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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说，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肯定是荒唐的预期；但说西方目前的问题很可能是我们
不久将面临的问题，那恐怕就离事实不远了。
　　因为，有些问题已在中国出现和正在出现，并愈来愈显示出相似的社会反应和应对趋向。
　　比如安乐死，比如性骚扰，这些20年前闻所未闻的名词，今天已成为中国公众时常议论的话题，
并正试图进入相关的立法程序。
环境保护，虽然在经济增长的方式上、在工业制造排放污水废气的具体指标上，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
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分歧，但保护环境的基本理念：我们共有一个地球、爱护人类的家园
、保护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保存不可再生资源等等，则已渐渐成为中国公众的共识和规范。
又如恐怖主义，原来似乎极其遥远以至于可作壁上观的远景，现在也逼近和降临到身边，成为我们不
得不认真应付的现实威胁。
　　中国和西方存在着传统意识形态分歧，在伦理思想、道德原则上有着直接间接的冲突。
可事情还有另一面。
我们应该看到，冲突和分歧之外，还有共识和融合，基本原则之外，还有更为普适化的道德准则和道
德规范，还有人类共同和共通的道德良心和人道情怀。
这种种构成了人类道德文化的“黄金储备”，也构成了人类交往中所必需的道德背景和联结基础。
自冷战以后，以往几乎隔绝的东方和西方走到了一起，全球各国和整个人类共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
前景。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从未有过如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相关。
西方发达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
同样性质、相似结构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虽有先后快慢之分，但所要经历的路径和最终指向却无
甚差别，因此，无可避免，中国也就将面对西方已发生过的同样的难题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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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西方，社会公众关注的道德问题很多，但《西方道德难题九章》所选仅基于中国现实，两者
有重合，却不尽相同。
《西方道德难题九章》所选问题，一是我们社会也已出现或已现端倪的，如安乐死、性骚扰和死刑。
二是同样性质却多少是以不同形式、不同意义出现的问题，如环境保护，我们虽然也注重，可我们注
重的仅及于人类自身，而不同于西方将其扩展到人类的未来一代，扩展到自然界中的动物和植物。
三是我们完全陌生、从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如人道主义国际援助，如原住民。
　　对于每一问题的意见的采择，作者奉行的也是西方同类书籍执行的几个标准。
其一，每一问题讨论或争论中最有影响的意见。
其二，意见尽可能采自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
其三，选取意见尽可能完全和平衡，既选择正面赞成的，也选择负面反对的，既有出自传统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立场的，也有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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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有关安乐死问题的争论日趋激烈，这是不难理解的。
一方面，安乐死不仅涉及人们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涉及医学伦理，还直接关系到医学实践、关系
到千千万万病人的生死选择。
另一方面，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增进了人类健康，提高了人的寿命，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一进步
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却将许多濒临死亡的患者挽留在了生死关口，使以往鲜明的生死界限模糊不清，
产生了一个生死难定的中间地带。
因此，安乐死逐渐成为西方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伦理学、医学、法学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从各个
角度、各种立场出发，对此作了深入探讨和针锋相对的争论。
　　有关安乐死的道德争论主要涉及两类性质的问题：第一类，人类是否应该实施安乐死？
人类有选择自愿死亡的权利吗？
安乐死，道德上是否应该？
法律上能否允许？
第二类问题是在第一类问题基础上提出的，如果可以实施安乐死，如果可以接受自愿且自我实行的安
乐死，那由他人实施的安乐死也同样应该或可以接受吗？
停止治疗、任由病人死亡的消极安乐死可以接受，由他人注射直接致死药物的积极安乐死也可以接受
吗？
这不等于变相的杀人？
后一类问题关注的是安乐死的实施方式，即任由死亡和直接致死，或消极安乐死和积极安乐死，两者
之间在道德上是否存在着重大区别？
两类问题中，前者抽象而后者具体，前者牵涉到更为基本的道德理论、法学理论以及宗教原理，诸如
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类是否可分享一部分上帝对生死的决定权等等；后者虽然与此不无相关，但
与医学伦理结合得更为紧密，也主要由医学实践中的依据来加以阐明和论证。
　　安乐死的争论之所以激烈，源于各种观点背后所依据的基本道德原则的差异，这些原则包括生命
保护原则、避免痛苦原则或生命质量原则、自由权利原则和道德自主自律原则等。
有人认定保护生命是首要原则，否认任何形式的安乐死。
可问题是，涉及安乐死，生命保护不是我们唯一需要关注的原则，其他几个原则也需要考虑。
比如，避免痛苦是人类生活中最常见、也是人们竭力要避免的一种状况。
一般来说，提升生活质量、追求幸福几乎就是人生的全部目的。
因此，当一个人丧失了追求幸福的能力，他还应该继续存活下去吗？
还有，道德自律就是将任何正常人假设为能考虑道德问题并决定如何行动的主体，有许多时候，作为
人的特殊意义恰恰就因为具有这种能力，那么，作为道德自律的主体，我们是否能根据自己的道德判
断被赋予任何行动的自由呢？
对于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尊重，需要每一个人都被给予行动的自由，虽然作为道德自律的主体，我们就
不可能拥有无限的行动自由，但如果这一自由仅仅涉及自我的生死选择，我们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吗？
　　这些原则如果分别加以考虑，安乐死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假如保护生命原则是我们需要尊重的唯一原则，那安乐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因为它的结果就
是生命的死亡。
假如避免痛苦、追求幸福的原则至高无上，只要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就能够有效地终止其辗转病床的痛
苦，安乐死在道德上就是可接受的。
假如自律原则最值得尊重，人有选择自己生死的权利，那么，尊重某个人终结自己生命的请求也就有
充分的道德理由，只要他是作为自律的道德主体提出这一请求。
可令人烦恼的是，在安乐死问题上，必然会同时涉及几个原则、至少两个原则，而在具体情景中，所
有这几个互有冲突的原则都被认为是值得尊重的，其背后都有坚实的依据，无法排出优先次序。
这就迫使人们必须作出选择，或坚持一个原则，或在几个原则中作调和，或者将基本原则的原有含义
加以扩展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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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进展，当今西方社会，肯定和赞成安乐死的一派显然愈来愈占上风。
这首先反映在有关安乐死的道德争论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近年来的医疗机构实施的各种措施，患
者对安乐死的态度，尤其是对安乐死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这是一个正常的、也是合理的过程。
争论源于社会实践，理论的进展反转来又推动着社会实践的发展。
最初由民间组织的提议，逐步过渡到具体案例的法院裁定，最后由国家制定法律文件加以认可。
2002年，荷兰通过对安乐死的正式立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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