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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死亡」總是人們不願談論的話題；多數人總是模糊帶過，或是想盡辦法

不正視這個主題。死亡是否真的是既可怕又荒謬的，最好不要去思考或談論

它？死亡是否真的是生命裡最不受歡迎的部分，最好把它當作似乎不存在？亦

或死亡是否是所有意義和行動的盡頭，以致我們不敢面對它？然而我們有沒有

機會逐漸能「面對」死亡，對它保持開放，朝著每個人在這世上生命的完成期

前進。 

  每個人都難逃一死，所以談論臨終和死亡將成為生命中重要的功課，耶穌

在世上時也不斷對身旁的人談論到關於「死」的議題，甚至自己親身經歷在十

字架上的臨終和死亡。但耶穌的死也意謂基督徒能透過某個人的死亡故事，來

與其它人分享，特別是正面臨死亡的人談論死亡的議題。 

  對於臨終者而言，正是幫助他們去告別死亡，並預備那嶄新的生命；並非

是讓他們安心的受死亦或撫慰他們說死亡不可怕，而是讓他們知道那位在十架

上的耶穌也曾經歷過他們現在的臨終過程。 

  耶穌是上帝對於死亡的最後答案，這個死亡不是結束而是另個生命的開

始。對於關懷臨終的教牧人員而言，這個答案也是我們被交付的任務，就是在

陪伴臨終者時傳遞這個安慰和盼望的消息，而這個希望的理由就是耶穌基督已

經贏過了死亡，讓我們能在盼望中活著，也在盼望中死去。 

  期盼透過耶穌的十架七言，讓死亡成為一種新的方式，傳遞著我們和上帝

的愛，給那些我們所愛和關懷但正面臨死亡的人，成為他們的勇氣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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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說：人是「向死亡存在」

(sein zum tode)的此在者。彷彿人若不是為了死而活著，至少也是向著死而活

著。死亡替生命注入了悲觀及恐懼的成分。不論我們的人生多麼豐富精彩，仍

然是朝向幽暗的死亡邁進。死亡最終必奪走生命一切的光彩，這樣的事實永不

改變，死亡的力量也永不止息。1 

  人生不免一死，在我們的人生中人不僅要面對親人朋友的死，也要面對自

己的死。死亡，其實是很自然的事，當我們開心迎接一個新生命時，卻同時也

預定在日後的某一天，將會有一個因生命結束而舉行的告別式。 

  大多數人對死亡採取避之唯恐不及的態度，也害怕談到死亡就可能很快的

臨到自身，於是就衍生對死亡的恐懼與忌諱。因此大多數人在面臨死亡時會產

生害怕的心態，不但是對生命的喪失產生失落悲傷，更對死後未知的世界產生

恐懼。2可見，人們是如此的排拒和恐懼死亡，使得死亡這個自然的、無可避免

的生命過程，顯得突兀與不受歡迎。但是漠視、遺忘死亡，死亡依然存在，我

們不能在遭遇死亡的前一刻，才開始探索死亡。 

  筆者認為，死亡的意義在於給生命「臨門一腳」。如果人不會失去生命，生

命還有什麼特別之處呢？生命珍貴之處不就是那些我們最害怕失去的東西嗎？

所以死亡更使生命顯得十分特別。然而，我們對於死亡唯一的經驗是來自於別

人的死亡。因此，關於自己的死亡，我們只能「經驗」和「承受」，而真正的過

程為何，沒有人說得上來，因為死亡還是個我們無法掌握的事。我們唯一能確

                                                      
1 魏連嶽，《死亡神學》(新北：校園，2016)，6。 
2 葛培理(Bill Graham)，《如何面對死亡》όCŀŎƛƴƎ 5ŜŀǘƘπ !ƴŘ [ƛŦŜ !ŦǘŜǊύ，余國亮譯(香港：浸信 

會，19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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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是自己會死，但這個死亡有什麼意義，則可以從承受別人的死亡所帶來的

痛苦中知道。3 

  如果如此，那我們該用什麼方式和態度面對死亡？無論途徑如何，必定從

耶穌開始，也從耶穌結束。因著耶穌來到世上，活在世上，在地上服事，也經

歷過死亡的最後過程，並在臨終前以一個臨終者的角度說出了「十架七言」。就

是因為觀乎死亡，耶穌的故事拉近了與我們的距離，只因為死亡是每個人都必

然面臨的命運。當我們記得耶穌生命與臨終過程的故事時，就同時能運用在今

日的生命和臨終過程中。
4
 

  死亡，即是生者分離，與死者永別；兩種生命就在死亡的時空裡相遇。5因

此，死亡也是一個人心靈與另一個人心靈的關係，所以可以說是心靈上的關

顧。6因此，欲藉此研究用臨終關懷並以十架七言探討臨終者的生命及死亡歷

程，並成為臨終者的幫助。並用死亡的議題，來探究生命意義和價值，以及了

解其中的關聯，從基督教信仰的層面來探究關於臨終議題的關心和了解。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主題的論文之研究方法是以牧會神學的牧養關顧為出發點，第二章開始

從牧會神學的角度去看臨終關顧，由理論及文獻探討牧養和臨終關顧的意義和

功能，了解臨終關顧的類別後進而探討臨終者所面對的心理狀態及反應。 

  第三章開始討論關於聖經中新舊約的死亡觀以及耶穌的死亡觀，透過不同

的死亡觀和耶穌的十架七言來探討臨終者如何看待自身的死亡。 

  第四章以「十架神學」作為神學的基礎，接著引用十架七言作為討論，能

夠了解關於臨終之人的關顧，且針對身心靈不同方面去論述，讓我們知道可以

                                                      
3 葛哈德．安格斯伯格(Gerhard Engelsberger)，《死亡－人的有限與恩典的無限》ό¢ƻŘύ，鄭玉英 

 譯，平信徒信仰基石系列 4(台北：南與北，2012)，65-6。 
4 弗雷德．喀達克(Fred Craddock)、戴爾．金史密斯(Dale Goldsmith)、喬依．金史密斯(Joy V.  

Goldsmith)，《談論死亡：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ό{ǇŜŀƪƛƴƎ ƻŦ 5ȅƛƴƎΥ wŜŎƻǾŜǊƛƴƎ ǘƘŜ  

/ƘǳǊŎƘ’ǎ ±ƻƛŎŜ ƛƴ ǘƘŜ CŀŎŜ ƻŦ 5ŜŀǘƘύ，黃懿翎譯(新北：華神，2016)，104。 
5 梁國棟，《生離死別的牧養關顧》(香港：基督徒學會，2003)，17。 
6 梁國棟，《生離死別的牧養關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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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引導陪伴和照顧。第五章則是本篇論文的結論。 

  事實上臨終關顧的範圍涵蓋全年齡，討論的議題也很廣泛。但本篇論文是

以所有人的臨終關顧為出發點，來探討教會如何照顧及牧養即將面對臨終之

人。 

第三節 研究限制 

  筆者在本篇論文的主要範圍將是於臨終關顧中的死亡哀悼來討論，並以聖

經所提供的觀點來提供意見，主要的對象是臨終者、家人及朋友。因此本篇報

告的限制在於無法廣泛的的提供教牧在臨終議題上一個全面性的探討，僅著重

於教牧可以如何關懷臨終者以及臨終者如何面對死亡，將不會將焦點置於死亡

後的哀傷輔導。 

  而死亡的成因會有許多不同的產生因素，除了一般常見的死亡成因（年

老、疾病）外，還有可能因自殺、意外、他者加工或被暴力謀殺等等因素所造

成。而不同的死亡成因都有其個別可研究及探討的方向，因此本篇論文將焦點

置於「一般死亡」的臨終關懷，其他的死亡成因將不納入在討論和說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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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牧與臨終關懷 

  事實上只要當每個人一出生就面臨「臨終」的到來，所以簡單來說臨終關

懷的目標也是關懷「人的一生」。 

  因此可以知道在臨終關懷所注意的焦點為「每一個人」。因為每個人從出生

開始就已踏上「死亡之路」，因此每個人都是「臨終者」，不只面對未知的未

來，也必須面對死亡的到來。從信仰的角度來看，臨終關懷也是牧養教會的一

部份，因為這是教會中每個人都將遇到的，所以不論是臨終者或正走向臨終者

之間是沒有分別的，都是教會必須關心的對象。 

第一節 教牧關懷之定義 

  教牧神學、教牧關懷或教牧輔導這三個名詞都含有「教牧」這兩個字。

「教牧」(Pastoral)的英文原意是「牧養」的意思。7牧養是一種關係，就像在聖

經中常使用牧人與羊來象徵上帝和人的關係，比如我們十分熟悉的詩篇二十三

篇。所以「羊」可以說是上帝所眷顧的信徒，而信徒就是教牧於牧養關懷的主

要對象。8 

  侯活．祈連堡（Howard Clinebell）在《牧養與輔導》書中對教牧關懷下定

義，他認為：「教牧關顧、教牧輔導的工作，是指牧者用一對一、或小組的方

式，是個人可健康成長，進而改善他和別人的關係的工作。教牧關顧是廣義

的，它包含了教會所有栽培和醫治的事工，凡使教會和他的成員健康成長成熟

的工作，均包含在內。教牧關顧是指對每一個需要溫暖、撫育、支持和照顧的

人之反應。……希望使那些因危機而官能失靈、心靈破碎的痛苦人，得到醫

治。」9 

                                                      
7 曹敬敏，《教牧心理輔導》(香港：文藝，2004)，14。 
8 吳文，《古代猶太智慧：哀傷輔導與心靈重建》(嘉義：南華大學，2000)，189。 
9 侯活．祁連堡(Howard Clinebell)，《牧養與輔導－牧養治療和助人成長之門》ό.ŀǎƛŎ ǘȅǇŜǎ ƻŦ  

 ǇŀǎǘƻǊŀƭ ŎŀǊŜ ŀƴŘ ŎƻǳƴǎŜƭƛƴƎ ύ，伍步鑾譯(香港：文藝，200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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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敬敏則以「牧養」的觀點認為：「教牧關顧是牧師與會友的關係應像牧人

與羊的關係，是密切的，是息息相關的；這種關係是有關懷性的、帶領的、醫

治的、引導的、安慰的、保護的祝福的。……其實，教牧關顧的工作是很細緻

的，如對一位沮喪的人給予了解，一個穩定性的握手，或對一位啼哭的小孩給

予一個微笑等，都可以包含在教牧關顧之中。」10 

  張永信則從「輔導」的角度看教牧關懷，他認為要達到五個大目標：「一、

激發人品格的成長和發展。二、使人有效地適應生活上所遇到的問題，解決內

心世界的掙扎和情緒的困擾。三、使失望者和哀喪者得著鼓勵和指引。四、使

活在不健全的生活模式裡的人，可以得著支援。五、使人能與基督建立個人的

關係，甚至能成為主的門徒。」
11
 

  綜合以上看法，教牧關懷的內容就是關懷的、帶領的、醫治的、引導的、

安慰的，甚至是保護與賜福的，來幫助受關懷者有效的去面對問題；而從牧養

的角度來說，教牧和羊群的關係是深入的，因為教牧關懷的工作是延伸到一個

人生命中的每個需求層面，其中也包括到他的死亡。 

第二節 教牧於臨終關懷之功能 

  在台灣的社會中，談論到死亡時都是一項禁忌，而且對人類而言死亡的恐

懼是永遠不會消失的，但死亡是人人必須面對的事實。但當一個人走到臨終的

人生最後階段，他的心情卻有可能因著被關愛而感到平靜和安詳，亦或是因著

擔心死亡的到臨而感到孤獨及恐懼。 

  因此，臨終關懷最主要的目的在於能夠幫助臨終者去接納死亡的事實，而

不是用不願面對的心態去逃避即將死亡的事實，並且同時能真正給予臨終者

身、心、靈的關懷，而不是只偏重一方的照顧，能夠讓臨終者走向生命的結

束。從信仰的角度更為重要的是，可以幫助臨終者再次回到上帝面前認罪，減

                                                      
10 曹敬敏，《教牧心理輔導》，23。 
11 張永信，《唇齒相依－教會關顧輔導》(香港：天道，2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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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他的罪惡感及對死亡的焦慮，並與上帝有和好的關係。在家人親屬的方面，

