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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發表人

【司儀】　接下來是第二場的發表。第二場發表請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越建

東先生為我們主持。

【越建東（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午安，歡迎回到

我們討論現場，這場有兩篇、包括三位台灣的學者來發表。這三位在台灣生死

學領域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學者，所謂代表性是指他們的研究都非常深入台灣的

民間文化現象，而且他們有很多實務觀察的經驗和理論的探討。

第一篇論文是「生死學在台灣的文化沉思」，發表者是兩位學者合力完成，

余德慧老師與林耀盛老師在台灣是非常不可多得的學者，他們都是心理學的專

家。特別對宗教、廟宇以及臨終生死學有深入的研究，從論文裡面可以看到很

高的原創性和啟發性，他們是本土的傑出學者，同時對西方哲學有深入的探

討，所以這兩個結合在台灣是很少見的。林耀盛教授將會宣讀這篇論文，他是

臨床心理學家，對台灣重大災難比如地震、災民災後心理重建有很深的研究，

首先我們歡迎林老師。

【林耀盛（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曁心理研究所教授）】　大家好。余德慧教授因私事今天

無法到場，因此由我來報告論文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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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先從台灣生死學開展脈絡探索開始，而後，由死亡的多元揭蔽之道

談起，再歷經文本生產、文化（字）產業的論述，顯示台灣對於生死學若隱若

現的態度。之後，再經由宗教家領導的生死學、道證生死學到臨床生死學處境

的路徑，理解台灣生死學的礦脈。本文認為，台灣生死學是在全球文化潮流之

下的一支文化現象，其深度不在於對生死的啟悟，而是生死學的閱讀應可解釋

為閱讀文化的新潮流。當然，在隱藏的死亡焦慮底下，可能是推動的巨瀾，但

這是普世人類的心境，並非台灣獨有現象。

然而，回到生死處境，我們仍然可以見證文化沈思下台灣對於生死學的

脈絡性態度。本文透過文本論述與案例顯示，逐層分解心理礦脈，最後以

「九二一」事例，進一步凸顯死亡開啟了永遠無法把握的、永遠是不可能的、

永遠充滿謎面的未來的一種關係，我們僅有以謙卑尊重生命的選擇以對。

一、生死學在台灣引論

「生死學」這個課程名稱是在二十年前才出現在台灣大學心理系的通識課

程。在此之前，美國大學的「死亡學」由傅偉勳教授引介來台灣。當時傅教授

罹患癌症，來日不多，他在台大的老朋友楊國樞教授感慨於生死問題對人心的

生死學在台灣的文化沈思

余德慧（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林耀盛（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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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遂邀他的同事余德慧教授一起開「生死學」課程，邀請台灣的社會學

家、民俗禮儀家、哲學家以專題的方式為學生上課。台灣媒體第一次報告「生

死學」這個名詞，爾後二十年，台灣許多大學也開設生死學相關課程，也出現

以生死學為核心的科系，如南華大學生死學系，以及研究所，如台北護理學院

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以及生死諮商中心。台灣諮商學會也正式將生死諮商

中心視為專業輔導機構。

這樣的表層社會現象，並無法反映出台灣對生死學的思考。將生死的各種

複雜問題搬上學術殿堂，並不反映台灣社會對生死問題的態度或文化的意義。

充其量只能說明大學通識教育，也注意到生死問題值得提供年輕學生討論學

習。這篇文章將以廣泛的角度探討生死學在台灣的社會文化心理層面的意義，

並指出台灣文化所發展出來的生死學意義。

事實上，相較於日本有廣島原子彈事件的陰影，大陸有文化大革命的時代

背景，因而孕育了「生死學」的脈絡生成，那麼，台灣社會在一九八〇代的

「生死學」風潮，在傅教授提出「生死學」這名詞後，可以形成一個趨勢，除

了「九二一」地震外，是否存在著什麼樣的文化社會礦脈，需進一步挖掘。我

們認為，即使發生重大災害，還不足以孕育台灣生死學的發韌。嚴格來說，台

灣生死學是在全球文化潮流之下的一支文化現象，其深度不在於對生死的啟

悟，而是在少數提倡者的領導之下，使台灣閱聽群體有了新的視野，尤其是由

作家所深度描繪臨死的心情，容易引起大眾的共鳴。換言之，對生死學的閱讀

應可解釋為閱讀文化的新潮流。當然，在隱藏的死亡焦慮底下，可能是推動的

巨瀾，但這是普世人類的心思空間，很難特別指出在台灣有何特出之處。但這

不意味著台灣生死學的文化沈思，不具備脈絡發展性的處境意義。

回到當時時空來看，我們無法從生死學課程第一次出現台灣的大學課堂，

獲得任何社會文化心理的意義。倒是先從其後二十多年的課程發展，我們可以

推測學術界與高等教育界對生死問題的潛在意涵。假定生死學的社會文化意義

是個模糊、有待發展的課題，課程的教學內容可以說是在摸索中，於是我們看

到：在宗教支持的大學所談的生死學偏向於其宗教傾向，如佛教支持的大學偏

向以佛學教義談論生死的意義，有基督教傾向者傾向於基督傳承的生死觀，醫

學院為主的大學偏向談安寧照顧、安樂死與自殺問題，綜合大學則以各種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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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專題討論，包括宗教範疇的儒釋道生死觀、葬儀、哲學範疇則在生命哲學

