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談臨終悲傷 張沐晨文 

癌症病患比一般人更容易思考的死

亡的議題，而在腫瘤科病房裡，

死亡並不罕見，但當一個患者面臨臨終

死亡階段，氛圍都是低迷哀傷的，經歷

一個臨終的過程，並不是一個臨終者的

事情，而是一個家庭要面對的狀態，也

是一個家庭會有情緒的改變及痛苦的產

生，是可以運用陪伴、增進與病人及家

屬的溝通、增進家人與臨終病人道別、

滿足臨終家庭的文化需求（陳、梁、張、

廖，2011），而降低病人及家屬在面

對臨終時刻的而所產生的低迷氛圍，面

臨臨終死亡階段，氛圍一定是低迷、情

緒一定要哀傷嗎？這個議題值得探討。

故於108年 4月 9日於法鼓文理學院，

由一位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

康心理諮商系生死組碩士生及六位法鼓

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士生進行此議題之

討論。

討論重點摘錄

討論一開始先對遺族會產生哀傷

低迷情緒進行釐清，一個人的逝世對於

遺族而言，親人死亡的悲傷，是因為自

己的有情感，是一種關係上的失落，所

以會產生哀傷，所以，遺族會產生情緒

上哀傷，並不是有親人正面臨死亡、正

在死亡或已經死亡，而是我的親人即將

離開我、正在離開我或已經離開我，我

即將要失去一位親人，即將失去了與這

位親人的關係，我正在失去一位親人，

正在失去與這位親人之關係，或者，我

已經失去一位親人，已經失去了與這位

親人之關係，我與這位親人的已經失去

了連結，所以哀傷，所以面臨臨終死亡

階段，氛圍低迷、情緒哀傷。

接下來，我們開始討論有沒有跳

脫面臨臨終死亡階段，氛圍低迷、情緒

哀傷的情況或文化的不同面向。

以宗教文化的面向，在藏族文化

藏傳佛教裡，生命觀有「轉世」，在

人要逝世前，會請巫師到臨終者前去找

到臨終者即將轉世的方位，臨終者臨終

後，遺族必須按照巫師指示的方位，準

備亡者喜歡的物品去尋找亡者轉世後的

轉世者，並且跟他相認再次成為家人，

藏族文化中無法忍受遺族不去尋找親人

轉世後的轉世者，是一件不對不道德的

事，對於藏族民族而言，尋找已逝親人

的轉世者，這是他們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因為遺族沒有失去親人、沒有失

去一段親人關係上的連結，故藏族文化

中面臨臨終死亡階段，沒有氛圍低迷、

亦無情緒哀傷。

以歷史思想的面向，在莊子道家

思想中，死亡不該悲傷，死亡代表亡者

這一世的功課已經完成，已經結束，可

以回歸自然，回到無為的境界，所以在

莊子喪妻的時候，親友來訪，看見他沒

有哀傷的情緒，他正在歡樂的打鼓，所

以莊子在面臨臨終死亡階段，沒有哀傷

的情緒，也沒有低迷的氛圍。

完成道別的面向，有一位八十多

歲的老人，生活功能都正常，有天與

他的親屬進行道別、道愛，沒多久後，

老人在家中安然逝世，遺族在辦理後事

的時候，沒有哀傷的情緒也沒有低迷的

氛圍，遺族表示，因為老人有與他們道

別，再加上老人於睡夢中安然離世，遺

族表示是一件好事，所以在這個面臨臨

終死亡階段，可能有微量哀傷的情緒，

微量低迷的氛圍，因為還是有失去親

人、失去一段與親人關係上的連結，但

因為有提前道別所以，大幅下降了哀傷

的情緒、低迷的氛圍。

最後，我們討論出，死亡是一種

關係斷裂的時候，失去的關係，沒有人

可以遞補，悲傷是自己哀傷是個情緒，

並不是理性可以準備，而愛別離苦，哀

傷是另一個發洩，應該接受遺族擁有哀

傷的權利，悲傷並不一件壞事，但可以

藉由同理、陪伴可以減少愧疚及減少遺

憾，來降低哀傷的程度，而適當的臨終

關懷，盡期所能、隨緣隨份，進行互相

道謝、到愛、道別、道歉，把一切緣分

看待成善緣，並不是惡緣，都可改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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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面臨臨終死亡階段，哀傷的情緒，

