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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在天官：中國古代醫學的 

知識論地位及其與道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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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國古典知識論當中，醫學（以及所有的技藝之學）與先王

之法、諸子之藝本為一體，後世所謂“醫儒相通”、“醫易相通”

之說源起於此。但知識論上的共同起源並不能保證醫學在歷史流

變中能夠保持其地位，經過春秋時期諸子興起、學術分裂，和《漢

書．藝文志》對古典知識體系進行的分類排列，醫學的知識論地

位及醫者的社會地位便一路下行，諸子，尤其是儒學與技藝之學

的高下、先後、體用次第關係逐漸被固定下來。到宋代援儒入醫，

以“仁術”統攝之，在某種意義上進一步貶低了醫學作為技藝之

學這一維度，將其落實為幫助儒家實現“仁”之價值目標的工

具。經過這一知識論分裂和儒學反身侵入的知識學改造，醫學知

識內部的“目的之善”與“技藝之善”的割裂也隨之加劇，再也

不能回歸到原始醫家熔融自在的自然純樸狀態。所以，想要超越

今天西方因為天人二分、醫學技術與道德分離等問題而形成的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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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難題與道德困境，建構一種有效的“中國醫學倫理學”，恐怕

不能用“天人合一”、“醫儒相通”等大而化之的概念輕易穿

越，還有大量艱苦的工作需要一步步的來完成。 

 

【關鍵字】 中國古代醫學 知識論 道德 
 
在美國醫學倫理學的諸多理論家中，Pellegrino的觀點在國內介

紹不多，但十分值得關注。他主張醫學的目的決定醫師的職責和美

德，醫學是一種“實踐而不是理論”，而且“內在地包含著自己的

目的——自身的善”，這個“自身的善”就是治療，醫學的唯一目

的就是治療，內在的醫學道德必須忠實於醫學真正的目的——治

療，這一內在道德不受傳統、習俗、醫學團體認可等外在標準的影

響，醫生對醫學專業內在道德的忠誠是醫學道德之本 1 。醫學實踐中

的美德是一種實踐智慧，是指醫師為了具體病患的最大利益而應用

醫學的一般性知識和技術的能力，是要在醫學臨床判斷中平衡和調

和醫學的科學與道德理性，使二者和諧地作出“既是善的又是正確

的(a good and right way)”臨床抉擇。2 根據Beauchamp的總結，作為

Pellegrino理論的競爭者，在同樣堅持內在主義的學者中主要是Miller

和Brody，他們從醫學內在道德是可以隨著社會歷史文化的變化而變

化這一點上，批評了將治療看做醫學唯一目的的觀念；第二種意見

來自於外在主義道德論，主要代表是Gert和Clouser，他們認為在生

物醫學倫理學中應該有一種在各個社會生活領域都“統一的倫理理

論”，稱之為“共同的道德”；第三種意見來自調和論者，如

Engelhardt和Wildes，他們認為每一個特定的道德共同體想有自己獨

特的道德信念體系，而這一信念體系決定了他們獨特的“醫學倫理

學”或者“醫學內在善”。 

 
(1) Tom L. Beauchamp：〈醫學道德的內在和外在標準〉，陳蓉霞譯，《中外醫學與

哲學》，2002 年，第 IV 卷，第 1 期。 
 

(2) Pellegrino,Edmund D., and David C. Thomasma, The Virtues in Medical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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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legrino的方法受到亞里斯多德目的論思想的影響，但其有關

醫學屬性的論述卻與亞氏的經典論述存在一定差異。亞里斯多德將

人類的知識分為“實踐的、創制的和思辨的” 3 三種，在其中，醫學

是“技藝”而非“實踐”，醫生是“製作者”而非“實踐者” 4 。與

技藝活動不同，實踐是那種以自身為目的的活動，特指直接在人與

人之間進行的致力於人類群體生活的創造和維繫的活動。而醫學並

不以自身為目的 5，醫術的目的是健康，健康是外在於醫學的東西，

健康實現之時恰是醫術終結之處。在亞里斯多德那裏，作為一種“技

藝”的醫學治療活動，其內在的善不是“治愈疾病”——這是其外

在目的，而僅僅是“醫術實現的好”，如醫生在手術過程中展現出

了精湛的技藝，至於手術是不是成功治愈了疾病並不在其考慮範圍

之內。與之相比較，Pellegrino所說的“醫學自身的善”——“治療”

概念，既包括醫學的內在目的——技術應用的好，也包括醫學的外

在目的——技術的結果好。這樣看起來，亞里斯多德關於醫學的觀

念，與飽受批評的現代生物醫學技術模式頗為相似，即認為一種醫

學技術的好壞取取決於技術所內涵的科學與技術知識容量及其實現

技術目標的效度，而不關注技術運用對病人整體幸福的貢獻。出現

這種情況是因為在古希臘知識論中，技藝之學具有內在善和目的善

兩個維度，前者本來就只關心技藝的實現情況，技藝對生活的價值

由目的善負責關照。醫學中自身善與目的善之間的裂隙，本來可以

通過技藝與實踐活動的最終目的都是實現至真、至善、至美圓融統

一境界的預設而化解之：所以在亞里斯多德的目的論宇宙觀和道德

觀中，至真、至善、至美本是一體，萬物的存在都最終指向至善，

都是至善實現過程中的手段和工具。技藝作為一種真實的製作，其

 
(3) 亞里斯多德，苗力田譯：〈形而上學〉，《亞里斯多德全集（第 7 卷）》（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46。 
 

