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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生命禮儀的寶典

生命禮儀或稱生命週期（life cycle），是有關人在一生中不同階段所舉行的禮儀

習俗。在一個人生命的發展中，在任何重要的關節都有相關的儀禮行為，不管是原

始人或文明人，不論是古代或是現代，每一個民族都有一套聖化的儀式來加強人生

命的意義。

傳統習俗是個人和群體的生活方式，曾支配過我們老祖宗們生活的全部，也和

我們現代人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傳統習俗並不是一成不變，也不是其一時、一人

或某一地所創造的，而是經過許許多多人的修飾、不同時代人們的經驗疊積和選擇

而成。因此，歷史越悠久文化越豐富的民族，在其傳統生命禮俗的表現上亦是多采

多姿。同時，這些習俗在不同時代或不同地方，民間所遵循的亦有所變異。

台灣是具有多族群和多文化的地方，但粗略可分為漢文化和原住民的南島文化，

即使是漢文化亦是多元性，如閩南、閩北、客家、外省以及近年來因通婚而有新移

民的文化，各有差異，幸好在大傳統中相同性多於相異性，並能取得共通的特質。

李秀娥女士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接受文化研究的學術訓練，從事台

灣傳統文化研究多年，尤其著重在田野調查，紀錄各地重要傳統習俗，著作豐富。

尤其是攝影資料的呈現，所言皆有所本，每次看到她拿著相機在人群中或儀式活動

中拍攝最難得的鏡頭，非常佩服，令人十分感動。這一本《圖解台灣傳統生命禮儀》，

是李女士多年田野資料的累積和具有學術思維的創作，拜讀之後，以野人獻曝的心

情，與諸君分享我的心得。

一、生命禮儀架構完整

李女士從文獻上來分析生命禮儀的起源，提出古代的五禮，從宗教的觀點說明

漢人社會的生命觀，再將生命禮儀從出生、成年、婚嫁、壽誕、死亡、葬禮等一連

串禮俗分項敘述，架構完整，具有學術性。

二、圖文並茂的民俗知識寶庫

全書文字敘述詳盡細膩，而大量的圖片解釋增強了文字表達，其實圖片的取得

非常不易，生命禮俗中有許多神聖性活動，具有私密性和信仰上的禁忌，要取得當

事者家屬的同意合作並公開出版，我們都要感謝當事者家屬的無私，提供寶貴的機

會，讓社會大眾能夠正確的認知傳統文化。

【推薦序】

https://www.morningstar.com.tw/bookinfo.aspx?bookno=0154006


李女士對生命禮儀中的重要關節，不只是說明禮儀本身的內容，也說明其活動

過程，除了儀式行為部分，更重視生命禮儀的觀念層次，提供了「為什麼」的答案。

所以，本書可視為生命禮儀的知識寶庫。

三、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深具貢獻

民國七十一年政府公布《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

科學等價值，共分七類，其中民俗及有關文物一類，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

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信仰節慶及相關文物。其中，風俗包括出生、成年、婚嫁、喪葬、

飲食、住居、衣飾、漁獵、農事、宗族、習慣等生活方式。本書所論述的生命禮儀

就是文資法中的出生、成年、婚嫁、喪葬，所以，生命禮儀是文資法中要保存和維

護的項目。我們也看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推動的世界文化遺產保存中登錄了非洲

原住民的成年禮，而台灣的傳統婚禮與喪葬禮儀都具有登錄世界文化遺產的潛力點。

李女士之作，將是政府和民間推動世界遺產的基本文化資料，提供文化部門和文化

工作者重要參考。

四、學校、家庭必備的生命禮儀研究和操作經典

本書具有學術姓，也具有通俗性，可作為大專學校、研究所有關研究傳統文化

科目的參考資料。同時，對家庭、家族和一般民眾，以及要了解生命禮儀的操作過

程及其活動與意義的朋友們，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讀物。本書具有一讀就通的特性，

可作為家庭常備的實用經典。

這是一本具有實用性、社教性、文化性的好書，感謝李秀娥女士為我們提供如

此有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的著作，也希望李女士在不久將來，撰寫更多能增加讀者

傳統文化知識和內涵的好書。

          
                                                     

