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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日本近年流行「終活」一詞，提倡人要盡可能在生命結束時，保有尊嚴，並於

生前具體地規畫、準備，為人生畫下最完美的句點。「如何善終」，已然成為現代人關

注的議題之一，也是每個人都在學習的重要課題。為此，本刊特別採訪「台北淨廬念

佛會」副會長洪石師居士、「諾那華藏精舍」總幹事丁志勇居士、「諾那華藏精舍助念

團」團長陳新嬿居士，以及「佛恩行善學會」名譽理事長駱良榮居士等大德，分享佛教

徒如何面對生死大事，並以佛陀開示的教法為理論基礎，規畫自己人生最後一段路。

臨終助念準備 Q&A

Q1：為什麼需要臨終助念？

洪居士：《佛說阿彌陀經》曰：「舍利弗！不可以

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

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

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為臨終者助念主要有三個目標：一、若臨終者有信心，發願往生

西方極樂世界，依著信、願、行三種資糧的積累，於臨終時蒙佛菩薩慈

悲接引，蓮花化生，花開見佛，此屬於成功的助念；二、若臨終者的信

心、願力不夠深，只有行持念佛法門的因緣，助念的因緣也將使其具有

投生人天善道的機會；三、臨終者的家屬也能夠藉由助念的因緣，獲得

接觸佛法的機會，以此為接引親友認識佛陀教法的方便。

丁居士：佛 教 認 為 人 臨 命 終 時 ， 神 識 可 能 「 隨

業」、「隨習」和「隨念」而投生到不同的地方，因此

一念間可以決定投生善道或惡道，所以臨終者斷氣前的

最後一念是相當重要的。可是就一般情況而言，能夠幫

助臨終者掌握最後一念的人，不一定是助念團的成員，

而是隨侍在旁的家屬，因此家屬若能了解臨終助念的意義，在臨終者斷

氣後不去碰觸大體，以念佛法門協助臨終者提起正念，讓臨終者斷氣後

不受到干擾，這對臨終者而言都是相當有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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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石師居士

丁志勇居士

22∣ 雜誌 591期



Q2：成功的助念，需要具足哪些因緣條件？

洪居士：成功的助念有三項主要的條件：一、臨終者需以堅定的信心與願

力，一心專注念佛；二、家屬的配合；三、親朋好友與蓮友的幫助。此三者皆

能具足，將會是最良好的狀態。佛弟子平日即應參與念佛共修活動，撰寫遺囑

安排往生佛事，條列助念人的姓名與電話，以利家人聯繫助念的成員，使臨終

助念得以順利進行。若年老、病重者尚未修持念佛法門，建議及早關懷，陪伴

他一同念佛，求生西方。

Q3：助念時有何注意事項？

洪居士：根據印光祖師所開示「臨終三要」的說明：「第一、善巧開導安

慰，令生正信。……第二、大家換班念佛，以助淨念。……第三、切戒搬動哭

泣，以防誤事。」因此若到往生者家中協助助念，切勿哭泣；助念時也不要談

話，須保持肅靜；不要搬動亡者的大體；最後，若在場有助念經驗豐富者，可

以請他進行臨終開示，開導亡者信願堅定，專心念佛。助念期間，家屬可在佛

前虔敬代為懺悔除障，並觀察臨終者呼吸方式，若胸式呼吸可判為幾小時後往

生；若尚以腹式深度呼吸，則往生時間較不確定，應做長時間助念之打算。蓮

友及親友輪班念佛，至少要有二人在旁操作念佛機（電力保持充足，使念佛音聲不斷），

觀察臨終者的情況，於適當時機進行臨終開示，避免助念者因勞累困頓而鬆

懈，導致錯失斷氣時刻助念的良機。

陳居士：因為民間習俗的影響，有時候家屬會按照傳

統習俗在室內「燒腳尾錢」（燒紙錢）等儀式，在醫院裡不

會有燒紙錢的問題，但因其他助念室或是私人住家，大部

分都是屬於密閉環境，助念志工會進一步和家屬溝通，請

他們至室外燃燒紙錢，避免助念的品質受到影響。因此助

念時須要保持空氣流通，避免因煙霧瀰漫導致呼吸困難，無法專注於佛號上。

Q4：居住於國外的親友，如果不能回臺灣為亡者念佛，怎麼辦？

丁居士：諾那華藏精舍於一九八六年開始推動助念工作，隔年正式成立助

陳新嬿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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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團，為臨終及捨報者無條件免費助念，二十四小時隨時出動為臨終者及家屬