(4) 同注 3，頁 112。 
 

(5) 亞里斯多德，徐開來譯：〈優台謨倫理學〉，《亞里斯多德全集（第 8 卷）》（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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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出來的產品是真的邏各斯所肯定的事物 6，所以技藝醫學只要考

慮自己是否實現的好就成，技藝活動自然會在手段-目的的無窮盡的

指引關聯中與宇宙至真（也是至善）達到一致。所以古希臘的醫學

家們，如希波克拉底才會竭盡全力去論證“醫學是一種真正的技

藝”，而不是巫術或者依賴運氣的活動。 7 

Pellegrino的醫學道德的內在論由於將“技藝醫學”強行拓展為

“實踐”而不得不面對質疑，佩氏所謂“醫學實踐智慧”作出的

“既是善的又是正確的(a good and right way)”臨床抉擇，早就超越

了醫學自身的全能。首先，技藝醫學的內在目的或自身善的確不能

為整個醫學倫理學奠定基礎。Pellegrino理論裏的醫學活動，應該被

分為三個層次，其一是醫學知識和技術自身實現的好，其二是通過

醫學知識和技術治療疾病，其三是使這個技術的結果符合病患的最

大利益，但按照亞里斯多德的理論，只有第一個層次才算是醫學這

種技藝活動的內在目的或內在善。其次，醫學活動中如果存在某種

實踐智慧，也主要是在處理醫生與病人之間人際關係的層面發揮作

用，其對像是可變的人的事務，存在著固有的不確定性和差異 8，無

法達到在技藝的“手段-目的指引關聯”中所實現的對至真的統一

性，也就無法保證這個“善”的臨床決策同時也是正確的。佩氏的

道德內在主義的批評者的觀念也存在問題，當他們說治療並不是醫

學唯一的目的時，是正確的，但當他們認為醫學自身的善會伴隨歷

史文化的發展而變化時，則同樣犯了不當擴大技藝醫學範疇的錯

誤，即使是用於安樂死的醫學技術，其內在善也是“技術運用的

好”，至於保護病人的尊嚴或者尊重病人的自主性，都已經是醫學

活動的外在目的了。佩氏的道德外在論的反對者，之所以認爲對醫

學“內在善”的強調會導致對“外在善”的忽視，則是在純粹“技

 
(6) 亞里斯多德，廖申白譯：《尼各馬科倫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頁 171。 
 

(7) 瑪莎．納斯鮑姆：《善的脆弱性》，徐向東、陸萌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年，頁 125-126。 

 

(8) 同注 6，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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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的層面上理解醫學，看到了“醫學”的內在善便不能為醫學活

動中所有的善奠定基礎。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比Pellegrino更準確地理

解了亞里斯多德對醫學的規定，但錯在只看到一種醫學，即那個在

亞里斯多德知識論傳統中發展起來的希波克拉底所追求的“技藝醫

學”，這當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醫學類型，即使在古希臘-現代西方

這一文化譜系中也不是唯一的醫學知識論規定。調和論者將醫學與

道德統一在一個信念共同體之中，一方面打破了“技藝醫學”知識

論傳統將醫學、道德兩分所造成的藩籬，為在邏輯上解決這一難題

提供了基礎，但在其批評對“普遍公認的醫學目的或醫學專業的獨

立承諾”的信仰時，必須面對在總體上已經“技藝醫學”化的現代

醫學世界，還需要有一種能融合治療技術和道德關懷，並且仍然擁

有勃勃生機的醫學生活類型作為證據。 

隨著亞里斯多德將人類的知識分為“實踐的、創制的和思辨

的”三大類別，並對每一類知識的全能與彼此界限做出規定，西醫

學乃至整個西方知識體系的技藝層面和道德層面便一分為二，兩者

之間的裂痕在知識發展歷史中再也未能融合，在今天還存在著並擁

有足夠影響力的諸種醫學體系中，看起來只有強調“天人合一”、

“醫儒相通”中國傳統醫學堪當此重任。對這一點的揭示，或可為

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作背書，但歷史無法從理論邏輯的原點窺

見真容，我們還必須深入歷史的細節之中，為這一工作的完成提供

更多的依據。 
 

一、 《漢書．藝文志．方技略》中的醫學 
 

從西漢河平三年（西元前 26 年）到建平二年（西元前 5 年），

劉向、劉歆父子主持編輯整理了國家藏書 596 家 13,269 卷，並相繼

編撰了綜合性國家藏書目錄《別錄》和《七略》。劉向父子編校典

籍，是在經歷了秦代焚書與戰爭造成的文化荒漠期之後，以國家力

量支持，在當時官方意識形態指導下的對古代知識的一次全面系統

的整理工作，而不僅僅是重新發現、收集、整理和校訂書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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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學、版本學、目錄學和校勘學的功夫。它對古代流傳下來的各

種知識門類和學術脈絡的清理和對當時學術所作之分類，為未來中

國知識體系的發展理清了知識論徑路，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對不同知

識類型做出了價值定位，對這一點，多位前輩學人均有所論述 9，清

代史學家章學誠稱之為“學術之宗，明道之要” 10，近人劉國鈞則

曰：“《七略》之旨，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欲於圖書分類之

中，顯學術擅變之迹。” 11 

《藝文志．方技略》收錄的醫學典籍，分為醫經、經方、房中、

神仙四種，分別如下：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

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

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 

房中者，（性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

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遊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

