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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壽”：儒家的德性健康之

醫學模式 

 

曹永福 * 

 

醫學模式是人們從總體上認識健康和疾病及其相互轉化的哲

學觀點，包括健康觀、疾病觀、診斷觀、治療觀及死亡觀等。（景

匯泉、宋漢君，2013，22）人類醫學發展到今天，主要經歷了神

靈主義醫學模式、自然哲學醫學模式、機械論醫學模式、生物醫

學模式和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等五個階段。《中外醫學哲

學》刊發了李瑞全教授的〈中國文化中的人論與醫學：儒家之醫

學模式〉（李瑞全，2015，49）一文，認為中醫是“生機整體論

的醫藥模式”，文章指出：中國傳統醫學的特色是“醫乃仁術”，

儒家倫理對於作為一種文化的中國傳統醫學有著重要影響，中國

一切傳統文化都是“仁心所創發，醫學之道亦如是”，在此基礎

上，提出了“仁心通於醫學”的中國文化中的醫藥模式，筆者認

為這種醫藥模式即李先生所指的“儒家之醫學模式”。李先生在

文中細緻分析了“心靈疾病”的診斷和治療。他指出：“人類心

靈之最突出表現是對其他人和其他生命的同情共感”，人類具有

的這種“心靈之感通能力”，使之具有“內在而超越的價值”，

這體現了儒家“人之為人”的價值理念。這種“心靈現象”也可

以產生“傷害或被傷害”，從而有所謂的“心靈疾病”，而對“心

靈疾病”治療的出發點是使病者之心靈“可以與醫者和他人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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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使心靈擺脫局限和扭曲，恢復天機活潑，生意暢通的狀態”。

受李先生深邃醫學哲學分析的啟發，筆者嘗試提出“德性疾病”

和“德性健康”之概念，作為李先生儒家醫學模式中“心靈疾

病”和“心靈健康”的回應。因為從概念上看，李先生所言“心

靈”之外延應該包含“德性”，“德性”其實是其所謂的“心

靈”的一種。 

人是否會罹患“德性疾病”？什麼是“德性疾病”？為什麼

會罹患“德性疾病”？如何恢復“德性健康”？李先生在文中提

出：“平常的一些違背倫常或合理的規範的表現，即是一種病態

和疾病。生命不能順適地與他人他物和世界和諧地共處並存，此

即是疾病。”已初涉這個問題，但仍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和探討。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除了軀體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良

好外，還要加上“道德健康”。（李恩昌、李花枝，1992，43）

其內容包括：健康者不以損害他人利益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具有

辨別真與偽、善與惡、美與醜等是非觀念，能按照社會行為的規

範準則來約束自己及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其實，“德性健康”

的理念早已載於儒家經典中，“仁者壽”是孔子的重要命題：“知

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

語．雍也》）在儒家看來，一個人具有仁愛德性，可以長壽，具

有仁愛德性的人，必然長壽，“德性健康”有利於健康長壽。德

性存在缺陷和問題，即罹患所謂的“德性疾病”，必然會影響健

康和長壽。這也被現代研究所證實：“巴西學家阿塞托．馬丁斯

曾通過 10 年的時間進行研究，對 583 名被指控犯有各種貪污、受

賄罪的官員與同樣數目的廉潔官員進行比較，發現前者中因生病

而死亡的佔 60%，而後者只佔 16%。”（楊志達，2007，69） 

德性是重要的人性。人具有“物性”、“生物性”、“動物

性”和“區別於動物的特性”四級人性。（王海明，2008，528）

德性顯然屬於第四級人性。德性是一個人的道德人格，是一個人

在長期的道德行為中表現出來的比較穩定的心理自我。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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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德性疾病”並不是一個人在一時一事上存在道德問題，一

個人如果在某一行為上存在道德缺陷，我們尚不能說他已罹患

“德性疾病”；一個人罹患“德性疾病”，是在系列行為中存在

道德問題和缺陷，這種問題和缺陷需要表現出一定的穩定性和傾

向性。這種“德性疾病”表現在，一方面，行為者明知自己的行

為不道德或存在道德缺陷而仍然時常為之，另一方面，行為者每

當做了不道德的事或存在道德缺陷的行為而一直不覺，或認為並

非不道德或存在道德缺陷。前者屬“明知故犯”，道德惡意大，

後者屬“不覺異化”，病情更重。“德性疾病”之所以稱之為“疾

病”，是因為，一方面這些不道德和存在道德缺陷的行為對他人、

對社會有害，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行為會導致行為

者精神緊張、恐懼、焦慮、內疚等不良心態，從而影響其本人的

健康。現代醫學已經證實：“這種精神狀態極易引起神經中樞、

內分泌系統功能的失調，削弱其免疫系統的防病能力，最終在惡

劣心境的重壓和各種身心疾病的折磨下，或早衰，或失去健康，

甚至喪生。”（楊志達，2007，69） 

人們之所以罹患“德性疾病”，究其原因至少有社會道德和

制度環境、個人道德意識和修養等諸多方面。一方面，一個道德

惡劣、制度扭曲的“黑暗”社會環境，會普遍使人行為規範缺失，

無所適從，德性淪喪而罹患“德性疾病”。另一方面，個人道德

認知混亂，道德情感淡漠，道德修養低下，會使之行不道德之事

而不覺，甚至故意做不道德之事而罹患“德性疾病”。這樣，德

性疾病的診治和德性健康的維護，既需要優良社會道德制度的構

建，又需要個人加強道德修養，豐富和提升自己的“道德智慧”。

對此，儒家的“仁政”倫理和“仁心”倫理可以給予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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