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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医学在医学中的重要价值

杨志寅

（济宁医学院行为医学研究所，济宁 ２７２０６７）

　　杨志寅，男，汉族，１９５２年３月出生，山东省泗水县人，教授、主任医师。中华
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第三、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

志》名誉总编，《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总编。国际行为医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中华行为医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任泰山医学院副院长、济宁医学院副院长、

山东省行为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济宁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

主持完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省部级及厅局级科研项目３０余项。获科技部
全国优秀科普奖、中华医学科技奖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９项。主编普通高等教

育国家级规划教材《行为医学》《诊断学大辞典》《汉英诊断学大辞典》《内科危重病学》等著作２０多
部。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１６０余篇。主编《行为决定健康》等科普丛书２０多部。

　　摘　要　行为医学研究的核心是人类行为与健康和疾病。因为，最好的身体是健康；疾病最好的治疗是预
防；可见行为与健康及疾病关系之密切，干预不良行为与各相关学科的关系也就显而易见。行为决定健康之所

以能很快被政府采纳、大众接受，关键是因其独特的、鲜明的见解，以及能被大众认同的概念。行为医学的理论

价值和实践意义，涵盖了诸家特色的文化内涵；“不药而防、不药而治”也体现了中华传统养生理论与现代医学

科学的高度融合，对人类的健康促进以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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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医学研究和发展的证据表明，行为医学研
究的核心应是人类行为与健康和疾病。行为医学

不仅涉及行为科学、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

学、教育学等学科，亦应与医学科学中的各个学科

融合，才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基础医学、临床

医学、预防医学等。可见行为与健康及疾病关系之

密切，行为之复杂，行为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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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行为医学的兴起及概念

行为是人和动物对周围环境影响的复杂反应，

也是思想支配而显现出来的外在活动。美国生物

学家 Ｂｉｒｋ在１９７３年首次提出行为医学（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９７７年２月，美国耶鲁大学召开了世
界第一次行为医学大会，并成立了美国行为医学学

会。次年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重新修正了行

为医学的定义：“行为医学是一门关于把与健康、

疾病有关的行为科学技术和生物医学科学技术整

合起来，并将它用于疾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和康复

的边缘学科。”此后，行为医学在美国发展较快。

１９７８年 Ｊｏｕｍａｌ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创刊。１９７９
年，Ｐｏｍｅｒｌｅａｕ和 Ｂｒａｄｙ合著了《行为医学》一书。
书中提出，行为医学有两大任务：一是把行为治疗

用于临床，包括疾病的预防、评估、治疗和管理；二

是开展行为医学研究。１９８０年，美国行为医学研
究会成立。短短十几年，行为医学很快扩展到了世

界多地。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第 １４届国际行为医学大
会［１５］在墨尔本召开。

新近研究表明，由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和心理

社会因素引发的疾病越来越多。而行为医学的诞

生，丰富和完善了现代医学模式的内容，在保障和

促进人类的健康方面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２　行为医学在中国

我国在行为医学方面的研究有非常深厚的历

史积淀。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几乎都是建立在对

人行为的观察分析上的。中国古代就有许多有关

行为医学的论述。如健康的行为可以防病延年：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

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素问·上古天真

论》）；不良的行为则有害健康：“以酒为浆，以妄为

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

不知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古半百

而衰也。”（《素问·上古天真论》），“肥肉厚酒，烂

肠之食”（《吕氏春秋》）；关于心理行为疗法治疗疾

病的论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

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

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素问》）。关于用行

为干预方法治疗疾病：“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黄帝内经》）。

此外还有，“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

腑皆摇”“喜怒伤气，寒暑伤行，暴怒伤阴，暴喜伤

阳”《素问·举痛论》指出心是五脏六腑之主宰，

“心藏神”。这里所说的“心”，已经不是心脏，而是

指大脑的神经活动、心理状态了［６８］。

心身合一或心身方面的理论及临床应用应该

是源于中国，中医学早有记载，对于心身合一、天人

合一的辩症施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论述很多，

实则就是“心”与“身”的辩证，也是心身一词在医

学领域的最早呈现。而心身医学作为专用词汇则

是源自西方。１８１８年，德国医生 Ｈｅｉｎｏｒｔｈ在其失
眠一书中创造了 ｐｓｙｃｈｉｓｃｈｓｏｍａｔｉｓｃｈｌ，表达灵魂与
躯体的共同体，并由此演变为英文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
１９２２年，医生 ＦｅｌｉｘＤｅｕｔｓｃｈ修改添加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于是就有了心身医学（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心身医学与行为医学有很多交叉，在理论与实践、

基础与临床诸多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９］。

随着行为医学在美国的问世及发展，行为医学

在中国也很快得到了重视。１９８１年，ＷＨＯ在北京
举办了精神病学教学讲习班，多国专家一再强调医

学教学中讲授行为科学的重要性，并看到了生物医

学模式的不足，应尽快树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
式的观念。此后不久，华西医科大学首次在本专

