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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失落（ Loss）與悲傷（Grief）這兩者如同相護依存的角色，很明

顯的悲傷是伴隨著失落後的主要情緒表現，而死亡就是有情生命中最

大的失落。 1從「生命是向死而存在的」的觀點而論，凡夫無法免除

由死亡而來的失落和悲傷。從佛教的緣起論來說明這一切則更能明顯

看出箇中道理，由無明所產生的愛與取，接連引發老、病、死、愁、

悲、苦、憂、惱等。  

  從佛教的角度窺視失落悲傷，這是愛著執取與不捨的表現，其產

生之原因不外乎來自於世間角色轉換、職位轉換、遺失心愛小物、心

願無法達成乃至失去摯愛的親人等。短暫或輕微的失落悲傷看似不重

要，但若是這樣的情緒沒有獲得緩解，則進一步將引發更深的心理情

緒問題。長期性的悲傷情緒可能引發憂鬱症等精神疾患，又或可能引

發自殺因素，由此看來不得不重視失落與悲傷之後續效應。  

  目前心理諮商學界對失落悲傷議題多有著墨，其中不乏由臨床經

驗彙整成書的，如蘇絢慧的《請容許我悲傷》、《死亡如此靠近》、《生

命河流》、《喪慟夢：失去親人後－我們如何以夢治癒自己》、《當傷痛

來臨》等，作者本身是醫院的社工師，長期在醫院從事失落關懷工作，

其著作主要以臨床個案的故事為主。  

  悲傷治療師──威廉．華爾頓著 (J . William Worden)的《悲傷輔導

與悲傷治療 :心理衛生實務工作者手冊》結合了理論與實務，主要談

遺族的悲傷輔導與治療。Robert A.  Neimeyer《走在失落的幽谷 :悲傷

因應指引手冊》作者以個人筆記型的方式來撰寫此書，作者從社會的

各角色來談不同的失落悲傷。Kenneth J . Doka 的《與悲傷共渡：走出

親人遽逝的喪慟》作者主要以非預期性失落談其不同的處理與陪伴方

式。  

  近年來台灣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的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及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也積極在發展失落悲傷輔導的研究領域。除此

                                                     

1
 Alan E.  Kazd in(ed ito r  in chie f) ,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v.3） ,  New York :  

Oxfo rd Univers it y Press,  2000,  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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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尚有國內外學者進行這項研究。但綜觀目前的研究現況，較少從

臨終者的角度來探討有關臨終者面臨死亡時的失落悲傷，也甚少從宗

教的角度來探討。  

  本篇主要以《阿含經》為文獻依據的範疇，如若有需要之處也將

參考尼柯耶經典，如此的作法是為了讓研究聚焦，不因龐大的文獻資

料導致失焦。筆者主要試從兩位女聖弟子的生命歷程、喪親典故為主

軸，佐以筆者的臨床個案，就臨床個案來分析失落與悲傷對有情所帶

來的身心影響，如是運用文獻分析、整理、詮釋等方法逐漸理出佛教

如何有效協助喪親者走過失落與悲傷。透過整理與回溯有助於筆者及

讀者了解目前學界及佛教界對失落與悲傷的看法。  

  筆者身為一名臨床宗教法師，長期有機會接觸處在生命末期的臨

終者以及他們的父母、配偶、孩子、親屬、朋友、同事等。在這些陪

伴過程的互動中，陪伴對象最常出現的情緒即是失落與悲傷。尤其是

在沒有準備下的意外死亡事件，最讓人措手不及也最讓活下來的親人

喪慟萬分。  

  筆者曾在加護病房裡聽到家屬呼天蒼地的呼喚死去的親人，也見

過捶胸頓足嚎啕大哭的家屬，也有獨自靜默哀慟的家屬，就失落悲傷

的感受而言，同一事件發生於不同根器的有情身上所顯現情感感受也

不盡相同，失落與悲傷程度因人而異。這是無從比較的心理經驗，但

內心面對失去摯愛的失落感是一樣的。悲傷與失落的經驗感受絕對是

獨一無二的，因此縱使面對類似背景經歷的個案，絕不能以同一標準

去陪伴，這符合了佛陀依有情根性觀機逗教的教學方式。  

  在病房接觸個案的過程中，面對極度悲傷的個案，看著他們歇斯

底里或無聲的悲痛。這讓筆者不禁思考，佛陀的教法如何有效地在有

情極度悲傷時派上用場？意義治療大師－－弗蘭克言：「心理治療的

目標是在恢復個體精神的健康，而宗教的目標基本上著重於另一個層

次：拯救個體的靈魂。」2可見宗教在有情面對身心困頓時的重要性。 

  有情在廿一世紀，高科技時代下如何以佛法來對應生、老、病、

死、求不得等等的苦受？抑或那只是不符合現代的佛學理論而已？這

樣的思考促使筆者欲從機梨舍瞿曇彌比丘尼與波羅遮那比丘尼，佛陀

                                                     

2
 《生存的理由》，弗蘭克著，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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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失親的聖弟子之身心轉化中去探討佛陀如何協助喪親者走過哀

慟。這有助於身為佛教臨床宗教師的筆者在臨床上能夠有效地協助這

些面對喪親之痛的病人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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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論失落與悲傷  