他們即將所要面對的是一個哀慟的過程，就是必須面對自己所愛的人過世，若

這樣的悲傷和哀慟若沒有得到適當的處置和理解，反而成為心中另外的傷害。 

    簡單而言，陪伴臨終者有尊嚴且安詳的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幫助哀慟的

家屬在面臨生離死別的劇變時能走出死蔭的幽谷，這是一般臨終關懷的功能。  

若從基督教的信仰來看臨終關懷，以較狹義角度而言，就是藉由關懷來引導臨

終者及親人家屬與上帝連結，讓不認識上帝的人有機會認識上地並得著永生的

盼望；讓認識上帝卻沒有深入連結的人，得以重新與上帝建立關係，並得著永

生的確信；也讓與上帝有好關係的人，得以將永生的盼望分享給他的親朋好

友。 

  若從廣義一點來看來看臨終關懷的功能，教牧必須要關懷教會中信徒們的

需要。而且這個關懷不只是外表或形式上的，意思是必須進入到信徒的生活

中，明白個人的需要和困難，並以各種方式使在疾病、喪親、瀕死臨終、哀

慟、失落及失喪之人得以安慰和幫助，能夠彼此擔待也彼此相愛，使勞苦擔重

擔之人可以得以安息。
12
  

  總結來說，就如侯活．祈連堡（Howard Clinebell）所說的臨終關懷一方面

是為了幫助臨終者得以接受死亡的事實，並能帶著安詳和寧靜的內心平安走完

最後路程。另一方面，是要有效地引導及陪伴喪失親人的家屬，在他們走過死

蔭的幽谷時與他們同行，給予鼓勵及支持。13 

第三節 臨終者的心路歷程 

一、臨終（瀕死）的意義 

  死亡是一種歷程，更精確而言是指「由存活到瀕死的變化歷程」，因為死亡

                                                      
12 吳文，《古代猶太智慧：哀傷輔導與心靈重建》，195。 
13 侯活．祁連堡(Howard Clinebell)，《牧養與輔導－牧養治療和助人成長之門》(.ŀǎƛŎ ǘȅǇŜǎ ƻŦ  

 ǇŀǎǘƻǊŀƭ ŎŀǊŜ ŀƴŘ ŎƻǳƴǎŜƭƛƴƎ ύ，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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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d)只是最終呈現的狀態，瀕死(Dying)是邁向死亡的過程。
14
 

  根據臨床醫學上的根據，「臨終」是指人在接受治病性或緩和性的醫療後，

雖然意識清醒，但病情加速惡化，各種跡象顯示生命即將終結。15 

  Sorochan認為瀕死是即將到達死亡生命過程，對大部分的人而言，死亡是

漸進的，這段時間有長有短，它的特徵通常是長期的慢性疾病，所以臨終者會

逐漸喪失身體的活動力，無法完成社會性的功能，需要他人照顧，全身器官及

系統漸失功效。16 

  Kastenbaum 認為瀕死開始於下列時候： 

  1.當事人將要死亡的事實已確認。  

  2.此事實已傳達給當事人。  

  3.當事人已瞭解或接受此事實。  

  4.沒有方法可再維持當事人的生命。17 

  而在臨終階段時，生理上的疼痛對於臨終者有很大的影響，但疼痛並不是

折磨臨終患者的唯一症狀，有時嘔吐、反胃、呼吸困難等症狀也是同樣把人折

磨的死去活來。瀕死的人生理症狀大概有： 

  1.肌肉緊張力消失：造成大小便失禁，吞嚥困難等症狀。 

  2.腸蠕動慢慢停止：病人覺得噁心，缺乏食慾與嘔吐等症狀。 

  3.血液循環變慢：造成病人四肢發紺的現象，且皮膚摸起來濕冷。 

  4.呼吸短促且困難及感覺消失。18 

  除上述整理外，臨終者可能也會出現焦躁不安（瞻望）、嗜睡、瀕死囉音等

不同生理現象。19當我們清楚知道臨終者可能出現的生理變化或症狀後，便有機

                                                      
14 張菀珍，〈死亡焦慮與死亡教育〉，《臨終與生死關懷》，林綺雲等編(台北：華都，2010)，3。 
15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台南：人光，1998)，74。 
16 黃天中，《臨終關懷：死亡態度之研究》(台北：業強，1988)，4。 
17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74。 
18 黃天中，《臨終關懷：死亡態度之研究》，4。 
19 邱鈺雯、黃勇誠，〈臨終生理的變化與需求〉，《臨終與生死關懷》，林綺雲等編(台北：華都， 

 20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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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供好的照顧及關懷，幫助臨終者走向生命結束。 

  因此，筆者認為完整的臨終概念應該是包括一個人即將到達死亡的過程，

這個形式或時間不論是立即的或漸進的，造成的原因不論是自然的或意外的，

最終都會使這個人在生命中的各方面都進入到結束終止的階段。 

二、臨終和死亡的恐懼焦慮 

  當人知道自己的生命接近死亡之時，其心理反應是十分的複雜。通常害怕

死亡的原因是因為害怕失去所愛的人、個人的成就、想完成的願望、面對死亡

的可怕經歷以及肉體的失去控制。對某些人而言，死亡的恐懼和焦慮是面對死

後的未知和可能的審判及報應的恐懼感受。除了對自己的死亡感到恐懼外，我

們對所愛的人面對臨終的過程，也常感到恐懼和焦慮，但合理死亡恐懼就和死

亡本身一樣平常。20 

  雖然死亡本身一剎那就過去，但對我們來說真正的恐懼是過程中的不確定

和不安全感。根據帕蒂森(Pattison)的分析，臨終者則有八種恐懼：21 

  1.對未知的恐懼： 

  對未知的恐懼包含一連串的問題，還有哪些人生經驗我無法擁有？死了之

後我的身體變化？我的家人和朋友對於我的死將有何反應？尚為完成的人生計

劃該怎麼辦？ 

  2.對孤單的恐懼： 

  被孤立的感覺在臨終的過程時常發生，尤其現在有 60%以上的人死於醫院

當中。臨終者處在一個陌生環境，受制於醫院各樣規定，隔離的恐懼深深籠罩

在臨終者身上，而這樣恐懼的後遺症，可能造成人際關係的障礙。 

  3.對憂傷的恐懼： 

  臨終者面對死亡的威脅，會達到極度的憂愁與悲傷。死亡造成與所愛的人

                                                      
20 張菀珍，〈死亡焦慮與死亡教育〉，5。 
21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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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認識的環境分離，將難以忍受喪失的經驗。 

  4.對喪失身體機能的恐懼： 

  生病而造成身體外型上的變化，往往影響臨終者的自我形象，甚至是自我

評價的降低。臨終者可能因為自己身體失去器官的機能感生恐懼，更可能外型

的醜陋或親人的排斥而恐懼。 

  5.對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恐懼 

  在一個強調自我控制、自我決定的社會裡，很多臨終患者害怕自己成為依

賴份子，不能處理日常的生活事情，不能再掌握自己命運而擔心。 

  6.對疼痛和痛苦的恐懼： 

  「疼痛」是指身體尚的極度不適，而「痛苦」是指不知意義及不明原因的

苦境。疼痛可以透過不同藥物減除，而痛苦卻不是僅靠藥物可以去除得了，其

恐懼包含受處罰、不被照顧及被忽視的恐懼。 

  7.對失去認同的恐懼： 

  臨終者因失去親人和朋友，失去身體功能與喪失自我控制能力等各方面的

恐懼，而影響患者的認同與歸屬感，在孤單疏離中倍感恐懼。 

  8.對撤退的恐懼： 

  「撤退」是指一個人在心裡上產生一種從外在真實世界裡進入一個沒有時

空概念的世界中，拋開所有外在真實世界加諸身上的要求及限制。沒有任何限

制的純然「我」在我們的社會文化要求下，這種撤退是不被允許的及不被接受

的。而這種抵抗撤退的心態同樣出現在臨終者身上，特別在最後臨終階段的

人，因為身體機能急速衰退，使他們害怕從真實世界裡被排除。因此臨終者可

能非常排斥這種撤退的象徵，而產生「臨死的掙扎」。 

  趙可式博士也曾分析人為什麼會害怕死亡，她則認為有五點：22 

  1.未知的恐懼。 

                                                      
22 趙可式，《安寧伴行》(台北：天下，200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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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失落與分離的恐懼。 

  3.對死亡的形貌及死亡過程的恐懼。 

4.未了心願的遺憾及恐懼。 

  5.對人生過程的悔恨，來不及補救的恐懼。 

  當一個人面對臨終和死亡時所出現的恐懼或憂慮，不論是單獨存在或合併

一起發生，都會引起一個人相當程度的焦慮與不安，而在面對臨終者時我們可

以幫助他們克服恐懼帶著信心，以希望及勇氣去面對死亡過程的種種挑戰。 

三、臨終和死亡的心理反應 

  從上一節對死亡的恐懼和焦慮來看，臨終者對於瀕臨死亡的過程中顯得越

來越孤獨、不安，甚至失落和哀傷。但每一位臨終者的心理與面對死亡的歷程

都是獨特的，面對與死亡所展現的態度和情緒也沒有對錯之分。所以臨終心理

是相當複雜的，可能因人而異，也因著病情狀態、人格的穩定度以及被社會支

持的程度，23而促使每位臨終者都有不同反應，並且可能在同一個時間內出現好

幾種不同反應，情緒常常是重疊且多變化的。 

  韋士曼(Weisman)曾研究過癌症末期瀕死病人的心理反應歷程，共分為四個

階段：24 

  1.存在的可怕境況(Existential Plight)： 

  一旦發現自己遭受病魔侵襲，頓覺難以倖免而感到害怕，覺得這種恐怖情

況籠罩著整個生活。這個階段從診斷到確定治療結束，可能持續一段時間，適

病人的適應情形而定。 

  2.緩和順應期(Mitigation and Accommodation)： 

  病症的復發或惡化，讓病人體驗應變之道，盡量依據自己體能與現實環

境，力求順應，減少痛苦威脅，不但要求身體舒服，能關心自己的工作及家庭

                                                      
23 蔡佩真，〈臨終心理與社會需求〉，《臨終與生死關懷》，林綺雲等編(台北：華都，2010)， 

 52。 
24 黃天中，《臨終關懷：死亡態度之研究》，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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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並想維持一些社交的參與，和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3.衰退和惡化期(Decline and Deterioration)： 

  病人感到病情嚴重，心理威脅很大，雖然不斷地求適應，但體能的衰退，

意味著死期將近，病人意識尚清楚，可以依據自己意願能力，做適當的安排。 

  4.絕症瀕死(Preterminality and Terminality)： 

  病症加重到藥石罔效，到了不可復原的階段，處處顯示絕望，病人也許還

有求生意念，但已日漸惡化，必須放棄工作與嗜好，停止活動，但求解脫和拖

延時日，慢慢接受瀕死。 

  研究臨終患者的先驅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從臨床的觀察中研

究臨終者在面對失落或悲傷的反應和歷程，發展出眾所皆知的悲傷階段理論。

通常這五個重要階段是：否認與孤立、憤怒、討價還價、沮喪以及接受。25 

  1.否認與孤立： 

  大多數的人在得知自己得到絕症後，最初的反應就是「不可能是我，你們

弄錯了！」「不，那不是真的！」，這種對死亡的宣判感到震驚與意外，會懷疑

醫生是否有錯誤，最初都會以「否認」來回應。
26
 

  「否認」是心理上的一個緩衝期，是人類健康的心理防衛機轉，但多半是

暫時性的心理防衛。此時醫護人員必須要與家屬做事先的溝通，根據家屬對病

患的了解，以病患最能接受的方式向病患解釋病情，並且詳細告知病患可能進

行的療程，使病患能握控自己病情的了解。 

  我們不能輕易抹殺「否認」的心理意義，它不久將由「部分的接納」的事

實來取代。而臨終者在否認患有絕症的同時，也常產生一種孤離或被隔離的感

                                                      
25 庫柏爾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最後一程－瀕死者給醫生、護士、教牧和家人的曉示》 

όhƴ 5ŜŀǘƘ ŀƴŘ 5ȅƛƴƎ ²Ƙŀǘ ǘƘŜ 5ȅƛƴƎ IŀǾŜ ǘƻ ¢ŜŀŎƘ 5ƻŎǘƻǊǎΣbǳǊǎŜǎΣ/ƭŜǊƎȅ ŀƴŘ ¢ƘŜƛǊ hǿƴ 
CŀƳƛƭƛŜǎύ，王伍惠亞譯(香港：文藝，2010)，35-138。 

26 庫柏爾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最後一程－瀕死者給醫生、護士、教牧和家人的曉示》 

 όhƴ 5ŜŀǘƘ ŀƴŘ 5ȅƛƴƎ ²Ƙŀǘ ǘƘŜ 5ȅƛƴƎ IŀǾŜ ǘƻ ¢ŜŀŎƘ 5ƻŎǘƻǊǎΣbǳǊǎŜǎΣ/ƭŜǊƎȅ ŀƴŘ ¢ƘŜƛǊ hǿƴ  
 CŀƳƛƭƛŜǎ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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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27
 

