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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死亡》

前言

　　有生必有死，这是人类的最一般规律。生不可选择，死却可以选择。古人有云，要死得其所。人
之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悲惨壮烈的牺牲固然让人恸容，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静静地离
开这个世界。过去人们看重现世的生活，对行将离去的人，特别是一些有痛苦和疾病的人怎样走好的
问题，似乎没有很周密的考虑。其实生死是一体的，当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怎样
去面对死亡也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于是死亡这个特殊的议题成为题中之义，引起人们的关注。　　
现代临终关怀的最重要特点是，充分考虑到人的需求，即从人性的角度来帮助那些行将离开这个世界
的人，得到最后的关爱，让死者安详地离去，让生者得到安慰。虽然这种做法和临终关怀的口号是现
代社会的产物，但是它的思想在古代就已有之，作为世界古老的宗教文化遗产之一的佛教文化，富含
关于生命末期的内容，就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传统资源之一。　　佛教是重视人的宗教。释迦牟尼佛的
创教理论是在反对婆罗门教种姓分立的观念下建立的。佛陀认为，人的高低贵贱并不是由于人的出身
，而是由于人的行为，即由“业”所决定的，所以出身卑贱的人一样能成为贤人。《长阿含经·小缘
经》说：“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
？’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凡是出家皈依佛教的人，都是“沙门释种”，在僧伽组织
里只有出家戒腊的长短，没有社会地位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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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死亡》

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传统文化结合死亡学最新研究视域，对人类能否破解死亡之迷、死亡是否为生命的终结、死
亡对于生命的意义何在、中国传统的死亡心理是怎样的、佛经为何被西方学界乃至社会奉为“死亡学
宝典”等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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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读前言发现死亡——中国佛教死亡观之视角一　中国传统死亡观的形成和发展（一）中国死亡观
的初成（二）儒家死亡观（三）道家死亡观二　佛教死亡观之视角（一）佛教死亡观之视角（二）孔
、老、释之临终表现三　佛教与传统死亡观的承接（一）传统死亡观的理论空白（二）佛教死亡观与
传统死亡观的接轨解析死亡——中国佛教死亡观的基石一　死因探源—__佛教的生命观二　死亡困惑
——轮回主体三　死亡解密——死亡的过程（一）濒死期的身心状况——生有之末（二）死亡判定—
—死有（三）死后阶段——中有四　死后去向——来生超越死亡——中国佛教死亡观之宗旨一　佛教
对死亡的分类二　死亡的提升——人天乘的追求（一）人天乘在中国的盛行（二）实现人天道的途径
三　死亡的升华——净土的向往（一）印度佛教之净土（二）净土在中国的流传（三）净土修行的临
终照顾四　生命的终极——涅槃的圆满（一）终极超越——涅槃（二）通往涅槃的实践佛教死亡观对
中国丧葬风俗的影响一　佛教对中国传统丧祭仪式的变革（一）斋会——佛教介入传统丧仪的初期形
式（二）法会——佛教变革传统丧仪的成熟形式（三）传统祭祀仪式的佛教化延伸二　佛教对中国传
统葬式的影响（一）中国传统葬式（二）佛教葬式之流传（三>佛教葬式与传统葬式的结合三　墓葬
中的佛教因素（一）墓上建筑的佛教因素（二）墓内因素的佛教因素结语参考文献一　中文书目二　
外文书目跋附录后记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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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发现死亡——中国佛教死亡观之视角　　一　发现死亡——中国佛教死亡观之视角　　佛教自公
元1世纪前后，由填补所缺和顺应本有两条渠道输入中土，中国社会为佛教死亡观的传播提供了适合
的土壤。从东汉政权瓦解至唐中晚期禅宗兴盛的四百余年间，中国社会充斥战祸、饥荒、瘟疫以及各
种动乱，中华文明面临全面无法解狭的问题，形成生命如朝露、身家无保障的社会心理。在这种情况
下，既有的死亡学说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和保证，佛教对死亡的省思就为战乱中的思想提供一种依托
，其丰富的死亡学说集个体关怀和终极关怀为一体，开启了中国死亡理论与实践的新篇章。　　本章
之所以名为“发现死亡”，旨在说明：（1）佛教深入到死亡本身来探究死亡现象，将死亡问题还原
到死亡的基础层面；（2）佛教丰富的死亡理论和全新的死亡思维给中国人提供了正视死亡的崭新视
角，国人开始重新认识死亡，思考死亡。　　一　中国传统死亡观的形成和发展　　（一）中国死亡
