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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作业的意义

刘奕君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在作业治疗领域，“作业”是指人们“想要做”“需要做”或“被期望做”的活动。

这些活动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给生活带来意义和目的
[1]
。无论是学习交流、工作

劳动还是睡眠休息，每一个作业看似平凡而普通，仅占据了生活的一小部分，但这一个

个的作业串连起来，便构成了全部的人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的作业形成习惯，逐渐成为一种生活的自然。很多

时候，我们不再去追问，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我真的想做吗？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可是，当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地去考察每一个作业的意义时，会发现这些问题并不容易

回答。难在哪里？因为它们直指心灵，跨越时空，涉及到我们对自己人生意义的认识与

践行，需要把人生百年的尺度和当下的每时每刻联系起来。而当心没有静到一定程度的

时候，无论是人生大图像，还是当下作业的意义，都难以看清。

从临床医学，到康复医学，再到作业治疗，在过去十余年的生活实践中，对这一系

列问题的探索贯穿了我学习工作的始终。深入学习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系统科学

为桥梁，将其与作业治疗相融合，帮助我找到了答案，进而创建了“作业和谐”模型[2,3]。

此次承蒙黄锦文教授邀稿，对近年来关于作业意义的一点认识与感悟进行梳理总结，与

各位同仁分享。

1. 作业意义可以用科学理性去把握

我们常说，作业治疗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作业活动是局部的、可见的行

为表现，相对容易刻画和分析。人体运动学、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一系列

学科的前期知识积累，为研究人类的作业行为奠定了基础。而作业意义是整体而抽象的，

具有高度的个体性，可以用科学理性去把握吗？在过去百年的作业治疗实践中，作业治

疗师都是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在治疗中体察患者作业的意义
[4]
。而在近三十余年的时间里，

作业科学（Occupational Science）吸收借鉴了西方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

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经验
[5]
，以研究者自身为工具，对作业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定

性的探究和揭示。

然而，无论是对作业行为还是对作业意义的研究，存在一个很大的知识鸿沟，那就

是缺乏把行为和意义整合在一起的生命本体论图像。每一个作业活动背后的原动力是什

么？作业意义与作业行为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些问题常常在研究中被忽视，

且并没有确切的答案。追根溯源，是笛卡尔提出的二元论导致现代生命科学对人的认识

是身心分离的。纵然作业治疗主张整体论（holism），认识到了身心灵（mind-body-spirit）

的不可分割性
[6]
，以及人-作业-环境（human-occupation-environment）的统一性

[7]
。但

是，由于西方生命科学从根子上是基于还原论、机械粒子观的，因此对作业的认识和研

究主要还是停留在对个体行为和感受的描述层面，难以揭示行为与意识活动之间的复杂

规律。

这一困境如何突破？其实，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华先哲便在《黄帝内经》中提出了

“形与神俱”的思想，指出实在可见的“形”与不可见的“神”具有一体性。20 世纪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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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物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的不断发展，意识研究受到了广泛关

注，开始步入科学的殿堂。钱学森先生对于“人具有意识”特别重视，主张运用从定性

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对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进行研究
[8]
。北京大学佘振苏教授在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将中国道哲学的系统论思想与现代量子物理学相结合
[9]
，

提出用量子生命场的观点去认识和研究人体系统[10-11]。

形体二面是研究人体系统的一对关键切入口
[10]
。具体而言，细胞、组织、器官、系

统、人体等属于多层次的体系统结构，而与体结构相伴存在的还有一个形世界，它以功

能为表现形式，数学上表现为场。思想、观念、认识、意识，都是个人形世界的子结构。

由此推之，不可见的意识活动隐在行为背后，推动个体去从事某一项作业。作业意义属

于形世界的存在，它虽然无形无象，且具有高度的个体性和复杂性，但依然可以用科学

理性去认识和把握。

2. 运用系统观认识作业意义

2.1 从“德智功爱康”五维认识作业意义

“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作业活动种类众多，其意义更因个体差异性

而变得纷繁复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说：“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相似

的，即使是同一项作业，其意义对于每一个个体也不尽相同。如何对复杂多样的作业意

义开展研究？中华哲学的思路是从源头处去把握。阴阳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系统观
[12]
，

描述了系统运行与生成的法则，给我们以启示。

佘振苏教授综合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科学研究对人的认识和理解，从二面（阴阳）、

五维（五行）、三层次（认知-气血-心灵）刻画人的意识（神经）活动，并提出了“德

智功爱康”五维意识模型
[9]
。笔者将其进一步运用于对作业意义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五

维作业的概念[13]。任何作业活动都可根据其主要意义，划归至“德智功爱康”五个维度，

如下表所示：

概念 内涵 意义 举例

德作业 增进对道德、责任、社

会角色的本分的认识

所开展的相关活动。

提升道德修养，明晰人生

目标和社会责任，升华理

想和志向，更好地承担起

自己的角色。

静思内省、阅读

经典名著、参加

公益活动、开展

职业规划

智作业 运用逻辑推理等理性

思维开展的相关活动。

把握事物规律，增长知识

和经验，完善思维模式，

提升问题解决能力，更好

地适应和融入周围环境。

看书、学习、总

结、交流、解决

问题

功作业 作为社会一员所开展

的本分劳动。

为社会做出实际的贡献，

产生成就感和自我效能

感，获得周围环境支持，

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和支

撑。

学生的学习活

动、实习、全职

或兼职工作、家

务劳动

爱作业 受情感主导开展的作

业活动。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增

强仁爱之心，提升生活的

与家人朋友聊

天、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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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 兴趣爱好