科、卫生管理班等开设了行为科学课。１９８４年卫
生部委托华西医科大学举办了行为医学师资培训

班。１９８５年 “全国行为医学研究会”在天津成立。
１９８９年８月，“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及生物反馈
学会”成立。１９９０年１０月，首届行为医学学术会
议在天津召开。１９９２年８月，第二次全国行为医
学会议在青岛召开。１９９４年 “中华医学会行为医
学及生物反馈学会”更名为“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

分会”。近年来，特别是２００５年以来，经过充分研
讨，认为行为医学不单是行为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部

分，还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领域的

多个学科，尤其应加强与交叉学科的联系，如心理

学、脑科学、精神医学、心身医学、神经科等。由此，

不论是对行为医学的认识，还是专业队伍的发展，

以及研究领域的扩展等都得到了迅猛发展［１５］。

３　行为决定健康与中华传统文化

习近平主席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高

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习主席指出，“中华

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

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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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５０００多年的文明
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

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

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中国传

统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的民族，也影响着世界，中国文化的许多成分具有

世界性意义，是与世界先进文化兼容并蓄、互为借

鉴、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当年，莱布尼茨受《易

经》启发发明了二进位制，而二进位制最终演变出

当代计算机技术，充分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

代科学技术之间能够摩擦出惊艳的火花。

行为决定健康则不仅展示了中华文化在健康

促进方面的风采，也是儒、释、道文化与医学科学的

深度融合，更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各种潜在价

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

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

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

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行为决定健康问世后，之所以能很快被政府采

纳、大众接受，并得到海内外学者、同仁及民众的一

致赞赏，关键是独特的、鲜明的见解，以及能被大众

认同的概念，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不仅涵盖诸

家特色的文化内涵，更是“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

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药而

防、不药而治”的重要实用价值，更体现了传统养

生理论与现代医学科学的高度融合，对人类健康的

促进以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

用［４５，８］。

４　文化决定思想，思想决定行为

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先有思想、后有行动。

有正确的、积极的、统一的思想，才有正确的、积极

的、统一的行动。智慧的思想，意味深远，思之所

及，行之所至。思想是本，行动是形，本正则形立。

既然思想指引行动，那么在健康方面也应如此，如

何充分发挥健康理念的引领和思想旗帜作用，似乎

显得更为重要［８，１０１２］。

健康文化引导健康行为，健康行为促进心身健

康。既然大家公认“行为决定健康”是一种健康理

念，那就应该沿着这个方向，以果敢的意志、坚强有

力的行动，纠不良生活行为之偏，校不良行为习惯

之颇。通过改善调整自身的不良行为习惯，消除健

康隐患。应用行为矫正技术，对不良行为习惯进行

全面干预，填补生物医学模式的漏洞，完善健康理

念的科学认知，摆脱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对身心健

康的搅扰就显得更为重要。明智的健康行为，胜过

医学上的新突破和大量的临床医学服务，更是健身

防病的关键。所以，在全民健康问题上应深刻理解

“治未病”及“行为决定健康”的精神内涵，着力增

强大健康意识和推进文明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强

化积极、正向的健康生命意涵，以高质量的生活行

为方式，向健康理念的最高境界迈进［４５，８，１０］。

健康理念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以人的生命周期

为主线，围绕着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对生命的

全程全面呵护，终极目的是让人们“生得优、活得

长、病得晚、走得安”，优雅安宁地活着。行为决定

健康就是告诫世人，在生命的全程中最大限度地显

现出良好的行为，确保身心健康，这不仅是医学人

文和科学精神融合的最佳体现，更是对全民健康意

识、健康行为的必要引领［４５，１４］。

５　行为医学对引领相关学科发展的积极作用

行为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虽然在中

国起步不到３０年，但由于其历史积淀以及广泛应
用，一问世就受到了极大欢迎，这为行为医学的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行为医学研究的核心是人

类的行为与健康及疾病，如何针对自身特点和现代

医学的发展现状，客观评判行为医学的应用价值，

对推动相关学科的进步，促进国民健康，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ＷＨＯ专家指出，因生活方式疾病而导致死亡
的人数在发达国家已占总死亡人数的 ７０％ ～
８０％。国内外有关研究均显示，不良生活行为方式
对人类的健康危害最大，更是慢病的罪魁。因此

说，人类健康及慢病防治的根本问题是干预人的不

良行为。众多证据表明，不良生活行为方式是当今

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例如不少国家的慢病防

治，虽然都投入了较大的财力和精力，采取了诸多

防治措施，其效果并不尽人意。表明单靠现行的防

治模式已难以奏效。而应针对行为危险因素采取

综合干预措施，既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又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让健康文化承

