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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海茵茨·穆勒我不想在您走开的时侯死去——艾莉·根特他脑
袋里在想些什么？——米歇尔·弗格如果我去了非洲就好了——瓦尔特劳特·贝宁爱是一切的答案—
—洛斯韦塔·帕朔莱克亲爱的上帝在哪里呢？——格尔塔·斯特莱士我在等一个信号——米歇尔·劳
尔曼精神会继续——伊尔姆戈特·施密特至少她来过这个世界——艾尔米拉·桑·巴斯蒂安看待这个
问题，人要现实点儿——彼得·科灵是生命本身在推搡我——芭芭拉·格罗纳曹女士笑了——玛利亚
·海安·图耶特·曹(曹海安)你得跟它斗！——海纳·施密茨小香肠和土豆色拉——乌苏拉·阿派东
我们的心灵之旅——沃尔夫·伯恩特·亚诺茨夫斯基生命的毕业考——埃德格特·克拉维梦想生命—
—沃尔夫冈·考茨恩对不起，我得了癌症——一亚尼克·伯姆菲尔德和斯尔克·伯姆菲尔德再一次回
到真正的生活中去——莉塔·舒弗勒他一定少受了不少苦——延斯·帕拉斯我没做过什么，不该病得
这么重——贝阿塔·陶伯沙漠里的一粒沙——克拉拉·贝伦斯精心设计剩下的时间——贝波尔·谈普
林“美好的死亡”——临终关怀和医药之所能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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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死亡好像很轻，但又那么沉重，从来没这么想过如何在死亡面前自处。看到某些句子时会心酸流
泪，那就是还不淡然还不成熟吧。
2、意义大过实质。
3、平静和心安
4、生与死，世间最强烈的对比.
5、如果我死了，请不要记得我。
6、记起来了
7、做临终关怀项目之前被要求看这本书  不过比起书那些真实接触过的人们带给我的触动更大，愿逝
者安息。 
8、敬畏生命吧，你荒废的今日，正是昨日殒身之人祈求的明天。
9、一个混沌的早晨 你问我 这书的名字 才发现活着的庸碌
10、书本身做的挺不错的 不过每个故事都大相径庭 还是可以说死就是那么回事？
11、几年前在学校图书馆借的，蛮震撼
12、厉害啊，我还真相信有21克的消失。
13、临终医院里，那些生命即将熄灭的人，他们的肖像和故事....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14、人就是向死而生。对死亡的敬畏、对疾病的恐惧、对生命的无力，一直都是埋藏在人心底最真实
的答案。我最感动的就是临终关怀医院的定位，如何死的有尊严？德意志名族虽然深谙宣传之道，但
人家确确实实在做实事。。。。。希望我们以后也能死得有尊严。
15、我一直无法正确处理死亡，亲人的离世让我到现在都缓不过来。
16、似乎一篇文字就可以将一个人的一生概括，是传奇的，平凡的，抑或幸福的，遗憾的。当死神悄
悄走近，大概每个人都会有一点惶恐，但逝世后的遗容都那么安详。死也许不可怕，只要完成了想要
做的一切。得到了爱。
17、学校图书馆居然有这本书。临终关怀医院。能拍出这么一本书真是不容易。所有人故去后的面容
都那么放松和安详。
18、叔叔说没经历死亡你的人生就不完整，现在只能在梦里，在本子里想象死亡的样子，应该很痛吧
。
19、深深震撼过我的一本书
20、最后一章总结很好。“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对死亡的设想有了新的变化：今天，死亡以生
命的敌人的面目出现，而我们可以用强化治疗和高科技医学的武器来打败它；赢得时间的胜利并不少
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死在高龄。
21、他们都死了，我们还活着。
22、一直不敢看里面的文字，每翻一页都好沉重。这样的表达方式不是直白粗鲁，而是有一种直撞心
脏的痛。
23、没有那么那么的深刻，但是肖像拍的真是超级好，用侧光，每个表情都很生动立体。小孩的眼神
和60岁的是不一样的，80岁的比50岁的目光淡然的多，但是对于死亡，多数都是害怕和避而不谈的。
癌症，接受它而不是战胜它，这样才能最后又机会看清自己。里面有一对夫妻是，白头到老的，并且
一起环游了世界，日子过的很美满，最后走的也在一起，真好。
24、同样的死亡等待着所有人.
