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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死亡学立足于科学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健康科学及社会科学。这些在傅教授看来乃是狭义的生死学
，而广义的生死学则从西方死亡学走向中国生命学，他的构想为：    以“爱”的表现贯穿“生”与“
死”的生死学探索，即从“死亡学”（亦即狭义的生死学）转到“生命学”，面对死的挑战，重新肯
定每一单独实存的生命尊严与价值意义，而以“爱”的教育帮助每一单独实存建立健全有益的生死观
与生死智慧⋯⋯督导此一探索理路的我国本土意味的探索理念（即督导原理），则是以我最近所强调
的“心性体认本位”生死观与生死智慧为中心内容⋯⋯“心性体认本位”的生死学探索理念，乃是基
于生命最高层面，亦即实存主体、终极关怀、终极真实三大相关层面上儒道佛三家所共通而分享的哲
理⋯⋯（傅伟勋，1996：126—127）。    顺着上述途径，他曾认真考虑过以下的问题：    心性体认本位
的儒道二家生死观，与生死问题的超越性宗教探索之间，有否交流沟通或衔接互补的可能，又如何交
流沟通或衔接互补⋯⋯（傅伟勋，1993：173）    古典儒道二家思想正是“心性体认本位”的人生信念
之典型，傅伟勋教授对儒道思想的精神深有了解：    儒家与道家对于传统中国人的思想模式与生死态
度，各别所留下的影响都一样深远。儒家倡导世俗世间的人伦道德，道家强调世界一切的自然无为，
两者对于有关（创世、天启、彼岸、鬼神，死后生命或灵魂之类）超自然或超越性的宗教问题无甚兴
趣，顶多存而不论而已⋯⋯佛教除外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并不具有强烈的宗教超越性这个事实，在
儒道二家的生死观有其格外明显的反映。（傅伟勋，1993：156）    以上所引是有关中国生命学的基本
论述，如今在郑晓江教授的大作中得到了呼应与发挥，他根据对生命与生活的分判，把中国生命学分
成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与当代生死哲学两方面来看：    一般而言，所谓人生包括生命与生活两大方面。
生命是人生的存在方面，指生命体的存活过程；生活是人生的感受方面，是人们当下此在的活动与感
觉⋯⋯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内核是生命哲学，它既是儒学的核心，更是道家、道教及佛学的主要论题
，形成了中国人生哲学鲜明的特色。    在人生中的生活与生命的两个向度中，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主要
是偏重于生命而忽略生活，而现代人的问题则在于只见生活而不顾生命的层面。所以，有必要在中国
传统人生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门不仅重视人之生活，也重视人类之生命；不仅仅重视人之“生”，
而且重视人之“死”的学科，这就是所谓一一“生死哲学”一一来较好地解决现代人之人生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主要包括生、爱、死三项内容。“生”指人们生活的过程和性质；“爱”指性
爱，直接关系到人类情感的生活及生命的延续；“死”包括人的生活与生命的终止及死后生命的问题
。人生的这三大方面及三大主题涵蕴了人之生活与生命的全部内容。    由此可见，郑晓江教授所提倡
的“生死哲学”，与傅伟勋教授所开发的“生命学”，几乎完全同调，亦即新儒家哲学家牟宗三先生
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傅教授对此有进一步的引申：    在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世俗人间的知性探
索（到了近现代）似乎逐渐压倒超世俗、超自然的宗教超越性意味的生命探索，“生命的学问”有逐
渐淹没在“学问的生命”之险。中国思想文化则不然，自先秦的儒道二家开始，即以“生命的学问”
为价值取向的本源与归宿⋯⋯（傅伟勋，1994：51）    而我也尝试在前述观点的基础上，倡议一种“
后现代儒道家”的生命与生活态度。“后现代儒道家”乃是在精神上向古典儒道二家的人生哲学精华
效法学习，目的则为了培养“知识分子生活家”的典型人格；其中“知识分子”属于人文主义，“生
活家”则归自然主义。“知识分子生活家”的人格特质为“知所进退，收放自如”，亦即孔子的“从