载起社会的教化功能、劝善作用。以理念明道，以

理念上的突破和内容特色赢信民众，以健康思想引

导民众修炼心身，可能是应对健康现状之策。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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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决定健康”兼而有之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从行为医学角度讲，心理健康是健康的灵魂，

行为健康是健康的基石。在所有不利健康的因素

中，危害最大的应是不良的心境或行为。近期，

ＷＨＯ发布了《２０１７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报告
显示，２０１５年全球约有５６００万例患者死亡，其中
有４０００万例患者的死因为慢病，占总死亡人数的
７０％。相关报告已证实，目前由生活行为方式引发
的疾病已占到了６０％以上。不良行为因素可引发
约８０％的心脑血管疾病，更是慢性病高发、难控或
死亡的重要原因［３］。七情内伤或不良行为的危

害，实则是先由心理紊乱，而后引发生理紊乱，以致

机体抗疾力降低，并逐渐成为许多伺机性疾病的攻

击目标，如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等。因此，良好的

心态和生活行为方式，对防病强身、益寿延年有着

非常重要的价值［５，８，１５］。

新近资料显示，健康饮食有意想不到的价值。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的支持下，哈佛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将一项历时２４年，涵盖７
万多人的研究，发表在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５日的《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上［１６］。研究发现，前１２年中保持
高质量健康饮食者，在后１２年内的死亡风险明显
低于低质量饮食者，其全因死亡率降低了 ９％ ～
１４％。

研究人员还表示，即使之前不够注重科学饮

食，从现在开始改变也是来得及的。因为研究提

示，当饮食质量评分提高２０％时，死亡风险就可以
降低８％～１７％。但如果继续不加重视，饮食质量
持续变差，死亡风险会增加６％ ～１２％。其实，饮
食质量评分提高２０％也非常容易———只要把每天
饮食中的一份红肉换成坚果和豆类即可。

由此可见，科学与医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健康

及平均寿命的提高虽然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

完全依赖医学保障身体健康的思想，是不可取的。

在宗教强盛而科学无力的从前，人们误将神的力量

当成药物；在科学强大而宗教势弱的今天，人们又

误将药物看作神力。天然的食物是最好的药方，良

好的生活行为方式是健康的保障。疾病的真正抵

御者，乃是肌体的免疫力［５，１４，１７１８］。

所以，在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中加强行为

医学知识及中华传统文化的讲授和学习，让大众普

及相关知识，对人类不良行为的调整，推动行为医

学的发展与应用，促进大众健康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１］　杨志寅．行为医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２］　ＹａｎｇＺＹ，ＹａｎｇＺ，ＺｈｕＬ，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ｏ
ｎｉｃ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ＩｎｔＪＢｅ
ｈａｖＭｅｄ，２０１１，１８（４）：２９５３０１．

［３］　ＹａｎｇＺ，ＳｕＺ，ＪｉＦ，ｅ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ｏｄ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Ｉｎｔ
ＪＢｅｈａｖＭｅｄ，２０１４，２１（４）：５８０５８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ｓ１２５２９０１４９４０５７．

［４］　白 波．杨志寅．行为医学［Ｍ］．２版．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２０１７．

［５］　杨志寅．论行为决定健康［Ｊ］．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
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５（１）：７１２．

［６］　谢华．黄帝内经［Ｍ］．西安：中医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７］　刘剑，刘佩珍．论《黄帝内经》对中医生命伦理思想的

奠基［Ｊ］．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１７
（２）：３３３９，１４６．

［８］　杨志寅．再论行为决定健康［Ｊ］．中华行为医学与脑
科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６（６）：４８２４８４．

［９］　曹建新．从哲学走向临床的心身医学［Ｊ］．中华诊断
学电子杂志，２０１６（３）：１９４１９７．

［１０］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１］人民日报评论员．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Ｎ）．人
民日报，２０１５８６（１）．

［１２］于凌炜．定位当代中国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习近平
文化思想研究［Ｊ］．社科纵横，２０１７，３２（５）：１１１１１６．

［１３］《健康文化理论研究》课题组．健康文化论［Ｊ］．河北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４０（１）：６３６７．

［１４］杨志寅．医学人文对医学发展的引领价值［Ｊ］．中华
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２（７）：５７７５８０．

［１５］杨志寅，白波．行为医学在中国［Ｍ］．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６］ＳｏｔｏｓＰｒｉｅｔｏＭ，ＢｈｕｐａｔｈｉｒａｊｕＳＮ，ＭａｔｔｅｉＪ，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ｄｉｅ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ｔｏｔａｌ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１７，３７７（２）：１４３
１５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６／ＮＥＪＭｏａ１６１３５０２．

［１７］杨志寅．行为决定健康的价值［Ｊ］．中华行为医学与
脑科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２（１）：１２．

［１８］薛晓阳．论幸福作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关于亚里
士多德与康德道德哲学的争论与辨析［Ｊ］．山东师范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５８（５）：９５１０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００９）
（本文编辑：林琳）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