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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希望》

内容概要

崔玖、蔡昌雄、呂旭亞聯合推薦：你相信疾病非但不是敵人，甚至還可以是朋友嗎？「磨牙」、「緊
張性頭痛」這些行為的意義何在？心靈工坊新書《疾病的希望》將為您解答⋯⋯
本書提出一個強調身心整合的超越性觀點，從完全異於主流醫學的觀點來看疾病：把疾病當成最親密
、最誠實的朋友，從更正面、積極的角度與之對話。願意以這種方式看待身體的人，會發現身體其實
提供了許多自我成長與探索的機會，而這是正統醫學所不能提供的。
本書認為：疾病是相對於健康的一種意識狀態，透過各種身體與器官的「症狀」，可以探索心靈深處
的問題，將人從疾病帶向健康。從這個角度來看，身體的症狀就不再是需要對付（治療）的敵人，反
而是幫助我們看見自己的朋友。
書中第一篇詳細介紹這種全新的身心哲學觀，從對立的世界觀談到合一的宇宙意識，從人類不願面對
的自身陰影、善惡、好壞、對錯觀念的問題，引伸出為什麼疾病是人的本質，進而探討看待疾病的態
度與方法。
第二篇則分別詮釋身體部位和器官出現的症狀，可能代表心理層面上有著什麼意義。例如「磨牙」的
象徵，就是指沒有發作的攻擊性，白天對人生氣而不能表達時，就會在夜晚磨牙；又如「緊張性頭痛
」很常見於工作壓力過大的人，或與升遷有關、使人過度努力的緊急情況，在這個症狀的背後，常常
發現驕傲的完美主義者，企圖嚴格執行自己的意志。
當然，這並非所謂的「標準診斷」，也不是否定正統醫學的功用，而是擴展更寬廣的視角，使每個人
為自己的身心狀況，找出屬於個人的疾病隱喻或重要意義，進而能從各種症狀的痛苦中學到人生的功
課。
在眾人視吃藥打針為家常便飯的今日，現代人需要的是從機械生活中跳出來尋找意義、認識自我。在
接受現代醫學治療的同時，也花一些心力去探索心靈世界，兩者並不相違背，而後者卻能開啟令人難
以想像的廣袤視野，何樂而不為？！
現代有愈來愈多的人，已經看到主流醫學（西醫）的侷限，而渴望一個全新醫學觀的誕生。本書即提
出一個強調身心整合的超越性觀點，幫助我們用更正面、積極的角度來聽疾病說話，追求全方位的身
心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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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希望》

精彩短评

1、这书无所谓对错，就看你信不信了。
2、号
3、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我真喜欢这种新鲜精彩奇异的书。最重要的，它帮我认识到了一片压抑许久的深藏阴影。那种由
内至外的喜悦是由外向内的快乐无法比拟的，认识自己——真是人世间最有意思的事。没有一本书
是100%的真理，但我们总归可以从中吸收需要的东西。
5、它是我的圣典。
6、其实是告诉你为什么会得病
7、病的根本在于心识的纯净。
8、:无
9、很有启发
10、极有启发的一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去了解疾病，更主要的是了解自己！！这是我
见人就推荐的一本好书！
11、看看
12、人的所有努力实际上只为了一个目的：学会把事物相互之间的关联看得更明白，我们把这称为更
有觉悟，而不是去改变事物。除了我们自己看问题的方法，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改变。
13、理解心身疾病的入门书，通俗易懂，不妨了解一下。不应当作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而是去理解
一种看问题的角度。
14、重读的时候，真觉得这本书吊爆了。观看与阴影，光亮与黑暗，觉悟，善恶与对立，爱与统一，
在表象后所表现出来的意图，学着不带判断的认真的看那些曾经没看到或不想看到的东西，去承认与
接纳它们。没有意图，不压抑也不迫使。这本书真有太多东西闪亮了，尤其在我正为此迷茫时，简直
是让人震撼的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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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希望》

章节试读

1、《疾病的希望》的笔记-第66页

        我们的虚荣心是我们盲目和容易上当，就像那个用他自己的幻觉制造新衣的皇帝。但我们的症状
确实实实在在的，它强迫我们诚实。它通过它的存在告诉我们真横缺少的是什么，我们阻止了什么东
西并让这些东西留在阴影里，不让它们实现自己，以及我们在什么地方变得片面起来。症状通过其忠
诚或一再重现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不会向我们通常所希望的那样很快地和一劳永逸地解决。每当有人
特别相信，通过自己的权利可以改变世界的时候，疾病就会用它的手指指向这个人的渺小和无力。牙
疼，腰疼，感冒和腹泻马上会把一个得意非凡的胜利者变成一个可怜虫。

2、《疾病的希望》的笔记-第37页

        人的所有努力实际上只为了一个目的：学会把事物相互之间的关联看得更明白，我们把这称为更
有觉悟，而不是去改变事物。除了我们自己看问题的方法，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改变。长久以来，人们
一直有这样的幻想，认为通过他的努力和作为，能改变、塑造和改良这个世界。这种信念是视觉上的
错觉，其实是自身变化的反映。

不是世界发生了变化，而是人在自己的内心先后体会到世界的各个层面。智慧、完善和觉悟意味着：
能认识和观察所有存在物的作用和地位。对观察者来说，能够认识秩序就以为着遵守秩序。改变的错
觉来自于对立。对立把同时性变成先后性，把两者兼而有之变成两者择一。所以东方的哲学把对立的
世界称为是“幻觉”，并要求那些追求真知和解脱的人们，首先要把形式世界揭露为幻迷，一边能认
识到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世界。 

3、《疾病的希望》的笔记-第64页

        人活着是从他的自我出发，这个自我总是在追求权力。人说的每一句“我就是要⋯⋯”就是这种
权力欲的表现。这个“我”越来越膨胀，而且善于用新的和高贵的伪装强迫人为他服务。“我”是靠
与别人划清界限生活的，所以就害怕献身、爱和与万物融为一体。“我”做出决定，要实现一个极并
把由此产生的阴影推到外部，推到“你”身上，推到环境上。疾病就是补充了所有的这些片面性，其
做法就是根据人离开中间点的距离，有症状把病人推到相对的那一边去。人处于自我的傲慢所走的每
一步都会因病而得到纠正。所以每一种能力和每一分精明都会使人相应的生病。每一种要求健康生活
的企图都会引起疾病。

4、《疾病的希望》的笔记-第11页

        疾病是人的一种状态，它暗示着人的意识里的不和谐、不正常。生病了，就是说我们失去了内心
力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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