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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第五届北京大学清明论坛在北京大学会
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死亡是温暖的”为主题，邀请
医学专家、医院管理者、医学人文学者、殡葬从业者等共
同探讨如何面对疾病和死亡，如何帮助疾病终末期患者
度过最后的时光。

论坛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
以“生死的沉思”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近年来，人们对死亡相关问题
的探讨由忌讳到热烈，这反映了社
会和文化的进步。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死亡是温
暖的”，这句话似乎具有很大的冲击
力，因为死亡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是
痛苦的、绝望的，甚至是恐怖的。最
近几年，我读了不少关于死亡的书，
也亲身经历和看到一些事，逐渐感
觉到死亡确实可以是温暖的。

清明又至，冬去春来。人的生命诚如四季，生如
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自当壮烈，死并不
凄惨。死亡可以是温暖的。

无价的感动和真情
便是死亡永恒的馈赠

3个月以前，我们北医的生物化
学家童坦君院士因为摔倒溘然长
逝。我和童老师相识40年，亦师亦
友，他的离去让我非常悲伤。我们自
发在北医举行了一次追思会，追忆他
的重大贡献、自主求真的科学精神和
坦荡的君子之风。他一生培养了上
百位研究生，既对学生们严格要求，
又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许多学生
虽然离开童老师多年，但仍然对童老
师有很深的感情，听他们含着热泪讲
述和童老师的故事，我的心里涌起一
阵阵暖流。这不正是童老师去世所
带来的温暖吗？童老师的去世是失
去，也是馈赠。我们在对他的追忆
中，收获了无价的感动和真情，这便
是死亡永恒的馈赠。

今年是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原北
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彭瑞骢诞辰一
百周年。我们正在筹备纪念活动，在
这个过程中，我不时回忆起和他相处
的点点滴滴，想起他对我的关爱，心
里不仅有伤感，还有浓浓的暖意。正
是在这无尽的追思中，我收获了这位
长辈给予我的持久的温情。

前几天，我的一位同事刚刚送别
了他的父亲。这位同事因平时工作
繁忙而疏于照顾远在东北的父母，有
幸在父亲生命的末期回到父亲身边，
细心照顾了一段时间，内心饱含感
恩。他每天替父亲擦洗身体，想起儿
时母亲为自己洗澡时的脉脉温情。
陪伴和送别父亲的过程重塑了这个
家庭的亲密关系，使得原本被家里人
排斥的弟弟与大家亲热起来，亲朋好
友也难得聚在一起。他父亲临终的
时候，对以往所有的委屈表示释怀，
对他的母亲流露出平时少有的温情，
一家人在家中一起度过了难得的温
馨时光。我想，这样的告别充满着彼
此间爱的馈赠，是温暖的。

前不久，我发起了一个殡葬工
作座谈会。近年来，我国的殡葬文
化出现了可喜的进步，传统的遗体
告别仪式越来越多地变为顺应逝者

生前爱好的纪念活动，告别现场的
灯光和色彩变成了暖色，遗体化妆
力求还原逝者安睡时的状态，对骨
灰和遗物安放也有了很多创新方
式。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安顿好逝
者，了却逝者未了的心愿，与此同
时，也慰藉亲属的悲伤和痛苦，体现
死亡的温度和温情。

死亡既是有形的躯体的消陨，
也是无形的生命与爱的馈赠。从宏
观的层面来说，在有限资源下，任何
生物都需要通过上一代的死亡来保
障下一代的新生，并由此实现群体
的遗传变异，进而保障这个物种对
环境的适应性，以实现物种的长期
存续。从这个角度来看，死亡是逝
者对生者的生命馈赠。而从微观层
面来看，死亡勾起生者对死者的怀
念，想起他们在世时的贡献，念起他
们在世时的好，感悟到人生的意

义。而死者能在临终前了却一些平
时未尽的心愿，享受亲人加倍的照
顾、谅解和眷恋，这样的相互馈赠难
道不是温暖的吗？

要知生死，必须理解生命
想通我们为什么而活
人本能地恐惧死亡。我认为，

生和死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两面，要
知生死，必须理解生命，想通我们为
什么而活。我们很难单靠理性破解
生死问题，更大程度上还得靠感悟、
靠情感、靠共鸣。生死问题不仅是不仅是
一个哲学的理性命题，还是
一个有温度的感性问题。

最近，ChatGPT 的发布
引起了轰动。我请一位朋友

替我问了它一个问题：“我已经 78
岁了，我很怕死，怎么办？”它回答：

“作为人类，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的
命运，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生命长
度，但是我们可以尝试让自己生活
得更有意义，更值得珍惜，更好地享
受自己的生命。”ChatGPT从保持积
极心态、关注身体健康、寻找兴趣爱
好、维系社交网络和关注心理健康
五个方面，提出了可以帮助我更好
地度过晚年生活的建议。这样的回
答从内容来看可谓完美，令人称
奇。但是，它说的这些道理我都知
道，丝毫解决不了我怕死的问题。

我最近读到了李泽厚先生在
《哲学探寻录》中的一段话。李先生
写道：“慢慢走，欣赏啊。活着不易，
品味人生吧。‘当时只道是寻常’，其
实一点也不寻常。即使‘向西风回
首，百事堪哀’，它融化在情感中，也
充实了此在。也许，只有这样，才能
战胜死亡，克服忧、烦、畏。只有这
样，‘道在伦常日用之中’才不是道
德的律令、超越的上帝、疏离的精
神、不动的理式，而是人际的温暖、
欢乐的春天。它才可能既是精神又
是物质，是存在又是意识，是真正的
生活、生命和人生。品味、珍惜、回
首这些偶然，凄怆地欢度生的荒谬，
珍重自己的情感生存，人就可以‘知
命’；人就不是机器，不是动物；‘无’
在这里便生成为‘有’。”李泽厚先生
的这番解读，赋予死亡禅意和诗意，
让我心中溢出一股暖流。

清明又至，冬去春来。人的生
命诚如四季，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
秋叶之静美，生自当壮烈，死并不凄
惨。死亡可以是温暖的。

（本文摘编自韩启德院士在
“2023第五届北京大学清明论坛坛””
上上的演讲）

01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