  2.憤怒： 

  「為什麼是我？」當病患開始了解到疾病的嚴重性時，患者會怨天尤人，

內心充滿寂寞、罪惡感、生活無意義，甚至會遷怒到家人或醫護人員。28他們可

能也會外射到上帝或對他們的命運，或內射自己而惱羞成怒。29 

  當病患出現憤怒和生氣的情緒時，家屬及醫護人員應要以包容的心來安慰

病患，體諒病患，並尊重病患，以愛平息病患不平的情緒。這樣真誠的關懷，

就容易減輕生氣憤怒的不平情緒，逐漸恢復平靜，感到自己是有生存的價值，

並不孤單。 

  3.討價還價： 

  「如果我的病能好，我一定……」此階段的病患會向自己所信仰的神明祈

求，希望透過其它的代價，換取生命的延長；病患也會以這樣的方式向醫護人

員請求，期望在自己的配合下能得到醫生最完善的醫治。30 

  這個階段並不是每一個臨終者都會經歷的，此一階段也相當短暫。病患會

有這樣的反應，充份表現出臨終者陷於完全無依無靠，而又同時需要借助外力

（如上帝的恩典），來維持自我生存的特殊狀態。31但同時這樣的反應也顯示出

病患求生的意志，藉著這樣的反應，教牧、醫護人員和家屬可以建立病患的自

信心，並鼓勵患者不要放棄自己，努力面前所要發生的事。 

  4.沮喪： 

  「好吧！是我。」當病人知道討價還價無效後，即將死亡的事實就相當明

顯。不但不會繼續「否認」，連憤怒不平的情緒也會被一種自我喪失的感覺取

代，表現出的情緒或感情狀態，乃是「消沉抑鬱」。 

                                                      
27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104。 
28 黃天中，《臨終關懷：死亡態度之研究》，42。 
29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105。 
30 黃天中，《臨終關懷：死亡態度之研究》，42。 
31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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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面對此階段，應該讓臨終者表達悲痛，我們也與他們分享悲痛，使他們

感覺溫暖，以及周遭的人的愛和關心。在此刻，盡量保持緘默，不必說太多

話，最重要是臨終者與周遭人們的心靈溝通。特別在此階段，臨終關懷的教牧

角色十分重要，鼓勵他們悲傷的情緒，不要過分安慰，讓聖靈親自動工安慰憂

傷的心靈。32 

  5.接納： 

  「我已經準備好！」此階段患者心平氣和接受事實面對死亡。病人會知道

自己已經盡了力，已經不會有治癒的盼望了，屆時也沒有所謂的高興或悲哀，

他們只是接納即將發生的一切罷了。 

  這階段大部份的患者皆很虛弱、疲倦，內在心靈深處幾乎是空虛、平靜的

感覺。他們知道自己已經非常接近死亡，明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且

他們接受「死亡」是一個生命的必經階段。33當臨終者已經開始接受死亡時，可

以試著談論對死亡的看法、有什麼盼望等，以「信仰」的角度引導更深的思

考，在最後的這段時間內面對現在以及未來。 

  其實上述的各階段心理過程，是將表面上能觀察到的現象模式化，仍有其

他影響臨終者的心理反應，因此這些階段順序和時間並沒有一定規律，可能同

時發生，可能反覆重複，或停留在某些階段。 

  庫柏爾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也一再強調，階段是模糊的，只是整體而

言，是被某種主要的情緒主導而淹沒其他的情緒狀態。換句話說，當人們可以

不再被否認、討價還價或憤怒等情緒主宰時，而走到較緩和的沮喪情緒狀態

時，大概也可以逐漸與失落和諧共處，重建在失落事實之下的新生活，達到真

正接受失落或死亡的事實。
34
 

  而身為臨終的關懷者，必須要有敏銳的觀察力了解臨終者的心理狀態，因

                                                      
32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108-9。 
33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109。 
34 林綺雲，〈失落、悲傷與悲傷輔導〉，《臨終與生死關懷》，林綺雲等編(台北：華都，2010)，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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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論是上述何種模式或階段下，臨終者的心路歷程都是十分複雜的，需要我

們給予最大的支持和關懷。 

五、小結 

  侯活．祈連堡（Howard Clinebell）在其著作《牧養與輔導》中提到與臨終

者接觸的經驗，他說：「為久病臥床的人和他的家人服務，我認為是重要的牧養

關懷機會。」35所以牧養關懷的範圍並非只在教會或健康的人身上，對於即將面

臨死亡的人是幫助他們以健康和一種超越的心態去看待死亡的事實和真相，給

予臨終者關懷和信仰上的慰藉。由此可知，臨終的教牧關顧功能在於發揮教牧

關懷和看見每個靈魂的需要。 

  結論而言，教牧在臨終關顧上的角色為上帝所差派的主要靈性引導者，其

中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引導人們與上帝建立合宜的關係，特別在面對臨終的人生

重大事件中成為支持，在苦難和死亡間幫助臨終者和家屬看見並得著信仰的力

量，使絕望的人可以看見黑暗幽谷中的光明和盼望。 

   

 

 

 

 

 

 

 

                                                      
35 侯活．祈連堡(Howard Clinebell)，《牧養與輔導-牧養治療和助人成長之門》ό.ŀǎƛŎ ¢ȅǇŜǎ ƻŦ  

 tŀǎǘƻǊŀƭ /ŀǊŜ ŀƴŘ /ƻǳƴǎŜƭƛƴƎύ，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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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聖經對於生死的看法 

  在上帝最初的創造的世界中，並沒有死亡的存在；死亡也並非在人受造之

時就被安排在生命當中。36死亡原本不是人生命的必然，更不是生命自然的終

局。死亡並非無中生有，它源自人的罪，因為人有罪而必須付上死的代價。從

此死亡進入人的生命歷史中，每個人都成為必死的人，於是每個人的生命都朝

著死亡邁進，最終也都會被寫進死亡的歷史當中。 

  事實上，「死」這個字詞遍滿在整本聖經當中，「死」這個字在聖經中出現

了一千四百七四次；相較於「愛」（九百八十次）和「信」（八百七十六次）這

兩個基督信仰的核心字彙，「死」這個字出現的頻率更高上許多。37 

  因此，在談論死亡與臨終前我們必須先了解聖經對於「死」的看法，讓我

們能夠知道死亡的本質和現象，清楚知道死亡的意識為何並認真看待這個生命

的課題。 

第一節 舊約對死亡的看法 

一、死亡就是人與上帝關係的中斷 

  聖經一開始其實就毫無忌諱的談論到死亡。38聖經第一次提到死亡其實是

出自上帝的警告，當亞當被上帝創造並安置在伊甸園中時，上帝警告他：「園子

裏任何果樹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棵能使人辨別善惡的樹所結的果子你絕

對不可吃；你吃了，當天一定死亡。」（創世紀二：16-17），這裡說的｢你吃

了，當天一定死亡｣重點不是「時間」，而是「肯定」，意思不是當天就會死亡，

而是「你吃了之後就必定死，遲早都會死」。39聖經所記載的這句話不僅是上帝

                                                      
36 魏連嶽，《死亡神學》，90。 
37 魏連嶽，《死亡神學》，14。 
38 弗雷德．喀達克(Fred Craddock)、戴爾．金史密斯(Dale Goldsmith)、喬依．金史密斯(Joy V.  

Goldsmith)，《談論死亡：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ό{ǇŜŀƪƛƴƎ ƻŦ 5ȅƛƴƎΥ wŜŎƻǾŜǊƛƴƎ ǘƘŜ  

/ƘǳǊŎƘ’ǎ ±ƻƛŎŜ ƛƴ ǘƘŜ CŀŎŜ ƻŦ 5ŜŀǘƘύ，9。 
39 鄺炳釗，《創世記(卷一)》，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1997)，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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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的說的第一句話，也是第一次警告。人原本領受上帝的形象與生命，是

可能不經歷到死亡的，但亞當選擇違背上帝的命令吃了分別善惡的果子，就得

到了死的後果。 

  或許作為世界上第一個人，「死亡」對亞當來說可能不甚了解，但賜人生命

的上帝，第一句話告訴亞當的話卻是以「死亡」作為預警，表示死亡在上帝眼

中，對於有生命的人類是非常嚴重的懲罰。40當亞當若順服上帝的命令時，即保

有和上帝的之間和諧的關係；然而當亞當違逆上帝的旨意（就是犯罪），他與上

帝的關係就受到破壞了，而有了罪的隔離，事實上從上帝角度而言亞當就已經

死了。41但也因著創世紀中上帝對人說出的第一句話以來，「死亡」成為人類生

命中的重要課題。 

二、死亡就是與列祖同睡 

  在聖經的舊約中族長的時代，在一般的用語都是「歸到他列祖那裡」，例

如「亞伯拉罕壽高年邁，氣絕而死，歸到他列祖那裡。」（創廿五 8）或是「以

撒年紀老邁，日子滿足，氣絕而死，歸到他列祖那裡。他兩個兒子以掃、雅各

把他埋葬了。」（創三十五 29）。直到王國時代，敘述方式有些改變，但本質的

精神差異不大，例如「大衛與他列祖同睡，葬在大衛城。」（王上二 10）或是

「所羅門與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親大衛的城裡。」（王上十一 43），42其實這

都是在指人進入另一種存在的存在的狀態，且死亡的人都會集中在一處，而且

特別的是不稱「死」為死，而是「睡了」，認為死亡是另一種的「生存」狀態。 

三、賞賜的和收取的都是耶和華 

  古代猶太人認為生命的來源及其貴重，皆出自於上帝之手，人的生命都是

                                                      
40 弗雷德．喀達克(Fred Craddock)、戴爾．金史密斯(Dale Goldsmith)、喬依．金史密斯(Joy V.  

Goldsmith)，《談論死亡：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ό{ǇŜŀƪƛƴƎ ƻŦ 5ȅƛƴƎΥ wŜŎƻǾŜǊƛƴƎ ǘƘŜ  

/ƘǳǊŎƘ’ǎ ±ƻƛŎŜ ƛƴ ǘƘŜ CŀŎŜ ƻŦ 5ŜŀǘƘύ，10。 
41 劉清虔，〈基督宗教的生死觀與喪葬禮俗〉，《臨終與生死關懷》，林綺雲等編(台北：華都，  

 2010)，239。 
42 劉清虔，〈基督宗教的生死觀與喪葬禮俗〉，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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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帝而來。因此人生命的主權都在創造的上帝手中，例如撒母耳記中的哈拿

之歌提到「耶和華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陰間，也使人往上升。」（撒上二

6），43就是清楚說到生死的主宰權都在上帝的掌管中的概念。 

  在約伯記中約伯也說過：「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

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一 21），約伯在這裡

所謂的「收取的」並不單是自己的牲畜、僕人或產業，而是也指著自己的肉體

和生命。44以致上帝把「毒箭」射入他的身體後，約伯面對上帝發出祈求：「惟

願我得著所求的，願神賜我所切望的；就是願神把我壓碎，伸手將我剪除。」

（伯六 8）。 

  但約伯並沒有從開始就接受「賞賜的和收取的都是耶和華」，相反地，他自

我解構這樣的信仰觀後，進而重新建構人在受苦與死亡中，如何適切地談論人

與上帝的關係。最後他之所以能這樣說，全在於他對上帝的敬畏和降服，瞭解

生命的一切賞賜和收取都是來自上帝。 

  雖然所有萬事都源自於上帝，但死亡也讓我們失去一切。45詩篇的詩人說：

「因為，他死的時候什麼也不能帶去；他的榮耀不能隨他下去。」（詩四十九

17），人雖然勞苦一生，或多或少累積財富及成就，可是當死亡出現，它就必將

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奪走，瞬間都化會消失，所有的都將化為虛無。 

四、從死亡的苦難中超越死亡 

  從舊約聖經中猶太人的歷史中最明顯的記號就是充滿苦難與死亡，甚至上

帝在猶太人心中，並非只是一個給他們應許的上帝，更是嚴厲的上帝，時常降

下災難給他們。雖然猶太人心中對上帝的情緒是如此複雜，但如《人的宗教》

一書所提到：「猶太人肯定世界是神的創造……不管命運是如何絕望，不論發現

                                                      
43 吳文，《古代猶太智慧：哀傷輔導與心靈重建》，14。 
44 段德智，《死亡哲學》(台北：洪葉，1994)，124。 
45 魏連嶽，《死亡神學》，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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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處身在多麼深的死蔭幽谷中，他們永遠不會對生命本身絕望。」
46
，而從舊

約記載的約伯的生命史中更能看出一個典型的猶太人所經歷的遭遇。 

  在約伯記的記載中，約伯為人正直且敬畏神、家境富裕、兒女成群，似乎

死亡與苦難對他而言相當遙遠。但上帝卻突然在約伯的生命中剝奪他外在的所

有，讓他難以承擔。 

  但約伯生命中的重大苦難，卻使他重新尋找生命與死亡意義。47約伯對於人

生的短暫性和死亡的終極性他說到：「人為婦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難；出

來如花，又被割下，飛去如影，不能存留。」（伯十四 1-2）以及「樹若被砍

下，還可指望發芽，嫩枝生長不息；其根雖然衰老在地裡，幹也死在土中，及

至得了水氣，還要發芽，又長枝條，像新栽的樹一樣。但人死亡而消滅；他氣

絕，竟在何處呢？」（伯十四 7-10），從經文中知道他對死後的世界雖無把握，

而且苦難讓他感到絕望，但約伯卻發現漸漸發現背後的價值與意義。最後在他

經過一段死亡和苦難的體驗後，約伯終於以堅定的信心與信仰去面對，他說：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

