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喪
禮
服
務
丙
級-

宗
教

指
導
老
師
：
洪
筱
蘋

組員
10711158 葉政暉
10728037 張哲端
10728044 許詠涓
10718215 李培榕



目錄

佛
教

一
貫
道

天
主
教

道
教

回
教

基
督
教



佛教



1. (3)  就目前佛教淨土宗教流行的說法，人死後多久才能移動身體？ 1. 6
小時 2. 8小時 3. 10小時 4. 12小時

2. (4) 對佛教而言，人死後暫時不移動身體是因為?  1. 人死後很可怕 2.怕
影響生者 3.人死後會有不理性的反應 4. 怕影響亡者神識順利脫離肉體

3. (3) 佛教助念的主要目的在於？ 1. 回饋家屬 2.獲得社會好評 3.協助亡
者 4.為自己做功德

4. (3) 佛教助念的做法是希望亡者前往何處？ 1. 淨土 2. 仙界 3. 天國 4.  天
堂

5.  (2) 佛教助念用的佛號是？ 1. 無量壽佛 2. 南無阿彌陀佛 3. 阿門 4. 釋迦
牟尼佛



1. 不管是佛教界或是一般人，都流行一種說法，即病人斷氣後，至少要為他念佛八小
時，而且在這段時間之內不得搬動遺體。堅持八小時的主要的考量是，因為亡者的神
識尚未完全脫離肉體，可能還有知覺。為了避免亡者因其遺體被觸動而嚴重影響其往
生正念之提起，所以要等斷氣八小時之後，才為亡者進行沐浴、化妝和換壽衣，接著
才讓親友瞻仰遺容。

2. 亡者肉體散壞時，被搬動會很痛苦，但是無法表達。可是我自從接觸到從生死邊緣
回來的人，說出自己的經歷時，我才慢慢瞭解，其實「死」沒有那麼恐懼，八小時內
移動亡者，軀體並不會感覺痛。不過，意識是存在的。

3. 助念的目的便是主動地尋找或扮演善知識的角色，在臨終者最後一段路途上，教導
家屬正確的處理方式，幫助臨終者認識西方淨土，鼓勵他提起信心、發願求生西方，
而在痛苦的死亡過程中，不斷地以念佛聲來提醒他、支持他。

4. 助念是幫助一個人...我們看到一個例子，在生的時候不念佛，沒有接觸佛教，死了
之後，四十九天，由於助念得是非常...問：亡者往生後不到八小時，有人用內功從亡
者腳下一直推動至頭頂，總要讓他歡歡喜喜，幫助他生到天國，這個做法就對了。

5. 阿彌陀佛其名號梵音為無量壽、無量光，別名無量壽佛、無量光佛、觀自在王佛、
甘露王。密號為清靜。他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與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合稱「西
方三聖」南無阿彌陀佛，意譯為歸命無量覺，無量佛。亦即歸命於無量壽佛及無量光
佛。隨著淨土宗在中國的普及，阿彌陀佛成為最流行的佛陀。

解析



6.  (1) 就宗教觀點而言，輪迴是屬於下列何種宗教的說法？ 1. 佛教 2. 基督
教 3. 天主教 4. 伊斯蘭教

7.  (2) 就宗教觀點而言，中陰生命是屬於下列何種宗教的說法？ 1. 基督教
2. 佛教 3. 道教 4. 儒教

8.  (1) 就宗教觀點而言，神識是屬於下列何種宗教的說法？ 1. 佛教 2. 伊斯
蘭教 3. 道教 4. 儒教

9.  (2) 就宗教觀點而言，佛教徒死後一般由誰主持葬禮？ 1. 神父 2. 法師
3. 牧師 4. 道長

10.  (2) 就傳統禮俗而言，地藏王菩薩隸屬於哪個宗教？ 1. 基督教 2. 佛教
3. 道教 4. 伊斯蘭教



6. 釋迦牟尼佛說，輪迴是一個過程，人過世以後，心「識」會離開人的身體，經過一些過程後進入另一

個剛剛出生的新生命體內，該新生命體可能是人類，也可以是動物、鬼、神。到達涅槃的境界就可擺脫
輪迴。《法華經·方便品》：「以諸欲因緣，墜墮三惡道，輪迴六趣中，備受諸苦毒。」這一過程中，
一個人當下所存在的狀態稱為今生，前一個輪迴的生命體稱為前世，下一個稱為來世或來生。

