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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哲学》

前言

导论 生生死死说生说死对人类而言，死亡，既是最确定的事情，又是最不确定的事情。我们最能确定
的是人人皆死，而最不确定的是不知道死亡何时降临。一、死，猜不透的谜死亡，一个神奇之谜，一
个我们不能不猜而又永远猜不透的千古之谜。自人类诞生并有了自我意识以来，人及其生死之谜始终
像一个巨大的梦魇困扰着我们。人类为此是“上究碧落下黄泉”，从“念天地之悠悠”转而“独怆然
而涕下”。人们幻想着能如嫦娥奔月，希冀“与天地齐寿，与日月齐光”。这其中寄托着我们最甜蜜
的梦想，也隐藏着我们最深切的恐慌。然而，有生必有死，这是铁的事实。那么，死了死了，是一死
百了还是有什么东西继续存在呢？死又为何？自古以来，无论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
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且各有各的答案。死亡作为人生中最难说清的
现象之一，根源于死亡现象的奇异性。生，是生命的肯定状态，意味着有生命。死，是生命的否定状
态，意味着无生命。对于任何个人而言，或者有生命，或者无生命，二者只能居其一。因此，谈论死
亡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亲身经历过死亡，这就叫“生者不知死”；而一旦他亲身经历死亡时，他自己已
经再也不能对死亡说出什么了，这就是“逝者不知死”。但是，死亡是人生的铁的事实，需要对其作
出解释，并已经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最早的死亡解释是原始的神话解释。研究原始文化的人类学
家们已经对原始人的死亡观念作过详细的研究，从他们那里我们知道了原始的死亡解释的一些情形。
原始文化的主要形式是原始宗教，而原始宗教往往借助于神话、仪式等方式表现，这实际上提供了一
种对死亡的解释。世界上许多原始的死亡神话表明：原始人一方面承认死亡现象的存在，但更多的是
以某种方式否认死亡。在原始的死亡神话中，许多原始部落认为，人是不死的，人的死亡只是各种偶
然性导致的结果：有的是恶魔所致；有的是由于手持不死赠品的使者传错了神的旨意所致；有的是使
者中途的耽误而延误了时间所致；还有的是人类祖先的愚蠢选择所致；更有的是人祖的犯罪而致。大
量的死亡神话表明：原始人的总的观念是以某种方式否定死亡，而对为何死亡并不在意。科学的死亡
解释从何为死亡出发，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说明。这涉及许多相关的学科，如医学、法律、道德伦理
、文化等。现代生活中，由于绝大多数人能死在医院里，自然死亡成了死亡的最重要的一种，因而，
医学上的死亡定义也就上升为现代人的科学死亡定义的最重要的一种。当然，医学是十分严格的科学
，医学上的死亡定义也是十分复杂的，而确定死亡的精确化的标准和程序显得尤其重要。医学上的生
命和死亡的传统定义是：生命：一是活着的状态，即新陈代谢、生长、繁衍、对环境的适应性、动植
物器官完成功能的状态；二是有机体从出生到死亡之间的时期；三是生命物体与非生命物体区别开的
特征。死亡：包括非感受性与非反应性、无运动与呼吸、无反射作用及脑电图平直。现代医学死亡的
标准是脑死亡。脑死亡概念的提出始于法国。1959年，在第23届国际神经学会上，法国学者首次提出
“昏迷过度”的概念，并使用“脑死亡”，用以说明这类病人苏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1968年第22届
世界医学大会上，以“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为新的脑死亡为标准，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的
标准。目前，全世界国家中，已有80多个国家以脑死亡为标准，美、德、英、法、澳等十多个国家已
经实行了脑死亡立法。2000年4月以来，我国卫生部启动脑死亡判定标准立法的制定工作。2003年，正
在制定中的脑死亡标准进行了第一次完整的、严格的临床应用：武汉市东西湖区一位心跳仍维持但脑
已死亡的脑出血患者被武汉同济医院宣布为脑死亡，这是我国首位被宣布为脑死亡的患者。法律上的
死亡标准是以医学的死亡标准为基础。根据《韦伯辞典》的解释，生命，意味着动植物或有机体存在
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中，动植物或有机体能发挥自然功能，完成生理运动，或它们的器官能实现其功
能。死亡，即生命的终止，不再存在。此外，还有从社会、文化、心理等角度对死亡作出的各种解释
，在此不一一述说。二、死亡哲学死亡哲学是对死亡之事实与现象进行的总体的、全方位的、形而上
