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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間 曾 家達

從事心理治療工作 ,經常會遇到面臨死亡或面對死亡威脅的人 ,

他們面對的可能是 自己的死亡 ,或者是他們生命中一些重要人物的

死亡 ;另 外有一些求助 者並不是正式受到死亡的威脅 ,但他們的生

活卻是不斷地被死亡的恐懼或死亡的力量的陰影所限制 ,以致他們

不能充分地發揮他們生命的可能性 。這些人可能不斷地迴避死亡 ,

甚至否定死亡 ,但當人在/+命歷程中不接受死亡的客觀必然性 ,其

實也就是 同時在否定看生命的一個重要現實 ,不肯正視死亡其實就

是對生 命的
一

種背棄和糟蹋 ,沒有面對死的勇氣不能有盼望地生活。

這生死的問題顯 明地是超出了一個心理治療師所能全面照顧的

範疇 ,當中要求在哲學和神學方面的反省也非常艱巨 ,但從一個在

實務中接觸人類面對死亡時的經歷的人,心理治療師的觀察和反省 ,

以至個人在實存層面的體會 ,也許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以及對生死問

題的 了解會有一點幫助 ,使之更豐富 ,更深入 。

二 、死 亡狀態與死 亡過程

1.客 觀和絕對的死亡狀態

討論死亡問題的時候 ,很多人會將
「
生」和

「
死」想像為兩個

絕對和對立的狀態 ,以 為兩者之間有一道清晰的界線 。一般人如果

從醫學的側面去了解死亡 ,就會以為死亡是能夠可靠和準確地診斷

的狀態 ,有一些明確的診斷指標的 ,例 如腦細胞死亡就是其中一個

l1(要 指標 ;而從時間結構上去考慮的話 ,一般人相信人是在某一個

指定時刻進入死亡狀態的 ,這時刻之前就是生的狀態 ,之後就是不

可轉逆的死亡狀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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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人文科學的研究一般將垂黑自放在死亡過程 匕雨j不 是將死亡

當作一個絕對狀態去研究 。迋經我們或許需要將死亡狀態和死亡過

程的區分及其意義作一們交待 。污先要士旨出的就是死亡狀態是｛u1客

觀的事實 ,一般是透過醫學診斷 ,是一個糸色對的狀態 ,是不 叮〣轉

的 ,就算是接觸到有些報告關於 一些人在醫爭上己被診斷為死去然

後復狂自ㄅ人 ,也只會稱那個
「
死」為一個

「
近似死亡」flleardeath)

