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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助念志工在不斷為往生者助念後，他們的生命觀及關係圓融

度有所轉變，這些轉變的原因是伴隨著助念過程的儀式經過、助

念瑞相的發現、時常親臨死亡現場、志工佛學素養的增加等成長

過程而慢慢地轉變。 

尤其是親眼目睹助念瑞相的發生最為直接有力，因為諸多瑞

相是無法用科學來解釋的現象；唯有助念的力量及佛法無邊，造

成了助念後的瑞相，而這種目睹「神蹟」的感動與震撼力量，就

是改變助念志工生命觀及關係圓融度的最大原因。 

本文歸納出助念志工在長期為人助念之後，其生命觀及關係

圓融度的轉變如下： 

一、 助念瑞相，不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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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研究者實地訪談十一位助念志工後發現，亡者經過虔誠如

法的助念之後，最常看到的瑞相是面容安祥、變年輕、微笑、臉

色紅潤、全身柔軟。若亡者死亡時原本是臉色慘白或是身體發黑、

眼嘴張開…等狀態者，更可明顯看出助念後大不相同，面相常會

改變很多，而這種好的轉變，就是助念的功效。 

然而往生時，能否有蓮友來助念，也需看因緣而造化。有的

道場有會員限制，必須先加入會員才有資格申請助念；有的助念

團有時間限制，例如晚上十點以後不能助念。以本文訪談之助念

志工所隸屬之助念團而言，目前不限會員的有諾那精舍、法鼓山

助念團以及圓山蓮社。（詳本文之附錄）。 

總之，最好自己平常要修行，常念阿彌陀佛，多研習佛法，

念念與佛相應，那麼無論是自己往生或有親友往生時，我們可自

度或度人，在助念團到達之前，家人幫助亡者先念佛。所以最好

每一戶都有一兩位家人學會助念，這樣有家人往生才不會慌了手

腳，除了把握黃金八小時先幫亡者提起正念，再者帶領家人一同

助念，更能感動亡者跟著家人一起念佛。當然，若能得助念團之

助念，那麼更有福報，則往者現瑞相、往生西方的機會更是得以

提升。 

二、 寂滅為樂，不再輪迴 

一般認為死亡是很恐怖、很痛苦的事，但對深入佛法者而言，

死亡是很快樂的事，因為死亡使我們脫離這個五濁惡世，不再受

生、老、病、死之苦；倘若得以往生淨土，則可換得清淨身，脫

離六道輪迴之苦。我們不要害怕死亡，但平常也要努力累積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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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糧，要行六度：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若能

擔任助念志工多去幫人助念，則助人離苦得樂，其功德大矣！將

來自己往生時，亦容易有助念團前來助念，那麼死亡將能得到真

正解脫、往生阿彌陀佛淨土。 

三、 深信切願，念佛要深 

由助念志工親眼目睹助念後所產生之瑞相，我們瞭解到人要

往生西方並非那麼困難，佛菩薩慈悲不斷示現，給我們很大的信

心。所謂「深信切願者必得往生，品位高下在念佛深淺」，我們

要有信心，要發願往生西方，還要專心用心地念佛，則不但可往

生西方，還可提昇自己的品位。 

有一位訪談的助念志工非常精進，助念、修行都下很深的功

夫，他就是希望自己往生時能有上品上生的品位，這種認真的精

神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四、 風不止而樹茁壯，親不待而勤助念 

我們與其活在痛失父母、親人的哀傷中，不如化悲憤為力量，

努力認真幫人助念，這樣不但可慈悲助人，而且助念功德尚可庇

蔭過世親人，幫助他們超薦提升、離苦得樂，這種積極、虔誠的

力量，一定會感動天地。助念不但可利益眾生，自己其實成長最

多、收穫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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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肉體幻滅，神識仍在 