  悲傷失落（Grief and Loss）往往相提並論，悲傷是失去摯愛或生

命中重要對象的心理狀態，這通常是由死亡而來的。3  悲傷（Grief）

與喪慟（Bereavement）這兩者有著極相近的含意，有者將悲傷（Grief）

視為失去對自己有意義的人或事務，所產生的生理、心理和社會的反

應，是一種較主觀的感覺；而喪慟（Bereavement）則是指有情失去

在生命中佔有重要位置的人或事物所造成的失落感受，也是一種被剝

奪的狀態。 4從以上看來，悲傷（Grief）與喪慟（Bereavement）皆表

示重大的是落後所引發的情緒。筆者暫且不在這裡討論它們之間的細

微差別處，筆者將兩者皆囊括在廣義的悲傷理解中。佛教的愁（巴

soka）、悲（巴 socanā）與憂（巴 domanassa）皆可對應到現代所說的

失落悲傷。  

  悲傷又可分為預期性悲傷和非預期性悲傷，非預期性悲傷顧名思

義即意外的失落所引發的悲傷，這一般是伴隨著巨大而強烈的喪慟。

預期性悲傷（Anticipatory grief）是一種「可預期」的失落所即將帶

來的悲傷。就死亡事件來說，我們可預見對方的死亡將在不久後發

生，或自己的死亡就在不久之後發生，在死亡來臨前即逐步感受悲

傷。可預期的死亡，如癌末病患、阿茲海默症、帕金森症、肌萎縮性

脊髓側索硬化症、器官衰竭患者等，我們可以預見這些生命體慢慢萎

縮，慢慢終止。  

  有學者將預期性悲傷分成三個方面來談，一是從悲傷任務的角

度，即接受病人死亡的事實；其二是談處理悲傷的情緒對應到預期性

悲傷；第三階段則是重新適應失去病人的生活，這預期性悲傷談的就

是新角色的預演，因為病人將來的過世會造成整個家庭成員角色的重

新調整。 5
 

  或許有人以為預期性悲傷給有情所帶來的衝擊較小，由於是「可

預期」的，因此死亡事件所帶來的悲傷與失落感受也較輕。但就筆者

的觀點中，不論是否可預期，親人或摯愛的死亡經驗對任何人來說，

                                                     

3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VOL.2,  Alan E.  Kazd in,  ed ito r  in chie f.  P11.  

4
 Alan E.  Kazd in(ed ito r  in chie f) ,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v.1） ,  New York :  

Oxfo rd Univers it y Press,  2000,  p104~105.  
5參閱劉乃誌等著，《安寧療護雜誌》〈安寧療護與預期性悲傷〉， 2005， 10 卷 3

期，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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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都是獨一無二的。或許已經知道死亡已不可避免，但心裡還是希

望對方能夠不要在預期中面臨死亡。  

  在此，筆者舉出典故來說明預期性悲傷並不會減輕失落悲傷的程

度。《長阿含》〈遊行經〉：  

爾時世尊在拘尸那竭城，本所生處娑羅園中雙樹間，臨將滅

度。告阿難曰：「汝！入拘尸那竭城，告諸末羅：『諸賢！當知

如來夜半於娑羅園雙樹間當般涅槃，汝等可往諮問所疑，面受

教誡，宜及是時，無從後悔。』」  

是時阿難受佛教已，即從座起，禮佛而去。與一比丘埀淚而行，

入拘尸城，見五百末羅以少因緣，集在一處。  

阿難垂淚言：「吾為汝等，欲相饒益，故來相告。卿等！當知

如來夜半當般涅槃，汝等可往諮問所疑，面受教誡，宜及是時，

無從後悔！」  

時諸末羅聞是言已，舉聲悲號，宛轉躃地，絕而復甦，譬如大

樹根拔，枝條摧折，同舉聲言：「佛取滅度，何其駛哉！佛取

滅度，何其速哉！群生長衰，世間眼滅！」 6
 

佛陀在世時即預告眾弟子他即將入涅槃的消息，部分還未證果的弟子

以及得聞消息的弟子，有者悲從中來「舉聲悲號，宛轉躃地，絕而復

甦」，祈求佛陀長久住世，不要涅槃「離開」他們而去。這些聲聞弟

子，雖知有生無不死的常理，但還是對佛陀即將涅槃感到不捨與悲傷。 

  從以上佛陀將即將入涅槃的消息告知大眾時，大眾依然悲慟萬分

的觀點來看，預期性的死亡並不會減輕悲傷與失落，也許只是以其他

形式表現出來。預期性的死亡更有機會引發其它心理情緒，諸如：焦

慮、憂鬱、焦躁等。  

  悲傷或悲慟（Bereavement） 7在心理學上雖不會被視為精神疾患

之一，但長期性的悲傷可能造成生理疾病頭暈目眩、心悸、失眠、食

慾下降、人際關係障礙等，除了生理上產生變化，也會引發後續的心

                                                     

6
 CBETA,  T1,  no.0001, 24b26~24c13.  

7
 參閱《DSM-IV-TR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頁 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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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問題，諸如：憂鬱症、躁鬱症、狂躁症等等，如此也可視為不容忽

略的心理情緒。從以上我們可以得知悲傷與失落此二者如同蘆束相

依，悲傷伴隨著失落而失落的感受也常伴隨著悲傷或稱為哀傷等同義

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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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類典範下的詮釋失落與悲傷  

  現當代的臨床照顧者與諮商輔導越來越重視有情失落與哀傷的

感受，近來國內外多有針對此項所做的種種研究，但以佛教經典為基

礎來研究悲傷與失落者甚少。正信的宗教信仰能療癒與撫慰人們的悲

傷，這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有鑑於此，筆者欲從佛法的角度結合臨

床的經驗來探討佛法如何協助面對失落與悲傷的有情。  

  佛教的典籍中記載著幾宗有情表現出極致失落悲傷的個案，但還

屬機梨舍瞿曇彌比丘尼與波羅遮那比丘尼（ Paṭācārā）的經歷最為經

典。這主要是兩位女聖弟子出家前的生命歷程了人世間喪親的致痛，

她們喪親時自然流露的表現讓人印象深刻，而她們將悲傷與失落的感

受轉化以後所呈現出的亮眼表現同樣令人嘖嘖稱奇，因此筆者以她們

為典範來詮釋佛教的失落悲傷。  

3.1 連續的悲傷與失落－波羅遮那比丘尼的一生  

波羅遮那（ Pa ṭācārā）比丘尼原本是舍衛城一位富商的女兒，

長得十分美麗，父母對他愛護有加。但她卻愛上一位與其種姓

不相等的男僕，後來更與其私奔。當她第一次懷孕時因擔心父

母的責備，因而沒有依照印度當時的習俗回娘家生產，當她再

度懷孕時，她懇求丈夫讓她回娘家生產，但其丈夫還是拒絕了

她的請求。於是她在生產前瞞著丈夫，悄悄地帶著大兒子出發

回舍衛城的娘家，當她的丈夫發現時很快地追上她。在回娘家

的路途中她即陣痛分娩，此時正逢雨季，波羅遮那的丈夫在為

她張羅遮蔽物時不幸被毒蛇攻擊而一命嗚呼。當波羅遮那發現

丈夫的屍首時悲痛欲絕，尤其自責丈夫的死是因自己而起，是

自己害死自己的丈夫，內疚不已。  

波羅遮那在丈夫死後帶著兩個兒子繼續前往舍衛城娘家尋求

依靠，路途中遇到因大雨而暴漲的河，由於她一人無法同時帶

兩個兒子過河，於是把大兒子安置在河岸，先帶初生嬰兒渡

河，並把初生兒放在對岸，然後反折回去帶大兒子。當她在河

中央時發現在上空盤旋的老鷹，老鷹對初生嬰兒虎視眈眈，波

羅遮那大聲嘶喊欲趕走老鷹，但老鷹還是俯衝直下把嬰兒叼

走。波羅遮那在河岸的大兒子聽到母親的呼喊以為母親在呼喚

他，也就逕行走到河中，就這樣波羅遮那的大兒子也被湍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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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生命幽谷──  

