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111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 
一 分項計畫：分項 12 

二 活動主題：2022殯葬與寵物國際學術研討會 

三 活動地點：111.9.25行政大樓 B1數位媒體中心 

四 活動內容：2022殯葬與寵物國際學術研討會活動照片 

五 活動花桇：學術研討會 

執行單位：生命關懷事業科 活動日期： 111 年  9 月  25 日 

參加人數：80 人 活動滿意度：90%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李慧仁教授發表論文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尉遲淦教授主持會議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致贈感謝奘給王別玄講師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致贈感謝狀給大仁科大盧以琳教授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致贈李慧仁教授感謝狀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致贈感謝狀予尉遲淦教授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尉遲淦教授發表專題講座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林龍溢教授主持專題講座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會議情況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王士峰教授發表論文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全國葬儀同業公會秘書長許伯雄教授發

表論文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頒發發表證明給陳泓安研究生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吳旼衛講師發表論文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會議成員合影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楊國柱教授發表論文 

拍照日期：111.9.25 

照片說明：會議現場 



六 成效分析(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2022殯葬與寵物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活動，邀請殯葬業界、專家學者共同撰寫論文。現場進行 2

場專題講座，共計有 12篇學術性論文發表。共計有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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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國內外廠商實習的機會。 

 



 

2022【殯葬與寵物】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辦: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生命關懷事業科、中華殯葬教育學會       

時間﹕2022年 9月 25日(星期日) 8:00—17:00 

地點﹕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行政大樓 B1 數位媒體會議中心 

活動議程表 

時  間 主題 主講人 主持人 

08:00~8:10 報到 

8:10~8:30 
      開幕式 

     【產官學各界貴賓致詞】 

黃柏翔校長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2022 殯葬與寵物】 專題講座 

8:30-9:30 
專題演講(一) 

寵物與殯葬的關係 

尉遲淦教授 

(中華殯葬教育學會理事

長、尼加拉瓜太平洋大學殯

葬事業管理研究所所長) 

邱達能副教授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生命關懷事業

科副教授/主任) 

9:30-9:50 茶敘 

9:50~11:20 

專題演講(二) 
殯葬禮儀業者兼營寵物

殯葬之商業模式探討 

王別玄講師 

(中華生死學會/寵愛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邱達能副教授 

(仁德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生命關懷事

業科副教授/主任) 

11:00-10:50 茶敘 

【2022 殯葬與寵物】   第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 

10:50~12:10 

主題 主講人 主持人/評論人 

論文發表(一) 

殯葬倫理之探討:美國

NFDA 個案 

王士峯教授 

(大同技術學院前校長/

尼加拉瓜太平洋大學教

授) 

李慧仁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生死學

系) 

論文發表(二) 

從悲傷輔導探討寵物殯

葬的問題 

邱達能副教授 

(仁德醫專生命關懷事業

科副教授/主任) 

論文發表(三) 

寵物殯葬儀式人格化問題

之研究 

楊國柱副教授(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副教授/主任) 

12:10~13:30 午餐暨休息 



【2022 殯葬與寵物】  第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主持人 

與談人 

 

 

 

13:30~16:00 

論文發表(一) 

從傳統儒家喪禮談寵物殮

葬活動的需求 

李慧仁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尉遲淦教授 

(中華殯葬教育學會

理事長、尼加拉瓜太

平洋大學殯葬事業

研究所所長 

論文發表(二) 

從管理角度探討「告別與

火化」的先後問題 

許博雄助理教授 

(尼加拉瓜太平洋大學殯

葬事業管理學系博士生/

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中

華禮儀師協會秘書長) 

論文發表(三) 

自然療癒實作之教學意義

與效用探究 

李佳諭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論文發表(四) 

淺談寵物殯葬商品與傳統

喪禮需求演化之相互影響

--以棺木為例 

吳旼衛講師 

(仁德醫專生命關懷事業

科) 

論文發表(五) 

以儒家思想詮釋喪禮之分

際—實現寵物喪禮去擬人

化之現象 

張文玉 

(仁德醫專生命關懷事業

科講師/逢甲大學中文系

博士生) 