的考察，也就是以理论思维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关于死亡的“形而上学”或“死而上学”。死亡哲学所
探讨的问题是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即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与可避免性）、死亡的终极性与非终极性
（即灵魂的可毁灭性与非毁灭性）、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即死而不亡或死而不朽）、死亡和永生
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生的自由、生死的排斥与融会诸如此类的有关死亡的形而上的
问题。死亡哲学具有两个重要的层面：首先，死亡或死亡哲学具有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意义，是人生哲
学或生命哲学的深化或延续。生死问题是价值哲学最深厚的根源，因为死亡使人的生存时间成为最稀
缺的东西，使生命成为最宝贵的价值。正确的死亡意识带来积极的生命意识。具有死亡意识的人能获
得人生的整体观念和有限观念，这会催迫我们在今生规定的时间界限，在我们能够掌握的那段时间里
，做出一番创造性的事业，自觉地克服世人的惰性观念，萌生出一种生活的紧迫感，从而倍加地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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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用自己的有限人生，把自己的人生安排得更紧张热烈。同时，以死观生，人更能充分地领悟和把
握人生的价值，更加珍惜生命的价值。通过死亡意识，震醒生命的价值意识，才能使人的生命不朽。
古人云：“未知生，焉知死？”同样，“未知死，焉知生？！”生死与共，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其次，死亡哲学具有世界观与本体论的意义，这是死亡哲学更为深刻更为基本的层面。对死亡问题
的哲学思考是我们到达哲学本体认识的重要工具、或契机。所谓对哲学本体的认识，也就是对以理论
思维的形式表现出的对世界总体的认识。而死亡意识的哲学功能，最重要的也正在于它是我们超越对
事物的个体的认识、达到对事物的普遍认识、达到对万物生灭流转、“一切皆一”认识的捷径，是我
们到达哲学意识（认识）的充分条件。这也是许多古今中外大哲人重视死亡问题、重视死亡哲学的最
重要的根由。他们是我们人类正视死亡、直面死亡、从而自觉地走向自己死亡的典范。三、死亡：人
生的必修课有人说，生命中最确定的事是我们都会死亡，而最不确定的事是不知死亡何时降临。今天
，我们能做这做那，包括谈论死亡，是因为我们都还活着。但是，我们都会死，都会变成死人。这是
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事情，我们无法回避，也不应当回避。直面死亡、探讨死亡、进行死亡教
育，就是要体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最终达到庄严地、从容地、自然安详地走向死亡。一句话，就是
既要学会优生还要学会优死，正如文学家泰戈尔所言：“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生存
抑或死亡，始终是我们人类面临的两难抉择。而有生必有死的铁的事实，使我们无法逃脱必死的命运
，这就是人类的生存悖论。对人来说，如果人纯然是天使，他就不会担心死亡；如果人纯然是一种普
通的动物，也就不懂得恐惧死亡的。但人既非天使，亦非动物。天地万物间，唯人独特：人既是生理
性的肉体，又拥有自我意识，因而，命中注定要直面死亡，这样的生存困境及其悖论尖锐地凸显出来
：一方面，人是万物之灵长，是社会经济动物，是文化符号的创造者。他的精神翱翔于天空，思索着
原子、星空和无限；另一方面，人又属于自然，是必有一死的高等动物，也是可怜的“有朽”。如此
彻底的二元分裂构成了人独特的荒诞命运，它是人类所遭受的最基本的、最深刻的压抑和痛苦，也是
历来的哲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之一。由于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相互规定、相互转化着的方面，因而，
谈生即谈死，说死实乃谈生，其实质是一个赋予有限人生以永恒或无限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因而，归
根结底是一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中国历史上，孔子代表的儒家极力推崇“杀身成仁”、“死而
不休”；老子讲“死而不亡”，声称“死而不亡者寿”。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