經驗 。這種對死亡的了解是將死亡的意義完全局限在身體範疇 內 ,

將身體的死亡等同了個 體的死亡 ;但倘若將死亡放在個 人經歷的側

面上來看 ,則 死亡作為一個局限於身體範疇的客觀和絕對狀態是 ′

個很不完整的 r解 。

2存有的幾個增面 :身體 、主觀存有 、社會存有

如果說死亡不單是身體範疇的事就是假設 r一種人觀 ;是相信

人的存有不 限於身體的存有 。例如我們現在獲悉某人離 世的消息 ,

他的身體被圈i定為已進入死亡的狀態 了 ,但這並不等同於他已進入

「
無有 (llUn七dng)的 狀態 ;他↗〡i前的作為仍然存在別人的記憶和懷

念中 ,他的 言行也許還影響右很多人和事 ,那人的身體死了但他在

這個意義 下是仍然存在的 。所以個人存有 (persUn㏕ bdng)除 r包括

身體承托 ●mbUdiment)之 外 ,亦有其社會存有 (sUd㏕ bd㎎)的｝付lrJl。

個人存有的土 Hj)部 分在他身骰死亡時亦停止運作 ,所有的經驗 、思

想和感受等都停 lLr,但他的 一切 言行作為社臼結構中存留的卻1可

以繼續存在和運作 ,並 且產生實質的效果 。這個社 會存有是山 一個

社會現實建構過程所產生的 ,道社會存有雖 與個人主觀存 有之︳:日 有

看一定白ㄅ關係 ,但其實是有看 一定的獨立性 。

當一個人的身體還未死亡時 ,他的主觀存有和社會存有中｜胡是

有看一個辯証 nㄅ 關係 。個人主觀地經驗到 自己存有是甚麼意義 ,與

客觀社會相對於 他而建構 出來 r句 存有意義 ,是 呵以有很大的距離 。

例如 ,一個政治領袖 自己對 白己的 一生有 ′們 t觀的體會 ,在他的

經歷中一性 ,I,要 的人物如家 人 、情人和朋友等 ,以 及一些重要的牛

如量年經驗 可能在他的主觀存有中有看一種在客觀地建構的社仲存

有中很不同的意義 ,這些」i活 部分在此人的社會存有中 .I能相對地

不重要 ,他的政治參與和 亓論反而更基要地界定看他的特性 。

3.客觀和絕對的死亡狀態是一個91經驗

當了解到人的存有是具備看這兩個不同而相對的府面時 ,究竟

死亡 Hl以 有甚麼意思昵 ?首先 ,死 亡作為一個客觀和絕對的狀態是

個 人不能夠經驗到的 。上文提及到那些經縻過
「
近似死亡」白ㄅ人賞

質 ├也算不得真 ll:經驗到死亡 ,因為這種經驗欠缺 了客觀界定死亡

狀態的 一些特質 ,就是絕對性和不 可轉逆性 。換句言舌說 ,真 正經驗

了//L亡 的 人是 不可姒〡ㄩ︳來向我們道〡I:死亡的經驗的 。因此 ,將死亡

作:為 一們客觀和糸色對臼ㄅ狀態時 ,它 祇能存在於客觀的社會意義建構

ll(界裡 ,山 第一者來析出及界定 ,對於死去的主僻 ,死亡是一個非

經驗 mUn一expe曲 nc° ,他最後能夠經驗的是一個邁 ︳r」 死亡狀態的歷

程 ,這亦是心理治療 所關懷的歷程 。

4.↗｜i死之間與時間糸

一

i構

假若將死亡歷 TN(放 在時間結構內考慮 ,即 是放在生和死這
﹉
兩個

絕對狀態的中間 ,則 間題馬上出現 U其實 ,現時對於
「

6士三」和
「
死」

的定義 尚未有 一致臼ㄅr解 ,就在醫肆上 ,性命究竟肚麼時候正式開

始仍 是 nf以爭論的 :是精 子與卵子糸占合的時候 ,還楚胎兒脫離了 母

體之後才算是獨立的↗ll命呢 ?至於死 ,現時的了解好像是比較清晰 ,

一般 是 指 向維持║ 命的重要活 f9J功能不能繼續連作〡｜↓,但其體 的

定義在近代醫學發展中也有看變化 ,ini旺 就算是界定 r這個死亡概

念 ,根據上文的分析 ,它 也只限於身體承托看臼ㄅ個 人存有的終結 ,

這個人有歷史的社 龠存有還是不會 自動終結 ,lil是 fl一個伸延 。

即使我們不王H!龠 界定生和死所引起的問題 ,假｝;殳 真的 有生死兩

個絕對狀態 ,我們 〡II嘗 試將死亡歷付放進 由這兩端所剒出的時間糸占

構中 ,則我們即 Hl發現一個 有趣的 llJ象 ,就是死亡 r69歷 (.I爭實上是

等〣於生命的歷程 ,Ⅱ｜〕是說在/Li命 形成的利那開始 ,這生命就不斷

步｜r.死 亡 ;換句 :舌 說 ,生 命的開展和死亡過程在時｜:∥ 糸占構上是處於

相 l1.I位置 ,是同︳︳寺發 r｛ ;的 ,整們過ㄗl既可視作死亡過程 ,也 lnl樣是

6｜ ;命的過程 。所以常我們純粹從這 (lF,l客 戰的時間糸占構 來了解 ,人的

一切活動和 一切↗lt活經驗 ,HF.是 發什在
「

6｛ t死 之〡:Ij」 U

一

騽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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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心理 分析的生 死結構 二 元性