體之外得見神。」（伯十九 25-26），最終約伯得到耶和華的祝福。 

  由約伯經歷「死亡」的過程來看，約伯面對死亡從疑惑與逃避到坦然面對

死亡，最重要的關鍵是約伯沒有讓苦難失掉創造生命新意義的機會，反而從死

亡的苦難中超越苦難並給予新意義。 

  總的來說，從舊約創世紀的記載開始，我們清楚瞭解「死亡」是人類違反

上帝命令的必然結果。讓舊約所傳達的死亡思維中添加了某程度的負面想法，

也多少使得舊約後期的作者，在關於死亡的信仰經驗上，會偏向死亡是「懲罰

性」的想法，因而讓死亡躲藏在可怕的恐怖面紗之下。 

第二節 新約對死亡的看法 

                                                      
46 休斯頓．史密士(Huston Smith)，《人的宗教：人類偉大的智慧傳統》(¢I9 ²hw[5Ω{ w9[LDLhb{Υ  

 hǳǊ DǊŜŀǘ ²ƛǎŘƻƳ ¢ǊŀŘƛǘƛƻƴǎ)，劉安雲譯(台北：立緒，2013)，380。 
47 段德智，《死亡哲學》，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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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約既然是舊約神學的延續，有關死亡的言論亦然存在，不過在舊約時期

「死亡」還是個可怕的字眼，但在新約中「死亡」的可怕性已經逐漸消除。因

為新約宣布了人死後可以「復活」，因此這個人類最大的敵人便被征服了。然而

人類對死亡的勝利並不是自己爭取到的，而是藉著耶穌基督犧牲以及死而復活

獲得的。48 

一、死亡的威脅由耶穌基督解決 

  所以新約中有關死亡的焦點就是那降世為人的耶穌，他的言行和救贖無疑

增加了我們對於死亡的理解。在約翰．鮑克(John Bowker)的著作《死亡的意

義》一書中提到：「人類的死亡已經包容在耶穌的受難之中，而且我們由於原罪

而與上帝之間的疏遠化現象，也隨著耶穌之死得以解決和克服。」49 

  在新約中保羅也說：「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才表明出來了。

他已經把死廢去，藉著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提後一 10）；約翰

福音也曾提到：「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

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約十一 25-26）。在此信

仰可以超越死亡，因為在耶穌基督裡，罪可以得著赦免，生命得以復活。 

  而進一步來看，耶穌的死亡、埋葬、復活和升天，更進一步的粉碎死亡對

人類的威脅，因為耶穌本身也代表全人類戰勝死亡和對生命的脅迫。祂的復活

也證明人的「存在」是可以延續到死亡之後，雖然人最後終將一死，但它已經

失去可怕性，因為它不再成為人生命的最後終點。 

  因此，新約將死亡看為已經被戰勝了。50保羅說：「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

哪裡？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

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林前十五 55-57）  

                                                      
48 段德智，《死亡哲學》，126。 
49 約翰．鮑克(John Bowker)，《死亡的意義》ό¢ƘŜ ƳŜŀƴƛƴƎǎ ƻŦ ŘŜŀǘƘύ，商戈令譯(台北：正中， 

 1994)，155。 
50 約翰．鮑克(John Bowker)，《死亡的意義》ό¢ƘŜ ƳŜŀƴƛƴƎǎ ƻŦ ŘŜŀǘƘύ，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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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也積極的發表對於自己對於死亡的看法，他認為死亡已經因為耶穌而

被克服。而克服的要點正是「復活」，復活是戰勝死亡，解脫罪惡的象徵，起初

人類因犯罪帶來死亡，而耶穌則從死亡中復活，讓凡是信仰祂的人，雖然死了

但依然「活」著。51  

二、死亡使信徒結束的世上的苦難 

  聖經說：「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

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做工的果效也隨著他

們。」（啟十四 13）人生中有許多的苦難，當人類犯罪後，地就因人受到詛

咒；人必定要終生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因此當死亡來臨時對信徒而言是

停止了勞苦，享受在上帝的安息中，52保羅也曾說：「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

為這是好得無比的。」（腓一 23） 

三、死亡使信徒前往天上的居所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說到：「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

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深想得那

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

死的被生命吞滅了。」（林後五 1-4） 

  他以「帳篷」比喻人在世上的日子，是暫時且不得以的；而天上永存的

「房屋」比喻信徒在天上的居所，是永久且榮耀的。軀體被形容是帳篷，靈魂

暫時棲居其中；這帳篷被拆毀時，靈魂並不是無家可歸，而是在天上有一個身

體在等待著，是上帝親自營造的永遠的房屋。 

  因著天上的居所，上帝與信徒－個別或整體—也將完全同在。53死對於基督

                                                      
51 鄔昆如，〈死亡與復活〉，《末世與希望》，沈清松主編(台北：五南，1999)，199-200。 
52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97。 
53 麥葛福(Alister E. McGrath)，《基督教神學手冊》ό/ƘǊƛǎǘƛŀƴ ¢ƘŜƻƭƻƎȅΥ!ƴ LƴǘǊƻŘǳŎǘƛƻƴύ，劉良淑、 

 王瑞琦譯(新北：校園，199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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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來說，就是因著信成為與基督合而為一，我們將與祂在一起，享受同在的美

好。 

  總的來說，新約中對於死亡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能在「死亡」的絕望

中，看見「復活」的希望，帶來新生命的契機。 

第三節 耶穌對死亡的看法 

  從舊約到新約最大的不同就在於「耶穌」的降生及死亡，新約中關於生死

問題的探索，與耶穌的關聯就極為密切。法國哲學家同時也是基督徒的巴斯卡

（Pascal），從基督教的觀點就曾說：「唯有通過耶穌基督我們才識得生與死。」

54 

  的確，新約是以耶穌為中心才得以開始的。不僅如此，對於耶穌的生死態

度及其所傳達的生死概念，以及由此所引發與展現的生死意義與價值，其影響

的效果不只是當時代的人所面對的生命態度而已，甚至影響了全世界的歷史變

動與文明發展。 

  在四福音書中對耶穌一生的記載，特別以祂傳道三年的最後一週所發生的

種種事件最為詳細，同時也是四福音書中記錄較為一致的。不僅如此，約翰福

音甚至以將近二分之一的篇幅，記錄耶穌的受難週，作為一份個人生命的敘述

與描寫，如此著重死亡過程的記載是少見的；甚或是耶穌個人的語言也充滿著

死亡的預言，未被捉拿前，耶穌許多的言談都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約翰福音十二章 33節）。55 

雖然耶穌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但看不到祂改變自己將死的命運。雖然當

耶穌剛騎驢進耶穌撒冷時，祂曾表現了些許的「心裡憂愁」，而央求上帝說：

「父阿，救我脫離這時候」（約翰福音十二章 27節），請求上帝救祂脫離即將來

臨的痛苦和死亡；56以及耶穌將被捕前，在客西馬尼園禱告時，對彼得等門徒也

                                                      
54 柯志明，〈死亡、上帝與將來〉，《末世與希望》，沈清松主編(台北：五南，1999)，232。 
55 鍾志邦，《約翰福音(卷下)》，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2004)，60。 
56 鍾志邦，《約翰福音(卷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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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表達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馬可福音十四章 34節）。凡此種種

耶穌面對臨死前的憂愁及憂傷，雖帶有些許的抗拒與擔憂，卻也讓我們看到耶

穌真實人性的自然表達。57 

  耶穌深切的瞭解祂的一生，就是為「十字架上的死亡」而存在。死亡是耶

穌生命的一部份，而且是至關緊要的一部份。接下來將從耶穌在福音書中預言

自己將受難的經段去探討耶穌的死亡態度及其所傳達的死亡概念。 

一、耶穌傳達的死亡意識 

  基督的受難的故事在耶穌的傳統中佔了很特別的地位，在福音書中關於耶

穌的其他故事通常是簡短或潤飾的事件，但耶穌預言自已將死到受難的故事卻

是連串的敘事，將數個事件串聯起來。受難故事不只是記錄某個事件，而是透

過耶穌所傳達的死亡意識去理解。58 

在四福音書對耶穌的記載中，對於耶穌走向十字架之前祂對門徒及民眾的

傳道與教導，可時常見到祂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預言自己將死的事實，約翰福

音的記載就有十八次之多，最少的是馬可福音，也有十次之多。59 

顯然地，如依次數與比例而論，耶穌實有極其鮮明的死亡意識。對此，約

翰．鮑克（John Bowker）認為耶穌的死亡意識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預見他自

己的死期；並且斷言猶太教視為生命的『上帝的真理』，將在死亡中和通過死亡

被確證無疑﹔這斷言被他的信徒相信是已經證實的事實－以某種令他們驚訝的

形式」，60耶穌所體現的真理，鮑克認為通過所謂耶穌之死得到確證，而耶穌之

死即是以鮮明的死亡意識來呈現，最後在十字架上得到應驗。 

從四福音書的記載可以了解，耶穌面對死亡的意識不僅是清楚且堅定，甚

至毫無懼怕的談論自己將死之事，然而，這對當時跟隨他的門徒而言，卻是造

                                                      
57 葉雅蓮，《馬可福音(卷下)》，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2016)，461。 
58 戴歌德(Gerd Theissen)，《新約導論》ό5ŀǎ bŜǳŜ ¢ŜǎǘŀƳŜƴǘύ，孫秀貞、曾景恆譯(香港：道聲，  

 2012)，45。 
59 將這些經文整理於附錄一。 
60 約翰˙鮑克(John Bowker)，《死亡的意義》ό¢ƘŜ ƳŜŀƴƛƴƎǎ ƻŦ ŘŜŀǘƘύ，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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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他們十分焦慮與惶恐。耶穌的門徒彼得也遭耶穌責備，這似乎也意謂著存在

死亡意識的適當概念與面對死亡的正面態度，在耶穌的意識中是生命中的大

事，而耶穌的死亡意識與態度，可以提供給所有生命一個參考點。 

二、耶穌預言受難 

  宋泉盛在《耶穌，被釘十字架的人民》書中曾提及：「耶穌與宗教領袖正

面衝突前，有所謂的：「三次受難的預言」。 」61  

  上帝救贖的奧秘莫過於耶穌的受難。根據福音書記載，除了耶穌自己和上

帝外，周圍的人並不知道上帝會用這樣的方法救贖。事實上約翰福音早於第二

章就指出耶穌的「榮耀」。在共觀福音書中，耶穌的死亡意識所佔份量比例是相

當高的，也曾向門徒三次預言祂將走向十架的道路。 

（１）第一次預言（太十六 13~23；可八 27~33；路九 18~22） 

耶穌第一次預言自己的受難，是在前往該撒利亞腓立比的路上。耶穌問眾

門徒祂的身分，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太十六 16）。但

耶穌隨後的預告和彼得的反應，卻顯示出耶穌所啟示的與門徒所想的有很大差

別。62 

耶穌預言自己「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

且被殺，第三日復活。」（太十六 21），但彼得聽完這話的反應是「拉著耶穌，

勸阻祂」，接著耶穌當著所有門徒的面斥責彼得「撒旦！走開…」，因門徒尚不

知道這受難是要指向更大的榮耀，當時的門徒也感到疑惑和驚訝。 

  在第一次預言受難後，耶穌也教導跟隨祂的門徒要放棄自己的個人意願，

樂於效忠祂，甚至在需要時預備為祂付上生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63 

（２）第二次預言（太十七 1~13；可九 9~13、30~32；路九 8~36；43~45） 

                                                      
61 宋泉盛，《耶穌，被釘十字架的人民》όWŜǎǳǎΣ ¢ƘŜ /ǊǳŎƛŦƛŜŘ tŜƻǇƭŜύ，莊雅棠譯(台南：人光， 

 2002)，246。 
62 黃鴻興，《馬太福音》，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2016)，363。 
63 京士柏(Jack Dean Kinsbury)，《馬可的耶穌故事》ό/ƻƴŦƭƛŎǘ ƛƴ aŀǊƪύ，區信祥譯，文學釋經系列 

 (香港：天道，20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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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第二次預言受難，是在登山變像之後。耶穌的身分在山上變像的事件

裡再次被啟示出來。耶穌帶著彼得、約翰和雅各上山禱告，正禱告時，就改變

了形象，祂的面貌像太陽一樣明亮，衣服也像光一樣潔白，並有摩西和以利亞

在榮光中顯現。三卷福音書都在這裡記述上帝的啟示：「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

聽從他。」三卷福音書也記載猶太信仰傳統裡的重要人物摩西和以利亞的出

現，凸顯了耶穌的身分。64 

這個變像的經歷，不僅再次啟示耶穌的身分，也預示他受難死亡的路途。

雖然只有路加明確記錄摩西和以利亞與耶穌談論他以死亡來完成使命的事，但

馬太、馬可用比較隱晦的方式表現，耶穌變相和衣服放光，都與復活的情景用

詞相當接近。
65
 

（３）第三次預言（太廿 17~19；可十 32~34；路十 31~34） 

耶穌第三的預言是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與前兩次相比，第三次的預言

內容較為具體和仔細，幾乎把整個受難的經過都摘要下來：「他將要被交給外邦

人，他們要戲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臉上，並要鞭打他，殺害他；第三日

他要復活。」（路十八 32~33），而路加在第兩次和這次的預言中，都有描寫門

徒的反應：「這些事門徒一樣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隱藏的；他們不曉得所說的是

什麼。」（路十八 34；九 45）。66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耶穌三次預言的前後，都記述了門徒心中真正關心的

