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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基於本土文化的老年養生康復作業治療
高峰 1 周遠昔 1 施曉暢 2 張保 1

 

1. 十堰市太和醫院 2. 香港理工大學 

 
作業治療（occupation therapy，OT）於 19 世紀初起源於西方，其重要原則之

一是基於文化。文化源自生活，同時也在發展中影響著生活中的人和種種作業

活動，表現在人類作業的各個方面，總之，文化是一種成為習慣的精神價值和

生活方式，有地區人類生活的要素形態。作業科學重視社會與文化方面的影響，

重視不同文化信仰、習俗對作業活動和參與性的影響，注重多樣性與個體化。如何讓

融有西方文化理念的治療被本方百姓理解和接受、實現以本土“文”而 

“化”之，亦即如何將本方百姓的生活融入 OT，最終有效地將國外的知識體系

應用到本地實踐當中，值得探討。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重理性認知、重視差別、對

立與矛盾，中國文化更擅於感性直覺，重視統一、聯繫與和諧。作業治療與中國

文化相遇，會和所有中西碰撞結合的課題一樣，衍生出許多特別的形式、內涵

與理念。 

中國文化是幾千年農耕文化的產物，人和環境的關係緊密到影響整個人對自

己生活的觀感。比如，沒有把握住時令，可能就做不好秋收，一年餓肚子。因此， 

對於健康生活的理念也和自然環境有連綿不斷的關係。OT 創始人 Meyer 就非

常在意生活中不同事物的安排和做事的節奏對人精神意志的影響，這和傳統中

國文化在意的節氣時令、每日陰陽消長有相當的一致性。好的生活作息可以讓

人更健康、保持住健康和恢復健康，這些與自然環境相一致的認知也是 OT 和傳

統中國文化看待生活的方向。所以我們是否可以把這樣相同的思維提煉出來， 

用來引導中文背景的人們拿來作為自己養生活動的“座右銘”呢？ 

我院位於著名的道教聖地武當山下，受本地區濃郁的道教文化影響，我們嘗

試將基於本土道教文化的作業活動應用于老年養生康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養

生康復理論體系與實踐，即：“三煉”、“六養”、“九調”。“三煉”即煉精、煉

氣、煉神，為養生的基礎。“六養”即浴養、脈養、功養、食養、丹養、文養， 是實

現“三煉”的六大養生方法體系。“九調”即調臟腑、調情志、調德行、調臟

腑，內調氣、息、心，外調筋、骨、形，是“六養”的功效所在。 

目前在實踐中運用如下： 

依照作業治療流程，第一步，和客戶面談，傾聽客戶生活故事、瞭解客戶訴

求，做好評估與問題分析，尤其分析客戶“精氣神”狀態。按照養生學觀點， 

老年人筋骨退行，活動遲緩，生理功能下降，學習新事物能力減退，情緒變化快， 可

謂精不滿、氣不足、神不旺。因此以“精氣神三煉”為總綱，以“精滿、氣足、神旺”

為目標，和客戶一起制定一天的活動計畫。第二步，以“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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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定每日清晨卯時（上午 5:00-7:00），於醫院環境開闊、空氣流通的小花

