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與歷史
第二篇

歷史是男性書寫的歷史，都是講述男性的故事？的確，傳統的歷史書寫向來以男性為中心，但浩瀚的人類歷史發

展，卻是由兩性共同建立的。如何本於「客觀求真」史學精神，不僅只將以女性為主體的歷史書寫視為「補

充」，而是「將女人還給歷史，將歷史還給女人」，達成「是為歷史，非為女性」的研究態度？本篇將著重以女

性為主體的視角下重新討論性別（gender）在政治治理、經濟分工、婚姻家庭、法律
財產、宗教地位、族群發展、國族宣傳、戰爭動員、性別認同、兩
性平權運動的歷史發展與流變。試圖引導同學針對女性及性別議題進行探究與思考，建構歷史「求全窮

盡」的多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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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英國女性慶參政百年／2018年英國慶祝女性獲得投票權一百週年，各地均有
女性穿著選舉權運動服裝，上街重現當年遊行的盛況。

近代以來，女性極力掙脫傳統社會框架下的性別不平等，透

過各項行動爭取平等與權益。時至今日，你是否認同性別之

間已達平等？你知道歷史上的女性平權運動約始於何時？

性別，經常是人們自我區辨或被他人定位的第一道基本資訊。究其

實，兩性無論在過去或是現在，往往呈現多元的「面貌」，端看我

們是否仔細將性別的視角帶入歷史或生活中進行探究。

性別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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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美國貨幣的女性頭像並不多見，1979年，美國女權運動家蘇珊．安東尼（Susan 

B. Anthony,，1820∼ 1906）的頭像登上 1美元硬幣，她參與了南北戰爭（U.S. Civil 

War，1861∼ 1865）前反奴隸制和禁酒運動，也在十九世紀美國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運

動中扮演關鍵角色。2016年 4月美國財政部長宣布，面額 20元美鈔的正面，將改為在

美國廢奴運動中具有傑出貢獻的非裔美國女性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

1822∼ 1913）。塔布曼曾是一名非裔女性奴隸，她擺脫奴隸主之後，致力於幫助其他

奴隸獲得自由；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她也曾帶領南方奴隸加入北方陣營，或潛入南方從

事情報工作；她同時也是爭取婦女選舉權運動的一員。塔布曼將成為首位登上美鈔正面

的非裔美國女性。

Q 從1979年與2016年美元上女性頭像的變化，我們可以觀察到美國社會的哪些現象？當時

的美國是否也有相應的社會思潮或社會運動正在流行？

3
女性與政治

圖 3.0  哈莉特傳記電影劇照　電影拍攝於 2018年，講述十九
世紀非裔女性哈莉特，帶領其他奴隸一同脫離奴隸制度的傳奇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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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由於長期處於男性主導的父權

社會，使得女性往往成為歷史中的無聲者與弱勢者，在

政治發展的歷程中，也幾乎失去參與權。然而，歷史上

仍有少數女性在因緣際會之下，跳脫社會對其生理性別

的框架，一改以男性為主體的政治核心。本節將以中國

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624∼ 705）及改變世界歷史的西

班牙女王伊莎貝拉（Isabel I la Católica，1451∼ 1504）為例，

探討她們的政治成就及時代的性別觀念。

一   從皇后走向皇帝的唐代武則天

（一） 唐代以前的女性政治地位發展

傳統中國女性的生活領域和社會角色，皆以家庭為

中心，而且男尊女卑。唐代由於佛教盛行，佛教戒律中

不分男女的平等因素，使得男權色彩減弱；加上唐代皇

族屬於胡漢混血，深受北朝傳統影響，胡風盛行，社會

較為開放自由，女子的穿著、行為也更加獨立①。

傳統中國政治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體制，「父死

子繼」的繼承原則，讓女性無法「合法」地以獨立的身

分參與政治。女性必須透過男性的關係人，包括妻子、

母親、祖母等身分，如漢代、北朝的一些權貴女性就曾

以太后的身分主導政局。唐代的武則天也曾以皇后、太

后的身分參與政治，但最後以皇帝的身分臨朝統治，成

為中國史上的一個特例。

歷史上的女性政治領袖

胡風流行下的唐初

永嘉之禍，北方大量胡人

南下，不僅建立政權，也

促使胡漢融合，其中，「關

隴集團」的形成，對於後

世的影響為何？（對應歷史 2）

回想 Bar

第 節1

① 胡風盛行的唐代：女性
可以騎馬、可以開始在街

頭走動露出身材、輕薄短

衣。

小百科

女性與政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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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武則天的從政之路