的存有、社會心理範疇談死亡文化、臨終的孤獨、社會對死亡的處置、醫學範

疇談安樂死、安寧照顧（偏向醫療控制的倫理問題）、死亡生理學，護理範疇

則探討臨終關懷等。

很明顯的，這些課程的發展顯示生死學作為新興課程的多元現象，並沒有

一個被視為所謂「生死學核心」的脈絡，而是就當前的不同學科論述，進行拼

貼。這個現象也反映台灣生死學處在「不可知其可以」的階段，但是就生死知

識生產的源頭，即生死學的研究，目前幾乎毫無進展，大多的論述停留在書齋

的文獻考察或哲學論述。

究其實，生死學的本質是以死亡作為活（存有）的開顯之學。存有的開顯

意味著生活世界本身含有蔽障，或著說常人的活並不具有存有的意味，使得我

們只能在日常生活斷裂的裂口（如災難、意外、疾病而失親或面臨死亡的瀕臨

處境等），驚恐與悲痛地承受其命運。在此意義的生死學，意謂著活著本身是

必須學習自我揭蔽的旅途，使我能過安然面對「朝死而生」的活著。然而揭蔽

之道既不確定也無必然途徑可以依循，可說是人生諸路途中很少被走過的荒蕪

幽徑。

二、揭蔽之道的多元路徑

台灣社會的文化傳統對於揭蔽之道，以宗教論述的記載最多，其中以民間

宗教的自我轉化最為明顯。在這裡必須區別宗教信仰與生死學的差異，前者是

以宗教教義為皈依的，亦即，只要遵照教義、視其所言為真理，即是「迷途知

返」，而生死學並不依據某個教義（doctrines）來決定揭蔽與否，而是把揭蔽本

身作為等待解決的事項，必須開放到尚未決定的狀態作沒有盡頭的探索，而以

探索本身即作為死生之鍛鍊，若不經此含霜茹苦的過程，企圖以逸待勞地依

靠現成的文本，本來應該不具有生死學的本質。但是，我們也注意到，許多依

教奉行的人們在他們的實踐過程，並非只是安坐法筏，而是遭受許多苦難的過

程，如親人驟逝、身罹重疾、事業破滅等人生重大事故。在台灣民間宗教信徒

普遍用「魔考」來重新理解自己遭受的厄運。「魔考」就是魔鬼的折磨，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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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要人透過災難的折磨來消除業障，透過災難的考驗，若還能不退轉道心，

