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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醫養生觀的哲學省察——以形神交養為中心 

摘要 

中醫養生觀的哲學省察──以形神交養為中心，是以《黃帝內經》，為古老

醫學保健的典籍，從〈素問〉、〈靈樞〉，和現代醫學，及《老子》、《莊子》，諸

子百家對人生哲理的觀點，做為論述的主要依據，醫學知識與哲理，對人體養

身，養心，養神，養體與健康的基礎基制，哲理的省思是導引健全的體魄，有

正確的思維與至誠至善的德性思想感受，從外在的身體融合內在的人性，了解

人生為人的價值意義。從健康的態度，由形神交養與哲理的思惟，展現人性，

超然的精神體會，身心和靈性、與內在正氣和信念，與自然天理善性。從至誠

至善的人性流露、紮實的在人心中、以健全身心的調和，在生命中擁有天理，

哲理，與為人之道，也就是「人性」、「人心」、「徳性」、「修養」與「思維」。能

貫通理解而能以天地人我，內外合一。 
 
本文以認識人生命的價值與健康，生命所賦予最高價值理想，是智慧、知

識、學問、能力、技術、理想、身心修養和情感的體恤。及安穩的生存條件、

人生目標、人生意義、善良德性、價值與認知。這些均含蓋著人生必需奮鬥的

哲理，即是奮鬥的人生。也是生命的條件。健康與哲理的思維省思，是以探討

維持生命，增進生理、心理、和思想、最重要的人生指標以及價值意義。建立

完美的人生德性行為與道德情操、生命哲理的內涵和價值，是豐富生命成就高

尚人性和建康的基礎與理想。  
  
 在本文的研究中，探討如何樹立正確人性價值觀，建立身、心、神、靈的

精神理想基礎認識，包括「正確的人性思維」、「要有健康的身體認知」、「正氣

凜然的心境」、「善良慈愛的心思」、「體恤大地的博愛」、「對四時邪氣所引起的

時疫，及對醫藥保健的基本認知」、「對疾病預防的基本認識」和「樹力人倫思

想和道德的根本」。從道德情操和信念，對人的信念和生存意義，及正確的人性

價值觀，使心性充滿浩然正氣與實際的道德認知。從這些指標，從自基本的身

心，由裡而外，安於自然保健的基礎，進而從人的意識和自然合而為一，從天

人合一的基本自然內在德性發揮人性的真誠。有了建康的身體，圓融真誠道德

誠信的自然心性，也就是「天理」、「天性」、與「靈性」，有了健康的生命才能

從思想中展現人性道德智慧和思惟。推行人類進化的根本基礎，則以自然人性

事物，與天地間「道」之理路。這即是展現生命活力和人性善智識的發揮，蘊

含著人性道德的價值。展現人性哲理的思想與性善觀念。 
 
關鍵字：中醫、養生、健康、黃帝內經、精神、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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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人類生命之掌握，必先認知生命價值義意。理想生活條件，充實豐富人類

生命生活。人類的智慧，是累積傳統與先賢的經驗啟發思想，歷史和聖賢所留

下來的經典，歷代先賢所流傳下來的論點依據，在宏揚道德體恤人心，與人性

正邪善惡的分辨。對人生的感受，從傳統中醫的養生哲學和實際確實的人類生

活，從古至今，從生命的生存，至善之心與永恆，自然觀，輪迴觀，道德觀，

善性修為的啟發，與具體道德人性，是生命境界的超拔。 
    
「形神交養」是人性身心的保健與靈性修養的感受，而人性的修養，是在人

健康的身心與希望的寄託之中，從正氣，精氣，身，心，靈，醫療、心療、氣

療、食療、在知識心得中，肯定的巧妙運用與理解，從地理環境及人類文明，

與哲理徳性的省思，來了解實際的人生，面對生命的體認。是從累積生命的知

識，運用智慧來學習和實現。天地自然法則與人、養生、養性、養德。由自然

天命觀與生命健康義理脈絡分析。及老子哲理點出心的定執與道的封限。亦如

陳德和先生所說： 
 

人格境界之由有對而絕對、由絕對而無對之不斷揚棄、昇華的辨證發展過

程。1 
 

追求人生理想的境界，世間萬物，芸芸眾生均有生滅，無人能超越這生死

的洪流。形神交養則是在命洪流的人生中，掌握生命的健康。從了解疾病的困

擾，對基本健康知識的了解，避開疾病的侵襲，保有建康的身體，來強壯體魄

和身心，面對接受更多的知識和智慧。以身、心、靈、精、氣、神、筋、肉、

肌、皮、骨。以人性基本活動和生命世界，展現生命的價值，是人生的希望和

追求。 
 
「哲理的省思」在於建立內心的解脫與至善的境界，展現人性正面與負面

的人性內心決擇，了解人性善惡思惟的傳承和責任，及成就增進善良人格，更

進一步承擔善惡行為和思考。《春秋繁露》：云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

樂，體不得利，不能安。2 
創造美好的人生，從開創的人生中，了解人生的實在義意和道理，明明白

                                                
1 陳德和，論成玄英《莊子疏》，〈對壺子四示的義理詮釋〉，收錄於《「第四屆儒道國際學術研  

討會，–隨唐」論文集》2010，10 月，！頁 1。 
2 董仲舒《春秋繁露》，（臺北：臺灣商務，2010），頁 273。 
2 董仲舒《春秋繁露》，臺北：臺灣商務，2010，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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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看清人生的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不執著迷戀而能超越人性的迷失，跳脫人

性的枷鎖。哲理也即是天理、人性、德性，的呈現，在人生的過程能安身立命，

豁達開朗。而能明理心安。 陳德和先生論心突破與生命的安頓，所述： 
 

生命的主體」即生命和生活都能夠知止安適，得其所哉而不為物役形累，

是性，也是神識。3又根據牟宗三先生說：「知其性，始能盡其心，全其本

心廓然之體，心體廓然，梏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4   
    
生命最主要在於安適，不在於富貴貧窮，從生存的安適，不受外力所桎梏，

對惡劣的人性。能有所體認，何況生、老、病、死，自古至今是人類跳脫不掉

的宿命。有強健的身體，沒有仁善之心，及赤子之情，難以表現人性善性的本

根。展現這些情摯，為人性正面與負面的人心決擇，了解人性善惡的思維的承

擔和責任，成就完整善良人性與人格的發揮。更進一步承擔人性善惡行為和思

考。形神交養在於有涯的生命中，能用於聖賢之智慧，進而慧智相映，合於聖

賢之德存於一心。體恤人心的感受，著重身心靈的安適，哲裡，是必需要有健

康的身體，和至誠善性，更知人間世的苦難是惡的形成。若沒有健康與人性基

本德性的修養，则體不能健，慈德之情難以發揮。人與人相處難以發揮誠摯之

性的互動，相處之所顧忌和凡煩惱。善良的社會是人生和安適祥和的希望，聖

賢體現是至誠的德性，展現的是人間的圓滿。蕅益大師：云 
 
「君子以慈育德，以忍養情，德育天地萬物，皆歸我春風和氣之中，情養

乖戾妖孽皆消於光天化日之下，然後以自成，則為淨滿自尊」。5 
 

人與人相處，是良知與利義的因素，難以發揮誠摯之性的互動，相處之間

則有所顧忌和煩惱。善良溫馨的社會，是人生祥和動力的希望，聖賢體現的是

至誠的德性，展現的是人格的圓滿。也是人性的摯情展現，這種展現是人之所

學一念之心，是人性德性心性與天性的的行為修養與感通，落實到實踐的形軀，

體現人性的靈性的生命。 
      

                                                
3 陳德和《論心突破與生命的安頓》，臺北：鵝湖期刊，2010，頁 141。  
4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臺北：聯經出版，哲學叢刊，1980，頁 488。 
5 蕅益大師《寒茄集》，臺北：華嚴蓮社出版，1949，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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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數千年文明的進步，知識不斷的累積。當今社會醫學進步，人的年齡和生

命應該是比較延長，形神交養為隨順自然，能與自然合一而能知己、知身、知

命、知天命的人生觀，更知道如何的對待自己，展現生命的活力，生命必須要

了解生命的價值，從心療：人性徳性境界的昇華和自然的體會。食療：了解食

物的欇取與營養和免疫。氣療：以自然之氣帶動身體的氣血循環，展現生命的

活力。醫療：生命受外邪或病毒的侵襲，必須靠藥物及醫療的治療幫助身體保

健的知識。「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6。螻蟻之

穴可毀千丈之堤，無情之火可毀富麗建設而成廢墟。醫療與保健是從小地方的

注意可以影響全身的健康。但是人的身體如受病痛的折磨，癌症、高血壓、肝

硬化，心臟病，腎臟病，糖尿病、骨刺、中風、骨質疏鬆，痛風，老人癡呆症

等等。身體受著疼痛的蹂躪與煎熬，甚至有小小年紀就已重病在身，從安養院

的各處林立，建康保健的歲數問題已明顯提前。基於年輕的一代，因工作的關

係，又必需遠離家鄉，老一輩的人如因身體的欠安，則是會帶來社會家庭的困

擾。 
     
形神交養為哲理：與心靈的超越，更是人之為人，品德行為與自然宇宙的

感通。自然之氣與生命的關係，從心靈、心理、人性、道德，人類的價值觀和

理想。從道德觀、養生、養性、養德。與善良天性和智慧的發揮，健全身心善

性的修養，及人生歷程的人格思想與行為，透過心念現象，通過道體概念的論

證，將意義理想價值呈現出來，脫離肉體桎酷的純粹生命精神。從心靈境界的

超越，轉俗成聖、轉識成智、轉迷成悟，彰顯生命的意義，展現更真誠生生之

德的自我。「一方面解消有為執著的慾念，另一方面，自然則意味積極地，涵養

自性自足的修為」。7哲理的省思為以理性展現善性的發揮，與愛的展現，消解

哀懼、惡慾與邪思。也因環境，人事之吉凶之所極，貪婪富貴而喪德，傷害別

人於不義。讀聖賢之書以養正心思，能明德、格物而致知，從智識、行為、修

養、與人性的抉擇，由迷轉悟的展現。《老子》以聖人之心，如「道‧虛其心，

實其腹」。心中有一尺規，分辨人之是非善惡，王邦雄先生在儒家的人文之路，

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8為人性熱血對生命境域莊嚴的心思

對待，與德性的承擔，展現「道」無為無不為的德性心靈，也是人性心思主宰

與萬物自然的互動關係。 
       

                                                
6 韓非子，著，陳知青，選編《中華名言匯集》，臺北，國家出版社，2012，頁 105。 
7 謝君直〈生命教育與老莊哲學的自然觀〉，嘉義：發表於南華大學系主辦「比較哲學學術研

討會」2010，頁 13。 
8 王邦雄《老子的哲學》， 臺北：東大圖書，2006，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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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意識、知識、見識、神識。是心、神、靈所展現的內在精神主宰。也是生

命精神的價值和實踐內在精神的關照，精神人文學識境界，是掌握人思想、行

為，心理、生理，人道、天道，和掌握生命的契機。從自然之道與生命的價值，

展現了不同層次的人性與思想。「道」以自然無為的精神，涵蓋人性的赤子之心，

展現人性精神所展現完美的良善。《詩經》：「何草不黃」。9這是人生道路上包含

著；從人生指標的開顯，到人生的結束。所有的宗教教化經典，其內涵無不以

道、道路、做為啓發人性境界的基本義意。道是道路與人性的指標，從人的摯

誠心性，與自然萬物無為的境界，展現人性的智慧，啟發人性的思惟，來看待

人生。「生命的學問中不可忽視的一環，是生命需要畜養，才能繼續維持它的存

在，創發它的意義，實踐它的價值」。10人性的圓滿是能夠包容萬物，進而了解

至善的知識，成就至上智識。能安於付出對自己和別人的關懷，發揮生命智慧

存在的主體意義。由人性與道德在內心渴望追求的目的和結果，理解人類生存

相關的人間世，生命實存為道德與善知識所結合必然的價值存在。是形神交養

和哲理的層次。展現生命生存意義的上升與生命價值存在。 
 
自然之氣與人生命的關係，從宇宙與自然生命的演化，靈性與人性，人身

修養與健康，文化脈絡層次的感受，人性智慧層次的修養。道德人倫之展現，

自然之氣的變化與人生的關係、氣與建康、氣的運用、氣和地理環境與生存智

慧和人性的關係。正氣與邪氣的人性感受，氣論與哲理，哲理與人生，至善之

心和邪惡無情的分辨，與人禽之分的智慧觀。要掌握自然生命展現的朝氣，心、

身、靈、與內心的感受，醫藥與人生的關係，等等…。從這些古典智慧與醫典

中，對形神交養與哲理，能對建康有所體認，有了健康的身體，則更能了解人

生更多學問和為人之道的資糧。以及人生的智慧。沒有健康的身心，縱使有美

好的希望，也難實現其抱負和理想。身體的健康是影響智慧與思想的判斷，身

體行動和希望的阻礙，因此醫藥與健康是人必須了解的知識。 
   

醫藥的進步，包括抗生素、能消滅細菌，但是有一些未被消滅的細菌會變

更強烈的細菌，抗生素，類固醇和其他的藥物，會使腎臟，肝臟，受到損

害。11 
 
化學農藥使用過量，會對蔬菜、水果、及稻穀的污染。而稻米、蔬菜、水

果是人的生活必須生存食糧。化學農藥對稻米蔬果的過度污染，則會使人體受

外來感染而受害，導致造成慢性疾病，而影響身體的健康。 

                                                
9  王靜芝《詩經通譯》，臺北：輔大文學叢書，新校本，頁 501。   
10 羅金發《黃帝內經》，嘉義：養生思想初探，哲學碩士論文，2005，頁 4。   
11 趙軒《陳昭妃：搭起營養與免疫的橋梁》，（臺北：宇磨坊文化，2004），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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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生命不為物役而形累，而能展現生命的活力，人類智慧的條件，是運籌帷

幄決勝於千里之外，人生智慧的運用 自古至今，知識的傳承是無止境的。自然

智慧展現的能力，與時代的延續，是人必需面對的情境。能從人的生活過程和

實際確實的人生，以圓滿人性智慧與道德靈性。形神交養的保健與靈性修養的

感受。而人性的修養是在人健康的內心成為希望掌握的寄託之中，來了解實際

人生哲理，面對生命的體認。是從累積的智識，運用智慧來學習和實現，《易經．

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12從自然中了解天性，人性，在變化動靜中取

其吉，由變動中能趨吉而避凶，展現天地人我的調合。 
       

生命意義的見解，總是能為飽受生活挫折的心靈，覓得一處安頓生命的園

地，始其坦然看待生命中的種種無可奈何而能安之若命，並以應物遊心之

境界圓現物我和諧。13 
 

妙層次的互動，天地有代表天道的作用，有時卻與萬物不可分，這即是天

地與人的互動的自然關係，與道法自然的奧妙。是形神交養與哲理的省思，醫

學與哲理無不以順應自然為準則。雖然醫學日新月異，但確也有很多不治之症，

希望能在先進的醫學技術中，妙手回春，而能享受健康，與自然大地共存。 
《老子．第二十五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4  
    

然而在人的生活的理想中，健康的身心是憑定人生知識的累積與智慧的運

用。養心、養神、養命，無不有一自然規律，若能體悟大道之妙。以《老子》；

「致虛守靜」，如赤子之心有自然之德，存全而不薄，至善之德建於無形。融入

無形無為之德，心存誠善道徳至理，如山歭川流之依地，日月星辰之依天。健

全身心和體魄，與智慧的哲理展現。從身心的修為，展現天地人我的感通。聖

人所以能集天地之理，盡人事之變化、理解物極必反、而反用其妙。則「道」

能生物畜物、亦為道之德。如《老子．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為道之玄德。15 
    

道創萬物，德涵萬物，陰陽二氣使萬物形成，其化機滋暢而展現生成之妙，

                                                
12 牟宗三，主講《周易哲學演講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155。 
13 陳政揚〈從莊子思想論天人合一的生命教育觀〉，嘉義：發表於南華大學哲學系主「比較哲 

學學術研討會：生命學問與生命教育」研討會，2010 年 5 月，頁 2－1 
14 王邦雄《老子的哲學》，臺北：東大圖書，2006，頁 84。  
15 余培林《新譯老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8，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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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體用涵蓄之德，陰陽之變化而使人，性氣神全，道家以練精化炁、練炁化

神、練神還虛。展現最高境界，為人性修身修心修性之道，心與智慧德性展現

人之為人至誠的德性發揮。也是最極最大、最細最微的奧妙之理。 
 

道的昇華作用沖虛無窮，以自然無為之法，以反為動，以弱為用，具有主

宰性、常存性、先在性、獨立性、遍在性。16   
 

現自然的安適。是道沖而用，則是虛心至誠的對待，人性的對待，不止是

誠善的對待別人，更重要的是對待本身自己。從虛其心看待外界的動靜變化，

以身骨堅強為體，和柔清心以為用，更能淡泊自然，安於心，無所軫域，而能

安適於萬物天地之中。 
 
哲理是天命觀與人性思惟的省思，從自然天地之德，生生不已，善生於性，

於心有所依憑，與對天命的感通。從人心與覺性，能尊重真正智慧行為及心性

意志，生命自然本真的仁心善性，呈現在心性之中，展現人性的本質。從善性

的本質明七情之損益。王守仁 曰： 
 

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偶之見，認定以為道止

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

亙古至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
17 

 
知天與萬物，知人性之追求，知人性之善惡，知養心與誠敬，知善惡良知

的分辨與抉擇，是自然之道。「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於自然」，
18人因己見的不同，更應知持滿以損歛而不溢，從事物的對待，進而至無物無

我的精神體會的感通，道德在環境，生存條件，心思及慾念，而正人心，程子

謂：「人心即人慾，道心即天理」。19人受形於造化，與萬物並存。人能體會到

道德，知其貴存於心，能隨機應變尋求最適當的方式，應對人生各種事物的變

化。化暴戾成祥和修體修身，以自然之妙展現人性善良德性的發揮，能身心交

養得理，而求真善美之境。        
  

      

                                                
16 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頁 24。  
17 王雲五《傳習錄》，臺北：臺灣商務，1938，頁 55。 
18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頁 328。 
19 王雲五《傳習錄》，臺北：臺灣商務，1938，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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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靈樞與形神交養的人性觀 

《靈樞，本神篇》主論「德」、「氣」、「生」、「精」、「神」、「魂」、「魄」、「心」、

「意」、「志」、「思」、「智」、「慮」。20等具在於身可以說是健康的人，任

何一種有失去健康，就會產生疾病的由來，是一種病情的變化，歧柏曰：

「天生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留氣箔而生者也；故生之來，

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出入者，謂之魄；

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意之所存，謂之志；因智而存變，謂之

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之智」。21。 
又《內經‧生氣通天論》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臟十

二節，皆通乎天氣。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本也。22 
 
然天地之氣，為萬物提供生命的生機，與自然天地展現人生命的價值。《易

經．繫辭下》「天地氤氳，萬物化醇」，23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天地無窮的變化，

為自然天德之氣，是形而上展現天德地氣的自然的創生，產生萬物，萬物也隨

著變化，而生生不息。從自然中天地萬物與人的互動，是天地的本始之德。從

人的健康和自然天地之德的展現順逆的結果。《老子．第三十八章》：「上德無為

而無以為；下德無為而有以為」。老子言德，為人自或自循，如玄德，深矣，遠

矣，然後智於大順。也就是能畜物、順物。《靈樞》：所言天之德，是形而上自

然先天之德，是身心從自然德性的靈慧之心的展現，是大地與生命相關的自然

賦予。老子的德是人性修為層次的天人心靈性體的會通，與天地合德的人生觀，

來落實到實踐生命的形軀。 
    
天地所賦予在人的一切的是德，眷養萬物的無形能力，是德的表徵，地賦

予的是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為天地陰陽之氣，生命付予生存的的無形力量。

結合成為生命為神也，神氣的表現而顯出的精神為魂。由器官功能帶動身體的

活動力為神，由神氣精神、意識、魂魄，為人性基本要素。生命的思想為心意

的貫徹憶念為志，由思考而所思為慮，由思慮而決定出處裡的方法為智。所以

過於悚懼、驚惕、思索、焦慮，就會傷神。神被傷，就會流露充滿著驚恐懼怕

的情緒，氣血衰竭則會喪失生命。喜樂過度，神氣就會消耗渙散。憂愁過度，

憂傷肺，上焦之氣就閉塞不通。大怒，就會使神志迷恍心亂不能自主恐懼過度，

神氣就損耗散失不收。本神篇所展現的為身形氣息互動的關鍵。 
《黃帝內經‧靈樞》 
 

                                                
20 澀江抽齋著，郭秀梅，崔為，王錦鴻校點《靈樞講義（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頁  
   190，201。 
21 李政育《內經，靈樞讀書》，嘉義：新文風出版社，頁 43。 
22 何永，馬君，何敬華，整理《黃第內經‧素問》，北京：中國醫藥出版社，新校本，頁 7。   
23 南懷瑾《易經繫傳別講》，臺北：老古文化事業，1997，，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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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樞為心、神、靈，主宰生命精神的方劑，《靈書經》又被稱為《活人書》

以十二經絡之終始。脈絡所別之處，五輸穴所指六府之處，配合十二時，五臟

及全身氣脈深淺寬闊所留之處。以針灸按竅之功調理人體氣血循環的順通，五

輸穴，井、荥、輸、經、合，之循環，氣血以帶全身十二經絡及任督二脈的循

環。十二經絡肺經之脈出於少商穴、心出中沖、肝出大敦、脾出隱白、腎出湧

泉、膀胱經出於至陰、膽經出於竅陰、胃出厲兌、三焦經出於關沖、小腸經上

合太陽出於少澤、大腸經出於商陽，是謂五臟六腑五輸穴。從氣穴循環維持人

身體保健，使外邪不侵。 
 
人體陰陽調和自然不病，健康之身才能統合思想判斷，更能運籌帷幄的思

維統禦，〈本神篇〉天之德地之氣，德氣全而生精氣，隨神氣之啟發造化，展現

魂魄與思維，魂魄足而任物者謂心，心之所意而成志，志之存變謂之思，因思

而慮統於思想行為之主。人身行為之動，無不呈現於心神，精氣，意志及思想

所主宰，人體氣血循環自有一循環系統，與自然宇宙調和，由內之思，外之動，

身體的健康，影響人性喜、怒、哀、樂，與內在道德感受的抉擇。德性更需要

知識與智慧的的基本，而知識與智會更是日積累月的學習及師長的諄諄教悔，

善的智慧更必要正確的德性啓發與教導，人性修身齊家更需要強健之身，與德

性的互補，有健康之身而行為不正，甚而危害社會國家，而德性心靈是人間社

會推動祥和的動力，雖有德性而無健康之身，難以展現人性之完美，有健康之

身無德性之修，為非做歹，人間社會難有安和， 
 

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慾，節滋味，清五臟，

則神明居之也。24 
 

宇宙之理，包涵萬物之源，天地間存有存無，是人類生存的智慧和精神。 自
然是與天地合其德，六氣合其用。而人是以自然之道做為主體中心的觀念，由

人生論及政治，伸展到人倫，由人倫延展到民生，由民生影響到身體的保養，

從養身養性養心，從心而知性，知性而能保身，進而養命，更進而從形神交養，

展現至善的人心與德性。自然萬物的根源，自然賦 予人之天地之性的感受。 
   
人性善惡的探討，孟子的性善說，告子的以生為性說，荀子的性惡說，董

仲舒的性三品說，揚雄的性善惡混之說，及張載論心性，為天地之性與氣

質之性。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返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25  
   
 人性與自然天地的互動，這是靈性的感通，人之生命從嗷嗷待哺，少年抱

                                                
24 王卡，點教《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11，頁 18。  
25 胡元玲《張載易學與道學》，臺北：學生書局，2004，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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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中年老年成就與失望，人之生命的希望是健康長壽，這是自然之性，但是

歷史的事實，人不能超越生死的人生之路，宗教的追求，也追不到的實際的長

生，哲理的省思是從人身思想，成就人性善良道德智慧用在有用的人身，改變

人性與環境，社會，與宇宙的人性至善的天人合一。教育的養成則是建立分辨

是非善惡的基礎。孟子，性善展現生命與人性，心性互動的對待，〈盡心上〉說：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善良德性發出至誠的善以明性，善直指人心、人性、

