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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尊严》

精彩短评

1、在你朝，没有病痛的活着都没尊严啊，更别提人文关怀啦
2、　　你想象一下：
　　和煦的阳光射入房间，一个垂死的人，在亲人的陪伴下，静静的看着窗外的海棠花开。
　　也静静的等待死亡的降临，等待着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
　　没有各式插管进出身体，没有各式的复苏术强行介入这生命的进程之中，没有欺骗和隐瞒。
　　只有亲人间的关怀，以及医患间的坦诚相见。
　　这，便是在捍卫生命最后的尊严。
　　
　　当人类文明演进的步伐迈入21世纪的今天，依靠现代医疗技术，已经可以人为的将垂死的生命延
长几天、几月甚至几年。
　　但这些技术并无法成功解除大多数病患的生理痛苦，更无法全部恢复病患正常的心神思维。
　　对于垂死的病患，施予的医疗手段往往会纵延肌体的痛苦，且并无法真正使病患康复。
　　为了使病患不致绝望，家属和医护人员通常会隐瞒真实的病情，但随着生理机能的恶化和衰竭，
病患往往会更加陷入苦楚。
　　这种苦楚，一方面源于身体本能的生理感受，更重要的，是源于对病情的自我判断与被告知的虚
假病情之间的迥异差距。
　　最终，绝大多数的病患会感觉被欺骗，自我的生命尊严被践踏。
　　作为尚且有独立思维的个体，他们却被剥夺了对自我生命的知情权，更无从谈及生命选择权。
　　他们蜷缩在病房中，被医护人员每日如例行公事一般的给药、诊疗，被空洞的鼓励所包围。
　　因为不被告知实情，也无法参与对进程本身的决策，于是便成了名符其实的附庸。
　　他们是为了剔除癌或肿瘤而入院的，结果却感觉自己变成了寄居于家庭和社会中的癌或肿瘤。
　　于是，他们开始厌恶自身胜于厌恶病魔。
　　这是当代医学界的悲剧。
　　没有人文关怀和坦诚相见，医疗技术就只能代表冰冷的器械和数不尽的药品，而缺失了最为珍贵
的人性之爱。
　　
　　正是基于对临终安宁照顾的思考，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反思当代医学的价值取向。
　　人，为何而生？人，如何而死？
　　1990年，日本医师山崎章郎出版了著作《最后的尊严》。
　　他在书中用一个个鲜活的事例，阐述着生命的尊严，阐述着临终关怀和安宁照顾的伟大意义。
　　死亡并不可怕，那只是生命的个体走向另一次轮回的前奏。
3、现在读来已经不能自已，等到成为医生应该更是满是感怀。之后还要读的。
4、再给力~~
5、向所有人推荐，买不到的可以找我借⋯
6、我也是在图书馆看的  在作业的间隙看了一点 然后就一直看完 用了一个下午加一个选修课晚上
    如果是我  我也会选择安静的离开 不想再将死之时  遭受再次的痛苦   作者真的很有人文关怀
7、“让人在最后关头仍能尊严而活。”//临终关怀的故事
8、颠覆了我身为医学生的部分观点。从此，我要记得，医病人，不仅医病，更要记得医的是人！
9、非常棒的一本死亡学书籍。

10、一个日本医生写的书，主张的是对末期病人进行临终关怀，ie 安宁照顾。之前在周国平的一本书
上读到过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于是特意去淘宝买了一本影印版。开篇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面对患了绝
症的垂死病人，医生要不要尽一切努力来延长其生命，哪怕是一分一秒？现代医学对其回答是肯定的 
但是作者持不同态度。作者主张绝对不要做没有意义的复苏术，而是安安静静的死去。
11、　　    在图书馆花了一个下午和一个上午的时间，很快地看完了这本书。中间有很多次的感动，
而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篇罹患胃癌的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哭到鼻孔堵塞而呼吸困难，毕竟旁边
还坐着其他同学，只好多次跑到角落清空鼻孔再返回座位，透过模糊的双眼继续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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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尊严》

