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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自主與性別尊重 



殯葬自主 

亡者在世時可依據自己的意願、想法 
、宗教信仰或民族文化等不同角度， 
選擇、訂定希望的身後處理模式 



殯葬自主的意義與目的 

•個人自我實現 

•實踐並延續遺志 

•生命尊重與死亡尊嚴 

•彰顯傳承的意義 

•促進家族和諧 



身後事我做主(囑) 

•有思考才能做囑（交代） 

•有交代才能實現自己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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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喪禮中性別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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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部分儀節和做法與社會現況脫節 



現代人的疑問… 



• 未婚女兒為何不能入祖先牌位？ 

• 離婚女兒為何不能入祖先牌位？ 

• 已婚女兒身後可不可以自由選擇入
誰家祖先牌位？只能夫家？可以回
原生家庭嗎？ 

 

 



• 女兒可不可以「執杖」？ 

• 女兒可不可以持招魂幡？ 

• 女兒可不可以捧斗？ 

• 女兒可不可讀哀章？ 

• 女兒可不可以主奠？ 

• 姊妹可不可以封釘？ 

• 墓碑、骨灰罐上可以寫女兒名字？ 

• 嫁出女兒可以回娘家掃墓？ 

 

 

可以 





105年台灣生命禮儀博覽會 
台中世貿談喪禮性平等議題 



女兒或孫女捧斗 



檢視禮俗或禁忌的方法 

• 是否符合當代人需求 

• 是否符合人性及增進家庭情感 

• 是否符合理性和知識上的經驗法則 

• 是否符合對亡者的尊重和恭敬 

• 是否符合對家屬及親友的尊重關懷 

• 是否促進喪禮的圓滿與和諧 

 



喪禮可不可以…… 



男性女性都可主持儀式、表達心意 

• 喪家尊重家族中的女性 

• 喪禮過程中如：捧斗、撐傘、祭祖等儀
式，破除男性才可以主持儀式的限定 



能不能這麼做… 



大度山公墓 
性平觀念祖墳 



應新時代之禮，男女平等， 
共護宗祠，未婚仳離同入祠。 



奠祭順序男尊女卑 

 

 

男女平等 



長孫優於女兒 
 

 

重視輩份和倫理 



幼子排在長女前面 
 

 

長幼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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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在女兒之前 
 

 

女兒女婿一起奠拜 

或以親疏排列奠拜 



借男丁捧斗/主祭 
 

 

自己的晚輩才有意義 



完全依倫理輩份 
 

 

因應多元社會 

親疏關係也列入考量 



同志喪禮處理問題 



同志喪禮常見的問題 

• 伴侶無法送行─權利被剝奪 

• 死後性別仍未被認同 

• 無法在教堂舉辦喪禮 

• 未依照性別穿著壽衣 

• 訃聞等殯葬文書稱謂撰寫問題 

• 無後嗣子孫用樹葬 

• 無法入祖先牌位 

 

 



喪禮（同志）的辦理原則 

身後事 
生前做主（囑） 

家屬尊重送行 
禮儀人員尊重
協商規劃執行 



伴侶無法送行─權利被剝奪 

摯愛另一半淪為「其他人」 

只能參加「自由捻香」 

伴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不應該缺席 

請重視同志配偶 

   和伴侶的參與權利  



      配偶和伴侶的權益 

• 民法配偶享有繼承權 

• 意定監護制度─可訂契約指定監護人 

• 遺囑執行人 

• 醫療委任代理人 

• 殯葬委任執行人 

 

