雜性，然後轉而向儒家倫理學思想尋求觀念、價值和倫理的依

據。本文以家庭的血緣關係和婚姻關係為主線，以儒家家庭倫理

為依據，將家庭醫療儲蓄帳戶中家庭的範圍界定從倫理的角度操

作化。這將有利於挖掘儒家生命倫理的潛在價值，為解決當代醫

療改革問題提供依據，使傳統的主流倫理價值融入現代的生活

中，去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同時這也是儒家生命倫理當代建

構的一個方面。 

 

【關鍵字】儒家倫理 家庭 醫療儲蓄帳戶 

 

家庭醫療儲蓄帳戶的概念自提出以來，引起了國內外同仁的廣

泛關注，學者們也都紛紛就自己的理解發表獨特看法。這一新概念

引起中國生命倫理學術界的共鳴，是因為它與中國的家庭倫理思想

和家庭本位的價值觀念相契合。家庭醫療儲蓄帳戶的意義和積極作

用是毋容置疑的，而有一點卻讓研究者駐足深思：家庭醫療儲蓄帳

戶的家庭範圍如何去界定？這個問題不僅是理論界定那麼簡單，它

更涉及到家庭醫療儲蓄帳戶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筆者在 2011 年 12

月份舉辦的“醫療儲蓄帳戶、深化醫改及儒家生命倫理”國際學術

會議時曾試圖從社會學的角度進行分析，但是沒有文化背景與倫理

理論的支持，終覺失去了根基。而傳統倫理學是我們應用倫理學去

釐定問題的觀念背景， 也是我們分析問題的主要工具和解決問題的

核心價值依據。鑒於此本文轉向中國傳統的主流倫理學去尋找答案。 
 

一、 家庭範圍確定的必要性 
 

自古以來，在中華民族的價值理念裡，家庭都顯得極為重要。

孟子有言“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孟子．離婁上》)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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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天下的根源在於國家，而一個國家的根源卻在於家庭。家庭

是中華文明和價值觀的載體，是社會的細胞，是生命的誕生地，也

是我們民生考量和參照的基本單位。身為華人的新加坡總理吳作棟

曾說：“我們始終強調社會的基石是家庭，而非個人。在西方，他

們認為個人是最重要的；個人權利比家庭和社會權利來得重要。不

過，我們認為沒有家庭，就沒有個人。家庭是基本單位。社會是由

家庭組成的。這種價值觀對我們至為重要。”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家”本位的觀念一直滲透在中華民族

幾千年歷程中。而所謂本位就是事物的根本或者源頭，後延伸為參

照點的意思，中國人的“家本位”，就是把家看作是一切事物和活動

的根本和參照點，把一切的事同家聯繫起來，“家”成為衡量一切事

物的尺碼。回顧中華歷史，沒有一項活動不是圍繞著家展開，從而

以家庭為圓心，不斷向外延展的。這無疑是一種正確的看法。也是

筆者決意從傳統倫理考量家庭醫療儲蓄帳戶之家庭範圍界定的一個

原因。我們將其必要性或者重要性分析如下： 
 

1. 家庭對社會而言 

《禮記．大學》有云：齊家，治國，平天下。家齊而後國治，國

治而後天下平。中國古代“家國天下”並舉，而家居於首位。因為

社會是由家庭組成，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它

在任何社會中都是一種基本的社會設置。國與天下只是由無數的家

庭組成，是家的放大而已，而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也是由紛繁的家

庭關係延伸而來。因此，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家庭一直居於中心地

位，與之相契合的是，儒家對於人的基本要求也是從妥善處理家庭

關係開始的 1。 
 

 

 

 
(1) 呂紅平：〈先秦儒家家庭倫理及其當代價值〉，《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第 6 期，頁 14。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6%B2%BB%E5%9B%BD&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5%B9%B3%E5%A4%A9%E4%B8%8B&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5%9B%BD%E6%B2%BB&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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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對個體而言 