25、最大程度地实现没有痛苦的终结，医药的那一部分简单，难的是属于灵魂的一半。
26、震撼，却不太想读第二遍，生死并非人人能够面对。
27、找不见几年前苏送我的这本书，无意中同人提起，至今仍能忘第一次看这本书时的震撼。
28、大一时，每天睡不着觉时看的书。然后决定珍惜我活着的时光。
29、正视死亡才能够真正的活着
30、黑白肖像
31、 2011-07-21 读过 看了一半,暂时不想看鸟~
32、死后的他们犹如雕塑
33、封面的孩子，有力而准确的击中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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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嘴巴微张，真正的平静
35、对于当年还是中学生的我。。。文本和图像的冲击过于强烈了。。。呃 有谁记得 当年大篇幅转载
这个摄影集 用牛皮纸印刷全本的那个杂志 它叫什么来着。。。。。。
36、“我什么也不留恋。但是我也不会为什么做过的事事后难过，一分钟都不会。这一生我一直在做
我想要做的事。我有个一座右铭：人什么也不会错过，只是可能会在适合的时间却没有在适合的地方
。即使现在我也在认真的活每一天。我不去想等我死了以后会怎样。”p132
37、关于死亡的故事
38、死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9、死亡也许是美好的，临终关怀
40、了解才是无所畏惧的开始
41、死亡是一个必然会到来的节日。
42、弥留下的与坦然放下的如同祭品 根植于内心最后的期冀究竟为何  
43、什么是生命
44、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其实最能反映出真我，不管是谁，始终都会面对这一问题，只是时间长短不
同罢了，这样的机构，能够让人能够有尊严的死去，是人类的一大进步~
45、看到有关于奇葩说的帖子，突然想到这本书，很多年前看跟现在看，经历不同，心境不同
46、临终关怀是多么重要⋯
47、生命结束之前你想做些什么。
48、C
49、很棒的一本书，力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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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我看得最久的一本书。。。如果没有记错，05年就开始了，直到如今，始终不曾结束。。有的
时候会想，若说懈怠，其实不过2、3天时间。看了很多，临近尾声，却越来越重，终于有一天面对赤
裸裸的死亡，心里难以负荷。。。这一合，便是五年。每每靠近书架，看见这本书，下意识就会跳过
，是不愿触及。而后，遇见藏地的太阳。生命，终是轮回。。。也许明天，会再次翻开。。。
2、《生命的肖像》，大部分文字都是在临终关怀医院完成，少数几个采访是在临终者家里。这些人
有科学家，官员，警察，作家，银行家，医生，甚至刚出生的婴儿，也有身世简单的平凡人。每一篇
文字至少配有两张图片，一张是他们临死前的脸部特写，另一张则是死亡后的表情，还会有一张是他
们在医院里活着时的状态。一开始，我不敢去阅读这本书。随便翻了几页，看到老人，男人，女人甚
至婴儿脸部表情的变化，从睁眼到闭眼，有一种恐惧在心里。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做梦，而梦的内容
阴晴不定，天马行空，光怪陆离。我害怕，我害怕会梦到他们。可能我是中国人的缘故，会觉得临终
的人们都是带有一种很强的磁场，是有灵魂的。心理上总觉得有一点冒犯，有一些触到他们的意思，
但是现在我决定去阅读。这几天，我的情绪有些奇怪。每天看起童话来，总忆起四、五岁的时候，住
在外婆家看的童话故事和连环画，外婆家里有好多小人书，国产的国外的每天每天我重复的读都不厌
倦。昨天，还去电驴上下载小飞侠彼得潘来看。王叔说我是心态老了，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来。可