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 

按照現代知識分類的觀點看，醫經類屬於醫學理論知識，經方

類屬於藥物學的範疇，房中類相當於今天的性學範疇，神仙類主要

是服食和金丹術。 

劉向在《方技略．大序》中對方技的評價是：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

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

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 

 
(9)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

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頁 46-48。 
 

(10) 據章學誠，其“學術之宗”的地位、“明道之要” 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總
百家之緒，溯學術之源，明簿錄之體”。（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
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024。） 

 

(11) 劉國鈞：〈四庫分類法之研究〉，《圖書館學季刊》，1926 年，第 1 卷，第 3
期；轉引同注 3，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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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之具”說的是方技的功能——使生命繁衍、生生不息；

所謂“王官之一守”，是說醫學是實現國家政治功能的一個具體部

門。但這段話裏還有“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一說，在漢代術

數方技在知識學地位上已然遠遠低於以儒學為代表的諸子之學，所

以劉向的意思，似乎是認為醫學中原本包含著（與諸子學甚至與六

經學一致的）有關知政、治國的知識，只不過現在已經失傳了——

“今其技術晻昧”。那麼，這種已經失落的“醫學”知識到底是什

麼？  
 

二、 “醫和論政”解 
 

《七略》中提到的醫和論政，是中國古代醫學文化史上的一件

大事，醫和所說的“上醫醫國，下醫醫人，固醫官也”，在後世醫

家論證醫學的文化地位時引用率極高。為了弄清楚這句話真正的內

涵，首先需要看一下故事的全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不可為也。是謂遠男

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澦。

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

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

天命不澦’？”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

規闇，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

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

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國語

卷第十四．晋語八．醫和視平公疾》） 

從說故事的角度看，醫和的這句話可以看做是一種自我辯解：

其時，醫和對趙文子滔滔不絕，主題是平公之疾，卻沒有給出醫學

上的診斷與治療方案，反而是在其道德修養和政治行為大做文章，

主要還是為了說明自己的政治主張，與其來此的真正目的（為平公

診病）無關，多少有些不務正業的意思。文子在其咄咄逼人的政治

批判之下又乏言以對，於是惱羞成怒，“醫及國家乎”之問，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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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從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上壓倒這個“執技事上”之徒，而醫和

的回答意在自辯，說的是 “醫國”本來就是醫學的題中之意，所以

醫生對治國之道發表意見完全是合理的，不要用身份之高低貴賤來

看問題。民國學者顧實《講疏》對此注曰：“《晉語》趙文子曰：

‘醫及國家乎？’秦和對曰：‘上醫醫國，其次醫疾，固醫官也。’

蓋古醫字亦作‘醫’，上世從巫史社會而來，故醫通於治國之道

耳！”但考察上下文語境，醫和還談到了所謂“上醫”和“下醫”

的問題，意味著醫者“醫國”的合法性，並非來自於其醫生的職業

身份，而是取決於他們對醫道和王道背後共同之道理的掌握程度。

所以，醫和的辯解主要還是想通過知識論的討論來對抗現實制度的

詰難，其關鍵是認為醫學與王官之學在知識學本質上是相通的。但

是醫和需要做出論證這一事實，或恰恰說明了在當時的社會觀念中

醫道與王道之間的共同性並非自明的道理，故醫生論政已經是一種

僭越社會身份的行為 12。 

一般來說，醫道與王道根柢相同，有三種主要的論據： 

第一，醫生經由診斷國君的疾病來推斷（乃至於影響）國家政

事，這在醫生或可算是一種個人智慧，不足為訓。固然如醫和可以

通過發病學原理對國君生活上的“不節”進行指責，但以此批評晋

國的政事乃至於國家重臣，仍未免過分。 

第二，醫家本身就是王官政治系統之一員。《周禮．天官》中

有“醫師”一職，在這個意義上，醫者的確具有參與政治的職能。

但這個“醫師”不過是下級職官，雖然執掌王家健康及萬民之疾，

仍不過是以方技理王事之枝節，據此以“治國”恐力有未逮。 

第三，可以從醫學的道理類推出治國的原則。這就涉及到一個

非常嚴肅的知識論問題了，兩種知識能夠相互類推，說明在中國古

代思維中，身體與政治之間存在著內在統一性，所以醫學與治國之

 
(12) 至後世《醫家五戒十要》等醫德文獻中，醫生不得利用自己的專業身份參與政治

運作已經成為職業倫理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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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擁有一些共同的原理或準則，由此，論病可以及國，原診足以知

政。 

醫道與王道在知識論上的統一性，是在這兩者共用自然天道的

基礎上予以證成的，其深刻的源頭，是中國古典文化中人文（倫理

與政治）-身體（疾病與醫療）-自然（天道）三位一體的“一元論”

