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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中的性別意識

一切喪禮流程都是理所當然?

殯葬中是否有性別意識的問題?

哪些儀節會因性別不同而有差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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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殯葬管理系統統計數據

106 年 1 月至 12 月治
喪主導者男女性別比例
介於 2.01 倍至 2.33 倍
之間，107 年介於 1.87 

倍至 2.22 倍之間；108 

年介於 1.44 倍至 1.52 

倍之間， 採逐年降低趨
勢(如圖 1) 。

主喪者&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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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至108年臺中市女性
禮儀師占比從46.07升
至 48.03%，代表女性
禮儀師的角色在殯葬業
的比例與優勢。

禮儀師&性別



壽終正寢、內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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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壽終&性別



殯葬的社會演變&性別

氏族社會前期

血緣關係以女性為依據，「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流行多人合葬，所見最早的是「山頂洞人」的墓葬。

氏族社會後期

氏族社會後期，男子取代了社會主導地位，由族外
群婚轉為一夫一妻制。單人一次葬，棺槨出現，陪
葬品懸殊，初見妻妾陪葬。



人殉人祭之風&性別

氏族社會後期--人殉已見

男子仰身直肢，女子側身區肢，左側面向男子

商代--人殉達頂峰極盛期

無論大小墓，每墓有人殉，少則數人、

多則數十人。殉葬者身分，主要是妻妾、親信與
奴僕



喪儀禮儀化&性別

西周時期，周公
「制禮作樂」，治
喪為「五禮」之一，
形成喪葬禮儀。

厚葬簡約~陪葬品
改為陶器、人祭絕
跡、人葬大減。



儒家喪禮&性別

春秋戰國儒家喪禮主導了二千年的封建
社會:初死之禮、停柩之禮、埋葬之禮、
葬後之禮

喪禮儀式有「立喪主」，喪家之主人，
臨時確立，由死者長子充任，長子不在，
由長孫承重。

制定完整的「五服制度」(五等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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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制度&性別

齊衰三年:父卒為母、為繼母、為慈母，
母為長子(不問夫在否，皆三年，母為子，
不得過於子為己也)

齊衰杖期:齊衰同服，但服喪一年。父
在為母(父為至尊，子為母不可超過父
為母)夫為妻(但三年不娶)出妻之子為
母、為改嫁繼母

夫妻喪服不對等，夫為妻服喪，較妻
為夫服喪



明朝人殉死灰復燃
朱元璋死後有46嬪妃、宮女被迫殉葬，至明英宗止。民間人殉始終流行，
數量驚人有三種殉葬者:1.死後被譽以「節婦」、「貞女」(未婚夫死，殉
之)美稱，甚至受朝廷旌表、豎碑立傳。2.悲痛而亡。3.「無後」，夫死，
理當殉葬。

朱元璋對喪葬制度的改革

1.取消居喪生子的處罰；2.治喪設道場者，家長及僧道皆受處罰；3.隱匿
父母、丈夫和其服內尊長之喪以及未棄官守制、冒哀從仕者的罰則減輕 4.
奔喪僅止於父母之喪和長孫對祖父母之喪，其餘派人至祭即可。

秦始皇的大興厚葬
已經消退的人殉風氣，因政治鬥爭而有被逼殉葬者，如秦始皇
之太子扶蘇和秦始皇之近臣。



儒家禮教的喪葬儀程

父權社會—三綱五常

•三綱: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

•五常(五倫):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喪禮遵循古制

喪禮遵循古制，有其特別的文化意涵--孝道

•男尊女卑

•三從四德



思考時間

以儒家觀念的父系作為殯葬處理的主軸。

婚姻制度對女性的強制性約束，是否具有性別

意識的問題？用於現代是否合宜呢?