天性、能識人定性的社會實存觀。告子：「以人性如湍水，如杞柳，隨後天引發

的自然性，而非本然之性」。性自命出之論從性無善惡，是受於後天，心，性，

物，的世事人情的心性。董仲舒的學說更從人性的生存環境與天命，「分上品純

善為聖人之性，中品善惡各有混成為中民之性，下品純惡為斗莦之性」。世人之

性秉受氣的清濁厚薄與偏正，各家之學說：從自然天命，三剛五常的人性意志

與自然理性舒發。揚雄，《法言修身篇》說：人之性如木之性堅柔大小，能為毂

為輪，為楹，為角，是環境人性影響，而形成人性心靈之囿，能知玄知默，守

道之極。《荀子‧性惡論》「生有耳目之慾，有好聲色焉，順是，固淫亂生而禮

義文理王焉。……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理義，制法度，以矯飾人性而正之，

以擾化情性而導之也」。26 人有性善性惡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

則為惡人，化性起偽而合於道。張載論述人性以正蒙闡述天道歸於性，《橫渠易

說》在〈正蒙〉以性體的感通人心變化的關係，由德性與天道存之於心。  
 
人性的善惡與身體的康健有繫繫相關，善性之行，心自安，心安可以順性，

自然不因病痛而驚心，為惡則會惦念在心，傷到心，進而傷神，神氣就不能調

和。氣自然就不順。若傷及四肢，只是行動不變，若傷其皮膚只是輕為外感，

若傷其內臟。輕者服藥可癒，重者臥病不起，若病傳傷至腦則思惟不能集中，

難以展現智慧判斷是非與善惡的行為，公理善惡在心但表現會有所不明。身體

之不健康是難以完成一個人所見所思所展現和抱負，領導指揮就受到非常大的

阻礙也因身體的不健康，連行為動作思想多受到影響。自然的身體健康是人性

思想和智識學習的主要基礎，是建立人性價值的盤石。則知性知本性。能從學

習中體會人性的行為，世事滄傷的變化，知善惡，理事非，心性與情感進而能

窮理而盡性。 
 
良知天理為心念的理想境界，良知天理得安，猶如人照明鏡，眀白澈底由

如一日三省吾身。心身安逸則無恐懼，喜、怒、憂、思、悲、恐、驚，皆從心

之展現。「心者，棲神之舍，神者，知識之本，思者，神識之妙用也」。27心神

思緒是神形智慧的判定，精神，魂魄，思慮，決定均在於心。心經起於胸中聯

接極泉，青靈，諸穴到少衝，「心上與肺相通……細絡相連，貫脊髓，與腎相通。

                                                
26 葉玉麟《荀子新譯》，臺南：大夏出版社，1981，頁 308。 
27 楊儒賓，祝平次《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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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臟系皆通於心，而心通五臟系也」。28心神之定在於神與氣，神通於心，而氣

通於體。身體之健康為心氣合一，心靈的安靈，為形神交養與氣的融合。性空

則智慧自然通透，內心思維自然能眀確，心性的修養與身體的建康，能夠安於

自然，思慮自然恬淡則安詳，外物自然不為誘惑，心胸放空，自然有所靈感與

超然，無煩雜困擾，則生智慧。 
 
    《素問．五常政大論》：云 
 

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其致一也。29 
 
萬物的生機，均由氣始化，也就有了生化，也就有形質，陰陽二氣，化生

萬物，張載：「太虛不能无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

宇宙間均以十干化運之氣，是宇宙天體二十八宿位的星球，各星球自轉或變化，

產生的自然之氣，而使大地有所其序，展現春夏秋冬使大地與星宿之間的宇宙

之氣有所「生氣」，與生命展現的朝氣的互動。《素問‧生氣通天論》：云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臟、十二節，皆通乎天氣。萬物

之終始，死生之本也。30 
 
施奠邦先生說： 

 
據《周禮．天官》記載，已有食醫的設置，《山海經》 也提到鹹魚、三足

龜、食之可以防疫疾及治病。《神農本草經》共載藥 365 種，分上、中、

下三品。記載了食物與藥物的有毒性無毒性的關係。《素問．臟氣法時論》

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

以補精益氣，穀肉果菜，食養盡之，使用藥物不要過量，要適可而止，應

注意用穀肉果菜，來調養身體。31 
 
宇宙天地之間的造化，在天為九星，在地為九洲化分陰陽，即天地之間，

大地之內、天文、四時、身心，君火、相火、寒水。的自然天地化運，與人身

心的變化，也是自然呈現於身心感受及外在變化和內在生命精神反映，由觀其

外，感於內。而辨別人之病、人之心、人之性、人之情、以天理人情。天理的

展現是自然，而人性的流露，也有天理之心、人性之情。人性內心的期望，如

陳德和先生所說： 
 
                                                
28 元，滑伯仁《校註十四經發揮》，臺北：文光圖書有限公司，1881，頁 33。  
29 楊維傑《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樂群出版事業公司，1975，頁 568。 
30《內經選讀》，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新校本 2010，頁 33。 
31 施奠邦《中醫食療營養學》，臺北：知音出版社，2008，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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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天道真機的體證冥會、對宇宙生化的詮解描繪、對天地萬物的價值定位

和對人格的存在本真及其理想實踐的關懷。32 
 
人身之構成除了父母所給予我們身體之外。則是以精、神、氣、血、魂、

魄、為主要形體藏於五臟，由心之血脈所帶動，呈現於肉體外貌，來展現人的

外觀形象，五臟調和，則氣血平和《脈要精微論》：「脈者血之府」，33為貫通百

體，周身血脈運行，自然展現身體健康而呈現於外。內為精氣，外為神氣，為

氣質之展現。食療中對五穀，蔬菜，藥材，水果。對人體的營養影響人的外在

氣色的改變。《醫宗金鑑‧四診》：「色見皮外，氣含皮中，內光外澤，氣色相融，

有色無氣，不病命傾，有氣無色，雖困不凶」。34其含義著精氣足，雖病而不影

響身體的健康，從人的氣色中從神氣中看出人的精神與健康。更看出一個人的

氣質，「魏」，之《人物志》將氣質總言九徵。即： 
 
平波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

靜之決在於氣、慘懌之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容、緩

急 之狀在於言35。 
 
從精、神、筋、骨、氣、色、儀容、外貌、語言來辨別氣質之性。也可以

從外觀看出一個人的健康，和感受人的氣質。氣質之性之品鑒展現窮理盡性，

這種情境是囊括良知天理，道德內涵的信念。這種信念是精、氣、神、與人性

精神，氣魄，氣質。也即是元神也。氣不但見於人物品鑒，更見於傳統醫學，

占卜，星象，武術，用於哲理，是包含天地之氣。造化之機。從生成滅壞，不

斷的絪蘊含義。《黃帝內經‧脈要精微論》： 
 

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青如蒼璧，不欲如藍，赤白裹朱，衃赭死原，黑

重漆炱，白羽枯鹽，雄黃羅裹，黃土終難。36 
 
以人之氣色，來看一個人的健康，顏面的氣色是藏腑氣血精華，和兩眼展

現的神氣。目光炯炯有神，為氣血充足，是健康的象徵，有了健康的體魄，才

能接受更深的知識與禮教思維的教育和訓練。才能展現才華和抱負，更能與惡

劣的氣候及看不見的傳染病和疾病抗衡。醫家有五運六氣，大則時疫之變，小

則人眾之疾，亦隨氣運盛衰，影響身體。《淮南子‧精神訓》說：「天地運而相

通，萬物總而為一」37。以天人感應人的精神來自於天，人的形駭來自於地。 
                                                
32 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內容提要，頁 7。  
33 虞舜，余莉英《四庫全書‧黃帝內經》江蘇：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頁 89。  
34 清，吳謙《醫宗金鑑》，臺北：第一書店，頁 450。  
35 牟中三《才性與玄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 54。  
36 王健，蘇穎《黃帝內經‧脈要精微論》，江蘇：江蘇出版社，新校本，2008，頁 87。 
 
37 李增《淮南子》，臺北：三民書局，1992，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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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38 
 
自然天道與萬物是通過氣的關係，元氣生萬物而不有，價值的持有而不拘

功。人性的修為，追求的是體貼天心，效法天道的運行，做為內心行為的規矩。

道德良知的實踐，是誇越人生固定的命限，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以智慧來解

脫一切的雜念煩思，才有正念正智和定觀，來分辨喜、怒、哀、樂。與人生的

悲歡離合，提升人生價值真理的融貫，以健康的身體和修身與道德的展現及存

在的價值，從身、心、靈、與健康，展現價值信念的根源。《河上公章句》：云 
  
 《正名篇》：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慾者，情之應也，以所慾為可得而求

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為可得而道之，之所必出也。39 
 
「性」、「情」和「慾」。是天自然給予的，「情」是性的本質，而「慾」是

情的反應或感應。也因性有好、惡、喜、怒、哀、樂、之情。聲色利益自然而

生，這均反映人心思維和見識的感受與判斷。順性所帶來之爭奪，而禮義德性

之教化可以使人謙讓與慈悲，慈悲謙讓則可使心性安定，則有至善之情，形神

之互動則自然平和而安逸。橫渠主張：「天地之性為至善」，唐君毅先生指出：「天

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並非在一層次上」。因此情慾是從學習中與人性之知識的閱

歷與智慧的理解，而使身心行為的觀感思維。能有更圓滿的理想正直信念。心

自然安，身自然舒暢，如形神之交融之自然安逸。 
 
中醫是以哲理來解釋、探討與應用於醫學問題，中醫哲學的內容，正是中

國古代哲學所討論的〈精氣〉、〈陰陽〉、〈五行〉等，在發展初期，早早地

脫離了以解剖手段認識人體結構機能的階段，進入了以哲學角度思考、理

解、詮釋人體的境地。40 
 
中醫《靈樞》以觀其外應其內，以判斷內臟之變，而精氣神是反映五臟之

病，更是以與精氣神合於陰陽的藏象理論，展現哲理與人性觀的自然天理感通。

從太過與不及，彰顯從疾病的變化，而感受善惡人心、人性與天性自然行為的

約束與放鬆，理解自然與人的奧妙。 

二、至善之理的自然內心對待 

至善之理，為天道，人道，乃至人禽之分的四端達德。也因人有智慧的自

然天命感受。孟子曰：「側隱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又說：「人皆有不

                                                
38 余培林《老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8，頁 4。 
39 鄧小虎《哲學論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99，頁 11。 
40 黃鴻文〈儒家與解剖的關係探析〉，《鵝湖學誌》第 1 期 200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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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人之心……皆有怵惕側隱之情」（〈公孫丑上〉）41。人性本善這就是道德在內

心的表現，也是為人的基本精神，要啟發良善本性，才能防止惡的發生，建立

道德人性的思維，才有善良人性的表現。荀子曰：「人性本惡」42，了解惡的本

源，而能去惡從善，從善惡的分辨，成就善的智慧，來了解人的德性與天命 ，
做為心性實踐道德的依歸。依據本體論的價值觀，道德是人的人格最高表現，

也是至善的人格依歸，要展現至善明德的本性，更必須要有健康的身體。內心

精神果斷決定的信心為「魂」與「魄」的展現。展現這種人文精神態度，是生

命主宰意思的決定，為「心」。心，人之所喜。動則為亢烈之火，為病理之火，

人之所惡。若動而不靜，便可殃及他臟，而成病變。心藏神，過度的悚懼、驚

嚇、思慮、煩惱、壓力、失意、盛怒。這即是從本經自病而殃及他臟。這均會

影響對身體和疾病的影響，而道德人性，則是以智觀心，以仁，智，識心，從

聖人對人心的關懷，及孔子，孟子，荀子，對人肯定的認知「心」的角度是聖

仁之心「不安」與「不忍」。來強調良知良能。孔子以「性與天道」，孟子以「盡

其心者知其性」，荀子以「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43，各家所提出的學說有所

不同，主觀也不一樣，但是在最終目的是勸人走向正途。 
 
老子以「上善若水」，顯其自知知常的虛靜明照，足見是近於智者的哲人。

仁者不必有待於外，即能自安自足，故靜如山嶽之貞定恆常；智者以其有

如流水ㄧ般的因應萬方，固有利於行仁，卻不能自我修證而得其 安足。44 
 
《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是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無我的氣勢，

體現人以有限的生命，對待宇宙大地自然和永恆，水是萬物生存的泉源依據，

水更是食物藥物不可缺少的元素，即生命不可缺少的主要物質。在天為雲霧，

在地為泉源，雲飄浮九洲四海，霧露滋潤萬物，而藥物無水不能成方劑。古代

醫典對大自然的避以邪風，知天地之玄妙。也是以自然天道，陰陽天地之理，

與四時之氣的變化，以真氣之守。法於陰陽，合於術數。45，則百病不侵。醫

學源於巫師，從歷史文化以信仰之神。與當時文化合而為一。從心、身、靈、

的安撫，進而健全身體的健康。「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

胸中」。（〈文子‧精誠〉）46生命、精神、物質、是展現生命的根源，與精氣的

集合呈現於外。由先天之氣與人身體內營衛之氣，安於五臟，至筋、肉、皮、

骨、完善的健全自然展現，從心靈身體存在，與至善哲理的融合，進而從哲理

的省思與學習，展現人性的智慧。智慧的依憑則是以天為法之依據，以道德做

為行為和宗旨目標，展現身心靈的合一。《淮南子‧主術訓》說： 

                                                
41 李鍌《孟子》，臺北：中國文化基本教材，2001，頁 15。 
42 葉玉麟，注解《荀子》，臺南：大夏出版社，頁 308。 
43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頁 232 
44 王邦雄《老子的哲學》，臺北：東大圖書，2006，頁 194 。 
45《黃帝內經‧上古天真論》，江蘇：江蘇出版社，新校本，2008，頁 2。  
46 宋‧杜道堅《文子續義》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印，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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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

之精，合於天道。天道玄默，无容无則，天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

知不能得。47 
 
天之陽氣為魂，地之陰氣為魄，人之魂魄是與天地之氣相通。此處說明天

地之氣是構成生命的來源，但在這天地之氣的上面還有太一之精，等同於道，

也就是精氣。「氣」展現人類生命的價值，生命所賦予的至高理想，是「智慧、

知識、學問、理想、能力、技術」。及生存條件、人生意義、善良德性、及價值

與認知，這些均含蓋著人生的至理。天道沉靜玄妙沒有一定常態，其大沒有極

限，其深不可測，而卻與人一起化育，而人的智慧是還沒有辦法把握天地的契

機。宇宙的本源展現萬物的變化，由虛無自然，而成萬有的自然。人與天地萬

物的互動，為內心精神與自然靈性的感通，故風雨，雷露，山川，草木，五穀，

百果，皆以賴於自然天地，人之生養，藥石可以療癒疾病。生存的智慧與勞力

的付出，最終是安於一心之平靜，築房舍以避禽獸。認識藥物以療疾，認知道

德以養性，至情之性可以合群，知人之性知天之理，而能養命，以「無為」自

然，天道是順應自然，混同萬物。《莊子‧天道篇》：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地道運而无所積而天下歸。聖道運而无所積

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徳者，其自為也，昧然無

不靜者矣。48  
   
天道運轉覆育蒼生以日月潤之，以四序回轉萬物生成。王者法天。象地，

運御羣品，散而不積，施化無方，所以六合同歸八方款附。人性的至誠是表裡

內外的呈現，智慧是不斷的學習，展現的是生命的理想，形神交養在生命的哲

理中，所強調的是生命的意義，乃至生命樣式。人的生命應該是積極、樂觀而

剛健的。人生哲學是是人生理想的指導原則，從宗教的天人合一，人文的道德

理想與自然宇宙精神合而為一。《老子‧第六章》；云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49 
 
要神形氣足，精神飽滿，氣之本，魄之舍。萬物之生必有生息長養之源，

按觀王弼釋「谷」字以借山谷之谷而其意為虛無。王邦雄先生：「谷是有形的。

有形的大地才能眷養萬物」。《諸子綱目類編》，「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

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識孰。天地萬物造化中，必有鋼維」。50以萬物的

生息是有一綱維，而老子的自然是超越綱維的拘束。谷神不死，在自然中谷為

                                                
47 漢，劉安《淮南子》，瀋陽：萬卷出版，新校本，2009，頁 164。  
48 楊家駱，編《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新校本，2009，頁 204  
49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2006），頁 17。 
50 明．李元珍，編《諸子綱目類編》，新教本，頁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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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而神為無形，谷的無形作用叫谷神。51自然的生生不息展現的生命氣息

意義，和生養的作用永不止息，這叫玄牝。而生命不只是單純的存在。 
      

生命必須相信「生命」必有其應然的性格，「生命」是有理想、能反省、

可表現、會發展的每一個人，在生活世界中、真誠實意過日子的自己。強

調主體性重視生命的人格的發展，能開顯德行的境界。歷代聖賢關懷人的

存在價值意義，因而將一切教化的重點放在每一個人之生命理境的豁顯和

提振上。52 
  

生命是有理想的人性人格本質，理想是創發生命的動力，是心性對自己的

肯定。《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為應緣而不受其他事物的牽掛，能靈

活妙用真心而不迷昧。開顯人性與天性自然的對待，感受歷代聖人對歷史更迭

無情的鬥爭與殺戮，看待生命所受的痛苦的人間世，所顯現的不忍之心與關懷

之情而教化。喚醒生命天性的良知。何晏，《無名論》： 
 

      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者謂之道者，以其

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

而忘其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

然者，道也，53 
 

自然者道也，人間有苦有樂，痛苦憂傷悲泣，也會是人生必有的遭遇，自

然之道，自然之道能化解人之滄傷哀怨，更能以萬物之運用無窮，而自然之道

不居功。展現大地生生之道，順萬物之生，應萬物之需，博大無盡，而不爭其

名。天地自然之運行，孕育生命生生不息之德，宇宙萬物與人體之間，必有一

對應的微妙造化關係，而有天人感應。人生於大地，故天地之心為自然之性，

也即是自然至善之性，人行氣於天，固有至善之情的內心對待，展現人成就善

性行為的發揮。聖人以天地自然之象，做為天地人我至善之情的仁心教化。 

                                                
51 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臺北：遠流出版出版，2010，頁 39。   
52 陳德和《老莊與人生》，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8，頁 4。  
53 王葆玹《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出版社，1907，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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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資料與文獻回顧 
本文所引用的是以《黃帝內經》、《黃帝外經》、《馬王堆漢墓帛書》、《中國

哲學》，及國家圖書館《欽定四庫藏書》、《葬書》、《氣論》、《武經》，碩、博士

論文、老莊思想、古典文獻、專書、期刊論文、西文專書，《哈里遜內科學》，《食

療營養學》， 及業師耳提面命的教導和啟發。   
 
從探討人類生命的價值和理想。天地與生命的規律。自然之氣與生命的關

係。人的生命與天地法則，養生、養性、養德。自然的天命觀與生命健康的義

理脈絡分析。善良天性和智慧，真、善、美、的發揮。從生活知識中瞭解、運

動、環境、（「醫療」、「食療」、「氣療」、「心療」）的理念面向。身、心、靈、與

道德善性的樹立與健康。健全人身、人性、心性、德性、善性、的啟發。推動

關懷社會道德和善良人性。以生命「表相」統合生命「實相」。 
 
基於身體的保養，筆者以形神的交養和哲理的認識，從身心靈與人生的智

慧和知識，為醫療、食療、氣療、心療。提供對人身體建康的基本保養和古代

的保健方法，從古代的論點依據，如《道德經》、《黃帝內經‧靈樞‧素問》、《黃

帝外經》、《馬王堆漢墓五十二病方》、及歷代醫典。《淮南子》、《老子》、《莊子》，

等的人生哲理。《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王廷相集》、《儒學的氣論

與工夫論》。《千金藥方．食治》、《外臺秘要》、《太平聖惠方》、《中醫食療營養

學》。等食療專篇。及先賢對人生的觀感，以及現代醫學，和西方醫學，《哈里

遜內科學》，及道家養生思想。  
 
醫學之沿革，以黃帝與歧伯，雷公的的對話，著作了《內經》，《靈樞》記

錄了針經、脈動變化，九針十二原，邪氣藏府病形、本神壽夭、經脈營衛、邪

氣寒熱、五音百病等等。54《素問》二十四卷，唐王冰注。《漢書藝文志》載《黃

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仲景《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
55至春秋戰國，扁鵲著作《難經》解釋素問靈樞疑義輯為八十一難，對診斷、

治療、病理、解剖等，有一定的貢獻 到了東漢末期，張仲景創立了六經辨證學

說，始中醫學術系統得到明確的闡發，張仲景遺留下來的傷寒論，金匱要略，

制定了良好的診斷治療方法56。 
 
《黃帝外經》在漢代已和《黃帝內經》被稱醫經七家之一。據《漢書．藝

文志》載：「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白

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外經》補充陰陽五形學說

                                                
54 楊維傑，編著《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樂群出版有限公司，目錄，新校本，1967 頁 1  
55《黃帝內經》，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新校本，2008，頁 1。   
56《醫學三字經》，臺北：啟業書局，新校本，199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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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足，為性命雙修的養生學說奠定堅石基礎。《黃帝外經》主張六臟七腑補充

五臟六腑之不足。57 
 

南北朝 陶弘景著《神農本草經集著》對藥物分門別類，毒性，性味，所走

經絡。  
東晉葛洪著有《肘後備急方》、《抱朴子》對傳染病的症狀病因治法的認識。

南北朝陶弘景著《神農本草經集注》對藥物分門別類，毒性，性味，所走經絡。  
 

唐代，孫思邈著《千金方》。他認為：「人命至重，貴於千金，一方濟之，

德踰於此。」王燾著的《外臺秘要》外臺是宮中藏書的地方；秘要是表示他所

捜集的都是秘密樞要的文獻。   
     
宋，婁居中著《食治通說》食治則身治，為上工治未病之食療之書也。迨

至金時李東恒，著有《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蘭室秘藏》等書。對傷寒，

脾胃的論述有獨特的見解。張子和主張攻破法，以汗、吐、下。著有《儒門事

親》一書，為金元四大家之一。   
    
金元四大家有劉和間、張子和、李東恒、朱丹溪。由於他們對醫學各有獨

特見解，能各自成學派，而有所名望 
     
明代王肯堂著《六科準繩》。薛立齋所著《薛氏醫案》。李仕才的著述，比

較墨守常規。張景岳著有《新方八陣》是自己創作的處方。以後又有張石頑著     
《張氏醫通》治病以溫補之劑。李時珍著有《瀕湖學派》脈學診斷要領。    

          
清代 汪昂著《醫方集解》二十一卷，收正方常用方，並注釋枙要。《郭店

楚簡》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58 
 
自然之理是沒有界限，萬物雖然紛擾雜亂確有其根本，和自然的調和，這

是人必須探求這博大玄妙的道理。生命是人之所以為人才能探求人，身、心、

靈，本身與宇宙對我們的關係與影響。《靈樞．百病死生》云： 
 
思傷心，喜怒傷臟，重寒傷肺，忿怒傷肝，汗出當風傷脾59。 

 
這只不過是平常保健的基礎，強身保健從內觀、靜坐、氣功、吐納，拳術、

食療、醫療。從《素問》、《靈樞》、《五十二病方》、《太素》、《脈經》、《甲乙經》、

                                                
57《黃帝外經》，臺北：元氣齋出版社，新校本，2008，頁 1－5。   
58 劉祖信‧龍永芳，編注《郭店楚簡綜覽》，臺北：萬卷樓圖書，2004，頁，57。 
59 澀江抽齋，著，郭秀梅、崔為、王錦洪校點《靈樞講義（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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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要方》、《諸病源侯論》、《醫學綱目》、《神農本草經》、《本草備要》、《內

科學》，《外科學》。等等均是醫理學理的指標，地理環境，秀麗山水，蘊涵著地

靈人傑，安於處所，是身心的安適。身體保健的知識，若能從身體的調養，進

而心的調養，到一個基本圓滿境界，是心、神、靈，的圓融，如 老子；致虛極，

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以致虛和守靜的心靈來感受萬物，從萬物的生

成變化，取其適合人，身，心，性，生活的最佳環境。《易經．復卦》彖曰：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之取象：天地生成之道，由乾坤以始之，相和以成之，相成以