我觉得我是以一个童心来看世界，于是，我拿起这本书《生命的肖像》。我读他们每一个人临死亡前
的故事，有的人已经无法讲话和写字，只有家人陪伴；有的人变得和善起来，与所有曾为恶的人都和
解了；年轻时自杀几次未果的人，临终前得到教训终于明白自己并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等等。
其实我还没有看完这本书，只看了前面几个故事而已，但这个午后，忽然我也变得勇敢和珍视自己起
来。不要惧怕死亡，也不要轻言放弃生命，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去完成，静静用心去
感受，用灵魂去读懂别人的故事，你会更加释然，更加坚韧。加油吧，孩子，爱是一切答案，我刚好
读到这里。
3、无意中发现这本书 随手翻看竟不能停止 对生命的疑问竟是这样的直白 而又这样的单纯 朋友说我看
得很血腥 不能认同 生和死本来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人 也许应该了解 看过后 留下许多心痛
4、“我还记得一个男人，他每天都会在自己病危的妻子的房间里坐上几个小时。虽然她已经几乎不
能说话了，但是神志还很清醒——她也很清楚，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丈夫喋喋不休地讲着天
气、汽车和女儿的假期计划。他只是不肯说出压在他心里的沉重的大石头。后来当他跟我说起这些时
，他哭了：要失去自己的妻子，他害怕极了。他很想跟她道个别，为两人这么多年共同的生活感谢她
，告诉她，他爱她。‘是什么阻止您这样去做呢？’我问他。‘如果我现在告诉她我爱她，她就会想
，我已经放弃她了。那她就会明白，她快要死了。’难道她不是早已经知道自己要死了吗？‘也许吧
。’丈夫说。在她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后，有几次她曾经想要和他谈谈自己的死。那时候他反问她
：‘你怎么知道你要死了？我也一样可能比你先死。’他想以此来赶走她对死亡的恐惧。她走了，没
有听见他最后的爱的告白。”——在我对生命的认识中，结构对死亡的认识是个困惑：在乎生命的最
后一刻？还是其过程？若是这样，对于那些还来不及对生命挥挥手，就远走另一个世界的人来说，是
不是有点不公平⋯⋯上面一段摘自本书卷首的话，会无数次浮现在我脑海。上月去逝的小叔约莫这经
历这样的光景吧⋯⋯小叔叔本是我一家的榜样，英俊、高大、文质彬彬，我初收启蒙时他所赠的一套
《成语故事大全》至今躺在架上。从青壮年到中年，我与他的见面并不太多，在我心目中，他依旧是
当年的翩翩书生。但事实却走向另一极，小叔得的和本书中大多数人一样——癌症，书中大多用“肿
瘤”来盖过这个字眼。在被宣告不治之前，他已经受心智的困扰，住了一段时间精神院。然而随着那
一天临近，他却一天天越发清醒起来。去世前一月，二叔拗不过他，回去一趟南京复诊——他希望那
里还有一线生机⋯⋯爸爸对我重复了几次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小叔艰难起身，掀开被子，反映病人
真实境况的一幕落入爸爸眼中：嶙峋的胸骨和因肿瘤细胞扩散增生而肿大的腹部形成对比。我知道，
这一刻父亲无语凝咽⋯⋯父亲是家中长子，奶奶在他之后又生下三子二女。小叔排行老四，和爸爸年
岁差近二十年。在这个家庭，长兄为父是很真实的写照。小叔及长，因为爸爸的经商，家境略有改善
，至少不再家徒四壁。随后，他入学武汉工学院，看上去一切都向着光明发展。然而，爸爸、奶奶、
两个叔叔、小姑，一段道不清的纠葛就此展开⋯⋯小叔挪下床，走出房间在窗口点燃一颗烟，闷着头
吸着。沉默半晌，吐出一句话：本以为不是这病，没想到还是⋯⋯爸爸站在一旁，眼泪终于决堤了，
这个倾注他无限心血的小弟，最后以这种方式告别。心中除了酸楚，无言以对，最后说了一句：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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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哥，为什么你不相信。一周后，小叔去世，父亲比他在世时更难接受现实。同样煎熬着的还有奶