　　
　　    很少，应该说是尚未在大陆读过某某医生写的这类书籍，但山崎章郎的这本《最后的尊严》曾
在九十年代创下80万册的销售记录，并获得了诸多奖项。（实在是不熟悉日本国内的奖项名称，记不
住。）书的内容不是揭露医疗黑幕，而是带领我们去到一个充满人情味的领域——临终关怀。山崎医
生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历，写出了十一个病患走向死亡的故事，这当中必不可少的角色还有他们的
家人。有些病人临死前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医生和家人在他们的质问下选择沉默。有些病人临
死前被当作个别医生提高急救技能的实验对象，因为作为新手的医生知道救不活也是没关系的，因为
那是注定的。这些不幸的病人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被其他人安排着，度过了没有自己的余生。也
有一部分的病人死前的意愿得到了尊重，在熟悉的家中安详死去，或者在医院里，放弃延长令其痛苦
的时间，拔掉了杂乱的管子和电子仪器，在家人的陪伴下体面地死去。读这本书的人大都能从中发现
触动自己的情节，对于我个人来说，那位父亲的遗书难以忘怀。
　　
　　    病重的父亲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便想回到家里同妻儿一起。当他在深夜看见身边的睡脸
，当一家人红着双眼围在一起吃早餐，他感到高兴，心痛，又遗憾。他在遗书中说：“看到你们的睡
脸，我深深感到我是多么地爱你们，也因此，我找到了我不害怕死亡的原因，因为，我晓得，爸爸是
用整个生命在爱你们的，而你们对爸爸的爱，也是相同的。所以说，能够使人超越死亡的，既不是勇
气，也不是放弃，而是爱。当我们可以感受到爱与被爱时，所有的恐惧就会消失。我想，总有一天，
你会了解这些的。”
　　
　　     死亡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话题，有始亦有终，而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因素让人们尝尽了等待死亡
的慢性痛苦。这种不幸的事情可能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学校每学期都有为得了白血病的同学募捐的
活动，但没有一次再有后续的反馈，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幸运地回到了社会，继续自己的生活，还是依
然拖着疲惫的一家子在医院努力着，又或是不幸早已离开了人世间。我不觉得死亡是一个沉重而不能
随便提起的话题，因为听闻或亲见了人们的离开，意识到衰老的不可逆转，才觉得活着是一种自然的
恩赐（真心希望能够自然地老死）。正视死亡的存在，能给予人们生活的力量。
　　
　　     这本书还着重探讨了是否应该将病情的真相告诉病人——这些核心的当事人，在病人和医生间
建立相互信任和联结的关系的重要性等问题，把这本书推荐给对临终关怀和生命教育感兴趣的人。也
希望能看到更多大陆的医疗工作者对临终关怀的实践。
　　
12、读的较早的一本日本书~~
13、重新看了这本书，伤感的感觉又一次，因为我知道我依然无法选择我的死亡。
14、去年偶然关注，很好的一本日本书。改变了之前的一些看法。想到之前一个同学，去年患脑癌离
开，去探望的同学说，他到后来都以为自己会痊愈。对于癌症患者的临终关怀，不要隐瞒，别让病人
带着很多的遗憾离开。
15、3个半小时读完了，很好的书，怎么没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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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尊严》