服務。如今，諾那華藏精舍在網路上設有「全球助念網」網頁，內有「網路助

念室」，提供全球網友線上助念的服務。參與網路助念，在家裡就可以進行。

如果想要為已經往生的某位親友助念，點進網路助念室，無論是在世界的哪一

個角落，只要心思一致為亡者助念即可。

此外，諾那華藏精舍也設計出助念機APP，只

要由Google Play下載到手機中，從臨終到捨報皆可

全程導示與助念。對於海外及偏遠無助念團地區，

以及禁止在醫院助念的國家，十分有用，可將手機

置於臨終者耳畔播放，幫助臨終者專注於佛號上。

Q5：若不得已在醫院往生，如何安排臨終助念？

洪居士：在醫院為病人臨終助念時，家屬可將西方三聖像懸掛於病人的

右手邊（因為朝右側臥躺為吉祥臥），若病人平躺於病床上，可將佛像掛置於床腳那一

頭，不能掛太高，病人躺在枕頭上，一睜開眼睛就能看得到，或以活動點滴架

做為掛置佛像的地方，方便病人見到佛像，一心念佛。

在醫院為往生者助念較不方便，因為醫院內有相關的規定，有些病人一斷

氣就立刻被搬動送至太平間，這時候有四種選擇：

一、病人往生前，家屬可先向醫院諮詢，確認院內是否有提供助念的空

間，若家屬同意，可以將病人先移動到推床上，斷氣後再送至醫院裡

的助念室，可避免碰觸大體的情況發生。

二、盡速與蓮友聯繫，在尚未斷氣前送至蓮友所準備的助念室。

三、向醫院申請單人病房，若臨終者於傍晚往生，可直接助念至隔天早上，

不會有搬動遺體的問題。可是，租用單人病房的金額較高，申請也較困

難，並須注意臨終助念時是否會干擾到其他病房的病人。加護病房和兩

人以上的病房並不適合進行臨終助念，容易影響同房病人的情緒。

四、若在安寧病房內往生，安寧病房裡也許能夠配合臨終助念，提供相關

資源。

善終，最美的祝福

助念機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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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居士：若在醫院往生且必須立即移動大體，家屬可在往生者身旁不斷念

佛，這樣對往生者提起正念會有幫助的。

Q6：若在醫院內進行臨終助念，如何避免干擾其他病人？

洪居士：若在醫院裡進行臨終助念，為了避免影響其他病人的安寧，通常

會有下列幾項處理措施：

一、助念時不敲打引罄；

二、念佛機放置於臨終者的耳畔，調低音量，以臨終者能夠聽得到的音量

為主；

三、到病房外聆聽助念音量的大小是否合適；

四、若助念人數少，在臨終者的耳畔小聲念佛即可。

Q7：若在家中往生，如何安排臨終助念？

洪居士：

一、依助念人數多寡調整念佛機放置的位置，若助念人數多，可將念佛機

放遠些；若助念人數少，則可將念佛機放置於靠近臨終者的地方。念

佛機的功用，可以引導在場助念的人聲調一致。無論是念佛機的聲

音，或是助念者念誦佛號的聲音，都必須要清清楚楚，正念分明。

二、可以用引罄帶領大眾念佛：若助念的人眾多，就由一人敲打引罄引領

大眾一同念佛，並調整大眾念佛音聲的高低快慢。

三、注意臨終者平日修持念佛法門的習慣：如果臨終者平日以臺語念佛，

助念時要以臺語持誦阿彌陀佛名號為主。

四、視臨終不同階段調 整 念 佛 速 度 及 聲 調 ： 臨 終 者 將 斷 氣 前（約三十分

鐘），為避免其妄念紛擾，助念者持誦佛號的速度需要加快，幫助

臨終者心念集中，專注於佛號上。這就如同參加馬拉松賽跑一樣，

最後以衝刺的速度跑向終點。

陳居士：

一九九九年，『一念蓮華生命教育關懷智工團』成立後，除提供臨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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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服務外，亦有佛事諮詢、臨終關懷等服務，且長期免費提供電子念佛機、佛