终俱善，人道毕矣。”西方哲学讲，“预谋死亡即预谋自由”，主张“向死而在”、“向死的自由”
，强调“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死亡是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哲学家对死亡的思考也真实地体现在
对自己死亡的态度上。古希腊的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弄瞎自己的眼睛后绝食而死；快乐主义哲学家伊
壁鸠鲁坐在盛满温水的澡盆里，手捧酒杯“幸福”地走了。道德论智者苏格拉底为了善，饮鸩自杀，
临终前还嘱咐着朋友要替他归还人家一只公鸡。无神论者布鲁诺面对宗教裁判所无畏地高喊：“你们
宣读判决比我听到判决更加颤抖。”渴求永恒的叔本华要人在其墓碑上只刻上自己的名字。事实上，
历史上的哲学大师们直面生死的超然态度和对死亡的深切领悟代表着人类对死亡的透彻思考，尽管看
法各异，但他们共同凑出了一曲人道悲歌。其实，在追求长生不老的漫漫征途中，人类所创设的一切
神化工程，无论是宗教、神话、史诗还是现代科学技术，都是事关人类的生死大计，也是抗拒死亡、
否定荒诞命运的真实的谎言。这对于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
尊崇无疑是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一旦这种追求违反了人的本性，伤害了人类情感，破坏了自然法则
，给人类及其生活的世界带来灾难的话，这种长生不老的追求又有何意义呢？！况且，这一切终究不
能将“死亡”变成不存在。由于生命存在着死的必然性，因此，思考生命的意义，也唯有了解死亡的
全过程，生命的可贵才能彰显。我们直面死亡、思考死亡，就是思考人生。活着，无论什么样的人—
—贫穷富贵、英雄凡人——我觉得首先应该感恩。宇宙自然的神奇创造万物，而只有我们生而为人，
成为万物之灵，这已经足够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上苍、敬畏自然、感恩生命！如蒙田所说，每个
人的生命都“受到自然的厚赐”，为人并活着，就是大自然的恩赐。感恩地活着，就是幸福，就会发
现世界是如此美好；其次，直面人生，理解生、死，向死而生。实际上，上苍是公平的，生而为人，
每人每天24小时，每人必死，人生如过客。但人生而伟大，生而渺小，如何活法，怎样地去死，却是
大大地不同，这在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时至今日，死亡之所以仍是个沉重的话题，也被深深地误解
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每个人对生与死的不同理解与选择。实际上，死亡并不可怕，死亡是温柔的和
安详的，只要我们成熟地对待生命、对待死亡，学会如何地死亡，我们就会庄严地、体面地、自然安
详地走向死亡。学习死亡，就是认识死亡、理解死亡，进行死亡教育，其实质也就是生命教育，这种
教育的目标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在知识层面，就是帮助人们获得有关死亡问题的知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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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感层面，帮助我们在了解死亡问题后，在自己内心建立对此问题的看法与态度，如如何有效地
解决和处理内在的冲突和对死亡的恐惧。第三，在行为层面，则使我们获得处理相关死亡问题的技能
，当遇到问题时，能做出适当的行为反应。比如说，什么时候立遗嘱？是否将死亡列入自己的生涯规
划中？面对死亡时，如何调整情感？当碰到有亲朋好友死亡时，又如何去帮助他们的家人调适情绪？
等等。第四，在价值层面，死亡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死亡观。具体地说，就是获得正确的有
关死亡及生命的自我意识与价值观，能理性地、合乎逻辑地思考和面对生死问题，让自己的心灵获得
安顿。禁忌、逃避、冷漠、恐惧死亡，都不能将“死亡”变成不存在，乃至影响到生命教育。今天，
死亡之谜已被纳入到科学的范畴来进行研究了。也就是说，于宗教、文学、艺术之外，死亡又成了生
物学、医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许多具体科学或精确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进入信
息时代，死亡问题更是成了现代物理学、环境科学、社会心理学等的重大课题，并由此产生了一门综
合性的新兴科学——死亡学。随着哲学的关怀又诞生了死亡哲学。总之，对死亡的各种问题的探讨、