性別平等&人權



「性別」 (gender)

• 由生理的性衍生的差異，包括社會

制度、文化所建構出的性別概念。

「平等」(equity/fairness)

• 除了維護人性的基本尊嚴之外，更

謀求建立公平、良性的社會對待。



「性別平等」定義

「不同性別」都能站在公平的立足點上發展潛

能，不因生理、心理、社會及文化上的性別因

素而受到限制。

期望男女在社會上的機會均等，而在性

別平等互助的原則下，共同建立和諧的

多元社會。



您，性別平等嗎?



這些話代表什麼?

像女孩那樣丟球

護士這工作就是適合女孩子

房間這麼亂，哪像個女孩子!男生嘛!房間總是這麼亂!

媽媽早起忙打掃、爸爸早起看書報。

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

長孫口咬子孫釘

父死子繼



世界上性別不平等的事實

阿拉伯—婦女的傳統服裝

女子的臉是財產, 出嫁前屬父, 適人後屬

夫; 頗有婦女附屬男人之意

十字軍東征—貞操帶

中國—三吋金蓮

http://raymayblog.photo.hexun.com.tw/87850947_1978736_d.html


中國女性的屈辱與苦難

男尊女卑

繁瑣苛刻的禮法

纏足與梳髻

貞節觀

傳統婦女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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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四德

• 婦人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 四德--婦女必備四種修養：「德」、「容」、

「言」、「功」（技藝），包含傳統「婦學」四項

教育內容。

節孝牌坊

• （1）節婦不論元配或副室，自30歲以前亡夫，至

50歲完全守節，或未及50歲身亡，但守節15年以

上。（2）夫婦未成婚就流離失散，守志到老，再

行結合者。（3）孝女以父母無子孫，終身奉養不

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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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或習俗
文化中有哪些性
別迷思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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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諺語中的性別