作為處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中界，家庭的穩定既為個人提供了

私人生活的場所，又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家庭的經濟功能既為家庭

成員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社會和諧的物質基礎。家庭是人

社會化的第一個驛站，和諧家庭不僅有利於健全人格的培養，更是

預防和減少青少年犯罪的關鍵；家庭的兩性關係不僅影響到家庭內

部的穩定與和諧，更是造成目前離婚率上升、婚姻不穩定的直接因

素；家庭不僅是社會成員安居樂業、建立和諧人際關係的搖籃，也

是消除各種矛盾、解決社會問題的首道防線 2。《中庸》說：“仁者

人也，親親為大。”這句是說，仁就是愛人，但首先是愛自己的親

人，也就是首先要處理好家庭關係。中國人在說“人”的時候，往

往不是就個體而言，而是指處於父子關係、夫婦關係、兄弟關係等

重重人倫關係中的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

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相應的儒家家庭倫理也就包括“夫義婦順”、“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內容。家庭與個體的人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家庭為人提供

人倫的庇護、物質的保障，而家庭又是由個人組成，人本身處理關

係的行為和方式就決定了家庭是和順還是破裂。 
 

3. 家庭對解決我們的問題而言 

我國醫療衛生保障制度的改革進行到今天，取得了一定的成

績，但是更深層次的矛盾、困難及問題也顯現出來。社會對醫療衛

生的關注度前所未有的提高，醫療保險則成為社會聚焦的熱點之

一。而且隨著人們價值觀念和健康需求的不斷轉變，他們對政策、

制度的敏感性也不斷提高，這從一個側面推進了醫療制度和醫療過

程中矛盾的凸顯，這時如果單純依靠現行的醫療制度和行政政策已

經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醫療問題引發了社會問題，或者反過來
 
(2)  汪⼵璿：〈當前家庭面臨的挑戰與構建和諧家庭的政策路徑〉，《合肥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1 期，頁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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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社會問題激化了醫療問題，無論怎樣當前的醫療的困難需要新鮮

血液的注入，家庭醫療儲蓄帳戶就是新鮮血液的組成部分。家庭是

社會的基本結構和社會設置，家庭是消費的主要單位，家庭整體收

入水準將直接決定家庭成員生活水準。針對現在醫療衛生改革中已

經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社會帶來的種種影響，將目光轉向承載著中

華民族的家庭是必然之舉。家庭醫療儲蓄帳戶將挖掘儒家傳統倫理

的價值，為當代醫療衛生事業所用。其意義和重要性毋容置疑，現

在的一個難點問題是：家庭醫療儲蓄帳戶之家庭應該如何界定，這

將影響到這一概念或理論為人們接受的一個關鍵因素，更是關涉到

這一理論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問題。從儒家倫理角度界定家庭既切

合了這一概念的初衷，使其有深厚的倫理根基和文化背景，也將更

利於被社會接受和承認。 
 

二、 家庭確定的複雜性 
 

首先，對於家庭的定義，一直是一個爭論不斷的問題。就中國

歷史而言，隨著禮治思想不斷發展並逐步法典化，家庭模擬社會，

家與國家同構，家庭從而也就成為可以涵蓋一切、包容一切的東西。

概括而言，“家”有三種含義：第一，指封地，而封地又可以分為

三類，包括諸侯封地，卿大夫封地以及列侯封地。第二，指家族或

家庭；第三，指個體家庭。筆者在此所需界定的家庭，主要是就個

體家庭而言。 

其次，家庭結構的複雜性。中國傳統的家庭是從父居住，屬於

父系的傳統結構方式。孟子講：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也就是說一個家庭至少要包括父母、子女兩代，如果經濟富足，壽

命較長，加上其他條件，可以上有父母，祖父母，下有兒子孫子，

五世同堂。3 在中國“夫方父系”的家庭制度中，如果家庭是大樹的

話，而兒子（此中不包括女兒）組成的新家庭則是樹上的枝。在中
 
(3)  王興業：〈論孟子歷史觀中的唯物主義因素〉，《東嶽論叢》，1984 年，第 3 期，

頁 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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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傳統中大都是多子女的家庭，婚嫁順序通常是由大而小依次進