那麼就能一步步地朝向圓滿的生命
1
。

從這些研究經驗使我們看出，所謂「揭蔽」並非一次式的到位，而是有許

多層次，揭蔽只能意味著：之後的我比之前的我多一點澄明（clearing），並非

澈悟。憑依某種宗教而入生死門，並非一無是處，反而是個比較輕鬆的起點。

雖然沒有實際的調查數據，但可想像台灣本鄉人，在當年接受不多的教育，也

在本鄉謀生活的中年人是以這個路徑整理「朝死而生」的日子。許多間接證據

可以支持這個論點。

其一，台灣的神佛堂增加率甚高，大多數是個人起建，規模很小，甚至許

多神佛都設在自己的房子。這些個人式的神佛堂多少與這些民間宗教信徒的心

性轉變有關，包括夢啟冥通、改變命運、躲避厄運、祈福或高人指點。

其次，過去我們對民間教徒的轉化多少有些看輕，以為他們只是憑著一時

的感覺或「靈感」、「夢啟」而做諸多與仙佛有關的聯想、臆測的作為，可是

從近年來台灣人類學研究，台灣各地群聚的宗教小團體數量很大，典型的情況

是，一群信徒跟著一個師父，一起修行。例如，台灣新興宗教慈惠堂，一個

總堂確有兩千多個分堂，總堂與分堂沒有任何實質的關係，只是以母娘為依歸

的精神歸屬。換言之，只要有人願意成立慈惠堂，或者是因為夢啟（母娘降臨

夢境要求起建神壇）或是為在身邊信徒的要求。分堂堂主代替母娘，以降身附

體的方式為信徒解厄消災，並形成一個療癒社群，信徒的受苦會受到堂主的指

示，並獲得其他信徒的協助。事實上，無論是有宗教招牌或只是沒有名號的共

修團體，裡頭都存在著試圖消解晚年的死亡恐懼。

以我們瞭解的個案來說明可以更清楚這一點。一位事業順利的中年男人，

在他五十的時候，突然出現類似恐慌症（panic）的現象，使他對做事業失去

興趣，如何尋求醫療幫助也無法消除他對死亡的焦慮。他覺得在死亡面前，一

切變得沒有意義，在機緣中，他遇見一位師父，師父勸他入堂修行，並施予多

次的儀式治療。在他修行五年之後的訪談，他承認自己的人生有了基本的轉

變，雖然他依舊操持著事業，但已經沒有成功的企圖，而是希望以事業力量幫

助弱勢人們。他不認為他只是做善事，而是他已經瞭解自己活在世間的使命。

其三，台灣民間宗教甚傳著「歸圓」的神話胚胎，不同派別只是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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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重說這個神話。這神話的基調是：人是宇宙流散的元子，從宇宙母體（母

娘）流放到人間，必須在世間完成使命才能返回母體歸圓。死亡就是返回母

體。這個神話幾乎遍布全球，而在各地的本土宗教取得操作的平台，透過信徒

的精神轉化獲得其內在的充實意義。信徒以他們的真實境遇與個人的資質而有

各種鍛鍊，可說是一種類型的「心靈練金術」。將這過程歸諸於對自己生死的

揭蔽的一種形式，可說是本土自發的生死學。

三、台灣的文字媒介做為生死學的平台

台灣的主要出版社都曾經將「生死學」列為系列叢書，而對人普遍產生影

響的是「臨淵之書」，也就是人在面臨死亡之前托人撰寫的經驗談。最暢銷的

一本書是作家 Mitch Albom 寫他與一位多發性退化症的老師墨瑞的談話，台譯

書名「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在台灣網路有 14 萬筆心得文章，許多人承認，

因為死亡太黑暗、太可怕，從來不敢閱讀這類的書籍
2
。但在朋友的影響下，開

始閱讀，而出現各種不同的心得，這些心得的結論依照年齡閱歷與感應能力的

差異，可說什麼反應都有，從「充滿希望活下去」、「為他人而善盡一生」或

「死了什麼都沒有」，不一而足。

暢銷書並不等於深刻的生死書。台灣在十五年前出現安寧照顧，主要的安

寧照顧團體紛紛成立，其中以蓮花基金會為最具規模，它主要由醫護人員發

起，結合宗教界成立，參與這些安寧照顧團體的成員有病人家屬、安寧照顧志

工以及醫護人員。這些成員對生死學書籍的閱讀相當深入，也受到深刻的影

響。

以一個生死學讀書會的討論為例。日本醫生山崎章郎的「一起面對生死」

曾經引起廣泛討論，尤其對日本人普遍面臨癌症告知的文化特性，有著亞洲文

化的共鳴。日本評論家江藤淳的『妻と私』（文藝春秋、1999），台譯：「摯愛—

妻與我」（麥田 出版社，2000）的「生與死的時間」：江藤淳在醫院看著昏睡

的妻子，突然失去了世間的時序時間，進入時間晶體的回憶共在的非時序時

間，深深感動許多志工，被放進學術的探討
3
。美國安寧照顧醫師 Kübler-Ross

的影響也很大。另外，美國的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書」也是一時的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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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不過，做一些簡單的調查，多數人並不讀這些書，只是買來放在書架上，

