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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死亡或許是通往另一個我們不曾去過的地方，或許是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的開

始，但是死亡到底是什麼呢？死後的世界又是什麼樣子？秦始皇為尋求長生不老

之藥，派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數千人渡東海求神仙，大費周章；古埃及法老王認為

死後還有另一個世紀，因此建造金字塔來預備來世的生活。死亡真的有這麼的恐

怖？古今中外的帝王們為什麼要費盡千辛萬苦來逃避死亡？ 

 

二、研究目的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對死亡的態度，大多被信仰所影響。每個宗教

都有一套對死亡的看法以及喪葬處理方式，不一樣的信仰之間對於死亡的觀點也

有著程度上的差異。宗教和民族間不同的喪葬處理方式，以及三千年來歷代的殯

葬儀式變遷，就可以體會出殯葬的厚薄處理並非一成不變。人們早在舊石器時代

已有原始宗教的觀念和祭祀，「「「「到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到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到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到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已已已已發掘有墓葬和祖先祭拜發掘有墓葬和祖先祭拜發掘有墓葬和祖先祭拜發掘有墓葬和祖先祭拜，，，，

因此喪葬的文化與精神是依原始宗教而開啟因此喪葬的文化與精神是依原始宗教而開啟因此喪葬的文化與精神是依原始宗教而開啟因此喪葬的文化與精神是依原始宗教而開啟。。。。」」」」〈終極導演-禮儀師，2005〉「靈

魂」觀念的發現，將人們從食衣住行等現實生活，引領到死後無形世界的冥想，

認為人在死亡後肉體雖無生命跡象，但靈魂仍會到另一個地方。然而，我們藉由

蒐集多方的資料，並且加以彙整出東西方因各種不同因素所造成後續不同的觀

念，對死亡有更深一層的認知。 

 

貳●正文 

   

一、何謂死亡 

 

  依據傳統的概念，把人的心跳、呼吸永久性停止作為死亡的標誌，可分為瀕

臨死亡期、臨床死亡期與生物學死亡期。目前公認的醫學觀念以腦幹死亡作為腦

死亡的標準，即「臨床死亡期」，一旦出現腦死亡現象，就意味著一個人的實質

性與功能性死亡，即所謂「無救」（現代醫學無法救治）。世界上部分宗教與民間

信仰裡認為死亡是指一個人的靈魂離開肉體的現象。 

 

二、東西方對於死亡觀念之差異 

 

我們概略以希臘哲學與希伯來基督信仰代表西方；以佛教及道教代表東方。

進而探討兩者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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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死亡文化觀念 

 

１、希臘哲學 

 

希臘哲學以蘇格拉底哲學為基礎。蘇格拉底認為世界有兩個，一個

是「理念世界」、一個是「感官世界 」。他說我們的靈魂是屬於理念世

界，永恆不朽，因為人的構成不單單只是感官世界的「肉體」，而有來

自理念世界的「靈魂」，因此，蘇格拉底認為人是由肉體與靈魂所構成，

靈魂被感官世界的肉體囚禁而成為人，所以人即使尚未受教（例如小孩

子），對複雜的表象，也會有「理念」的觀念。故在這個哲學下，人的

靈魂與肉體二分，靈魂是永恆不朽的，而肉體是會朽壞的。所以希臘哲

學認為死亡，是一種解放，可以使靈魂不再受肉體感官世界的影響。 

     

    ２、希伯來基督信仰 

 

「上帝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是基督教對死亡的態度及觀點，但有

別於其他宗教，基督教認為靈魂是沒有輪迴的。如果相信上帝，則能夠

有上天堂的機會，反之，就只有落入地獄的命運。基督教文化中，人的

生和死是個人和上帝之間的事，死亡是靈魂擺脫了軀體而皈依上帝，人

一經死亡，就與自己的親朋好友沒什麼關係，因為軀體已經腐朽，靈魂

則到一個美好的地方去了。基督教強調要以純潔的靈魂去見上帝，所以

基督徒臨終前通常要在牧師幫助下進行懺悔，體認上帝的仁慈，消除對

死亡的恐懼。西方基督教的死亡文化是基督教靈魂學說的一部分，意在

培養人們對上帝的宗教感情，純潔其道德情操，堅定基督教的輕塵世的

生存觀。也就是說，依照基督教傳統的教義，認為積善者死後可以上天

堂，享受永遠的快樂；為惡者下地獄，永受火刑的處罰。 

 