以上的道理 ,似乎是簡單到了不得 ,人人都 可以明白 ,但重點

卻是人類生命所有活動之中都包藏了一個二元性 ,就是生的程序 ,

以及同時並存的死亡程序 ;在心理分析的學說中 ,也有一個近似的

精彩理論 ,心理分析學說認為 ,入的一切活動背後都有一個心理動

能 ldriv。 ,這個動能的根源就是人體蘊藏看的能量 6nergy)。 人類

透過呼吸飲食和新陳代謝製造了能量 ,這些能量推動看人的各項活

動 ,推動心理層面活動臼ㄅ能量 ,就 .ll做 心理能量 (psychicenergy)°

心理能量 可以表現為不同形式的心理動能 ,這些動能可以分為兩個

等類 :第一個稱為生命動能 m伯 dhve),包 括 r白 我 保存 、建造 、

生產 、繁殖 、創作 、愛護他人等方旖i;另 一個等類的動能稱為死亡

動能ωeathdrive),包 括了破壞 、殺戮 、仇恨 、摧毀等方面 。根據心

理分析人的行為是由這兩等類的動能所驅動 ,而這兩等類動能是有

看一個 辯証的關係 ,兩 者互相平衡以決定人類活動背後的意義和動

機 。人類 活動的動機極少是 單由一種動能所驅動 ,絕大 多數是 由生

和死兩種動能 g.L合 引致白ㄅ:既 沒有絕對純粹的生 ,也沒有絕對純粹

的死 。在心理治療的體會中 ,一種創造性 、建設性 、有愛意傾向或

表現 ,必 然連繫看一些破壞性 、摧毀性 、仇恨或侵擊的傾 向式表現

的 。比如 在人際關係中就沒有所謂純粹的愛 ,因愛在所有愛的關係

中都同︳｜寺包含看仇恨的情緒 。這些負面的情緒可能是競爭 、妒忌 、

不滿 、或 恐懼等 ,這π:是心理分析所強調的關係中的愛恨矛盾 。簡

言之 ,從這種對生死之間密切的辯証關係的了解 ,就 叮以知道要尋

求明瞭何 謂住命時 ,必須正視死亡是生命的另一面 ,或者說死亡是

生命所必然附帶的條件 。

6.死亡過 程作為 人類經驗

根據上文的理解 ,想像死亡作為 一個絕對狀態可能只是在概念

上有意義 的事 ,在人類實際經驗中 ,死 亡過程才是 一件 .l以關懷臼ㄅ

事 。人類 除了可以經驗 自己白ㄅ死亡過程外 ,也可以經驗到別人臼ㄅ死

亡過程 ,我們可以想像一 個人去經歷另一個人的死亡狀態 ,例 如說 ,

一個人的親人死了 ,雖然對死 了的人來說 ,起碼他身體承托的個人

存有是 絕對的死了 ,但這個未死的人所經驗的卻不是 一個絕對的狀

態 ,這 個親人的死在這個末死的人的 ︳́:活 世界中足 f9J態 和可愛的 。

在心理 治療中我們常見一些人在一個親人(比 如說父親 )去 世以後 ,

這 個 親 人 並 沒有因此從他的 世界中消失 ,他仍可對他有很人的影

響 。假 若他覺得從前沒有好好照顧 父親 ,他可能感到有需要把喪 禮

辦得隆重點 ,或盡力發揚光大父親的遺業以作補償 。就心 lIj分 析來
說 ,有些人會對已去世的親人有一種認同 ,表現在言語 、行為或態

度上 與這去世的親人相仿的現象 。這都反映出那個親人的去世對當

事人來 說只是從一種存在狀態進 入另一種存在狀態 ,他仍是經驗看
一個過 程 。

三 、死 亡的意義

1.聖經故事中的死亡

掣經 中最先出現死亡的字眼就是在創世記有關亞當和夏娃的故

事 。我們 小心思想這個故事的時候 ,可以提出一些重要的 問題 。首
先 ,當神 最先告訴亞當和亞娃說他們若吃掉分辨善惡知識樹的果子

就會死的時候 , 
「
死」對他們兩人來說是一件他們毫不認識的事 ,

是沒有任 何意義的 ,因為 他們 從未經歷過死亡 ,起碼沒有經歷過人

的死亡 ,所以他們根本不 可能 吵j白死亡為何物 。這裡就引起第一個

疑問 ,就是亞當和夏娃在接受神的警告時 ,究竟能否明白死亡是甚

麼意思呢 ?第二個可以提出的間題是 ,既然神說他們吃禁果的 日子

就會死 ,那麼 ,當 口所發 /l的牛 ,是不是就是死亡的意思 ?第三個

問題是 ,為什麼知識 (分辨善惡的知識 )之果和死亡中間要有清這種

絕對相連 的關係 ?

對第 一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但死亡對於人白ㄅ經驗來說 ,

最 呵怕的部 分之一 ,就 可能是它的
「
不可知」或

「
未知」的特性 U

亞當和夏娃所面對臼ㄅ警告就是 一項不可知的可能性 ,或許可以推測

到它是不好的 ,但實 質如何 ,卻是不知和不肯定的 。
至於 第一個間題 ,根據裂經的陳述 ,他們兩人吃 r禁果之後 ,

並沒有立時停 I｝ 二心跳呼吸或腦細胞死亡 ,反之 ,他們仍然繼續做 了

許多一督
一
情 ,甚至 6｜ ;兒 育女 ,但聖經確是清 楚地說吃的 日子就要死 ,

故此傳統教 會按字面意義推理相信亞當和夏●9+當時是已經死了 ,因

而賦予死亡一個定義 ,就是與生 命之源 (即神 )隔絕 ;認為違背神

的吩咐吃了禁果的那 日起他們兩人就和神隔絕了 ,還象徵地從樂園



中逐 了出去 。但這隔絕有甚麼意義呢?是否表示人和神就不再相干、

不再溝通 、不 lIl接觸呢 ?其實並非如此 ,神不單繼續和亞當夏娃 二

人有 往還 ,甚至和他們的後代都保持溝通 ,該隱和亞伯的故事中可

以清楚見到他們和神交往 、對話 、獻祭 、商討等 ,可見 ,這
「
隔 絕」

是 不 可 能 有 實 質 行為上的意義的 。傳統教會有人嘗 試將人類 世界

形而j上的間隔出一個靈性的區域 ,說神和人是在靈性意義上隔絕 ,說

甚 麼 神 聖 的 神與污穢的人不可能相容 ,但其實神人的相交活動不

斷繼續 。

要解答這個間題 ,也許先從第三個問題 入手會有些幫助 。當我

們想及
「
吃這果 子必死」的意義時 ,必然會聯想到知識和死亡的關

係 。山於聖經故事所描述〢l命樹的果 子和知識樹的果子都有兩種共

同特性 :都是
「
好作食物 ,悅人眼 日」 ;兩者唯一不同白ㄅ就是像蛇

所說的一般 ,知識樹的果子能令人眼 目明亮 ,如神能知善惡 。事實

上蛇在這方面並沒有說謊 ,他們吃了之後眼睛就 明亮了 ,知道 自己

赤身露骭 感到有善惡之分 ,意 識到 白己有惡 的部分 ,有不完美白ㄅ

負面部分 。當他們發現了 白己的這 一部分以後 ,就不能 再在樂園裡

上0舌 了 。

91l(樂園是甚麼意思呢 ?樂園其實就是量真 tl(＿ 界(thewUHdUf㏑ nU＿

cence)。 這量真世界中一切都是完美的 、毫無缺陷的 、美麗〡而永恒

的 。然而這量貝世界並非真的可以是永恒的 。從人類整體成長的過

程看來 ,每一個人如果要真正成長都必須離開這個童真 世界 。童真

世界 ,是 沒有死亡的概念臼ㄅ,起碼沒有絕對和不可轉逆的死亡 。例

如 ,在兒量白ㄅ動畫 (或稱卡通 )中我們常見的是主角們妥 火燒 、槍

擊 、水浸 、從高處墮下 、被重物所壓 、火藥傑炸等等災劫也不會死

去 ;只要 一搖身〤再是生龍活虎般再次活動了 。量真世界中所有事

情 fF.可 以補救 ,縱然經常遇到危險挫折 ,但仍然相信這世界基本上

是安全的 ,沒有真正不 可挽救的事 。巫婆的咒語永遠 可以解 除 ,遇

險的 上角永遠為人所救 ,善良美好的 一方是長勝的 ,結局一定是快

樂完美的 。量真 Lll界 將生活中美好 、i「 面和積極的事絕對化 了 ;所

有的醜惡 、腐蝕和敗壞都是暫時性和必成過去的 ,最後完全純美的

事物 可以獨立存在 。

但當 人離 FIl童 真 l+(界 後 ,就發現 世界原來並不是這樣 ┤山〡事 。

一
 .