康作业 为满足生理和安全需

求，维护和促进健康开

展的相关活动。

身心健康的重要保障，五

维作业参与的基础。

休息睡眠、饮食、

锻炼、个人自理

依据五行生克规律，这五类作业意义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如图 1所示）。

比如，对责任和社会角色本分的认识有助于促进人们去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德促智）；

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可以帮助一个人更好地开展本分劳动（智促功）。另一方面，

对道德的遵守可以抑制过分的功利心，使劳动有所节制（德克功）；而过度的劳动会导

致精力的大量消耗，损害身心健康（功克康）。

图 1. 五维作业关系图

从“德智功爱康”五维对作业意义开展分析有助于作业治疗师把握患者从事作业的

动机，从而更好地调动和开发患者康复的内驱力。而五维作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为

分析复杂的作业问题（尤其是精神心理问题）和制定作业治疗方案提供了新思路。

2.2 从系统耦合的尺度认识作业意义

复杂的人体系统是多维多层次的
[10]
。“德智功爱康”从五个维度对作业的意义进行

了划分，而作业意义的大小取决于什么？可以衡量吗？同样一项作业，对于不同的人，

其意义可能存在天壤之别。如果做事仅是为了个人，那意义便局限于个人小尺度，而如

果是为了社会、国家、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其意义自然是非凡的。

中华民族古圣先贤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了他们对人生的最高追求——天人合一。从

作业治疗的角度来看，“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解人类作业的意义带来了莫大的启发。

人-环境-作业模型（PEO Model）所描述的人、环境、作业之间的适合度（PEO fit）
[7]
，

作 业 科 学 家 Dickie 等
[14]

提 出 的 将 机 体 与 环 境 看 作 一 个 整 体

（organisms-in-environment-as-a-whole）的交互论（transactionalism）视角，都提

倡人与环境的和谐相融。

怎样科学地理解“天人合一”？“人”与“天”如何相合？用系统科学和量子生命

场的观点来看，“人”是指生命个体，“天”则是指环境。个体周围的环境是多层次的，

有家庭小系统、学校单位中系统、天地自然大系统
[10]
。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让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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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一层一层地合于更大的系统，使得每天一点一滴的作业活动与个体的生理节律相适

应、与更大尺度的系统相融合、与长远的人生理想相结合，便能实现一个幸福、圆满、

理想的人生，达到“天人合一”的和美境界
[12]
。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地人三才”的说法。《道德经》云“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

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个人所耦合的系统尺度越大，其作业

的意义也越大。在时间尺度上，将百年人生融入泱泱华夏千年文明，融入人类文明历史

的长河；在空间尺度上，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养吾浩然之气，“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如此，在平凡而普通的作业中，亦能体悟到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3. 作业意义的体悟升华需要入静

如何将个体生命不断融入更大的系统，从个人小尺度走向大尺度，最终实现天人合

一？历经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告诉我们——静能开悟，静能生慧，静能明道。在

入静中，意识活动的背景噪声降至最低，人可以与更大时空尺度的系统耦合，从而把握

生命的根本一元，实现天人合一。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每天的作业一件接着一件，静心体

悟作业的意义，乃至生命的意义，已然成为一种奢侈品。过去几十年，冥想、正念、禅

修等活动在西方社会的流行，正预示着某种回归。怎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践行中国传统

的入静修身方法？佘振苏教授提出了优化人体身心素质的“五维十工程”技术体系（如

图 2所示）[15]。内五环包括静息、静思、静悟、总结、劳动等五项作业，其中三项都

需在入静中完成。

在每天的活动中，留出一定的时间开展静思，在静中把握活动的目标和意义，在大

图像下开展具体的规划设计，并在活动后进行及时的复盘总结。在静悟中，以小见大，

从见见桩桩的事情中感悟到背后更大尺度的意义，看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体会支撑和推

动我们生命进步的力量。当个体小系统与环境大系统耦合关联起来时，会自然而然地感

到生活中充满了妙意和真趣，作业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也将由此得以升华。

图 2.“五维十工程”技术体系图

对于一名作业治疗师来说，认识自身作业的意义是帮助患者寻找作业意义的基础。

只有自己对作业意义有足够深切的认识，才有可能在治疗中将自己对作业、对生命的体

悟，转化为对患者的教育和影响。在面对生老病死这样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时，每一次治

疗都是一次机会，让治疗师帮助患者创造作业的意义，引导患者认识到病痛的价值，进

而能够超越痛苦，将疾病所带来的痛苦通过作业治疗转化为正向的、积极的、光明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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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意义和价值。躯体的功能总是有限的，尤其是一些疾病所致的残疾，是不可逆的。但

是，精神世界的塑造是无限的，是我们可以带领患者不断去探索、挖掘和创造的。就像

罹患“渐冻症”的霍金，身体虽被困于轮椅中，但思想却能穿梭于宇宙间，思考时空的

源起和演化。高智慧的治疗师，定能引领患者一步步看到作业的意义，创造作业的意义，

体会到生命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衷心祝愿每一位作业治疗从业者，在静中找到自身作业的意义，进而帮助更

多人创造作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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