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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遗嘱的课堂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记者
潜入胡宜安的课堂。课堂上过热
搜，清明节等特殊日子，也让课堂
内容常被提起。

课堂上，最吸引外界关注的是
“写遗书”这个颇具话题性的教学，
这是胡宜安独创的课堂体验环节。
有时是课上到一半，有时是到最
后，“气氛到了”，胡宜安就会安排，

“根据需要随机”。一旦安排下去，
课堂里生出一阵新奇感叹，学生们
都知道“这个”肯定要有，新奇过后，
接着是“有点凝重”，他看出学生脸
上的表情，“不知道从何下笔”。

“生死课不是物理课，在面对
自然科学时，我们可以作为旁观者
去研究一个客观对象，但面对生死
时，没有旁观者。只有代入自身，学
生才能有更深刻的体会。”胡宜安
说，写遗嘱其实是通过文字的方式
来进行一次向死而生的体验。假设
自己将要死去，将如何安排后事。
只有把自己置于将死的状态，回过
头来方能感知生的可贵。

“作业”交上来，有人给自己的
财产列了表格，交代遗体处理方
式，一般是火葬，还有说明火化之
后把骨灰制作成一个什么物件。有
人希望到了最后阶段不要抢救，不
要搞告别仪式，甚至还有人细致到
自己不喜欢什么颜色，坟上献花时
不要这个颜色的花，还有不要播放
哪样的歌曲。胡宜安感到，和学生
所处的年龄和时代有关，“很现代
性的东西，很个人主义”。

遗嘱看似漫无边际，在胡宜安
看来，其实只有真正着笔，人才会
想到该处理些什么事，该和什么好
好告别。比如有的学生一边写一边
就哭了出来，“我真的会有这一天，
那活着的时候该怎么办？”“如果我
就这么走了，爸爸妈妈怎么办？”

“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这些
感悟都将激发学生去进一步思考
生的意义与方向。

写遗嘱、讨论死亡，甚至是去
殡仪馆参观，二十多年前在高校开
一门关于死亡的课并不容易。中国
人忌讳谈死，更重要的是，人们很
容易把死亡课和学生自杀率联系。
2009年时甚至有媒体评价他的死
亡课“神秘奇葩”，认为是作秀、造
噱头。变化发生在2015年前后，医
疗系统和殡葬业更加规范化，社会
情绪的变化延展到了课堂，“好像
就不再用新奇的字眼去描述，课程
更多地结合一些实际问题，比如该

记者：近年来，社会上对于生
死话题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胡宜安：和过去相比，人们讨
论死亡的空间正在逐步变大，对待
死亡的态度也更加开放，这是一种
向好的迹象。前几年，广州大学举
办了两场有关生死学的学术研讨
会，获得了许多关注，有很多学生
都来旁听。我所教授的生死学课程
也屡次登上热搜，引发网友们的热
烈讨论。这些现象都能说明，与死
亡相关的话题不再是遮遮掩掩的
事了，也不仅是几个感兴趣的研究
者在私下空间里讨论的课题，而是
越来越变成大家熟悉的话语。这正
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记者：如今的《生死学》是大学
中的一门选修课，在你看来，理想
的生死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胡宜安：我理想中的生死教
育应该是全程的、全员的，同时更
应该是系统的、可持续的。直接越
过前面的人生阶段到老年时再进
行生死教育显然是不现实的。我曾
有学生到养老院当志愿者，和老人
们相处得特别好，但一旦提到“死
亡”的话题，老人家当场就翻脸了。
虽然学生的本意是好的，但在实际
情况中，老人家没有接触过生死教
育，缺少相关的认知储备，自然很
难接受这种讨论。所以，我认为生
死教育应该成为一个专门学科，并
作为从小学到大学的一门必修课，
循序渐进地开展。

同时，生死教育也应该多从
更加多元的维度去进行思考与探
讨，与安宁疗护、殡葬行业等方面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殡葬行
业为什么不受欢迎？以生死学视角
来看，除了民众避讳死亡的观念，
更重要的还在于殡葬业以“死亡处
理”自居的行业身份自我建构与认
同，中国现代殡葬业在吸收西方殡
葬模式时缺失了生命仪式的本质
内涵。但其实，殡葬是生命流程的
一个环节，在殡葬活动中，人们面
对的不仅是作为遗体而存在的逝
者，更多的是作为曾经活在世上的
一个人，这便是“事死如生”。

记者：对于《生死学》课程乃至
生死教育，未来你还有哪些规划？

胡宜安：我如今也到了快退休
的年纪，这几年准备将生死问题的
思考、生死教育体会以及自身经历
等内容整理成著作出版，以文本的
形式梳理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我也
准备和相关业界人士共同探讨殡
葬祭祀、安宁疗护及社区生死教育
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以期为相关
事业的推广、推进作出应有的努力。

综合南方都市报、羊城晚
报、九派新闻等

为自己撰写遗嘱、墓志铭，参
观殡仪馆，探究不同死亡形态与
生死两安问题……在广州大学名
为“生死学”的选修课上，每一位
学生都会经历此类课题。授课老
师胡宜安已经讲授了23年。

今年60岁的胡宜安是广州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内第一
个在大学课堂里开设生死学课程
的教师。他说，这门罕见的课程关
乎尊严、疾病、衰老、临床、安宁疗
护，它启示人们关注全周期生命质
量，放下对未知的恐惧，在当下更
好地生活。清明节之际，我们走近
胡宜安，听他讲述“生死故事”。

