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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神學研究院 2023 年 9 月 秋季班 校本部課程 

死亡神學 

Theology of Death 
 

魏連嶽老師 

每週二 17:30～20:20 

simondream@gmail.com 

 

一、課程簡介 

二十世紀著名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說：人是「向死亡存在」

的此在者。彷彿人若不是為了死而活著，至少也是向著死而活著。死亡替生命注

入了悲觀及恐懼的成分。不論我們的人生多麼健康快樂豐富精彩，她仍然是朝向

最虛空幽暗的死亡邁進。死亡無情的終結了人生，將存在的意義、目的與價值在

一瞬間都化作虛無。當生命氣息消逝，一切都成為孤寂。死亡是每個人都必須面

對，但卻也是我們都無法解決的困難。死亡迫使我們必須更真誠、更深刻的思考

生命及存在的問題。 

死亡到底是什麼？有死亡的人生意謂著什麼？儒家不談死而談怎麼活，但為

何基督教卻是從死來談應該怎麼活？基督徒(特別是教會牧者)又該如何幫助那

些處於苦難、重病或臨終狀態的人，以及那些憂鬱症患者或意圖自殺者，能從基

督信仰中得到信心、力量與盼望，進而可以走出人生的苦難與幽暗？此外，基督

教宣稱「信耶穌，得永生」，但每位基督徒也和他人一樣都會死去，並且教會還

需要為死去的會友舉辦追思禮拜，這樣怎麼能說信耶穌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

生」呢？本課程將從聖經與基督教神學觀點，探討各種死亡議題。 

 

二、課程目標 

1. 深入探討各種死亡現象，以及與死亡相關的重要議題。 

2. 認識基督教死亡觀與其他宗教或哲學之死亡觀的差異。 

3. 更正確理解聖經與基督教神學對於死亡、疾病與苦難的信念及闡釋。 

4. 學習如何透過宗教信仰去關顧那些處於重病或臨終狀態的人們，以及如何幫

助憂鬱者或意圖自殺者能走出人生的苦難與幽暗。 

 

三、課程大綱 

第 01 週(09/19)  導論：想「死」以知「生」 

第 02 週(09/26)  哲學與其他宗教的死亡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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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 週(10/03)  死亡的起源：亞當之死與人之死  

第 04 週(10/10)  ※國慶日放假，不上課  

第 05 週(10/17)  死亡的歷史時刻與最關鍵的死人：基督之死 

第 06 週(10/24)  死亡的悖論：在基督裡的永生 

第 07 週(10/31)  憂鬱症與自殺：當生的恐懼勝過死的可怕 

第 08 週(11/07)  論「未得善終」的基督徒 

第 09 週(11/14)  嬰兒之死：論嬰孩死後的終局 

第 10 週(11/21)  面對「疾病」時的信仰力量與盼望 

第 11 週(11/28)  苦難神學：指引苦難的心靈至可安歇的水邊 

第 12 週(12/05)  死刑：偽正義的救贖論 

第 13 週(12/12)  死亡聖禮：追思禮拜的神學與信仰意涵 

第 14 週(12/19)  基督教死亡教育：死亡真理、信仰重生與教會復興 

(12/26)  ※聖誕週放假，不上課  

第 15 週(01/02)  結語：「想死」的人與更美的家鄉 

 

四、評量方式 

（一）課堂出席、參與討論  20% 

（二）研究報告 80% 

任選一個與本課程相關的主題做研究，並撰寫一篇研究報告。報告字數：

信徒神學學生 2000~3000 字，聖工碩士科 3000~5000 字，其他碩士學程學

生為 5000-6000 字、博士生為 8000-9000 字。 

※報告繳交期限：2024 年 1 月 23 日(週二)晚上前，以電子檔 email 給老師。 

 

五、參考書目 

（一）指定參考書 

1. 魏連嶽，《死亡神學》，新北市：校園，2016。 

 

（二）一般參考書 

1. Augustine. De Cura pro Mortuis Gerenda. PL 40:591-0610. CSEL 41:621-659. BA 

2. English Trans. On the Care of the Dead. NPNF 3. FC 27.  

2.          . De Civitate Dei. PL 41:13-804. CSEL 40. CCL 47-48. BA 33-37. 

English Trans. The City of God. NPNF 2. FC 8, 14 and 24. Also By R.W. 