三妻四妾 君子遠庖廚 男主外女主內

•女子當以夫為天

社會職場中的性別

•低下階層的職務或文書、行政的事務，多
落在女性的身上。工作單位中的性別少數
者---男性，卻多能位居主管職的決策地位



習俗文化中性別

生育習俗

婚姻的習俗

年節的習俗

送終的習俗



生育習俗重男輕女的性別歧視&改變

懷孕前的包生男秘方

生男(弄璋)吃油飯與生女(弄瓦)吃蛋糕

跟父或跟母姓的問題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栽花換斗（變換性別的方法）

第一胎生女兒，坐月子時不能吃麵線

嬰兒週歲「抓週」為男孩跟女孩所準備的物品不同

不論男女一律平等對待，可以夫妻協商跟父或跟母姓。



婚姻的習俗&改變
最常被垢病的不合理儀式，都是起因於要切斷與原生家庭的聯繫，迫

使女兒拋棄自我的荒繆儀式造成的傷害

「朝車窗外丟紙扇」~新娘不要將自己的壞脾氣帶到夫家

「拜別父母」~女兒得要與原生家庭切割，新娘必須離開自己熟

悉的家庭，去適應另一個家裡的生活

「潑水」~「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

應維持與原生家庭的聯繫

這種迫使女兒拋棄自我的荒繆儀式應被翻轉



年節的習俗&改變
傳統觀念是媳婦在民俗節日除夕、清明節、中秋節這三大團圓日女兒

不能與娘家團聚

出嫁的女兒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稱說會對「娘家帶來厄運」

法律規定和社會風氣改變 女性力爭祭祀權有成---2007年公布

「祭祀公業條例」第5條中，明文保障女性繼承派下權。

已婚女性在年節時也有說不盡的思親之情，也冀望能有和「原生家

庭」成員團圓的機會

透過與配偶、雙方家庭的協商，反轉團圓年節刻板模式的契機。



送終祭祀-男尊女卑的陋習

親人過世時，多只能由男生

執幡與主祭

為了爭取女性的祭祀權，2007蕭

昭君，透過一番努力與抗爭，打破

她們家族的父權傳統，成為蕭氏宗

祠百年來的第一位女主祭。



送終祭祀-男尊女卑的陋習
未婚、離婚女性不入家祠

歧視單身女性地位，原生家庭或夫家祠堂均不能進入，只能

到齋堂、靈骨塔或姑娘廟

有婚姻女性以「某氏」進入夫家祠堂，化為丈夫背後淡淡的

陰影

女性名字不會被列入族譜

月經來時不能持香拜拜



送終祭祀中男尊女卑應改變
現代社會，兒子女兒有相同繼承權和扶養義務。傳統

社會長子長孫被賦予要在喪禮中擔綱，宣示承擔傳宗

接代、祭祀祖先的重責大任，事實上已經沒有實益。

未婚女性往生後應讓其入家祠落土安葬

對男女性別秩序刻板的陋規應被破除。女兒不是外人是家族的

一份子，應有表達意見的權力。

已婚女性對原生家庭的貢獻不應被漠視，應在族譜中給予認同



特例--古禮也有重視女性的習俗

「報白」

• 為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避免被夫家虐待或傷害致

死。母親過世，孝男須立刻前往母親娘家報告死訊

「封釘」

• 待外家代表到場檢驗遺體，死因無疑才准夫家將遺

體入殮，大殮蓋棺後由外家代表釘第一根棺釘。



造成這種性別不平等現象
的可能原因有哪些?父權制
影響?女性自覺又如何?

思考一下



婦女權利與婦女運動
20世紀初：爭取選舉權 用GENDER取代SEX

SEX：強調男女生理上之區別 GENDER：男女間不同的經
歷是社會原因 不是生理原因

1960~1970年是西方女性運動最活躍的時代

一、女權運動，以抗爭為婦女爭取更好的接受教育、
就業、男女平等各方面的權利。

二、發展一種與男性化與相對立的[反文化]，

是更深層次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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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運動

爭取法律、經濟地位平等

主張:男女行為標準應該一致，女性應有獨立工作權，
受教育權。

歐洲的婦女解放運動:工業革命→機器→婦女經濟獨立。

1910年首屆[國際婦女代表大會] →訂3月8日為國際婦
女節→ [男女同工同酬][保護女性][保護童工]口號。

1918年英國[選舉改革法] →婦女參政權→ 歐洲各國漸
漸跟隨之。



女性參與政治生活
最早女性公民權是在北歐:芬蘭(1902)、挪威(1913)、丹麥(1915)德國
1919年、美國1920年，法國1944年，瑞士最晚1971年

1992年美國一百個大城市中有十九位女市長。

1979年英國柴契爾夫人入主唐寧街十號

目前世界上擔任政府部長級以上女性近200位

蔡英文是中華民國第一位女總統

瑪莉羅賓遜愛爾蘭史上第一位女總統



兩性在社會角色--女力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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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佔人口的半數，從歷史上看，女性成了不可少、
卻被忽視的群體。

其因是農業社會社會繁重、落後的生產方式，使體力
不及男性的女子屈居於不利地位，而有性別式分工。

十九世紀興起機械化、自動化的熱潮，男人在體力上
優勢漸貶值

二十世紀末期~知識經濟時代，智力競爭的時代，憑藉
腦力非體力的時代，女性絕佳機會



CEDAW公約
全名叫做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4.鼓勵民間團體

參與監督

1. 讓女性享有完

整人權

2.清楚界定歧視

女性的定義

3.政府要承擔消

除歧視的責任

CEDAW公約

的精神



為何要推展性別平等

1.反映國際主流化思潮及台灣社會多元性別現象

2.期能引發大眾對性別議題的覺知，能瞭解並尊重人
己之獨特性，建立包容、尊重與關懷的社會。

3.能營造破除性別偏見、性別歧視與性別刻板
印象之性別友善校園。



1987年國父紀念館事件~
簽「單身禁孕」條款

1987年的國父紀念館事件。當時女性進入國父紀念館工作要簽
「單身禁孕」條款、以及年滿三十歲需離職的不平等契約；年屆
三十、被迫離職的一群女性員工於是找了律師寄存證信函給國父
紀念館。國父紀念館表示女性三十歲前方是「儀容端莊」的回信，
激怒了婦女團體。