低迷的氛圍，而面臨臨終死亡階段，氛

圍不一定是低迷、情緒不一定要哀傷，

就如同結婚不一定是開心的事情。

文獻查證
依上述討論的內容進行文獻查證

一、藏傳佛教與轉世
於 2016 年張譽薰發表於生命教育

研究中的論道教與藏傳佛教《西藏度亡

經》 臨終過渡階段的生命關懷及劉婉

俐於 2003 年在中外文學中發表的藏傳

佛教文學中的心智科學與超時空關係，

進行文獻的摘錄及整裡如下：

藏傳佛教中西藏度亡經裡的生死

觀為生死相續，無有止息，西藏度亡經

承載藏傳佛教的生死觀及其臨終關懷，

呈現了一般人死後成為「中陰」（指

人自離開世間之後，上為投生前的階

段），從死亡過渡到再生階段，西藏度

亡經存在的價值有開示臨終者安穩經歷

死亡的過程，克服死亡恐懼，也可以協

助活者的人遺族勇敢面對臨終者即將死

去的是事實，進而達到生死想相安之目

的，而且西藏度亡經認為死亡並不是一

種毀滅，指是由一個接度轉化至另一階

段而已，所以死亡就是更換另一個新的

肉體，通常亡者會在死亡後四十九天內

會投胎再生，但有修行成功者可超脫生

死成佛，而心理學家榮格曾將密乘壇城

與集體潛意識做比較研究，表示人的存

在狀態分為六種中陰 : 處生中陰 ( 即日

常的生活狀態，或稱自然中陰 )、睡夢

中陰、禪定中陰、臨終中陰、實相中

陰、和投生中陰。為了讓人死後 ( 投胎

中陰 )，我已順利轉世，在人活者的時

候透過夢樣的意識世界 ( 睡夢中陰 )、

禪定或出神的意識狀態 ( 禪定中陰 )，

事先演練、熟悉整個死亡的歷程，在經

歷死亡意識狀態 ( 臨終中陰 )，體驗實

相意識狀態，亡者知道自己已死亡，意

識脫離肉身，進入四十九天的幻相之旅

( 實相中陰 ) 到再生時的意識狀態 ( 投

生中陰)，而睡夢中陰，於睡夢的過程，

很類似臨終中陰的各種階段，一來是因

為在入睡的過程中，意識與四大的消融

近似於臨終的情景相似，所以在睡夢中

陰中的練習非常重要。

西藏度亡經也對死亡、中陰、轉

生 ( 投生 ) 與法身、報身、化身三身修

持的相互連結進行說明，一般人歷經

這些狀態時無法自我控制，修行者可

以控制並加以運用以成就佛果三身 ( 法

身、報身、化身 ) 這三者分別與死亡、

中陰、轉生有類似的性質，達賴喇嘛表

示在無上瑜伽中死亡、中陰與轉生稱為

三身的基礎。因修行者在觀想層次歷經

淨光時，同時觀空。這是法身的修行，

是淨化死亡的要素。就如同一個普通人

在經歷死亡後進入中陰身的狀態，修行

者修生起次第觀空之後，呈現一個為細

身，但還是在觀想層次，這就是報身的

修法，是淨化中陰身的要素。接著，一

般人從中陰身回到粗糙身準備轉生，這

時修生起次第的行者要觀想從報身中出

現化身。這就是化身的修行，是淨化轉

生的要素。

二、莊子與道家的死亡觀
於 2012 年許雅喬發表於止善中的

莊子喪葬思想對臨終關懷教育的啟示及

賴錫三於 2011 年在漢學研究中發表的

《莊子》的死生隱喻與自然變化，進行

文獻的摘錄及整裡如下：

有關莊子的生死思想，從《莊子‧

至樂》云：「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就是莊子

妻死，惠施去弔喪，看到莊子沒有一點

哀傷的樣子，還能敲著盆子唱著歌，惠

施無法理解，並質疑他的行為不免過於

無情，然而這「無情之情」實為更深刻

的真情。莊子當然知道人面對親人死亡

時不免錐心泣血，他自己剛知道妻子死

時，也不免會有所感慨，但他視生死為

四時運行的自然變化，是宇宙大化流行

的常態可，要說明莊子面對生死及喪葬

的態度，一般面對至親好友死亡時，很

難坦然接受，更不可能「鼓盆而歌」，

莊子這種特立獨行的行為，雖令人費

解，但所顯露出的生死思想，實是莊子

有幾個理念。

第一個是道與氣：人起初本 來是

沒有生命的，沒有生命沒有形體，不僅

沒有形體且還沒有氣息，在若有若無之

間，變而成氣，氣變而成形，形變而

成生命，現在又變而為死，所以妻子死

了，她只是地回到大自然的中，這是一

種解脫與安寢，所以才不哭而歌唱，人

的生命變化而言，生死是可以互相轉換

的，因為生死只是氣的聚散而已，人毋

須以為患，萬物亦是氣的聚散，故將生

死視為氣的聚散。

第二個是生死一條：死亡的只是

外在的形骸， 在宇宙大化流行的精神

生命是不朽的，莊子提出「天地與我並

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概念，打破僵

化的思維 - 悅生惡死，了然死生變化，

不僅是必然的自然演化與造化，在心境

上能適生、適死，進而超脫生與死的羈

絆，認為精神不受生死觀念所限制，即

可衝破現實的界限而自由飛翔，如此，

精神即可參與天地的變化，可以超越時

空的限制，與宇宙及萬物交感而合而為

一，是以死而不亡，故面對生死變化當

能安時處順，而了解莊子對生死的看

法。

對於莊子的死亡議題之探討，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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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道家的終極關懷之詮釋空間。死亡