從佛教的觀點談失落悲傷以機梨舍瞿曇彌與波羅遮那為例  

 

河水沖走，波羅遮那在一天之內歷經喪夫及連喪二子。  

波羅遮那悲慘的命運不僅如此，在失去丈夫及兒子以後，她繼

續往舍衛城的娘家前去。途中遇見來自舍衛城的鄉親，怎知這

位鄉親告訴她，昨晚的暴雨使她娘家的房子全部倒塌，她的父

母及兄長全部罹難，並且已經火化。聽到這樣的噩耗，波羅遮

那徹底崩潰，她的精神再也經不起打擊導致失心瘋，她狂奔至

身上的衣服掉落也不自知，路人見了她也予以鄙視的眼光。 8
 

3.2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機梨舍瞿曇彌比丘尼  

機梨舍瞿曇彌是舍衛城的人，她嫁給一名年輕的富商，婚後生

了一個兒子，但兒子在年幼時便不幸夭折。身為一名母親機梨

舍瞿曇彌無法接受兒子夭折的事實，她抱著兒子的屍首到處請

求人家醫治，人們皆認為她已經瘋了才不承認兒子已經死亡的

事實。在為兒子尋求解藥的途中，她遇見了一名智者，智者建

議她去求見佛陀，也許佛陀擁有能解救其兒子的良藥。  

當機梨舍瞿曇彌滿懷希望來到佛陀的面前，佛陀便告訴她唯一

能救活她兒子的藥就是到不曾有親人去世的人家要芥菜籽。機

梨舍瞿曇彌救活孩子，挨家挨戶地詢問，但沒有一家不曾經歷

親人去世。在尋找的過程中機梨舍瞿曇彌漸漸明白，不僅她的

兒子會面臨死亡，每個人都可能面臨死亡，有生就無不死。從

這樣的領悟中機梨舍瞿曇彌漸漸對兒子的死亡釋懷，不再強求

兒子復生。 9
 

  以上是波羅遮那和機梨舍瞿曇彌（以下簡稱－瞿曇彌）未出家前

的悲慘遭遇，筆者先不在這裡討論故事的真實度，這裡筆者所要凸顯

的是事件內容。筆者開始投入臨床服務以來，像波羅遮那或瞿曇彌這

樣的故事時有所聞，顯然地她們的遭遇不是偶然的個案，而是真實存

在的人間悲劇。悲傷與失落經驗會因每個人展現出不同的思考模式，

這點從兩位女弟子的表現就可以得知。  

  從波羅遮那的個案來分析，波羅遮那失態的行為與其悲傷反應是

息息相關的。波羅遮那在獲悉家人全部罹難之後心不在焉，失去正常

                                                     

8
 參閱達摩難陀上座編著，《法句經／故事集》，頁 230~233。  

9
 參閱達摩難陀上座編著，《法句經／故事集》，頁 23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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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生命幽谷──  

從佛教的觀點談失落悲傷以機梨舍瞿曇彌與波羅遮那為例  

 

行為的判斷能力，社會行為失常等。如《中阿含》〈例品．愛生經第

五〉：  

世尊告曰：「那利鴦伽！我今問汝，隨所解答。那利鴦伽！於

意云何？若使有人，母命終者，彼人發狂，心大錯亂，脫衣裸

形，隨路遍走，作如是說：『諸賢！見我母耶？諸賢！見我母

耶？』那利鴦伽！以此事故可知，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

憂苦、煩惋、懊惱。 10
 

在悲傷的歷程中，失去親人以後，有情會改變某些行為，有者會改變

性格，過去喜歡的事物可能在親人往生以後就不再感興趣。  

  以上說明了令眾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的因素，那也

是失落悲傷的根本－－愛。以世間的角度而言，「愛」並沒有錯，這

是有情之間賴以維繫情感的一部分，也是維持社會安定，實踐家庭倫

理乃至社會倫理的關鍵點所在。問題即在於眾生並沒有體認到這個愛

並沒有恆常性，它的本質是無常的具變異性的，眾生更沒有釐清「有

生無不死」的實相，如此才會因愛著的對象變異或消失而面臨失落悲

傷，更甚者更可能會發狂、心智錯亂，失去正念正行。  

  失去生命中重要的人，尤其是在自己的粗心意外中失去，會使有

情感到憤怒、愧疚與自責，認為自己不夠好，或由於自己的疏忽才導

致死亡的發生。故事中的波羅遮那是背叛原生家庭而另組自己以為圓

滿的家庭，在一切看乎完美時，卻發生了劇變，這使得波羅遮那陷入

無法自拔的悲傷情緒中。  

個案一  

  Ａ先生是一位年僅三十四歲的肺癌病人，肺部被癌細胞侵蝕，呼

吸困難，喘得厲害，需靠氧氣機協助呼吸。Ａ先生發現自己生病時已

經是癌症晚期了，經醫生判斷兩側肺功能已逐漸喪失，因此無法以積

極治療的方式來治療，反之緩和醫療的治療模式對Ａ先生目前的情況

來說是比較舒緩的。  

  筆者第一次見到Ａ先生時，年輕的面孔是那麼的無奈與失落，Ａ

先生告訴筆者：「你可以幫幫我嗎？我不想現在就死去！我要活下

去！我要工作賺錢奉養母親，接著與女友結婚，我還沒享受人生！我

                                                     

10
 CBETA,  T1,  no.  0026,  801b17~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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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佛教的觀點談失落悲傷以機梨舍瞿曇彌與波羅遮那為例  

 