奶，一个因中风在床上度日的老人。接下来，父亲开始频繁回老家，看望老母、探访乡人、做戏。而
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小叔俊朗的面容，从年轻到生命的最后，没什么改变，有些像基努里维斯，他
比后者大三岁。我常在想如果我在读书后再去过南京，或者在南京读大学，或许事情会有另一个走向
。在他不长不短的生命中，其实很是孤独⋯⋯
5、德国摄影师瓦尔特花了6年时间拍摄的一组肖像集，几乎所有人的肖像都由两张照片组成，生前和
死后。各种职业，各种年龄。肖像之外的，是每个人在临终前那段时间的状况和采访。从照片上，看
不到太强烈太多的情绪，大部分人在活着的时候，脸上有的，是不甘心，而当生命结束，几乎都是那
么的平静。其实死亡，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怕对不？！注意到了这么一个机构：临终关怀医院。所有
的照片，都是在各个临终关怀医院里拍摄的。临终关怀，译自英文的HOSPICECARE。香港译为“善
终服务”，台湾译为“安宁照顾”。但其内涵都同出一辙，均指为临终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全面的照护
，包括医疗、护理、心理、精神等方面，以使临终病人的生命受到尊重，症状得到控制，心理得以安
慰，生命质量得到提高，同时也使患者家属的身心健康得到维护。很人性化的机构。看起来国外在这
方面是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从书里可以看出来，病人们在医院里感受到了温暖，找到了安宁。但
曾经看毕淑敏写过，她到过国内的很多家临终关怀医院，感觉似乎不是太好。2006年4月16日，中国生
命关怀协会在北京成立。很好的消息。当生命的消逝已经迫在眉睫，不可挽留，那，带着微笑，带着
温暖和爱，有尊严的死去，真的是最好的选择！
6、面對死亡，發現所有的照片，死后的肖像比病中的線條更堅硬。這是本有趣而沉重的書，特別是
對于我這樣沒有真實面臨過死亡的人來說，死亡如上面說過的，堅硬而冰冷。 書中的圖片是臨死前和
死后的對比，有關逝者生死前后的文字說明。臨睡前的閱讀由好奇而變得慢慢沉重起來。西方文化里
基督教藝術家曾充滿激情地描繪過苦痛的各種形態， 有各種雕像和油畫繪出垂死的富人或戰功卓越的
領袖。他們的精神領域里，死亡是最終的解脫，所以死亡是神圣而自然的。而這本書引人注意的是，
身體痛苦的癥狀，人性的東西，在這些照片中看來，卻是一種病態的精確，被細膩地描繪出來；這似
乎也是一種魔鬼的放大，一收進眼底，便彌漫著停止的氣息。 死亡的線條在肖像中是堅硬的，而神態
在眼睛垂閉下來的時候，妝臺卻是安然的，有些帶著微笑，那樣的微笑讓人感到作為人的尊嚴和可貴
。而有一位不到兩歲的嬰兒的死亡， 卻是無知的純凈，她像睡過去，死亡于她是擦身而過的陌路人，
她還未懂得痛苦，便離開了痛苦的源。如嬰兒的母親說，至少她來到過這個世界，而他還未真正觸摸
到這個世界的溫暖和美，因為沒有留戀，所以他的狀態是未知。 可是我們還在這個世界，是不是該幸
運地微笑呢？ 
7、在贝塔斯曼书友会等朋友看到了书架上这本很有质感的书拿下来报着好奇的态度粗略的翻了一下
里面都是黑白照片(我最爱的就是黑白照片,因为觉得只有黑白照片才够纯粹)同一个人两张照片很好奇
后来翻到介绍才知道是这一组图片是一个人一张生时的照片一张死的时候的照片这才知道了书名为什
么叫&quot;生命的肖像&quot;我仔细读了前言之后开始看第一组的照片和介绍不知道为什么刚看了两
行我的眼泪抑制不住的掉了下来真的很震撼直达心底的震撼我一页一页的翻着一个人的一生只需要一
组两张的照片一篇短小的文章就完完全全的可以概括了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吗平时总在抱怨自己身
边的一些人和事总对周围存在了不满其实只要活着就好只要活着什么就都有可能让我想起了某个电影
的台词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去奋斗这真是一本非常棒的书值得任何一个人去读让我重新认识到自己拥
