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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靈（spirit）」中文稱它為「精神」，拉丁文的意

思是「氣」，它不受時空限制，當人們需要它的時

候，就會清楚感覺到它的存在。靈性（Spirituality）

是人與自己、人與人、人與天的關係（中華民國護士

福音團契，2000），倫理是這些關係的發展，與品格

有關連，換句話說，靈性是基礎，倫理是表現。

在中國的哲學與文化中，所謂健康指的是整

體性的安好，認為身體與精神是互相影響的，不但

如此，每個人的健康同時也會牽連到他的家庭、社

區、國家與世界。西方人強調「普世原則」，在西

方哲學家的眼中，所有的人幾乎都有相同的物理結

構，甚至需求和願望基本上也都相同。人人都需要

呼吸空氣、喝水、吃飯、和住所。此外，人人都

希望舒適、快樂、以及有能力滿足自己的需要或

慾望。此外，人的體內還具有一個微妙的層面，

負責感受、理智的思考和收集任何時間的心身經驗

（Adam, 2010）。當我們參加追悼會時，經常會看到

會場掛著「精神長存」的悼詞，意謂著人的肉體雖然

死亡，但精神（或稱靈性）卻會長久存在人們的思念

與記憶當中。

倫　　理

Gula（2000）將倫理分為兩個層面：人類的內

心狀態與個體行為。若個體的內心狀態有利於道德

行為，個體的行為自然會合於道德規範，否則就需

要在道德行為上更加努力，換句話說要使道德行為

的表現不覺得費力，個體就需要發展他們的內在本

質，使它與道德行為一致，也就是說：道德需要與

倫理合而為一，才能具體且完整的呈現。

早在18世紀時，南丁格爾就已在她的誓約中

明白的提到有關護理倫理的規範，強調護理人員在

從事護理工作時必須忠於職責，不可作有損病人的

事，也不可讓病人服錯藥物以及應該為病人保守秘

密等（附件）。這份誓約由美國底特律城哈伯醫院學

校的謢理主任葛莉特按照南丁格爾所宣導的理念所

寫（張，2003），讓我們了解上帝所賜的護理專業是

何等高貴！也讓我們更認識自己，並且肯定自己在

醫療照顧領域上的定位和價值。南丁格爾誓約問世

若干年之後，國際護理協會及美國、加拿大、澳

洲、香港、中華民國等的護理組織，陸續提出倫理

的重要性，並且制訂全國性的護理倫理規範（屈等，

2010）。

近代倫理的發展擴及各個領域，例如：生命倫

理、科技倫理、商業倫理、學術倫理、醫學倫理及

護理倫理等。希臘的西波格拉底最早提出醫學倫理

原則，而中國醫藥歷史上也記載在唐朝孫思邈所著

的千金要方裡的『大醫精誠論』就已提出一個好醫師

必須要有的條件如：『專業素養』、『安神定志』、『大

慈惻隱』、『普同一等』等原則，孫思邈的四原則與近

代西方醫療倫理學者所整理出來的四個原則內容類

似，而近代學者也整理出四個醫療倫理的原則（一、

不傷害原則；二、施益原則；三、自主原則；四、

公義原則）（尹等，2008）。

倫理與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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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性

有關靈性的定義，目前常被引用的是Murray及

Zentner（1989）提出的：靈性是一種超越宗教關係的

特質，具有激勵、尊敬、敬畏的意義及目的。當人

們面對情緒的壓力、身體的病痛或死亡時，靈性層

面則嘗試要和宇宙維持和諧的關係，並且為了認識

生命而努力尋求答案。從這個定義中，我們發現靈

性是普世的概念，並與所有人類相關，而最重要的

是每個人的獨特性。區（2005）認為這個定義強調靈

性具有複雜性與主觀的本質，並包含神秘及超越的

概念，這定義也顯示生命的三個層面：身體、心理

及社會，是如何相互關聯及相互連結，同時這定義

也顯示出，靈性是與一個人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的

經驗及盼望有關，特別是當個體面臨疾病或預期死

亡時，靈性會表現的更為明顯。

護理鼻祖南丁格爾認為靈性是人本身即具有

的內在本質，也是疾病復原時深入與潛在的重要

資源，而靈性照護則是全人照顧的基石（屈等，

2010），護理是靈性的實踐，當一個人面臨健康危

機時，他可能會尋求精神寄託，而靈性與宗教經常

是精神寄託的對象，然而靈性與宗教二者是不相同

的，靈性是源於希望與意義的人類需要，而宗教通

常與教義與各種宗教儀式有關，只有透過包容每一

個人的宗教定位或政治及哲學的信念才會得到對靈

性產生真正瞭解。Erikson（1963）及Carson（1989）都

曾經提出在人的一生中，靈性是會改變與進化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靈性是一直不停變化的，Maslow