不甘心啊！」  

  Ａ先生的母親年輕時失去丈夫，獨力撫養兒女，中年時又遭遇一

場嚴重車禍失去健康，如今又即將失去兒子。其母親也告訴筆者，家

中還有一位老邁的母親，目前也是病重住院。這一連串的苦難使得，

中年婦人呈現木僵與絕望的表情，從婦人身上隨意的穿著可以看出這

位母親已經身心俱乏。  

  接著Ａ先生向筆者敘述自己的生命歷程。他是母親的遺腹子，父

親在他還未出生以前被建築中倒塌的垣牆壓垮撒手人寰，母親一人含

辛茹苦將他和姊姊拉把長大。從小他就立志要奮發圖強，不讓母親擔

心，因此他在課業上非常用功，成績也非常標青。大學順利考上建築

系接著又念研究所，研究所畢業及服完兵役後也順利取得不錯的工

作，還計畫與相戀九年的女友結婚成家。當一切看似風平浪靜，一步

步邁向人生目標時卻倒下了，一場無息的疾病改變了這一切。  

個案二  

  Ｂ女士的先生在孩子放長假時於睡夢中驟逝，其先生逝世時也只

有三十六歲。當 B 女士發現先生的異狀時丈夫已經在睡夢中往生，雖

然急送醫院搶救，但已回天乏術。丈夫猝逝後Ｂ女士變得患得患失，

「我感覺這就像一場夢，我每次回家我都以為他還在家。我實在無法

相信也無法接受他已經不在了，我感覺他還是存在。」  

  除了Ｂ女士以外，一雙年幼的兒女也不相信父親就這樣「不見

了！」小女兒完全不相信父親就在一個晚上後就不見了，不論母親如

何為其解釋，女兒還是不相信父親為甚麼會突然消失。八歲的大兒子

也在父親往生後不久，雙腳突然無力，再也站不起來，經醫師診斷也

無法找出病因，推測這是由心理所引起的生理反應。  

  Ｂ女士除了得面對自己的悲傷與失落，面對稚子失去父親的悲傷

與失落。周圍的妯娌親戚朋友對於個案並不予以同理，而是指責她為

何平日沒有把先生的健康照顧好又未能及時發現丈夫的異狀而送醫。 

  Ｂ女士述：「我每天都會在先生凌晨往生的時刻從睡夢中驚醒過

來，他猝逝的過程在我腦海中不斷重演，當我發現丈夫已不在人間的

事實就無法自拔地哭泣，無法安眠。」「我也會夢見他來到我的夢中

向我責問他明明還在，為何我把他的衣服都丟掉，我真的不知道該怎

麼辦！」「為何相愛的夫妻不能永遠在一起？我到底做錯了甚麼，上

天要如此懲罰我！我先生到底是造了甚麼業才會早逝？」一連串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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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Ｂ女士的內心盤旋，一段看似美滿的家庭就因死亡的提早降臨而

破碎。  

  以上的兩個個案共同在生命正逐漸走向順利圓滿時，因疾病及死

亡而改變了原本期待。就Ａ先生與母親的人生經歷來看，當他們正努

力改變生活條件環境時卻遭遇一連串打擊造成失落、悲傷、痛苦。Ｂ

女士則除了面對自己的失落悲傷，還得處理稚子失去父親的失落悲

傷，尤其Ｂ女士受盡他人的責怪，悲傷的情緒並沒有發洩的出口。  

  從上述波羅遮那的生命歷程及兩個個案失落悲傷來分析而言，失

去摯愛所引發的情緒除了悲傷與失落以外，還會連帶產生諸如疲倦、

無助、驚嚇、麻木等之悲傷反應。失落以後若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

就會生起無助感，如同波羅遮那那樣，原本以為在失去兒子與丈夫以

後可以獲得娘家的支持和協助，當獲悉娘家父母及兄長也罹難以後，

波羅遮那唯一的資源也就此被截斷。Ｂ女士的丈夫之猝逝並非Ｂ女士

的錯，丈夫逝世後她無法從親屬獲得精神支持，反之被眾親責難而讓

她陷入被孤立的環境中。  

  就精神上來說，驚嚇的反應是更早發見於突發的死亡事件上的。

波羅遮那接連失去兩個孩子及丈夫，又親眼見兩個兒子分別溺斃及被

老鷹叼走，這個場景對一個母親來說確實是一個驚悚的畫面。對於自

己無力搶救孩子，孩子在自己的眼前失去，接著波羅遮那又面臨丈夫

被毒蛇蜇斃及父母兄長喪命火海，連續的驚嚇使得她再也無法控制驚

恐的內心，因而產生接下來失控的行為。在心理學上，當一個人的防

衛機轉 11無法承受巨大的壓力也會造成情緒崩潰。  

  Ｂ女士在毫無預警之下，丈夫突然猝逝，失去了丈夫，尤其丈夫

的死亡就發生在她觸手可及的身邊，然而她卻也無能為力挽救丈夫的

性命。在驚嚇之中，這類的死亡事件對喪慟者來說會缺乏真實感，因

                                                     

11
 「心理防衛機轉」 (defense mechanism)是指「自我」 (ego)的心理防衛作用，用

來應付挫折與不安的適應機轉。一般說來，這種心理的防衛方法，大都在潛意識

中進行的。從心理學的觀點看來，人如果要求生活得愉快，有一些基本慾望必須

要得到滿足。生理方面的，好像餓了要喝、睏了要睡，累了要休息；心理方面，

如要愛人和被愛，要受人尊敬和受自己尊敬，要有人可以依靠，要有成就等。如

果這些基本慾望不能得到滿足，則身體精神方面都不得安寧，嚴重時甚至會生

病。不過，人活在世，或多或少都會遇到挫折，即心理的需要得不到滿足，而產

生煩惱和不安。一般說來，遇到現實問題時，我們或是積極的針對問題，設法解

決；或是採取消極的方法，去逃避問題。從心理學的觀點說來，我們的精神往往

在我們不知不覺中，用它自己的方式，把人與「現實」的關係稍微改變一下，使

之較易為人所接受，不致於引起情緒上太大的痛苦和不安。精神所具備的這種解

決煩惱，減少內心爭執和不安，以保護心情安寧的方法，稱為「心理防衛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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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Ｂ女士在丈夫死後，每天接近丈夫的死亡時刻都會從睡眠中驚醒。

