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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相關名詞意義 

 

 

一、 助念意涵 

助念，簡單地說就是助人念佛，而幫助的對象是臨終者，包

括意識清楚的臨終病人與陷入彌留或已經斷氣的死者。 

助念通常是念「阿彌陀佛」四字，通常往生者斷氣後，在助

念團尚未到達前，通常是由亡者家屬自行開啟念佛機（佛教文物

店有販售，小型者單手可握，攜帶及使用方便），家人隨著念佛

機在亡者耳旁念，音量應適中，以清楚、順耳、自然為原則；每

念佛半小時至四十分鐘，可將念佛機聲音轉小放在亡者聽得到之

處，家屬暫停助念，這時家屬要以智慧開導亡者，可輪流上前向

亡者話別，以誠心、愛心來引導亡者萬緣放下，專心念佛，要亡

者一心嚮往阿彌陀佛的極樂國土，要鼓勵亡者念佛，開導完畢再

調轉、稍微放大念佛機音量，家屬繼續為亡者助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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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亡者正經歷地、水、火、風四大崩離的痛苦，但其耳識

尚存，家屬熟悉的聲音讓亡者感到安慰，繼而容易聽從其家屬苦

心的規勸，跟著念佛機或家屬念佛聲來專心念佛。但此時最大的

忌諱，是去碰觸亡者身體，即使這時輕輕地碰一下亡者的手指，

對亡者來說都是莫大的痛苦，此時應依據佛法、懇切的對亡者開

導，這樣才是對亡者真正的助益。 

各家屬理智地向亡者感恩、致謝之後，要鼓勵、祝福亡者努

力念「阿彌陀佛」往生西方淨土，因為佛經上介紹的極樂世界是

那麼殊勝，通常當亡者明白，去到極樂世界可以有神通、隨時看

望在世的親人，甚至為他們家人祈福時，有智慧的亡者多能頓悟、

而誠心隨眾念佛。 

在助念團到達之前，先由家屬自行助念，等受過訓練的助念

團到達後，就可關掉念佛機，由助念團來帶唱「阿彌陀佛」佛號

並開導亡者。如此把握亡者斷氣後八小時的黃金時間，在家人、

助念團的如法助念、開導下，真的常可讓亡者心開意解、面容出

現瑞相，繼而使亡者離苦得樂、往生西方，可見助念力量之宏大。 

本研究指以財團法人正德社會福利慈善基金會的西方蓮社臺

北分社之助念志工、義工為主要訪問對象，而目前此團體之助念

對象皆以已經斷氣之往生者為限，且須為參加正德之會員或會員

之二等親內方有資格接受助念。助念地點多是在臨終者家中的床

前，或是醫院的病房、助念室或太平間。 

關於助念方式多是圍繞在剛往生者的遺體旁念佛、開示，或

者只對著亡者牌位助念，有時則是在亡者舉辦告別式時來為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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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念。助念時間一班為兩小時，以被助念對像是會員抑或是會員

的一親等或二親等來決定助念班數，通常是助念一至三班。若交

通路程較遠者以助念一班為原則。還有晚上十點以後不出班助

念。這些就是本研究主要之訪談志工所屬助念團目前的助念規範。 

二、 志工 

(一) 志工之一般定義 

志工即志願服務者，關於其定義，諸多學者有甚多不同之闡

述，研究者歸納如下： 

1. 對於國內而言 

(1) 「志願服務」（volunteeringorvoluntaryservice）這

個名詞是近代才由歐美傳入，且對於用詞及定義在國內外

相關志願服務的文獻中也有所不同。 

在中文方面常見的用詞包括：志願服務、志願工作、

志願工作者、志工、義工…等（楊淑玲，1996）。為方便

起見，本文大多採用「志工」一詞來涵蓋志願服務者…等

詞。 

(2) 依我國「志願服務法」第三條：「民眾出於自由

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律責任，秉誠心以知識、體能、

勞力、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不以獲取報酬為目

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

助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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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外對志工之定義 