由助念後，亡者面容改變、甚至亡者會跟著念佛，表示其實

亡者剛斷氣時，耳識仍然存在。所以亡者聽到開示佛法、親人及

蓮友的念佛時，能夠心開意解、容貌祥和，甚至跟著大眾念佛。

這也是阿彌陀佛大悲願的慈悲示現：只要臨終提起正念，念十聲

阿彌陀佛，必得往生西方極樂世界，助念功德大矣哉！ 

六、 莫存僥倖，平日勤修 

我們需知道一個生病的人，要念一句阿彌陀佛是很困難的。

尤其我們人生在世，常因無知而犯了罪而不自知，例如殺生罪…

等，萬一我們往生時業障現前，欲臨終十念而不可得，難保我們

自己不會墜入六道輪迴，可憐是否得再生為人身都不可知。因此，

我們切莫心存僥倖，一定要實在修行，老實念佛，才有機會往生

淨土、離苦得樂。 

七、 助念志工，不與人爭 

人生無常，人命脆危，助念志工常接近死亡現場，為亡者助

念，常能因此提醒自己把握生命，修行佛法以求他日往生。因為

有著遠大宏偉的目標，助念志工生活態度比較超然，依循佛義自

然不喜與人爭吵，平日佈施、忍辱自可關係圓融。 

助念志工要緊的是念佛、行善佈施，不喜歡浪費時間與人計

較長短是非，這樣慈悲、認真的志工一定能獲得大多人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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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提起正念，安定亡靈 

凡人都沒有死亡的經驗，人死的時候，內心大多是散亂惶恐

的，我們幫人助念的目的就是要去安定亡者的心。所以我們的念

頭會影響到亡者的念頭，助念志工的起心動念，第一要注意不能

擾眾；助念志工要把心放空，不作其他想，要以至誠懇切的心，

把佛號一句一句念清楚，這樣才能感召亡者一起念佛及諸佛菩薩

現前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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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過程及目標，希望藉著學術文獻上有關助念的探討，

並透過實地訪問十一位助念志工，期對社會大眾欲瞭解助念、佛

學者有一個薰修的指引；對於尚未認識助念為何者，希望透過本

文能讓其瞭解助念的好處及重要性。 

一、 對助念志工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助念志工肩負著幫助亡者離苦得樂的重責大

任。我們由佛書上、各法師的教導，加上助念經驗多又用心的志

工之分享，研究者歸納出三點對助念志工的建議如下： 

(一) 至誠懇切，念佛要深 

助念志工最重要的事去幫助亡者念佛往生，而助念者的起心

動念容易影響亡者的念頭，因此助念者要注意不能擾眾。再者，

助念者應把心放空、不作他想，要以至誠懇切的心，把佛號一句

一句念清楚。如此自可感召往者生出堅定信心，隨眾念佛、發願

往生，則阿彌陀佛前來迎接矣！ 

(二) 參透生死，自度度人 

生與死是人生的一大課題，助念志工常要置身生離死別的情

境當中，面對死者的無奈、遺屬的哀痛與不捨，助念志工應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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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領導「專心念佛」的角色，要在場者一切想法都法下，唯一要

緊的是專心念佛。 

助念時要開導在場者認識阿彌陀佛的悲心大願，介紹極樂世

界淨土之美好，讓大眾齊心誦念「阿彌陀佛」佛號，大家一起努

力送亡者往生西方。助念志工平日就應修習佛法，要有足夠的德

力方能度人。助念志工除了自修、參加共修來瞭解佛的教義之外，

亦應多瞭解「死亡」相關議題，多閱讀有關死亡的文獻、研究，

如此方能自度度人，在面對「死亡」情境時能安然面對，進而跳

脫死亡的考驗，達到送亡者往生西方淨土的神聖目標。 

(三) 發心在剎那，恆持到永遠 

本文所訪談的助念志工，有助念人數達千人以上者，也有助

念達二十年以上者，他們一致肯定助念的意義。 

這些資深助念志工當中，有一位語重心長地對研究者說出「沒

事多幫人助念」的建議，也有師姐發願要幫人助念到她死亡的那

天才停止，這種精神正是諸多發心助念志工應敬佩與學習的。 

二、 對將死者與家屬而言 

生前要預立遺囑，交待後事；也可考慮自己是否要簽好「放

棄急救」的同意書，為自己的死亡預先做好準備。 

當無常真正來臨的那天，則要萬緣放下，專心念佛往生佛的

國土。所以平日有「人終將一死」之自覺者，應先處理好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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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債務、感情牽絆，如此大限來時，才能走的輕鬆瀟灑無羈