園處，站樁 30 分鐘，二十四式簡化太極拳 3 遍，八段錦 3 遍，整理導引 16 式 

1 遍。或練靜功，依子午流注選擇時辰，靜坐 30 分鐘。功畢早餐。巳時（上午 

9:00-11:00）“文養”，修身養心，學習傳統文化經典，如《道德經》、《南華經》等，以

傳統智慧養護心理，學習寧靜淡泊的處世態度，改善情緒習慣。午時、未時 

（11:00-15:00）午餐、午休、自由活動。申時（15:00-17:00）的“文養”則以書法、   

繪畫為主，以書法的要求抄寫、學習經典著作，設置學習目標，或以篇幅為量。

主要鍛煉手指精細功能、手眼協調能力、認知能力等，同時學習經典也可以陶冶

情操，改善老年人的情志與心理狀態。酉時（17:00-19:00）自由活動與晚餐。 餐後

可小聚座談，交流心得體會，鍛煉社交能力，也可外出散步 1 小時。戌時 

（19:00-21:00）于修行堂練習坐功、樁功等靜功 1 小時，整理導引 16 式 1 遍，

然後準備入睡，整套養生作業活動畢。 

以上基於本土道教文化形成的作業活動在理論上到底是否可行？作業治療理

論如何落實在養生康復活動實踐中？兩者融合成功的標準又是什麼？如果把這

個課題看作中西醫結合的一個實踐，那它們的結合點又在哪裡？要理清這一系

列的問題，首先要明確思考的角度：即主客關係。本土化的作業治療，中國傳

統養生康復，誰為主體，誰為客體？誰基於誰，作用于對方？既然作業治療要

被“本土化”，那必然是中國文化色彩占主導——如果要基於這門西方學科為主

體，那就應當討論如何使養生康復學“在地化”，而不是作業治療“本土化”。 

1. 理論基礎 

1.1 老年養生康復要點明晰 

主客既明，首先明確主體“老年養生康復”的概念、現狀與需求。 

1.1.1 養生的概念 

“養生”一詞最早出自道家經典《莊子•養生主》：“得養生焉。”原指道

家通過各種方法頤養生命、增強體質、預防疾病，從而達到延年益壽的一種醫

事活動養，即調養、保養、補養之意；生，即生命、生存、生長之意。現代廣

義的“養生”是指根據人的生命規律主動進行物質精神的身心養護活動。由於

道教醫學與中國傳統醫學在幾千年發展中幾乎形影不離，現今完善的養生理論

體系兼具中醫與道醫的特質，以道教理論更重。 

1.1.2 道教養生觀 

從理論上，道教養生同樣以整體觀、辯證觀為基本觀點，以陰陽五行、臟腑

經絡為基礎學說；從方法上，以起居、情志、飲食、功法、丹道等分別為途徑。

道教養生中的“生”不僅指生命，還包含有生長、生成的意義。“生”可以看

作是“道”的主要功能和狀態，追求長生就不僅僅是單純追求生命的延長，更

是一種人生價值的實現，即與道相合的體現。道教養生觀以“道生萬物”、“道法

自然”和有無之間的樸素辯證唯物主義作為哲學基礎；將形、氣、神視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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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基本要素；將心性與生命視為統一體；將道德修養與養生道術置於同等重要

的地位；將順乎自然作為道教養生的法則。即使是從現代角度來看，道教養生

文化中蘊含著豐富深刻的哲學思想，也不乏科學合理的成分。道教養生不僅能

強身健體、延長生命，而且還有助於人們樹立正確的生命觀、養生觀，對構建

和諧生態和和諧社會有著積極的作用。 

1.1.3 道教養生基本方法 

按照“貴人重生、樂生惡死”的生命價值觀和“形神合一、性命雙修”的

生命修養觀，道教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其頗具特色的養生方法體

系，其本質可以概括為：“煉”、“養”、“調”，即從無煉有、從微養著、

從亂調諧。 

1.1.4 形氣神並養 

道教養生學認為，人體生命是形、氣、神的統一，形是生命存在的物質基礎， 

氣是人體生命活動的動力和源泉，神是人體生命活動的控制和主宰。三者各處

其位，各行其職，缺一不可；反之若失去其和諧統一的關係，人的生存就會受

到影響，甚至導致其死亡。形、氣、神不僅是生命構成的要素，它們之間通過

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共同養護人的身心健康。因此，道教養生最根

本的方法就是形氣神並養。人是形氣神的統一體，精氣神又為人身三寶，是維

持人體生命活動的基礎，所以要實現人的長生久視就必須注重形氣神的保養和

修煉。 

形的調養在於養精和調形，精是形體的精華，珍惜精氣是養生的重中之重。

除了攝入藥食滋補外，還必須以動養形，通過運動維護身體的機能還可以增強

與神的和諧關係。氣的調養在於養元和調氣，必須愛惜元氣，不做無謂的消耗， 

如損耗則應補養，是氣機恢復；調氣即使人體之氣達到氣足氣順的狀態。形氣

神並養，以期達到精滿、氣足、神旺的理想狀態，從而實現長生久視的目的。 

1.1.5 性命雙修 

命指生命，即由形氣神構成的具有生命活力的存在物；性指心性，即心神， 

也就是人的精神意識。人的命與性是不可分的，必須性命雙修才能達到形神俱

妙境界。 如果只修性則命不能保，只修命則性無以存，都不能達到性命長存， 

健康長壽的目的。 

命是形與氣的統一，所以修命即修形、煉氣，也就是保養身形。道教所用服

食、行氣、導引、調攝等養生方法都屬於修命的方法。性即心神，所以修性即

修煉心神，修煉心神之法都屬修性的範疇。但是修行性靈早于修行身體，即正

確的認知早于正確的行為，調整的過程在於如何內觀自己外觀環境，去確立正

確或者適當的認知。總之，修身與養性總是分不開的。 

1.1.6 順乎自然 

順乎自然是道教養生的法則。道教養生家們認為，要使生命長壽就要在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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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和思想意識活動上順其自然，按照自然的需要與規律進行活動，不壓抑自