有生命是件多么幸运的事而且是健康的活着简直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还有什么比这个能更快乐呢
8、才發現老天很愛開玩笑 總是在我們離開至親身邊的差那突然就帶走他們的靈魂是害怕我們在 不放
他們走開嗎？
9、生与死，人人平等。不论你是什么职业，什么年纪，面对死亡，是平等的。在关怀医院里，大家
面对死亡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在临近死亡时，大家都表现出了对世界的留恋。之前的旧恨情仇，都在
那一刻不复存在了。是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在最后一刻一笔勾销。
10、左边是生，右边是死。摄影师用惊人的勇气替我们贴近生死的脸颊，让我们能仔细去看。这黑白
分明，却时常让人恍惚，究竟有过怎样的生命？他们的曾经、过去和快乐呢？一一逝去，不见，眼神
唯一标注生命有过的痕迹，每一根似乎可以去触摸的汗毛、发丝，不知道该如何梳理。眼泪在这里是
不起作用的。一切都于事无补。上帝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静静的观看。那稚嫩孩子闭不上的眼睛，
在天堂里会不会更加明亮些？
11、“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种方式？”当“生命的毕业考”到来的时候，我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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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样问自己吧！很有冲击力的一本书，文字和插图都能震撼人心！
12、死亡，离我远吗？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到时候，我会害怕吗？我会有多留恋？多舍不得？我甚
至无数次设想过自己死亡前的情景我和现在一样年轻，在病床上，柘握着我的手，听我哭诉着：“我
还有好多东西没学会，我还有好多事情想做，我还有很多理想没有实现⋯⋯”以致我忽然会转而一想
，为什么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为什么？很奇怪，我们的一生，究竟为什么？？？
13、应该有四五年了吧，没买过闲书。这本算是最近的一次网购，教材不算。忘记是谁推荐的了，因
为借不到，所以一冲动就买了。原以为只是图片，拿到之后，发现还有大量的文字。一直放着没看，
今天回家莫名其妙就看了。我还是觉得文字有些多余，死前跟死后的照片对比就足以震撼，可以说明
一切了。忘记是谁说的了，人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我要更加快乐一点，因为快乐是自找的，不快乐
亦是。没有谁能让我不快乐，除了我自己。10.02.27晚写于甘韦肆
14、这本书中，生和死只是两张黑白照片的对比，最多再加上几页文字的描述。几十组照片如此密集
地摆在一起，不知道承载了多少家庭的悲伤，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书是沉重的。也许黑白是诠释这种巨
大对比的最好色彩，因为它们本身的对比就足够强烈。人活着的时候，无论他是个婴儿、少年、中年
还是老者，无论他内心是平静、紧张、悲伤、恐惧还是焦虑，你看得到他眼神里的东西，看得到皮肤
褶皱的加深从而产生了表情的变化。但是人死了就都没有了，即使时光岁月留下的皱痕也因为肌肉的
松懈变得浅平，整个人的面部变得安详，可以称为眼神的东西也永远的藏了起来，虽然有些人看起来
好像随时会再次睁眼似的，可是生和死两个世界就这样永远的分开了。照片给人的是一种震撼，是一
种因为对比产生的冲击。而描述性的文字则给这简洁有力的对比添加了更多情感——生死一步之遥，
却是走得蹒跚曲折。这里面很多人都是单独一人的时候离世的，想想真是孤独。我倒是不盼着自己死
掉的时候有人陪着，但是身边有至亲至爱即将离世的话，还是克服对死亡的恐惧选择陪伴吧，至少能
够传达一种温暖..