這裡有個很耐人尋味的訊息：冥冥中知道生死是大事，卻又害怕靠近。

語言既是揭露了某事的方面，卻又把其他方面關閉起來。語言這種特性對

一般人是很有幫助的，一方面不做澈念的生活會比較容易舒心過活；另一方面

每人都覺得死亡還很遙遠，無須遠慮。即使在安寧病房的垂死病人，也盼望能

看到明天的太陽。生死問題對多數人都太沈重，對於能過輕鬆過日心情，追求

澈念可說是自找麻煩。

然而，台灣的小說家卻透過實情的文學演繹，將生死的問題從側面挑出生

死學的氛圍，其中以蘇偉貞的「時光隊伍」，描述她的丈夫住在病房離世的過

程，從死亡的過程反差出具體的人間條件：醫療態度、朋友關係、配偶關係以

及死亡的不可捉摸，對死亡的英雄主義。

四、若隱若現的生死學

然而，我們遇到兩種情況，令人深思。

第一個情況是，在余德慧教授生死學的公開演講，如果聽眾是大學生的年

輕人，他們往往會顯得沒耐心，覺得提這麼遙遠的事情是多餘的，但是只要聽

眾在四十歲以上，都會專心聽講，有時會聽到聽眾低聲抽慉，可能處到一些長

輩過世的回憶。暗底裡的恐懼變成夜裡一條拖曳的陰影。

另一個情況是，一些大學同事告訴本文第一作者，在他們陪著至親過世的

過程，才開始讀生死學的書，特別指出他寫的那些書籍 。他們提到那個時刻

非常茫然，對自己的存在也感到危殆不安，深夜陪著病親，眼淚不停留。有個

四十餘歲的兒子在父親的加護病房等著，突然顫抖地「看見無常（時間流逝、

人生變動不居）」就在眼前。這種瞬間的洞見，可說如海德格所謂的時刻（the 

Moment）。

這是個值得提醒的事。對人生澈悟本身就如烏雲裡突然閃出的陽光，很快

就過去了，烏雲依然蔽日。對生命的揭蔽幾乎是薛西弗斯（Sisyphus）的山頂

石頭，一項不可能抵達的工作，了然生死永遠在搬運石頭的過程當中，然而，

這是對習慣有對象化的意識是很難接受。我們的生命經驗裡，總也會有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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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痛、人際往來與生涯抉擇的倫理調停時刻。只是，當我們受傷時，我們可以

懂得暫停，所謂的「傷停」時間，如薛西弗斯的推滾巨石神話，雖然單調且看

似徒勞無功，但「夜晚」的休息與等待「日出」的推石任務，讓枯燥無味的工

作，有了喘息「生養」、「目標」方向與盼望「改變」。但有時，我們讓生命巨

石的輪子滾動得太迅速，忘了休息或遺忘初衷，在隱喻上，就可能跌落深谷，

而遭逢巨變，慣性於是有了裂縫。

人們一直要求有一個明確的死亡圖像或計畫，古代宗教不但提供圖像，也

提供作法。然而，這種對象化的死亡圖像很快失去個人的意義，因為它缺乏將

人帶入深刻體會的動力，只能是外邊性的說詞。死亡作為經驗的不可能性，所

以死亡本身對自己並非最具動力的事件，而是趨近（他人）死亡才感覺到日常

生活的斷裂，從那個裂口，某種恍若領悟如閃電般一閃及逝。

悟本身即是一個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謎樣。我們從台灣的現象出發，可

以發現台灣對「化迷轉悟」的過程，有某種程度的朦朧。「啟悟」這個名詞在

台灣民間宗教或新興宗教常被用來說明某種信仰的轉化，但這只是外部的語

言，真正的操作則是透過夢啟與神啟，前者是由夢思帶來領悟，後者則是透過

神卜來指點迷津。這兩種啟悟是在無端的情況之下發生的。與其說人們把夢啟

與神卜當作理性的底線，不如說是把無端發生的事物當作感情的依歸。

換言之，民間的啟悟並非高明的理性或深奧的哲思，而是「我願意…」的

情感，對生命的願有決斷的處置。因此，台灣文化在啟悟的理性說明極端忽

略。在 1995 年台灣出版了中文版的「清貧の思想」（中野孝次著，1992 日本出

版
5
），這本書將精神轉化的細節描述甚為細膩，良寬和尚的描述引起台灣讀者

許多共鳴，中國近代的弘一和尚非常接近良寬，但為弘一寫傳的許多華文書卻

無法將弘一現象做深刻描述，而是以事件為主的外部摹寫。本來比較兩人的傳

書內容並沒多大意義，但從文化來分析，卻可以明白不同文化對精神性的揭露

是有不同層面的發展，在台灣的我特別注意到情感在日本深刻描述裡佔有主體

的位置，文字的用詞總是要想辦法抵達那感性的流動，這點在中國描述相當卻

欠缺，倒是歷史事件性的細描卻十分豐富。

如果生死學最感性的部分才是真正的核心，那麼涉及生死的詩歌、吟唱、

音樂、藝術等就是最好的表現，而非深奧的宗教經論或哲學論述。最明顯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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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哀悼之歌幾乎都來自日本殖民年代至今，台灣民眾記得的哀歌大多來自韓日

