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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晓娅

生命的奇迹

生命是神奇和令人敬畏的。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在燕园安宁病房服务的

时候，发现在这里总会遇到一些“奇迹”：原本

已“奄奄一息、昏昏欲睡”的患者，在进入安

宁病房数天后，竟然醒了、有精神了，甚至有

活力了，生命状态似乎出现了逆转，比如多日

不 食 的 患 者 可 以 自 己 吃 东 西 了 ，长期卧床的患

者下床站起来了，一直紧锁眉头的患者露出久违

的笑容⋯⋯

比 如 患 者 刘 先 生 ， 诊 断 肺 癌 骨 转 移 、 脑 转

移，在经历了 6 次化疗和 13 次脑部放疗后，终日

昏睡，小便失禁，骨痛难 耐 以 至 于 床 边 解 大 便

如 同 “ 上 刑 ”。 收 住 安 宁 病 房 的 当 晚 ， 癫 痫 发

作，身体抽搐，正在监控的脑电图乱如麻。看

到 患 者 那 么 痛 苦 ， 神 经 内 科 的 唐医生想方设法

控制抽搐，减轻患者的痛苦，但同时还在思考着

如何让患者醒来，好让家人能更从容地面对亲人

的离世。

唐医生的精心用药奏效了。第二天中午，刘

先生清醒了，吃了点东西，经过评估后，又请专

业沐浴团队在病房给他洗了个澡。当我看到洗澡

之后的刘先生的时候，惊得下巴都要掉了，他简

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半坐在病床上，满脸笑

容，那笑容又憨厚又有点顽皮。夫人说：“都好

多天没见过他笑了！”

后来的那段日子里，夫人和儿子陪伴在刘先

生身边，他在病房里还见了几位挚友，身体衰弱

的刘先生，竟然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还有一位 101 岁的老爷爷，诊断结肠癌肺转

