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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版  生命有愛～心靈饗宴 電子報：http://stud.adm.ncku.edu.tw 

 
失落的一角 

學輔組 吳淑如諮商心理師 

他缺了一角，很不快樂，於是動身去尋找失落的一角… 
有一回他找到適合的一角，但沒有抓牢掉了。 

另一次他抓的太緊，弄碎了… 

  
(摘自「失落的一角」一書) 

    從兒時心愛的玩具不見、失去高中光輝的
課業戰績、失去喜愛的東西、失去愛情、失去
青春，到失去摯親好友，在人生的旅途中總會
有機會遇見失落。失落是一種非自願的剝奪其
所擁有，而死亡是人生中最大的失落，也是人
生中不可避免的事。這次化工系鍾姓學生意外
事件衝擊許多人的心理與生活，也喚起我大二
時同學車禍過世的記憶…。 

    記得事件傳來時我們正在開班會，而車禍
的同學和一些人正準備前往某國中進行學生輔
導活動。聽到同學車禍送往醫院的消息，大家
一陣驚嚇立即結束會議。我不知道結束會議
後，大家去了哪裡？去醫院探視關心？繼續忙
自己處理到一半的事？默默思考著這件事，還
是…如何。記得自己當時腦袋一片空白沿著往
宿舍的路上、眼淚不停的掉落。隔天和同學了
解狀況知道情形並不樂觀，在加護病房持續的
努力。直到現在還記得同學在加護病房中插著
管子昏迷指數六，我深深的感受到生命是如此
脆弱，心中疑惑的問著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情。看著同學的女友、家人、大家傷心的臉龐，
心中有著不捨與難過，但總要打起精神替他們
加油。經過幾天，同學走了，不曉得那幾天大
家是如何渡過，只知道難過的室友在窗戶旁掛
一些東西，說著自己的期待~希望同學回來看看
她。我想著過往和他相處的回憶，難過的我回
應她，他應該會的。後來參加同學的告別式跟
他說再見，我默默的在心中告訴他放心的離
開。雖然他離開了，但我相信在每個人的回憶
中都有他的足跡。 

    每一個失落經驗都需要時間去經驗哀傷的
歷程，即使是心理師也無法避免。我們身心都
可能會經歷震驚、脫序、瓦解到重新適應一個

逝者不存在的新環境，並將活力重新投注在其
他關係。在這過程中，有人否認這樣的事實、
覺得這好像不是真的。偶爾回想起與逝者相處
的點點滴滴，突然有一種他還在這邊的感覺。
有人感到生氣為什麼老天爺不公平。有人感到
自責，如果當初我多慰留他一會就不會發生這
樣的事情。有人陷入深深的難過、憂鬱與無助。
每一次的現實的考驗總是帶來絕望。大家都躲
起來難過，彼此心理距離變的遙遠。有人吃不
下飯、有人夢到死者、有人總是避而不談。而
這些的想法、感受、行為都是一般的哀傷反應。
一般的哀傷需要一個月到二年不等的時間調
適，而非預期性的哀傷失落因應則需要更多的
時間因應。 

    哀悼是失落復原的一個必要歷程。透過不
斷的現實考驗，哀傷的人必須履行四個任務： 

一、接受失落的事實 
    面對事實，承認這個人不會再回來。接受
失落的事實是需要時間的，不僅是一種理智上
的了解，也是一種情感上的接受。 

二、經驗悲傷的痛苦 
    失落的調適是需要時間並允許生者哀悼失
落的難過與悲痛，然而文化、宗教和哀悼者也
可能存在著一種微妙的互動。例如，你太難過，
逝者將難以放心，以傳達「你不需要悲傷」的
訊息。或者期待哀悼者扮演一個堅強的角色，
或暗示轉移情緒避免其沉溺於哀傷，而使生者
無發充分的去表現自己的哀傷，這些都是我們
需要注意去避免的。 

三、重新適應一個逝者不存在的新環境 
適應失落，發展必須的生存技巧、面對環

境的要求。（下轉第 20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