宇宙觀。 

在自然與人文的關係方面，黃俊傑指出，傳統中國思想家多認

為自然秩序與人文秩序存有緊密的聯繫性。《易經．系辭傳》說：

“聖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認為自然秩序

的變動，及其所潛藏的諸多原理與原則，與人文現象的內在結構之

間具有同質性，因此具有可參考性。13 此觀念在春秋陰陽家的著述

中最為明確，故有鄒衍以“五德終始說”來解釋王朝的興替，評述

政制的得失；儒家雖然將天道轉化為義理之天，但天道之為王道基

底的觀念是不容改變的。 

在自然與人身之間，醫家的態度比較明確，如《黃帝內經》的

核心思想就是“天人相應” 14：《靈樞．邪客篇》“人與天地相應

也”，《靈樞．歲露論》“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靈

樞．刺節真邪》人“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靈

樞．經水》“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不一而足。李建民認為

醫和“天六地五”的醫學觀是一種“術數醫學觀”：如人體的經脈

流注運行，與天時五行、地經山川在本質上統一；所謂脈，正是人

體宇宙迴圈的軌道，有如天體、水道運行的路徑。所以，如天官可

由災異推知天體的失序，都水可由泛濫察知水道的鬱滯，醫者也可

以用脈象失常來診斷人體的疾病 15。李零亦指出，作為揭示身體與

 
(13) 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頁

322。 
 

(14) 王洪圖主編：《內經講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 年），頁 282-283。 
 

(15) 李建民：《發現古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頁 1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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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內在規律“方技-術數”，“方技”是對人身這一小宇宙的知

識，亦必然從屬於“術數”這一對大宇宙的知識。16 

在身體和人文之間，中國古代思想中心、身之間一直保持著融

通的關聯。如徐複觀指出：中國文化所說的心，指的是人的生理構

造中的一部分而言，即指的是五官百骸中的一部分在心的這一部分

所發生的作用，認定為人生價值的根源所在。17 杜正勝的研究則指

出，上古時代，“德”是一種身體之質，是人體內的“神”和

“氣”，本源於天；德役使心，心役使身體五官百骸，才會表現出

仁義禮智信等各種道德行爲；人身內的“德”得以施行，仁義禮智

信便可以在體內成型，從而從一般的善行成就為德性 18。 

所以，李建民援引《春秋繁露．官制向天》“天之數，人之形，

官之制，相參相得也”，說明在天數、人體和治道之間的連續性 19；

黃俊傑則將之稱為傳統中國的聯繫性思維方式，即“古代中國人深

信宇宙萬物有其「同質性」，所以他們也多認為宇宙是一個牽一髮

而動全身的有機體。在這個有機體內的部分與部分之間，存有互相

滲透的關係。” 20 

讓我們再回到醫學，中國醫學中最早的病因學理論，被認為是

醫和的“六氣致病”說：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巨將死，天命不佑’”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

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

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德也。物亦如之，至

 
(16) 李⼵零：《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5。 
 

(17) 徐複觀:〈心的文化〉，載於氏著《中國思想史論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4 年），頁 211。  

 

(18)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臺北：三民書局，2005 年），頁 138-142。 
 

(19) 同注 17，頁 128。 
 

(20) 同注 15，頁 316。這一觀點，受到張光直先生的影響，張光直認為中國古代文明
最令人注目的特徵，就是從意識型態上說來它是在一個整體性的宇宙形成論的框
架裏面創造出來的。張光直：<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載於
氏著《中國青銅時代》第 2 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年），頁 13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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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

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

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

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

乎？”（《左傳．昭西元年》） 

醫和提出致病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天有六氣，淫生六疾”，

這裏面包含著天道運作自身有可能產生不均衡相應就會發生疾病的

思想，這裏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有關於“天”之性質的觀念，此

處暫且按下。第二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人的行為“不節不時”，在此

處具體指於女色不節，與時令禁忌相犯 21。還需要注意到，這種行

為又被稱之為“不德”和“失儀節”，這兩個詞指明，在春秋時期，

人的生命活動與天道的四時五節都被看作在“禮儀”的統攝之下。

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先王時代的“禮”不僅僅是社會規範，還是

人類生命的一種存在狀態，是天道、個體生命衝動、社會規範和美

德和諧統一的狀態 22，如果生病的原因是行為上的“不德”和“失

儀節”，那麼對疾病進行診斷和治療的知識（包括醫學和醫術）自

然也都屬於“禮”的知識和技能。中醫學知識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

面：第一，關於天道的知識，既包含天氣四時、地理方位的客觀存

在及其具體差異，又包含自然宇宙運行的內在規律——關於陰陽曆

變和五運六氣的知識；第二，關於人道的知識，既包含病人的形軀、

情志、好惡和行為的個性，又包含人際關係等社會性的因素，是一

種包含了臨床直觀經驗和社會禮法知識的綜合體；第三，關於具體

技藝的知識，主要指的是有關四診、藥石、針砭、調理等在內的技

藝系統。中醫師在臨床活動中所針對的目標，即證候，不僅僅是具

體的客觀的生理病理改變，也無法使用統一的實驗室標準予以核

實，而是關係到天與人、表與裏、本質和現象、陳述與觀察、醫生
 
(21) 同注 17，頁 122-123。 
 

(22) 余英時：《余英時文集第四卷．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2004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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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病人、疾病經驗與日常生活等的統一體，則醫生在診病時必需既