精彩书评

1、在图书馆花了一个下午和一个上午的时间，很快地看完了这本书。中间有很多次的感动，而其中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篇罹患胃癌的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哭到鼻孔堵塞而呼吸困难，毕竟旁边还坐着
其他同学，只好多次跑到角落清空鼻孔再返回座位，透过模糊的双眼继续看下去。很少，应该说是尚
未在大陆读过某某医生写的这类书籍，但山崎章郎的这本《最后的尊严》曾在九十年代创下80万册的
销售记录，并获得了诸多奖项。（实在是不熟悉日本国内的奖项名称，记不住。）书的内容不是揭露
医疗黑幕，而是带领我们去到一个充满人情味的领域——临终关怀。山崎医生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
历，写出了十一个病患走向死亡的故事，这当中必不可少的角色还有他们的家人。有些病人临死前还
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医生和家人在他们的质问下选择沉默。有些病人临死前被当作个别医生提高
急救技能的实验对象，因为作为新手的医生知道救不活也是没关系的，因为那是注定的。这些不幸的
病人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被其他人安排着，度过了没有自己的余生。也有一部分的病人死前的意
愿得到了尊重，在熟悉的家中安详死去，或者在医院里，放弃延长令其痛苦的时间，拔掉了杂乱的管
子和电子仪器，在家人的陪伴下体面地死去。读这本书的人大都能从中发现触动自己的情节，对于我
个人来说，那位父亲的遗书难以忘怀。病重的父亲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便想回到家里同妻儿一
起。当他在深夜看见身边的睡脸，当一家人红着双眼围在一起吃早餐，他感到高兴，心痛，又遗憾。
他在遗书中说：“看到你们的睡脸，我深深感到我是多么地爱你们，也因此，我找到了我不害怕死亡
的原因，因为，我晓得，爸爸是用整个生命在爱你们的，而你们对爸爸的爱，也是相同的。所以说，
能够使人超越死亡的，既不是勇气，也不是放弃，而是爱。当我们可以感受到爱与被爱时，所有的恐
惧就会消失。我想，总有一天，你会了解这些的。”死亡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话题，有始亦有终，而在
现代社会中，很多因素让人们尝尽了等待死亡的慢性痛苦。这种不幸的事情可能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学校每学期都有为得了白血病的同学募捐的活动，但没有一次再有后续的反馈，我不知道他们是否
幸运地回到了社会，继续自己的生活，还是依然拖着疲惫的一家子在医院努力着，又或是不幸早已离
开了人世间。我不觉得死亡是一个沉重而不能随便提起的话题，因为听闻或亲见了人们的离开，意识
到衰老的不可逆转，才觉得活着是一种自然的恩赐（真心希望能够自然地老死）。正视死亡的存在，
能给予人们生活的力量。这本书还着重探讨了是否应该将病情的真相告诉病人——这些核心的当事人
，在病人和医生间建立相互信任和联结的关系的重要性等问题，把这本书推荐给对临终关怀和生命教
育感兴趣的人。也希望能看到更多大陆的医疗工作者对临终关怀的实践。
2、你想象一下：和煦的阳光射入房间，一个垂死的人，在亲人的陪伴下，静静的看着窗外的海棠花
开。也静静的等待死亡的降临，等待着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没有各式插管进出身体，没有各式的复
苏术强行介入这生命的进程之中，没有欺骗和隐瞒。只有亲人间的关怀，以及医患间的坦诚相见。这
，便是在捍卫生命最后的尊严。当人类文明演进的步伐迈入21世纪的今天，依靠现代医疗技术，已经
可以人为的将垂死的生命延长几天、几月甚至几年。但这些技术并无法成功解除大多数病患的生理痛
苦，更无法全部恢复病患正常的心神思维。对于垂死的病患，施予的医疗手段往往会纵延肌体的痛苦
，且并无法真正使病患康复。为了使病患不致绝望，家属和医护人员通常会隐瞒真实的病情，但随着
生理机能的恶化和衰竭，病患往往会更加陷入苦楚。这种苦楚，一方面源于身体本能的生理感受，更
重要的，是源于对病情的自我判断与被告知的虚假病情之间的迥异差距。最终，绝大多数的病患会感
觉被欺骗，自我的生命尊严被践踏。作为尚且有独立思维的个体，他们却被剥夺了对自我生命的知情
权，更无从谈及生命选择权。他们蜷缩在病房中，被医护人员每日如例行公事一般的给药、诊疗，被
空洞的鼓励所包围。因为不被告知实情，也无法参与对进程本身的决策，于是便成了名符其实的附庸
。他们是为了剔除癌或肿瘤而入院的，结果却感觉自己变成了寄居于家庭和社会中的癌或肿瘤。于是
，他们开始厌恶自身胜于厌恶病魔。这是当代医学界的悲剧。没有人文关怀和坦诚相见，医疗技术就
只能代表冰冷的器械和数不尽的药品，而缺失了最为珍贵的人性之爱。正是基于对临终安宁照顾的思
考，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反思当代医学的价值取向。人，为何而生？人，如何而死？1990年，日本医
师山崎章郎出版了著作《最后的尊严》。他在书中用一个个鲜活的事例，阐述着生命的尊严，阐述着
临终关怀和安宁照顾的伟大意义。死亡并不可怕，那只是生命的个体走向另一次轮回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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