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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喪親的自我敘說研究 
黃思郁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所研究生 

 

一、前言 

死亡是生命的終點，也通常是人生中最大的失落，而青少年依據學者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係屬於自我統合階段，危機是角色混亂，重視的對象由父

母轉向同儕。（張春興，2012）而家庭成員的死亡對於青少年而言，除了上述挑

戰外，尚須處理死亡的焦慮，使得青少年遭逢喪親特別困難（Lytje, 2017）。本學

期修習死亡教育、悲傷輔導課程，使我再次回憶起過去小學時所經歷的喪父之

痛，當時無法理解自己為何在父親死後沒有悲傷反應，甚至麻木無感，如今可以

指認悲傷反應，理解自己當時的感受。透過回想與書寫，可以完成自己與親人之

間最後的道別，也可有助於悲傷的復原（侯南隆，1999）。因此本文透過自我揭

露的方式書寫自己接觸死亡的經驗，透過回憶、日記等，再現當時的場景與故事。 

二、自我敘說理論 

Webb 曾言：「人存在於其所編織的意義之網絡中。」（引自陳柏璋，2000）

質性研究尊重研究參與者的個殊性。Strauss and Corbin（1997）認為質性研究適

用於揭露事件表面下的現象，並加以說明其脈絡。基於人類是天生的故事敘說者

（Lieblich et al.,1998），且人類也在說故事的歷程中賦予生命經驗意義，故本研

究選擇質性研究中的敘說研究，欲展現其獨特的生命故事。自我敘說是其中的一

種方式，邱惟真與丁興祥在（1999）認為自我敘說是個人在經驗中建構自我的生

命故事，並從脈絡中找出意義，加以詮釋。因此藉由自我敘說重新回顧過往喪親

的經驗，找尋對自我的影響，並重新轉化賦予意義。 

三、死亡黑幕即將籠罩 

從小，爸爸是家中的經濟支柱，雖然不擅言詞，但是可以從日常生活中感受

他對家庭的愛，例如假日常常帶全家出去玩，且也很溫柔，我們家是嚴母慈父，

印象中有一次成績考差，一個人關在房間心情低落，爸爸緩緩走進我身旁，將手

放在我肩膀上，輕聲說「別難過，下次再加油！」，常常用鼓勵伴我走過低潮。 

印象中在小學五年級，爸爸有一陣子大便經常性出血，因為過去有切除息肉

的病史，且好幾年沒有複檢，媽媽提醒爸爸找個時間去醫院做檢查。好多天以後，

有一次母親叫我請假陪她去台大醫院，只記得媽媽走進診間，拿出報告請醫生

看，醫生判讀的結果是「直腸癌末期」，無法動手術，大約只剩 7 個多月生命。

當她走出診療室，記得癱軟倒在走廊，我那時對死亡是陌生的，覺得不可置信，

這樣的事怎麼會發生在爸爸身上，他還這麼年輕，身體感覺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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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急轉直下，爸爸一邊做化療，同時問了很多朋友，推薦他吃偏方草藥，