(1) 聯合國經社委員會（1959）的定義為「凡是有組

織、有目的、有方法的在調整與增進個人對於環境適應的

工作，稱為社會服務，而參與者因個人志趣所近，而不計

較酬勞收入者，稱為志願工作人員。」（轉引自蔡漢賢，

1980）。 

(2) 全美社會工作百科全書（1987）─志願服務是指

那些沒有報酬，自由奉獻志願服務組織的人們，志從事各

種類型的社會福利。包括家庭、兒童福利、教育、心理衛

生、休閒娛樂、社區發展及住宅與都市更新等方面之工作。 

(3) 英國志工中心年度調查報告─志願服務是一種奉

獻時間、不受報酬、以幫助他人，會對環境有義為目的的

活動」（Billis＆Harris,1996）。 

(二) 臺灣志工相關之近年統計分析 

臺灣志工參加志願服務的動機方面，根據臺北市社區暨志願

服務推廣中心資料顯示（2008）： 

國人當志工的動機有充實自己、使命感、好奇心、積陰德、

學以致用、助人為樂、打發時間、認識朋友、利益考量、懺悔贖

罪、認同機構、體驗生命、自我成長、自我考驗。也可將動機分

類為自我實現、社會壓力、社會潮流、同儕影響、政策鼓勵、宗

教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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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人未參加志願服務的原因是沒有時間、沒有想過、健康

不佳、無法獲得訊息、沒有伴、無適合服務的地方、家人反對。 

(三) 佛教界對行作志工者之看法與教化 

1. 慧通師父在《正德法情-正德志工應有的認知》中說： 

「人命在呼吸間，世間無有可樂者。唯有善用人身，做好人

生規劃，才不枉到人世走一遭。」這提醒我們生命之無常，我們

需善加把握。 

再者，上文又說：「來正德擔任志工，行做種種功德，值遇

嚴師上常下律法師，諄諄教誨，精持禁戒，不犯威儀，故能當正

德志工，是累世積來的福報。」 

當志工除了是前世的福報，還有十種功德。一者色相莊嚴。

二者身體健康。三者音聲微妙。四者遠離三毒。五者出外無災。

六者種族尊貴。七者富貴自在。八者命終生天。九者體無垢染。

十者速證圓寂。當志工有此十大功德，故知：當志工來幫助眾生，

其實最大受益者是自己。 

2. 演如師父在《觀世音菩薩靈感實錄—助念篇》說到： 

「參加每一項志工工作，都是在累積我們個人的往生資糧。

尤其西方蓮社志工，將來往生時，先前被我們助念往生西方的亡

者，都會知來接引我們到西方，再加上蓮友的助念，這一拉一推

的力量，要往生西方就非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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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先幫別人助念，等我們自己往生時，先前被我們助

念往生西方的亡者，都會來接引我們到西方，故知參加助念志工

工作，的確是在累積我們個人的往生資糧。 

又助人往生西方世界，是救渡亡者萬劫、萬世免於惡道輪迴

受苦，功德是無量無邊。故於往生後的重要時刻，助念志工去幫

亡者助念，在時機因緣俱足之下，加上以慈悲虔誠的心意專心念

佛，才能把亡者推升至西方；誠如西諺所說：「及時一針，勝於

九針」，就是說明「把握關鍵時刻去做對的事情」的重要性。 

三、 生命觀、關係圓融 

(一) 生命觀 

生命觀指的是受訪助念志工對生、老、病、死以及「無常」

五項的認知與見解。他們對於上列五項屬於大多數人所必經之過

程（因為也有人一出生或幼兒期就夭折死亡，未必經歷老、病），

是否因受訪者個人之年齡、性別、健康情形、生活背景不同，而

有不同程度悲觀、樂觀的生命觀（或人生觀）？ 

受訪者對「個人、他人與全宇宙下一秒會有何變化不可測」

之無常現象，他能坦然面對嗎？是時時提醒自己無常（通常是指

一般人所不喜歡的變化，例如：原本身體健康卻突然發現自己得

癌症）隨時有可能發生，抑或得過且過、迷糊過日子？ 

一般人排斥去接近剛死亡之人，其原因不外乎怕被傳染病菌

（例如以前的 SARS 風波），或民間習俗所謂的怕「沖煞」到、

怕「帶來黴運」等；然而助念志工們，不畏世俗的異樣眼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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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頭殼壞掉、走火入魔才去幫死人助念？），勇敢而堅持地前