通曉天地、萬物、四時運化的道理，又能夠極盡具體病人的證候、

情志、行止之精微。從古代知識論的角度來看，第一個層次的天道

是“禮”的基礎和源頭，第二個層次的人道是“禮”的現實化，第

三個層次的方技既是“禮”功用之發揮，又是在“禮”約束下展開

的行動。所以，身體-國家-自然、天道-王道-醫道本為一體，技術、

知識與道德圓融統一，本來不必區分，掌握了這一貫通天地人的至

理，不獨上醫可以醫國，烹小鮮者亦可以治大國。 
 

三、 “天”的分裂 
 

按余敦康先生的研究，西周時代所說的天或天命包含著三個組

成部分，一為主宰之天，二為義理之天，三為自然之天，以主宰之

天為核心，組成一個體系完整的一元化的結構。主宰之天是指對有

意志有人格的天神的崇拜信仰，這是以神為本；義理之天是指有關

社會組織和道德行為的根本原則，這是以人為本；自然之天是指天

道運行和時序變化的客觀規律，這是以自然為本。23 

當天僅僅是主宰之天之時，醫巫交同。正如陳邦賢先生總結的，

中國上古時期先有巫，而後巫醫相混，再後來巫醫才逐漸分離 24。

需要注意的是，上古社會巫者與主宰之天（鬼神）相交通，使其擁

有了極高的文化和政治地位——“當交通鬼神的事成為少數專業巫

覡獨擁的技藝和權力之後，他們便開始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他們不僅是政治事務的決定者，也是知識與技藝的創造

者和傳承者” 25。他們所壟斷的知識囊括自然宇宙、人間秩序和人

類自身等幾乎所有的知識方向，其中後世多數知識和技藝（包括醫

 
(23) 余敦康：《中國宗教與中國文化卷二——宗教·哲學·倫理》（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26 及 147。 
 

(24)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緒言》（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3。 
 

(25) 林富士：《漢代的巫者》（臺北：稻香出版社，1999 年），頁 3；另外，葛兆光
對這知識和技術的“權威性”以及其佔有者的少數性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亦有深
入討論：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
頁 19。 

http://search.kongfz.com/book.jsp?query=%E6%9E%97%E5%AF%8C%E5%A3%AB%20%20%E8%91%97&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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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方技）都由“巫覡”一系繁衍而來。有商一代，視疾病為上帝鬼

神對人間或時王的警示，或者鬼神作祟的結果，商代晚期有多位商

王均好為巫醫之事 26。到了周代，據《周禮》巫、醫已經分職，但

事實上直到春秋時期，治療疾病時巫者和醫者的角色地位仍然不相

上下，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是以巫者為先。27 

春秋中期，有關“天”的觀念中，“主宰”之義已經逐漸向自

然和義理轉化 28。在醫家方面，可以看到作為春秋時期傑出醫者代

表的醫和的自然觀，已經是主宰之天和自然之天的綜合，同時也體

現出與義理之天的關聯性。《黃帝內經》“天人相應”的那個“天”

則是陰平陽秘、五運六氣均衡流暢的自然之天，如果能夠主動的應

和於這個自然，則能盡天年、度百歲——“其知道者，法於陰陽，

和於術數，……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素

問．上古天真論》）但到了諸子那裏，關於“天”的一元化觀念已

經分裂，余敦康先生指出，墨子的天志思想是以主宰之天作為超越

性和本體性的依據，孔子的仁學思想是以義理之天作為超越性和本

體性的依據，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以自然之天作為超越性和本

體性的依據 29，余英時先生借助對《莊子．天下篇》的分析，指出

“道術未裂”之前的“禮樂”是“天道之一”，“道術為天下裂”

之後的諸子百家所把握住的只是“道”之一端 30。其中，儒家所堅

持的義理之天也就是“倫理之天”，是“倫理化的宇宙，它出自於

人的本性，又是各種倫理準則、人倫之理的集合”。31 但這個義理

之天並不脫於自然，到了戰國末年，在作為學術大融合和先秦儒家

思想之總結的《易傳》中，提出了一個完整的天人之學的體系，在

 
(26) 宋鎮豪：《商代生活與禮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540

及 545。 
 

(27) 金仕起：〈古代醫者的角色〉，載於李建民主編：《生命與醫療》（北京：中國
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 年），頁 4-5。 

 

(28) 同注 23，頁 147。 
 

(29) 同注 31，頁 120。 
 

(30) 同注 24，頁 5-6。 
 

(31) 樊⼵浩：《中國倫理精神的歷史建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 年），
頁 33 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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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觀念中：單就天道之陰陽而言，是宇宙秩序客觀的本然，但是，

本然蘊含著應然，天道與人道之仁義息息相通，所以統天地人而言

的“性命之理”和“義理之天”本為一體，既有自然的意義，也有

道德的意義，是一個既仁且智的全體。32 

春秋時期，周王室式微，“道術為天下裂”，學術下移，遂有

諸子學的興起，諸子百家各自得到了“道”的一部分，這一說得到

了很多古代思想家和現代思想家的認同 33。未裂之前的“古之道

術”，“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余敦康先生指出這是以德配天的

宗教神學，在這個體系之中，古代的聖王上配神明，應和自然之道，

德性與天道圓融一體，天道、天數和王道、治術相互貫通，“內聖”