7. 人死之後七七日間為中陰，中陰又叫中蘊、中有，就是五陰和五蘊的意思。所謂陰和蘊，是指色、

受、想、行、識五種，乃三界眾生生命的組合元素。陰是唐以前的舊譯，蘊是唐以後的新譯。三界眾生
稱為二十五有，所謂有，就是有五蘊；不出三界是被五蘊所困，解脫生死即是出離五蘊的三界。

8. 神識指意識，概述神識小無內，所以佛說：“一杯水里有八千萬眾生。”神識大無外，所以佛說“大
千世界”。神識是眾生的心和識。普遍認為指八識（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等識）

9. 過去一般佛教徒總認為人死後八小時之內，最好不要...尤其一般人遇到家中有人往生，更是很自然的
就會想要找個法師誦經

10.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是地藏菩薩的慈悲大願，地藏菩薩在娑婆世界示

現菩薩身十方應化，在釋迦牟尼佛說法時，受囑咐教化娑婆眾生，直至彌勒菩薩於娑婆世界成佛。信徒
稱其「地藏菩薩」，其示現菩薩之身協助釋迦牟尼佛說法，故佛教造像中將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
地藏菩薩合稱「娑婆三聖」。

解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D%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8%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C%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5%E6%A7%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8D%8E%E7%BB%8F
https://www.liaotuo.com/remen/yishi.html
https://www.liaotuo.com/remen/zhongsheng.html
https://www.liaotuo.com/remen/daqianshijie.html
https://www.liaotuo.com/remen/bashi.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B%E8%BF%A6%E7%89%9F%E5%B0%BC%E4%BD%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8C%E5%8B%92%E8%8F%A9%E8%96%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91%E5%A9%86%E4%B8%89%E8%81%96


道教



11.  (2) 就道教觀點而言，自殺死亡者一般需要做何種儀式來化解？ 1. 作藥
懺 2. 打枉死城 3. 打血盆 4. 招魂

12.  (1) 下列何者為道教三清之一？ 1. 元始天尊 2. 彌勒佛 3. 關公 4. 觀
音菩薩



11. 為了人間細故自殺的死者就不能享有這般軟禁的待遇，民間信仰中他們的下場有兩種，

一種是被當地的風水地脈所困，困在自殺的地方，成為捉拿替身的冤鬼（日本稱地縛靈），
每天重複一次自殺的動作，需要替身代替自己，才能離去。另一種，則是靈魂被驅魔真君、
日夜遊神，甚至釋教過路的藥叉、金剛、揭諦、伽藍等神靈發現，通報鬼差將之帶回地府，
被困在枉死城的內城（孤獨地獄），受盡死亡剎那的痛苦，也不能與外界通訊，除非獲得判
官等神祇的許可才能託夢給家人。

12. 元始天尊是道教崇拜的最高神靈，三清尊神之一，最早記載於東晉末年的靈寶經，及另

一道教創世之神元始天王。相傳元始天尊與道同體，是宇宙的最高神，在天地開闢之際，向
諸神現身說法演說經文，再輾轉下傳凡人。在唐代初期，元始天尊成為道教公認的最高神，
其神像廣泛製作，繼後與靈寶天尊、道德天尊合稱「三清」。

解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6%AE%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9F%E7%A6%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A8%E6%B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D%89%E4%BA%A4%E6%9B%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85%E9%AD%94%E7%9C%9F%E5%90%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5%A4%9C%E9%81%8A%E7%A5%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AF%E5%8F%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5%89%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F%AD%E8%AB%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8%97%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4%E5%AE%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97%E5%A4%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88%E5%AF%B6%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B5%E9%80%A0%E8%AB%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5%A7%8B%E5%A4%A9%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88%E5%AF%B6%E5%A4%A9%E5%B0%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4%B8%8A%E8%80%81%E5%90%9B


一貫道



13.  (1) 就宗教觀點而言，歸空是屬於下列何種宗教的說法？ 1. 一貫道 2. 
佛教 3. 儒家 4. 道教

14.  (4) 就一貫道而言，道親死後一般由誰主持葬禮？ 1. 神父 2. 教長 3.
牧師 4. 點傳師

15.  (3) 就一貫道的觀點而言，人死後最希望回到什麼神的身邊？ 1. 玉皇大
帝 2. 瑤池王母 3. 無生老母 4. 上帝



13. 「歸空」在一貫道的修道者而言，具有三種意義：首先，歸空是喻指修道者的極致生命

境界，代表其生命已與天合一，或稱「成道」（成道不必然是現實生命的結束），如老子所
謂的「返璞歸真」歸空是一貫道對於一位得道者逝世的美稱，讚嘆其生命回歸到先天故家鄉，
雖然現實生命不起作用了，但其真實生命卻歷久彌新，故以「歸空」稱之。