生命中不但存有負面 、敗壞 、腐朽和黑暗的事情 ,這些事情甚至可

能是很強大有力的 ,一個人並非每 一次都能勝過 ,很多時會被這負

面的力量所制服 。其實 ,就在這瑾時候 ,人就真正面對任命的本質 ,

就是生命中死亡的一面 ,因為生命必然包括死亡 ,沒有死亡的生 命

在人的實際經歷中是不可能的 。回到亞當和夏娃白ㄅ故事中 ,他們得

到了知識 ,認清了世界中 本來就存在看的 iH負 或善惡兩面 ,就離開

了曚昧的童員世界 ,面對有死亡 ,要勞碌掙扎 、有危險和禍患的現

實 。從一個側面來說是死亡進 入了他們的 世界 ,但從另一個側雨i來

說是他們進 入了有死亡的現實 lll＿ 界 。

2.基督教的希望 :正 視死亡 、肯定位命

人進入
「
有死亡臼ㄅ現實世界後 ,就要經常面對生死兩面中間臼ㄅ

張力。人每 ﹊個行動都可以有選擇 ,這個選擇可能招致死亡腐朽 ,但

也可能實現生命積極臼ㄅ一面 。基督教有救贖的觀念 ,要將人從死亡

的限制中釋放出來 。傳統教會中有人認為聖經中的救贖是讓 人類可

以回到像未失落的樂園一般的完 美世界中 ,但根據以上對生死之間

的現實 了解 ,則救贖的意義可能有另一種詮釋 。

人有 了知識之後 ,離開了童真 世界 ,進入了成熟和有判斷力的

階段 ,人便要面對死亡 。在這║死之間的生活中 ,人並不是只可以

消極地接受生命中的黑暗 、敗壞和腐朽的部分 。基督教信仰中提供

了另一種選擇 :在面對 61:命 中必然的限制時 ,人類生命中正面橫極

的可能性也是很人的 。這種發展生活中積極一面的取向 ,用 聖經的

言吾言來說 ,就是彰顯神的榮耀 ;具體一黜就是要將神創造人時所賦

予他們那個神的形像—— 所有人都共有的 ,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深

層結構 ,是人存有的基本 色rUundUΓ bdn8)彰 顯出來 。生命的本身就

是這個神的形像的顯彰 ,表達或展示 。人之所以必征刻意地去進行

這事 ;就正因為 了解到tl命 中有死亡力量的制衡 ;在′1;死 兩個力量

對峙 ,互動和料纏中 ,人必須希意地去選擇 一個取向 ,才能從死亡

那 自然的腐蝕 、限制和厭迫中突破出來 。就是在這 i｜ :視死亡力 註的

過程中 ,神的形像才真正白ㄅ透過 人白ㄅ生活掙扎 ,顯露出它光輝 美善

的本質 。                        〡

人應當如何生活才 可以真 lI地實現神的形像呢 ?在人類生活處

境中 ,每一刻都存在并許多可能性 。其中 一些可能臼ㄅ選擇會包藏看

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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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負而i、 黑 l(H、 腐●虫臼ㄅmI能性較 多 ,另 一些選擇則更可能實現

較 多英善 、位極＿.k正 面的 .l能性 。人類很少會遇 兒一些絕對女r的或

絕對壞的選擇 ;在絕大 多數的情況下都是 .個 平衡式妥協 。由i↗︳:命

動 人的地 方就是容許人在,i些抉擇中不斷朝 ﹏個方向移動 ,雖然當

中不斷會 fl衝擊 、限制 、挑找 、委屈 、試練等等 ,人卻是有 可能本

看信心〡而i前進 ,唾i對這些困難中實現 白己存 fj的 表本 ,肯定〢i命的

意義 U

擊經 rl不少故薱都足陳述 人如何在眾 多r勺 困難局限中旺持 /｜ ;命

｜I;雨 i的 lll能 ,以致最終能克勝 片難和困境 ,將↗｜;命提昇和發 j芴 ,彰

顯出帝｜〡形像的榮 莢 U約伯在嗧觀世界的驟變中經呸對神 、對 〡
′
〡已 、

對 世界的快疑以至在最黑 l(1,r臼 〡｜、j候 亞建一種佔念 ,繼雨i引 ↑ .Illll新

生 ,就足災中 ﹋個好例 r;耶穌 也是在由j對 ｜
′
︳己′〡三命的懦 弱和 ;丫｛暗

〡l午 ,在客 9L(馬尼園的掙扎 後 ,〡 Ii在眾叛親離︳I、j〡而i對世界的指件中畔

持 ㄇ己的 llk〡 r!j,接受 r身卄｛｝r句 死亡是不 可避 兒的 ,繼而透過 .個 死

亡的過ㄗI!來 達成 自己↗〡t命中歧〃i極和美 汻的 ︴r,最後ㄗi建 立 r所 6︳ :