自發而成就“外王”之道，於是乎，可以“育萬物，和天下，澤及

百姓” 34。換句話來說，外王即是內聖，王治就是德行，也是天道，

這裏面既沒有“知”“行”之分，也無行動的高下次第之分。但在

諸子百家的處境中，原本圓融無懈的、天人合一的世界已經分裂。

戰國時期“道術為天下裂”，“禮崩樂壞”，是古代社會文化秩序

和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全面解體。此時，人或者國家的行動已

經不能自然而然的踐行天道，這就造成大量無德之行出現，如孔子

說“春秋無義戰”，便是此意。當此世也，諸子百家雖然都想在現

實世界實現先王之道，但在遭遇現實後，往往不得不“道不行，乘

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於是，諸子不得不與世俗政治

的漩渦保持距離，轉向追求精神的內在超越和突破，如陳來先生指

出，在其自覺形態下的儒家，其或入仕、遊歷、講學等種種活動，

主要應該在其人文精神的層面上的自我價值界定層面予以認定 35。

儒家申言“克己復禮”，墨家與道家則追求宗教性的超越境界，這

些都是強調精神生活中存在某種不變的、超越的、本體式的價值本

 
(32) 同注 31，頁 282-283。 
 

(33) 同注 24，頁 5-6。 
 

(34) 同注 31，頁 187。 
 

(35) 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2009 年），頁 35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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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尤指文化精神的自我覺醒，以及與世俗生活的自覺分割。這種

實踐映射到知識體系中，就表現為不同種類的知識在機制體系中的

階差。 

李零先生認為，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之學便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以詩書禮樂等貴族教育為背景或圍繞這一背景而爭論的儒、

墨兩家，另一類是以數術方技等實用技術為背景的陰陽、道兩家以

及從道家派生的法、名兩家。36 諸子學以人文知識為主，而後世重

諸子而輕“術數方技”類的實用性學問，加之漢代之後，儒家學說

成為中華文化之正統，在先秦諸子“之前”和“之下”的以數術方

技之學為核心的各種實用文化，逐漸下沉，喪失了學術方面的正統

地位。就漢代學者的看法，這是因為各種知識在本質上存在價值階

差。漢代名儒楊雄有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 37。

表面上來看，這是在說儒家與方技家相比，既與其一樣了解天地物

理，但又比其多了解有關人的知識，故而具有知識範圍上的優勢，

但就中國古典知識學邏輯而言，是否“通人”決定了它們在知識論

中的地位先後。這是由其與中國古典知識的最高目的和最終源

頭——“天道”之間的關係遠近所決定的，因為自春秋始，對“人

道”的了解就已經成為理解“天道”的核心路徑，正如《中庸》中

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大地之化

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所以，是否“通人”，

足以將方技之學和儒（道）學劃分為兩個層次的知識體系。 

這一點，在《七略》和《漢書．藝文志》的知識排列系統中表

現的最為清楚。《七略》首以六藝，其次諸子，然後是詩賦、兵書，

最後是數術和方技，構成了秦漢時期有著嚴密內在邏輯關係的“六

略之學”知識系統。《漢書．藝文志》以《七略》為本，將天下知

識籍作“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

術略”、“方技略”六大類。這六大類知識的排列，據何小平先生
 
(36) 同注 16，頁 14-16。 
 

(37) 楊⼵雄著，洪玉琴、李守奎譯注：《楊子法言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
社，2003 年），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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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表現了中國古典知識學的價值秩序：六略以所探討的物件

給學科排序時由大而及小——先乾坤宇宙，次社會人倫，後個人身

體；以知識層面給學科排序時由形而上至形而下——先“道”而後

“器”，先思想而後技藝 38，在這個體系中，傳統醫學是小學、器

物之學和技藝之學。左玉河先生也總結說：“六經與諸子，構成了

中國學術體系和知識系統中形而上之‘道術’，即道學；而數術、

方技等類，為形而下的“器”，即“藝學”。39《論語．述而》載: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孔子對於“道”、

“ 德”、“仁”、“藝”之本末、先後、高下的觀念，顯然影響著

此後中國知識系統之建構。 
 

四、 儒學與醫學 
 

隨著知識體系的分化和階差形成，醫者的社會政治地位也在不

斷下降。春秋以前的學術與王道政治本為一體，如章學誠總結說：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 40，所以在《周

禮》中醫師位列天官，“天官”者，“塚宰”也，掌握通神的禮儀

和方法，制定大經大法，統帥地官和春夏秋冬四官。41 但到了反映

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制度體系的《禮記．王制》42 中，醫生已經被

歸類於百工之屬：“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禦、醫、蔔及

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孫希

旦《禮記集解》明言，這些地方下級官吏以技藝為用，身份比較低

微，對他們的選拔任用要“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裸股肱，決射禦”

 
(38) 何小平：〈“學術之宗 明道之要”——論《漢書．藝文志》的學術史意義〉，

《圖書．情報．知識》，2005 年 6 月，總第 105 期。 
 

(39) 同注 11，頁 48。 
 

(40) 同注 12，頁 150。 
 

(41) 鄒昌林：《中國古代國家宗教研究》（北京：學習出版社，2004 年），頁 387-391。 
 

(42) 有關《禮記》成書的年代雖然有所爭議，但學術界通常還是認可其基本上體現了
先秦儒家的理念，其中的具體制度設計有可能在西周或者戰國時代真實存在過。
參見：王鍔〈清代《王制》研究及其成篇年代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
年，第 1 期；錢玄等編：《三禮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頁 244 等。 

http://acad.cnki.net/kns55/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GJZL&NaviLink=%e5%8f%a4%e7%b1%8d%e6%95%b4%e7%90%86%e7%a0%94%e7%a9%b6%e5%ad%a6%e5%88%8a


