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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其自然 
 

張大慶* 

 

何懷宏先生在文章中通過比較當代中國與法國哲學家的預期壽

命，發現法國哲學家在社會境遇優於中國哲學家的情況下，壽命總

的來說卻低於中國哲學家，並推測這主要和兩國哲學家所持有的不

同“生命之道”有關，即中國崇尚自然中和的“生命之道”，在相

當程度上使中國哲學家得享高壽 (何懷宏，2014，51-64)。 

預期壽命也稱為期望壽命 (life expectancy)，X 歲時預期壽命表

示 X 歲尚存者預期平均尚能存活的年數。期望壽命是評價人群健康

狀況、社會經濟發展和人群生存品質的重要指標，不受人口年齡構

成的影響，因此平均期望壽命可用於不同國家或地區一般健康狀況

的比較。一般來說，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及醫療保健服務水準的提

升，人群的期望壽命在一定範圍裏呈現出增長趨勢。不過，該指標

未包含疾病和傷殘的情況，更未反映疾病傷殘結果的嚴重性。因此，

另一個概念——健康期望壽命(active life expectancy，ALE)被用來衡

量人們維持良好日常生活活動(ADL)功能的年限。2000 年世界衞生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推薦用健康期望壽命來反映居民

健康的綜合情況。  

影響人群的健康長壽的因素很多，包括遺傳、醫療衞生服務、

行為、生活方式、社會環境、經濟等。19 世紀後期，法國等歐洲國

家的人群健康狀況得到顯著改變，而中國人群健康狀況的改善幾乎

比法國晚半個世紀（圖 1）（亞當、赫爾茲里奇，2005，6-7；中國

衞計委員會，《中國衞生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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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國與法國平均期望壽命之變化 

 
 

研究表明，嚴格意義上的醫學進步只發揮了有限的作用，而人

們一般生活水準的提升、居住環境和營養改善對健康的貢獻更為重

要（亞當、赫爾茲里奇，2005，6）。社會文化因素對健康的影響逐

漸受到重視，尤其是隨着社會的發展，人們日益關注健康的公平與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理論上，不存在任何生物學原因使得世界某

地新生兒的期望壽命比另外一地要少 40 年；同樣也不存在任何生物

學原因使得某國國內不同社會群體的出生期望壽命相差 20 年。然而，

不幸的是，目前世界上不同地區的人口期望壽命的確存在着這種差

距，導致這種差距的原因是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世界衞生組織在

討論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時，將社會與經濟環境、社會治理、宏觀

經濟和社會政策、文化與社會規範以及價值觀等均納入分析的概念

框架，並認為這些是影響人類健康“原因背後的原因”(causes of the 

causes) (CSDH 2008, 42)。筆者以為，世界衞生組織提出健康的社會

決定因素實際上可進一步劃分為社會決定因素與文化影響因素，社

會決定因素可能對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影響更大，而文化影響因素則

決定了成年人的期望壽命，即嬰幼兒、孕產婦的健康更取決於社會

經濟狀況、衞生資源的獲取與利用，而成年人健康長壽則更多地取

決於生活行為方式與價值觀念。因此，何懷宏先生提出的哲學家所

信奉的“生命之道”與其健康長壽的關係是可以得到辯護的。 

法國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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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東西方文化在自然觀與人生觀上的差異，並不比個體之

間所信奉的自然觀與人生觀差異更大。實際上，在西方思想史上，

自古以來既有強調研究自然、干預自然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傳統，

也有順應自然、遵循自然法則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傳統。從古希

臘的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帕拉塞爾蘇斯

(Paracelsus)直至現代的整體健康(holistic health)論者，都非常重視個

體攝生法在保持健康方面的價值，主張順其自然地維持身體平衡狀

態，以達到延年益壽。薩拉勒醫學校(The Medical School of Salerno)

《養生訓》的攝生歌訣“晚餐輕簡，節制酒漿；靜愉營養，祛病良方。”