相較之下，Ａ先生的歷程雖然並非突發的死亡事件，但對於一個正處

於青壯年時期的年輕人而言，總以為疾病與死亡離他們很遠，因此當

被醫師宣告末期肺癌時，Ａ先生同樣也受到來自死亡威脅的驚嚇。  

  瞿曇彌面臨失去愛兒時，不相信愛兒會死亡，並且否認他人所說

的真實語，總相信一定有解藥讓兒子甦醒。這種「不相信」的反應也

常反應在臨床輔導上，面對摯愛離世或即將離世，筆者在臨床常可聽

聞家屬向筆者表示無法相信摯愛就這樣離開了，家人昨日的種種還在

家屬的記憶裡，家屬常會說道：「他前些日子還好好的！」臨終者一

生的生命旅程，就像在剎那間過去了。  

  如果是長期臥床的病人離世，家屬較能「相信」病人已離世。反

之，如果是意外中死亡，家屬往往處在極度的悲傷與失落中，「不相

信」是家屬的第一個反應，但有時候這種「不相信」的感受會持續一

段時間。雖然家屬已經完成了往生者的葬禮，但是在情感認知上會不

相信摯愛已經離世。  

  有情在接收疾病及死亡的訊息時，也會出現麻木感，尤其在最初

面對死亡惡耗以後，可能會出現短暫性的麻木感。波羅遮那在分娩的

過程並不知道遲遲未歸的丈夫已被毒蛇咬死，當波羅遮那發現時雖然

悲痛和自責，但為了照顧兩名年幼的孩子，她不得不暫時麻木自己深

沉的情緒來照顧稚子。個案一的母親及Ｂ女士，身為母親的她們為了

先安撫孩子的情緒，在病房裡或喪禮中暫時麻木自己失落與悲傷的情

感。  

  若以臨終者的角度而言，失落悲傷是來自於即將與世間的摯愛永

遠分離，與世間所有過去所努力的所得分離，這是臨終者死亡前的重

大失落。此外失落也會引發焦慮。臨終病人的焦慮有部分來自於未知

的死亡，這包含了對死後世界的焦慮，與親屬別離的焦慮，色身逐漸

敗壞的焦慮，何時會死亡的焦慮等。焦慮更有可能發展成死亡恐懼。

焦慮對於喪親來說則是面對摯愛的即將離世感到不知所措，害怕自己

失去摯愛，對於未來自己如何在沒有摯愛的情況下生存，對於某些有

情來說更可能產生「沒有他我就活不下去」的感受，因而對於摯愛的

即將離世及喪親後的一切感到焦慮不安。  

  對於臨終病患的死亡恐懼是可以被引導的，如果能夠在病患臨終

前預先了解未來色身敗壞的步驟，猶如在進入森林探險以前，有人能

預先告知前方的險路，這樣就能避開一些危險，不致落入險道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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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遇失落經驗後，有情會產生錯綜複雜的情緒與思考，各種的感覺

皆有可能會浮現在有情的內心，由此可見失落以後所產生的情緒絕對

不是單一的。  

  《中阿含》〈例品．愛生經第五〉云：  

爾時有一梵志，唯有一兒，心極愛念，忍意溫潤，視之無厭，

忽便命終。命終之後，梵志愁憂，不能飲食，不著衣裳，亦不

塗香，但至塚哭，憶兒臥處。於是梵志周遍彷徉，往詣佛所，

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梵志！今汝諸根不似自心住耶？」  

梵志答曰：「今我諸根何由當得自心住耶，所以者何？唯有一

兒，心極愛念，忍意溫潤，視之無厭，忽便命終。彼命終已，

我便愁憂，不能飲食，不著衣裳亦不塗香，但至塜哭，憶兒臥

處。」  

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是，梵志！若愛生時，便生愁慼、

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12
 

  從上述婆羅門喪子之後所表現出的行為當中，我們可以確切的得

知，眾生因為愛著而心不得自在，更因愛著的對象離開而有愁困啼

哭、憂苦、煩惋、懊惱。在獨子死後婆羅門因愁與憂，食不下嚥，對

原本喜歡的食、衣、住、行不再感興趣，更到塚間哭墳思念愛兒，這

也是「標準」的失落悲傷之呈現。從婆羅門種種的行為可知婆羅門深

切的喪子之痛。從世間的角度而言，任一父母無不對孩子「心極愛念，

忍意溫潤，視之無厭」父母對孩子的執取心有時更勝於對自身的執

取，一旦失去這視為比自身的性命還重要的對象，會使得眾生陷入瘋

狂，失去原本的正念。關於痛失愛子的父母，筆者曾面對以下的個案。 

個案三  

  一個炙熱的夏天，個案Ｃ難產了，嬰兒在出生以後就沒了呼吸心

跳。這個孩子是個案Ｃ結婚多年依然無子嗣的情況下，看了無數的醫

生，用盡偏方乃至求神問卦，好不容易才懷上這個孩子。然而天不從

人願，懷胎十月的過程順利，卻在出生的那一刻因意外而停止呼吸心

跳。  

                                                     

12
 CBETA,  T1,  no.  0026,  800c22~ 801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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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接獲電話趕到醫院以後，隨著家屬到太平間，家屬辦妥手續