事。儘管耶穌預言自己受難的道路，但門徒還在糾纏誰為大的問題之上。對福

音書的作者和讀者而言，我們看見耶穌預言自己的受難，同時也是對我們的挑

戰，跟隨在這樣一位死亡和生命之主之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學

習以順服和交託來面對死亡的痛苦，有勇氣去面對生命的終點。 

第四節 耶穌的十架七言 

                                                      
64 孫寶玲、黃錫木，《耶穌生平與福音書要領》，聖經通識叢書(香港：基道，2002)，160。 
65 孫寶玲、黃錫木，《耶穌生平與福音書要領》，161。 
66 孫寶玲、黃錫木，《耶穌生平與福音書要領》，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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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節提到，耶穌除了完成在地上的生命外，祂還帶著人與上帝重新和好

的使命，最終的目的是「十字架之死」，這也是耶穌生死價值與意義最終的完

成。 

  因著罪使我們與賜生命的上帝隔絕，以致死亡的權勢可以掌控我們的生

命，但上帝願意主動來拯救我們脫離死亡。祂差遣耶穌降世為人，讓耶穌成為

我們的「代罪羔羊」，代替我們付出罪的代價，也就是死亡的罪責，並死在十字

架上，使我們的罪因耶穌的犧牲而得到上帝赦免，成再次與上帝和好。67從此我

們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裡，而不是在死亡的權勢中，我們在基督裡不但可以不

「死」，也得到永活的生命。 

  耶穌降世為人的目的正是為了解決死亡的問題；耶穌的死也成為替我們對

抗死亡的事件。透過十字架的犧牲解決了人生命中「罪」與「死」這兩個最大

的苦難和問題。 

  因此十字架之死顯然是一必要步驟，因為沒有十字架之死，耶穌難以實現

生死價值與意義，同時也難完成耶穌的使命。雖然我們清楚知道耶穌對於死亡

的看法和選擇，但耶穌在面對臨終和死亡的當下也發出了最後的呼聲，就是從

四福音書中所整理出耶穌死前所說的「十架七言」。 

  關於耶穌所說的話，在頭三句話表明即使祂在那羞辱的十字架上，祂對於

人生命中最深入和最簡單的需要，也對於人性有敏銳和深刻的認識。最後四句

話，表達祂在極其孤單中，出於在心靈裡被棄絕的可怕處境中。68 

  傳統上這七句話先後分別是： 

 

一、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廿三 34) 

二、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了。(路廿三 43) 

                                                      
67 魏連嶽，《死亡神學》，95。 
68 坎伯．摩根(Campbell Morgan)，《基督生平中的關鍵時機》ό¢ƘŜ /ǊƛǎŜǎ ƻŦ ¢ƘŜ /ƘǊƛǎǘύ，方克仁譯 

(香港：基道，198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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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約十九 26-27) 

四、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太廿七 46；可十五 34) 

五、我渴了。(約十九 28) 

六、成了！(約十九 30) 

七、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路廿三 46；約十九 30)69 

 

  傳統會將經文做如此的排序，目的為要帶出，「饒恕」、「救恩」、「關係」、

「離棄」、「苦難」、「使命的完成」、「復和」的順序。 

  但活侯士(Stanley Hauerwas)認為第一言應該是「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

棄我？」這是一個離棄的呼喊，表達被上帝離棄，在面對死亡的威脅前先道出

絕望的感覺;70而盧俊義牧師也將這句放在第一言，他說這句話清楚表明，上帝

的子民當生命遇到最大困境時，也會先發出這樣呼求的聲音，在這樣生命中的

挫敗和失望中，用內心極大的掙扎呼喊上帝的名，並期待上帝的同在；71坎伯．

摩根(Campbell Morgan)也同樣認為這個呼喊是先從屬靈內極度痛苦的回應，之後

才有接著的話語被說出。
72
 

  不過不論順序為何，我們在耶穌身上、在他的話語和行為中，找到生命的

所需的支持、饒恕、勇氣、力量、能力、盼望和愛。也因著耶穌親身經歷死

亡，所以能與我們談論死亡。73耶穌的最後這幾句話也表達了當一個人面對臨終

時的心境和反應。 

  耶穌知道自己將遭到殺害，身為聖經讀者的我們也早就發現早已知情的耶

                                                      
69 麥資基(Bruce Manning Metzger)，《新約導論》ό¢ƘŜ bŜǿ ¢ŜǎǘŀƳŜƴǘΣ LǘΩǎ .ŀŎƪƎǊƻǳƴŘΣ DǊƻǿǘƘ ŀƴŘ   

 /ƻƴǘŜƴǘύ，蘇蕙卿譯，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 5(香港：文藝，2003)，99。 
70 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當祂在十架上－與侯活士默想基督最後七言》ό/Ǌƻǎǎπ{ƘŀǘǘŜǊŜŘ 

/ƘǊƛǎǘ aŜŘƛǘŀǘƛƻƴǎ ƻƴ ǘƘŜ {ŜǾŜƴ [ŀǎǘ ²ƻǊŘǎύ，紀榮智譯(香港：基道，2013)，6-7。 
71 盧俊義，《為什麼是我？－最想問上帝的一句話》(台北：信福，2009)，118-22。 
72 坎伯．摩根(Campbell Morgan)，《基督生平中的關鍵時機》ό¢ƘŜ /ǊƛǎŜǎ ƻŦ ¢ƘŜ /ƘǊƛǎǘύ，202。 
73 弗雷德．喀達克(Fred Craddock)、戴爾．金史密斯(Dale Goldsmith)、喬依．金史密斯(Joy V.  

Goldsmith)，《談論死亡：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ό{ǇŜŀƪƛƴƎ ƻŦ 5ȅƛƴƎΥ wŜŎƻǾŜǊƛƴƎ ǘƘŜ  

/ƘǳǊŎƘ’ǎ ±ƻƛŎŜ ƛƴ ǘƘŜ CŀŎŜ ƻŦ 5ŜŀǘƘύ，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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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大可捨棄這條道路，逃避死亡的命運。但耶穌預期他將被羅馬政府判死刑，

被釘死在十架上，為要完成祂的使命。無論耶穌有幾次的受難預言，都全指向

一次的事件，那就是十字架上的死亡。 

  耶穌的公開傳道時間約有一半時間面對遭人殺害的威脅。耶穌雖然活著工

作、講道、教導人、醫治人，但同時也接受他的生命走到盡頭的命定。他知道

自己將死，也極有可能知道如何死去。從故事中我們看到，耶穌雖然預知祂的

死亡，但仍沒有迴避上帝的呼召，反而活出了給予眾人的真理：凡失去生命

的，必得著生命。
74
耶穌所經歷的正是人類最複雜的死亡，上帝知道人的死亡是

怎麼一回事，所以也可以說祂是「臨終之人的主」。 

 

 

 

 

 

 

 

 

 

 

 

                                                      
74 弗雷德．喀達克(Fred Craddock)、戴爾．金史密斯(Dale Goldsmith)、喬依．金史密斯(Joy V.  

Goldsmith)，《談論死亡：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ό{ǇŜŀƪƛƴƎ ƻŦ 5ȅƛƴƎΥ wŜŎƻǾŜǊƛƴƎ ǘƘŜ  

/ƘǳǊŎƘ’ǎ ±ƻƛŎŜ ƛƴ ǘƘŜ CŀŎŜ ƻŦ 5ŜŀǘƘύ，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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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架七言的臨終關懷 

  從人對死亡的定義，其實追根究底害怕並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臨終過程

的各項反應。人只有在真正對生命的危機時才會意識到自我存在的價值及生命

存在的意義，面對死亡時，人的內心反應總是復雜的，臨終者所要面對的不只

是病痛或苦難，還有生離死別的挑戰、痛苦，其中可能有猜疑，有掙扎，有失

望，但可能也包含了愛、饒恕、安慰和盼望。 

  我們作為一位臨終牧關服事的人員，「親自臨在」是責無旁貸的。面對臨終

者隨時出現的情緒和感受，教牧要與他們一起經歷掙扎，一起面對當前的難

處。藉著我們陪伴和同在是極具象徵意義的，可以滿足人的尊重和希望，也更

表徵上主是親自臨在的，祂自己就是那偉大的關懷者，熱切期待祂困苦愁煩的

兒女來就近祂，但於此同時，祂也曾親自經歷過這些苦難和死亡，75對於臨終者

而言更是「親自臨在」其中，耶穌的十字架所代表是一種愛的動力來源，因著

耶穌的受苦表達出祂對人完全的愛。 

第一節 以十架作為臨終關懷基礎 

  若從基督教信仰來看，上帝最直接且悲情的啟示就是在十字架上，也表示

上帝的受苦和人的苦難是相連的。當臨終者或其家屬面對死亡之時是人生最大

的痛苦，此時教牧有必要幫助他們在苦難之時，能夠體會耶穌基督的愛，讓他

們能勇敢面對死亡的到來。因此我們也要了解教牧於於臨終關顧的神學依據。 

一、十架神學 

  「十架神學」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 1518年在海德堡為一系列論文辯

論，進而形成概念的闡述。76其中要點就是我們對上帝本性的認識，必須從在十

                                                      
75 梁國棟，《生離死別的牧養關顧》，94-5。 
76 麥葛福(Alister E.McGrath)，《基督教神學原典精華》ό¢ƘŜ /ƘǊƛǎǘƛŀƴ ¢ƘŜƻƭƻƎȅ wŜŀŘŜǊύ，楊長慧 

 譯，(新北：校園，19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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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經歷屈辱或受苦的基督而來。 

  十字架向我們彰顯受苦的上帝，上帝承受死亡的凌辱，不是承受一股外在

的力量衝擊，而是祂自己在裡面承擔死亡的毒鉤。但也如此，當人類在面對苦

難和死亡時，上帝也與人同受苦難，同嚐死味。77然而，上帝沒有被死亡摧毀，

相反的，上帝滅絕了死亡，上帝通過救贖之愛，把十字架轉化為盼望的見證，

將苦難轉為盼望的力量。78 

  十字架不是要說明為何我們遇到苦難或死亡，而是提醒我們上帝在那裏與

我們受苦。上帝正視人類的苦難，祂完全認同我們，與我們一起接受並面對苦

難和死亡。十架神學幫助我們能以寧靜的心靈面對生命中最悲痛的時刻，內心

存有平安和復活的盼望，勇敢且安詳地面對死亡，走向人生的完成期。 

二、十字架神學啟示和好的中保 

  因著人類犯了罪，所以人類與上帝的關係就斷絕，最大的代價就是死。既

然人想要在罪惡中重新與上帝和好，上帝就必須將和好的中保指示人類，而這

個中保就是耶穌。祂藉著十字架的救贖成為和好的中保，恢復人類與上帝的關

係。 

    保羅在羅馬書說：「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

此向我們顯明了。…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

生得救了。」（羅五 8-10）和好是來自基督的死和祂的十字架，是上帝給人的恩

賜，和好後人與上帝、世人可以和平相處，與上帝、世人有美好的團契。和好

不僅是重建失去的關係，也接受了和平和平安的恩賜。79 

  因此，十字架的神學就是教牧在臨終關顧中要幫助人接受耶穌成為他們生

命中與上帝和好，同時也與人和好的中保，讓面對死亡痛苦的人，能藉著耶穌

在十字架上的死，得到平安及和好的確信。 

                                                      
77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43。 
78 宋泉盛，《第三眼神學》ό¢ƘƛǊŘπ9ȅŜ ¢ƘŜƻƭƻƎȅύ，莊雅棠譯(台南：人光，1989)，296-7。 
79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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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字架神學緊靠救贖的恩典 

  耶穌除了道成肉身為人啟示和顯明上帝之外，最重要的目的有兩個：一、

為設身處地的服事罪人，作罪人的僕人。二、為了成為罪人贖罪的活祭。這就

顯明救贖的恩典是從耶穌的道成肉身開始，而祂被釘十字架是救贖的巔峰。80  

    十架神學的臨終關顧，乃是引導被關顧者，看清自己是活在罪中的光景，

犯錯的人是我們，但接受刑罰的卻是耶穌。81我們的救贖乃是透過耶穌基督在十

字架上的受苦與復活。祂將賜給我們一個新生命的品質，並恢復我們與上帝新

的關係，這個生命就是「永生」，使我們遠離懼怕和死亡的控制。雖然面對痛苦

和死亡，但我們仍能夠充滿信心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和挑戰，放膽到上帝面前，

領受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 

四、十字架神學面對軟弱與無助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苦，除了代表痛苦和恥辱外，讓我們也看見此時的上