行。通常兒子結婚之後不會立即與父母分家，而是與父母及未婚的

兄弟姐妹一起生活一段時間，到下一個兄弟結婚時才與父母分家另

過，而新婚的兄弟則與父母一起生活。這時，也就標誌著一個核心

家庭從父母的主幹家庭中延伸出來了。按照這樣的傳統不斷傳承，

在夫方父系家庭樹幹的成長過程中，產生了一個個子女的核心家

庭。因此從家庭的形成和成長機制來看，夫方父系的主幹家庭是中

國家庭之幹，子女的核心家庭是中國家庭之枝 4。在這樣的家庭結構

中，家庭醫療儲蓄帳戶之家庭範圍的界定比較容易，家庭類型比較

簡單，家庭結構的可操作性比較強。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價值觀念的改變，社會生活及家庭

結構不斷複雜化。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中國家庭出現了許多難

以用經典的家庭結構分類法定義的家庭結構類型。近年有家庭調查

發現，在當前的中國社會，親子分離的家庭、夫妻分居的家庭、週

末家庭、與父同居的主幹家庭、與母同居的主幹家庭、與夫妻雙方

父母輪流居住的主幹家庭等非經典的家庭結構類型都不在少數 5。在

這種情況下，家庭醫療儲蓄帳戶中家庭的界定就比較困難，家庭成

員應該包括哪些人，如何使家庭結構既符合中國傳統的倫理價值又

具有可操作性，既有說服力又可行？這是筆者寫作的出發點。  

再次人們的家庭觀念也複雜化：最大的變化是市場經濟走進了

傳統家庭。家庭不再是封閉的獨立的經濟單位，而是逐漸融入到市

場經濟，甚至變成市場經濟的一部分 6。人們的市場意識開始增強了，

隨之而來的是個體意識、獨立意識、效益意識的不斷增強。與此相

伴隨的就是人們的家庭觀、幸福觀也開始變化。諸如，在過去的傳

統家庭裡，兒子遵從父母，妻子遵從丈夫，不僅是一種理所應當的

 
(4)  沈崇麟：〈當代中國家庭變遷的兩大趨勢〉，《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 年，第

5 期，頁 122。 
 

(5)  王躍生：〈當代中國農村單親家庭變動分析〉，《開放時代》，2008 年，第 5 期，
頁 127-145。 

 

(6) 蒙培元：〈漫談儒學與家庭倫理——從親情關係說起〉，《文史哲》，2002 年，
第 4 期，頁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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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而且是一種有意義和令人幸福的事情。而現在人們特別是年

