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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佛教信仰與喪禮儀式在哀傷療癒之探究 

李秉倫1 

摘要 

本研究探討一位佛教徒運用信仰與喪禮儀式療癒其哀傷。採半結構

訪談法收集資料，以敘事研究法分析結果。研究結果顯示：(一)「預期

性哀傷」及「宗教信仰與喪禮經驗」兩因素，促成佛教徒面對母親死亡

的震驚期很短。(二) 佛教信仰與喪禮儀式，有助「正向安置逝者」往生

淨土與繼續聯結。(三) 對佛教喪禮「勿哭泣」的信仰理解，降低壓抑悲

傷的衝突感。 (四)「安置逝者往生淨土」提供關係和諧的療癒基礎。(五) 

佛教往生淨土、業果、無常與因緣，為哀傷療癒重要意義建構的依據。

研究建議為，喪禮期間需解釋短暫勿哭泣的原因、時間與彈性做法，以

減少日後延宕哀傷的可能性。處理哀傷者未竟事宜的愧疚，透過佛法信

念重新建構意義具有重要性，亦可透過佛教不同的形式或「轉化角色與

安置」諮商模式療癒哀傷。 

 
1 心旅心理諮商所 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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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佛教信仰、喪禮儀式、哀傷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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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ticle】 

Buddhist`s Belief and Funeral Rituals in 

Grief Healing Experience  

Bin-Lun Lee1 

Abstract 

The study investigates a Buddhist's use of beliefs and funeral rituals to 

heal the grief. The data is collected by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and the narrative research is applied as the methodology of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results results showed that (a) The anticipatory grief experienced 

before to the bereavement and religious funerals resulted in a brief moment 

of shock upon the death of her mother. (b) Buddhism beliefs and funereal 

rituals helped in a positive way to place the deceased to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and to continue bond. (c)Understanding the belief of "avoiding crying 

desperately around the deceased " in Buddhism, reduced the sense of conflict 

that suppressed sadness. (d) "Placing the deceased to the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provided a healing foundation for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e) In 

 
1 Counse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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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m,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Land, karma, impermanence and causes 

and conditions were the basis of important mean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rief healing. The study proposes to explain the cause, timing, and adaptable 

tactics for not weeping in a short amount of time to reduce the future 

extended grief. It is important to deal with the guilt of unfinished business 

through reconstructing the Buddhists’ belief. Grief can also be healed 

through different Buddhist forms or non-religious 'transforming roles' of a 

deceased 

Key words：Buddhist belief、funeral rituals、grief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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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緣起與動機 

哀傷者的宇宙觀、人生觀乃至生死觀，影響其如何處理及調適失落

哀傷（許敏桃等人，2005）。而文化與宗教關於有靈和死後世界的生死信

念、喪禮儀式與繼續聯結的形式，在哀傷療癒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

西方傳統哀傷理論或是晚近的聯結理論，不全然適用於國人的哀傷經驗

上，華人喪禮儀式具有文化的生死意涵，提供重要療癒哀傷的功能（吳

秀碧，2016；鍾文佳，2019）。吳秀碧（2016）發現華人傳統喪禮具有豐

富的療癒因子，尤以「角色轉化」為核心要素，並以喪禮儀式繼續聯結

為策略，蘊含文化生死內涵，是華人文化哀悼的重要資產。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後，與華人文化、信仰與喪葬相結合（釋道興，

2016），佛教生死輪迴與往生淨土的觀點，也融合在傳統習俗的喪禮儀

式。承如釋慧開（2009）所述受民間信仰混合佛教往生念佛的影響，喪

葬多有往生之際念佛八小時、勿動逝者，及勿在逝者身邊哭泣的說法，

為能否往生淨土的目標，幾乎是民間信仰或佛教徒處理臨終的流程，卻

對佛教往生助念與生死意涵一知半解。若以西方的哀傷理論與模式鼓勵

哀傷的表達，來看「勿哭泣」現象，將之視為壓抑或禁止的哀傷，則可

能產生對佛教喪禮悲傷表達的誤解。如同王純娟（2006）研究指出 921

喪親者的哀傷，受傳統文化與淨土宗的影響，為了讓逝者順利往生淨土，

而有不能哭泣之延宕或壓抑的哀傷，需要置於宗教與文化脈絡來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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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信仰人口顯示，民間信仰人口約 43

％，佛教約佔 20％，且有 83%祭拜祖先，70%的人相信死後有靈魂（傅

仰止等人，2020）。此外，從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中得知，目前台灣最多

採用佛教喪禮佔 49.6％，並有日漸增加之趨勢（楊國柱等人，2017）。變

多的原因在於佛教團對臨終關懷投入，與喪葬業者在實務上，能配合誦

經的多為佛教法師或居士（李慧仁、李佳諭，2020）。也就是說不管佛教

或非佛教徒，採取佛教往生淨土及混合死後世界與祖先思想，並以助念、

誦經與勿哭泣的儀式，複合於喪禮的比例越來越高，顯見佛教在喪葬與

哀傷療癒有其重要性。為避免上述對佛教生死意涵不夠了解的情況下，

誤解佛教的哀傷表達與造成後續負向影響，更須要從佛教生死觀點，探

討融合文化的複合式喪禮儀式與哀傷療癒的助益。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目的基於西方哀傷理論的限制、華人哀悼特色、以及國人對

佛教信仰與採用佛教喪禮之日漸重視，有必要探討佛教在喪禮儀式與死

亡哀傷與療癒經驗的影響與助益。此外，基於過去研究指出有宗教信仰

者較無宗教信仰者，更能快速從哀傷中因應(Walsh et al., 2002)；宗教信

仰在哀傷調適上提供正面功能（蔡佩真，2007；Cowchock et al., 2010; 

Walsh et al., 2002）；而宗教信念、宗教參與度、宗教人際支持…等等向

度和悲傷調適有關(Wortmann & Park, 2008)。因此，本研究以喪親事件前

已信仰佛教，且從中療癒哀傷之佛教徒為對象，作為理解佛教在喪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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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哀傷療癒上的助益。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預探

討的問題如下 

（一）佛教徒哀傷經驗為何？ 

（二）佛教徒如何運用信仰與喪禮進行哀傷療癒？。 

貳、文獻探討 

一、西方哀傷理論再省思 

(一)傳統西方哀傷理論的限制 

西方傳統的哀傷理論，以個體哀傷表達與反應做為復原的重要指

標，認為悲傷的表達是一種權利 (Wolfelt, 2013)。個體於哀傷歷程中，

需要度過不同的階段  ∕ 時期，完成不同的悲傷任務 ∕工作。例如：

Kubler-Ross(1969)提出的五階段論，分別為：否認和隔絕、憤怒、討價

還價、沮喪，最後是接受；Parkes(1972)及 Parkes 和 Prigerson(2013)的

哀悼四時期：麻木期、渴念和尋找期、解組和絕望期，以及重組期。 

Worden(2009/2018)提出的哀悼任務包括：協助生者接受失落的事

實、體認與處理悲傷的痛苦、適應一個沒有逝者的世界、生者開始餘生

之旅，同時找到一個記憶逝者的方式。上述西方學者將階段、時期、任

務等歸納的哀傷歷程模式，多以面對喪親事件後，強調個體經歷普遍且

廣泛的正常性哀傷反應（包含生理、心理、認知與行為）、必須與逝者切

斷或脫離聯結、合理的時間內透過適當哀傷引導（社會支持、葬禮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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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社會習俗），引發正常性的哀傷，健康的完成哀傷任務。 

(二)繼續聯結為哀傷療癒的新主張 

Klass 等人(1996) 發現傳統西方哀傷理論，所持切斷或脫離與逝者

依附聯結的觀點，在哀傷調適上發生許多困難；其不贊同繼續聯結為「未

解決哀傷」，而繼續聯結在不同文化是重要哀傷療癒因素。

Worden(2009/2018)受跨文化研究與繼續聯結觀點的影響，數次更改第四

項任務，把「切斷與逝者聯結」修正為「找到和逝者適當聯結的方式」。

即便如此，西方學者對於逝者客體的依附與繼續聯結的性質與形式，是

否有助於哀傷療癒的看法上仍有差異  (Boelen et al., 2006; Field & 

Filanosky, 2010)。 

西方學者多認為內在繼續聯結的方式 (Boelen et al., 2006; Scholtes 

& Browne, 2015)，如：回憶、敘說與逝者的關係(Root & Exline, 2014)，

及以記憶作為聯結的方式(Atting, 1996, 2000；Field, 2008)，有益度過哀

傷歷程。Kelly 和 Chan(2012)提出依附上帝為聯結的觀點，從依附上帝的

角色、意義建構及積極宗教因應，三者均具有哀傷調適的效果（引自吳

秀碧，2020）。然而，以記憶做為聯結或者依附上帝是一個新聯結，均

非與「逝者客體」維持聯結，和華人死後客體轉化為祖先有所不同（吳

秀碧，2020）。 

不認同切斷與逝者聯結的意義建構學者認為，重建與逝者關係的意

義，及對死亡事件的詮釋，為哀傷調適的重要過程  (Neimeyer, 1998; 

Neimeyer & Anderson, 2002)。常被使用的建構意義策略為：個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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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關係聯結、靈性與宗教信仰、重視生命的價值、肯定逝者的為人、

否定的情感、無常、改變生活型態、同理慈悲、從痛苦中解脫等(Gilles, 

Neimeyer & Milman, 2014)。文獻也指出宗教信仰給予喪親者意義，並對

於死亡作出解釋，提供死後世界的希望(Park & Folkman, 1997)。從晚近

繼續聯結理論與意義建構的觀點得知，個體所處之宗教文化對死亡事件

的解釋、和逝者關係如何聯結，將影響哀傷療癒。若從西方的哀傷理論

看國人的哀傷，則需更謹慎使用之。 

二、華人喪禮的哀悼特色：逝者轉化角色與繼續聯結 

不同的社會都有信念和儀式，可以和逝者維持聯結與紀念的方式

(Worden, 2009/2018)。與祖先繼續聯結是許多亞洲國家哀悼過程的特色

（許敏桃等人，2005；Klass, 1999, 2001, 2006）。華人文化持有神論與有

靈論的信念（藍采風，2000），而黃光國（2013）提出「天」及「鬼神」

雙重結構的信仰是儒家倫理形上學的基礎，在喪葬處理過程中，強調子

孫善盡倫理，幫助逝者轉換成為祖先或神的角色，以此希求祖先的保佑。

這樣相信天鬼神、祖先及死後世界的思想，影響華人的哀傷反應，如：

逝者死後在另一世界過得好不好、能否順利轉化角色到另一個世界，能

否往生淨土或善道，使得哀傷者有較多擔心掛念、後悔遺憾、害怕恐懼、

悲傷難過的反應（何長珠，2008；官玉環，2002；許敏桃等人， 2005）。 

吳秀碧（2016）透過文獻探討發現，華人傳統喪禮儀式中最特殊與

核心的要素，在於將逝者進行角色轉化，使得逝者得以繼續存在家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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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與生者建立一種性質不同的嶄新聯結。幫助逝者順利度過死亡轉化