帝是軟弱無助的，但也看見了這樣的上帝正是有能力拯救世人的上帝。德國神

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納粹集中營中經驗了這樣的上帝。他在被處以

死刑之前寫到：「上帝在十字架上，讓自己被這個世界所棄絕，祂在世上軟弱無

能，可是正是這樣的方法，唯有通過此方法，祂與我們同在，並且幫助我們。

基督幫助我們不是靠祂的全知全能，而是靠祂的軟弱與受苦，上帝只有受苦，

才能幫助我們。」82 

  十字架的愛表明上帝與人站在一起，上帝與人認同，甚至到最羞恥的地

步，就是上帝承受軟弱無助甚至死亡的凌辱，上帝陪伴人們走過最羞恥的光

景，直到死亡的最後一刻。上帝有分於人類的軟弱、無助和卑微，使人有份於

上帝的尊榮，使得愛比死更加堅強。十架神學的臨終關顧，乃是要幫助被關顧

者重新面對自己的軟弱與無助，重新學習謙卑地交託倚靠這位被釘十字架，又

                                                      
80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48。 
81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49。 
82 宋泉盛，《第三眼神學》ό¢ƘƛǊŘπ9ȅŜ ¢ƘŜƻƭƻƎȅύ，296。 



31 
 

從死裡復活的耶穌。十字架上基督的軟弱與無助，將成為臨終者和家人在面對

痛苦時最大的力量，並從中獲得幫助和盼望。83 

五、十字架神學正視苦難與盼望 

  當人類遇到困苦難當的事時，所承受的壓力是很大的，甚至可以到幾乎瀕

臨絕望的境界。上帝叫苦難臨到非基督徒，同時也臨到基督徒身上，事實上苦

難不可能不發生，但可能發生的卻是有得勝苦難的信心。 

  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十六 33）十架神學的臨終關顧，乃是提供人們處於苦難的解決之道，十架

神學所仰賴的就是上帝受苦的愛，在這位上帝裡，苦難與盼望緊緊相連。因著

祂經歷十架的苦難和死亡，祂了解苦難，也能體恤受苦者的心境和掙扎。因

此，我們在苦難與死亡中，必須仰望上帝，祂是苦難、死亡和生命的終極意

義，祂要使受苦的人得到盼望和釋放，也因祂的同擔苦難，成為臨終者的勇氣

和力量。84 

  而上帝就是苦難、死亡與生命最究極的意義，沒有一種苦難是上帝所看為

不重要的，因為它正是上帝的苦難，沒有任何死亡是與上帝無關的，因為它正

是上帝的死亡。沒有任何生命不是上帝所摯愛的，因為它正是上帝的生命。85 

第二節 以十架作為臨終關懷的教牧角色 

  臨終及死亡是大家公認人類最大的危機，因為是每個人都遲早要遇到的，

而教牧是幫助人度過這難關的重要人物。前文提過，教牧的角色是關懷的、帶

領的、醫治的、引導的、安慰的，甚至是保護與賜福的，使失望或喪失者得到

引導或鼓勵。 

  而從學者研究的臨終心理反應中，我們可以發覺臨終者在每個階段的身心

靈狀態都承受著許多的壓力，因此使臨終者的身心靈得到慰藉便成為臨終關懷

                                                      
83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52。 
84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53-4。 
85 宋泉盛，《第三眼神學》ό¢ƘƛǊŘπ9ȅŜ ¢ƘŜƻƭƻƎȅύ，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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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視的要點。特別教牧能給予臨終者就是在靈性上的幫助，靈性上的需要

可能有：找尋到存在意義、需要被寬恕和寬恕、需要愛、需要希望以及需要宗

教信仰的支持。86 

基督教的牧者在「靈性照顧與宗教信仰關懷上」有其重要的角色和功能，

當在輔導臨終者時，除了以信仰的角度陪伴與關心臨終者之外，更要受過專業

的學習及訓練，以技巧和智慧去帶領他們走過死蔭的幽谷，並與他們同行。雖

然死亡不可避免，但卻可以引導臨終者選擇對死亡的態度，幫助他們以健康的

身心靈狀態來結束人生的最後時間。 

一、教牧是「傾聽者」 

  「傾聽」是最普遍的牧養關顧，87利用安靜的聆聽給予尊重和支持，事實上

聆聽對於一位教牧是相當重要的素質之一，更於成為臨終關懷者時要專注的傾

聽臨終者的需要。 

首先教牧必須了解臨終者的情緒狀況，以及他對自己身體狀況了解的程

度。牧者必須時常與病患談話及傾聽他的焦慮，並且敏銳的感覺到病患的改變

以及情緒的反應，尊重病患的情緒和想法。88牧者要幫助病患傾吐心中傷痛的感

受，藉著同理心的陪伴，幫助他發現及利用自己的應變能力，或以信仰的力量

來調整病患的情緒。 

古倫神父(Anselm Grün)也曾提醒首要任務就是聆聽臨終者的話語，特別是

他們常用的語言。他建議可以利用「圖像語言」的方式，例如他們想要去哪某

處旅遊，他們描繪出旅遊的畫面；或者他們想把房子打掃乾淨，描繪出乾淨的

空間。讓他們對於未盡之事的渴望以及他們希望重整生命中凌亂、破碎的事物

關係。89透過此一方式，我們不用刻意引導或勸說，而是可以創造出一個信任的

                                                      
86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119。 
87 侯活．祁連堡(Howard Clinebell)，《牧養與輔導－牧養治療和助人成長之門》ό.ŀǎƛŎ ǘȅǇŜǎ ƻŦ  

 ǇŀǎǘƻǊŀƭ ŎŀǊŜ ŀƴŘ ŎƻǳƴǎŜƭƛƴƎ ύ，173。 
88 黃天中，《臨終關懷：死亡態度之研究》，61。 
89 古倫神父(Anselm Grün)、吳信如，《道別、悲傷與安慰－悲傷者與臨終／悲傷陪伴者的實用 

 手冊(增訂版)》ό5ŜǊ ¢ǊŀǳŜǊ ŜƛƴŜ IŜƛƳŀǘ ƎŜōŜƴύ，吳信如、鄭玉英譯，生命陪伴系列 LB005(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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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讓臨終者願意說出內心的期待和遺憾。 

臨終者都是正在經歷失喪的人，他們在面對臨終過程的心路歷程更是崎嶇

坎坷，因為經歷身體功能逐漸的喪失，並且察覺到一些因喪失而來的負面情

緒，如否認、孤立、憤怒、生氣、沮喪、憂鬱、怨天尤人、討價還價、恐懼、

焦慮等不同的情緒困擾。因此，能夠有情緒的宣洩與支持是大多數臨終患者最

大的期待，而陪伴與傾聽也是教牧在關懷的首要的工作。 

教牧人員必須全心傾聽他們的痛苦、快樂、創傷、願望、慾望、愛慕和信

念等等。以便瞭解他們的處境和需要，幫助他們說出心中的傷情和苦衷，並為

他們安排適當的環境，藉著教牧人員的陪伴，經歷十架恩典的臨在，以達到寬

恕和接受心靈醫治。
90
 

二、教牧是「幫助者」 

  教牧關懷者受過訓練，懂得如何引導臨終者，協助他們以及其家屬面對哀

慟，並幫助他們能面對死後的問題，幫助他們了解上帝對生命所給予的恩典，

人對於生命的管理以及十架神學提到的基督降生、受難和復活的救恩行動。 

  而身為教牧人員更重要的是成為「靈性」的幫助者。在《靈性照顧－護理

人員的角色》一書中提到兩位學者的說法，撒母耳．紹生(Samuel Southard)說：

「生病會引發一個人靈性的危機，因為生病是人類對疾病的反應，也是使人不

得不深切面對的時候。」；91而馬其瑞．露西．曼福得(Marguerite Lucy Manfreda)

也說：「人在危機時會轉向上帝求助，而生病正是人覺得需要尋求靈性指引的時

候，神職人員正好處在這獨特的位置，可以提供患者及其家屬靈性上的幫

助。」92臨終的教牧關懷者能引導他們親近認識這位宇宙的創造者和護理者，因

為上帝是身體、情緒、社會與靈性整合的關鍵，缺少與上帝和諧的關係會導致

                                                      
北：南與北，2015)，93。 

90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62。 
91 裘蒂．夏倫(Judith Allen Shelly)、雪倫．費希(Sharon Fish)，《靈性照顧－護理人員的角色》 

({ǇƛǊƛǘǳŀƭ /ŀǊŜπ ¢ƘŜ bǳǊǎŜϥǎ wƻƭŜ)，江芝惠譯(台北：校園，1994)，109。 
92 裘蒂．夏倫(Judith Allen Shelly)、雪倫．費希(Sharon Fish)，《靈性照顧－護理人員的角色》 

({ǇƛǊƛǘǳŀƭ /ŀǊŜπ ¢ƘŜ bǳǊǎŜϥǎ wƻƭŜ)，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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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與自己或與別人關係的失和。 

此時的教牧人員可以成為上帝給人生命和意義及目的，愛及饒恕的表達管

道。上帝是在任何時刻賦予生命意義和生活目的掌權者，因著祂的信實可靠，

祂要將人從死亡和最終拯救出來，到成肉身的救贖救上帝給人最大的禮物和幫

助，透過十架上的恩典幫助靈終者的靈性需要。93 

而臨終者在心靈常承受著罪惡感、孤獨感的困擾，可能深感自己沒有好好

照顧身體才會生病，因而連累家人在精神上、經濟上、社會上沈重的負擔，而

感覺對不起家人。如此的罪惡感，常使臨終者不願面對現實而變得抑鬱。 

因此教牧人員必須在其心靈困惑時支持他們，使他們知道人是不完全的，

但上帝會體貼我們的軟弱，赦免我們的過錯，讓人能接受赦免。所以，教牧應

幫助患者與家人或朋友坦承的溝通，彼此認罪互相饒恕，使患者能安心的離

開。 

正如聖經說：「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靈憂傷，誰能承擔呢？」（箴十八

14）以及在詩篇：「他病重在榻，耶和華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給他鋪

床。」（詩四十一 3），教牧人員藉著上帝的愛，能夠使臨終者得到安慰和支

持，這正是教牧在成為幫助者上的職責。當臨終者產生靈性上的困惑時，牧者

必須以實際的行動和幫助讓患者感受到上帝的愛，重新建立起病患對上帝的信

心，以及對自我的肯定。 

三、教牧是「安慰者」 

  當一個人在面對死亡和臨終的恐懼時，教牧者需要了解他們的感受，給予

適當安慰話語，與他們在站同一陣線鼓勵以及給予希望。在極端的痛苦中，教

牧也能以信仰的角度給予基督十架的力量，帶來基督徒的價值和盼望的亮光，

使他們由否定轉為肯定，由絕望轉向希望，由沮喪變成甦醒，尊嚴地面對生

命，承擔生命的責任。 

                                                      
93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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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牧者特別的關懷和安慰，可以協助臨終者了解一個人克服痛苦及死亡

所具有的意義及價值，但是，牧者不可以強迫他們接受自己的想法、感覺或解

決方法。94牧者陪伴的內容必須依從臨終者的的需要及願望，儘量讓臨終者知道

教牧人員尊重他們並給予適當安慰。 

  雖然教牧人員會給予安慰和希望，但也不要提供不切實際的安慰和承諾，

大部分的臨終者在病情變化時，多半會作出交代或表白，教牧人員不用急於封

住臨終者的口，不要急於轉移話題，或過早的安慰，或給不切實際的希望，其

實就如其前文提到，只要臨終者願意訴說，傾聽他們的想法和擔心，反而就是

最大的安慰。95 

  一般的教牧在輔導臨終者應具有「接納」的態度，在接納的態度中，應聚

精會神，神情和態度溫和，讓對方盡情的訴說及表達出心中的哀慟。教牧要提

供哀慟者「愛」與「自尊」，96因為當臨終者感受到教牧的關心時，就有機會開

放內心吐露心聲，最後我們能提供安慰和希望。 

  既然死亡已是不能改變的事實，教牧就應於臨終關懷中透過基督信仰的力

量，扶持臨終者走過痛苦的路。我們能給予安慰的盼望就是：讓人們對世界還

抱持希望以及與上帝形成一個團契抱持希望，97使我們能耐心堅忍的活在當下，

以及期待上帝應許的榮耀盼望。 

第三節 以十架七言的臨終關懷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釘所說的最後七句話，代表了耶穌在面對世上的生

命最一個階段的心路歷程，同時這也是一個人在面對臨終與死亡之時身心靈的

需要和意義。這同時給予教牧學習在面對臨終者時，如何教導及帶領他們面對

死亡的到來以及在這階段中生命的成長，幫助他們預備好進入生命的完成期。 

                                                      
94 黃天中，《臨終關懷：死亡態度之研究》，61。 
95 蔡佩真，〈臨終者之溝通技巧〉，《臨終與生死關懷》，林綺雲等編(台北：華都，2010)，109。 
96 楊東川，《教牧心理學》(台北：大光，1995)，19-20。 
97 古倫神父(Anselm Grün)，《生命終點的盼望－生命與死亡的藝術》ό²ŀǎ ƪƻƳƳǘ ƴŀŎƘ ŘŜƳ ¢ƻŘΚ  

5ƛŜ Yǳƴǎǘ Ȋǳ ƭŜōŜƴ ǳƴŘ Ȋǳ ǎǘŜǊōŜƴύ，鄭玉英譯，古倫叢書 AG012。(台北：南與北，2016)，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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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廿三 34) 

