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109 年度教師產學合作計畫 

結案報告書 

 

計畫名稱：社區高齡者生死講座——從今生到永生(一) 

計畫編號：110-FI-DSW-IAC-S-001 

計畫期間：110 年 9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計畫主持人：劉清虔  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經費總額：60,000 元 

經費來源：財團法人威盛信望愛慈善基金會 

  



授權同意書 

 

  



摘要 

  就人的生理發展而論，老人是一群與死亡較為親近的族群。因為，人到老年，

困惑著老人最直接的便是身體健康的問題，慢性病纏身、健康亮紅燈、行動不便，

在在都使老人有接近死亡的迫切感。於是，對於生死問題不再能迴避，必須加以

正視，甚至，我們可說，老人的生死態度直接決定了他們晚年的生活光景，成為

他們是否成功老化的一個重要關鍵。本國文化普遍避談死亡，也忌諱諸多與死亡

有關的事物，例如大樓中沒有四樓，直接貼上五樓，因為「四」與「死」接近；

送紅包時，數字也是避開「四」；汽機車領牌照，若是可行，也期待領沒有「四」

的牌照。即使如此，死亡仍是人最終必經之路，無人可免。 

  既必須面對死亡，死後究竟何去？就不得不去思考。在人生哲學裡，人生三

大問題是：生從何來？死往何去？當做何事？人必須先弄懂自己生從而來與死往

何去，才能對自我的生命定位，進而明白自己在此生當做何事。這自是一個人從

年輕時就當思維的生命問題，只是，人往往只是埋頭向前衝，而將此根本問題遺

忘或擱置。但是，當人到老年，再問「生從何來」已不重要，「死往何去」是個

更重要且貼切的問題，因為，這直接關涉到他們在餘生當如何渡過。在眾多學科

領域裡，最直接與死亡有關的便是生死學；而超越理性範疇的宗教，更是以人的

靈魂為對象，以人的靈性修煉為目的，並從現世直指來生，透過宗教教義的傳遞，

使人能看淡生死，甚至平安迎接死亡。 

  透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連串的命題積疊：一、要使老人成功老

化、安享餘生，就必須使老人正視死亡的問題；二、要協助老人正視死亡，就必

須對老人進行生死教育；三、要對老人進行生死教育，就必須關注到老人除生理、

心理之外的靈性；四、要關注老人的靈性，就必須藉由宗教教義的教導；五、有

了對宗教之死亡信念的認識，老人於是能身心平靜、安然面對死亡。最後，若一

個老人了悟自己死後魂歸何處，自然有助於他更認真、豐富地度過餘年。 

  因此，在本計畫的鋪陳裡，首先提出三層次的人觀，藉以說明人的靈性在人

生命結構中的地位，以及其所引動之生命形態；其次，以三層次的人觀為基礎，

從賦權(empowerment)的進路談論老人生死教育的意義與重要性；再來，則進入

宗教教育的領域，介紹幾個台灣主要宗教對死亡的看法，並將焦點置於對死後世



界人將魂歸何處的探討。最後，論到宗教與靈性照顧的關係。盼藉此系列講座，

以宗教與生死教育為主軸，使老人明瞭生死並對生死無懼。 

 

    主要主題如下： 

1.高齡者的生死關懷(一)：生命的意義 

2.高齡者的生死關懷(二)：死亡的意義 

3.高齡者的生死關懷(三)：人是甚麼？ 

4.高齡者的生死關懷(四)：生命的提問 

5.高齡者的生死關懷(五)：道教的生死觀 

6.高齡者的生死關懷(六)：佛教的生死觀 

7.高齡者的生死關懷(七)：基督教的生死觀 

 

  另外，也「向前的人生」為題，安排了 10 場社區照顧據點的講座。分別在

萬丹興安關懷據點、南州仁里社區、新園共和社區、東港東和社區……..等十個

社區進行。 

 

計劃之實施 

1. 計劃標的人口群：社區之 55 歲以上之准高齡者與高齡者。 

2. 計劃實施地點：高雄市自由社區發展協會。 

3. 計劃實施期程：110 年 9 月～110 年 12 月 

4. 計劃實施次數：共計七次。 

5. 計劃實施方式：a.一次一個主題，以專題講座的方式進行。 

         b.每次時間約是一個小時。 

 6.預計參加人數：高雄市自由社區發展協會每次約 100 人，六次共計約 700 人

次。 

  7.社區照顧據點 10 處，以每處平均 40 人計算，約 400 人次。 

 