移，原来一直不想上医院的他，在憋喘难以忍受

时，请女儿带他去看医生。老人家在某医院急诊

科观察了三天，发现心脏因高龄跳动太慢，如果

积极治疗的话，安装心脏起搏器是唯一的办法，

后来家属尊重老爷爷个人的意愿，不再做有创治

疗转入安宁病房。

转来那天，老爷爷憋喘非常严重，他不愿意

戴氧气面罩，甚至高流量给氧也让他觉得“吹得

太难受了”。可是拿开高流量氧气，他的血氧马

上就下降。傍晚查房的时候，大家心里直打鼓：

老爷爷能熬过今夜吗？

可是第二天，在家中的我通过家属沟通群看

到的却是，老爷爷不仅还“在”，甚至当宋医生

问 他 ：“ 今 天 感 觉 怎 么 样 啊 ？” 他 清 楚 地 说 出 ：

“不错。”当女儿问他想吃什么的时候，一辈子爱

吃肉的老爷子说出“烧饼夹肉”，大家都笑了。

老爷爷最终在安宁病房生活了 21 天，享受了女

儿亲自做的羊肉汤、虾蓉粥，欣赏了外孙女的中

提琴，还看到了“长得真好看”的重外孙，叮嘱

他要好好学习。

老爷子是中学特级教师，本来说好给我们讲

一堂关于“新陈代谢”的课，可是等我们喊了

“老师好”坐下后，他老人家竟睡着了。所以后

来只有我有幸得到了“一对一”辅导。最后用 4
个女儿的话说，“我们拉着老父亲的手，看着他

平静无憾地、有尊严地离去”。

患者进入安宁病房后的状态“好转”，常常

让家属很惊讶，也很欣喜，在微信沟通群中，总

有家属说“状态真不错”“远超我的预期”⋯⋯

说实话，如果这是个别现象，也就不值得一

说了，但是我们统计了一下，在燕园安宁病房今

年收治的患者中，有 2/3 的人出现了生命状态短

暂的“逆转”，使得患者在临终之前有了一段宝

贵的黄金时间，而且活过了预期生存期。

“回光返照”？

这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吗？在“知乎”上

有人这样解释“回光返照”：

一 旦 患 者 的 生 命 快 要 结 束 ， 在 大 脑 的 指 挥

下，身体会分泌大量激素和物质，并分配给身体

的各个器官，使得病人处于短暂的清醒，具体的

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可能几天，有的可能只有几

个小时。

虽然我不是神经生物学家，但我敢说，我在

安宁病房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并不是人们常说的

“回光返照”，因为这段时间通常会更长，而且明

显受到一些非生物性因素影响。

首先就是亲人陪伴的巨大力量。特别是那些

从医院急诊室和 ICU 里转过来的病人，都经历

过没有亲人陪伴在旁的孤独与无助。到了安宁病

房后，亲人的脸庞和家人的照片、熟悉的声音和

味道、温柔的肢体触抚、合口味的饮食、只有亲

人才懂的眼神和玩笑，不仅让患者得到贴心的生

活照护，还让患者得到了与“家”、与亲人相关

联的丰富感官刺激。是“爱”这味神奇的药，把

他们从孤独无助的绝望深渊里救了出来。是亲人

温热的手，激活了他们的生命力和勇气。

在 安 宁 病 房 中 ， 还 有 一 群 “ 非 宿 缘 ” 照 护

者：每天坐在床边拉着患者的手细心询问病情和

感受的医生；做治疗和护理时温柔如水的护士；

带来鲜花和笑脸，回应着患者和家属每个需求的

社 工 和 趴 在 床 边 倾 听 的 心 理 师 ⋯⋯ 很 多 从 ICU
转来的病人，初来乍到时非常紧张，他们蜷缩在

床上，对医护人员充满警惕和抗拒。安宁团队高

频率、高质量的人际互动，让他们慢慢松弛下

来，不再处于高度警觉的应激状态中。当患者感

觉到这里非常安全，重新体验到了被在乎、被尊

重、被关爱时，他们仅剩的生命能量就不再需要

用于与外界对抗，而可以留给自己了。

当然，生命奇迹的出现，离不开得当有效的

医疗措施。不像很多人想象的，进了安宁病房意

味着放弃一切医疗措施，恰恰相反，就像宋安医

生常在我耳边叨叨的：在安宁病房中，我们会以

患者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对医疗措施进行调整。

很多患者进入安宁病房时，带着大把的药和

各种管路。但到了生命末期，随着患者机体和脏

器的衰弱，他们身体能够代谢药物、营养和水分

的能力也在减弱，大量的药物、液体进入体内，

带来的坏处有时会大于好处。于是，医生会根据

患者的情况，在与患者和家人协商后，停掉一些

弊大于利的药物，尝试尽早撤除一些非必要的管

路，这使得患者的身体得以“休养生息”，减少

体力消耗。

通过“做减法”让患者获益，这一点是人们

很少意识到的，甚至很多医生也不知道。不过台

湾同行对此十分了然。台湾的安宁医生谢宛婷在

她的 《因死而生》 一书中说：“很多时候，病人

的舒适是来自某些过度医疗的停止。”

