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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上了年纪的彝族

朋友间常会发生这样的对话：

‘你去世时我要送两头牛过

来！’——很多人可能会对

这样的话感到生气、不可理

喻，但彝族人听后却会高兴

地说：‘你能来我就很高兴

啦！’”阿吉拉则详细阐述

了彝族临终文化中独特的情

感交互模式。他说，在彝族

传统中，死亡并非生命的孤

独谢幕，而是生者与逝者情

感联结的重要契机。通过遗

嘱，逝者将对家族的责任、

对亲人的关爱代代相传，形

成跨越生死的情感纽带。这

种双向关怀不仅体现了对逝

者意愿的尊重，更强化了家

族的凝聚力与文化传承。

“任何民族文化中，对

死亡的诠释都不会脱离生命

伦理的根基。”俄比解放强调，

彝族文化始终强调生命的神

圣性，并将主动放弃生命（非

自然终结）视为违背道德的

行为。相比之下，当前社会

中个别人群对死亡的轻率态

度，本质上是现代性困境催

生的心理危机，属于普遍性

社会问题，需从教育、心理

干预等层面系统应对。

“彝族对生死的评价、

处理方式及观点，充分体现

了‘天人合一’‘视死如生’

的哲学思想。”周宁表示，

一方面，彝族人这种将个体

生命回归自然的理念，为现

代安宁疗护提供了新的启示；

另一方面，彝族人离世前，

要在亲人的怀抱中度过——

这是一种爱的表达，体现了

家庭的和睦和传承。“此外，

丧礼上，家族与周围村落的

邻居紧密结合，更增加了家

族、村落，乃至民族凝聚力。”

实现“以患者为中心”个体化照护实现“以患者为中心”个体化照护

“没有人期待死亡，死

亡却终会来临。但在城市里，

我们的死亡面临着太多无

奈。”依乌以自身经历为切

入点，道出了城市化进程与

少数民族传统生死文化的冲

突，以及城市中少数民族群

体面临的“生死困境”。

“前段时间，中央民族

大学的一位老师在离家 2200

公里的北京去世，葬礼上，

他远在国外的女儿没有来得

及回来。这不禁让我思考，

在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如

何才能实现有尊严、有文化

归属的善终？”依乌说，这

种困境不仅是对个体生命尊

严的挑战，更威胁到少数民

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彝族同胞已经走出

大凉山，走向全国、全球。

这也使彝族生死观中的‘叶

落归根’难以实现，成为生

命终点的‘不完美’。”路

桂军说，尊重个体与家庭的

自主选择是安宁疗护的核心

原则。安宁疗护从业者的使

命是倾听不同民族的文化诉

求，以“不预设、不评判”

的态度，为每个个体提供贴

合其生命历程的心灵抚慰与

临终安顿。唯有深入理解各

民族对“善终”的独特定义，

才能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

心”的个体化照护，这既是

专业伦理的要求，更是对多

元文化的尊重。

尊重每名患者的“生命故事”尊重每名患者的“生命故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力量，亟

待系统性挖掘，并与当代安

宁疗护实践有机结合。”李

志刚表示，彝族文化中对生

死的豁达态度、对情感传递

的重视，为安宁疗护提供了

宝贵的文化资源。通过将这

些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医疗实

践，不仅能丰富安宁疗护的

内涵，更能为不同民族的患

者提供更贴合其文化背景的

照护，增强他们对生命的认

同感与归属感。

“在安宁疗护实践中，

应为患者和家庭提供个体化

处理方式，避免单一模式。”

周宁认为，每个患者都有独

特的生命故事与文化背景，

安宁疗护需充分尊重这些差

异，通过深入沟通与陪伴，

了解患者的需求与意愿，制

定个性化的临终关怀方案。

这不仅能提升安宁疗护的质

量，更能体现医疗的人文关

怀，让每个生命在终点都能

绽放独特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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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科研实力持续增强、全球排名显著提升，

但青年对科学的感知与科学的感召力却不

相称，鲜有青年人会说最感兴趣的是科学。

我相信，科学是唯一永存之物。文化、

历史可以被改写、被遗忘，可能失去传承，

唯有科学是人类存续的主题与发展动力，

也是人类留给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的唯

一印记。人这一生，有什么比这样的事情

更美妙、更伟大呢？社会进步、生活水平

提升、健康状况改善，皆依赖科学。但大

家有时会一叶障目，意识不到科学的作用。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条件艰苦，

但大家非常崇尚科学，早上 7 点，图书馆

门前就已排起长队，待开门后好去学习。

当我们听到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科学

家的故事时不仅很激动，也从心里敬佩他

们。相比之下，影视、娱乐等只是生活的“配

角”、科学的陪衬，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

让大家生活更丰富，为了社会发展更多元。

但近年来，这种情况却发生着变化，几年前，

曾出现 80% 甚至 90% 考入清华大学的各地

状元“扎堆”选择金融专业的情况，原因

只有“挣钱”二字。那么，挣钱是为了什么？

一生中除了挣钱又还有什么想做的呢？我

常问学生：你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如果答

案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那么做学

问同样也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当然，这一“重利轻科学”的低谷已

然过去，我也希望有朝一日，整个社会能

够重拾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风气。

        （根据施一公院士公开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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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个生命终章都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让每个生命终章都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张玉辉 尹晗 ）在

老龄化浪潮无声漫卷的今日，如何在生命的黄
昏优雅谢幕，成为社会亟待回应的温柔叩问。

近日，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
任、安宁疗护生死教育专家路桂军发起的第五届“爱在
清明”文化研讨会上，他与彝族文物工作者俄比解放、
西南民族大学依乌教授、民俗学者阿吉拉则、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安宁疗护科李志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空军医院疼痛科周宁教授以彝族文化为切入点，探讨生
死观念的多元表达，为生命关怀注入新的思考维度，让
生命的终章亦能绽放从容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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