去助念，他們是抱著什麼信念？這種勇敢的性格，是不是受其生

命觀之影響呢？ 

(二) 關係圓融 

現今每個人要在社會上生存，免不了要在職場上與同事、上

司、下屬、客戶等人發生互動，或者要在家庭中與配偶、父母、

子女、親戚等人發生互動，這些日常生活的互動關係良好，常常

處於信任、關懷、讚美、感恩的氣氛；則事業順利、家庭美滿，

人人稱羨；反之，若關係衝突、緊張、猜忌、互相傷害，則兩敗

俱傷、甚至同歸於盡。 

關係圓融之重要性，有確切的事例如下。1978 年的某一天，

MelburnMcBroom 所駕駛的飛機正飛近 Portland，突然他發現降落

裝置有問題。於是他讓飛機在上空迴旋，並一邊處理出問題的裝

置。就在這個過程中，飛機的油料錶已接近零，但副駕駛因平時

就已畏懼 Melburn，因此在此緊要關頭他敢出聲來提醒 Melburn

嗎？副駕駛並不敢。結果飛機墜落，並導致十人死亡（林榮春，

1998）。上述情形在我們的生活經驗中，或許不致於有如此血淋

淋的教訓，但類似的故事，您是不是有看過，或聽過類似的事件

呢？ 

一個脾氣暴戾古怪、常惡言相向的同伴，其破壞力可能造成

家庭、組織無法彌補的損失。相對的，我們若能訓練自己善於管

理情緒，培養自己冷靜、理智的習慣，進而成為具有同理心、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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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別人發揮潛在優點者，那麼對組織、家庭成員之成長一定有正

面之影響。 

本研究想瞭解助念志工們在年齡、性別、生活背景不同之狀

況下，因其個人之助念時間長短不同，其關係圓融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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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死學之研究 

 

 

人類日常生活是一個有意義、安全的、無危險的世界，可是

一旦人們面臨到各種邊緣情境，也就是面對關聯性及其意義的喪

失，人們對世界的體認便開始動搖，產生對日常生活的質疑。這

時，人們必須透過一套更深遠的意義系統來獲得支持，而宗教便

扮演了這個被期待的角色。 

凡是人皆會死亡，而死亡將人帶進了最斷裂的狀態之中，對

馬克斯和佛洛依德來說，「死亡」即被視為宗教的根源。（王千

慧，2004）。張文初（1996）認為「死亡的存在創造了宗教信仰」，

亦即對生死問題的探索，是宗教必須存在的理由。科技雖進步，

但對死亡層面之瞭解，仍是干涉不了且無能為力，因此宗教探索

者採取具有高度宗教性之生活方式，依此宗教信仰應付人生種種

苦難憂患。 

在歷史的發展中，佛教始終致力於人的生命體驗與生死關

懷，是要指引人們洞察生命的本質而徹悟人生實相。佛教的臨終

關懷、助念，是要讓亡者與生者都能超越生死而兩相安；佛陀的

臨終瞻病，是以法的佈施來助其安詳的解脫。臨終陪伴或助念是

相互感情交流，更要增進彼此的生死悟境，能相互增進對生命真

諦的體驗。（鄭志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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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生死書》（1996）作者索甲仁波切也說只有當我們學

會面對死亡，我們才能學會生命中重要的課題，學會面對自己並

與自我達成協議。 

奧修大師在《死亡的幻象》（謙達那譯，1999）一書中提到，

發生在人類頭腦最大的災難就是他反對死亡。反對死亡意味著你

將會錯過那個偉大的奧秘，反對死亡同時意味著你將會錯過生命

本身，因為它們深深地互相牽連在一起，它們並不是分開的兩者。

生命是成長，死亡是它的開花。旅程和目標並不是分開的，目標

是旅程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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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助念的宗教內涵及各教派教義 

 

 