醫在天官：中國古代醫學的知識論地位及其與道德的關係 
                                                                           

  95 

進行考核，鄭玄注曰：“不貳事者，欲其專精於所業。不移官者，

不欲強試之其所不能”，即特別強調其技藝為用這一層面。43  

據吳彤的研究，中國古代對方技的態度有兩種看上去矛盾的觀

點：第一，借孔子贊《易》之蔔筮為聖人之道，把術數方技看作為

君子之道，認為術數方技雖為小道但必有可觀，對術數方技基本上

持褒獎的態度；第二，擔心術數方技由於其不可知性和神秘性而給

“禮”之秩序帶來危害，因此，或對術數方技基本上持貶損的態度，

或對術數方技採取規範入“禮”的態度。44 前一種態度，根據前面

的論述，顯然是沿襲了春秋時期對“道術未裂”之前的知識論傳統

的追憶；後一種態度，則來自與春秋時期“道術為天下裂”之後知

識學體驗：在“禮崩樂壞”的亂世中，禮樂制度自身內涵的天道已

經喪失，方技、王官等現實生活形態在本質上已經與天道無關，僅

僅具有世俗工具意義，想要回到天人合一的狀態，必須保持一種精

神上的清醒和持續的反思，用精神生活來統領世俗生活。這與孔子

改革之後出現的“儒家”之身份自覺相應和，儒家以對“道”的追

求和自我作為“載道之士”的文化身份的自覺認同為精神特徵，由

此，最主要的學術自覺是在政治和倫理方面，在社會活動選擇中以

“聖王”之道為核心開展，“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六藝中更

加偏重“禮、樂”。正因為“儒”是在精神的層面加以定義的文化

身份，所以其與具體職業和技藝的關係就發生了變形，即職業身份

和技藝活動與“儒者”這一文化身份相分離，儒者關注的是是否能

夠用“天道之一”超越所有具體“術”的差別和矛盾並以“天道”

統帥之，並且在對技藝的運用中體認和落實“天道”，後世所謂“醫

乃仁術”之說，便是這種思想的產物。 

筆者曾對醫學與儒學價值關係和論證模式進行了分析，認為

“醫乃仁術”之說是在儒家價值體系中論說醫術之重要性，在“醫

乃仁術”統攝下的醫術和儒理，是工具與價值目標的關係，二者之

 
(43) 孫希旦：《禮記集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368-369。 
(44) 吳⼵彤：〈中國古代正統史觀中的“科技”〉，《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199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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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秩序與規定受到儒家“體用”思想的規定，儒心為體，醫術為

用，儒心是根本，醫術是發揮，其主次、本末、先後秩序森然，不

可混淆 45。所以，宋代理學大家朱熹在《論語章句集注．子路篇》

中會把稱醫學為“賤役”，在同書《子張篇》中把農、圃、醫之類

的技藝稱之為“小道” 46。雖然朱子並沒有看不起這些所謂“小道”

的意思，他也承認醫學關係生死，所以不可輕忽：“醫，所以寄死

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但正如《論語》所說“雖小道，

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朱子顯然認為，小

道之中雖然同樣包含天道至理，但如果過於沉迷這些小道有可能會

對大道的理解造成障礙。所以，雖然道之大小並不妨礙其是否能通

達天理，但求道之途徑卻仍然有君子、小人的區別。到後世儒醫如

元代朱震亨、明代李時珍、明代張介賓等的著作中，似乎通過將醫

學概括為“格物窮理”而打破了這一界限。但詳細考察朱震亨“格

物窮理”的具體思維進路——“先儒謂物物具太極，學者其可不觸

類而長，引而伸之乎”，就會發現醫學之“格物”思維的出發點卻

是“物物具太極”的“先儒”的思想，因此“格物窮理”實際上是

一種“引而伸之”的演繹邏輯，即醫藥之源與疾病之道在於陰陽、

五行等天道天理，格物的方法是在天道觀和經典知識的指導之下，

通過對物的推求而體會、理解和應驗天道的存在。後世醫家多強調

儒學修養對醫學學習的重要性，如明代名醫李梴在其《習醫規格》

把讀儒書作為醫者每日的必修課，而後方可研習醫書 47，固然是因

為古代知識教育以儒家典籍為基礎，要學習醫學必須要經過儒學的

基本知識教育過程，但更重要的是，在古典知識論上，儒學作為把

 
(45) 程國斌：〈試論醫儒關係的道德論證模式〉，《中國醫學倫理學》，2012 年，

第 1 期。 
 

(46) 這受到不少醫家的批評，如清代章楠在《醫門棒喝．醫稱小道說》中道：“奈何
自朱子稱醫爲賤役，世俗忘其爲性命所系而輕賤之，惟富貴是重。至於性命既危，
而富貴安保? ”   

(47) 李⼵梴，田代華、金⼵麗、何永點校：《醫學入門．外集》卷七（天津：天津科
學技術出版社，1999 年），頁 1487-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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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天道的直接方法和理念基礎，與醫學在知識論進路上的先後秩序

