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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被称为“医学伦理学”或者“生命伦理学”的这个学科或学科群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属于交叉边缘学科
，它至少涉及医学、生命科学、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人类学、民
俗学等学科，在伦理学体系中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
“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分别其实并不玄妙，它象征着两个同质的子文化体对同一学科话
语霸权的争夺或者交接。
“医学伦理学”是英帝国的术语，“生命伦理学”是美利坚帝国的概念，它们是不同的话语主体先后
对同一学科的命名。
所以，我们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是有必要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
在现代伦理语境中我们尽可以把它们看成同一学科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由于时代的原因呈现出不同的
特点，所以有不同的名称。
在中国大陆，“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争也具体而微地再现了在英美发生的故事。
15年前，“医学伦理学”是主流并且占据了国家医药院校课程体系中医学生必修课的地位，在“医学
伦理学”教材中，人们大多能看到对“生命伦理学”热点问题的介绍，却少有对“生命伦理学”作为
一个学科的体认。
大约从1998年开始，“生命伦理学”挟“克隆”、HGP等生物技术所造成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随着2006年8月第八次国际生命伦理学学术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生命伦理学”虽然未能动摇“医学
伦理学”在国家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却隐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学科主流，至少，显荣和时尚的地位进一
步得到确立。
也就是说，国家课程体系对这一学科的定位是“医学伦理学”，而目前这一学科的学术主流却是“生
命伦理学”，这就形成一个现实的矛盾。
这种矛盾如果不尽快化解，既不利于这一学科的成长，也不利于国家课程体系的科学构建，更不利于
医学生的成长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目前，处理二者的关系有三种立场：第一种，坚守“狭义生命伦理学”的本位，但在定义“生命伦理
学”时采取“广义生命伦理学”的立场，在教学和科研时则采取的是“狭义生命伦理学”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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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天，“生命伦理学”已成为本学科的学术主流，但在我国既有高校课程体系中却仍被称为“医
学伦理学”。
这种学科割裂的现状既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也不利于道德文明的建设。
《生物医学伦理学导论》在中国大陆医学伦理学界首次将“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融于一炉
，提出以“生物医学伦理学
”来结合二者，以结束目前本学科被人为割裂的尴尬处境。
《生物医学伦理学导论》共五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篇导论篇共3章，总结生物医学伦理
学的基本理论。
第二部分是应用部分，共四篇，依次为“生之伦”、“死之理”、
“存之道”、“活之德”，取“生死存亡，伦理道德”之意。
“生之伦” 、“死之理”两篇主要讨论的是“狭义生命伦理学”的内容；“存之道”
篇主要讨论临床伦理；“活之德”篇主要讨论医疗公正以及医德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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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克隆技术中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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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因治疗的分类
二、有关基因治疗的伦理争论
第三篇 死之理
第七章 生物医学伦理视野中的死亡问题
第一节 中外死亡智慧剪辑
一、中国传统死亡智慧剪辑
二、西方死亡智慧剪辑
第二节 死亡的医学与伦理认知
一、死亡与死亡学
二、脑死亡的医学道德评价
第三节 死亡教育的必要性与原则
一、死亡教育的必要性
二、进行死亡教育的原则
第八章 安乐死
第一节 安乐死的内涵
一、安乐死的内涵
二、安乐死的外延
第二节 安乐死的道德确证
一、选择死亡
二、放弃生命
第三节 安乐死争鸣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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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墨家从“明鬼”与“节葬”两个层面构建其功利主义死亡观。
墨子认为导致三代之后，“天下失义”的原因是“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罚暴
也”①。
在墨子看来，由于鬼神具有超越于常人的能力，“能赏贤而罚暴”，所以，鬼神的存在就为道德的实
现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持。
墨子力证鬼神的存在，其目的就是通过让人民相信鬼神存在借以达到治国家利万民的效果。
墨子死亡观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节葬”。
墨家学说是在批判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墨家的死亡观也与儒家的死亡观尖锐对立。
儒家提倡“厚葬”、“久丧”，墨家便主张“节葬”、“简丧”。
对于死者的安葬，墨子认为：“死者既以葬矣。
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
此圣王之法也⋯⋯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
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
”②“厚葬”、“久丧”过分讲求“死人之礼”实足以害“生人之利”，最终导致“国贫”、“民穷
”，不利于国家的富强安定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总之，对于墨家来说，“明鬼”与“节葬”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生人之利”，“
故日：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墨家的鬼神观念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它所提出的“节葬”的观念却与现时提倡
勤俭节约的观念是深相契合的。
道家试图填平“生”与“死”之间的鸿沟，按照“齐物论”的逻辑从“齐生死”的角度引导人们透悟
死的本质。
《庄子》云：“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
故日：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说也。
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
”意思是说：世上万物，彼与此、生与灭、是与非之间的区分都不是绝对的，所以，圣人并不强分是
非、彼此、对错，而是一切听其自然。
生与死，生命的存在与消灭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是宇宙自然的法则即“道”。
个人须臾的生命对宇宙而言，是匆匆的出入，如同气的聚散，是无所谓悲喜的。
既然如此，人们就应该坦然、平静，甚至欣喜地面对死亡，坦然地走向大归。
所以，庄子死妻，他反而鼓盆而歌，并且反主为客以齐物论的逻辑智慧开导前来吊唁的惠施：“是其
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
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而本无气。
杂手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
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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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医学伦理学导论》适于作为医药院校本科生教材，哲学专业、生物学专业本科生的辅助教材，
本学科教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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