（1954）也明白的指出，自我實現的需要被滿足就是

靈性被滿足。

倫理與靈性

Zsolnai（2004）在「靈性與倫理管理」一書中，

將倫理與靈性作了簡潔易懂的解釋：「倫理」是自我

實現的過程，是「誠於內而行於外」的，「靈性」是價

值的本體，是生命中重要的禮物，它提供個體高層

次的倫理動機，簡單的說，「靈性」是本體，「倫理」

是實現，二者實為一體的內外兩面，因此若靈性被

當作工具來使用，那麼它將會失去價值，而且會帶

來毀滅性的結果。

南丁格爾女士曾在1871年，寫信給在南丁格

爾基金會擔任主席的卡特，在信中她鄭重的告訴

大家，護理是靈性的實踐，而護理倫理則是「誠

信」。對於要求護理人員，必須要建構在護理人員

是值得被信任的基礎上；至於對待病人，護理人員

絕對不可直接或間接，在照顧病人期間或之後向病

人取利。倘若違反這條護理最高倫理的人，無論在

護理界的地位有多高，都應該立刻解聘去職（張，

2003）！

Reed（1992）也認為靈性照顧是護理的核心，同

時是護理本體基礎的一部份，它被視為是人性的基

本特質，也是健康與幸福重要的成分。然而他也質

疑若靈性被視為在整體護理照顧中是重要的，那麼

為什麼一直沒有進入護理教育之中？本文作者也要

求讀者們反思，若我們在護理照顧上只發展越來越

多的理論與技術，是否在同時，人的靈性就變得更

加的不被重視。

結　　論

聖經的本質乃是靈和生命，在新約聖經約翰

福音六章63節，主耶穌說「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

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

命。」上帝藉著主耶穌的話語來賜給人靈及生命。同

時聖經中含有豐富的倫理、道德，例如，聖經說，

要愛人如己（加5:14）。然而，人都是自私的，如何

能愛人如己呢？聖經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

倫理與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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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禱告（太5:44-47）。當主耶穌被人釘在十字架

上的時候，祂還在為那些釘死祂的人禱告說：「父

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

23:34）。這樣的愛是前所未見的，由這些行為表現，

我們可以領會，若不是有超越的靈性本質，生命中

就無法自然的活出超越的倫理與道德的生活，亦即

「愛人如己」的生活。 

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十四章19節說：「⋯因為我

活著，你們也要活著」，活著就表示有生命，此外約

翰福音第十七章24節記載耶穌祈求天父說「我在哪

裡，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裡」，同在就是共

同生活。我們基督徒因著天父的應許，也具有永活

的生命，然而一個有屬天生命的人應當要有屬靈的

生活，就如經上記著「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

益的。（約6:63）」，我們應該培養良好的靈性，以促

進我們行動的倫理性，並且實際感受到護理是一個

最貼近疾病與苦難的專業，同時，護理人員也是最

珍視健康與生命的天使，盼望各位讀完這篇後都能

感受到從上帝來的使命感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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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爾誓約
余謹以至誠，於上帝及會眾前宣誓：終身純潔，忠貞職守，盡力提高護理職
業標準，勿為有損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藥，慎守病人及家務之祕密，
竭誠協助醫師之診治，務謀病者之福利。　　　　　　　　謹誓

南丁格爾誓約 護理倫理原則
忠貞職守 不傷害、公義原則

盡力提高護理職業標準 施益原則
勿為有損之事 不傷害原則

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藥 不傷害原則
慎守病人及家務之祕密 不傷害原則
竭誠協助醫師之診治 法定醫療輔助行為
務謀病者之福利 施益原則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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