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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患在有身》？ 

《患在有身》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十三章『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也；及吾無

身，有何患？』。意思是為何我們的人生有憂慮和各種不開心？因為人有身體。我們的身體要吃好穿

好和要享受，所有的忙碌奔波都是為了身體，有了病痛，更會發愁苦。 

 

 

反思一﹕ 

 

1.中國文化和歷史人對《患在有身》看法和人生意義的實踐﹕人活著(身體)，即善生福終，就是幸福。 

 

老子(道家/教)﹕個人愛惜和重視自己身體而存活，最好是「壽與天齊」。 

 

按道教的人生哲理文化是從個人出發，在現世是「無為而治」的生存，不隨意干預個人生命和生活規

律。仿效和適應大自然法規，一切作為都以「道」為最高原則，以實現「冥合為一」成仙「逍遙自在」

而長生。 

 

我也羨慕他們的物質生活簡樸、恬靜(回歸自然)和沒虛偽的生活方式。但他們認為《患在有身》的人

可「克己苦身、忍飢受餓」，為的是修鍊「通天之術」(冥想)，活著(長壽)，現實上，為按天主肖像而

用塵土造成的，本性叛逆和軟弱的人來說，靠自己一廂情願，是談何容易呢！雖然如此，道家子弟們

在千百年來察天看人，都可以發展和流傳下來，有多治病方法方劑和民間養生塵世長壽的智慧，使人

減少身心疾苦，也是肯定的對人的塵土生命有貢獻的。 

 

參考羅大倫把「大患」看成「貴」，所有錯折麻煩和困難等不愉快經歷看作成長養份而生活。人可把

自己身體(一整體)看成天下，又把天下看成自己身體，來管理，來合成一體。一個人如果把他人視為

自己的身體一樣，我們待人處事的態度就很不同了﹕「有多麼愛自己，就要多麼愛人，如是才能大成。」。 

他以「一視同仁」般看待《患在有身》，以人己之所能的「愛」起點來踐行回歸「大愛」。理論上可提

升軟弱人性的「人道」，但要和「天道」融合為一，能棄絕罪根的「人道」和「團結一心」︿管理駕

馭有身體有情慾的人和大自然的一體目的，講易行難，難上加難的。 

 

就是天主教信仰中耶穌基督的「恩寵生活」是「天人合一」具體的表達。他教人向天父的祈禱《天主

經 》，還仗自己成為「真正食糧」，養活和治癒人靈，救人免於凶惡，迎接《患在有身》。他還許諾跟

隨他的人會永生天主的賞報，得新生永遠生活。這是源於原祖父母背命，犯罪自絕於造物主「善意恩

賜」的樂園生活，後人便生來有原罪，且《患在有身》致永死。「死亡」是人的真相，亦是催促和揭

示人正視面對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尋求和接受天父的「大愛」﹕好能和造物主天父「修和」，人

真正的自由選擇﹕成為新受造物新人，幸福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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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子/孟子(儒家/教)﹕《患在有身》是「聖人」修身(心)及躬行仁義的考驗，乃源於人倫天理。 

 

孔子論「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個人身體的保育和孝道並重，又把個人的《患

在有身》提升至社會倫理道德。當人在苦難時，(孟子)的勉語﹕「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

後能改；…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儒家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載物之厚。…」

《論語》這傳統敬天文化體現，使重視身體之餘，更重視修「身心」，為人倫奉獻自己，達成最高的

目標﹕為「仁」而活。提倡和鼓勵人重拾本體「我的尊嚴」，活出有「使命感」真正的人生。 

 

看參考篇中的陳雪梅:《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譯句新探「對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

而後作；…」﹕一個人的行動是由「心」，即最根底的「慾望」、「意慾」或「動機」出發的，终向應

該是發揮人的潛能和成功。她質疑和修正它的語法邏輯，認為詩句的「天」是代表客觀的環境，而人

改過是主觀的，取決於自身的感受、需要、覺醒和意願，心亦會形於表(身)的，未必是「對人恆過，

然後能改」先行的。但我認為她受限環境和歷史文化影響，從理性邏輯角度發揮，對人性的自由意志

的「擇善」沒多期望，建議由人的方法策略技巧去完善補足…。事實上，她忽略了篇章的開句「對人

恆過，然後能改」是儒家「待人以寬乃君子修身之德」，立身處世關係教化氛圍的重點﹕「君子度諸

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聖人)立身修德的人生意義和取向，就是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的為他人或團體而活的，可達到了儒家的最高的生命意義和價值。 

 

因此，我認為人始終是脫不離團體生活的關係。就如基督徒的我們因著洗禮成新人，雖然承認「世俗、

偏情和魔鬼等三仇」的誘惑，但如何擺脫人的偏私和墮落的危險，陋習叢生等，逃脫七罪根的傷害的

羅網？雖然個人有意識「改過遷善」，若沒有其他善人或教會(團體)的支持，以更新而達到人所認識

的「天意」，藉著「恩寵」和「新的心」而生活，有更新的動力和達到人性的完滿。 

 

 

反思二 

《患在有身》的世人在天主教信仰中，因降著生天主的聖子耶穌基督成為《竉在有身》的人。基督信

友在現世善渡新生，藉領受聖事的恩寵生活，獲得天主許諾的賞報，身體會死而復活，邁向永生。 

 

正如狄剛主教解說﹕身體（body）是人在今世所有的一個整體，死亡和復活的。而保祿的神學强調指

出身體有更高的尊嚴代表人格，會犯罪的。但奉獻於基督時，會在光榮的生命裏。」(《聖經神學辭

典身體》 

 

而在若望保祿二世的著作《男和女 — 天主的傑作 — 身體神學》更指出「「身體」是指有形可見的

東西…，在他身上實現和滿全救恩工程，這工程在時間之先已由天主自永恆所決定，並在基督身上圓

滿地啟示出來。」(87.5)…「身體的語言」給詮釋為…「在親密關係是在愛中不斷增長，其中的真義

在於「心」、…一份禮物，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在自己身上「品嚐他」。(111.1)」…彼此自我交付的標記，…

源自那建基於「身體的語言」的愛，…。(112.3)… 

 

這肯定了在人倫和基督徒的「天人盟約」的關係中，祂因愛天父愛人，聽命為人而生而活，而受難捨

生的「大愛」榜樣，帶來死而復活新生的希望，賞賜我們現世聖事的恩寵生活，而邁向永生。 

 

https://www.cultus.hk/ideas/pdf/MenziWorriesNewIdeas.pdf
https://www.cultus.hk/ideas/bodyBiblical.html
https://www.cultus.hk/ideas/bodyBiblical.html


3 

 

耶穌基督說過﹕「不論誰，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後面走，不能做我的門徒。」(路 14:27)和 

「誰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不配是我的。」(瑪 10:38) 就是《患在有身》耶穌基督卓絕的「身

體的語言」。就是他鼓舞教會和所有基督徒要積極的態度正視和生活此世人《患在有身》的實況﹕略

窺救恩的奧秘，參加和分擔他救贖的工程。 

 

我們的基督信仰不只說說就是，是要整個(完整的身心靈)人領受「因信成義」在基督的恩寵，聖神賞

賜的共融中，在人生階段的《患在有身》和團體中經歷《十誡》和《真福八端》的鍛鍊和考驗生活，

成為一個「新受造的人」活出天主的「恩寵和召叫」，才能成就「天啟天意」的和達至永生完滿的幸

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