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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兩岸同時舉辦了殯葬展覽

會，不得不承認中國殯葬展號稱

國際型展覽並不為過，歐美日等國的殯

葬業界無論是參展或是採購的人潮均高

過台灣的殯葬展許多，台灣殯葬展已經

邁入第四屆，對於殯葬業界而言，這樣

子一個專業型展覽對於殯葬產業無論是

在技術的提升與交流，或是周邊商品的

研發與創新，甚至是殯葬教育等學術發

展，應該都是重要的聚集與匯流，可惜

的是台灣殯葬展淪為廟會市集似的路邊

攤，四年來乏善可陳每況愈下，這似乎

也凸顯了台灣殯葬產業的困境。反觀中

國大陸的殯葬展，不僅國外來賓與會，

來自全大陸各省殯葬管理單位，三天的

展覽至少有兩天的議程便安排在會展的

同時舉辦，無論是國家政策的宣傳也

好，或是對於殯葬行業的要求或是提

升，都有詳細的規劃與議題，雖說大陸

殯葬展主辦單位中國殯協具有半官方色

彩，但也顯示官方對於殯葬產業發展的

重視。

就筆者個人觀察，現今台灣殯葬

產業的困境隱藏著「四不一沒有」；第

一是政府機關不作為，雖然「殯葬管理

條例」於 91 年通過立法後實施，也經

過一次的修法，但是眼下馬上面臨醫院

附設殮殯奠祭設施落日條款的到來，接

踵而來部分縣市儀式廳與冰櫃不足的窘

兩岸殯葬產業的發展趨勢
范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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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鳳嶺文化公益基金會 ( 籌 )	 顧問

文 

境，和民間私設禮廳禮堂的許可與否，

並未見到主管機關或地方積極的作為；

第二不，殯葬商業同業公會不團結，商

業公會代表各地與全台業者和政府機關

對話的代表單位，攸關台灣殯葬產業發

展的議題未見主動與主管機關形成對話

機制，各地商業公會因為「業必入會」

的保護條款，苗頭都指向會員加入與

否，對於各地或是台灣殯葬產業的生計

問題反而未見關心，第三不，台灣殯葬

教育界的不長進，教育代表著對於產業

的整體提升的全面性指標，並非單單只

是人才培育唯一項目，創新育成皆是教

育範疇之一，可惜台灣殯葬教育對於自

己本身的核心競爭優勢渾淆不清，除了

學分班，還是開學分班，對於凸顯各自

學校系所的核心價值，未見衍生或深化

喪葬服務過程的職能基準或職能導向成

為系所特色的規劃，使得每校殯葬相關

系所的重疊性嚴重，而未見各校系的特

性，就更遑論其中的創新性與未來性；

第四個“不”是業者的不自覺，殯葬從

業人員雖然相較過去有所提升，但業者

不應該以此為滿足，何況就台灣本地而

言，狹小的市場是不爭的事實，競爭壓

力不言可喻，而截至目前殯葬產業的形

象依然很難跳脫「賺死人錢」的負面觀

感，從業者應該有喪葬服務業也是助人

專業角色的自許與覺醒，有正向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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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受到消費者的認同，更何況台灣殯

