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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好月圓」與性別平權：
探討希朵（CEDAW）帶來的改變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性別平等及人權保障是普世價值，為
了促進世界各國實踐男女平等，聯合
國大會於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
稱 CEDAW)，作為國際人權重要規範，
是聯合國五大人權公約之一。



CEDAW共有三十條

❖一至十六條是主條文，十七至三十條羅列締約
國的權利和義務。

❖ 1-6條保障婦女能夠得到充分發展
7-9條保障婦女的參政權與公民權
10-14條說明婦女應有的教育、就業、健康以
及經濟權利
15-16條保障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具有法律上
的平等地位



CEDAW條文結構



CEDAW實質條款結構



CEDAW的落實

性別主流化的新展望



CEDAW

宣導影片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CEDAW公約主要精神：

❖

1、讓女性享有完整人權
2、清楚界定歧視女性的定義
3、政府要承擔消除歧視的責任
4、鼓勵民間團體參與監督



❖ CEDAW是保障婦女人權的完整清單，同時
也是各國用以檢視其婦女人權保障執行情況
的最佳評估指標，其中明文保障女性在政治
、家庭、經濟、法律、就業、健康、國際參
與等各方面之基本權利，堪稱「婦女人權法
典」

❖臺灣 2011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施行法」，於2012年施行

落實CEDAW 



議題深探

❖保障懷孕女學生的受教權

❖母性保護與職場中的性別平權



CEDAW  三核心概念

http://nknucc.nknu.edu.tw/cgi-bin/openwebmail/openwebmail-viewatt.pl/CEDAW%A4T%AE%D6%A4%DF%B7%A7%A9%C0.png?action=viewattachment&sessionid=meiyou*nknucc.nknu.edu.tw-session-0.936601766010146&message_id=<CAKvpKHxea%2B_%2BrgetS5q09WpCJq8JFRH2YGOCV%2Bf-SXRYVSmh_w@mail.gmail.com>&folder=INBOX&attachment_nodeid=0-1&convfrom=utf-8


家好月圓基本資料

影片名稱：家好月圓（With  or  Without  You ）
上映年份：2009年
類 型：劇情片
片 長：33分鐘
導 演：周旭薇
演 員：黃采儀、林子洋、蔡明修、謝連壽等
得獎記錄：鹿特丹影展觀摩映演、首爾女性影展「亞
洲短片競賽」評審團大獎、入圍台北電影節劇情短片、
入選台灣女性影展



◼ 這部《家好月圓》是原台北縣政府家暴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為了辦理紫絲帶電影節而產出的。家
好月圓》英文片名「With or Without You」直

接點出了受暴婦女的無奈與矛盾。

◼ 明月的大哥劈頭就說喪事他說了算，嫁出去的女
兒少廢話，這麼赤裸裸的對白反應了台灣父權傳
統的傳統情境。大哥與弟弟及妹妹的之間的討論
及爭執也凸顯了家庭中性別關係之間的強勢與弱
勢。



◼ 《家好月圓》的中文
片名，其實充滿反諷
意味，乍看之下，容
易讓人誤以為這是一
齣傳統溫情喜劇。反
而是英文片名《With 
or Without You》白
話文解釋就在於「要
不要和你葬在一起」
更貼切全片旨趣。



關於本片

故事從剛剛過世的老母親的葬禮說起… 

年紀最小的妹妹明月提到母親託夢，拒絕下
葬在父親的墳墓旁。守靈的晚上，家族齊聚，
明月說出母親的心願，卻遭到大哥與里長伯
的質疑，封塵已久的往事竟在家族裡掀起波
濤…。帶著女兒一起返家的明月，開始懷疑
如何掌握她自己的未來命運。



