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天晚上，負責承辦喪事的禮儀公司派了一位陳姓禮儀師前來王家協助安排

治喪。陳先生依例先了解王老先生有沒有預立遺囑？對身後事有沒有特別交代？

亡者或家族信仰的宗教是什麼？本人有沒有什麼特別需求？家屬有沒有什麼特別

要求或想法？整個喪禮的預計費用是多少？想要土葬或火化？

長子全明最先開口：「爸爸生前什麼都沒說，只曾提過想火化並將骨灰灑

葬。」一聽到全明的話，瑞叔馬上不贊同地發表意見：「骨灰用灑的，要灑在

哪裡？灑了以後呢？骨灰灑了就沒有了，你們知不知道？這是很嚴重的事，不

能亂來哦！」他又說：「恁阿爸生病病到昏頭了，隨口那麼一說，你們可不能

當真。」

故事1：阿爸的喪禮意願喪禮VS.人權 干誰的事？

死亡是人生必經的歷程，誰都無法迴避。雖知生命有限，但一般人面對自己

的生命終結，難免恐懼而有所忌諱；面臨親人逝世則難以承受失落與傷痛。我國

喪禮的歷史悠久，親人家屬、知交故舊可藉由喪禮一起追思亡者、抒發哀傷、體

會生命意義，也共同以喪禮為亡者守護圓滿無憾的最終幸福。

面對喪禮的籌辦，許多人都會遭遇到一些問題，例如：喪禮應如何安排才能

兼顧亡者遺願與家屬心意？喪禮習俗中未婚女兒死後能不能寫入家族牌位？家屬

對喪禮有不同意見時，如何協商？本手冊將透過3個故事分享，讓讀者了解現代

國民喪禮三大核心價值─殯葬自主、性別平等、民主協商，從而建立與落實喪禮

的人權觀念。

故事1

阿爸的喪禮意願

王老先生一生務農，76歲那年罹患大腸癌，治療8個月後安詳辭世。生前他

曾向老伴月嬌及長子全明提及身後想火化並灑葬的心願，但全明不忍聽到老父交

代後事，連忙安慰老父：「您不要想那麼多啦！好好養病，您會呷到百二。」月

嬌在旁沒說什麼，只是偷偷拭淚，王老先生沒有繼續把想交代的話說完。

王老先生病逝那一個午後，月嬌、王老先生的弟弟瑞叔、3個兒子、媳婦和女

兒小靜都趕了回來，子孫們環侍在病榻前，陪伴著老人家，做了最後的道別。月

嬌拉著老伴的手，眼淚簌簌直流：「你的人生到這邊圓滿了，兒孫自有兒孫福，

你放心走吧！」說完沒多久，王老先生安詳地闔上了眼。

二子全忠、三子全有和媳婦美瑜也紛紛附和著說：「這有風水問題，用灑的

太隨便。」「以後子孫不順的話誰要負責？」「以前怎沒聽說阿爸有這樣的想

法，他是認真的還是隨口說說？」一向貼心的小靜看到哥哥們意見分歧，忍不

住說了一句：「可是爸爸如果這麼說，說不定他老人家有想法，那我們也該尊

重，不是嗎？」

一直低頭哀傷的媽媽月嬌此時開了口：「全明說的沒錯，你們阿爸曾交代身

後骨灰要灑掉。」沈默了一會兒，月嬌接著說：「雖然他沒有說得很清楚，但我

想，恁老爸可能不想你們花很多錢，也覺得身後簡單就好。」

此外，政府近年來也積極推動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

CEDAW)，其中與喪禮文化最有關係的是CEDAW第5條(a)款規定：「締約各國應採

取一切適當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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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為何要採取積極的措施介入社會文化？因為臺灣社會在以男性家族血緣

為中心的觀念下，有些流傳至今的傳統習俗，對某些人造成不公平的對待。以傳

統民間的喪葬習俗為例，寧可讓與亡者關係較遠的男性親屬捧神主牌位，反而與

亡者較親近的女兒、孫女、媳婦得不到適當的位置；又例如訃聞稱謂，夫歿，妻

自稱未亡人，表現出傳統習俗中對女性的貶抑態度。此外，亦有因為性別刻板印

象，而分派男、女不同的任務，例如女性擔任拜飯、整理亡者儀容的工作，而男

性則是負責點主、封釘、捧牌位的角色。

從現代生活秩序的安排來看，傳統喪禮習俗中的性別角色分工，是否合於現代

人權觀念，值得國人深思與尋求改進之道。

喪禮干人權甚麼事？

一般人認為，喪禮是家庭或個人私密的事情，而人權則是與政治、司法有關，

很難想像喪禮與人權會有關聯。但是進一步思考，喪禮牽涉到社會生活的安排，

在這個安排裡面，有些人獲得尊嚴、有些人卻被貶低；有些人享有較高的自由、

有些人卻身不由己。到底喪禮與人權有什麼樣的關係？

二次大戰後，國際人權法治觀念發展快速，其中國際人權法典中最常被提及的

《兩公約》，指的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公政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經社文公約)。公政公約主要是建立在國家的不作為上，當

人民與國家互動時，國家不要侵害人民的權利，並儘量讓人民在不受限制的情況

下，得到充分的發展機會；經社文公約則是建立在國家的作為上，以確保國人在

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平等，並努力使人民不會因自己無法控制的因素，而造

成人身的重大影響。換言之，國家有責任不讓不平等現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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