邱達能副教授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生命關懷事業

科副教授/主任) 

論文發表(六) 

從飼主的行為意向探究寵

物殯葬作為 

黃勇融講師 

(大葉大學環境工程系博

士班、仁德醫專生命關懷

事業科兼任講師) 

論文發表(七) 

從疫情論繪本對兒童悲傷

輔導的效用 

張孟桃講師 

(東華大學中文所博士

生、仁德醫專生命關懷事

業科兼任講師) 

論文發表(八) 

從中庸慎獨觀念對生命教

育的啟發 

陳泓安講師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所碩

士生) 

16:00-16:20 茶敘 

16:20-17:00 綜合座談會 

17:00 賦歸 



2022【殯葬與寵物】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紀錄 

專題講座  寵物與殯葬的關係   尉遲淦 

    對本文而言，本文之所以選擇寵物與殯葬的關係作為探討的主題，主要在於寵物殯葬已

經成為時下流行的作為。但是，對於此一作為的意義及如何落實原先的用意，其實大家並不

清楚。如果我們對此問題沒有清楚的了解，那麼最終寵物殯葬的作為可能就會失去其應有的

意義，淪為飼主自以為是的困境。對我們而言，無論是對飼主或是對寵物來說，這樣的結局

都不是我們所希望見到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當然就有責任把問題弄清楚，這也就是我們

選擇寵物與殯葬的關係作為探討主題的理由所在。 

    那麼，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如何探討？在此，我們分幾部分探討：第一、我們先探討寵

物的存在是否只能是物；第二、我們再探討寵物殯葬的作為為何，要使這樣的殯葬作為有意

義是否需要什麼條件；第三、我們最後探討哪一種宗教才能合理地解釋寵物殯葬的意義。 

    基於上述的探討，我們發現寵物之所以會變成家人，是因為寵物與飼主之間的感情。如

果不是這一份情夠深，那麼寵物殯葬是不會出現的。既然寵物殯葬已經出現，那就要考慮如

何使這樣的殯葬作為具有實質的意義？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只是把寵物看成物，而要看成

未來可以從輪迴中解脫成佛的存在。這麼一來，寵物殯葬的實質意義才有可能實現，否則飼

主的殯葬作為只是一廂情願罷了! 

殯葬倫理之探討: 美國 NFDA 個案 

王士峰 

   企業管理思想逐漸受到量子力學及混沌理論的影響，而有了混沌管理的理論。乃從「全像」

的觀點而非「化約」的觀點來解釋企業成功的因素。愈能與宇宙規則(高層的隱含秩序層)契合

的行動，才能發揮最大的正向蝴蝶效應。符合天理及倫理的意念如愛、感恩、慈悲、和諧等

是宇宙的母體，是最強大的正面意念。近年來，企業逐漸重視「使命」、「承諾」、「倫理」、「社

會責任」、「公益」、等議題，這是管理的一個最新的趨勢。本文先說明殯葬業關鍵成功因素的

新趨勢: 倫理，次就殯葬倫理議題、殯葬專業倫理與企業倫理加以討論，最後提出 NFDA 專

業行為守則內涵之探討。 

 