劇情簡介1

剛過世的老母親，託夢給女兒明月，強調她不要和
已故的先生合葬在一起的心願。
明月返回娘家奔喪向大哥說明母親託夢之事。



劇情簡介2 

但，身為長子的大哥執意要將往生的母親與父親
合葬。而與他們有世交情誼的里長伯，也認同「公
嬤合葬」的慣例，所以即使二哥支持明月的說法，
但卻無法動搖大哥的觀念。



劇情簡介3

原本是來喪宅協助做法事的阿亮，突然被往生的老
母親附身，「她」說她一輩子都在容忍丈夫的暴力、
凡事都得退讓，現在人已死了，絕不願意再與丈夫合
葬。不久，阿亮又改被父親
附身，「他」仍以生前粗
暴的口吻與動作，辱罵責
備子女們的不孝，甚至拿
菜刀欲砍殺子女，家暴的
場景再度上演。



劇情簡介4

◼ 混亂中，明月抱住母親
的牌位，死命的向外逃
跑，此情此景如同明月
童年時期在父親施暴時，
母親為了保護他們兄妹、
帶著他們焦急的往外逃
命一般。



劇情簡介5

最後是否「公嬤合葬」了呢？影片裡並沒有
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留待觀眾加以討論。

影片中還穿插了兩個年幼的第三代(嘉嘉和
表哥)的對話：「他們大人在吵什麼？」「吵阿
公阿嬤要不要睡在一起。」以及嘉嘉埋火車票的
喬段，讓孩子的天真輕鬆與大人的複雜沉重，形
成明顯對比。



導演的話
◼ 這是一部關於靈魂旅行的

故事，我想獻給上一代的
母親們。

◼ 就像影片部落格的副標所
說：當那些熟睡的秘密再
也不僅僅是秘密，而是過
去生命的總和，生命變得
難堪負荷與回顧的時候，
就是重新拾回力量和尋找
新路的開始了.......。



從「家好月圓」談家庭中的性別議題

❖議題深探

❖家庭暴力議題

❖喪葬禮儀中的性別議題



大哥：「妳已經嫁出去了，妳跟陳家祖先已經沒有關係
了。」「阿母的後事，大哥我說了就算數。」

里長伯：「地理師說，父母葬在一起，可以保佑後代子
孫興旺，家庭平安順利。」

阿爸：「你們有聽過公媽分開放的嗎！」「誰都不能阻
止我跟妳阿母放在一起，連妳阿母也是！」

❖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
❖妻子要跟丈夫合葬？



❖ 連續數夜夢到母親託夢，告訴哥
哥們母親的心願，並堅持替母親
完成遺志

❖ 哥哥說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
這個家哪來你說話的餘地

❖ 里長說：爸爸也很辛苦，為了這
個家庭打拼，他也是好人，…



❖男性掌權，女性順從，就像在片中里長
說的：「即使被打，忍耐一下就過去
了。」或者是說：「爸爸為這個家付出
了這麼多，怎麼可以這樣責怪父親？」

❖這也是現在家暴家庭中不停在輪迴的關
係也讓受害的婦孺一再的深陷在家暴與
道歉的循環當中無法逃脫。



好男人？

❖ 里長伯：
你嫌他壞，他其實心地很善良，他有他的苦衷，他也是為了這個
家好，你丈夫跟了你一輩子，跟你跟到死，他若是不好，他會扶
養這些孩子長大嗎？你要站在他的立場為他著想一下。

❖ 爸爸：
我賺錢養家讓他們吃穿不缺，還留下事業給大兒子。

❖ 大哥：
爸爸當然是好人他只有喝醉酒才會打我們啊，若是沒喝酒人就很
好啊。



好女人？

❖ 里長伯：
照顧丈夫是妻子應盡的責任，那個女人不是為了丈夫、兒女寧願
自己累自己苦，再說你媽是個好女人，怎麼能說你媽托夢說了那
些話你就這麼說，分開放這種話傳出去還能聽嗎？