為「祖先」，並以儀式做為重要的轉化與溝通的功能，是一種外在聯結（李

秉倫等人，2015）。華人喪禮重要療癒功能尚有：增加對死亡的現實感、

充足或合理有限的哀悼時間、鼓勵公開表達哀傷形成網絡、建立繼續聯

結、鼓勵繼續溝通、儀式出自哀傷者信念、界定過去與現在、統整受創

後的身心靈、減少自責與罪疚感（吳秀碧，2016）。鍾文佳等人（2019）

研究結果也顯示，喪葬中不同的儀式，如入殮、蓋棺、對年合爐等，均

有助增加接受死亡的事實，同時不失去與親人的聯結。 

吳秀碧（2017/2020）更進一步將「逝者角色進行轉化」的核心療癒

元素，結合諮商心理學上客體關係理論和依附理論，建構客體角色轉化

的哀傷諮商模式。此模式有六個步驟：1.承，儀式須承自哀傷者本來相

信的文化信念，如，華人相信死後有靈、有世界；2.思，根據哀傷者建

構的死亡意義，推想死者死後的世界，以便為死者創造死後意象、角色

與世界；3.慮，考慮或打算如何以哀傷者期望的方式來安置逝者，讓哀

傷者與逝者對死亡事件都能感到圓滿；4.轉，轉化、改變。牽掛死後親

人的狀況，通常是哀傷未完的原因之一，因此哀傷者重新給予死者新的

健康意象，或創造一個滿意的死後世界，具相當療癒功能；5.映，經由

投射與創造具體化的形象，安置在哀傷者想像最適合的環境，創作為作

品後，映在哀傷者的心理意象；6.成，觀看哀傷者滿意的死後世界具體

創作後，內化新客體與其安置的地方，讓哀傷者不再憂慮或牽掛死者的

去向，可以放心和放下死者。此模式療癒的重點在哀傷者心中投射「逝

者被安置」意象，並以各種創造性儀式或活動來達到。 



 
 
 
 
 
 
 
 
 
 
 
 
 
 
 
 
 
 
 
 
 
 
 
 
 
 
 
 
 
 
 
 
 
 
 
 
 
 
 
 
 

 

佛教信仰與喪禮儀式在哀傷療癒之探究 95 

 

 

綜合上述，整理華人喪葬特色為：1. 逝者能否順利轉化角色，在另

一個世界被安置的情況，影響喪親者的哀傷反應；2.逝者角色進行轉化

繼續聯結，為融合釋道儒文化的生死意涵。3.以儀式作為聯結的溝通平

台，可以和逝者進行對話與聯結，有助於處理遺憾與未竟事宜。 

三、佛教生死觀點與哀傷療癒 

生死輪迴與往生淨土為佛教重要的生死觀，說明死亡並非終點，死

後有心識∕靈魂與其他世界的存在，是另一期生命與世界的開始。因此，

在臨終死亡至轉世之際，盡可能以各種儀式或形式，協助死者的靈魂 ∕

神識能夠提起正念、放下執著往生淨土，更甚幫助喪親者了解佛教生死

意義，進而幫助自己面對死亡（吳寶嘉，2010；索甲仁波切，1996∕2006；

釋慧開，2006）。 

(一)生死輪迴與往生淨土 

佛教的生死觀認為，人的生死流轉可分為生有、本有、死有、中有

等四階段，以此構成生生世世輪迴的狀態。索甲仁波切（1996/2006）指

出人在臨終之時，身體面臨四大分解，而神識感到極大痛苦與脆弱。因

此，為了防止擾亂臨終死亡那刻的平靜，四周的氛圍盡量保持安詳，避

免引起死者強烈的情緒與執著。《西藏度亡經》提到，死後的神識處在

「中陰」階段，將於 49 天內轉世。此時死者若能經由法師引導或聽聞經

法，升起正念，就有機會順利往生∕淨土，不入輪迴或惡道（蓮華生大士，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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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滿祥等人（2006）提到人死之後，依著個人不同的業力在六道（天

道、人道、阿修羅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中輪迴，在世若能多

做善行或者修行，則能往生善道；若在世不知修行的重要，往生之際則

容易心生慌亂。釋慧開（2009）提到淨土宗的修行者，希望透過平時修

為，在臨終時能夠正念分明，一心不亂、心不顛倒，蒙佛接引、往生淨

土；或者在臨終之際，有人在旁助念，逝者較能一心不亂，往生淨土。 

因此，在臨終、死亡至 49 天內，透過上師∕法師∕善友及家屬的幫

助，以觀想、念佛及誦經方式，能幫助逝者提起正念，順利度過往生階

段，並降低家屬痛苦情緒，以達到生死兩相安（尉遲淦，2011；鄭志明

等人編，2008；釋滿祥等人，2006）。 

(二)放下執著：無明緣起與性空緣起法 

佛教對死亡所帶來的悲慟與療癒之道，在於體認生命無常的本質，

放下無明執著的關係。釋慧岳等人（2008）提出無明緣起哀傷理論，認

為人對死亡的恐懼與和家屬哀傷的痛苦，乃是「無明」執有對死亡的迷

失，對親人的愛戀、貪欲、執著的煩惱。這是因為錯誤認知生命無常為

恆常，執著堅持對親人關係恆常不變的渴望，無法洞悉「無常、 苦、空

與無我」性空緣起的真理。若能體悟一切事物和親人的關係是因緣所生，

而關係會變異及無常，就不會引發強烈的哀傷。釋法如（2013）也提到

人因無明產生的愛著與執取，而引發哀傷與不捨的表現。因此，若要破

除因無明產生對親人關係的愛取執著與煩惱，則要透過體認無常的真理。 

佛法對不執著的理解置於性空緣起與無常的基礎上，在心理上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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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眷戀、不抓緊人事物的狀態（一行禪師，2017；索甲仁波切，

1996/2006）。西方學者受佛法影響提出「不執著」的概念，為不固著(lack 

of fixation)、不僵固(not being stuck or fixated)在念頭、意象、及其所感知

的客體  (sensory objects)，能融入當下情境的心理彈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及能接納生命短暫與變化無常的概念(Sahdra et al., 2010)。個

體採取不執著的因應模式，能降低喪親後哀傷的積累，而減少複雜性哀

傷的發生(Lawrence & Elphinstone, 2019)。若哀傷者理解佛教生死輪迴與

無常的不執著觀，則逝者角色與關係可以轉換，得以產生新的關係與意

象繼續聯結，進而放下對已故親人關係的執著。 

(三)佛教在複合式喪禮儀式與哀傷療癒的助益 

1.「死者往生淨土」為喪禮哀傷療癒的主軸 

安排如何「安置死者」的儀式，與「確認」心中死者死後去處的意

象，成為喪親者放心與放下哀傷的重要環節。佛教認為人死後將於 49

天之內轉世，這段時間是幫助死者最好的時機（索甲仁波切，1996/2006；

尉遲淦，2011）。故在 49 天喪禮期間以助念、誦經、做七、懺悔、佈施

等儀式，除幫助死者放下此生的執念，順利往生淨土外，同時也能安頓

家屬的心靈（索甲仁波切，1996∕2006；尉遲淦，2011；鄭志明等人編，

2008；釋滿祥等人，2006）。 

佛教強調臨終死亡至往生之際勿哭泣，乃架構在逝者死後神識尚未

遠離，為避免干擾往生的歷程，故以平靜祥和氛圍助其順利往生。然而，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喪葬儀式已與漢文化融合（釋道興，2016）；且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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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用佛教的喪禮，部分儀式佛教以世間法看待，和中國傳統文化與

喪葬融合（台灣殯葬資訊網，2022）。而台灣在幾位大師推崇淨土思想，

近來喪葬強調往生之際念佛八小時、勿移動亡者身體，勿哭泣的說法，

混合民間習俗的喪葬，產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善終目標（釋慧開，

2009）。也就是說，即便採用佛教喪禮，也是一種融合與複合文化的喪禮。

因此，若不夠了解佛教往生與助念的意涵，擷取「臨終助念及不能哭泣」

的部分思想，加上混合華人孝道文化「死者好，生者就好」的哀悼特色

（黃光國，2011），而形成一種為逝者好不得不壓抑悲傷、勿哭泣的展現。  

即便如此，佛教仍有替代做法，例如：1.助念轉化情緒。謝雯嬋（2008）

提到助念對臨終者與家屬的幫助，乃在專注念佛或誦經中，帶來沉澱與

平和寧靜感而產生療癒。而透過寄望逝者能夠往更好的世界的信念，在

認知上提供希望感，較能安然接受死亡 （紀潔芳，2001）。2.可以到旁

邊紓解情緒。如果發現自己無法避免哭泣，則可到他處待情緒平復再回

來助念（索甲仁波切，1996/2006；印光、弘一，2002）。3.過 49 天喪禮

期間，對逝者直接的幫忙雖逐漸下降，但幫助過世的人永遠不嫌晚，日

後為他們持續修法、助念及祈禱，仍是有益的（索甲仁波切，1996/2006）。

若能實知佛教生死意涵與華人孝道信念的脈絡，則能解決傳統西方哀傷

理論，對華人喪葬不在逝者面前哭泣的誤解，並提供適於宗教與文化哀

傷表達的方式。 

2.佛教提供處理哀傷未竟事宜的功能 

在喪禮過後，佛教也有處理個別哀傷需求的經文與超薦法會，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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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喪親者對死者掛念或關係衝突的情況，提供如：金剛經、心經、水

