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1：阿爸的喪禮意願喪禮VS.人權 干誰的事？

小錦囊

想辦一場實現人性尊嚴與人權價值的圓滿喪禮，建議注意以下原則：

1. 尊重亡者生前的自主決定。

2. 以亡者的自由意志與最大利益為考量，尊重其人格，以維護亡者的尊嚴。

3. 尊重每一位家屬的感受和意見，以協商方式尋求共識。

4. 規劃和安排喪禮時，適時諮詢專業喪禮服務業者意見。

5. 喪禮過程隆重、莊嚴、環保及不舖張浪費。

殯葬自主：預囑身後事 人生不遺憾

每個人都希望生得其所，死亦得其所；但是，由於忌諱死亡，一般人生前多

避談身後事，臨終之前擔心觸霉頭，更不願討論或思考身後事。故事中的王老先

生生前想交代後事時，因長子全明不忍而打斷，之後也未再把握機會說清楚。由

於喪禮的安排通常由支付費用的人或家族中最有威望的人主導，但這樣的做法也

造成亡者或其他家屬的意見無法表達或顧及，以致治喪協商時家屬意見分歧，老

伴月嬌甚至以擲筊方式詢問，最後仍以多數人的意見決定王老先生的身後事。

一般人對喪葬禮俗，大多一知半解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基於對喪禮

服務業者專業的尊重或因諸多顧慮而盲目遵循傳統，無法依亡者所願付諸實現。

喪禮的主體是亡者，在不違背社會善良風俗及秩序下，送行的家屬和協助的喪禮

服務人員都應尊重亡者生前的預囑和決定，依其遺囑或心願辦理，適切地表達孝

心，體現對亡者的尊重。但若亡者生前沒有交代，也沒有預囑，家屬應以最貼近

亡者想法的方式來舉辦喪禮，用無私的愛來面對和安排，才能表達喪禮的莊嚴及

追思。

 對於死亡，我們應該用坦然的態度來面對，基於尊重個體人格與人權，每

個人都有在生前交代身後事的自主權利，無論財產分配、臨終或醫療囑咐、喪禮

方式等種種事項的細節與做法，甚至自己的心願或遺言等，都可以詳細預立，才

能自己做主，也可避免家人因意見不合而產生種種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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