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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生命意识与医学生人文精神之塑造

王汉苗

（济宁医学院管理学院，日照２７６８２６）

　　摘　要　生命意识是人们对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它决定着生命个体的行为选择。敬畏生命、同情弱者、
生命不朽，是孔子生命意识的主要内容。医学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孔子的生命意识，潜移默化地规范着医者的

价值判断与行医行为。在医学回归人学、重建医学人文的呼声下，全面审视孔子的生命意识，对医学生进行尊

重、关爱生命教育，坚定其为医学立德立功之信念，塑造其人文精神，对于促进医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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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是技术，更是人学，技术求真，人学求善，
故医学必须与人文相结合，才能达到其求真求善之

目的。然而，在医学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医学与

人却渐行渐远，忘却了它“总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

初表达和减轻这份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之

初心［１］，背离了生命之本质，为人们所诟病。因

而，认真审视生命，重举医学人文精神之大旗，才是

医学健康发展的不二选择。孔子，中华文化的集大

成者，其对生命的认识，富含深邃的哲理。作为未

来的医务工作者，医学生应了解之并从中汲取智

慧，以塑造人文精神，促进医学的人性化发展。

１　“敬畏生命”与医学生人文精神之塑造

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实现“天人合一”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此理念下，敬畏生命成为

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周易·系辞下》云，“天地

之大德曰生”，指出天地最大的恩德，是使世间生

命各得其所，生生不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们，更

应该敬畏生命，保护生命，达到与万物为一体的境

界。

敬畏生命，首先要珍爱生命。“贵生”是孔子

生命意识的开启，他不仅主张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还要珍惜他人乃至自然界中其他生命体的生命，要

心存善念，避免对其他生命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论语·述而》有“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记载。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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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用钓鱼而不是网鱼的方式捕鱼，从来不射猎归

巢的鸟儿，他对动物都有如此深厚的珍惜之情，更

不用说对人了。

孔子对个体生命的珍重，发端于“孝”。《孝经

·开宗明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孝乃为人之本，而保护好身体不受损

伤，是孝之开始，并且，拥有完整之身，亦可在父母

需要奉养之时，我们才能有能力侍奉他们。所以，

当孟武伯问孔子何为孝时，孔子告之曰“父母唯其

疾之忧”（《论语·为政》）。虽然对此句话学界一

直有不同看法，但 “武伯谥‘武’，是其生平勇武、

尚武可知。勇武、尚武，则必多生事，父母必常为之

担忧，故孔子以此戒之”［２］之说是可信的。

以孝立论，孔子所倡导的敬畏生命的方法主要

是提升德性修养，在言谈举止中爱己爱人。在义利

关系上，他认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肯定逐利避害

是人之常情，但主张“以其道得之”；在立身行道

上，他坚守“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

不居”（《论语·泰伯》）；在择友标准上，他秉承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与不善人居，如入鲍

鱼之肆”（《孔子家语·六本》）香臭自得的原则，近

益友，拒损友，见贤思齐；在日常言行中，他深谙祸

从口出之理，慎言慎行，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

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

从义利追求、立身行道、择友与日常言行的方方面

面，提出了敬畏生命的方法，为我们提升修养、更好

地保护自身提供了有益借鉴。

其次，孔子敬畏生命的意识，还表现在他对人

生命的尊重上。《孔子家语·致思》记载了孔子与

弟子子贡之间的一次对话：

子贡问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

无知乎？”

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

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

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不欲知死者

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

孔子深知，此问题必须慎重回答，若告之死者

有知，则孝子孝孙可能会因送别死者而妨害了生

者；若告之死者无知，则担心不肖子孙弃亲而不予

埋葬，权衡之后，他劝子贡现在不要急于思考这个

问题。这不仅是对死者的尊重，同样也是对死者亲

属的尊重。其实，孔子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死者安

之，生者幸之。

孔子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慎言慎行，以免给他人

造成伤害，而且，还时刻告诫弟子要“色思温，貌思

恭”（《论语·季氏》）、“言忠信，行笃敬”（《论语·

卫灵公》），做到“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论

语·颜渊》）。他希望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尽

量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不强人所难，以对方为

主体，以尊重他人为原则，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总之，孔子对生命的敬畏，为医学生人文精神