生命自主權 



同志配偶和伴侶喪禮的參與權 

生前思考（囑） 
繼承、意定監護人、遺
囑執行人、醫療委任代
理人、殯葬執行人 

家屬 
尊重‧落實 

禮儀人員 
尊重‧提醒‧執行 



 
死後性別仍未被認同 

 
• 請學習並給予「無私的愛」 

• 請學習「尊重」與「包容」 

• 最後一哩路讓我們展現家人的愛 



 
無法在教堂舉辦喪禮 

 
• 2016年6月26日羅馬天主教宗方濟各：「天
主教會應該跟同志道歉，為過去對待他們
的方式尋求原諒。」 

• 他說：「同性戀絕不該被歧視，他們應該
受尊重，受到神父的陪伴。」 
 



 
未依照性別穿著壽衣 

 
• 同志可以預囑自己想穿的衣服 

• 家屬尊重遺囑 

• 禮儀服務業者尊重亡者預囑、提醒家
屬尊重、確實執行亡者遺囑 



 
訃聞等殯葬文書稱謂撰寫問題 

 
• 同志的稱謂問題 

• 誼兄弟姊妹（不符真實關係） 

• 訃聞、牌樓、銘文、墓碑、神主牌位 

• 父死稱「考」、母死曰「妣」─顯考、顯妣 

• 同志另一半稱謂 

 



同志稱謂的實務處理思考１ 

• 排列可依出生序書寫排列 

• 孝男、孝女──孝子女、孝媳婿 

• 孝子女、孝媳婿成為統稱名稱 
 

 傳統訃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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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同志配偶稱謂撰寫感受 

 
孝男、孝媳、孝女、孝女婿 

孝男、子婿、孝女、女媳 

孝男、婚孝男、孝女、婚孝女 

•這符合日常稱謂和身分嗎？ 

•能接受這樣的稱謂嗎？ 

•為什麼？原因？ 

•有覺得被尊重嗎？ 

 

請思考 



同志喪禮殯葬文書撰寫前的功課 

• 了解亡者＆配偶與家人的日常稱謂 

• 尊重亡者希望的人際稱謂 

• 徵詢同志配偶希望的稱謂（重視內心感受） 

• 列出可能的撰寫文案進行討論 



同志喪禮殯葬文書撰寫參考 

• 顯考（妣）改成（故）OOO「君」 

• OOO「居士」「大德」 

• OOO「先生」「女士」 

• 傳統訃聞改用白話訃聞 

 





 
無後嗣子孫用樹葬 

 
• 這是不尊重的作法 

• 選擇環保葬是回歸大自然的態度（節葬、潔葬） 

• 尊重亡者預囑 

• 傾聽配偶和伴侶期待做法 



 
無法入祖先牌位 

 
• 這是不尊重的作法 

• 親情是平等的 

• 讓所有家人死後都能「回家」 



大度山公墓 
性平觀念祖墳 



應新時代之禮，男女平等， 
共護宗祠，未婚仳離同入祠。 



應新時代之禮，所有家人都平等， 
身後共護宗祠，全部均可同入祠。 



喪禮中有關性別尊重的調整建議 



遺體或靈位停放在家時，應分男
左女右擺放嗎？ 

 

 
 

 
 

 

 

 

     遺體擺放在家中時，父親遺體停
放在客廳的左邊（由門內向外看
），母親遺體停放客廳的右邊；
若尚有長輩健在，為求尊重與孝
道倫理關係，不分男女皆停放在
客廳的右邊 

    祖父母皆已亡故
，基於男女平
等，父母去世
時皆停放左邊
，或擇適當地
點放置即可 

昔 今 



單身或離婚女性之神主牌位可以
納入原生家庭嗎？ 

 
 

 
 

 

 

 

未婚的兒子亡故後，其牌位會放進家 

族中的祖先牌位，進入宗祠，由家族 

中的後代定期祭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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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應再限制未婚或離 

婚女兒（姑母）之神 

主不能進入宗祠 

建議詳細紀錄世代及 

父母之名後納入祖先 

牌位 

昔 今 



女兒或外孫（女）可以主持傳統上只能由
兒子或孫子主持的主祭、捧（背）神主牌、
咬起子孫釘、執幡或返主等儀式嗎？ 

  

 
 

 

 

