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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偶然的必然

在华人世界的语境文脉当中，“生死学”一词所蕴含的旨趣可说是相当本

土甚至在地的。当它于1993年夏天在我国台湾地区横空出世且蔚为流行时，不

啻一件令人意外的偶然现象。毕竟谈生论死之事始终为众人之大忌，当时大多

以猎奇心态视之，以为不久便自然消散，未料此等风气竟然绵延至今且方兴未艾。乍看之下，“生死

学”似已深入人心，更渗透至社会文化成为必然，各种媒体不时提及即是明证。然而仔细想来，死生

大事虽为人生必然，但将之开创为一门学问令其成长壮大，其间却又充满各种偶然。此一华人世界新

兴学科可否持续发展而立于不败之地，值得有识者不断关注。

一、旅美学者的起心动念

（一）外在环境

生死学的问世无疑要归功于旅美学者傅伟勋教授，他在台北出版《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
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一书大为畅销，为其博得“生死学之父”的美名。他在自序中写道：

“我从美国现有的‘死亡学’研究成果，再进一步配合中国心性体认本位的生死智慧，演发一种我所

说的‘现代生死学’……这是我稍改原先书名（《死亡的尊严─现代人的死亡问题及其精神超克》）

……的主要理由。……本书是在再次开刀而又经过三个月电疗之后，还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写成的。

……我通过自己的生死体验，很想告诉大家，我们应该珍惜挚爱我们的人生，直到最后一天告别人生

为止……”

他又在引论中申述：“‘死亡学’是战后美国的一门新近学科，……这些年发展成为一项热门

……随着死亡学的研究发展，也逐渐有人提倡‘死亡教育’ ……，不少美国大学学院都纷纷开设‘死

亡与死亡过程’这类课程，……我执教‘死亡与死亡过程’这一门课已有十年，……依我个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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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课由宗教系开设，最为理想。”由于他长期任教于州立大学宗教系，接触到死亡课题属于偶然的必

然。此乃作者在美国高校安身立命的外在环境，亦即以宗教系教师身份开授死亡相关通识课，令洋邦

学子“超克死亡”。他虽在书中提出当时任教此道的九大课题，却始终停留在述而不作的地步，直到

自身罹癌必须直面死亡，方才起心动念著书立说。

（二）内心体验

谈生论死可以只是教学生涯的需要，不必然会纠结住切身处境，除非碰上生死攸关之事。傅教授

于耳顺之年罹癌大死一番，遂有如此内心体验：“我自幼少就很怕死……在病床上沉思冥想所获致的

结论，比海德格的实存分析还进一步，认为我们所谓‘怕死’，……寻根究底即不外是‘怕自己将要

完全失去世上所喜爱过的事物’ ……海德格对于死亡的实存分析，与佛教深化生死真谛为因缘或缘起

说法的理论结合，恐怕是揭示‘怕死’真相最有深度，也是最能发人深省的解释。此一解释可以当作

培养我们现代人的生死智慧的首要步骤。”诚哉斯言，哲学家傅伟勋的生死体征，无疑产生了一种宗

教性深度。

他对于哲学和宗教学的评价有所互补：“（我）所学所教的又是很有意义的哲学（学问的生命）

与宗教学（生命的学问），即使我这次罹患癌症，万一过不了关……，也是无可埋怨的。”对照于他的

自传《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所标榜：“‘学问的生命’指涉纯粹客观的学术探讨，……‘生命

的学问’则特指我们实存主体性的生命体验与探索及其哲理深化，重点摆在‘生命’上面；不过一旦

有了哲理深化，自然形成‘学问’。”有此自觉他才发心写书：“正因自己面临大难，更应珍惜余生，

好好写出有关生死问题及其精神探索的书，践行自己作为教授学者的人生使命……这是我撰这本书的

因缘。”

二、学科构建的条件因素

（一）社会风气

傅教授起心动念著书立说，意外地在20世纪末的台湾地区掀起一阵谈生论死的社会风气，三十多

年来至今未减，无疑是生死教育的良性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民间谈生论死跟社会风气渐开，

可谓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其实台湾地区早在生死学创立十四年前的1979年，即曾由卫生教育学者黄

松元引进美国的死亡学与死亡教育，但未形成普遍关注。为何后来出现生死学与生死教育却一夕爆

红？这或许跟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有关。犹记我于21世纪初在广播电视大学讲授“生死

