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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探討

死 之 思

死亡及來生是一件非常玄妙的事，正如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我們都經歷過

生，卻沒有人經歷過死。人生的問題還未定

準，怎可能去思想死的問題呢！何況死後的來

生更是非常奧妙難測，除非人死如燈滅，一切

都變成虛無。否則，人死後若是靈魂不滅的

話，我們就要從《聖經》來探討死是甚麼一回

事。在有生之年，如何面對死？也如何面對

生？因為《聖經》說：「按著定命，人人都有

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來九27）無論是貧

富、貴賤、男女老幼，生、老、病、死這個程

式，一律無情地臨到每一個人。

從《聖經》看死亡的本質

一．死亡是表示神對罪的忿怒：「我們因

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忿怒而驚惶……誰曉

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

的忿怒呢？」（詩九十7～11）

二．死亡是神的審判：「無知的、背約

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他們雖知道神判

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

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羅一31、32）

三．死亡是罪的工價：「因為罪的工價乃

是死……」（羅六23）

四．死亡是咒詛：「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

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

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加

三13）耶穌基督的死，就是替我們的罪受了咒

詛。

神吩咐亞當說：「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

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

二17）死亡的本質不單是死，根據以上的經文，

死與神的忿怒、審判、罪和咒詛息息相關。總結

人類死亡的因果：死是神忿怒的結果、死是神審

判的方法、死是犯罪的代價，死是咒詛。1

從《聖經》看死亡的定義

死亡是否寂滅（Annihilation）？人的肉身

死後，生命仍然繼續存在嗎？死亡是人類最古

老的思考課題。再從下列幾處經文得到指引：

一．雅各說：「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

（參雅二26）即靈魂離開身體便是死亡，這個

《聖經》如何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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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就變成屍體了。