15、不让你的眼睛，再看到人世的伤心。这本书买到手6、7年了，一直放在书架的第一位，时常想起
，时常看着它的书脊发呆，但并不会经常翻开。今天无意中链接到它，忽然想起好久以前有一条新闻
，一个外国的小女孩，6岁的时候因病离世，然而父母却在她去世之后，不断地在家里的小角落里，
抽屉里，衣柜里，甚至是父母的衣服兜里发现她留下的字条和图画，有的是笑话，有的是告诉妈妈不
要伤心，于是，父母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里不断地寻找女儿留下的宝藏，看那条新闻的时候，我一下
就想起了这本书，想起了封面上那个孩子，她们都是小小的天使，来了又走了⋯⋯这本书，让我第一
次正面的深刻的认识了临终关怀这个概念，在那之后，曾经无数次想过，如果有一天自己被宣判了死
刑，也要选择这样的方式，带着所有的回忆，静静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然后，安静的离开，就好像
，我从未来过一样⋯⋯
16、刚发现这套片子居然出了中文版的书。作者Walter Schels，摄影家，早年拍熊时被咬掉过食指。这
个是04年的新系列：把绝症病人生前死后的肖像放在一起，仿佛后者更美更安详。据说拍这个主题是
为了让自己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起初在停尸房里一个人只敢远远地拍，后来才近过去，冲照片的助手
因为受不了这些照片而逃掉，只有小30岁的女友在支持着他，拍着拍着常常一个人整夜里哭泣。04年
我见过Walter Schels，见过这些片子，同济的大屏幕上，嘈杂的人声中，一晃而过，瞬间震撼了一下，
随即又被其它事情淹没。书是大32开本，坐在书店的台阶上，翻到这一页，对视着。在死亡面前锻炼
自己的平静。艾尔米拉·桑·巴斯蒂安17个月生于2002年10月18日首幅肖像摄于2004年1月14日逝
于2004年3月23日她父母的家里http://foto.yculblog.com/photo/f/fivestone/20060402_al.jpg看这样的书是为
了什么呢？一直好奇自己面对死亡究竟是个什么态度。感觉人们总是很在乎死的，经常出现鬼门关走
了一圈，顿然大彻大悟改变原有想法宛若新生的剧情----我对于这种转变本身的反感更甚于反感对死
亡的畏惧。于是经常去找一些体验：面对身边车祸脑浆迸溅视若无睹，站在悬崖边上却发现自己完全
没恐高症，在暴风雪的山坡上步履维艰.....但这些都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尽管有人已经认为这是在玩
命），事实上我从未（以后也不会）单纯为了体验而越过&quot;找死&quot;这条线，于是这些和体验
死亡，其实是两回事情。其实我相信死亡面前是会验出些东西来的。这种未经验证的未知态度关联着
日常中的许多小事。如对父母让我存钱应急的要求，我的态度一向是&quot;非常事件要用非常手
段&quot;，万一真有什么突发不恻了，直接卖房变现倾家荡产就是了，没必要为了那种小概率绸缪一
辈子；另一方面，自己却又总是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作为以后万一做更莫名其妙事情时的筹码。
诸如此类在自身中存在的矛盾的想法，我认为在一个足够强大的外力作用下会清楚很多，说俗了就是
欠操。当然完全没必要为了认识自己就去枪尖上跳舞，所以还是要祝福一切平安，因此糊涂一辈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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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而另一方面，我似乎是在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神经，希望其在末日也能保持坚韧。
17、一瞬间机体没有本质的变化，灵魂却已离去，在熟睡般的宁静过程中究竟前后有什么样的区别？
摒弃了主观上的恐惧和痛苦，死亡这种人人都将拥有的东西，才留下了最初的本质，展现在世人眼前
。事实上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只是经历了完整的生命。他们被选中，是普遍的，又是特殊
的。同为世间一渺小生命，就这样偶然地认识了他们。每张照片都是充满智慧的面部。眼神知性，表
情安详，深深的轮廓诉说不同个性，却表述着最大的共同点。才感受到，原来这就是人类。原来这就
是和人类对视时心中突然充斥的原始认同感，原来这就是看着他死去时的如自然精神一般略带悲悯的
平静。仿佛可以追溯到远祖，又可以预知未来。原来这就是人类。

Page 9



《生命的肖像》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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