懺、藥師寶懺、梁皇寶懺等，一方面為死者做功德助其順利往生，一方

面也讓哀傷者盡孝與補償，減少內心糾結（釋滿祥等人，2006）。此外，

佛教農曆七月的盂蘭盆法會，結合儒家孝道與佛教超薦，幫助喪親者透

過法會，除了持續盡孝與化解未完成的事宜外，亦將有形的遺憾轉化為

無形的祝福，以及為生前的盡力不周懺悔（釋慧開，2006）。然而，在超

薦結束後，向逝者說明為其祈求的內容與內心的未竟事宜，和逝者走完

「承認、懺悔、確認與祝福」的和解過程，有助哀傷療癒，其中確認對

方是否收到超渡的功德是重要的環節（何長珠、賴淨慈，2015）。這些針

對死者或喪親者特殊需求的法會，可以彌補對於死者的照顧不周、愧疚

與心中的未竟事宜。 

綜合上述，發現佛教在複合喪禮儀式和吳秀碧（2017/2020）提出客

體轉化哀傷模式有可以結合的療癒功能，「逝者往生淨土」為佛教與國人

喪葬中重要的信念；死後身體敗壞，但靈魂∕神識不滅，將在 49 天內往

生，轉換形式或角色，存在於另一個世界，幫助哀傷者建構死亡意義與

死後世界的圖像；根據此圖像，佛教透過助念、誦經、法師引導經文與

法會等儀式，作為實踐安置逝者於淨土的媒介，以此與逝者聯結並降低

喪親者對死後狀況的掛念與不安。後續針對哀傷未境事宜，透過兩個途

徑來處理：1.進行個別化需求的法會∕創造性儀式，完了死者與喪親者間

未境事宜的心理歷程。2.透過深化與理解佛教生死教育，領悟生命的意

義而療癒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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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的選擇 

本研究擬探討一位佛教徒在面臨喪親哀傷經驗時，如何運用佛教與

儀式而從中得到療癒。根據紐文英（2020），敘事探究乃用敘事描述人類

經驗和行動的探究方式，著重敘事脈絡的豐富和複雜性，凡屬於個人或

意義層次的探索，使用敘事是個很好的理解和分析分式。是以本研究採

質性研究中敘事研究來進行，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及回溯性資料搜集

的方式，參考訪談大綱，讓受訪者回憶與整理當時的經驗進行資料的蒐

集。運用敘事研究的「整體-內容」呈現研究結果。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尋求符合研究目的之佛教徒。受訪者為大學畢

業之 61 歲女性退休教師。2002 年開始至今，在 OO 宗教團體習佛約 20

年。每周固定一天上佛學課；習佛一年後，一周至少義工服務一次；有

參與團體助念的經驗；每年參加佛法義理的研討法會；無正式的靜坐禪

修經驗。訪談前兩年因癌症生病需要休息，故停止義工服務。 

母親死亡為 2005 年。受訪者當時 40 多歲已皈依佛教、排行老大、

已婚有子女、和母親關係不錯。母親為一般民間信仰觀世音菩薩。母親

因長期糖尿等重病，69 歲時在家死亡。母親死亡當天，受訪者正往回家

探望母親的路上接獲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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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受訪者之考量如下：1.皈依佛教後曾經歷喪親事件。2.非複雜性

死亡之喪親事件，距訪談已超過三年以上，已能恢復日常生活，無明顯

之哀傷困難。3.主觀認為透過佛法及喪禮儀式在喪親哀傷經驗上獲得療

癒。 

三、研究工具 

(一)研究者 

研究者同時也是訪談員、資料分析者及研究的主要撰寫者。具有諮

商心理師證照，對於哀傷議題有涉獵，也修學佛法。因此，受訪者談及

佛教喪禮儀式與哀傷反應時，能與其相互對話。 

(二)協同分析 

為一位具備心理諮商師證照之博士，博士論文為哀傷相關主題之質

性研究背景。在撰寫文獻探討與分析結果的釐清，提供檢核與討論的角

色。 

(三)其他研究工具  

透過研究參與同意書、訪談大綱、錄音筆與訪談日誌、受訪者檢核

表等等，確保研究之倫理與有效性。 

(四)訪談大綱 

依據研究目的設計訪談大綱如下： 



 
 
 
 
 
 
 
 
 
 
 
 
 
 
 
 
 
 
 
 
 
 
 
 
 
 
 
 
 
 
 
 
 
 
 
 
 
 
 
 
 

 

102 生死學研究 | 第二十二期 

 

 

1.基本資料：影響哀悼因素、接觸佛教因緣，皈依前的親人過世經

驗 

2.喪親哀傷經驗：(1)死亡當下的反應？(2)喪禮為期多久？ (3)喪禮

結束後，您的哀傷情況如何？您如何調節哀傷？  

3.佛法及喪禮對失落哀傷影響：(1)有哪些儀式或信念有幫助？(2)關

於佛教在死亡喪禮進行中不能哭泣，您的看法與感受是甚麼？(3)您如何

調節您的哀傷？ 

A.此外，不同時期，您透過佛教哪些信念或儀式調節哀傷？  

B.在哀傷療癒的過程是否經驗過困難，或有過不去的點？如何調

適？ 

四、研究實施程序 

透過佛教友人尋找適合受訪者，發出研究邀請。研究者先透過電話

與受訪者聯繫，說明研究目的、研究參與同意書、錄音與保密原則，徵

求同意後方得進行研究。訪談時間為 2019 年 10 月 10 日、12 月 29 日，

及分析過程中針對不明之處，仍持續透過通訊軟體進行事後補訪。 

五、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將錄音檔謄為逐字稿後，針對不明之處，和受訪者進行澄清與補

充，讓內容盡量充分且正確。為保護其隱私，以受訪者 A 取代姓名。進行

有意義的對話單元編碼。以 A1002-01 說明編碼原則，第一碼 A 代表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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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碼 1 代表訪談次數、第三至五碼為對話順序，最後兩碼為一段對話中的

意義單元，例如：A1002-01 即是 A 受訪者第一次訪談第二次對話內容分析

之第一個意義單元。 

完成資料處理後，以敘事研究之「整體-內容」進入分析。接著，從

替代文本中找出與研究主題有關的焦點主題，作為後續分析之依據。分

析步驟為：反覆閱讀替代文本，形成焦點、整理對 A 文本的整體印象，

以第三人稱撰寫整體哀傷療癒的故事。從反覆閱讀文本中，依照時間序、

重要或特殊焦點主題，決定並淬取出和喪親哀傷與療癒相關的事件與核

心主題，分開並反覆閱讀，最後整理出哀傷與療癒經驗的核心主題及詮

釋。資料分析範例說明如下： 

與研究主題有關的重要內容畫線，形成替代文本(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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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逐字稿畫線形成替代文本範例  

 

替代文本進行摘要註解，為整體哀傷與療癒經驗的故事撰寫之依

據。整理後，萃取哀傷經驗有關的焦點或重要主題(表 2)。 

 訪談內容 

A1049 

 

 

 

 

 

 

 

R1050 

A1050 

 

 

 

 

R1050 

A1051 

因為我的婆家在鄉下，OO 大學再過來 OO 科大就是 OO，那裡

早期是很鄉下的地方。我先生的阿公，我有經歷到他的喪禮，

那時候我剛結婚沒多久，我有碰到我先生的阿公，他們真的是

傳統的道教喔，做的很功夫（台語），還有弄師公（台語）、發

糖果，我都印象很深刻，還要跟拜跟拜（台語）。因為那時候我

們住高雄，我們是被叫回去的，不是當天晚上的時候，隔一天

我們被叫回去的時候用爬的爬進去，你知道嗎(笑~)。 

恩恩 

他躺在廳間（台語），他還，我還印象很深刻，用他的手，你知

道嗎？把我們前面後面抹一抹，你知道嗎?（用台語形容，談此

段時邊說邊笑，表達很誇張的意思） 

他已經往生了捏，他們那個都急急忙忙，幫他穿上那個清朝的

服裝。可怕的喔 ~(喘了一口氣)。 

現在想一想有點可怕 

對阿~對阿。我們的阿姑，我們叫她姑婆，她就三不五時，他們

就是親戚三合院的，三不五時她回來靠著我們的窗戶哭一哭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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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淬取哀傷經驗生命主題 

編碼 替代文本 摘要註解 焦點主題 

A1049 

 

 

 

 

 

 

A1050 

 

 

 

 

 

 

 

A1051 

我先生的阿公，我有經歷到他的喪

禮，那時候我剛結婚沒多久，他們真

的是傳統的道教喔，做的很功夫（台

語），還有弄師公（台語）、發糖果，

我都印象很深刻，還要跟拜跟拜（台

語）。隔一天我們被叫回去的時候用

爬的爬進去 (笑~)。 

他躺在廳間（台語），我還印象很深

刻，用他的手？把我們前面後面抹一

抹（用台語形容，談此段時邊說邊

笑，表達很誇張的意思）。現在想一

想有點可怕，他已經往生了捏，他們

那個都急急忙忙，幫他穿上那個清朝

的服裝。可怕的喔 ~(喘了一口氣)。 

我們的阿姑，三不五時她回來靠著我

們的窗戶哭一哭(笑)。 

先前對傳

統儀式的

負面經

驗，雖然喪

禮做的功

夫，但很害

怕習俗中

較誇張的

儀式。 

回想和死

者接觸的

經驗，及姑

婆當時趴

在窗戶哭

場景覺得

可怕、好笑

又無奈 

對傳統民

俗喪禮感

到可怕、無

奈 

 

歸納整合於主題後，整理與整合和哀傷經驗有關的主題(表 3)與進行詮

釋。 

表 3 歸納整合於主題 

研究主題 主題 焦點主題 

一、喪親哀

傷經驗詮釋 

喪親前哀傷經驗

與對死亡的預備 

1、對傳統民俗喪禮感到可怕、無奈 

2、佛教信仰、參與喪禮與臨終關懷，

為生死歷程做準備 

3、母親久病，對死亡已有心理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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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品質與研究倫理 

本研究參考鈕文英（2020）以契合度、連貫性、說服力、交互性、

實用或頓悟性及簡約性，六項指標以確保敘事研究品質。由受訪者檢核

表，讓受訪者對資料分析結果與解釋進行檢核，達到契合度；研究者將

分散的資料加以整理，在話題、主題與核心主題串聯，而此過程協同分

析者進行討論與檢核，增加主題的連貫性；文本呈現受訪者語氣、情緒

以提升似真性，並讓受訪者檢核故事真實度，加上協同分析者共同分析，

提升說服力。研究的交互性，透過研究者省思先前經驗與知識，如何與

受訪者產生交互作用而提升。本研究佛教徒哀傷療癒，能引起相關讀者

對喪親經驗的共鳴與理解，產生療癒的力量。受訪者之檢核百分比為

100%，文字回饋則為研究者剖析的很清楚，佛法學習讓我更自在接受親

人的離去，讓失去親人的悲傷得以釋放。謝謝研究者陪伴，具體化與整

理內心的過程。 

研究倫理參考鈕文英（2020）提及，留意受訪者當下的情況，以保

護其權益。研究訪談前徵求參與者同意，正式訪談前簽署研究同意書，

以誠實且尊重的態度說明研究身分、目的、進行方式，及保密原則。於

研究進行中談及哀傷經驗與未竟事宜時予以同理，於訪談結束後確認心

理狀態及轉介諮商之需求，受訪者表示不需轉介。訪談的敘說、整理與

未竟事宜的重新詮釋，及研究者的回饋均可讓受訪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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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目的為了解佛教徒哀傷經驗，及如何運用佛教信仰與儀式於