正确的死亡教育，帮助我们了解生死大事，珍惜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有
目标，从而培养出提升健康与幸福的生活态度和面对死亡的安详，即所谓生得其益，死得其所。这样
的人，才是生活着，而不仅仅是活着。从这种意义上说，死亡教育应当是人生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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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死亡是必然的，认识死亡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坚定我们生活的信念。死亡，是神奇之谜，是我们不能
不猜，而又永远猜不透的千古之谜。作者从心灵哲学角度对死亡这一现象进行了解读。本书从死亡的
惊异、死亡的渴望、死亡的漠视、死亡的超越、与死亡言和以及死亡的艺术六个章节阐述了自生而死
的过程和观点。死亡是一个多维度现象，涉及哲学、心理学、宗教、文化等多个层面，作者对于每一
过程的解读也是融合多家观点，多学科之思想，将死亡对生者的吸引力、诱惑力做了深层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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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死亡的惊异  从根本上讲，哲学开始于惊异。柏拉图说，惊异“驱使我们去
考察宇宙，由此产生了哲学，这是诸神赐予人类的最大的福祉”。雅斯贝尔斯讲：“由于惊异，人们
不仅现在，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就去进行哲理推究：他们最初对于那些明显的难事感到惊异，然后一
步一步地说明那些较大的难事——诸如有关日、月、星辰的现象，以及宇宙的创造。”的确，面对浩
瀚的宇宙、自然，人类易生惊奇之感，而去求认知，追问世界的本质，由此形成哲学研究中的世界观
、本体论、形而上学；面对易逝的人生，蒙生困惑之感，而去求觉悟，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由此
形成哲学研究中的生存论、人生观和伦理学。死亡哲学也正是人类对死亡、对死亡的本性的疑惑和震
惊中产生出来的。从整个人类或是人类个体的死亡意识的产生来看，情形是极其的相似。 一、原始死
亡观的崩解 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死亡问题总是同原始的宗教、神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原始思维中
，原始人往往凭借古老的“灵魂”和“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宗教、神话的形式拒斥死亡。原始死亡
观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对死亡顽强的反抗和坚定的否定。实际上，“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要想象自然
死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其实，原始的宗教神话关心的，与其说是死亡，毋宁说是不死，神话就是
关于不死的信仰。正如卡西尔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
而顽强的否定”，其蕴含的“对生命的不可毁灭性的统一性的感情是如此强烈如此不可动摇，以致到
了否定和蔑视死亡这个事实的地步”。 以原始宗教神话形式表现出来的原始死亡观的基本观点可集中
概括为三点： 第一，否定死亡的必然性。 可以想象的是，原始人肯定会经常碰到人的死亡现象，但
那时的人们并没有人固有一死的必然性的认识。相反，在他们看来，死亡只是一种很偶然的现象，死
亡没有必然性。 原始时期，许多神话故事都以某种方式回答了死亡的起源问题。这些死亡起源的神话
实际上大都反映出原始人的死亡偶然性的观念。在有关死亡的神话中，许多的原始部落认为，人原本
是不死的，死亡不是不可避免的。人的死亡的发生都是由于某个特殊的事件，是一种偶发性事故导致
的。比如，有的是恶魔所致；有的是由于手持不死赠品的使者传错了神的旨意所致；有的是使者中途
的耽误而延误了时间所致；还有的是人类祖先的愚蠢选择所致；更有的是人祖的犯罪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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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哲学》

