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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点点本名罗峪平，1951 年出生

于北京，上海军医大学医疗系毕业，

后在解放军总参管理局卫生处门诊部

从事多年临床和行政工作。她不仅仅

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一位关

注死亡的哲学家。她著有《我的死亡

谁做主》一书，与大众首谈“尊严死”

的概念。

2006 年，罗点点和她的朋友成立

了“选择与尊严”网站，并成立了“不

插管俱乐部”，提倡“尊严死”，希望人

们在意识清醒时在网上签署“生前预

嘱”。

罗点点的出发“点”

这项有关死亡的公益实践，最初源

于一次与朋友心血来潮的聊天。她做

了 12年医生，见识太多死亡，作为医

生，常常需要与死神对抗。

有一次，罗点点与几个医生朋友

聚会，谈论起死亡，大家的想法慢慢改

变了罗点点对死亡的看法，不应该对

死亡“不依不饶”。罗点点说：“我们不

希望在 IC U 病房，赤条条的，插满管

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

元，最终‘工业化’地死去。那样死去，

太较劲，也很难堪，自然规律不可违

背，当死亡真的来临，插再多的管子，

做再倔强的救治，其实都是徒劳的。当

时几个朋友开玩笑说，要不弄一个俱

乐部，叫‘不插管俱乐部’，临终时绝不

过度抢救，让身体自然死去。”

后来，罗点点真的去做了这样一个

网站，成立了“不插管俱乐部”，试图借

助网络舆论的传播，推广“生前预嘱”

和“尊严死”。她期望人们在还清醒时

就写下预嘱，有朝一日到了生命末期、

没有恢复希望时，撤除维持生命的医

疗措施，使自己自然、有尊严地死亡。

这个观点，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

当下的中国，都是颇具争议的。

她给网站取名为“选择与尊严”，

让处于病痛折磨中的人们看到了另一

条路。这个网站也成为中国第一家倡

导“尊严死”的公益网站。2013 年 6 月

25 日，经过北京市民政局审查批准，

罗点点又正式推动成立了“北京生前

预嘱推广协会（以下简称 LW PA）”，

这标志着罗点点的“尊严死”事业又

往前迈出一大步。

同年 7月，罗点点又牵头出版了一

本有关死亡的书：《死亡如此多情———

百位临床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它用

叙事医学的手法描述了百位医者亲身

经历的临终故事。临床医生是临终事

件的直接见证人，他们见过太多不惜

一切抢救回来的病人，躺在病床上借

助各种医学支持保持微弱的心跳和呼

吸，但这些病人没有尊严，处于“生不

如死”的状态。以亲历者的视角讲出的

故事，更容易得到读者的共情。她期望

人们更多地去谈论死亡，从而能更好

地接受尊严死的理念。

生前预嘱是另一种选择

罗点点提倡的生前预嘱，是指人

们在健康和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主动

地、自愿地选择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

候，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医疗照料，不

希望接受什么样的医疗措施，比如不

需要使用呼吸机、不做心肺复苏、不

做管饲营养支持等来延缓死亡，而是

平静、自然、有尊严地离开。在西方许

多国家，都有相关法律承认生前预

嘱。在慢性病晚期患者、危重症患者

入院时，医生均需了解患者入院前有

无生前预嘱。

对慢性疾病终末期老年人的抢

救，非但不能提高其生活质量，反而

是一种极度的痛苦煎熬。患者亲属不

仅眼见各种抢救措施给病人造成痛

苦，还不得不面对“人财两空”的现

实。因此，推广生前预嘱对老年患者

本人、家人及社会都有重大意义。但

是这一举措必然面临着传统观念的障

碍，即使签署了生前预嘱，实际履行

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很明显的一个

问题是，我国目前对生前预嘱的宣传

远远不够。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

对生命质量的日益重视，尽管人们依

旧避讳死亡，但在临终时保持应有尊

严的理念已经逐步深入人心。

通过填写生前预嘱使人们根据个

人意愿自主选择在临终时是否使用呼

吸机等人工生命支持系统的办法，是

遵从自然规律和体现生活和谐的主

张。帮助临终者实现符合本人意愿的

尊严死，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多年

来，这种做法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

和地区得到大力推广。

在中国，公民拥有和使用“生前预

嘱”，不仅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而且实际上，我国的宪法、法律和

行政法规中都有明确内容和条款支持

这种做法。LW PA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

个推广尊严死的公益网站，推出了供

中国大陆居民使用的生前预嘱文本

“我的五个愿望”，并且建立了生前预

嘱注册中心，使“我的五个愿望”的注

册、保存、检索和使用日益完善。

“我的五个愿望”是一份容易填写

的表格式文件。当患者因为伤病或年

老无法对自己的医疗问题做决定的时

候，它能帮助患者明确表达一些重要

的医疗意见。这五个愿望包括“我要

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

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

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

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

罗点点及其团队在制定“我的五个

愿望”相关内容时，每一个有异议的选

择都会保留下来，让患者自己选择。此

外，该文本加入了更符合我国传统文

化的相关内容，比如让子女也参与到

父母签订生前预嘱的过程中，而这在

国外是不被允许的。

罗点点表示，除了无疾而终者，有

几个是“善始善终”的？名气越大或者

钱越多，或者子女越“孝”的，善终就

越艰难。对于绕不开的自然结果“死”

避而不谈，则会导致人生观严重倾斜

被扭曲。

罗点点说，死得漂亮并不难为情，那

是完整生命的一部分。大家都不想在重

症监护室，光着身子，满是管子，每天吞

下数千美元，做无谓的努力，这样做有百

害而无一利。生，是权利；死，同样是权

利。那种违背病人意愿、强行进行最后

的挽救的行为，实际上是对病人尊严的

践踏。以尽量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世，

是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我的生命谁

做主》一书等综合整理）

《我的死亡谁做

主》书封

《死亡如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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