学”一科，修习人数蔚为当年选修课程之首，而排名其次的则为“人生与理财”，可见社会人士心之

所向的两端。

生死话题虽仍不时为人们所忌讳，却也有更多“不怕死”的人激起好奇心；套句台湾地区流行的

话说，“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尤其成长于声光电化新媒体熏陶下的一代，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回想

我自生死学问世两年后，即于高校以此为名开授通识课，至今已近三十载，几乎总是最受学生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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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但在我的心目中，以通识课引领学子了生脱死是一回事，将生死学打造成为专门知识则是另一

回事。新兴学科构建必须可持续发展，此即傅教授所言“学问的生命”，偏向知识性探讨。然而生死

探问终究不能只是身外之事，还是要开出“生命的学问”途径。他的进路是宗教学，我则从应用哲学

走向拟似宗教之非宗教的“大智教化”。

（二）存在抉择

傅伟勋在自传中对个人学者生涯的起步有所诠释：“我在台大六年，……选定德国实存哲学以及

……实存主义为自己专修对象，乃是……我个性之中理性（哲学探索）与感性（文学音乐感受）强度

相等而又相克，……我攻读哲学的实际动机是在‘了解自己，克服自己’ ……经过四十年的学问磨

炼，……我这几年来经常强调，我们作为现代的教授学者，应该兼有‘纯一简易的（学问、人生）信

念’与‘多元开放的（思想、文化）胸襟’。”其自传出版于生死学专著七个月之后，系统性综述学者

生涯一连串的“存在抉择”，令人印象深刻。他笔下的“实存主义”即是存在主义，我也是因为读了

存在主义书籍后发心念哲学，可谓感同身受。

可惜的是傅教授因为罹癌而壮志未酬，于创立生死学三年后大去往生，全方位的学科构建终究未

及落实，仅提出一套宏图。不过话说回来，正是因为有了此等受到自身存在抉择的企图，生死学到头

来终能在华人世界开花结果。这可算是傅教授“择善固执”所结下的善果，他对此有所自觉：“如果

我不是自幼即有极端怕死的神经质倾向，恐怕就不会去专攻（东方）哲学与宗教学之类的（牟宗三先

生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很可能反会热衷于世俗世间的功名利禄吧。”由此可见，他晚年一心一意

创立生死学的强烈动机，正是导致“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我实现力量。力量加上契机，终于体现出

一门新兴学科的构建发展。

三、设立系所的因缘际会

（一）教团兴学

若说生死学的诞生属于偶然的必然，那么为其设立一个教学研究单位，则算得上是一系列必然的

偶然了。今日拥有学士、硕士、博士班级一应俱全的“南华大学生死学系”，在1997年初创时正式名

称为“南华管理学院生死学研究所”。当年我受到傅教授赏识，忝列为筹设新所成员之一；之后又承

蒙校长龚鹏程教授提携成为创所所长，其间之偶然性始终令我感到意外。就学术归类而言，我是应用

哲学学者，硕士、博士及评教授研究论文分别涉及生物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和护理学哲学。正是在钻

研护理哲理的道路上，我接触到医护伦理学以及更大范围的生命伦理学，似乎就此必然衔接上日后新

起的生命及生死教育。

早年南华学院位于台湾地区中南部阿里山脚下，校门左右两侧各书“佛光大学”和“南华管理学

院”二名，象征着彼此的关联。二十八年后的今天，佛光与南华分属两所大学，但皆为佛教教团所

有。教团兴学在台湾地区为普遍现象，我从学士读到硕博士的辅仁大学即为天主教教团所创，这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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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地区和1949年前的大陆随处可见。我常说生死学有三问：“我从何处来？我往那里去？活在当下

如何安身立命、了生脱死？”宗教信仰无不对前二者有所“许诺”，我所倡议推广的“大智教化”则针

对后者提出全方位的见解。个人近十年著书立说即在宣扬此道，藉以传播不问生前死后何去何从的儒

道融通现世主义“大智教”。

（二）课程设计

大智教的理想人格为“后现代儒道家”，实践“儒道融通”的现世观解，傅伟勋对此有所阐述：

“儒家倡导世俗世间的人伦道德，道家强调世界一切的自然无为，两者对于有关（创世、天启、彼岸、

鬼神，死后生命或灵魂之类）超自然或超越性的宗教问题无甚兴趣，顶多存而不论而已”。他并宣称

“庄子是心性体认本位的中国生死学的开创者”，然而一旦要针对佛教学校系所进行课程设计，却仍有

必要面面俱顾。这反映在他于设所计划书中提出的：“生死学之内涵，包含下列项目：1 .个体死亡学；

2 .面对人类共同命运与面临死亡之挑战的‘共命死亡学’；3 .环绕着死后生命或死后世界奥秘探索的

种种进路；4 .以‘爱’的表现贯穿‘生’与‘死’的生死学探索。”

