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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悟因 演藝界的名人倪敏然自殺事件發生後，整個社會弄得紛紛擾擾，動盪不安。

從宗教的角度如何來看待倪敏然事件？作者將從媒體報導、生命教育、自殺對

個人的影響及佛教如何教導苦與苦的止息等來談「生與死」的課題。

生與死
從倪敏然之死談生與死的課題春風

化雨

前些時候，演藝界的名人倪敏然自殺事件發生後，整個社會弄得

紛紛擾擾，動盪不安。中國廣播公司「熟女五五六六」節目主持人張

明芳小姐電話訪問我，問我從宗教的角度如何來看待倪敏然事件。關

於這件社會新聞，我有幾個看法。

關於媒體報導

我發現媒體對這件事的報導非常多，各媒體記者努力地挖新聞、

搶新聞，充分滿足了閱聽人的好奇心。就個人本業來說，是夠盡責的

了；但是，就新聞業來說，整個業界爭相報導，不但消息面多，也挖

掘太深。令整個社會瀰漫著焦躁、揣測、紛擾和不安的氣氛，台灣社

會大眾似乎都沉浸在這種氣氛之中。大家都知道，透過媒體報導後，

感染與播散的力量非常快速也非常強大，有時候報導得過於詳細，變

成好像在教大家自殺的方法，或結束生命的方式。這是媒體在處理方

式上，亟待改善的地方。

現代社會資訊傳播快速，新聞報導相對充斥，青少年的學習，有

些教育不是從家庭或學校獲得，而是在媒體或在網路上面就把這些教

得好好的！這已經超越了制式的教育或父母親、老師照顧的範圍了。

這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媒體開放以後，如果無所顧忌，什麼都說，

加上強勢的薰染力量，可能把人教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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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為大的文化背景

當整個社會瀰漫著這種不安、紛擾的氣氛時，我們的社會又有一

種「美德」，所謂「死者為大」的文化傳統，讓生與死之間的世界存

在著不平衡的拉址。

一般認為死者已矣，死都死了，不忍再對死者多說什麼。媒體、

社會也一直著重在倪敏然的死，並且不斷地追問死者為什麼自殺？誰

跟他的自殺有關？這對生者而言無異是繼續的折磨。一個人選擇自殺

的方式，而把問題留給別人—死者當初如此選擇，可能沒有預料到

這對生者是一種很大的懲罰吧。那些沒有答案的問題不斷被詢問著、

討論著，讓人充滿了許多的揣測。這種懲罰，令生者無言以對，死者

也無所辯白。然而，媒體與社會大眾在不久之後，又將追著另一則新

聞起舞，所有的難堪與斷裂的傷痛，唯有留下來的生者獨自背負！如

此重死不重生的文化在社會上瀰漫著，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像前一陣子，一個單親家庭的小朋友因為逃避老師要帶他回家，

就跑到樓上躲老師，結果從頂樓的欄杆摔下來，摔死了。大家很難

過，尤其是那個老師更是難過自責，其實他不是故意的。我們就帶著

他的老師、同學以及家屬做一場法事，大家一起祈禱。目的就是要幫

他們化解這樣的心結，大家才不會一直背負著好像誰虧欠了誰。其實

沒有人願意故意為難誰的。

這件事應是非故意的意外死亡，尚且讓生者相當難過；自殺所構

成的傷害，影響應該更大。我們不妨重新來省視：生命是怎麼一回

事，如何看待生與死的問題，如何看待那些活著的親屬，或者死者的

妻兒。怎麼看待這些衝擊，這部分很值得再多探討。

如何看待自殺事件

先來談談如何看待自殺事件。倪敏然之所以自殺的原因為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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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來看，有說是憂鬱症，有說是財務問題，有說是感情糾紛。這些