輕人則追求獨立和個性生活。在農村，青年人要麼“另立門戶”，

要麼到城市找出路；在城市，個人活動的空間和社會交往擴大了，

社會交往增多了，獨身主義者也越來越多了 7。在中國由於經濟生活

中角色的不同，不同性別之間常常只有形式的平等，在權利和義務

方面常常是不平等的，因此財產分配的糾紛不斷出現，子女教育等

方面的問題也層出不窮。在一部分家庭中，仍然能保持凝聚力、親

和力，而在另一部分家庭中，凝聚力、親和力開始有所下降，離婚

率上升，家庭記憶體在的暴力和法律訴訟等已不是少數。另一方面，

中國的獨生子女制度也引起了一些問題，獨生子女制是中國控制人

口的有效方法，也是正確選擇。但是它也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家

庭關係中缺少兄弟姐妹一倫，首先帶來了父母對孩子的溺愛，同時

也是孩子自身的心理和社會適應方面面臨挑戰。而父母對子女的溺

愛，則容易放鬆教育而使其“獨往獨來”；有的則對子女期望值過

高，“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其結果往往事與願違 8。現在很多家庭

出現的各種矛盾和衝突，尋根索源的話，家庭觀念的鬆散佔了很大

的比重。因此家庭倫理的重申，家庭觀念的強調將對家庭的穩定與

和諧起到積極作用。 
 

三、 家庭範圍確定的儒家倫理依據 
 

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主流，一直對中華民族產生著廣泛

而深遠的影響。儒家的傳統理念裡是以家庭為核心的，它強調家庭

成員相互之間的義務，對於保護家庭成員利益、協調家庭成員關係

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特有的這個家庭文化起於宗法家族制度，在

儒家思想中發揚光大。僅就一種倫理體系的角度來說，儒家家庭倫

理發育得較為成熟、細密。中華文化的家庭本位與其禮治秩序緊密

 
(7)  閻雲翔：〈從南北炕到“單元房” ——黑龍江農村的住宅結構與私人空間〉，《中

國鄉村研究》(第一輯)，2003 年 9 月，頁 172-185。 
 

(8)  同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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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聯。禮的核心是親親和尊尊，其作用是要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

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 9。家庭倫理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關係：一是血

緣關係，它是人先天的與生俱來的關係，是由婚姻或生育而產生的

人際關係；另一個就是婚姻關係，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緣關係結成的

人類生活的基本組織形式之一。當代的中國家庭，從結構到性質、

作用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基本要素並沒有變，即家庭的基本的自

然的構成關係——夫妻和子女關係並未改變，即指婚姻和血緣這兩

個基本要素沒有變化。筆者就此以婚姻關係和血緣關係為兩大主軸

分析家庭醫療儲蓄帳戶之家庭成員範圍的界定。 
 

1. 婚姻關係的角度 

家庭是從婚姻開始的，婚姻是家庭形成的前提條件。婚姻就是

指男娶女嫁的過程，它將兩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連接在一起，結為

夫婦組成家庭，從而彼此承擔義務和責任，直到婚姻終止 10。瞭解家

庭就必須承認婚姻本身及其婚姻與家庭的關係。《周易．序卦傳》

是這樣論述的：“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

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

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可以看出，在家庭中的重要順

序來說，夫婦為家道之始，是整個社會人倫的基礎，婚姻結成的夫

婦關係是家庭延續的前提，是家庭成員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禮

儀．昏禮》有云：“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

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荀子也

說“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大略》)。

這說明在儒家看來，夫婦為人倫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

須以夫婦之德為基礎。就婚姻關係這一主軸來說，對於家庭醫療儲

蓄帳戶之家庭中包含夫妻雙方的看法是毋容置疑的。 
 

 
(9)  呂元禮：〈家庭本位的闡釋及其與個人本位的會通〉，《中州學刊》，2004 年，

第 5 期，頁 175-178。 
 

(10) 張希坡：《中國婚姻立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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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血緣關係的角度 

相對而言，血緣關係涉及到的範圍比較廣、人員比較多 。不過

概括來說，可以將其分為兩類：一是長輩與下輩的關係，主要指父

子關係；一是平輩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兄弟關係。此二者也是儒家

家庭倫理中基本的人倫關係，但是當前對家庭成員之界定的難點就

在於這兩類關係。下面我們將一一論述。 

(1) 父子關係 

父子關係一直被儒家家庭倫理所強調，它是一個廣義的概念。

《禮記》裡有系統的家庭倫理價值觀念，它論及父子、兄弟、夫妻等

主要的家庭人倫。但《禮記》用大量篇幅論述了為子之道，但並沒有

展開闡述“父慈”、“兄良”、“弟弟”、“夫義”的具體內容，它

單項的論述不能滿足我們當今雙向的需要，因此筆者在這部分中不

僅強調子孝的責任，也強調父慈的義務。因此本文將父子關係理解

為有血緣關係的親子之間的關係，包括父子關係、母子關係、父女

關係以及母女關係等。基於儒家家庭結構和價值觀念的現實考慮，

我們可以將其歸為父母與兒子之間的關係和父母與女兒之間的關

係，從這幾個方面來論述儒家親子關係與家庭界定之關係。 

首先我們看父母與兒子之間的關係：父母無不愛自己的子女，

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親情體現，是人之天性使然，所以儒家在這一

方面論述不多。儒家家庭倫理有很多強調父母與兒子關係的倫理觀

念，但是大都基於成年子女與年長父母之間的關係，在孩子未成年

之前，所遵循的倫理道德，卻鮮有學者提起。依據人生歷程的時間

先後順序，首要論述父母與未成年兒子之間的關係。在孩子未成年

之前，父母有撫養孩子的義務。《禮記．婚義》中說：“昏禮者，

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後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可