傅伟勋的胸怀有容乃大，落实于课程规划共计十四门课；必修四门为：1 .儒道佛教的生死观；2 .
社会工作与生死体验；3 .世界生死学研究文献选读；4 .当代生死学研究论析。选修十门为：1 .死亡

法律学；2 .死亡社会学；3 .死亡与医疗伦理学；4 .临终关怀的理论与实务；5 .死亡的哲学人类学；

6 .死亡的比较民俗学；7 .死亡的比较宗教学；8 .科学与超心理学的死亡探讨；9 .死亡与文学；10 .死
亡与艺术。这些课程涉及自然、社会、人文三大知识领域，符合他心目中“具有新世纪科际整合意味

的探索理路”。“科际整合”指向跨领域的交叉学科，待我接手创所招生后，更扩大范围将课程规划分

列三大学群：1 .人文与宗教群；2 .社会与科技群；3 .教育与管理群，后者即为应用生死学。

四、生死教育的落地生根

（一）当局政策

在西方的学术传统内，一门成熟且独立的学科大致都有些基本要件，如作为共同体的学者、学

系、学会、学刊，等等，以及最重要的学科范式，亦即公认的相同信念。依此观之，生死学尚年轻且

缺乏共识，但这或许正是它的可造之处。深入考察，“生死学”其实有特称与通称之别；傅伟勋当年

所创立的乃是“现代生死学”，有其特定的架构和内涵；而一般高校所讲授的生死课，则大多为教师

的“各自表述，各取所需”。如今我国都有人探讨生死学和推广生死教育，但以其中的宗教背景而言，

肯定大异其趣。其实不止这端，两岸教育政策都很重视的“生命教育”又是另一例，彼此所触及的议

题只能“异中求同，同中存异”。

像台湾当局教育政策下的生命教育，起步时竟是移植天主教学校的伦理教育及宗教教育，相关史

书《台湾生命教育的发展历程》（徐敏雄）对此有专节讨论。这点不免受到社会质疑，主事者也不断

从善如流；但在民间护持生命教育的力量，仍以各种教团为大宗。当局推动生命教育比生死学诞生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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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年，但由于是既定政策，竟一步步将生死学收编。世纪初高中生命课纲草案即列有“生死关怀”

一科，与伦理、心理、宗教等相关课程并陈。被收编的好处是拥有讲台和资源，缺点则是受限于意理

不易发挥。特称的“生命教育”在2019年有了最新课纲，生死学被归入“终极关怀”课题内以落实生

死教育。

（二）多元呈现

好在新课纲只规范中小学课程，大专以上仍保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像我长期在本科上通识课“生

