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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生死》

前言

每个人都会死。生命之箭脱离了母体，向着死亡的目标飞翔，终结的靶心早已傲然矗立在远方。人的
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这不单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更是每个人非常具体的扫尾。在人类的
进化史上先有了优生。这符合生物繁衍昌盛的规律。安然地照料即将逝去的衰老的、虚弱的、残败的
个体，是一种高级的需要。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在动物界里除了“乌鸦反哺”这类未经证实的“孝
道”之外，可还有年幼的动物服侍垂老待毙动物的佳话？不敢说没有，起码是极为罕见的。在动物世
界之类的节目里，看到的几乎都是为了种族的繁衍，亲代动物不惜舍身饲子，到了粉身碎骨死而后已
的地步。所以说，对失去了生殖繁衍价值的垂死的同类，施以温暖的照料，保持他的尊严，这在本质
上，才是动物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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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生死》

内容概要

《感悟生死》一书主要介绍了每个人都会死。生命之箭脱离了母体，向着死亡的目标飞翔，终结的靶
心早已傲然矗立在远方。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这不单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更是每个
人非常具体的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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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生死》

作者简介

郑晓江，1957年6月生，江西万载人，专门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尤擅生死哲学、生命教育的研
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现任江西师范大学江右思想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所长、哲学与社会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
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史学研究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已出版专著
：《传统道德与当代中国》、《穿透人生》、《传统——现代人的两刃剑》、《中国人生精神》、《
西方人生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之源》、《拷问人生》、《中国死亡智慧》、《杨简》、《祸福之
门》、《生死智慧》、《善死与善终》、《中华贤哲》、《超越死亡》、《生命终点的学问》、《寻
找人生的真谛》、《八千里路云和月》、《神游千古》、《中国生命学》。主编著作有：《宗教生死
书》、《江右思想家研究》、《中国神秘术大观》、《中国死亡文化大观》、《中国生育文化大观》
、《中国避邪文化大观》、《疗救人生》、《融通孔佛》、《解读生死》。另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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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生死》

书籍目录

序一 感悟生死（毕淑敏）序二 开拓生命教育的新领域（张昕）序三 前瞻、进步、永安（杨荆生）序
四 “生死哲学”的开花结果（钮则诚）生死哲学学会生死——解决生死问题的五大原理（郑晓江）论
死亡作用于生存状态的机制（张三夕）关于儒家的死亡德性论（颜青山）禅宗大师的生死态度给现代
人的启迪——以洞山良价、虚云古岩为例（杨雪骋）毛泽东的生死观（程林辉）生命教育中小学生命
教育现状及其思考（罗伽禄）关于生命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思考（郑晓江）生命教育的伦理意蕴（肖会
舜）儒家生命哲学与当代生命教育的价值重构（王一木）哀伤抚慰哀伤抚慰的中国模式初探（徐春林
）殡葬服务中哀伤抚慰的应用（杨荆生）从“意义治疗”到哀伤抚慰——弗兰克尔“意义治疗学”的
应用价值初探（胡可涛）殡葬服务中的临终关怀（尉迟淦）殡葬文化素质教育取向的殡葬生命教育（
钮则诚）生命事业与管理（王士峰）重建中国的祭祀制度（王夫子）从《三礼》看儒家丧葬礼仪的基
本伦理原则和道德教化功能（靳风林）中国人之生死企盼与现代殡葬业发展的思考（郑晓江）最后的
容颜——遗体修复技术（陈姿吟）附录：提升殡葬文化推进生命教育——2006海峡两岸生命教育与殡
葬文化研讨会会议综述（胡可涛）后记（郑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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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生死》

章节摘录

人类诞生以来，借助于制度的改革和科技的发展，在改造物质世界方面，在创造精神产品方面，已经
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但是，人类在认识自身的方面，在探究精神意识的领域方面，在满足“
生”之物质性需求之外如何获得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安顿与人生的幸福，以及减少死亡带给人类的负
面影响等方面做得并不够好。亦因此，人类在大幅度提升了生活水准的同时，并没有同步地提升生与
死的品质。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以为，有必要通过生死哲学的研究来使现代人真正实现生之幸福与逝
之安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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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生死》

后记

2006年7月6号，我在天津永安“海峡两岸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演讲《学会生死—
—解决生死问题的五大原理》，概略地把我这25年来对生死哲学孜孜不倦探讨的成果归结为：“生命
与生活的紧张之原理”；“人生时光与物理时间不等式的原理”；“生命共同体的原理”；“生死互
渗之原理”；“死是生活的终止，生命可以永存的原理”。演讲结束时我投影出自己在心爱的书房—
—“神游斋”中的一张照片，并说：“以上这些是我在神游斋中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40分钟内就讲
完了，敬请批评指正。”这些话引来听众席上一阵会意的笑声及感慨的唏嘘声。而在台上的我亦情不
自禁地想到：大家都说做学问“板凳要坐十年冷”——可我却坐了二十几年了——才稍稍觉得有些“
热”。台湾学者王士峰博士后来在演讲中专门说：“郑教授几十年专注于生死哲学的研究，为的就是
那个‘理’，坚持不懈，敬佩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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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生死》

编辑推荐

《感悟生死》内容大致分为生死哲学、生命教育、哀伤抚慰、殡葬文化等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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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生死》

精彩短评

1、这本书还不错，只是内容与我想的有点出入就是，不过还是挺不错的。
2、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任谁也不能抵抗，如何正确面对生死，是人生大课题。不敢面对死亡的人，
不可能真正幸福的活着，只要明明白白生死的人，才能潇洒走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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