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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書獻給

我的先母   陳上敏女士

因她，我走過憂傷，

使我經歷生命的淬鍊及主無限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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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牧關懷看傷逝

第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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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會經歷很多工作、健康、財富、地位等等的失落，但

在所有的「失去」中，最大的傷痛莫過於失去摯愛的家人。我們首

先瞭解與「哀傷」相關的名詞與定義，因為不同的詞代表不同的意

義。「喪失或失落（Loss）」是指失去曾經擁有的人事物，因為不

曾擁有也就沒有所謂的失去；「哀傷或悲傷（Grief）」是指因喪失

而經歷一連串身心靈反應，會有許多憂愁傷痛；「傷逝或喪慟

（Bereavement）」是因親友死亡帶來的哀傷。「失落」指的是失去

的本身；「哀傷」是指因失去所帶來的反應；而「傷逝」指的是因

死亡引起的哀傷。

面對親友過世，中國人在感情表達上向來比較含蓄，不容易流

露悲傷的情緒。也有人因對基督教信仰的認知和實踐的誤解，帶給

自己和他人無形的枷鎖和壓抑。我有次聽到支持小組的組員分享，

她先生罹患癌症從發病到離世只有短短四個月，夫婦兩人在那段時

間都因家人帶領而信主；先生離世後不久，有位老牧師到家中探望

妻子，她說出自己心中的疑惑和憤怒：為何神沒有聽她的禱告，醫

治先生的病？當下，老牧師斥責她，不可以這樣以不尊重神的態度

埋怨神，要她當下向神道歉。她只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不僅心中的

困惑沒有解決，甚至二度受傷。老牧師是一片好意來探訪和聆聽姊

妹的心聲，但因為沒有體諒到她也有人性情感，需要經過一段面對

處理的過程，才能展現老牧師所說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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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傷逝的迷思

談到傷逝，一般人可能有一些困惑或迷思之處：

‧迷思一：眼淚和憂愁是弱者的表現。

‧迷思二：哀傷是不正常的徵兆和心理疾病。

‧迷思三：哀傷階段／過程是可預測的。

‧迷思四：盡可能地快點結束哀傷。

‧迷思五：在哀傷中，沒有人可以幫助我。

‧迷思六：哀傷會隨時間自動復原。

‧迷思七；有信心的基督徒不需經歷哀傷的過程。

成熟的基督徒真的不需要傷逝的過程，只需靠著主而剛強嗎？

「男兒有淚不輕彈」，落淚就是弱者的表現嗎？

中國的詩人蘇軾在妻子過世十年後，寫下一首文情並茂的「江

城子」，深刻表達他對亡妻的思念之情。即使經過十年，他仍然非

常懷念妻子，以眼淚、心慟、孤寂、荒涼、懷念等字眼來表達心中

的哀傷與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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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西方神學家魯益師（C.S. Lewis），也在失去

他所愛的妻子後，用文字描述喪妻之後的悲傷與痛苦思緒。

悲傷就像轟炸機在盤旋，

每次它經過頭上時便投下炸彈，

身體的痛苦則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對陣地的壓制砲火：

連續不斷從不間歇。

思緒不是靜態的，痛苦卻是。

不論是東方人或西方人，不論是男或女，是老或少，失去了摯

愛的人都會感到哀傷，撼動身心靈。傷逝者若在信仰或是文化的影

響之下，對傷逝沒有正確的認識，就有可能壓抑著心中的哀傷。

一位組員的先生突然心肌梗塞，短短幾個鐘頭就過世了，

教會的弟兄姊妹去到她家，希望能安慰、幫助她。她那時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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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過，然而當時人多又有不熟的人在場，她真的很難哭出來。

喪禮完當天，她難過地坐在那裡哭，有人就安慰她說：「其實

妳應該感到安慰，因為妳先生現在在天上好得無比⋯⋯妳應該

釋懷。」當時候她很想講一句話：「既然天堂如此好，那你為

什麼不去？」想要關懷他人，可能要先考量在喪禮結束之時，

是否適合講這些道理。

一位組員和太太是教會非常重要和忠心的同工，也是小組

長，夫妻原都是一起服事。後來，太太突然過世，先生變成單

親，但仍要帶領原來的小組，服事的對象都是夫婦。在他太太

過世沒多久，他一面帶著傷痛，還要一面籌備年終的小組退修

會。若你身為牧者，會不會想：這對於剛剛經歷傷逝的他，是

否過於困難和殘忍？

筆者先前看到一些關懷者在面對傷逝者哀傷難過得無法自拔

時，以為自己的責任就是帶領傷逝者到神面前恢復他們信心，希望

他們能夠一直很剛強，或是希望過了一段時間就能像聖經所說的靠

主剛強，站立得穩；也有很多牧者增加傷逝者的事奉，以為這樣可

以讓他／她沒有時間去想念逝者。事實上，時間並不一定能醫治一

切，若傷逝者可以接受建設性的引導，就比較能夠接受傷逝、面對

傷逝。但若關懷者因認知有限，做了一些不正確的事情，反而可能

對傷逝者造成更深的傷害。所以關懷者需要站在傷逝者的立場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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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處在哪個歷程？有哪些層面的需要？在本書中，筆者會陸

續說明哀傷的歷程及每個歷程可能的需要。

其實這些迷思，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

‧迷思一：眼淚和憂愁是弱者的表現？

 哀傷是正常的，不是不正常或弱者的表現，反而願意面對哀

傷代表勇於面對困難和痛苦。一般而言，失去所愛的人若不

舉哀，可能才是不正常的表現。

‧迷思二：哀傷是不正常徵兆和心理疾病？

 哀傷不是疾病，因有愛的關係，哀傷的現象是失落時的正常

表徵。但若長時間的哀傷沒有去處理，就可能造成不正常的

後果。

‧迷思三：哀傷的階段／過程是可預測的？

 哀傷的情緒像高低起伏的波浪，有時實在是無法自我掌控。

若是有適當的處理哀傷情緒，情緒雖有高低起伏，但不穩定

的情緒可以逐漸縮短起伏的差距，趨於穩定。因每個人的生

活背景與經歷不同，每個人的哀傷過程也都是獨特的。

‧迷思四：要盡可能快點結束哀傷？

 失落帶來的哀傷需要時間和空間來處理，面對痛苦引起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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