結果依舊沒好轉，體力退化很多，食慾不振，聽媽媽說開始出現轉移至淋巴，後

來轉進馬偕的安寧病房，施打嗎啡，進行緩和醫療。那年的國慶日，爸爸請假幾

天回家，氣色不錯，爸爸坐臥在沙發上，金黃色的陽光灑落在他臉龐（後來回想，

是否是迴光返照? ）。有一次爸爸叫我單獨到他房間，跟我說「思郁，爸爸知道

不久於人世，有兩個遺憾，一是無法跟你媽媽白頭到老，一是無法看到你穿上婚

紗，牽著你的手走上紅毯。你要好好聽媽媽的話，照顧她。」當下有種感覺，很

像在交代遺言。12 月某一天凌晨五點多，我、妹妹和媽媽同一時間不約而同醒

過來，走出房間，結果六點多媽媽就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爸爸已經於清晨五點

多病逝。 

四、你走了以後的世界 

爸爸去世後，家中籠罩一種奇怪的氣氛，壓抑的氛圍，好像沒有甚麼事發生，

生活軌道依舊進行。到了告別式當天，向學校請了事假半天，媽媽提醒不能讓學

校師生知道這件事，不然往後別人會用異樣的眼光看你，班上如果有失竊，可能

也會認為是你做的，因為電視上常出現些社會新聞，往往會說加害者來自「單親

家庭」。告別式的會場，自己沒有太多的情緒，只是聽著大人的指示，披麻帶孝，

跪首磕頭，事後回想覺得自己冷血無情，怎麼哭不出來。告別式結束後，立刻返

校上課，一直到高中畢業，所有的同學、師長都不曉得我爸爸過世的事。而媽媽

也被要求不能送爸爸棺木至墓地，否則會被質疑想改嫁，此為傳統喪葬禮俗中對

於女性的束縛（許瑛玿、許鶯珠，2007）。然而之後伴隨悲傷而來的是罪惡感，

自責自己不孝，沒有送爸爸靈柩到墳地 （出殯）。這符合學者 Worden 提出喪親

者最常有的感受是愧疚與罪惡感（李開敏、林方皓、張玉仕、葛書倫譯，2011）。 

爸爸過世後，立刻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經濟方面，媽媽過去是家庭主婦，現在

最急迫的就是找工作，記憶中的她很堅強，沒看過她流淚，立刻扛起父親的職責，

而我身為長姊也肩負起照顧妹妹的責任，接送妹妹放學回家，有時陪她寫作業。

內心也暗自發誓，一定要更努力唸書，努力考上公立高中（大學），以減輕媽媽

的經濟負擔。在唸師大時，別的同學在玩樂，我已經在準備高普考，希望能夠畢

業就考上公職。 

念大學的某一天晚上，我們三人才將這件事開誠布公，才理解媽媽當時的心

情，其實是非常悲傷，但因為父親是生病的緣故，屬於預期性悲傷，相較於遽然

而逝，在死亡到來之前就已開始進行哀悼，且有助於減少遺憾（張雅媜，2005）。

另一個原因是擔心悲傷情緒若在孩子面前流露，可能會影響我們，她告訴自己：

「孩子還這麼小，我現在責任這麼大，立刻面臨的是經濟壓力，不能把時間浪費

在悲傷。」她總是在上班的公車上掉淚，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我也慢慢了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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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原來爸爸過世之後我的麻木、情感壓抑，是受到媽媽的影響。有研究指出若