終之，故生化由復始。故人心天心，一切行為表現均操於在自己。 
 
哈里遜的內科學，為西方醫學，由疼痛的感受，病毒與血液的分析病因的

關係。循求其類型，由於解剖學的建立，從體溫、神經系統、循環及呼吸系統、

血液循環、水腫、消化、泌尿、生殖等機能的障礙，從表徵及臨床問題之探討

與治療。人身體所需要的營養與有機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胺基酸、脂肪酸、

及有機分子、維他命。甚至無基化合物，磷、碘、鈣、鋅、鉀、鈉、氯、鎂、

鐵、鈷、鉻、錳、鉬、銅、等。60及必需的營養份來維持身體功能的正常質量，

蛋白質礦物質從胃腸吸收，來維持身體正常的健康狀況。但是基因與環境也會

改變體質的變化。身體基本營養物質的改變，則就會產生身體不同的變化，疾

病就因應而生。而產生難以計數的病情，而時疫因溫度受環境的變化，傳染病，

及不懂保護自己，因而受疾病的催殘，是無限的無奈的與疾病搏鬥。    
      
自古至今無數的人，從事醫藥與病理病情的研究，臨床免疫學、臨床藥理

學，從各器官更細部探索疾病的原理，從器官內部細微的組織變化，及外部影

響而有所不同，產生紅腫或疼痛，而影響身體的健康均是使人之形神內外身心

受到嚴重創傷。是尋求正常的身心的健康，保養身體的安健，應該是要有其基

本知識，和經驗的累積，普及的推廣健康的知識。從血液，尿液的檢驗可知基

本身體數據的變化中了解身體的變化。從平常的運動注意飲食，強調食療對身

體營養的均衡，對食物營養的攝取，及身體營養的平衡。 
 
醫療、氣療、食療、心療。從醫理文獻的所留下來的經驗。醫療從病源體

的確實檢查，依病因病源的變化，及身體的影響而對證下藥幫助身體的健康。

氣療為導引，從平常的運動中，鍛練強健體魄減少疾病產生，若是有病則用導

引及陰陽、表裡、虛實、寒熱。及陰寒偏盛，是以陽救陰或扶陰平陽，氣療也

即元氣的感覺從氣足與氣虛體驗人身體的感受。心療為內求心安，外求自然、

展現的是內在良知及心靈的安慰，及自然心靈的安適。 
 

 

                                                
60 陳肇真，主編，Harrison，s《內科學》臺北：合記書局，1988，頁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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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健康與基本概驗 

《 醫宗金鑑‧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云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治

未病 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寔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補之。中

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寔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

苦。亦用甘味之葯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

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

金氣不行則肝氣盛。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葯妙也。61  
 
良醫能知肝病傳脾，能辨別天時衰旺，旺脾實則知不受肝邪，先補未病之

脾兼治以病之肝。為上工之治病超然之術。上工知肝實必傳，脾虛之病，而知

肝虛不傳，脾虛反受肺邪之病，故治肝虛脾知病，則用酸入肝以補已病之肝，

用焦苦入心，以助不病之心，用甘入脾以益不實之脾。使火生土，使土治水，

水弱則火旺，火旺則制金，金被制則木不受邪，而肝病自癒。外射的明是內照

的智，所以關係人之思，明為省己，觀人需具備知人的能力，《老子．第三十三

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強者強」。62如見肝之病，知肝

傳脾而先寔脾。這是經驗與智慧的展現。健康的基本依據最主要是自己如何照

顧自己，從健康的知識和學問中了解保健的觀念。《靈樞．邪氣藏腑病形》，歧

伯曰： 
  
憂愁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

上行。有所墬墮，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於脇下，則傷肝。

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

汗出浴水，則傷腎。63   
    
身之維護必知身心變化，知五臟知情境，身心之安與生活知調合適中，知

五臟知病變，理解陰陽與人體的變化，肉體與季節互動的對應，才能確保健康。

心神愁憂恐懼則傷心，精神激動則血壓上升，神經緊張，而心臟受到傷害。形

體受寒，肺臟也會受到傷害，因而會發生，喘、咳等肺氣逆上的疾病。若從高

處下墜落地，瘀血留滯在內，或有大怒激動，氣上沖而不下，血也隨之上行，

鬱結在胸脇之中，肝臟就會受傷。若有被東西擊到或不慎跌倒摔到地上，或醉

酒行房，出汗之後又當風受涼，則脾臟就會受創。過份用力，勞動疲累，瀉精

過度，流汗過多，身熱又用涼水沖洗沐浴，因此腎臟自然會受傷而虛弱。 
 
顯微鏡的發明，進一步提升對疾病的了解，細菌好壞的發現，而能看到乳

                                                
61 清‧吳謙《醫宗金鑑》，臺中：立得出版社，1984，新校本，頁 510 
62 樓宇烈，校釋《王弻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2005，頁 84。  
63 楊維傑《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樂群出版，1977，新校本，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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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杆菌導致酒的變質。十九世紀巴斯徳培養出炭疽桿菌，減弱炭疽病的流行是

一種微生物從牛羊群中和屠夫特別容易被感染而死亡。1883 年徳國的科赫發明

預防炭疽病的接種法，1882 年更發現人類的結核桿菌。進而發現渾身長滿纖毛

的霍亂弧菌，跟水從口而入胃腸，會引起腹瀉、脫水、血壓降低、脈博減弱、

最後死亡。 
 
二次大戰前後，人類已發現抗生素能掌握葡萄球菌、鍊球菌、肺炎雙球菌、

腦炎雙球菌、淋病雙球菌和螺旋體的有效應對。64從基因的探討，細菌、

病毒、衣原體、會導致人與禽類的感染的因素，包括結膜炎、肺炎、非淋

病性尿道炎、直腸炎等。立克次體的發現，是引發流行性斑疹傷寒，的危

險傳染病。然而，天花、鼠疫、麻瘋、梅毒、虐疾、流感、結核病、霍亂，

愛滋病等等。65 
 
傳染病，病毒有天花、鼠疫、斑疹傷寒、麻瘋、梅毒、虐疾、流感、結核

病、霍亂、愛滋病、產褥熱、埃博拉出血熱。這些病毒均在其有利的傳染環境，

逐步演變成地區的流行，進而變成廣泛的流行，從公元一世紀病毒的面貌還不

被澈底了解，被傳染病感染的人，從古至今，歷代各國受病毒侵襲所死亡的人，

不計其數。環境的髒亂，戰爭後疾病的傳染，人之飲食缺乏衛生，人身基本行

為失去正常，病毒就有機會竄升，而為害人體的健康。雖然這些病毒已有所控

制，但還是一不小心病毒在其適應的環境，隨時是會產生而危害人體。因此對

身形體魄的保健不可舒忽。葛洪說： 
 
此歲有天行發斑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載白漿隨決隨生，

不及療，劇者數日必死，療得瘥後，瘡瘢紫黯，濔歲方灰，此惡毒之氣也。
66  

 
天花病毒是一種烈性傳染病，它一般通過接觸或飛沫傳播，鼠疫又稱黑死

病，其證狀是皮膚會出現許多黑斑，會突然發高燒，繼而，腹部下端、腋窩、

雙腿、雙耳等處出現腫塊、病情惡化神志不清、精神狂燥、陷入長期失眠、最

後被活活被折磨致死。斑疹傷寒是由立克次體所引起的傳染病，其主要是起病

急、寒顫、發高燒、劇烈頭痛、肌肉疼痛及壓痛、顏面潮紅、眼球結膜充血、 
麻瘋杆菌是古老的傳染病，病原菌往往侵襲患者的皮膚及周圍神經。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體引起的ㄧ種全身慢性傳染病，是性行為的傳播，梅毒

可通過胎盤直接傳染給胎兒，因輸入梅毒患者的血液而感染健康人，梅毒螺旋

                                                
64 張大萍，杜長林《人類醫學大發現》，濟南：山東畫新華印刷廠，2010，頁 47。  
65 張大萍，杜長林《人類醫學大發現》，山東：山東書報出版社，2010，頁，1－3 。 
66 張大秤，杜長林《人類醫學大發現》，山東：山東書畫出版社，2010，頁 7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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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一旦進入人體就會擴散全身各個器官。初患處微微發紅，以後變成硬結，進

而表面糜爛，滲出粘性分泌物。至晚期患者全身淋巴結腫大，而失明失聰。  
 
虐疾是由虐原蟲經蚊子叮咬而傳播，感染者常表現無力，倦怠、打呵欠、

頭痛、四肢酸痛，食慾不振、腹部不適、及不規則低熱持續兩三天，患者會感

到四肢末端發涼，並迅速擴展至背部，全身皮膚起雞皮疙瘩、口唇、指甲發紺，

變成天青色，臉色蒼白、全身肌肉關節酸痛、進而發抖、牙齒打顫，寒顫停止

緊接著體溫升高，面赤氣促、結膜充血、皮膚灼熱而乾燥、心悸、口渴、抽搐，

甚至休克。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種傳染病，其傳播由病人的鼻涕，唾液，痰液，由

空氣和飛沫。其傳播速度快，範圍廣。其症狀為發燒、頭痛、喉嚨痛、易引起

肺炎等倂發症，繼而導致患者死亡。至 50 年代，抗生素的出現，氯黴素，金黴

素和土黴素，一方面遏止流感的感染。 
 
結核病是由結核桿菌引起的依種傳染病，它會在患者體內形成結核，即腫

脹的小瘤，產大量滲出液並有血，又會穿透體腔到胸腔表面。充滿結核病菌的

潰瘍而毀壞。最後體重減輕、虛弱、消瘦、咳血、呼吸困難，最後導致肺部血

管破裂。鏈黴素，卡界苗，胸片的檢查，而抑制結核病的為害。 
 
霍亂是霍亂弧菌的感染，通常出現據烈的腹瀉，嘔吐直到腸胃皆空，全身

脫水，使四肢腹部肌肉嚴重痙攣，不停的乾嘔及渴，打嗝。嚴重出現酸中毒， 腎
功能衰竭和休克。 

 
愛滋病就是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它能夠破壞人體的免疫系統。愛滋病毒，會使人體產生不能治癒的腫瘤，最終

導致死亡。公共衛生設施的提升，人在生活中了解與疾病的智慧，能避免病毒

病源的傳染，自然的環境如受不良的破壞所產生的惡劣環境、病毒、細菌、披

衣菌、黴菌、鏈球菌、葡萄球菌、腸球菌、大腸桿菌、梅毒螺旋菌、淋菌、沙

門氏菌、志賀氏菌，等等數不盡的病毒，這均是肉眼看不見的對身體有害的病

源。了解病源的發生而能避免受到病毒侵襲的知識，確保身體的健康。 
  

二、聖人不朽，時反是守 

《黃帝書‧四度》云：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時 反”
就是天道運行的規律性體現，終而復始，極則必反。有道 者能深知事物有

極。67 

                                                
67 魏啟鵬，撰《馬王椎漢墓帛書‧黃帝書‧箋證》，北京：中華書局，新挍本，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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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神交養在守住健康的保健，從食物的保健，藥物對身體的免疫，補形，

補身，運動。運動過度，食補過頭，藥物食用過量。也就是物極必反，也就是

時反，了解天道規律的循環，守著人性本來的應遵守的本性和行為，即盡心、

知性、知事、知天。順應自然運用智慧，掌握自己，也知道怎樣保護自己。則

能避免疾病的侵襲，開創健康的人生。生命在宇宙間的生存，重要的則是對生

命的認知，展現擁有生命的智慧，了解醫療，食療，心療，氣療的重要性，更

需要生命安全與健康才能實踐生命的抱負，確立價值和地位。荀子《天論篇》

云：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

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68 
    
天道之行，由人之守著德性之道，而冥冥之中天地自然之道，運行不偏於

常軌，吉凶由人，不因堯而存，不因桀而亡。自然節氣應時農耕，天不會使它

貧窮，運動養身健全體魄，循順自然則身不會受害。背道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

遵循道德則天不能禍害，雖有水旱而能避其飢渴，養備動時，知四時之常，寒

暑變化而能避其病。無病則神氣足，氣色灼灼若動，內光外澤，氣色並至，強

健的體魄，容光煥發，精神飽滿，而展現人的活力。《神滅論》： 
 
神即形，形即神，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

用，神之於質，由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由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

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

在，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之也。69 
 
形體與身體精神的互動和結合，是物質與實體精神的作用，也是軀體與精

神的表現，形神交養必須五臟平和內外精、氣、神，協調和適，心、神、靈，

情緒與思想行為，展現精神與軀體的彰顯，更要理解自然與人性的精神調合。

知識與智慧的共通，更要與形神的調和及道德做為依歸。道德成就靈性的層次

與感受，思與慮為心器的成就感受，形神合一展現神識的生靈氣勢，如刀刃之

利。無刃如形神頹廢，無利如身心交養有陰無陽。《內經‧陰陽應相大論》:玄
冥之中，不存一物，不外一物，莫可名狀，強名曰神。70這是身心，體表外在

的精神表現，玄，在天為玄，以陰陽貫通萬物，飛揚散動，周流六虛，以貫四

時，元統四德，蓋兼五行六氣，上至天剛下至人文。天之剛維，為玄、蒼、素、

丹，黅天之氣及二十八星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

                                                
68 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臺北：蘭臺書局，新校本，1983，頁 21。 
69 轉引自段逸山《醫古文》，臺北：知音出版社，2002，頁，122。  
70 楊維傑《內經知要精解》，臺北：樂群文化出版，1991，頁，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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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等天星。四時節氣，春、夏、長夏，秋、冬。在地為萬物與人心軀體，五臟，

肝、心、脾、肺、腎、體內包含五液，淚、汗，涎，涕，唾。等五形之變化。

從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色，青、赤、黃、白、黑的變化。展現人體

的健康機制外，更有許多哲理，探討人生，使人體的保健與身心的修養，在於

傳統的醫學經驗與先賢的智慧，留下許多寶貴的經驗，使我們了解身心與智慧

的運用，提升人性的價值，用在我們的人性與天理，近而修身，遠而保命。 
 
《黃帝外經》重視心性的修養主張：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勞汝精，無思慮營營，

乃可長生」。因為「至道無形而有形，有形而實無形；無形藏與有形之中，

有形藏於無形之內，始能形與神全，精與神合」。《命根養生篇》中主張；

「精即人之命根，然而制精不動，仍在心之寂也。」事實上這就是，「性

命雙修，重在修性」的養生理論，為傳統學說，「人身自有長生藥，三味

大藥精氣神」之說，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71 
     

身心靈本來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本來就有的精神主宰，只是在外來環境的影

響，而沒有注意其變化。人心，人性的修養、知識、學識、見識、智慧與反省。

是在人生之中是不斷的學習和進步。更需要理性與善性智慧的判斷，從為人處

世，及挫拙的排解，是人性最至善圓滿的智慧。也即強者不表現他的勇武，不

發怒，謙虛，不與人爭而能超越，更能運籌帷幄，能運用智慧的能力，不爭和

處下均能做到「道」的極致。在《四診》之中，望神色而知病因，從神色之變

而知疾病的變化，生剋順逆而知其色脈相生相剋。神色之善惡，更能判別其凶

殃，而知其病變之治。《抱朴子》把病與藥分成不同層次來看待人身之病，曰：

令人身安命延，中藥養性，下藥除病。更以練藥成丹，以延性命。以人身存在

的事實，曉悟人生自身生命虛與實的親疏差別，形須神而成立，有是無的宮殿，

形是神的住宅，形神交養是人，身心互動更以服藥以助身體，更以行氣之助，

做為長生之本。亦在超驗自我內在心中，成為其絕對意識的意向性本質。72從

鍛鍊之中體會身心靈合一，《黃帝內經》有真人者，提契天地，把握陰陽、至人

者、淳德全道，合於陰陽、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賢人者，法則

天地，象似日月。是一般人追求的目標，以至德之心性，靜思抱神，使內心清

靜，求至聖德性，道徳心性的修養有成就的展現，自然內心自安，無憂慮之思，

而湛然常寂，虛寂靜篤，精神合一，要與大地自然之氣合而為一，體自然化氣，

氣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這是道家，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達到

形體不敝、精神不散、為追求長壽的希望。則是：精、氣、神的展現。 

                                                
71 張岫峰《黃帝外經》，臺北：元氣齋出版社，2008，頁 7。 
72 羅麗君，撰《揭締》，嘉義：南華大學哲學學報，20 期，2011，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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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外經以陰陽五行，臟腑經脈結合，言陰陽五行四時順逆的調理，做為

生命生存價值，避開疾病而能形與神俱，尋求長生之道。以形神守正，抱神以

清，靜，神全。生命之修在制精不動，心靜自然寂靜，精氣神展現陰陽調和之

自然境界的內丹修練理論。以陰極而陽，陽極而陰，的相互轉化的陰陽顛倒而

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能守，不為環境所變，甚至吐納以添其液，慎勞逸以

安其髓。節飲食以益其氣，了解四季調神，五運六氣之變化，而能善其天命。

五運為「金、木、水、火、土」。在人身之臟器為「肝、心、脾、肺、腎」。六

氣為風、暑、濕、燥、寒、火。與《內經》所述相同，歧伯曰：五運非六氣則

陰陽難化，六氣非五運則疾病難成，二者和而不離。73五運以木、火、土、金、

水為綱，以生剋乘悔，即生剋順逆，以十天干化五運，論其相互關係。內火之

動必得外火之引，外火之侵必得內火之召，即君火為外感之火，與相火指內生

之邪火的關係。《素問‧寶命全形論》： 
 
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月有大小，日有

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

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絕74 
 
五運六氣與人體的關係，從四時變化中，陰陽交互變化虛實順逆中來分辨，

其由內或由外的病邪之因，木、火、土、金、水，含涉著肝、心、脾、胃、腎。

的相生相剋，與風、暑、濕、燥、寒，為天之五氣，從鼻而入，風氣入肝暑氣

入心，濕氣入脾，燥氣入肺，寒氣入腎，展現在人之氣色之上，即肝青、心赤、

脾黃、肺白、腎黑。以春之氣為肝其色為青，夏之氣通心其色當赤，秋之氣通

肺其色當白，冬之氣通腎其色當黑，長夏四季通脾其色當黃。從其色澤之變而

知五臟不病或疾病順逆變化，從人之氣色，季節變化，，百病可從氣色看出端

倪，怒则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驚則氣亂，勞則

氣耗，更從色澤之變，相生相剋，生剋順逆的變化，判斷身體的健康，是需清

熱解毒，或補氣溫陽。做為保養身體的健身之道。 
 
《老子．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育，為而

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75《老子‧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

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為配天之極。76 
 

                                                
73 張岫峰《黃帝外經》，臺北：元氣齋出版社，2008，頁 311。 
74 虞舜，于莉英《四庫全書‧黃帝內經》，江蘇：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點校本，頁 144。  
75 袁保新《老子哲學之全釋與重建》，臺北，文津出版社，頁 107。  
76 余培林《新譯老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8，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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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處世的第一首要條件，則必須要有健康要使身心得到充分的解放，更

需要有高尚的道德。與健康的標準基本體認，道德能身心得到正確的信念，道

的作用更需要德行的發揮。通過道德的實現，充分表現，以顯現涵昫化育之功，

德亦即價值理序籠罩下每一事物復周遍於萬物，道以無為、自然，道的涵喣化

育必通過各個事物之復歸常德，才顯其大用。為將帥之才不表勇武，善於作戰

不易發怒，善於用兵克敵，用人謙虛不與人爭功，展現統帥用人的能力，是德

性至極表現。道是圓滿人性的追求，這是人性最殊聖的境界，是人追求和學習

的目標，也是改善祥和社會的指標。道在《莊子‧人間世》於心齋中虛以待物，

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這是人與人之間，為人處世的人生態度。 
 
《內經．上古天真論》云：      
 
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  獨立精神，肌肉若一，

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淳德全道，

和于陰陽，調于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

外，此蓋義其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人。77《莊子．人間世》古之至人，

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成玄英疏：夫唯虛心以應務，忘智以養真寄當於羣

才，歸功於萬物。78 
 
古之真人提挈天地把握天地陰陽變化，呼吸吐納，心合於氣，呼吸精氣，

守神如一，至人存和之德，積精全神而至於德，和于陰陽，識四時之氣，掌握

精神，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從心、神、靈。與肉體的升華展現人

性超越的自我，人性、心性、靈性。古時候道德修養很高尚的人，稱為至人，

其行為是先求自己的能力修養自己的德性，有一定的境界，才去幫趣幫助別人。 
 
更能虛心對事物的了解，圓滿的完成有利於尋眾的事物，成就而不居功，

一切順於自然。猶如虛室生白，把成就人性的至真，看做空明純淨，以空靈的

精神境界的心來對待。形神交養與哲理的境界，從身心與智慧德性的互動，更

從哲理的修養更能以心之齋戒，而能虛室生白。 
       

                                                
77 虞舜，于莉英《四庫全書．黃帝內經》，南京，江蘇科學記術出版社，2008，頁 7。  
78 楊家駱《莊子集釋》，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清，郭慶藩，臺北：世界書局，   
   2009，16 刷，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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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進路與核心概念 
    形神交養是生命的價值，創造生命至上成就意義的人生貢獻，了解生命實

質意義。開創實踐以人為理性展現人性，天性，和心性，的天道自然內涵。對

於健康則為從疾病病源的入侵，而能適當的防禦，能略知防禦的內涵，展現形

體身心，即靈性的為人的修養境界，及身體的強健。《靈樞》所記載無不以一針、

二灸、三湯藥、四用導引、五按蹺。以針來刺激穴道，以灸來緩解肌肉，增進

氣血的流通，進而利用湯藥促進氣血的循環，再用按摩導正肌肉筋骨的順暢。

再以運動，體操，武術，健走，登山，歌唱，舞蹈，氣功，來做健身的條件，

借藥物以回春，在內為自我的調整，從知識智慧修為的自我提升，與不順心人

生道路上失落的療癒，由內而外能調適生命，俯仰於天地之間。《中藏經》云： 
      
陰陽者，天地之樞機；五行者，陰陽之終始。天者陽之宗，地 者陰之屬，

陽者生之本，陰者死之基。79 
 

    天陽之氣，地陰之氣，為萬物陰陽五行之制化，生命的演化也受制於天 
地自然的生成與消蝕。生命以陰陽氣化在人之身中，以五行：木、火、土、金、

水，五色：青、赤、黃、白、黑。以五行五色，生尅順逆的變化外表來判斷，

五味為：酸、苦、甘、辛、鹹。內以五臟：肝、心、脾、肺、腎。所化之五液

為：淚、汗、涎、涕、唾。從氣而出為臊、焦、香、腥、腐，之氣。所顯現之

外觀為目、舌、口、鼻、耳。在內為筋、脈、肉、皮、骨。而能從望聞問切之

中，瞭解身體的健康的趨向，從氣色，行動，聲音，舉止，言談，聲色，均可

判斷身體的健康，確立人體系統辮證論治的系統論述。 
  
    形神交養是人體與大自然的關係，四時規律的氣候變化與生活，適應自然

環境與身心康健能抵慾疾病的侵襲，而長壽延年，對人體而言則是有利的。但

有非其時而有其氣，如春天的節氣是溫和，但返而變寒有時又變熱，則為不正

之氣，而成虛邪賊風。對人體是有害的。自然大地與四時的變化，對人體生尅

順逆，影響在於知道自然與人體的利與弊。天道運行，合乎自然順動的演變，

必虛心誠性與道相通，了悟自然之極，物化之終。從人生在歷史的延續，帝王

有對生命的不死之求，庶民有對長生之修。宗教對軀體的超越修行思想，數不

盡的經典還是不能超出生死的人生究竟，佛教以三部十二經之論，做為超越死

亡的身軀至極樂世界的思想，由十二因緣的緣起源滅因果關係，對生死赋予「覺」

與「識」的觀照做為解脫境界關照。基督教以聖經給人的啓示，解脫死亡的肉

體而靈魂能至永生的天國。伊斯蘭教，印度教，及其它宗教無不以超脫生命死

亡的威脅而各有所信仰。道教追求的是肉體修行後能白日飛昇，而至天界。這

均無不意涵超越心靈的生命依托，慾從生老病死中尋求生命的永生。      

                                                
79 譚春雨《中藏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新校本，2007，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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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和先生說： 