r句 可能性 ,!〔 U1.I以 說是 ｜︳:祝 死亡和 奇定生命的蚊精彩啟示 。

基 t手 教 r白救贈前不只限於從死亡力量中掙扎 ,而是指｜r〢 一什
-1史

豐盛的 6｜ ;命 ,這 個更甹盛的 /｜ :命 ,不是量真︳〡t界 中的美麗和諧 、平

靜安穩 ;近 性盛的生命足建 l/於 ′個充滿 r迫害 、誘惑 、人性懦 弱

和種種〡利〺的 ｜〡t界 中 ,i而 i史去║握這豐盛 6〡 ;命的 呵能是建牧於對擁

有 /｜ ;命 r臼 執祈 ,就如︳耶穌所｝〡︳r句 一個吊詭 :凡 要得看↗〡1命的就必先

要捨 棄/l命 U礿 :語 馬上好像 仃擇｛i開 題 ,但對真 ｜｜:經歷過這種 ｜́i′ !千 境

界的人來說 ,足 千真萬確的 ,右 一6曾經流行過 r白電影主題〡l︳ ｜(電

影
「
玫瑰 t｜ :熱」 TheRUse)中 (1 .段 歌詞 ,出頗能道 出這種態｝瑟 ,

它說 : 
「
那冉怕死亡的肅魂 ,永遠 不能肆何人 /︳ ;活」 (It’ s thesU㏕

af㏕ dUfd” ng,thatneverkarnSto live),人 必徂放棄︳的執右 ,接便 /,L

亡的 可能 ,*能 真真正 lI:地 ↗︳t′舌 ,而 H＿ 活得豐性宙富 U

3.6j三 命 r臼 執才
ˊ
i:從 扶督教到心 (l(冶療

根據耐i〡 ｝十占所記 ,耶穌 了j關 1命的
=論

,我們 可以吞出 ,↗ 〡;命

足不 口j以 抓 f｜ :r臼 ;對↗〡∴命緊供徬〞i:地去抓緊 r白 人反〡Πi會失去 /｜ ;命 U

然〡∩J告人能以 .們拚棄的態｝狂 ,不 執看於要擁 rI/〡 :命的時候 ,那
r〡 i

命使不僅能 有機會展 /JN出 來 ,而 且將龠足一 fFl更 豐盛的 ｜́;命。Bf.麼 ,

′｜;命的執看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有些 人〡忍為 ,生 命是行 lllll人 所應得

的束內 ,是 一個人所擁 彳j的 ,好像他 r/,允 帝一般 ,甚命｜忍為生命是

白己 ,klIi要的資蔗 ,所以不能輕易捨 爽 U但手實上 ｜́;命 n化 不是人去

做些 品麼來換取的 ;換句話說 ,/〡 i命娃不勞而i獲的東 1,●
,不是買 tI｜

來或賺〣來的 U它 是 .件發/I在人身土 r句 事 ,故此人收沒有權利 去

追 ,刊 些甚麼 。此外 ,行
lllIll人 其實都沒 rj,亦 不能參與決定 自己是否

需要 才j這生命 ,又 不能決定這生命的長短 。當 一個 人彳尐｝到↗｜;命時 ,

這 /l命就 自然包括了 I〡 :雨i和負而iU若待到 /li命 的人只顧 j妥 妥其中 美

好 r旳 部分而不接受其典｜白i部分是不可能 r白 ,這只會將↗｜i命扭 曲了 U

叩經中 也明顯 j妥 受 一個 弘實 ,就 ㄝㄉlrl人 在生 命中所領妥的機

會利〡”r能 ｛生是可以冇并 與的 ,耶穌所說的
「
好管家」 rr,(t,k:i中 ,大

概 lnl以 體會到耳曆穌對於人應常怎樣處尹〡!6〡 t命所 llIN予 的 .l能性的扶本

態｝逆。洧先生命的可能性 派不是 自己所擁 有的 ,只是 一些何︳〡︳托付

給人的 東西 ;而 每個 人所令r｛ 受到的內容足 Hl以 有相對 r白 牲午:︴ 或貪乏 U

這｛u1并川i蛙 不是 亞要的 ,最 亟要的是那人如何去處 i ll nij些 呵能性 。

一｛u寸 人如果想要甹宮 〡
.︳

己臼ㄅ生命 ,nl能 史〢險 U那 llnl將錢 91(在 地下

的僕 人就是選擇 r.種 好像是最安全和沒有風險的 方法 ;他 紅至可

以解 l,’
,逅 一切是為 r｜ :人的好處 ,然〡向i他 實在是浪女 r機白 ,糟蹋

了↗〡:命 。另外兩個僕 人｝｛吋足口了風險｜ㄇi待到 了收獲 U當然聖經 也捉

到 一些比較不冒險 r白 〢能 (給兌換銀錢 r白 人放款收對艾利七、),顯示

出↗︳∴命 冇不同層次臼ㄅ處 jHl。 最 人的身〡:過戉不幸就是將↗︳i命 r白 可能性

i(l沒 r。 這種生活的態｝愛 ,在現實 Ll界中足常 見的 。6:心則!治療中

也有很 多求助清有這種掙扎 ,就是 一方〡ㄇi很想抓緊現Ⅱ、
j｜
′
〡已所擁有

的 .切 ,一點不肯放 棄 ;另 方面不願 〢險去探求生命的用i征〔l＿lk,結

果就足把 自己的生命ll!葬 r,這才是 .lllll 死亡的生活方法 U牛 命中

最 田
l’

、
﹁r｜ㄅ倒不是歹t亡臼ㄅ1l)能 性 ,〡 nj是 ︳｛〡於對三I二 命負 IIIi口 f能性臼ㄅ懼〡山

i仃
j產 ↗︳;的 艮縮 、對 ĺ;命 l19理沒 、糟蹋和浪出 、不去由i對 ↗｜∴命所賦于

的 眾勿Hr能性 ,這 才娃死亡最惡毒的地方 。

心尹｜!治療 也經常指〡r!人 」i命中黑暗的地方 ,使人 fj” 無去面對

自己蝡弱和黑暗的 1ni,從 ｜而
一
啟示 〢『寸〡l(幣 生活取向和態 )麼 的 可能 ;

