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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職業　撿骨師的辛酸

2016-10-01  記者 曾婕茵 報導

根據傳統的喪葬禮俗，臺灣人後事安排習慣「入土為安」，為死者進行土葬，但是土葬所費不

貲、程序繁瑣，甚至因為土地不敷使用，許多公墓成為「亂葬崗」，衍生環境衛生與土地利用問

題。近二十年來，政府大力推廣火葬，大部分民眾的喪葬觀念已不再守舊，「撿骨師」這個職

業，未來可能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逐漸沒落。

 

不只撿骨　也撿起尊嚴不只撿骨　也撿起尊嚴

一般土葬在出殯後七至九年，或者因為家族運勢不順，家屬會請俗稱「風水師」的撿骨師替先人

撿骨（又稱撿金、拾金），傳統上相信撿骨整理先人墳墓可以改運。挑選良辰吉時開棺後，從手

骨開始撿起（男左女右），象徵「將先人牽起」。

通常撿骨師會將骨頭排列出來、清潔、曬乾、裝甕，再次埋入土裡，或是出土之後直接火化，將

骨灰放入骨灰罈。為了尊重死者，骨頭放入甕中時，必須從腳開始，再將龍骨（脊椎）、手臂慢

慢堆疊上來，象徵往生者「慢慢站起來」，最後骨頭在甕中呈現屈膝坐姿。

看似簡單的步驟，其實暗藏許多繁文縟節，一個細節出錯便會影響後代子孫的運勢，例如破土前

必須上香祭拜；開挖後要在遺骨頭部上方撐黑傘，避免長久不見天日的魂魄會「見光死」，而讓

在場子孫「沖煞」（鬼魂為了找到庇護而直接衝到人的身上）。

骨頭的處理方式也非常繁瑣，必須點上硃砂，代表後代子孫的血，表示往生者的子孫們沒有遺棄

她／他；以紙包覆，代表往生者的皮膚；紅線纏繞，象徵人體經脈；絲棉裹住頭骨，當作臉部肌

膚，並畫上表情若往生者是女性，還要再纏上黑頭巾作為裝飾。諸多細節，就是要讓往生者能保

有尊嚴，也顯示出傳統上民眾對於亡者的敬畏。

撿骨師正在清理骨頭。（圖片來源／聯合報嘉義地方新聞部落格）

 

技藝傳承面臨危機技藝傳承面臨危機

一次完整的撿骨，至少耗時三個鐘頭，通常是在烈日下進行，若是遇上較為棘手的案子，例如還

未完全腐爛的「蔭屍」，刺鼻的氣味和難以處裡的腐肉，更是讓撿骨師苦不堪言，若忽略適當的

防護措施，還可能感染屍毒。過去撿骨師大多子承父業（傳統觀念視女性的生理期為不潔，撿骨

師幾乎都是男性），但近年來，年輕一輩不願意從事這種「錢少、事多、到處跑」的職業，因此

古傳技術面臨後繼無人的危機。為了傳承技藝，甚至有撿骨師不論性別、國籍，都願意傳授古傳

技法，只求有人願意來接手，不忍心讓撿骨技術失傳。

現年23歲，目前仍是撿骨師學徒的古漢祥認為，最挫折的就是體力與技術，他說：「撿骨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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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鼎盛和四周都是田

地的地方長大，不管

如何，開心的過每一

天，才是最重要的！ 再怎麼平凡
的事情，一定含有其不平凡的內

涵！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5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62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1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19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https://twitter.com/share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548
http://blog.udn.com/chiayinews/300226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898?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898?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11?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09?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895?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20?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user/564
//castnet.nctu.edu.tw/user/554
//castnet.nctu.edu.tw/user/559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15?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user/55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01?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user/55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09?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user/57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13?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user/56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887?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user/56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需要挖土，所以也算是體力活。」濕土太黏、旱土太硬，都會讓土變得難以挖掘；而骨頭經過掩

