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果(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一.分項計畫：落實技職優秀人才培育 

二.活動主題：殯葬教育十年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三.活動地點：109/6/19-20福龍紀念園、仁德醫專 

四.活動內容：殯葬教育十年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五.活動花桇：研討會與發表會 

 

 

執行單位：生命關懷事業科 活動日期：   109 年  6 月 19-20 日 

參加人數：120 人 活動滿意度：90%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09/6/19-20 

照片說明：福龍董事長致詞 

拍照日期：109/6/19-20 

照片說明：殯葬設施同業公會雷理事長致詞 

  

拍照日期：109/6/19-20 

照片說明：尉遲淦教授講座 

拍照日期：109/6/19-20 

照片說明：邱達能主任致詞 

  

拍照日期：109/6/19-20 

照片說明：南華大學李慧仁教授發表論文 

拍照日期：109/6/19-20 

照片說明：馮月忠建築師發表論文 



一 成效分析(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殯葬教育十年回顧與展望兩天的活動，邀請了來自台灣各校與殯葬業界、專家學者共同進行殯葬

教育的 4場專業論壇講座，殯葬教育五場次學術研討會，篇學術性論文發表以及殯葬設施參訪活動。

共計有 150人次參與此活動，且透過此次會議向業界展現了本科的教學成果也爭取到了學生前往海外

廠商實習的機會。 

 

1.鈕則誠---通識教育於 1984年在國內高等院校正式起步，為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在專門及專業知

識之外，提供了豐富的生活常識與人生智慧；它不見得能夠立竿見影，卻足以潛移默化。在這方面五

專生得天獨厚，因為可以在「轉大人」的關鍵時期充分薰習，讓一技之長和人格養成無所偏廢。尤其

當殯葬服務的人才培育因為正式且正規的教育訓練逐漸齊備，得以毫無愧色地納入助人專業行列，而

與醫護、諮商、社工人員平起平坐，無疑需要一定的修養工夫。希望選擇步入此一行業的年輕朋友能

夠自覺認識進而多元學習，讓自己在學成之後能夠通過巧手慧心，為亡者的人生終點畫出一幅完美的

圓，同時充分告慰家屬親友。 

要強調的是，光有專業訓練尚不足以成為助人專業人員，必須輔以充分的生命通識修養始堪稱到位。

此處所指的便是殯葬專業人員不可或缺的「生命」與「關懷」核心價值與意識。喪葬活動處理的是遺

體，彰顯的卻是生命；操作的是禮儀，體現的則為關懷。生命包含著生活與生死，關懷落實於關心與

照顧，都需要通過善體人意的心思和無微不至的服務加以實現。尤有甚者，殯葬不似醫療照護的經常

性維繫，而是無與倫比的一次性服務，沒有重來的可能，因此更需要完美無瑕。完美的工作既是技術

也屬藝術，殯葬專業的技術嫺熟固然來自專業訓練，但要臻於藝術化境，則有關生命與關懷的通識教

育不可或缺。 

2.黃有志---國內殯葬教育實施過程中在跨域教學方面，如何將殯葬管理的理念與實務融入生命教育

中實施的教學與研究。自 2003年(92學年度)高師大教育系成立國內第一個「生命教育在職碩士專班」

始，本人一直擔任該班的「殯葬管理與生命教育研究」一學期 2學分的選修課程的授課教師迄今。教

學過程中本人與該班歷屆的部分研究生共同合作，包括本人著作先後共出版「生命教育叢書」系列共

一～七冊(其中也包括本人獨自出版部分系列書籍)，同時同一期間也與該班研究生陸續出版兩部發行

輔助生命教育課程教學用的多媒體教材。本文乃就上述出版叢書以供教學參考使用的始末及其簡要內

容以及兩部輔助教學多媒體教材之發行推廣情形作一回顧與介紹。主要目的在於藉助上述「殯葬管理

與生命教育研究」課程之相關教材研發與出版作一概述，說明殯葬教育在國內實施推廣的軌跡，並對

此一歷史作一見證。 

3.王士峰--殯葬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在整合的能力，亦即整合組織中各項資源，發揮綜效(Synergy)，

達成組織目標的能力，這是屬於經營管理能力的議題。經營管理架構的建立是深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

的一個關鍵成功因素。本文將作者近二十年來(2000年至 2019年所提出之殯葬產業經營管理方法論

(Methodology)，包括 :殯葬產業價值鏈 (2001年)、殯葬產業經營管理關鍵成功因素法(2008年) 、

殯葬產業策略矩陣(2012年) 、殯葬產業管理發展架構(2016年)及殯葬業管理個案研究法(2017年)