                                                                                                 2015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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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延不墜的禮俗文化

回想起十多年前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與台中晨星公司合作，擘畫出版「台灣民

俗藝術」叢書系列，2002 年時外子謝宗榮與我有幸應民俗藝術基金會執行長林明德

教授之邀撰稿，後來外子撰寫了《台灣傳統宗教文化》（2003）、《台灣傳統宗教藝

術》（2003）；而我則完成《台灣傳統生命禮儀》（2003）、《台灣民俗節慶》（2004）

二書的初版，也幸蒙李豐楙教授於百忙之中賜序。

隨著光陰荏苒月轉星移，匆匆已過十載春秋，2012 年晨星公司的徐惠雅主編，

寄電郵表示市面上極需此書，但公司已無庫存，問我是否考慮再版？但當時因緣不

具足，所以延宕下來了。及至 2013 年下半年惠雅主編再次提起改版之事，且她建議

修訂改版，好提高印務量與需求。

其實，我也是極力贊成應將過去書中的部分疏失更正，或是再補充一些新的生

命禮俗資料，以及這些年來我們夫婦隨緣拍攝的新田野調查的圖片。以前在編寫此

書的初版挑選配圖時，便深深覺得幼兒部分的圖片取得不易，也曾向兄長反應他女

兒滿月時，可否讓我們去拍照？結果疼惜女兒的兄長卻回答要是閃光燈把女兒嚇哭

怎麼辦？所以我們連自己家人都被拒絕拍照了。

隨著時代趨勢，現代台灣逐漸進入少子化的社會，反而近幾年台北市政府民政

局在林安泰古厝推出好幾場的「新生祝福儀典」。有四月日收涎坐桃、周歲抓周（抓

週）踏龜的活動，此活動一推出即吸引許多家長踴躍報名參加，我們夫婦後來也有

幸獲邀擔任好命人為抓周幼兒祝福說好話，所以我們因此可以親臨此活動，而趁機

拍下許多可愛幼兒參與傳統新生祝福儀典的珍貴禮俗畫面。

台南市這些年來也非常注重成年禮的生命禮俗活動的推廣，許多學校的老師和

家長也會帶領學生或子女報名參加各廟宇籌辦的成年禮，躦過開隆宮狀元亭或七娘

媽亭，這些對剛越過成年關卡的新成年者，是一種很特殊的生命成長的記憶。

外子宗榮住台南縣的學弟黃基鴻在結婚當天的子時，也依古例舉辦謝天公酬恩

典禮與婚禮，也讓我們有緣親臨記錄與拍攝錄影；而宗榮學妹袁瑞雲的訂婚典禮、

我同母異父大弟黃詠傳的婚宴、友人羅涼萍遵照古俗豐盛的陪嫁品等，也豐富我們

在婚禮的田野資料與圖片影像的累積。

至於一般人最忌諱的喪禮，若非經友人介紹通知，或是經過喪家的同意與接納

攝影，我們也無法完成喪禮或作功德儀式的田野採集，感謝台北士林吳宅女婿潘德

【作者序】



崇先生及其家屬的同意，兩度讓我們前往採集其父母的喪禮資料，也感謝執行科儀

的黃政雄道長的熱心解說；此外，要感謝林清隆道長讓我們前往拍攝其妻喪禮功德，

還有台南永康鄭府喪家、台北釋教汀洲達瑞壇朱府喪家同意讓我們在場拍攝田調。

遺憾地是 2013 年 11 月 18 日公公仙逝，所以我們夫婦又親逢為至親籌辦喪禮與作功

德，因此我又得以補充一些既往所不足的珍貴田調圖片了。

我也要感謝在這些生命禮俗領域裡持續研究貢獻的諸多前輩與專家，沒有他們

的鑽研與著作介紹，幫助我瞭解這個充滿溫馨有趣的生命禮俗的深刻意涵與義理。

也深深感謝許多人默默地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認真辛勤地生活著，工作著，即使面對