人生的基本意義的究竟之道，應然之德的義理起啓發，創發生命的意義，

展現德性生命的奮進，豁顯與提振，充分盡到生命對於天地萬物，可以實

踐的內在自我。80  
 
    人性心靈的的創發是建立在德性的基礎，德性與人生哲理的張顯與現。自

古至今生命的方向，人人均希望在求超越生命的死亡，也因為生命會死亡，永

生的希望就在各種不同經典學說，是在跳脫人生身體的喪失與消滅。孔子說：

不知生焉知死。而是以仁與智對天道德性在人性內在的遙契，洽當的把握在心

中。孟子 以實存生命智慧意義的實踐，生命的生存是掌握生命，建立美好的人

生，生命的學問是生活境界與人格德性的升華，是形而上的天命天理。在生命

的德性知識內化變成生命的資糧。形神交養是展現生命的活力，德性哲理的提

升的價值內涵，是展現自然境界的心靈，是呈現生命人性價值的實現。是身心

靈離苦心安的思考，是回歸自然生命真正人性道德生存空間。張載哲學述論中

提出： 
 
形聚為物，形潰反原的思想，將天地生生之理，拘限在了循環往復的氣

中，從而使氣化的生生不已的過程，被把握為某種有限的東西，超越個

體形氣之私。81 
 

    生命的意義展現的是有情有義有理想的境界，把道德心靈的展現以最美好

的境展現，人格的內在修養從心中盤根著純粹的人性智慧。形聚而為人，應有

安頓生命超越智識溶合的德慧，才是生而為人的條件，從主觀、客觀體現安頓

世間的和諧，體現生命的內在期待。《莊子．齊物論》真君，真主宰，做為內在

真誠心靈情結，能在內在心性的開放是隨遇而安，包容萬物而可齊。無窮的開

放人性無執的生命觀的真實究竟，展現生命升華的價值。人生造化遷謝不停，

形聚為物也即至氣之聚散，展現的是人生德性的盛衰，與形體的消長。德性是

辨認錯誤的認知進而影響人的判斷，生命非殺殺打打，你爭我奪的動物行為的

世界，不是權利慾望為所慾為。《武經七書‧司馬兵法》云： 
 
仁本第一。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 權出於戰，

不出於中人。是固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

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又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

緩焉，所以守也；外德威焉，所以戰也。82  
 

                                                
80 陳德和《老莊與人生》，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9，頁 4。 
81 揚立華《氣本與神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46。  
82 駢宇騫，李解民，盛東玲《武經七書》北京：中華書局，2011，三刷，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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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是武者最終之選，為奪權利而殺，得利而殺，是無恥之行為。武經

呈現的是仁本的概念，及正義之心，守住仁義的概念，但是如以仁義之師做為

侵犯別人的藉口，雖得其利益，在行為上是人性皆無，不義之舉，若不願被武

力所屈服而被殺，靠武力之權柄殺ㄧ以敬百，是何等的殘酷，戰為奪，為征服，

以霸治霸，最後還是奪其反對者的生命。哲理的省思是喚醒人性道德思維和至

情的德性情操，戰爭的背後是侵略，奪權，仁義之仕是為百姓蒼生，才願意赴

義而喪身，戰爭攻國掠城，更是錯殺一百，也不留一活口，的戰爭命令，更多

殘忍行為，是人間的煉獄，但從仁、智、勇、信，呈現武者有思考的空間和思

想，非以武力爭服，殺人安人喪德，以戰止戰的權力鬥爭，哲理的省思是自然

人性道德的理性與人性的覺醒，所涵蓋的是人類至誠自然徳性的天道真理思維

展現。如《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83。自然有

一種法則，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是身心靈的整合，神識的感受，與智慧思想是

非判斷的對錯，不違天乃得全載，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自然者，無稱之言，

瓊及之辭，用智無不以仁本第一及治國無不以人性道德做為治國之道，而形魄

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這是自然的呈現。固爭戰、霸治、權力從一國之地

及人文萬物之變化，是有一自然的無形之道，這種力量無形中約束人性過度為

善為惡之性。更從經典學理中展現人性德性的真誠的自然之性。是聖人的追求。 
 
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

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固無之為用，無爵而貴也。
84 

 
備於天地之美，人生活世界依賴天地生生不息而以德養生，從無而成有，

更從有而變無，供足萬物賴以生存，來眷養人類的供需，由陰陽的造化，更使

萬物生生不息，歴史的發展是人類理性發展的一面鏡。而「天可度，地可量，

惟有人心不可防」85賢者能超越束縛的因素與轉化，成就智識顯現善良德性，

教化人性，分辨邪惡與理性、人性的痛苦與安逸。能從教化思維中，了解形軀、

色身、七情六慾與感性。賢者了解天理人性而成究至上道德，不肖之人因道德

的薰陶，而避免為惡觸法而免傷害到身體。道德是心中的一把尺，無形的在心

中而成為最有用的人性惡性行為的約束。不用法律來規範，而能應用在人的心

中，無需爵位的封號，能使人尊貴。從人身人性落實道德人格展現，成為生命

價值，德性的圓滿，是健康身的要素，無憂慮煩思，心境自然舒暢，沒有煩惱

心性自然平順，自然心性與理氣相互結合而成氣質之性，人之行為在天為命，

在人為性，性善，必有德。 
 

                                                
83 王弼，注，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教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三刷，頁 63。  
84 王葆玹《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1887，頁 284。  
85 費如眀《白居易詩選》，臺北：名田文化有限公司，2007，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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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自然觀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機動於中人之性也，固曰人心

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能立其誠而不違人慾之所移，則天者定而人

亦定矣。故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損伏，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86。 
 
天地有眷養萬物創發無限生機，而天養萬物但亦害萬物。人有好生之德，

德性是人性為人至善之德性，道德的成就是人性哲理由內心感受省思而表現的

行為。天道為人之立德尚德的人性至善基本，為天道人道，天心人心的仁義德

性之理。不為慾望所違背道德理性的智慧，能至誠其心不違慾望而變節，而事

有至，理有固然，天地自然四時之序調和，風起雲湧，驟雨不停，雷電不斷，

必定成災。而怪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逢此時的悲哀。人性為利相爭，因

慾而打，小者人之爭，大者國之戰，而民不聊生，哲理之省思，使人能了解自

然天地與人的微妙，了解形聚為物，形潰返源。天地生生之理是自然之性。 
 
《太平經．經抄》乙部中說： 

夫道何等也？萬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 六極之中，無道不能變化。元

氣行道，以生萬物，天地大小，無不由道而生者也。故元氣無形，以制有

形，以舒元氣，不緣道而生，自然者，萬物之自然也。87 
 

道為自然天地的展現，自然是天地的彰顯，氣所聚散，周流六虛，而生萬

物。自然變化而為大地存在的萬物之操弄，固萬物之生賴於自然，也與自然相

爭，自然為天地之道，萬物無道而不生，如《老子‧第四章》「道沖而用之或不

盈，淵兮似萬物之宗」。余培林先生所解：道的本體是空虛的，但其作用卻無窮

盡。它雖幽為淵深，卻能生化萬物，好像是萬物的宗主。天行道，晝夜不懈，

災疾之風與大地環境有其所傷，尚失道意，況乎於人性。自然善養萬物，如時

雨一時，不私一物，而人性之私展現的是貪婪無厭，的狹隘的心思。天地之中

無形之氣，不僅善養萬物，更是萬物不可缺少的比食物還更重要的主要生命之

源。莊子‧知北遊，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性，散者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

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

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88 
 

                                                
86《正統道藏‧黃帝陰符經注》，臺北：藝文印書館，新校本，頁，2607。 
87《太平經合校》，王明，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五刷，頁 16。  
88 揚家駱《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2009，16 刷，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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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玄英，疏，夫氣聚為生，氣散為死，聚散雖異為氣則同，今斯則死生聚

散，可為徒伴既無，其別有何憂色，生死既其不二，萬物理當歸ㄧ。而人之生

死，就在一氣之生，生死之間，則因時，因地，因物，照之以天，而行在於人。 
 
人生於世面對的是生存的挑戰，人生的悲歡離合，無不影響人性的喜怒哀

樂，不因為利而懷心機，喪失原本人性至無不可得的自然道德本性。也就是在

人心中自然天性之道德與人性的認同，則能去除心中淫、盜、竊、貪，的邪見。

道德天性是人性行為，惟持道德行為在生存競爭中實是非容易的去做到的，道

德之理是必需有聖人的不忍之心，寬宏的待人待己，使心胸寬闊無負擔，才能

與天地萬物與人之靈性的本來面目與天地同體。《正蒙‧太和篇》張載對天、道、

性、心，等概念有明確的界定： 

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在天為

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于身為心，其實一也。89  

宇宙自然之氣，合太虛與氣，更合於天道，人道，性與人心。所面對的自

然與人性的感通，自然之性合於氣，融合自然，人心，義理，人性，與覺性。

是本然之道，是維繫人性善的本根，人生存之造化，內含天命的肩負，是命之

所以然，人性之情理糾葛與習氣。在人為性，行動為心，開放與執著，是復歸

於原來的自然昇華與揚棄，從良知的真理與坎陷，從主客二元中反省與超越，

進而聆聽存有知召喚，讓生命事實的存在變成超實的存在，生命最後目的是價

值的結果，是自然人性的反應。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

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

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固乘天地

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90 

自然天地萬物有其無形之對應，大鵬、鵪鶉、椿木、朝菌，皆順於自然，

而人因死生變化而與順心而成對立，人心現實有所無奈，，道德應對人心，藥

物應對疾病，藥物有十八反十九畏，「半簍貝蘞芨攻烏，藻戟遂芫俱戰草，諸蔘

辛芍反藜蘆」。「人參最畏五靈脂」，等等91。禁忌與相生、相使。進而君、臣、

佐、使，此即藥物之性。也是自然之理。古代宗教把天道德性法則化，孔子「以

知天命」，孟子從「盡心知性，知天」。是理性與心性思緒的互動，人存在的必

然性，通過有所限制的障礙，而變成利器，創造人無限的可能性，而不受外在

空間的限制，成為人存在的必然性與自然觀。 

                                                
89 揚立華《氣本與神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115。 
90 高柏園《莊子內七篇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2，頁 21。  
91 彭文煌、黃士勳《中藥藥理學》，臺中：文興出版公司，2010，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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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形神交養的氣論思維 
 

《靈樞》為経絡循環的典籍，對人體影響健康的系統，從器官內外部組織，

氣與血循環的作用，更進一步提供全身氣血循環的基本源理。氣血循環為道教

主要練氣養生的指導要領，也是我們運氣呼吸的基本原理，佛教之靜坐、瑜珈，

氣功，無不利用靈樞之原理，增加氣血循環。更從健康方面養身養命，從精神、

心性、意志、人之情緒和健康，由望、聞、問、切。與疾病表裡內外的關係表

現，內經《靈樞‧百病始生》1內容指出外邪致病的關鍵，注釋生命保養之道，

不外是外因「風、暑、濕、燥、寒、火。與內因，喜、怒、憂、思、悲、恐、

驚」。的內外關鍵，百病死生無不因營養的失調，基礎身心的健康衰弱，而受風

雨、寒暑、濕熱，與內因喜怒不節，憂傷鬰悶，而傷內臟，外感風寒，當正氣

不足，不能把邪逼出體外，喜怒不節則傷臟，臟傷則病起於陰，風雨襲虛則病

起於上，濕熱襲虛，則病起於下，外邪侵入人體的層次，《黃帝內經‧素問》《靈

樞》提出觀察病因在何處，要補要瀉的治療原則。致於邪氣入侵深入體內，人

受疾病浸淫入侵，演變成形體正虛邪實的變化。邪傳皮膚，腠理開皮膚會痛，

邪傳絡脈，痛逾肌肉，邪傳於經，則怕冷，六經不通，則肢節痛，若傳於背脊

伏沖之脈則體重身痛，傳於腸胃則飱瀉腸鳴，若傳於募穴原穴之間留於脈，而

成為癥塊，息而成積，或留於孫脈，絡脈，經脈，俞脈，或伏冲之脈，或著於

身體各部而產生各種不同極疾病。生命醫療的保健在於沒有疾病的拖累，一旦

有受風寒或病毒之侵，必知治癒之道，一者尊循醫者治療，二者更要有體認醫

藥與身體的關係，《抱朴子》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中藥養性，下藥除病」

又《孝經援神契》「淑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2人身之安否只在於無疾，

更要避免疾病的侵害。四氣五味，配伍劑型，用藥禁忌，均為安身立命的基本。 
   
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

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3  
   
成玄英疏：夫物無美惡，而情有向背，故情之所美者，則謂為神妙其特。

情之所惡者，則謂為腥臭腐敗，而顛倒本末。一至於斯，然物性不同，所好各

異，比之所美，此者惡之，此之所惡，彼又為美，故毛嫱麗姬，人之所美。魚

見深入，鳥見高飛，斯則臭腐神奇，神奇臭腐，而是非美惡，何有定焉，是知

天下，萬物同一和氣耳。形神交養與哲理關係著一生一世的人生，從自然之氣

與生命醫療的關係，人性的思想，生存的層次和能力，人身醫學的智慧，對藥

物的認知，人體與四時變化的對策，人性思維的層次，智識智慧所學習判斷的

                                                
1 澀江 抽齋《靈樞講義》，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頁 885。  
2 晉‧葛洪著，何淑真校著《抱朴子》，臺北：國力編譯館，2002，頁 325。  
3 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2009，新校版，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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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和認知，與自然生存競爭所造成的環境息息相關，人在有限的生命中，自

然生命中是含著思想與情感。帶著氣血循環的順暢的身心展現生命的朝氣，來

面對酷寒和悶熱的天氣，狂風與暴雨，冰雪與時疫的節氣，對生命的逼迫，人

情的溫暖，和薄酷無情的一面，冷暖人間的現實，與生存壓力和情感。至於在

有限的生命的時空中，要力求瞭解生命所面對的，「生」、「老」、「病」、「死」，

體現生命精神的希望。 
 
 從無垠的自然中尋求生命的價值和健康。使生命良善的智慧得以發揮。但

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夭、「壽」，在人的生命中「猶如木之有蝎，雖木

之所生而非木之所宜也」4。如人之身體所需的是氣血循環適宜，智慧道德善性

相兼，心性良知不失，但是人之生命，所受內外因素的影響，內因七情：「喜怒、

憂思、悲、恐、驚」。外因六氣：「風、暑、濕、燥、寒、火」。及人的處世之道，

世事之因正氣與邪惡，判別是非和善惡的壓力，內心所承受的責任情操，使身

體受到決擇壓力的影響，而有所不適，人之疾病，若沒有強壯的的身體是抵禦

不了疾病的侵襲。沒有正直的善惡分別的智慧與勇氣，是沒有辦法建立安和樂

利的社會，自然的人性產生喜怒哀樂的情懷，時令寒熱溫涼的變化，是必需懂

得適應，如何的安身立命。有了健康才有活躍的生命。有了善良品性，才有安

穩的身心。   
 
宇宙之理，其涵蓋著萬物之源，在宇宙之間存有存無，也考驗了，人類生

存的智慧和精神。難以證明的混沌，展現了宇宙變化無窮極至的能力，生命的

寶貴，是創造一切價值的價值。沒有生命就沒有創造的任何能力，生命就失去

原有的義意，人生應不就這麼默默而來，無奈而去的遺憾。生存的生命中，生

存競爭受制於生存條件，人在世上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成功與失落，成就

的條件必須掌握身體的健康，與智慧的發揮。人生的成敗在命限的情況之下，

是如何的堅守信念和原則，也不因窮極白首而無法達到人生應有的目標。氣論

哲理與健康是從心理的治療，身體的治療，觀念的治療，以及人心和天性與人

為一切價值活動的心靈表現，和感官的人性內心希望的達成，解脫人性的挃酷

來探討人生。 
                                                                           

宇宙展現大自然星球運轉規律，產生了自然之「氣」，《莊子》以宇宙本與事物

變化的道理，其內涵閃爍人類思維的火花，以自然和規律來引述大自然事物的

變化，敘述自然事物的本然性和必然性，是相對與相生，是正反兩面的相互輝

映。人類從蠻荒時代而至文明，在時代的演變裏，人類在歷史的洪流中，所扮

演的角色。只是歷史脈絡的一粒塵沙，其主要的目的也是為了求生存。也因為

了求生存而累積了生存的智慧。掌握了智慧也即掌握了人生，甚至人生是由自

然天地造化和知道如何保健身體。掌握「精」、「氣」、「神」、的要領，如《中庸》

                                                
4 牟宗三，著作《才性與玄理》，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002，8，頁，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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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5《孔子》「天命率性的道德之道」、《孟子》的側

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6及至誠、至善、及大愛精神，才能圓滿到達「身」、

「心」、「靈」。解放的自然人性善性的光輝，也是人生的追求。 
 
《黃帝內經‧靈樞》為一不用藥物而能以針、灸、推拿、按摩，導引，以

十四經絡的血氣傳導，來維持身體的康健。《醫宗金鑒》「太陽之為病，頭項強

痛而惡寒」屬風寒所感，太陽病由於邪自外侵，風熱、濕熱、燥熱由口鼻而入，

首先犯肺，而成衛分，氣分之病，若失治則從肺衛內陷於心包，而成逆傳營分

血分之邪。藥物之治以透表宣隔，疏血通氣，減少疾病之侵，氣血之疏通是健

康的基本，靈樞與人身體形神互動的醫療關係，為醫療知識與人心的互動。 
 
身心之思想與病痛，不是人可以控制的，身體的健康是身心靈，知性與自

然的調合，身體健身之基礎，需要有健康的知識，心靈的健康需要有善性道德

的滋潤，《靈樞》是提供健康保健方針，而「醫門多疾」，非一針一灸，可以除

病。道德善性是人心人格的依據。植物需要土壤、陽光、空氣、水，人需要善

良德行與理性道德思惟。人生於世轉化無常，身心與健康由於時間與空間之轉

化而有所不易理解。《莊子‧人間世》，郭象注；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知若命。德之至也。 
   
「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

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世間凡人，猶無往

而不適，而況於君親哉」。成玄英，疏； 
 
「夫為道之士，而安其心智者，體為順之，不殊達得喪之，為一故能渋哀

樂之前境，不輕易施知窮達知，必然起人情知能制，是以安心順命不乖天理，

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茲也」。7 
 

生命的境界，能知、能定、能認知與放下，身心與德行，將心為虛靈之鏡，

以境界之觀照，來看待人生。生之為人則應愛其身，凡之為人道德善性，要有

超世虛室喻心的應世的智慧。 

                                                
5 李鍌，《新譯四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3，頁 22 。 
6 李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臺北：正中書局，2008，頁 24。  
7 楊家駱，編，郭象，注，成玄英，疏《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2009，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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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形神與氣脈 
形神之觀從精神、心性、意志、人情和健康，由望、聞、問、切。與疾病

表裡內外的關係表現，內經靈樞展現的為生命之道，從神靈之樞要。以九鍼長

短配合十二原穴，以疏導人體的氣血調和，從氣脈的變化，逼邪氣出引正氣之

通。更以食物藥物的配合體質的調配，也是一種方法，其化學變化對身體的影

響，五味之變化，是影響體質的主要原因。酸、苦、甘、辛、鹹，五味在體內

之變化之氣為：臊、焦、香、腥、腐，進而產生五液，淚、汗、涎、涕、唾，

分怖在人體之中，影響著體質與七情之困擾，此之七情為喜、怒、憂思、悲、

恐、驚。對自律神經有所影響，自律神經分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也就是陰

陽。陰陽調和百病不生，也就是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同步共振和諧平衡。

自然身體健康身心靈合一，其失調條件，有自律神經的失調，不同步，營養素

缺乏，壓力太大，及心靈的創傷。而提正氣。（《靈樞經原序》）  
 
神氣者，正氣也，神氣之所游行出入者，流注也。井、榮、腧、經、合者，

本輸也。舉而並之，則知相去不啻天攘之異。8 
 
人之脈氣，如正氣、神氣，之走向流注，五臟六腑之經絡，所出為井，如

水之源；所溜為榮，脈氣經過如微小的支流；所注為腧，脈氣所灌注的地方，

如注於深處的地方；所行為經，脈氣如流水迅速流過之所在；所入為合，為脈

之氣所聚合的地方。凡氣所行皆在五腧，遍及全身經絡，如神氣游行一身，絡

脈之滲灌諸節，節者為神氣之出入也，神氣者觀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觀

其形，聽其動靜，而知其邪正。《靈樞．九針十二原》：云 
 
九針有饞針鍼、員鍼、鍉鍼、鋒鍼、披鍼、員立鍼、毫鍼、長針、大鍼。

以迎、隨、開、闔、補、瀉。以治神、侯氣、診脈、的臨床實用上的重要

性。9  
 
鍼之適用則是了解鍼的運用與手法，了解氣之運行順逆，以迎隨補瀉的方

法促使氣血平和，虛則實之則為補的鍼法，滿則瀉，病邪亢進則應瀉法。來促

進身體的健康。《靈樞》是觀察色、脈、之相合相尅。明辨正邪盛衰，從五臟六

腑互為表裡，有十二個原穴，這十二源穴，是全身三百六十五節禀受於五臟的

氣化與營養，表現於外表，從色脈之象從経絡的走向取其補瀉， 
 

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濁氣在中，清氣在下。故針陷脈則邪氣出，針

中脈則濁氣出，針太深則邪氣反沉、病益。故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

                                                
8 澀江 抽齋《靈書講義》，學院出版社，北京：2003，1 刷，新校本，頁 5。  
9 楊維傑《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樂群出版公司，1967，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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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認其所宜，無實無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

謂甚病。10  
  
邪氣侵犯往往由頭部入侵，由於生活受外因所喝，而引發濁氣滯留體內。

清冷陰濕的地氣，均從足部入侵。而使人體生病，在針刺的時候，在上部取穴，

能使邪氣随針而外出，可以排除滯留在體內的濁氣。凡病邪在淺部，則部宜深

刺。如刺得過深，邪氣反而隨之深入而加重病情，因為這樣，皮、肉、筋、骨、

脈、各有一定部位每種病情，各有不同的治癒方法。從察顏觀色之中也可以從

人體穴位中的走向。均可以使氣血流暢。運氣：人之氣在鼻息之間，從生命之

氣，為有形之氣，展現浩然之氣。從性與氣貫通天地之氣。牟中三認為： 
 
「太虛神體即是氣之質性，氣所徵發之精英，因而謂其為氣論也。」11又

《王廷相集‧太極辯》天地未判之前，大始渾沌清虛之氣是也。虛不離氣，

氣不離虛，氣載乎理，理出於氣，一貫而不可離絕言之者也，故有元氣，

即有元道。12  
     
人體之氣之循環通十四經絡，與血液的循環成為表裡重要關係。運動。禪

坐，氣功：各家各派之拳術：太極拳、易筋經、八段錦，拳術從衝拳、砸拳、

劈拳、推掌、劈掌、砍掌，華陀五禽戲，以熊、鳥、鳧、猿、鴟、虎的動作創

造導引術。戲曲、歌唱：包括唱腔，及演唱技巧、從潤腔、吐字、發聲、念白、

話白、數板、吟誦、及大二度音程的運用。無不氣存丹田，（關元穴），做為主

要訓練學習基本依據。吟唱無形中五臟六腑，無形中就會產生運動，從氣與運

氣之間，按摩是推動人身之氣的通順，氣存丹田做為基本功夫。氣之循環有一

定的時辰經絡走向的循環系統；以時辰所運之氣有所不同，如卯時為手陽明大

腸經脈： 
 

手陽明大腸經，循行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

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橈外前簾，上肩，出骶骨之前簾，

上出於注骨之會上，下入缺盆，肋肺，下隔，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

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挟口，交入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挟鼻孔。13 
 
由手陽明大腸經之挟口，深入下齒齦中，又從內回出絡擾上唇，再人中交

叉左脈向右，右脈向左，上行交鼻孔兩側，與足陽明胃經銜接，進而走滿全身

經絡。這是從小周天進入大周天的運氣方式，手陽明大腸經起商陽。二間、三

間、合谷，陽溪、偏歷、溫溜、下廉、上廉、三里、曲池、肘膠、五里，臂髐、

                                                
10  虞舜，于莉英，点教《四庫全書‧黃帝內經》，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頁 10  
11 楊儒賓，祝平次《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 51。  
12 明，王廷相，著，王孝魚，點教《王廷相集》，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頁 596。 
13 楊維傑《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樂群出版，1977，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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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髁、巨骨、天鼎、扶突、禾髐、迎香。等穴道再轉足陽明胃經。 
 
氣的走向有一定的規律，從馬王堆的導引圖，是以形導氣，無形之氣充滿

太虛，其聚其散變化無窮，而大地之氣與宇宙無形之氣是彼此有所互映。導引

圖有輔助運氣之動作行為，有配合推助運氣的動作。是一種健身的運動參考圖。

氣的運行是以身體導引氣的走向，氣之吐納由經絡配合氣之運行，在運行之中

動之要領姿式與氣是互動和牽引，更配合呼吸來完成小周天進而至大周天的循

環和吐納的配合。更要了解氣之走向，從氣血的旋律中更從呼吸的運用，使氣

血循環的作用達到最佳的共振頻率。 
 
馬王堆《導引圖》有 44 種不同姿態的男女,模仿動物進行肢體運動、呼吸

運動和器械運動。這是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導引圖》描繪的畫面。是現

存最早的氣功養生文獻,它認為通過呼吸吐納等方法,可以學到強身健體的作

用。1973 年 12 月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了 20 餘萬字的帛書、竹簡,其中有我國

最古老的天文書、醫書,還記載了養生方,為氣論的“百科全書” 
 
