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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婆牌 

羅金珠 

近數十年來，女性的教育程度不斷提升，就業比率已大幅增

長，致使女性具備獨立發展的經濟條件，並追求自我的實現。因

此，女性不婚在現今女權受到重視的社會，也漸漸被接受了。由於

少子化的影響，家庭人口變得單薄，女兒自然也是家中的寶貝，受

到與兒子同等的疼愛。 

「姑婆牌」、「姑婆塔」是近幾年新興的名詞。是指宗族裡所

生，早年夭折、未嫁或已婚遭離異的女兒，能夠「轉屋」回歸原生

宗族，獲得保護並入祖宗牌位。即使女兒過世也將其骨灰，進入家

族墓地供奉的地方，不容許忽略或抛棄而興起的新習俗。 

早年的傳統客家社會中，宗族在敬奉祖先祭儀的制度及觀念

上，往往影響著傳統文化與整個社會價值的發展。現今也在隨著時

代的變遷及西方存在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兩性平權在各個家庭

中女性的受教權均與男性相同的同時，臺灣宗族對女性的權益抬

頭，已漸被認同、接受。意即，之前家族宗長一旦歿後名字能上祖

宗牌位、骨灰能入祖塔的，均以男性宗長為宗族的主要血脈，女兒

宗長想要入主祖塔，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而今時代變遷後，女性的

受教權普及且工作能力也不在男性之下，有些女兒對家庭的貢獻也

遠遠大於男性。因此，臺灣北部目前就有許多家族，陸陸續續設置

「姑婆牌」、「姑婆塔」，來保護家族的女兒，讓她們得以安身立

命。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資料收錄至 2020年 12月為止，收

集到臺灣各區設有姑婆牌及姑婆塔的宗族有：「桃園新屋‧祭祀公

業法人桃園市羅允玉、社團法人桃園市范姜宗親會、財團法人桃園

市徐麟書公」、「桃園平鎮‧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曾九健」、「新

竹湖口‧祭祀公業張六和、財團法人新竹縣張昆和祭祀公業、湖口

盧姓家族會」、「新竹芎林‧劉承豪祭祀嘗會」、「苗栗市‧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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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第楊氏宗親會」……等。 

宗族派下設有姑婆牌奉祀姑婆神位及入祖安塔甚至編列族譜

內，這對女性的權益來說確實向前邁進一大步，也希望這種平權的

對待，能夠發揮抛磚引玉之功效，讓許多家族都能跟進效仿並執

行。 

 

圖：桃園新屋羅允玉公派下歷代姑婆牌，羅雅婷小姐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