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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人文学的关系

万　真

西南大学　重庆　400715

摘　要：伦理学中的应用分支生命伦理学常常被视为一种规范伦理学，并作为医学人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既揭示了生命伦

理学与医学人文学的内在深刻联系，也反映出来除了道德哲学之外，医学人文学是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具体说，

也是作为描述生命伦理学的存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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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作为伦理学中的应用分支学科，其基本特

征是以伦理学理论为基础的多学科交叉领域，通常被视作医

学人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主要探索该领域的自身问题，包

括生命伦理的具体关系以及学科内涵等。随着该领域传入中

国后，该学科的本土化发展也日益前进。然而，关于生命伦

理学与医学人文学的关系问题，国内外研究尚且存在一定的

争议，国内相关的论证也较为少见。因此笔者尝试简要回顾

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人文学在国内外的现状，重点探讨它们之

间的联系。

1. 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人文学的划分 

尽管有些争论，但绝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可这样的定义：

“生命伦理学是研究生命科学与医疗卫生保健领域内人类行

为的道德哲学和伦理规范的学科。”这一定义明确了生命伦

理学的基本性质，也确定了道德哲学作为生命伦理学的基本

理论。然而，仅仅依靠这一简单的定义，事实上并没有描绘

出生命伦理学完整的学科属性。其中关键的模糊界线是生命

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以及其交叉的学科方法问题。多年以来，

医学人文学界习惯将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纳入医学人

文学科群的麾下，但并没有深刻论证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人文

学的关系。

事实上，医学人文学与生命伦理学有着历史的、理论

的以及实践意义的深刻联系。从形式上来说，医学人文学与

生命伦理学就常常并列在一起。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大

部分生命伦理学学术机构在大学的医学院校，其中有相当多

的机构名称是“Bioethics and the Medical Humanities”中心；

国内的医学人文学机构也必定设立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

学教学与研究机构。这可以反映出，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人文

学的关系至少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和形式，同时还存在着学

科交融的深刻内在关联。

2. 医学人文学对生命伦理学的贡献

医学人文学是人文学与医学交叉形成的学科群，包括

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等等。从生命伦理学的

完整学科体系构成来看，这些学科也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方

法及内容。R.Silcock Downie 和 J. Macnaughton 在其《生命伦

理学与医学人文学：观点与理解》一书中认为，医学人文学

对于生命伦理学有两类功能：一是起关键作用的道德哲学和

医学哲学，二是起辅助作用的医学与文学、艺术等等。

生命伦理学根本目的是指导人类的道德判断与行为选

择，但是人类的很多困境并不仅仅是道德困境。比如关于“胚

胎生命是否是人的生命”这样一个关乎生命本体论的问题，

就构成了流产与胚胎医学的根本困惑，在这里，经典的尊重

生命的道德规则显得那样无力；临床医疗实践中的讲真话问

题，与其说是一个诚实与说谎的道德争议，不如说是一个临

床医生的实践智慧与交流艺术问题。

生命伦理学的美德与智慧需要通过医学人文学科来完

成。R.Silcock Downie 和 J. Macnaughton 在《生命伦理学与医

学人文学：观点与理解》最后一章“生命伦理学的人文学扩

大”中认为：生命伦理学需要扩大其人文学边界，除哲学、

逻辑、政治学以外，还应该包括文学、艺术等学科的交叉研

究。

尤其是从医学与文学角度出发的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近

年以来，该方向的研究是国际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研究

最为活跃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

始，医学人文科学开始进入了美国的学术视野，人们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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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范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随后，医学人文学者的研

究兴趣转移到对文学与医学关系的研究上面去，与此同时，

一些医学伦理学者同样着眼于该领域的研究推动。在这一时

期，最重要的转向莫过于生命伦理研究的“客观化”，尝试

从实证和客观角度去把握道德判断。

总的来说，生命伦理学在医学人文学的发展之下，呈

现出一种实证、推理的趋势，有利于形成一种应用伦理学的

新型发展态势，在这个过程中，生命伦理学的多学科交叉外

延在医学伦理、医学文学等学科衍生中体现出更广泛的道德

伦理价值和值得具体描述和探索的伦理问题。

3. 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人文学方法论

生命伦理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在国外经过近几十年的发

展，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生命伦理学与医

学 伦 理 学 研 究 方 法 的 著 作 是 Jeremy Sugarman 和 Daniel P. 