 

 



七次內容講座如下: 

高齡生死關懷(一) 生命的意義 

 

緒論：人生寫照 

1.人生如煙，轉眼成空。 

2.人生如夢，華而不實。 

3.人生如戲，台上台下。 

4.人生如旅，蜻蜓點水。 

5.人生如潮，潮起潮落。 

6.人生如文，起承轉合。 

7.人生如財，聚散有時。 

8.人生如情，愛恨交集。 

9.人生如萍，東漂西流。 

10.人生如水，載覆無常。 

 

一、從華人的思維模式說起 

1.本質性思考 v.s. 實用性思考 

2.Why ?  v.s. How ? 

3.對與錯  v.s. 中庸之道 

4.語言精準、語意清晰 v.s. 詞藻華麗、語意不明 

5.抽象思維  v.s. 具象表達 

 

二、思考模式在生命 

1.不問生命本質，只問生命際遇。 

2.不問永恆(歷史定位)，只求現實（榮華富貴）。 

3.不問價值，只談價格。 

4.不求生命品質，只求延長生命。 

5.不論死者是非，只管死者為大。 

 

三、本質思考在生命 

1.生從何來？死往何去？人生當做何事？ 

2.生命是否有目標？方向？ 

3.生命的意義何在？價值何在？ 

4.生命的定位如何？風範又如何？ 

 

四、人生的事實 

1.人生很短 

2.人生很苦 



3.人生無法預料 

4.人生無法重來 

5.人生無忌，悔恨交集。 

6.生命無悔，才是寶貴。 

 

五、全人健康指標 

1.身體的安康 

2.精神的安順 

3.生活的安定 

4.經濟的安穩 

5.功能的安適 

6.心靈的安寧 

 

六、趁著人生還有希望 

1.回想過往的失敗。 

2.修正現在的人生。 

3.活出無悔的未來。 

 

結論：生命可以豐富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上帝給我們生命，把生命活得快樂，是我們自己的責任。 

 

 

高齡生死關懷(二)死亡的意義 

 

一、死亡的意義 

1.生理意義的死亡 

  a.對於外部刺激或體內需要既無感也無反應。 

  b.不能運動也不能呼吸。 

  c.失去反射作用。 

  d.腦電波呈現平直線。 

  e.腦內外失去血循環。 

  f.身體僵硬、器官停止運作。 

2.心理意義的死亡 

  a.哀莫大於心死，一種徹底的傷心與絕望。 

  b.承受巨大打擊，而使精神完全崩潰，可謂心理的死亡。 

3.社會意義的死亡 

  a.失去親密的人際關係，龜縮一角、離群索居。 



  b.失去對周邊人事物的反應與興趣。 

4.靈性意義的死亡 

  a.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心靈寄託、以致生活只存物質。 

  b.人與神之關係的疏離。 

 

二、對死亡的見解 

1.死是生的結束，生是死的開始。 

2.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隨時都伴在生命的左右。 

3.在生命中沒有死亡，當死亡出現時，生命已然結束。 

4.生與死如同白天與夜晚、夏天與冬天，一體兩面，如常運作。 

5.生命就是一趟列車，出生如同上車、死亡如同下車。 

6.死亡是生命的註腳，因死有重於泰山、有輕如鴻毛。 

7.有些人雖死猶生、有些人雖生猶死，死與生是生命的當下形態。 

 

三、死亡的尊嚴 

1.已安身立命、問心無愧；對生命無悔、對死亡無怨。 

    (如聖保羅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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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2.天人關係和諧、深信也深知死後將往何處。 

3.神職人員的陪伴（祈禱或助念）。 

 

四、死亡的超越 

1.死亡不應該是人最後的結局。 

2.如果人的結局是死亡，人生的一切都將沒有意義。 

3.死亡之上應該有一個終極存在，使我們的生命產生意義。 

 

結論：死亡可以很瀟灑 

1.耶穌的復活終結了死亡的威脅，讓我們有永生的盼望。 

2.死亡只是換個住址，沒甚麼好怕的，好好的活、靜靜的死。 

 

 

高齡生死關懷(三) 人是什麼?       

