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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生命”，带我们步入道德的林中路

作者：陈蓉霞 阅读：255 次 时间：2006-3-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敬畏生命”，带我们步入道德的林中路 

陈蓉霞（本报书评人） 

    全部生命都受制于自然界盲目链条的束缚，但惟有人，它凭借自由意志挣脱了这一链条，就此达到

了一种崭新的境界，它开始反思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及与其他生命的关系，这就是道德的出现。   

     多年以前，我曾读到过一本精彩的人物传记——《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传主就是

施韦泽。施韦泽在30岁那年毅然学医，为的是日后能去非洲丛林给黑人送去健康的人

生。经8年寒窗苦读，在38岁那年，他终于获得从医资格，随即便踏上非洲的土地，来到

位于赤道南边的加蓬共和国。在那儿，他白手起家，建立起一座丛林诊所，其间的艰辛

可想而知。1952年，施韦泽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与其说是施韦泽的殊荣，还不如说是

诺贝尔奖的殊荣，因为它有幸将这位伟人的名字镌刻在自己的丰碑之上。今天我们深切

怀念这位伟人，不仅因为他对人类怀有的那份真挚的爱，还因为他在非洲丛林行医时感

悟、倡导并实践了一种崭新的伦理信念：敬畏生命。  

  令我欣喜的是，我最近读到《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译者陈泽环

正是上述施韦泽传记的作者。随着施韦泽本人的娓娓道来，读者有幸领略他那卓越人品

及伦理信念的形成过程。  

  施韦泽于1875年出生于法国（在法德交界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自述从小有着

较为优裕的家庭环境（相对于周围更多的穷人而言）、健康的体魄及相当的才智，这些

优越的条件、天赋及运气并没有让他形成自负傲慢的习性，相反倒是常常让他自省：我

不可以把这种幸运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而是必须为此做些什么。让我深有触

动的正是施韦泽的这一反省。当我们顺利地求学求职成家立业时，我们是否想过要为拥

有这样的生活有所感恩、有所回报？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没有这种自觉的反省，相

反我们还时有不满，为生活没有赋予我们更多的运气而满腹牢骚、怨天尤人。但对施韦

泽来说，正是这样的反省促使他作出一个惊人决定：他要以一名医生的身份去黑非洲。

在这之前，施韦泽已经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担任神学编外讲师的职务，在教堂布道，

同时还是一名出色的管风琴演奏师，他完全可以在欧洲过上一种悠闲安逸的生活。但经

过长期的思考，他终于明白，他的生命不是为了写下厚厚的学术著作以便晋升为神学教

授，他要以行动来实现耶稣关于爱的教义，这就是说，天国的实现就在当下的伦理实践

之中。非洲丛林更需要医生，因为那里的人们正备受病痛的折磨，有些疾病还是白人带

去的。  

  在非洲行医的那些年，施韦泽必须独当一面地行使医生的各科职责。而他那健康的

体魄也在非洲经受了考验。赤道的生态环境不是外人所能轻易适应的，更何况在行医的

同时，他还要从事砍树盖房卸货等种种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那是在1915年9月，欧洲正在经历一战的腥风血雨，施韦泽却在非洲的丛林中首次

萌生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信念。在对传统伦理学作出反思后，他认为，仅仅关注人

对人的行动的伦理学是远远不够的，人如何对待世界及他所接触的生命，也应纳入伦理



学考虑的范畴。只有当人体验到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他有义务去帮助处于危急中的

生命时，才谈得上伦理。论及至此，一个困惑随之出现，生命所处的必然条件恰恰是，

它必须以其他生命的牺牲作为代价才能保存和繁衍自身。在这一链条之中，植物也许是

个例外，它的生存只依赖阳光、水和空气，但它却不幸成为其他生命存活的无辜牺牲

品，用生态学家的话来说，植物处于生态系统的底部。或许中国的思想家老子早就看穿

了这一无情的现实，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此而言，敬畏生命又从何谈起？

然而，正因如此，一种道德境界随之脱颖而出。是的，自然不懂得敬畏生命，它以最有

意义的方式产生无数生命，又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毁灭着它们。全部生命都受制于自然界

盲目链条的束缚，但惟有人，它凭借自由意志挣脱了这一链条，就此达到了一种崭新的

境界，它开始反思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及与其他生命的关系，这就是道德的出现。正是在

此意义上，道德价值与自然属性无法相容，道德的“自由”正是在此意义上凸现的，而

自然无所谓自由，它仅遵循必然规律。所谓水往低处流，是一种自然规律，但人往高处

走，则是我们的自由抉择。尽管我们每天都不得不通过“杀生取食”而求生，但从敬畏

生命的情感出发，我们却可以面对这样的现象反躬自问：当达官贵人们在餐桌上暴殄天

物；当一名大学生将硫酸泼向一头黑熊；当二战期间的日本士兵将刀枪对准一位平民；

当众多劳动者的生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诸如此类，是能为天理所容的道德行为吗？一旦

萌生此种情愫感思，我们即已进入道德的林中路。  

  就此而言，敬畏生命是道德生活的开端。通过此一信念，我们体会与所有生命同苦

乐共悲欢的境界，这就是休谟所说的最高贵的情感的出现：同情。道德的大敌是麻木不

仁。由此令人想到中国的儒家学说。仁者，何也？亦即将其本心从麻木的境地中脱离出

来，它源于中医所说的不仁，指人的四肢末端失去知觉。可见古今中外的思想境界在核

心深处是相通的，因为那正是人性所向。远离麻木，则意味着人心本该拥有某些敏感的

东西：对他人不幸痛苦的感受；对自己所得所有的感恩；对美丽崇高的感动。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施韦泽有一个极为生动的比喻：我们好比行走在昏暗之

中，偶尔的一席交谈，犹如一道闪电，照亮彼此的心灵，但很快我们又重返昏暗。于

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绝不是要走进对方心灵深处，而是通过信任和爱来建立、维系我们

彼此间的纽带。多么深遂的生活智慧！朋友、恋人之间，还有比信任和爱更重要的纽带

吗？当我们一心想要看清对方的所谓真面目时，这不只是对隐私的冒犯，它其实已为猜

疑和分离埋下了种子。  

  施韦泽漫长的一生经历是道德领地的一座丰碑。他真正做到了“坐而论道，不如起

而行动”。然而，他的行动却是源于他那独特的伦理信念。他说，善良如同燃料，它根

植于每个人的内心，但点燃尚需外界的火种。现在施韦泽已为我们奉上了火种，那么我

们会怎样对待这火种呢？  



 

  《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阿尔贝特·施韦泽著，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6年1月第一版，24.00元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http://www.gmw.cn/01ds/2006-03/15/content_38995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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