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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焉知生死 
 

一. 千年長嘆 

1． 季路問孔夫子；「何謂死亡？」孔子：「未知生，焉知死！」 

（1） 孔子這樣回答，因這問題不易下結論。 

（2） 孔子認為：死是一門比生更深奧的學問。 

2． 儒家著重：建構現實的群體生活和社會秩序為目標。 

3． 但並非絕不談「死」。例：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過，至於死得如何，似乎不再多說。 

 

二. 儒家談死，都賦與道德價值： 

（1）《論語》「生事之以禮‧死事之以禮、祭之以禮」 

（2）《中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3）重於泰山、輕於鴻毛 ──  將道德意識無限擴展，以價值來論生死。 

           例：在戰亂的年代，以死論英雄。 

（4） 儒家「生死觀」： 

主張：立德、立功、立言，而實現生命的「不朽」（永垂不朽） 

             從而由「怕死」、「不甘死」、轉化為「安死」 

             所謂「不朽」── 對於死者來說已不存在意義，只剩下的，是後人 

                                                 的評價與彰揚，以及對後人的感召和教化而已。 

 

三. 從宗哲看生死  

1. 儒家 ----  重生輕死 

2. 佛家 ----  生死並列 

《華嚴經》：「是日已過，命亦隨減」 

                  意：一天又過去了，生命亦隨之減少 。 

                           應該念念不忘人生無常，切莫虛度光陰。 

3. 道家 ----  生死並列 

道家也如佛家敢於面對死亡，並從不同的角度幫助世人尋求解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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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齊生死‧順自然 

          「齊生死」：不重生輕死，也不因生而樂，因死而哀。 即生死是自然的事。 

4. 基督教 ---- 重生亦重死 

(1) 先回應佛家以上的話：(不忘人生無常，切莫虛度光陰)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

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詩 90:10)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 90:12) 

(2) 基督徒在世的使命： 

使命一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

在天上的父。」(太 5:16)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

13:34-35) 

使命二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 28:19-20) 

(3) 基督徒天上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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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啟 14: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做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

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啟 2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