一、 佛教宗教內涵 

佛教六波羅蜜為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若，「波

羅蜜」為梵語，譯作「度」，即「到彼岸」之意。菩薩乘著六波

羅蜜船，能載運眾生及自身，從生死的此岸，到達涅槃的彼岸。

修習六波羅蜜主要是實踐菩薩的悲智精神，故可稱之為菩薩行。

故知佈施在菩薩行中為六度之首。何謂佈施，《大乘義章》記載，

將己之財分佈於他，是名為布；綴己以惠人，名之為施（張寶春，

2005）。助念也是一種佈施，亦即菩薩行。而大悲是菩薩行的動

機，救世是菩薩行的精隨所在，佛教認為「慈悲為佛道之根本」

（鳩摩羅什譯，1985），以慈悲和愛為出發點的利他行為是佛教

最重要的主題。（引自張寶春，2005） 

助念在佛教志工而言，是很重要的一項功課，也是平常修習

佛法的實踐，度人且度己矣。再者，佛教的實踐體系（行），是

在意義體系（智）的基礎上發展的，是一個解、行並重的過程。

作為一個宗教結構必須有信仰，但佛教的信仰是建立在理智的基

礎上，信仰與理智在修行過程中是相輔相成的。故龍樹菩薩

（150-250A.D.）的名言：「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度。」

（陳曼玲，1993）這也說明行菩薩道或幫人助念時，信仰與理智

是並重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文獻探討 

30 

對於助念的研究，釋果定（2002）認為助念的理論是根據重

要的淨土經典《佛說阿彌陀經》與《觀無量壽經》而來，經典中

「臨終正念」、「十念稱名」以及「惡人往生」的概念是助念的

基礎。而將臨終念佛確實轉為臨終助念者，則是民國初年的印光

大師（王千蕙，2004）。 

二、 各教派概述 

現以各法師之教導分別說明如下─ 

(一) 印光大師1（1862-1940）曾說： 

成就一眾生往生西方，即是成就一眾生作佛，此等功德何可

思議。而印光大師，提到為什麼念佛人多往生人少？大師開示那

是因為愚癡無知，只求來生人天福報，或不生慚愧，常行不孝不

慈，不忠不義等事，心與佛背所致。但眾生若肯改過遷善念佛，

佛決定於彼臨終親垂接引也。故念佛者，不可存福報之心，而當

以猛利直前，往生西方，為了脫生死之妙法。 

故知，無論念佛或助念，斷不可存福報之心；若有真信切願，

至誠念佛，無一不住生者。又，助人即是助己，救人即是救己，

因果昭彰，絲毫不爽。若己身有災，無人為助，果能稱念聖號，

亦定蒙佛菩薩冥加祐護。 

(二) 印順法師2開示： 

                                                 
1 註：民國二十九年，示寂於靈巖山寺，世壽七十九。荼毘後，得五色舍利花及舍利珠無數。

師一生操守弘毅，學行俱優，感化甚廣，被譽為民國以來淨土第一尊宿。坊間有印光大師文

鈔及印光大師全集行世。（整理自佛光山編撰之佛光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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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學佛，都是念佛，想往生西方；好像離開這個世界就

好了。我們在人間，沒有一個人是單獨的，都會和人有關係，所

以，修學佛法不但要使自己得到好處，也要讓許多人得到好處。

我們學佛法，不要想到升天法。我在《增壹阿含經》看到「諸佛

皆出人間，終不在天上成佛也」，很有感觸，在人間才能修行、

成佛。 

修行這個事，不要把它縮小範圍，也不要以為只有打坐、拜

懺才是修行，其他的都不是修行。譬如發菩提心、佈施、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都是修行的項目。修行也要從信願、

發慈悲心開始，盡自己最大力量，在人群中做利益事。（慈濟月

刊第 463 期，編輯部整理，2005） 

(三) 常律法師3開示助念的意義： 

「為亡者助念，助人往生西方世界，等於成就未來一尊佛，

助念功德誠為世界最大功德！」常律法師認為助念是一種義務工

作，人人理應參與，責無旁貸。因為每個家庭都會遇到親人或長

輩往生，但我們總不能遇有親人往生就一味要求別人或佛教團體

為親人助念，而自己都不參加助念，這樣之自私行為有違良知良

能。關於因果關係，今天種下我助人往生西方的因，將來必得人

                                                                                                                                      
2 註：1906-2005 上印下順導師俗姓張，名鹿芹，浙江省海寧縣人，生於清德宗光緒三十二

年（西元一九○六年，歲次丙午）清明前一日。於民國九十四年六月四日，導師於正念寂靜

中安詳捨報。 
3 註：1951 年出生於台灣省彰化市。自幼家貧，即發願有生之年救渡貧病。上常下律法師

1986 年創辦「正德社會福利慈善基金會」，先後於國內外創立免費看診慈善中醫院；及提

供往生後事服務的正德西方蓮社。期以佛法淨化人心，創造祥和社會；以佛教慈悲大願，廣

渡世間有情，解脫生死輪迴之果報，同登西方極樂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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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往生西方的果；今天種下我不為人助念的因，將來必得人不

