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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建英:从艾滋病问题看河南人的生命伦理意识

  摘要：河南的艾滋病问题不仅仅是一堆堆数字的堆砌所引起的重视和关切，更重要的是对数字背后一个个鲜活生

命的理解和关爱。对待艾滋病的方式和态度体现着对生命的理解和关爱程度，对生命尊严和平等性的重视程度，而这

些正是生命伦理意识的内容。河南的艾滋病疫情从隐瞒到暴露、治疗的过程，就是河南人生命伦理意识不断增强的过

程。河南要想在今后做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就必须进一步加强生命伦理教育，把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提升到对生命

的尊重和敬畏观念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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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5年以前，人们谈论起艾滋病的时候，脸上还都带着一种暧昧的笑；现在，人们谈论起艾滋病，就像谈论晚

餐吃什么一样的正常。从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人到2004年底，国家卫生部统计结果显示，我国艾滋病感染人

数已经达到84万左右，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将可能成为中国的民族灾难。 
  而河南则是中国艾滋病人数最集中的地区。2004年9月10日上午，在河南省既往有偿供血人员普查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河南省卫生厅厅长马建中向媒体通报，目前河南艾滋病疫情已经得到确认：HIV感染者25036例，现症病人

11815人。其中豫东南38个重点村有感染者6705人，发病患者4016人 。1995年3月河南省发现首例HIV感染者，

至今感染人数增长的数量和速度，令人发指。且艾滋病感染者主要集中在豫东南的农村，贫困与疾病并存，病人的生

活质量极低。 
  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究竟只是数字还是一些活生生的人？为什么作宏观规划的人有时候往往看到的只是一堆堆的

数字？这些数字代表多少？究竟给社会、经济带来多大的损失？比如有中科院院士说，这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几千个亿

的人民币损失了。比如一些官员会怕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投资环境、影响自己的政绩而隐瞒实情，或对数字进行处

理。我们不管如何看待这些数字，甚至对它的准确度提出疑问，这只是一种从数字来说明问题的方法。这些数字仅仅

是要求这个社会来重视这个问题，只能表明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呈现在我们面

前的不止是一个个的数字，在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哪怕只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当我们看到他（她）是

像我们一样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如何对待他（她）？有没有一种最基本的同情之心和关切之念？有没有一

种对生命本真的认识和敬畏、理解和关爱？有没有一种关于人和人之间最基本价值层面的考虑？  
  因此，我们说，艾滋病问题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经济，是社会影响、投资环境和政绩，更重要的、最根本的是人的

生命，是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对艾滋病的态度如何，直接决定和体现着对待生命的理解和态度。 

二 

  对自我生命的认识与珍惜和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与关爱构成了生命伦理意识。现代生命伦理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
代的美国。而生命伦理意识却早就存在，源远流长，在原始宗教、三大宗教、部族习俗、传统道德中都有尊重生命、

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道德内容或训诫。它们随着社会伦理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丰富。 
  善待自我生命。人命至重，珍贵千金，每个人首先要爱护和珍惜自己的生命。人是一种肉身性的存在，作为自然

实体的肉身存在是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的物质前提，如同世界上一切其他的生命个体一样，生存成为人的生命的第一

的、基本的需要。“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人的生命展开在人的世界中，人的一生都是在追求生命意义，实现生命价值，完善生命。而人的生命存在是实现

人生幸福和其它一切价值的首要前提。对于个体而言，失去生命就等于失去整个世界。 
  生命的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决定了它应该受到珍惜和爱护，在一定意义上说，珍惜生命，敬畏生命就是善，否则

就是恶。生命伦理学家史怀泽把“敬畏生命”作为其伦理学的核心范畴，认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



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

理。”  
  生命权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个体生命的存在也是社会延续，历史发展的前提。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不受

侵犯是国家和政府应尽的责任。同时，维护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生命健康，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尊重和关爱他人生命。生命不仅是完整的而且是独特的。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世界上也绝

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生命个体。人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始终是以独立个体的形式存在，每个人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个体都具有人格上同等的价值与尊严，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生命

