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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

前　言

　 　 安乐死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中非常重要的道德

伦理和实践问题, 也是生命哲学关注的首要问题。 因

此, 在哲学和伦理学视野中对当代安乐死问题的探讨

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安乐死、 生命

和人的尊严的构建” 就是力图以当代安乐死发展中出

现的问题为主线, 在伦理学和哲学的视野中对安乐死

与生命、 与尊严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 深层次的考察。

在当前的生物技术时代, 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已经

实现了由问题到命题的转化。 作为问题存在的安乐

死, 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 并尽量地寻求到一种让大

多数人满意的答案。 而作为命题存在的安乐死,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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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则是是什么和怎么办; 这里的是什么主要指安

乐死存在的多元性, 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的范畴, 同

时还蕴含着道德的、 伦理的因素; 作为命题中的怎么

办, 不在简单地追求可适的答案, 而是在多元的语境

中, 给出更加合理的言说和阐释。

因此, 本著作有两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中将以

“生死之维: 现代生物技术语境下的存在” 为背景对

当前生命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视野中对安乐死出现的

语境和存在的维度进行了界定和考察。 将安乐死纳入

到生死二维的存在中, 从安乐死中存在的两个争论,

即安乐死是否会滑坡到种族灭绝和安乐死的伦理理论

困惑入手, 最后站在蒙森的立场上给出了反对安乐死

的理由, 即安乐死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第二部分将以 “尊严的提升: 死亡的权利与生命

的自主” 为主题, 试图在当代技术和医学临床的语境

中建立起安乐死和尊严之间的联系。 在分别论述了安

乐死和生命尊严的内涵和属性之后, 重点思考了如何

去建立一种可以言说的关系。 这种关系包含着两个维

度, 一是什么样的安乐死能够维护人的尊严, 一是什

么样的安乐死破坏了人的尊严。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

问题, 作者建构了 “尊严圈” 模式, 认为安乐死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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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

严关系的建立依赖于参与到安乐死中各方力量的妥

协, 而这种妥协的前提是在维护患者尊严的前提下实

现的。 自主性是这一章的核心概念, 也是建立关系的

重要环节, 甚至可以说是所有涉及安乐死问题的核

心, 它和
 

“他者” 概念一起构成了尊严问题中从病患

的意义上作出判断的重要概念。

安乐死的生命哲学指向或生命哲学视域中的安乐

死研究将在秉承既往对生命的理解、 对尊严的探索基

础上, 开拓出新的模式, 即建立在当前道德规范基础

上对过去规则的重建, 并将患者、 医务人员、 家属和

社会纳入一个新的道德共同体中, 从过往的单向决定

到现在的商谈交流、 从过往对希波克拉底宣言的膜拜

到当前出现不同的认识, 从传统医学中救死扶伤的神

圣职责中逐步加入允许安乐死亡的观念等等。 因此,

尽管安乐死在各国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局面, 有些

国家以合法化的方式表达对个体生命自主性、 人的尊

严等问题的态度, 有些国家只局限于民间伦理和道德

的讨论来反映他们的观念, 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与过

往相比, 人们更加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 更加在乎生

命的意义和价值, 而这一目的的实现, 也是安乐死发

展中该有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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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统与现代:
生物技术时代与人的生死观念

　 　 个体生命的存在往往通过两个事件得以标志, 一

是生命的出生和存活, 二是生命的终结, 也就是死

亡。 这两个时刻处于一个人生命的首尾, 构建了一个

生命过程的完整性。

自远古以来, 生命就其本体论, 即在生命的原初

意义上而言, 与生命的数量和质量相比, 没什么变

化。 但是围绕着生命的外延和内涵所展开的关于生命

价值的追问、 生命神圣的论证以及生命的存有时间和

结束时应该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

过。

传统对于生命和一个主体人生和死的论证是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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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条件下的环境相关联的。 斯金纳在其名著 《超越自