不该实行安乐死、安宁疗法的好处等，
这个课推广解决实际问题，考试也考这
些问题。”胡宜安说。

死亡困惑

谈及开设这门课的初衷，胡宜安讲
起了自己幼时的一段经历：“小时候在农
村参加送葬，看见大人们将棺木放进土
坑，用铁锨掀土埋葬的那个瞬间，一股莫
名的焦虑与恐惧涌上我的心头，久久挥
之不去。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心理其实十
分常见，主要是由于在生死问题上，没能
得到及时的心理疏导与认知启蒙。”

胡宜安想到，可能很多人在面对死
亡时都有过类似无法排解的体验，生死
教育必不可少，应该开一门课给大家一
些引导。趁着2000年教学改革的契机，他
开设了生死学这门选修课。

广州大学机电学院大二学生肖楠
告诉记者，自己就是带着困惑选修了生
死学这门课。“我以前养过一只小仓鼠，
它死的时候，我伤心了很久。那时候我在
想，如果有一天，我的亲人离开我，我应
该怎么办？”肖楠认为，想对生命有更好
的理解，需要接受完整的死亡教育。

从开课之初，胡宜安就注重课程的
系统性，他在课程大纲里设计了很多内
容，包括生死的概念和本质，死亡意识

（危死体验、濒死体验等），个体死亡（疾
病、衰老、灾难），社会死亡（战争、贫穷、
死刑等），生死两安（临终关怀、安宁疗护
等），自杀问题等。他会在课堂上把基本
概念和一些案例讲给学生，然后抛出问
题，和大家一起探讨、一起思考。如人在
面临无休止的痛苦时可能是毫无尊严
的，那么在生命的最后，究竟应该死马
当作活马医，还是选择有尊严地离开？
生命是稍有不慎就会消损的东西，但为
什么总有人毫无敬畏，视自己或者他人
的生命如草芥？

每个学期，胡宜安都要带学生们
去参观一次殡仪馆。在广州番禺殡仪
馆，学生们会去冰冻冷藏室，有些遗体
不能立马火化，比如因为刑事案件，或
是死因不明的，必须放在这里，等待医
学鉴定之后才能处理。“这也表达了对
生命的敬畏。”在殡仪馆，人在里面躺
着，变成一个物体，几号几号。胡宜安
知道，这时候每个人都有一种碰撞感，
一种颠覆，是死亡造成的冲击。

这时他会和学生们讲起美国一座
死亡博物馆里的故事，小格子间放只已
死的兔子，另一间放一只活的。小朋友
触摸活蹦乱跳的小白兔，另一边一摸它
不动不跳了，死掉僵硬了。人会产生恐
惧，但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个画面，要进
一步去思考，肉体、生理的死亡是什么？
包括形成自己的生死观，有对家人、亲
人的生离死别的知识储备，后面就不至
于不知所措，不至于无所适从。

跨过死亡

没有人能避免面对死亡，生死学课
堂的受众也不止于大学生群体。记者检
索发现，在清华大学学堂在线平台上，胡
宜安开设的生死学选修人数已达83000
人。胡宜安介绍，这些选学者中有相当部
分来自社会民众，他们自然不是为了学
分，而是发自内心地想了解生死问题。

生死学从来都不是高堂之上的理
论，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一次
课堂中，胡宜安读了一篇名为《生死学
替我松绑》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
一位女同学，她的家庭很幸福，爷爷很
疼爱她。后来女孩考上外地的重点高
中，爷爷叮嘱她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
最后念叨了一句：“恐怕我看不到那一
天了。”女孩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那年
中秋节，她正在学校参加篝火晚会，突
然接到妈妈的电话：“爷爷不行了。”女
孩蒙了，非常伤心，跑到洗手间哭了一
场。第二天，女孩照常上学，之后的两三
年，她都将爷爷离世这件事屏蔽于自己
的生活之外。家人也从不跟她提起这件
事，以致她不知道爷爷葬在哪里。直到
进入大学，女孩选修了生死课，知道了
死亡是一件自然的事，每个人都会经历
亲人离世的悲欢离合。课程结束后，女
孩找到胡宜安，她说自己想明白了，决
定走出来，“要到爷爷的坟上看看，告诉
他，我考上大学了。”

也曾经有学生找到胡宜安倾诉过
轻生的念头，“觉得活得很痛苦。”他很
害怕自己的负面情绪，觉得“自杀”的
想法糟糕透顶。胡宜安告诉记者，我们
不必像面对洪水猛兽一样畏惧自己的
情绪体验，不要随意将负面认知病理
化。只要一个人面对生命是审慎的、敬
畏的，来自外界的正面引导是可以帮
助他走出困境的。相反，一些人之所以
稍受刺激便选择自杀，正是因为他们
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

在自杀问题之外，恶性犯罪、老龄
化及全周期生命健康等社会焦点话题，
都指向生死教育这个共同点。面向社会
各个年龄段的受众宣扬生死教育，也是
胡宜安在课堂之外的努力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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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对话胡宜安

“社会对待死亡的

态度更加开放”

胡胡宜宜安安在在课课堂堂上上。。

胡胡宜宜安安是是国国内内第第一一个个在在大大学学课课堂堂里里开开设设生生死死学学课课程程的的教教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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