哀傷療癒。研究者以「整體-內容」法，首先呈現 A 哀傷與療癒的故事。

其次，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兩個研究問題，分別為：佛教徒哀傷經驗為

何？如何運用佛教與喪禮儀式進行療癒？就其經驗進行分析與詮釋。最

後，進行綜合討論。 

一、A 哀傷與療癒的故事 

A 喪親前，已皈依佛教 3 年、閱讀《西藏生死書》、參與教友家屬喪

禮、認識佛教生死觀，加上教友對母親臨終關懷，並提供喪禮諮詢等有

關死亡的宗教經驗。此外，母親久病多年，A 對母親的死亡心理早有準

備。所以，面對 69 歲母親死亡的當下，雖有衝擊，但震驚、突然、無常、

難以相信等反應很短。 

喪禮中以誦經及佛教儀式來「幫助母親往生淨土」，並調節哀傷。受

臨終死亡不久勿哭泣，以免影響往生歷程信念的影響，A 遇到想哭的悲

傷，藉由助念調節，忍不住則到旁紓解。在近 10 天的喪葬期，A 隨葬儀

社的安排誦經、入殮、做旬及出殯等喪葬過程，慢慢接受死亡的現實。

尤以出殯棺木出去那一刻，讓 A 在心理上接受與媽媽已經在不同世界的

事實。 

出殯後至 49 天內喪禮，該段時間能夠有益母親的事都盡量做，譬

如：到佛寺做水陸法會、自己道場做法會，及自行誦經。49 天後，A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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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思念、悲傷與不捨反應，持續藉由誦經轉化情緒。另外，也會到塔裡

跟母親「報告家中近況」、表達「跟著觀世音菩薩去淨土」、「祈求母親庇

護家人」等對話，維持和母親關係轉化後的聯結。 

喪親一年後，A 的哀傷反應逐漸降低。靜下來時，想到母親生前的

操勞未能享福，就會感到心酸與不捨。這段時間 A 主要是透過「誦經」

來排解。另外，A 持續多年參加清明節與盂蘭盆法會以超渡母親。隨著

多年學習佛法與深化信念，A 認為往生淨土、業果、因緣、無常等幫助

她療癒哀傷。受訪前五年左右，A 已不再到母親的塔前祭拜，逐漸接受

「媽媽已經往生」的事實。另外 A 談起母親重病時曾請求 A 陪伴，當時

因為 A 正值家庭與工作忙碌，自覺對媽媽照顧不周而產生愧疚。個性內

斂的 A 深藏此事多年未曾向人提起。A 回顧起來發現「當時情況就是這

樣，沒辦法 100 分，盡力就好」，「時間無法倒回，當時因緣安排就是如

此」、「子女和母親的因緣不同」、「無法一直保有祂，放下讓祂走」等等，

釋懷心中的過不去的點。 

年紀漸大的 A 經歷多場喪禮， A 思及無可避免面對自己的死亡，A

認為宗教及喪禮，對臨終者及家屬面對死亡時的哀傷均有很大的幫助。 

二、佛教徒哀傷經驗主題整理與詮釋 

研究者以「整體-內容」法，將佛教哀傷經驗的主題加以整理與詮釋，

呈現佛教徒有關喪母哀傷經驗之理解，包含四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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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喪親前的哀傷預備 

受訪者喪母前，體驗到傳統喪禮令人害怕的影響外，也開始接觸佛

法生死觀、參與佛教喪禮儀式，因而建構對生死流轉歷程的圖像，做為

未來喪母事件之喪禮與哀傷預備。 

1.對傳統民俗喪禮感到可怕、無奈 

A 剛結婚尚未接觸佛教前，曾參與先生阿公的傳統喪禮，熱鬧的喪

禮排場，和死者接觸的方式，讓受訪者產生可怕的印象。 

真的是傳統喔，做的很功夫，弄師公（台語）。隔一天被叫回去用爬的進

去 (笑)」(A1049)。 

他躺在廳間，印象很深刻，用他的手，把我們前、後抹一抹！（台語）。

他已經往生了捏，…穿上清朝的服裝，可怕的喔！（喘一口氣） (A1050)。 

姑婆住旁邊，三不五時回來靠著窗戶哭一哭(笑)。 (A1051) 

出殯前一天下午，辦一個牌樓，類似演戲，之後有一個道士，灑糖果，…

所有鄉里的人都會來(無奈的笑)。想一想那種悲傷根本沒辦法排除掉

(A1131-01)。 

由於傳統道教喪禮排場盛大，其儀式內容（爬進靈堂、用死者的手

接觸生者、幫死者穿衣、姑婆趴在窗台哭等），讓哀傷者覺得害怕、無奈，

而無法幫助哀傷者好好向死者道別，更無法排除其內心的哀傷。 

2.佛教信仰、參與喪禮與臨終關懷，為生死歷程做準備 

A 在喪親前已皈依佛教，固定在宗教團體上課，因而有機會參與助

念、閱讀《西藏生死書》，加上宗教團體對母親的臨終關懷與提醒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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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認識佛法死亡流轉與建構往生淨土的基礎。 

進入 OO 團體的時候，有機會去幫人家助念。(A1048) 

西藏生死書講到怎麼樣引導 49 天…。(A1052-01) 

之前我們團體有來關 懷，看過我媽媽幾次，會提醒我們一些，不要在她

的面前哭。(A1046) 

師姐們會跟我講，到時候你碰到事情，最剛開始你打電話給誰、要做甚

麼事情，心裏要有個底。(A2023-2) 

A 歸屬宗教團體後，從上課、看《西藏生死書》、參加教友親屬的助

念、團體臨終關懷的諮詢，認識佛教生死歷程，使得 A 面對母親死亡歷

程、喪儀操辦甚至哀傷反應心理有個輪廓，不致驚慌失措。  

3.母親久病，對死亡已有心理預備 

A 的母親因糖尿久病在床，A 和母親住在同一個城鎮，生病期間 A

只要假日或有空就會回家陪伴，因此面對母親的死亡，早有心理準備。 

媽媽生病 8 年，生病越久的時候，預期有一天，只是不知道那一天。

(A1005-02) 

死亡的形式影響個體的哀傷。A 的媽媽久病過世非突然或意外死

亡，讓 A 在心理上已有預期性的哀傷準備，不致於面臨母親死亡時受到

巨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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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死亡當下至 49 天時期的哀傷經驗 

1.母親走的當下，感到驚嚇、突然與無常 

A 雖早有心理準備，但母親往生那一刻，第一個反應是突然、驚嚇

與難以置信。 

那一剎那滿突然的，應該不會，但內心還是覺得很突然。(A1005-02) 

總是覺得很~驚嚇，覺得「哎呦~怎麼會是今天」，覺得還有明天、下個

禮拜天。雖然有點準備，還是覺得無常那麼早來（笑）。 

進來之後，心裡就開始盤算，我要讓媽媽安心，趕快去把這些事情安頓

好。(A1039) 

因為生病很久，這個不是突然，所以應該多多少少都有準備。當然也是

會悲傷，但是，就是不是那麼嚎啕大哭的。(A1041) 

雖然對母親死亡早有心理準備，但是面臨死亡的當下還是覺得震

驚、無常、難以接受。雖然會悲傷，受宗教與文化影響，為了「讓媽媽

安心」，A 盡快地安排喪禮。 

2.安排對「逝者好」的喪禮，降低茫然、緊張與不安 

喪親者面對親人死後喪禮如何進行，感到茫然與慌亂。因 A 的家人

有來生信念，因此認同 A 安排佛教喪禮，只要有助逝者的儀式，大家都

會願意去依循。 

我是老大有一個責任在。兄弟姊妹沒有信佛教，多少都有聽過一些來生

的概念…。所以我跟他們談，他們就做。(A1004-01) 

人沒有碰過這樣的事情，其實都有一點慌亂、一點茫然，不知道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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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裡面已經主張我們用什麼方式去做，加上跟兄弟姊妹的關係還

滿不錯，他們在當下好像有一個依靠的、去聽的、去依循的方式。

(A2006-01) 

有人提供怎麼做對亡者是有利益，或怎麼做不會觸犯到禁忌，大家就會

跟著做，心就安頓了下來。(A2013) 

雖然家人不是佛教徒，然而在喪葬中都希望死者能過得好。因此，

信仰佛教且排行老大的 A，安排引導有益亡者的佛教儀式，家人跟著做，

心也就安頓下來。 

3.避免逝者轉世過程受影響，勿在身旁傷心哭泣 

A 從佛教的學習到死亡 49 天之內，神識未遠離，勿在其周圍哭泣，

以免干擾死者順利往生。因此，她在喪葬中避免在母親身旁哭。 

西藏生死書講到引導 49 天。她雖然肉體是離開了，但是神識應該還沒有

很遠。(A1052-02) 

如果你非常悲傷的哭，她要離開已經不捨，加上子女也沒辦法放下，她

更捨不得離開跟子女的關係，或者執取。(A2001-02) 

在這個階段，讓祂放下這一切，放下這個臭皮囊，趕快去投生，我就比

較坦然。(A1004-02) 

我有交代說「你要哭就去外面哭，不要在這裡」，他們也還可以接受。

(A1044) 

A 知道剛往生的人神識未遠離，為了幫助媽媽順利往生，選擇不在

逝者周圍哭泣，避免死者產生不捨情緒或執著此生關係。媽媽能夠放下

此生關係趕快往生，A 就感到安心與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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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悲傷情緒一下子抽離不容易，藉由喪禮儀式排解哀傷 

喪禮的期間，A 理性上知道要放下，然而情感上仍需要時間慢慢消化。

A 藉由近 10 天喪禮儀式的功能，排解哀傷接受事實。 

悲傷一下子要抽離很難。需要一些時間。 (A1005-01) 

