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
项目编号：０６ＢａＺＸ００１８
项目名称：《应用伦理———临终关怀与安乐死对策的研究》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生命关怀的理论与实践

主　编：李义庭　刘　芳
副主编：王香平　郭浩明　马振山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生命关怀的理论与实践／李义庭，李芳著．—北京：首都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７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　　　－　　－　

　Ⅰ．①生…　Ⅱ．①李…　Ⅲ．①　　　　　Ⅳ．①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１）第　　　号

ＳＨＥＮＧＭＩＮＧ　ＧＵＡＮＨＵＡＩ　ＤＥ　ＬＩＬＵＮ　ＹＵ　ＳＨＩＪＩＡＮ
生命关怀的理论与实践
李义庭　刘　芳　主编

责任编辑　佟　旭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１０５号
邮　编　１０００４８
电　话　６８４１８５２３（总编室）　６８９８２４６８（发行部）
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ｕｐｎ．ｃｏｍ．ｃｎ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２０１２年４月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１２年４月第１次印刷
开　本　８９０ｍｍ×１２４０ｍｍ　１／３２
印　张　１０
字　数　２６５千
定　价　２０．００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殢

殢殢

殢

　　

编委会

李义庭　刘　芳　王香平　郭皓明
范茂槐　柯斌铮　马振山　马小龙
戴苏娜　李燕申　赵丽莉　张曼华
李　爽



参与本书编写人员名单

李义庭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
刘　芳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
王香平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郭浩明　主任医师　　　　朝阳门医院
马小龙　讲师　　　　　　首都医科大学
吴晓瑞　医师　　　　　　航天中心医院
李　爽　助理研究员　　　首都医科大学
张　颖　见习助理经济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马振山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张庆宁　在站博士后　　　北京协和医院
柯斌铮　主任医师　　　　北京医学伦理学会
沈　颖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张曼华　副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
范茂槐　主任医师　　　　首都儿科研究所
潘岳松　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赵丽莉　讲师　　　　　　首都医科大学
张大庆　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
李燕申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戴苏娜　主任医师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王建敏　政工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杜淑英　副主任护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解凤先　高级政工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李　骥　助理研究员　　　首都医科大学
罗艳侠　讲师　　　　　　首都医科大学公卫学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敬畏生命、珍重健康，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２０１０年４月，青海玉树的地震牵动了亿万人民的心，中华
民族积极行动起来，一切为了雪域高原的生命，人的生命高于一
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抗震救灾、你我同行，谱写了一曲曲
生命的赞歌。

生命是光辉的太阳，照耀着宇宙天堂；生命是皎洁的月亮，
飘洒着明媚的月光；生命是甘甜的雨露，滋润着万物茁壮成长；
生命是鲜红的旗帜，引导着前进的方向。我们赞美生命的伟大与
崇高，讴歌生命的神圣与庄严，倡导对生命的崇拜与敬畏，践行
生命的使命与责任。

生命是自然过程，新陈代谢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
生命在生态圈中实现着自我更新─自我繁殖─自我消亡─自我更
新的循环过程；人类自从与动物揖别而作为高级生命诞生以来，
已有近千亿的人以生老病死的规律一代一代地繁衍着，并推动着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个体生命从出生开始，就注定要走向死
亡。我们的祖先与前辈面对个体生命死亡的现实，曾经对挽救个
体生命的死亡进行过极端痛苦的挣扎，用尽了各种方法去追求永
远不可能实现的个体生命的永生，希望的破灭以至于虚幻出各种
神话来自我安慰。最终，人类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的、无法改变
的事实：个体生命死亡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只有以人类种
族的方式才能在生物进化中得以延绵。历史发展到近现代，人类
才真正站到唯物史观的基点上，开始了对生命关怀的探索与
实践。

生命关怀是人的特征。人是生物界中唯一有意识和高级情感
的高级动物，人的生命离不开他人与社会的生命关怀。生命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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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人的生命敬畏、关爱的终极价值观；生命关怀的历程贯穿
于人生命的出生、新生儿、婴儿、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
年、临终等各个阶段，体现在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情感挫折、
升学就业、患病等各种特殊领域，这种对生命的尊重，维护人的
尊严与权利，是生命关怀的本质。生命关怀学研究人生各个阶段
和在生命受到挑战和威胁的关键时刻，社会、种族、群体、家
庭、他人与社会的关怀内容、形式与方法，旨在提升人的生命质
量、价值与尊严；生命关怀学是敬畏与关爱生命的一门学问。