氣的影響全身是全身循環，但是若無有基礎練氣的基礎，是必須經過導引

才能圓滿把氣運行至高的境界，印度瑜珈的基本運氣方法，是壓住左鼻孔吸氣，

大約十五秒後，鬆左鼻孔壓住右鼻孔，由左鼻孔呼出氣，大約十六秒，連序九

次，為一循環，這樣對頭部及腦會有幫助。呼吸訓練之二為、吸氣三秒、吐氣

六秒，再吸氣三秒、吐氣九秒。這樣不斷的訓練，無形中關元與氣穴自然與肺

部暢通而有力，肺部無形中自然比較健康。靈樞穴道的運用，從基本經絡的按

摩，針灸，對臟腑的治療作用。不僅如此，更有腳酸由手取穴，手酸由腳取穴。

如足少陰膽經由環跳穴到足竅陰穴的整條腳部的經絡酸痛，是刺激中渚穴與外

關導引其經絡，自然就有其效果，則為有名的遠處取穴法。 
 
氣含概了宇宙之氣，自然之氣的運行，經肋影響的，為人體氣血循環經脈

的導通，氣血所行經脈中、榮陰陽、濡筋骨、潤關節。通者氣暢，暢者氣通，

不通則痛，通則不痛。若痛自然顯現病態狀況疲累的本質，則是身體的自然反

應。形神之氣從內在氣血的感通。則可知道經絡阻礙對身體的影響，因此運動、

拳術、氣功、靜坐、武術、慢跑、舞蹈、健行、等等，無不幫助氣血循環精神

觀的動力與效果。 

一、氣的運用 

 筆者對氣的運動方式心得以，點、線、面，降心窩氣存丹田（關元穴），

意到湧泉，從心窩的巨闕，夾脊，肚臍，神闕，命門，丹田，由會陰提氣至大

椎，玉枕，百會，眉心，天突。做為導氣運氣初步基本動作。為小周天之基本

運氣法，也是增進任督二脈的循環之氣。運氣之主要呼吸為吸、吸、吸。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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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深吸而慢吐，吐氣時必需縮緊尾閭穴，箕門穴，與坐骨，當氣至丹田即（關

元穴）時、稍為閉氣，十隻腳指稍為上翹，再以氣由任督二脈由前而後順氣循

環一週，再慢慢由口出，吐氣比吸氣長，自然氣會從雙手勞宮穴感覺出氣的熱

感，身體感覺會覺的順暢。第二，以丹田之氣推送全身經肋時。則以時辰不同

而運其氣至全身經絡，再由經絡走向的方向，從每一經絡的方向，配以動作做

呼吸運動，以肺經為例，吸氣至飽滿，再由中府穴至少商微微動一下慢慢吐氣，

從一經絡做一循環，再引導全身經絡至全身循環，由經絡方向和時辰之循環為：

寅時從肺起，卯時走入大腸經，辰胃巳脾午心火，未時行入小腸經，申屬膀胱

酉屬腎，戌走包絡亥焦經，子膽丑肝寅又肺。從築基再以經絡走向之循環進而

成大周天的運氣與導氣來強化疏筋柔骨，增進身體的健康。 
 
運氣之主要基本。必需要守精固氣，精氣神飽滿是練氣的最佳基本根源，

是氣療最佳條件，男重精，女重血。有這些條件，再配合自然之氣，與在太陽

未出樹木未光和作用時，是氧氣最多的時候，與良好的環境，順著十四經絡的

行經方向運用與呼吸的調節，更需要智慧與信心，從氣動之中了解氣在體內的

走向，氣足精神足，會產生慾念，要從慾念的轉化成智慧和人性至善思惟的提

升，是人性思想與氣和修為的層次的定與思，也即是心念與思想的判斷和人慾

的節制，從氣的運動必能感受到身體健康的基礎。和道徳知識修養與心中的正

氣的展現，也因而成就理想人格，是人心與天心的關鍵。再配以食療，心療，

醫療。這是預防疾病，與正確自然德性的修養，配以適當藥物，則是食療、醫

療、心療、氣療的理想。展現德行與健康。《靈樞．五十營第十五》： 
   
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宿。人經脈

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

以分晝夜。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手足三陽經）

二十五周，夜行於陰（手足三陰經）二十五周，終而復始。14   
 
這是用漏刻來測定衛氣運行於人身的節律，後世針灸家據以測知營衛之氣

運行在人身一日夜的節律是『肺寅大卯胃辰宮，脾巳心午小未中，膀申腎酉心 
 
包戌，亥三子膽丑肝通。』15五運六氣與身體變化為氣血之通順，時節未

至而氣候先至則為太過而有餘，應注意生尅順逆變化，也即知道順生。《靈樞．

天年篇》： 
 
人之死生，何氣築為基，何立而為揗，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

                                                
14 楊維傑《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樂群出版，1977，頁 182。 
15 余金城，《運氣學說》，臺北：五洲出版，2004，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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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為基，以父為揗；失神則死，徳神者生。16 
 
人之死生，是以陰主內陰血內為基礎，陽主外陽氣在外為外衛，以父精母

血結合產生神氣，沒有神氣則會死亡，有了神氣才能為慈生長養的最好條件。

有些人可活百歲，即其營衛之氣調合，是陰陽之氣調和，不為外物所鬱，對生

命的精神與心性的追求是順應自然，注重的是自然的天命，和人與自然的ㄧ體

性，了解慾念的擁有只不過是剎那雲煙。所注重的是追求生命存在的價值，提

升生命的境界的脈絡，以大道為天下母，能周流六虛，消遙自然的人生，展現

真純的生命力。若受世俗權利與物慾迷失自然本性，喪失道德本能，導至人性

的道德迷失。氣的呈現是一種心神靈的合一展現，是自然的人性與天性的調和，

氣除呼吸之外，更由人的經脈做為氣血循環的傳導，從脈絡行走的方向，以十

二經循環配合一天的時辰，為全身氣血的通路，其在內依次與五臟相屬，在外

分別與六腑相通，為人氣血循環周而復始，使人存於宇宙之間。 
《靈樞‧經脈第十》： 

 
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為幹，脈為營，筋為剛，肉為牆，皮

膚堅而毛髮長，穀入於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17  
 
人孕育生命的初始的生機，先由陰陽兩氣的會合而成精，由精發育而生腦

髓，此後而逐漸成人體，以骨骼為枝幹，脈道做為通路，筋的剛勁來約束骨骼，

肌肉為牆衛護臟氣筋骨血脈，待皮膚堅韌，而毛髮生，脫離母體之後，五穀入

胃，化生經微，以營養全身，全身脈道得以貫通，血氣也就在脈道中運行不息。 
 
從手太陰肺經，交於手陽明大腸經，轉入足陽明胃經，再入足太陽脾經，

接手少陰心經，經手太陽小腸經，再接足太陽膀胱經，入足少陰腎經，傳至手

厥陰心包經，入手少陽三焦經，再傳足少陽膽經，最後注入足厥陰肝經。再轉

於肺經再循環。精者精神也，張介賓先生說：「凡諸氣之津液，皆上勳於面，五

臟藏於內而閱於上，七竅也故肺氣通鼻，心氣通於舌，肝氣通於目，皮氣通於

口，腎氣通於耳，此五臟之氣皆通乎七竅」。18而十二經絡與五臟相通，自然從

內在外在知氣色，營衛之變，而知氣色之變化，與身體的關係。 
 
十二經絡走向圖，為經絡影響著氣血循環的方向。從馬王堆的導引圖中，

與十二經絡圖，可看出氣的引導，是要內外合一。從身心與體魄所尋求的是陰

陽調合，陰陽偏衰，應補其不足，氣之導引，為加強氣在體內的循環，進一步

是必需要遵循經絡的導向，運其氣導其經，因為經絡之疏通具有連接百骸維絡

                                                
16 虞舜，于莉英，點校《四庫全書．黃帝內經》，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頁 115。  
17 楊維傑《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樂群出版，1977，頁 104。 
18 澀江抽齋《靈樞講義》，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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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身。進而調解陰陽氣血。禪定、瑜珈、冥想、靜坐、吐納、呼吸、八段錦、

太極拳、氣功、等等。無不以練氣、導氣為先。從基本的氣存丹田，而利用氣

循著經絡行走的方向，深深吸氣而慢慢吐出氣，慢慢呼出氣時必須把死腔的氣

呼出。收緊環跳穴與殷門穴，在呼出氣時稍微以經絡方向循環推進，至氣呼出

為止。再次循環，動作正確手心勞宮穴會有熱氣湧出。運氣中可以加上導引圖

的動作，或其他有助於「氣」運行之動作均可以有這樣的基礎，要求身體的健

康是有幫助的，更從自然之動感受。氣之感受有如《莊子‧逍遙遊》：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知以息相吹19 
 
野馬者游氣也，為心氣也，塵埃也皆生物之以息相吹，充塞天地之間。故

心之氣之運行，與心外之物能順暢如流，心體之性和於大地氣息而與自然互動

而相應。氣之運遊呼天地之氣自然以心，與宇宙而為一體。《爾雅》云：「陽氣

之動，遙望湖澤之中，猶如萬馬奔騰，揚土之塵如天地間生生之氣息，相互吹

動，而與萬物同在」。成玄英，疏：「猶鵬之飛與息各適其性，野馬塵埃皆生物

以息相吹，如鵬展翅隨風而飛，純任自然，亦猶野馬塵埃之累動」，郭象曰、「野

馬者、遊氣也」。成玄英曰、「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朱子曰、「息

是鼻息之息、九萬里風、亦是此息推去」。錢穆說：「此言野馬塵埃雖至微、亦

有所憑而移動也」。20 
 
其動如心之奔騰，而能與自然融合，猶如經絡氣息，化暴戾轉祥和融合於

氣在自然之中。氣之運用在於心思、意念、德行、操守與修養，王重陽授馬丹

陽《二十四訣》中，指出：「命者是元神、性者是元氣，名曰性命也」。21氣之

聚必神氣相和，聚精神合一，運用使其自然而能神氣相合，精、氣、神合而為

一，則是形神交養的自然之境，為固本身元神元氣與正念，真正達到練精化氣，

練氣化神，練神還虛，使身心靈不受慾念而干擾，真正達天地人我的境界。神

識為至善之心，進而知道眀理德行、而能知至善之理。進而氣之運用於身、心、

靈，與自然的調和。 
      
      

                                                
19 吳怡《新譯莊子內篇解義》，臺北：三民書局，2009，頁 1。  
20 錢穆《莊子纂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 2。  
21 郝勤《道教內丹術》，臺北：大展出版社，2004，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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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形神與生命 
古代醫療典籍是以辯症論治，望、聞、問、切。從面之色澤脈象的變化來

判斷，人的疾病與身體健康。現代醫療是以病毒的感染，（血液濃度、膽固醇濃

度、三酸甘油脂濃度、血清尿酸的變化）。對症下藥。東西方自古至今無不對身

體的健康而努力。但是死生大事非人之所能掌握的，仁聖凶愚，均逃不過自然

命運的面對，而身體的健康雖不是醫療就可以脫離疾病與生死。但是醫療、氣

療、食療、與心療。是維持身心在人生道上，能有所安適。有了健康的身體而

無善良之心。為惡之性而無向善之意則無需人禽之分。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

者近義」。22 自然的道理是沒有界限，萬物雖然紛擾雜亂確有其根本，和自然

的調和，這是人必須探求這博大玄妙的道理。生命是人之所以為人，才能有探

索人之，身、心、靈，本身與宇宙對我們的關係與影響。 
    
《靈樞．百病死生》「憂思傷心，喜怒傷藏，重寒傷肺，忿怒傷肝，汗出當

風傷脾」23。這只不過是平常保健的基礎，強身保健從內觀、靜坐、氣功、吐

納，拳術、食療、醫療、心療 。從《素問》、《靈樞》、《五十二病方》、《太素》、

《脈經》、《甲乙經》、《千金要方》、《諸病源侯論》、《醫宗金鑑》、《神農本草經》、

《本草備要》、《內科學》、《外科學》、《氣功》、《易經》及各宗教經典。都是醫

療的經典，均提出因病對治的來源理論與方法。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

燥火之變，與人之五臟，肝、心、脾、肺、腎。所受酸、苦、甘、辛、鹹。更

從五運之氣相交配合，天地變化的綱紀自然與人的關係，有互相感應的道理。 
   
《素問．至真要大論》：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在泉為酸化，司氣為蒼化，

間氣為動化。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在泉為苦化，不司氣化，居氣為灼化。

太陰司天，其化以濕，在泉為甘化，司氣為黅化，間氣為柔化。少陽司天

其化以火，在泉為苦化，司氣為丹化，間氣為眀化。陽明司天為燥化，在

泉為辛化，司氣為素化，間氣為清化。太陽司天為寒化，在泉為咸化，司

氣為玄化，間氣為藏化。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臟

所宜，乃可以言盈虛病生之緒也。24 
 

六氣司天，天地氣候之變化，風、暑、濕、燥、寒、火。是人與自然的感

應，春天為厥陰之氣為風、為木、為酸，酸化是厥陰在泉為主歲後半年變化的

現象，司天主前半年之氣，五運中之主木氣，木色為蒼固司氣蒼化，風主動盪，

                                                
22 劉祖信‧龍永芳，編注《郭店楚簡綜覽》，臺北：萬卷樓圖書，2004，頁 57。 
23 澀江 抽齋，《靈樞講義》，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頁 899。 
24 何永，馬君，何敬華，整理《黃帝內經素問》，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新校本，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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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主治之間氣為動化。夏季則為少陰之氣為君火，為心、為熱、為苦、苦化是

少陰的現象，因熱氣淫勝，氣候鬰熱在泉為秋冬之間則五行為苦化，天氣鬱而

熱，因君不司運，故不司氣化。春夏之間若不好好保健身體，故人之發病均在

於胸中，病之根屬肺。心為君主固不間氣，而稱居氣。火性燔灼，故其居氣為

灼化。太陰司天，濕氣淫勝，太陰屬脾土，在天為濕，在胃為甘，在色為黃，

故其天地變化為濕，腎與脾土為之相剋，在秋冬主治則為甘化，其司氣則為黃

化，故其間氣為柔化。少陽之天氣的節氣，相火淫勝，在天為火，秋冬春夏主

治為火化，秋冬主治則為苦化，其病的根本在肺，其司氣則丹化，其間氣為柔

化。陽明之季節，屬金，相火淫勝，自然之氣為燥，其味為辛、在自然之氣為

燥，其五味為辛，其色為白，為清涼之氣，自然之氣之變化為清涼，大涼之氣

使天氣反常，於秋冬之時主治以辛化，春夏之氣為素化，其間氣為清化。太陽

司天之季，寒氣淫勝，為寒在味為鹹，其色為黑，春夏為其治為燥化，秋冬之

治則為辛化，其春夏其氣為玄化，其間氣為藏化。因此治其病必了解陰陽，與

六化分治，五味五色和五臟的變化，虛實盈虧而對疾病有所了解，進而增進身

體的健康。《雪心賦》曰： 
 
體賦於人者、有百骸九竅。形著於地者、有萬水千山、胎息孕育，神變無

窮、生旺休囚、機運行而不息、地靈人傑、氣化形生25。 
 
《堪與》：陰宅、陽宅之尋求之地、更希望從自然山水中尋找鍾靈毓秀的吉

地，古之帝王建造宮殿，戰略關隘，庶民欲蓋房屋，無不擇地尋龍。君王百姓，

尋求最好的居住環境，講究的是，「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也即乘生氣而得

於無形，形神獲於自然大氣之機。迎官而就祿、趨吉以避凶。 或將祖先的墳墓

尋求藏風聚氣之地，以庇蔭在世子孫的氣韻，以增加身體的健康，及子孫榮華

富貴的氣運，與家庭的平安。是借於山水地理的靈氣，蘊育著人之氣運，由天

門，地戶，青龍，白虎，玄武，朱雀。以自然的靈氣加持於人之身，以地靈人

傑的天地之氣，五行，三合，如天心十道，後有蓋山，前有照山，兩旁有夾耳

之山，形成四應登對。並與龍、穴、砂、水。乘生氣，而求天地之氣，與人心

之正氣之無形之氣與有形之身展現人之精神氣魄人格的成就與健康。等等均是

人生的指標希望，是身體保健的知識，也是求得心安的人生。若能從身體的調

養，進而心的調養，到一個基本境界，是心、神、靈，的圓融。是無形孕育的

醫療。《老子》：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26 
  
以致虛和守靜的心靈來感受萬物，從萬物的生成變化。《易經．復卦》彖曰：

                                                
25 唐，章貢，《雪心賦》，新竹：竹林書局，1989，頁卷一。 
26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8，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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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之取象」：天地生成之道，由乾坤以始之，相和以成之，相

成以終之，故生化由復始。故人心天心，和自然人性生存與智慧的融合。形神

之交養是從內心精神體會，與自然之情的展現。能破執擇具智慧，以自然天地

之心為心，來看待人生，充實形神之交養，知理，知人、知心、知廉恥，豎立

至善至美的人生。中庸云：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

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27 
 
「天下至誠」人可以盡己、盡人、盡物的性，由於天地的本質就是生長化

育，當人參天地的化育所展現的氣基。是健康人生與人性的追求，而人生的追

求，是有安穩的生活與身心的安頓，人之心性，在自然互動中，生命的價值對

象，從老子價值道德觀念。從人性互動面對世事之情，以無形無為精神層次，

不迷失生命的靈性。展現悲天憫人心知的表現，順從自然中道的包容之心，知

善的圓融，迴避為惡知心，遵循自然中道，做為順應世上事物的法則，來實踐

生命的理想。心性的健康事生命理想的基石，人形體的健康的基本，在於益身

而厚身，慾動而悔吝生。莊子，《在宥》：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是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28 
 
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載營魄、抱一」。蘇軾言：「致一、全真、無

為也」。男重精、女重血，健康的身體，從醫門之書，保健知識，素問、靈樞 現
代醫學，運動叢書，最新醫學叢書。及醫生、專家的指導。是形神交養，養身

養命。生命存在精神以至善性道德，做為根源主體的依據。而善性就是人性， 
人性是有感有應存在體的特色。善性是安頓天下蒼生實現理想。《道德經》：

是以聖人常善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善人以德行的表現，做為不善人

者的改變的資糧，善的形為，是立心立德的生命實存主體。  
     

                                                
27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學生書局，1998，頁 51。  
28 錢穆《莊子纂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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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形神與自然 
氣展現是與自然的互通，為萬物不可缺少的能量和生命的依托，氣包含了

萬物之性。更展現和諧無為開放與順逆，氣聚而形成，氣散而形脫，因此形而

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氣。無形之道在哲理之中，是自然而有規律，有形之體

無不以哲理為依據德性為依歸。氣與神是人性的精神境界，哲理的省思為道德

善性與宇宙自然的互動。內在涵養的層次成就，人生生存環境的心靈安適，身

心、智慧、與哲理的奮進，是人性至誠真、善、美的境界。《詩經‧天保章》：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

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29 
 
真善美的境界，為君能下下以成其正，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即上下和諧，

這是人性的至誠心靈表現。彼此的願天保佑，人生福祿享而不盡，受天之廣遠

百祿之福，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水之方至，如流水源綿不絕，源遠流長。

從《詩經‧天保章》展現自然內心至誠的胸懷，這是自然中人和天性的表現。

是真情正氣的內心表現。正氣也即是自然之氣，也即是人性智慧運用在身之為

人，之道徳修養與人性自然心靈的互動中，有至仁至善的互動情懷的智慧，其

展現的是理性的人生。其無所不在展現人性的凜然正氣，更呈現人性的至誠之

性，也是精神靈的互動的至上表現。《淮南子‧原道訓》： 
 
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

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30 
 
形體、精神、元氣、心志。的融和安適，能隨著大自然天地變化而順適，

人之形體的外在，是以氣展現生命外在的充實支柱，神識是牽制生命的主宰。

身體，精氣，神識。其中一者若失去，三者就會受到傷害。哲理是人性心靈智

慧表現，形體、神識、心靈所展現的，為人性的表現。而性與氣是不可相離之

道，從相有而不可相離之道。是故天下之性，以氣載之，而為本然之氣，也是

本然之性，氣者清升之氣為陽，氣濁沉降為陰。氣有清濁，性有善惡。人生之

謂性，是指個體與生俱來的特殊性，從所俱之德與本性和才能，但每一個人都

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本然之性，與道德和慾望的相對，理一而分殊，從多元

的文化而有所不同。人人本來就有的本然之性，就是良知，性是天理，良知。

是形而上的「道心」。而「情」，包涵了人欲，也否定了道德觀，人心隨環境的

干擾，而成善惡的分別。從有限的人生觀與無限的人欲，情感，價值和實際中，

形成了喜，怒，哀，樂，和七情六慾的人生觀念。「道心，天心」或是「人心」。

                                                
29 王靜芝《詩經通釋》，臺北：輔仁大學文學院叢書，1968，頁 346。  
30 西漢，劉安《淮南子》，瀋陽：萬卷出版公司，新校本，2009，頁 31。  



 

44 

從教育和修為，從知情之理，了解道德和仁義，人心於道心中，再輔之以五常。

仁、義、禮、智、信。音樂、名教、法律。使人個安其份而不爭，才能維護社

會的穩定。人總是有情慾的動物要達到聖人的修為的境界，是非常困難達到的。

天理與德性和人的慾念是永遠對立的。要放棄慾念惡的本質，清心寡慾是要經

過修為與明師的指導和不斷的學習，要達到存天理去人慾，逐漸的了解人性的

修為境界的德性修養，才是完美的人格，與自然天地德性同心。從動而省察深

思慎行，克己之慾，不以偏私之心去看待人生的ㄧ切。聖人養心慎動之學則在

於此，喜怒哀樂能善解於心，從動靜交養的功夫，明而有覺來看待人性，是修

身明性的方法。理想人格包括「為學之道，立心，應事。以正義明道。對於貧

賤富貴不動其心，死生禍福不變其手」31。做到無所為而為之，執道不執事，

一切主之以義，而由之以成，對於人間的富貴、生死得失、能隨遇而安。 
    
聖人德性養成，无慾无為，至虛至一，靜亦以天，動亦以天，物來應之 而
已，夫何有慾以將還於外。靜，生之質也，非動弗靈；動，生之德也，非

靜弗養。靜，寂而未感也；動，感而遂通也，皆性之體也。32 
   
聖人慎動以直，順理而應，以虛靜清沖養心，主境存誠，以義制事，以體

制心，是內外交相養法，動靜交養是以性合內外而一，為養心慎動而體用一源。

德性在於內心內在修養，人之修養為存天理，去人慾，無慾無為，為人性與心

性修養的認知，從身之養，性之修，靜而思人性，人性本質，為善，是生生之

德，的人性至情誠摯表現。動之以天理，為人性之互動與內心天理的感通。為

合內外而一，進而知人之性，更能合動靜而一。宇宙展現大自然星球運轉規律，

產生了靜與動的自然之「氣」，《莊子》以宇宙事物變化的道理，其內涵閃爍人

類思維的火花，以自然和規律來引述大自然的變化，敘述自然事物的本然性和

必然性，是相對與相生，是正反兩面的相互輝映。人類從蠻荒時代而至文明，

在時代的演變裏，人類在歷史的洪流中所擁有的角色。只是歷史脈絡的一粒塵

沙。其主要的目的也是為了求生存。也因為了求生存而累積了生存的智慧。掌

握了智慧也即掌握了人生，甚至人生是由自然天地造化和知道如何保健身體與

應對。掌握（「精」、「氣」、「神」、）的要領，及至誠、至善、之境界。哲理展

現的是人性智慧的提升；如孔子所說；「天命率性的道德之道」33、孟子所言四

端之心，「側隱、羞惡、恭敬、是非」存於心。34及大愛精神，才能圓滿到達「身」、

「心」、「靈」。的人性善性的，光輝，是我們人生的追求。而至最佳境界。 
      
 
《奧修‧老子道德經》： 

                                                
31 葛榮晉《王廷相》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頁 238。 
32 葛榮晉《王廷相》， 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頁 232。 
33 李鍌，編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83，頁 22。  
34 李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台北：正中書局，2008，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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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的形程，達到被動性的最極致，緊緊地守助寧靜的基礎。然後進入活

動，觀照著它們回到靜止，為由生命到永恆的道，知道永恆的道就是成道。
35又：《道德經‧第十六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