西方文化政經的強勢潮流衝擊下，仍然兢兢業業地謹守著台灣傳統的信仰與禮俗文

化，且在生活中將這樣珍貴感人的禮俗文化傳承給下一代。

難能可貴的是有些政府機關的首長也領略到傳統禮俗文化的寶貴性，透過諮詢

專家學者，而願意推動這些有關的禮俗文化，就如新生兒祝福儀典、集體成年禮俗

等的籌辦，在在促成禮俗文化的往下扎根，實功不可沒。

也感謝友人李燦郎豐富且珍貴的民俗圖片的提供。而外子謝宗榮長年來亦師亦

友的陪伴一起做民俗田野，幫我拍攝書中所需的大量配圖，甚至教導我如何拍照錄

影等技巧，他也是我這些年來在宗教民俗與生命禮俗領域裡，還能持續微薄貢獻的

一位大功臣，沒有他的支持、鼓勵與指導，我很難獨力往前走下去。

如今修訂改版在即，將收錄於「圖解台灣」系列書籍，感謝阮昌銳教授答應賜序，

感謝晨星公司徐惠雅主編的促成此樁美事，也感謝執行主編胡文青與美編銳點設計、

封面設計高一民的熱心協助，讓此書得以精美的面貌印刷出版面世，也讓有心閱讀

的讀者可以容易購得此書。真的是集眾人之助，才能完成此書的改版，唯願珍貴的

生命禮俗文化可以恆久流傳，讓禮俗文化在眾人的齊心推動下，深刻地融入我們的

生命裡與日常的生活中，綿延不墜。

          
                                                   寫於台北內湖耕研居  

                                                                                              2014 年歲次甲午‧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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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孩子滿月時，要準

