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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关于生命伦理学主题的小册子，由他的一些回忆录、演讲录、专著片段集合而成，内容有个
人生活历程、思想与道德流脉的追忆，也有伦理与文化关系的论述，还有道德真谛的阐释，字里行间
同时流淌着哲学洞见与宗教悲悯。
写作的基调是温宁的、谦恭的，但他并没有扔掉思想的“弹弓”，而是把它高高举起，瞄准战争狂热
与技术崇拜。
作为个人生活是大不幸，而作为伦理学家却是一种幸运：他亲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没有
厮杀于战壕，却因为其当时的交战国德国公民的身份蹲过法国的战俘营，结交了一位有人道主义情怀
的监狱长，体验了太多的痛苦、颠沛、苦役、冷酷，目睹了人类间各色的杀戮、折磨和压迫，也感受
了苦难环境中烛火般细微脆弱的人间温情，由此唤起他于心灵深处对战争与和平、掠夺与谦守、贪婪
与节制、文明与野蛮、征服与敬畏进行全面而深入地反思。
　　人道主义就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中思考与批判的重要精神成果。
从本质意义上说，它是对野蛮的反叛，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提升，是文明战胜野蛮的产物，它不仅强调
人的价值第一，同时在多数人掌控的社会机器里维护少数人（如少数民族、黑人）的权益，在强权政
治、经济格局中捍卫弱势群体（如妇孺、战俘、拘押者，绿色运动者还推及动物）的利益与尊严，在
小康、富裕、健康、幸运、和平的社会生活秩序中眷顾并关怀贫困者、病患者、残障者与苦难者的身
心。
这些都是需要道德勇气的社会改良方向，要充分实践并实现这些文明社会的远景，我们既需要史怀哲
式的终极升华，抵达敬畏生命（一种内心的生命意志）的境界，同时也需要亲历史怀哲的精神爬涉历
程，以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姿态举起反思与批判的“弹弓”。
这算是我此次重读史怀哲的一点新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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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韦泽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行动的人道主义者，而且是一独特的思想家作为
举世闻名的伟人，施韦泽体现了古希腊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和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完美结合。
作为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的研究者，他双是综合东西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伟大的科学家阿尔贝特·爱因斯坦说过，在20世纪西方世界，施韦泽是惟一能与甘地相比的具有国
际性道德影响的人物。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初步述评施韦泽的伦理学，为研究这位重要人物提供一些资料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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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述评[陈泽环]编者导言[汉斯·瓦尔特·贝尔]敬畏生命理论的产生及其对我
们文化的意义敬畏生命要求和道路文化危机和它的精神原因青年时代的回忆作为耶稣基督精神生命的
伦理哲学和动物保护运动人类思想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当今世界的和平问题人道当今和平之路回顾与展
望阿尔贝特·施韦泽年表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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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
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
是道德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种特殊的、不会失去的、不断发展的和方向
明确的德性。
　　敬畏生命、生命的休戚与共是世界中的大事。
自然不懂得敬畏生命。
它以最有意义的方式产生着无数生命，又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毁灭着它们。
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等级，都对生命有着可怕的无知。
他们只有生命意志，但不能体验发生在其他生命中的一切；他们痛苦，但不能共同痛苦。
自然抚育的生命意志陷于难以理解的自我分裂之中。
生命以其他生命为代价才得以生存下来。
自然让生命去干最可怕的残忍事情。
自然通过本能引导昆虫，让它们用毒刺在其他昆虫身上扎洞，然后产卵于其中；那些由卵发育而成的
昆虫靠毛三过活，这些毛虫则被折磨至死。
为了杀死可怜的小生命。
自然引导蚂蚁成群结队地去攻击它们。
看一看蜘蛛吧!自然教给它的手艺我么残酷。
　　从外部看，自然是美好和壮丽的，但认识它则是可怕的。
它的残忍毫无意义!最宝贵的生命成为最低级生命的牺牲品。
例如，一个儿童感染了结核病菌。
接着，这种最低级生物就在儿童的最高贵机体内繁殖起来，结果导致这个儿童的痛苦和天亡。