像、各種助念往生用品及書籍，擴大服務對象，希望教育病人及家屬自己助

念，把握臨終者最後一念，順利往生佛國淨土。

諾那華藏精舍免費提供給大眾結緣的念佛機，並不侷限於臨終者使用。

在臨終關懷的階段，病人若喜歡持念佛機中的阿彌陀佛名號或六字大明咒，也

可以打開念佛機聆聽。念佛機並非只是為臨終而準備的，也可以是平日修持念

佛、持咒法門的工具之一。

Q8：如何為臨終者進行臨終開示？

洪居士：有時我會對臨終者說：「老居士、老菩薩！你這輩子廣行眾

善，這些善行都是有功德的，你要集中心念，將這些功德迴向給一切眾生，

並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們平日以信、願、行三資糧，精進修持念佛法

門（正修），並廣修眾善，迴向往生西方淨土（助行）。《佛說阿彌陀經》云：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所以請你現在要發願求生極樂世

界，將來向阿彌陀佛學習後，請你乘願再來，度化眾生，發大乘心，行菩薩

道。」除此之外，也會提醒臨終者要「萬緣放下」。進行臨終開示前，需事

先了解臨終者學佛的程度，還有家人學習佛法的狀況，這樣進行臨終開示時

才會契機。

佛教臨終、喪葬處理 Q&A

Q1：面對父母離世，子女之間在討論後事的安排上，應抱持什麼樣的態度？

駱居士：準 備 長 輩 的 後 事 時 ， 子 女 們 的 觀 念 若 能 夠 一

致，後續的準備也會較為順利。如果子女之間缺乏溝通，每

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要以最好的方式報答父母親的恩德，

因為信仰的宗教不同，理念也會不同，這個部分是沒有對錯

的。如果長輩是佛教徒，以佛教喪葬禮儀來處理，對往生的

長輩較為契合。

善終，最美的祝福

駱良榮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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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若是在醫院內往生，如何處理大體？

駱居士：臨終者斷氣後，因為大體尚未淨身前，會有許多味道與穢物，所

以最好等到助念結束後再換掉身上的衣物。如果往生者的大體未穿著衣物，可

在助念結束前，將睡衣、白布或往生被蓋在大體上，避免大體外露。助念結束

後，再為亡者穿上睡衣，並移動大體。另外，也可以趁臨終者尚留有一口氣的

時候，暫穿睡衣，帶回家或是到蓮友安排的莊嚴助念室進行助念。

Q3：往生時所產生的排泄物，在助念結束前應如何處理，才能避免碰觸大體？

駱居士：一般的處理是，臨終者在往生前換上尿布，所以斷氣時的排泄物

就暫時不去處理，等助念結束後，為往生者淨身時再一併處理。

Q4：雖然醫院的太平間都有約制的禮儀公司招攬處理案件，協助家屬處理大體

及喪葬事宜，家屬是否仍可自行安排院外的禮儀公司協助處理喪葬事宜？

駱居士：家屬可向院内禮儀公司的服務人員說明，已有安排其他的禮儀

公司來協助處理所有喪葬事宜。同時，由於醫院附屬的往生室空間有限，如

要在院内進行臨終助念，除須辦理租用手續外，尋求蓮友前來助念也費時，

最終可助念的時間有時剩不到六個鐘頭。或有甚者，因為場地有限，還會有

其他家屬焦急排隊等候助念的情況，場面相當緊張。所以，如果能夠事先安

排，將大體移至蓮友安排的莊嚴助念室，無論是規畫助念人員輪班助念，或

是提供家屬及助念者休息的空間都會比較方便。

Q5：臨終者在家裡往生，若有移動大體的必要，應如何處理？

駱居士：一般來說，都會利用拉床單的方式移動大體。另外，若在電梯

大樓或一般公寓，搬運大體時可利用禮儀社準備的折疊式擔架座椅，摺疊成

適當的形式，讓大體坐在椅上後，靠在服務人員的背上，運送至樓下的接體

車。由屋內移動大體到樓下的過程，盡量避免選擇住戶頻繁出入的時段。另

外，依據民間習俗，同層樓的住戶門口以及電梯的出入口都須要「貼紅」

（貼紅紙）避諱，並在自家的門口分別貼上「嚴制」（父喪）、「慈制」（母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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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中」（晚輩過世）的告示，表示家喪中。

