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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博物館回應性平議題的「社會責任」

依據陳國寧（2020）於〈由當代博物館的社

會作用再思考博物館的定義〉一文指出，國際博

物館協會（ICOM）對博物館的定義，自1946年

歷經8次修訂，逐漸由保存文物的角色趨向研究

與教育作用，甚至發展到對社會產生影響力的展

覽與服務；而面對新時代社會文化的急速變遷，

ICOM近年也成立「博物館定義、前景與潛力委

員會」（MDPP）草擬博物館新定義，預計於

2022年捷克布拉格的 ICOM大會再度提案討論，

期重新思考與定位博物館的未來與基本價值，引

領變革。另外，博物館是為社會服務而發展的，

博物館朝向行動主義（museum activism）的發展

歷程已超過半世紀，強調博物館善用內部資源，

自發性、積極主動地扮演對話的平臺，關注社會

議題（如：為平權、同志、身障或弱勢者等之權

利運動），致力於發揮社會影響力，為社會做出

正向的改變。（林玟伶  2020；陳國寧  2020）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客

發中心）所屬「臺灣客家文化館」（原名苗栗客

家文化園區，於2017年更名），階段性定位為「

全球客家博物館暨圖資研究中心」，鏈結全球客

家或民族博物館外，也將博物館視為一個「論

壇」，不斷關注族群或社會議題，提供創新多元

的研究、展示與對話平臺，以回應國家級族群博

物館的社會責任。而博物館要如何以「論壇」角

色，結合社會議題及公共資源，將之轉譯成有

效、確實的資訊，讓有需要的社會大眾能夠直接

獲取或獲得協助？博物館本身即存在於社會網絡

中，可以發揮博物館本身的研究調查、展示及教

育推廣功能，透過網路傳媒作為媒介，結合當代

社會議題，成為主動發起公眾參與討論的推動

者，進而提倡性別平權、多元包容的平權思維，

例如，博物館能扮演推動性別平權的主動性角

色。（王嵩山等 2009；何金樑、邱秀英 2018；

賴郁晴、邱秀英、徐國峰 2020；戴正倫、賴郁晴、

羅亭雅  2020b）

文 / 戴正倫（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研究發展組助理編審）

賴郁晴（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研究發展組組長）

介接多元對話平台：
從客家祭儀的田野紀實到性平深耕獎

博物客家－觀解客家

65

面對傳統「姑婆不能上神桌」的文化觀念的

改變，博物館有義務讓社會大眾理解。透過文

獻的爬梳以及田野調查取得第一手資料，藉以

提供相關個案作為佐證，讓社會大眾瞭解客家

祖先崇拜觀念及作為的演變，以及未婚早夭的

姑婆們終就可以回至原生家庭的個案經驗。經

爬梳漢人社會文化相關文獻研究，發現早期漢

人傳統習慣在處理未婚早夭女性的處置方式，

多以冥婚、建立姑娘廟，將其骨灰、牌位送至

佛寺納骨塔或齋堂供奉等方式安置。未婚早夭

女性在傳統觀念，是不允許登錄原生家庭宗祠

的祖先牌位、入祖塔（家塚）成為祖先一員，

也往往隨著時間流逝以及後輩祭祀義務的遺忘，

位於佛寺與齋堂的姑婆們，也就變成無人奉祀

祭拜的孤魂。聚焦未婚或離婚女性入祀宗祠的

議題，梳理臺灣客家地區有關社會祭儀中客家

女性地位的變遷，目的要推廣祭儀中性別平等

權意義，進一步彰顯臺灣社會急遽變遷，客家

宗族是如何為過去未婚早夭或離婚女兒，努力

爭取百年身後事之平等權，也造就客家社會姑

婆入祀宗祠的文化獨特性。（同上引文）

從田野紀實到性平深耕獎的「行動」意義

傳統漢人社會以父系繼承為主，女性被視為

附屬角色。對於早夭、未婚女性，死後僅能安置

在附近佛寺及尼姑庵供俸。隨著性平觀念改變，

已逐漸修訂法令保障性別平等。然根深蒂固的傳

統習俗還是很難被改變，生前的居住自由容易被

保障，但身後「靈魂歸宿的自由」卻不一定能如

人所願。近年許多客家宗族已跳脫傳統觀念，逐

漸開放讓宗族女性成為派下員享有祭祀權、奉祀

姑婆牌、入祖塔、甚至寫入族譜。然尚未廣為人

知，有許多宗族正面臨上述需求，卻苦無解決之

道。客發中心深感博物館是為社會服務，應共同

參與社會、掌握社會議題，進而培養解決社會問

題的能動性。例如：盤查客家宗族設立姑婆牌、

姑婆入祖塔（家塚）諸多個案的發展歷程及透過

運用公眾資源等方式，喚起社會大眾對於破除傳

統習俗中對『女性』歧視議題的討論，反思父系

繼嗣的漢人祖先崇拜，提供多元對話平台或其他

族群文化的另一種參照、借鏡，是博物館應思考

的社會議題與責任。（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

中心 2019；戴正倫、羅亭雅、賴郁晴 2019；

戴正倫、賴郁晴、羅亭雅  2020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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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及客發中心自2003年起透過客庄文化