葬產業還面臨著另一個台灣政府機關不

願碰觸的龐大勢力的侵蝕 ~~ 宗教界；

歷經二十餘年的殯葬改革，台灣殯葬產

業現階段更是需全面好好思考未來發展

的時機點，否則將是每況愈下沒有未來

的困境。這四個“不”事實上是互相牽

引著，而其中學者本身便具有話語權，

幾年下來穿梭兩岸最力的莫過於學者之

流。

南長沙民政學院的王夫子院長亦曾大聲

疾呼，同時也推崇喪葬文化在臺灣的保

留，可見漢族喪葬儀式在大陸形成一種

弱化現象，使得這樣的民族歷史記憶在

中國勢微了。大陸在歷史的洪流中，中

國歷史上出現的「破四舊」、「文化大

革命」等運動，極大地損害了中華民族

的優秀傳統，對人性、人的生命尊嚴、

人道、人文等等任意踐踏，造成了另一

性質的大問題。具體在殯葬活動中，將

喪葬儀式減化為一個簡簡單單的追悼

會，完全取消禮儀，存在著不合人性、

有違人道、無法彰顯人文的弊端。這些

和台灣有著非常大的不同，萬不可能單

單依仗著台灣的思維，認定台灣所擁有

的優勢便能完全複製台灣模式，便能暢

行無阻。兩岸交流頻繁之際，台灣的產

學界當然也不忘將此經驗企圖帶動大

陸，但是中國大陸地大物博，人口眾

多，對其他產業而言能迅速形成風潮帶

動企業成長，無庸置疑地累積財富，但

是殯葬業卻似乎不是這麼回事。

平心而論，台灣殯葬現階段若視

為階段性的殯葬改革成功的話，應該是

說台灣的生死教育的推動居功頗偉，臺

灣發展生死教育的過程中，特別對於華

人而言喪葬禮儀的參與過程同時也是親

屬間的一種面對死亡態度的機會教育，

也是扭轉華人長久以來所謂「未知生，

焉知死」的生活態度。而這樣的推動是

全面性的，不單單只有生死教育的學

者，而是不論醫療、教育、殯葬業者等

在其領域都有著其推動的影響力。倘若

這股力量能夠同樣帶動中國大陸的生死

教育，勢必也是同樣在進行著一場殯葬

市場的教育，但相較台灣的教育推動力

量，無論是抱持著生死教育也好，或是

殯葬改革教育也好，大陸更形保守，單

靠業界的力量是有限而且漫長，這對抱

持短進短出的台灣業者而言，更是不願

投資在這方面，只能靠一些學者在官方

論壇當中大力呼籲，但也只能偶而為

之。

放眼世界喪葬儀式，除了儒家喪

葬儀式是從人性出發外，其他文明社

會的喪葬儀式幾乎都是從神性出發的教

會禮儀 ( 宗教儀式 )，儒家喪葬文化和

精神在臺灣歷經了適應與變遷中傳承下

來，延續了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民族歷

史記憶，現代化的儒家喪葬儀式對於現

代人而言，或許早已脫離了原有的鬼魂

思想，但那是存在在全世界華人共有的

民族血緣的根源，是一種民族歷史記

憶。這份民族記憶看似之干係殯葬產業

的發展，然而卻含括了兩岸華人的生命

關與生死關，因此審慎檢視兩岸殯葬產

業的未來發展，仰賴宏觀視野與正向正

念的教育工作者成為兩岸殯葬產業繼續

前進的契機。

而相較中國大陸的殯葬業發展，

台灣的人性化，文化內涵的服務過程

是優勢，同時廣大的人口紅利，台灣殯

葬業者和其他產業一樣，對於大陸市場

躍躍欲試，也就沒甚麼好奇怪的，尤其

近幾年來大陸殯葬業在台灣業者積極進

入，業界無論是軟硬體的發展都非常快

速，但是對於台灣業界而言，大陸的殯

葬產業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市場結構，不

管是法令上的熟捻與掌握，亦或是地方

的人文風俗，甚至是禮儀服務的過程，

都需要花時間去適應與觀察，而目前台

灣業界進入大陸殯葬市場絕大部分是帶

著台灣的腦袋和台灣的經驗進場，抱著

短進短出的心態居多，因此對於大陸殯

葬產業的特性，或是說大陸人在歷史運

動後對於喪葬文化的認知，地方的民風

習俗，共產主義信仰與傳統中國儒家繁

瑣禮儀的衝突，加上改革開放後大陸城

鎮化發展所帶來的喪葬禮儀的衝擊，對

於大陸目前喪葬儀式面臨的問題，前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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