為我助念的果。 

如果能為眾生助念，幫助眾生往生西方，則眾生都會感恩於

你。於生時，會保佑你一生平安吉祥，無災無難；於死時，更會

保佑你往生西方。（因果治病改命法，常律法師著） 

(四) 聖嚴師父4： 

聖嚴師父認為，「助念」主要是為了關懷臨命終時的人以及

剛往生的人，希望藉由我們至誠的念佛，使臨終的人保持正念，

且生起正信、正知、正見，發願往生西方極樂世界，到阿彌陀佛

的蓮池海會。 

在《地藏菩薩本願經》也提到，若亡者的後人為其做一切佛

事，佈施、設齋、供養，誦地藏菩薩聖號或誦《地藏經》，存亡

二者均能獲大利益。在《無量壽經》中也提到：「若有眾生住大

乘者，向無量壽，乃至十念，願生其國，聞甚深法，即生信解，

乃至獲得一念淨心，發一念心，念於彼佛，此人臨命終時，如在

夢中，見阿彌陀佛，定生彼國，得不退轉，無上菩提。」 

為他人助念，所得功德他人只能得七分之一，助念者本身得

七分之六，所以助念其實是為自己而念。「佛法這麼好，知道的

                                                 
4 註：聖嚴法師 1930 年出生於中國江蘇省南通縣。十三歲出家，曾於台灣高雄山中閉關六

年，嗣後留學日本，1975 年獲得立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法師所推動的理念是，提昇人的

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主張以教育完成關懷的任務，以關懷達到教育的目的。自喻為「風雪

中的行腳僧」，曾獲選為「四百年來台灣最具影響力的五十位人士」之一。2009 年 2 月 3
日圓寂，聖嚴法師遺言要求身後事務必簡約，靈堂只掛一幅輓額「寂滅為樂」，懇辭花與輓

聯，並強調不可辦成喪事，而是一場莊嚴的佛事，遺言最後並加附偈語：「無事忙中老，空

裡有哭笑，本來沒有我，生死皆可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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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麼少，誤解的人這麼多。」因著這樣一個單純的信念，聖嚴

法師創辦了法鼓山。法鼓山就在聖嚴法師的帶領下，立足台灣，

以漢傳佛教為根本，不斷朝國際化、多元化的目標邁進。所以助

念次數愈多，念佛機會也愈多，結的善緣也就愈廣。在現世也能

立即得到眾多利益，如家庭和睦、兒孫聰明孝順、事業順利、身

體健康，除了拜助念功德所賜，也可說是一種感應；而且多念佛，

人品也會隨之成長。（法鼓雜誌第 69 期） 

(五) 慧律法師5： 

慧律法師講述「助念」之意義，他認為極樂世界固然具有種

種莊嚴，但並非人人皆得往生。為何？因命終之際，畢生所為，

歷歷在目，業力強者先牽，惡業重，下三途；善業多，生人天。

念佛工深，方得往生西方。可知命終念佛之要緊；此外，我們平

日就須奠定佛種。 

慧律法師引述《群疑論》雲，有十種情形，臨終不得念佛。

例如：一者善友未遇；二者業苦纏身；三者中風失語；…；九者

軍陣戰鬥；十者高巖傷命。這些情形，尋常可見。因此，莫心存

僥倖，當於平日奠定佛種，否則，欲臨終十念，實非易事。 

(六) 惟覺師父6： 

                                                 
5 註：台灣雲林縣人氏，一九五二年出生於雲林縣四湖林厝村，俗名林益謙。大學畢業後，

法師繼續深造於鳳山佛教蓮社淨土專宗研究所，研究淨土宗。六十八年，於鳳山佛教蓮社依

煮雲老法師座下披剃出家，剃度法號慧律。民國七十二年元月至七十三年七月，法師任美濃

雷音寺住持。民國七十八年高雄文殊講堂落成啟用，慧律法師任住持。 
6 註：字號知安，法名惟覺，四川省營山縣人；少受儒家教育，深研佛理，1963 年依靈源長

老披剃於基隆十方大覺禪寺。後於南投創建中台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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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覺師父以簡單明白的話來說明「助念」。助念就是一般人