見，婚姻的目的是“繼後世”，也即是說生育和撫養子女是以婚姻

和家庭的起始目的和主要功能。《詩經．小雅．蓼莪》中“父兮生

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複我，出入腹我”雖然

是悼念父母恩德的古文，但是它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對父母對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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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養育之情。儒家文化中不僅從家庭倫理和家庭功能的角度賦予

了父母生育和教養孩子的責任，更從情感上肯定了父母對孩子的付

出。在子女具備獨立生活能力之前，父母應給予充分的關懷和愛護，

使其健康成長，這對於強調“重人”的儒家倫理來說是其必然選擇。

因此，在當今家庭醫療儲蓄帳戶中，未成年子女理應包括在家庭之

範圍內，其相應的醫療費用由父母承擔。 

父母與成年兒子的關係：當兒子已成人，家庭關係中父母撫養

孩子的責任將由孩子敬養父母的義務所代替。父母養育子女含辛茹

苦，子女成人後當思鳥獸反哺之情，盡心竭力供養和照料雙親，保

障父母物質生活的需要，使其安度晚年 11，這就是儒家家庭倫理一直

所強調的孝。儒家“孝”的思想內容極為豐富，它有著悠久的歷史。

據考證，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孝”字。“孝”是一個會意字，它的

意思是小子攙扶著長著長長鬍鬚的老人。 

孟子則說：“親親，仁也。”又說：“仁之實，事親是也。”

將侍老奉親之孝作為仁的實質。孔子說：“父母在，不遠遊，游必

有方。”(《論語．裡仁》)他還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論語．裡仁》)這些話體現了孔子要求人們時

時處處為父母著想，要關心體貼和照顧老人的思想。孟子也說過：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

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

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狠，

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離婁下》)不孝者五，其中三不孝

均為“不顧父母之養”，明確指出和強調了不養父母即不孝。關心、

照顧和贍養父母，是子女應盡的道德義務。這種道德義務是人類種

族繁衍的需要，也是人生自然規律的要求。盡心照顧和贍養父母，

是儒家孝道最基本的要求。贍養和照顧父母，在傳統儒學中，孝為

百行先，甚至被視作“天之經”、“地之誼”（《孝經．三才章第

 
(11)  羅麗榕 ：〈以孝入教，加強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

會科學版》，2010 年 5 月，頁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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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和“眾之本教”（《小戴禮記．祭義》）。當父母年邁時，

應盡可能保障和滿足其生活需要，盡可能提高其生活水準和生活品

質。而當父母年邁體衰，失去勞動能力時，子女應自覺自願地承擔

起照顧和贍養老人的義務，這是一項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做人的

一項基本要求。它體現了代際之間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以及共同

滿足其生存和發展需要的合理的人生態度。儒家把奉養父母作為其

孝道的基本內容，符合人的個體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也符合人類群

體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父母與女兒的關係：家庭是一種具有共同居住、經濟合作及生