都可能是原因。但是一個人遇上這些問題就會構成自殺嗎？這是整個

社會思惟這個問題時的盲點，也太把問題單純化了。發生了事件當然

要去追究，但是從什麼切面去探討問題，可能是更重要的。除了從個

人之外，我覺得有時也可以從整個社會、文化的步調來深探追究。

以現在的社會發展來說，台灣社會變遷快速，我發現，整個社會

的文化是更多元，步調是更快。舊有的秩序在劇烈地解構當中；新的

秩序尚在摸索。文化的相互激盪，軌道顯得多重而淩亂。這種變遷，

不要說家庭生活的方式改變了，教育、求學、就業、職場，乃至異

性、同性的婚姻觀、銀髮的人生、師生的關係，這些都在解構與重

組。面對社會劇烈的變遷，個人內在產生矛盾衝突時，難免構成很大

的壓力。因此問題焦點不只是個人的困擾，不只是社會環境的變遷，

而是在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個人與人際的多重關係之中，他如

何去看待、處理這些壓力。能逃避嗎？有的人抗壓性比較弱，有的人

就能夠透過其他方法來紓解。因此，如何解決個人抗壓性弱的問題，

確實是不容忽視、不得不思考的。

事實上，人的生存本能是相當強韌的。「自殺」，在佛法的解釋

反而是一種強烈的生命意欲！因此要杜絕社會上的自殺事件，莫過於

教導如何「好活」。這是我們的教育，尤其最近相當受到矚目的生命

教育的方向吧。

生命教育：價值統整

生命教育有很多面向，我特別要提出生命價值的統整。

以佛教來說，佛教強調的，第一個先認識生命的本質。最好能夠

不斷地告訴大家，生命本來就是非常地複雜而且多面的，並非只是單

向的運作。就人生處境而言，不是只有順遂的，「稱、譏」、「毀、

譽」、「利、衰」、「苦、樂」都是參半參半的。就人存在價值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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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只有追求榮華富貴、吃喝玩樂的，生命中有更多值得追求的東

西。就學習而言，不是教導為了升官，為了謀得好的工作，為了薪水

高一點才讀書。太過於單向化的思考或運作，只會扼殺自己的出路。

當全面地看待生命時，體認生命是豐富多元的事實，一旦人生種

種境遇現前，峰迴路轉，稍稍轉個彎，可能路就通了。你也可能選擇

逃避、迴避，但迴避不一定要選擇死亡。例如有青少年想逃離家裡，

不希望受到家的束縛，就選擇去讀軍校，離家遠遠的，這也不賴嘛。

至少他有正當的職業，也可以在那兒找到一片天空。這是生命教育的

一個案例。

生命價值的統整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知見」的建

立，具有正確的知見才能導引正確的行為。在佛教的正知見中，相當

強調「因果觀念」。也就是了解無論做任何事、任何一個行為，都有

它的結果或影響。像自殺，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留下問題來懲罰

活著的人，這真是情何以堪啊！刻意的將生命結束，那多無聊。應該

留著這一口氣在，才有奮鬥的可能、才有學習的可能。應該體認生命

是豐富多元的，要多多珍惜發揮啊！

所以，價值的統整，是在內外多元的文化系統中，以正見引導，

讓自己在錯綜複雜的世間不致迷失方向，遇困境時也能殺出一條活

路。尤其社會文化多元令人無所依循時，最重要的是要學習生命價值

的統整。

生命教育：人格統整

統整的教育還有另一面向，就是個人的人格統整。人，不是只有

知識的層面，還有情感的、意志的層面。這些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們活著，是不斷地接受挑戰，也有很多的學習。這些學習與挑戰，

有情感性的，有知識性的，有些是意志力的。接受這些就叫做人格的

培養。而這些都不可能只是單向、單面、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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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我說，苦難當頭時，選擇逃避或迴避是可以，但是當你這麼