14. 點傳師必須要立有清口願，且必須「功德深厚，道理通達，人格高尚，志向堅定，身心

雙修」，言行舉止也要可以讓道親效法。選拔點傳師的時候，會由所屬領導引薦、保命，並
由祖師或祖師所委任放命者進行考察、提拔，通過者經放命儀式，立領命願後，才能正式成
為點傳師。領命願中明列點傳師必須「以身許道、財法雙進、開荒布種，赴湯蹈火萬死不
辭」，擁有處理、應對「考驗」之權，甚至要做好赴死的準備。

15. 無生老母又稱作無極老母、無極天母、無極聖祖、玄玄上人、明明上帝，有時在經文裡
簡稱作老母，是明、清以來許多民間宗教，包括羅教、西大乘教、雞足山大乘教、齋教、
聞香教、天理教、先天道、一貫道及天道等最高神祇。

解析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85%E5%8F%A3%E9%81%93%E8%A6%A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93%E8%A6%A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4%BE%E5%91%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0%98%E5%91%BD%E9%A1%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5%BF%E5%A4%A7%E4%B9%98%E6%95%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8%A1%E8%B6%B3%E5%B1%B1%E5%A4%A7%E4%B9%98%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D%8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E%E9%A6%99%E6%95%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5%8D%A6%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8%E5%A4%A9%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8%B2%AB%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9%81%93


基督教



16.  (4) 就基督教觀點而言，自殺死亡者會前往何處？ 1. 留在原地不動 2.  
天國 3. 隨業力變化 4. 火湖

17. (4) 就基督教的觀點而言，人死後最希望回到什麼神的身邊？ 1. 玉皇大帝 2. 瑤池王母
3. 無極老母 4. 上帝

18.  (1) 基督教告別安息禮拜內容不包含？ 1. 引魂 2. 安慰 3. 感恩 4. 佈
道

19.  (4) 信奉基督教者，通常在其安息多久舉行家庭追思禮拜？ 1. 三天 2. 
十天 3. 七天 4. 無規定

20.  (2) 喪禮中對亡者稱呼是「睡了的人」是哪一種信仰的特點？ 1. 伊斯蘭
教 2. 基督教 3. 佛教 4. 道教

21.  (2) 喪禮中最會特別藉由亡者來提醒與會人士「數數自己剩下多少日子」的是哪一種
信仰的特點？ 1. 一貫道 2. 基督教 3. 佛教 4. 道教



16.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裡常用「地獄」這詞來形容一些犯了罪，在神看為「無用」如同垃圾的人，被神
丟棄到「欣嫩子谷」去焚燒。不錯，地獄又名「硫磺火湖」，聖經明言那是為魔鬼預備的地方(太25:41)，
因為魔鬼被形容是「古蛇」(啟12:9)，而蛇最怕硫磺，所以「硫磺火湖」這詞只表示魔鬼最怕的刑罰而
已。

17. 上帝：《聖經》中的“上帝”，作為基督教的至高神，上帝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和主宰，並對人賞善
罰惡。

18. 佛教徒會去「引魂」，但佛教並不積極主張引魂的行為。佛教中並無「引魂」的儀程或觀念，但若

以佛法的觀念行之，透過佛菩薩的願力攝受往生者，在不違背正信的佛法下，亦無不可。依據佛經，人
往生之後，在這一期生命的結束，到下一期生命的開始之間，我們稱為「中陰身」。中陰身在四十九天
內有轉生的因緣，大善人很快可以往生淨土或投生天國，大惡人則很快就會墮入惡道。普通人最遲在四
十九天內，也會投生到六趣中某一道。透過佛法的力量，以及佛菩薩的慈悲願力，我們誦經念佛、為往
生者布施等，不需要到亡者所在地、或者死亡的地點去從事，中陰身並沒有空間距離的限制，而是隨心
所動而到達去處，因緣和合、感應道交，就會到來。

19.無規定

20. 這些睡了的人是一個相當特別的形容，形容已經死了的基督徒。聖經形容這些已死的信徒其實是睡

了的人，那指從保羅離開帖撒羅尼迦之後，這個地方的信徒中有些人已經死了，但當基督再來的時候，
就會將榮耀賜給這些信徒。

21. 詩篇九十篇十二節：「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這句話來自

摩西所寫的詩，是在摩西年老的時候寫的，他說：「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所以得救之
後，我們就需要自己來數算。