開始草擬「男女工作平等法」，帶著法案到立法院門口開記者會，
那是婦女團體第一次自己立法、送進立法院。

「男女工作平等法」也是第一個開公聽會的法案。幾年後性別工
作平等法立法通過並促使社會正向發展。



性別平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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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議題

子女從母姓--民法第1059條子女姓氏修正條文

職場權益—育兒爸爸不缺席

新移民女性人權



喪禮中有性別不平等問題？

傳統喪禮以父權為中心

男性為主要祭祀傳承者

許多儀節規劃和設計以兒子和男孫為 主體，呈

現男尊女卑現象

時空轉移、社會演變、家庭結構不同

傳統很多儀節和做法與社會現況脫節



不脫父權封建的喪禮儀式

排除「跨性別族群」的存在

•不管「跨性別者」為生者或是亡者，皆很難
在既有的喪禮儀式中感受到安心自在的對待

喪禮儀式建立在「異性戀文化機制」

•訃聞上的親屬關係稱謂、祭奠儀式、禮俗，
皆是圍繞在「異性戀家庭」美滿婚姻的預設



不脫父權封建的喪禮儀式

女性在喪禮中感覺委屈疏離

女兒身後不能回到娘家

同性戀族群無法釋放親密伴侶離去的悲傷

男性無法在過度強調男性氣概、「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文
化下，自在放聲大哭



喪禮儀式改革&父權文化
我國的法律沒有規範人民死亡後如何進行喪禮

喪葬文化議題，是行事鋪張、噪音、脫衣舞、濫葬等問題

改造喪葬文化的探討，皆著重在節約、精簡儀式、環保葬喪、噪音
等議題

對於「男尊女卑」父權文化意識型態葬喪文化，渾然無所知覺

談改革卻不見對於喪禮儀式或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有所反省

直到婦運人士以及女性主義學者開始在不同的場合批判與呼籲，倡
議與重構性別平等的習俗才逐漸獲得些許的能見度。



喪禮儀式的改革&人權
「婦女政策綱領」基本理念為「兩性平等參與及共治共決」

「改革具貶抑、歧視女性的民俗儀典觀念，落實兩性平等。」

在講究人權平等的時代，習俗必須隨著時代進步，我們可以
重建民間各種祭祀禮俗，讓它體現性別平等的精神。

現今社會中，同性戀出櫃、中性打扮者比以前多，未來喪禮
的處理問題也會跟著增多，除了要落實殯葬自主觀念外，性
別平等與尊重也要更加落實。



《 《平等自主 慎終追遠：現代
國民喪禮》基本原則

基本原則為性別平等、殯葬自主以及尊重多元族群與
宗教文化。

這些原則將融入在預立遺囑、喪期及喪服、告別追思
會、環保自然葬、殯葬文書、喪禮人員服務倫理等治
喪事項內，讓亡者、家屬及殯葬業者三方面，合力展
演一場具有性別平等、殯葬自主與多元尊重的喪葬禮
儀。



