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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外醫學哲學  

生命的另一種價值在於自由。但以自由意識為標準，自然界物

質的生命層次還是有著一個逐步遞進的過程。 

 

當考察從無生物到有生物、從植物到動物的進化階段

時，我們看到，自由的因素是逐步增加的。毫無自由可

言的岩石與植物是截然不同的，後者不但受外力影響，

而且受其內部作用的影響。動物比植物更為多變。動物

有更多明顯的意識，甚至可以說能做出有限的選擇。⋯⋯

當我們考察人類——具有更加複雜的意識、其精神和感

情發展遠遠超過任何其他已知生物——這一進化階段

時，自由的可能性更大大增加了。”4 
 

當然，動植物的有限感知與不甚自由的狀況，並不構成其生命權利

被忽視的可能。畢竟人類的生命自由並不能以驅遣自然界中的動植

物成員以使其生命不自由為代價，而如若在改造自然界的過程中導

致動植物不自由，其最終也將傷害到人類的自由。 

生命的自由，在人的身心關係中是個難題，在更寬廣的意義上

是社會、歷史以及文化建構的問題。《老子．五十一章》認為：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

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

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

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命自由是對生命必然的認識，對於追求生命自由的人來說，生育

萬物之道，蓄養萬物之道，滋長萬物之道，成熟萬物之道，調理萬

物之道，保護萬物之道，皆在於順任自然。生命之善不能缺乏自由，

生命的自由又必須以生命之健康為前提，它在於人之身心的完滿平

衡，以及對於自然界動植物軀體及生命的良好呵護。 

 
(4)  雅克．蒂洛 (Jacques P. Thiroux) 著，孟慶時等譯：《倫理學理論與實踐》(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 125-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