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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身心整合觀點看儒家之醫學哲

學：對李瑞全教授一文之回應 

 

黃慧英 * 

 

李瑞全教授在〈中國文化中的人論與醫學：儒家之醫學模式〉

（下稱〈李文〉）一文中詳細論述了傳統西方醫學與中國醫學的

特性。(李瑞全，2015)〈李文〉中指出前者在心身二元論的理論

下，視人為生物機器而發展出一套醫學模式，但此卻排除了心理

與精神方面的關注；與之相反的，中國的醫學則自始建基於人是

一個有機整體，包括身體與精神，且與社會、自然界息息相關。

由此看到，無論是西方或中國的醫學，背後都有一套關於人的哲

學觀念，更據此可發展出醫學哲學。〈李文〉中進一步提出，在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由於心理與精神病得到正視，被納入醫

療系統中，且發現到對治這些疾病，除了藉藥物治療外，還須在

價值層面，提供病人有關生命、疾病、痛苦方面的開導及指引。

價值層面的開發，實在扣緊人之為人的核心，在這層面所理解的

疾病及治療，再也不僅停留在物理及生物化學方面，而上升到精

神及心靈方面，若要對醫學與人生的各面向有更深入而廣泛的洞

悉，亟需建立一個系統的醫學哲學。 

    也許我們可以借助近代心理學的理論來豐富醫學哲學。自十九

世紀精神分析學派揭示潛意識的領域開始，精神或心理的疾病在

這方面得到一種嶄新的理解，其中重要的一點是：身體與心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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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屬於兩獨立無關的範疇，而是對於一個健康的人來說，是整

合在一起的：身體是意識的表現，疾病只是藉著身體傳遞有關意

識（在某方面）失去和諧的訊息。這個觀點看來有些奇特，但或

可與中國傳統醫學哲學有關，因此簡略引介如下。 

    在身心整合的觀點下（德特雷福仁、達爾可，2002），身體是

表達意識所發出的訊息；當人在「意識層面」失序，便會在身體

表現出症狀來，所以平常說身體生病了，其實是人在生病──即

人的意識陷入不平衡的狀態。症狀可以在身體表現出來，也可以

在心理層面出現。因此，症狀只是一個信號，使我們去關注意識

層面所出現的問題，正統醫學視症狀和疾病都是沒有（精神上）

意義的，而只設法消除症狀或疾病，但這只會錯過了真正需要注

意的問題所在。這個理論將人視為完整的個體，其本身是完美的，

但當某部分不為意識所覺察，便會變得不完整，身體便出現症狀；

因此，疾病不單不是我們的敵人而必須殲滅，反而是我們的朋友

或導師。可見，這個理論賦予症狀與疾病一個精神意義：使我們

變得完整。 

    那麼，怎樣才是療癒呢？療癒的意思是使我們變得更完整，更

確切地說，將意識擴展至從前麻木之地。不覺察便是麻木。例如

當我們排斥某類邪惡的人或事時，便不容許它們出現在我們的意

識世界中，但它們並不會因此而消失，只是躲藏在我們的潛意識

內，我們不能接受它們是我們的一部分。然而，缺乏對這部分的

覺察便會使我們不完整。 

    對於我們自身的價值，我們也會選擇自己接受的價值去建構自

我的身份認同。我們根據自己的價值，去決定「我」是誰。「可

是我們並不想擁有的所有事物、希望自己身上沒有的事物、不想

活出來的情形、不願意納入自己身份認同的情形，都會形成我們

的『陰影』。因為排斥所有可能性的一半，並不會使它們消失，

只是把它們趕出意識心靈中關於『我』的認同吧了。」（德特雷

福仁、達爾可，頁 75）我們不想要之事物（通稱「陰影」）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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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投射於外在世界，視為與己無關的存在，當我們生病，通常

會認為是由外在的因素造成，但其實是我們的陰影，藉著疾病，

逼使我們面對它們，目的是使我們變得更完整。身心整合觀點指

出，陰影的出現歸根究底是我們用分裂、對立的方式認識自己及

世界，並據此建立我們的價值系統，這亦是使我們陷於不完整的

根源。1 

〈李文〉清晰論述了儒家的仁心與仁道是主觀性原則與客觀

性原則，它們是同一個生化之理。在人道方面，它是與他人感通

的根基（能力），此能力更可擴充而臻至如明道所言的「與天地

萬物為一體」的境界；在天道方面，仁使萬物生生不息，遍潤無

方。在仁之中，無善惡之對立。明道云：「聖人即天地也。天地

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

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

（程顥、程頤，1981，16）仁，只是「覺」，覺至何處，何處便

生，不覺則何只痿痺，更形同腐朽！對個人的內在世界如此，對

宇宙萬物亦然。這與身心整合的觀點不謀而合。因此，借用身心

整合的觀點來演繹儒家醫學，就是以覺性來療癒不通之處，使生

命得以暢通，如此，疾病的意義便得以實現，人回歸於「與天地

萬物為一」的完整。〈李文〉雖然聲稱討論的是儒家之醫學模式，

實際上已開啓了儒家之醫學哲學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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