資源調查、研究計畫或獎補助博碩士論文，進行

相關客家祭儀之調查研究；並嘗試扮演博物館推

動文化平權的「論壇」角色，於2018年起透過文

獻盤查、深度訪談、田野紀錄，發掘臺灣北部客

家宗族推動姑婆牌位、姑婆入祖塔、女性禮生等

個案經驗，並透過論壇交流、集結近年訪查成果

出版、網路媒體的擾動與共同推廣等，以各種形

式的座談與討論、資訊的交換與流通，除了與社

會大眾分享各宗族推動感人故事外，也讓有需要

的、正推動宗族祭儀平等作為的宗族能獲得解決

問題的參照，更希望擴及其他族群或全球華人社

會，逐步提升傳統漢人社會對於女性的地位及權

益。（同上引文）

經過文獻盤查及田野訪查發現，早在二、三

十年前臺灣北部許多客家宗族開始意識到社會風

氣的改變，當代未婚率提高與少子化等現象已成

常態，宗親們趁著公廳、祖塔改建時機，倡議讓

未婚早夭女性入祀宗祠，例如：1988年新竹湖口

戴拾和宗族提議未婚女性入祖塔事件記載於宗族

會議紀錄，到2002年新竹湖口張六和宗族正式同

意族內未婚姑婆可入塔等等，近二、三十年來，

讓未婚早夭女性或離婚之骨灰或牌位，回到原生

家庭的宗祠及祖塔，享後代香火供奉的案例至少

有幾十個案例，已成為臺灣北部客家宗族逐漸接

受的事實，以及持續推動的作為。這說明了在當

代社會變遷之下，傳統「姑婆不能上神桌」的文

化觀念已經產生改變，客發中心近年盤查的客家

地區設立姑婆牌位、入祖塔的宗族案例經驗及所

累積的田野資料，在學術研究或是祖先崇拜變遷

的討論，提供了另一種參照價值。（同上引文）

客發中心也以《靈魂的歸宿自由。姑婆回家

了》為題，盤整臺灣北部案例經驗，於2019年榮

獲「行政院性別平等深耕獎」殊榮；參加深耕獎

評比的目的，不在於歌頌客委會及客發中心多年

的推動成果，而是提供更多元「對話」平台，

讓社會大眾能對「姑婆不能上神桌」傳統觀念，

提出不一樣的理解（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 2019）。獲獎後，2019至2020年客發中心仍

持續針對臺灣南部六堆客家地區姑婆牌、姑婆附

葬、媳婦全名上祖牌⋯⋯等現象廣泛蒐集，並嘗

試初步比較臺灣南、北地區客家族群之姑婆入祀

宗祠等現象，發現臺灣南、北客家地區因不同歷

史文化、開發史及環境適應脈絡，其宗族對設立

未婚早夭或離婚之姑婆牌位或入祖塔（家塚）

圖1    2018年初訪問桃園新屋羅允玉公廳，此為設置的
         姑婆牌。（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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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會場中，許多殯葬業者都對於客家族群同意

姑婆入祀的現象，落實姑婆們往生後的平等權，

抱持認同、肯定態度。

此議題不僅是引發公部門、社團或媒體前來

取經的興趣，也不斷感染客家宗族的性平實際作

為，以桃園新屋范姜宗族為例，在客發中心於

2018年訪查三年（2021年）後的今日，以范姜宗

族之四房女兒范姜沛彤女士擔任新任總幹事，是

該宗族繼范姜媳婦羅金珠女士擔任家族春祭祭祖

祝文禮生之後，更重視性平的一個亮點。一般理

解參與客家宗族事務，大多以男性宗長居多為普

遍現象，以女性之姿擔當宗族事務核心成員，一

方面凸顯出范姜宗族面對宗族事務唯才適用之

外，另一方面呈現女性早就有相當能力投入參與

宗族事務。

此議題也持續發酵，客發中心於2021年3月

再受客家電視台節目《村民大會》製作單位邀

請，由宗族管理人、學者、客發中心與會，錄製

等作法，在習俗或禮法上有所差異。也於2020

年再出版《客家社會祭儀：姑婆牌、入祖塔（

入家塚）、女性禮生田野紀實（第二版）》，除

更新臺灣北部客家地區案例經驗，也加入後續訪

查的臺灣南部客家地區案例及相關論壇等資料，

與社會大眾分享（戴正倫、賴郁晴、羅亭雅 

2020c）。

同時，客發中心不斷接受相關社團、單位及

公部門邀約分享性平觀念與案例經驗，持續累積

成為推動性別平權平台的能量。例如：客發中心

2020年10至11月分別獲中華民國書香關懷協會及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邀請，向各機關單位人士分享

