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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知道生與死是必然的過程，那麽，生命的本身就是尊嚴。因為生存和死亡，是沒有辦法分割的；出生時，就已確
定了死亡的必然來臨。因此，生存並不麻煩可憐，死亡也不需要覺得悲哀淒苦；而是要看我們對生存及死亡的態度而
定。

生與死，是一個廣泛而深入的題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想法及立場。這個主題，在近三十年來，漸漸受到東
、西方人士的重視，有許多的學者，從哲學、宗教、醫學等多角度的立場來探討。在西藏系統的佛教，談到很多關於
這類的問題，我大致上也看過一些，不過，我今天不是以西藏佛教的角度來討論，而是以中國漢傳系統佛教的立場，
來談談生與死的尊嚴。

我不是一個研究生死學的學者專家，我只知道從佛法的觀點，對佛法的認識，以及對生死的體驗及觀察，來加以說明
；今天的這場演講，我將它分為八個子題。

一、由生命的無奈，無所依賴及無所適從，轉變為生命的可愛、可貴與自我肯定
有很多佛教徒，對生命的感受是負面的，認為生命是無奈的、受罪的，是一種負擔，這是不了解佛法的原因。佛說：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們法身的慧命，就是要如何開悟？如何成佛？開悟成佛，一定要用我們這個色身，才能達
成修行的目的；色身就是肉體的生命，也只有在人的生命過程中，才可以聽到佛法、修行佛法。
許多人認為修行，是要到佛國淨土去修，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因為菩薩要成佛，一定是在人間，不是以其他類別的眾
生形態成佛。必須先要有人的身體之後，才能發心；發菩薩心，修菩薩道，然後成佛。因此，人的身體是最可愛的、
可貴的；由凡夫成為菩薩，由菩薩到佛，都是在人間修成的。

二、生命的出生與死亡，關系密切，不可分割
出生之時已確定了死亡的必然來臨。生未必可喜，死未必可哀，生命若無尊嚴，何喜之有？死亡若有尊嚴，何可悲哀
？
如果知道生與死是必然的過程，那麽，生命的本身就是尊嚴。因為生存和死亡，是沒有辦法分割的；出生時，就已確
定了死亡的必然來臨。因此，生存並不麻煩可憐，死亡也不需要覺得悲哀淒苦；而是要看我們對生存及死亡的態度而
定。如果生存、生活得沒有尊嚴，那死亡有什麼好可惜的？生命又有什麼可喜的？相反的，如果死亡得很有尊嚴，那
死亡又有什麼可以悲哀的呢？

三、生命的尊嚴，是從活得有意義、有價值、有目標之中，來體驗和顯示
人的生命，就是生與死的一個階段和一個過程。生命的尊嚴，可以從倫理的關系、社會的角度、歷史的判斷、哲學的
理論以及宗教的信仰等，多方面來確立它的意義和目標。然而，今天我不是從以上的角度來談，而是從一個佛教徒的
立場來討論生與死的尊嚴。
（一）生命的意義
從佛教的立場看，生命它是為了受報和還願而存在的。過去許的願，一定要實踐承諾；過去造的業，必須要受報。因
此，生命是因為因果的事實而存在。
（二）生命的價值
生命的價值，並不是由客觀的他人來評估判斷、來確立認定，而是自己負起責任，來完成你這一生中必須要完成的責
任，同時盡量運用其有限之生命，作最高、最大的奉獻。
每個人在世界上，都扮演著許多不同的角色，像父母、夫妻、兒女、老師、學生等。因此，我們要盡心盡力的盡自己
的責任，充實自己，作不求回饋的奉獻。只是想如何的對他人有益，用物質的、精神的種種能力，來奉獻一個人、二
個人，乃至於許許多多的人，這就是生命的價值；甚至於，對一個自然的環境，也要盡到保護的責任，也作奉獻，這
就是作自利與利人的工作，也是在行菩薩道。
（三）生命的目標
這是需要有個大的方向，來作為自己永恆的歸宿。必須將自己的所有，分享給他人，回向給一切眾生。同時，繼續發
願，願自己能夠成長與消融，能夠圓融與超越，永無止盡地奉獻。如果建立這樣的目標，不論人生是長是短，都是極
有尊嚴的。