從悲傷輔導探討寵物殯葬的問題  邱達能 

    對本文而言，「從悲傷輔導探討寵物殯葬的問題」此一主題之所以成為探討之主題，純然

為因應時代變遷之要求。過去，動物即是動物，萬無可能成為寵物、乃至於成為家人。然而，

當前情況已有所迴異，家中所飼養的動物不只變成寵物，甚至於成為家人，並有人格化的現



象。一旦人們所飼養的寵物死去，死的不只是寵物，尚且是家人，其所表現出的哀傷之情，

如喪考妣。因此，今日在寵物死亡的處理上，如果採用現行法律所規定的處理廢棄物的模式

來處理，飼主必然心有不忍無法釋懷。如果不以處理廢棄物的現況方式而改以人們通行的殯

葬方式來處理的話，要如何操作才能產生悲傷輔導的效果呢？對此困擾，需要我們進一步來

探討。 

    為了探討此一問題，本文從寵物死亡對於飼主的衝擊入手，再論及飼主對寵物死亡所引

起的悲傷是如何的處理，最後再探討在殯葬處理上，有關寵物的殯葬應如何安排與執行方能

產生悲傷輔導的效果。 

    經過上述的探討，本文發現寵物的死亡方式的確會影響飼主的悲傷反應。通常，預期中

的死亡和預料外的死亡，對飼主的悲傷反應會有不同的影響。預料外的死亡，讓飼主比較不

容易接受；預期中的死亡，則較為容易讓飼主接受。當然，悲傷程度的深淺，所反映的會是

寵物生前與飼主的關係。如果寵物與飼主的情感深厚，其悲傷程度必然較為強烈、持續時間

也會較久。如果情感程度較淺，其悲傷程度相對而言必然較弱、持續時間也較為短暫。整體

而言，無論悲傷反應為何，寵物殯葬對飼主來說會是一個合適的悲傷輔導作為，其關鍵處在

於如何安排與執行。只要針對悲傷所由來的問題，相應地處理，必然得以產生悲傷輔導的效

果。 

 

以儒家思想詮釋喪禮之分際—實現寵物喪禮去擬人化之現象  張文玉 

   近年來因高齡化、少子化社會人口結構的影響，寵物的定位漸漸成為替代家庭成員的地

位，由於感情依附需求的情況下，從對家人的情感轉移至寵物身上，寵物取而代之成為替代

陪伴家人的重要角色，而在陪伴的過程中自然形成情感依附，由於情感的依附過程中，讓飼

主在生活中得到精神與情緒上的穩定，因此寵物則變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伴侶。 

   然而在寵物短暫生命週期的特性上，飼主最終會面臨到寵物的死亡問題，所以近幾年寵物

殯葬漸漸受到重視，在寵物殯葬人員專業的協助下，用人的喪禮模式套用在寵物身上，這是

目前處裡寵物死亡方式的一種現象，但從殯葬文化以禮制的角度審視，此種作法在於社會上

的觀感，或對於喪禮的禮制上會產生質疑，尤其在禮制上衍伸出喪禮文化的衝突性，造成人

與寵物不分的禮制踰越亂象。 

   用人的喪禮模式套用在寵物的喪禮上，單純對於飼主而言或許能認同這種做法，但站在多

數局外人的角度，這種方式不一定合乎社會大眾所認定的標準。本文試以儒家思想對禮的詮

釋，從傳統喪禮的人文精神去審思，在儒家思想背後的喪禮文化所蘊藏的意涵，幫助釐清寵

物喪禮實現應用的思維。 



   喪禮禮制以宗族的血緣關係形成喪禮脈絡的建構，且深含著人文關懷與文化傳承，故以人

為禮制之傳承者，所以傳統喪禮是以人為喪禮建構的主軸，因此不可以傳統喪禮應用於寵物

的死亡上，然而目前寵物喪禮漸漸受到重視，寵物的死亡帶來極需解決的問題意識，因此用

以儒家愛物之仁心，去涵化寵物生命對人類無私的奉獻，提升寵物生命價值之精神，透過寵

物喪禮的實現，化解目前寵物喪禮與傳統喪禮的衝突性。 

   寵物喪禮從儒家思想廣義的觀點來釋義，張載〈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其兼愛之

仁和唐君毅所提出「對於愛物之道德」，由愛物之觀點為出發，用以詮釋對物類生命的尊重，

則「人」對於寵物喪禮，實現儒家參贊化育的精神，使寵物歸屬於其生命特色的喪禮，用愛

物之情涵化出寵物喪禮的精神文化，進而達到療癒飼主悲傷的效用，制定寵物喪禮而不逾越

於人的喪禮禮制，以符合社會對於寵物喪禮的實現。 

   儒家思想對於禮制的涵容深遠廣大，以禮制展現對喪禮的終極關懷，進而又能以愛物之立

意，涵化於寵物喪禮之精神，儒家思想能在社會現況與時俱進之下，對不同生命個體可詮釋

出不同的喪禮文化，且更勝出宗教對生命關懷的侷限，讓人與寵物的喪禮於儒家思想導引下

呈現出完美適切的詮釋。 

   喪禮源於人類對於死亡的處理方式，在原始宗教裏與靈魂不滅的信仰相應，而從儒家思想

在於仁的精神展現，則示以涵蓋對萬物之情，而現代寵物對於人類的貢獻，值得賦予寵物生

命的尊重，儒家思想能適切的詮釋寵物生命存在之價值，不同生命的個體除了要尊重各自的

禮節分際之外，更多的是藉由喪禮禮制去展現對於生命的尊重與關懷。 

 