病人状态的改善也来自医生们的“加法 ”：

针对患者的情况，医生用药物进行症状控制，比

如止疼、止喘、止吐等。良好的症状控制，让患

者感到不再那么难受，自然就能打起精神来享受

生活了。

当然也少不了舒适护理。当如雪花般飘落的

皮屑 （皮炎） 被护士们“神奇”地治好了，当大

小便不再成为困扰了，当身体和头发被清洗过

了，当紧绷的肢体被抚触按摩⋯⋯生理上的轻松

与清爽，也会带来心理上、精神上的振作，这种

感受又有谁没体验过呢？

还有安宁病房的环境：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

服，可以盖家里带来的被子，可以把喜欢的布偶

带在身边，可以通过窗户看到蓝天、白云、飞

鸟、绿植，可以到露台和院子里晒太阳，可以听

自己喜欢的音乐，可以用床头的伸缩支架看手机

或 iPad，看自己喜欢的吃播⋯⋯

也许就是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为时日无多的

患者创造出了生命的奇迹，让他们在临终前拥有

了一段“黄金时间”吧。

黄金时间

别说，我觉得这段时间对患者和家人意义重

大。别忘了，安宁病房都是已经到了生命终末期

的 患 者 ， 这 段 看 似 “ 逆 转 ” 的 时 间 不 会 太 长 ，

“翻盘”更是没有可能。疾病会在他们身上继续

作祟，癌细胞会偷偷地攻城略地，脏器也变得越

来越不听指挥，甚至破罐破摔，各种症状开始

“按下葫芦浮起瓢”。

在生命力最后耗竭前，这段短暂的生命状态

平稳期，为临终者完成重要的生命任务打开了

“窗口”，也给他们带来极为宝贵，甚至是深刻的

生命体验。短暂的失而复得也让亲人们备感珍

惜。因此，我才把它称为“黄金时间”。

在这段黄金时间中，我们看到患者重新享受

生活的美好：他们享受了从红果冰棍到哈根达

斯，从圆梦烧饼到小锅米线等美食，享受了阳光

和清风，享受了倾听与陪伴，最重要的是享受了

亲情。这段黄金时间，让家人有机会通过自己的

陪伴和付出，去表达爱，表达感谢，有时双方还

会为过往的事情表达歉意。老伴不离不弃地守

候，子女尽心尽力地照顾，海外子女千辛万苦地

回归，让病床边的时光拥有了光芒和质感，原本

温暖的关系更加深化，原本疏离的关系变得亲

密，留不住亲人却留下来美好的回忆。在有过这

样一段相互陪伴的时光后，家人虽然会有不舍，

会有悲伤，但是没有恐慌，没有内疚，没有遗

憾，因为死亡没有让爱消失，甚至还让爱变得更

强大、更有力了。

在 这 段 黄 金 时 间 中 ， 有 人 完 成 了 信 仰 的 皈

依，有人了却了自己的心愿，有人为亲爱的人以

诗致谢，有人写下了遗嘱，有人交代了后事，有

人给自己备好了衣服，选好了葬礼上的音乐，安

排好了墓地⋯⋯这些事情的完成，让患者心里没

有了挂碍，甚至因参与到自己的死亡当中而感到

心安。这场人生大戏的尾声、谢幕和转场，因为

有了交代和安排，既能体现逝者“我”这个人的

个性与特质，又减轻了生者的负担和压力，何尝

不是一种自身的圆满和对他人与社会的奉献？

当然，不是每个患者都能在临终前出现这么

一段黄金时间，特别是那些病情危重时才转来的

患者，常常让我们感到遗憾，会忍不住叹息：要

是能早来一些就好了。根据大家的观察，“黄金

时间”一般出现在患者能力丧失之后，意识丧失

之前。因此，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作为安宁团队，我们虽然不能决定患者和家

人选择何时入住，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和专业服

务，也许还会有许多奇迹发生，还会创造出生命

临终前的黄金时间，用谢宛婷充满诗意的话说，

“让生命最后都能再开一次花”。

创造与珍惜：生命最后的黄金时间
“让生命最后都能再开一

次花。”