武則天原是唐高宗（649∼ 683在位）的妃嬪，受高宗

寵信而被立為皇后。隨著高宗生病，武則天進一步輔佐

朝政，在朝廷上與高宗並稱「天皇」與「天后」。高宗

過世後，武則天以太后身分垂簾掌權，接著陸續廢黜兩

個兒子中宗與睿宗，正式走向臺前，成為皇帝。 

武則天掌握政治權力約四十多年，其執政表現相當

受到肯定。政治上，她善用人才，注意地方吏治；經

濟上，繁榮工商業、重視農業發展；文化上，創立殿

試和武舉，影響往後的科舉制度，此時期所培育出來的

諸多人才，對於玄宗（710∼ 756在位）朝盛世產生重要作

用，她的貢獻不亞於男性。

（三） 武則天提升女性地位

武則天從登上后位到稱帝的過程中，曾透過許多方

唐張萱（生卒年不詳）

唐后行從圖 (局部 )
反映出武則天宮廷生

活的寫照。

一代女皇—武則天的政治之路

圖 3.1.1

提升女性地位

 •  高宗去世後，迅速平定反對勢力

 •  後召集群臣訓斥，建立個人威信

1.  樹立女性權威

 •  提拔官員妻母處理政務

 •  提拔後宮為內庭官僚

2.  延攬女性參政

 •  參與「封禪」，主張女性
應參與祭祀

 •  下令男女按時婚嫁，並禁
男性婚外情

 •  取消父母親服喪期的差異

 •  鼓勵女性參與社會活動、
學習書畫

3.  挑戰男尊女卑14歲時，由太宗召入宮

太宗死後，入寺為尼姑

高宗召入宮為妃，後立

為皇后

高宗生病後，時常委託

處理政事，權勢日盛，

與高宗並稱「二聖」

690年稱帝

從皇后到皇帝

入宮

出家

立后

攝政

稱帝

垂簾
683年高宗去世，太子
繼位，武則天持續掌權

佩戴耳環，身

穿男裝的宮女

武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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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升或彰顯自己的政治威勢，同時也創造更多女性參

