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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乐死”的伦理争论 

肖 巍 

近日来，美国社会关于“安乐死”的伦理争论由于特丽・夏沃案例再度掀起高潮。  

美国总统布什已于3月21日签署了美国国会史无前例通过的紧急法案，要求延续佛

罗里达州脑部严重损伤、呈植物人状态15年的妇女特丽・夏沃的生命。布什在白宫发表

声明说：“我国的社会、法律和法庭必须有重视生命的推定。”“我今天签署法案，使

之成为法律。法律将允许联邦法庭审理特丽・夏沃提出或代表她提出的请求，即不要妨害

她想留住或除去维生所需的食物、流液、或者医疗的权利。”在这之前，特丽的父母与

其丈夫之间关于是否“拔管”的“生死诉讼”已经历时7年。在这场官司中，根据法院

的裁决，特丽的进食管曾先后2次被拔除，后又根据州议会紧急通过的法令而2次重新插

上。3月18日医生根据佛罗里达州一家法庭的裁决，再次拔除了维持特丽生命的进食

管，使其进入“自由死亡”状态。3月31日，特丽在其进食管被拔除13天之后死亡。  

尽管这一案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从生命伦理学领域来说，这只是为西方社会

长期以来关于“安乐死”的伦理争论提供一个新的案例。“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
thanasia，原意指“善终”或者“无痛苦”的死亡，在20世纪，也解释为“仁慈的杀

死”，指遵照病人或家属的要求，对于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而又处于极度痛苦之

中的病人，使用医学手段使其无痛苦地死亡。  

安乐死概念本身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些学者认为，“安乐死”的概念是含糊的，应

当用“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仁慈杀死”三个概念来替代。“听任死亡”指的

是当一个人患有所有医疗处置都毫无效果的晚期疾病时，让患者在舒适、平静和尊严中

自然的死亡。 “仁慈助死”是指根据患者的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结束其生命，这实际上

等于一种受助自杀。“仁慈杀死”指的是不经患者同意，由某人采取直接的行动结束其

生命。这一决定的前提是，患者的生命被认定为不再“有意义”，而且如果患者能够讲

话，他也会表达出求死的愿望。  

在研究安乐死问题时，我们也应当注意作出两种区分：1、就安乐死的方式而言，

包括了“被动安乐死”和“主动安乐死”。“听任死亡”相当于“被动安乐死”， 而

“仁慈助死”和“仁慈杀死”可以理解为“主动安乐死”，1986年，美国医学会伦理

司法委员会宣布，对于晚期癌症患者和植物人，医生可以根据伦理判断停止包括食物和

饮水在内的“所有维持生命的医疗手段，这实际上是对被动安乐死的认可。2、就当事

人的意愿而言，包括了“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或是由行

为的接受者来完成，或是应行为接受者的要求来完成，而“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在没有

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完成的安乐死，这或是因为患者没有能力作出决定，或是因为患者

的意愿无法知道。安乐死也能够在违背某人的意愿情况下完成，这也属于“非自愿安乐

死”。多数安乐死的讨论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非自愿安乐死”。按照上述分类，近来

被媒体吵得沸沸扬扬的特丽案例从安乐死的方式来说，属于“听任死亡”或者是“被动

安乐死”，而就当事人的意愿而言，则相当于“非自愿安乐死”。  

在关于安乐死的伦理争论中，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反对安乐

死，其理由在于：1、尽管安乐死出于免除病人痛苦的动机，尽管人们认为这对病人和



 

家属都是件好事，但事实上家属不仅要承担失去亲人的痛苦，而且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

各方的压力。2、安乐死的行为或许是出于病人的意愿，但在病痛、恐惧和精神压力的

情况下，病人或许作出的并非是理性的决定。3、人的生命是自然的，人们只是自己生

命的侍者，生死应当听候自然。4、“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的价值要高于死亡的价

值。5、安乐死可能使医生放弃挽救病人生命的努力，也有辱于医学的内在本质和使

命。6、病人家属、医生可能为了个人的利益利用安乐死谋杀病人。另一种观点是赞成

安乐死，其理由是：1、安乐死可以免除临终病人的痛苦，对于垂危病人的痛苦不采取

措施是不人道的。2、安乐死可以免除巨额的医疗费用，不仅解除病人家属的经济负

担，而且有利于社会医疗资源的公正分配。3、安乐死是人的自主性的最终体现，人们

有权控制自己的生命，在尊严中死去。  

安乐死的提出首先是当代医学科学能够成功地延缓死亡的结果。现代医疗设备可以

使一个心肺功能丧失的患者仍旧可以靠呼吸器、心脏起搏器等设备活下去，这就带来人

们对于生命质量和意义的不同以往的关注和思考。同时，由于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和人们

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于生命和死亡问题的思考也越发地体现不同的道德抉择。  

然而，如今西方社会关于安乐死的伦理争论不仅由于类似特丽的案例牵动着人心，

搅动着政坛，也使司法部门不时地陷入困境，这种局面催促着各国关于安乐死问题的立

法以及公众对于这些法律的认可。 

文章来源：http://www.studytimes.com.cn/chinese/zhuanti/xxsb/8311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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