己的欲望，也不貪婪地去追求自然需要之外的欲望和滿足；不人為地去改變自

然的存在和運動狀態，不強作強為，不強迫自然，更不對自然恣意妄為，一切

按照自然之物本身的規律去做。 

1.1.7 老年養生康復的現狀 

人口老齡化早已不是一個陌生的問題了。我國已處於老年型社會，老年人口

基數大，各種老年病、慢性病發病率日益增高，嚴重影響老年人身體健康與生

活品質，不僅加重自身經濟負擔，還為社會醫療工作帶來沉重的經濟壓力。因

此，以“治未病”為特點的養生學就頗具用武之地。目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 

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進一步提升，延長壽命、增強體質、

養生保健逐漸成為人們的顯性訴求。國家對中醫藥發展和養生康復學科的重視

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準。在醫療領域，也有越來越多關於養生方法應用於治

療疾病並取得良好療效的報導。在社會方面，許多媒體與各大中醫院校合作， 

向民眾宣講傳授養生知識。總體來說，養生康復正處於進步發展的良性態勢。 

1.1.8 老年養生康復的發展需求 

所謂發展需求，需要針對於待解決的問題與挑戰。從參與者的角度分析：首

先，大多數環境裡養生康復技術只起協助工具，占比小，缺乏專業人士指導， 

且參與者依從性並不高。其次，養生康復通常不能持之以恆，或者缺乏科學正

確的分析引導，參與者無法獲得針對性強的養生方案，或不得要領而久無成效。

所以，老年養生康復的發展，需要完整的養生理論體系，需要專業人才有效指導， 

需要靈活多變的方式方法，適應老年人退休後作業規律的改變以及作業思維習

慣的改變，促進主動參與，提高依從性。 

 

1.2. 作業治療與本土化融通要點明晰 

1.2.1 實踐模式的融通 

首先還是再次明確作業治療的概念。根據 WFOT 對作業治療的定義：作業

治療是以服務物件為中心，通過有意義和目的的作業活動促進健康和幸福的一

門醫療衛生專業。作業治療的目的是協助服務物件選擇、參與、應用有目的性

和有意義的活動去預防、恢復或減少與生活相關的功能障礙，促進最大限度地

恢復軀體、心理和社會方面的適應及功能，增進健康，預防能力的喪失及殘疾

的發生，使人可以在生活環境中得以發展，鼓勵他們參與並為社會做貢獻。作

業治療關注的是服務物件的功能、生活、健康與幸福。 

要使作業治療運用于老年養生康復這一古老傳統、民族特色濃厚的學科，服

務於老年人這一特定的群體，那麼這套實踐模式需符合以下幾點：1. 以中國傳

統哲學為基礎觀點，重視整體與平衡；且與養生學的基本元素和方法取得一致。 

2. 以老年參與者的心理、行為特點為分析重點，使用老年參與者容易理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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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治療師有效溝通的術語與語言。3. 明確養生康復不同于西方康復醫學的需求， 參

與者對養生的訴求在於“治未病”，在於延長壽命、增強體質，有別于康復學科

的功能鍛煉與恢復，且養生“訓練”的都是“精氣神”這類並不直觀的“功能”。 

目前有許多作業治療實踐模式運用於臨床，較常應用的主要有作業表現模式 

OP，人類作業模式 MOHO，人 - 環境 - 作業模式 PEO，人 - 環境 - 職業行為模

式 PEOP 等。但由於文化背景、語言習慣、思維方式等差異，我國作業治療從

業者在學習、教授、乃至臨床運用中，會面臨不同程度的問題和困難，如學習

方面的理解問題，與服務物件的溝通問題以及進而產生的執行問題，都反映出

作業治療學這一西方學科與東方文化結合融通的必要，尤其是實踐模式的“本

土化”應用。從 PEO 模式分析，隨著老年人年齡日增及個人能力下降，人的因

素會逐漸減少，作業的角色會減輕及重要性下降，環境再次成為主導作業能力

的因素。因為退休，沒有工作及經濟收入，老年人需要在一個安全及認知及肢

體能力等各方面沒有太大要求的環境下生活，他們需要被照顧。基於本土道教

文化的養生康復作業活動則善於利用將老人家對道教思維的薰陶，促成自發形

成的人們對安全、舒適，天人合一的環境的需求和自我營造。這是人生閱歷帶

來的生活體會、生活習慣和技能寶典，是老年人獨有的本事，可將 “被照顧” 