Q6：若是在家裡往生，經過八到十二個小時的臨終助念，往生者的大體應如何安置？

駱居士：如果家裡空間並不適合放置棺木，可將大體移送至殯儀館進行

淨身及入殮，儘量不要冰凍大體，可在入殮封棺後，將棺木安置於殯儀館內的

寄棺室。寄棺室的費用收取標準，新北市政府每天寄放的費用是三百元整，超

過一個月後會增加金額。臺北市政府的收費方式則是臺北市民前十七日為四百

元，第十八日起每日為八百元，非設籍臺北市者二倍收費。

Q7：為什麼要做七？應如何安排？

駱居士：《地藏菩薩本願經》〈利益存亡品〉云：「是命終人，未得受

生，在七七日內，念念之間，望諸骨肉眷屬，與造福力救拔。」所以，親友眷

屬可於臨終者往生後七七四十九天之中，天天為亡者廣造善行，念佛誦經迴

向，做諸佛事，讓亡者有機會脫離苦海，往生淨土。做七沒有大、小做七的分

別，每一次的七都是中陰身蛻變投生的機會，可以禮請法師蒞臨喪宅，帶領親

眷一同誦經，亦可至寺院道場做佛事，或自行於靈前念佛迴向。做七是為父母

念佛迴向，求生西方淨土，報答親恩的機會，相當重要。

Q8：大體火化的時候，穿著的衣服材質是否需要注意？

駱居士：火化時，盡量避免穿戴尼龍材質的衣物及皮鞋，因為燃燒時會黏

附在骨頭上，選擇棉質的衣物及鞋襪較佳。

念佛微妙音，善緣功德聚

「往生者走過這一生，在臨終前的重要時刻，給予我們精進修持佛法的

功課。參與臨終助念時，就當作是一位菩薩來成就自己。因此念佛時，抱持

著真誠的心念，至誠懇切地為臨終者念佛，提起正念。把每個念佛的念頭都

投射在他身上，期許他能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孩子們如果能為長輩助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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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得的福報，不管再怎麼疲累，再

怎麼辛苦，都要報答父母一生一世照

顧我們的恩德，當下就是你盡孝的機

會。」駱良榮居士語重心長地說。

此外，陳新嬿居士也指出，參與

臨終助念的過程，也讓自己一次次體

會佛法所說「諸法無常」的道理。因

為無法預知未來臨終的那一刻，將會

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為臨終者助念的

同時，也為自己將來的善終種下一個

善緣。她說：「我在安排助念團的助

念事務時發現，有時候很難找到志工

幫忙助念，可是有時卻是一呼百應，我不去找志工，就有志工跑出來問：『有

沒有助念？』所以說，結善緣真的很重要。」對她而言，平日熱心協助助念事

務，精進念佛修心，同時也是為自己未來善終做準備。

丁志勇居士認為，家屬在參與臨終助念的時候，會間接認識臨終相關的知

識，也會對自己的生命態度間接產生影響，甚至是幫助。他說：「面對生死，

最重要的就是要學習放下，執著不要太大，能夠安排的事情，在生前就要做好

安排，免得有掛心。如果來不及做任何準備，也要視之如幻，把它放下，一心

稱念阿彌陀佛名號，堅持地去念。」

臨終助念的參與，讓洪石師居士對淨土法門的信心及願力更加堅固，平

日生活的心念也因持名念佛而常保安定、舒適，精神境界逐漸提升，相對物質

欲望也就愈來愈少。《地藏菩薩本願經》〈利益存亡品〉言：「若有男子、女

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眾罪，命終之後，眷屬小大為造福利一切聖事，七分

之中，而乃獲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他說：「為臨終者或往生者持誦佛

號，同時也是在為自己累積善根福德因緣，當無常景象在眼前顯現時，內心的

執著也會因此逐漸放下，持名念佛深獲利益，助念的當下就是修行，而後往生

西方極樂世界，必定成佛，方為多善根者。」

蓮因寺懺雲老和尚親繪西方三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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