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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十九日我接到僧醫會人員的來

電，說一位苗栗獨居的老菩薩往

生，由於家境清貧，沒有子女，問我可

以幫忙處理後事嗎？」李志桐回憶起當

天的情形。

當下李志桐毫不猶豫地接下這個案

子，旋即從台北啟程前往苗栗了解詳情。

獨居老菩薩以打零工為生，有位遠嫁

到台北的養女，只有在逢年過節時返回

苗栗探望他，由於養女本身也很困頓，

無力為養父辦理後事，心裡十分煎熬難

過。

僧醫會的人告訴李志桐，社會局為老

菩薩的後事補助一萬元，其餘多出的開

銷費用，僧醫會執行長慈悲允諾由自己

全額負擔。在此同時，李志桐所屬的禮

儀公司老闆也表示，這些費用由公司支

出，公司會好好為老菩薩送最後一程。

在禮儀公司擔任佛教禮儀師的李志桐

以佛教儀式為老菩薩規畫後事，首先派

接大體車將老菩薩大體載到北部公司，

為其助念八小時，且在助念過程中邀請

三重淨菩助念團為老菩薩開示，在離去

時莊億元團長詢問李志桐要如何處理後

事。李志桐表示以簡單莊嚴的形式，並

於聯合公祭後，將老菩薩骨灰樹葬。三

重淨菩助念團莊億元團長聽後想了想，

表明願意發心全權承接此案子。原先只

是發心助念的淨菩助念團，因為團長的

慈悲心，讓老菩薩的後事更為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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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孤苦老者送最後一程
各方的善心義舉，讓獨居老者圓滿地走完這一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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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億元團長為老菩薩租七次佛堂，

做了每個七，並為老菩薩設置靈堂，於

四十九天內皆有專人供飯，讓老菩薩有

個暫時安住的地方。整個過程以佛教禮

儀而言絲毫不含糊。老菩薩火化後骨灰

放置的骨甕也是受人捐贈，最終長眠金

山。李志桐述說這一段過程，深感各方

的善心義舉，讓獨居老者能夠圓滿地走

完這一期的人生。

接觸這案子之初原以為老菩薩是位獨

居老者，後來才知道有一位養女住在台

北。身為佛教禮儀師的李志桐認為有責

任引導家屬對老菩薩的孝心與祝福，於

是前往老菩薩的養女家，帶領家屬誦經

念佛回向給亡者。這一過程中，家屬老

少都參與，連年僅兩三歲的小孫子也在

一旁跟著念經，「家屬們的誠心祝禱，

相信老菩薩有感受到，安詳前往極樂世

界，」李志桐說。

第一次接觸這樣的案子，雖然沒有業

績，但李志桐卻認為這是一種福報，也

讓他見到社會更多的善心。

「僧醫會在苗栗後龍購地，規畫建立

僧伽安養如意苑，苗栗後龍鎮公所此次

將獨居老者的後事委託僧醫會處理，僧

醫會固然以照顧僧伽為宗旨，但並不以

此為局限，只要需要幫助的個案，從不

推辭，」李志桐說，「僧醫會執行長慧

明法師的允諾，公司老闆的慷慨補助，

以及後來淨菩助念團莊億元團長全部承

擔，體恤家屬的困境，大家盡己之力付

出，這是社會最需要的能量。」

從事殯葬業多年的李志桐，看到許

多家屬在處理後事的過程，或許因為忙

碌，也或許是不甚了解流程，所以只是

花錢全權委由殯葬業者處理，業者針對

家屬的宗教需求，提供相關的儀式，按

表抄課。而業者也因為業務繁忙而疏於

與家屬溝通及引導，這是李志桐感到遺

憾的地方。

身為佛教禮儀師，李志桐希望佛法

不是僅止於形式，送別往生者的一個儀

式，而是凝聚家屬對往生者的祝福。因

此李志桐認為業者更應該引導家屬的孝

心、憐憫心，透過共同參與念佛、助

念、吃素，感動佛菩薩降臨，接引亡者

往生淨土。

往生者與家屬間有情感的牽絆，「往

者雖已逝，但意識仍在，所以家屬說的

話，還是會影響他，」李志桐進一步解

釋，「佛教儀式中做七做佛事是轉換亡

者心念，前往淨土，然而真正的孝心不

是拿錢供養三寶請師父，而是家屬親自

參與祈禱誦念。」

亡者離去對家屬而言非常悲痛與不

捨，常以哭泣來表現，李志桐說：「難

過而哭泣是難以克制的情緒，但這時我

們要跟家屬說大自然有始有終，生命亦

有生有逝，在哭鬧當中會影響氣氛與磁

場，家屬情緒必須沉靜下來，將悲傷的

心情轉化為佛號，誦念佛號中送亡者離

去。」

「葬儀不只是做葬儀，更應該帶動整

個家族在這過程中淨化心靈，並虔誠祭

悼亡者，若能做到這點，葬儀社對整個

社會就很有意義。」這是佛教禮儀師李

志桐為亡者送行過程中的體悟，並且親

身引導，希望每個生命圓滿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