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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葬禮俗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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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習俗妳／你聽過哪些? 

• 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的原因嗎? 

• 這些原因妳／你覺得合理嗎? 

• 隱含著哪些性別問題? 

• 哪些有重男輕女的意思? 

• 為什麼都只是女性被限制?造成什麼影

響?如何來改變?

思考與討論



• 1975年，聯合國受到全世界各地婦女運動的影響，開始重視婦女問

題，因此將1975年定為「國際婦女年」，當時才發現絕大部份的婦女

生活處境皆在邊綠狀況，於是聯合國便將1976年到1985年訂為婦女十

年，期許各國政府於這十年中，日強婦女權利與地位之提升，並於

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保障婦女權益。

歷史背景—婦女/性別人權宣言



性別主流化
1995年聯合國第4屆世界婦女會議通過「北京行動宣

言」，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各國達成性別平等之全

球性策略。「性別主流化」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價值，

希望所有政府的計畫與法律要具有性別觀點，並在作成決

策之前，對男性和女性的可能影響進行分析，以促使政府

資源配置確保不同性別平等獲取享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

及資源取得之機會，最終達到實質性別平等。以性別統

計、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分析、性別意識培

力、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為主要推動工具



CEDAW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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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鼓勵民間團體參與監督



• 台灣於2007年經立法院通過加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以下簡稱CEDAW公約）之簽署書，並於同年由總

統令頒佈。2009年發表第一份CEDAW報告。 

• 2011年經立法院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

法，正式將該 CEDAW公約內國法化，為我國人權進程邁

出一大步。 

• 2012年元月正式施行，同年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開始運作，

CEDAW監督範圍涵蓋國家以及其他非國家行為者，如個

人、組織和企業



「歧視」的定義

•直接歧視 
明顯以性別差異為理由，實施差別待遇。這類的 
歧視較容易辨視，例如男女同工不同酬，或因為 
女性懷孕、生育等因素而產生的措拖 

•間接歧視 
看起來沒有偏頗，可是實際上卻造成了歧視的效 
果，忽略了長期以來性別不平等社會、制度造成 
的基礎不平等現況。



CEDAW

第五條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 

（a）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

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

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習俗的性別檢視 
•有無刻板印象? 
•有無歧視、貶抑之心? 
•有無尊卑、優劣價值? 
•是寬容悅納(inclusive)或隔離排除
(exclusive)? 
•是協助、引領、慰藉、祝福 
•還是阻礙、限制、傷害、挫折? 
•思索創新與改變的方式



魏扁姑娘廟（台北石碇）

廟內主祀魏扁仙姑。據聞魏扁姑娘是清朝人，未婚仙逝。後來有位名叫曾桂的人，買
了這塊地之後，竟無故發生腳疾，於是求神問卜得知魏扁姑娘因為無人祭拜，希望曾
桂能為她撿骨。曾桂為她建廟之後，腳疾便不藥而癒了。此後陸續有香客前來求拜，
香火鼎盛，至今已有百年歷史。 
圖片來源:	http://www.shiding.ntpc.gov.tw/_file/2044/SG/42743/D.html



•漢人傳統社會「厝內不奉祀姑婆」的習俗意涵 
•有關「孤娘討嫁」、「女鬼作祟」的傳聞 
•以冥婚或是立祠建廟來「安頓」孤娘 

為何強調女性亡者的「未婚」身分? 
失序於父系社會的未婚、不婚、離婚女子們



台灣傳統喪禮中的    
              性別觀察 
 

未亡人vs杖期夫 
女兒vs女婿 

伴侶不能送上山頭



民俗喪葬儀式中的性別意涵 

父系宗族的力量、立場→捧斗 

已婚、未婚女性的位置 

女兒、妻子、媳婦的角色差異



翻轉習俗做性別	

⾏動讓愛更圓滿

我們可以不一樣



ì《現代國民婚禮》書中對於破除
不平等婚俗的建議，如「潑水」
（女兒嫁出去，像潑出去的
水）、「放扇」（放下不好的脾
氣）等，可重新詮釋「感情純淨
如水」、「新娘與娘家的感情永
不散」。 
 
至於「踩瓦片」可輔助說明「新
人踩瓦片，福氣年年獻」；「過
火爐」可詮釋為「新人過火爐，
昌旺餘有福」等。 
 
至於傳統婚禮前的交換八字、新
娘有無斷掌、走路有無鴨母蹄
等，專書認為不合時宜，不宜再
提倡。1030516







手冊建議同志伴侶入訃文，稱「伴侶」 
由於同志目前尚無婚姻權，如果死者家屬不願意將同
志伴侶的名字放進訃聞中，同志伴侶仍是無可奈何。
鄭智偉指出。若是，死者並未向家人出櫃，對死者的
家屬而言，同志伴侶更不可能被寫進訃聞中。 
 
由於同志沒有婚姻權，很可能都無權領大體。如果家
屬不願意接納同志伴侶，許多同志伴侶就連告別式都
無法參加，只能參加公祭，更不可能出現在訃聞上。

內政部於2012年六月發行《現代國民喪禮》手冊	

強調「性別平等」、「尊重差異」

%E5%90%8C%E5%BF%97%E7%9F%AD%E7%89%87%EF%BC%8D%E5%85%B6%E5%AE%83%E4%BA%BA%EF%BC%882012%E5%8F%B0%E7%81%A3%E5%90%8C%E5%BF%97%E8%AB%AE%E8%A9%A2%E7%86%B1%E7%B7%9A%E6%99%9A%E6%9C%83%20%E8%80%81%E5%B9%B4%E5%90%8C%E5%BF%97%E5%B0%8F%E7%B5%84%E8%A3%BD%E4%BD%9C%EF%BC%89%20-%20YouTube.flv




翻傳喪禮習俗



「廿五淑女之墓」正名（高雄旗津）

1973年9月3日清晨，一艘由旗津開往前鎮的民營渡輪「高中二號」，在航行途中，
因為超載加上機械失靈而不幸翻覆沉沒，造成25人罹難，51人受傷。25名罹難者均
為住在旗津中洲地區，任職位於前鎮的高雄加工出口區的未婚女性。



過往官方所設標誌牌，仍強調了罹難者的未婚身分，卻並未確認她們是工殤受難
者。民間以訛傳訛，強化了民俗中將未婚往生女性怪力亂神化的傳統，不僅嚴重違
背的家屬原意，也不啻使亡者受到二度傷害。



「廿五淑女墓」意涵討論

•是交通事故，也是工殤事件； 
•是未婚女性，也是台灣經濟起飛的無名英雄 
•加工出口區的女工/童工勞動處境 

_國家外匯與家庭經濟 
_九年義務教育女工們卻享受不到 
_職業性別歧視 
_冒名童工工殤無撫卹



正名「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 2004年的清明節前夕，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建議市政府將

「廿五淑女之墓」重建與正名，以肯定她們做為職業女性、家

計負擔者、經濟發展尖兵的貢獻，檢討政府與資方對她們的虧

欠，為此一歷史事件提出具有性別敏感度和工安省思的說明，

破除刻板印象隊未婚往生女性的迷思，還給她們工殤者應得的

尊嚴。 

2008年4月28日國際工殤日 
高雄市政府正式將其正名為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並舉行揭碑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