當 中 牽 涉 相 當 多的選擇和冒險 , 本般 都要求一個人放 棄 一些他 白



一
  可

—

￣    己執看的生活方式或習慣 ,從而擴闊他生活l+1界的死能性 ,實現人

性中較橫極的部分 ,這與以上所探討關於生死之間的看法非常吻合。

四 、對死 亡的恐懼

上文提到對死亡的恐懼 會局限 r生活的 可能 ,但人為何如此恐

懼死亡和死亡所代表的力量呢 ?其實透過人對死亡的恐懼可以引至     〡

對人白ㄅl活狀態有更深入臼ㄅr解 。

首先 ,死 亡是一種未知甚↑不 pJ知的事 。上述亞 當夏娃白句

故 事中也 可看到人類最先接觸到的是 一個空泛的概念 。人類一般對

於未知的爭都有 一定的恐懼 ,因為 未知的事是人不 能黨握 其規律 、

不能操縱或控制的 。如果有一些事是可以影響一個人生命中的重要

部分而又在他的知識和操縱之外 ,白 已就有 可能受 到 一些不可知不

可控制的事所傷害 ,他就僧感到焦慮和恐懼 。人在 這種處境中 一般

都會尋求對那些禽影響到 自己的外在事物進行操縱 ,而很 多時要操

縱這些情況是需要一些資料或知識的 ,有 了有關白ㄅ資料或知識 ,操

縱的 可能性就提高了 ,白 己避兄受損傷的可能就 更人 ,這就是 一般

人對未知的和不確定的事情的焦慮 。但死亡卻是一 frll人所共知的未

知 ,9昌  .個青認確定向ㄅ不確 :之 (amostweII-knUwnunknUwn,amUStcer一

t缸nlIl1certain〣 。它的真 iE內容雖然不是人能知悉 的 ,但一些 叮觀

察的破壞 、終結 、和摧毀卻是很多人經驗得到或想像得到的 。死亡到

臨的時候 ,好像很 多在生命中所珍惜 、所寶 貝 、所 認為有重要意義

的部 分都將永遠失去 。

死亡固然有其未知和 可知的部分 ,但它更可怕的部 分是它的絕

對性 和不 可逆 轉性 ;相對於個人來說 ,死亡更是完全不可控制的事 ,

就 如 生 命 的賦予 一般 ,死亡是發生在人身上的事 ,當事者很多時

是無從估 計或控制的 U

1.信心

基督教信仰中對於未知和不能控制的事有一種態度 。人的可能

反應並不 單限於恐懼無助的感覺 ;信就是人在面對未知和不可控制

的事出現︳｜寺,給 予人勇氣和開啟新的可能性 。人生命中所有重要的

抉擇 ,差不多都是在沒有足夠的夤料的情況下作出的 。在這些抉擇

中 ,一個人一般都不能將處境中所有因素都控制得到 ;很少的事是

一個人可以有絕對把握或百分之百的保証的 ,無 論是做生意 、發展

和別人的 關係 ,或其他計劃營謀 ,都沒有絕對成功的保証 。很多人

就在面臨這些抉擇時希望能掌握更多資料或作好更多準備 ,以求對

處境有較好的控制 ;但一般 都 不能如他們所期望的實現 。6jl命 其實

就是一場不斷進行的信心遊戲 ,每一段落都要求信心的投入 ,一切

都是 牧於有限已知的事情 ,來面對另一些 未知白ㄅ事情 ,這就是信的

本質 ;而只有本看這種信念去冒險的人才能真正體會生命的豐盛 。

那些 :古｝要對一切確知以及要能控制處境才願前進的人是不可能 真正

充分地位活的 。所以說對未知和不能控制的死亡所產生的恐懼 ,就

因為它榾來對生命的埋沒和糟蹋 ,這可能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

2.意義建構過程——超越死亡的可能

當然從常 lHl的 角度希 ,死亡好像是一件絕對白ㄅ事 ,對人一生所

作所為實行了全面的推翻 、否決和終結 ,信心也好像只能在個人有

生之年給予勇氣和開啟新境界 ,但事實上是否如此呢 ?正如上文所

說 ,死亡不等於一切變為無有 ;它 百r能 只是一個轉易 ,從一個狀態

轉易到另一個狀態 ;它是否代表人生一切意義的終極就要視 乎當事

人白ㄅ意義建構過程才能判定 。例 如 ,在革命運動中 ,很多人以此為

一生終極理想 ;他可能在革命未成功前已經去世 ,不過 ,他 6j:前 的

作為以至他的死為這理想帶來的員獻是可積累的 ,死亡並不能否決

他生命的豐富意義 ,反而是將它擴張和提昇了 。基 督教 對於個人

的 白我有一種 r解 ,就是個體只是屬神的單體或神國度中的一員 ,

個人的意義建構是可以連繫到 人類整體的存有基本上 。倘 若一個人

在生命中追尋的終極意義是與一個揧體緊密相連 ,那麼 ,個人生命

的終結並不能終結 、否決或推翻這個人生命的意義 。很 多人都在 白

己生命中確切地掌握了牡命終極的追尋 ,也體會到這追尋是和一個

人類的 單體緊連在一起的 。既然如此 ,那麼不論這追尋是以宗教 、