 （二）西方文化對於喪葬的處理 

 

    目前西方文化在葬儀上出現了許多新的方式，如樹葬、花葬、海葬、風

葬等(上述各種乃指火葬後的骨灰處理方式)。西方國家較主張火葬，不強調

土葬，因為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擔心汙染地下水、有傳染病、和無名屍體

等問題，所以對於土葬條件較嚴苛，如指定公墓，要在地勢較高的山坡或丘

陵等。再者，對於土葬還有以下的規定： 

一、遺體要深埋 

二、不能留墳頭 

三、墓表要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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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種植花草 

  

 （三）東方死亡文化觀念 

 

  １、佛教 

 

佛教稱死亡為往生，表示原來生命型態的幻滅，另一個生命型態的

開始。佛教建立在「緣起說」上面，因眾生生命流轉而衍生出「十二因

緣」、「六道輪迴」。「十二因緣」與「六道輪迴」是將眾生的生命世

代流轉過程詳細說明。佛教相信人死後有六道輪迴，有可能到西方極樂

世界，也可能到十八層地獄。過去我們都以為佛教的輪迴是「靈魂」在

輪迴，但佛教其實並不認為有永恆的本體存在。佛教的生死觀，簡單的

說就是在時間軸上，因為本體一直流動變化，所以生與死（誕生與死亡）

不過是時間軸上的兩個對我們意義較大的點。對佛教來說當他們把時間

軸像一根細線頭尾連接起來成為一個圓時，生死就只是同一個點。 

 

  ２、道教 

 

「「「「以歷史發展而言以歷史發展而言以歷史發展而言以歷史發展而言，，，，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曾經有過輝煌的時曾經有過輝煌的時曾經有過輝煌的時曾經有過輝煌的時

期期期期，，，，至今仍是構成民俗的至今仍是構成民俗的至今仍是構成民俗的至今仍是構成民俗的最大部分最大部分最大部分最大部分，，，，尤其在台灣民間更是如此尤其在台灣民間更是如此尤其在台灣民間更是如此尤其在台灣民間更是如此」」」」（王鎮

輝，2000），因此，道教在喪葬儀式處理方面的複雜程度遠超過其他宗

教信仰。道教思想中認為道是宇宙本體，有三魂七魄，生前魂魄集於一

生，死後各自離散。三魂與七魄在人體內和諧並存時，則人身體健康；

相反的，魂魄離散無法聚合時，久之人必喪命。道家仙法強調養生成仙，

透過遵經守戒與神形修煉來累積功德，以超越有形的肉體限制為目標，

來完成羽化成仙的最終境界。 

 

 （四）東方文化對於喪葬的處理 

 

  土葬是我國古代通常的喪葬儀式，方法是用棺木盛屍，挖葬穴，深埋土

中，以土丘為標記。「「「「宋以後宋以後宋以後宋以後，，，，政府嚴禁火葬政府嚴禁火葬政府嚴禁火葬政府嚴禁火葬、、、、提倡土葬提倡土葬提倡土葬提倡土葬，，，，又極力反對隆喪又極力反對隆喪又極力反對隆喪又極力反對隆喪

厚葬厚葬厚葬厚葬，，，，這是這是這是這是中國的傳統中國的傳統中國的傳統中國的傳統的儒家觀念的儒家觀念的儒家觀念的儒家觀念，，，，強調強調強調強調「「「「孝文化孝文化孝文化孝文化」、」、」、」、「「「「入土為安入土為安入土為安入土為安」」」」的觀念的觀念的觀念的觀念。。。。」」」」

〈呂應鐘，2001〉以中原地區漢民族而論，人民世代以農業為主，視土地為

生命之本，是漢民族根深蒂固的觀念。因此，人死後埋葬於土中，是使死者

靈魂得以安息的最好所在。 

 

  漢代以前，朝野官民之間均將焚屍作為最大恥辱和最嚴厲的刑罪之一。

但在漢代以後，觀念逐漸改變，這與當時佛法東移，印度僧侶盛行火葬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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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唐、宋民間已有不少人奉行，尤其是中原地區，在宋代時火葬習俗幾