 
傳統喪禮的設計是以父系家族為中心 

所發展出來的一套制度。因此，皆由 

男性子孫執行。倘若家中沒有男丁則 

委請侄子代勞，以確保家族祭祀制度 

的傳承。 

喪禮儀式之執行人應 

由家族成員經過民主 

協商決定，不應限制 

女性不能擔任喪禮儀 

式的主持者 

昔 今 



出嫁女兒回娘家奔喪一定要「哭
路頭」嗎？ 

 
 

 
 

 

 

 

出嫁的女兒因感親恩浩蕩，無以報答 

；平日既未能晨昏定省，臨終又未 

能隨侍在側，聞噩耗感傷，不由自已 

的一路嚎哭而匍匐入門，於是成為「 

哭路頭」的禮俗。後來則僵化為刻板 

要求女性。 

  「哭路頭」
已不再是
出嫁女兒
一定要做
刻板儀式 

昔 今 



「點主儀式」的主持人只能是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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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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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 今 



「封釘」儀式只能父喪由伯叔
父、母喪由舅舅主持嗎？ 

 

 
 

 

 

 

「封釘」儀式的禮義，原在 

於「驗屍」與「鼓勵子孫」 

。現今死亡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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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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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應分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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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 今 



擇日的作法 

 

 
 

 

 

 

入木(大殮)、轉柩、火
化、晉塔均需選擇吉日
良辰，一般提供歿者本
身、配偶、子、女、長
孫、媳之生肖供參考 

由家屬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1.依歿者配偶、子、女、媳
、婿、長孫(女)生肖為擇日
參考基礎。 

2.由子女協商。 

3.參考未來負責祭祀者生辰
八字。 

昔 今 



咬子孫釘 

 

 
 

 

 

 

由長(兒)子以牙將
釘在靈柩上的子
孫釘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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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 今 



背負神主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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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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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 今 



招魂幡(幢幡) 

 

 
 

 

 

 

一根竹子僅頂端保留濃
密葉片，並繫上4條白
布帶，上面寫著歿者的
生卒時辰及招魂文字，
由兒子或男性晚輩右手
持之，引導家族行奠 

子女協商或由最 

親近之晚輩執持 

昔 今 



返主儀式 

 

 
 

 

 

 

歿者靈柩埋葬 

後，神主牌位由 

長孫恭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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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 今 



墓碑、骨灰罈子孫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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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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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 今 



主奠（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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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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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 今 



拜飯 

 

 
 

 

 

 

媳婦要擔任早 

晚二次(或早中 

晚三次)的拜 

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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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 今 



送行 

 

 
 

 

 

 

夫妻互不相送，是
避免其中一方過於
哀傷，而隨著死去
配偶一起埋葬；另
有夫歿，妻子送行
表示還想再嫁，而
不能送行。 

配偶一方可依
自己意願決定
是否送行。 

昔 今 



訃聞順序 

 

 
 

 

 

 

不分長幼，兒
子排前，女性
再依出生別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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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 今 



•配偶歿，訃聞自稱 

 

 
 

 

 

 

1.妻歿夫稱「杖 

期夫」、「不杖 

期夫」 

2.夫歿妻稱「未 

亡人」 

1.妻歿─夫稱「夫
」或「護喪夫」 

2.夫歿─妻稱「妻
」或「護喪妻」 

昔 今 



性別的尊重問題 

• 為尊重亡者的尊嚴，應安排相同性
別的喪禮服務人員，替亡者進行洗
身、穿衣、化妝等服務 



殯葬文書的性別平等實踐 

現代殯葬文書書寫，也要尊重性 
別平權，殯葬禮儀從業人員宜依 
情況調整，並引導家屬使用合宜 
的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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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性別與尊重＆共治共決喪葬處理模式 

• 喪禮的第一主角是亡者，所以尊重其自主 

• 家屬是喪禮的主角，也是送行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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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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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奠禮流程之平等與尊重處理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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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奠禮（訃聞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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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