在非洲，每当我检验昏睡病人的血液时，我总是感到吃惊。
为什么这些人的脸痛苦得变了形并不断呻吟：我的头，我的头!为什么他们必须彻夜哭泣并痛苦地死
去?这是因为，在显微镜下人们可以看见10％o～40％。
毫米的白色细菌；即使它们数量很少，以至于为了找到一个，有时得花上几个小时。
　　由于生命意志神秘的自我分裂，生命就这样相互争斗，给其他生命带来痛苦或死亡。
这一切尽管无罪，却是有过的。
自然教导的是这种残忍的利己主义。
当然，自然也教导生物，在它需要时给自己的后代以爱和帮助。
只是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残忍的利己主义才得以中断。
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动物能与自己的后代共同感受，能以直至死亡的自我牺牲精神爱它的后代，
但拒绝与非其属类的生命休戚与共。
　　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就像一条漆黑的峡谷，光明仅仅停留在山峰之上。
所有生命都必然生存于黑暗之中，只有一种生命能摆脱黑暗，看到光明。
这种生命是最高的生命，人。
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
　　这一认识是存在发展中的大事。
真理和善由此出现于世，光明驱散了黑暗，人们获得了最深刻的生命概念。
共同体验的生命，由此在其存在中感受到整个世界的波浪冲击，达到自我意识，结束作为个别的存在
，使我们之外的生存涌入我们的生存。
　　我们生存在世界之中，世界也生存于我们之中。
这个认识包含着许多奥秘。
为什么自然律和道德律如此冲突?为什么我们的理性不赞同自然中的生命现象，而必然形成与其所见尖
锐对立的认识?为什么它必须在自身中发现完全不同于支配世界的规律?为什么在它发挥善的概念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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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它就必须与世界作斗争?为什么我们必须经历这种冲突，而没有有朝一日调和它的希望?为什么不
是和谐而是分裂?等等。
上帝是产生一切的力量。
为什么显示在自然中的上帝否定一切我们认为是道德的东西，即自然同时是有意义地促进生命和无意
义地毁灭生命的力量?如果我们已能深刻地理解生命，敬畏生命，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怎
样使作为自然力的上帝，与我们所必然想象的作为道德意志的上帝、爱的上帝统一起来?　　我们不能
在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和统一的上帝概念中坚定我们的德性，我们必须始终使德性免受世界观矛盾的损
害，这种矛盾像毁灭性的巨浪一样冲击着它。
我们必须建造一条大堤，它能保存下来吗?　　　　大家知道，文化的维系首先取决于我们内心精神生
活源泉的喷发；然而，我们还是十分重视经济和社会问题。
我们认为，尽可能多的人的尽可能大的物质自由，也是文化的要求。
　　我们认识到，我们显然缺乏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气馁。
这种状况，多半是由现今的事实与事实、激情与激情之间的斗争造成的。
我们缺乏影响力就是来自这种现实意识。
如果我们决心用信念来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对事物施加大得多的影响。
我们也有了有关的成熟见解。
以经济理论和乌托邦为根据而进行的权力斗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合目的性的，并会使我们
陷入一种可怕的处境。
我们只能针锋相对，通过合目的性的理解和信任，力图以合目的性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只有敬畏生命才能创立为此所需的信念。
由于理解和信任，我们最合目的性地团结起来，并由此挟得对生活关系的重大影响，这一切始终是可
能的。
但是，只有所有人认为，对其他生命的敬畏和对其物质、精神福祉的考虑，是出于内心并在他们心中
起作用的信念时，这种理解和信有才会出现。
只有以敬畏生命为根据，我们才能获得统一的关于经济公正的尺度。
　　我们有可能实现这种发展吗?如果我们不愿意共同走向物质和精神的毁灭的话，我们必须这么做。
一切知识和能力的进步，如果我们不是通过精神上的相应进步而控制它们，那么它们最终就会产生严
重的后果。
由于我们对自然的控制力量，我们也以可怕的方式获得了对人的暴力手段。
由于占有成百台机器，一个人或一个股份公司就控制了所有操纵这些机器的人。
由于新的发明，一个人一动手就能杀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共同毁于经济和物理的强力之中。
最多只能是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互换角色罢了。
能够帮助我们的只能是放下我们各自所有的力量，但这是一种精神行为。
　　我们陶醉于当代众多的知识和能力的进步，而忘记了为人的精神进步问题担忧。
我们无思想地和不可理解地陷于这样一种悲观主义之中：它相信一切进步，却不再相信个人和人类的
精神进步。
　　就像船只遇到风暴时，船员们都要在甲板上控制船帆一样，这一事实促使我们思考。
我们几乎已不再能相信个人和人类的精神进步，只是以怀疑的心情迫使自己相信这种进步。
现在，我们大家重新共同要求实现个人和人类的精神进步，并对它重新抱有希望。
如果我们的船只应在最后一刻离开风暴，这需要我们成功地完成转舵。
　　只有在敬畏生命的思考中，我们才可能成功。
敬畏生命在哪里付诸实现，人们就在哪里思考和反省，然后就可能出现奇迹o—敬畏生命蕴含的基本
和富有活力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但是，这种天然的深层伦理正处于一种什么处境!它已不能处理好人对自己状况的天然忧虑和