Dyson, Cambridge: Cambrige University, 1998. 中文：聖奧古斯丁，《天主

之城：拉丁文中文全譯本》，吳宗文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3. Ariès, Philippe(菲利普．阿里耶斯)，《面對死亡的人》（上、下卷），吳泓緲、

馮悅、王振亞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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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ristotle. On Youth, Old Age, Life and Death. English Trans.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1. Ed. by J. Bar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revised edition, reprint, 1995. 中文：亞里士多德，《論靈魂、論夢》，秦典

華譯，台北：慧明文化，2002。 

5. Badinter, Robert (羅貝爾巴丹戴爾)，《為廢除死刑而戰》，羅結珍、趙海峰譯，

台北：五南，2006。 

6. Bayly, Joseph (費約瑟)，《永恆的開始：基督教對死亡的看法》，何姚桂芳譯，

香港：福音證主，1986。 

7. Blackburn, Bill，《啊!自殺!?》，孫宇斌譯，台北：宇宙光，1988。 

8. Bonhoeffer, Dietrich, Ethics. Trans. by N.H. Smith (London: SCM Press, 1955. 中

文：朋霍費爾，《倫理學》，胡其鼎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9.          (潘霍華).，《蒙召赴死的聖徒》第二版，香港 :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2009。 

10. Bowker, John. The Meanings of Dea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1. 

中文：約翰鮑克，《死亡的意義》，商戈令譯，台北：正中，1994。 

11. Brook, Timothy (卜正民)等，《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北京，商務，

2013。 

12. Corr, Charles A., Clyde M. Nabe & Donna M. Corr，《當代生死學》，楊淑智譯，

台北：洪葉，2004。 

13. Craddock, Fred(弗雷德．喀達克)、Dale Goldsmith(戴爾．金史密斯)、Joy V. 

Goldsmith(喬依．金史密斯)，《談論死亡 : 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

音》，黃懿翎譯，新北市：華神，2016。 

14. Davies, Douglas. Theology of Death. London: T&T Clark, 2008.    

15. De Vaux, Roland. Ancient Israel, Its Life and Institution. Eerdmans, 1997. 中

文：羅蘭德富，《古經之風俗及典章制度》，楊世雄譯，台北：光啟，1881

初版，1992 四版。 

16. Deeken, Alfons (德肯阿魯豐斯)，《生與死的教育》，王珍妮譯，台北：心理，

2002。 

17. Derrida, Jacques. The Gift of Death. Trans. David Wil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8. Durkheim, Emile. Suicide. Trans. by John A. Spaulding. N.Y.: Free Press, 1997. 

中文：涂爾幹，《自殺論》，黃丘隆譯，台北：結構群，1990。 

19. Geisler, Norman L. Christian Ethics: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Options. Grand 

Rapid, MI: Baker Academic, second edition, 2010. 中文：賈詩勒，《基督教

倫理學》，李永明譯，香港：天道書樓，1996。 

20. Graham, Billy. Death and the Life After. in Billy Graham Signature Series, Vol. I.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4. 中文：葛培理，《如何面對死亡》，余國亮

譯，香港：浸信會，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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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rün, Anselm (古倫神父)，《生命終點的盼望：生命與死亡的藝術》，鄭玉英譯，

台北：南與北文化出版社，2010。(※建議參考書) 

22. Grün, Anselm (古倫神父)、吳信如，《道別、悲傷與安慰：悲傷者與臨終/悲傷

陪伴者的實務手冊》(增訂版)，吳信如譯，台北：南與北文化出版社，2013。 

23. Heidegger, Martin.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8th ed., 2001. 中

文：馬丁海德格，《存在與時間》，王慶節等譯，台北：桂冠，2002。 

24. Hick, John. Death and the Eternal Life. London: Collins, 1976.  

25. Jüngel, Eberbard. Death: the Riddle and the Mystery. Trans. by Iain and Ute Nicol,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4. 中文：雲格爾，《死論》，林克譯，香

港：三聯書店，1992。  

26. Kagan, Shelly (雪萊卡根)，《令人著迷的生與死》(Death)，台北：先覺，2015。 

27. Kramer, Kenneth. The Sacred Art of Dying: How the World Religions Understand 

Death. Mahwah, NJ: Paulinst Press, 1988. 中文：肯內斯克拉瑪，《宗教的死

亡藝術 : 世界各宗教如何理解死亡》，方蕙玲譯，台北：東大，1997。 

28. Kubler-Ross, Elisabeth (庫柏爾羅斯)，《最後一程：瀕死者給醫生、護士、教

牧和家人的曉示》，王伍惠亞譯，香港：基督教文藝，2010。 

29. Lang, Bernhard (伯恩哈特•朗恩) ，《天堂與地獄》，廖玉儀譯，台中：晨星，

2006。 

30. Levinas, Emmanuel. God, Death, and Time. Trans. by Bettina Berg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2000. 中文：勒維納斯，《上帝·時間和死亡》，余中先

譯，北京：三聯，1997。  

31. Lewis, C. S.（魯益師），《痛苦的奧祕：一場思辨之旅》，宋偉航譯，新北市：

校園，2015。 

32. Lewis, C.S.（路益師），《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曾珍珍譯，台北：

雅歌，1996。 

33. Moltmann, Jürgen. Theology of Hope: On the Ground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a 

Christian Eschatolog. Trans by James W. Leitch. N.Y.: Harper Collins Press, 

1991. 中文：莫特曼，《盼望神學：基督教終末論的基礎與意涵》，曾念粵

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7。 

34.          . The Coming God: Christian Eschatology. Trans by Margaret Koh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6. 中文：莫特曼，《來臨中的上帝》，曾念