 

一、西方觀點 

1.人是理性的動物 

2.人是道德的動物 

3.人是藝術的動物 



4.人是宗教的動物 

 

二、東方觀點 

1.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2.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3.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4.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三、馬克思觀點 

1.人是勞動的存有者 

2.人是自然的存有者 

3.人是社會的存有者 

4.人是類的存有者 

5.人是歷史的存有者 

 

四、劉清虔觀點 

1.人的構成要素：物質 ／ 精神 ／ 靈魂 

2.人的存在狀態：獸性 ／ 人性 ／ 靈性 

3.人的生命品質：生存 ／ 生活 ／ 生命 

4.人的相關科學：科學 ／ 哲學 ／ 神學 

5.人的行為層次：肉體 ／ 意志 ／ 信仰 

6.人的行動依歸：本能 ／ 道德 ／ 宗教 

 

五、人是關係的存在者 

1.關係的四大向度 

 a.人與上帝的關係 

 b.人與土地的關係 

 c.人與眾人的關係 

 d.人與自己的關係 

 

2.在關係的向度中沉思： 

  a.我的父母是否因我而感驕傲？ 

  b.我的配偶是否因我而感幸福？ 

  c.我的兒女是否因我而感快樂？ 

  d.我的朋友是否因我而蒙祝福？ 

 

結論、人的尊貴 

  詩篇第八篇 



 8:4 啊，人算什麼，你赫呢關心？世間人算什麼，你赫呢照顧？ 

 8:5 你互伊比天使小可較低；你賜榮光尊貴做花冠給伊戴。 

 8:6 你指派伊管理你親手創造的萬物。 

 

 

高齡生死關懷(四) 生命的提問       

 

一、多層次的生命關係 

1.關係的四大向度 

  a.天─人關係：終極關懷、生命意義的追尋；人生哲學、生活價值的建立。 

  b.地─人關係：生態保育、環境保護的堅持；生活世界、居家氣候的塑造。 

  c.人─人關係：親子互動、家庭氛圍的營造；鄰舍友人、社會關係的維持。 

  d.我─人關係：自我探索、自我肯定的需要；自我成長、自我實現的理想。 

2.關係的異化（疏離） 

  a.天人關係的疏離：不求安身立命，只求眼前利益。 

 b.地人關係的異化：不顧永續經營，恣意利用破壞。 

  c.人際關係的異化：相互爾虞我詐，不願以誠相待。 

 d.自我關係的異化：自我淪為客體，全受環境宰制。 

 

二、真實面對生命：對生命的提問 

 1.生命的緣起：a.來自無盡的生滅 

                b.來自爆炸的偶然 

                c.來自上帝的創造 

  2.生命的構成：a.物質性的肉體 

                b.精神性的意志 

                c.不朽性的靈魂 

  3.生命的歷程：a.從幼兒到青年 

                b.從青年到中年 

                c.從中年到老年 

  4.生命的終局：a.死滅 

                b.輪迴 

                c.永生 

 5.生命的疑惑：a.我從哪裡來？ 

                b.我在這裡做什麼？ 

                c.我將往何處去？ 

  6.生命的意義：a.來自人之所從出 

                b.來自從人之所出 

                c.來自對命運之設定 



  7.生命的目標：a.慾望的滿足 

                b.成就的創造 

                c.無悔的人生 

  8.生命的價值：a.自我意識的實現 

                b.社群生活的貢獻 

                c.上帝旨意的成就 

  9.生命的評價：a.自我 

                b.社會 

                c.歷史 

                d.上帝 

 

結論、提昇生命的品質 

1.生命的正向品質／快樂、健康、財富、尊貴、安穩、圓滿.......... 

2.生命的負向品質／痛苦、疾病、貧窮、卑賤、憂慮、遺憾.......... 

3.價值的抉擇／a.有得必有失，在得失之間裁量。 

             b.有善也有惡，在善惡之間遊走。 

 

 

高齡生死關懷(五) 道教的生死觀       

 