電影，自己生產的則是悲怨之歌，那是承襲日本殖民時代的演歌。例如今年

（2011）台灣一位金控公司總座攀山失足而亡，追悼的歌是日本殖民電影的「莎

韻之歌」。至於從中國大陸傳入的哀歌幾乎沒有，弘一和尚改編西方歌曲的驪

歌是少數中的一首。

作為生死學的文化省思，我們並無意比較台灣與他者文化的生產差異，只

是想說明，如果我們把生死學視為多方面、多層次的多元體，而生死的感性可

說是它的骨髓，這部分是無法從大學通識教育的生死學獲得彰顯，而需從日常

生活涉及斷裂的時刻所做的表現。台灣電影「父後七日」與日片「送行者」有

個可以是為文化反差的評論。「父後七日」的表面基調是詼諧，但背後卻隱藏

著悲哀，例如在父親死後的喪禮七天裡，一些詼諧的鏡頭一直佔據主要的畫

面，一直到父親死後三個月，女兒從日本出差回來，在機場免稅商店看到爸爸

喜歡的香菸，直覺地買了一條煙，走出機場才想起父親已經過世，忍不住傷心

痛哭起來。

反之，「送行者」則一直以低沈的灰調來進行，卻慢慢地以一種象徵性圓

滿（如火葬爐邊的老友、父親手中的小石頭）。此次「朝往東亞生死學」大會

論文發表人楊濟襄教授分析「父後七日」與「送行者」，她在結論提到前者對

於死亡的態度是「敘事」的；後者則深富「哲學」。但本文認為，與其說東方

（亞洲）對於死亡態度是「敘事」，不如說是「反哲學」。如果《斐多篇》提到，

哲學無非就是練習死亡，我們的日常生活，事實上是避免「練習」死亡，不去

探問生死本體的哲學大問，但在實踐行動中，卻又清楚看到與死亡的內隱關

係，如科儀就是一種音容宛在、雖死猶生的聯繫。但儀式結束、活動告一段

落，死亡就成為封存經驗，從「非常」到「返常」，日常秩序就又回到生死兩

分的世界。而當不經意的線索碰觸心思，那與往生者的幽緲關係才又被召喚出

來。

於是，如果海德格的此有（Dasein）提到「朝死而生」，田邊元的「死的

哲學」倡議「朝愛而死」，我們對於生死無盡的觀點，似乎難以明確倡議「生

存哲學」，也無法抵達「死亡哲學」，我們對於生死大事的態度是「做，就對

了」，只有實踐行動卻缺乏實踐知識（哲學）的批判反省，行動變成只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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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化後的行動循環而已。這樣的生死態度，終究無法成為普世性的人文深刻

反省，而只是在苦難後展現布施的「大愛」身份認同，這樣的「大愛」在面對

多元文化所帶來的衝突與對立時，往往缺乏以更高層次的抽象反思，哲學地思

辯、理解何種才是適當的言語或行動，只是奉行一種默認的「反哲學」行動，

對於生死大事的態度差異顯像，變成反而只是位階或身份的區隔而已，缺乏細

緻、深度的省察。

本文認為這裡頭的文化意義不是偶然的，台灣近年來一直處於被斷交、歧

視與島內諸多打結的內政問題，卻幾乎未曾有正面、認真的政策討論，反而以

一種惡搞（kuso）的方式略去重點，其實一般國民內心暗藏著焦慮不安，偶然

有國民在國際有一些表現，都會有過度的讚譽，似乎想以過度的讚譽，減低台

灣自我的渺小感。

這是一種近似面對生死的態度：當年紀漸漸大了，也知道死之將至，但在

無法面對之下，以一種不在乎的態度來過日子。台灣人雖然知道，日本文化美

學把生命之生，從櫻花離枝那刻開始，而以落地為死亡的比喻，但這樣的美學

幾乎不在台灣文化有任何讚聲，在台灣不是以輪迴轉世就是以科學虛無主義待

之，而前者促成經懺儀式盛行。但是台灣人晚年對依山傍水的要求從未消失，

所以晚年皈依宗教的現象居多。

最近有兩位登山迷的死亡，多少顯示出台灣屬於東亞的死亡美學。蘇文政

醫師是台大醫科的入學狀元，林克孝是台大經濟系的高材生。這兩位菁英在他

們生涯的顛峰時都因墜山谷而亡。蘇文政的死來自他對一位登山友在山裡失蹤

的懸念，獨自上山尋找，失足落谷。林克孝則是熱愛自己開闢的蹊徑，在跨山

溝時誤捉朽木而落谷。在蘇文政死後，林克孝追念之詞提到：

「我有時也會獨自上山，也很快發現在任何再安全的地方不小心摔一跤，

都可能讓自己陷在別人想找都找不到的地方。所以也會揣摩如果陷入這種

困境，我會怎麼想。…我會非常想念家人，我會在山上大聲喊我愛他們。

我會希望大家能堅強地原諒我的疏忽。我希望大家能把有限的生命與相聚

無限延長到想像中的一生。…像爬山前的短暫分別，我出門去登一座沒爬

過的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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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林克孝一語成懺。最根本的問題在於人們的詮釋，多數網路之反應是難