四、生命與死亡是一體的兩面，所以生存與死亡，都是無限時空中的必然現象
（一）生是權利，死也是權利；生是責任，死也是責任。活著的時候，接受它、運用它；結束的時候，接受它、歡迎
它。我常常對癌症末期的病人說：“不要等死、怕死，多活一天、一分、一秒都是好的，珍惜活著的生命。”因為生存
和死亡，都是無限時間之中的必然現象；不應該死的時候不應求死，必須要你死的時候，貪生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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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與死是息息相關的。每個人從知道有生命的事實那一天開始，就要有面對死亡來臨的心理准備。要知道，死
亡的人，可能是自己，也可能是親友，這樣的事，隨時可能發生，這並不是讓年輕人恐懼死亡，用死亡嚇唬他們，而
是要他們從小就知道死亡這樣的事實，如此，才能幫助我們智慧的成長。
釋迦牟尼佛在十多歲時，就發現人的生命過程，從生、老、病，到死亡的事實，因而促使他去修行、去悟道，使他成
長、使他得到大智慧，進而拯救了全世界的人類。
（三）應該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的可貴，並且運用生命使自己成長，奉獻他人。至於什麼時候死亡，任何人都沒有權
利知道；因此，知道它會來臨，但是不必憂慮死亡的事實會在何時發生。
在台灣，我有一位在家弟子，他深信命理，曾請了多位相命師為他算命，都說他只能活到六十九歲，到了那一年，他
把工作辭去，財產分掉，等待死亡的來臨。可是第二年仍然活著，於是很後悔的來問我說：“師父啊！我應該要死怎
麽沒死呢？您知道什麽原因嗎？”我說：“也許你作好事積了德，改變了死亡的時間。”我又勸他說：“不要怕死、等死
，活一天，就盡一天的責任及奉獻，不去管什麼時候會死，只要運用你寶貴的生命好好活下去。”結果他一直活到八
十六歲才去世。

五、生從何處來？死往何處去？
許多人從哲學上和宗教的信仰上，來建立生與死的理論和觀念，也有人相信神通，用宿命通、天眼通，看過去及未來
；這些，我只能說是人的一種希望、一種看法和一種追求，但並不是可靠的。
中國的儒家學者主張“朝聞道夕死可矣！”又云：“生死由命”或者是“聽天由命”，也就是說，生死是由命決定的，但是儒
家並未說明命是什麼？孔子曾說：“未知生焉知死。”老子講得很有道理：“出生入死”，出生一定會入死；又云：“人之
生，動之死地。”當人生的時候，死亡這條路已經開始在動了，因此，老子叫我們不必擔心生與死的問題，只要“尊道
而貴德”、“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就是說，只要有道德，至於人的生死，讓它自然即可。
西方的宗教，不相信人是有過去世的，他們說人的生命是由上帝所創造、所賜予的，死亡時，也是應上帝的召喚回天
國去，這也很好，一切由上帝支配，不必擔心著生與死，這也算是快樂又幸運的事。
泛神論的哲學，是說生命來自於整體的神，死亡又回歸於整體的神。唯物論的哲學，則是生死都是物質現象，生如燈
燃，死如燈滅。
而佛教徒是相信人有過去世的，但是，生從哪裡來？是否要借神通去知道呢？不需要，因為過去的生命是無限的長，
無法去追究一生一生再上一生，究竟是從哪裡來？我們只要好好的作最大的奉獻、最好的修行，其他的，該怎麼樣就
怎麼樣，一切順其自然。

六、佛教徒的生死觀
（一）我們在這現世一個生死的階段，只是在無窮的、無限的生命過程中的一個段落而已。就像不斷地在旅行，今天
在紐約出現，明天不見了，接著又到了華盛頓、芝加哥等地，每天在不同的地方，出現又消失；生命也是一樣，它是
無始的事實，死亡不等於生命的結束，而是一期生命的過程告一段落，另一期的生命過程正在等待著去接受。
（二）生命的生滅現象分為三類：
剎那生滅剎那，就是在極短的時間之中。我們身體的細胞組織以及心念等，都是經常在生起，經常在消失；心理及生
理，不斷地新陳代謝，不斷地變動，有生有死，有起有滅。
一期生滅從人的出生到人的死亡這個過程，一期或一個階段的生與死。
三世生滅無限的過去三世，無窮的未來三世，加上目前的現在三世。就以這一生的現階段來說，前生、未來及現在，
就是三世生命；無限的過去未來現在；過去的過去未來現在，未來的過去未來現在，現在的過去未來現在。
這樣的觀念和理論，能為我們帶來希望及安慰，也為我們帶來在此生中，必須繼續活下去的理由。不應當死的時候，
去自殺是對過去不負責任，對不起這一生，甚至可能擾亂對未來的前途。
（三）生與死的升華現象，分為三個類別，三個段落：
凡夫眾生的分段生死：分段就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一個過程一個過程，一生又一生；從生到死，從死到生，這就是
三世生滅。但是，凡夫僅僅停留在這個階段，只有生死，沒有提升生命的意義和品質。
聖者的變易生死：變易生死，就是用佛法來修行、來成長，幫助自己來提升生命的品質。因此，慈悲和智慧的功德身
在變，不斷在淨化；由菩薩的階段或者羅漢的果位，乃至到成佛的層次，一級一級，不斷地提升，這叫做變易。
大涅槃的不生不死：前面講的都是有生有死，到了成佛的果位，也就是大涅槃境界時，超越肉身，實證法身，絕對的
不生也不死，並且能以種種身分，普遍地出現在所有眾生的生死苦海之中，雖然還有生死的現象，但是，已經沒有生
死的執著、煩惱及不安。