一、靈魂論：三魂七魄說 

1.第一魂胎光是生命之魂，第二魂爽靈是智慧之魂，第三魂幽精是慾望之魂。 

2.第一魄尸狗、第二魄伏矢、第三魄雀陰、第四魄吞賊、第五魄非毒、第六魄 

   除穢、第七魄臭肺。此皆七魄之名也，身中之濁鬼也。 

3.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4.三魂七魄的道理： 

 A.三魂七魄的觀念主宰一個人的生命形態，三魂之中只有第一魂胎光是好 

   的，其作用乃為人延年益壽；第二魂則可好可壞，既可涵養智慧以得福 

   祿，亦有可能機關算盡惹禍上身；第三魂幽精則是壞的，是不斷驅使人 

     以滿足慾望為第一要務，陷人於災禍之地。 

  B.七魄既為身中之濁鬼，道教就另有一套「煉七魄」之法，使這七魄儘量 

    不在身中為惡。七魄係受三魂的控制，若魂飛則魄散。道教招魂術，主 

    要即是面對受驚嚇之後三魂之離散，致使此人失去精神意志。 

  C.三魂在人死後各有去處，各有不同說法，最普遍的說法即是一魂前往神 

    主牌接受供奉、一魂進入陰間、一魂入地獄受審後投胎轉世。或者有的 

    說法是一魂入神主牌、一魂入陰間、一魂進墳塋。而七魄則在人死後， 

       七日失一魄，至七七四十九日則七魄盡失。 

  D.在牽魂引魄的過程中，道士的做法施咒就變成非常重要的法事。魂魄若 



    不經道士牽引，則會迷失方向，不知何往。故我們可見每有意外亡故之 

     失事現場，就有道士執招魂旛招五方之魂魄。 

 

二、十八層地獄 

 a.第一殿─秦廣王 

    負責保護生前有善行的靈魂，並遣護衛兵送他們度過奈何橋，前往西天。 

  b.第二殿─楚江王 

    1.割舌地獄：負責割掉生前以讒言害人或爭訟者的舌頭。 

    2.剪刀地獄：負責減斷唆使他人之妻改嫁者的手指。 

    3.吊鐵樹地獄：負責把生前挑撥離間害人者吊在鐵樹上處死。 

  c.第三殿─宋帝王 

    4.孽鏡台地獄：如犯人不肯坦白時，用此鏡一照，善惡就可立即分明。 

    5.落蒸地獄：負責把長舌婦或陷害人者放入蒸籠之中。 

  d.第四殿─五官王 

    6.銅柱地獄：負責使在陽間殺人、放火的惡魂抱在裝有炭火的銅柱上。 

    7.劍山地獄：迫令冒瀆神佛或任意殺生的惡人，登上長有利劍的刀山。 

    8.寒冰地獄：凡在陽間殺人、通姦、墮胎、及勸人做惡、賭博、不顧父母 

      生活、不明道義的惡魂，都強迫他們裸體坐在寒風凜冽的冰塊之上。 

  e.第五殿─閻羅王 

    9.油鼎地獄：在陽間有竊盜、搶劫、詐欺、誣告、拐帶，以及集體為惡、 

      同謀詐財等惡魂，都必須接受下油鍋煎炸的酷刑。 

  f.第六殿─卞城王 

   10.牛坑地獄：在陽間有傷人與殺人惡行的人，都被關進一個大洞穴中，然 

      後縱使兇牛活活把他們頂死。 

   11.石壓地獄：在陽間絞殺他人或以石殺死兒童的惡鬼，都要處以用巨石壓 

      死的酷刑。 

   12.舂臼地獄：在陽間蹧蹋米糧、或吃飯時亂發怨言的惡鬼，都被放入舂臼 

      中活活搗死。 

  g.第七殿─泰山王 

   13.浸血池地獄：在世間使人難產、褻瀆灶神、不孝公婆、有淫行的閨女、 

       破清規的女尼、逼良為娼、虐待養子、誘騙婦女行惡等惡行的人，一律 

        都被趕進血池中受罪。 

   14.枉死城地獄：凡在陽間有吊死、自殺等行為者，一律關入牢獄受苦。 

   15.嵥地獄：凡在陽間有盜墓、或冒犯死者行為之人，一律處以嵥刑。 

  h.第八殿─平等王 

   16.火山地獄：身為和尚或道士而飲酒者、盜取公款與公務者，與放火燒山 

        者，一律被趕進火山受罪。 

   17.落磨地獄：身為和尚或道士而輕視米糧者、淪為盜賊者、殺食禽獸者， 



        一律頭入石磨中磨殺。 

  i.第九殿─都市王 

   18.刀鋸地獄：誘拐他人子弟婦女者、作生意時偷斤減兩者，都被處以鋸殺 

        的死刑；如為獵戶，則縱虎咬死。 

  j.第十殿─轉輪王 

      負責最後的判決。凡陽間殘害禽獸者，就使他們轉生為禽獸，殺人者則剝 

      奪他們永生的權利。善人被送至西方、或轉生善人。 

 

