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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教育，What’s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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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華人文化中的禁忌。過去社會普遍認為長者對死亡尤其

忌諱，以致生死教育應該集中在長者服務中推行。可是，多年前已有本地大學的

研究發現，相比起成年人及年輕人，長者對死亡的接受程度較高。同時間，大家

都察覺到死亡並非只有長者才會經歷，特別在疫情期間，很多兒童、青少年、智

障人士等昔日較被忽略的群組，都會經歷喪親和悲傷。因此，過去數年，在多個

慈善基金的支持下，服務不同對象的社會服務機構都紛紛舉辦不同類型或規模的

生死教育活動，當中包括講座、工作坊、大型展覽、戲劇表演等。這百花齊放的

情景，確實提高社會大眾對死亡的接受程度，躺棺材和遊墳場等畫面，間中都會

在報紙或電視紀錄片中見到。既然生死教育在社會已取得一定成果，那麼生死教

育的下一步又該何去何從？ 

 

生死教育的定義及重點 

在分享生死教育的未來發展時，首先必須要釐清何謂生死教育。筆者在 2019 年

編寫的書《生死教育講呢啲》曾經指出，生死教育的重點是「從死看生，及早預

備，活好當下」。無論舉辦甚麼形式的活動，生死教育都先會帶領參與者由死亡

出發，但最終必須要連繫與生命有關的討論和反思，因此「從死看生」是生死教

育的路徑。至於活動的目的，就是「及早預備」和「活好當下」。由於無人能夠

預測死亡何時發生，因此生死教育就是鼓勵參與者盡早為自己和身邊人（兩個對

象）的死亡做好心理和實務（兩個範疇）的準備。另外，死亡的不確定性是無法

避免，為免在死亡來臨時感到遺憾和自責，唯有好好把握和珍惜現在仍然擁有的

人和事物。 

 

由概念到行動 

過去香港推行的生死教育活動普遍以知識增長或改變態度為目標。例如透過講

座或參觀墳場，讓長者瞭解本港的殯葬服務內容；又或者邀請律師講解訂立遺

囑的細節和內容。另一方面，有機構會舉辦工作坊或展覽，期望透過體驗活動

及參加者間的深入交流，讓他們反思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同時減輕對死亡的恐

懼。上述的活動當然值得繼續舉辦，但經過不同機構多年來的努力後，有部份

人士應該可以進入採取行動的階段。例如以預設照顧計劃作主題的活動，除了

介紹和分享訂立計劃的重要性外，可同時安排受訓人士即時幫參與者整理一本

預設照顧計劃紀錄冊，將他們對醫療、身後事及個人心願等重要決定清楚記錄

下來。除此之外，可教育參加者一些簡單溝通技巧，好讓他們能夠與家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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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預設照顧計劃。 

 

由大眾到小眾 

在大約十年前，主辦生死教育的機構都會以長者或臨終病人作為主要服務對象，

原因是他們的生命較接近死亡，所以需要生死教育的迫切性亦比其他人高。後來，

愈來愈多機構察覺到長者和病人的家屬更加不願意談論死亡，以致有不少活動開

始提供給家屬或社會大眾，而且亦錄得正面成效。時至今日，以大眾為目標的生

死教育當然要繼續推行，但同一時間，亦應該逐漸將生死教育推廣至社會中的小

眾群組。少數族裔、智障人士、精神病康復者、殘疾人士、兒童及性小眾人士都

必然會經歷死亡和哀傷，可是他們卻容易被主流社會忽略或邊緣化，從而令接觸

生死教育的機會都會減少。小眾群組由於缺乏機會認識生死教育，因此他們在面

對死亡時，往往比主流大眾更為無助和艱難，亦較容易引起嚴重精神問題。生死

教育的理念是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有尊嚴地面對死亡，既然香港現時在推行生死

教育方面已經頗為成熟和成功，現在絕對是適當時機讓社會上的小眾群組都能夠

得到平等和充分機會獲得這些重要知識。 

 

由生死教育到失去教育 

過去數年，或者有不少人都曾體驗，除了「死別」會帶來悲傷與失落，原來「生

離」都絕不輕鬆。尤其對一些長者來說，與自己的子孫分隔異地，然後只剩下自

己孤獨一人留在香港生活，那份難過的程度甚至比死亡更高。有部份長者即使與

家人一起移居外地，但卻失去了數十年熟悉的居住環境和生活習慣，情緒難免會

有低落。大部份人在生命的上半場，都會擁有很多事物；可是，隨著年齡漸長，

在生命的下半場，失去會逐漸取代擁有。最初，人會先失去工作和收入，之後會

失去因工作帶來的關係和地位。跟著，會失去自己的健康，以及伴隨的生活興趣

和習慣。再之後會失去自己身邊所愛的人。最後，是失去自己的生命。 

 

談論失去比死亡更容易得到不同人士的接受和共鳴，因為有些人在生命中可能仍

未經歷過死亡，但就已經面對多次失去，例如失業、失戀、失學、失婚、搬屋、

朋友移民等等。即使是小孩子，他們都會經歷失去喜愛的玩具，又或父母須要工

作而減少陪伴孩子的時間。其實每個人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會一點一滴地失去時間

和生命，可是很多人卻沒有察覺，亦甚少為失去作好準備。整體來說，在生命中

遇到失去的機率必然比死亡高。雖然生死教育應該繼續推行，因為它能成功地幫

助人面對死亡帶來的別離，但在死亡以外，生命仍然有很多在世的分離，因此社

會都值得開始討論和提倡失去教育。 

 

總結 

香港作為一個以中華文化為主的城市，難免對死亡避而不談，然而經過不少機構

及熱心人士在過去十多年努力推動生死教育，社會大眾對死亡的接受程度明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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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由於香港將會面對愈趨嚴重的老齡化問題，因此現在是適當時候承傳過去的

智慧，然後共同探索本港生死教育的未來路向。期待將來有更多關於本港的生死

教育研究，以提供實證讓政府和不同持份者作出長遠規劃，好讓社會能有效迎接

未來的轉變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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