的塑造提供了有益借鉴。贵生，是每个生命个体的

终极追求，医学生一定要学好技术，精益求精，敢于

担当起救死扶伤的重任；受人尊重，乃人之常情，备

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心理非常脆弱，医务人员眼神、

言语、行为上的稍有不慎，都可能给他们带来伤害，

这就要求医务人员将患者视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

生命、有着尊严要求的“人”，保护他们的隐私、顺

从他们的意愿、用良知抗衡技术与资本对医学的入

侵；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用一颗仁爱之心对待患

者，“不管是权贵、还是百姓，老人还是小孩，医师

都要尊敬，尽心尽力救治 ”［３］，只有这样，医学才会

有人的温度，是不忘初心之医学。

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

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４］，教育不是文

化与技能的简单传递，而是唤起心灵、培养高尚人

格的伟大征程，而对生命的敬畏，是“健康所系，性

命相托”医学工作者德艺双馨的内在要求与外在

表现。作为医学院校，要积极担当起大学生敬畏生

命教育主场域的责任，发挥大学教师生命自觉引领

作用，真正提升大学生生命自觉［５］，更好地理解生

命、敬畏生命、最大限度地实现生命的价值。

２　“同情弱者”与医学生人文精神之塑造

生命中的弱者，无非是指鳏、寡、孤、独、废疾

者，他们甩不掉孤独、不安、贫穷与无助，但他们仍

然有其存在的目的与人格，任何人都无权把他们视

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因此，怜悯生命中的弱

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只有文明程

度发展高的国家，才会更好地对生命中的弱者进行

人文关怀。并且，“诚信友爱的社会离不开对弱者

的人文关怀；社会能否安定有序取决于弱者境况的

改善。”［６］孔子致力于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

社会，他对生命中的弱者有着无尽的人文关怀。

《论语·乡党》记载：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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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

马。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

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

孔子生活在奴隶社会末期，奴隶完全没有独立

人格，远不及马匹重要，但当孔子听说自家马棚失

火后的第一反应却是问是否有人受伤，而没有问马

的损失情况。此处所指之人，恰是在马棚劳作的奴

隶，是地位在马之下的人；朋友去世，无人收敛，孔

子主动包揽起主丧之职；见到盲人，必以礼相待。

马厩之人、无所归之朋友以及瞽者，都是生命个体

中的弱者，面对他们，孔子总能感同身受，不做出伤

害他们的行为。

无论在医学知识的掌握，还是身体健康的维

护，相较于医务工作者，患者是绝对的弱势群体，而

弱者就需要得到同情与关爱，这一点毫无疑问。然

而，在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大背景下，部分

医生为了减少误诊率、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或

受利益驱动、或应患者要求，会选择过分地依靠仪

器，而忽略了望闻问切、诊疗经验先行的原则，给患

者造成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引发了医患矛盾。

医学生未来的服务对象是弱者，因而，培养他

们对弱者的同情心，是医学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需要医学院校通过医学人文课程开设、教育教学实

践等活动，引导医学生摆脱金钱至上的窠臼，形成

正确的行医价值观，本着遵循扶正祛邪、播种善因

的基本原则，对医学生的价值观实施改造，为社会

培育出温情的医学生，彰显医学自身的悲悯情

怀［７］。只有这样，他们在进入医疗领域后，才会

“粗守仁义，绝驰骛利名之心”（《医说·医通神

明》），才能改变刻薄寡恩的行医方式，将医疗活动

从商业资本的侵扰中剥离出来，还医学之本真。

３　“生命不朽”与医学生人文精神之塑造

孔子贵生，并从“孝”出发，规范了人们立身行

道的准则，以保养生命，但当其追求的“道”与“生”