生命临终关怀是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探讨生命关怀不仅
要研究临终关怀，而且是重点研究之一。临终关怀一词源于英文
ｈｏｓｐｉｃｅ，是指专门收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的场所。因此也可
以将ｈｏｓｐｉｃｅ译成 “安息所”。也有的国外专家将临终关怀表述
为：“ｅｎｄ－ｏｆ－ｌｉｆｅ－ｃａｒｅ”。实际上临终关怀的本质是对无望救治病
人的临终照护，它不以延长临终病人生存时间为目的，而是以提
高病人临终生命质量为宗旨；对临终病人采取生活照顾，心理疏
导，姑息治疗，疾病护理，着重于病人的疼痛控制，缓解病人痛
苦，消除病人及家属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维持临终病人活得尊
严，死时安逸；还为家属提供包括居丧期在内的心理、生理关
怀、咨询及其他项目服务。

生命关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生命健康和人类健康的持续发展。
２４００年前，《黄帝内经》已精辟地指出：“上医治未病”，“圣人不
治已病治未病”。当代，健康不仅是人的高级需要，更是人的基本
权利，对人的生命关怀的根本就是要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

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们开始对生命关怀学的研究，试图在这
片贫瘠的土地上耕耘，进一步唤起对生命的敬畏，使人活得更有
尊严，更加幸福。诚然，生命关怀学学科建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
走，限于研究组成员的水平，请读者赐教；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参
考资料，在此对相关作者表示真诚的谢意。

李义庭　刘芳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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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敬畏生命

生命是什么？这是人类自产生之日起便不断叩问自己的亘古
永恒的话题。初生的懵懂、少年的纯真、青春的勃发、成年的稳
健、老年的睿智，无一不在吸引一代又一代的人去研究、去探
索、去发现、去喜悦。生命的精彩旅程，使得人的世界异彩纷
呈，荡气回肠。生命的诱人神秘，使得生命的研究成果累累，令
人振奋。“敬畏生命、珍重健康”越来越被人类历史不断呼唤，生
命的尊严越来越成为人类发展的需要。

第一节　生命与生态

科学总在寻求了解和探索世界的本来面目，以图研究和掌握
新的规律，追求真理的唯一性。生命富有诗意地生活在世界中，
对生态的把握尤其重要。生存过程对生态的过分损毁，势必对生
命的生存质量产生威胁。

一、生态圈

生态圈是指“在一定的时空中共同居住着的生物群落与其环
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了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过程而
形成的统一整体”。①它包括生命系统和非生命系统。如果按照从
高到低的空间层次来划分，可以把生态圈分为大气圈、水圈、生
物圈和岩石圈等。其中：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属于非生命系

① 黄志斌，刘志峰：《当代生态哲学及绿色设计方法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版。



统，生命系统则指的是生物圈，它包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动
物、植物和微生物。

生态圈不同于大自然。大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在宇宙环境
中，是自我维持系统。它按照一定的自然秩序（自然规律）自我维
持和不断地再生产，从而实现自我的发展和演化”。① 生态圈中，
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等非生命系统，即可称为大自然。

综合上述两点，我们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生态圈是由生
物圈和大自然这两部分构成的，人是生物圈的一部分，因而人也
是生态圈的一部分，同理大自然也是生态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包括很多种类，前面我们提到的生物圈就是地球上
最大的生态系统。生物圈的概念是由奥地利地质学家休斯（Ｅ．
Ｓｕｅｓｓ）在１３７５年首次提出的，它是指地球上有生命活动的领域
及其居住环境的整体。包括海平面以上约１０，０００米至海平面以
下１１，０００米处，其中包括大气圈的下层，岩石圈的上层，整个
土壤圈和水圈。但是，大部分生物都集中在地表以上１００米到水
下１００米的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土壤圈等圈层的交界处，这
里是生物圈的核心。

生态系统的组成分为“无机环境”和“生物群落”两部分。其
中，无机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基础，其条件的好坏直接决定生
态系统的复杂程度和其中生物群落的丰富度，生物群落则反作用
于无机环境。生物群落在生态系统中既是在适应环境，同时也在
改变着环境。生态系统各个成分的紧密联系，使得生态系统成为
具有一定功能的统一有机整体。

在生物群落中有这样几种重要的角色：包括生产者、消费者
和分解者。

生产者主要是各种绿色植物，也包括化能合成细菌与光合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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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平：《生态伦理学》，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菌，它们都是自养生物，植物与光合细菌利用太阳能进行光合作
用合成有机物，化能合成细菌利用某些物质氧化还原反应释放的
能量合成有机物。生产者在生物群落中起基础性作用，它们将无
机环境中的能量同化，同化量就是输入生态系统的总能量，维系
着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其中，各种绿色植物还能为各种生物提
供栖息、繁殖的场所。

消费者的范围非常广，包括了几乎所有动物和部分微生物，
它们通过捕食和寄生关系在生态系统中传递能量，其中，以生产
者为食的消费者被称为初级消费者，以初级消费者为食的被称为
次级消费者，其后还有三级消费者与四级消费者。同一种消费者
在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可能充当多个级别，杂食性动物尤为如
此，它们可能既吃植物（充当初级消费者）又吃各种食草动物（充
当次级消费者），有的生物所充当的消费者级别还会随季节而
变化。