❖ 爸爸：
你阿母生是陳家的人，死是陳家的鬼

❖ 大哥：
--爸爸在天國一定很寂寞，媽去那邊照顧他有什麼不好？



議題深探 之一

家庭暴力議題



家庭暴力不是家務事

❖非正式支持系統（例如親人、朋
友、同事、鄰居等）。

❖正式支持系統（警政、社政、法
院、律師、醫療等）。



以家庭暴力議題為例，
運用性別統計，開展性別意識

一位國中數學教師的實踐經驗

將性別統計融入教學與考試



（ ）下表為96年暴力犯罪各類型被害人性別比例，請問女性在遭強制性交的人數
2529人中約有多少人？



（ ）下表是96年家庭暴力被害人年齡結構次數分配表，請問女性被害人眾數落在
哪一組？(A)40～49 (B)30～39 (C)24～29分 (D)不詳



我是數學老師，我教性平(晏向田)





議題深探 之二

喪葬禮儀中的性別議題



CEDAW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

❖第五條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
(a) 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
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
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 內政部民政司出版「現代國民婚禮」一書，提供國人籌畫婚禮新思維與新做法。
書中羅列傳統嫁娶禮俗，並建議刪除交換八字、檢視新娘斷掌、潑水和放扇等性
別歧視、不合時宜的傳統習俗；書中特別收錄同志婚禮案例，望國人尊重多元性
別，打破性別框架。

❖ 內政部去年邀請多位禮俗、性別平等、宗教等領域專家學者組成「現代國民婚禮
研究改進專案小組」，集結完成「現代國民婚禮」，內容包括觀念篇、變遷篇、
籌辦篇、儀式執行篇及文書吉語篇，提倡「新人主體．性別平等．民主協商」的
婚禮核心精神。

❖ 書中指出，有些婚禮習俗要重新詮釋或調整做法，符合時代需求，像「丟扇子」
或「潑水」的婚俗，在傳統社會中，女性必須以夫家為家，且舊時交通不便，娘
家人才如此祝福婚姻；但現在交通方便，新人應互相尊重顯得不合時宜，建議丟
扇子可重新詮釋為「與娘家人感情不散」、潑水則是「新人感情純淨如水，從此
展開新生活」。

《現代國民婚禮》
【2014/12/02 聯合晚報】





喪禮中的性別議題

❖父系家庭，男內女外，男尊女卑

❖差別待遇，傷感情

❖背離「社會的現實」



渾沌悲傷中的性別問題

➢對親人喪禮無權決定

➢訃聞－未亡人與杖期夫

➢喪服有別

➢告別式－家屬答禮、男左女右

➢誰來捧斗、執幡、主祭

➢墓碑上的名字



➢姑娘廟－「厝內不奉祀姑婆」、
「尪架桌(神明桌)上不奉祀姑婆」

➢嫁出去的女兒不能回家掃墓



從二十五淑女墓到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Cemetery_of_Twenty-five_Ladies.jpg


人間副刊
高雄廿五淑女之墓
鄭至慧 (20060615)

❖ …民國六十二年九月三日清晨，旗津島上的中洲港風平浪靜，
碼頭上卻紛紛攘攘。

中洲地區不過一萬多居民，倒有四百多人在對岸的前鎮加工出
口區上班。這天正逢星期一，搭船的幾乎清一色是通勤的女作
業員。……

❖ 旗津原是三面環海的半島，自從開闢高雄港第二港口以來，半
島變為孤島，出入全靠渡船，很不方便。同時，面積不足五平
方公里的小島上，竟然也有重北輕南的現象。北端的旗后航線
由市公車處經營，南面的中洲航線則由民營公司經營，其運輸
能力、船隻設備、監督管理都遠遜於旗后航線。旗津人每每自
嘲是被遺忘了的高雄市民，貧窮的中洲地區更受到雙重冷落。



❖ 眼看著「高中六號」靠岸了，女孩兒們急忙一擁而上，心裡
只惦念著一件事：說什麼也要擠上這班渡輪，否則，這個月
的全勤獎金就沒指望了。她們或許不盡了解「薪資結構」的
意思，卻很清楚女工本薪微薄，要靠名目繁多的獎金和津貼
來貼補；遲到一次就意味著無法保持全勤記錄，等於要被扣
掉八分之一以上的薪水──那可是好幾百塊錢呢。