政治 、藝術或其他形態呈現 ,它都是將那人帶出了常理世界 r臼 局限 ,

走 出 r死 亡的意義否決之外了 。既然死亡只是威脅看身體承托的

個人主觀存有 ,個人若將 白己的 6I;活 世界建構在 白我局限之外 ,緊

連於人類毫體和歷史 ,則個體的死亡是可以超越的 。



3懼怕死亡 、否定 死亡與永生的追求

剛才提到透過意義建構的途徑去超越死亡 ,是指示看一種生活

白勻取 向 U每個人需要在 白己白ㄅ生命中掌握 自己生命的終極追尋 ,但

亦有很多人執看於對生命的擁 有 ,不願面向死亡的絕對性 。其實甚

麼是擁有呢 ?人對 世界事物的擁有其實也就限於生死之間 ;而 且所

謂擁有 ,可能只是一個 社會制度或法律上的概念 U假 如有人買了一

本書卻沒有讀過 ,相對於一個在圖書館借 了這書來看完的人 ,他是

擁有這書呢 ?還是沒有 ?生 命的擁有也有些相似 ,重點不在於形式

上的擁有 ,而是去經驗 ;能夠有更人的容量去經驗驗生命 ,顯然比

所謂擁有較多較長的生命更有意思。一個滿足於生命內容豐盛的人 ,

對 於 何 時
一
死 去可能沒有太大的執看 ;他可以接受死亡有可能隨時

來臨 ,每一刻的生命都是不可重複 。每個時刻就只有一個機會將生

命盡情發揮 ,每刻都有一種
「
此刻死去 ,沒有遺憾」的從容態度 ,

這樣 ,生命才能無障礙地充實 U

但很多人並非用這樣的態度去生活 ;他們每刻的生活都是假設

白己會繼續活下去 。聖經也曾指出這種態度的虛幻 ;將來是不可知

的 ,死亡可以隨時到臨 。這並不是說人不可以有計劃 。其實 ,聖經

也很強調希望 ,但所有對將來的希老都是建基於這個不確定性的

正視 。然而不少人卻不願意接受生命的局限 ,不願接受將來的不確

定性 ,不願意接妥死亡的實在性 。白古以來人們透過問 卜、求簽 、

煉丹 、求仙 、求長生不死 、立遺囑以求將 白己白ㄅ影響 伸 延 到 死 後

等 ,企圖去否定生命的局限 ,排除生命的隨機或然性 ,否定個體死亡

的必然性 ,糸吉果只是令 自己無法誠實地直i對此/l以及充充實實地生

活 U基督教傳統中也有人按聖經白ㄅ字面意思解釋永生 ,以為是生命

客觀地在時間上永恒的伸延下去 。永生當然是生命的伸延 ,但倒j不

一定是在時間上 ,史大的可能是在意義上的伸延 。當人使用常理世

界的語言去描繪一些深層的經歷時 ,經常都會用空間和時間結構來

作比喻 。讋如形容愛是多麼
「
深」 ,是

「
地久天長」 ;說神是

「
在

天上」白ㄅ文字等;這些都是比喻語言用以表達一些大幅度 、高濃度 、

令人傾倒的經歷 ,不一定是指客觀的時間或空間的伸延 , 如果明

白到聖經比喻語言的本質 ,我們對永生就可能有另一種了解 。

五 、超越死 亡——澓 活和永生

永生的恿義有不同的層面 ,其中一個就是在↗︳﹉命中尋 求超越 ,

超越生命的限制 及局限 ,但這當然是建基在生命本身所賦予的司能

性 ,將生命的可能性作極至白ㄅ發揮或伸延 ;這伸延是無限的 ,好像

水平線 ′樣 ,不斷走前 ,但它依然是繼續展開的 U

在基督教白ㄅ討論中 ,永狂是相對於死亡的局限 ;永 /i就是超越

了死亡 ,而超 越死亡的起點就是面對死亡。耶穌就﹉是
‘
先選擇 了死亡 ,

進 入 了 它 白ㄅ領域 ,經歷其中的 黑暗 、限制和妥協 ,然後重〡ㄩ〡生命

裡 面 ;而這個生命就是經過這些轉變 ,超越了常理世 界 結 構 的 局

限 ,這 生 命不是以一種形態永遠繼續 卜去。聖經用神話語言 ,從變化

面貌 、受死 、復活後顯現 ,及不升大去代表生命形態白ㄅ轉易及不斷

超越 。這種永生的意義有異於一般人以為在時間上的伸延 ,也不是

一般人冀求以什殖後代去延續 白己生命的某部分 ,或是以遺矚吩咐

去伸延 白己的活動和影響力 ,而是正視生命轉 易的本質 ,在有限的

時空中創建無限的內容和意義 。

復活與垂生——基 督教與心理治療

如果說永生是ti命的伸延 ,是對死亡的超越 ,而文說永生的起

點是 面對死亡 ,則 進入死亡的領域後重回生命是必需白ㄅU在生命的

負面部分 ,直接由人的行動去實現出來白ㄅ就是罪 ,即是人在生活處

境面臨自ㄅ抉擇中 ,沒有選擇最好的可能 。這種不完美的選擇止實踐

r死 亡的可能性 ,同 時壓縮和妥協 了生命顯彰的機會 。但罪倒j是 不

可避兒的 ,每個人在一/+的抉擇中 ,不可能不出現錯誤 ,因 此不可

能始終完全都是只實踐↗〡

一

命的美善 。每個人都犯 了罪 ,〡而J罪並不能

透過 個人努力去解決 ;換句話說 ,既然人不 可能單靠 一己的努力去

體現生命白ㄅ完美 ,聖經啟示的出路是要透過一種
「
放棄」白ㄅ態度 ,人