心所欲不逾矩”高妙境界。这种境界可以适当安顿人生，也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相信生死哲学与生命
学的关注亦不外如此。    知识分子向生活家转型之道，即使不投入道家的怀抱，也可以在儒家内部找
到归宿，龚鹏程教授提出：    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家的实践性，
由道德实践及于生活实践、社会实践。除了讲德行美外，还要讲生活美、社会人文风俗美。（龚鹏程
，2003：180）    龚教授独树一帜的行事风格，的确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生活家”。不久前偶然在网络
流传的《鹏程随笔》中，读到他最近所写一篇《得儒学之正》，自述其融儒道佛于一身的境界：    归
来与刘梦溪先生联络，晚上去拜访，取回先生为我随笔所撰序一篇⋯⋯他说我“于儒学得其正，于道
得其逸，于佛得其无相无住”，是真知我也。我有玩世嬉弄的伎俩，有时显得邪气；也有应世谐俗的
作为，不免时见流气。因此社会上或学界之批评，褒贬未一。然论议者多见化身，未睹真身。在我自
己，是很以“得儒学之正”自喜的。但我并不屑以此示人，故人亦未知，如今却被刘先生看破了。至
于于道得其逸，于佛得其无相无住，亦甚确。我在老庄或道教里头获得了一种自由的、超脱的精神。
在佛教佛学那儿，则深人义海，通读三藏，却最讨厌和尚尼姑居士们那种佛教相。什么打禅、结夏、
茹素、诵经、焚香、口弥陀而心福报等种种造作，皆避之若浼，稍与周旋，辄便逃去，此非得其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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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住乎？    龚教授曾先后担任两所佛教大学校长，却对出家人有此反应，着实发人深省。而这也透显
出他的“知识分子生活家”真性情，多少值得肯定。    其实不论是生死哲学或生命学，生命反思与生
活实践都不可偏废，且应通过死亡与临终对照来看。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生死学讲“未知死
，焉知生”；美国甚至有一部生死学教科书就名为《死亡与临终，生命与生活》。郑晓江教授的新书
《中国生死智慧》，希望引领读者进入历史文化殿堂，了解古今贤哲如何处理他们所面对的生死问题
，又如何进行人生实践活动，以此让大家领悟这些贤哲的卓越智慧，从而更好地处理我们自己所面对
的生死问题。我相当认同郑教授及龚教授对生命与生活的分析，并视为中国生命学的重要课题，谨以
此小文章表达我的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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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存智慧：“人事修”    人之生首先显现为生命在时间中的延续、空间中的拓展，是为生存。人与动
物不同的是，不仅生存在大自然里，更生存在社会的环境之内。所以，其不仅要经受自然环境形成的
生存困难，还必须经受社会环境造成的生存问题。生存之不易使人们无不孜孜于寻求与建构化解生存
困境的方法、途径和技巧，是谓生存的智慧。李觏因其艰难的处境，对此更是有着切肤之感，他常称
自己一生“落魄不肖”，“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觏也蚤以薄祐不能及时，上乏骐
骥千里之力，下无铅刀一割之效，退藏山野，日就衰老。虽然用农夫之谷，分工女之帛，既得以不死
，而无益于人。”生存的不易，当然使李觏对如何克服生存困难的智慧有着特殊的兴趣，并通过解《
易》而发挥出来。    作为西周初年的作品《易经》，本为筮书，以卦爻辞的演算告人以吉凶事宜。出
于战国时代多人之手的《易传》则是对《易经》所做的最古的一种注解。易学专家高亨先生说：“《
易经》既是筮书，筮人自然要根据卦爻的象数来判断人事的吉凶。”这就形成了历史上解易之象数派
。但《易》本身因其神秘性、抽象性、空灵性等而被认为蕴藏有深刻与丰富的义理，于是，又形成了
易学史上的义理派。李觏解《易》，开宗明义即声明承自王弼黜“象数”而重“义理”的思路：“援
辅嗣之注以解义”，其目的是“盖急乎天下国家之用”，“人事修而王道明”。当然，李觏与王弼以
老庄玄学解《易》不同，用的是儒学义理来解《易》，这种方法论上的特点使李觏的易论充满着丰富