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作为哲学名著《沉思录》的译者，《仅此一生》

的作者，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北京

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生命

意义的思考。其所著的《孩子，我们来谈谈生命》，

第一版《珍重 生 命》出 版 于 1996 年 ，不 断 增 订 再

版，至今已近 30 年，是一本“活着且生长”的书。

“很多孩子的生命教育可能是从第一次认识

到死亡开始的，这是真正震撼孩子的问题。很少

有孩子会笼统地问‘生命是什么’，更多孩子是从

接触‘死亡’这个词开始了解生命。”何怀宏说。

我们的生命来自何处又往哪里去？我们如何

面对必不可免的死亡？我们的生命完全属于自己

吗⋯⋯关于生命的根本性问题很多，一代代人都

在发问，也都在尝试作出自己的回答——有时候

需要毕生的努力。而当面对孩子的第一次提问

时，我们该如何回答呢？

我们都害怕过，但依然好好活着

上小学的时候，何怀宏有两个女同学不幸在

水库游泳时溺亡，前一天还在身边的活泼生命就

这样消失了，带给何怀宏深深的震撼。一个“死

去的人”就意味着他永远地走了，不再出现了，

他又联想到所有人都会死去，感觉死亡也就是人

生的一个事实，本来就作为重点包含在生命之

中。为此他在一段时间里连白天都害怕孤独，到

了夜里就更不知道怎么度过，总是以各种理由来

延迟关灯。他希望“死亡”至少不要发生在亲近

的人身上。

那个年代的孩子的确不会孤独，成帮结伙的

孩子们在一起玩着玩着，童年的何怀宏渐渐淡忘

了这种恐惧，慢慢长大。后来何怀宏北上服役，

北大任教，有时候会去北京郊区的湖里游泳，往

往是晚上，往往是一个人，夜色笼罩，光亮在远

处，湖面远山都苍凉而孤独，“在天地中有一种

安静而坦然的感觉，我会想到人的生命也就像自

然一样，花开花落，春发冬归”。

又是一个晚上，何怀宏自己的孩子也突然泪

流满面地对他说起对死亡的恐惧。这个困扰人生

的根本问题，会在一代一代人那里重新发生。当

时的何怀宏只能告诉孩子：“我也曾经想过这些

问题，而且很多很多人也都想过，也都害怕过，

但他们依然活着，依然好好地活着。”再后来，

就有了这本书。

何怀宏介绍，最新版与第一版相比，大幅增

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第一版主要是和一个

女孩的讨论，后来增加了与一个男孩的讨论；二

是第一版所处的时代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来

增加了进入 21 世纪的许多新问题，尤其我们还

是处在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

即使我们万分小心，在生活中也还是不能不

面对死亡，死亡执拗地不肯退出我们的视野。对

此，何怀宏说，生命有自己的逻辑，只要我们耐

心地忍受，勇敢地坚持，这一切都会过去，“也

许，死亡就像爱默生不朽的诗句：如果我的小船

沉没，它是到了另一个海上”。

死亡的问题不必主动挑起，但要
密切关心

孩子是有差异的。有的孩子不会太多、太沉

重地想起死亡的问题；有的孩子就可能较多地、

也很绝望地思考。何怀宏说，有关死亡的问题，

如果孩子没有直接问起，如果没有直接面对的死

亡事件，可以不主动去“教育”。

但何怀宏同时提醒，不主动提起，却一定要

仔细观察：如果我们的孩子无端长期闷闷不乐，

或者突然开始非常害怕孤独和黑暗，那我们就要

用心而又小心地去寻找原因了，“我们最好不要

让孩子独自承担这世界上最大而又最令人恐惧的

秘密”。

在何怀宏看来，死亡的问题不是主要用脑子

而是要用心灵去回答的问题，要与孩子保持心灵

的沟通，要让孩子总有一个愿意说出自己最害怕

的事情的亲人。当孩子说了，大人也不必急于给

出答案式的回答，“问清楚他害怕的缘由，哪怕

我们一时说不出什么，也可以默默握住他的手，

或者拥抱他，表示你已经理解到这个问题的真实

和重要，且无论是什么，都可以与他共同面对与

分担”。

在观察、倾听、安慰之后，父母也可以分享

自己的经历，或者结合文学和哲学作品，进行一

些总结和概括。何怀宏说，父母在孩子几个关键

的年龄段，不要离孩子太远，让孩子始终保持在

自己的视线里；但也要把握一个度，不要太麻