與政治活動的空間。例如她曾要求參與「封禪」②，並

以禪禮同時祭祀先太后為由，自己帶領一群女性主導祭

祀，提高了女性在朝廷祭典儀式中的地位。又認為母親

應獲得更多的尊重，而將對母親的服喪期延長至與父親

相同③，形同提高了女性的地位。

此外，傳統儒家觀念並不鼓勵女子參與公共事務，

因此 690年武則天借用佛教經典，聲稱自己為天女轉

世，藉以宣揚女性有權當皇帝的理念，合理化其稱帝之

行為。武則天稱帝後，女性有了更多參與政治的機會，

例如提拔一批官員妻母入宮協理政務、將後宮妃嬪從皇

帝的伴侶轉變為輔佐皇后治內的內庭官僚④。

（四） 武則天帶動女性參政

西元 705年，武則天退位，唐中宗（705∼ 710在位）

復辟。但在武則天所營造的政治環境下，仍有不少女性

•  改革科舉，重視進士科、武舉

•  注重文化，如推崇佛教、鼓勵文學書畫

•   重視農業，鼓勵土地開墾、持續推行均田制，人口大幅成長：

• 擊退突厥、吐蕃等國侵擾

• 在位期間，為唐朝疆域最盛之時

六十一番臣像　位於武則天墓旁，唐中宗

時期建。雕像多為西域當地的重要人物，目

的為歌頌唐高宗、武則天對外成就

② 「封禪」禮：是中國傳
統政治中最隆重的祭祀天

地 之 禮；「封」 是「祭

天」；「禪」是「祭地」。

③ 父母服喪期的差異：子
女對母親的服喪則因「父

親是否在世」而有所差

別。如父親在世而母喪，

則服喪一年；母喪時父親

已不在，則服喪三年。

④ 唐代的才人：原指受皇
帝冊封的妃嬪。13歲的上
官婉兒（？∼ 710）在高
宗後宮被封為「才人」，

實際上擔當輔佐武后處理

政務的工作。

小百科

重要政績

內政

外交

652年

380萬戶
705年

615萬戶 據考證，雕像頭部

可能毀於明代的地

震或戰亂

女性與政治 3



積極參政。例如中宗之妻韋后（？∼ 710）曾仿效武則天

行事，帝后共治天下；中宗之女安樂公主（685∼ 710）

則自請立為「皇太女」，認為自己也有被立為繼位者的

權利。此外，也有不少士族官宦家庭的婦女，進入宮中

協助執掌文書。這些女性背後多擁有支持她們的男性官

僚，這反映了當時政治體制性別藩籬的鬆動。然而，與

此同時也出現了不少對女性從政的批判，隨著玄宗即

位，清除朝中一切女性勢力，女性參政風潮在武則天去

世後不到十年就已消失殆盡。

二   從公主晉升女王的西班牙伊莎貝
拉一世

（一） 歐洲女性權利發展

歐洲的政治與社會同樣由男性主導，尤其在基督教

體系之下，女性的地位受到壓抑。儘管歐洲女性相較於

東方有較多的自主權，可從事各種職業等，但婚姻上卻

同樣沒有自主權，尤其是貴族女性的婚姻，往往成為家

族鞏固勢力的工具。

另外女性在繼承法上也多有限制⑤，女性不可繼承

王位。而後歐洲一些地區放寬規定，若死者無子嗣，則

可改由其女兒繼承。

（二） 拒絕作為工具的女人

十五世紀中期，伊比利半島上主要有卡斯提爾

（Castile）、亞拉岡（Aragon）、葡萄牙等基督教王國。伊莎

貝拉是卡斯提爾王國的公主，多次拒絕兄長國王亨利四

世（Enrique IV de Castilla，1425∼ 1474）所安排的政治聯姻。

伊莎貝拉私下與自己選擇的亞拉岡王子斐迪南（Fernando 

⑤ 歐洲的繼承法：根據中
古時期法蘭克王國頒布的薩

利克法（Salic law），規定女子

雖有繼承權，但僅限於金錢

或其他物品，土地只能由男

性繼承；而國土被視為土地

的一種，因此便成為女性不

能繼承王位的法源。

小百科

70



⑥ 十五世紀伊比利半島上

的政權：中古時期的伊

比利半島原存在眾多小

國。至十五世紀中，僅剩

葡萄牙、卡斯提爾、亞拉

崗等基督教國家，以及最

南端的伊斯蘭小國格拉納