《現代國民喪禮》的意義與價值
現代--性別平等意識的覺醒、跨國婚姻的增多，社會型態、家庭結構、人
際網絡以及人們生死觀念的改變

隨著時代的演變，應契時、契機做合於情、理、法的調整，融入現代的精神與意涵，展

現新時代的意義、功能和價值。並從亡者、家屬和殯葬業者三方面共同規劃設計喪禮。

現代喪禮--以「禮」和「孝」為基礎，喪禮的每一個過程或者步驟，都有

其可以被解讀的象徵意涵。

尊重三個基本的新時代核尊重三個基本的新時代核心價值「殯葬自主」

「性別平等」「多元尊重」。關注兩個面向—女性不平等、同志不平等。

http://www.funeralinformation.com.tw/Detail.php?LevelNo=3794


現代國民喪禮推動性別平等多年，
您的觀察性別不平等還存在嗎?… 

回顧與反思



未婚女性可以入祖先牌位嗎？

離婚女性可以入祖先牌位嗎？

已婚女性身後可以自由選擇入誰家祖先牌位嗎？

只能夫家？可以回原生家庭嗎？

女性可以「執杖」嗎？

女性可以持招魂幡嗎？

女性的不平等



女兒可不可讀哀章？

女兒可不可以主祭？

姊妹可不可以封釘？

女兒可以捧斗嗎？

嫁出女兒不能回娘家掃墓嗎？

墓碑、骨灰罐上為何沒有女兒名字？

喪禮&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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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喪葬禮俗的多元性別權益問題



多元性別

兩性 →   男 + 女

性別多元→  男 + 女 + 跨性別



同志朋友的吶喊，你聽見了嗎?

「能依照我們的性別認同幫我們著裝嗎？」

「在訃聞上能放入我們的伴侶名字和稱謂嗎？」

「我們的殯葬自主權呢？」

「能依照我們的要求幫我們辦理後事嗎？」



對同志不平等問題
同性戀者生前伴侶寫入訃聞，稱謂要如何寫？

入殮時的衣服要穿什麼？

未來的奉祀問題如何處理？

家人不認同他的性傾向，會如何辦理喪事呢？業者該
怎麼辦？



多元性別的喪禮
2012年內政部民政司《平等自主慎終追遠：
現代國民喪禮》(2016年在出版《平等自主慎
終追遠：現代國民喪禮修訂版》)打破傳統
「男尊女卑」觀念，納入「性別平等」的新思
維，首次將同志訃聞列入範本，並建議同志愛
人可用「伴侶」作稱謂，取代過去較隱諱的
「誼兄」、「誼妹」，並將名字放在妻子或丈
夫位置



多元性別平等，落實殯葬自主

殯葬自主指亡者在世時可以依據
自己的意願、想法 、宗教信仰或
民族文化等不同的角度，選擇、
訂定希望的身後事處理模式



殯葬自主的意義與目的

個人自我實現

實踐和延續遺志

生命尊重與死亡尊嚴

彰顯傳承的價值

促進家族和諧



身後事我作主(囑) 
先有作主才能做囑（交代）

有交代才會實現自己的心願

有說子孫才會照做

不說子孫照他們想的去做

不說子孫會不知所措

不說容易造成子孫遺憾



身後事如何作主(囑)？

財產分配預囑

醫療決定預囑

身後事預囑

想交代或想完成的事也可以預囑



實踐殯葬自主三要

人人生前要預囑

家屬要尊重

喪禮服務人員要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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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達成殯葬性別平等，破除
男尊女卑觀念，可以從哪些
地方著手呢??

我該如何做?!!

您可以是最大的推手!!