二．彼得年老時知道死亡已近，他形容死

為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參彼後一14），

這表示我們在世只是寄居而已，且是短暫的。

三．耶穌在十字架面對死亡時說：「『父

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說了這話，

氣就斷了。」（路二十三46，參太二十七50；

可十五37）祂指出靈魂的去處就是天父那裡，

所以基督教形容信徒的死是主懷安息或魂歸天

國。

四．在 無 知 的 財 主 故 事 中 （ 參 路 十 二

16～20），他重建倉庫，收藏更多的財物，然後

對自己的靈魂說：「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樂

吧！」（19）神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

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20）一

般人只把人生聚焦在今生的物質世界裡，卻沒

有注重到永恆。

從以上經文的指示，可把死亡定義為：

「肉體活動的結束，靈魂與身體的分離」就是

死。2 生命的起點非常明確，但對死亡，一般人

認為斷氣了就是死亡；猶太教的醫學理論，認

為人吐了最後一口氣就是死亡。3

要研究死亡的定義，涉及的範圍很廣，可

從宗教和醫學角度探索，更可從宇宙科學、物

理學、心理學及太空生物學等範疇來掌握。我

們無須這樣作誇張研究，還是實際地回到《聖

經》的教導中尋找答案。靈魂與肉體分開之後，

靈魂會怎樣？耶穌講述財主與乞丐拉撒路的故事

中（參路十六19～28），兩人的經歷和結局完

全相反。拉撒路死後進入蒙福的境界――亞伯

拉罕的懷裡，但財主死後進到另一種境界――

極其痛苦。可見肉體的生命結束後，靈魂的生

命還是繼續的。4 這樣看來，死與罪有密切的關

係，筆者嘗試把死亡分為三種層面：

一．身死（Physical death）：身體與靈魂分

離。

二．靈死（Spiritual death）：靈魂與神分

離。

三．永死（Second death）：靈魂與神繼續

分離到永遠。5

《聖經》對死亡的看法

陰間一詞在《舊約》廣義方面是指墳墓

和死亡。約瑟被賣到埃及，兄弟捏造謊言，欺

騙父親雅各，說約瑟被野獸吞噬了。當時雅各

聽聞這個消息，以為約瑟已死，便說：「我必

悲哀著下陰間，到我兒子那裡。」（創三十七

35）後來迦南地饑荒，雅各眾子第二次到埃及

糴糧，按當時在埃及任宰相的約瑟要求，雅各

的幼子便雅憫必須與其兄長到埃及，約瑟能見

到便雅憫方肯供應糧食。那時，雅各得悉這要

求，感覺好像孩子被綁架一樣，痛心難捨地

說：「他若在你們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

們使我白髮蒼蒼、悲悲慘慘地下陰間去了。」

（創四十二38）因此在舊約時代，猶太人的陰

間是指死亡。

《舊約》形容義人的死也是下入陰間，

《詩篇》作者說：「因為我心裡滿了患難；我

的性命臨近陰間。」（詩八十八3）是指臨近

死亡。何西阿先知說：「我必救贖他們脫離陰

間，救贖他們脫離死亡。死亡啊，你的災害在

哪裡呢？陰間啊，你的毀滅在哪裡呢？」（何

十三14）這裡也把陰間與死亡並論。

《舊約》形容惡人的死也是下入陰間，論

可拉一黨的刑罰說：「這樣，他們和一切屬他們

的，都活活地墜落陰間；地口在他們上頭照舊合

閉，他們就從會中滅亡。」（民十六33）「他們

如同羊群派定下陰間；死亡必作他們的牧者……

必被陰間所滅，以致無處可存。」（詩四十九

14）《舊約》也說到陰間是刑罰惡人的地方，

神的怒火必在那裡燒起：「因為在我怒中有火燒

起，直燒到極深的陰間。」（參申三十二22，又

可參伯二十一13；詩九17；箴七27）

根 據 財 主 和 拉 撒 路 的 案 例 （ 參 路 十 六

19～28），也根據以上經文的記載，信者與

不信者、惡人和義人死後都去到陰間，而這

個陰間在《舊約》再分為惡人的陰間及義人

的陰間（義人的陰間即樂園）。陰間一詞在

《 舊 約 》 只 是 一 個 總 稱 ， 可 用 下 圖 表 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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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Sheol 在《舊約》有廣泛的涵義，

可指陰間、墳墓、死亡、下面的世界、地的深處 
（參申三十二22），是義人和不義的人、信與不

信神的人死後都要去的地方（參結三十一、三十

二）。說明了人死不是如燈滅，死亡不是人的終

結，在死亡之權勢中，神仍然掌權，因為祂「拿

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參啟一18）。《新約》

對Hades的用法與《舊約》的Sheol很相似，主要

不是用人的時空觀念指一個固定的地方，而是象

徵死亡和死亡權勢的靈界。

《新約》用睡來表達死亡（參徒七60，十

三36；林前十五6、20、51；帖前四13～15；約

十一11），用睡來表達死是真理的啟示，因為

睡了的人必定會醒過來。這是指基督復臨時，

信徒身體復活進入永恆而言。但從財主與拉撒

路這個案來看，睡不過是死的美化稱呼，死絕

對不等同於睡覺。無論是死了或睡了，是有下

文的，答案就在財主的比喻中：他在陰間而拉

撒路在樂園裡，各有不同的遭遇。在這裡出現

另一個問題，就是樂園與陰間的距離，是否短

到可以對話？當然我們不能用物質界的時空觀

念來量度來生的時空，這是來世的一個奧祕。

《新約》中陰間和樂園的觀念，如下圖所示。6

基督徒對死亡的態度

我們知道死亡的確實性，就應把握著救恩

的可信性。7信徒應持以下的態度來看死亡：

一．基督徒看死亡不是一種威脅、可怕的

事，應視為今生與來生的分界線。因有救恩的把

握，死亡顯然是代表神對人刑罰的終結，使我們

進入完全成聖的永恆裡。所以保羅說：「我正在

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

得無比的。」（腓一23）

二．死亡已被耶穌基督的復活勝過，死的

毒鈎已被除去，死亡應視為基督徒在世上最後

的管教。大衛說：「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

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詩二十三4）

死亡是將生命從地上轉到永恆，如果沒有死亡，

我們便永遠無法見到神。

三．保羅說：「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

了就有益處。」（腓一21）死了還有甚麼益處

呢？藉著死用今生換取永恆。耶穌說：「復活

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

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

十一25、26）

四．《新約》常用睡了來形容基督徒的

死，睡了是會醒過來的。司提反為主殉道時，

他「跪下大聲喊著說：『主啊，不要把這罪歸

於他們！』說了這話，就睡了。」（參徒七60）

我們相信司提反當時肉體的確是死了，但《聖

經》卻形容他是睡了。《聖經》從來沒有用睡

了來形容一位非基督徒。

五．應視死亡是一種福氣。因為《聖經》

這樣應許：「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

下：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

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做工的

果效也隨著他們。』」（啟十四13）從這節經

文可以看到三種福氣：（一）離別變成得福；

（二）勞苦變為安息；（三）工作變為賞賜。

死亡很無情地把我們的身體和靈魂分開，

但基督徒卻因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死後三日復

活，勝過死亡完成了救恩。基督徒的得救就有

下列正面的答案：（一）死亡只是成為今生與

人生

樂園陰間

死亡

《舊約》觀念

人生

樂園

陰間

死亡

《新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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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生的分界線；（二）基督徒死的日子成為他

榮耀的日子（graduated into Glory）；8（三）從

地上的帳棚遷入永恆的家鄉。9 因此，基督徒無

懼死亡，更應該坦然無懼在施恩寶座前見主的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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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一．人死後還有生命嗎？

二．死亡是福氣，還是刑罰？

三．「罪的工價乃是死」（參羅六23）。這樣
看來，沒有罪，就沒有刑罰，沒有刑罰就

沒有死亡，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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