乎成為民風。但火葬的禁與行，在當時也是有爭議的，《宋史．禮志》書中

有人上書建議禁止火葬，提倡收屍葬於荒閒之地；但在紹興二十八年，有觀

念開明的官吏提出反駁，認為「「「「從來率以火化為便從來率以火化為便從來率以火化為便從來率以火化為便，，，，相習成風相習成風相習成風相習成風，，，，勢難遽革勢難遽革勢難遽革勢難遽革」」」」，

主張貧民及客旅若有死亡，姑從其便，因此，火葬也成為當時貧民不得已的

選擇。 

 

 （五）東西方生死觀與葬禮儀式整理 

 

宗教 基督教 道教 

 生死觀  認為死亡是使靈魂昇華的過

程，死後會到上帝身邊。 

認為人有三魂七魄，生前魂魄

集於一生，死後各自離散。 

 葬禮的形式 土葬、火葬 土葬 

 

葬禮的儀式 

以追思死者生前的成就為主

軸來看待喪禮，著重活人與死

人之間的關懷 

以各種的祭品還有紙錢紙屋等

紙扎物來祭拜死者，做法較鋪張
浪費。 

 

参●結論 

 

西方死亡文化由於種種因素與東方的死亡文化有著本質上的差異，這種差異

主要呈現在死亡觀上以及喪葬儀式上，至於死亡最終的表現上則大同小異。當然

差別還是有的，東方在喪葬儀式上相當重視外在形式，來悼念的人越多顯示家族

的人脈越好。死者的墳墓要講究風水，才會對後代的子孫有好的幫助，古代還講

究陪葬物要豐厚。因此嚴格來說，東方文化是較著重形式的。 

   

西方人一向有「簡喪薄葬」的傳統，「「「「他們重視靈魂而輕視軀體的存在他們重視靈魂而輕視軀體的存在他們重視靈魂而輕視軀體的存在他們重視靈魂而輕視軀體的存在，，，，死死死死

亡就是靈魂的解脫與昇華亡就是靈魂的解脫與昇華亡就是靈魂的解脫與昇華亡就是靈魂的解脫與昇華，，，，靈魂可以脫離軀體單獨存在靈魂可以脫離軀體單獨存在靈魂可以脫離軀體單獨存在靈魂可以脫離軀體單獨存在，，，，殯葬只不過是在安置死殯葬只不過是在安置死殯葬只不過是在安置死殯葬只不過是在安置死

者的靈魂者的靈魂者的靈魂者的靈魂」」」」〈呂應鐘，2001〉他們是在認真的為死者辦喪事。因此在西方人的殯

葬儀式上，就顯得比較冷靜莊嚴，大家以追思死者生前的成就為主軸來看待喪

禮，著重活人與死人之間的關懷，因此西方文化是較著重內涵的。  

 

    「「「「葬禮儀式本即為人類社會葬禮儀式本即為人類社會葬禮儀式本即為人類社會葬禮儀式本即為人類社會諸多儀式中重要的人生儀式諸多儀式中重要的人生儀式諸多儀式中重要的人生儀式諸多儀式中重要的人生儀式，，，，其功能除有亡者家其功能除有亡者家其功能除有亡者家其功能除有亡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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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社會重新凝聚功能外族社會重新凝聚功能外族社會重新凝聚功能外族社會重新凝聚功能外，，，，尚有對於活人們的恐懼與尚有對於活人們的恐懼與尚有對於活人們的恐懼與尚有對於活人們的恐懼與哀傷情緒之撫慰哀傷情緒之撫慰哀傷情緒之撫慰哀傷情緒之撫慰。。。。」」」」〈姜寶河，

2001〉然而不管是東方或是西方的喪禮儀式與宗教觀念，我們都可以知道人們對

死亡不僅僅有恐懼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尊重」。雖然死亡後的世界是怎麼樣，

我們依然不清楚，但是就是因為對死亡世界的無知，使仍在世的人們害怕，而端

正自己的言行，也相信自己的行為會被自己所信仰的神看顧著。「死亡」這兩個

字在我們的心中，不僅代表著生命旅程的結束，而是對生命的意義有更深一層的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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