埋腐化後，出土時可能很難分辨是身體哪個部位的骨頭，這時就必須考驗撿骨師的經驗與技術。

因為喜歡，古漢祥願意繼續當學徒，「除了撿骨，卜卦、風水、八字我都會，對於我來說，那些

只是興趣，而我的正職是日式料理的廚師，有空才會去學習撿骨，也當作一種運動。」像他這樣

願意接手撿骨工作的年輕人，實際上已經寥寥可數了。

撿骨師學徒古漢祥正在墓園挖土，要將土壤都挖開

才能順利打開棺材。（圖片來源／古漢祥提供）

火葬盛行　土葬逐漸消失火葬盛行　土葬逐漸消失

根據行政院民政司所公布的資料，民國82年屍體火化率為45.71％。自民國80年起至民國89

年，內政部及前臺灣省政府社會處推動「端正社會風俗—改善喪葬設施及葬儀計畫」；民國90年

至民國101年，內政部實施「殯葬設施示範計畫」。

這二十年間，積極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公墓公園化，興建納骨塔、殯儀館、火葬場，購置火化場爐

具與火化場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鼓勵火葬與自然葬法（土埋和灑葬）。截至民國104年的統計，

屍體火化率高達95.65％，顯示大部分民眾已接受火葬法，而傳統的土葬則逐漸消失在都會生活

中。

除了鼓勵火葬，過去政府大力推廣「公墓公園化」，近年來配合民間撿骨的習俗，輔導民眾遷

葬，將遺骸或骨灰遷移至存放設施（如納骨塔），原本的墓地整理過後，不再有過去「亂葬崗」

雜草叢生、墳墓雜亂的景象，而是綠化環境成為具有休閒功能的場所，達到土地利用最高的效

果。

 

撿骨發展現況撿骨發展現況

古漢祥說：「現在撿的幾乎都是過去下葬的遺體，目前來說案子都接得到，但是卻很少人願意投

入這個行業。」他的師父彭國蔚曾經接受過新聞採訪，公開徵求徒弟，當時萬人響應，最後卻只

有他一個人到場。因為大部分的人得知當學徒時必須早起挖土、沒有錢可以領便打消念頭，或是

開棺之後屍體腐化的氣味讓有意應徵者放棄，諸多現實因素讓撿骨師成為眾人不敢踏入的領域。

因此，即使現在撿骨師還不至於面臨沒有案子可以接的窘境，卻因為工作性質讓這項職業的傳承

陷入瓶頸。傳統技藝在社會鉅變下，成為年輕一輩毫無概念，甚至是聞之色變的習俗。

 

曾經的輝煌不再曾經的輝煌不再

過去農業社會的臺灣，人民生活較為困苦，有些人為了維持生計，不惜冒著被視為「下九流」的

風險，投入一般人聞之色變的殯葬業。也因此數十年前，只要是八字重、不怕遺體的人，便願意

從事撿骨，若是接的案子多，收入也很可觀。反觀今日撿骨，需求已經不如過往，許多名氣較小

的撿骨師，也只能做一件算一件，因為大部分的家屬還是會選擇「有經驗、口碑好、世代相傳」

的撿骨師，普通撿骨師就沒這麼有賺頭了。

一般製造業，若不幸步入夕陽產業，還可以想辦法加入不同的元素轉型，或是政府補助轉職的案

例也時有所聞，但撿骨卻毫無翻轉命運的機會。現存的撿骨師，大多數已經上了年紀，幾乎不願

意也沒辦法轉換職業跑道，惡劣的工作環境，更是讓一般人退避三舍。而現今會選擇土葬的，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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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篤信風水、有錢有土地」的人，因此土葬的人數正逐年下降。過去已土葬的遺體的確尚未

全數處理，但幾十年後撿骨需求會慢慢消耗殆盡，為了維持市場供需平衡，撿骨師可能會越來越

少，幾十年後，「撿骨」將成為少數人知悉的歷史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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