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错误的“好意”回避

有些殡仪馆规定，12

岁以下儿童不宜参加告别

仪式，哪怕逝者是他至亲

至爱的父母。理由是：“保

护儿童，避免他们受到不

良刺激，留下心理阴影。”

结果留下的是孩子们

对死亡的莫名的恐惧。

研究表明，儿童面对

死亡所受到的心理冲击远

远大于成人的想象，成人

对死亡的出于“好意”的

刻意回避，可能给儿童留

下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

儿童对死亡恐惧的程度

甚至和逝者与孩子的亲密

程度成正比：孩子与逝者

越亲密，对逝者越思念，

留下的对死亡的恐惧越严

重。——“曾经那么疼爱

我的亲人，怎么一死就变

得那么可怕，可怕到大人

们都不准我去看一眼？”

许多童年有此遭遇的人成

年后回忆说，这种心理阴

影持续时间相当长，直接

影响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难得的死亡教育

感谢解放军总医院南

楼肿瘤科的同道们，他们

不仅对逝者亲属做了充满

人文情怀，体现医学温暖

的安排；更对逝者 7 岁的

女儿进行了一次不失时机

的难得的死亡教育实践。

业内有的同行对这种义举

可能不以为然，但这确实

是医学本质的要求，是医

生、护士以及一切

医务人员的应尽之责，分

内之事，体现了医生职业

的崇高。

我相信，这个不幸丧

母的女孩通过医生叔叔阿

姨精心安排的告别，对死

去的妈妈的印象绝不是冰

冷僵硬的，更不是疏离恐

惧的。她对死亡的认知将

比同龄的孩子们更为正面

具体，更为刻骨铭心。这

次告别可能是她人生特殊

的催化剂，她可能将由此

得到一次升华。

和母亲的告别无疑是

痛苦的，然而这种告别又

是温馨的，必将成为她永

久珍藏的宝贵记忆。正是

由于这次告别，使她虽然

失去了母亲的怀抱，但她

并不孤独，她知道更多温

暖的拥抱正在等待她。首

先拥抱她的，是与

她 母 亲 熟

络 、

有过生死相托之谊的医生

护士叔叔阿姨。更为重要

的是，她必将珍惜今后与

父亲相依为命的日子，珍

惜与学校老师同学的朝夕

相处，珍惜亲友们对她的

呵 护 关 照。 长 大 后， 她

还将会有与自己无话不谈

的“闺蜜”，她将与她们

谈起这次难忘的告别，分

享与母亲告别带给她的激

励……

总之，失去妈妈的孩

子，如果有幸得到正确的

死亡教育，一定会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自己生命的价

值，下定决心成为对妈妈

有承诺的、懂事的好孩子。

她将比较自然地接受命运

所给予的一切，敬畏死亡，

更加敬畏生命；懂得死亡

的无情，更懂得生命的可

贵。

或许，一次告别，哪

怕是同亲爱的妈妈告别，

对一个懵懵懂懂的 7 岁孩

子还不至于发挥如上所

述如此深刻的教育功

能。 但 是， 这 无

疑是对一个儿

童死亡教育

的 良 好

开 端。

因为

死

亡教育和生命教育相伴相

随，是贯穿人的一生的基

本教育，第一步走出的方

向正确与否至关重要。

正确认识死亡

保 护 孩 子 也 包 括 确

保孩子们对死亡的正确认

知。不要再用阎王阴魂之

类的鬼话吓唬不听话的孩

子了；不要再带孩子去看

那些“十八层地狱”下油

锅、上刀山、抽筋剥皮之

类的粗俗展览和影视作品

了；更不要在孩子问到生

死问题时支吾搪塞，陡然

丧失死亡教育的最佳时机

了。大人应该用自己对死

亡的正确认知使孩子们知

道：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结

果，是迟早要到来的事，

人死不能复生。应该敬畏

死亡，不能轻言死亡。不

能把“我杀了你”“你快

去死”当成口头语，不能

随便用死亡去诅咒别人，

尤其不能轻易地伤害以致

结束自己或他人的生命。

死亡教育就是生命教

育，就是热爱生命珍惜光

阴的教育，这是死亡教育

的真谛。其要义在于，让

孩子知道生命的宝贵和生

活的美好，体味生命的紧

迫感和活在当下的现实意

义，热爱自己生命的同时

也热爱别人的生命，尊重

自己生命同时也尊重别人

的生命，让自己也让别人

有一个美好的无悔人生。

因此，“死亡教育从

孩童时代开始”应该成

为我们的共识。这是我

们医务人员的独有优势

和天职，更是医院人文

建设和医生个人修养的

重要标志。

行文至此，依稀想起

十多年前，我应一位母亲

因癌症去世已经上初中的

小伙子要求，在她和生母

合影照片背面写下的几句