雖然突然衝擊~喪禮不是一天兩天就出去了。將近 10 天的時間，透過誦

經儀式，用不同的經來做旬（係指透過念誦不同佛經的法會來代替傳統

喪禮的做旬儀式）。慢慢覺得說，喔！祂真的是離開我了，棺木送出去的

時候，心裡也很清楚，今天之後，祂~就在另一個領域了。(A1006) 

透過誦經或念佛號來紓解這個情緒，同時也在接受這個人已經走了的事

實。(A2025-01) 

在 49 天內的喪禮，那段時間只要能利益母親就盡量做，她說：接著到

OO山做好幾天的水陸法會。(A1115)也有到我們的本山做法會。 (A3002)  

悲傷一下子要抽離不容易， A 藉由助念、以誦佛經的法會代替做旬

及棺木出去等近 10 天儀式的功能，接受母親死亡的事實、調適衝擊。尤

以出殯之時，更加接受母親已經死亡在另一個世界的事實。 

(三) 49 天喪禮結束的哀傷經驗 

1.仍感悲傷，持續誦經度過 

49 天喪禮結束後，A 仍很悲傷，以誦經、做法會的功德迴向，透過

這些儀式，希望媽媽能到更好的地方。 

49 天之後，有段時間還是很悲傷，只要想到就開始誦經，怎麼利益祂可

以到更好的地方，能做就做，那才是我想要的。(A1114-01)  

早期我們想起來的時候，很常到塔裡去拜拜，跟媽媽報告家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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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冀祂保護子孫。(A1093-02) 

在媽媽塔位前跟祂說觀世音菩薩在你面前，妳要緊緊跟著。(A1094-01) 

真的希望能夠利益到祂，幫助祂真的到佛菩薩的淨土去。(A1082)  

妳過的好就好，我就心安。(A1097) 

連續好幾年都有參加 OO 寺的清明節和盂蘭盆法會，幫媽媽登記超渡，

一直到這幾年才停止沒有去。(A3007)。 

面對 49 天後的悲傷，只要想到與想念時就誦經，甚至周年後，A 持

續幾年參加清明節及盂蘭盆法會超渡媽媽，希望媽媽真的能到淨土去，

這是因為「媽媽好，自己就心安」轉化情緒的方式。此外，到塔裡和媽

媽說話，報告家中事宜、希冀保佑，與告訴媽媽跟著觀世音菩薩到淨土，

乃受華人祖先影響，逝者轉換形式與角色到另一個世界，繼續聯結的哀

傷療癒方式。 

2.不捨母親生前受苦，遺憾其來不及享福 

A 雖然母親往生多年，但和姊妹聚在一起偶爾談到母親，心中仍對其受

苦有著許多的心酸、不捨與遺憾。 

覺得祂的一生太苦了，前半段為了家庭工作賺錢，後半生應該是享福的

時候，卻是一直生病。(A1043-01) 

小妹是 OO 病嘛，很多年了（哭泣），媽媽後半段都在煩惱這些事（哭泣），

身體又不好，還有工作，整個一直在加重加重。(A1072)  

遺憾就是，如果我媽媽晚幾年倒下去的話，也許我們的不捨，不會那麼

深（哭泣）。(A10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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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回想母親一生因工作、家庭、生病與擔憂妹妹的狀況，最後整個

加一起的操勞等，都在顯示母親的受苦，加上母親晚年未能享福，讓 A

倍感不捨與遺憾。 

3. 隱藏的自責及愧疚-沒能盡心陪伴 

A 提到母親生病的過程中，認為身為老大應該多負些責任，A 當時

正值家庭經濟忙碌時期，不敢停職請假侍親陪伴。有一次母親主動打電

話請求 A 回去陪伴，她勉強答應停留一晚，隔天一早就離開沒能多陪。 

那時候剛好 40 來歲，工作、家庭都正在忙，我給媽媽的時間是很少的，

只能假日阿抽空回來，沒辦法全心全意（哭泣）。(A1076-01)  

記得有一次，媽媽因為洗腎糖尿病在床上。打電話來說你可不可以來陪

我睡覺？我說好，但很勉強。我晚上回去陪她一起睡，因為隔一天…。

那個情境一直留在我內心裡過不去，她一定痛到受不了，才會把我 call

回來（傷心哭泣哽咽地說）。(A1078) 

那時候怎麼沒多體諒一下媽媽的苦呢，只有想到眼前有很多事情要做。

(A1101-01)  

有時候跟姊妹說(不捨的事)會比較舒坦，但是，其實那個點還是在。

(A1085)  

也沒有向師兄姐講過這件事。(A1086-01) 

那個很深層，平時忙很多事，不會三不五時想起來。(A1093) 

我是屬於內斂，平常很少跟人講媽媽的事，比較少講就會在心裡發酵。

但是也沒有傷到什麼，沒有影響到生活。(A3015)  

A 想起當年媽媽身體不舒服，請求其回家陪伴，A 很勉強的答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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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一晚，隔天一早因工作就離開。談到這段經驗不斷的哽咽流淚，愧疚

當時沒能盡心陪伴便離開。A 自陳因內斂的個性，加上平時因忙碌沒有

覺察，不曾向人提起這個內心深藏多年的愧疚。 

(四)從死亡與喪禮的學習與成長 

1.參與多場喪禮肯定佛法哀傷療癒 

A 在母親喪禮之後，參與引導友人的臨終、公公的喪禮，更加肯定

佛法喪禮的價值。譬如，A 幫學員在臨終前，做了很有意義的臨終引導。 

我把所知道的跟她說，你…要跟著佛菩薩走。覺得很安慰說，還好，那

個早上去看她時，把這些很重要的事情 (笑)，跟她一起做這樣。(A2021) 

經歷公公的喪禮 A 更加肯定，臨終引導和家屬助念、誦經，可以讓

家屬在茫然、慌張、悲傷之際有所依靠，在助念的過程中紓解情緒。 

公公的葬禮，我更清楚，概念越來越深。(A2005-01) 

現在我們為你助念，你要跟著佛菩薩的佛號，看到佛菩薩光影，要趕快

去…。真的要哭，也到外面去哭。(A2007) 

助念完八小時後的情緒，跟入殮後，很緊湊的一場一場誦經。…趕快去

誦經，把功德迴向給亡者，那個心一直帶著你走，不是沉溺在悲傷裡面。

(A2005-02) 

這樣做對往生者幫助很大，讓他往生投胎 49 天的路更順暢。對子孫，幫

助他去度過親人不在的茫然、悲傷，甚至恐慌，那種情緒紓解，我覺得

是很大的幫助。(A2019) 

隨著時間與經驗的增加，A 對佛法生死信念與喪禮有更深的認識，

更加肯定藉由引領臨終者憶起善行、跟著佛菩薩走、助念、誦經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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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幫助生死兩相安。 

2.反思自身無法避免死亡與提早規劃 

經歷喪親與喪禮，能讓人從中學習死亡的意義並意識到自己的死

亡。A 意識到人遲早得面對死亡，因此。預先決定好喪禮，得以讓喪禮

中的逝者、個人兩相得利。 

自己越篤定，我不是別人，可能有一天也會這樣。我心裡會盤算，無常

來臨時，什麼都帶不走，我沒辦法抓住身邊的人、事、物，所執取的東

西，只能自己一個人起身，往另外一個旅程去。(A2026) 

甚至同修助念幫助很大。說實在剛往生的剎那，心實在是混亂，我還沒

修到一心不亂，也需要一些外力幫助。(A2030)  

甚至我先規劃好喪禮，讓子孫不用再去猜臆與擔心如何操辦。(A3021) 

A 經歷幾場喪禮下來理解到，自己終有一天面臨死亡，自己無法抓

取東西與關係。A 也覺察到自己往生之時身心可能面臨的狀況，希冀同

修助念幫助自己走那段路。也提早規劃好喪禮，讓子孫不用去猜臆與擔

心死者的狀況，得以讓喪禮中的逝者、生者兩相得利。 

三、佛教徒運用佛法與喪禮的哀傷療癒及詮釋 

以「整體-內容」分析方法，呈現如何運用佛教信仰與儀式療癒哀傷，

共有八個主題。 

(一)佛教徒角色提早安排喪禮，安頓逝者、家人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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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過得好不好」影響喪親者的哀傷療癒。由於 A 是佛教徒且有

固定歸屬的團體，加上家人有來生信念且關係不錯，認同 A 安排的佛教

儀式。 

之前師姊來關懷，就稍微問葬儀社怎麼辦。有先訂好一位，跟我們理念

比較合的佛教葬儀社。(A1037-2) 

那些師兄沒來之前，先自己帶領家人誦經、助念。(A1059-01)。 

人沒有碰過這樣的事情，其實都有一點慌亂、一點茫然…這裡面已經主

張用什麼方式去做，加上跟兄弟姊妹的關係滿不錯，他們在當下好像有

一個依靠的、去聽的、去依循的方式，就願意去進行。(A2006-01) 

提供對死者有利或是不會觸犯禁忌的做法，大家就會跟著做，心就安頓

下來。 (A2013) 

不管是家屬、法師、葬儀社去引導，會讓逝者和家屬有一個安頓、

安心的感覺。有一個人引導、引領我們該做什麼事滿重要的。(A2023-01) 

人面對親人死後的狀況感到茫然與掛念。因此，「逝者好，生者心就

安」，有人引導或提供對死者有幫助的做法，A 的家人就跟著配合。而 A

是佛教徒且安排佛教喪禮，幫助死者順利往生的儀式，家人能夠認同，

讓喪禮圓滿進行，達到安死者、自己、也安家人的心。 

(二)安頓逝者往生淨土的喪禮，能調節哀傷 

A 學習到人剛死亡神識將於 49 天內往生，因此盡力以助念、誦經幫

助逝者。同時也在儀式中，調節哀傷。 

進來之後，心裡就開始盤算，我要讓媽媽安心，趕快去把這些事情安頓

好。(A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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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生死書講到怎麼樣引導 49 天，中陰身經過和尚的引導。(A1052-01)  

媽媽本身不是佛教徒，所以只期望她可以到西方極樂世界。(A1056) 

透過誦經或念佛號來紓解這個情緒，同時也接受這個人已經走了的事

實。(A2025-01) 