客發中心參與性平深耕獎獲獎經驗。同年，12月

9日更與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生命禮儀管理處共同

主辦「109年度建立正向生死觀營造全新文化講

習會」，撥放《靈魂歸宿自由 姑婆回家了》、

銷售《客家社會祭儀：姑婆牌、入祖塔及女性禮

生田野紀實》等，分享對象擴及殯葬相關業者，

共同了解客家族群未婚早夭姑婆入祀宗祠之風

圖2    2018年初訪問桃園新屋范姜宗族女性禮生。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圖3    2019年參加新竹湖口宗族聯誼會，推廣姑婆牌議題。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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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客家社會姑婆入祀宗祠議題，討論當代客家

宗族／家族面對社會變遷，對未婚早逝或離婚姑

婆平等權的重視，也期許成為其他族群的借鏡。

經由客發中心與客家宗族、民間社團、政府機關

及電視傳媒等不同單位的結合與共同努力下，已

讓客家社會姑婆入祀宗祠的議題，逐步在各界發

酵與擴散，客發中心也成功成為介接多元對話平

台的角色。

介接多元對話平台更深層的目的

博物館作為介接多元對話平台的目的，是拋

磚引玉讓社會議題發酵，引發更多元或更多議題

的討論，進而發揮對社會的影響力。客發中心針

對姑婆入祀宗祠議題，一方面以田野資料為基

礎，除了反思過去漢人社會對於早夭未婚女性的

不公平對待外，憑藉當代客家宗族設立姑婆牌、

入祖塔（家塚）的田野資料，提供其他宗族以及

社會大眾的另類思考；另一方面更透過論壇去中

心化的公共屬性，將此「姑婆可以上神桌」指標

性文化變遷意義，藉共同參與論述，讓社會大眾

更能理解文化平權的意義。透過上述實踐的方

法，讓博物館作為推動文化平權的重要中介機

制。

時至今日，將近三年的訪查紀錄及不斷討

論，依姜貞吟研究（2020）進一步發現，探究「

女兒或姑婆回家」的性平意義，除了第一層早夭

未婚或離婚女性（姑婆），可以回原生家庭／家

族／宗族的家（祖牌、祖塔、家塚）外，還有第

二層象徵意義，期望體制中的行動者能不再因性

別規範或角色等，形成被支配性、附屬性或排除

性的處境與經驗，人人皆能成為行動主體，回到

自我的開始與終結的那個生命的家（姜貞吟 

2020）。同時，我們也發現博物館作為善盡社會

責任推動者的第三層意義，例如：由客家宗族設

立姑婆牌以及姑婆入塔（家塚），是否擴及到其

他族群祭儀平權議題、新住民文化平權議題、公

共事務參與的平權議題、多元成家議題⋯⋯等，

諸如此類都是博物館持續發掘弭平社會不平等現

象的議題，也是博物館介接多元對話平台更深層

的意義及目的。

臺灣歷經農業轉型工業時代，女工撐起了臺

灣加工出口的一片天。而當代客家女性早已非傳

統時代所謂「晴耕雨讀」、「四頭四尾」的傳統

刻版意象，早就可以獨當一面成為支持家庭經濟

來源的重要角色。傳統家庭、家族該如何維繫二

圖4    2019年邀請北臺灣宗族祭祀公業，召開姑婆牌
         女性禮生座談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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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男女分工呢？這即是現今社會產生性別勞動、

權利、意識上變遷的原因；臺灣勢必要正視此類

社會變遷議題，而客發中心所記錄的姑婆入嗣宗

祠議題，正好突顯了客家族群面對性別平權議題

時，順應時代潮流而有所轉變、適應的實例。

相同的，臺灣在面對當代急遽變遷下，客家

聚落在二十多年前早已揉合，來自於東南亞地區

的新住民文化，甚至當初所產下的新臺灣之子，

現今早已是進入工作職場或就讀大學的年齡。在

傳統客家社會的風俗、飲食文化等習慣，面對來

自於東南亞的新住民文化的交織下，不可諱言，

傳統客家聚落早已轉譯出多元、多樣貌的社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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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現象。面對傳統與當代、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

與接觸⋯⋯等等，都促使博物館不得不思考未來

的客家或客家社會究竟會轉化成何種樣貌？

臺灣社會表面看似多元與開放，但實際對

LGBTQ、新住民、移工、原住民等弱勢社群，

都尚存在著偏見與歧視。面對臺灣社會存在著各

種因為文化差異所產生的刻版印象，博物館更應

主動推廣深化社會大眾「理解差異」觀念，促成

臺灣邁向理解多元與包容差異的社會。客發中心

將持續扮演「論壇」平台角色，以「理解差異」

為推動文化平權核心概念，爬梳造就社會不公平

的原因，同時也為少數的弱勢社群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