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課：喪禮的意義 
  死亡19是全世界所有生物的必然課題(Mandatory Topic)，可是，人對於死亡的意義卻又偏偏

是最避諱的題目，甚至簡單地只歸納為兩個項目：(1)喪葬事宜的安排；(2)  死亡是人生一切的終

結？還是另一頁的開始？聖經卻從來沒有避諱不談死亡，自創世記就展示出來，並且成為整個聖

經啟示要處理的核心問題。 

  因此這一課我們會採取一個積極的態度，由死亡意義的討論開始，再由這個意義延伸到喪禮

的安排，而這個安排又是否合乎聖經中對人生命的描述呢？ 

人的生命來源及特質i 
  人的生命由靈20魂21體22所組成，這一點可以由創世記 1 及 2 章明明記載了。可是，因著罪，

這一個組合就隨著人的靈的墮落而開始解體，這就是死亡的緣由，人的靈要死(是指與神的永遠

隔絕)，以至於血肉的身體也死亡 (肉身的衰敗)。從上帝創造的原意，這是一個很不理想的結

果。 

  可是，我們要明白，無論是認罪悔改信主的人還是不信主的人，靈魂是永遠存在的，因為

是源於神。由此，可按舊約創世記 Genesis 3:19 及傳道書 Ecclesiastes 12:7 後半段的部份記載：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另又按新約的希伯來書 Hebrews 12:9 稱神是萬靈的

父。所以， 靈是來自於天父；它是從神而來的。雖然人的血肉身體會死並敗壞，但靈因是源於

神，因此是不會消滅，只是死後歸於何處卻在乎耶穌基督的最終審判。 

因此，人不同於其他所有動物，沒有所謂的人死如燈滅，因為： 

(i) 在詩篇 116:15 中指出，耶和華神仍然看重祂聖民死後的光境(原文譯：precious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is] the death of his godly ones.”。 

(ii) 而在歷代誌下 2 Chronicles 34 又指出，人死後只是對死後地上的事一無所知，但人卻

轉而知道在死後身在陰間及往後的事。若有人認為自己死後就是死如燈滅，無疑是把

自己作為人的尊貴，貶值如家禽野獸，即使這人如此一廂情願，但仍然不能抹煞神賜

人靈魂的事實，只不過掩耳盜鈴的自欺欺人。 
(iii) 加上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3:20-21 寫道「祂[耶穌]要按着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

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soma）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soma）相似。」屬

神的子民在死後卻有一個不會腐朽的新身體，與耶穌基督的身體一樣。 

  因著靈的不滅性質，於是不悔改認罪的罪人就有因罪而與永活的神永遠分隔的結果，而因為

肉身以死，他們的靈就只會藏於與父神永遠分離的地獄。至於因悔罪而重得新造的靈的屬神子

民，就會有一個新造的身體，安居於新天新地之中與神同活(歸回神創造的原樣)，這就是哥林多

 
19 https://youtu.be/qZbaaaAp11c?si=7OnXbXYmShDB0vEC  
20 創世記 Genesis 2:7b – 上帝在造人的時候，特別將生命之氣吹進他[人]的鼻孔(ת יו נִשְׁמַ֣ 這人就成，(בְּאַפָּ֖

了有靈的活人，這就是靈。 

21 創世記 Genesis 1:24 & 30 – 地上一切活物都有生命(有呼吸的活物   ֙נֶ֤פֶשׁ חַיָּה or  ׁנֶ֣פֶש)，這就是魂。 
22 創世記 Genesis 1:27 & 2:7a – 人的身體由地上的塵土造出來。 



前書 1 Corinthians 15:50-5823中所指出的不會不朽壞的身體。同樣地，在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5:1 節如此說的：「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 在
天上永存的房屋。」因此，屬神子民死後就以新的靈及不不朽壞的身體承受不朽壞的國度。這就

是保羅所指的奧祕的事！ 

由死亡到喪葬的安排 (約翰福音 John 11:1–53) 

  死亡可以有很多原因，這可以因為病、天災或人禍如戰爭所致。無論是甚麼原因，人死後最

大的關注，就是首先確定人是真正死亡，亦即人的靈魂真的與肉身分離，之後才進行屍體善後處

理。因此，在猶太人及不少古近東世界中，都有一個習俗及環境因素(有限的保存屍體的技術)，
就是會盡快進行屍體的處理，在最短時間內埋葬。可是，猶太人的 Talmud24中又保存一種矛盾觀