❖ 高中六號是一艘年久失修的逾齡木殼船，按規定只能載客十
三人，但船老闆獨家經營，動輒超載到百人左右，港警所也
不聞不問。清晨六點五十分，高中六號一如往常，載著八十
多名乘客，吃力地開向前鎮。十幾分鐘後，渡船晃動了好幾
次，艙裡的乘客更發現船艙進水，嚇得大叫：「停船！救
命！」頃刻之間，船上亂成一團。



❖

……

❖有史以來，高雄港內還沒有發生過如此慘重的海難，
總共有二十五人在這場人為疏失中喪生，五十一人
受傷，死者全為女性。市府立即決定由市公車處接
管這條航線，從此中洲人總算有了較為舒適安全的
公營渡輪，多情的鄉親至今仍然感念二十五位女子
死後澤被鄉人之恩。

❖十八歲的莊清盆是罹難者之一，父親莊進春是個有
心人，他一再向市長陳情，希望把高中六號在六十
一號碼頭就地保留，當作交通事件紀念碑，但未獲
同意。基於同樣的理由，他也力主設公墓合葬二十
五位死者。



❖許多人想當然耳，以為他為的是解決未婚女性不能
在家裡受祭祀的困境，其實不然。他本人不拘泥於
迷信，人家說，白髮人送黑髮人，起柩時要鞭棺譴
責子女不孝，他嗤之以鼻。在他心目中，初中畢業
就為一家九口打拼的次女是「這麼乖的孩子，哪有
不孝？」他實在是痛惜愛女，同時愛屋及烏，希望
這群女子凝聚成一個龐大動人的意象，永遠留在世
人記憶中，才極力爭取購地合葬。

❖儘管有些家屬因埋葬方位、排位、土地等問題產生
歧見，莊進春仍賣力奔走協調，並立下咒言：若因
合葬而影響罹難者家屬，罪過由他一人承擔。家屬
為之動容，終於達成共識，建成「廿五淑女之墓」。



……趨前細看，愕然發現每個墓塚上的照片幾乎都遭破壞，像
一張張被毀容的臉，令人怵目驚心。據家屬推測，這是賭徒來
此拜求明牌失利後採取的報復行動，所以修繕後不久又遭破壞。

台灣原有向陰廟求明牌的風俗，但民間以訛傳訛，將此地視作
姑娘廟，恐怕與當初所設定的紀念意涵不夠明確脫不了干係，
也有違家屬的原意。市府所立的紀念碑上「少女雲英未嫁」等
用語如同陳舊的標籤，將觀者的注意力引向死者的婚姻狀況，
強化了民俗中將
未婚往生女性怪力亂神化的傳統，美艷女鬼戀慕異性或靈力傷
人的傳說不脛而走，不啻使死者受到二度傷害。



2008年4月28日（國際工殤日）
高雄市政府正式將「二十五淑女墓」更名為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建議市府確認她們為
工殤受難者，肯定她們做為職業女性、家計負擔者、
經濟發展尖兵的貢獻，檢討政府與資方對她們的虧
欠，為此一歷史事件提出具有性別敏感度和工安省
思的說明，破除刻板印象對未婚往生女性的迷思，
還她們應得的尊嚴，並為廿五淑女之墓正名。高雄
市勞工局在國際工殤日舉行儀式，將廿五淑女之墓
正名為「工殤紀念公園」。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4%E6%9C%8828%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9%9A%9B%E5%B7%A5%E6%AE%A4%E6%97%A5&action=edit&redlink=1


❖ 2009/04/02 婦女新知基金會

❖嫁出祭難返未嫁葬難歸
──推動性別平等的祭祀文化

http://www.coolloud.org.tw/tag/%E5%A9%A6%E5%A5%B3%E6%96%B0%E7%9F%A5%E5%9F%BA%E9%87%91%E6%9C%83