粵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2。 

35. Nouwen, Henri (盧雲)，《鏡外：生死之間的省思》，羅燕明譯，香港：基道，

1992。 

36.          .，《最大的禮物：生與死的靈性關顧》，余欣穎譯，新北市：校園，

2014。(※建議參考書) 

37. Nuland, Sherwin. How We Die: Reflection on Life’s Final Chapter. N.Y.: Vintage, 

1995. 中文：許爾文努蘭，《死亡的臉》，楊慕華、崔立宏譯，台北：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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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初版，2009 再版。 

38. Orr, Robert D. (歐爾)等，《安樂死與安寧療護》，張立民總編輯，台中：路加

傳道會附設出版社，2006。 

39. Peterson, Eugene H. (畢德生)，《復活的操練》，新北市：校園，2012。 

40. Piper, John (約翰派博)，《耶穌的受難：基督受死的五十個理由》，潘秋松譯，

South Pasadena：美國麥種傳道會，2004。 

41. Plato (柏拉圖)，《斐多(Phaedo)》，楊絳譯，台北：時報文化，2002。 

42. Pojman, Loius P. (路易斯波伊曼)，《今生今世：命的神聖、品質和意義》，陳

瑞麟等譯，台北：桂冠，1997。 

43.          ，《生與死：現代道德困境的挑戰》，江麗美譯，台北：桂冠，1995。 

44.          ，《解構死亡：死亡、自殺、安樂死與死刑的剖析》，魏德驥等譯，

台北：桂冠，1997。 

45.          ，《為動物說話：動物權力的爭議》，張忠宏等譯，台北：桂冠，

1997。 

46. Rahner, Karl. On the Theology of Death. Herder and Herder, 1961. 

47. Roach, Mary (瑪麗羅奇)，《靈魂：死後生命的科學探索》，譚琪譯，上海：上

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 

48. Scheler, Max (舍勒)，《死、永生、上帝》，孫周興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

研究所，1996。 

49. Vernant, Jean-Pierre. Mortals and Immortals: Collected Essays. Ed. by Froma I. 

Zeitlin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50. Weenolsen, Patricia (威諾森)，《死的藝術》，吳憶帆譯，台北：志文，1999。 

51. 楊腓利（Yancey, Philip），《患難中的 30 個禱告》，余欣穎譯，新北市：校園，

1980。 

52. Yates, Jenny (Ed.). Jung on Death and Immort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53. 王玉葉，《歐美死刑論述》，台北：元照，2015。 

5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信仰與教制委員會，《教會禮拜與聖禮典手冊(華語

版)》，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公報社，2013。 

55. 成和平，《死亡跟你想的不一樣：以精彩的實例揭露死亡的真相》，台北：

台灣商務，2011。 

56. 吳主惠，《生與死 : 基督徒的生死觀》，賴勝烈譯，台南：人光，1981。 

57. 林中澤，《死亡與超越：論羅馬帝國的通俗信念及其實踐》，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14。 

58. 林崇智，《生命禮儀：循道衛理宗的聖洗禮、聖餐禮、婚禮、殯葬禮》，香

港：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文字事工委員會，2013。 

59. 段德智，《死亡哲學》，台北：紅業文化，1994。 

60. 柯志明，《胎兒與死刑犯》，台北：聖經資源中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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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孫利天，《死亡意識》，長春：吉林教育，2001。   

62. 張娟芬，《殺戮的艱難》，台北：行人，2010。 

63. 陳文姍編，《基督宗教死刑議題研究》，台北：永望，2001。 

64. 陳文姍編，《基督宗教與修復式正義》，台北：永望，2010。 

65. 陳兵，《生與死的超越：破解生死之謎》，新北市：圓明，1996。 

66. 黃天中，《死亡教育概論Ⅰ》，台灣：業強，1988。 

67. 黃伯和等，《生死不由人?：從基督教信仰看安樂死》，台北：雅歌，1997。 

68. 趙可式，《醫師與生死》，新北市：寶瓶，2007。 

69. 楊足儀，《死亡哲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 

70. 聖嚴法師，《生死皆自在：聖嚴法師談生命智慧》，台北：法鼓文化，2009。 

71. 鄭志明，《民俗生死學》，台北：文津，2008。 

72. 潘美惠，《面對死亡：臨終教牧關顧》，台南：教會公報，1998。 

73.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死刑廢除的新思維：社會安全、獄政革新、被害人保

護》，台北：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2009。 

74. 戴文峻，《仁慈謀殺或尊嚴死?：基督信仰對安樂死的看法》，台北：中國主

日學協會，2013。 

75. 魏連嶽，《死亡神學》，新北市：校園，2016。 

76. 羅秉祥，《生死男女：選擇你的價值取向》，台北：唐山，1996。 

77. 羅秉祥，《黑白分明：基督教倫理縱談》，香港：宣道，1992，1998 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