育等特徵的社會群體單位。而在儒家傳統的社會中，婚後居住模式

是“從夫居”或“從父居”。 對於女兒與父母之間的家庭倫理關係

也會因此而與兒子有所不同。在父母與孩子的關係中，女兒與父母

的關係應該加以強調。但是這只限於在女子達到結婚年齡後的情

形，在女兒未成年的時期，依然與兒子一樣享有父母的撫養義務和

家庭照顧。當女子婚後，將從母家遷於夫家，《儀禮．喪服．子夏

傳》曰“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就是未出嫁的女子跟

隨著父親生活，已出嫁的女子跟隨著丈夫生活，丈夫死後跟隨兒子

生活。所以，女子在未出嫁時，以父母為天；已出嫁之後，以丈夫

為天。在中國文化中，女子出嫁叫做“歸”，《詩經》中有“之子於

歸”，《周易》中有“歸妹”，都是指女子出嫁。女子出嫁為什麼叫

“歸”而不叫“往”？因為“歸”是“回家”，也就是把女子與丈夫

所成的“家”當作自己的“家”。其實，男子叫“成家”，女子叫“回

家”，放在一起來說，就是只有兩人構成的這個“家”才是他們共同

的“家”，男子和女子原來的“家”都只是父母的“家”，而不全是自

己的“家”。因此在家庭醫療儲蓄帳戶的家庭範圍界定時，應該以婚

姻為界限，將女子歸在不同的家庭中。 

(2) 兄弟關係 

在先秦儒家看來， 家庭之中，只有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分，

各守其禮，才能維持家庭的秩序，並進而保持社會和國家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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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主張通過“ 親其親、疏其疏” 來達到鞏固家庭關係的目

的，並進一步維護內外有別、親疏有差的禮制。《 禮記．禮運》言：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

忠。” 這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道德體系的完整總結與經典表述。去

掉君臣道德，就構成了儒家完整的家庭道德觀，涵蓋父子、兄弟、

夫婦、長幼四種關係他對孝的內涵的理解 12，局限於具體的日常家庭

生活層面。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縱向的，而兄弟的關係則是橫向的，

在處理這一關係時，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兄友弟恭”。 自古以來兄

弟就被喻為“手足”、“同胞”，可見，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以外，兄

弟之間血緣是最近的。儒家十分注重二者之間的關係，常把“孝

友”、“孝悌”並重。在兄弟皆幼年時，同時由父母撫養，處在同

一個家庭環境中，此時他們屬於父母婚姻形成的家庭中。中國人歷

來有“長兄如父”的說法，這是指兄長應盡到愛護、關照弟弟的責

任，尤其在父母不幸辭世時，作為兄長應當接替父親的職責，撫育、

照料弟弟，而弟弟也多能尊敬兄長所以幼弟的成長義務長兄應該承

擔一定的責任。而當兄弟皆成年成家時，傳統的中國文化，崇尚大

家庭大家族，而當代與社會經濟相適應的卻是小家庭單位，大家族

到小家庭的變化，使得如何處理家庭成員裡兄弟之間的關係成為家

庭醫療儲蓄帳戶的又一個難點。古時一般情況是一個大家族聚居在

一個大院裡，但是又分成一個小戶一個小戶，只有到節日或家庭重

要或紀念意義的日子才聚在一起。兄弟各自成人後就會分家，分家

是自秦代以來相沿已久的民間習慣。此種習慣主要調整多子家庭的

家產傳遞，又稱“諸子均分制”，民間俗稱“兄弟分家”。《顏氏

家訓》特別強調兄弟相愛對於鞏固家族的重要性 13，“兄弟者，分形

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

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同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

 
(12)  許亞非：《中國傳統道德規範及其現代價值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13)  俞⼵江：〈繼承領域內衝突格局的形成——近代中國的分家習慣與繼承法移植〉，
《中國社會科學》，2005 年，第 5 期，頁 11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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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

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

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旁人之所移者，免夫﹗”兄

弟，是一母所生，外表不同，而氣息相通的人。他們長大成人，各

自娶了妻子，各自有了孩子，雖然有忠誠厚道的人，兄弟間的感情

卻是漸漸減弱，這樣的話難免產生嫌隙。兄弟間互相照顧，應當像

身體與它的影子，音響與它的回聲一樣密切。互相愛護先輩所給予

的軀體，互相珍惜從父母那兒分得的血氣，這才說明兄弟之間的關

係之深厚，血緣之情濃。如果回到家庭醫療儲蓄帳戶的概念中，兄

弟在成人後屬於不同的小家庭，所以家庭醫療儲蓄應該各自為自己

的家庭成員支付，但是兄弟之手足情深，如有一方需要幫助時，另

一方應該給予應有的關懷和照顧。 

 