  耶穌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話是帶有赦免權柄的話語，祂最先做的行動是祈求

上帝赦免那些把祂釘在十字架上的人，因此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

做的，他們不曉得。」（路廿三 34）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本來接受極大的痛

苦，卻能超越肉體的痛苦，以憐憫、饒恕的心對待別人，非但沒有怨恨，反而

為迫害者向上帝祈求赦免。98耶穌不只將自己的教導表現在自己的行為上成為世

人之榜樣，也表現出對人的愛心。 

  臨終者在面臨人生的最後一段時間，其內心感受實在難以言喻。當他體認

到自己的身體各種狀況逐漸衰敗，常需要為自己及別人的事有所澄清或表示

時，為的是希望人們對他的諒解，也可能表達對他人的饒恕之意。 

  這個過程也帶來了醫治破碎的關係，99畢竟人生已經沒多少時間能與家人朋

友相聚，再多的怨恨和抱怨只是增加彼此間無謂的傷害和遺憾，為何不在此時

此刻給彼此時間和空間，彼此道出相互的虧欠和饒恕，否則將成為彼此之憾事

與牽掛。100對於臨終者可能空留遺憾離開世界，對於還活著的人將產生愧疚和

不安。因此，饒恕的心態與行動對於臨終者與生存者間，是要引導他們在臨終

前所要處理的首要功課。對於臨終者而言，在死亡前能饒恕曾傷害他的人或說

出要道歉的事，心中也是放下一種壓力，更能坦然地面對死亡。 

  教牧人員的責任是幫助臨終者靠著基督的力量，有勇氣表達對別人之饒

恕，並彼此道出相互間之虧欠，也在每一件事上赦免別人，彼此互相寬容，並

且勇敢的說出「對不起，原諒我，我錯了！」。換言之，十字架上和好的功效，

將帶來救贖和釋放，也讓臨終者能捨下怨恨苦毒，用寬恕的愛才能回歸平靜。

101 

                                                      
98 鍾昌宏，《安樂活－活出生命的尊嚴》(新北：文藝，2002)，16。 
99 弗雷德．喀達克(Fred Craddock)、戴爾．金史密斯(Dale Goldsmith)、喬依．金史密斯(Joy V.  

Goldsmith)，《談論死亡：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ό{ǇŜŀƪƛƴƎ ƻŦ 5ȅƛƴƎΥ wŜŎƻǾŜǊƛƴƎ ǘƘŜ  

/ƘǳǊŎƘ’ǎ ±ƻƛŎŜ ƛƴ ǘƘŜ CŀŎŜ ƻŦ 5ŜŀǘƘύ，184。 
100 鍾昌宏，《安樂活－活出生命的尊嚴》，17。 
101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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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了。(路廿三 43) 

  在描述耶穌死亡之時，路加福音的作者讓我們看到另一幅安慰的圖畫。根

據路加描述，耶穌在釘十字架時，旁邊還有兩個一同被釘十字架的強盜。其中

左邊的強盜褻瀆耶穌並嘲笑祂，但右邊的強盜卻表達出他的後悔，承認自己被

釘十架是活該。102右邊的強盜對耶穌說：「耶穌啊，你的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

念我！」（路廿三 42），耶穌則以相當美妙的話回他：「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

要同我在樂園了。」（路廿三 43） 

我們可以注意的一點是「樂園」這個詞在四福音書就只出現一次，正是路

加福音這段的記載，也是耶穌對這個罪犯的應許。103「樂園」一字源於波斯，

意指四面圍著牆的花園，王可邀請臣民在此散步玩樂。耶穌給與悔改的強盜之

應許，不只是不朽的生命，更應許他光榮的身份。104這是一項祝福，因為當時

與耶穌同釘的犯人有認罪、悔改以及敬畏上帝的心時，就因著信心與行動得到

救贖和希望。耶穌在臨終前對悔改犯人的應許和祝福，也顯示出臨終者期盼獲

得祝福的渴望和期待。 

這裡也讓我們看見一個充滿希望的景象，即使在我們的生命將要結束前才

發現，我們沒有真正活出自己且做錯許多事，但我們依然能充滿信任的凝視著

為我們而死的耶穌，相信耶穌帶給我們盼望以及與他進入樂園中105。 

  教牧在面對臨終者即將離世時，需要幫助他們打開心靈的眼睛，看見自己

的軟弱和過犯，願意接納耶穌為救主，不再以自我為中心，期盼得到與基督在

樂園同住的祝福。106而除了心中極端不安與不捨之情外，教牧與臨終者彼此之

祝福，也能夠說明出臨終者之願望和祈求。107讓臨終者在走完人生旅程之前，

                                                      
102 古倫神父(Anselm Grün)，《生命終點的盼望－生命與死亡的藝術》ό²ŀǎ ƪƻƳƳǘ ƴŀŎƘ ŘŜƳ ¢ƻŘΚ  

5ƛŜ Yǳƴǎǘ Ȋǳ ƭŜōŜƴ ǳƴŘ Ȋǳ ǎǘŜǊōŜƴύ，61。 
103 魏連嶽，《死亡神學》，196。 
104 鍾昌宏，《安樂活－活出生命的尊嚴》，18。 
105 古倫神父(Anselm Grün)，《生命終點的盼望－生命與死亡的藝術》ό²ŀǎ ƪƻƳƳǘ ƴŀŎƘ ŘŜƳ ¢ƻŘΚ  

 5ƛŜ Yǳƴǎǘ Ȋǳ ƭŜōŜƴ ǳƴŘ Ȋǳ ǎǘŜǊōŜƴύ，62。 
106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68。 
107 鍾昌宏，《安樂活－活出生命的尊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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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祝福向周遭的人和世界告別，也讓陷入死亡恐懼的臨終者，從恐懼的心態

逐漸轉化為信心和安慰。  

三、「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約十

九 26-27) 

  耶穌在臨終前以充滿慈愛的心轉向祂親密的人，就是祂的母親和門徒說：

「母親，看你的兒子。ΝΝ看你的母親。」(約十九 26-27)。耶穌死在十字架

時，內心充滿了深思和體諒，要他們相互照顧，耶穌的內心充滿了憐憫。108 

  由此可見，臨終者給予生者祝福之時，應多些叮嚀與交待遺言。而圍繞在

側之親人們，也應聆聽臨終者之交待，順應他的安排，讓他安心的離開。109因

此，臨終者在最後一程，不僅存著懷念及關心親人的心，也是愛心的表現，更

是對生者的責任和關愛。 

  在生離死別中最難割捨的，就是最心愛的親人和朋友，臨終者最大的期待

也是有機會與親友道別和道愛，表現出滿心的感謝。對於教牧人員而言，必須

幫助臨終者表達出內心的愛和憐憫，說出對親友一生中陪伴的祝福和感謝。特

別針對難捨棄的親情之愛，也要能有妥善的處理交代遺言或事物，讓臨終者和

生者都能得到平安。 

  而在這樣的關係建立下，雖然臨終者死亡，但這個關係的失落現象也得到

另種連結，就是在內心當中與逝者建立合一的美好關係。110因此，我們也可以

不用單獨面對死亡，而是在與親人朋友的親密連接關係中死去，這種的連結也

賦予了盼望。 

四、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太廿七 46；可十五 34) 

耶穌在十字架上震撼人心的喊叫：「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108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68。 
109 鍾昌宏，《安樂活－活出生命的尊嚴》，19。 
110 古倫神父(Anselm Grün)，《受難、愛與新生－十架與復活七言的生命活泉》ό{ƛŜōŜƴ {ŎƘǊƛǘǘŜ ƛƴǎ  

[ŜōŜƴύ，吳信如譯，古倫叢書 AG011(台北：南與北，20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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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道成肉身的耶穌，背負世人的罪，當面對死亡的最後結局時，從心底發出

生命的吶喊，並表現出人性中最深切的痛苦感受。這句話也有深刻的神學意

義，說明耶穌與人類的合一，以及祂死亡的意義，祂的死徹底經歷了人的絕

望。111但因祂忍受了被上帝遺棄的痛苦經驗，使我們得以拯救，十字架也成為

祂得勝的寶座。 

雖然臨終者最後可能有親友、醫護人員或教牧陪伴，但死亡終究還是要自

己一個人面對，痛苦也是要自己承擔。不管臨終者因著何種因素即將離開人

世，基本的認知就是感受到自己已經無法繼續延續生命，而親人或醫護人員，

甚至是所信仰的神也無法幫助他的時候，臨終者也不免發出其心聲：「為什麼偏

偏是我？難道不能免除嗎？」「我的上帝啊！你為什麼離開我，拋下我自己去承

擔呢？」112這一連串的怨恨、不滿、憤怒、不解都充分表達在言行之中，就如

前文提過的臨終者對於死亡的恐懼和心理反應。 

死亡是全然降服於生命的巨大掙扎，臨終者也像耶穌一樣經歷全然無能為

力的過程，如同遭拒絕和遺棄。113這種恐懼是被拋棄和獨自被留下的恐懼，是

發現自己成負擔的恐懼，是缺乏歸屬或被隔絕於群體之外，最終被遺棄的深層

恐懼和焦慮。如果連耶穌在十字架上都有覺得被遺棄的一刻，然後對上帝大喊

他的危難，那耶穌也在提醒臨終者不要刻意忽略了孤單和恐懼的感受，而是允

許這樣孤獨的感受存在。114 

因此，當臨終者在面對死亡時，教牧所能付出的照顧和關懷就是與他們同

在，在即將死亡的人身旁，提醒他們確實是上帝所愛的孩子。陪伴一個即將死

亡的人，是參與在一場信仰的巨大掙扎中，這是沒有人可以獨自自己面對的掙

                                                      
111 大衛．加蘭(David E. Garland)，《馬可福音(卷下)》όaŀǊƪ ±ƻƭΦнύ，沈珪譯，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41B(香港：漢語聖經，2016)，724。 
112 鍾昌宏，《安樂活－活出生命的尊嚴》，20。 
113 盧雲(Henri Nouwen)，《最大的禮物－生與死的靈性關顧》όhǳǊ ƎǊŜŀǘŜǎǘ ƎƛŦǘΥ ŀ ƳŜŘƛǘŀǘƛƻƴ ƻƴ  

 ŘȅƛƴƎ ŀƴŘ ŎŀǊƛƴƎύ，余欣穎譯(新北：校園，2014)，94-5。 
114 古倫神父(Anselm Grün)，《受難、愛與新生－十架與復活七言的生命活泉》ό{ƛŜōŜƴ {ŎƘǊƛǘǘŜ ƛƴǎ  

[ŜōŜƴύ，76。 



40 
 

扎，
115
當我們在臨終者的身旁給予支持和鼓勵可以對抗被遺棄的負面力量，與

臨終者在一起使我們得以與他們成為肢體，一起耐心等候死亡的到來。 

面對病痛、死亡都是人生及大的苦難，所以教牧人員的責任，是幫助臨終

者去面對苦難，了解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和救贖，抓住上帝的應許，並

能得著盼望的力量。 

五、我渴了。(約十九 28) 

  約翰福音作者在此所要呈現的是，耶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千真萬確地

接受十字架之痛苦，經歷了人生真正痛苦的一面。耶穌不僅有身體上的需要，

甚至毫不猶豫的表達出來。116 

  信仰意義上，表現出耶穌完成上帝愛世人的救贖使命，道成肉身來到世

間，至終走上失去生命的道路，祂渴望人類悔改得到救贖，能夠歸向上帝回到

祂的施恩寶座前，這就是救恩可貴意義的極度渴望。117 

  對臨終者而言，「我渴了」是將自己的需要確切表達出來，綜合來說，臨終

者會面對的渴望有四個面向。第一、身體方面，包括適應和處理身體上的痛楚

和飲食方面的困難。第二、心理方面，強調臨終者個人的安全感和自主感，從

而維持生命的尊嚴，也能保持正面欣賞生活的空間。第三、社交方面，包括與

人和社會連結的需求，維繫和加強哪些具有重要意義的人際關係。第四、靈性

方面，尋求和解決個人對人生的價值的渴望。118而每個臨終者對於這些面向的

渴望都會有不同的重視程度，因為臨終者的需要是多層面的也多變化的。 

  因此，教牧人員的責任是在面對臨終者的苦難時，接納他們身、心、靈的

「口渴」，但特別需要的是補足心靈的饑渴，幫助他們找到信仰的歸宿，尤其在

                                                      
115 盧雲(Henri Nouwen)，《最大的禮物－生與死的靈性關顧》όhǳǊ ƎǊŜŀǘŜǎǘ ƎƛŦǘΥ ŀ ƳŜŘƛǘŀǘƛƻƴ ƻƴ  

  ŘȅƛƴƎ ŀƴŘ ŎŀǊƛƴƎύ，99。 
116 弗雷德．喀達克(Fred Craddock)、戴爾．金史密斯(Dale Goldsmith)、喬依．金史密斯(Joy V.  