單身或離婚女性之神主牌位

昔日

• 未婚的兒子亡故後，其牌位會進入宗祠，家族後代定期祭拜；

但若是女兒未婚或離婚，因為沒有夫家可以安置，又無法進

入原生家庭的宗祠，因此大多被放置在寺廟、納骨塔

改變

• 未婚或離婚女兒（姑母）之神主可以進入宗祠，

建議詳細紀錄世代及父母之名後納入祖先牌位。



訃聞順序 *建議從喪禮服乙級術科開始

昔日
• 不分長幼，兒子排前，女性再依出生別排序。

改變

• 1.子女協商為主。

• 2.由最長之性別開始，男女分列。若最長者為

女性，孝女(及女婿)排前 ，孝子(及媳婦)排後。

反之，亦然。



配偶歿，訃聞自稱
*建議從喪禮服乙級術科開始

1.妻歿夫稱「杖

期夫」、「不杖

期夫」 2.夫歿妻

稱「未亡人」

昔日

1.妻歿─夫稱「夫」

或「護喪夫」

2.夫歿─妻稱「妻」

或「護喪妻」

改變



出嫁女兒回娘家奔喪「哭路頭」

昔日

• 出嫁的女兒感念父母恩，聞

噩耗不由自己一路嚎哭而匍

匐入門，成為「哭路頭」的

禮俗。後來變為僵化的儀式。

改變

• 「哭路頭」已不再是

出嫁女兒一定要做刻

板儀式



返主儀式

歿者靈柩埋

葬後，神

主牌位由

長孫恭迎回

家。

昔日

由家屬依下列方式擇一

辦理 1. 由長孫(女)負責，

如無孫輩者，由家中子

女負責。 2. 如經協商依

協商結果處理 3. 如要維

持祭祀制度，未來負責

祭祀者擔任。

改變



女兒只能參加「女兒七」?

昔日

• 昔日各七有固定的主祭者，頭七、滿七由孝男負責，閩

南人以三七為女兒七；桃竹苗客家人則以四七為女兒七

改變

• 只要有做七或其他喪禮儀式，不論兒子或女兒都可以出

錢出力辦理



背負神主牌位

昔日

• 點主儀式中，由兒子或男性晚輩背負神主牌位。兒子

是家族的繼承人，確保家族祭祀制度的傳承。

改變

• 由家屬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1. 依出生別，由家中最長

之兒或女負責。 2. 子女協商或由最親近之晚輩負責。



點主儀式的主持人

昔日

• 「點主儀式」是子孫為求吉運，

請有官位的男性用硃砂筆將神主

牌位上的「王」字加上一點成為

「主」字，表示亡者的魂魄已寄

託在神主牌位上，有子孫傳承，

不用擔心自己死後無人祭祀

改變

• 已不必限制性別，女性一樣可

以主持點主儀式。客家籍之點

主，傳統係由亡者之手足擔任，

姊妹也是手足，因此也可擔任

點主儀式，不應有性別之分



主奠（祭）者

昔日

• 有子有女，不論長幼，由兒子擔任喪主；無子有

女者，由侄子擔任喪主。

改變

• 1. 有子有女，子女協商 或不論性別，由出生排 行之

最長者擔任。

• 2. 無子有女者擔任，由女兒擔任。



「封釘」儀式母喪主持人

昔日

• 「封釘」儀式的禮義，原在於「驗屍」與「鼓勵子孫」。現今多

由醫院開立死亡證明或法醫等專業人士鑑定，封釘儀式已不再有驗

屍功能。

改變

• 「封釘」儀式宜由亡者同輩親屬主持，或由亡者的子女協商而定，

只要是亡者的手足，兄弟姊妹均可主持封釘禮；若由亡者晚輩親屬

封釘，習俗以「腳踩矮凳」救濟，以示對亡者的尊重



咬子孫釘

由長(兒)子以

牙將釘在靈柩

上的子孫釘拔

起。

昔日

由家屬依下列方式擇一辦

理： 1.依出生別，由家中

最長之子女負責咬起子孫

釘。 2.依子女協商結果處

理。 3.如要維持祭祀制度，

未來負責祭祀者擔任。

改變



拜飯

昔日

媳婦要擔任早晚二

次(或早中晚三次)的

拜飯。

改變

由家屬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1.由治喪家屬拜飯。

2.子女協商，自行分工。



墓碑、骨灰罈子孫名字

昔日

家族祭祀制度的傳承，傳統上女

性非家族祭祀的傳承者。因此多

書寫兒子大房、二房……

改變

女性也是家族成員之一，傳承

相同的血緣。不分子或女皆可

寫上墓碑或骨灰罈。



送行

昔日

夫妻互不相送，是避免其中一方過於

哀傷；另有夫歿，妻子送行表示還想

再嫁，而不能送行。

改變

配偶死亡，配偶另一方依民法

已無婚姻關係存在，可依自己

意願決定是否送行。



訃聞上之平等與尊重處理方式
孝子女依序排列之可能性!