達（Granada）。

小百科

II ，1452∼ 1516）訂婚，不僅主導自己的婚姻，也擺脫傳

統安排。亨利四世去世後，伊莎貝拉返國與亨利四世之

女爭奪王位，經歷四年的戰爭後，終於獲得勝利。

中古時期歐洲，人們仍期待女性順從丈夫。伊莎貝

拉反客為主，自行挑選「勢均力敵」的婚配對象，在

合作夥伴關係的範圍內建立平等地位。伊莎貝拉與斐迪

南結婚後並沒有放棄原有的權益，不僅仍可控制自己的

領土，還與丈夫平等地統治、共同商議軍政要務，兩個

國家仍是相對獨立且平等的。

（三） 伊莎貝拉的政治成就與影響

1492年伊莎貝拉與斐迪南消滅伊比利半島上最後

的伊斯蘭小國⑥，完成現代西班牙的版圖。同年，伊莎

貝拉資助哥倫布（Christoforo Colombo，1451∼ 1506）遠航。

「新大陸」的發現為西班牙確立霸權地位，大航海時代

探險範圍的擴張更改變了世界的歷史。內政方面，她推行

專制政治，削減貴族權力以提升王權、改組城市管理機構

以加強控制。

起初，西班牙人面對女性政治領袖多抱持懷疑，但

隨著伊莎貝拉在政治上的成功，人們反而轉而質疑男性

領袖斐迪南的能力。經歷過伊莎貝拉統治的人們，對於

女性領袖的接受度比其他地區更高，為日後歐洲女性領

袖執政奠定基礎。

圖 3.1.2  門當戶對的伊莎

貝拉與斐迪南  兩人的家
族勢力、年齡外表相當。

兩 人 的 座 右 銘 Tanto 
monta，monta tanto，
Isabel como Fernando
（伊莎貝拉和斐迪南是一體

的）。亞拉岡國王──斐迪南 卡斯提爾女王──伊莎貝拉

女性與政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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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貝拉的政治之路

圖 3.1.3

公主成為女王

建立中央集權的天主教君主專制國家

成為卡斯提爾王位繼承人

與亞拉岡王子斐迪南聯姻

繼承卡斯提爾王位

斐迪南繼承亞拉岡王位，

成為天主教二王共同統治

1468年

1469年

1474年

1479年

內政

外交

 • 中央納入各地的「聖兄弟會」（Santa Hermandad）

監督各地貴族、維護封建秩序，甚至參與遠征

 • 權力集中　收回封建貴族領地，取消特權

 • 維護天主教正統地位

 • 擴張領土

1492年　攻下格拉納達，確立現代西班牙版圖

 • 海外探險

1492年　贊助哥倫布的海外探險計畫

1494年　 與葡萄牙簽署托德西拉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中南美洲除巴西外，都成為

西班牙殖民地

1477年　全國遍設宗教法庭，鎮壓宗教異端
1498年　受迫害異教徒超過 8千人

聖兄弟會（1488繪）  具有武力的維安部隊，

是現今西班牙國家軍事安全組織的前身

1493年哥倫布首次返航，帶回美洲原住民面見伊莎貝
拉女王夫婦

國
王
牙
萄
葡 卡斯提爾

王國

亞拉岡
王國

地中海洋
西
大

1512年征服
納瓦爾王國

1492年征服
格拉納達王國

15∼ 16世紀伊比利半島的政治勢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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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性別意識與女性政治領袖