透過助念與誦經來幫助逝者往生淨土的儀式，一方面讓 A 有機會持

續盡孝，另一方面也調節 A 的哀傷，接受死亡的事實。 

(三)轉換環境或以助念、誦經轉化哀傷 

為避免往生歷程死者神識受影響，A 在母親剛死亡的喪葬期間，不

在逝者面前大哭。若真的想哭，A 離開死者身旁到其他空間宣洩，待情

緒緩解後再回來助念。 

我接收到的概念是，人在往生之後，識體離開軀殼。那媽媽的神識剛離

開沒多久，也許還在這個空間，如果你非常悲傷的哭，讓媽媽看到，她

要離開已經不捨，加上我們子女也非常悲傷，她更捨不得放下這個關係，

或者執取。(A2001)  

我會離開現場，自己到外面紓解情緒，再回來誦經助念。(A2003-01) 

透過那個助念跟誦經，其實已經慢慢把悲傷的情緒帶走了。(A2003-02) 

A 接收到佛教認為人死亡後識體未遠離，為避免死者神識受家屬悲

傷情緒影響，捨不得放下此生關係，A 轉換空間紓解情緒再回來助念。 

(四)近 10 天喪禮儀式，有助面對死亡失落的事實 

母親往生當下，A 雖有震驚與衝擊，藉由近 10 天的儀式安排，讓 A

慢慢接受死亡的事實、調適衝擊。在出殯棺木出去之時，更加接受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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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死亡到另一個世界的事實。 

雖然突然衝擊~喪禮不是 1 天 2 天。將近 10 天的時間，透過誦經儀式。

慢慢覺得說，喔！她真的是離開我了。棺木送出去的時候，心裡也很清

楚，今天之後，她就在另一個領域了。(A1006) 

葬儀社也有安排時間做什麼，上午誦什麼經、下午誦什麼，一場接著一

場，大家一起誦。(A1059-02) 

透由助念，慢慢體認說，媽媽真的這一刻已經往生，她確實不會再回到

我們這裡…。最後你認清這個事實，她確實是往生了，…。(A2004) 

有時候心裡一直沒辦法接受親人往生了，難以置信，很難控制自己的情

緒，就接受事實它就是這樣啊！而且這樣對她是比較好的。 (A2024)  

透過誦經或念佛號來紓解這個情緒，同時也接受這個人已經走了的事

實。(A2025-01) 

面對母親死亡的衝擊，A 藉由近 10 天葬儀社安排的儀式，透過助

念、誦經、出殯等，接受母親已經離開人世的事實，同時轉化自己的哀

傷情緒。 

(五)宗教團體在喪禮期間提供支持與依靠 

宗教社群在喪禮期間，提供 A 與家庭系統支持，讓她在喪禮的歷程

有個後盾，作為安心的諮詢對象。 

師姐們會跟我講，到時候你碰到事情，最剛開始你打電話給誰、要做甚

麼事情，心裏要有個底。(A2023-2) 

除了往生時助念，49 天當中，可以選擇一個誦無常經法會。告別式在家

裡面，有滿多同修來一起幫忙助念，誦經迴向。(A1116) 

覺得幫助滿大，整個喪禮藉助一個團體，讓妳很安心的把這件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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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後盾的感覺。(A1117) 

宗教團體在 A 的母親臨終前曾來關懷與給予提醒，也在喪葬進行中

來助念及誦經，讓 A 面臨媽媽死亡的歷程與喪禮間，讓 A 有後盾，可

以安心辦完法會。 

(六)喪禮後透過誦經及法會安頓亡者，也安頓自己的不安與悲傷 

受佛教 49 天內死者往生的信念影響，A 在 49 天內以各種形式與儀

式的功德迴向，期望媽媽順利往生淨土。因為，媽媽到佛菩薩的淨土去，

她就安心。 

我媽媽她是道教，但她有供俸觀世音菩薩。(A1062-01) 

我們的期望就是說，給她誦經，在她投生前跟她說，妳看到佛菩薩的光，

你就直直的跟著。觀世音菩薩在你面前，妳要緊緊跟著。(A1094-01) 

真的希望說，她到佛菩薩的淨土去。(A1080)  

喪葬後我們接著到 OO 山做好幾天的水陸法會。(A1115) 

妳過的好就好，我就心安。(A1097) 

雖然如此，49 天之後，A 仍感悲傷，當她感到悲傷時，就會持續誦

經迴向給媽媽。 

49 天之後，…還是很悲傷，只要想到就開始誦經，怎麼利益她可以到更

好的地方，能做就做，那才是我想要的。(A1114-01) 

連續好幾年都有參加 OO 寺的清明節和盂蘭盆法會，幫媽媽登記超渡，

一直到這幾年才停止沒有去。(A3007) 

「母親好，心就安」是 A 哀傷療癒中重要的關鍵。因為媽媽非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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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A 在心理上無法確認她是否在淨土，因此，在 49 天後感到悲傷或想

念時，就會透過不斷誦經繼續利益媽媽，甚至參加連續多年的清明節與

盂蘭盆法會的超渡，希冀母親能過得好，以調節內心的不安與悲傷情緒。 

(七) 到淨土就不會受苦、業果無法代替轉化不捨的哀傷 

A 不捨母親一生的辛勞，透過佛法的信念，如：投生淨土就不必受

苦；以業果觀解釋病苦與壽命無法取代；以「無常觀」放下想要保有媽

媽的執取，重新看待母親的苦與生命終點。 

離開對她來說是少了苦受，不用再病苦。(A1079) 

不捨歸不捨，她總是有她的路子要走，不捨也且放下，倒不如放她~趕

快到佛菩薩的淨土。(A1086-2) 

因此，我們覺得她已經到那裡，不要再去掛念她，讓她有所掛念。

(A1094-02) 

她今天這樣的壽命，她在這時候該結束了，她有她的業，受那些病苦也

是她的業，我們沒辦法代受。還有無常的概念，我們怎麼能夠永永遠遠

保有她呢？(A1132) 

A 藉由多年習佛與深化佛法的信念，認為媽媽離開到淨土就不會受

苦，轉化對媽媽操勞與病苦的不捨；認為苦與壽命是個人的業，無法替

代，解構未能讓媽媽老年享福的遺憾。此外，也體認到「無法永遠保有

死者」的無常，放下想要保有和媽媽關係的執取。 

(八)「往生淨土、無常、因緣觀」轉化未竟事宜的愧疚 

A 回想照顧母親的過程，由於正值壯年忙碌，未能及時把握時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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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照顧而感到愧疚，這個點深藏在 A 的心中多年。A 想起過不去的點，

就誦經迴向，希望母親真的去淨土來調節哀傷。最後則是隨著多年學習

佛法的因緣與無常觀，釋懷與接受當時的情況。 

想起來的時候覺得那個點過不去。我常誦經迴向阿! 那真的希望說，她

到佛菩薩的淨土去。(A1080) 

時間沒辦法倒流，時間一直往前去，當下能做的就是這樣，無常。(A1087) 

如果可以預知未來，會排除萬難陪她。(A1102) 

最後覺得盡力就好，再怎麼做她的苦受也不會少一塊。(A1104) 

很難，沒有辦法 100 分。 (A1106) 

我覺得不應該把她拉在、牽絆在身邊，應該放手讓她趕快走，這條路才

是她應該走的對的方向。(A1096-01) 

（沉默約 20 秒）當時因緣就是這樣的安排，也就接受這樣。(A1105) 

回想做的已經夠多，但，通常會忘記做的那些，惦記執著沒做的那個(淺

笑)，執著在沒有做的點。(A1107) 十幾年了，慢慢覺得，阿~各有各的

因緣。每個孩子跟媽媽的因緣不一樣。如果用因緣來看比較釋懷。(A1109)  

A 在想起那段未竟事宜過不去時，初期透過誦經迴向給媽媽來調節

哀傷，因為媽媽真的去淨土，A 的愧疚就會少一些。隨著多年學習佛法，

A 逐漸體認與接受「往生淨土、因緣與無常」的概念，譬如：A 檢視那

段時間的照顧，最後發現「時間無法倒流的無常，當下已經盡力」的現

實、接受和媽媽之間因緣安排就是這樣，及認知到應該放下對媽媽的執

取，去淨土對媽媽才是好的，來釋懷當時對媽媽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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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本研究發現分為兩部分，首先「哀傷經驗」內涵包含哀傷反應、相

關影響因素、哀傷的獨特性。其次，信仰與儀式運用於哀傷療癒，包含

佛教信仰與儀式、佛教的意義建構，與死亡中的學習，結果討論如下： 

(一)哀傷經驗的討論 

1.哀傷的反應 

西方提出階段論、時期論與任務論等哀傷理論，強調個體的哀傷反

應從否認、震驚、憤怒、悲傷、憂鬱、逃避、渴念漸漸走向接受的程度，

作為哀傷復原與健康的指標 (Kubler-Ross, 1969; Parkes &Prigerson, 

2013)，在本研究仍可適用。檢視受訪者的哀傷經驗，發現受訪者哀傷初

期雖有驚嚇、難以相信的震驚反應，但時間很短。喪葬間不在逝者身旁

哭泣，也有不安、慌亂、緊張、茫然與悲傷等反應。喪葬後悲傷、想念

情緒隨之而來。周年後主要為不捨、遺憾、愧疚及未完成事宜等哀傷。

本研究 A 面對死亡的失落，具有普遍性哀傷反應，但也有在其所處宗教

信仰下哀傷反應的差異性。正如 Lehman 等人(2004)的主張，文化提供

了個體及集體目標的規範信念與主要被認可行為，而文化中的宗教信仰

則影響信徒心理歷程與行為。 

2.哀傷初期震驚與否認反應很短的因素 

受訪者因母親久病的預期性哀傷、先前宗教信仰與喪禮經驗，這兩

項因素縮短了震驚否認期，且很快有悲傷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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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親久病的預期性哀傷 