孝孫、孝孫女、外孫依序排列之可能性!

女性亡者家人排列優先!

同志由伴侶具名發訃!

多元社會之訃聞處理問題!



多元喪禮服務對象&人權維護

配偶歿後獨身
• 終身獨身或離婚

(無子女) 

• 未婚單親

(有非婚生子女) 
• 離婚單親(有子女) 

無伴侶



非婚姻或同性伴侶的人權維護

異性同居(含跨族群同居) 

同性婚姻或同居或跨性別



多元尊重

從亡者角度來說

從家屬角度來說

從喪禮服務人員角度來說



奠禮流程之平等與尊重處理方式
主奠者不論性別，由出生排行最長者擔任，或由與亡者最

親近的子女擔任

家奠禮中男眷女眷不依性別分左右邊排列

男女皆可捧斗、執幡、主祭、讀哀章、封釘

夫妻互相可參加奠禮或送葬

父母可參加子女喪禮並送葬



奠禮流程之平等與尊重處理方式

依序以家屬→族宗親（ 男女皆以自己的族宗親

優先）→姻親→誼義親順序致奠

家屬致奠時依家中排行安排主奠，若夫妻同時

致奠，可並列主奠者席

家奠禮（訃聞撰寫）



多元性別與尊重＆
共治共決的喪葬處理模式

喪禮的第一主角是亡者，尊重其自主

家屬是喪禮的主角，送行的角色

禮儀師與禮儀服務人員是專業的送行協助者

諮商會議時，瞭解亡者與家屬的親疏關係

讓所有家屬的意見能夠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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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同族群的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喪禮文化中對於枉

死、年幼的孩子、無子嗣老人、新住民、不同性傾向者等，

同樣都要有一致性的尊重態度

針對特別需求提出特別的規劃與安排

觀察與瞭解出錢或主導喪事者是否有尊重亡者和家屬的意見

及需求

多元性別尊重＆共治共決會讓喪禮更圓滿

治喪協調原則 --對不同對象應有個別的尊重態度與作法



圓滿喪禮&禮儀人員體認

現代國民喪禮需與時俱進

喪禮是習俗，不能以法律規範

禮儀師是送行者，更是善良平等喪俗
推動執行者，協助亡者家屬不留遺憾。



禮儀師的責任

追求性別平等的祭祀文化，從禮儀師開始

喪禮儀式是否能考慮到性別平等，禮儀師的態

度是重要關鍵

讓家屬了解「傳統是可以改變的」



性別平權喪禮如何推動的建議
1. 給喪葬業者的建議

提高性別平等的意識，更改既有儀式中男尊女卑的不當作為，進行家祭儀式，

而非一切以男為尊，讓男性承擔過多責任與壓力，以及剝奪女性參與，製造

遺憾。

尊重客戶，設想如何用符合平等的精神設計儀式，以客為尊。

好好跟喪家個案溝通，詳細了解每個家庭的人際動力，不要用一套固定

的規範套在每個人身上，讓喪家遺憾。

注重「往生者的心意」與「家屬的心意」，成為這個行業最高的指導原則。



2. 給大眾的提醒：

儒家學者對於典籍很敬重，但不會食古不化的

堅持強迫要依照古籍的指示行事

既存文化中的儀式規範也可依情況而不同修正。

任何的儀式也只不過是人造的發明。

上述資料參考自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監事 蕭昭君副教授〈重建多
元性別平等的喪禮如何可能?〉。

http://www.funeralinformation.com.tw/Detail.php?LevelNo=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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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界不變的道理…

就是這世界不斷在改變

為了社會和諧與個人完成
我們更需要改變與堅持



謝謝聆聽

共創一個多元、尊重與平等的美好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