妄作凶。 
 
人心靈本來是虛明寧靜，生存需要外在物質條件，為生存生命才能延續，

氣的圓融，為生命的元動力，生命的學問在被私慾的蔽塞，與無情的爭奪，王

邦雄先生指出：「生命可敬，可貴之處，正在於其能超越生物性存在的侷限，追

求「向道」的發展，以證成進一步不朽的生命價值。啟發世人不斷淨化、不斷

向上之徳行教育，人格教養，能對道德的具體生活中可感可通，覺醒與證悟」。
36生命是能夠圓滿朗現生命價值的道德行為主體。則自然之正氣氣色會表張

外，萬物雖然繁複眾多，但最後還是回復到其根源，而了解這常道，是明智的

選擇。不了解自然萬物的常道，從其修為外在的表現，則可自氣色之中是可以

表現出來，而心、氣、體，所表張於外的是，形、神、氣色、舉止、談吐，如

《金剛經》所述的我相，人相，壽者相。心與人道，天道的相關與互動，而展

現在人身之上，且自然歸於氣，形體的展現是精氣神的融和氣質，進而是人與

人的互動及善良心性的關懷。 
 
莊子《至樂》：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

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怋怋，久

憂不死。何苦也！37 
 
富者，貴者，思慮，憂愁。對喜怒哀樂的人生觀，跳脫形名的拘束。認知

和諧之理，氣是陰陽自然的觀念，人秉氣而生，自然天地賦予人身，氣血經脈

的滲灌調節作用，在於氣血的平和，是建立在人身心的健康，與自然善性道德

的人生觀。 

                                                
35 奧修《老子道德經》，臺北：奧修出版，第二卷，1992，頁 21，  
36 王邦雄、陳德和《老莊與人生》，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6，頁 55。  
37 張耿光，譯著《莊子外篇》，臺北：臺灣書房，2009，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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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形神交養的實踐工夫 
 
自然無形而生成無限的萬物，生生滅滅，而天道是以無限的生命存在。以

天地，日月，鬼神。看不見的超越存在，而人是唯一聆聽存有之召喚的感通，

並且宇宙在時空的存有。是不可知的、不能有限的去了解，天道的義意。《莊子》

「人生有涯，而學無涯」。宇宙的變化，大自然具備的無形力量，人還是沒有辦

法理解的，因此人生終究不能漠視人的有限性，也因人是有限性，所以求實踐，

重修行，來彌補有限的缺失。在有限的人生歷程及個別環境中，雖有限而以無

限的希望來濔補生命的理想。當然只有從基本的學習中，累積知識與智慧，從

歷代聖賢之典籍展現德性的思維，力求在人生中的心、神、靈、的圓滿。 
 
《荀子．天論篇》：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

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

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

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

財非其類以養其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

禍。…夫是謂之天。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所志已其見象之可

以期者矣。於天者，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

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1 
 
萬物與自然之氣各得其和生生不息，自然之大道，覆載著天地，是陰陽和

諧，而調控四時。無形之氣使萬物得到生存與安養，看不見其所做之事，而能

見其功，這種成就謂之神。而無法知其無形，這種力量就是天，唯聖人不求能

知天，而盡天職天功，才能形具而神生。也即是形神交養的展現，更顯現哲理

與智慧的自然表現，才能分辨了解好、惡、喜、怒、哀樂，在人內心的表現，

這叫天情。耳目鼻口各與物接而不能相互為因，猶人與自然的互動，為天官。

心與五官形體有節制之知作用，這稱為天君。截然不是他的一類，而養他的同

類，這叫天養。自然之氣和於陰陽，是形體與天地自然相通，四時陰陽變化，

融和精氣神順其四季，調和陰陽而養命謂人之福，若陰陽不調和為剋為逆，自

然巧妙變化無所不在，守著自然大天道，隨四時變化遵循人性道德，是圓滿與

心安。所以高深巧妙的技藝和變化之事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所知於天，

見於天的垂象，就可以知道節氣與時候，所知於地，見於土、宜開墾發展，就

可以知道生息的命脈。宇宙萬物之變化，從太一以生水，水為氣的壓縮，是自

然的形成，也即是萬物各得其和，而展現生命的意義。生命為軀骼之所依，元

                                                
1 葉玉麟，注解《荀子新解》，臺南：大夏出版社，1982，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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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是生命的支柱，精神為生命的主宰，形神氣志是展現生命的完美，更加以身

心靈至誠良善的真，才能展現人性生命的光輝。《荀子‧禮論篇》：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

以節，喜怒以當；以下則順，以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2  
       

《楚辭‧九辯》： 
 
中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洲，以成萬

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3 
 
自然賦予的天地之氣，薄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如時雨一時不

私一物，日月星辰有其序，江河順其流，萬物因以遂生，這是天地自然造化。

是人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人應愛惜自然的赋予，得以生息，進而行為應如天

地之自然之性。祥順明達，道之綱紀，如天星以正機橫，人以通精明。自然之

變有其奧妙之理，樹木能餐風飲露，有的千年無礙，鬱鬱青青。人一月無進食，

生命就有垂危，因人不能餐風飲露，因而必須通以精明，知致極損益，來保養

身體。進而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環虛，精氣神飽足於身，身體就會強壯，

百病自然比較不會侵襲，這就是健康的基礎。《素問‧寶命全形論》： 
 
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仁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4 
 
人生於天地之間，天以自然，德覆大地，地以山川大地，化氣化物，而成

四時之變，有規律，有變化，四時有序利於人。四時若變化無常，寒熱之災，

地動水火之變，順逆平和，宇宙與大地的變化，對人的影響有常有變，常則四

季春夏秋冬。有順四時知序，變則無所不至。人之智慧，要有「天」，「人」，之

德的智慧，來渡過困苦，掌握自然的天德，人道。而順生於大地適應於四時。

提以氣血增加精神之飽足，合於德，聚於氣，定於心，誠於思，入於神。為自

然之氣與生命的互通。為形神交養與自然的意會。尋求悟的人性道理，則是從

迷惑中來解脫人生的苦惱境界，如黑暗中尋求光明，而人生的抱負和成救的願

景，是充滿著奮鬥，未知與挑戰，困境時有時是肝腸寸斷的揮淚斬心心不死的

內心的煎熬，而大智之在所不慮，而應天地自然之性，是智慧與心安的生命價

值義意，與良知居於覺性的感受而能安，而能明心、知人、知性、知命、知天。 
 
 

                                                
2 葉玉麟《荀子新譯》，臺南：大夏出版，1982 ，頁 249。 
3 楚，宋玉，翁寧娜編《楚辭》，臺北：久博圖書，新校本，1988，頁 2。  
4 余金成《運氣學說》，臺北：五洲出版，2004，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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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內經‧素問五運行大論》曰： 
  
天地之氣不失其序，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戌分；黅天之氣，經於心尾己 分；

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於張

翼婁十胃，為天干化五運。 
 
五氣經天化五運圖5 

 
天地之氣的飄動，與與宇宙繁星所互動，展現大地的生氣，由宇宙到人間

形成天地之氣。宇宙間二十八星宿，和繁星與地球互動的宇宙之氣，由繁星運

轉，產生宇宙與地球大地交流之氣，形成了行星風系，與地球氣壓的分佈從宇

宙星球的運轉及地球自轉，產生春，夏，秋，冬。與長夏四季形成自然天道與

大地的微妙關係。天干化五運，自古人對天體的長期觀察的結果，丹天之氣為

牛宿女宿之間之氣通至大地戌分，形成一道無形之氣。黅天之氣，是心宿尾宿

之氣通於己分。己分為奎宿畢宿角宿軫宿，為天地之門互，也即是天地之氣的

感通。素天之氣，經於亢宿，氐宿，昴宿，畢宿之間。蒼天之氣是經於危室婁

胃諸宿。氣之所始，道之所生。 丹天之氣指紅，，黅天之氣為黃，蒼天之氣為

青，素天之氣為白，玄天之氣指黑。古人以二十八星宿為標識，運用干支劃分

時空區域，形成五運，六氣的運行規律。而展現天人感應的自然哲理思維。 
  
《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

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6 
 

                                                
5 虞舜，于莉英《黃帝內經》，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新校本，2008，頁 344。  
6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2006，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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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知矣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故先天地

生。其返化終始，不失其常，周行無所不至，能生全大行，故可以為天下母也，

混成無行，不可得而定，道者可言之稱最大也，故曰；強為之名曰大。大地展

現天地人我所包容的人兼萬物。 

第一節  形神的調理  

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

是故太一藏於水，行於時，周而復始以己為萬物母。一缺一盈，以己為萬

物經。7 
  
人受制於自然而必需以智慧誇越人性無奈的障礙，展現人性的思考的能力

與自然共存。陰陽、神明、天地、太一藏於水。與《老子》的道。均是字異而

義同，道生養萬物，而與物無爭，上善若水，無為不爭，若水，利萬物而不爭，

能隨順而下，處眾人之惡，但確能化氣騰空，變成雲朵，仰觀大地，見萬物之

遷變，這就是道的奧妙，也是人心所學的目標。以自然的生命價值觀，來思維

生命的由來和未來，探索萬物而追溯人與天的關係，與宇宙的奧妙，從萬物的

關係，宇宙一切存在著生滅變化的自然法則。來看待人性。〈橫渠〉將天地之性

與氣質之性為宇宙為虛氣不二之天地之性，盡心成己成物進而成聖。《淮南子‧

本經訓》 
 

陰陽者，承天地之合，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埓類，贏縮卷舒，

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

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歙，不失其敘；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是故體太

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論，聰明耀于日月，精神通于萬物，動

靜調于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德澤施于方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

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8 
     
天地陰陽，經天，五運之氣與宇宙自然之氣，與大地結和而成象，使萬物

千差萬別的形體得以形成，萬物得以從蘊涵著天地的和氣中化育。其伸縮舒卷，

進入無法測度的域境，始於虛空，終結於盈滿。周而復始沒有盡頭，分明季節

氣候，四時者；春主生育，夏指成長，秋主收獲，冬主收藏。這均是人之生活

經驗與感受而制定出來。收成應予節氣，索舉有一定的節制，其開張和閉按造

一定的次序；喜怒剛柔，遵循著人道應遵守的理趣。天道無為而治，要能參悟

體會天地的自然之性，明白道德的真理，那種感應可以與感受如日月的光亮，

精神能與萬物相通，喜怒動靜對應和于陰陽，精氣身心修養和于四時，內能修

養心性，在外能籠絡人心，對內為形神交養，對外盡而瞭解人性道德的曰束與

                                                
7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8 西漢‧劉安《淮南子》，瀋陽：萬卷出版，新校本，2009，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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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養。陳德和先生指出；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月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

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凡天地萬物莫不氣化所生所，而所為化生

物，則不外乎陰陽之互變，互轉，互補以共構之也，氣化即是陰陽的流轉

變化，所以氣具有可變義。9 
 
自然界中所調和的有稱渾沌、太一、宇宙、天地、有始者、六合之間、四

極之內、太清之始、道。其所涵蓋著有自然之氣、丹天之氣、黅天之氣、蒼天

之氣、素天之氣、玄天之氣、季節之氣、山氣、澤氣、障氣、風氣、林氣、谷

氣、土氣、石氣、丘氣、衍氣、陵氣、在人身上有、血氣、正氣。與二十四節

氣，小寒、大寒、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

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

雪、冬至。這些自然之氣，無不包涵著陰陽互補與協調而以生以成。自然萬物，

其造化必有一無形規律，萬物各適其所，產生自然調和理趣。南郭子綦以人籟、

地籟、天籟。在生命中力圖超越生命精神體現的希望。從人為的內在，外在。

出自人為的心氣聲響，吹奏比竹之音，展現音樂之聲，及內在呼吸之氣、平行

於氣血循環之中，有平人之氣。甚至影響到身體的噫氣，「咳氣、語氣、欠氣、

嚏氣、癃氣、逆氣、噦氣、水氣」10。甚至心智的喜、怒、憂思、悲、恐、驚

之音。這均為人籟之聲，甚而展現人生的悲歡離合。總之，長宇大宙終以天地

人三才為大，然三才的正常存在，必須分陰分陽，陰陽定位，不可以差錯為背

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則有序，《黃帝內經，四氣調神大論》「春三月，

謂發陳，天地俱生，為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夏三月，謂蕃秀，天地氣交，

萬物華實，養長之道也。秋三月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此秋氣之應，

養收之道也。冬三月，此位閉藏，養藏之道也」。形神之交養能融於自然，把握

自然天道運轉的動力，成就人性天性的善性發揮。反之陰陽失調，二氣爭峰，

隱顯不明，或春肅秋榮，冬雷夏霜，則陰陽失調，就會產生異象，甚至災難的

出現。張載《正蒙》「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于水，之太虛即氣。氣之為物，

散入无形，適得吾體；聚為有有象，不失無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

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11 氣莫不由天地自然之化，由無而有，互

為相生相成，萬物互補共構與陰陽流轉之所化，展現出人性與天性的互通。從

自然展現「真我」12的境界。《真藏唯心論》即由自內觀通透的遁悟與覺照的能

力，就能真心見照自己本來面目，就有覺知的境界。復歸本有中道實相法界藏

心而已，即生滅與真如，二門不離一心。《莊子‧齊物論》「吾喪我」與「真宰」、

「真君」、「成心」，喪我即不以形體的我、慾念的我，超越精神而向上提昇。真

宰，真性也，真君真性也，成心，也就是「真我」也是了解真理的真諦，人性

善惡的分別，真誠善性人心對待。 
 

                                                
9  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嘉義，南華大學，1999，頁 115。   
10 參見 陳九如，編著《黃帝內經》，台北：國立編譯館，頁 232。（噫氣，噦氣，水氣，氣， 

噦氣，為五臟之氣。噫，為飽食之氣息、噦為呃逆之氣、癃為小便不通之漲。） 
11 楊立華《氣本與神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46。  
12 根據釋印順《印度之佛教‧第十五章真常唯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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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形神的診療 
形神交養是心療，醫療，食療，與氣療。從存在的觀照，來看待人生的保

健哲學，人與大地自然的關係，是天人合一。是內在靈性與自然的感通，是掌

握生命學問的智慧。而人生由如《莊子．養生主》：「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氣論健康與哲理的思維省思，是以探討維持生命，增進

生理、心理、和思想、最重要的人生指標。與正確價值意義，建立完美的人生

德性行為和道德情操、生命哲理的內涵和價值，是豐富生命成就，高尚人性和

建康的基礎與理想。要達到人生理想必須起碼從基本運氣要領，來保健自己的

建康和正確的思想。 
     
氣與人生應是理解，五運六氣的變化，富貴貧困，感應自然與生命發揮成

就與失落。均在於心。從陰陽五行，與天地的變化，以自然天地變化的展現與

生活相互的恊調。也即五運、五行、五臟、五官，與宇宙天地之間「六合之內」
13「風、暑、濕、燥、寒、火」，之間的互動關係。這種關係是人生從身體健康

與人生奮鬥的互動和最主要的因素。道德情操和信念，對人的信念和生存意義

及正確的人性價值觀，使心性充滿浩然正氣與實際的道德認知。從這些指標可

以自基本的身心，安於自然保健的基礎，進而從人的意識和自然合而為一，從

天人合一的基本自然內在德性，發揮人性的真誠。有了建康的身體才能實現道

德至性的自然之性，有了健康的生命才能從思想中展現人性道德智慧和思維。

推行人類進化的根基，則以自然人性事物與天地間「道」之理路。這即是人性

善智識的發揮，蘊含著人性道德的價值。展現人生哲理的思想與性善觀念的實

踐。  
 
人類生存的智慧和精神。難以證明的混沌，展現了宇宙變化無窮極至的能

力，生命的寶貴，是創造一切價值的價值。沒有生命就沒有創造的任何能力，

生命就失去原有的義意，人生應不就這麼默默而來，無奈而去的遺憾。生存的

生命中，生存競爭受制於生存條件，人在世上的生，老，病，死，悲，歡，離，

合。成功與失落，成就的條件必須掌握身體的健康，與智慧的發揮，進而成就

德性的改變。進而從《老子》歸根復命的思維中，醒悟人性生命本然之自性的

回歸，跳出人身受痛苦的束縛，以誠至德性之心，凜然正氣消弭邪思與惡念，

進而了解六淫七情的外感與內傷的療癒。色聲香味對身體有所禍害的感觸，體

會「道德實踐於知性之主體」14，性、命、在於人，天命在於人心，保命在於

知命知自然反撲的智慧。  
 
      

                                                
13 《莊子‧齊物論》：「六和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和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14  徐川惠《論荀子由智達德知如何可能》，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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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天端》： 
 
『精神者，天之有，骨骸者，地之有；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

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又說：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少壯，

老耄，死亡。其在嬰孩，氣專志一，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血

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

休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15。  
 
精神是人之生存智慧與自然的互動，人性天性也。從意志，思想，智慧，

憂慮，魂魄，心靈。從人身，人心。人性天性也、人心與天心。為人行為思想

的規距。與老子的道，孔子的德，孟子的善。佛的慈悲，基督的博愛。其經典

與行為信念是互為表裡。內心所蘊涵的是「人性」與「天性」的感通。也是自

然心性慈愛的表現。人體與自然周圍環境的變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自然陰陽，

四時變化，五行、五臟六腑所承受季節影響著身體氣血循環的人身與骨骸，關

係著人的健康。是大地所付與人與一切。《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

命有德，無所私偏，無為的造做，天地如道，人行於諸善，不容於諸惡。故煞

萬物。地為萬物生養之源。從出生至死亡，悲歡聚散，大地為骨骸之所終。人

生四大變化，嬰兒、少壯、老耄、最後死亡，這是人生不同時期的變化。陳德

和先生在《淮南子‧天文訓》中指出： 
 
天地以設，分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交錯，四維乃通，或死

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16 
 
人不即是天，天不即是人，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喜怒哀樂，天有陰陽變化，

人有九竅形體，只能說天人相副，和於陰陽造化，凡天地萬物無不氣化之所變，

萬物不外乎陰陽互變，互補，無不陰陽流變，內在生命無不依天地精氣而生。

生命的的陰陽轉化，是萬物生存的依賴。《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陽

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這意謂著天為道，

道生智，玄生神，展現其神妙的自然。也因為人是陰陽高度精巧協調配合的精

氣所變現的。人之神識無不應天以生存，展現人之自然德性與德性行為，追求

至善的人類智慧，展現天人合一的人性，追求自然圓滿的境界。 
 
《老子‧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17  

                                                
15  轉引自嚴靈峯《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3，頁 121。 
16 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9，頁 183。  
17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8，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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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邦雄先生指出：「道沒有自己，萬物就在道的無為虛靜之地，找到自己」，

老子即由此義，說道為包容的奧藏之所，因為母德之慈，遍在一切兼容並蓄，

由慈暉普照，始能開出一為善人之所寶，又為不善人之所保的冲虛妙有之所。

善人得其德貴之寶，不善人得其免罪不害之保。18人生面臨的困頓，是生命價

值貞定不住，受生存環境的肩負，愛慾情仇的影響，而無法解脫桎酷困頓的自

然逍遙情境。天地長久，山川依舊，雖有變化，但無改其貌，雖有風雨霜露，

榮悴之變，但不失其本來面目。人雖靈智之思，但受善惡決擇之難，更受生老

病死之無奈。不如草木可再榮發，人性更是受到慾望的牽絆，而無法自拔。道

的無為虛靜，是解脫人性的精神觀，從內心的開放，展現人性由內至外的仁性

真誠。《雲笈七籤‧玄剛論》： 
 
天地人物，仙靈鬼神，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

見其終，探奧索隱，孰窺其宗？人有之末，出無之先。默究其朕，謂之自

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綱也。19 
 
自然者，覆天載地，就是神仙，鬼神，以及人，無不以道做為生存的的基

本，德性的修養是成就人性的品性基本。沒有道德難以成就完美的人格，萬物

之源不見其始，也不見其終。要探求其奧秘的來源，是無法看出，人生有涯，

難以探索和窺視這大自然的本源。人生之盡頭，是岀於無，而有這個身軀，神

為形之氣是包含著道德抱一守虛，的無形靈性。道德之修乃神之安穩，《莊子‧

虛室生白》。由凡成聖，則了解自然。自然者，是道德的彰顯，是天地綱常。人

之綱常為應天守德與教化，《春秋‧穀梁傳》： 
 
  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20 
 
義為道所含蓋之本，不因個人小恩惠，而棄正義之基本原則，大義為道德

呈現，為道德之本，與人性本心真誠真義，正心、修身、知性、知天。能窮理

盡性，明理通、情盡其性、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以民為本以孝為教化之本，

展現是非仁義知情。《鬼谷子‧本經陰符七術》中： 
 
神為長，心為舍，德為大，養神之所，歸諸道，道者，為天地之始。萬物

所造之源，為化氣天地而成也」。21 
 
德之厚，心神自然安穩，凜然正氣則彰表於外，形神顯現的為正氣徳性精

神的展現，道德的依歸為自然天地的精神，如氣含蓋天地。為養神、養形、養

                                                
18 王邦雄，著《老子的哲學》，臺北：東大圖書，2006，頁 153  
19 宋‧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雲笈七籤》，北京：中華書局，2003 卷 58。 
20 顧寶田，譯注，《穀梁傳》，臺北：三民書局，頁 8。  
21  戰國‧鬼谷子《鬼谷子》，臺北：大鴻圖書，新校本，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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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天理人倫及人性與天性的感通。德與人性的感通為心身感性的圓滿，是

人體與形神彰顯的互動。神為形軀張顯之主，心為主導神識之糧倉，《內經》所

涵之意，心藏神，肝藏血，腎藏精：精氣是人生存的元動力，是主導經絡氣血

循環的樞紐，也即為神之所。養神之元要以德為先，以道為主，順天自然之大

德，而化氣天地，人循天地之氣修德養氣，為人之形神之氣展現灼灼其華之動

氣，增進身體的強健。《養生延命錄》： 
 
形本生精，精生于神。不以精施，固能與天合德；不與神化，故能與道同

式， 
 
又《黃老經‧玄示》 
 
以形化者，尸解之類。神與形離，二者不俱22 

 
 形體是生精的基本，精氣由精神而生，守精神固神氣，精神不因外因而散

漫，更應以至誠道德於心，才能與天合德，養生之道，存於道心，解脫人性的

困惡的枷鎖，展現形神的調和，不以神識施化，而形神展現與聖人境的仁善至

誠之德性。所以能與道同法。《黃老經‧玄示》上說：以形體所生化的軀體， 
應對生死有所認識，了解神與形離，身軀精神與形體分離。生命就喪失原

有的軀體，身軀需要的是形神的交養，展現的是人心的逍遙。為養生觀心神的

依據。 
 
《服氣經》：曰  
     
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到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

則長生。精者，血脈之川流，守骨之靈神也。23 
 
真氣是生命之源，知道保和真氣就能理解「道」是自然，而神就是精神之

所，精氣是血脈的川流，精神清明則能得氣而健康。是守護骨骼的神靈。生命

為形體與精神的結合呈現，哲理為解脫形神桎酷的療癒，不只在身心虛實寒熱

的應對，而是在人性智慧的覺醒，道以自然，體虛無為以心自安，求心之所希

望的努力和追求，能安頓自己，也能安頓天地萬物，涵虛化浴以道為真理也是

形神的診療為人身安頓的對象。   
 
       

                                                
22  南朝‧陶弘景，元‧丘處機《養生延命錄》北京，中化華書局，2011，頁 19。  
23  南朝‧陶弘景，元‧丘處機《養生延命錄》北京，中化華書局，2011，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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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形神的健康 
自然的人生，是人性的自然存在，是心性與靈性發揮落實的極致知識邏輯

思辯，識身心德性協合統一，是永恆真實與善性的調和。這種調和是神識的表

現，是超越理性的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境界，以最至誠的的內在表現出來。這

種內外合一是形神交養與靈性的調和。有這種境界，是身心內外表現最佳時期。

如無其他外在病源因素，身體一定是健康，《素問‧天元記大論》： 
 
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

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24。 
 
百病之生不離於氣血，氣血平和，百病焉生，即天地之間存在著相對不變

的規律，以有規律的結構和關聯，以春青屬肝，夏赤屬心，秋白屬肺，冬黑屬

腎，長夏四季屬脾。五行中又產生，生尅順逆的變化。自然生命中含著自然身

心與宇宙的調和。「五臟不平，六腑必塞，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
25。身體氣血之變，而成病因之痛，若是大病則會改變人的思想，自然生命中