做時，你知道你只是暫時迴避。然而有人卻不是這樣。像有人吸毒吸

的很厲害，傾家蕩產，到處借貸，親友們避之唯恐不及，他逃避的方

法是繼續往毒品裡鑽，甚至後來自己去販賣毒品。這樣的逃避能夠解

決什麼呢？個人如果意志力薄弱，即使知道毐品有害，要從困境裡面

走出來，可能還是相當困難。所以，生命教育的課題，除了價值的統

整，人格的統整也是重要的面向。

自殺對個人的影響

一般人以為一死百了，什麼都沒有了。眼睛一閉、兩腿一蹬，就

沒事了。佛教並不是這樣主張的。佛教主張不可殺生，五戒中第一條

戒就是不殺生。不殺生不僅不可以殺別人，殺其他動物也不可以，因

為殺了就是有罪過。既然連殺動物都不可以，那怎麼可以殺自己呢？

殺了自己，那罪不但非常重，還會影響來生。

佛教告訴我們，如果這輩子有一些習慣或天賦，其實是與我們過

去世的習慣有關。照佛教的「業力論」來說，這輩子用自殺來解決生

命的困境，下輩子就會常常有這種恐怖與畏懼，面對事情就不會給自

己多一點耐心。不要說來生受影響，就以這輩子來說，精神醫學報告

也指出，曾經自殺過的人，他們只要事情有困擾，一時轉不過來，就

會想要自殺的機率相對的高。這是因為曾經自殺過的人，他們有困擾

時，都不想用正面的方法去解決。這就會構成他的一種習性。由於業

習不斷地被回味而累積，要跳脫這種習性是需要覺知的。

我們常會說自殺會往生到地獄或不好的地方去，其實是由於自己

的思惟模式一直往那邊傾倒有關。臨終時會出現的念頭，看看我們現

在的念頭，就可以推測那是個什麼樣子。如果我們平常持戒，常做善

事，臨終時就比較沒有憂畏恐懼。所以，你將來會往生到那一趣，從

自己現在的身心狀況可以推測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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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後會出現什麼，其實與我們睡著前是什麼樣子是同樣的。所

以，我常常教導同修以及學佛的朋友們，晚上睡覺前，不要把白天的

困擾或難過帶到夢中。睡前先學著將所有的不舒服放下，把你的身心

放下，很輕鬆地進入夢鄉。沒有什麼事情不能解決的，只有輕安的

鬆、鬆、鬆。

生命的苦與苦的止息

張明芳小姐採訪時問我，會不會常常有一些信眾會來找師父說：

「師父啊！我真的好苦啊，我真的熬不過去啊，我撐不下去啊。」是

的，宗教師的使命就是協助解決人們的困擾。通常，人們快樂的時

候，不會找佛菩薩；有困擾時才會來找佛菩薩。佛陀一直告訴我們：

「人生本來就是有很多的苦，這是世間的真相。」佛陀不但教導我們

認識生命是苦的真相，同時也教導我們認識止息苦的方法。

止息苦的方法其實一點都不神祕。像今天有個信眾來找我，他考

醫師執照已經考了好多年，都考不過去。最近實在考到自己都煩躁起

來，就來找我。我看他神色黯然、面容憂慼，情況似乎不是很好，就

陪著他拜佛、上香，然後教他先吃飽、睡好，身心放下，去菜園學種

菜，摸摸泥土，弄得滿身大汗的。當他回去時，我看他的神情是清爽

多了。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不一定要陷在苦裡，不要覺得

苦一直跟著人走。不會的。只要轉個念頭，又是另一片天空。生命本

是生生不息的，雖然有很多課題需要解決，其實最需要做的，不過是

轉個身，轉個念頭，學著先放下罷。

若從生命的發展不是單向的來談，考醫師執照，絕對不是人的一

生最終的價值，我們應該先學著讓我們將生命的價值找回來。現代的

文化衝激又大、又多，價值統整的能力需要縮短時空差距，如此而

已。如果自己轉不過來時，找個比較正信的道場，找師父或社工人員

談談，也是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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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的推動

有人問：「香光是否一直透過宗教的力量在推動生命教育的課

題？」生命教育的課題本來就是佛教應該做的，應該提供給社會的一

個服務。我們香光尼僧團在都會開辦的「佛學研讀班」，探討的核心

主題就是生命的課題。由法師帶領學員討論、研修、體驗人生的苦。

認識生命是苦的現象，再從這個現象裡面去發現：自己的身心與整個

社會、家庭，都是相互的影響。生命的網絡是如此複雜，不是自己想

要怎麼樣就能夠怎麼樣，很多的無奈有時必須學著放下，超越小小的

自我。超越的目的不是我不要了，連生命都丟掉，而是暫時跳開來看

它。轉個念，當下又是海闊天空。

「佛學研讀班」的課程，要研習三年才能完成。從民國73年開辦

以來，從沒有間斷。設在高雄、嘉義、台中、苗栗、台北等地，每年

都有二千多人共同探討生命的課題。同時我們在高雄也認養三所小

學，給小朋友上「心智教育」的課程。也在輔育院、大學演講或上

課，帶動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的觀念。

結語

生命的存在是緣起的。個人似乎是獨立的個體，其實與社會、他

人有相互的聯結。個人方面，知識、智育的充實之外，還有情感的、

意志的、情緒的培養，要維持相互的平衡。所謂生命教育，要先認識

生命是複雜、多面的，多元又全方位的。所以，面對這全方位的生

命，我們要學習統整的能力，學習讓生命更充實，也如是看待他人。

這就是生命教育。

我要呼籲社會重視生命教育。要多提倡、多舉辦這類的課程，讓

社會大眾面對生命能夠建立一個正向的、彈性的人生觀。 (本文為作

者就受訪稿加以修訂潤飾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