❖又近清明時節，清明節向來是華人重要的祭
祖節日，所謂慎終追遠，即便每年清明節都
是交通阻塞，仍然要大包小包的趕回家共同
掃墓。然則，何謂「祖」？又有誰能「祭」？
這習以為常的文化習俗，事實上存在了什麼
樣的不近人情？……



❖性別平等的祭祀文化要如何推動？在不景氣
中一片失業裁員潮下，唯有禮儀師一行異軍
突起，政府也在去年開始將其納入證照考試
中，眾多大專學子與從業人員趨之若騖。禮
儀師可以對我們的祭祀文化產生什麼積極的
改變作用？目前的禮儀師證照考試中，有什
麼重大的問題？！



討論各種新的可能

❖一般來說，未婚與離婚的女性都不能夠回到
原生家庭的宗祠中，但是在台灣，卻有幾個
大家族早就主動修改祖墳辦法，讓未婚女兒
跟離婚的女兒，都可以直接進入宗祠，繼續
當一家人。他們為什麼有這樣的構想？有沒
有面臨什麼困難？

❖鹿谷林家的女兒（陽明大學林宜平教授）：
雖與習俗相違，但卻堅持照顧家人情感的家
族文化。



❖而喪禮儀式中的男尊女卑真的不可以改變嗎？
在眾多親屬壓力中，我們要怎麼努力找出一
個性別平等的喪禮模式？要怎麼溝通？怎麼
協調？怎麼和習俗對話？



打破喪俗關中給女兒最後的溫柔
【聯合報╱2011.5.23.

蕭昭君／東華大學副教授

❖近日來許多對於考試院長關中為女兒辦理身
後事的報導中，最讓人感動的是，他因為愛
女兒，因此勇於打破漢人民間殘酷的喪葬習
俗，可以為建立一個性別友善的習俗文化，
提供正面案例。



關中為女兒辦理身後事，有幾個行動打破

了民間殘酷的喪葬習俗。

❖首先是，打破民間習俗中「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
的水，因此已婚女人的喪禮，娘家止步」的作法，
讓社會可以重新思考：如果已婚女兒因故往生，娘
家「當然有權利」積極主張有關身後事宜，宣告已
婚的女兒還是自己的孩子。民間一般「排除娘家、
後頭厝」的作法，不只不平等，更是非常不人道，
排除了娘家父母、親人，為自己所愛的女兒、姐妹
參與最後一次陪伴與服務的機會，娘家的悲傷無法
得到釋放，傳統民間習俗只有殘酷可以名之。



❖第二是，打破「白髮人不送黑髮人」的習俗，
在上海追思會與台北公祭的報導中，都有人
提出這個習俗，但痛失愛女的父母都在會場，
跟著所有親朋一起擁抱、痛哭、懷念，一起
釋放悲傷，一起和解、珍惜活著的未來，喪
禮儀式的心理與社會功能不就應當如此嗎？



❖第三是，民間習俗甚至會規範白髮人「棒打
棺材」，以「象徵性責怪黑髮人不孝」，讓
很多父母痛上加痛。但關家父母就是溫柔的
告訴女兒「回家了」，「女兒在外面奮鬥累
了，要把她接回來好好休息」，讓所有的父
母知道：在這樣的時刻，其實可以選擇溫柔
對待的方式。



❖第四是，打破漢人民間「祖墳沒有未婚女兒
以及嫁出去女兒的空間」的習俗，關家將女
兒帶回來，長眠在自己的祖父母旁邊，而非
礙於習俗，放棄對於「已婚女兒」最後安息
之處的發言權。



重建性別平等社會重要的一步

❖讓所有的女兒知道，她在原生家庭中永遠重
要，永遠有一個位置，不管未婚、不婚、離
婚或是已婚卻選擇回家的女兒，都有機會在
身後與原生家庭維持關係，而不是在陰間流
離。