是含著思想與情感。帶著順暢健康的心靈與體魄，是展現生命的朝氣，體現生

命精神的希望。 
 
從無垠的自然中尋求生命的價值和健康。使生命良善的智慧得以發揮。但

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夭」、「壽」，在人的生命中「猶如木之有蝎，雖

木之所生而非木之所宜也」26。如人之身體所需的是氣血循環適宜，智慧道德

善性相兼，心性良知不失，但是人之生命，所受內外因素的影響，內因七情：「喜

怒、憂思、悲、恐、驚」。外因六氣：「風、暑、濕、燥、寒、火」。及人的處世

之道，世事之因正氣與邪惡，判別是非和善惡，內心所承受的責任情操，使身

體受到決擇壓力的影響，而有所不適，人之疾病，若沒有強壯的的身體是抵禦

不了疾病的侵襲。沒有正直的善惡分別的智慧與勇氣，是沒有辦法建立心安與

和樂的社會，自然的人性產生喜怒哀樂的情懷，時令寒熱溫涼的變化，是必需

懂得適應，如何的安身立命。有了健康才有活躍的生命。有了善良品性，才有

安穩的身心。氣論健康與哲理的思維省思，是以探討維持生命，增進生理、心

理、和思想、最重要的人生指標。與正確價值意義，建立完美的人生德性行為

和道德情操、生命哲理的內涵和價值，是豐富生命成就，高尚人性和建康基礎

與理想。  
 
 

                                                
24《黃帝內經．素問天元紀大論》，南京：江蘇出版社，新校本，2008，頁 335。  
25《黃帝內經‧素問通評虛實論》，南京：江蘇出版社，新教本，2008，10，頁 162。 
26 參見嵇康，〈答向子期難養生論〉；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德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

生，而非木之所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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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需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

內以養身，外以除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矣。27 
 
此段所敘述是人臟象氣血循環之理論，人除五臟之外，更需要各部器官的

導引與聯繫的系統推動作用。從消化系統，營養吸收，排洩，神經，循環，免

疫，等等，無不以氣血帶動全身的循環。自然之氣在萬物中氣是有無限的價值 。
萬物無氣難以生，最主要是對氣的了解，自然之氣是宇宙賦於萬物的生息。氣

有自然之氣，大氣之中，有癈氣，沼氣，甚至毒氣，普通樹木的氧氣，二氧化

碳之氣，其中更包含無數的微塵，混合在氣中。自然之氣，也即是貫通天地人

之氣。不僅可增進身體的健康，更可防止疾病，混濁之氣無形中是損害身體，

更會產生疾病，道家練氣化氣充實內氣而運氣，行氣中可始身體不飢，道家以

提攝外氣可充實內氣，外氣為真氣即自然之氣。行氣可以防百病，神氣清，增

精神，更可使身體健康。《詩經》：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28 

《大載禮‧保傅》說： 

元氣之始也。 

《左傳》隱公元年經註： 

元者，氣之本也。  

雲，氣也，于天，雨雪飄落麥田與大地，萬物優渥饒洽，四季之氣，滋潤

百穀，蓄養著萬物，是上天的賦予。健康之身體更需要氣而生存，氣不僅附于

生命生生不息，更包容萬物。《左傳》，與《大載禮》稱之，元為氣之始也，是

生生不息主要來源。健康的身心，是需要氣的無形資糧，《莊子‧知北遊》：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其記！人之生，氣之聚也。聚者為生，

散者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29  
 
氣是生命的泉源！若知生死變化之道而不已為異，生為死之死，死為生之

死，生死是同類的變異呢，無人知道其端倪。人的形體，是氣的聚合，氣聚而

為生，氣散為死，聚散雖異，而有生死之分，人之生死為氣的聚散。自然宇宙

源於氣，是萬物的自然之理，宇宙自然之理，與生命的義意，所蘊含的人生至

理，為萬物皆同。是自然之情，其最終意義，是人心與自然，是萬物之自然。

                                                
27  晉，葛洪，著，何淑真，校注《抱朴子》臺北：國立編譯館，新校本，2002，頁 17。  
28  王靜芝《詩經通譯》，臺北：輔仁大學文學院叢書，新校本，頁 459。 
29  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新校本，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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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義倫常，律己眀德，是人性道德的彰顯。為內在心性與外在心得的感受。人

性之善惡如幽明之變。展現是誠與欺，善與惡、氣之聚、氣之散。善惡幽明之

聚散，為道德心性的人性心思與自然的對應。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

至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長生。 
 
成玄英疏；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寄窈冥，深遠昏默。元絕耳目，無30

外視聽，抱守精神，境界不亂，心與形合，自冥正道，精神虛靜，體無則

所勞，不緣外境，精神長疾，心閒形逸，長生久視。 
 
至道的精華至道至極的展現，是人道德心靈所尋求的德性心性，氣飽滿則

體自充，精神自然飽滿，精神飽滿，會產生慾念的擾亂，精神寧靜的保持，深

思掌握慾念是煞那的滿足，應不使身形過於苦勞，防止精神恍惚而能定，長生

之道，是從「識」對心思意念的人生世物道理的理解。真正了解身病、心病，

的應對之道。神氣之融合、養生之主、神氣背離、身命不如一、以神調氣、以

氣凝神、形神合一，則形神安健。身體自然健健康，為養體之基。是身體健康

的資糧，而建康是需要德性心思才是形神的健康，是人性至善的表現。為精、

氣、神的合一，是圓滿身形神至善的展現。而善者遂其生，惡者喪其形。因此

調和氣血，精神專一，意守內心道德，不亂方寸，精神與自然的感通不外乎是

道德心靈暢通的開放，體現了萬物與我的自冥正道。寥解生命的內涵價值意義，

認識人生的根本內心至誠至真。使生命更充實更理想與光輝，形神的健康，為

生命的健康，身體的健康，與思想的健康，更貞定生命的價值。 
 
  

                                                
30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新校本，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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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形神交養的生命境界 
   

形神交養之所依，更希望配合天地自然之象，顯於一切萬物，天、地、人、

物、山川地理等之鍾秀靈氣。展現於自然之中，有地靈人傑秀麗之山川，靠山帶

水，星斗輝映照曜之地，以自然之氣，強調天人合一的感通。形神交養是以自然

之氣與《黃帝內經‧素問、靈樞》著重生活保養的精神思想與活動，情志的調攝，

從氣血盛衰的變化，以精神內守，進而望而知之，來辨別心、神、靈，及身體的

盛衰。從內邪外邪了解經絡方向的來源與傳經的方向，配合自然之氣的清純，以

神識為主、形為從，做為形神交養的境界。《胎息精微論》： 
 

太和之氣為首，清淨自煉，委身放體，志元念慮，安定藏腑，動極太和，1 
 
人之內心希望，是無窮無盡，在有限定的能力限制條件的人生挑戰，是必須

要：生存中能有完美的境界與理想，「解消生生之厚的貪求，而向不生之生邁進

達成；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的人生終極目標」2難以證明的混沌，展

現了宇宙變化無窮極至的能力，生命的寶貴，是創造一切價值的價值。沒有生命

就沒有創造的任何能力，生命就失去原有的義意，人生應不就這麼默默而來，無

奈而去的遺憾。生存的生命中，生存競爭受制於生存條件，人在世上的生老病死，

悲歡離合，成功與失落，成就的條件必須掌握身體的健康，與智慧的發揮。 
 
人生的成敗在命限的情況之下，是如何的堅守信念和原則，也不因窮極白首

而無法達到人生應有的目標。這是人生的無奈，形神交養與健康是從心理的治

療，身體的治療，觀念的治療，以及人心和天性與人為一切價值活動的心靈表現，

與人生哲理互為內外，和感官的人性內心希望的達成，解脫人性的挃酷，來探討

人生。《郭店楚墓》： 
 
儒家經典語叢中出現；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知命。

情生於性，禮生於情，嚴生於禮，敬生於嚴，望生於敬，恥生於望，利生於

恥，廉生於利，文生於禮，慍生於憂，愛、欲生於性…其所之同，其行者異。

有行而不由，有由而不行。3 
 

其思想內容由性自命出，為情感與人倫的本然之性。展現於內在心中與外在

行為。在有限的生命中，力圖超越生命的體現，而在有限的人生。每一個人均希

望超越生命精神的追求、從無垠的時空裏，來超越有限的生命。但是生老病死是

                                                
1 宋，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雲笈七籤》，北京 ：中華書局，新校本，2003 卷 58。  
2 黃慶鐘《老子歸根復命思想的哲學省察》，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4。摘要  
3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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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ㄧ大痛苦與負擔，而疾病更是生命生存最大的隱憂。 
 
生命的意識、知識、見識、神識。是心、神、靈的精神人文學識境界，也是

掌握人思想、行為，心理、生理，人道、天道，和掌握生命的契機。從自然之道

與生命的價值，展現了不同層次的人性與思想。「道與德」，和「道」。與「德」。

均是人性的宇宙觀，與人與人的互動，展現微妙的人性觀感，孔孟之道以禪述人

與人的關係，道與人禽之分，老子以道涵攝天人關係，展現宇宙生命與人性及人

文的意涵。《老子》「以道提升人在天地間的地位，並提出道法自然」。4道性自然

的人文意涵，是人性的道德觀。「道」以自然無為的精神涵蓋人性的赤子之心，

展現人性精神展現完美的良善。《詩經》：何草不黃。5這是人生。道包含著人生

指標的開顯與未來，所有的宗教教化經典，其內涵無不以「道」、「道路」、做為

啟發人性境界的基本義意。道是道路與人性的指標，從人的摯誠心性，與自然萬

物無為的境界，展現人性的智慧，啟發人性的思維。 
 
道包含著天道、人道、君臣之道、父子之道，更展現自然之道，《莊子‧逍

遙遊》「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野義若此矣」。
6這是才智，品性道德和理想，展現人性的能力和智慧。道也是事物的本然性和

必然性，也是追求宇宙精神與物我交融與心境的天命觀。從心境的修養，《老子‧

六十七章》「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謹守慈愛和節儉，凡事退後

想一想，不敢為天下先，為理智的決擇。是為人之道，是道的自然展現。天地法

道，《老子‧二十三章》「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7。飄風驟雨不因時節的變

動而呈自然，道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不言為教，緜緜若存，而務得其真，與道

同體。 
 
天地之開闢，人物之生成，天地之造化，人生存於大地之中，從學習而得知，

從知得智，由智而動心，由心之動，喜怒哀樂均彰顯於外，而有善惡之情，隨七

情六慾呈現行為之不同，道所呈現是天地自然之理。是掌握生命的界限，落實到

實踐的形軀，掌握生命的智慧，從心知智用的有限性，認知無限生命智慧的追求

和學習，老子：道之義：為貫通天地萬物之理，展現靈性價值的生命，盡稽萬物

之理，動靜虛實之變為有天心。《淮南子（本經訓）》： 
 
宇宙萬物與人為一體，道為萬物之根本，為創化之先，論道之覆天載地， 陰
陽者，承天地之合，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8 

                                                
4  陳鼓應〈道家的人文精神－從諸子人文思潮及淵源說起〉，《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二輯，   
   北京：三聯書店，2007 頁 104。 
5  王靜芝，著《詩經通譯》，臺北：輔仁大學文學院叢書，新校本，1987，頁 501。 
6  吳怡《莊子內篇解義》，臺北：三民書局，頁，29。 
7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頁，58。   
8  李增《淮南子》，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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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始生。雖各自相繼以生。性卻各彼殊異。「道」為納百川之流。容納眾

殊異之象，是道之本也。道以呈現人心，為至玄至妙，。聖人所以能集天地之理，

盡人事之變化、通解物極必反、而反用其妙。則道能生物畜物、亦為道之德。如

《老子》道德經。就是最極最大、最細最微的奧妙之理。徳為人性顯發心靈智慧

的觀照，聖人所以能集天地之理，通解物極必反，而反用其妙，則道能生物畜物，

亦為道之玄德。《老子．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為道之玄德。 
 
是人生修身達徳奧妙之理。如唐君毅先生說： 
 
川谷之眾流，自各彼此殊異，然江海宏納眾流，則眾流相融而混，斯其殊異

之相。乃無不泯矣。又如樹木之本，而物如枝葉，枝葉扶不同性格，而母之

本身亦無此不同之性格可得也。9 
 
道之生化萬物，是以德之內在的方式，以蓄養成全萬物。道為自然靈性感通，

是人心靈直觀的慧照，德性為生命的內在實相，統合生命起發生命行為表相，德

性也是肯定人性的價值。人性內在思想，義與利的決擇，德性的修為決定人性思

考和行為，豁達大度，寬宏大量，甚至以德報怨，更有包融的心，是人心的省覺，

和生命主體的把握。依理性行事，就是身，心，靈，整合的寫照。在＜歸去來辭

＞中田園詩人陶淵明在歸去來兮：「即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10的愁悵

寫照。孔子的「知天命，畏天命。不怨天，不尤人」，11以圓滿的 道德認知寬容

的心情來對待人生。 
 
「德」是樹立人倫思想的根本，是人心靈情操和信念與生存意義，德性展現

能以心性的覺悟看清人生。道家《太上感應篇》：「福禍無門，為人自招，善惡之

報，如影隨形」，是約束人心德性的心靈的指標。而這指標是要有義務與道德的

價值信念，及道德與善知識所結合必然的價值存在。即生命教育和哲學的目標，

提升生命生存意義的上升，展現生命存在價值的光輝。要展示生命的價值，是要

正確的認知德性展現，使心性有實際善良正確的內心道德認知。人生在時空中當

下的生命，在佛教的經點中：是帶著業，帶著情欲，帶著情感，也帶著主觀意志

和情操。要消除業障必先轉惡為善，以德圓滿善的境界，從有為的執著轉無為的

解脫。生命智慧似乎含著前世今生的因緣果報，人性與道德性是願與不願的決

擇，「更借重命理學和風水地理學及宗教信仰來增強自信心與趨吉避兇之道」。12

自古至今貪夫殉才，烈士殉名，均展現無耐的人間世。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好

                                                
9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臺北：臺灣學生，1996，頁 396。   
10 〈歸去來詞〉，林葉， 何春英，編《古文觀止 》，臺南：正言出版社， 1971，頁 286。 
11 沈清瑞《四書直譯》， 前程出版社有限公司，高雄：1983，頁 292。  
12 邱擢鴻《傳統風水術的哲學省察》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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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壞的展現，因各人不同環境的因素，而有所差別。也因上天的造作人有飢寒，

為生存有所逼，為飽暖而不甘願受環境的挫折。而產生貪與苛求。「而好惡亂其

中，利害奪其外」13，理勢之相因，是疏闊而難知，重利和重德的感受體用是不

同，結果也是不一樣。 

第一節 形神與修德 
德性在生命的意義，應是從經歷種種事件，體驗生存中價值與失落的感受，

生存的困境和人生的悲歡離合。有更深層的體會。從確實人生的價值觀。了解生

命的價值。從生存中尋找出生存的遠景，茫茫人生心志之報負，時空之差，學之

所限，猶如：「精衛銜微木，將以塡滄海」。14志向雖大卻無收效，人生的感嘆，

猶如 《莊子》：「人生有涯，而學無涯，殆也」。15的這種無耐，富貴福澤，貧賤

憂戚。是人間的寫照，或是天地對人的磨鍊。世間所有萬物，芸芸眾生均有生滅，

無人能超越這生死的洪流。維有德性能展現生命的價值，實踐生命在宇宙的光

輝，《莊子‧大宗師》「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所不訢，其入不距，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執著的心，不須分別歡喜和厭惡，有了喜歡有

了厭惡，心就隨著歡樂與悲哀。不執著，悅與惡，不心動，就是有德性的修養。

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16道德善良心性最後成為人禽

之辯的根據。來提升生命高超的成就意義，可是人有時也會有禽獸之性的發洩，

而不是人的行為。鴻雁南飛，有一定的排列，「關關雎鳩」，17情義專ㄧ，極篤伉

儷之情，分開時也不和別的異性共棲。甚至；烏鴉有反哺之義，羊有跪乳之恩，

對人是一大諷刺。人若無法透過良知，理性，分辨善惡，進而擇善避惡。才能稱

為人。一個人要成就人格，靠知是不夠的，而必須實踐行善避惡，也即發輝善良

道德本性，做為社會的根本實現的根基。來豐饒每個人的心靈，再由心靈擴充到

人性，使到處充滿道德靈性的光輝。《老子．三十九章》： 
 
至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18 
 
人性的造化，乃是一種生命精神的流露，不以華麗尊貴為人之上，而寧願普

普通通展現人生自然本性。也就是生命的光輝，只有生命精神的流露，才能完成

生命道德情操精神的基礎，進而完成人性的終極目標。由如雕畫師，所畫的耶穌

基督或聖母瑪麗亞的畫像，雕刻師所雕出來的神像，佛像。畫作者與雕刻者的心，

是把作品，以所學的的技術展現作品的完美。而虔誠的信徒與祭拜者，對神像所

發出內心崇拜的心情，與雕刻者和作畫者的心情是不一樣，生命的完美價值是至

                                                
13 林葉， 何春英，校訂，《古文觀止 》，正言出版社，臺南：1971，頁 466。 
14 轉引自王光前《陶淵明全集》，高雄：前程出版社，1985，頁 301。 
15 轉引自張素貞 ，編著《經子名著選讀》，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7 ，頁 326。 
16 余培林《新譯老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有限公司，2008，頁 121。  
17 王靜芝《詩經通譯》，臺北：輔仁大學文學院叢書，頁 36。 
18 余培林《老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8，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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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的信奉，把道德當作神聖的天命指意，用虔誠的心去實行道德的人生目的，這

即是生命的人生哲理。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挑戰，對生命奧密的探索，以愛的表現

對人性的關懷，但是生命的洪流中，有善有惡，為惡不須修心，可為所欲為，劉

備，告子曰：不以惡小而為之，不以善小而不為，為善必了解人心，人性，人情，

及為人處事，更須要以智慧來處理人間的事事非非。生命的目的是追求生命的安

適生活與始基，或創造生命的價值，對生命的由來，及宇宙的形成。物質的本源，

一切存在者生存的原點，是玄學科學的思辯與證明。或宗教經典及科學證據，來

發現外在宇宙的根本物質構造。道教《大通經‧真空章》：「先天而生，生而無形，

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存也」。故曰：不可思議19。孔子說：「不

知生焉知死」，人的生死都不能知道，又如何去了解宇宙來源的變化呢！。以周

圓的理論，從物質性、形象性，高度的抽象層次，思想理念的共同根源，那就是

科學和實際證明來增加其判斷。哲學是探求事務根本原理，是以改善人類的生存

現象來探討人生的未來和導因就果的研究。《老子》：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谷，

「養也」20。   
 
河上公 注，萬物之生必有生息長養之源，按觀王弼釋「谷」字以借山谷之

谷而其意為虛無。王邦雄老師：谷是有形的。有形的大地才能眷養萬物，。《諸

子綱目類編》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識孰。

天地萬物造化中，必有鋼維21萬物的生息是有一綱維，而老子的自然是超越綱維

的拘束。大地提供微妙生養的本根而這種自然微妙天道，與人性的智慧是深藏在

內心，因而人心與天道的互動，從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季節的變化。擇時選物

而耕，是人與天地的感通。也是生養的自然「體」與「用」。體用之間也是天地

之間與人智慧互動的玄妙之妙，也是我們內心所感受的玄機。生天地人物之形

者，元炁也；授天地人物之靈者，神明也…道全則神王，神王則炁靈，炁靈則形

超，形超則性徹。性徹者，反覆流通，與道為一，可使有為無，可使虛為實22。

人與天地之炁是無形的靈性與神識的感通，是超越形體的流動，與天地精神和自

然合一。而虛空的變化是玄妙的，則是道的奧妙，天地之根展現的，是天地擁有

無限的生成。還要配合人的開發和努力，才能圓滿從體用的基礎發揮天人合一的

境界。 
 

谷神不死，在自然中谷為有形，而神為無形，谷的無形作用叫谷神。23 
 

                                                
19 李涵虛，注譯《太上十三經》，臺北：中華道教總會，1998，頁 125。                        
20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2006，頁 17。 
21 明．李元珍《諸子綱目類編》，頁 646。 
22 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印書館，2009，頁 352。  
23 王邦雄．陳德和《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臺北：遠流出版出版，2010，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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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生生不息展現的生命氣息意義，生養的作用永不止息，這叫玄牝。而

生命不只是單純的存在。而生命必須相信「生命」必有其應然的性格，「生命」

是有理想、能反省、可表現、會發展的每一個人，在生活世界中、真誠實意過日

子的自己。強調 主體性重視生命的人格的發展，能開顯德行的境界。「歷代聖賢

關懷人類的存在價值意義，因而將一切教化的重點，放在每一個人之生命理境的

豁顯和提振上」24。 
 
人類早期精神寄託包神話，宗教意識，巫術，及生活基本技術，但是人類精

神仍報著外在宇宙的直接反應，及人存在本身生滅變化與理性具體存在的所有存

在的現實事物。展現有的存在和消失的生滅現象，阿那克西米尼斯，泰利斯；以

具體有限的存在，萬物原質，以可動性，變化性，設為可動性維原質的根本。具

有直觀的思考習性，把氣息當做生命原理。多瑪斯；存在即一切的存在，以萬物

變動證明，亞理斯多徳的四因，以動力因、可能性必然性的與宇宙論證不動的動

者，以必然的存有展現這個世界。《道藏‧操真章》：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歸則萬物寂， 
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生」25。 
 
則為有動的動者，又視為不動，但其能力則能造化萬物，至清至虛，至神智

靈，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無始無終無今。來看待這一切宇宙的變化。人心是由

寂然而感通，唐君毅先生認為天地之大，復有萬物，雷動風行，轉化萬變，寂然

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為心，則異類未獲具

存。此極然至無，即無一切形器形體無體之無。此無，乃一切勿知動之息處。真

理無偏，人性均在於心之用，天理是人心行為的依循，天地四時變化無窮而卻有

其常道的四時之序，掌握這種變化是自然的常道，無形無空，大地變化有相，而

變化操弄者，是無形無相。 
 
《老子第二章》：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 前後相隨。是

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功成而不居。26 
 

王弼曰：ㄧ為數之始，物之至極。也即大道天地人倫之本體。天地萬物之本

源。一者也，各以其一，（清、寧、靈、盈、生、貞、盡、若失之。則裂、發、

                                                
24 王邦雄‧陳德和《老莊與人生》，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8，頁 4。  
25 李涵虛《太上十三經》，臺北：中華道教學會，頁 127。   
26 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釋》，臺北：中華書局，2009，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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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竭、滅、陰陽變化，盡人倫之吉凶）。萬物萬事之始，得一者，主要是人以

立本為要義。天地神谷。萬物侯王。則為引喻之言。天地自然的變化，日月星辰

之交，寒暑晝夜之變，風雨露雷之化，均得一之理。周易復卦<彖辭>：「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註：「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然天地雖大，

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27如此至無：在天地的運

行是刹那間、與天地無關。但是在有限的人生，不能把雷動風行，當做沒這回事

啊！只有從修為，從正心到無為開始做起。所謂：「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

之行，始於足下」。以自然無為之道，來做人生的目標。  
 
有與無是相待而生，長短也是相待而顯，高下相傾椅，聲音相待，前後相對

之觀念，是以對待關係而產生。而順應自然以無為的態度來看待有與無。富貴福

澤，是一般人生希望的擁有和追求，貧賤憂戚，是人人希望跳脫的目標。所追求

的是擁有滿足的人生擁有的目標。理想的人格包括為學之道，立心，應事。以正

義明道。對於貧賤富貴不動其心，死生禍福不變其手。做到無所為而為之，執道

不執事，一切主之以義，而由之以成，對於人間的富貴、生死得失、能隨寓而安。

人總是有情慾的動物要達到聖人的修為的境界，是非常困難達到的。天理與德性

和人的慾念是永遠的對立的。要放棄慾念的衆惡之本，清心寡慾是要經過修為，

明師的指導和不斷的學習，要達到存天理去人慾，逐漸的達到充分了解人性的境

界的德性修養，才是完美的人格，與自然天地德性同心。而知「道」者天不殺，

含「德」者地不害。從行動中省察深思慎行，克己而一私不行，不以偏私之心去

看待人生的ㄧ切。「哲學的進路，在於主體的修証，而其工夫，则在心上做。心

致虛致極，吾有心知可欲，不貴亦不尚，使能心不亂而守靜致焉」。28，從動靜

交養的功夫，明而有覺來看待人性，是修身明性的方法。「天理取法余天地之秩

序，人間秩序的善性禮儀才能如天地一般長久」，29人性的德性為道德實現的完

全彰顯，以天道天理的本質內化在人的心中，道德心靈充分的表現才是道德的光

輝。聖人養心慎動之學則在於此，喜怒哀樂能善解於心。《老子‧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30 

