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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與性別：天穿日祭天儀式之性別意涵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出釋字七二八號解釋，大法官認為祭祀

公業的家族規約中只有男系子孫可以繼任「派下員 1」是對女性的差

別待遇，並要求政府相關單位做出檢討，顯示社會觀念正與時俱進，

在「祭祀行為」方面，不再是以男性為主導權，本文透過傳統客家節

日—天穿日，探討新北市如何透過祭天儀式的安排，展現女力。 

 
資料來源：內政部民政司 

一、 何謂天穿日 

相傳水神共工與火神祝融相爭執，使得天空撞破一個大洞，女媧

娘娘為解救蒼生，於是鍊五色石來補天。為了紀念女媧娘娘恩德，客

家人在農曆正月二十日會放下工作，代表客家族群對大地萬物及環境

的感恩，使大自然有恢復的時間，在此日也有祭拜女媧娘娘的儀式，

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99 年開始也將此日訂為全國客家日。 

二、 傳統意識與性別平權 

在客家地區，婦女參與勞動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對於客家婦女的

角色而言，客家婦女傳統美德「家頭教尾」、「灶頭鍋尾」、「針頭線尾」、

                                                      
1 依祭祀公業條例規定，派下員指祭祀公業之設立人及繼承其派下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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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新北市祭祀公業派下現員男女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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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頭地尾」，是描述女性在私領域，也就是無償勞動的付出。根據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看法來說，若將女性勞動所付出的時間，以工

業化社會與資本主義的角度來計算時薪，客家女性在家務勞動上應獲

得的報酬是相當高的，但這樣的辛苦時常是被視為理所當然或是被輕

忽的。 

工業化後的社會使女性成為社會邊緣，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

將男性與女性二分，這樣的劃分將男性劃入公領域、女性劃入私領域，

因此才有「男主外，女主內」的說法，因此傳統客家女性被視為天生

該負責「生育與照顧家庭」的責任，而在公領域如宗親會、社團等組

織，男性理事長、會長則比女性來的多。但隨著時代的改變，女性的

自我意識提升、教育程度提高及社會變遷的影響下，開始有了轉變，

如客家女性入塔、客家女性理事長、客家女性也能參與大家族事務等。 

三、 天穿日祭天儀式的性別意涵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提出集體歡騰理論（collective sentiments），
在共同的儀式中，群眾能達到團結感、團結人心。客家人在慶祝天穿

日時，強化族群本身與土地之間的連結，達到休生養息回饋大自然之

意，形成自古以來的傳統儀式以感恩女媧娘娘。在祭拜女媧娘娘的祭

天儀式中，「正獻官」是儀式中的重要角色，負責獻祭作業，是典禮

中最上層的地位，也是祭天儀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在祭祀的過程

中，傳統男性與女性的性別分工卻有所差異，在父系繼承社會中，男

性是主要祭祀人員，站在前排；女性則是準備牲禮、紙錢、水果食饈

的角色，參與祭拜也是站在後排。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以下簡稱客家局）在進行「天穿日」的

祭天儀式時，均會邀請一定比例之女性擔任「正獻官」，以展現即使

在客家傳統父系繼承社會中，新北市的女性仍然可以嶄露頭角並傳承

客家，身負重任。其中 109 年新北市天穿日 11 位正獻官中，即有 4
位女性正獻官，女性比率 36%；而在 110 年時，11 位正獻官中則有

3位女性，女性比率 27%。另外引導禮儀程序的禮生中也有女性參與，

109 年 11 位禮生中，2 位為女性，女性比率 18%，而在 110 年 12 位

禮生中則有 6 位女性，女性比率提升到 50%。代表客家局在儀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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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上，於祭拜女性神明「女媧娘娘」時，與以往的傳統父系繼承社會，

以男性為中心的祭祀模式有差異，女性不再是只負責祭拜食饈的角色，

已可以擔任禮儀中的重要角色，展現女性參與的平等價值。 
 

 

 

四、 結語 
 現代社會中，性別平等價值逐漸被廣泛接受，祭祀儀式中早期皆

由社團、宗族男性擔任，從未有女性擔任主祭者、正獻官的可能。近

年來女性自主性愈來愈高，開始有愈來愈多女性參與公、私領域事務，

不再是輔助的角色。新北市未來在舉辦活動及儀式時，性別的變相會

是重要的考量點，落實文化公民權成立族群事務專責機構的社會脈絡

中，客家局身在其中，肯認女性權利、追求多元文化價值，是不變的

價值與目標，也是未來在推動族群事務時，必須不斷反思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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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新北市天穿日正獻官男女性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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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新北市天穿日禮生男女性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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