分解者以各种细菌和真菌为主，也包含屎壳郎、蚯蚓等腐生
动物。分解者可以将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无生命的复杂有机质（尸
体、粪便等）分解成水、二氧化碳、铵盐等可以被生产者重新利
用的物质，完成物质的循环，因此分解者、生产者与无机环境就
可以构成一个简单的生态系统。

在生态系统中，物质从无机环境开始，经生产者、消费者和
分解者，又回到无机环境，完成一个由简单无机物到各种高能有
机化合物，最终又还原为简单无机物的生态循环。通过该循环，
生物得以生存和繁衍，物理环境得到更新并变得越来越适合生物
生存的需要。一个生态系统只需生产者和分解者就可以维持运
作，数量众多的消费者在生态系统中起加快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的作用，可以看成是一种催化剂。

在生物圈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适应自然、改造自
然、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过程。随着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干涉能
力的增强，人类在追求文明发展的同时，也为自身发展带来了危
机。如人类社会面临的资源、粮食、环境、生态危机；在人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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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文明的过程中，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生态系统的破坏，正威
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正确认识
自然，认识地球这个已知唯一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走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生命起源

从古至今，有很多说法来解释生命起源的问题。如西方的创
世说、中国的盘古开天地说等。但直到１９世纪，伴随着达尔文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ｒｗｉｎ）《物种起源》一书的问世，生物科学发生
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同时也为人类揭示生命起源这一千古之谜
带来了一丝曙光，这就是现代的化学进化论。生命起源的化学进
化论首先在１９５３年首先得到了一位美国学者米勒的证实。按照
米勒的描述，在早期，地球上因为含有大量的原始大气圈，如甲
烷、氨气、水、氢气，还有原始的海洋，当发生闪电作用时，把
这些气体聚合成多种氨基酸，而这些氨基酸局部浓缩，再进一步
演化成蛋白质和其他的多糖类，以及高分子脂类，在一定的时候
有可能孕育成生命。

在中国，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代，老子在《道德经》里曾写
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用现在的话说，就
是地球上的生命是由少到多，慢慢演化而来。它们有一个共同的
祖先，这个祖先就是“一”，而这个“一”是由天地而生，用今天的
话说，可能就是由无机界所形成。

生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与生命有关的元素及化学分子的起
源。因而，生命的起源过程应当从宇宙形成之初，通过所谓的
“大爆炸”产生了碳、氢、氧、氮、磷、硫等构成生命的主要元素
谈起。大约在６６亿年前，银河系内发生过一次大爆炸，其碎片
和散漫物质经过长时间的凝集，大约在４６亿年前形成了太阳系。
作为太阳系一员的地球也在４６亿年前形成了。接着，冰冷的星
云物质释放出大量的引力势能，再转化为动能、热能，致使温度
升高，加上地球内部元素的放射性热能也发生增温作用，所以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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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地球呈熔融状态。高温的地球在旋转过程中，其中的物质发
生分异，重的元素下沉到中心凝聚为地核，较轻的物质构成地幔
和地壳，逐渐出现了圈层结构。这个过程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大
约在３８亿年前出现原始地壳，这个时间与多数月球表面的岩石
年龄一致。

有资料表明前生物阶段的化学演化并不局限于地球，在宇宙
空间中广泛地存在着化学演化的产物。在星际演化中，某些生物
单分子，如氨基酸、嘌呤、嘧啶等可能形成于星际尘埃或凝聚的
星云中，接着在行星表面的一定条件下产生了如多肽、多聚核苷
酸等生物高分子。通过若干前生物演化的过渡形式最终在地球上
形成了最原始的生物系统，即具有原始细胞结构的生命。至此，
生物学的演化开始，直到今天地球上产生了无数复杂的生命
形式。

第二节　人的生命

人类的历史，由于生命的存在而产生发展。生命的存在和发
展构成了一部宏大的历史画卷。在人类漫长的生存繁衍与发展过
程中，总是在不间断地、持续地探究生命的本质。探究的内涵不
仅在生命本身的科学性和物质性，也在其价值性和社会性上进行
了不懈的追求。生命的本质、尊严，生命的法则、原则使人的生
命日益彰显出理性的光辉。

一、生命本质

什么是生命？从哲学角度看，生命是生物的组成部分，是生
物具有的生存发展性质和能力，是生物的生长、繁殖、代谢、进
化等行为表现出来的生存发展意识，是人类通过认识实践活动从
生物中发现、界定、彰显、抽取出来的具体事物和抽象事物。生
命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是从非生命物质发展来的，是自然界
物质长期演化的产物。生命的存在方式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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