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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界好书读书会“特邀荐读人”、清华长庚医院樊荣分享 :

我本是树，这就是我的收获
▲  见习记者  宗俊琳

一堂大学课 
让我开始思考死亡

4 份遗嘱  3 次修改

我本是树

心脏
▲  重庆开州康桥医院副主任医师   张德光

2012 年，28 岁 的 樊

荣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部

就读医学硕士。正是那

一年的一堂大学课，让

他开始设身处地去尝试

触摸和体会“死亡”——

这个总是那么容易被自

己和身边人忽视的必然

问题。

“那是一堂讨论安

乐死及舒缓医疗相关问题

的课程，王岳教授主讲的

《临床医事法》。”樊荣

用平缓亲和的声音向我们

回忆讲述，把我们带进了

当年的大学课堂之中，“课

后，王教授向大家提出了

问题。”

王 教 授 问，“ 谁 能

告诉我，自己死亡大概

是什么时候”，下

面没人说话。

王 教 授 又 问，“ 谁

能告诉我，自己的死亡大

概会是在哪个十岁的阶

段，六十岁？七十岁？”，

下面仍然没人说话。

“ 所 以， 我 们 都 说

不好。其实，死亡就是

随时的、不可预估的、

充满偶然性的。我们活

着的每一天，都有可能

是生命的最后一天……

细细一想，其实我们好

像都没有认真地想过死

亡这个问题，临终前到

底希不希望接受有创治

疗？愿不愿意做器官捐

献？什么事情临死前一

定要做？有什么重要的

心愿……”

王教授的一系列发

问，让樊荣联想到美国的

驾照，每份驾照单旁边都

会附着捐献卡。诸如遇到

意外，你希不希望有创

治疗，愿不愿意做器官

捐献等问题，樊荣第一

次如此真切地拨动了关

于死亡的思维神经——

我们到底是多活了一天，

还是向死亡更靠近了一

天，临终的有创治疗到底

是在挽救病人多活一天，

还是在让他多受了一天

死亡的折磨。

带着王岳教授布置

的课后作业——自己给

自己写一份遗嘱，樊荣

开始了对于死亡的思考。

课后一周的一个深夜，

樊荣坐在书桌前，第一次为

自己拟遗嘱。他郑重写下：

“我到终末期失去意识时，

不希望进行有创的抢救治

疗，顺其自然地死亡就好。

我愿意捐献眼角膜。墓葬

方式，希望火化之后将骨

灰送回故乡的家族墓地之

中……请家人不要去追讨

朋友 ×× 的债务。如果他

经济困难，他确实不能还；

如果他故意不还，借此认

识了一个人也值得。”

2014 年，遗嘱中提到

的这位借钱的朋友终因四

处借债，走上犯罪，东窗

事发，当他最终将借款还

给樊荣时，樊荣对遗嘱做

了第一次修改——删除了

朋友债务的有关内容。

2015 年，女儿的成长

和与日益增的父女之情，

令樊荣再次拿出遗嘱，做

了第二次修改，他情不自

禁地写下：“女儿的人生

之路，不要去规定她的发

展，快乐就好，她自己想

做的事情就让她尽情去做。

我希望她拥有一种为而不

争的品格，长大成人，做

一名知书达理、性格温婉

的女性，修己以安人。”

“后来，我又觉得后

人想纪念你，其实他怎么

都会纪念你，并不用非要

弄一块墓碑。我比较喜欢

大海，那就海葬吧！”樊

荣平静地说，那时，他又

把家族合葬的方式变成了

海葬。

也许，在樊荣的生命

中，一个人死后对于家族的

归属，已经变成对这个世界

和自我的归属。

直到 2016 年，一次偶

然的机缘，樊荣阅读了余

秋雨先生的散文《我本是

树》，顿时感悟，可能一

棵树的墓葬方式会令他更

加欢喜！

“不用在墓园里栽树，

在海边栽种一棵树就可以

了。希望用榕树，很粗大

很宽广，枝繁叶茂，深植

于地，相伴于海，契合我

内心对‘天下’和‘个体’

的一种情怀吧。” 樊荣动

情地说，由此，樊荣第三

次修改了自己的遗嘱。

 “遗嘱会让人透

视死亡！”樊荣感叹，

“写一份遗嘱时，你才

发现原来那些放不下

的、牵挂的，都是一些

外在 的东西，都 是自

己给自己增加的负担，

千万别让自己成为欲

望的奴隶，那样的

活着等于死亡。”

“ 其 实， 也

只有当你开始思

考遗嘱怎么写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洞悉你想

要的到底是什么。对于

我来说，第一就是精神

传承，我们的头脑中，

生存着无数前辈的意

识、理念、文化，其实

并没有什么死亡可言，

失去的仅是肉体，精神

将持续传承。我希望我

的孩子将来会传承我

的精神。第二是学会放

下，放下纷扰的杂念、

无用的欲望、无畏的怨

念，活得则会更轻松释

然。第三是活在当下，

当你把每一天都当成

最后一天，只要今天的

你比昨天的你有进步，

那就是收获。

樊 荣 顿 了 顿， 低

声说道，“我本是树，

可 能 这 就 是 我 的 收

获。”

医者仁：让我们喜到心脏温暖；

医者言：让我们感到心脏信任；

医者手：让我们艺到心脏健康；

C P R：让我们秒到心脏复苏；

电复律：让我们看到心脏又跳；

症状：让我们号到心脏脉象；

查体：让我们看到心脏特征；

听诊器：让我们听到心脏声音；

心电图：让我们看到心脏心电；

心电图：让我们见到心脏传导；

胸 X 片：让我们看到心脏形态；

心肌酶：让我们想到心脏损伤；

cTn：让我们想到心脏梗死；

BNP：让我们想到心脏衰竭；

电生理：让我们看到心脏失常；

Echo：让我们看到心脏结构；

Echo：让我们看到心脏功能；

心导管：让我们看到心脏动力；

CAG：让我们看到心脏血管；

介入术：让我们腔到心脏治疗；

心外科：让我们看到心脏修复；

中医：让我们想到神奇的心……

中药：让我们尝到心脏滋味；

康复：让我们赢到心脏青春；

创新：让我们功到心脏奇迹；

德树人：让我们获到心脏团队。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已过，但追思犹在。

“死亡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咱们思考得太少了，有时甚至是在刻意回避这个必然的问题。面对着预料之中或

者突如其来的死亡，总是那么惊慌失措，不知所以，甚至无知无觉地逝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患关系协调

办公室主任樊荣 , 回忆起大学时代王岳教授的一堂关于生死的课程，由衷感慨。

樊荣说，死亡是我们每个人的最终归处，我们应认真思考它。未知死，焉知生。

医·悟

《我本是树》来源于此书

2017 年 3 月 23 日第二期

“中国医界好书”读书会特

邀荐读人樊荣讲述了自己 4

份遗嘱、3 次修改的经历和

对于死亡的思考 , 引发了大

家的思考和兴趣。

“中国医界好书”读书会

主办：医师报社

协办：中国医院院长杂志、中国医

学人文杂志、健康报社、中国医学

论坛报、腾讯健康、新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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