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塵歸塵, 土歸土                                            羅定獎 

 
 

宣教士保羅嘗言: 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林前 4:9). 宣教士如活 

在金魚缸內, 眾人從四面八方把你看清. (所謂眾人, 包括宣教工場當地人, 來自 

不同國家的隊友, 老家差派支持你的教會, 什至包括你自己) 且對你評頭論足.  

怎麼樣?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簡單介紹印度瑜伽大師薩古魯 Sadhguru 對泥土的推崇1. 作
者表示:   
   一般人認為泥土就只是單純的泥土, 但其實泥土本身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結構, 是各種有機 

    物和無機物的平衡, 實際上具有生命, 是生命之源, 去除了有機物, 泥土就會死去, 其遺骸 

    就是沙. 很多人都忘記了, 其實人類來自泥土, 也會回歸泥土… 

不曉得作者表達 “其實人類來自泥土, 也會回歸泥土” 是他的個人理解還是薩古
魯的理解, 但估計他們都沒有讀過聖經的表達. 對我們信徒而言, 一方面我們相
信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創 2:7, 詩 103:14), 同時也在這坨泥土上吹入生氣. (問
題: 為什麼神要選擇用土造人而沒有選用其他物料? 什或跟其他創造過程: 神說
要有你, 就有了你?) 我們相信泥土跟生命之源的親密關係是創造作起點. 另一方
面, 犯了罪的人最終仍會歸回塵土 (創 3:19). 這就引申那句 “名言”: 塵歸塵, 土
歸土, 靈歸賜靈的神 (伯 34:15, 詩 90:3, 傳 12:7)  
 
最常聽到 “塵歸塵, 土歸土” 這句話的是在送別親友的安息殯葬儀式上. 這是誰
都可以明白的理, 但卻委屈了它, 怎麼說都帶一定傷感, 都是負面. 可以陽光一
些嗎? 當然有. 聽過這些以正面表達負面的辭語嗎? “人死如燈滅”, “浩氣長存”, 
“仙遊”, “睡長覺”, “音容宛在”, “西方極樂世界”, “精神不死”… 
中國人文化忌諱, 很少談死. 也連累了 4, 14等數字, 都不能登大雅之堂. 我住的
高樓就是沒有 4樓, 也沒有 14樓. 不過忌諱歸忌諱, 死卻不離不棄的陪伴人類. 
多少古代的侯王將相要尋覓長生不老藥, 多少近代醫學專家提供抗逆齡衰老秘
方…對不起, 都不管用. 正因如此, 有人一生都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下, 怕死怕得要
死 (來 2:15). 到頭來雙腳一伸, 仍是 “塵歸塵, 土歸土”. 
 
當我們用文化人類學研究的眼光, 嘗試了解不同民族對死亡, 殯葬儀節, 靈魂永
存等有關範圍課題時, 感到是蠻有趣的…(噢, 對不起, 我還是應該用較嚴肅的語
氣表達).  

 
1 曾浩年, 65歲薩古魯百日萬里摩托之旅, 亞洲周刊第 36卷第 14期, 2022/4/4-4/10, 29頁 



 
我們都看見過死亡 (但我們都沒有死過), 無論當地民族或是文化是否接納靈魂永
存, 或是死者的靈魂會否依附而存在, 活著的人要處理死者幾個層面的後事. 其
一是遺體, 其二是殯葬儀式. 不相信靈魂永存的也會因感情和關係看能否為死者
的下一程提供什麼方便 (一路走好); 而相信靈魂永存的還會想到死者的靈魂如何
正面地影響活著的人 (托福? 中彩票? 報夢? 餘蔭?).  
顯然我們可以從各地的殯葬儀式, 了解當地對死和死後意義的看法, 那就不單是 
“塵歸塵, 土歸土” 這麼簡單了.  
 
當先母去世返回天父懷中之後的第 7天, 還未信主的親人按習俗守 “頭七”. 突然
出現一隻體形不大, 黃色的蝴蝶在家中飛舞, 過了 10分鐘左右便飛走了. 他們說
是先母回來看望我們. (是耶非耶? 最少起碼前人教導, 頭七時不要隨便走動, 避
免碰撞!) 當先父去世時, 還未信主的姐姐把一個錢幣放在先父口中, 說是買路錢. 
是給他的旅費? 或是給他的通關費?  
 
有些民族會把 ”生命延續” 看為一系列過程.2 包括前生, 出生, 起名字, 青春期, 
結婚, 退休, 身體死亡, 成為祖先. 身體死亡只是生命延續過程中的一小節; 為什
麼那麼緊張且要避諱? 我的老師 Dr. Phil Steyne 在非洲服侍多年, 他告訴我們一
些非洲民族認為人死後仍會在家中參與活動, 至少會保護下一代, 助他安全, 成
功. 他引用宗教比較學大師 Geoffery Parrinder 在非洲經歷的描述3: 南非的班圖
族 (Bantu) 認為祖先的靈魂是他們最為親切的神祗, 是家族的一部份, 且會參與
家族重大事件的決策. 在贊比亞, 家族神靈可能是已故的祖父, 祖母, 父親, 母
親, 叔伯, 姑表, 或是兄弟姐妹. 在尼日利亞的依布族 (Ibo) 深信已故的先人深深
介入每天生活當中. 在迦納南部的嘉族人 (Ga) 認為死去的親人每時每刻都在他
們身邊.  
印度的柯爾人 (Kols) 在人死後馬上把遺體放在地上, 好讓他的靈魂可以找到地
下安息之所, 不至迷路. 同時也會在死人身上塗上黃色, 驅除一切路上阻擋的邪
魔鬼怪.  
昔日我在中亞洲服侍時, 當地朋友表示他們會到先人的墳墓前祈福, 叫喚先人前

來助一臂之力, 包括抵抗惡勢力, 或逢凶化吉, 或考試過關, 或事業順風順水… 
(奇怪嗎? 那是一個曾被無神論統治的國家! 那是一個以信奉穆斯林為主的群體! 
這些都不管用, 攔阻不了人心認為靈魂不滅, 且會介入產生影響的思維. 寧可信

其有)   
 
其實我們對生命的轉化及延續, 並不是不懂的.  

 
2 Charles H Kraft, Anthroplogy For Christian Witness, pre-publication draft, to be published by Orbis Books, 1994, p.261 
3 Geoffery Parrinder,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 Harper Forum Books, 1970, p.57 



蝴蝶生命的轉化, 從卵而轉化為幼蟲, 轉化為蛹, 再轉化成蝶. 都經歷了生, 死, 

轉化 (再生) 的階段.  

約翰從植物學角度向我們表示, 一粒麥子死了, 卻就可以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
12:24).  
這麼說來, 死亡就不會 “如燈滅” 這麼簡單, 也不會單是 “塵歸塵, 土歸土”, 一
了百了的事了.    
 
對我們這些以禱告傳道為念的人而言, “塵歸塵, 土歸土” 是一個接觸人的好話題. 
一來這是全人類共通的課題, 二來要面對這範圍的人立馬需要人的支持, 安慰和

鼓勵. 你有用武之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