都自成目的，每个人的生命都不是作为他人或其他外在意志的手段而存在。在康德的内心法则中，个体生命是自然

性、文化性和道德性的统一，人的生命即是自己行为的目的本身，而不是供人任意使用的工具或手段。人的全部价

值、意义和尊严都基于这一点。“人，一般说来，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

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

目的。” 任何人的生命都不应该被当作实现经济增长，维护投资环境或增加官员政绩的手段和途径，这是对生命的

侮辱和践踏。 
  人的生命不是完全属于自我的，而必须与其他生命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国传统道

德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现代多元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它要求人们用同样的尊重和敬畏之情去对待他人生命。当

他人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我们要做的不是袖手旁观，不是漠不关心，更不要嗤之以鼻，盲目歧视，而要积极主动

地去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特别是像SARS或 HIV之类的病毒，不管是从功利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心态，都应该引起

大众的普遍重视和关注。它不仅仅是伦理学家、医学家或政治家应该关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我们每一个社会生命

体。它们的防治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通力合作，需要人人献出一点爱。 

三 

  在河南最初发现艾滋病是在1995年，而到2003年11月27日中新社的报道还称全省累计并报告HIV感染者6524
例，其中现症病人1940例。经过多方努力和大力普查后，才在2004年9月重新确认为HIV感染者25036例，现症病

人11815人。难道在这短短9个月里，在卖血已经被停止，社会各界都在密切关注河南艾滋病的9个月里，就会又有

这么多人感染？这种推论显然是荒谬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以前的疫情被隐瞒了。 
  最初艾滋病在河南被发现时，上上下下都不以为然，或者持怀疑态度。这个素有“外国病” 之称的艾滋病，怎

么会大面积影响到地处中原，不靠海，不临边的河南呢？ 
  而当有关方面的记者和科学家敏锐地洞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报道和关注时，又发现困难重

重。首先是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本身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疫情，一些人群不愿意接受检测，还处于一种羞于谈艾滋的状

态。当“中原民间抗艾第一人”——高耀洁医生向一些高危人群发放艾滋病宣传材料时，遭到她们的责骂和训斥。人

们对艾滋病的认识还处于“那是一种脏病”的阶段，把艾滋病和吸毒、性乱等行为联系在一起，视艾滋病为道德意义

上的敌人，对艾滋病患者普遍心存歧视。艾滋病感染者为了“面子”，为了荣誉和影响，不愿意去谈，去想，自欺欺

人。艾滋病人的生命质量低，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心理上的压力。对艾滋病的歧视实际上是对生命平等性的一种破坏，

不管对方是否患病，有什么病，都是生命的载体，是应该受到尊重。人首先是类的存在，在人类性上任何人都是平等

的。更何况在河南农村，艾滋病的感染都源自于贫困，直接源自卖血，不存在道德上的过错与提供帮助之间的矛盾冲

突。感染者感受到这种社会歧视的时候，往往也把自己隐秘起来，其实更容易造成社会的潜在危机。 
  地方政府官员也由于怕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自己的政绩而千方百计地阻断记者和学者对真实疫

情的了解。甚至还有的对记者进行盘问，扣押记者的摄像机，对来这里进行调查检测和治疗的爱心医务工作者进行迫

害或收买。即使有记者万幸能够逃过重重壁垒，接触到艾滋病高发区的群众，他们也不敢说，不愿意透露事实真相。

适得其反，外界的猜疑和惊叹反而更进一步恶化了河南的形象。 
  河南人的这种作法暴露出他们的无知和愚昧，表现出他们对生命的漠视和对打击的无奈。只知道生命对于每个人

只有一次，不可替代，无法重来，却没有意识到生命是每个人的权利，没有把每个人的生命特别是艾滋病感染者的生

命作为目的来对待，致使悲剧愈演愈烈。 
  随着艾滋病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国内国际的许多领域对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关注和评说，河南人对艾滋病的认识不

断深化，对生命的态度开始改善，对各种信息的封锁逐渐松动。河南省“艾滋病村”——文楼村的一个村民简单朴素

的一句话道出了他们认识上的变化，“活着比隐私更重要！”。他们无法把生命的终极性，生命的尊严性，和对生命

唯一性的尊重用学理的语言表达出来，但这句朴素的话足以证实了他们内心的感受：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生命才是