观的初成　　自人类理性思维形成，死亡原因和死后生命等问题便困扰着人类。华夏民族的祖先同世
界其他各民族的始祖一样，经历了一个发现死亡与认识死亡的渐进过程。原始社会，中国人对死亡的
思考主要是死后世界。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形成“死而不亡”的概念，至氏族公社时期由英雄崇拜
心理发展成为“祖先崇拜”，这一观念是仰韶、龙山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最早产生的有关死亡的基
本观念在文化中得到保留，后世死亡观无论复杂简单都有中国死亡观初成时的基本要素。　　从有遗
迹可考的最早资料来看，距今约18000年中华民族的祖先——山顶洞人已经形成“死而不亡”的观念和
相应的葬礼。山顶洞人在死者身旁撒有赤铁矿粉粒，随葬品除燧石、石器等生活用具外，还有石珠、
穿孔兽牙等装饰品。红色，通常象征着血和火，以红色赤铁矿粉粒撒在尸体旁，可以肯定的是，这当
表示某种祝愿，比如一种模糊的永生观念，或希望死者再生，或给死者在未知世界提供火种以供驱寒
照明和吓退猛兽等等。至于随葬用具，显然是供死者使用的，表明先民认为有死后世界存在。仰韶文
化时代依旧承袭“灵魂不死”的观念，陕西华县元君庙发现的童尸盛放在特制陶瓮内，口上盖着陶盆
钵，瓮底部钻有小孔，考古学家认为是供死者灵魂出入之用。这种风俗至今在云南某些少数民族中还
有遗留。　　认定亡者灵魂不死，很容易让生者联想到家族和部族的祖先灵魂能够保佑后代，祖先崇
拜和祭祖习俗遂在原始人中流行。最初主要是祭祀崇拜部落、氏族的领袖、英雄人物的亡魂。《礼记
》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还说，黄帝
之孙颛顼“依鬼神以制义”、“絮诚以祭祀”，帝喾“明鬼神而敬事之”。由此可见，原始社会把祭
祀鬼神看做头等大事，祭祀对象主要是部族英雄黄帝、帝喾、颛顼、尧、鲧、禹等祖先的亡魂，后世
进一步将祭祀对象扩展为祭祀本家族祖先。　　中国古人在生产实践中对死亡的认识不断深入。自殷
商始，古人在生产实践中开始以“阴阳”概念来解释万事万物。人亦不例外，被视为阴阳的结合体。
人之阳为“魂”，它无形无相，呈气状存在，具有意识和精神的作用，大略相当于古希腊文化中的“
灵魂”。人之阴为“魄”，指生理性的肉体或专指死人尸体，《淮南子》有云“魂是灵，魄是尸”，
人死时是“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礼记》亦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魄。骨肉毙
于下阴如野土，其所发扬于上为昭明。”孔颖达曾对《左传》之“人生始化日魄，既生魄，阳日魂”
作注，深入阐述了魂和魄的关系：　　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各异，附形之
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也。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
附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　　在此，“形”指人的身体，人之各处所以
会看、听、嗅、尝、感觉、动作，是因为有一个内在的主宰“魄”。而“气”则指人内在生命力表现
出的观念、意识、思维等精神性的东西，人能思考、能计划、能形成概念是因为“气”有一个内在的
主宰——“魂”。这样，人之生为魂魄的相合；而人之死则意味着魂与魄的永远相分。　　古人判断
死亡的标准直接来自生命止息的现象。《淮南子》记述汉代葬仪礼时说，亲属要用“纩”在尸体口鼻
上试验，若魂归于魄，则“尸口纩动”，说明人复活而有了鼻息，反之，则说明死亡已经发生，这种
死亡判断标准叫做“属纩”。“属纩”在汉代已经形成一道必不可少的步骤，根据风俗习惯形成和传
播的规律推测，“属纩”应当源自远古。由于死亡标准的不确定性，“死而复活”现象在当代都时有
发生，在当时应也不少，古人因此还有种种想令死者复生的行为，例如在“属纩”前，人初死，亲属
要用其生前常穿的衣服盖在尸体上面，以衣招魂，希望魂魄重新相和。《礼记·郊特牲》中有对招魂
的详细记载，如“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日臬某复，然后饭腥苴熟。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
知气在上”。“升屋”招魂就是希望叫回死者正在上天的“魂”，令其复活；若复活无望，人们便希
望死者灵魂能更迅速地升天，有时也采取能加速尸体消失的丧葬手段。　　死后世界的存在是古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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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存在的一种认识。最早，原始人相信灵魂不死，此乃对死后世界的一种模糊观念，氏族公社时期的
祖先崇拜制度则是进一步的深入，到奴隶制产生，人死为鬼神的认知已经十分清晰了。《礼记·祭法
》有“人死日鬼”，该书还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谓殷商统治者把率领民
众敬事鬼神置于礼治之先。由此可知，人死为鬼神是当时毋庸置疑的一致观念。英雄人物和统治者之
鬼，被认为有不可见而奇妙难测的作用，又专门被尊称为“神”、“神明”。《礼记·郊特牲》曰：
“气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左传》昭公二十年记郑子产之言日：“用物精者，则魂魄
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这是说神、神明是精气强盛的人的鬼魂，一般人死后则为鬼。神有住