死学”，于硕士班开“生命教育研究”，无不彰显自我贞定下的自家本事，亦即“大智教化”。大学生

已是成年人，大智教化遂体现为生命教育的民间版、成人版、扩充版与升级版。对此我自2015年起连

续出版《大智教化》《学死生》《新生命教育》《新生死学》《宇宙与人生》等专书，不断将之发扬光

大。大智教化是生命教育的多元呈现，示人以“安身立命、了生脱死”之道；其中后者即归于生死学

与生死教育，我称之为“新生死学”，以“生命”与“关怀”为核心价值。专书文章已贴上微博“大

智教化院”，欢迎点阅参考。

“华人生死学与生死教育学会”凝聚起内地各行各业关注生老病死的志同道合伙伴，且日益成长

壮大，的确可喜可贺。“生死学”于1993年诞生在台湾地区至今历三十余载，傅伟勋于去世前将之打

造成中国“生命学”与西方“死亡学”的有机组合。我认为它具有“文理并重，东西兼治；物我齐

观，天人合一”的多元面貌，其中“天人物我”正是全方位生死教育的各个侧面，不可偏废。如今哲

人已远但后继有人，我国众多学者携手合作，共创生死学与生死教育的明天盛景当指日可待。我有幸

抛砖引玉，在此希望分享一份心得，认为生死学就像哲学那般，无需定于一尊，百家争鸣多元呈现始

能造福人群。

五、出入其间的个人见证

（一）主流方向

人生到处知何似，我涉足生死学虽纯属偶然，却因禀赋气质与之相互呼应而趋于必然，多年之后

唯有感恩惜福知足而已。不过也正是受到性情影响使然，我一向有意无意疏离主流甘于另类，以示

“我思故我在，我手写我心；著述以明志，存在即自知”。然则反身而诚，三十年下来无论如何还是在

主流方向上留下几丝雪泥鸿爪。像我所提出的生死学“一体五面向人学模式、四大专业”，以及殡葬

学“三大领域、九道方向”，大多已融入相关教材中，后者甚至更成为台湾地区礼仪师考授证照的教

育训练基本架构。凡此种种，皆可视为个人在生死学与生死教育、殡葬学与殡葬教育“虚实之间”的

微薄贡献。

虚实之间系指生死与殡葬课题分别具有“虚学”及“实学”性质；前者主要指涉人的生老病死之

种种，足以“各自表述，各取所需”；后者则紧钉在一门民生必需的行业，除了不脱行规之外，还涉

及大量行业产值，势必就事论事、在商言商。总而言之，我在台湾地区出版多种生死学教科书，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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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院校和广播电视大学开班授课，始终拈出“生物─心理─社会─伦理─灵性一体五面向人学模

式”及“生死教育、生死辅导、生死关怀、生死管理四大专业”为架构。而于殡葬专业则涵盖“殡葬

卫生学、殡葬管理学、殡葬文化学”三大知识领域，下分“公共卫生、卫生保健、心理卫生；行政管

理、企业管理、资源管理；历史文化、思想文化、礼俗文化”九道方向。

（二）另类思路

南华生死所草创之初，除了傅伟勋教授所提供的课程设计蓝图外，几乎没有任何足以参考的材

料，只能摸着石子过河，一步一脚印走着瞧。我在该所总共服务三年半，担任过一、三任所长，实质

贡献不多，守成而已，真正受益之处乃是个人思想上的精进。简单地说，我逐渐从阳性思维转向阴

性，自伦理学看就是从正义观转向关怀观；另一方面，自己也从西化学者朝向本土文化靠拢，走向儒

道融通途径。不过必须承认，我自有识之日起就感到内圣外王的儒家文化难以把握，反倒被道家的自

然无为思想深深吸引，至今尤甚。基于此点，大智教化的学术表述乃系“后科学人文自然主义华人应

用哲学”，简称“天然哲大智教”。

后现代思想主张“质疑主流，正视另类；肯定多元，尊重差异”，我遂认同傅教授所言“庄子是

心性体认本位的中国生死学的开创者”。“心性体认本位”无疑体现出情意大于认知的生命学问，而情

意面的哲学价值观用于生死抉择更是美学先于伦理学、美育重于德育的。百年前蔡元培提出“美育代

宗教说”，对今日内地关注生死学与生死教育的同道颇具启发意义。宗教信仰和礼教伦理有时不免浓

得化不开，若能代之以庄子的人生美学与清风明月般的美感教育，了生脱死就不致成为生命中难以承

受之重了。我衷心期望看见华人世界的生死观能够逐渐出现范式移转，不再始终拥抱儒家式的“加

法”人生，而尝试实践道家式的“减法”人生，“向死而生”方才足以彰显出难得的景深。

结 语：必然的偶然

这篇文章可视为一段必然的偶然之生命书写，年逾七旬的我在面对死生大事之际，心境已逐渐从

学者的纸上谈兵游移至思者的生死攸关。犹记四十年前读博期间巧得一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

主莫诺的自然哲学巨著《偶然与必然》，予我极大震撼。法国人莫诺用萨特式无神存在主义诠释其于

分子演化论上的创见，当时被视为“科学人文主义”的最佳表征，更获得《新闻周刊》选入二十世纪

百大著作之一。我的“后科学人文自然主义”正是受其启发而创，如今在谈生论死之际，似乎又隐约

感受到暮年余生下偶然与必然的张力。生死学与生死教育之于我，便是不断书写以自我疗愈和贞定，

毕生著述实属有感而发，为文字的生死流转下用心之所得，写出来跟有缘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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