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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名稱  消除喪葬禮俗中的性別偏見---喪禮我主導 不再是配角 

二、案例內容 

 

女性喪禮任主奠  家庭和諧樂融融 

何師姐的丈夫(廖大哥)癌末，在醫院住了 23天，當地藏

王菩薩即將要來將廖大哥帶往西方極樂世界時，他們唯一的

女兒夢到，是過世的阿嬤要來帶父親離開了，果然，2天後父

親便安詳地永別人世。何師姐依然清晰的記得廖大哥往生的

前一週要求"要吃素"，爾後幾天要求"要下床走走"，原來，

他是要向這個大地做最後的辭別，喪禮習俗中所說的「洗土」

一點都不假。 

廖大哥生前是在大學教汽車機械維修的教授，對汽車修

配很有興趣，也非常專業，行有餘力也自行開了一間汽車修

配廠，學徒都慕名而來請他教修車、組合車，廖大哥還有 1

位姐姐、2 位哥哥及 4 位妹妹，親戚大多在台北生活，當廖

大哥病逝的那一天，何師姐接到大嫂的電話詢問：「是不是要

由我們家大兒子過去幫忙捧斗?」但因為聽過一同修行的艾師

姐說過，女兒也可捧斗，所以就婉拒了大嫂的好意，但在禮

俗上還是包了 1600元給大侄子。 

所有的喪事都由何師姐主導，她請從事殯葬禮儀服務業



的艾師姐協助規畫喪禮，雖然家裡經濟並不很寬裕，但艾師

姐規畫的佛教喪禮簡單且隆重莊嚴，喪禮的主奠者是何師姐，

捧斗則由已成年的女兒親手護持。何師姐丈夫是榮民，生前

曾提到他的骨灰要放在彰化的軍人忠靈祠，可以省些塔位錢，

但為了往後女兒和自己方便祭祀，何師姐決定將丈夫的骨灰

放在鄰近住家的東海七福金寶塔，雖然未按照丈夫生前的遺

願，但這也表示女方家庭願意承擔起家族祭祀的傳承責任。 

另一個案例是何師姐姑丈的喪禮也是由養女捧斗、何師

姐撐傘，姑姑為主喪者發訃，並擔任主奠者誦讀祭文，這都

顯示現今國人越來越有性別平等意識，願意打破傳統喪禮中

以父權為中心、以男性為主要祭祀傳承者等不符合性別尊重

的儀節和做法，女性也開始注重自身的喪葬權益。其實喪葬

禮俗上的性別平等並非要弱化男性的權益、凸顯女性的利益，

而是希望從治喪到繼承過程中，家屬間可以透過民主協商、

尊重包容的態度，來照顧到家族中的每一個人。 



三、性別統計與分析 突破傳統舊思維  角色分工更自在 

依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本

局各單位同仁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努力推動性別友善環境，

讓性別平等不再只是呼口號，而是更深沉的省思及回歸人權

最基本的尊重。何師姐的故事真切的呈現喪葬禮俗已突破「男

性主導，女性附屬」的傳統舊思維，女性也是家族成員之一，

傳承相同的血緣，也可以擔任主奠(祭)者，也可以捧斗、捧

遺照，承擔家族祭祀責任。內政部 106 年委託南華大學執行

「我國殯葬消費行為調查研究」發現，確實國人已普遍能接

受女性擔任捧斗及捧骨灰罐的角色，捧斗有高達七成比率的

同意(70.8%)，女性咬子孫丁的同意度也在六成以上(61.7%)。 

同樣的，在殯葬業界的工作角色上也正在逐漸突破，以

往殯葬業的負責人、司儀這類主導角色大多由男性擔任，女

性通常只能做招待或化妝師的工作，然而在我們的觀察中，

現在殯葬從業人員的角色不再以性別做區分，男性擔任招待、

化妝師或女性擔任負責人、司儀、禮生、扶棺人員都已不足

為奇。截至 108 年底的數據顯示，臺中市的殯葬服務業女性

負責人占比為 33.92%，而臺中市的女性禮儀師的占比更高達

48.03%，幾乎女性禮儀師與男性禮儀師一樣多。 



統計分析顯性平  工作角色不設限 

從前，殯葬係屬於一般人較為忌諱的行業，民國 60年代

這個行業多是家族傳承，喪禮主要承辦者以棺木店居多，而

農業社會也較為傳統，男主外女主內是當時的觀念，再加上

這個行業辛苦，工作環境惡劣(需要長期聞屍臭，也須在烈日

下抬棺、到火化場領骨灰)，負責人經常扮演多種角色，所以

負責人可想而知都是男性擔任，到了民國 80年代，臺灣殯葬

業出現由財團將殯葬事業以企業化經營，殯葬從業人員角色

開始分工及專業化，再加上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就業率提升，

及內政部民國 91年公布殯葬管理條例，努力革新殯葬產業，

建立證照制度，改善殯葬設施環境，也因此有越來越多女性

投入此行業。 

以臺中市近十年來殯葬業者女性負責人所占比率的提

升(由 30.52%提升至 33.92%，如下表)，及臺中市近三年的女

性禮儀師占比逐年緩升的趨勢(如下圖)來看，即可推估有越

來越多女性人口投入此行業。其中，就我們觀察女性擔任負

責人、司儀、禮儀師、公會理監事等主導性角色的人數也越

來越多，顯示殯葬業界的工作角色上正在逐漸突破性別刻板

印象，殯葬從業人員的角色投入確實不再侷限於性別，而是



以人格特質及專業興趣為取向。 

表：臺中市近十年殯葬業者負責人男女數及女性負責人占比 

圖：臺中市 106年至 108年女性禮儀師占比走勢 

 

