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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人固然应 当投人到世界与历史 中去 , 并在其中 与世

界 、 历史相互成就 , 但这并不 意味着世界 、 历史纯然 是

一种权力 意志 , 不意味着传统中逐渐被淹没的那些非权力

意志的因素 , 不能在某种新的形式下恢复生机 。 我们 的研

究 已经触及问题的最深层了 , ： 当今历史应往何处去 ？

显然 , 上述三方面的意义 , 只是提供了
一

些线头 , 而

不是什么具体的方案 ；
另外 , 三方面的问题其实只是同

一

个问题 ,
亦即 ： 我们应 当如何看待我们 自己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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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道德对个人身心健康 的作用

肖凤仪 刘诗贵

井冈 山大学讲师 肖 凤仪 ,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 井冈 山 大学讲师刘诗贵在来稿 中指 出 ：

探知道德对于健康的价值意义 , 若从影响健康的各类 因 素入手 , 就会发现人的行为对人的身心健康 、 环境健康

的影响根本上是道德的作为 。 其中既有道德的直接作用也有道德间接的影响 。

道德通过规范人的行为而发挥其对人的身心健康的价值 , 作为外在规范 的道德对人进行
“

他律
”

, 从而规劝人们

朝着有利 自 己和他人身心健康的方向行动 ；
道德作为内 在的 良心法则使人进行

“

自律 , 从而使人能 自 觉采取有利于

自 己和他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 在他律 和 自律 的过程 中 , 道德规范引导人依据
一定 的规范去处理人与 自 身 、 人与 他人

的关系 。 从个人的层面来说 , 作为道德规范必然是要求人善待 自 己 、 善待他人 。 善待 自 己 , 就要求本人树立 良好的

生活态度 。 爱惜 自 己生命 、 热爱生活 、 勤于锻炼身体 , 吃穿住行等方面讲究科学 、 合理 , 形成积极 向上的生活 习惯 。

善待他人 , 要求关心他人 、 爱护他人 , 为他人的健康着想 。 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健康权利 , 不能任意损害他人的

身心健康 。 另外 , 在医疗卫生领域 ,
医学的使命就是担负 人的健康职责 , 医学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个人 的身心健康直

接相关 , 医生
、
护士等从医人员只有遵守道德规范 , 患者 的身 心健康才有保障 , 否则 , 在 医疗实践中 , 患者的 身心

就会失去安全感 , 自 私 自利的医学人员 也就会成为谋人钱财害人性命的恶人 。

从社会层面来说 , 国家 、 集体 、 单位组织 以 及社会团体等对个人的身心健康影响是非常大 的 。 因 为人是社会的

人 , 人总是生存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之中 , 没有人是孤立的 , 人只有生活于共同体之 中 , 才能正常地存活 于世 。 社

会共同体对人的身心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人要依赖社会的资源而生存 , 其生活质量如何取决于社会 , 生活质

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的身心健康 。 所以社会对人的身心健康担负着重 大的责任 , 社会共同体讲道德 , 才有利于人

的身心健康 。 要保证人的身心健康 , 社会共同体必须是有德性的 , 讲道德的社会 。 遵循道德规范的社会共同体 , 就

是从国家到各单位团体都应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精神 , 要
“

以人为本
”

,
以人 为 目 的 , 确实为人的生活 、 人的发展

利益着想 , 体现在各项政策 、 制度
、
法律规范 以及行政管理等实践中要充分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 维护人的根本利益 。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 国家层面追求
“

富强 、 民主 、 文明 、 和谐
”

, 社会层面倡导
“

自 由 、 平等 、 公正 、 法治
”

的价值观 ,

如此建构一个健康 、 和丨皆 、 有序的社会环境才能确保个人的身心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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