而实用的生存智慧。    第一，“常”与“权”的关系问题。万事万物、社会国家、人生事情等无一不
在有规律地变化发展之中，是谓“常”；但事物有时也会脱出常理，发生一些变异，人们顺势而动而
行，是谓“权”、“宜”、“通变”。李觏说：“常者，道之纪也。道不以权，弗能济矣。是故权者
，反常者也。事变矣，势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履九五》曰：‘履，贞厉。’谓履
道尚谦，不喜处盈，而五以阳处阳，正当其位，是以危也。《丰六二》曰：‘丰其部，日中见斗，往
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谓处明动之时，爻皆以居阳位，又不应阴为美，而二以阴居阴，常于厥位
，故幽而无睹，不能自发也。若夫排患解纷，量时制宜，事出一切，愈不可常也。”任何事物都有质
的稳定性和发展变化中一定的规则在，一般而言，人们可以将使事物的这种常住性上升为常理性，认
识之适应之且运用之。但是，人们在掌握此“常理”的同时，要意识到事物的发展在一定的条件和情
况下，会脱离原有的轨道，逸出常理，发生不同寻常的变化，此时，人们再以常情常理处之，必受挫
甚至失败，造成生存的困难。所以，人们应该“通变”，处之以“宜”，运用非常规的办法来适应事
物的变化发展，此之谓“权”，在此意义上，“权”即是反“常”。在生存中，人们若不懂“权”变
的重要性，就会陷人墨守成规、固执己见、不能通达，形成人生困境。所以，人们只有同时掌握两个
方面，并巧妙地应用，才能处事不疑惑、不犹豫、不沮丧、不陷人祸患、不发生谬误，且获得生存之
顺利与成功。所以，“度宜而行之”，“通权达变”、“量时制宜”是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种生存的
智慧。    第二，“祸”与“福”的关系问题。有人问：文王被囚，箕子为奴，此之祸“岂其所自取哉
”？意思是说，文王与箕子，古之圣贤，何以不能避祸？李觏说：有些祸患是自己不明事理而招致，
有些祸患却是必不可免的。前者可用“祸患”言之，而后者却不能视为“祸患”，“是有命焉”。同
样的生存灾难，在感觉上认识上却一是“祸患”、一为“有命”，其间之区分在何处呢？李觏运用易
理解释云：“《节六三》曰：‘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谓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违节之道，以至
哀嗟。自己所致，故无所怨咎也，此患自己招者也。《渐初六》曰：‘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谓始进而未得其位，则困于小子，穷于谤言，故日‘小子厉有言’也。困于小子谗谬之言，未伤
君子之义，故曰：‘无咎’也⋯⋯《蹇六四》曰：‘往蹇来连。’谓往则无应，来则乘刚，往来皆难
，故日‘往蹇来连’。然得位履正，当其本实，虽遇于难，非妄所招也。此患非己招，不可免者也。
是有命焉，非智之过也。亦有进不违私，志在救难，以危其身，此又君子之大义非智者之羞也”李觏
此处要说明的是，人生中实存的状态有穷与达、富与贫、平安与祸患等等，但在思想意识上，对这些
实存的状况要有不同的认识，从而有不同的接受态度，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存的智慧。违背自然规
律，悖逆人事之理，必招致这样或那样的祸与患，这是咎由自取，所以，就要安于所受，吸取教训，
避免以后再陷入类似的灾祸之中。但若君子受小人之谗言暂时受困，则并未伤及“君子之义”，所以
，人们根本不必以祸患视之，可安然而受。当人们所遇的灾难并不是自己处置不当引起，就应视其为
“命”（自然）所致，既如此，也不必忧心如焚，怨声载道。更进一步言之，君子们拯斯民于水火，
自然会身处困境险境甚至于死境，但这却是“君子之大义”使然，根本不是其无智所导致，更应该安
然受之。所以，李觏言：“天道之变，日星循环，占之而不舛者，以知其数也。人事之动，情伪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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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之而不谬者，以知其势也。持之以正，用之以中，百禄之来，弗可辞也已。噫！非天下之至变，
其孰能与于此哉！”在此，李觏所提出的生存智慧是：万事万物变化无穷，人间祸福亦变幻莫测。人
无不喜福厌祸，但需要明白的是，人间的祸患又是无可避免的。这时，最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识上要拥