于天上的，也有住于地上的，鬼则大都随魄住于地下、墓冢等处，后来又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幽冥世
界，如泰山、黄泉、九泉、夔越、豐都等都是古人眼中鬼魂的住处。人死为鬼的观念及建筑于此种观
念的祭祖习俗，长期以来基本上被生活于华夏的全体成员接受，至今在农村尚普遍遗存。这一观念是
后来佛教轮回说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基础。　　西周开始，随着生产文化的发达，以人为本、鬼神为
次的思想制度形成。《礼记·表记》有：“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统治者
改变了殷商的传统，将伦理教化以及调节人际关系的“礼制”等人事置于首位，将社会思想导向现实
生活的人事，逐渐形成华夏满足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和政治伦理为中心的文化形态，带上鲜明的民族
文化特质。至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同一时期印度思想界诸家多以个人解脱的宗教性追求宗旨
不同，中国的诸子百家在死亡观上普遍承袭自古相传的鬼神观念和祭祀制度，但对此类问题多存而不
论，而是赋予死亡作为人生事件以伦理和政治教化，对人生前死后的问题无多考虑。这种现象符合诸
子百家注重现实社会的出发点。各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不同，从而决定各家大相径庭的死亡观。下文
就以最具代表性的儒家、道家思想作以说明。　　（二）儒家死亡观　　儒家死亡观历史上是社会民
众死亡态度和死亡心理的主导。儒家学说的建立是学派创始人孔子面对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
提出的一些基本设想。孔子认为，挽救社会的唯一途径是唤醒人的道德自觉，回复到礼乐征伐自天子
出、上下有序的礼制时代。这一出发点决定儒家在生死观方面的基调是以生观死，重生轻死，对死亡
的关注和探讨都围绕伦理教化这一核心目的，带有浓厚的伦理和现世主义色彩。　　儒家论死亡的前
提　　“未知生，焉知死？”为儒家最著名的关于生死的言论，孔子以反诘形式回答子路对死亡问题
的疑惑，表明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知生”较于“知死”居于优先地位，其目的在于强调人应该看重现
世的作为，心思应该用于对人伦日用的思考。　　孔子所说的“知生”包括两层含义，首先是明白拥
有健康体魄的方法。儒家有重生、贵生、珍生的思想，这里孔子既是在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有
关心生命质量的含义。孔子本人颇知养生之道，其言“脍不厌细，食不厌精”是中华美食文化的精神
，“食不语，寑不言”，至今仍是公认的保健常识和礼仪规矩。他还告诫人们从日常起居入手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避免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导致早亡，人如果“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
，其结果是“疾共杀之”，这种死亡“非命也，人自取之”。于此可见孔子在日常训诫中对健康的重
视。也许在孔子眼中，健康是服务社会，依“礼”人世的保障。曾子去世前，让人“启予足，启予手
”，维护“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信念，更是将儒家重生的思想表现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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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读《佛说死亡:死亡学视野中的中国佛教死亡观研究》，将会了解古往今来、东方与西方对死亡
的探寻和认知，不乏有趣的知识和睿智的启迪，且听作者娓娓道来。佛教经典在西方受到社会和学界
的双重推崇，是人类破解死亡的指导手册，同《埃及亡灵书》一起被奉为“死亡学宝典”。《佛说死
亡:死亡学视野中的中国佛教死亡观研究》从中国传统看待死亡、处理死亡事件入手，再结合现代科学
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现佛教死亡观的各个主要层面及其对华夏死亡文化的影响，前者典型如：死亡时
刻发生了什么？存在死后世界吗？后者典型如：为什么家中丧亲对逝者有“做七”的习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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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紊乱中，很多悖论，大清洗
2、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22日捐赠
3、佛教生死观的哲学切入，奇怪为什么作者研究了那么多佛教内容之后却依然没有信教，如书中涉
及了那么多内容说明佛教是是真有其事，能够自圆其说，定义为科学。或许宗教，尤其是佛教，真的
讲究佛缘。
4、写得不错
5、规规矩矩的论文
6、人生自古谁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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