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平等：親情無差別 有愛最圓滿

傳統喪禮因是以父系血緣為中心，男性為主要祭祀傳承者，因此許多儀節規

劃和設計，是以「兒子」和「孫子」為主體，存在現男尊女卑的現象。但隨著時

代的推移、社會的變遷，家庭結構已大不同，很多做法顯然已與社會現況脫節，

值得我們重新省思。

故事中的小鳳一生為家庭貢獻，家人打破傳統男尊女卑和以父權為中心的喪

葬禮俗觀念，尊重女性亡者的獨立人格，以及肯定她對家庭畢生的付出與奉獻，

值得大家學習。親情不因性別而有差異，無論是男是女，血緣關係都是不變的，

對家人的愛也是永恆的。因此，親人過世後，無論性別，都應享有一致的尊重和

平等的奉祀權利，而生者也能發自內心傳達致哀與送別的心情。

故事2：大姊「回家」了喪禮VS.人權 干誰的事？

傳統認為，為了避免長輩過於哀傷，產生自殺殉葬等不理性行為，故有父母

不送子女之說。時至今日，父母是否不能為子女送行？案例中全家人溫馨送行，

讓一家三代自由表達心中對亡者的敬意與感謝，體現家人親情的自然流露。

故事中的喪禮服務人員指導使用白話訃聞，並適切地書寫神主牌位，且在家

奠禮中讓三代家人抒發追思情感，彰顯喪禮中的性別平等與尊重，實為切合人權

觀念的現代喪禮之最佳典範。喪禮若還是僵固在原有的觀念和做法上，無法隨時

代進行調整，必然會造成家屬心中的陰影和不被尊重感，徒留更多生死遺憾。

小錦囊

喪禮中的溝通協商，宜注意以下原則：

1. 主事者應充分說明亡者的意願和交代。

2. 所有親屬明瞭亡者的生前預囑及自主決定。

3. 家族中的成員可充分表達想法和感受。

4. 喪禮服務業者應就禮俗和儀式，與家族成員溝通。

5. 喪禮服務業者關注各項禮俗與儀式可否發揮喪禮的功能，並關照到家庭

   及成員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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