念，就是相信所有未埋葬的死人，其靈魂仍然浮游於屍體附近，尋找可歸回屍體的機會25。因此

在那段預備屍體的時段，必須有一個程序去確定再沒有靈魂彌留在屍體身上，因此，當有人死

亡，猶太人會組織一個鑑定的家屬小組(Shomrim)，負責看守、向死人屍體頌經(詩篇及約伯

記)、屍體處理和埋葬，有確定死亡的角色。在此期間，家屬會進行哀悼 (mourning)。 

  這一點也構成了在對於耶穌死亡，有一種詮釋，就是因為耶穌是一名死刑犯，按申命記

Deuteronomy 21:22–23 更需要在日落前埋葬，加上恐防會有靈魂走回到屍體的猶太教義，與及耶

穌生前多次宣告祂會死後第 3 天復活，於是，耶路撒冷的猶太教公會領袖便加緊看守主耶穌被埋

葬的墓地 (馬太福音 Matthew 27:62-66)。 

現總括一下猶太人的舉哀時間表26： 
(1) Aninut – 由死亡至埋葬之間的舉哀，時間由 1 至 12 天也有，視乎有沒有油膏屍體的過程，因

 
23 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 15：50-58 
「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死啊！你的毒鉤在那裡？」 
24 Reference: Shemira – Kavod v'Nichum – Jewish Funerals, Burial and Mourning (jewish-funerals.org) 
According to the Talmud (Genesis Kabbah 100:7), the soul hovers over the body for three days after death. The 
human soul is somewhat lost and confused between death and before burial, and it stays in the general vicinity of the 
body, until the body is interred. 
 
Also according to Jewish Belief That the Spirit Lingers for Three Days - Synonym  : 
There is some conflicting belief about the Jewish soul, or spirit, lingering for three days after death. 
While some believe it is three to seven days, it may be that the soul is restless for 12 months. These 
beliefs are attributed to the ancient wisdom contained in the Kabbalah. Kabbalah, which translated 
means "that which is received," is a Jewish study based on mysticism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among mystics and rabbis for centuries.  
 
25在這種猶太人神學的影響下， 產生了“幻影說 Docetism”(耶穌的肉身死亡甚至是復活，都只是門徒等人

的個人幻想)；其後又有耶穌只是進入嚴重休克的假死學說(極導疲勞窒息狀態)，藉此否定耶穌有真實的死

亡。其他否定耶穌是死後復活的理論，包括門徒偷走耶穌屍身、陌生人偷走耶穌屍體、耶穌從昏迷中醒

來、走錯耶穌墓穴、靈魂復活而沒有肉身復活、假死論(指耶穌其實是計劃了逃離巴勒斯坦地，於是裝作死

亡)…… 

26 Reference: Periods of Mourning | Shiva, Jewish Mourning 

While shiva is a very specific period of mourning, there are stages before and after shiva that have particular 



為猶太教義相信人由塵土所做，也必須歸回塵土；所以一般平民百姓都沒有膏屍體的步驟，只有

王室成員才可以有此特例膏抹屍體，容許有較長的哀悼時間。 

(2) Avelut - 舉哀期 

I. Shiva – 7 天的舉哀，期間有親朋前來安慰死者家人，一直到埋葬當日。 
II. Sheloshim – 由埋葬當日計 30 天，期間可以回到工作上，卻不能夠參加婚禮、或任何慶

典。 
III. Year of Mourning – 若果死者是父母親，由埋葬當日計一年期，期間可以回到工作上，卻

不能夠參加婚禮、或任何慶典。 

* 一般而言，人死後是沒有用棺材，只是把人的身體用布或衣服包裹，然後放進墓穴山洞之中

(例如在撒母耳記下 2 Samuel 3:31)，用棺本是承傳埃及人的習俗 (如約瑟的死, 創世記 50:26)。 

 

significance. In fact, shiva is merely one of many defined periods of grieving within Judaism. Below is a list of the 

others, each of which is a milestone for a mourner who is grieving the loss of a loved one. 

Aninut 

The period between death and burial is known as "Aninut." The mourner during this period is called the "onen." Before commercial 

burials, the mourner was fulfilling the needs of the deceased in preparation for burial and therefore was exempt from other religious 

duties such as morning and evening prayers and putting on tefillin (scrolls containing verses from the Torah). 

Avelut 

This is the Hebrew word for mourning,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periods: shiva, sheloshim and the year of mourning. 

Shiva 

Shiva is the traditional seven-day period of mourning, following the burial, when mourners stay at home and receive guests to offer 

them comfort and participate in daily religious services. 

Sheloshim 

The 30-day mourning period after the burial and including the first seven days of shiva is called Sheloshim. It is observed by the 

immediate family and is designed to allow the mourners to get over the shock of the death. The mourners return to work after the 

first seven days, but other restrictions remain, such as refraining from attending weddings, dances or parties. 