木，也不要太敏感。

何怀宏说，生命教育其实是一种全人教育，

它既关乎人的生存与生活，也关乎人的成长与发

展，更关乎人的本性与价值。对孩子生命教育的

目的在于告诉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应该

好好活着。

生命教育的缺失，会带来什么？一位心理学

家说过，现在有一些孩子“不怕死，就怕苦”。

遇到被老师批评、跟父母拌嘴这样的小事，就会

自杀。因为他们还不清楚事情之轻重，生命之宝

贵。为了应对这种孩子的“玻璃心”，一些父母

也可能过分呵护，或者盲目进行“挫折教育”，

在这种拉扯中，孩子越来越叛逆，父母也越来越

焦虑。

“最好的父母教育——也包括学校教育，应

该是最后能够成功放飞的教育，就是能够成功转

变成自我教育的教育。”何怀宏不是很喜欢“教

育”这个词，只是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合适的替代

词——就换个说法，“就是我们和孩子一起用心

地生活，一起有品质、有心智地成长，最后达到

可以放心地让他们自己到这个世界上去生活”。

个体生命的消亡应该是自然的

尽管这场采访由“死亡”引入，但何怀宏无

时无刻不在强调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每一个

个体生命都有自己的消亡，但它应该是自然的，

而不应是人为的。”何怀宏说。

有一天晚上，何怀宏在教室上完课，人群散

尽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突然站到他面前，说他已

经决定今晚 12 点要在教学大楼的楼顶跳楼。何

怀宏看着他痛苦而严肃的样子，就说“那么我们

谈谈吧”。谈话不知不觉持续到 12 点多，何怀宏

说：“你看，你预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你觉得怎

么样？是接着谈还是回去？”年轻人也放松了：

“那我今天就回去吧。”

何怀宏不去问年轻人的名字和身份，他们谈

论的也是另外的事，“他可能是一时心情绝望而

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只要过了那个特别抑郁和悲

观的时刻，他就不会自杀了”。他曾去南京的燕

子矶游玩。面临长江的峰顶上，曾有一些人在此

跳江自沉。后来这里立了一块陶行知写的牌子，

上书“想一想，死不得”，据说救了不少人。

“的确，我们在任何厌世的时刻都不妨先认

真地想一想。有许多你当时觉得很重要的大事：

被一个老师责骂了，被一个同学欺负了，被一个

亲人误解了⋯⋯其实远不是什么大事，过后都可

能觉得好笑。”何怀宏说，“我们对自己的生命，

的确有一种权利——相对于任何其他人或社会更

优先的权利，但你不能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自己

或报复他人，这太不相称。而且，自杀的权利永

远不属于少年。”

何怀宏说，他在这本书中主要谈的是个人在

珍重生命方面的意识和责任，但还有另外一个很

重要的方面，就是制度和法律，“人们应努力使

保存和尊重生命的原则，落实到从社会的基本结

构到具体政策的各项制度上来”。

中国古人把纪念逝者的清明节放在草长莺飞

的春天，一岁一枯荣的原上草让踏青扫墓的人也

感受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何怀宏说：“我们怀念

逝者，也鼓励生者，要努力地，最后也安宁地走

完我们自己的路。”

如何与孩子谈论死亡
对孩子生命教育的目的在

于告诉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
我们应该好好活着。

本期书榜评委团成员：韩浩月 闫 晗 张家鸿
栏目主持：沈杰群

《生命的对话》

推荐理由：
作者以坦荡的口吻、乐观的态度，来

谈论生命、年老与死亡话题。作者颇受孟

子、庄子等东方思想家的影响，尊重生命

但又超然物外，同时忠实刻画了西方人

对自由烂漫、无拘无束生活方式的追求，

超越了东西方文化差异、思维不同的鸿

沟。《生命的对话》提出了两个应对老年

的 策 略 ，分 别 是“ 成 长 到 老 ”与“ 积 极 变

老”，全书多数篇幅都围绕这两个策略展开叙述。“成长到

老”说的是老年人要时刻保有好奇心、上进心，“积极变老”