順利度過死亡衝擊的震驚反應，與非預期的死亡之心理準備有關。

預期性哀傷可以催化喪親後的適應，因為家屬有機會在病人死亡前就進

入哀傷情境，進而面對處理，有助於喪親後的適應 (Lindemann, 

1994；McHale, 2008)。本研究受訪者的母親因重病多年死亡，屬於非預

期性的死亡，加上 A 假日常回家見證母親身體變化，提早對死亡的心理做

預備。因此，A 面對母親死亡當下，初始哀傷雖有驚嚇、突然、無常但

很短暫，且很快有悲傷情緒反應。 

(2)佛教信仰與喪禮經驗對死後世界與歷程的預備 

有關宗教參與的經驗、死後世界與來生的信念，能夠幫助喪親者哀

傷復原(Wortmann & Park, 2008)，及面對失落事件的衝擊(Benore & Park, 

2004)。蔡佩真（2007）指出宗教的重要性和個體對死亡的準備有關，是

支持個體在身心靈與社會生活的主要力量。有宗教信仰者比無宗教信仰

者較快調節哀傷(Walsh et al., 2002)。本研究 A 喪親前已信仰佛教，故有

生死輪迴與往生淨土的概念、參與宗教喪禮經驗、宗教團體的臨終關懷

與諮詢，預先尋找佛教葬儀社，這些宗教經驗對死亡的準備，有利 A 面

對母親死亡的哀傷調節。 

3.佛教在複合式喪禮的哀傷獨特性 

(1)「往生淨土，我就心安」的獨特性 

融合釋道儒生死文化於哀悼，喪葬強調「逝者好，生者就心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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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喪親的哀傷特性，並影響喪葬期間的哀傷反應（何長珠，2008；官

玉環，2002；尉遲淦等人，2020；許敏桃等人，2005）。牽掛親人死後

與被安置的狀況，是影響華人哀悼完了的原因（吳秀碧，2020）。因此，

「逝者好，生者就好」。透過喪禮儀式，適當安置與逝者的關係，進而讓

家屬感到安心與盡孝（李秉倫等人，2015；鍾文佳等人，2019）。本研究

受訪者在喪葬期間，雖有悲傷感受，但很快收拾情緒，盡快安排好喪禮

以安頓死者。A 採用的佛教儀式，只要有助於死者往生淨土的事，A 都

盡量去做，藉此降低「逝者在另一個世界過得好不好」的不安。佛教往

生淨土的信念，在這樣複合式的喪禮對哀傷療癒有所助益。 

(2)不干擾順利往生的歷程，轉換空間與方式舒緩悲傷 

從西方正常化哀傷反應來看，喪禮提供表達對逝者想法或感受機

會，表達哀傷是正常性且重要的復原因素(Worden，2018) ，和目前國人

受佛教生死觀點影響的複合式喪葬哀傷表達有所差異。在王純娟（2006）

研究中看到受民間信仰及淨土宗思想，喪禮中勿哭泣而壓抑悲傷的負向

影響。同樣也在洪雅琴（2013）提到為了逝者能順利往生淨土，喪葬間

也有壓抑悲傷情況。本研究發現 A 在喪葬間，因實知佛教臨終往生之際

「避免神識受干擾、勿在逝者身邊哭泣，以幫助順利往生」的觀念，遇悲

傷想哭時，選擇到其它空間紓解，且在助念與誦經的平靜中減低悲傷，

降低內心壓抑悲傷的衝突感。出殯後，悲傷情緒較不影響逝者，A 有較

明顯的悲傷情緒流露。這些原因，促使 A 能夠找到適當紓發悲傷的時空、

間，降低延宕悲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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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複合佛教的喪禮若有足夠的說明與解釋，並提供其他預防

做法，以因應強烈哭泣，如：在助念專注帶來沉澱與平和寧靜感（謝雯

嬋，2008）；若無法避免哭泣，到沒有逝者的空間舒緩悲傷（索甲仁波

切，1996/2006；印光、弘一，2002）；49 天後對逝者的直接影響降低，

但仍誦經或修法持續幫助逝者（索甲仁波切，1996/2006）。這些都可以

避免因不在逝者哭泣可能衍生延宕哀傷的負面影響。 

(二)佛教信仰在複合式喪禮儀式的討論 

本研究發現，佛教徒哀傷受「49 天轉世」，能否「往生淨土」信念

影響，透過儀式來實踐信念，對哀傷療癒產生不同面向的作用。其影響

如下： 

1. 佛教往生淨土與華人角色轉化複合於儀式 

從宗教關於死後世界提供繼續聯結來看哀傷療癒，Higgins (2002)的

研究顯示相信「死後來生」、宗教參與度高的人，其痛苦程度較低。在

49 天內持續誦經與做法會，對逝者提供幫助，也能夠降低家屬的痛苦（索

甲仁波切，1996∕2006）。吳秀碧（2016）認為華人喪禮儀式治療的核心

元素，為透過儀式或象徵將逝者角色和地位進行轉（transformation），得

以生者建立性質不同的新聯結，逝者往生善境可以讓哀傷者得到釋懷。 

在本研究結果發現， A 在喪葬、49 天內及喪禮結束後，均以助念、

誦經、法會的儀式，繼續幫助逝者往生淨土，因為「媽媽好，心就安」

來轉化情緒。佛教認為「死後有神識」，且「 49 天往生」，及「往生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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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信念，與華人喪禮「逝者角色轉化」為祖先，且「死後有來生」、

「死後善境」等繼續聯結的核心要素相融合。此外，佛教「往生淨土」

為正向「安置逝者」的概念，並以積極作為「助念、誦經與法會」的儀

式，增加「逝者好」的意象與行動。 

49 天喪禮結束後，A 有悲傷及想念的情緒時，會到塔位（象徵物）

和死者說話、報告家中事宜與希冀保佑等，此乃融合華人祖先文化，不

致讓 A 產生切斷舊關係的痛苦。因此善用佛教上述概念結合文化轉換為

祖先的儀式，透過象徵物∕媒介∕儀式和逝者繼續聯結與溝通，提供舊有角

色∕關係轉化為新角色∕關係的哀傷緩衝，亦能療癒哀傷。 

2. 10 天冗長的喪葬儀式，有助接受死亡與失落的事實 

Worden(2018)認為葬禮有助增強失落的真實性，認知死亡的真實與

終結，例如：目睹遺體，協助喪親者完成哀傷任務極具價值。且喪禮儀

式不宜過短，有足夠時間讓哀傷者哀悼，才不致影響哀傷調適的效果。

本研究結果也和上述觀點相符，A 的母親在家死亡並在家舉行喪禮，A

能夠親眼見證整個歷程，如：助念、入殮、誦經、出殯等儀式，均象徵

死者走向另一個旅程，接受媽媽死亡的事實。尤以棺木送出去的時刻，

在心理清楚的區分兩個不同世界，更增加死亡的現實感。近 10 天的不算

短的喪禮安排，讓 A 有足夠的時間慢慢接受死亡的事實。 

3.喪葬期間的和諧與社會支持 

華人的哀悼是在關係的架構下依角色進行，重視利他少利己，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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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和諧與圓滿（許敏桃等人，2005；蔡佩真，2009）。吳秀碧（2016）

研究台灣喪禮儀式的療癒因素提到，喪禮可以獲得社會支持。本研究結

看到，A 與手足關係的不錯，且家人有共同的來生信念，加上佛教徒角

色提前安排佛教葬禮。而佛教的助念、誦經的儀式均在助益「死者好」，

讓家人能認同與接受 A 的安排，而圓滿完成喪禮。此外，宗教團體也讓

A 在喪葬期間得到社會支持，有助哀傷療癒。 

4.佛法生死觀的意義建構，處理周年後的哀傷 

(1)「逝者往生淨土」的信念，調節不捨與不安  

文獻指出宗教信仰給予喪親者意義，對死亡作出解釋，並提供一個

死後世界的參考依據(Park ＆ Folkman, 1997)。人面對災難、重大壓力

事件時，對事件的詮釋與意義再建構，是復原因應方式之一（Pargament 

et al., 2000）。對死亡事件的詮釋，若與原本擁有的死亡觀與世界觀符合，

或虔誠的宗教信仰者，越能適應原本的意義結構取得和解，助於哀傷復

原（Davis et al., 2000; Park, 2010 ）。如何確認媽媽好，為影響受訪者不

安與悲傷未完的原因之一。對 A 而言，其建構的死亡圖像與意義為「往

生淨土」，媽媽在佛菩薩淨土就不會受苦，「媽媽好，就心安」。因此，越

能增加、接受或確信「媽媽在淨土」的意象，就有助於調節 A 不捨與不

安。A 不斷的誦經、做法會超渡媽媽，都是不斷增加或確信「媽媽在淨

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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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法「業果」與「無常」，重建母親死亡的意義 

佛教的無常觀，闡明人事物與關係無法恆久不變，領悟無常的改變、

變異的真理，乃為佛法的哀傷輔導（釋法如，2013；釋慧岳等人，2008）。

A 調節喪親哀傷的重要信念，除了往生淨土之外，尚有業果與無常。由

於持續學佛與參與他人喪禮，A 更深化佛法的概念，將「媽媽老年未享

福與受苦」的觀點，重新詮釋為「苦與壽命為業果無法替代」。另外，

也從佛法中體認「無法永遠保有逝者」的無常觀點，放祂趕快到佛菩薩

的淨土，重構和逝者關係之意義。 

(3)照顧不周的未竟事宜，透過佛法進行意義建構 

佛教以領悟無明緣起的生死流轉歷程，了悟緣起性空的無常真理，

和親人的關係無法恆常不變，以放下對摯愛關係的愛取執著，為哀傷輔

導的重點（釋法如，2013；釋慧岳等人，2008）。林秀玲等人（2009）研

究喪子佛教徒結果發現佛教教義對中長期的療傷，進行意義建構具有關

鍵性。「現實檢驗(reality testing)」協助哀傷者處理未竟事宜，克服非理

性的愧疚感與自責(Worden，2009/2018)。華人喪葬亦能透過儀式和逝者

進行對話，以處理未竟事宜（吳秀碧，2016；李秉倫等人，2015）。佛

事超薦儀式結束後，向逝者訴說祈禱內容與內心未竟事宜，走完「承認、

懺悔、確認與祝福」的過程，同樣有助和死者關係的和解（何長珠、賴

淨慈，2015）。此外， 和死者有關的夢境，通常和哀悼歷程同步，也能

反映卡住的哀悼困難。若因此，探討夢境與意涵，進而採取適當策略，

也可作為處理哀傷的困難的方向（Worden，2009/2018；吳秀碧，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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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A 化解深藏多年照顧不周愧疚的療癒方式，透過「現實檢驗」