備油飯、雞酒等祭拜神

明和祖先，而產婦的娘

家則要準備許多嬰兒的

衣物來「送頭尾」，

包括嬰兒從頭到腳

所穿的衣物，有帽

子、衣服、鞋襪

等，衣服背領還繡

有「卍」字紋，並

且還要特別準備金鎖

片、銀鎖片、長命鎖為

嬰兒掛絭，希望小孩將來能夠辟除關煞長命百歲，

還有手鐲、腳鐲等飾品給孩子作紀念。此外，還要

送來一對蠟燭和紅龜粿。至於嬰兒的父母，則準備

油飯、米糕，或是酥餅、湯圓等食物，做為回禮。

【圖解立即通】   生命禮儀之過關歷程

在人類各民族的文化現象中，從誕生、成年、結婚、生育、以至死亡等階段，

都是不同的重要生命階段之變化。而為了區隔並迎接每階段的生命轉變，在不同社

會文化的習俗信仰傳承下，就會產生各式各樣的生命禮儀。也就是說，一個人隨著

生命狀態、年齡的變化，已達不同的成長階段或成長關口時，在未跨到另一階段

前，要先與原先的社會地位與情境暫時隔離開來，並且處於一種中介的狀態；等到

經過相關儀式的操作後，便進入生命階段轉移的狀態；直到儀式完成後，才宣告其

順利通過此生命階段，正式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並擁有新的社會身分與地位。在

這樣的轉變過程中，基本上即包含：隔離（separation）、轉移（transition）及重合

（incorporation）等階段。通過了這些儀式，生命也就準備迎接下一個階段。

當孩子出生滿四個月時，

外家會慎重準備豐盛的「頭尾」

和紅桃來祝賀，「頭尾」包括

送給嬰兒從頭至尾的穿著及身

上金銀飾品的裝飾物，嬰兒的父

母也要準備相關供品來祭拜與感

謝神明和祖先的庇佑，稱為「作

四月日」。

作四月日
外家送頭尾∕謝宗榮攝

滿月∕楊宗祐攝

民間婦女深信若是懷

孕後身體較虛弱者怕胎兒不

保，往往是本命花欉也生病

了，需要特別照顧，所以會

請紅頭法師或道士為信眾舉

行「探花欉」、「梗花欉」

的儀式。倘若婦女順利懷

孕，就要小心胎兒的安穩

與否，所以得遵守各種傳

統禁忌，台灣人相信孕婦在

懷孕到生產的這段期間，隨時

隨地都有胎神隨身保護，避免因

為行事不小心煞到胎神，而傷到胎兒。

孕婦
待產∕楊宗祐攝

婦女生產的

這一天起，到孩

子滿月為止的一

個月內，稱為「月

內」，即所謂的「作月

子」。早期嬰兒夭折

的情形頗常發生，所

以一個人自出生那一

刻起，便正式踏入生

命的旅程，必須經歷與遵

守各式各樣的禮節與儀式，如

三朝、報酒；剃髮等。

出生嬰兒
剛出生嬰兒∕楊宗祐攝

滿月嬰兒

︻
人
的
一
生
剪
影
︼ 孕婦 出生嬰兒 滿月嬰兒 四月嬰兒 周歲嬰兒

[ 抓周 ]
十六歲男女
[ 作十六歲 ]

二十歲男女



藉由婚禮的舉行，

一對新人從此以另一種社

會身分面對親友與社會，

所以有特別的婚姻禮儀

習俗的產生，其進行的

步驟大致有：「婚前禮」、

「正婚禮」、「婚後禮」。

古俗若是生男嬰，家人會在當天於竹篩內放置十二樣東西，如書（主讀書

人）、印（主當官）、筆墨（主書畫家）、算盤（主從商）、錢幣（主富貴）、

雞腿（主食祿）、豬肉（主食祿）、尺（主從工）、斧（主林業）、蔥（主聰明）、

芹菜（主勤勉）、田土（主地主）、稻草（主農業）、秤（主從商）等給孩子抓取，

看他喜歡抓哪一樣，以便預測孩子將來長大成人的發展志向，此稱為「抓周」。

但傳統習俗上，

五十歲以上才可稱壽，以後

每隔十年過一次壽禮，稱

為「大生日」。六十歲

稱「下壽」或「小壽」，

七十歲稱「中壽」，

七十七歲稱「喜壽」，

八十歲稱「上壽」或「大

壽」，八十八歲稱「米壽」，

九十歲稱「耆壽」，一百歲稱「期頤」。

在傳統社會上，人只要屆滿十六歲，

就被視為成年了，故而當孩子受神明庇佑

到十六歲時，家長便會帶著孩子準備相關

的供品，於七娘媽生時，或是受特別庇佑

的神明生時，有的長輩帶子女作為神明

的契子女，即拜神明為誼父或誼母（同

義父義母）者，如認王爺神、石頭公、

榕樹公為誼父，認七娘媽或夫人媽、

媽祖、觀音菩薩、石母為誼母，信

眾便會在神明神誕日時，到廟宇敬

拜感謝神明多年來的庇佑，使孩子平

安順利長大成人，舉行「作十六歲」

的成年禮。

在傳統的習俗上，自從出生、成年、到結婚都有不同的生命禮儀來協助

人通過這種生命過渡儀式，當然面對生命的終結——死亡狀態，也有一套非常

嚴謹的禮儀，來協助死者及其家屬與社會，接受亡者已真的離開人世的事實。

喪禮的重要階段，主要可區分為：臨終、發喪、治喪、殯禮、葬禮、居喪、除喪、

撿骨等，各個階段都有十分重要的禮儀習俗。

作十六歲

抓周

婚禮

喪禮

躦狀元亭∕謝宗榮攝

抓周∕李秀娥攝

迎娶∕謝宗榮攝

壽禮
壽誕∕謝宗榮攝

喪燈∕謝宗榮攝

壯年 老人
[ 壽禮 ]

壽終
[ 喪禮 ][ 結婚禮 ]