解析

http://www.yygo123.com/tags-223.html


天主教



22. (1) 就宗教觀點而言，天主教徒死後一般由誰主持葬禮？ 1. 神父 2. 教長
3. 牧師 4. 道長

23.  (4) 「守夜體」是哪一種信仰的特徵？ 1. 道教 2. 基督教 3. 佛教 4. 
天主教

24.  (4) 喪禮中「灑聖水」是哪一種信仰的特徵？ 1. 道教 2. 基督教 3. 佛
教 4. 天主教



22. 神父，是司祭、司鐸的尊稱，是一個教堂的負責人。介於主教與助祭之間，屬七級神品。

是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的宗教職位，只有男性修士才可擔當此職位。拉丁禮天主教的神父終
身不可結婚，而東正教的白衣神父可以在晉鐸前結婚，但主教只能在獨身者中挑選。教徒們
認為神父是教會內有神權的人，是他們靈魂上的父親，可以代表天主“赦他們的罪”。神父的
職權是管理本堂所轄區教務，進行宗教活動。有付“聖洗”、聽“告解”、傅“終傅”、成“聖體”、
祝福“婚配”之權，如受主教委託亦可“堅振”，但無授予“神品”之權。

23. 復活慶典夜間禮儀（又稱：復活守夜禮儀）依次序領受三件入門聖事（聖洗、堅振、聖
體）

24. 聖水是被神父或主教祝聖過的水，用以洗禮或祝聖某人、某地或某物。聖水被放置於洗

禮台中，洗禮台則通常位於教堂的入口處（或是有單獨的一間洗禮堂），以提醒人們洗禮是
皈依基督教的最重要的儀式。還有一種類似的容器叫做聖水缽，也常被置於入口處。天主
教徒在進入教堂時要先以手指蘸聖水，於胸前劃十字。星期天的彌撒儀式中有撒聖水的儀式, 

其歷史可以上溯到九世紀。具體做法是將聖水撣酒器蘸入聖水盂中，然後灑向教眾。另外，
根據各個教派的不同習慣，聖水中有時會加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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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



25.  (2) 就宗教觀點而言，歸真是屬於下列何種宗教的說法？ 1. 基督教 2.
伊斯蘭教 3. 天主教 4. 猶太教

26.  (1) 就宗教觀點而言，歸真指的是？ 1. 回歸阿拉 2. 回歸上帝 3. 回歸
天主 4. 回歸自然

27. (1) 就宗教觀點而言，穆斯林死後多久內一定要下葬？ 1. 一天 2. 五天
3. 三天 4. 七天

28.  (4) 就宗教觀點而言，穆斯林死後只能採取何種葬法？ 1. 天葬 2. 火葬
3. 海葬 4. 土葬

29.  (2) 就宗教觀點而言，穆斯林死後一般由誰主持葬禮？ 1. 神父 2. 教長
3. 牧師 4. 道長



25. 無常一詞是回族的伊斯蘭教用語，表示肉身的死亡[1]，也有人稱之為「毛提」，有時也

使用音近的漢語既有詞「歿」[2]）或「歸真」[3][4]。除回族外，撒拉族、東鄉族、保安族也
稱其為「歸真」或「歸主」。因為伊斯蘭教相信有來世，肉體的消失為人生的復命歸真，而
非生命終結，故忌「死亡」一詞。

26. 伊斯蘭教認為「阿拉」是創造宇宙...主，最後也回歸於真主那裡

27. 他過世三天了，按我們的規定，三天內一定要下葬，而且要在太陽沒下山前下葬...死後
速葬，因為屍體放久了會腐敗，人死後回歸真主，用人為的方法...穆斯林也不看風水、不選
吉日，對穆斯林來說，任何一天歸真，都是好日子

28. 伊斯蘭葬禮謹遵土葬。相較華人排場隆重的厚葬，伊斯蘭強調不論生前或貴族或平民，

一律薄葬、速葬。穆斯林後事從簡，死者大體在清洗後，會由一條白布完整包裹，然後移至
墓園進行集體祈禱儀式，並在24小時內入土為安。第三，伊斯蘭要求尊重大體。先知穆罕默

德曾說：「折斷死者的骨頭，如同在他生前折斷它一般」。見大體，如見其人，所以伊斯蘭
也不鼓勵捐贈大體或器官，更不可以火燃之。此外，穆斯林普遍相信往生後，身體與靈魂仍
能感應彼此，所以火化軀體之痛苦對他們是極度恐怖的

29. 在台灣，稱真主為「阿拉」或「安拉」，稱「麥斯智德」為清真寺，稱「以瑪目」為教

長，稱「阿衡」或「阿訇」為宣教師，「來買丹」稱為「齋戒月」，而「哈智」馬新譯為
「哈芝」稱為「朝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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