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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死学”从傅伟勋先生提出开始，至今已走过近三十年光景，但

是，生死学作为华人世界独特的学术研究，迄今为止仍未获得犹如哲学、文

学、史学等学科一样的学术地位和认可度，在中国内地，生死学更是少数学

者在特定学科范畴之下从事的颇具个性的学术研究，总之，生死学尚未登上

普遍承认的学术大雅之堂。回顾生死学从创立到其发展的三十年历程，中国台湾两位知名生

死学专家钮则诚先生、尉迟淦先生可谓见证和亲历了台湾生死学的兴起与发展之过程，并且

直接参与了台湾生死学的建构、台湾生死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和领导，亲自参与了台湾生死教

育的研究与推广，对于两位前辈专家而言，生死学不光是他们的研究专业，更是他们人生实

践与个人履历的精神内核。两位专家围绕生死学、尤其是华人生死学创立的缘起、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可能走向等，向我们系统地展示了新生的生死学经历的遭遇与真实处境。

其中，对于生死学的独立学术地位，以及华人生死学的理论建构等遇到的质疑与问题，例如

生死学是否应该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统一的、独立的学术研究部门，还是仅仅作为一种“虚

学”、可各自表述、分途发展？这里面似乎存在着较大分歧。生死学到底应该谋求怎样的发

展路径与未来出路？如果生死学是华人地区的地方性知识，那么，它的共识性再强，也不可

能超出华人文化而被更多的非华裔所承认，如此一来，生死学要成为独立的学科与现代学术

体系的一脉就有相当大的难度。而当我们谋求生死学成为现代分科治学中统一的、独立的、

完整的学科时，生死学应该研究什么、生死问题是否真的可以被人完全知晓等，这些问题又

会成为十分棘手的难题。生死问题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生死问题的思

考与回答呈现出来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似乎又让我们难以简单地把某一种答案或者看法当成

是唯一的生死学真谛。因此，在走向现代生死学的建构过程中，绝对主义倾向与相对主义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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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难免会成为某一种研究的底色或立场。如果现代生死学要成其为学，适当的绝对主义倾向，

或者说趋向生死问题真理相关的系统研究仍然是它走向学术独立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我们在

探索生死问题的真理之时，适时承认任何学问都是建立在探索者信奉的价值观、世界观、文

化观底色之上的，那么，对同一问题给出不同的结论就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重要的是，

不同学者都可以就一些共性的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或者答案，而最终人们选择相信什么，这

取决于许多因素，而真理性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