对他人状况的天然忧虑之间的关系，并确定为他人奉献的义务的界限。
　　休谟本人并投有深入探讨如何实现他的伦理原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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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以及后来的哲学也不认为自己能严肃地处理这一问题。
由于对其复杂性的预感使哲学家们对解决此间题持保留态度。
　　实际上，这种基本和富有活力的伦理的复杂性在于，人们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它。
无论想用何种简明的命令和禁止的表达来确定它，都是不可能的。
它完全是主观的。
这一伦理让个人决定，他征何种程度上把自己奉献给他人。
但它不允许放弃那种我们哙认为是太过分的奉献，即使这样做可能会给我们本身带来很大的损害。
这一伦理不让我们的良心安宁。
良心安宁对截们来说已成为一种神话。
　　在所有冲突中，奉献的伦理把这个如此困难的决定留给了愿意遵循它的—人们。
企业家们很少会为此感到庆幸，他出于同情答应给一个最迫切需要的人一个工作位置，而不是托付一
个在这方面受到最好训练的人。
但是，如果谁以这种经验为基础，认为在他对于这些问题的考虑中，同情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么，他是要倒霉的。
　　通过对奉献问题的思考，我们已扩大了伦理活动的范围。
我们意识到：伦理不仅与人，而且也与动物有关。
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
那些保持着敏锐感受性的人，都会发现同情所有动物的需要是自然的。
这种思想就是承认：对动物的善良行为是伦理的天然要求。
但由于多种原因，这种伦理要求在实行时会迟疑不决。
事实上，与只对人类奉献的要求相比，在和我们与之相关的所有动物命运的交往中，会产生更多更复
杂的冲突，新的和悲剧性的境况在于，我们在此始终必须在杀生和不杀生之间作出抉择。
农民不可能饲养所有生存其畜群中的牲畜。
他能留存的就这么多，即他能够饲养以及这种饲养会给他本人带来足够的收益。
在许多情况下，为了拯救受到它们威胁的其他动物，我们也有必要牺牲这些动物。
　　谁照料一只掉下巢穴的小鸟，为了喂养它，谁就有必要杀死一些小生命，这种行为完全是任意的
。
他有什么权利为了这一生命而牺牲许多其他生命呢?为了使另一些动物免受他所不喜欢的动物的伤害，
他也就任意地消灭这些动物。
　　　　我们最迫切的目标在于，销毁大量现存的核武器，只有这样做和平才可能来临。
但是，对这种措施，不存在完全足够的监控。
如果任何已商定的一切都被遵守，那么这才会成为可能。
在销毁现存核武器和由此而带来和平的未来谈判过程中，大国之间必须在遵守协定的可信性方面相互
承认和信任。
　　就其本质而言，值得信赖的担保优于完全控制的担保。
后一种担保只能保证发现协定未被遵守。
而值得信赖的担保则能确保事实上遵守协定。
　　没有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就不可销毁现有的核武器，使和平成为可能。
　　但是，这种我们期待的信赖怎样才能成为现实呢?不是各谈判政府之间相互作出的承诺，而是在其
人民中间出现一种公众舆论，它要求销毁核武器并保证它的实现。
　　政府会被持不同政见的人取代。
但人民常在。
他们的意志是决定性的。
　　从而，在当代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各国人民对于销毁核武器的公正舆论，核武器就
不可能被销毁。
　　不是所有与此有关的政府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也有这样的政府，它们有销毁核武器，并由此实现和平的愿望和计划，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其人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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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一种促进和确保它实现的公众舆论。
他们宁愿与一种不确定的公众舆论打交道，因为、这种舆论能根据他们的爱好加以控制。
控制公众舆论是当代各国政府的主要活动。
　　当今，为了通过迅速和完全销毁大量核武器而实现持久和平，人们在任何一个有关国家中都不能
幻想：没有一种要求和保证它的公众舆论就能销毁核武器。
　　如果核武器应被销毁的话，各国人民就必须坚持反对核武器的公众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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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者后记　　阿尔贝特·施韦泽是20世纪的一个伟人，他于1875年1月14日生于上阿尔萨斯的凯泽
尔贝格。
像德国文化史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一样，他也出身于新教牧师家庭。
当时阿尔萨斯属于德国，因此施韦泽前半生持德国护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尔萨斯归还法国，他
就成了法国人。
类似于许多阿尔萨斯人，施韦泽也讲两种语言：法语和阿尔萨斯德语方言。
但是，施韦泽认为，德语是其母语，他的主要著作也是用德语写成的。
1965年9月4日，施韦泽逝世于非洲加蓬共和国的兰巴雷内，这是他行医半个世纪之久的第二故乡。
　　作为西方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辉代表，施韦泽体现了古希腊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和基督教博爱精神