Year of Mourning 

When one is mourning a parent, the observances held in sheloshim are extended for one year from the day of burial. 

Yahrzeit 

Yahrzeit is the yearly anniversary of a death, which is commemorated with the lighting of a candle that 

burns for 24 hours and the recitation of the Kaddish prayer. 

 



* 有時因著安息日的緣故，於是阻遲了預備埋葬的事(例如馬可福音 Mark 16:1; 路加福音 Luke 
23:56 的記載。)而窮困的人卻多以十分簡單的方式舉葬(例如拿因城中的寡婦為死去的獨生兒子

舉葬，全由同鄉人作幫助 - 路加福音 Luke  7:11–17) 

* 舉哀期間，會在死者家中設置[專業]哭喪人(professional mourners; 耶利米書 Jeremiah 9:17-18; 馬
太福音 Matthew 11:17 中的年青人)及樂隊演奏哀歌(flute players 馬太福音 Matthew 9:23)，又有上

述的死亡鑑定家屬小組，當中的人大多以山羊毛造的粗布衣服作為喪服。場面可以是十分墟冚，

而且吵鬧混亂(馬可福音 Mark 5:38)。 

墳墓的設計 

  墳墓的設計與我們今天所見的後不一樣，往往是用原有的山洞所建成(士師記 Judges 8:32)，
因此，往往需要購買一幅地來建造墓穴(創世記 23:17 中亞伯拉罕從赫人以四百舍客勒銀子買了

一塊在麥比拉、幔利前、以弗崙的田作墳地，那塊田其中有山洞，作為撒拉的埋葬地，而幔利就

是希伯崙)，故此多是多人共用一個墓穴，當屍體完全腐化之後，便會把骸骨收入骨灰甕中，並

可騰出空間給日後死者使用。這一點亦都給人明白到，墳墓只是一個中轉接的地方。 

Tomb of the Shroud in Akeldama 遺址 (在耶路撒冷城西南角的地方)：

 



 

 

  在耶穌的年代，猶太人公會行雙祭司的制度，由亞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路加福音 Luke 
3:2)，情況猶如在大衛年代的雙祭司制度(由撒督及亞希米勒同時作大祭司; 撒母耳記上 1 Samuel 
8:17; 歷代誌上 1 Chronicles 18:16)，他們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墓穴十分宏偉。 

 



而在馬可福音 Mark 15:42-47 中的亞利馬太的約瑟(Joseph of Arimathe27a)就是用了自己在耶路撒

冷城外附近一處的新墓穴埋葬了耶穌。 

墓穴的門口通常是以大石作為門，封閉出入口，有時候，為了方便將來的出入，於是在入口處挖

一道作為滾動的坑槽，配以一大塊圓形大石，以滾動方式打開，可是，這通常是有錢人家的墓穴

設計。(參考路加福音 Luke 24:1-2。) 至於貧窮大眾，大多是把屍體放於平地上，之後用泥先蓋

上，然後用附近的石塊堆起壓實，所以猶太人去墓地把石堆在其上，其實是修葺墓地的舉動。  

結語 

  肉身死亡是人必經階段，卻不是一切的完結，反而是所有人靈程的另一頁。人會先到陰間，

預備最後由耶穌的審判，陰間中有深淵分隔開，一邊是給沒有認罪悔改的人及反叛的天使的陰間

受苦地方 (陰間 ταρταρόω – tartaroō; 彼得後書 2 Peter 2:4; 有別於地獄 τῆς γεέννης Gehenna / 
Hades; 馬太福音 Matthew 23:33)，另一邊是給有認罪悔改的人作安慰的樂園 τῷ παραδείσῳ 
Paradise (參考路加福音 Luke 16:19-26)。 

  當到了主耶穌再來，最終審判之時來臨，罪人與認罪的罪人由肉身死亡的分類，發展至落實

各人的下場，而死亡亦正式蓋棺定論。 

  請讀這一段聖經 (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 15:51–54)： 
“  51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52 就在一霎時，眨

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53 這必

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54 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

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當一切屬主的人都復活了，其與仍在生的信徒一同擁有了不朽身體之後，這時，就是死的真

正完結！ 

                                                                       全文完 

 

 

 

 

 
27 In the NT, paradise is mentioned three times. Here it refers to the abode of the righteous dead. In Rev 2:7 it refers 
to the restoration of Edenic paradise predicted in Isa 51:3 and Ezek 36:35. In 2 Cor 12:4 it probably refers to the 
“third heaven” (2 Cor 12:2) as the place where God d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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