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3：一個人出席的告別式喪禮VS.人權 干誰的事？

除了不同族群和宗教信仰的人，喪禮文化中對於年幼的孩子、無子嗣老人、

新住民、不同性傾向者等，是否也能給予一致的尊重？這些社會的弱勢者或主流

文化下的少數族群，往往容易被忽略，而被家人依憑主觀意識或主流強勢文化為

其辦一場不適當的喪禮。為避免造成遺憾，家人應該設身處地為其著想，保障其

應有的殯葬權益與尊嚴。

多元尊重強調的是基於對不同喪禮文化的認知，尊重亡者及其親屬的文化背

景和宗教信仰；以尊重和包容為前提，並以亡者的決定和需求為主，兼顧親屬不

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才能圓滿的送亡者最後一程。

人類社會因為有禮，使我們內在需求和外在環境條件達到一個平衡，才能維

持社會的秩序與和諧。喪禮是文化長流的寶貴傳承，傳統喪禮中教孝、報恩、盡

哀、重倫理、強調傳承的基本精神，是我們寶貴的資產，但是喪禮儀式亦須與時

俱進，轉化為符合現代人權觀念的殯葬自主、性別平等、多元尊重等價值，方能

讓現代喪禮具有最合宜的內涵。

小辭典

兩公約是甚麼？

「兩公約」指的是聯合國於1976年正式通過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使自由權與社

會權兩大類型之權利範疇，被國際多數國家所接受，並成為普世之權利

範疇。為提升人權標準，總統於2009年4月22日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

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施行法」，行政院定自同年12月10日施行

，落實政府對每位國民人權的保障。欲了解更多兩公約資訊，請至法務

部「人權大步走專區」網站查詢。

CEDAW是甚麼？

CEDAW就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CEDAW)

此公約，於1979年在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1981年正式生效。

CEDAW主要內容在闡明性別平等，公平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

民和政治權利，所有締約國應該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

的歧視，確保男女在教育、政治、文化、法律、經濟等各方面均享有平

等權。

為提升我國性別人權，落實性別平等，總統於民國96年2月9日批准

及簽署CEDAW加入書。並於100年6月8日公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施行法」，使CEDAW具國內法效力。想了解更多CEDAW資訊，

歡迎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CEDAW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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