要先承認單靠 白己的努力不能成功 ,;需一
要神的恩典 ,神的恐典就是

在生命中已經賦予給 人的眾 多可能性 ,包括了作為具有神的形像的

人的生活可能性 ,更 包括了與人相交中所發揮比個人生命境界史大

的可能性 U這個單體概念從創 Ll(記中提到人獨片不好 ,需要配偶 ,

以至要生養眾多 ,及 今後來選民 、神國和教會的組合 ,都是指示出

入類 口j能最終是單體性的 。其中最亟要的就是當一些有不完美部分

的人生活在 一起的時候 ,大家 .l以承認和面對大家不完善的部分 ,



互相 幫助對方去克服這些不完美 。當然這些不完美不能完全克服 ,

但整體卻是有可能透過一同努力趨向完美 ,使人類生活正面的可能

性可以得到發揮 ,這也是神的恩典白ㄅ部分具體表現 ,幫助個 人超越

本身的局限 。

了解到基 督教的救贖的翼體性意義後 ,就可以在這背景中討論

個人克勝死 亡而重生的可能性 U重生並不是指身體的再生 ,而是指

生命取向的重整 。這個重點在耶穌與尼哥底母論重生的過程可以較

清楚地看到 。生命取向的重整很多時都涉及在人際關係中承認 自己

的不完美 ,然後與其他人一起去面對和尋求改善 。心理治療在結構

上是很相似的過程 ,都是讓人在人際關係中面對 自己白ㄅ黑暗一面 ,

在接納和協助下尋求出路 ,重建 自己的生活 ,這個生命取向重整的

可能就正 是人類生命的一種特色 ,是超越死亡可能性白ㄅ條件 。

復活和重生在現實生活中的意義就是從死亡的局限中掙脫出來。

當人到達 ︷個階段 ,生命眾多的 可能性都好像受到限制 ,人就感覺

到了絕境 ,客 觀地 好像是沒有解決辦法了 。在這 些處境中 ,生命中

負面的力量 好像是極 其強大 ,人 好像是束手無策 ;但在′心理治療

的經歷中 ,往往看見當事人在重新審視 白己自ㄅ生活 ,面對 自己的黑

暗的當兒 ,漸漸走出一條出路 ,將 自己整個 /=命處境重整 ,不可能

的成 r可能 ;原先好像牢不 可破的結構亦起了變化 。在這重整的裡

面 ,人就基於生命所賦予的可能 而開啟了 +￣9的 出路和新的可能性 ,

重新回到生命中 。這個生命的重整可能包括 r對過往的事賦予新的

意義 ;對將來有了新白ㄅ希望 ,以致對現時 的生活也有了新白ㄅ態度 ,

從絕望困境中回到滿有 盼望和活力的新生 ,這就是心理治療中所見

的重生 。

由此看來 ,心理治療是有 一個宗教 向度的 ,就是透過與人深切

的接觸 ,使人感受到生命是不斷可以重整的 ;從生命的負面部分 ,

即是死亡世界的部分中掙脫出來 ,開啟了一個更積極 、更有力白ㄅ生

命 ,使人能實現生命的眾多可能性和豐盛 。

在這裡有一點須要強調 :′ 心理治療並非要取代其他形式白ㄅ個人

反省或信仰反省 。其實在很多情況中 ,世俗的心理治療往往忽略了 ＿

對人的整全關懷 ;很多時太偏 重於某些心理部分 ,例 如理性思想 、

情緒 、自我形像或人際關係等 ,這些關懷當然也可帶來一定程度的

重整 ,可 以給予人新生的希望 ,但這重整是不完整白ㄅ,一個完整白ㄅ

重整 ,是須要關懷人生活處境白ㄅ整體 ,包括人 白己所建構的世界以

及覆蓋他的社會和歷史背景 。帶看這種整全關懷的治療 ,可能已不

適宜稱作心理治療 r,或許稱為
「
人理治療」但nthrUpUtllerapy)會

更適 L9J。

六 、總結

作為一篇探討死亡白ㄅ文章 ,首先要澄清死亡的概念和辨清死亡

狀態 和死亡過程白ㄅ分別 ;繼而指出死亡對人的 可能意義 ;進 而提出

死與生兩者中間不可分割的關係 ,生與死白ㄅ力量如 何 在 人 生 中 交

錯 ;接看就是把人生定位在生死之間。住命的豐富內容及其可愛白ㄅ地

方 ,就正好在生死之間的掙扎裡衍生出來 。人類的生命歷程中要擁

有對生命可能性的盼望以及面對死亡的容量和勇氣 ,才會令生命有

真正的充實 。對死之恐懼的克服 ,亦建 基於對死亡的正面了解 U其

實 ,人越發恐怕 、逃避或否定死亡 ,就越發容讓死亡的力量有更大

的機會去腐倉虫和壓制人的生命 。

最後討論 了心理治療作為一種克勝人 /l黑暗面的方法 ,指出在

此過程中它讓生命 叮以發揮史大的可能性 。但心理治療並不是唯 一

的途徑 ,甚至很多時不是一個完整的方法 ,但它到底是其中 ﹎種釋

放生命白ㄅ程序 。心理治療工作者要止視人實存的關懷 ,並透過助人

掌握生命中的終極關懷的過程 ,去達至 一個對人整全白ㄅ照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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