的標籤徹底撕開。從 MOHO 模式分析，老年人正常老化的進程更易於調動他

們參與養生康復作業活動的動機，這對於改變生活狀態的他們重新習得一些生

活的技巧、一種保持健康預防疾病的做事方法、提升生活做事的能力，也就是

生活本事至關重要，這本事不但是解決了生活中做事情遇到的困難，還有益於

延年益壽養生保健。 

1.2.2 形式內容的融通 

形式和內容是本土化體現的主要方面。上文提到本土化的作業治療模式應當

以中國傳統哲學為基礎觀點，基本元素與養生學取得一致，即重視整體與和諧， 

以煉養“精氣神”為主要目的，重視心性與生命，或稱之生理心理同等的重要

性。此處還需要明確一點，與作業治療相同的是，養生同樣是主張主動參與的， 

甚至在幾千年的流傳過程中，傳道教授只是入門，重要的在於自發主動的實踐。

因此，要使老年參與者主動地進行養生康復作業活動，需要治療師把握住老年人

“眉壽之人，形氣雖衰，心亦自壯，喜怒性氣不定止如小兒”的情志特點，“侍其左

右，不令寂寞”，做好陪伴和支持的工作，這與作業治療重在“賦能”有異曲

同工之妙。“擇其所好，便其賞閱，有所興趣”，根據老年人的興趣愛好選擇

活動調適心理情緒。同樣這些也是作業治療本身的核心要素。此處本土化的體

現主要在於形式方法，應選取中國傳統特色的活動為作業。進行活動的環境同

樣建議選用中國特色的場所，室外宜選擇園林、花草公園等親近自然的地方，幫

助參與者更好的體會“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放鬆身心，進入養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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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合與運用 

2.1 從文化結合 

文化是這一切的基礎，相關的概念關係值得反復重申直至深入人心。首先明

確，養生是養護生命，是為了延長壽命、增強體質、預防疾病，究其本質還是

順應自然的，因此在整個過程中治療師與參與者都需保持寧靜平和、不急不躁

的心態。中國哲學講究“和諧”，追求一種整體和諧的狀態。中醫與養生理論

中基礎觀點中的“整體觀念”、“天人合一”，就很好的指導了本土化作業治

療運用于老年養生康復中對作業活動設計和心理引導方面，宜柔、宜緩，放鬆

身心去感知“天地與我同在，萬物與我同根”的境界；將人體也視作一個整體， 

動與靜、內與外、臟腑功能與肢體功能、心性與生命、人與自然，都是有機統

一的整體，互根互用，從和諧和整體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老年人是有豐富生

活故事和深刻文化體驗的人群，在這一特定文化環境下可以尋找自我的根、童

年的回憶及國家的認同感。 

2.2 從方法結合 

養生可以具體為養精、氣、神。傳統養生有許多技法，作業治療與之結合後， 

可以衍生出很多獨具特色的作業活動。此處作業活動的概念不再僅限於“個體

在其特定的發育階段和生活環境中每天必須完成的活動或承擔一定角色所從事

的各種活動”，而是保留其原本的內涵要領，結合中國養生理論，轉化為動靜

皆宜、內外兼修的行為活動。 

參考現有的臨床實踐，依照這樣的思路，從養生康復實踐中的“六養”可以

窺探出本土化作業治療切入結合點。“功養”即功法養以武當太極拳、八段錦

等動功與樁功、坐功等靜功持之以恆地練習，以達到疏通經絡、形神兼修的養

生目的。可以考慮將養生活動方案作為作業治療處方，功法學習時可分階段設

置並制定目標，以觀察參與者的完成情況；當參與者掌握功法可以獨立完成時， 

設置處方可定時、定點、定量，按照傳統因時養生等法則施行。通過辨證制定

的功法“作業”，同樣可以起到提升參與者主觀能動性、提高參與者生活品質

與幸福感。再有“文養”，即文化養生，通過經典文化學習、音樂茶道等調暢

情志，陶冶情操，性命雙修。另外，在作業活動方式上，即可單獨習練，亦可

小組完成，充分利用團體動力學特點增強客戶認知度和主動性，從而提高習練

效果。方法與結合點很多，可以明確的是，本土化作業治療與老年養生康復結

合運用，可以同時發揮兩者的長處與優勢，且更符合老年養生者的心理需求， 

參與性更高，也更容易被其家人認可接受。如是種種方法不多贅述。 

 

3. 小結 

目前我國正處於老齡化社會階段，對養生的需求將長期處於上升狀態。道教

為我國本土教派，在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具有強大的群眾基礎。我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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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治療這一西方學科與中國傳統道家文化結合，凝練出“三練”“六養”“九

調”的作業活動，“煉、養、調”各司所主，“人、環境、作業”相互協調， 

傳統與現代互根互用，秉持“形、氣、神、意並養”、“性、命雙修”的基本

方法和原則，以期達到延長壽命、修身養性的養生目的。在這個實踐過程中， 

OT 提供的是一種策略，幫助老人家養成生活作息的習慣並得到養生的要領， 

從而提高生活品質。這種創新的作業治療實踐方法和模式對中華文化的發揚和

作業治療學的深入研究都大有裨益。這是屬於全世界共同的財富，為了人類的

健康事業，為了人類文明迸發出新的生命活力，這值得我們深入探索與思考， 

也是我們共同奮鬥的事業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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