東西方社會條件有所不同，中國社會受到儒家宗法

觀念影響，女子處於附屬的地位。西方社會雖對女性繼

承權也有所限制，但大多數地區在無男嗣的情形下，允

許女性繼承爵位，這一點使得西方女性擔任政治領袖的

機會遠比中國多。然而無論東方或西方，在男性主導的

父權社會中，女性要成為政治領袖仍舊不容易。

武則天與伊莎貝拉作為東西方重要的女性政治領

袖，為該國歷史發展做出許多貢獻。她們所身處的時代

並沒有類似今日的女權或性別意識，但她們的政策實際

影響了當時的女性地位和處境。如武則天並未刻意提倡

女性預政或創建制度化的女性任官管道，也拒絕女兒繼

承皇位。伊莎貝拉依然為其兒女安排政治聯姻以鞏固政

權。儘管如此，她們的成就仍是後世女性執政的先驅。

可惜，宋代理學興起後，一反唐代開放風氣，對女

性增添許多禁錮。加上傳統史家大多站在保守的立場書

寫，將男性獨占政治領域視為天經地義，使得中國女皇

的評價遠不如西方女王，為此，女性的公正評價還值得

繼續探討。

圖 3.1.4  歷史對武則天的評價  封建時代，論者多以儒家經典、正統觀念、三綱五常及自身的好惡為標
準，近代則受到政治因素影響，評論不易客觀公正。

唐代 宋元至清 20世紀

普遍肯定（唐代稱皇帝為聖人）

 •  通典：「開元、天寶之中，
上承高祖、太宗之餘烈，下

繼四聖治平之化。」  

 •  安史之亂後，女禍誤國之說
興起，非難增多

國
王
牙
萄
葡 卡斯提爾

王國

亞拉岡
王國

地中海洋
西
大

1512年征服
納瓦爾王國

 •  五四運動反抗舊秩序，追求
女子解放，給予正面評價

 •  中共官方推崇，如毛澤東稱
武則天為「治國之才，既有

容人之量，又有識人之智，

還有用人之術。」

儒學再興，男尊女卑風氣又起，

看法更趨於負面

 •  南宋朱熹斥責武則天：「乘
唐中衰，攘竊神器，任用酷

吏，屠害宗支，毒流緒紳，

其禍慘矣。」

 •  清初王夫之：鬼神之所不容，
臣民之所共怨

評武則天

正
正

正

負

負

負

女性與政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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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十九世紀歐洲與美洲諸多革命帶動了國族主

義的風潮，國族主義者主張「國家屬於全體國民」的

民族國家取代傳統王朝。在此歷史潮流下，女性常在文

化、血統上被形塑成「國民之母」，而政治上卻被排除

於國民參政權之外。但面對國族間的衝突、戰爭時，女

性又常成為國家動員的對象。本節將針對「強國保種觀

念下的女性」、「女性從軍」以及「戰爭中的女性醫護

員」等問題進行討論。

一   「強國保種」與女性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清朝遭遇歐洲強權衝擊，同時

「進化論」傳入中國，知識菁英感受到空前的「亡國」

陰影，擔心會「亡國亡種」。在一片「救亡圖存」的聲

浪中，「強國保種」的概念因而產生，重新定義了女性

在時代中的角色。

（一） 從「東亞病夫」到「強國保種」

面對西方勢力的挑戰，知識菁英逐漸感受到中國之

「衰弱」。引進「進化論」的嚴復（1853∼ 1921）於 1895

年（清 光緒 21年）3月發表文章時，曾使用「病夫」來形

容當時中國的狀況。1896年（清 光緒 22年）英國 倫敦的

報紙也稱中國是「東方之病夫」。為此，「東亞病夫」

漸成為中國的代名詞，嚴重打擊中國的民族自尊心。

國族主義下的女性

清末救亡圖存下的改革

清末外患頻仍，立憲派與革

命黨均採取「進化」的觀

點，力圖將人民與國家命運

加以連結，試圖找出救國方

針。當時雙方的想法為何？
（對應歷史 2）

回想 Bar

第 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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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種窘境，知識菁英提出「強國保種」的主張，

希望從作為母親的「女性」扭轉國家形勢。嚴復認為女

性因為獨具生育能力，而成為延續民族血統、強國保種

的主體①，女性因而成為「國民之母」。

（二） 女子：「國民之母」

部分中國知識菁英將「國民之母」的論述推向極

致，「女性」因而被賦予了救亡圖存的時代責任。

1. 反纏足

十九世紀末，知識分子認為「纏足」不僅傷害中

國女性，並且直接影響國族的衰弱，所以十九世紀以降

普遍出現「不纏足運動」②。如秋瑾（1875∼ 1907）即到

處演說宣傳，強調「放足」是「強種」和「振興中華」

的起點。

2. 推廣體育

「國民之母」意味著女性由過去「為家族綿延宗

嗣」，提升至「為國家孕育國民」。甲午戰後，梁啟超

（1873∼ 1929）等人提倡「女子教育」，認為婦女接受教

育，才能識字知理；並強調學校中「體育」的重要，

以強健體魄。唯有文武兼備的「國民之母」，才能孕育

出好「國民」。

① 嚴復的「強種」觀點：
認為近代歐洲國家鍛鍊身

體，以維持人種的優良，

故「強種」並非只是男性

的責任，占半數人口的女

性也應負責。

② 基督教與反纏足：1870
年代，中國和臺灣兩地的

基督教傳教士基於男女平

等和身體健康等理由，進

而批評纏足，並鼓勵女性

放足。雖然其立論與近代

中國的「強種」訴求不

同，但均對反纏足運動帶

來影響。此外，傳教士設

立的西式學校也招收女子

入學，開啟了近代中國的

女子教育。

小百科

培育「國民之母」

圖 3.2.1

三寸金蓮

廢纏足
傳統的審美觀─小

巧的三寸金蓮，使足

弓變形導致行動不便，

活動量也不足

1 興女學
女性可與男性一樣進

入學校，培養學識

2
學校開始出現體育課

程，如體操或球類運

動，成為女性鍛鍊體

能的管道

做運動3

女性與政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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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女性從軍