三、陰間 

 1.人的第二魂則下到「陰間」，這是道教接受傳統來世觀的安排。而這條靈魂 

    欲前往陰間生活之前，必須藉著道士的法力「引魂」、「做功德」，直到和 

    鬼世界的政府打通關節之後，才能保證亡靈在那裡可以安逸地生活。 

  2.民間子孫將亡靈送往陰間的法事叫做「做旬」，此法事通常在七旬之後功德 

    圓滿。所謂做旬就是人死後，子孫每隔七天所做的供奉；每奇數旬者為 

    「大旬」、偶數旬者為「小旬」。 

  3.陰間是一個與陽間相對立的生活世界，亡靈在此的生活需求一如在陽間。 

    如此，便需要後嗣燒化紙錢供其在陰間花用、燒化紙屋供其在陰間居住。 

  4.另外，也因為有陰間的歸處，因此也才有牽亡的儀式產生，台灣民間通 

    常是由「尪姨」負責與亡靈溝通，成為通陰陽兩界的使者。 

 

 

高齡生死關懷(六) 佛教的生死觀       

 

一、佛教對人的看法 

 1.人由五蘊構成 

  a.色蘊（本質）─色就是物質，即地、水、火、風四大衍生物。 

    b.受蘊（感覺）─受就是領納，有苦、樂、捨三受。 

    c.想蘊（概念）─想就是構造，由感覺而來的思想概念。 

    d.行蘊（行為）─行就是行為動作，人的行為有善業與惡業。 

    e.識蘊（辨別）─識就是辨別，人的感官會本能地去識別所緣的對象。 

  2.人是因緣際會之下偶然生成的存在體。 

  3.人由三種慾所形成：貪、瞋、癡三毒，故必須斷三毒。 

  4.人的生命被架構在不斷輪迴的痛苦之中。 

 

二、佛教的生命觀 

 1.人生是苦 

    a.生苦   b.老苦   c.病苦   d.死苦   e.怨憎會苦 

    f.愛別離苦   g.求不得苦   h.五取蘊苦 



  2.苦的因緣關聯 

    a.無明─過去煩惱的總稱，生死輪迴的來源。 

    b.行─依過去無明煩惱發動三業的行為造作，即善惡的身心活動。 

    c.識─由過去業感動力遇緣托胎，而完成現在精神與肉體的現象。 

    d.名色─名是心識，屬於精神；色是肉體，屬於物質。 

    e.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六種器官，在胎內生長。 

    f.觸─出胎後與外界接觸，有色、聲、香、味、觸、法等感覺。 

    g.受─與外界接觸而有苦樂感受，與愛憎感受。 

    h.愛─因受而染財、色、名、食、睡等五種欲求心理活動。 

    i.取─對物欲境界執取佔有，以達自己的欲求。 

    j.有─因愛、取欲求而造現世惡業，而現有業力將導至來世之果。 

    k.生─由自身潛在的五蘊業力再去投胎受生，完成未來新生命。 

    l.老死─來世既要轉生，必然又要老死，因果循環、流轉不已。 

  3.四聖諦 

    a.苦諦─人生是苦的 

    b.集諦─自私貪愛是苦的來源 

    c.滅諦─破除自私才有可能超脫苦惱 

    d.道諦─超脫自私之道，即是八正道 

  4.八正道：原始修道的方法包含了智慧、持戒、禪定三學 

      智慧＞a.正見─正確的知見，即從三法印與四聖諦來認識宇宙真相。 

            b.正思惟─以正見為基礎，來思量真理的內容。 

      持戒＞c.正語─由正思惟來表達端正的言語。 

            d.正業─正當的行為（身業）：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亂。 

            e.正命─以正當的職業謀生。 

            f.正精進─策勵自己來努力修持。 

      禪定＞g.正念─使心住於一境，不起物我之思。 

            h.正定─一心專注，不向外馳散。要進入正覺，要先有正定。 

 