四、 總結 
 

傅永聚教授曾說儒學猶如一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導源於洙泗，

經歷了兩千五百多年生生不息的奔騰，從曲阜鄒城一帶流向中原，

形成波瀾壯闊的江河，涉及整個中國，輻射東亞，流向全球，潤澤

四方。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主流，是東亞文明的核心。它的

思想一直對中華民族產生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從一個人的生活方

式，到家國天下的構成，都在儒家關懷和實踐的範圍之內 14。與西方

文化中重思辨和邏輯相比，中國文化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其倫理思

想的發達，儒家思想是一種人類社會道德倫理規範的學說。孔子所

創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對中國古今的社會政治經

濟發展燦爛文化的形成民族心理素質的養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15。它強

調家庭的價值，家庭倫理思想在儒家整個思想體系中佔了很重要的

的位置。 

 
(14) 曾振宇：《儒家倫理思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15) 高⼵青：〈儒家思想地位的演變及其原〉，《成才之路》，2008 年，第 3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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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此本文對家庭醫療儲蓄帳戶之家庭範圍從儒家倫理的角度

進行了界定。從婚姻和血緣兩條主線出發，認為婚姻關係應該是一

個新家庭的伊始，因此夫妻關係勢必包含在家庭的範圍內，只至婚

姻關係解體為止；從血緣關係看，主要包括父母與兒子，父母與女

兒兩方面的關係。而這兩方面的關係又會因為年齡和婚配關係分為

兩種情況，一是父母與未成年的子女，應該是父母撫養孩子，子女

應該屬於父母所在的家庭，倘若家庭醫療儲蓄成為現實，未成年婚

配的子女醫療費用從父母的醫療家庭帳戶中支付。而在子女成人結

婚形成各自小家庭後，由於孝的文化積澱及儒家倫理內涵，子女就

應當承擔年長父母的醫療支出。 

然而，本文只是從大的脈絡上對家庭進行了界定，寫作的靈感

主要來自 2011 年底在山東濟南舉辦的儒家生命倫理與家庭醫療儲蓄

帳戶討論的啟發。但筆者認為對家庭的操作化界定尚需細化，有一

些現在社會中存在的涉及家庭的現象尚未討論到，在有些方面尚需

深入探討。比如從儒家倫理的視角出發，女子出嫁後歸入夫家，那

對自己父母的家庭醫療帳戶來說，她處的位置和自己的責任應該是

怎樣的？關於收養子女未包括在血緣關係內，他們與收養父母和親

生父母之間的家庭應該如何界定？這是倫理問題，也是以後家庭醫

療儲蓄帳戶想要實施必須回答的問題，這些具體的現實問題的界定

與答案將是下一步的研究和探討的方向。 



                                          儒家倫理視閾下家庭醫療儲蓄帳戶之“家庭”的界定 
                                                                           

81 

參考文獻 

 

王興業：〈論孟子歷史觀中的唯物主義因素〉，《東嶽論叢》，1984年，第
3期。 

王躍生：〈當代中國農村單親家庭變動分析〉，《開放時代》，2008年，第
5期。 

呂元禮：〈家庭本位的闡釋及其與個人本位的會通〉，《中州學刊》，2004
年，第 5期。 

呂紅平：〈先秦儒家家庭倫理及其當代價值〉，《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第 6期。 

汪⼵璿：〈當前家庭面臨的挑戰與構建和諧家庭的政策路徑〉，《合肥學院
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 1期。 

沈崇麟：〈當代中國家庭變遷的兩大趨勢〉，《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
年，第 5期。 

俞⼵江：〈繼承領域內衝突格局的形成——近代中國的分家習慣與繼承法移
植〉，《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 5期。 

高⼵青：〈儒家思想地位的演變及其原〉，《成才之路》，2008 年，第 32
期。 

許亞非：《中國傳統道德規範及其現代價值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2年 12月第一版。 

張希坡：《中國婚姻立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月。 
曾振宇：《儒家倫理思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蒙培元：〈漫談儒學與家庭倫理——從親情關係說起〉，《文史哲》，2002

年，第 4期。 
閻雲翔：〈從南北炕到“單元房”——黑龍江農村的住宅結構與私人空間〉，

《中國鄉村研究》(第一輯)，2003年 9月。 
羅麗榕：〈以孝入教，加強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

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 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