话。以此送给失去至亲，

特别是失去母亲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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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风华正茂的有

为青年，还是饱经风霜的耄

耋老者，都不敢说自己真正

懂得了死亡。

所以，人类对死亡本质

的思考与探索从未停止；所以，

死亡才成为每个人的必修课，

课堂厚重的教课书还没人能把

它读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

话题——人应该什么时候进入

这个课堂，什么时候开始阅读

这本教科书。

死亡教育，从孩童时代开始
消除孩童对死亡的莫名恐惧
▲ 陆军总医院专家组   刘端祺

刘端祺  教授

唐丽丽  主任医师

最好的告别
▲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   唐丽丽

医院是一个每天都能见证生死的地方，生命的到来和结束都经常发生在医院。

这给医生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如何与患者及家属谈论生死？如何处理悲伤？

这些话题应该是医学和医生分内之事，还是与医疗和医生无关？看了黄海力医生

的故事，对他们这样有温度的医疗赞许的同时，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国外医院对待

晚期患者及家属的方式——他们告别的方式。

记 得 在 多 伦 多 大 学

马加略公主癌症医院进

行学术交流期间，刚走进

医院的电梯，就看到里面

有人端着很大的蛋糕，我

好奇地问：“今天有人过

生日吗？蛋糕真大！”接

待者告诉我：“不是，今

天姑息治疗病房的一位

晚期患者要结婚啦，我们

医院为他们举行婚庆仪

式。”患者是一位中年

男性，还有不到一个

月的生命，新娘是

位健康人。后来

那 位 患 者 在

举 行 婚 礼

半个月

后

去世了。我们可以想象这

位患者是在何种状态下去

世的，他应该是幸福的。

他有人陪伴，安详、平静

地和爱人、家人告别了。

在加拿大的临终关怀

机构，那里的患者生命仅

剩最后的几天。机构中每

天会有医生、护士和很多

志愿者来照顾患者，志愿

者为患者做饭、喂饭、弹

琴。当然家人也可以陪伴

其中，非常人性化设计的

拉门，可以直接将病床推

出很宽阔的玻璃门，在天

气好的情况下患者的照护

者只做一个很简单的拉门

动作，就可以让患者直接

在户外晒太阳。

更温馨的是病房还培

训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

狗， 当 患

者即将离世时，小狗会跑

到病床上紧紧地贴在患

者身旁陪伴他。

美国葛文德医生所

著《最好的告别》一书，

让我们体验到他作为一

名医生的骄傲与无能为

力。作为一名医生如何

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

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发生

在死亡前的叫临终，发生

在临终任何好的行为和

语言，都可叫临终关怀。

在临终关怀这个过程中，

死亡只占了几分钟甚至

几秒钟的时间，其余都是

人的心态和感情表达。告

别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如何与即将离世的亲人

告别，医院、医护人员

在这个时刻能够

给 予

怎样的指导和帮助，非常

能够体现医疗的人性化。

完整的姑息治疗包

括住院治疗、日间治疗、

家居治疗、会诊服务、

居丧支持以及教育和科

研。按照这个标准，我

们需要努力的方向还

很多，居丧支持在我

国几乎还没有纳入

姑息治疗计划中。

黄海力医生的故

事无疑可以是居

丧支持很好的

一 个 范 例，

值 得 推 广

和借鉴。

（上接第 20 版）

妈妈永远和你相伴——

阳光普照下你高举奖杯时，

那手腕脉搏的有力跃动，

是妈妈对你的轻轻抚摸；

万籁俱寂中的不眠之夜，

那清晰铿锵的心跳声，

是妈妈对你的悄悄叮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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