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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介紹

楊士賢
◦ 國立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博士

◦ 現任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教授

◦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殯葬設施及殯葬服務業
評鑑委員

◦ 嘉義縣政府殯葬禮儀服務業暨殯葬設施管理業
務評鑑委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術士技能檢定喪禮服務
乙級術科測試監評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術士技能檢定喪禮服務
丙級術科測試監評

◦殯葬禮俗、殯葬文書、治喪規劃、民間信仰、
道教科儀、釋教科儀



◦ 臺灣的喪葬法事：以花蓮縣閩南釋教系統之冥路
法事為例(蘭臺出版社，2006年)

◦ 慎終追遠─圖說臺灣喪禮(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

◦ 臺灣閩南喪禮文化與民間文學(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1年)

◦ 臺灣殯葬史(合著，中華民國殯葬禮儀協會，2014年)

◦ 臺灣釋教喪葬拔渡法事(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年)



◦ 臺灣釋教喪葬拔渡法事及其民間文學研究─以閩南
釋教系統為例(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

◦ 臺灣喪葬寫真老照片(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

◦ 臺灣廟宇寫真老照片(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

◦ 臺南喪葬禮俗研究(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9年)

◦ 臺灣近代廟宇神符圖錄彙編(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年)



溫馨叮嚀

◦禮俗多元 各地不同 窮極一生 難以皆知

◦閩客漳泉 北中南東 各村各庄 自有特色

◦個人力薄 才疏學淺 如有不足 尚祈海涵

◦今日有緣 齊聚一堂 以禮會友 以俗交流



◦清粥罔呷 菜脯罔配 加減罔聽 當作趣味

◦滿堂先進 高手雲集 友情客串 切莫嫌棄

◦歡迎發問 禮節至上 請勿吐槽 共結善緣

◦教學相長 互通有無 賓主盡歡 順利圓滿

溫馨叮嚀



「通過儀式」的原理

◦何謂「生命關口」？

◦「通過儀式」：脫離、中介或邊際、整合。

◦脫離：面臨新的生命關口。

◦中介或邊際：處於非常狀態。

◦整合：擁有新的社會身分與地位。



「通過儀式」的實踐

◦禮意、禮文、禮器。

◦西方社會生活：俗→聖→俗。

◦中國社會生活：常→非常→常。

◦常：日常、平常、經常、通常。

◦非常：特殊的、非日常經驗的。

◦「交融狀態」：透過禮儀、儀式讓當事人通過
而恢復常態，重新界定其人際關係。



◦吉←→凶，紅←→白，嘉禮←→凶禮。

◦紅：吉祥、喜慶、歡樂→開放、寬容、自由。

◦白：禁忌、不祥、悲傷→保守、不變、封閉。

◦嘉禮容易隨時代而改變其形式與部分內涵。

◦凶禮則改變緩慢，甚至許多部分恆久不變。



地理生產方式與禮俗的形成

◦泉州人(靠海)、漳州人、客家人(靠山)。

◦泉州人：西部沿海平原、台北盆地。

◦漳州人：西部內陸平原、北部丘陵、蘭陽平原。

◦客家人：北部、南部丘陵、近山平原。