由与尊严》 中指出, 人的行为和决定是建立在一定环

境下的相倚关系中的, 我们不能离开这种相倚关系,

单独的做出决定。① 在现代生物技术出现以前, 生死

问题的宗教性在一个人生命中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世

俗的医学对其的认知, 这种认识的根本点是围绕着生

命的概念展开的。

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 特别是生命科学技术对人

生命过程的认识, 实现了重要的范式转换, 既由传统

的经验科学转向现代实验科学, 由传统的宗教认识转

向了现在的科学认识。 随着生物技术对人的身体和意

识的不断发掘, 基因、 克隆、 生命维持、 优生、 安乐

死等成为科学关注的对象, 科学家借助先进的仪器去

认识生命的每一个过程, 并将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应

用于人的生命过程, 提高生命的质量。

在所有生物技术关注的领域中, 有两个问题是任

何的科学家都不能和不会绕开的, 即生存和死亡。 和

生存相关联的问题包括优生、 干细胞研究、 植入前基

002

① 斯金纳. 超越自由与尊严 [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6 月第一版.



因诊断等等, 和死亡相关联的问题则有安乐死、 生命

维持技术、 临终关怀等等。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 在改变当前医学技术领域

的同时, 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 传统对生命的态

度和看法, 在新兴的技术和对人的研究基础上经历了

很大的变化。 技术的因素正在不断地渗透到我们生命

的每一个阶段, 使得自然的生死过程中出现了技术的

因素和干预。 在新技术面前, 人的生死正在经历着一

场革命式的转变。

不管是传统的生命科学还是现代技术语境中的生

命科学, 它们的共同出发点是 “自我”①, 在传统的

道德哲学那里, 受到二元论的影响, 人们对于 “ 自

我” 的认识是从物质与精神二维关系出发。 然而, 随

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 其对于人的自然生命的干预

强度和广度越来越大和越来越深, 使得传统意义上自

我的二元对立越来越不清晰; 现代生物技术使得传统

意义上主要依靠先天条件的选择逐渐转变为现代的人

为选择, 首先是人身体的存在不简单的是自然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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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技术的侵入力正在蔓延到人存在的每一个角落,

人的自然化状态正在转变为技术化状态, 即技术人已

经出现。 自我的这种非自愿的、 革命式的转化, 直接

颠覆了传统道德哲学中的观念, 因此, 面对现代生物

技术所带来的这种变化, 引起了伦理学、 哲学、 生命

科学、 生命伦理学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

现代生命科学和伦理学在关注到人的自然生命的

同时, 也关注了人的精神生命, 也就是以 “ 自由意

志” 为根基的存在。 人是主体性的存在, 因此, 在与

世界的紧密关联中, 凸显出自己的特质和尊严。 作为

肉身存在的人或 “ 自我”, 他无法摆脱自己的天命,

即生、 老、 病和死亡; 作为自由意志的精神存在, 自

我在社会中追求自己价值的最大化。 自我作为肉体生

命和精神生命同一的存在体, “总是在物性与神性、

个体与实体、 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两极间变动, 而呈

现出一种现实与超越、 有限与无限对立统一的生命状

态, 而 ‘自我’ 的伦理使命就是保持这种矛盾性而凸

显人类生命的尊严与高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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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的自然生命的深度干预, 不是

单纯地利用自己的优势所实现的手段的干预, 而是参

与到了自然生命从开始到结束的构造之中, 现代生物

技术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在胎儿出生前进行植入前基

因诊断、 进行优生计划; 在人的死亡过程中, 想办法

维持没有价值的生命等等。 和传统的技术相比, 它不

再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 而是正在逐渐的改变人的生

活状态, 并进而有可能改变人类以自我为根基的文明

状态、 文化形态和伦理理路及人的自我实现过程。 现

代生物技术的这种 “双刃剑” 式的局面, 在自我得到

最大化认同的时候, 也造成了自我的分裂, 生命科学

对于自我肉身的改变, 造成了传统生死观走向一种无

定数的状态。 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生和什么时候该去

死。 人们不能确定这个生到底是自然的生, 还是技术

的生;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濒临死亡的状态和界线已

经模糊不清, 而且死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目的, 还加

入了商业的功利色彩。 自然生命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在

技术的控制之下影响到精神生命的存在状态。

面对现代生物技术给生命过程带来的这些挑战,

此时要追问, 生命科学本身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

题, 人类能不能发挥自己反思性的特长, 对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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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展开新一轮的批判, 从而构建与现代生物技术发