年度 殯葬禮儀服務業之

業者數 

男性負責人 女性負責人 女性占比(%) 

99 年度 
213 148 65 30.52 

100 年度 
224 155 69 30.80 

101 年度 
239 164 75 31.38 

102 年度 
252 171 81 32.14 

103 年度 
277 183 94 33.94 

104 年度 
304 202 102 33.55 

105 年度 
325 215 110 33.85 

106 年度 
353 233 120 33.99 

107 年度 
390 257 133 34.10 

108 年度 
398 263 135 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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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努力獲尊重  適當調整更圓滿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一開始宣導業者都說推動不起

來，一定會被老一輩質疑，推動好幾年性平的禮儀公司負責

人也說：「一開始我們都被家屬吐槽，質疑專業，家屬會說恁

袂曉、恁毋捌啦！」，一直到前幾年我們才聽到有些業者願意

試著在只有生女兒的家庭推動看看，他們會告訴家屬，馬英

九總統的父親馬鶴凌先生過世時就是由其大姊馬以南負責主

奠及讀哀章，女兒也是有血緣的親屬，也可以捧斗、祭祀，

漸漸的家屬也能接受。 

現在，業者多會跟家屬說現代女性經濟獨立，男女平等，

女性都可以當總統、當市長了，如果女兒願意捧斗、祭祀，

有何不可呢？他們會舉尤美女律師為其母親辦喪事的案例也

會舉自身服務過的案例分享，並強調重要的是家族協商及相

互尊重。另外，業者會在治喪規劃時說明傳統習俗的意涵，

並與家屬討論這個儀式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例如封釘儀式在

傳統上是有驗屍的功能，母親過世傳統都是請舅舅來驗，現

在則皆由專業人員開立死亡證明書，既然這個儀式已喪失傳

統功能意義，所以只要是與亡者同輩份的親屬，不分男女都



可主持，現在有很多家屬也能接受由亡者的姊妹來擔任封釘

官。 



四、CEDAW法條、一般

性建議、相關法規依

據 

(一) CEDAW條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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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基於男女定型任務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作法。」 

2. 第十六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

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並特別應

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 (h)配偶雙方在財

產的所有、取得、經營、管理、享有、處置方面，不論

是無償的或是收取價值酬報的，都具有相同的權利。 」 

(二) 一般性建議： 

1. 第 3號一般性建議【教育和宣傳活動】：促使各締約國有

效採用教育及大眾資訊宣傳方案，藉以消除妨礙女性在

社會上平等原則的偏見與現行習俗。 

2. 第 9號一般性建議【有關婦女狀況的統計資料】：有鑑於

統計資料對瞭解《公約》各締約國的婦女真實情況是絕

對必要的，委員會觀察到許多提交報告供委員會審議的

締約國並未提供統計數字，建議各締約國盡力確保其負

責規劃全國人口普查和其他社會、經濟調查統計部門編

制的調查問卷，在絕對數字和百分比方面均按性別劃分



數據，以便相關使用者得依其興趣獲得特定部門的婦女

狀況資料。 

3. 第 21號一般性建議【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的平等】：公共

生活和私人生活：……12.由於該類活動對社會的存續

而言極為寶貴，因而存在關於該活動的歧視性法律或習

俗便屬不合理。締約國報告表明，仍有國家未達成法律

上的平等。婦女沒有平等取得資源的機會，不能享有家

庭中和社會上的平等地位。即使在法律上已然平等，所

有的社會仍將被視為次等的工作任務指派給女性。如此

便違反特別是《公約》第 16條以及第 2、5 和 24條內

所載述之公正平等的原則。 

(三)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積極突破父權文化的束縛，建構無

性別歧視的的文化禮俗儀典 

 

五、改善措施 

 

民間信仰與習俗觀念，雖難以於短時間改變，但是這些

卻是影響廣大民眾日常生活重要的觀念，因此，若不針對相

關習俗進行整體性思考與進步觀念推動，則民間性別平等的

推動成效將受到侷限，例如針對喪葬傳統禮俗中，離婚、未

婚、非婚生子女、同志、跨性別，經常承受到歧視或排擠，



出嫁女兒地位的邊緣化等。如何消除文化禮俗儀典的性別歧

視，如何積極鼓勵突破父權文化的束縛，如何消除遺產繼承

的性別文化歧視，也是未來施政重點之一。 

我們呼籲：每個人的生前遺願都能夠被尊重，每個人的喪葬

參與權都應該被重視 

1. 夫妻互相可參加奠禮或送葬 

2. 父母可參加子女喪禮並送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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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家奠禮中男眷女眷不依性別分左右邊排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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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男女皆可捧斗、執幡、主祭、讀哀章、封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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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喪禮的主角是亡者，尊重同志亡者的身後事囑咐 

期許我們的努力可以讓每一場喪禮都圓滿無憾，期許我

們社會上的每一個人不論性別為何都有充分發展能力、從事

專業和作出選擇的自由，不受任何性別刻板印象、僵化性別



角色和偏見的限制，在愛中得到真自由，在信任中得到真誠

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