非採取一般宗教儀式，而去尋求永不變

動的超越樂園 ( 另一個烏托邦 )。莊子

認為必須接納死亡，因為生和死共構為

自然變化之整體，肯定變化就必得肯定

死亡，這樣可超越「悅生 / 惡死」 的

二元論困境，任何人無所逃於天地間的

必然命運，任何人都不能不遭逢，屬於

自然韻律之「命」，無所逃脫，也改變

不了，強求不得，死亡為人帶來黑洞般

的吞噬感，人生意義可能被虛無空洞。

而莊子大量書寫死亡，正為近身反思生

透過死亡書寫而重開生命之路與解開自

然變化之秘，莊子死亡書寫，並非令人

恐懼的外部對象，或充滿悲傷、虛無、

荒蕪的情調，而是一派寧靜、祥和、從

容、自在， 甚至還有嘉年華的喜劇氛

圍，老子或莊子，都會以「安息」 意

象來描述死亡，人終於能將各種勞苦重

搶、千百掛慮，一併放下，然後平靜安

和穩穩長眠，並非一廂情願或悲觀主義

式地歌頌死亡世界，而只是方便法門地

提醒人們：過分怖畏死亡，就像過分貪

戀存活一樣，都落入死生為二的情執陷

阱，而在至樂篇最後也提出未嘗死，未

嘗生的理論，將「悅生」倒轉為「悅

死」，體會到「至樂無樂」之樂。樣的

極樂並不是在於取消死亡後，另外擬想

一個沒有死亡的他界烏托邦，而是接納

死亡就像接納生命一樣，讓它們相互成

為彼此內部的力量，如此打通死生隔聞

為二的偏執，才是真人所謂入於不死不

生、生死無變於己的從容悠然之境。

三、生命末期臨終關懷
於 2012 年由陳雅琪、楊立華、張

理君、廖珍娟共同發表於腫瘤戶裡雜誌

的臨終癌症病患家庭之關懷、林育陞於

2017 年在諮商與輔導中發表的生命的

最後一哩路－臨終關懷及陳大正同樣於

於 2017 年在諮商與輔導中發表你今天

善終了嗎？，進行文獻的摘錄及整裡如

下：

臨終關懷是對生命尊重的一種態

度，特別對於重症與癌末病人的尊重，

但因醫療進步延長病人生命不是一件難

事，生命品質卻不敢保證是良好的，臨

終關懷目的 就是幫助病患及其家屬能

夠在生命最後的一里路的到尊重與照

顧，而臨終關懷，除了陪伴家屬與個

案，廢除不必要的醫療救治外，另一個

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死亡做準備，大部

份的人一生中，總會帶著遺憾和不圓滿

的。如果能夠在生命結束之前，正確的

道謝、道愛、道歉與道別 (四道人生 )，

可協助臨終者和家屬來說盡力地處理遺

憾、疚責，是一種將遺憾減低的最好方

法。

由於臨終病患和親友的相處時間

不多，所以照顧者應協助病患和親友們

做真誠且有意義的溝通，讓病患感受到

關愛與祝福，為即將的分離做最後的道

別。而臨終的病人及家屬認為道別是很

重要的，與臨終的病人道別將影響家庭

的成員在經歷家人死亡過程的情緒療癒

與健康。

討論與結論

根據以上臨終悲傷的議題，透過

了文獻查證，反思護理人員於臨床實務

可以運用的方向，在藏傳佛教與轉世面

向，因有宗教文化受限，較難於臨床實

務執行，但如巧遇病人為藏族人士或宗

教為藏傳佛教，可以用文獻查證中「轉

世」觀念，強調亡者只是這個肉體死

亡，經過四十九天後，亡者成為投生中

陰，即會投胎轉世，來減少遺族臨終的

悲傷。

在莊子與道家思想方面，可以將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

盆而歌，這個寓言故事當成引言，告知

臨終者及家屬老子的思想，莊子剛知道

妻子死時，也不免會有所感慨，但莊子

視生死為四時運行的自然變化，是宇宙

大化流行的常態，就如同春夏秋冬為宇

宙大化流行的常態，生老病死也也是宇

宙大化流行的常態，通常不會因為冬天

要結束迎接夏天，而感到失落哀傷，那

是否也不該因死亡而感到失落哀傷；並

可以用道與氣理念告知人起初本來是沒

有生命的，沒有形體，沒有氣息，在若

有若無之間，變而成氣，氣變而成形，

形變而成生命，現在又變而為死，只是

回歸自然而已；可以用生死一條的理論

告知，死亡的只是外在的形骸，在宇宙

大化流行的精神生命是不朽的，進而超

脫生與死的羈絆。

在生命末期的提早進行道別，相

較下是比較容易進行的，也是以上三個

面向最容易被接受的方法，而東方文化

因為內斂的緣故，很多臨終者及家屬很

想進行道別，卻又無法說出口，而臨床

醫護團隊可以引導臨終者及家屬進行道

別，減少心中遺憾，也可以改變面臨臨

終死亡階段，氛圍低迷、情緒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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