展相一致的生死观念, 构建属于现代社会的自我观念

和自我的肉体和精神系统。

现代社会正在重新构建自己的价值文化系统, 生

命伦理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道德、 伦理和存在共同体。 自我的个体性存在在现

代的生物技术时代, 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肉体性存在,

而是不断地与外在的世界发生着关系, 自我所具有的

相对独立性, 必须回归到除法律之外的伦理道德的共

同体中, 才能实现自我的完善和发展, “自我作为个

体性的生命存在, 虽然与伦理整体性相对立, 但是

‘自我’ 又不是孤立抽象的生命存在, 需要扬弃 ‘自

我’ 的个别性, 向伦理整体性回归以获得现实性。”
 

①

古希腊的伦理学家们在追问一个问题, 即什么样

的生活才是好的生活。 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年代, 我们

依然有必要重新去审视这个问题, 在面对生命维持技

术、 优生学、 安乐死等一系列围绕着生命的生和死展

开的论述中, 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依然是需要时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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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所有的技术手段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的生命

有意义, 但是在实现生命意义的过程中, 我们却没有

考察这些手段的有用性和价值, 只是单纯地为了生命

而使用。 我们需要追问的不仅仅是生命的长度, 更重

要的是生命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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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命与死亡:

　 生命科学中的老话题与新问题

　 　 生命和死亡是当前人们讨论最为广泛的话题, 这

一话题既有历史的维度, 又有现实的因素。 通俗意义

上的生命, 首先是指一个个体人所具有的能够存活的

体征, 其次是指这个个体的人所具有的一系列社会属

性。 生命的起初阶段是以一个自然人自然生命的诞生

为基础的。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认为, 人的存在的意义

和价值在于追求好的生活, 这表明, 生命的意义的实

现有赖于好的生活。 只有在好的生活中, 生命才能够

显示出自己的张力来。 生命最重要的载体是人的存

在, 人的存在是不同于动物式生命的存在, 马克思说

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在于人会劳动, 创造自己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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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 自古希腊以来, 人的存在经历了四种形态,

分别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 “政治人” (亚里士多德),

中世纪的 “上帝人”, 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 “理性

人” (卢梭等) 以及现代生物技术语境下的 “ 道德

人” (亚当·斯密)。 伴随着每一种人的存在状态的不

同, 生命的展现形式也会不同, 在不同的阶段, 生命

被赋予的表征和意义完全取决于这一时代的特征。 前

三种存在形态我们可以统称为一类, 后一种则单独的

为一类, 这样划分的标准是技术, 特别是生命科学技

术在人的生命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和生命相对应的是死亡。 1821
 

年, 史密斯先生在

《法医学原理》 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死亡的定义: “虽然

没有人敢说, 他很清楚构成生命的是哪些东西, 但是

我们都知道所谓的生命现象是什么。 只要一提到生

命, 我们马上会联想到死亡。 所谓死亡就是指, 我们

所熟悉的生命现象停止了。”① 在这个定义里, 史密斯

先生将生命和死亡放在一起讨论, 而且这里的生命是

一种自然意义上的生命, 这里的死亡, 就是指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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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停止之后, 人的状态由一种变为另一种, 比如由

动变为静, 由爱说话变为永远的沉默等等。

在提到死亡的时候, 除了人们对于它的害怕之

外, 最难的还是判断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死亡, 或者

进入了一种死亡的状态。 至于死亡的方式, 是自杀、

他杀还是痛苦的死、 快乐的死都是次要的问题。

托马斯·香农指出, “人生命中最为关键的时刻

之一是生命的终结。 然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围绕

着这一时刻存在着混乱, 这既关系到它的意义, 也关

系到它的出现。”① 托马斯的意思很明确, 人们并没有

能真正地明白生命的终结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 这

一问题一直以来就是混乱的和模糊的。 而这一种局面

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对于生命的认识, 当然也包括对死

亡的认识。

一、生命与死亡的老话题与新问题

一个人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他的生命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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