即將嬰兒的遺體從冰櫃中取出。孩子小小的身軀全身用白色的毛巾包

裹著，端正的五官加上那雙安詳闔上的雙眼看起來是那麼的平靜，實

在很難叫人相信他已死亡。由於民間的習俗對嬰兒的死亡是沒有喪禮

儀式的，殯葬人員將嬰兒安放在小木箱，簡單下葬。  

  當筆者來到個案Ｃ的病房，這位失去孩子的母親是位年際四十多

的婦人，個案躺在病床上，表情木然不發一語，個案失落悲傷的神情

叫筆者難忘。據其家屬描述，個案Ｃ好不容易求得這一胎，為了順利

生產，個案懷孕期間小心翼翼，細心呵護。但怎知在生產過程中因生

產時間過長，孩子窒息而亡。  

  隨著孩子的死亡，個案Ｃ的滿心期待落空，她無法像其他孕婦般

如願地成為一名母親，更諷刺的是醫院在她失去孩子以後依然安排她

住婦產科病房，而病房時而傳來陣陣的嬰兒哭聲，這叫一命剛失去孩

子的母親情何以堪。  

  個案Ｃ雖然失去孩子，但因傳統習俗上不允許正在坐月子的產婦

哭泣，因此個案Ｃ表情木僵問：「孩子怎麼就這樣沒了？這是上天對

我的懲罰嗎？但為甚麼這種懲罰是落在我的孩子身上？他是我身上

的一塊肉啊！」  

  焦慮與孤獨感更是喪親者經常出現的心理情緒，在失落的背後往

往伴隨著焦慮與孤獨，焦慮是不安的感受；孤獨則是感覺自己被世間

隔離。就以Ｂ女士來說，丈夫在睡夢中意外猝逝，她的無法挽救丈夫

生命的無力感不被親屬所諒解，她的失落是孤獨的更不被親屬重視。

孤獨感對於失去伴侶的人或關係緊密的人感受更深，有者是刻意孤立

自己不與外界接觸；有者則是認為沒有任何人可以了解他的內心而產

生情緒的孤獨感，不論是產生於何種因素，主要的起因便是失去依附

對象所產生的。有的母親在孩子去世以後就不再下廚烹煮食，有的妻

子在先生逝世後則不在打扮，並且不顧形象。在部分有情的意識中，

當過去為摯愛付出的支撐點不存在時，犧牲奉獻就變得沒有實踐的意

義了。  

個案四  

  Ｄ先生的太太六年前因摔倒而重傷，經搶救後生命跡象穩定，但

卻從此癱瘓在床，必須長期仰賴呼吸器生存。這六年來Ｄ先生風雨不

改每天到醫院的呼吸照護病房照顧太太。起初其太太尚意識清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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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簡短的表達，但隨著時間過去，因病情的變化而意識逐漸不清，最

終陷入長期的昏迷狀態。  

  雖然太太已經不省人事，但Ｄ先生還是每天到醫院為太太翻身、

抽痰、餵藥、擦拭身體、灌食牛奶等等，細心照顧太太的一切，絲毫

不感疲倦。陷入昏迷的太太對於先生的照顧無法給予任何回饋，但Ｄ

先生還是無怨無悔的付出。在漫長的六年中，病人因長期臥床加上糖

尿病而被截肢七次，此外腎功能也逐漸喪失而洗腎。就其太太六年的

臥床而沒有任何褥瘡，可見Ｄ先生的用心。  

  在與筆者的互動中，Ｄ先生表示他視照顧生病的太太為一項使

命，更是他生活的動力。其太太在一次腎功能惡化下因器官衰竭而逝

世。喪禮結束後，Ｄ先生感到過去未曾有的疲倦。  

  以Ｄ先生的個案來分析，有情經歷重大失落以後會生起疲憊、倦

怠。疲憊、倦怠看似身體的感受，但若進一步探討，則不難發現這樣

的疲憊倦怠感乃是由失落悲傷而產生的。Ｄ先生過去視照顧重病的太

太為生活重心，六年以來的生活動力與目標就是每天到醫院照顧太

太，當太太病逝後，Ｄ先生過去所仰賴的生存目標也就變得沒有意

義，失去過去六年的生活重心。原本可以歇下照顧病人的重擔，但卻

因喪偶的失落悲傷導致疲倦感。  

  失眠與哭泣更是遭遇摯愛死亡所造成的悲傷與失落中常見的行

為。有情失去摯愛以後由思念所引發的強烈悲傷讓有情無法入眠，無

法入眠的成因很多，除了由悲傷所引發的因素以外，更可能有著複雜

的情緒諸如罪惡感、憤怒、怨恨等。如上述筆者個案中的Ｄ先生，他

在妻子病倒後即開始出現悲傷與失落，夜晚無法安眠。然而在妻子往

生後依然無法成眠，原因是對於自己的舒服的躺臥有著罪惡感與內

疚，自認沒有把妻子照顧好導致妻子離世也感到相當自責。在這樣複

雜的情緒下Ｄ先生自然失眠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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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佛法悲傷療癒之轉化  

  有情在面對生命中種種的失落時就以死亡所帶來的衝擊最大，因

此在本篇的論述中，筆者主要將因死亡而造成的失落與悲傷作為本文

的主要關懷點。「死亡」是所有有情皆會面對的最終課題，宗教的存

在也是為了解決死亡的種種。  

  弗蘭克說「人類的生命無論處在任何情況下，仍都有其意義。這

種無限的人生意義，涵蓋了痛苦和瀕死、困頓和死亡。」 13這是弗蘭

克在經歷集中營極度惡劣的痛苦與環境後所體悟到的。有情在面對生

死困頓時，只要有善知識的引導以及自我的覺醒，必能度過煩惱河流。 

  從凡夫到聖者，由世間安樂道到出世間解脫道，這個必定是一個

身心轉化的過程。失落與悲傷的轉化其實近乎一種由凡轉聖的生命歷

程；從生死困頓到生死自在如同從世間安樂道到達出世間解脫道的彼

岸。就筆者的觀點而言，這身心轉化的過程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

經世間法的諮商心理陪伴，二是依於佛陀的教法修習出離世間。  

  在凡夫世間，對於失落悲傷的輔導主要以傾聽與陪伴的方式來協

助對方走出悲痛，另外也有專業的悲傷輔導諮商。諮商師可能透過藝

術療法、音樂輔助療法、情感轉移、冥想、催眠、心理劇或儀式等等

的方式讓臨終者或失親者度過失落悲傷。  

  目前的悲傷輔導策略是強調「讓悲不再傷」或「雖然面對分離是

不捨，卻不傷痛」，助人工作者協助當事人體會悲傷是生命中珍貴的

經驗，也許分離是難過的，但我們可在失落中重建生命的意義。 14從

這一點來窺探世間的諮商輔導與佛教出世間的理念並沒有互相衝

突，佛教的失落悲傷療癒是建立在更深一層的生命意義之上。意義治

療大師弗蘭克也說「在命運的錘擊之下，經過痛苦淬鍊之後，生命在

能呈現它的真實形態。」 15
 

  以波羅遮那及瞿曇彌兩位女聖弟子的失落經驗來看，她們之所以

能出家、修道、證果，乃是與她們過去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她們過

去所面臨的生命苦難使得她們體悟世間的五常性與苦的根源。若是這

兩位女聖弟子沒有歷經失落悲傷的經驗，也許就無法走入修道的歷

                                                     

13
 《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道存在主義》，弗蘭克著，頁 106。  

14
 蘇絢慧著，《請容許我悲傷》，頁 16。  

15
 《生存的理由》，弗蘭克著，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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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就無法從苦難當中解脫，就這一點看來，她們生命中的苦難是