◦何謂「福佬客」？



◦生命禮儀作為風俗習慣，乃是地緣血緣所維繫的
文化認同，較諸語言一類傳播媒介，其保守性相
對較高。

◦規範化、標準化的「儀式正確」是源於背後支持
的「義理正確」。



內地習俗和在地變化

◦不同族群在台灣共同居住與發展，既要在其族群
內傳承各自的禮俗文化，卻也因為交流頻繁而顯
現交融的情況。

◦內地化(原鄉文化)→在地化(本土文化)。

◦生命禮儀有其不變的義理結構，亦有與時俱變的
時宜性。



何謂「禮俗」？

◦禮俗是經過長時間的演化、損益而日漸形成，細究

「禮俗」一詞，顧名思義包含了「禮」與「俗」兩

部分，前者是指睿智之士所制定的行為規範；後者

則係各地因應其時空背景所產生的特殊習慣。



◦先有俗而後有禮。

◦俗是不成文的習慣，須靠口頭傳播，禮往往著諸
竹帛，形諸文字。

◦俗是一種自然的產物，有菁有蕪，禮是經過聖哲
之深思熟慮與嚴格篩選，因而存菁去蕪。

◦禮可以傳得很久遠，而俗往往經過百年或數十年
便會改變。



◦俗的適用範圍常侷限於某一地或某一時，禮的適用
範圍較廣，常能超脫時空的限制；易言之，禮具有
各種習俗之優點，是各種習俗優點的交集。

◦「禮」→「大傳統」

◦「俗」→「小傳統」



◦「大傳統」的「禮」和「小傳統」的「俗」，也

許會有諸多差異之處，不過兩者並非對立，而是

彼此存在著微妙地合作關係，由於有「小傳統」

才使得「大傳統」不會過度僵化，更因為有「大

傳統」才讓「小傳統」有延續的空間。



殯葬禮俗基本目的

◦盡哀

◦報恩

◦養生送死有節

◦教孝

◦人際關係之確認與整合



臨終至斷氣

◦燒魂轎：子孫齊聚送別親人，是落實生死教育的
最佳機會。

◦腳尾飯：不妨改用亡者生前最愛吃的食物，事死
如事生乃殯葬最高指導原則(切莫拘泥於鴨蛋的
象徵意義)。





治 喪

◦豎靈：亡者才是整個靈堂的主角，別再讓佛祖、
道祖辛苦守靈了。

◦捧飯：時間可以依照亡者生前作息來彈性調整，
奠拜物品應該以亡者生前飲食習慣來準備。

◦孝服：彰顯傳統孝服對親族關係的維繫功能，讓
孝服再次受到人們重視(黑袍其實毫無意義)。













做功德

◦法庭、被告、檢察官、法官。

◦解釋科儀目的，講述經懺意義。

◦法節就像上課，要讓孝眷有參與感。

◦一本一本拜誦，盡量不要同時間拜誦多本。



奠 禮

◦「奠」、「祭」要分清楚，別再以訛傳訛。

◦目前臺灣各地常有禮儀業者將奠禮訛稱為「告
別式」，殊不知此乃日式用語，係日治時期傳
入而流播迄今，語意遠不及奠禮之莊嚴，應立
即停止使用該詞彙，以免造成外來語取代我國
古典雅稱的窘況。



◦呼籲禮儀業者應對喪葬相關之漢字深入認識，務
必使用奠禮、家奠、公奠等正確稱法，切莫胡亂
套用告別式、家祭、公祭等語，如此才不會貽笑
大方，又害亡者、喪家蒙羞！

◦傳統的喪禮幾乎百分之百有宗教成分在內，現代
喪禮則幾乎百分之百有政治成分在內。

◦讓奠禮回歸原本家奠的本質，別再讓可有可無的
公奠喧賓奪主。





結 語

◦喪禮有三個區塊，即以殮殯葬事奉遺體、以奠祭做

七等事奉靈魂、以喪服變除制度抒發悲傷，可惜在

現今台灣社會的喪禮中，三個區塊似乎只做了第一

塊而已，如此往上不肯祭祀祖先，往下不肯生兒育

女，充分顯示出現代人的現世與自我，更導致整個

殯葬流程彷彿成為一種殘壘式的喪禮。



◦今天的喪禮是否講究外在的形式勝過於內在的意義？

現代喪禮是否因為產業化的緣故，它已由儀式行為

變成純商業交易？現代商業文化過度講究包裝與速

食化做法，是否催化殯葬禮俗走向現世化與簡略化，

因而造成喪禮應辦的三區塊只辦一塊？



◦喪禮是點，也是線，更是面的文化，而今日已嚴重

的萎縮到只剩出殯當天風風光光那個點？如果以上

的質疑都是屬實，則殯葬禮俗要傳遞固有孝道這條

路的地基已被嚴重淘空，產官學三方皆不可等閒視

之，否則真的會動搖國本！



春保得平安

夏保得康寧

秋保財丁旺

冬保福壽長

一年三百六十朝

朝朝常吉慶



謝謝各位先進長輩

敬祝大家事事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