编辑推荐

《死亡哲学》编辑推荐：“只有具有死亡意识才能获得生活的紧迫感”，媲美耶鲁大学的中国版“死
亡”公开课，这不仅是一个强大的知识体系，更是一种生存、生活在人世间的大智慧。《死亡哲学》
具有以下特点：1)首本从心灵哲学角度解读死亡的经典！死亡是人人必经之路。人之将死，通向死亡
之乡的道路是怎样的？心理是怎样的？人的心灵是否也会哭泣、无奈？解读死亡，就是解读哲学。《
死亡哲学》是国内首本从心灵哲学角度诠释死亡这一哲学命题、心理命题的著作。作者优美的笔触、
细腻的描写将这一最不确定之事进行了最理性的表达。2)华中师范大学优秀素质课！本课程为华中师
范大学的精品课程，学生选课现状“人满为患”。不仅仅是大学生，你，我，他都对死亡抱有好奇心
。杨足仪在华中师范大学讲授死亡哲学多年，其深度而通俗的讲述得到了学生的喜爱。本书根据作者
讲稿整理成书，为大家呈现最淋漓尽致的死亡之路。3)告诉你死亡的神秘、诱惑和吸引！生者不知死
。逝者不知死。任何人都不可能经历过或体验过死亡。当你还能体验死亡时，实际上你根本没有死，
还保持有意识；当你已经死亡时，体验就无从谈起。或许你对死亡抱有恐惧之心；或许你面对死亡淡
然处之；或许你觉得死亡神秘而诱惑。为什么不同的人对死亡有着不同的情结？源自不同人的心灵哲
学观。从《死亡哲学》中，了解你拥有怎样的死亡观、人生观、哲学观。4)古往今来，我们为死亡做
的事！柏拉图、叔本华、伊壁鸠鲁、庄子⋯⋯为死亡歌颂、对死亡超然；土葬、火葬、水葬、天葬、
塔葬、崖葬、安乐死⋯⋯古往今来，我们为死者做了各式各样的安葬⋯⋯仙丹、引路符、咒术、符箓
、平安符、护身符、巫术⋯⋯我们害怕死，所以想尽办法延长生命⋯⋯犯法、战争、天灾、人祸、瘟
疫⋯⋯死亡是必然的，而又是偶然的⋯⋯5）与死亡有关的百余张图片《死亡哲学》插有许多与死亡
有关的图片，这都是作者及编辑精心选取、寻找的。如古代陪葬品、各式墓葬、与死相关艺术品、各
种鬼神、咒符等。图片的插入能够将死亡这一最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生动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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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哲学》

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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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哲学》

精彩短评

1、专业的看不透，业余的又不想看⋯⋯ 
2、这是我们大学的任选课的教材，之所以买这本书并不是老师要求，而是我觉得杨老师讲课讲得好
，而且分析死亡的问题很深刻，我很喜欢，现在杨老师的课快结束了，买了这本书以后有空还要看看
。
3、看完这本书内心平和很多，讲死，了解死亡不是重点，而是让我们在心理上接受死亡，好好的活
！！！
4、更好的认识死亡，才能更好的过好这次人生。刚看开头，还以为一本很浅显的书，但是后面逐渐
提升的层次，改变了我的想法。死亡对于人有着必然性（不可避免）和终极性（死后一切归于虚无）
。作者归纳了各种文献对于死亡的认识：死亡是个怎么样的过程？人能不朽吗？死亡可以超越吗？以
及各种宗教和中国儒释道对死亡的理解、自杀的认识，使我减少了一些对死亡的恐惧。耗时1.5h左右
。
5、感觉是文字的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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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哲学》

精彩书评

1、这本书好像是华中师范大学讲座课程讲义，也算得上是一家之言！坦率的说，个人觉得这本书从
纯哲学收益的角度讲，不如毕治国先生的那个版本。不过本书和毕治国先生的书体裁就有很大的不同
，毕先生的书是汇编，集各家大义要言；而这本书却彰显的是糅数家之言而自成一系。整本书的文学
色彩很浓厚，甚至完全超过了它的内容实质，可能有人会很喜欢这点，但我觉得是其不足！书的最后
几个章节我认为是最出彩的，也是毕书所不能达到的，毕竟体例不同，各有所长。如果在人生生死问
题上要有意深入的话，看了这本书，有必要再读毕先生的同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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