Goldsmith)，《談論死亡：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ό{ǇŜŀƪƛƴƎ ƻŦ 5ȅƛƴƎΥ wŜŎƻǾŜǊƛƴƎ ǘƘŜ  

/ƘǳǊŎƘ’ǎ ±ƻƛŎŜ ƛƴ ǘƘŜ CŀŎŜ ƻŦ 5ŜŀǘƘύ，185。 
117 鍾昌宏，《安樂活－活出生命的尊嚴》，21。 
118 龔立人，〈善別與安心上路－對臨終者的靈性關懷〉，《善別－向臨終者和逝者告別》，謝建泉 

  等編(香港：文藝，20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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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邊緣找到生命的源頭，就是耶穌基督，祂將使生命的活泉充滿以及滋潤

臨終者的內心。119耶穌藉著這句話深入地說出對於飢餓、口渴的渴望，但也再

次因著祂的愛觸摸需要的人而滿足了真正心靈深層的渴望。 

六、成了！(約十九 30) 

  「成了！」是耶穌基督一生使命的完成，這個宣告也表示十字架的工作完

成，接著是榮耀與得勝，完成救贖的使命，也戰勝了黑暗與死亡。 

  「成了！」也可以說是臨終者給予生者最後的交代，表示一生的歲月將

盡，他已經盡了人生的本分。120這句話刻畫了人生苦難的結束，但也是人一生

成就的結語，121而對於臨終者而言也是一句感謝的話，表現出臨終者的交託，

可以放心的離開世界，就如保羅所說：「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

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提後四 6-7） 

  而教牧人員的任務將是陪伴臨終者面對人生最後的爭戰，依靠上帝的力

量，預備心迎接人生最後的完成，並平安的離開人世。 

七、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路廿三 46；約十九 30) 

  這句話是耶穌整個救贖工作中的最高潮，祂曾經感受人生最黑暗、最痛苦

的時間，但這一切已過去，祂在當中宣布祂的勝利，將自己的生命和靈魂放心

地交在上帝手裡，直到十字架的救贖完成。122 

  原本的這句經文出於詩篇三十一篇，只是耶穌又加上了「父啊！」，這一句

對於天父所傾訴的的禱詞，對於臨終者而言，表示過去的一切，不管是痛苦、

孤單、悲傷、哀號、歡笑、欣慰、喜樂或滿足，終將成為人生豐富的註腳，此

                                                      
119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69-70。 
120 鍾昌宏，《安樂活－活出生命的尊嚴》，22。 
121 弗雷德．喀達克(Fred Craddock)、戴爾．金史密斯(Dale Goldsmith)、喬依．金史密斯(Joy V.  

Goldsmith)，《談論死亡：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ό{ǇŜŀƪƛƴƎ ƻŦ 5ȅƛƴƎΥ wŜŎƻǾŜǊƛƴƎ ǘƘŜ  

/ƘǳǊŎƘ’ǎ ±ƻƛŎŜ ƛƴ ǘƘŜ CŀŎŜ ƻŦ 5ŜŀǘƘύ，186。 
122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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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無憂無慮地重回父家。 

  這是充滿信心的話語：臨終的人在此時此刻做出了最後的決定，就是將一

切都交託給上帝。通往死亡，是相信能承接住他的人，就是上帝。123而臨終關

懷最後的階段是在對即將死去的人說：「不要害怕，記住你上帝的孩子，放心地

信任祂，祂會托住你。」 

  教牧人員的責任，是提醒或引導臨終者，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將自己的生命

道路完全交託在上帝手中，像耶穌一樣完全由祂掌權，倚靠上帝的聖手，安息

在上帝的懷中。
124

 

  臨終者之最後心情，就需要一種「完全解脫」的心情，該說的都說了，該

做的事也都做了，此時是一生安息的時刻，不只是得著身體的休息，靈魂也將

安息在上帝的懷中，享受祂所賞賜的喜樂，而進入永恆的國度裡。 

八、小結 

  死亡終是人生必須面對的經歷，但耶穌基督在十架上的死亡，以及七句言

語與行動提供了教牧和臨終者的提醒，面對死亡必會有肉體的痛苦、心靈和精

神的壓力。但也因著耶穌曾經「死」過，所以祂能和我們「談論」死亡。 

  也期盼耶穌的十架七言能成為教牧和臨終者的幫助和安慰。我們也藉著祂

的言行為自己的死亡能夠有所預備，最後也能深深地躺進上帝的懷抱中。 

 

 

 

 

                                                      
123 盧雲(Henri Nouwen)，《最大的禮物－生與死的靈性關顧》όhǳǊ ƎǊŜŀǘŜǎǘ ƎƛŦǘΥ ŀ ƳŜŘƛǘŀǘƛƻƴ ƻƴ  

  ŘȅƛƴƎ ŀƴŘ ŎŀǊƛƴƎύ，105。 
124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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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及建議 

  死亡是一個孤單的旅程，但當我們能面對自己死亡的事實，就能清楚知道

死亡不足為懼，因為耶穌也曾經面對死亡、經歷死亡，最後贏過死亡。耶穌道

成肉身的受苦以及在十架上痛苦的聲音，也正是上帝對每個生命所發出的苦難

作最大的關懷，而且是親身經歷在當中，知道我們所受的苦楚為何。 

  對於臨終者而言，耶穌的經歷真實帶領人們在基督裡，戰勝死亡的權勢，

邁向永生的道路。耶穌曾說：「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

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

33）當人們在絕望、茫然、無奈、恐懼中面對死亡時，能夠轉化為以信心、盼

望、應許及平安中迎接死亡的到來，因為在那一刻，我們即將能被接到更好更

美的家鄉，與這位愛我們的主面對面相遇。 

  而成為臨終關懷者，除了必須陪伴他人死亡的歷程，也要深入思索自己的

死亡問題。如果想要成為陪伴臨終者的人，也必須好好面對自己對於死亡的看

法和挑戰。但我們之所以能給予臨終者支持，是因為曾經面臨死亡的耶穌給予

我們力量，領受了對祂的信心和基督裡的盼望，以及對彼此的愛和關懷。 

對於臨終關懷者而言，一幅美好的圖像是，陪伴者不是為了死亡服務，而

是為「生命」服務。因為在死前的最後日子與死前的那一刻，恰巧也是一個人

生命最緊湊、強烈的時刻。125我們能以懷抱希望和安慰者的身分陪伴臨終的

人，在他們生命最需要的時候成為最大的幫助，使他們能從這個世上的「生

命」跨越到有上帝同在的「生命」中，同時能在盼望中活著，也在盼望中死

去。 

  死亡確實是生命中讓人最不願意面對的事件，但卻也是生命中最特別的禮

                                                      
125 古倫神父(Anselm Grün)，《生命終點的盼望－生命與死亡的藝術》ό²ŀǎ ƪƻƳƳǘ ƴŀŎƘ ŘŜƳ ¢ƻŘΚ  

  5ƛŜ Yǳƴǎǘ Ȋǳ ƭŜōŜƴ ǳƴŘ Ȋǳ ǎǘŜǊōŜƴύ，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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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唯有那些準備好面對死亡的人，才是真正準備好經歷生命的人。最後用葛

培理所寫的詩來當作本篇以「死亡」作為主題的論文的結束：126 

                      

           當死亡來臨時， 

                         是靜悄悄地 

                         可以算是匍匐地進來 

                     正如在辛勞了一整天之後， 

                     一個人要躺下睡覺一樣。 

                     結束年老和憂愁， 

                         或年輕和痛苦。 

                     那些在基督裏死了的人， 

                         除了得到一切外， 

                         還有一個美麗的明天， 

                      為何哭泣呢？ 

                          死亡可能是解脫。 

                      我們不能肯定， 

   為何敬畏神之人被害。 

                      作惡之人仍生存， 

   但死亡可能擊打他們。 

                      那些 

 認識復活之主的人， 

     也知道祂的墳墓是空的。 

 

 

 

 

 

 

 

                                                      
126 葛培理(Bill Graham)，《如何面對死亡》όCŀŎƛƴƎ 5ŜŀǘƘπ !ƴŘ [ƛŦŜ !ŦǘŜǊύ，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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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福音書中耶穌所說對於自己將死的經文(經文版本使用和合

本聖經) 

  這裡所整理關於四福音書中耶穌鮮明的死亡意識，乃從耶穌開始以直接或

間接的方式，預言自己將來的受難為主。其中所記錄的是祂被捕前的經段。 

＜馬太福音＞（彼得認耶穌為基督而非先知後，開始預言死亡） 

1.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主阿，萬不可如此，這事必

不臨到你身上。（十六 21-22）  

2.只是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卻不認識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將

要這樣受他們的害。（十七 12）  

3.他們還住在加利利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到人手裡。他們要

殺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門徒就大大的憂愁。（十七 22-23）  

4.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

又交給外邦人，將他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復活。（廿 18-

19）  

5.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廿 28）  

6.不料園戶看見他兒子，就彼此說，這是承受產業的，來罷，我們殺他，佔他

的產業，他們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廿一 38-39）  

7.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裡

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

們不願意。（廿三 37）  

8.耶穌說完這一切的話，就對門徒說，你們知道過兩天是逾越節，人子將要被

交給人，釘在十字架上。（廿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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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他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是為我安葬作的。（廿六 12）  

10.耶穌說，你們進城去，到某人那裡，對他說，夫子說，我的時候快到了，我

與門徒要在你家裡守逾越節。（廿六 18）  

11.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生在

世上倒好。（廿六 24）  

12.便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裡等候，和我一同儆

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

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廿六 38-39） 

13.時候到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起來，我們走罷，看哪，賣我的人近

了。（廿六 45）  

＜馬可福音＞  

1.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二 20） 

2.耶穌就禁戒他們，不要告訴人。從此他教訓他們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

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日復活。（八 31） 

3.下山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從死裡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

的告訴人。（九 9）  

4.於是教訓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他們要殺害他，被殺以後，過

三天他要復活。門徒卻不明白這話，又不敢問他。（九 31）  

5.他們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穌在前頭走，門徒就希奇，跟從的人也害怕，耶

穌又叫過十二個門徒來，把自己將要遭遇的事，告訴他們說，看哪，我們上耶

路撒冷去，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

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十

32-34）  

6.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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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料那些園戶彼此說，這是承受產業的，來罷，我們殺他，產業就歸我們

了，於是拿住他，殺了他，把他丟在園外。（十二 7-8）  

8.他所作的，是盡他所能的，他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十

四 8）              

9.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生在

世上倒好。（十四 21）  

10.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裡，等候儆醒。他就稍往

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倘若可行，便叫那時候過去。他說，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十

四 34-36）  

＜路加福音＞  

1.又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第三日

復活。（九 22） 

2.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兩個人，同耶穌說話，他們在榮光裡顯現，談論耶穌去世

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將要成的事。（九 30）  

3.你們要把這些話存在耳中，因為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九 44）  

4.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九 51） 

5.耶穌說，你們去告訴那個狐裡說，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

全了。雖然這樣，今天明天後天我必須前行，因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喪命是

不能的。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

你這裡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們不願意。（十三 32-34）  

6.只是他必須先受許多苦，又被這世代棄絕。（十七 25）  

7.耶穌帶著十二個門徒，對他們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寫的一

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將要被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凌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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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唾沫在他臉上。並要鞭打他，殺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十八 31-33）  

8.不料園戶看見他，就彼此商量說，這是承受產業的，我們殺他罷，使產業歸

於我們。於是把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這樣，葡萄園的主人，要怎樣處置他們

呢？。（廿 14）  

9.耶穌對他們說，我很願意在受害以先，和你們喫這逾越節的筵席。我告訴你

們，我不再喫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國裡。（廿二 15-16）  

10.人子固然要照所預定的去世，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廿二 22）  

11.說，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

的意思。（廿二 42）  

＜約翰福音＞（約翰筆下的耶穌，祂的教導是充滿死亡意識，大部

份耶穌所說的都指向將來祂將死，以及因祂死而要來臨的事） 

1.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

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

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

說的。（二 19-22） 

2.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三

16-17）  

3.於是耶穌說，我還有不多的時候和你們同在，以後就回到差我來的那裡去。

（七 33） 

4.耶穌又對他們說，我要去了，你們要找我，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

地方，你們不能到。猶太人說，他說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八 21-22）  

5.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十 11）  

6.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

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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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耶穌說，由他罷，他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十二 7）  

8.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

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十二 23-24）  

9.我現在心裡憂愁，我說什麼纔好呢，父阿，救我脫離這時候，但我原是為這

時候來的。（十二 27）  

10.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十二 33）  

11.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

人，就愛他們到底。（十二 1）  

12.耶穌說了這話，心裡憂愁，就明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

個人要賣我了。（十三 21）  

13.現今我往差我來的父那裡去，你們中間並沒有人問我，你往那裡去。只因我

將這事告訴你們，你們就滿心憂愁。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

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就差他來。（十六 5-

7）  

14.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十六 16） 

15.婦人生產的時候，就憂愁，因為他的時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紀念那

苦楚，因為歡喜世上生了一個人。（十六 21）  

16.這些事，我是用比喻對你們說的，時候將到，我不再用比喻對你們說，乃要

將父明明的告訴你們。（十六 25）  

17.看哪，時候將到，且是已經到了，你們要分散，各歸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

獨自一人，其實我不是獨自一人，因為有父與我同在。（十六 32） 

18.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裡去。聖父阿，求你因你

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十七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