Sulmasy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医学伦理学方法》，该

书首先肯定了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研究方法所具备的

多重学科性质。基于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医学伦理学在涉及

道德哲学研究之外，还融合了非哲学的各种方法，例如神学

与宗教、历史学、法学与法律，乃至经济学等等，特别引人

注意的是，除了借助各种人文学科的定性研究方法之外，医

学伦理学还特别涉及到了生命伦理学等相关的调查与定量

研究，甚至实验研究的方法。随着生命伦理学和医学人文学

的长足发展，国外有许多相关的研究项目涌现，例如安乐死、

基因诊断、以及叙事医学伦理学的研究项目等。与此同时，

B.Gert、C.M Culver、K·Clouser 等教授编写的《生命伦理学：

一种系统的方法》一书，在生命伦理学科领域中主张建立一

种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系统判断体系。

同样，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同

样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关注视野，然而相关的生

命伦理学研究方法却仍然是十分薄弱的环节，在生命伦理学

方法学高度上缺少足够的重视，生命伦理学不仅仅需要道德

哲学，还需要道德科学。除了道德哲学指导下的生命伦理学，

还需要医学人文学视野下的生命伦理学，即生命伦理学还需

要借助医学人文学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与方法，例如医学法

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医学史等方法。

案例分析的方法是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一种典型研究方

式。其由来的渊源颇为深刻，之所以生命伦理学会存在，实

质上是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极强的问题解决意识，简单来

说，促成生命伦理学诞生的直接原因并非纯粹哲学意义上的

思辨，以及一些道德哲学家道德意识自发的觉醒，而是源自

一件又一件的富有争议和深远影响力的生命伦理学实践或

者故事：1962 年的西雅图人工肾计划、1973 年的胎儿组织

辩论、1974 年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曝光等等；这其中尤其

引人注目的是 1976 的昆兰案件 (Quinlan Case)，该案件的影

响涉及到美国社会各大层面，包括世界各地的医学和法律，

同时也对美国生命伦理学产生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

了全球生命伦理学的迅速发展。对此，Mark G. Kuczewski 教

授认为，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与这些不断发生的事件所引发的

道德争议密切相关，我们由此可以理解生命伦理学为何作为

了问题伦理，而且其方法从开始就运用了具有叙述性的案例

分析。

国内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也与发生在中国的生命伦理学

案例有密切关系，例如 1986 年汉中案件，在国内掀起了生

命伦理学的一个浪潮。此后每一个重大生命伦理案例均会引

起一定的震动，并促进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进步。国内案例

分析研究推断了生命伦理学研究发展，但是这些早期的案例

分析研究存在的最大缺陷是缺乏道德哲学的分析，没有从中

国伦理学伦理体系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除此之外，生命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另外一个

方向是科学化的伦理学。科学化的伦理学有诸多方面的表

现：一是对伦理规范证明体系的严格逻辑化，并使其符合科

学的逻辑推理程序，元伦理学所悬目标正是这个意义上的。

二是对道德现象的科学性揭示，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科

在扮演这个角色，例如“道德心理学”“道德生物学”、“道

德社会学” 等等。由此可见，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生命伦理

学仅仅有道德哲学的基础是不够的，类似于现代科学与现代

技术之间的关系，道德哲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也具备一种

表里结合的依托。生命伦理学在理论与原则方面是依赖于道

德哲学的，就如同现代技术必然依赖科学的理论与原则；而

道德哲学的根本目的是“发现合理的意义”，就如同科学“发

现真实的存在”。

中国医学人文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医学伦理

学或生命伦理学是尖兵，并带动了整个医学人文学的发展。

但是，医学人文学整体学科群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以及研究方

法尚待发展等问题，特别是医学人文学与生命伦理学之间的

融合还存在很多空间。不过相信未来的十年，作为生命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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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重要组成的医学人文学各个学科，如医学与文学、医学艺

术等等，也会像生命伦理学本身发展一样逐渐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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