❖打開性別的視窗

❖婚喪喜慶

❖年節禮俗

希朵（CEDAW）帶來的改變



CEDAW

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工作權利

❖第十一條
1.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
除在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以保證
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
利，特別是：
(a) 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工作權利；
(b) 享有相同就業機會的權利，包括在
就業方面相同的甄選標準；



❖（c）享有自由選擇專業和職業，提升和工作保障，
一切服務的福利和條件，接受職業培訓和進修，包
括實習培訓、高等職業培訓和經常性培訓的權利；

❖ （d）同等價值的工作享有同等報酬包括福利和享
有平等待遇的權利，在評定工作的表現方面，也享
有平等待遇的權利；

❖ （e）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特別是在退休、失業
、疾病、殘廢和老年或在其他喪失工作能力的情況
下，以及享有帶薪度假的權利；

❖ （f）在工作條件方面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
保障生育機能的權利。



❖ 2.締約各國為使婦女不致因結婚或生育而受歧視，又為保障
其有效的工作權利起見，應採取適當措施：

❖ （a）禁止以懷孕或產假為理由予以解僱，以及以婚姻狀況
為理由予以解

❖ 僱的歧視，違反規定者予以制裁；

❖ （b）實施帶薪產假或具有同等社會福利的產假，而不喪失
原有工作、年資或社會津貼；

❖ （c）鼓勵提供必要的輔助性社會服務，特別是通過促進建
立和發展托兒設施系統，使父母得以兼顧家庭義務和工作責
任並參與公共事務；

❖ （d）對於懷孕期間從事確實有害於健康的工種的婦女，給
予特別保護。



從應徵面試談起

• 面試的提問內容是否有性別偏見？

• 面試時的互動是否有性別歧視？

• 儀容與外在要求是否有雙重標準？



台灣女性還當不了大學校長？
婦女團體聯合記者會

❖ 時間：2008年3月7日（星期五）上午10：30

地點：婦女新知基金會

記者會主持人：
游美惠（台灣女性學學會理事長，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教授）

記者會發言貴賓：
陳惠馨（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
葉毓蘭（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長，中央警察大學副教授）
劉梅君（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賴友梅（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秘書長）
姜貞吟（台灣女性學學會理事，中央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三八婦女節—

台灣女性還當不了
大學校長？

婦女團體聯合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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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女學會網站2008.3

http://www.feminist.sinica.edu.tw/push/push2-2008.03.07.ppt



Harvard university – President Drew Faust

布朗大學校長
Ruth J. Simmons

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校長
Amy Gutmann

劍橋大學副校長
Alison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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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友善之遴選提問原則

• 不宜提問以專業包裝之問題

* 您認為女性要如何發揮「柔性領導」的優勢？

*在我們這邊，不會喝酒應酬，關係建立會很吃虧，您覺得要如
何表現較好？喝酒應酬你可以接受嗎？

• 不宜提問與專業無關之問題

* 跟私領域有關的問題， 如家庭婚姻或長相穿著等





甄試提問手冊

1.專業為何？
2.為什麼想要來應徵這
份職務？

3.對這份職務的未來規
劃？

4.請談治校理念
5.你將如何帶領學校…
6…….
7…….
8…….

1.你家在哪裡？
2.你先生／太太的工作
在那裡？

3.你結婚了沒有？
4.你有沒有小孩？
5.妳的同事提及妳的造
型很特別

6.聽說妳都不穿裙子..
7.聽說妳都留短髮..
8.請問妳希望提供女學
生何種身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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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104 年性別平等微電影徵選活動」
得獎作品



❖「誰來定義『女子』人才」

(第一名，從一場求職面試中，看出對立與矛盾
，點出現代職場無法友善、平等的潛在問題)。

影片探討

就業，經濟與福利





結語

性別主流化

性別觀點成為核心關懷

從公領域到私領域

全面的性別思考反省與改變創新



謝謝聆聽

❖敬請提問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