有三种不同的接受方式：一是面对咎由自取的祸患，我们要从“自作自受”的角度而接受，并吸取经
验教训；二是人们受外在不可控制的力量所致而陷入不可免之祸害，只需坚持做人的准则，便无可畏
惧地受之；三是人们为了社会和人民的福祉身陷危难之境，那更是可从内在之道德价值的承诺而以“
君子之大义非智者之羞也”受之。这就是李觏为世人提供的接受祸患的生存智慧。    但是，人生于世
，当然不是为承受祸患而活，关键是要消祸于未形，避难于未至，以至转祸为福。设问：由福而祸，
犹如影之随响，要如何才能消灾免祸呢？李觏云：“火之生也，一勺之胜，及其燎也，川流莫竞。是
故君子慎乎始也。《节初九》曰：‘不出户庭，无咎。’谓为节之初，将整离散而立制度也。故明于
通塞，虑于险伪，不出户庭，慎密不失，然后事济而无咎也。初九曰：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谓居
健之初，宜审其策，以行其事。壮其前趾，往而不胜，宜其咎也”。所谓“慎乎始”，即是调动人们
思维的超前性，从事物刚开始时便预期预感预见到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和发展，以未来可能发生的状态
来规范现今自我的行为，如此，祸患便可消之于未萌芽的状态。再设问：若人生中“不慎而失之”，
祸患已临头，有否补救的办法呢？李觏说：在于人是“明”还是“昧”。    P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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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父亲的追悼会，尽管到现在我都依然希望这只是个梦。    我的父亲，是个如太阳
般的人，只要有他在，身边的人都感到快乐开心温暖；他也是如大山般的人，只要看到他，心中便觉
得踏实安心。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仰望和依靠他，他对我们，就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和心灵导师。    他的
一生，都倾尽在钟爱的学术研究上。他的学术影响遍及海峡两岸，他的学生都在各行各业成为栋梁，
从他的课上获益的人不计其数。他为了推广学术惠及更多人，带领团队，走进各大高校、西部教育一
线、灾区、监狱、少管所，可以不计任何报酬夜以继日地工作、讲学，甚至挽救了很多濒临绝望的生
命。他如待儿女一般悉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无微不至的照顾身边的工作伙伴，给学生和
伙伴们提供各种帮助和机会，因为看到他们成才，也是作为老师最大的满足。而他的洒脱与豁达，他
快乐的生活方式，也一点一滴地影响着身边人。他的智慧与人格魅力，折服无数人成为他的追随者，
成为学术界的领袖，桃李满天下。    现在，我非常想念我的父亲，父亲的爱如山一般深沉，却无时无
刻不围绕在我周围。每年生日，他都会给我准备礼物，每次回家，我们都会一起出去游玩，享受天伦
之乐，每当我有了工作和人生上的疑惑困顿，也总是他开导我带着我走出迷茫。我人生路上前进的每
一步，都离不开他对我的陪伴和指引。虽然我总是跟他任性、闹小脾气，可我却是发自肺腑地爱他、
崇拜他。每当看到他在讲台上的风采，看到他备课时的敬业，看到他无私地帮助学生和前来拜访他的
每一个人，听到他一堂堂精彩而深刻的课，我都为自己有这么一个伟大的父亲而骄傲。每每看到他和
妈妈玩笑似地小拌嘴，看到他为了让妈妈更好的入睡帮她捶背捏肩，看到他每次出差都能尽量安排妈
妈一起出去游玩，我都为他们的感情真挚而感动，他们的相敬如宾，他们的恩爱甜蜜，是众人艳羡的
“神仙眷侣”。他对我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更是孝顺有加，只要工作闲暇，他都会尽量前去陪伴
，出行时陪伴左右，无微不至，对亲戚朋友同样真心相待。认识他的人无不由衷的称赞他、敬佩他。
我最爱跟随他和他的团队游历山水中，感悟文化的魅力，学习他“将文章写在大地上，将学问做在山
水间”的洒脱，他的好朋友们总是会收到他一首首游历后即兴发挥的打油诗，感受着他的快乐。而就
在不久前，我们一家还第一次全程自驾游玩了福建土楼。我是如此习惯了有这么一个坚实的依靠，可
以让我开开心心的生活、奋斗、闯荡。我也是如此习惯了有这么一个榜样，自己学会了坚强、乐观和
豁达。    人生总是有那么多难以预料的无常，意外悄然降临，天使要将他带走，我们的天塌了下来，
但是我们还依然站立着。我还没有缓过神，就一夜长大。父亲生前的光辉洒向了各处，照亮了无数的
