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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性別平等工作心得文章(性別平等深耕獎) 

機關名稱：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撰擬人員：賴郁晴 組長、戴正倫 助理研究員 

主題：宗族女性地位的提升《靈魂歸宿的自由．姑婆回家了》 

一、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之策略 

(一)族群事務單位的「社會責任」 

傳統漢人社會以父系繼承為主，『女性』的存在是要在結婚以後，

死後也只能以『○孺人』上祖牌，對於早夭、未婚或離婚女性，死後

僅能安置在寺廟或尼姑庵，不能入宗祠。隨著社會變遷、性平觀念的

改變，已逐漸修訂相關法令保障性別平等，然而根深地固的傳統習俗

還是很難被突破，生前的居住自由容易被保障，但身後《靈魂歸宿的

自由》卻未必能自由選擇。 

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為國家推動族群事務的單位，所

屬「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客發中心）之重要組織任務為順

應社會發展脈動，推展客家（族群）文化並推動性平議題研究，尊重

多元文化。是以，將「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推動業務」，強化「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及重要性別平等之政策或措施，是客

委會及客發中心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在破除傳統習俗中

對「女性」之歧視，以達成族群文化發展過程中之性別平等目標，落

實性別平等政策綱領及 CEDAW的精神。 

(二)破除傳統社會習俗中對『女性』歧視之策略 

透過獎補助推動族群文化之調查、研究與發展是客委會重要任務；

所屬客發中心管轄之「臺灣客家文化館」定位為「全球客家博物館」，

將博物館視為一個「論壇」的嶄新思維，不斷地提供博物館本身、文

化傳承者以及觀眾（社會大眾）的多向接觸和相互交流與啟發，才能

扮演協助解決社會議題的角色。 

近 20年許多客家宗族已跳脫傳統觀念，逐漸讓姑婆回家了，然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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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為人知，有許多宗族苦無解決之道。爰此，客委會及客發中心自

92年起透過研究計畫或博碩士論文之獎補助、客庄文化資源調查等

廣泛盤查，並於 107年起透過深度訪談、田野紀錄、論壇交流推廣

等方式，與社會大眾分享各宗族推動感人故事。不管是廣度或深

度，對於落實性別平等政策綱領及 CEDAW之精神，都有一定的影響

及具體績效。 

二、執行過程 

性別觀點融入業務程度及推動情形如下： 

(一)擴大參與獎補助調查及學術研究（廣度） 

「客家姑婆入宗祠、姑婆入祖塔」早在二、三十年前即有宗族倡

議，各個宗族面臨的處境十分相似，開始意識到社會風氣改變，未婚

或離婚女性已為常態，大多趁著公廳、祖塔改建機會提出「姑婆入宗

祠、姑婆入祖塔」議題，但大多遭到宗族長輩極力反對，理由脫離不

了傳統觀念，如：「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早逝女兒不能上

神桌」等，例如：新竹湖口戴拾和宗族早在民國 77年(西元 1988年)

即經過討論，首度通過將未婚女性納入祖塔並列入章程，但 1年後因

族親反彈而撤除。 

客委會成立之後，意識到此傳統習俗對女性社會地位及權益影響

大，爰先藉由獎勵擴大調查研究，讓議題能逐漸發酵、被討論，甚至

被仿效推廣，自 92 年推動「女性在宗族地位、宗族祭儀」等議題研

究或博碩士論文獎補助至少 40筆；並自 94至 107年透過客庄文資調

查瞭解姑婆入宗祠等案例，從調查過程中超過 1966 筆「祖宗牌位」

成果，盤查至少 5個宗族設置「姑婆牌位」，並加以數位化典藏於「臺

灣數位客家庄」網站供大眾查閱運用。 

(二)深度訪查、論壇交流及媒宣加以推廣（深度） 

經過 10 餘年推動成果發現，姑婆牌位、姑婆入祖塔等議題已開

始蔓延北部及南部客庄，有不少宗族逐漸開放讓女性也能成為派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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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祭祀權、擔任禮生、奉祀姑婆牌、入祖塔、入家塚安葬、甚至將

女性寫入族譜內，對於女性權益的提升，著實向前躍進一大步。因此，

客發中心希望接續扮演博物館「論壇」的角色，將進一步全盤性綜整

訪查所發掘到的客家宗族感人故事，透過「平臺」分享，讓更多宗族

也能瞭解推動歷程及社會脈動。 

透過文獻資料綜整，初步發現截至 108 年 6 月姑婆牌、入祖塔

（祖墳）、入族譜在北部地區至少 20 例及南部六堆地區至少 10 例。

為精進訪查深度於 107年 10月先進行「桃園九斗羅允玉宗族」及「桃

園范姜宗族」試訪，並提報到客發中心及客委會之「性別平等工作小

組會議」及「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討論。 

於 108 年 1 月起進行 10 個以上宗族感人故事的深度訪查，如:

祭祀公業張六和等。客發中心也分別於 108年 6月 19日及 12月 2日

在苗栗「臺灣客家文化館」及屏東「六堆生態博物館」舉辦二場座談

會，邀請專家、宗族代表、民眾等共同交流。過程中也播放訪查宗族

故事，其中張昆和祭祀公業的董事長張添熹曾分享上任後積極推動，

認為「閒神野鬼都在拜了，自己的姐妹為何不祭拜她」動之以情，終

於設置姑婆牌。高師大洪馨蘭所長也提到，姑婆牌、姑婆塔個案，展

現有情有意的客家社會，對女性的一種照顧，是一種新的文化發展，

很值得觀察、肯定，可供其他族群學習仿效。 

另外，在座談會中也引起更多議題，例如：臺灣展翅協會何碧珍副

理事長分享輔導受暴婦女案例，寧可被家暴也不願離婚，只因她擔

心一離婚，就沒人祭祀。這個案例隱含的訊息是，傳統社會祭儀不

僅僅影響「女性」身後「靈魂的歸宿自由」，也可能間接影響到她生

前的自由選擇。 

三、執行成效 

除推動 10 餘年的獎補助研究、文資調查、深度訪查外，為擴大

週知推廣，近 2年更透過深度訪查攝錄、製作摺頁手冊、製播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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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官網設置成果專區及 FB 粉絲專頁、辦理座談會等加以推

廣，獲得社會大眾很大迴響，這些作為可與其他機關分享及經驗交流，

共同推動性別平等。 

(一)官網設置「客家社會祭儀中的性平系列成果專區」 

客發中心扮演「論壇」平臺角色，於官網設置「客家社會祭儀中

的性平系列成果專區」與大眾分享。 

(二)客家社會姑婆牌、入祖塔、入族譜感人故事紀實 

推動議題研究 40 筆以上;盤查北部地區至少 20 個、南部六堆地

區至少 10個以上之案例，訪談攝錄至少 10個宗族的感人故事及座談

會內容，仍持續盤查並進行不同地區的比較研究。 

(三)製作宣傳海報、摺頁(DM)、紀錄影片、出版田野紀實手冊 

製作海報、故事摺頁廣宣二場座談會；製作訪查紀錄片及宣傳手

冊，並出版【客家社會祭儀姑婆牌、入祖塔、女性禮生田野紀實】，收

錄宗族推動故事及座談會紀實，置於官網性平專區與大眾分享及函送

至縣市政府宣導。 

(四)「客家社會祭儀姑婆牌、入祖塔(家墳)、女性禮生」座談會 

於 108 年 6 月 19 日及 12 月 2 日辦理南北二場座談會，協請部

會、地方政府、學校、車站公告張貼海報宣傳座談會，並於講客電臺

《客家皇太后~ 吼》及《賽客思同學會》等節目宣傳座談會訊息，廣

受客家地區的迴響。座談會相關新聞報導逾 10則，「SISTER RADIO姊

妹電臺」更以《客家宗族奉祀姑婆牌》為題，邀請客發中心至電臺分

享。 

(五)客發中心所屬 FB粉專系列宣傳效應 

自 107年 11月 28日起撰寫宗族故事，於 FB粉絲專頁發佈逾 25

則，如：《姑婆回家路困難重重》，藉此引起討論，截至 108 年 11 月

總觸及人次逾 15萬人次。 

(六)與媒體合作製播廣播、電視、新聞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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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家電視臺合作，製作客家新聞雜誌第 640集《姑婆回家了》、

《范姜家的女禮生》兩篇專題報導；以及暗夜新聞《姑婆入塔、女性

禮生 客家禮俗窺見兩性平權》，透過媒體力量將議題擴散。 

與講客廣播電臺合作錄製廣播節目，於 108年 6月 11日、6月 18

日《客家皇太后 吼～》及 108年 6月 17日《賽客思同學會》播

放。 

四、展望 

透過訪查過程，引發其他漢人社會面臨的性平議題，可進一步討

論及研究，例如：未來可能會有已婚很幸福女兒也想回到原生家庭的

祭儀問題；女婿是否能入宗祠、入祖塔；客家宗族如何接納與因應同

婚之祭儀作法；目前客家宗族已有女性禮生參與祭典，未來如何持續

推動女性擔任祭祀活動的主祭，肯認女性在家族地位等議題。 

綜上，推動傳統習俗祭儀的性別平等，臺灣的經驗很寶貴，希望透

過博物館持續分享，讓議題逐漸發酵擴散，期待有一天能和國際社

會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