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者: 鄺民彬居士 

題一: 佛教生死觀 

學佛後，生死有方向、目標及意義。 

有路線圖，踏實去行，有信心可到達目的地，就不會感到迷茫、徬惶。 

佛法三個存在的標記／特徵 (法印)：無常、無我、苦。 

最令我體會深刻當然是股市，有升有跌(無常)，錢不屬於我，今天賺，明天又輸番

(無我) ，輸錢不開心(苦) 。 

另一個重要佛法道理是緣起法：缘聚則生，缘散即滅，都係自然過程，世間很多

現象都如是：春夏秋冬、花開葉落、身體细胞。 

基於以上理解，就可以如實去觀察生命，都係一個無常生滅的過程。 

佛陀對生死提供了完整的開示。 

四聖諦：苦（八苦）、集（貪瞋癡）、滅 （断煩惱）、道（八正道，解脫道、

菩薩道） 

首先講苦，是存在的困境，不完美，不滿意。客觀現實與主觀願望往往有落差。 

苦普遍存在，如老病死苦，無分貴賤貧富。佛陀：物質再多，都解決不了生死

問題。 

接著講苦的因：渴求 ，貪瞋癡。 

好消息是生死之苦可以滅。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是好因緣(條件) ，要把握珍惜。 

皈依三寶：佛(醫生) 、法(藥) 、僧(護士)。照顧及保護作用。 

困境是有出路(八正道)：正語、正業、正命 （戒學），正精進、正念、正定

（定學），正見、正思維（慧學）。 



認識生命實相，經常思量「我是誰」。透過聞思修，進行自我認識，發現， 

管理，療癒，轉化，超越，是一個修習過程。 

心的修練：透過戒、定、慧三學，培育智慧慈悲。 

擁有正面的思想、情緒、行為。過簡樸、慈善及正覺的生活。 

認識生死都是自然現象，不可以執著，用平常心看待。 

由於無常，更要珍惜光陰，活好當下。 

隨緣盡任, 接受順逆變幻，一切都是讓我去體悟佛法的契機。 

依法(佛法)生活，佛法就是活法。活得好，死得好。 

有煩惱才有菩提，生死即涅槃也如是，並不對立，無矛盾。 

進一步了解苦是眾生的困境，離苦得樂是眾生的願望。 

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慈悲修慧，自利利他，自度度他。 

影響往生因素是業力，時刻提醒自已，「萬般帶不去， 唯有業隨身。」 

明白因果報應，自已決定命運就要：「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 

生得安然，積福積德，無愧於心；死得安樂，因不怕會墮惡道 。 

人生功課：中短期目標：管理好煩惱，活得輕鬆，自在。 

終極目標是解脱：靠自力，透過禪修，達至涅槃(煩惱止息) ；賴他力，透過

念佛，往生淨土。 



題二：病苦中活得自在 

人普遍渴望安全與保證，確定性及可預測性。但現實是「無常」，不可以預測，

只可以預防如疫症。做好應有準備，就不會陣脚大亂。切記，勿臨急抱佛腳。 

學佛修心改變了我的生活態度，以平靜安穩的心，接受生命突發的意外， 

提醒自己人生如夢、戲，短暫，不真實 ，不用驚及緊張，學會抽離、豁達，

就可以品嚐自在。 

處於逆境，有煩惱好自然，如聖嚴法師教導：「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

放下它。」 

問題諗一百次都是問題，能解決的就設法解決，不能解決的，憂慮都無用，

只好放下。 

至於解決問題，就要有相關的資源及能力。 

我自己都如是，以前為了結婚生子，賺錢、蓄錢買樓，但就較少為老、病、死

做準備。 

一般人都會較著重人「生」規劃，而較少人「死」規劃。 

人「生」規劃：財務計畫為主，儲蓄 、投資，保險，提供金錢資源，解決物質

生活問題。達到財務安全、自主、自由的目標。 

學佛後，我更重視老病死的準備。 

講到病死，一般人都視為禁忌，不吉利，避而不談。對於較年青的人，似乎又

沒有迫切性。 

不過，無常隨時降臨，不會預先通知。這方面，其實愈早準備籌謀就愈好。 

做好規劃，就有所需的資源及支援，自然就可安心面對處理。 

人「死」規劃：較著重儲備社交及身心靈資源，以滿足老病死的需要，這方面，

金錢資源都未必能有效解决。目標：身心靈平安，自主，自在。 

社交資源：廣結善緣，與有德行的人交往 (感染正思想、正能量)，建立緊密的  

親友支援網络。 



身心靈資源：健康飲食及運動，强化身體抵抗力；禪修提升心靈抗逆力(適應力) ，

建立合適的信仰。 

如能有效槓桿社交及身心靈資本，就可提升解決問題的效能，減少煩惱。 

題三：臨終關懷應用篇 

照顧者不能解除病者身體痛苦，但可以不同的創意去提升病者的生活品質，    

讓病者仍有被關懷、愛護及尊重的感覺。 

個案分享： 

(1) 多年前，外父患癌，身體漸消瘦虛弱，無力行動又怕冷。以往每逢假期都會

約子女去旅行及飲茶，其中一間茶樓的點心他特別喜歡。這段期間太太和我一有

空就去探他。雖然，那茶樓位置較隔涉，但我們都會去買外賣，拿回家同外父 

一齊享用。雖然他食得不多，但表現好開心。我相信是感受到我們的心意及那份

仍被愛護關顧的暖意。當然，亦會钩起他很多美好的回憶。用膳之後，他經常 

會覺得疲倦，但仍樂意同我們閒談，因他本來就是健談的人。由於體力軟弱，    

他通常會講得較少，但會輕合雙眼，聽我們的談話，時不時也會作出回應，聼到

開心時，就會面露笑容。我們覺得大家相聚的時間不多，更應珍惜。我們也很    

樂意能夠在這段期間，做到令他舒服開心的事情。  

(2)  朋友的丈夫病情嚴重，要臥床休養，由於常處於睡眠狀態，太太想同他傾談  

都有困難。但我朋友好想表達對丈夫的關懷，她就濕了一條暧毛巾，幫他抹面及  

手腳。抹完後，便靜靜握住丈夫隻手，見到丈夫双目緊閉，但面露微笑，她覺得

很安慰及滿足，知道丈夫受落她的心意及這様做能帶給丈夫舒服的感覺，大家仍

聯繫著。後來，她的先生過世，她感到失落空虛，很難過及內疚，認為自己做得

不夠好，有一段時間寝食難安，情緒低落。後來經親友開解，說她為人認真負責，

其實在其他人眼中，她巳是做到加零一。經反思及調息後，她都覺得自己盡了力，

不應該再自責，慢慢心情平伏，回復正常的生活 。 

結語：作為照顧者，好好照顧病人，也包括自己。善用之前所介紹的社交及       

身心靈資本。保持健康的身心狀態，穩定的情緒，運用善巧的思維，以慈愛去 

照顧病者，相信可令臨終關懷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