(Regimen Sanitatis Salernitanum 1976)與中醫的養生傳統可謂異曲同

工。 

若同何先生一樣，稍稍擴大一點樣本，將統計組群從法國哲學

家延伸到法國文人學士，如表 1 對相同時期法蘭西學院(The French 

Academy [Académie française])的 40 位院士的壽命加以統計，不難發

現結果與何先生統計中國文人壽命的結果相同，即該群體成員的壽

命均數也高於同一時期的平均期望壽命。這些法國文人是否也持有

崇尚自然中和的生命之道或許是個值得討論的有趣話題，並且其中

三位哲學家的平均壽命更達到 91.66 歲，高於同組中十二位歷史學家

的平均壽命 87.75 歲，和二十五位作家的平均壽命 86.88 歲。看來，

樣本的選取在類似的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為有趣的是，如

同中國歷代不乏崇尚通過煉丹、服食或房中、導引之術以達到延年

益壽之目的一樣，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一批法國科學家則通過注射

性激素或移植睾丸來尋求恢復青春。恰如錢鍾書先生所言：“東海

西海，心理攸同。”（《談藝錄》，序）無論中國還是法國，人們

是否健康長壽，的確與人們所遵循的“生命之道”密切相關，並且

這一問題在個體中似乎比在群體中有更為明顯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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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法蘭西學院的 40 位院士的壽命統計(Académie française) 

姓名 生卒 職業 壽命 

Louis 
Leprince-Ringuet

1927–1997 歷史學者 70 

Hector Bianciotti 1930-2012 作家 82 

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 –1987 小說及散文家 84 

Aaron Jean-Marie 
Lustiger 

1926-2007 樞機主教 81 

René Huyghe 
1906–1997

藝術史、藝術心理與藝術

哲學寫作家 

91 

Jean Paulhan 
1884-1968

作家、文學評論及期刊出

版人 

84 

Jacqueline Worms 
de Romilly 

1913-2010 語言學家、古典學研究者 97 

Jean Rostand 1894-1977 生物學者、哲學家 83 

Jean Guéhenno 1890-1978 作家、文學評論人 88 

Jean Guitton 1901-1999 天主教哲學家、神學家 98 

Alain Peyrefitt 1925-1999 學者及政治家 74 

Jules Romains 1885 –1972 詩人、作家 87 

Maurice 
Schumann 

1911-1998 政治家、記者兼作家 87 

Jean Mistler 1897 –1988 作家、文學史學家 91 

Fernand Braudel 

1902 –1985

歷 史 學 家 （ 年 鑑 學 派

〔Annales School〕重要人

物） 

83 

Antoine de 
Lévis-Mirepoix 1884-1981

歷史學者、小說及散文作

家 

97 

Jean Delay 
1907-1987

精神病及神經病學專家、

作家 

80 

Edgar Faure 1908-1988 政治家、歷史學者 80 

Fernand Gregh 1873-1960 詩人、文學評論家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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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生卒年 職業 壽命 

José Cabanis 1922-2000 地方法官、小說作家 78 

Félicien Marceau 1913-2012 小說、劇本及散文作家 99 

François Charles 
Mauriac 1885-1970

各類文學作家、文學評論

人 

85 

Étienne Gilson 1884–1978 哲學家 94 

Jean-François 
Revel 

1924-2006 歷史學者、散文作家 82 

Marcel Pagnol 
1895-1974

劇作家、電影創作人、小

說作家 

79 

Georges Duby 1919-1996 歷史學者 77 

Joseph Kessel 1898-1979 記者及小說作家 81 

Henri Troyat 1911–2007 小說作家、歷史學者 96 

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 人類學者 101 

Maurice Druon 1918-2009 政治家及小說作家 91 

Jean Gwenaël 
Dutourd 

1920-2011 小說作家 91 

Maurice Rheims 1910-2003 小說作家、藝術史學者 93 

Michel Mohrt 
1914-2011

編輯、散文及小說家、文

學史學者 

97 

Maurice Genevoix 1890-1980 小說作家 90 

Louis 
Leprince-Ringuet 1901-2000

物理學家、電訊工程師、

科學史學者、散文家 

99 

Jean-François 
Denia 

1928-2007 政治家、散文及小說作家 79 

Ambroise-Marie 
Carré 

1908-2004 教士 96 

Jean-Louis Curtis 1917-1995 小說及散文家 78 

Bertrand 
Poirot-Delpech 

1929-2006 記者、散文及小說作家 77 

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 語言學家、文化史學者 88 

平均: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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