最重要的，它不该成为任何东西（包括隐私）的手段。于是，艾滋病感染者自己主动去配合医生的检测，积极地向记

者们介绍自身的情况，并开始向外部寻求帮助。一些积极分子甚至不顾自身的安危去上访，向相关的领导或新闻单位

提供线索，争取自身权利。省内开展肝炎和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王淑平，“打破艾滋病长城里的沉默”的高耀洁，

最先发表河南艾滋病的报导的张继承等热心人士怀着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不畏艰险，不图回报，去帮助艾滋病感染



者，用他们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与关爱感染河南人。紧闭的大门终于被他们对生命的追求和执着打开。 
  艾滋病疫情的调查结果让领导层非常震惊。2004年2月5日，河南省政府召开会议，决定从省直机关抽调76名干

部，和相关市县选派的干部一起，组成38个帮扶工作组，直接进入艾滋病疫情高发村进行帮扶工作。在对艾滋病疫情

进行彻底普查的同时，进行帮扶，把预防、治疗和扶贫结合起来，收到良好的成效。 
  而回过头来看，正是由于人们生命意识的提高，对生命唯一性和短暂性的认识，对生命的敬畏感增强，对生命权

利的维护才让问题得以明朗化，并开始走向好转。同时，也是由于其余各界人士，包括曾经辛苦跋涉来河南寻找消息

的记者，无私无畏的医生和社会各界热心人的那种对待他人生命的理解和帮助，才使人间充满了爱，才使这些生活于

水深火热之中的艾滋病感染者体会到了社会的关爱，感受到了政府的关切。 

四 

  或许是由于2003年河南的SARS疫情不严重的缘故，河南省并没有因为当时的危机而吸取更多的教训，没有把生

命伦理意识作为一项重要的宣传教育内容来深抓落实。以致于当HIV病毒大规模入侵并发病的时候，束手无策，甚至

一度实行高压政策。 
  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在对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中，不能就事论事，不仅要就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发病症状和应该

注意的问题等等进行普及教育，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宣扬生命的唯一性和短暂性，终极性和目的性。教会人们爱护生

命，敬畏生命，维护生命权利，保护生命健康。 
  只有以对艾滋病的宣传为契机，真正把爱护生命、珍惜生命和敬畏生命的生命伦理意识都切实地渗透到民众内心

深处，以后才能从根源上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并抵抗其它疾病病毒对生命的困扰。 
  首先，重视媒体宣传。当然，媒体的宣传不等于炒作和作秀，扩大事实，影响社会安定，造成社会恐慌。而是由

媒体将事实告知的同时，多把一些具体的生命知识介绍给公众，把一些生命伦理意识输送给受众。倡导大家行动起

来，关注和爱惜自己的生命，关心和尊重别人的生命。在鼓励省内媒体的宣传之外，还要把省内的艾滋病疫情及防治

情况向省外媒体公开，欢迎他们的监督和帮助。 
  其次，开展学校教育。河南省在2005年已经要求教育部门将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纳入普通中学、中等职

业学校和高等学校教学计划。这是一次重大的举措，意义深远。但我认为，不仅应该把艾滋病的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

教给学生，而是在教会这些知识性东西的同时，进行提升，把生命伦理的意识，把珍惜生命和生命平等的观念融入到

教学内容当中。 
  最后，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宣传救助活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兴趣、价值观念和经济利益方面都是高度多元化

的。作为唯一的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政府无法满足数目巨大、种类繁多的多元化需要，而由具有共同旨趣、利益或要

求的人们自愿组织起来的非政府组织则可以有效地满足社会多元化的要求，填补政府功能的“空白”。如非政府组织

对高危人群进行宣传教育和发放预防艾滋病的用品等，既可以减少这类人群的抵触情绪，又能够避免一些道德冲突。

形式不一、灵活多样的非政府组织在提高河南人的生命伦理意识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

所、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基金会等组织都用他们自己对生命的无私关爱启示着河南民众，理应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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