有其豐富意義的。 16
 

  波羅遮那及瞿曇彌的出家絕非「看不開」而出家，而是如護國尊

者般，「爾時，尊者答彼王言：『大王！當知，有四種法而求出家。何

等為四？謂老病愛死。變壞非久名老，疾苦無療名病，無所厭足名愛，

捨盡諸境名死。如是四法，我佛世尊善了善見，我亦從佛親見親聞，

我因此故，發大信心而乃出家。』」17波羅遮那與瞿曇彌同樣也是因見

證了有情色身的變異性，在佛陀進一步的開示中了知老、病、死、愛

是束縛有情的煩惱纏因而發心出家。  

  在未談討出世間解脫道的觀點以前，筆者欲先以世間基礎做討

論。首先以社會基礎的觀點來看待「愛」，「愛」是有情與有情之間必

要的心理，如此也才能維繫世間的社會互動關係以及社會倫理。「悲

傷，是因為，我們有愛。」 18以善巧方便的說法來看待世間的失落悲

傷關懷可視為一項「世間安樂道」，這是將有情安頓在正常社會活動

的基礎上。有的有情能夠在世間安樂道的基礎上更自覺地認知到苦難

能夠為生命新生帶來一股自覺的力量，面對失落悲傷的苦難讓有情進

一步探索生命的真相，如此有情便能從安樂道進一步到解脫道。  

  在佛教以出世間解脫道為終極目標的觀點中，則視「愛」為有情

之所以不能從苦解脫的障礙之一。有情欲從凡夫到聖者，首先要斷除

的就是「愛」，因無明與愛乃是一切苦的根本，亦是煩惱的根本，一

切雜染的根本，從這樣看來「愛」實無「可愛」之處。「愛」在三毒

煩惱中屬於「貪」，這是對可愛之境生起愛著貪染，更引發求不得、

愛別離、怨憎會，一切眾苦，也由於愛使得有情在面對老病死時產生

了種種的悲戚憂惱。  

  弗蘭克在《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道存在主義》提到「我們不

該繼續追問生命有何意義，而該認清自己無時無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

問。面對這個追問，我們不能以說話和沉思來答覆，而該以正確的行

動和作為來答覆。到頭來，我們終將發現生命的終極意義，就在於探

                                                     

16
 「一旦看透了痛苦的奧秘，我們就不願再以忽視、幻想，或矯情的樂觀態度，

來減輕或緩和集中營內種種折磨所帶來的痛苦，反而把痛苦看作是值得承擔的負

荷。我們不再退縮，只因為，我們已經了解痛苦暗含成就的機運。」《活出意義

來－從集中營說道存在主義》，弗蘭克著，頁 101。  
17

 《佛說護國經》，CBETA,  T1,  no.  0069,  874a12~ 16.  
18

 蘇絢慧著，《請容許我悲傷》，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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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人生問題的正確答案，完成生命不斷安排給每個人的使命。」 19弗

蘭克的對於面對生命的難題，我們應該往內心探索而非往外追問的看

法與佛陀的教法有異曲同工之處。在佛陀的教法中，有情面對老病死

苦時，同樣應該往自己的內心省思，找出自己內在對外境的染著執

取，在不間斷的觀察中發現世間苦、無常的實相。  

世尊告曰：「阿難！汝莫作是念，此緣起至淺至淺。所以者何？

此緣起極甚深，明亦甚深。阿難！於此緣起不知如真，不見如

實，不覺不達故。念彼眾生如織機相鎖，如蘊蔓草，多有調亂，

怱怱喧閙，從此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往來不能出過生死。

阿難！是故知此緣起極甚深，明亦甚深。  

「阿難！若有問者：『老死有緣耶？』當如是答：『老死有緣。』

若有問者：  

『老死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生也。』阿難！若有問者：

『生有緣耶？』當如是答：『生亦有緣。』若有問者：『生有何

緣？』當如是答：『緣於有也。』阿難！若有問者：『有有緣耶？』

當如是答：『有亦有緣。』若有問者：『有有何緣？』當如是答：

『緣於受也。』阿難！若有問者：『受有緣耶？』當如是答：『受  

亦有緣。』若有問者：『受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愛也。』

阿難！是為緣愛有受，緣受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緣

老死有愁慼，啼哭、憂苦、懊惱皆緣老死有，如此具足純生大

苦陰。  

「阿難！緣生有老死者，此說緣生有老死，當知所謂緣生有老

死。阿難！若無生，魚、魚種，鳥、鳥種，蚊、蚊種，龍、龍

種，神、神種，鬼、鬼種，天、天種，人、人種，阿難！彼彼

眾生隨彼彼處，若無生，各各無生者，設使離生，當有老死耶？」 

答曰：「無也。」 20
 

  就佛教的緣起的觀法而言，眾生的煩惱多如雜草，更沒有調伏內

心，不斷的攀緣外在的事物，執著於可愛的境界，厭棄不可愛的境，

如是生起貪、瞋、癡、慢、疑等，由此墮於生死大海，不能出離。有

生無不死，眾生出生以後執取於種種感受，對內外身的貪愛，如此日

                                                     

19
 《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道存在主義》，弗蘭克著，頁 100。 

20
 《中阿含》〈因品大因經第一〉，CBETA,  T1,  no . 0026,  578b15~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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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月累直到老死降臨，因不捨更生起種種苦受。  

