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撰寫性別平等的訃聞開始 翻轉喪禮中
「男尊女卑」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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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喪禮的一個儀式中，法師請所有人圍圈圈、繞著爺爺的神主牌走。
當我們家圍成一個圈，法師卻補了一句：「『外家』的出去。」便把
姑姑的兩個女兒趕出了這個圓圈。當時身為長孫女的我再也無法忍受，
哭著問：「為什麼她們要出去？」，但其他人只是默默照著法師的指
示，繞著爺爺的神主牌走。

當時我不懂，為什麼明明重男輕女是別人家的習俗，但卻要我們家也
遵守呢？明明爺爺生前就沒有在分內外，而且最疼愛的就是姑姑的女
兒，但到最後送別的時候，她們卻要被強迫排除在外呢？如果爺爺地
下有知，他一定會很難過，但只要旁人一句「沒辦法，習俗就是這
樣」，亡者和生者的意願就再也不重要了。

上述這段話，出自於TGEEA一位夥伴的真實經驗。我們發現，就如
同前文所闡述的心情，喪禮其實是許多人開始意識到「性別不平等」
的重要契機。原因在於，許多傳統的喪禮儀式仍遵循「男尊女卑」
的原則，家族的代表必須是男性，接著才是女性，甚至還會以親屬
關係區分「內」、「外」，導致許多人在儀式的過程中產生心理不
平衡的感受。

舉例來說：在傳統喪禮中，只有長孫才能捧「神主牌」；亡者的墓
碑、骨灰罈上的銘文，只能刻孝男的名字，而不能刻孝女的名字；
舉辦家祭時，通常只有男性才能擔任主奠者，女性只能在陪奠者、
與奠者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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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男尊女卑」的原則，背後其實隱含著傳統的「家族繼承」觀念，
即是「只有男性可以傳承香火、代表家族」，而女性終究會是嫁出去
的「外人」。然而，上述的價值觀經常與現代家庭的實際經驗與情感
有所衝突。設想一個家庭長期以來對於兒子、女兒的關愛都是相同的，
但當家中的長輩過世時，兒子、女兒卻被迫在喪禮這個場合，因為傳
統的繼承觀念而區分出彼此的差異，這造就的傷害與遺憾其實是難以
想像的。

不過，既然習俗是人訂出來的，那當然可以調整、改變。TGEEA認為，
我們不應該將傳統的繼承觀念一體適用到所有家庭，而要尊重每個家
庭的實際經驗與想法，以最適合該家族的方式來舉辦喪禮。例如，家
人之間可以在舉行儀式之前，先討論彼此對於喪禮的想法，並主動向
葬儀社說明我們的規劃，讓大家都能不留遺憾地送家人最後一程。

而在喪禮的儀式中，「訃聞」作為亡者家屬向親友傳達親人亡故消息
的重要文書，其中的格式、內容都反映了喪禮的核心意涵與規範。因
此，TGEEA這次將以訃聞為例，透過調整訃聞的內容與撰寫方式，來
翻轉喪禮中的性別不平等！

喪禮儀式應尊重不同家庭的想法避免造成遺憾與傷害

翻轉訃聞第一步：訃聞主要包含哪些內容？

在撰寫性別平等的訃聞之前，我們首先必須瞭解訃聞大致包含了哪些
資訊與內容。以下幾點是多數訃聞都會提及的重要資訊，但在實際撰
寫時也都可以依照家屬、照顧者的安排進行調整。

亡者資訊：亡者姓名、稱謂、年齡。
死亡資訊：死亡日期、時間、地點。
喪禮訊息：告別式日期、時間、地點、程序。
發布訃聞的代表人：家屬或發聞者姓名，以及與亡者的關係。
特別聲明：如告別式懇辭鼎惠（不收奠儀）、懇辭藝陣（如白獅陣、
蜈蚣陣）、辭花籃、輓額。
特別要求：請著正式服裝、請準時入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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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訃聞中，有時會由一到兩位子女擔任發布訃聞的代表，也有
人會選擇由所有子女共同發布訃聞。而發布訃聞的代表與順序，大多
會依循男尊女卑的原則，先是男性，接著才是女性。此外，由於已婚
的女性會被視為外人，因此已婚女兒的排序甚至會在媳婦之後。舉例
來說，若家中的長輩過世，則訃聞代表人依序為：孝男、孝媳、孝女、
孝女婿。

改善作法
TGEEA認為，「性別」不應是評斷子女孰優孰劣的依據，因此建議統
一由「孝子女」來稱呼所有子女，且代表者的順序可以依照年紀排列，
而不以性別區分。

實踐性別平等⓵：
發布訃聞的代表人不以「性別」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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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發布訃聞的代表人之外，訃聞的最後也會列出亡者的家屬、親友，
而排序依據也是先男性、後女性，並加上「內外區分」的原則。其中，
「內」指的是兒子的小孩（孫子、孫女），「外」則是指女兒的小孩
（外孫、外孫女），而內外區分其實也是奠基在男尊女卑的框架之下，
先列出「內孫」，接著才是「外孫」。

因此整體的順序為：
1.孝男、孝媳、孝女、孝女婿
2.孝孫、孝孫女、孝外孫、孝外孫女
3.夫家兄弟姐妹、娘家兄弟姐妹（由於已婚女性被要求以夫家為主，
因此夫家親戚的順位在娘家之前）

實踐性別平等②：
親屬排序打破男尊女卑、內外區分原則

改善作法
TGEEA認為，在區分「內」或「外」的同時，其實是在依據「性別」
決定家人之間的親疏程度，忽略親屬之間實際的相處情況、互動關係。
因此，TGEEA建議訃聞的親屬排序可以依照「排行」，而不刻意區分
性別、內外。



9

過往女性在婚後會被視為夫家的人，因此名字後方會補寫夫家的姓氏
（例如：在其名下加註「適張」、「適劉」），但男性則無此作法。

改善作法
TGEEA建議可以直接刪除這項作法，讓已婚的女性成為獨立的個體，
而非丈夫／夫家的附屬品或所有物。

實踐性別平等③：讓已婚的女性保有自己的姓名

實踐性別平等④：以更白話的方式撰寫訃聞

由於傳統訃聞有既定的格式、內容、專有名詞，因此在書寫時存在較
大的限制。近年來，有越來越多人選擇用更加口語、白話的方式撰寫
訃聞，在其中透過最真誠的文字傳達身為家屬的心情感受，以及亡者
的生活點滴、彼此的回憶等等。由於白話的訃聞沒有任何的框架，因
此可以依照家屬的需求、想法自由書寫，只要在其中說明亡者的姓名、
稱謂、年齡，以及喪禮資訊等重要內容即可。

白話訃聞實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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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TGEEA也鼓勵大家可以多嘗試與家人談論「死亡」。坦然地面
對死亡，我們將能更珍惜、把握活著的當下，並及時表達對於彼此的
愛與感謝。事先瞭解長輩對於身後事的想法，也能以最符合亡者期待
的方式舉辦喪禮，讓家人的最後一程不留下任何遺憾。

翻轉男尊女卑的家族傳承觀念，改變從你我開始！

以上就是 TGEEA認為大家都可以嘗試看看的訃聞寫法，而喪禮中其
他的環節也都可以透過同樣的方式去翻轉、改善。未來，我們也會持
續針對其他儀式、禮俗，來探討實踐性別平等的機會與可能性！

資料來源：轉載自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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