過無語，但也有人發現「死於其所」的求仁得仁美學：「我愛山，最大的幸福

是死在它的懷裡」。這種美學的台灣版本是：我們在悲泣中讓哀痛反轉，而不

是西方理性的意志論。

哀痛反轉是個弔詭現象，人們不是以解脫生死為念，反而以最深刻的

投入而獲得解脫，是一種無法以邏輯成理的古希臘哲學家恩比多克勒斯

（Empedocles）式的看待死亡。

五、宗教家領導的生死學

台灣的宗教領袖都對生死發表看法，法鼓山的聖嚴法師的「歡喜看生死
6
」，

慈濟的證嚴法師的「生死皆自在
7
」，佛光山的星雲法師的「佛教的生死學

8
」、天

主教單國璽樞機主教的「生命告別之旅
9
」等。這些宗教領袖都擁有眾多信徒，

尤其單國璽在罹癌之後，到全島各處以自己面對死亡的信仰生命經驗告訴人

們，影響相當廣泛。

然而，多數的生死學宗教論述偏重於將死亡對象化，運用宗教觀點作觀念

性的請求，如死亡是不可怕的，只要你做…（如善事），以及指導一些儀式治

療等。這些宗教論述缺乏個體化、具體化或過程性的，經常以某種簡單的結論

作為抵達，或過早關閉探索的大門。這樣的作法對平信徒（following believers）

可能就夠了，接下來只要「老實念佛」、「虔心禱告」就行了。這是最容易的途

徑，人是否需要像托爾斯泰在五十歲進入大懷疑，然後訪哲學家、神學家析辯

一番，最終無功而返，只好下田作農夫，回歸田野。台灣承襲中國（如老實念

佛）、日本的傳統（如念佛人），採取最簡便的論述（如輪迴、業力），而使台

灣的老人在祈禱、念佛裡航向死亡。

從這簡捷的面對生死是否意味著生死學這個追求是否存在著根本的問題？

對於自身存在的問題是否是一種認識論的幻念？我的主張這個問題要從主體形

構的樣態來探究。基本存有學的問題是：人的存有（existence）與人寓居於世

（being-in-the-world）的關係是個非常模糊的，作為人的意識無法確立在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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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與存有的關係，但人卻可以從在世之中形構它的主體樣態（constellation of 

subjectivity）作為某時間階段草擬性的存在者（discursive existent），某段時間的

自我感以及理解事物的層次。

生死學的揭蔽即涉及主體樣態的改變，最清楚的是舊主體樣態斷裂而造成

新主體樣態的生成，如因災難失去依靠或在世鍵結的折斷，而就一般人來說，

如何去維持主體樣態而無須改變才是關照之所在，這是所謂世俗生活的自然態

度。當衰老來臨，最安適的方式就是再不改變主體樣態的前提安度天年。入世

宗教平信徒往往採取這個方便法門，而虔信徒則採取主體樣態的改變。

善國璽主教是以自身的癌症處境來闡釋他的活著。他的理性原則是：把癌

症繳給醫生，把性命依託給天主。他整理出許多生命領悟的法則，類似美國罹

癌教授 Randy Pausch
10
 的《最後的演講》（The last lecture）。

六、道證生死學

儘管是如此的經驗之談，依舊是屬於外部性的主體描述，若要談到生死學

的神髓，道證的生死學是近年來台灣最動人的實例。

過去二十年，台灣出現道證法師顯現出其深刻虔敬的生死學。這位女法師

曾是腫瘤科醫師，自己也罹患癌症，而以非常虔信阿彌陀佛過著深刻的生活，

她出版許多著作，全部都是免費贈送，字裡行間充滿虔信的真摯，她的行儀也

像神話般感動著人們。她的存在與遺風可說是台灣最深刻的生死學，可惜，台

灣的群氓文化 使得道證的生死學無法傳布。道證生死學就如一滴非常濃的墨

汁，無言地在畫布的一角。

這當然不能訴諸於台灣社會的無知。道證生死學作為真正的生死學，就是

在任何瞬間都是存在的搏鬥，沒有成果可以總結，也沒有遠景可供遠眺，它可

以被說，但所說的永遠無法抵達道證生存的片刻。道證生死學的關鍵是時間，

而且不是人活多少歲數的歲月時光，而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指的「綿

延時間」（duration），屬於精神生產的內在時間，存在者投注在眼前具體情況

的奮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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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一口氣，讓我竭誠歌詠阿彌陀佛。……最後的一抹微笑，願化入