11

︻
圖
解
立
即
通
︼



14
禮典的編纂與發展

中國是個禮樂和禮治教化甚深的文

大唐《開元禮》中規定四方蕃主朝見
天子時需服其國服 / 改繪

明萬曆年間《程朱闕里志》 朱熹像 / 改繪

台灣漢人傳統

生命禮儀的淵源

中國是個禮樂和禮治教化甚深的文

The Origins of Life Etiquette of Taiwanese

化國度，根據楊志剛先生在《中國禮儀制度研

究》中指出：官修禮典始於漢代，最早見於《漢

禮》（一稱《新禮》），但《漢禮》不幸亡佚，

西晉接續了這個傳統，裁成「國典」，名為

《晉禮》或《新禮》。南北朝發展了官修禮

典 的傳統，而現存最早的國家禮典是唐

代的《開元禮》。留存至今重要的「國

典」，還有宋代的《太常因革禮》、《政

和五禮新儀》、《明集禮》、《清通禮》

等。1 這些國家禮典相當程度地反映了不

同朝代國家權威性的頒布禮制，使君臣百姓得以

遵循的禮教規範與準則。

教的越加強化，湧現了大量的「家禮」、「鄉

禮」類著述，其中較重要的如北宋司馬光的

國家除了重要的官修禮典外，也有許多民間

禮書的編訂問世，特別是宋代以後，隨著民間禮

《書儀》、南宋朱熹的《家禮》、明代

黃佐的《泰泉鄉禮》等。這些由士大夫

個人擬定的儀制和日常行為規範，或補

充了國家禮制的不足，或將國家禮制的

部分內容通俗化、普及化，使之更易於

為民眾所接受，也更易於操作，後來為



《增訂家禮大成》∕李秀娥攝

中國古代盛行「五禮」中的「賓禮」迎賓 / 改繪

國家禮制所吸納，導致《家禮》部分的內容由民間的禮典地位提升為

國家禮典的地位。2

古代的「五禮」

中國古代即盛行「五禮」的禮儀制度，在《周禮 ‧ 春官 ‧ 大

宗伯》中已提及「吉禮」、「嘉禮」、「賓禮」、「軍禮」和「凶

禮」這五禮。但是按照五禮來撰述禮儀制度的則始於西晉。3 其中的

「吉禮」是與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風雨、雷電有關的部

分，而「嘉禮」則指婚禮、冠禮等部分，

「賓禮」則是指宴請賓客的禮儀，「軍禮」

則指行軍作戰的禮儀，「凶禮」則指喪禮

規制，所以這五禮與傳統漢人的生命禮儀

有非常密切的淵源，尤其是「嘉禮」和「凶

禮」這兩部分，但是在生命禮儀中，若所

祈求的涉及天地神祇時，則又與「吉禮」

脫離不了干係。

台
灣
漢
人
傳
統
生
命
禮
儀
的
淵
源

15



16

表示「禮」是一種可以實踐和履行的禮儀，

也是人們誠謹篤實向鬼神祭祀祝禱，以期獲得鬼

神特別賜福的宗教性祈願之行為。而「豊」則為

舉行敬神致福之禮儀的重要禮器。所祝禱之祈願，

可分為世俗性的願望和神聖性的願望，前者如祈

求神靈特別賜予添丁發財、財源廣進、事業興隆、

身體康泰、闔家平安等，此乃一般尋常百姓所普

遍祈許的願望；後者則祈願獲得人生修行境界的

提昇，以及獲取生命智慧，此乃行於人生正道者

所祈許的神聖性願望。
鼓具是古代祭儀當中很重要的禮器 / 改繪

「禮」與「豊」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曾對「禮」字作如下的解釋：

  

，
履
也
。

所
以
事
神
致
福
也
。

从
示
从
豊
。

豊
亦
聲
。第

一
卷
第
一
篇
注
上
示
部

強
調
祭
祀
活
動

金
文
「    

」
字
是
「    

」
加
上
「    

」
字
旁

    
    
    



豐
，
行
禮
之
器
也
。  

从
豆
象
形
。

凡
豊
之
屬
皆
從
豊
。

讀
與
禮
同
。

第
九
卷
第
五
篇
注
上
豆
部

 

「    

」
有
整
串
打
結
繩
的
玉

「    

」
加
上
有
腳
架
的
鼓
具

意
思
是
以
「
擊
鼓
獻
玉
」
的
方
式
崇
敬
神
靈

但
「    

」
字
演
變
到
「   

」
字
時
，

玉
和
鼓
的
象
形
不
見
了
，

轉
變
成
為
「
曲
」
和
「
豆
」
。

甲
骨
文
「    

」
是
「    

」
的
本
字

甲
骨
文
的
「
禮
」
寫
成
「    

」

    
    

新娘的婚嫁飾品「春仔花」∕陳美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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