絆，也才容易念佛往生。 

至於家屬平常就應先對家人喪亡時的處理方式先討論好，若

要採佛教儀式就需遵照佛教義理來做，必須捨棄道教等外教之儀

式，例如不得拜腳尾飯等。而且要找哪一個助念團也要先取得共

識，免得兩個不同道場的助念團同時到達時，會產生哪一團要先

助念的困擾，而且勢必要對其中一個助念團失禮、浪費助念志工

徒勞往返的時間，可謂犯了過錯，所以不得不慎矣！ 

三、 對社會大眾的建議 

因每個人都會死亡，一般社會大眾應先瞭解、熟悉助念，當

家中有親人往生時，方能克制心中慌亂悲傷，把握黃金八小時為

亡者助念，所以每一個家庭最少有一兩位成員要懂得助念，並教

導家中其他成員要有助念的信心與瞭解，如此方能把「悲傷的喪

事」，轉化成為「莊嚴的佛事」，使得冥陽兩利，即亡者往生淨

土、離苦得樂；生者安心、放心、沒有遺憾。 

四、 對醫療體系的建議 

對於癌末或病重患者，醫療體系應給予更多的臨終關懷。醫

療體系應培訓更多類似「宗教師」或志工、義工來從事臨終關懷

的工作，教導臨終者念佛，介紹助念的殊勝，讓臨終者在身心病

痛之餘，以積極超脫的精神來面對死亡，繼而離苦得樂，達到真

正的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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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佛教道場的建議 

佛教道場對淨化人心，安定社會的功勞很大，然而應可加強

宣導助念的方法與功效，讓「助念」普及化、平民化。 

此外亦可藉佛教刊物、電視弘法、共修、法會期間多多宣言

助念功德，廣徵助念義工、志工，加以專業訓練，搭配佛法、學

術研究文獻之教育，讓更多人參與助念志工的行列，相信瞭解助

念者，應能減少對死亡的無知和恐懼，進而平常多行善、佈施，

自度而度人。 

佛教道場宣揚助念的功德、教導助念法門，真正可嘉惠無數

的社會大眾，本文建議各道場可大力推廣助念的好處。 

六、 對政府機構的建議 

政府應由社會福利之相關部門籌畫專責單位，來培訓更多宗

教師等專業人士。因台灣目前合格之宗教師僅有二十多位，數量

不敷各大醫院安寧病房之所需，所以政府應擴大培訓類似「宗教

師」之專業人士，從而訓練更多臨終關懷的義工、志工，去服務

更多痛苦無助的病患。 

七、 對葬儀社的建議 

目前助念志工都曾遭遇過，在助念過程中被葬儀社工作人員

打斷助念，他們要求要趕快將遺體運送至殯儀館。葬儀社工作人

員的理由多是以「怕遺體易腐壞」作訴求，然而根據助念人數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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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之志工看法，根據其經驗，遺體其實並不會那麼快速腐壞，可

能只是葬儀社工作人員急著要將其工作完成而不願等待助念圓滿

完成。但這種有葬儀社人員中斷助念之事件，這種狀況，常要由

助念團的帶隊志工出面與之說明、交涉，往往耗時又擾亂助念場

地之清淨，也打斷了助念的流程。 

在此建議全國葬儀社應極力避免這種打斷助念的狀況，應注

意協調好時間流程之安排，以免無意之中阻礙亡者往生的契機；

反之，若葬儀社能協助讓助念工作圓滿、助亡者往西，則亦是大

功德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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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今後的課題 

 

 

本文研究完成後，今後若有更多時間、人力，研究者認為本

研究的內容，可以繼續作更廣泛、深入的探討。 

一、 擴大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訪談六個佛教助念道場，共十一位助念志工，雖然

多是發心甚深、很有助念經驗的志工，但未來希望能多訪談一些

優秀助念志工，去瞭解更多助念道場默默在推動的助念善行，並

廣徵各志工的心得體悟，以分享更多志工、社會大眾，大家一同

學習成長。另外，本研究以大臺北地區之助念志工為訪談對象，

希望今後能擴大研究台灣中部、南部、東部的助念志工，看看不

同地區、不同城鄉文化的助念志工是否有所不同。 

二、 更長期的研究 

本研究所訪談之助念志工，有助念長達二十年者，也有雖助

念五年，但助念人數甚多、其自修佛法亦功力甚深者，對於這些

優秀的助念志工，期待假以時日，經過更多歲月的經歷、修行，

我們再來訪問其對生命觀、關係圓融之看法，是否能有更高層次

的不同領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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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拜訪出家法師 

法師剃度清修，亦是萬緣放下的一種心境。法師鑽研佛法、

誦經禮懺、弘法利生，相信他們對助念應有不同助念志工的一番

領悟。研究者希望以後有機會能拜訪多位出家法師，向他們請益

助念之相關係提，以求有更深入的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