三、佛教的死亡觀 

  1.涅槃： 

    a.佛陀見眾生因「我執」而起貪、瞋、癡三毒，所以力主五蘊與根身的我是 

      假我、幻我，只是精神的構念與幻覺。「我」是無常的假相，是因緣聚合 

      、與能變壞的苦聚。即「諸法無我」。 

    b.行是造作的業，世事不得永恆常住。時間是無常的，從前世、今世、來世 

      的流轉不息證之；宇宙是無常的，皆從因緣而生，不停幻滅。除「因果律 

      」之外，一切皆無常，諸行皆是苦。故曰「諸行無常」。 

    c.是以，人生是一連串無始無終的生死輪迴，有曰「天下無物、無時不為汝 

      父母、兄弟、與子女也。是故菩薩可殺生乎？其待眾生如幾己也，菩薩以 



      教化慈悲為己任也：斷不得食肉，否則眾生懼矣。」 

    d.涅槃之意為斷絕因果、終止輪迴、寂靜入滅、正覺圓滿。「阿羅漢」是小 

      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不再有業力與輪迴，死後五蘊分裂，不再成為人 

      ，即達到涅槃。 

  2.淨土：西方極樂世界國土清淨平坦，氣候溫暖適中，萬物光麗、宮殿莊嚴， 

          六時雨花、寶蓮充滿，寶樹發音、化鳥演法，是一個微妙莊嚴的清淨 

          國土。而極樂世界的眾生，身相端嚴、壽命無限，具六神通，常住正 

          定，且具智慧辯才，得無生忍，道心不退，不墮惡道，此西方世界所 

          稱為極樂也。 

  3.輪迴： 

    a.天道─修上品十善者可前往此道，此道福報最多，樂多苦少，成為「天人 

            」，過自由、快樂、逍遙的日子，且至少可活九十萬年。 

    b.人道─修中品十善者可得此果，此道苦樂參半，又回到從前做人的日子。 

    c.阿修羅道─修下品十善者達此果，雖亦屬天道之流，但瞋心過重，心懷憤 

          怒與怨恨，善鬥好爭。轉生此道，雖不必受苦刑，但再輪迴至下三道 

          者為數不少，因為係整日打殺鬥爭之故。 

    d.畜牲道─犯十惡五逆下品的人死後墮入此道，這些畜牲遍生於六道之中， 

          牠們愚癡無知、吞噬虐殺，區分為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四種。 

    e.餓鬼道─犯十惡五逆中品的人死後墮入此道，其形狀是頭大、肚子大，卻 

          瘦骨如柴，食物置入口中則化為火碳，故不得食，經常受餓，其痛苦 

          勝於畜牲。 

    f.地獄道─犯十惡五逆上品的極惡之人墮入此道，地獄之數目多不勝數，基 

          本上分為根本地獄、近邊地獄、孤獨地獄，亡靈得受各種痛苦。 

 

 

高齡生死關懷(七) 基督教的生死觀 

 

一、基督教對人的觀點 

    1.人是一種靈性的存有者：統攝理性與感性。 

    2.人具有上帝的形像的被造者：如上帝般能創造、思考、判斷。 

    3.人是罪人：人因違逆上帝而有罪，需要被救贖。 

    4.人是向著死亡的存有者：人都有生、有死，一出生即走向死亡。 

    5.人死後必須接受上帝的審判：以上帝的話語為審判的標準。 

    6.人是從死亡走向永生、從沉淪邁向成聖的存有者。 

 

二、基督教的死亡觀 

    1.死亡的分類：a.肉體的死亡 b.靈魂的死亡 

    2.人的死亡來自人的罪。 



    3.所謂死亡，是指上帝與人的關係的斷裂。 

    4.人死亡後的居所：a.陰間  b.樂園 

    5.末日，耶穌基督必來審判活人與死人 

 

三、基督教的生命觀 

    1.生命的意義在於認識上帝、與上帝連結。 

    2.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裡得到出死入生的確據。 

    3.人必須完成他的使命：要認知自我的存在意義。 

    4.人要與他的本性戰鬥：去蕪存菁、汰舊換新、棄惡揚善。 

    5.人的一生必須要榮耀上帝，最高目的在於合上帝心意。 

    6.生命的整全來自與苦難的鬥爭，在苦難中邁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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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照片 1-1 

 

說明:第一堂課，從今生到永生-高齡生死關懷(一)- 生命的意義 

 

說明: 第二堂課，從今生到永生-高齡生死關懷(二)- 死亡的意義 

 

  



課程照片 1-2 

 

說明: 第三堂課，從今生到永生-高齡生死關懷(三)- 人是甚麼？ 

 

說明: 第四堂課，從今生到永生-高齡生死關懷(四)- 道教的生死觀 

 

  



課程照片 1-3 

 

說明: 第五堂課，從今生到永生-高齡生死關懷(五)- 道教的生死觀 

 

說明: 第七堂課，從今生到永生-高齡生死關懷(七)- 基督教的生死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