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屆現代生死學理論建構學術研討會 

後疫情時代的生命關懷價值、反思與實踐 

2021 年 12月 11日（星期六） 

09:00-09:30 報到 

9:30-10:00 

開幕式/長官致詞/頒發感謝狀/拍照 

致詞：楊國柱主任（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林長連科長（嘉義縣政府民政處宗教禮俗科） 

      釋慧開講座教授（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感謝狀：龍巖股份有限公司 

10:00-11:00 

專題演講：疫情期間馬來西亞殯葬業如何對應 

主講者：拿督 游家昌（馬來西亞富貴山荘首席執行長） 

主持人：釋慧開教授（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11:00-12:20 

論文發表（一） 

主持人：徐福全講座教授（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張國偉、蔡長穎 
新冠疫情影響下嘉義市家庭暴力通

報資料分析（2020年） 

評論人： 

游金潾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葉修文 侯志君 
從中國大陸殯葬管理條例草案評估

大陸殯葬未來發展 

評論人： 

邱達能副教授兼科主任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生命關懷事業科） 

劉新元 
靈魂出生前計畫對今世生命意義之

初探 

評論人： 

蔡昌雄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12:20-13:30 午餐 

13:30-14:50 

論文發表（二） 

論文發表（二） 

主持人：林原賢副教授（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黃益啟 
馬來西亞殯葬教育：以南方大學學

院與富貴集團聯辦課程為例 

評論人： 

徐福全講座教授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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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金潾 心理劇在死亡教育態度運用之研究 

評論人： 

廖俊裕副教授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張凱程、侯志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殯葬禮儀研究 

評論人： 

邱達能副教授兼科主任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生命關懷事業科） 

14:50-15:00 休息 

15:00-16:20 

論文發表（三） 

主持人：楊士賢助理教授（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徐福全 

從台灣人的文化認知論 sai-Kong

之漢字書寫與紅頭司公烏頭司公

分類之爭議 

評論人： 

釋慧開講座教授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李慧仁 
以生命說書人養成殯葬司儀主持

職能之初探 

評論人： 

鄭志明教授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廖俊裕 易筋洗髓經下部功法研究 

評論人： 

陳章錫教授兼系主任 

（南華大學文學系） 

16:20-16:30 休息 

16:30-17:30 

綜合座談：後疫情時代的生命關懷價值、反思與實踐 

與談人：釋慧開講座教授（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徐福全講座教授（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龍巖股份有限公司） 

        杜薇理事長（中華禮儀師協會） 

        李濂淞理事長（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持人：楊國柱副教授兼系主任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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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的生命關懷價值、反思與實踐」綜合座談討論題綱： 

一、 我國死亡人口逐年增加，殯葬產值及人均治喪費用卻逐年減少，其背後隱藏什麼樣的價

值觀念改變？長此以往，相當不利於殯葬產業的發展，如何改善？ 

二、 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作為生命關懷實踐的手段之一，疫情期間，在諸多限制下如何履約？ 

三、 安樂死觸及的根本問題是：「人有沒有死亡的自主權，決定自己何時及用何種方式死

去？」，到底安樂死的優缺點及在臺立法實施之必要性與可行性為何？ 

四、 「時間銀行」（Time bank）作為落實照顧服務的手段，在我國實施現況為何?有無遭遇

困難?如何提升與改善？ 

五、 因應疫情，政府對於喪禮活動有何規範？殯葬服務業如何因應？有無值得檢討改進之

處？ 

 

※議程若有更動以現場活動狀況為主，主辦單位保有更動之權利 

議事規則： 

1. 論文發表每組發表人 15分鐘，13分鐘響短鈴聲一次，15分鐘響短鈴聲二次。 

2. 主持人開場與結尾總計 5分鐘。 

3. 每篇文章評論人評論 10分鐘，第 8分鐘分鐘響短鈴聲一次，10分鐘響短鈴

聲二次。 

4. 會議進行中，請將手機調成靜音或震動 

 



海報論文 

序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王福吉 高科技產業資深研發人員幸福感之研究 

2.  江雅琪 
哲學與生命教育於社區課程設計運用-以新港鄉古民、月

潭、馨園三個社區比較 

3.  吳昆鴻 後疫情時代下對臨終關懷態度的轉念 

4.  吳柏翰 
多元性別族群之生命關懷探究:以年輕男同志之存在孤

獨對存在狀態、伴侶親密關係影響為例 

5.  李嘉英 禪繞畫在新冠疫情中的舒壓角色 

6.  沈筱愉 遠距教學期間大學生社交孤立與孤獨感之文獻分析研究 

7.  邱聆真、楊國柱 台灣殯葬電子商務之研究 

8.  邱雅琳 融入靈性的心理諮商之倫理議題初探 

9.  金佩玲 價值觀在心理諮商的作用與倫理議題 

10.  范卓宜庭 青少年喪失雙親後監護人對其成長影響之研究 

11.  范卓宜庭 巫宗教研究-以台灣宮廟問事與祭改文化為例 

12.  張偉斌 後疫情時代-後現代諮商理論探討 

13.  許堃澤 
自殺防治關懷訪視員遭逢當事人自殺身亡的衝擊與因應

策略 

14.  彭梅芳、邱言凱 
知覺價值透過消費者關係對品牌認同與品牌承諾與願付

價格之影響 

15.  曾敏雲 穿越生死-以中陰救度法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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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6.  黃小娟、張國偉 
COVID-19影響下之死亡態度分析- 

曾旅居海外者為例 

17.  黃貴蘭 
天使展翅、無憾飛翔： 

安置兒童死亡對機構成員之影響 

18.  詹沛瀅 新手媽媽的婆媳關係與產後憂鬱傾向之探索性研究 

19.  廖翌帆、張國偉 
新冠疫情影響下遠距教學滿意度與影響因子－國中與高

中生之主觀經驗分析 

20.  劉育瑄 生前告別式的意義與形式之初探 

21.  蔡美鈴 自殺率與風險因子分析之研究-以嘉義縣為例 

22.  蕭勝恩 
觀賞霹靂布袋戲對成年人自我認同與人格特質之影響初

探 

23.  籃星玲 女性成年孤兒之走過哀傷復原歷程 

24.  鄭青玫 認識異性戀女性施暴者:施暴動機、風險因子、類型 

25.  曹珺婷、曹鑫嫻 殯葬生態化 

26.  
潘媛媛、彭鈺雁 

譚桂青 
公墓外墓籍資訊管理系統服務與創新 

27.  
董浩龍、黃小明 

羅靜怡 
論殯葬服務業中未注冊商標的法律保護 

28.  
陳泳銘、黃瑩 

黃曉英 
壯族喪禮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29.  
淩丹妮 、王鴻翔 

潘新楊  
新冠確診者個人信息保護問題研究 

30.  陳馨、林原賢 
關於這人生旅程-「一位臨床心理師自我實現的探索旅程

之敘事研究」 

31.  林原賢 台灣家庭暴力整合性處遇計畫之研究 

32.  
梁薈林、陶俊丞、延姜

陸、甘俊傑、吳恒筲 
中國大陸喪禮的現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