则是拥抱老年，体会变老过程中的感受与感悟，以及随之而

来的通透与智慧。

《安魂》

推荐理由：
这 本 书 让 人 想 到 普 遍 的 中 国 式 父

爱 ：父亲希望儿子能够站在自己的肩膀

上更上一层楼、出人头地，父亲认为生活

是用来打拼的而不是用来享受的，父亲

觉 得 暂 时 的 严 厉 是 为 了 换 来 未 来 的 舒

适 。它会让人想到一代人的发育历程与

成长背景，想到那些刻入骨髓的饥饿感

与不安全感。因此，《安魂》所表达的，不

仅仅是“失孤”悲剧，而是对一代人的价值观进行反思——

以父亲的身份进行一次自我检讨，以打碎自我的光辉与伟

岸，让读到它的人，重新审视父子关系。

《生命有星光》

推荐理由：
急 诊 科 医 生 ，号 称 是 和 阎 王 爷 抢 人

的一批人。在这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

是转折还是终点 。卢医生结合自己救治

危重症病人的多年经验，给大家传播正

确的急救和重症知识，有助于读者学会

避免意外，应对常见的突发状况。

同时，本书还在字里行间展示出对患

者的关爱和理解，体现出医生的情怀与责

任。这本书一方面让医者看到患者的难处，另一方面让患者

对医生有更多了解，从而对医护人员多一些理解和信任。

《旅行中的生死课》

推荐理由：
《旅行中的生死课》是一部以生命为

主题的散文集。从生谈到死，不可避免地

会写下或波澜壮阔，或辗转曲折，或柳暗

花明的人生片段 。这部书给予读者的启

示正在于，如何让生命更有价值和意义，

如 何 让 生 命 在 实 现 自 我 的 同 时 照 亮 他

人。墓园里的椅子、吴哥女王宫的精美女

神雕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倒塌的毒气

室、爱尔兰马林角的孤坟，都是思考生与死的依托。

旅行会结束，生死课的下课铃却不会响起。如果会响

起，那应该是生命结束、心跳停止的那个瞬间。而有价值的

生命在离开之后，可能会是活着的人进一步窥探并思考生

死奥秘的参照系，或是起点。因此，下课铃的响起，又等同于

上课铃的响起。

《当尘埃落尽》

推荐理由：
这 是 加 拿 大 国 民 漫 画 家 米 歇 尔·拉

巴利亚蒂的图像小说代表作，曾获多项

国 际 大 奖 。保 罗 是 一 位 漫 画 家 ，每 年 夏

天，他都去岳父位于魁北克的度假小屋，

与亲人欢度节日，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

融融。这一年热闹的假期过后，罗兰的身

体出现了异样，对保罗说起了他过往的

青 春 岁 月 ⋯⋯ 本 书 被 誉 为 加 拿 大 版“ 摩

登家庭”，讲述了一个关于如何去爱人、感受被人爱着，以及

如何面对失去所爱之人的故事。每个普通人的人生都值得

铭记。作者以活泼的画风和幽默的语言冲淡了离别的沉重，

将深沉和复杂的感情用简洁的画面表现出来，有作者对人

生和命运的感悟和思考，让读者感同身受。

《人生便利店》

推荐理由：
作家刘墉将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所见

所闻凝练成一篇篇不足 300 字的文章。这

些文章内容短小精悍，观点一针见血，给

人带来新媒体内容方式的阅读快感。刘墉

将其称之为“灵感小条”。这本书就是这些

“灵感小条”的集合，它们随时随地被创作

而成。近 200 个温情小故事，涵盖了近 200
个话题。刘墉说，老来的文字当然跟年轻时不同，因为“世事

洞明”，所以多些辛辣和豁达，还可能带点反讽与幽默。在这

本书中，他的幽默、温暖、睿智、坦诚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十四节气儿歌》

推荐理由：
在二十四节气里品味季节的变换与

生命的美好，这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份礼

物，也是一堂必修课。儿童文学作家、诗人

薛卫民创作的《二十四节气儿歌》，用 72首

儿歌描绘天上地上、春夏秋冬、植物动物、

民俗风情；以小写大、以趣探智、朗朗上

口、韵律回环。画家赵光宇采用版画插图，朴拙中透出独特的

灵气，与儿歌默契地展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让孩子在读着

儿歌的过程中，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更加热爱生命。

这7本书，带我们上一堂
积极的“生命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