彌陀的微笑，化入那永恆召喚，無盡奧妙的微笑。最後的呼吸，願納入彌

陀的鼻息，成極樂國土湧自光明，奏百千種樂的陣陣清風。」（道證：「日

落之歌」）。

「阿彌陀佛」是道證的生死學平台。從宗教的觀點，以為「阿彌陀佛」有

這不可思議的力量，但是「阿彌陀佛」並非實體，祂的力量是道證的主體所帶

來的，而非「阿彌陀佛」的任何經文所宣稱的特性。在道證的奧秘時間，呼一

口氣：「阿彌陀佛」，吸一口氣：「阿彌陀佛」，裡頭有道證的阿彌陀佛美學，詩

意的感情。

這裡，道證生死學的真髓即在生命 = 時間的每一片刻所賦予時間（= 生命）

的內容，就時間的形式來說，每個當下即起即落，迅速起落，問題在於起落之

間的內容是真摯的給出。道證的癌症所造成身體的痛苦是存在的體質，但道證

時間並不等於體質時間，道證並未以對抗疾病而努力，相反的，她把時間投入

阿彌陀佛的世界裡，念佛、禮佛、畫佛、為佛勞動等體念佛的行動，她虔心在

裡頭創生她的生命（= 時間）。若以柏格森的綿延時間（duration）理論來說，

道證的當下的雙重組構是：在現實裡，她是個為佛的勞動者，也是拖著病軀的

受苦者，但在她的潛在（the virtual）不是一般的回憶、記憶或歷史感，而是她

一心皈依的阿彌陀佛—這樣的繫念是她的生命（= 時間）的內容。一般我們的

最屬己的時間是自我的憶念與當下的現實所組構的，而道證的組構方式（念佛

的現實與阿彌陀佛的潛在）使得人生回首的悲嘆減少許多，而烏托邦是的未來

希望卻破雲而出，成為她存在的前瞻。

道證生死學也凸顯生死的關鍵問題是「百般說法皆不中」的窘境。在台灣

的悼亡反應，如誄詞、悼亡詩文都令人有空虛之感。人們讀悼亡文章，大多直

接對寫作者做反應，而錯開生死瀕臨的切近性。雖然，榮格（Carl Jung）派學

者指出，人類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斷裂使人錯失他對自己的深刻認識，而多數

人是無法從他人的經驗透過認知的認識而知生死，甚至任何強烈的主知主義都

會將人帶離生死瀕臨感。

死亡作為活著的不可能性，無論如何也無法經歷死亡，人只能以瀕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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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情獨自體會。雖然，身體的不斷衰敗可以提醒死亡的逼近， 但依舊任何

文化都跨不過活著的獨自性（existing solitude）這個存在的絕對性，亦即，任

何文化層都是主體型態所建構的外在性，主體型態本身即是建立在看見他人而

使主體也成為他人，這與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我的活著」（my 

existing）作為「無論如何都是我的絕對屬己」完全在不同的秩序，他把「存

在著…」（existing）還原到存有的原生質，裡頭並不存在任何與世界勾連的關

係，更抗拒任何多元性
12
，而生死學的神髓正是「唯有獨自的活著」作為根本的

基調，因此，作為文化表現的生死學根本無法觸及其神髓，或者說，作為文化

表現的生死學必須能夠克服無法與其神髓聯繫的困難，亦即，生死學必須透過

本體性的事件（ontological events），使得我們做為主體者可以締結「存在著…」，

若然，大規模的災難正賦予這個契機。

七、臨床生死學

台灣在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發生芮氏規模 7.3，（美國地質調查局測得矩

震級 7.6），產生讓台灣進入本體的事件。那時的台灣的心靈好似分成油與水兩

層的液體，浮在上面的油不斷出現捐款、送物資、悼亡與嘆息，而其下層的本

體則無言地流淚，在觸目的畫面驚心，一直到次年的政治事件（總統選舉）才

縫閉。縫合之後，彷彿一切沒事， 只剩下一些被稱為災後創傷症候的殘餘。

這種將世間時間加以截斷而露出本真時間的受苦處境，可說是人生的臨床

現場，我們的生命直接面對死亡的瀕臨而感受極大的震撼，人間關係的存在並

非徹底的真相，反而是那無法名之的無名存在如黑夜襲來。但災難不是唯一的

驚悚，在癌症病房、安寧病房存在著許多生與死的抉擇，許多痛苦的生（插

管、氣切、腸造口等）與恐懼的死之間，發生許多倫理的決斷。詹納（Richard 

Zaner），一位美國的現象學家，任職於醫院倫理委員會，處理了許多這些臨床

倫理的問題。他有關這方面的第一本作品 The trouble voices 一出版
13
，立刻受到

台灣哲學家、醫護專家、心理學家的重視，並由時任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

的蔡錚雲教授與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院的許敏桃教授邀請，數度來台協助建立

臨床倫理師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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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房是生死之地，而且沒有任何原則性的思考可以取代當事者。所謂