技術，並以內化學習多年的佛法觀點進行意義建構，如，「往生淨土」、「無

常、放下執取」、「因緣安排，盡力就好」重新對未竟事宜詮釋，得以釋

懷。本研究也發現喪親早期，A 雖然以儀式，或到塔裡和母親對話，卻

未能及時化解內心的不安與愧疚。若在儀式能加入一些元素，譬如：佛

事過程引導說出心中愧疚事宜、探究和死者有關的夢境、探究死者死後

被安置的意象、透過哪些形式確認死者在淨土，如：擲杯、夢境？藉此

促進哀傷者表達過不去的點，討論哀傷者心中期待的死後世界，安排死

者被安置的儀式或創造性活動，或許可以盡早完了哀傷。 

華人哀傷因考量諸多他人或外在因素不易表達（洪雅琴，2013；蔡

佩真，2012）。在羅耀明（2021）的哀傷研究提到，缺乏安全、允許表達

哀傷的社會環境，是華人喪葬文化在哀傷療癒上較欠缺。本研究也發現

A 個性內斂，故採取自行誦經與到塔裡和媽媽說話，不曾說出自責與愧

疚事件，錯失及早處理的機會。或許可以參考一些技巧，包含治療性儀

式、心理劇、寫信、繪畫、象徵與引導想像等，表達有關失落的情緒。

(Worden，2009/2018)。 

5.從死亡中的學習與領悟：無可避免死亡，盡早對死亡做準備 

喪親使人們領悟到生命與死亡的意義，包含從死亡中發現新的意義

(Neimeyer, 2001)，而面臨親人或是參加喪禮也會增加自己死亡意識

(Worden,1976)。運用華人儀式中客體轉化與新聯結的重要概念，哀傷者

重建死亡的意義，了解死後安置的世界，可以改變對死亡與死後世的負



 
 
 
 
 
 
 
 
 
 
 
 
 
 
 
 
 
 
 
 
 
 
 
 
 
 
 
 
 
 
 
 
 
 
 
 
 
 
 
 
 

 

132 生死學研究 | 第二十二期 

 

 

向想像，重新獲得學習（吳秀碧，2020）。本研究受訪者從經歷多場喪禮

下來領悟到，「自己無法避免走那條路（死亡）」，當無常來臨時，也是一

個人起身走向另一個旅程，有同修的助念協助順利往生淨土，規劃好自

己的喪禮避免子孫茫然與驚恐，希求自己的喪禮能夠「冥陽兩相利」，皆

是從多場喪禮下來領悟到自己的死亡，進而提早規劃未來喪禮。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佛教徒面對喪親的哀傷，透過宗教融合文化的喪禮療癒其哀傷。本

研究結論如下： 

(一) 喪親前宗教信念與喪禮經驗有助療癒 

佛教徒喪親前對死亡的心理預備，包括喪親前的佛教生死信念與助

念經驗，促成其面對死亡的當下，初期哀傷的震驚與否認的時間很短暫，

且很快有悲傷感受。因此，先前參與宗教活動，如：學習佛法生死觀與

參與喪禮，盡早安排與理解其背後的意涵，降低面對死亡衝擊的震驚。 

(二) 佛教信仰與喪禮儀式，有助「正向安置逝者」往生淨土與繼

續聯結 

佛教信仰與喪禮儀式，促使 A 在幾個層面上哀傷獲得療癒。1.喪葬

期間藉由佛教生死信念，並透過儀式如，助念、誦經以安置逝者，讓逝



 
 
 
 
 
 
 
 
 
 
 
 
 
 
 
 
 
 
 
 
 
 
 
 
 
 
 
 
 
 
 
 
 
 
 
 
 
 
 
 
 

 

佛教信仰與喪禮儀式在哀傷療癒之探究 133 

 

 

者能順利往生，達到「逝者好，我就心安」的生死兩相安。2.近十天不

算短的喪禮儀式，有助受訪者調節哀傷情緒、增加對死亡的現實感與接

受死亡的事實。喪葬結束的後續哀傷，仍藉助「幫助逝者往生淨土」正

向安置逝者的架構，持續以誦經、做大法會……等等，幫助逝者順利轉

化角色，並安置在較好的世界，和死者有新的關係繼續聯結，為哀傷療

癒重要的策略。 

(三) 對佛教「勿哭泣」的信仰理解，降低壓抑悲傷的衝突感 

不在逝者面前哭的悲傷表達，具有宗教哀傷的獨特性，需置於佛教

生死觀脈絡來理解。由於 A 先前受佛教臨終死亡之際，勿在逝者面前哭

泣，避免讓逝者產生執念，透由助念、誦經幫助逝者往生的信念，進而

對「勿哭泣」沒有產太大的情感衝突，且能找到其他因應方式。因此，

若喪家非佛教徒，在喪葬中對於「勿哭泣」應詳加說明緣由、時機、時

間長短及其他替代方式，以減少哀傷者喪葬結束的負向影響。若僅以西

方鼓勵與引導正常化悲傷，作為日後延宕或是壓抑悲傷的指標，可能產

生對佛教在喪禮哀傷表達的誤解。 

(四)「安置逝者往生淨土」提供關係和諧的療癒基礎 

A 喪葬間藉由安置逝者往生淨土達到關係和諧。首先，透過安排佛

教儀式幫助逝者往生淨土，達到和逝者的關係和諧。其次，和兄弟姊妹

關係不錯且有相似的來生信念，而佛教幫助逝者往生淨土的儀式，能讓

家屬感到安心，使得喪禮進行圓滿，達到家人關係和諧。最後，宗教團

體提供的支持，在喪葬歷程有所依靠，也能讓喪親者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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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佛教往生淨土、業果、無常與因緣，為意義建構重要的依據 

A 周年後的哀傷反應多為不捨與愧疚。針對母親辛勞的不捨與為能

享福的遺憾，A 運用多年持續學習佛法，接受「逝者已往生淨土∕善道∕

投生」及體認「受苦與壽命是業果」重新詮釋死亡。深藏多年的未竟事

宜，A 喪親多年後，隨著深化的佛法觀點，「無常，時間無法倒流」、「因

緣如此，放下對逝者的執取關係」進行觀點轉化，釋懷對逝者的照顧不

周。 

二、建議 

(一) 對未來諮商輔導的建議 

對陪伴失落哀傷的諮商實務工作者而言，若能對當事人的宗教文化

觀 

點有深一層的認識，或許更能貼近當事人的內心狀態。而華人文化

中，佛教生死的觀點，對於不管是傳統信仰或釋道儒的信仰者，在有經

驗及適當對象的引導下，被接受的機會是高的，也能協助喪家處理喪禮

過後的失落哀傷。佛教的生死輪迴及往生淨土的信念，及助念、誦經與

法會的儀式意涵，傳送無形的祝福與助益給逝者，哀傷者在這樣助益死

者的儀式中轉化悲傷情緒。誠如受訪者所說：「媽媽好，我就心安」。

Worthington 等人(2011)指出融入特定宗教的心理治療比單純融入靈性的

心理治療效果更好。 

喪葬短暫的勿哭泣有其正向意涵，如：以逝者能順利往生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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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逝者神識受干擾，能降低哀傷者的不安；負向的影響為，若不理解

背後信念與原則，持續沿用此觀念，則衍生延宕性哀傷之可能。目前哀

傷輔導的策略支持與傾聽，若能理解佛教在喪禮提倡勿哭泣的脈絡，更

能以不同的觀點來支持與同理勿哭泣的正常性，並探討喪葬中不能哭泣

的原因與例外、為期多久？或其他彈性的方式，以預防壓抑悲傷的發生。 

難以向人表達內心深層的未竟事宜，可以透過非宗教性的儀式或哀

傷諮商，以「客體角色轉化」的概念，加入創造性表活動或儀式，如：

繪畫、戲劇……等等，讓哀傷者再次表達與對話，盡早有機會釋懷未竟

事宜。亦或在諮商輔導中，考慮探討佛教關於入殮的遺容或身體現象，

對哀傷者的影響；探討關於死者的夢境、想像、象徵或其他形式，了解

喪親者心中對逝者死後世界的圖像，如：是否真的在淨土，作為進一步

採取適當策略的素材，促進哀傷者彌補遺憾與緩解心中不安。佛教生死

觀與緣起觀，更可提供轉化死亡與未竟事宜意義建構的依據。藉此促進

助人工作者對佛教死亡歷程之理解與運用，將可助益更廣泛的當事人進

行意義建構時，提供詮釋的參考架構。 

(二) 對生命教育的建議 

生死流轉與往生淨土，乃佛教在初期哀傷療癒重要的生死信念，和

民間信仰複合於喪葬並不衝突，因為往生淨土的美好死世界與正向安

置，能讓家屬感到安心。對於哀傷表達的形式，在 49 天內，富含佛教「避

免干擾識者神識，助其順利往生」的重要信念，有其時間、空間背景與

其他例外彈性的轉化方式。而對於喪禮過後的哀傷療癒或是內心的未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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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佛教透過個別需求的法會儀式，以及生死觀點，包含往生淨土、

因緣、無常、業果，與放下對關係的執著，處理和死者間未完的哀傷。 

這些觀念的增加與釐清，需要有適當對象加以解釋與說明，並於未

來生命教育中提倡，藉此擴大與加深一般人對佛教生命內涵的認知，及

認識佛教在喪禮儀式與哀傷療癒提供的助益。或者，在以佛教為基礎的

生命教育或是喪禮儀式中，可以考慮融入「客體角色轉化與安置」的模

式、夢境、象徵或其他形式，依其需求安排適當的創造性活動，例如：

寫信給逝者、想像逝者在淨土的創作活動、心理劇、心理投射的影片與

虛擬動畫……等等，提供一個不同的方式讓佛教哀傷者有機會完了未竟

事宜。 

(三)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過去研究多以臨終助念八小時勿哭泣，並以助念轉化其情緒。本研

究佛教徒想哭的情緒採取「到一旁哭泣」舒緩情緒的方式，乃為過去研

究中較少被探討的策略，建議未來可以多探討因應「勿哭泣」的其他策

略，以預防一般國人採用「臨終助念八小時勿哭泣」，壓抑悲傷的負向影

響。另外，本研究中「逝者是否往生淨土」，為受訪者安心的重要關鍵，

進一步探究受訪者心中如何確認此議題的意象，譬如：繪畫、夢境、象

徵、擲杯，不同策略對哀傷療癒的效果，也可以考慮納入未來的研究。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僅訪談一位受訪者，由受訪者個人觀點出發，研究結果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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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佛教徒哀傷與療癒經驗，但其研究結果推論的效果有限，建議未來

增加多位受訪者。以回溯方式訪談距離喪親事件較久遠的佛教徒，雖有

助了解喪親較長期的潛藏影響，及如何運用佛教進行哀傷療癒，然而對

於確切的影響哀傷內涵與細節，可能受到記憶的影響而受到限制。建議

未來研究對象可以選取 6-8 年以內之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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