所謂的「臨終關懷」。因為人在臨終的時候，心中會感到煩惱、

恐怖，做不了主，就如一場惡夢。這時，如果旁邊有人助念，臨

終的人聽到「南無阿彌陀佛」的念佛聲，心就能安定下來，也跟

著念佛，心裡恐怖的境界很快就能轉過來了。如果最後一念在念

佛中往生了，就能超生到天上或淨土，這就是助念最高的目的及

意義。 

三、 助念之服務內容與重點 

本文再研究助念服務之內容與重點提要。關於助念是很大的

一門學問，若無大德高僧的教導與開示，世人多半不解如何助念

甚至心存排斥；殊不知，瞭解助念的重要性，就像瞭解急難救助

專線是 119 一樣地簡單有效，而且無常來時通常是讓人措手不及。 

人的壽命有限，每個人總有自己往生的時候，而且在自己往

生之前，大多會經歷心愛的人（甚或動物）往生之痛，所以在面

臨生離死別的時分，我們除了本能的哭泣流淚、傷痛欲絕之外，

應學會如何助念（或自己往生時如何提起正念），如此才能把握

往生時的黃金時間而順利往生西方極樂世界或往生善道。 

研究者以虔誠的心，重點整理印光大師、常律法師、聖嚴師

父三位師父對助念方法的慈悲開示如下： 

(一) 印光大師開示臨終三大要： 

1. 善巧開導安慰，令生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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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勸病人，放下一切，一心念佛，如有應交代事，速令交代，

交代後，便置之度外，即作我今將隨佛往生佛國想，以志誠念佛

之心，必定感佛大發慈悲，親垂接引，令得往生。 

2. 大家換班念佛，以助淨念—— 

病人心力孱弱，不易長念，此時全仗他人相助，方能得力。

須知肯助人淨念往生，亦得人助念之報，成就一人往生淨土，即

是成就一眾生作佛。助念宜分班，法器惟用引磐，念佛不快不慢

字字分明。 

3. 切戒搬動哭泣，以防誤事—— 

病人將終之時，正是凡、聖、人、鬼分判之際，只可以佛號

開導彼之神識，不可洗澡、換衣、移動、哭泣，任彼如何坐臥，

決定帶業往生。 

(二) 常律法師： 

我們應知每位亡者，剛往生的時候，其情緒及心情，可謂複

雜萬分，時而悲傷、苦惱、懼怕、執著、恐怖，千愁萬緒湧上心

頭，此時亡者最需要聽到如法溫馨的開示，才能定靜下來。亡者

定靜之後，一心隨著大眾念佛。當亡者萬念放空、萬緣放下，只

要一分鐘的時間內，專心誠意地隨著大眾念十句阿彌陀佛，即得

阿彌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極樂世界。一分鐘時間，就可以決定一

個亡者於萬劫世要去受的命運，所以，這十個鐘頭的助念開示，

是非常重要，對亡者可謂是生生世世解脫生死輪迴痛苦的一件大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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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律法師曾開示過，亡者經助念開示後，眼睛、嘴巴定可閉

合，臉部定會微笑、紅潤，出現全身為酥軟的瑞相，表示助念有

成效，亡者往生西方定會出現此三種瑞相的。我們有很多證據可

以證明，開示比助念重要很多。《中國生死書》（常律法師，2007）

關於這一點，研究者在父親往生當天，聽到他老人家堅定、莊嚴

地隨眾念著「阿彌陀佛」，即有「亡者念佛」瑞相；同時也出現

上述兩種瑞相（眼嘴閉合、臉部微笑），讓我看到助念的功德殊

勝，我非常地感恩。 

(三) 聖嚴師父談助念的規則： 

既然我們相信人死後，神識仍未離開身體，所以正常的助念

時間是十二個小時。怎麼念法呢？要連續地念「南無阿彌陀佛」

六字洪名。以一種莊嚴、肅穆，而又和諧、安寧的聲音，輕輕地

念。使得病人能在安詳、恬靜、怡悅、自在的情況下往生。至於

引磬，也要輕輕地敲，不要太用力。連續念六字洪名，每次接替

換班時，也維持同樣的速度與聲浪，直到助念結束之前，始轉「阿

彌陀佛」四字佛號，然後接迴向偈：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蓮華

為父母；花開見佛物悟無生，不退菩薩為伴侶。（1986 講於農禪

寺念佛會助念團‧錢果甦整理） 

上述三位大師的說明，有助於我們對助念的瞭解。再者，依

據往生者捨報時間的不同，我們可依往生者其所處狀態來做適當

的助念、開示，同時把握黃金時間在往生四十九天內，以往生者

名義來施作功德（例如：念佛、頌經迴向，放生，或法佈施、財

佈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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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將助念分為三（陳錫琦，2000）： 