等，進行回溯性探討。 

4.尉遲淦---本來，每一個人到這個階段都要有所交代。只是這種交代也分兩種：一種是只對自己交

代；一種是不只對自己交代也對別人交代。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人只要對自己交代並不需要對別人交

代。因為，他們的人生是以自己為主和別人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可是，少部分的人卻不一樣。他們也

想只對自己交代，但他們的一生卻不小心和別人有了關係。在這種關係的要求下，他們不得不在對自

己交代的同時也對別人交代。對我而言，這種對自己也對別人交代的情況不是必然的，它其實是來自

於一種偶然。雖然它只是一種偶然，但是在不知不覺當中卻又變成一種必然。為什麼我會這麼說？這

麼說不是感覺很弔詭嗎？的確，表面看來這麼說確實很弔詭，偶然就是偶然，必然就是必然，彼此分



得很清楚。可是，只要經歷過的人就會發現人生真的是這樣，偶然和必然並沒有想像那樣分得那麼清

楚。實際上，偶然會不會變成必然是要看機運與堅持。如果機運不對，偶然確實很難變成必然；同樣

地，堅持不夠，偶然就只能停留在偶然。所以，偶然是否能夠變成必然是需要看機運與堅持的。 

5.譚維信---殯葬教育學科在臺灣一直是被忽視的，且被認爲是一門不入流的學科。以致國內大專院

校不會考慮開設殯葬相關科系。至於國高中僅在教科書內文裏放一些有關殯葬事務的粗淺說明。中國

大陸在 1995年於湖南長沙民政技術技術學院開設了殯儀系，算是華人對於殯葬教育學科走出的第一

步。筆者任職新竹市殯葬管理所時，有幸參與內政部參訪團，到中國大陸參觀主要城市的殯葬設施及

民政技術學院的殯儀教育。當年爲 2004年，此時的殯葬教育學科有殯葬禮儀服務、火化機構造、操

作、墓園規劃、墓碑設計、遺體防腐、殯儀文化等設計完備的學程。至於教科書方面，長沙民政技術

學院殯儀系的創系教師王夫子(王志國)就著作有《殯葬服務學》及《殯葬文化學》兩本教科書。後期

任教的盧軍老師著作有《火化機原理》一書。此時的臺灣尚未有正式的殯葬教育學程。 

6.馮月忠---近年來殯葬學者投入研究政府的殯葬政策，民間殯葬設施、國際建築大師參與規劃設計，

陸續出現，創造出結合人性空間，紀念與永恆的故事，肅靜、祥和及莊嚴；可持續環保設計及對人性

的尊重，漂亮的殯葬建築誕生。殯葬建築向來就不是建築界的主要作品，除了產量不大之外，心態上

的某種迷思與忌諱也是是原因之一，目前台灣殯葬建築使用上機能不僅空間不足，動線混亂、建築造

型、仿古設施老舊，未合乎人性尊重逝者，一部份因為規劃動線設計不當，一部份則是強勢的民間習

俗等問題。建築的實質是空間，空間的本質是為人服務。沒有永遠的教室，只有永遠的學習。人生因

學建築而美好。禮俗的異同本來就是一個公立殯葬設施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議題，此論文將比較國內外

殯葬設施建築設計，列出優缺點。並針對目前台灣地區殯葬設施之建築設計提出建議。 

7. 李慧仁---距今 2571年，孔子誕生，其一生示現仁人君子的教育家風範，教導弟子回歸人心進行

省思，提出「仁」才是「禮」的根本依據，帶領人們依循「仁」，突破貪生怕死以及情感之欲的影響，

將過去宗教性的「禮」，提升到道德的層次。孔子是位思想家，也是終身以禮自持的實踐者與指導者，

二千年來，華人面對死亡大事，有禮經為本之外，主要依賴各地通曉儒家禮儀的「禮生」、「先生」進

行指導，這要歸功於孔子，將生死課題與殯葬禮儀加以會通，而其作育英才的模式，為過去社會培訓

出得以指導與協助殯葬儀式之人。我國在 1949年以後，培育「禮生」、「先生」的傳統方式發生斷層，

之後雖有產、官、學界推動培訓，開辦殯專業相關科系，但因課程都偏重於外在的禮俗儀節，未能將

喪禮在於協助人們超克死亡的真義點出並融入，直到尉遲淦先生，發揮在學術上的涵養，覺察到生死

與殯葬之間應做連結與運用，所以致力提出諸多闡述殯葬生死觀之著作，為現代的殯葬專業教育找到

教學核心，也讓禮儀師體悟角色與定位，先生之貢獻可媲美於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