发生冲突时，则义无反顾地选择“谋道不谋食”、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

公》）。这种浩然正气，促使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

为了民族大义，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惜牺牲个

人性命，永垂青史，这种生命不朽的生命意识，正是

儒家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三不朽”的永恒价值。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此语是鲁国大夫叔孙豹针对晋国范宣子“何

谓死而不朽”之问的答复。叔孙豹指出，人活天地

间，肉体的死亡难以避免，名与利不过是“当时则

荣，没则已焉”（《史记·孔子世家》），只有树立起

崇高德业、建立起不朽功业、著书立说，才能流芳百

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这种生命不朽的理论，是

在“自然状态下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干涉生命的

穷达和长短”的情况下，“创造性地将不得不死的

被动顺受转化为了对道德生活的主动选择”［８］，成

为儒家知识分子人生价值践履的重要选择。

孔子正是“三不朽”的真正践行者。他创办私

学，倡导有教无类，培养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

有二人；他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将古代典籍传于后

世；他创立儒家学说，以君子作为理想人格，构建大

同社会……历史不断向前推进，孔子思想历经两千

多年的积淀，历久弥新，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

和平时期，发挥着它永恒性普世性价值。

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必将影响着其

他文化的发展，包括医学文化。“儒家中和、仁爱、

济世安民的思想和理念，在中医药领域有深刻的体

现及独特的价值”，“医乃仁术，体现的正是儒家的

仁，仁是医术的根本，医术是仁的先行”［９］。医与

儒以“仁”为纽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作为儒家

学说创始人的孔子，其生命不朽的生命意识也为医

家广泛认可，并深深影响着后世医者的价值选择。

有“外科鼻祖”之称的华佗，钻研医术而不求

仕途，他因不愿长期留在曹操身边而被杀害；张仲

景，乱世立志，为解脱人民疾苦而研习医书，著下了

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即便在其任长沙太守期

间，也会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这两天，不问政事，打

开衙门为百姓看病，留下了不朽佳话；中国妇产科

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的林巧稚，为了妇女、

儿童的健康事业，奋斗终生，春蚕丝吐尽，静悄悄长

眠去，带不走的是人们对她高明医术、崇高医德与

奉献精神的永久追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永垂青史在人间的“大医”数不胜数，他（她）们，都

是屹立在广大医者心中永远的丰碑。

“大医”，就是医学生成就自我的榜样。他们

恰似一根根摩天大柱，支起了医学生的思维空间，

规范着他们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然而，在重医

学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文精神塑造的现代医学教育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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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却令人担忧。并且，

“医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医

疗和教育两个重大的民生问题”［１０］，若在培养质量

上出了问题，培养出一批“无灵魂的卓越者”，必将

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因此，如何帮助医学生摆脱世

俗的羁绊，培养“不朽”的信念以献身于医学事业，

留功名于后世，是摆在医学教育面前的一大难题，

攻坚克难势在必行。

教育的根本不在于使人知其所未知，而在于按

其所未行而行。作为培养医学生重镇的医学院校，

塑造医学生人文精神最有效的方法，依然是坚持

“以文化人，知行合一”。要紧跟医学教育改革的

步伐，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加大医学人文课程建设

力度、强化实践教学，使学生在医疗实践中，培养敬

畏生命、同情弱者的情怀；通过对医德思想以及德

艺双馨人物的学习、反思与体悟，将其精神内化于

心，从而在未来的医疗工作中，真正外化于行。

４　结语

孔子的生命意识，是孔子对个体生命的德性、

社会性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生

命意义的追问与现实关切。他贵生而不贪生、尊生

而同情弱者、重道德生命甚于生理生命，视生命不

朽为最高道义追求。这些朴素而崇高的思想，恰为

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的塑造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

力。医学院校，培养的是未来的医学人才。人们对

医学人才的期待，是德艺双馨的完美结合。因此，

将孔子的生命意识引入医学专业教育，使医学生走

进生命意识，培养生命意识，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夯实医学健康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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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爱一行，从而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就医体验，

提高人民群众对医学教育教学以及医疗卫生事业

改革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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