  老死的問題眾生終其一生所需面對與解決的問題，在眾生「漫長」

的一生當中，必定因著自己過去的煩惱、業、習氣、教育背景、成長

背景等等的影響下不斷執取貪染各種無蘊，因此當死之將至，則因愛

別離而愁慼，啼哭、憂苦、懊惱種種苦受。申言之，有情面對最大的

哀傷與失落莫過於面對死亡，因死亡代表著不復在，加上受著文化背

景的影響，更可能將死亡視為大恥辱、大損失、大別離、大中斷、大

終結，死亡對有情而言就是人生最大的失落與最痛苦的過程。  

  這裡所言的死亡包含了有情自身的死亡、親屬的死亡以及他人的

死亡，有情無論面對何種死亡歷程或威脅，皆會生起失落的感受。有

情出生以後即是邁向死亡的開始，因為死亡不僅會發生在病人或老年

人的身上，也會發生在年幼或年輕力壯的有情身上。病重者或曾有瀕

死經驗的人對此死亡威脅的感受尤其深，重病中的有情感知自己也許

將不久於人世，對於自己的內身五蘊的執取以及對外身摯愛的親屬，

未完成的心願目標，社會地位，金錢工作的執取而生起失落的感受，

這即是由自身的死亡而引發的失落。然而強大的死亡恐懼也將引發另

一波的失落與悲傷。  

  「死亡並非老年人的專利」，《佛說賴吒和羅經》：「人坐恣意故，

以致凶變怨偶恐懼，譬如穿盜者之所念也。人從後得之，身所作惡，

自陷其死，如世間人作惡，死後當入泥犁、畜生、薜荔中。譬如：樹

木生華，葉成實者，中有花時墮者，中有成果時墮者，中有大時墮者，

中有熟時墮者。人亦如是，中有從腹中墮者，中有墮地死者，中有半

年死者，中有老時死者，人命不可知。」 21一般的有情總認為死亡是

老年的事，並不把死亡看作如影隨形的逼迫，青壯年時不會把死亡與

自己聯想在一起，但若從本文中兩位女聖弟子以及筆者提出的幾個個

案來看，面臨死亡者當中不乏剛出生的嬰兒、孩童、年輕人及壯年人。

筆者臨床服務的病人中也並非絕大多數為老年人，其實是以中年者居

多。換言之，死亡與疾病如同大山的壓迫，隨時都可能發生。  

  以世間的觀點來看波羅遮那，一連失去親人的悲苦遭遇，這是人

間的至傷至痛。這種接連失去摯愛親屬的痛苦，佛陀曾說明這痛苦確

實會讓有情心意錯亂、發狂。 22瞿曇彌一開始無法接受愛子的死亡，

                                                     

21
 《佛說賴吒和羅經》，CBETA,  T1,  no.  0068,  801b19~24。 

22
 《例品愛生經第五》：「若使有人，母命終者，彼人發狂，心大錯亂，脫衣、裸形，隨路遍走，

作如是說：『諸賢！見我母耶？諸賢！見我母耶？』那利鴦伽！以此事故可知，若愛生時，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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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的瞿曇彌尚處在對生死無明的狀態，身心可說皆被無明所遮

蔽，無法看清生命有長短的實相，但佛陀告訴有情：「譬如樹木生華

葉成實者，中有花時墮者，中有成果時墮者，中有大時墮者，中有熟

時墮者。人亦如是，中有從腹中墮者，中有墮地死者，中有半年死者，

中有老時死者，人命不可知。」23若能體認生死皆隨時能發生的真理，

人命的價值也不在於長短的真相，有情則有能力轉化生死無明為明。

喪子的瞿曇彌經佛陀予以開示後，逐能坦然接受愛子死亡的事實，進

而捨離愛家而出家，這是瞿曇彌經由自身的體證之身心轉化過程。  

  在生死無明的範疇當中，「無明」是有情執生命為恆常不變異，

執以為常樂，執以為有確實的「我」存在更以為此色身是淨等。與無

明相等，使有情不得出離還有「愛」，這「愛」如前一節中所述，這

乃是包含了有情所有對內外的執取。有了這二項根本因素，有情即不

斷地生死流轉。  

  陷入極致失落悲傷的波羅遮那和瞿曇彌經佛陀的教導後了知「合

會有離，興者必衰，生者有死，恩愛離別，所求所慕，不得如意……

命盡神去，載出野田或火燒之，身體臭腐，無所識知。飛鳥所食，骨

節支解，頭項異處連筋斷節，消為灰土，一切無常。當是之時，身為

所在？頭足手脚，為何所處？」 24無論有情與摯愛之間的連結多深，

終必有離。有情的色身何其脆弱，經不起一場病痛或意外，更何況色

身充滿不淨，以此觀之，尚有何可愛之處。死後色身變異，腐臭不已，

有情避之唯恐不及，再至親的家人也是不願靠近的，因此親屬並非有

情的真正的歸依處。  

  「人死後，家室宗親啼哭悲哀，棺斂葬埋，人生獨生、死亦獨死，

身作善惡身獨當之，無有人代者。飲食金銀珍寶，不能令人得道，財

富不能救護人命，令不老死。人之所思念多端，人之所愛樂也，人志

意數轉，不能專一。」25這是佛教對生與死的觀點，摯愛的親屬死後，

縱使失落悲傷再深，也無人能替代彼此的生命與業力。老死的降臨無

法以國土、金、銀、財寶等替代之，更何況人的意志如猿猴，數數執

取外在所緣。  

                                                                                                                                                      

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如是父、兄、姊、妹也。」，CBETA,  T1, no . 0026,  

871c26~872a04。 
23

 《佛說賴吒和羅經》， CBETA,  T1,  no.  0068,  871c29~872a04。  

24
 參閱《佛說迦旃延無常經》， CBETA,  T3,  no.  0154,  82c16~83a08。  

25
 《佛說賴吒和羅經》，CBETA,  T1,  no.  0068,  871c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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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已瞭解親屬等外在事物並非我們的歸依處，因此依持於佛法，

並常念無常、苦、空、非身方是我們的歸依處，更是真正能夠讓有情

免於死苦的方式。 26波羅遮那與瞿曇彌同樣身歷喪親的悲痛，由於這

樣的因素讓她們對生命的無常脆弱有更深刻的認識，如此一來使得過

去喪親的悲痛是有意義的，從這樣的體證中超越了因失落悲傷所帶來

的愁、悲、苦、憂、惱。如弗蘭克所言「人類的生命無論處在任何情

況下，仍都有其意義。這種無限的人生意義，涵蓋了痛苦和瀕死、困

頓和死亡。」 27

                                                     

26
 參閱《雜阿含．608 經》，CBETA,  T2, no . 0099,  171a16~a25。 

27
 《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道存在主義》，弗蘭克著，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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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語  

  在生活中有情會面對多種的失落經驗，例如失去摯愛的親人（包

含父母、祖父母、伴侶、孩子、手足、摯友等）、失去住所、失去工

作、失去原生活、失去關係（如離婚、斷絕關係、分手）或因疾病意

外失去健康。然而種種的失落經驗中，最大的失落乃是來自於死亡

（Death），因為死亡是不可逆的事項，代表著再也沒有迴轉挽回的餘

地。  

  生命是向死而存在的，佛陀的教法教有情認識生命的緣起，從認

識緣起中了解生死的來源再藉由理解生死而體認生命的苦、空、無

常、無我性。這是漸次修習的教法，從認識五蘊開始認識和合而成的

色身，即是和合而成的「作品」就必定有解散的一日。同樣地，有情

與有情之間相會，必定也會有分離，只是有情不明其中的道理而產生

苦受。  

  世間的心理諮商輔導並無法徹底解決有情因死亡所產生的失落

悲傷根源，終其究僅能暫時撫慰有情當下生起的苦受。唯有依於佛陀

所引導的八正道才是究竟的皈依處，如此方能超越苦，獲得苦的熄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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