七、如何面對死亡？如何使得死亡能有尊嚴？
（一）能生則必須求生，非死不可則當歡喜地接受；感恩生存，也當感謝死亡。以禅修者的立場來看，死亡可以分三
個層次或三個態度：
隨業生死——生和死，自己作不了主，迷迷糊糊由他生，由他死；生死茫然，醉生夢死。
自主生死——清楚地知道生與死，活要好好的活，死要勇敢的死；活得快樂，死得干脆。
超越生死－－雖然有生有死，對於已經解脫、超越生死、大悟徹底的人來講，生不以貪為生，死不以怕為死；生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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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相同，甚至根本沒有這樣的事。
（二）努力求生，生存時能使自己提升生命的品質，淨化自己的心靈。但不可求死，也不用怕死，對死亡要存有感謝
的心，因為死亡能使自己放下此生千萬種的責任，帶著一生的功德，迎向一個充滿著希望和光明的生命旅程。
（三）生死的現象，猶如日出與日沒。日沒時，只是太陽在地平線上消失，而其本身永遠不會消失；日出時，只是太
陽在地平線上升起，而其本身永遠高懸於太虛空中。人的肉體雖然有生與死的現象，然而，人人本具之清淨佛性，永
遠如日中天。因此，死亡不是可怕、可悲的，不必畏懼它；而我們的未來，卻是充滿著希望。
（四）死亡來到時，若能自主自知，當以喜悅的心，勇敢地面對死亡、接受死亡。對於自己一生的行為，不論是善、
是惡，都要感謝，那是歷練的經驗，應當無怨、無悔、無瞋、無傲。過去的已成過去，迎向光明的未來，此時最為重
要。
往生時的心態，有六種因素，可以決定死亡後未來的前途：
隨業善業、惡業，哪一種較重，就到哪個地方去。
隨重受完重業的果報，依次再受輕業的果報。
隨習未作大善、大惡，但有特殊強烈的習氣，命終時，使隨習氣的偏向而去投生他的處所。
隨緣哪一種因緣先成熟，距離你最近、最親，就到哪裡去。
隨念臨命終時的心念傾向，決定了去處。
隨願當臨命的心願要怎麼樣時，就決定死亡後到哪裡去。
禅的修行者，是要修行到隨念、隨願，如果變成了隨業、隨重、隨習、隨緣，那是非常可憐的。
（五）臨命終時的人，如果已陷入昏迷，失去自主自知的能力，親友應當以虔誠安定的心，為他誦經、持咒、念佛菩
薩聖號，或者在他旁邊禅修，以定力和信力，幫助他的神識免於茫然，免於昏亂，而得到安定，迎向光明，這樣才不
會使亡者下墮而能超生。
（六）切忌慌亂地用器械搶救，不可呼天搶地的哭喊。死亡的尊嚴，不是讓臨終的人痛苦的走，不論是在肉體上或精
神上的痛苦，對死亡的人有害無益；重要的是，讓他平安、寧靜、祥和、溫馨的離開人間。

八、平安的死亡，即是死亡的尊嚴
死亡的尊嚴，餘下有許多的問題，那就是意外事件中死亡問題；死亡後能否移動問題；死刑及墮胎問題；中陰身超度
問題；腦死及植物人的問題；遺體器官捐贈問題；自殺問題；癌症末期，自然死亡及安樂死的問題；生命與死亡的界
定問題。
以上的每一個問題，均為一個重要的主題，都可以作一場大的演講，今天因為時間有限，暫時將這些問題保留著，留
待日後再向諸位分別解釋。不過死亡的原則不能違背平安與寧靜，那便是重視死亡的尊嚴。

（一九九六年十月廿七日講於紐約東初禪寺）

----
（校於2012/05/25 gus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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