地方，温暖了无数的人。现在他离开了，他的人生价值却体现的淋漓尽致，三位国家督学发来哀悼信
息，无数亲朋好友通过电话短信邮件微信微博寄托哀思，甚至从五湖四海赶来看他，各级的学生们全
部凝聚一致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香港台湾澳门的专家学者们电话打来泣不成声，表达三地学者对他
在学术界的敬仰和尊敬。一位教育界的前辈说：“你父亲是中国生命教育最重要的理论创建者，他的
离去时教育领域的一个重大损失，中国生命教育失去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领军人物和精神领袖。”甚至
有位老师说“愿以我一死，换来你父亲一生”，还有一位老师说“愿派遣安慰天使陪伴在你们左右，
赐下平静安稳的心给他的家人”，等等，太多太多的关爱和惋惜让我们感动和温暖。    今天，我们在
这里全部陪伴在他身边：在这里，我要代表我的家人、代表我父亲，感谢父亲的单位对他的培养，感
谢所有家人、朋友们的陪伴和帮助，也感谢所有他的学生们对他的敬爱。我要感谢两岸四地的专家学
者们的慰问，感谢从北京、云南、武汉赶过来的亲朋好友们，也感谢我的好朋友们从北京、安徽赶过
来，感谢我的单位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培训交流中心、我妈妈的单位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和中文天地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感谢父亲的单位南昌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逝者已逝，我们所有人要继续用我父亲生
前喜爱的状态、秉承他的人生精神，坚强乐观的生活下去，我相信，这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爸爸
，如果还有来世，我们一定要再找到彼此，我还要继续闹我的小脾气，跟着你赏遍好山好水，我还要
做你的女儿，跟你开开心心的生活。    爸爸，请安息吧，一路走好，愿天堂平静美好，幸福安详。    
郑瑶    2013年2月19日    （此文系郑晓江教授女儿郑瑶在父亲追悼会上的答谢词，附录于此，权作跋，
以资永恒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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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郑晓江教授的《中国生死智慧》，引领读者进入历史文化殿堂，了解古今贤哲如何处理他们所面对的
生死问题，以此让大家领悟这些贤哲的卓越智慧，从而更好地处理我们自己所面对的生死问题。    —
—台湾著名学者  钮则诚教授    人生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生死。因为什么是值得生，
什么是值得死，回答了人生所有的问题，要想在这大千世界中坦然面对生死困惑，就要了解一些基本
的生死智慧，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先贤哲人的生死态度。我国著名生死哲学家郑晓江教授这部耗
时25年完成的精华力作《中国生死智慧》，正是这样一部好书，值得一读。    ——著名教育专家  王东
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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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生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生死。因为什么是值得生，什么是值得死，回答了人生所
有的问题，要想在这大千世界中坦然面对生死困惑，就要了解一些基本的生死智慧，特别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先贤哲人的生死态度。我国著名生死哲学家郑晓江教授这部耗时25年完成的精华力作《中国生
死智慧》，正是这样一部好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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