淺談寵物殯葬商品與傳統喪禮需求演化之相互影響-以棺木為例  吳旼衛 

現代社會有許多家庭已經將寵物視為家中成員，一旦寵物死亡，飼主也會為心愛的寵物舉辦

殯葬儀式，為毛小孩送行告別，隨著殯葬商品的研發，也為了滿足寵物殯葬消費族群的各種

需求，琳琅滿目的寵物殯葬商品便因應產生，舉凡從寵物殯葬的儀式基本必需品，到高價的

寵物殯葬商品，甚至寵物殯葬奢侈品皆有定製供應，這時就產生和人們同樣的問題，有些商

品並不是每位飼主都買得起，有些商品也並非是寵物殯葬的必需品，於是就會產生需求價格

彈性的問題，也就是殯葬物品價格的高低，影響消費者對物品的購買意願與數量。 

因為殯葬商品細項眾多，本文僅以人們和寵物殯葬共有的用品-棺木，作為探討的殯葬商品，

以棺木的替代性、需求價格彈性、材質替代性等各面向，探討寵物殯葬與人類的喪禮在棺木

的需求上有何演變，或是產生了相互的影響。 

 



 

從管理角度探討「告別與火化」的先後問題  許博雄 

本文之所以探討「從管理角度探討『告別與火化』的先後問題」，主要在於這問題是解決目前

吉日時，殯儀館禮廳不足的問題。雖然到目前為止，有許多人不再採用禮俗來辦理親人的喪

事，但仍然有為數不少的人依舊採用禮俗治喪。當他們採用禮俗治喪時，在殯葬服務上，就

必須按照禮俗的做法來辦理。因此，在殯儀館禮廳的使用上，就會造成吉日使用禮廳不足的

問題。為此，有殯葬業者就提出解決的辦法，認為以「先火化，後告別」的作法來取代「先

告別，後火化」的作法，就可以解決禮廳在吉日使用不足的問題。 

    為瞭解上述建議是否可行，且應如何呈現？本文分成幾個部分加以探討。首先，從「管

理的角度」切入，了解「告別」、「火化」順序的先後，其意義是否有所不同；其次，從「探

討告別奠禮的意義」，來了解禮俗與告別奠禮的關聯性；再則，探討「告別」、「火化」先後問

題在意義上是否相同；最後，再探討「告別」、「火化」的先後順序，在作法的呈現上是否相

同。 

    經由上述的探討，本文發現管理的角度有兩種：一種是形式管理，一種是實質管理。從

這兩種管理角度來看：在告別奠禮中的作為，如果「先告別，後火化」和「先火化，後告別」，

這兩種處理程序，不是像西方的殯葬處理認知上，只重視處理遺體而已，則認為在意義上都

是相同的；相反地，從殯葬禮俗的認知中，認為這兩種處理程序反映出來的意義是不同的。

因為，對前者「先告別，後火化」而言，它是一種奠鬼的送別奠禮；對後者「先火化，後告

別」而言，它是一種祭神的重逢祭禮。依此，在呈現的方式上，前者的基調是哀傷的，而後

者的基調則是歡聚的。所以，在稱呼上，前者稱之「告別奠禮」，而後者則為「重逢祭禮」。 

本文之所以探討「從管理角度探討『告別與火化』的先後問題」，主要在於這問題是解決目前

吉日時，殯儀館禮廳不足的問題。雖然到目前為止，有許多人不再採用禮俗來辦理親人的喪

事，但仍然有為數不少的人依舊採用禮俗治喪。當他們採用禮俗治喪時，在殯葬服務上，就

必須按照禮俗的做法來辦理。因此，在殯儀館禮廳的使用上，就會造成吉日使用禮廳不足的

問題。為此，有殯葬業者就提出解決的辦法，認為以「先火化，後告別」的作法來取代「先

告別，後火化」的作法，就可以解決禮廳在吉日使用不足的問題。 