「臨床生死學」指的是人在瀕臨死亡的獨特處境，無論當事者或其親人都備受

煎熬的痛苦。2011 年 8 月，台大醫院發生移植愛滋器官的事件，真正備受煎

熬的是接受移植的病人與家屬。這內心事件無法從外在的媒體得知，而默默承

受心情已經自外於法律、醫療、社會的喧嘩。雖然，照俗例又被遮蔽的內心煎

熬，但被遮蔽的事物並非無動於衷，反而有一種潛在的缺乏蓄積著力量，讓這

些無法預料的具體處境成為生死學生成之地。

我們對臨床生死學的概念衍生自人文臨床，但迥異於死亡哲學。臨床生死

學主張對具體死亡事件的多向度探討，並強調人文社會心理在臨床的積極多樣

參與。以目前生死學低度發展的情況，似乎看不出臨床生死學的潛力，但是許

多跡象顯示，傳統在生死問題活躍的宗教、哲學論述已經式微，許多無意之間

闖入生死學領域的醫師（如 Kübler-Ross）、作家、病人、病人親友、律師等多

方人士，沿著自身緊密發生的死亡事件，實事求是地探討死亡事件的不同面

向，使得死亡事件進入論述的臨床現場，不談大觀念，亦不求澈念，卻在死亡

事件的多層次流動著。

事實上，面對複合式災難的今日，我們都在同舟共濟的人生路途上，就像

是能夠躲過這場暴風雨並不意味著就可以免於下一個颱風的侵襲；同樣地，可

以避免颱風侵襲，也不擔保就可以免於海嘯的威脅，唯有走出對立衝突的泥

淖，同時開發東方、亞洲，甚至就是整個「東亞」對於「死生行動知識共同

體」的組織化發展，進而回歸到人性 / 人文意涵的深切反省，方能把在全球化

後陷入迷惘分歧的社會、自我與人我關係贖回來。

八、小結語

死亡事件的顯像，撞擊了當代個體的「阿奇里斯（Achilles）之腳跟」，死

亡是健康活力徵象的威脅罩門。儘管死亡無所不在，面對死亡傷痛如何寬解這

古老世界的遺留話題，晚期現代社會依舊所知不多，難有規則可循。於是，死

亡在不確定的時空中，往往形成一則禁忌。本文則從台灣生死學發韌脈絡開

始，而後由死亡的多元揭蔽之道談起，而後歷經文本生產、文化（字）產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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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論述，點出台灣對於生死現象的若隱若現態度。而後，由宗教家領導的生死

學學、道證生死學到臨床生死學的具體處境下，理解台灣生死學的礦脈。如果

死亡是不可迴避的創傷面容，則當「創」傷有了「創」造的意涵，所有黑暗的

災難，就打開了光。人一說話，就有了光，也就有了話語，也就有了接應、傾

聽與回答。這樣的悼念往生者的後續性倫理諮詢關係，也就有了更深層的個人

省察與臨床實踐。

如果死亡事件可以帶給世人啟迪，也許就是讓我們深切體會到，置身死亡

創傷處境，言說是不可能的，不去言說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拒絕言說的行動

並非指涉著否認殘酷事實，而是一種逐漸認識瞭解到創傷尚未達致得以敘說的

開展狀態，因此，無法以飽滿的語言銓解。對於存活者而言，創傷事件的真

理，在於事件的發生，拒絕簡約的理解。

由此，死亡開啟了永遠無法長握的、永遠是不可能的、永遠充滿謎面的未

來的一種關係，我們只有謙卑尊重生命的選擇以對。本文最後以兩位「九二一」

喪親者災後重建為例，進一步揭示，生命的苦痛故事，抗拒簡化的解釋，需要

細膩的聽法，這卻是社會所欠缺的。

一位先生不幸於九二一罹難的朋友，最近原地重建的新居落成，入厝的心

境，少了喜悅，多了感恩。一進新家大廳的正面牆壁，左上方開了一個小窗

口。地震前，這面牆的正後方就是樓梯，那一夜，先生要上樓搶救子女時，不

幸爬到一半被壓死。當時，她先生罹難的位置就是現在的那扇窗。她說，留一

面窗口，是一種追憶、思念，也讓先生可以探望這個新家，守護子女的成長。

她清楚知道，悲傷像是一個雙面鏡，當妳目視懸崖深淵的那一端，懸崖深淵就

同樣目視妳。或許，唯有將創傷視為一種介於毀滅與存活之間的弔詭，我們才

有能力去指認創傷經驗裡，尚未被理解的那一部份。

另一位其先生不幸於震災罹難的女性，選擇易地重建家園。為了避免觸景

傷情，她的新厝採用了迥異於災前的居家風格。然而，她卻保留著先生生前的

泡茶桌及茶組設備，每天晚上她總會擦拭茶具。親朋好友一直擔心她無法走出

陰影，或者認為她仍無法接受事實。我們很容易掉入她採取了否認的心理機制

因應創痛的解釋，但她認為，維持這樣的習慣，是她與先生維持某種幽杳聯繫

的方式。倖存者會透過一些儀式，在日常生活保持某種如昔的狀態，以維持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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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由此，倖存者與罹難者間關係的象徵轉化，反倒因為失落的事實，產生

新的關係締結，音容宛在感的力量，推向個體成長的來源。

因此，人性苦難處境下的照妖鏡，也折射出友情、親情、倫理和記憶的糾

葛，心理隔離與集體焦躁的共生回憶，往往也是歷久而珍貴的生死之謎。

經由本文之途，我們逐漸體會到生死學會帶領現代以及未來的人類發展新

的宇宙觀。早期的宇宙觀已經殘破不堪，而在現代科學的發展下，尤其在內宇

宙（微分子層）與外宇宙（地球與太陽系的關係）的研究，將深刻改變人文的

思維。尤其在地質、天文的研究，我們瞭解地球的生滅愈見真實，人類的自危

意識將會浮上台面，人類在深度無助之餘，會發生何種變化，是深層改變，或

者自我放棄，這將是未來生死學的需嚴肅面對的未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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