是非常嚴格的，輕易不會改變。 
 

五、 結語 
 

統而言之，在中國古典知識論當中，醫學（以及所有的技藝自

學）與先王之法、諸子之藝本為一體，後世所謂“醫儒相通”、“醫

易相通”當然有道理，只是這一共同起源並不能保證醫學在歷史流

變中能夠保持其知識論上的地位。經過春秋時期的“道術為天下

裂”和漢代對知識體系“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技藝之學的知識

論地位及醫者的社會地位便被固定於底層位置。再到宋代援儒入

醫，以“仁術”統攝之，但強以孝悌之道 48、國家“仁政” 49、道德

境界或者倫理規範 50 等方面對“醫乃仁術”進行論證，在某種意義

上是進一步貶低了醫學技藝之學的這一維度，將其落實為幫助儒家

實現“仁”之價值目標的工具。再加上將儒家之道統學說強行植

入，奢談醫統，崇聖尊經，其結果正如謝利恒先生所說，使我國古

代“專門授受之醫學”至宋而亡 51。但更重要的，是經過這一知識

論分裂和儒學反身侵入的知識學改造，醫術與王道（或仁術）已經

不再是熔融自在的統一狀態，醫學知識內部的“道”與“術”割裂

也隨之加劇，再也不能回歸到原始醫家“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

 
(48) 宋代理學大家程顥有言：“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

不知醫”。參見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428。
金代張子和《儒門事親》中說“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亦是在這個意義上論
說的。參見張子和：《儒門事親》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
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頁 4。 

 

(49) 如宋太宗在為《太平聖惠方》所作序言中，就明確指出醫學可“救民、去除疾
苦”，“是以聖人廣茲仁義，博愛源深。故黃帝盡岐伯之談，虢君信越人之術”。
參見趙光義：《禦制太平聖惠方序》，載於王懷隱：《太平聖惠方（上册）》（人
民衛生出版社，1958 年），頁 1-2。 

 

(50) 王宜靜，羅京濱：〈中國傳統文化對醫學倫理之影響〉，《中國醫學倫理學》，
2003 年，第 4 期。 

 

(51) 謝⼵觀著，余永燕點校：《中國醫學源流論》（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2003
年），頁 36；以及薜公忱主編：《醫中儒道佛》（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30-31。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E%B5%B9%AB%B3%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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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術數，……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的自然純樸狀態。（《素

問．上古天真論》） 

在這裏，值得再對明代大儒江疇為張杲《醫說》所作的一段跋

文 52 進行深度解讀：“季明（張杲），儒生也，集是說以傳於世。

人多笑其流於伎，不知真儒生之用心也，使世醫者皆以季明之心為

心，雖庸醫足以為良醫。苟以駔儈之心處之，雖良醫且庸矣，況本

庸耶。”陳元朋指出文中“季明之心”就是儒家的“仁心” 53。江

疇的話首先表明，即使在“儒醫”觀念已經比較普及的明代，方技

（方伎）仍然是不入流的行當。所以江疇在這裏必須要強調“仁心”

的作用，認為有“仁心”則庸醫足以為良醫，這句話有兩層含義：

在第一個層面，只要遵循這個“仁心”的要求，不論何種身份或者

從事何種職業（行醫或為官）都能成其“良”者，在第一層的良醫

之“良”指的是其擁有“仁民之心”，這是社會道德層面的肯定。

第二層意思則有些微妙，江疇說如果不能以“仁心”來役使“伎

（技）藝”，“雖良醫且庸矣”，這個“庸”雖然主要也是在道德的

層面展開，但江氏顯然認為，如果存在道德上的缺陷，技藝也會隨

之退化。所以，當人們感歎醫者技藝平庸，禍害百姓的時候——“所

在無良醫，人之疾病不得盡其理，而死者亦眾”——其根本不在技

藝，而在於道德——“豈真無良醫耶，不仁之心壞之也”。最後，

江疇總結說，如果張杲“以是心而行是伎，季明其儒醫之良者也。

使其得科第而登仕籍，其仁民之心又當如何耶？”在這一點上，儒

學與醫學在古典知識論上的起源同一性已經存而不論，相反，儒家

之“仁心”對各種技藝和職業的統帥作用獲得了特別的強調，技藝

與道德相分裂的影響根深蒂固，中國傳統醫學之“內在的目的善”

也到了不得不重新予以澄明的地步了。 

 
(52) 江⼵疇：〈張杲《醫說》跋〉，載於張杲：《醫說》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上

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頁 451。 
 

(53) 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09-212。 



醫在天官：中國古代醫學的知識論地位及其與道德的關係 
                                                                           

  99 

本文從對西方醫學倫理學家的理論分析開始，原本意在為醫學

與道德的融合尋找一條中國文化出路，但通過對中國傳統醫學知識

論發展歷史的簡要梳理，卻發現在我們津津樂道的中醫學所謂“天

人合一”的光輝背後，早已存在條條裂痕。事實上，中國傳統醫學

在其源頭處與人文知識的自然融通狀況，並不專屬中國文化所特

有，在所有文明源起處都存在著某種將所有知識融匯雜糅的原始形

態，同樣，類似於發生在古希臘的知識論結構性分裂，中國傳統文

化也未能獨免。中國傳統的“四部之學”雖然沒有像西方“七科之

學”那樣建立一個條縷分明的學科體系，但仍然有自身內在的知識

論邏輯，在這個邏輯中，醫學等科學技術類的知識，與儒學等人文

類的知識，雖然共享同一個知識論起源和合理性基礎，但在知識類

型、功能和價值定位上的區分仍然是非常頑固的，很難用“天人合

一”、“醫儒相通”等大而化之的概念輕易消除。所以，想要超越

今天西方因為天人二分、醫學技術與道德分離等問題而形成的倫理

難題與道德困境，建構一種有效的“中國醫學倫理學”，還有大量

艱苦的工作需要一步步完成，我輩學人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和堅定

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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