是能喪親後，得到另外一位父母的安慰，將有助於孩子的悲傷調適（Bowlby, 

1980）。父母自然的表達悲傷情緒，有助於孩子情緒表達（陳錫琦、方惠欣，2012）。

而這一次的長談對我們母女三人是一個很大的釋放與理解，用淚水釋放悲傷，繼

續向前走。失落的事實不是被否認，而是被接受（Giblin & Hug, 2006）。 

五、喪親經驗的意義建構 

(一) 對死亡的看法 

    在爸爸過世之前總認為死亡很遙遠，通常是在電視上或報章雜誌看到，且將

死亡與老劃上等號，直到聽聞爸爸罹患癌症的消息，看著他以往高大的身體逐漸

凋零，如同風中殘燭，最後邁向死亡，發現死亡的陰影開始籠罩全家。媽媽總是

不時耳提面命，提醒著「要多吃蔬菜少吃肉，父親就是太愛吃肉才會罹患癌症」；

而我身體只要一有狀況，就會立即去做檢查，深怕癌症找上門。最深層的恐懼來

自於死亡，培根曾說「恐懼最大的原因來自於對事物的不理解」。若能去深入理

解死亡的本質，就會發現其實與生命是一體的。 

莊子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

也。」（許雅芳，2006）生死與晝夜如同自然的變化，就是一種「道」，是人力無

法變動的。「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意即生與死只是自然之

氣的聚合與消散，對於死亡坦然視之，破除悅生哀死的習氣，超越生死體察生命

的本質。當莊子面對其妻之死，能夠做到鼓盆而歌的灑脫。學者傅偉勳認為若能

對於負面現象予以凝視，發現其中因緣，便能擁有高度的生命智慧超越所謂一切

皆苦，轉化負面體驗為正面（傅偉勳，1998）。換言之，能夠如實看待生命中的

一切際遇，以超然的態度去面對，便不會被生命現象中的生滅所綑綁。 

西方哲學家海德格賦予死亡更積極的意義，人是「向死而存在」，當你意識

到自己終將一死，便會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否則便會為無意義而焦慮（傅偉勳，

1998）。意義治療大師弗蘭克也提及人只要參透為何而活，即能承受任何煎熬（趙

可式，沈錦惠譯，1967）。（Frankl, 1985）曾有研究者找來六位具有瀕死經驗的受

訪者進行深度訪談，發現他們對於死亡的恐懼降低甚至消滅，接納死亡，對於生

命有更多的洞悟，體會到生命「靈魂不滅」的道理，理解生命本是緣起緣滅，也

更加積極面對當下生活，實踐海德格的向死存有之義理（釋永有、簡政軒，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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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喪親後的轉變 

當父親去世之後，曾經有過自卑，也羨慕旁人有父親的陪伴，也曾想過如果

父親還在世上會是怎樣的光景？後來隨著時間慢慢過去，我也慢慢長大成熟，反

而覺得這也是一個讓自己獨立的機會，從被照顧者也開始肩負起照顧家庭的職

責，變得更堅強獨立，希望證明單親的孩子不會變壞。但另外一方面衍生的問題

就是延宕性悲傷，依據學者研究，青少年時期經歷喪親之痛後會想隱藏悲傷，表

現和其他人一樣，不喜歡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待他（Lytje, 2017）。因此在父親去

世後，我無從經驗悲傷的機會，常習慣於壓抑失落情緒，或選擇在被窩暗自流淚。

然而這樣的壓抑與逃避失落情緒，反而阻礙復原，甚至有可能導致複雜性悲傷

（Boelen, van den Bout, & van den Hout, 2003）。現在的我，開始學習去理解並接

受自己的情緒，並試著去表達。 

12 歲遭遇的喪父對當時的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但是記得當時媽媽鼓勵

我「死亡每個人遲早會遇到，你只是比其他人早，不要看輕自己，更要勇敢面對

挑戰。」讓我慢慢將這樣的苦難轉化為正向的力量，發展出韌性與受挫力。往後

在面對人生中的許多挫折，更能再接再厲，堅持到底。 

(三) 對生命的體悟 

由父親死亡的到來理解到「生命無常就是日常」，唯一能把握的只有當下。

因此有想做的事，不要遲疑，勇敢去做，就算失敗至少沒有遺憾。而且更要珍惜

身邊的親友，愛與感受要說出來，讓他們知道。生命教育（死亡教育）更積極的

意義，是藉由死亡去彰顯生命的價值，去找到生命的意義，投入生活中每一件小

事。依據過去研究者的量表整理，善終概念可歸類為三大項：「內在期待」、「壽

終正寢」及「臨終環境」（陳錫琦、蔡佩娟，2010）。其中「內在期待」包含「已

完成願望」、「親友兒女幸福」等。由於死亡總是沒有預期的來造訪，我們應該試

著列出願望清單與遺囑，更積極的把握時間，讓自己的生命盡頭沒有遺憾，得以

善終。 

另外，煩惱多來自執著於現象界中的一切，不能接受生住異滅、成住壞空的

現象變化，唯有超脫轉化，破除我執，相信自己有能力超越死亡的考驗（釋宗惇

等人，2006）。只有了解生命的本質，培養生命智慧，才有可能到達心經所言「到

彼岸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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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喪親經驗的確會對個人，尤其是青少年帶來很大的失落，且每個人的悲傷經

驗都是獨特的，其中哀悼是非常重要的，「對外表達」本身就是療癒的開始，晚

近研究特別重視復原力，若能夠在倖存父母的引導下，去經驗悲傷，建立與逝者

的新連結，並從中找尋意義，有時也是一個轉化超脫的機會，使自己的生命有更

大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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