    為瞭解上述建議是否可行，且應如何呈現？本文分成幾個部分加以探討。首先，從「管

理的角度」切入，了解「告別」、「火化」順序的先後，其意義是否有所不同；其次，從「探

討告別奠禮的意義」，來了解禮俗與告別奠禮的關聯性；再則，探討「告別」、「火化」先後問

題在意義上是否相同；最後，再探討「告別」、「火化」的先後順序，在作法的呈現上是否相

同。 



    經由上述的探討，本文發現管理的角度有兩種：一種是形式管理，一種是實質管理。從

這兩種管理角度來看：在告別奠禮中的作為，如果「先告別，後火化」和「先火化，後告別」，

這兩種處理程序，不是像西方的殯葬處理認知上，只重視處理遺體而已，則認為在意義上都

是相同的；相反地，從殯葬禮俗的認知中，認為這兩種處理程序反映出來的意義是不同的。

因為，對前者「先告別，後火化」而言，它是一種奠鬼的送別奠禮；對後者「先火化，後告

別」而言，它是一種祭神的重逢祭禮。依此，在呈現的方式上，前者的基調是哀傷的，而後

者的基調則是歡聚的。所以，在稱呼上，前者稱之「告別奠禮」，而後者則為「重逢祭禮」。 

從傳統儒家喪禮談寵物殮葬活動的需求  李慧仁 

     當代人們在寵物死亡後為其舉行擬人化的殯葬活動已成趨勢，但就傳統殯葬禮儀的起源

與問題意識，雖納涵情感的面向外，其殯葬活動還發展出生命傳承、宗法制度及道德的反省，

因此傳統儒家喪禮依循之孝道原則、傳承原則及光宗耀族原則是否也合乎寵物殯葬活動的需

求，此乃本研究所探討的問題。然而在時代變遷中，傳統儒家喪禮也面對了挑戰，過去的基

本原則也必須進行調整與回應，故本文將以現代寵物殯葬活動進行調查分析，釐清需求，在

人們將寵物視為家人的基準下，對照探討傳統儒家喪禮因應在人們的殯葬活動中可能的挑戰

與回應。經研究探討發現寵物殯葬與人們的殯葬活動雖都需要因應情感需求而滿足悲傷任

務，但其中孝道、傳承與光宗耀祖原則雖非寵物殮葬活動所需，但仍然是人們喪禮必須依循

的原則，只是在落實上，需要突破以血緣關係為主的宗族制度，而是要改以廣義的家族制度

核心落實生死觀進而超克死亡的威脅。 

寵物殯葬儀式人格化問題之研究  楊國柱 

    由於人口及家庭結構的改變，加上都市化與少子化的影響，寵物陪伴即為人們重要的情

感依附，當寵物死亡時，飼主看待其死亡的悲傷與不捨必定不亞於親人死亡。為能撫慰對寵

物情感的失落，必須藉助於寵物屍體的處理儀式。過去動物的屍體都是以「死貓吊樹頭，死

狗放水流」的方法來處理，但是近年來飼養寵物蔚為風潮，寵物在家中的地位提高，生命個

體的倫理性漸為人們所探究，所以開始有飼主替寵物辦理身後事，然而因為沒有專屬的寵物

殯葬儀式，所以就以人格化的方式進行。例如：燒紙錢、撐黑傘、為寵物誦經、舉辦告別式…

等。這樣的人格化處理是不是合理，如果不合理，那到底要如何才適當。本文由動物權利及

依附理論觀點切入，採質性研究方法，訪談寵物殮葬員、飼主及殯葬專家學者，以期瞭解寵

物殯葬儀式的現況及問題，探究寵物殯葬儀式人格化之合理性，最後提出寵物殯葬專屬儀式

及其推行之構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