 
德性修為的展現，如父母對待自己的子女，如赤子之心對待自然天地，明達

玄妙天地自然之理，盡德性之修，以柔合之心對待一切事務，人之心境展現的是

道德感想。是天地人我至善德性。不因富貴而不仁，不因爭利而鬥勇，不以乘權

位而驕蠻，阻絕不正的私心與情慾，警覺自己錯誤與是非，消解紛擾，德性的展

現是萬物自然的根本，德含萬物，培育萬物，作育萬物。而不自恃其能，展現涵

虛萬物之能，而不居功，是德性之至。 

                                                
27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2006，頁 108。 
28 黃慶鐘《老子歸根復命思想的哲學省察》，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 31。 
29 謝裕龍《勘輿的哲學省察》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 92。 
30 王卡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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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形神與超悟 
《道藏．上清經》虛無自然之炁。化生天地。正炁變通。邪炁消滅。夫正炁

少。則天地為邪炁失明。惟邪炁多。故能害正炁。正炁多。則能禁邪炁。此

乃天地自然之炁。31 
 
繫辭傳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本自然之炁。宇宙是

的，從近代科學的進步。在太空是寂靜的。物體在太空中是不動的，可是一個動

力就隨動作方向不停的飛去。大自然星球的運轉所產生的氣流。而產生了宇宙之

氣。開創宇宙的生命。也開啟所有宇宙中生命的火花。從萬物造化之始，如天能

運轉，陽也；附缀星辰河漢處，陰也。日光炎灼處，陽也，其中閃爍之精，則陰

也，一陰一陽之為道，氣與陰陽與道而演變人之道，善與惡，從人性的自然善的

德性，知道惡的ㄧ面，透過先哲的智慧，得到啟示和世間的知識，來面對人生必

須接觸的問題。 
 
天地之氣如七政正炁相吻合，也與現代科學，行星自轉在宇宙風，地球自轉，

產生了地球風，所帶動的自然之炁，也互為一致。行星隨太陽旋轉，與太陽遠近

而產冷熱，而成陰陽變化，四時春夏秋冬自然，呈現。宇宙本體因此成立太極說：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演變人出人在地球上生存。也由於人

的進化以宇宙本體元氣稱為實體。時雨一 時不私一物，自然大地的奧妙，是從

長期的觀察，以周圓的理論及同源根源性，去異求同，來尋求思想理念的共同根

源性，也因沒有證據證明宇宙的起源，而受制於宗教，也受制於哲學，惟有從文

明和科技的傳承，來證明價值觀。正因為元氣不滯於一偏而通呼一切。《列子，

天端篇》： 
 
從太初，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素之始也。32 
 
將乾坤改成天地。以天地未形，惟有太空，空即無即太虛，冲然元氣。 氣

不離虛，虛不離氣，天地日月萬形之種，皆備於內，一氤氤萌孹而萬有成質矣。

是氣也者乃太虛故有之物。人人本來就有的本然之性，就是良知，性是天理，良

知。是形而上的，道心而「情」，包涵了人欲，也否定了道德觀，的人心，而成

善惡的分別。從有限的人生觀與無限的人欲，情感，價值和實際，中形成了喜，

怒，哀，樂，和七情六慾的人生觀。 
 
自「道心，天心」或是「人心」。為有教育和修為，從知情之理，了解道德

和仁義，制人心於道心，再輔之以五常。仁、義、禮、智、信。音樂、名教、法

                                                
31 道教會《道藏‧三十六經》，臺北：道教會，印，1925，頁 212。 
32 嚴靈峯《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82，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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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常識。使人個安其份而不爭，才能維護社會的穩定。人人本來就有的本然之性，

就是良知，性是天理，良知。是形而上的，道心。而「情」，包涵了人欲，也否

定了道德觀，的人心，而成善惡的分別。從有限的人生觀與無限的人欲，情感，

價值和實際，中形成了喜，怒，哀，樂，和七情六慾的人生觀。以「道心，天心」

或是「人心」。為有教育和修為，從知情之理，了解道德和仁義，制人心於道心，

再輔之以五常。仁、義、禮、智、信。音樂、名教、法律常識。使人個安其份而

不爭，才能維護社會的穩定。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端置於人心何惡之有。與康德無所成的

善，判明知識的價值。聖人養靜以心，慎動以直能動靜交養，從心誠貫通生命，

發於內心，展現真情的倫理實踐，掌握美好的人生。生命的哲理中所強調的是生

命的意義，價值理想，乃至生命樣式。人的生命應該是積極、樂觀而剛建的。人

生的理想是人生哲學的指導原則。從宗教的天人合一，人文的道德智慧。會通宇

宙精神。如上善若水，包容萬物，進而了解善的知識，安於付出對自己和別人的

關懷，發輝生命智慧存在的主體意義。由人性與道德性在內心渴望追求的目地和

結果。理解人類生存相關的人間世，生命實存為道德與善知識所結合必然的價值

存在。即生命教育和哲學的目標，提升生命生存意義的上升，展現生命存在價值

的光輝。要展示生命的價值，是要正確的學習和修養教育，使心性有實際善良正

確的道德認知。 
 
人生的成敗在命限的情況之下，是如何的堅守信念和原則，也不因窮極白首

而無法達到人生應有的目標。這是人生的無奈，形神交養與健康是從心理的治

療，身體的治療，觀念的治療，以及人心和天性與人為一切價值活動的心靈表現，

與人生哲理互為內外，和感官的人性內心希望的達成，解脫人性的挃酷，來探討

人生。 
 
宇宙之理，涵蓋著萬物，宇宙之間存有存無與無窮變化，考驗了人類的智慧

和精神，生存的智慧。如憨山大師所註《齊物論》「以真知真悟，了無人我之分，

相忘於大道……了悟自己本有之真宰卻肉質之假我，渾融於大道之鄉」。33聖人

以自然合乎大道，而大道之理則必須了解省悟，人性天性的感通，也是由迷而悟

之所以成，大自然由無而有的變化，「陶弘景《養生延命錄》以導引按摩，求身

體活動，通筋骨、和氣血，常動有戶樞流水，常保體健，人要長生永保體健澤須

與星辰長動相契合，為此人必得動，柴能保命長壽」。34自然道之源，氣之本。

天有自然之氣，人有溫暖柔剛。風、暑、濕、燥、寒、火，之氣象相應，人秉天

地之氣為神為形，天地之氣展現的天地之德，萬物所受自然之生生不息。自然則

為天之德，而人之行為修養所追求的是天人之德，是自然觀也是天性。 

                                                
33 明‧憨山 釋德清《莊子內篇注》廣文書局，1900，卷貳，頁 2。  
34 蘇義介《陶弘景《養性延命錄》，養生思想之研究》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199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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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形神與感通 
莊子言心，自道心虛靜，不起是非，不生好惡，以虛無虛靜之旨。與儒家仁

心感通遍潤、而超越德化。天下的至理正道，是不失誠心正命之情。心如明鏡合

乎虛無，神秀：「身如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不使惹塵埃」。道心如

如自得自在。是必需要有誠至精誠之心意。的體會精進的習修，以無用之用，是

為大用。如「心齋」既心的齋戒、工夫的修養、就在心如何對待物。人之感觀物

慾，生命就在流轉爭逐中流落迷失。因此必須回到心的本性。 
 
從精神，意志，思想，智慧，憂慮，魂魄，心靈。從人身，人心，人性。與

老子的道，孔子 的德，孟子 的善。應是互為表裡。內心所蘊結的是人性與天性

的感通。《莊子徐无鬼》： 
 
盡有天，循有照，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也，

不知而後知之，其問知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35。郭象注：夫物為

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始有

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任彼則彼自解之，無功故似不解，明彼知也，我

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者則天下莫不皆知也，應物宜而無方各以其分。
36 

 
成玄英疏：上來七大未有不猶其自然者，循順也，但願其天然智知明照，窈

冥之理自有樞機而用之無勞措意也，故我述而不作也，體從彼學而解也戒小成性

故不似解，能望其知故不似不知也，萬物紛擾頡滑不同統而治之咸資實道。37佛

家以成佛為目標，道家以成仙為目地，而儒家以成聖為理想，聖人的境界和責任

是教化，與傳播至善本真道徳善性的良知。而人道人性之境，是見於天地之心，

展現人性超然的境界，這至善哲理，是天道性命之貫通。是聖人觀的思維與境界。

遵循自然中道的人常之道，從聖人的慈悲和愛心，做為順應人性修為與處事的法

則，來實踐生命的理想，而可以安慰自己的身心，從善行和心知之修養，至善的

心，則可以展現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減少為惡的憂慮、展現善性的 人生。從

自我的批判與覺醒，從善的心中來啟發靈性的展現，以「有涯之身」從自然善性

的智慧，以心靈來超越肉體與無限的宇宙。 
 
從自然善性的智慧，來超越肉體與無限的宇宙生命相調和。 生命的 創化以

生命意識的昇華，意識的昇華即思想之自我解放38。從生命的價值和修行，人禽

同是生靈。《藕益大師．寒茄集》：「人能痛念生死事大，觀破一切世情，若順

                                                
35 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頁 377。 
36 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頁 377。 
37 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頁 377。 
38 葉海煙《莊子的生命哲學》，臺北 ：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2003，6，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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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逆、總虛不實、過眼便是空」。39生命的價值，必須有生命才有價值。 尼采：

「我思固我在」，存在的價值，是展現自然的大道。通貫萬物之普遍共同之理。

也是自然宇宙一般律則或根本原理。「道」，主要開顯為天、地、人、我、之間互

動秩序的根源。也是一切物、人、我相生相須的因緣關係與條件。也是由天理德

性及人倫修養的互動，和至德心性的表現。《老子》：「有物混成，天地萬物自生」。

為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建立其存在，乃依於「天地萬物必有其根源本始或原因」，

以理性原則。以致虛守靜，人之思想，修為和人生百態所經驗，做出合理理性選

擇。「道」探索的是生命在天地之間生存問題，及人與人之間互動與自然的關係  
是人的生命觀所追求的境界。無常為「佛」家對生命的看待，生命以緣起緣滅做

為人生一個段落輪迴，為生命的究竟和結果。 
 
生命精神的依賴。是在內心最無奈的最後的ㄧ點依靠和信念，那就是「展現

生命的徳性光輝」。從沒有展望的軀體，寄望於延展光輝的人性，繼續完成這人

生未完的心願，雖然這是一個希望，但這也是尋求「悟的道理」。如從迷中來解

脫人生的苦惱境界，從黑暗中尋求光明，以此信念來解脫人生的苦惱，從生命的

智慧把握現有的人生。聖人之道，為成就心靈境界的體現，沒有迷執染污的心，

對世俗的紛紛擾擾的對待有不忍之心，也是儒家的道徳心，真實的自然存在，無

窮盡的天地間所賦予的根源，是無形的造化與養育，人的智慧行為應秉承著體貼

天地之心，效法自然義理，也是聖人不忍之情，做為內心行為的規距與道德良知

的實踐，誇越人性的命限。以智慧來解脫一切煩思和雜念，才有正念正智和和定

觀。來分辨喜怒哀樂，與人生的悲歡離合，提升天性真理的融貫，與自然的存在。 
 
聖人觀強調的是生命的意義，價值理想，乃至生命樣式。人的生命應該是積

極、樂觀而剛建的。人生的理想是人生哲理的原則。從宗教的天人合一，人文的

道德智慧。會通宇宙精神。如上善若水，包容萬物，進而了解善的知識，安於付

出對自己和別人的關懷，發輝生命智慧存在的主體意義。由人性與道德性在內心

渴望追求的目地和結果。理解人類生存相關的人間世，生命實存為道德與善知識

所結合必然的價值存在。即生命教育和哲學的目標，提升生命生存意義的上升，

展現生命存在價值的光輝。要展示生命的價值，是要正確的教育，使心性有實際

善良正確的道德認知。 
 
從人文理性的成就，凸顯出來的宗教情操和思想。知識與智慧的學習教化，

教養是人生哲理的起發。藉由學習來教育，來拋開不如意的境界思唯，由知識智

慧來判別是非，道德善良心性最後成為人禽之辯的根據。來提升生命高超的成就

意義，可是人有時也會禽獸性的發洩，而不是人的行為。鴻雁南飛，有一定的排

列，關關雎鳩，情義專ㄧ，極篤伉儷之情，分開時也不和別的異性共棲。甚至；

烏鴉有反哺之義，羊有跪乳之恩。人若無法透過良知，理性，分辨善惡，進而擇

                                                
39 藕益大師《寒笳集》，臺北：華嚴蓮社，1963，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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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避惡。才能稱為有良善思維的人。一個人要成就人格，靠知是不夠的，而必須

實踐行善避惡，也即發輝善良道德本性，來豐饒每個人的心靈，再由心靈擴充到

人性，使到處充滿道德靈性的光輝。 
 
人心之靈，所展現的是真心與自然天道，，教化人之心，取人性之善以立教，

使聖人之教展現理想人格典範，聖人觀，在成就道徳的圓滿之境的關懷。對於自

我徳性的勉勵，從智慧和徳性的信念與天道的感通，道徳心靈的實現，是能在當

下的覺悟，而展現自我的提升，也即是對人性的終極關懷。其目標是指向現實人

生賦予生命的價值意義，提供方向使人生的過程和結果有所崇高的理想，聖仁所

感受的態度，是義理徳性發展態度，以道徳實踐對天命默識，從天道拉入人心，

使人性道徳的開啟，肯定人性的與天命的感通，也就是自然。 
 
《老子‧第二十五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說：法，法則也。人不違地

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

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

為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40 
 
牟宗三先生說：「凡有皆始於無，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用智不及無知，

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向法也。道順自然，天故資

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41聖人之心為普化天下，從自

然的道德展現到人心修養的境界，從徳性孝行修善捨惡，完成人性基礎徳性，以

個的人修為，展現到整個社會，盡而拓展到整個國家。有自然的德性至理的感受，

人就無貪慾，能樂其生，順性與自然相映，展現高尚的道德情操。  
 
生命存在的義意應是人性價值事務的判斷，建立生命的價值觀，從精神與形

體的關係，確認生命的最高主宰。體認人性，而生命的最主要主宰，是建康的身

體，從健康的理想中展現從生命學習的人生理想。從奔流不停的時間中，體會人

之為人與自然的關係，《靈樞》主要討論人之五臟六腑及經穴，以九鍼十二原，

立針經，從穴道、陰陽、虛實、從藏腑與經絡的流程，井、滎、原、俞、經、合。

來了解身體的構造。 
 
從最簡單的拍手功，即利用十宣穴的拍打，促進氣血的循環，就能促進身體

健康。小小拍手促動十宣，就影響刺激全身經絡的循環。《針灸經絡圖》，由姆指，

手太陰肺經：少商穴。食指，手陽明大腸經：商陽穴。中指，手厥陰心包經：中

                                                
40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2006，頁 65。  
41 牟中三《才性與玄理》，臺北：臺灣學生，1991，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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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無明指，手少陽三焦經：關衝。小指，手少陰：心經。與手少陽三焦經：關

衝。從十宣就帶動身體經絡的全身循環，是氣血循環的主要理論。 
 
《周易．參同契》以一陽來復，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為天地心，萬

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見天地之心。天地開閉於此時，日月合闢於此時，草木

孳萌於此時，人身之陰陽交會於此時。是內真外應練氣最佳時機。道家之築基練

氣更進從天地之氣與人修持之心，從自然與人性的感通。 
 
形神交養以德為首要條件，《太平經》主張「興善止惡」是古老善惡報應的

思想。強調德性的重要，徳性為心安的主要條件基礎，心安的最佳條件是要有天

心德性，則能內心有所安適。心裏所感受的氣息，則無所僱忌，所感受的是天地

正氣。《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也即以天地之心為心，展現人心

德性的基礎。生命之精神所以為生命，是以精神心性，支撐著思想行為，形神交

養是與精氣的融合。《太平經》「夫人本生混純之氣，氣生精，精生神，神生明。

本於陰陽之氣，氣轉為精，精轉為神，神轉為明，此即混存之氣，」即元氣，形

神精氣，為元氣出成形神相衛。 
 
形神相交相衛是養心，養神，養氣。儒家以理，佛家以觀，道家【鍾呂派】

以氣，修習氣的功夫以 伍沖虛：丹法是以「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

也就是築基，練己，凝神。而修習至身體強壯，再以經典的哲理，參悟人性思惟

的最高的生命境界，這是道家的目標。 
 
身心的健康的基本功夫，從營養主入、營養的吸收，產生血，十滴血產生一

滴精氣，十滴精氣一滴骨髓。由於人之年紀越大，骨質疏鬆情形越高，身體機能

不如青年，更需要健康的身體。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主要在於補足

精氣神的精髓所在。則是身形氣息健康的展現。從基本身心條件，要有儒家的不

忍之心和至善之情的關懷，放開心胸，心之氣自然敞開。與道家的練精煉氣練神。

的氣化的運用，內以養身外以除病。若沒有良善之基，就無法分辯善惡的決擇，

練氣之中精氣之飽足身體的需求會產生衝動之思。更是需要德性智慧的理解與深

思和貫通，排除惡念。孔子曰；「食色性也」。可見正邪對錯的思維是必有真知與

修為，及至聖不忍之心的見解，才是真正的內修心神、外除邪惡，而達到安心、

安神、安身，逍遙無慮的生命境界，生活在自然天地之中。 
 
人生所面對的問題，從生死存亡，幽明的感受，《楚辭‧天問》誰知其數？

天何所沓？42何不言問天，天地之廣無垠，偶隈衆多，焉之其數？人之情性，思

維萬緒，人性善惡表裏行為的表現從正義，懦弱，堅強，性與情，善與惡，精神

魂魄與內心感受，均建立在內心思緒之中。人受內在疾病，外在刺激之後，對抗

                                                
42 戰國‧屈原《楚辭》，翁寧娜編，臺北：金楓出版，1988，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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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和智慧思惟喪失時，會有失魂落魄。而心之意志與思惟及身心疾病的對抗

中，在內心導致的傷感與失意，而心意消沉，意志喪失，導致心靈的失落。佛家

的因緣所病，現代醫學的心裡資訊，道家的科儀，清醮等的目的均在調和心性，

淨潔身心口三業，使神靈相通魂魄歸位。去病延年。 
 
自然人生大多希望有美好的未來，所蘊含的是智慧的啟迪，理想的人生價

值，從境界的提升，轉化生命的價值。從思慮中產生智慧，轉化生命的感受，從

修身修心，體會人性的價值，從養生，養神與人性之善良天性的展現，人生的跌

宕起浮，世事滄桑，愛恨恩怨，是生命的包袱。有了生命必一定有理想的希望。

希望更是要求自己遵守執行目標的格言，來創發開拓生命的成就。與人生命確實

的擁有，是生命花朵綻放人生發展的境界。而生命是自然與隨順，《莊子‧逍遙

游》；「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更多的擁有只是人生慾念的滿

足。有至善德性人生理想，與形神交養由養神為主，養形為輔，從內在形軀和外

在的精神，建立形神感通的價值觀。以自然無為來看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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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中醫養生觀的哲學省察，從形神交養與哲理的互動，為知人、知命、知天命，

從生活中體會，感受人生之所以為人的主要基本條件。老子之言、莊子之喻、佛

之說、孔子之曰、孟子之議。荀子之辯。王充之論。及諸子百家，儒、釋、道、

佛、之經典，無不是啟發人性的至誠至善之情。從聖人、賢人、真人、的經典中

無不耳提面命，如何的運用人生過程中人性的資糧。展現徳性慈愛的心，如對父

母關懷的赤子之情，和至善道德之理，啟發人性的真如善性的觀念，打開價值義

意的心靈。從約束的人性中，跳開人性的枷鎖。誇越彼我的內外對立，展現自我

的至誠仁善之心靈人心思維層次樹立理想的思考空間，以人倫思想和道德的根

本，道德情操和信念，從生命的洪流中，生活，知慧，學問，理想。及生存條件，

人生目標、人生意義、價值與認知。均涵蓋著人生的哲理，至於咋是今非則是以

自在之性，來對待世間萬物的變化，實在與虛無，是非與公義，認識事物的齊一

性。從性與天道，確利自然內在的人生觀，感通生命的價值。聖人窮理盡性。無

不開導看透生滅的世界，是誇越我執，清清楚楚了解人生的喜怒哀樂。跳脫束縛

的枷鎖，來面對這個人生。人生的價值觀是生命真誠理想，也是心靈依託的呈現，

以和諧圓滿的自然天道，化解人性的對立與衝突，展現人心的覺醒和希望。更能

探索微妙心靈深處，不因物質的追求，而喪失人性的道德心靈。不為物慾而喪失。 
 
生命是掌握心靈實踐人性的主宰，人性展現自然的精神，是以內心感受體會

生命的希望，在廣闊複雜的人性思維中，成就理想的人生。從憂憤的人籟悲悽中，

肯定人性的價值，心中靈性的智慧，必需從學習中去體會。而生命的界限，是自

在之性，和無限的智慧，奢望與無奈對立著，以有涯的生命受制於無限生命智慧

的追求和學習。善惡與愛慾，會在不同人心中有所改變，必須從修善避惡之心，

如《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慾。順從自然中道和包容來對待人生。 
 
人生的價值是生命擁有真正生命的展現，最值得稱讚的是德性善心摯誠的付

出，生命的養成有一自然無形無象的生養作用。也是萬物無形之象，與生存之道

是繫繫相關，在這相關之妙是具有玄妙之機，這種奧妙是人心與天地之心無形的

互動。天地生萬物以養萬物，如太極陰陽的調和，展現萬物無窮盡生生續續。是

地球與自然宇宙相生相剋之天理互動的根源，萬物均有其根源，而守住德性的根

本，是自然，自然之性，以掌握智慧，把握事物的關鍵，明查事物所影響的關係，

解決困難之道。而不偏私迷惑。如大智若愚，人與天地交融不在知識的高低，而

是在內心智慧與天地交融反應和道德的堅守，與跨越為惡的自制。以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的心。並能誇越生命安適的訴求，使生命不只在有限的人生作最好的追

求，而更向上追求更美好的境界。谷神不死的生養本根，是安心的至上經典，以

人性天性的融合，來理解自然生存相關的人間世，擺脫人性無奈的枷鎖。能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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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無為境界。 
 

   大地提供微妙生養的本根，而這種自然微妙天道，與人性的智慧是深藏在

內心，因而人心與天道的互動，從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季節的變化。擇時選物

而耕，是人與天地的感通。也是生養的自然「體」與「用」。體用之間也是天地

之間與人智慧互動的玄妙之妙，也是我們內心所感受的玄機，是學習修心修德的

指標。人與天地之炁是無形的靈性與神識的感通，是超越形體的流動，與天地精

神和自然合一。而虛空的變化是玄妙的，則是道的奧妙，天地之根展現的，是天

地擁有無限的生成。還要配合人的開發和努力，才能圓滿從體用的基礎發揮天人

合一的境界。萬物之「有」以養人之身，而人則養命以延年，展現於外的是義與

利，歡樂與和諧，情仇交恨。而「無」是重德而不重利，德展現於義，義之存，

大於利。聖人所展現的是天地之情，義也，義所包含的是天地之心，自然之情的

表現。這是人間之情，是聖人的不忍之心的無為表現，是人性修為『體』『用』

的最至情懷。 
 
  當掌握擁有之時，已體會無的時候，更能化除佔有擁有的驕傲。真正化解執

著，從內心得到真正的體會與感受。人生的擁有與宇宙相比，只是煞那間，因此

有也是如露如電的剎那，因此要以天地之心來看待有與無奧妙的理趣。是能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本心正義。無窮盡的天地間所賦予的根源，是無形的造化與養育，

人的智慧行為應秉承著體貼天地之心，效法自然義理，也是聖人不忍之情，做為

內心行為的規距與道德良知的實踐，誇越人性的命限。以智慧來解脫一切煩思和

雜念，才有正念正智和和定觀。來分辨喜怒哀樂，與人生的悲歡離合，提升天性

真理的融貫，與自然的存在。 
 
  養生養命的無限根源主要思序，是跳脫生死無奈的人生，現實境界的價值與

靈性的超越。有限生命死生大事，非人之所掌握，人生十年亦死，百年亦亡，仁

聖亦死，凶愚亦死。生者堯舜，死者白骨，生者傑紂，死者腐骨。仁聖凶愚，均

逃不過自然命限的面對。人生於天地之間，生命是有盡的遺憾，痛失親人的慈愛，

無奈的喪痛與哀傷，甚至哀莫大於心死。形神交養與哲理的省察，彌補有限人生

的空洞，領悟失落的人生，尋找生命的依歸，以實質的觀念證明萬物自然的造化

現象，緜緜若存是自然與天道相輔相成的無形關係，消解人生侷促的限制，回歸

自然，不執著的心，以天人合一展現生命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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