的完美结合。
施韦泽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个享有声望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研究家，同时又是哲学博士、神学博士、
医学博士。
然而，施韦泽给人印象最深之处并不是他的多才多艺，而是他对人类苦难的无比同情和极其热忱的献
身精神。
　　1896年基督教圣灵降临节期间，21岁的施韦泽在家里思考自己的生活道路。
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利一直享受观现有的幸福生活，并决定在30岁以前从事布道、学术和音乐活动，30
岁以后则走直接为人类服务的道路。
从而，施韦泽放弃了在欧洲宗教、哲学、音乐各领域的锦绣前程，于1913年4月6日偕妻子海伦娜抵达
当时的法国殖民地，赤道非洲的兰巴雷内，建立了自己的丛林诊所，义务为当地居民治病，直至与世
长辞。
在施韦泽逝世之后，这所医院在施韦泽友人的支持下继续得到发展，成为世界上行动的人道主义的象
征。
　　施韦泽终生关注伦理和文化问题，写下了大量有关论述，创立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认为“
善的本质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
恶的本质是：毁灭生　　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
施韦泽强调，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把同情的范围从人扩展到所有生物，它就具有完全不同于只涉及
人的伦理学的深度、活力和动能，使我们与宇宙建立一种精神关系并成为新人。
正是出于这种伦理的内在必然性，施韦泽不仅为治病救人而自我牺牲，而且为世界和平与反对核战争
作了不懈的努力。
　　伟大的科学家阿尔贝特·爱因斯坦曾称赞施韦泽为“我们这一世纪最伟大的人物”，认为由于他
的实际行动，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施韦泽是惟一能与甘地相比的具有国际性道德影响的人物。
这种看法表达了许多人对施韦泽的评价。
1989年底至1991年初，我在德国进修期间，深感德国人民对施韦泽的尊重及对其事业的支持。
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设有德国阿尔贝特·施韦泽中心，在魏玛建有施韦泽博物馆，各地还有许多机
构，从事支持、宣传、研究施韦泽的事业和思想的工作。
以施韦泽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医院、青年活动中心等不胜枚举，有关施韦泽的德语出版物也有数百种
之多。
　　同时，我还了解到，法国阿尔萨斯京斯巴赫的施韦泽故居已成为施韦泽博物馆。
世界上许多国家成立了施韦泽之友的组织，并已有国际性的施韦泽协会，有关他的各种语言的出版物
达干余种。
我国的东邻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版《施韦泽全集》(19卷)的国家。
还有许多人也走上了类似施韦泽的治病救人的道路。
这一切表明，人们尊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施韦泽，表达了希望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有道德的善良愿望
。
　　当时，这些情况使我产生了把施韦泽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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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有关施韦泽的汉语文献还比较少，港台的一些出版物基本译自英文。
从而，中国读者对施韦泽的了解还不多，而哲学一伦理学界对施韦泽的研究也尚未开始。
因此，为了便于广大读者了解和研究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考虑到《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
述》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就把它翻译了成
中文，并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施韦泽“敬畏生命”的思想在中国流传以来，受到了我国学界和读书界的重视。
“敬畏生命”这一施韦泽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已经为读者们普遍接受。
由于《敬畏生命》是第一本直接从其母语(德语)译成中文的施韦泽论著，因此对于澄清国内学者依据
英文、俄文等译本而使用的诸如“崇敬生命”、“崇拜生命”、“尊敬生命”等用法，并由此进一步
理解和研究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显然是有益和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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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目前次类丛书共有四本，分别为《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爱之诱惑》、《致外省人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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