1. 臨終助念：由臨終徵兆出現開始即為其開導，自此不斷念

誦佛號，直到捨報為止。 

2. 捨報後八到十二小時內之助念：人剛捨報時，外息看似斷

氣，但實則內息尚存，神識脫離肉體的時間還會持續八到

十二小時。亡者雖然身體失去作用，但神識仍能聽到開導

及佛號，依之升起正念。 

3. 中陰助念：當神識脫離身體後，亡者會有三天半的時間處

於昏迷狀態；三天半後神識復甦，此時中陰身會依過去世

的業力因緣投生於六道之中。換句話說，亡者若沒有把握

好捨報一念往生淨土的機會，仍可在三天半後至四十九天

之間予以助念。 

最後關於助念對喪親者之影響，奧修大師提到，當你摯愛的

親人去世了，那也是一種你自身的死；因為他已涉入了你生命中

的某個部分，他的死，也意味著某部分你的死《死亡的幻象》（奧

修大師，1999）。 

對家屬來說，助念的意義不只是助念團員給予的支持，也包

括助念所富有的完整宗教意涵。宗教指出一個神聖的、可欲的彼

岸，而人們可以為此努力。各種助念往生的故事與經驗，給予人

們往生的信心，使得不可避免的死亡，成為有選擇的往生淨土（王

千蕙，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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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助念儀式的念佛過程，給予了一個幫助親人的方法及生

死情感傳達的通道，這過程讓喪親者由「親人死亡」的悲傷轉換

成「親人即將往生到一個很美好地方」的心像支持。 

助念過程中的念佛誦經迴向的引導亦提供一種社會學習的模

仿方式，讓喪親者延續此一方式，繼續成為幫親人及自身調適悲

傷、安定內心的一個方式。亦即在喪親者悲傷療癒的歷程中，助

念扮演一道從「失落的死亡世界」到「希望的彼岸世界」的連結

與轉換之橋樑（謝雯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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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助念相關研究分析 

 

 

潘素卿（1996）就佛教徒的死亡觀念與生命意義之關係研究

及其在諮商上的應用，結果發現： 

1. 死亡觀念對佛教徒的生命意義產生影響--佛教徒認為要珍

惜生命和提升人格，將修行、諸惡莫作、學菩薩行徑做為生命努

力的目標，對死亡預作準備，思考如何超越死亡的恐懼。 

2. 佛教徒因應死亡事件後有投入臨終關懷等調適結果。 

陳香婷（2001）從訪談慈濟志工中指出，參與慈濟服務之後，

家庭問題獲得解決、心理困境、生活態度與生命意義獲得改變、

興起淨化人心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培養勇於承擔的氣魄。 

賴榮堂（2007）對雪廬老人李炳南先生（1890-1986）有關助

念方面的研究提到，雪廬老人提倡組織佛化家庭，推動三代同修，

而且強調「白衣學佛不離世法，必須敦倫盡份」；他教導學生「家

庭即是共修道場」，三代同修是促使家庭融洽、和睦的重要力量。

遇到家中成員將辭世時，能於最緊要之時刻，發動家族平時共修

之力，如法助念使其提起正念，心不顛倒，順利往生。 

許良后（2006）訪談正德社會福利慈善基金會的「西方蓮社」

高雄總社助念志工之研究指出，助念團志工參與助念後，除了對

於後事處理知識、技巧的提昇以外，其個人成長有生命價值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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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如：珍惜生命、精進修行、坦然面對死亡；生活態度的轉變

如：學會反省、覺察自我、增進自我價值感；人際間對待方式的

轉變如：增加同理心、體諒他人、尊重別人、反省自己為人。子

女的行為及能力的增長如：溝通能力的提昇等。亦即助念志工因

為正視死亡不期到來的事實，所以能夠冷靜反思人生的意義與價

值，追求圓融的人際關係外，更重要的實踐「用心過好每一天」

的態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