在傳統的性別角色的形塑下，軍事體制被視為是男

性的場域，女性長久以來被排除在外。

（一） 歐美歷史上的女性從軍

十八、十九世紀之際，歐 美的革命現場即有女性

的身影③。一些女性認為她們也可以跟男性一樣上戰

場，捍衛國族。隨著戰爭規模擴大，在人力的需求與愛

國意識的鼓吹下，女性也成為人力動員的對象，例如在

一次大戰期間，美國即有超過三萬五千名女性從軍④。

1970年代起，女權意識持續發展，在追求性別平

等的思潮下，歐 美各國陸續通過職業不得有性別歧視的

法案，開放女性可以就讀軍校。此後逐步開放軍中職

務，例如 2016年英國將女性納入前線作戰單位。女性

由早期受限性別「不可從軍」，至十九世紀又在國族主

③ 「女扮男裝」的女兵：
有些是不願與從軍的丈夫

分開，或者是基於經濟因

素，軍人收入較豐之故而

入伍。

④ 兩次大戰期間的女性從

軍：她們大多從事護理工

作，或擔任電報傳遞、文

書打字、操作機械等輔助

性的職務。

小百科

那些年在軍隊裡的歐美女性

圖 3.2.2

17世紀 18世紀 19世紀

女扮男裝的冒牌軍人

女性並非軍隊正規成員，而是以各種身分（如家眷）存在於軍隊中，或是必須掩飾自己的性別。

17世紀的軍隊中有不少女性隨
行，如女眷與女僕

法蘭西絲‧克萊頓
（Frances Clayton，1830 ∼

1863）追隨丈夫從軍，以

假名加入美國南北戰爭

漢娜‧斯內爾（Hannah 

Snell，1723∼ 1792）在英國

的殖民地印度服役，甚至

擔任海軍陸戰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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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民國成立後第

一屆女兵謝冰瑩  她擺脫傳
統家庭與婚姻的束縛，投筆

從戎。

義之下「半自願從軍」，至今日終於獲得與男性一樣擁

有「從軍」與否的自由。

（二） 近代中國史上的女性從軍

受晚清強國救亡的風潮與五四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的

影響，女性不僅得以「放足」走出閨房，社會上也開

始出現女性從軍的聲音。1926年（民國 15年）秋，國民

革命軍開始北伐，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俗稱黃埔軍校）招

收學員。在社會對於女性從軍的不斷催促下，首次錄取

二百多名女性學員，這是民國建立以後，軍隊正式招收

女子入伍的開始。最知名的就是謝冰瑩（1906∼ 2000），

她將軍旅生活寫成從軍日記一書，作為北伐期間的歷史

見證。1936年（民國 25年）底中 日戰爭爆發前，中央陸

軍軍官學校部分分校，也曾仿效早年女生隊的設置，陸

續招收女性從軍。據統計，黃埔軍校在 1949年（民國 38

年）之前的 23期當中，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八百人。

20世紀

專職護士

由於專業護理系統的建立，女

性開始以護士的身分進入軍隊

後勤支援

二戰期間，徵兵對象擴大到女

性，女性可從事輔助性工作

前線士兵

1970年代起，女性能擔任
更多軍事職務，至 2010年
起也能加入前線作戰單位

20世紀初英國成立皇家軍事
護士團，隨同軍隊參戰（1917攝）

1940年招募
女性入伍支援

後勤工作

1941年  僅限 20∼ 30歲的單身女性

1943年  全國 80% 已婚婦女

21世紀

二戰期間 
英國徵兵制開放女性

美國派

駐伊拉克

的女兵
（2005攝）

英國女子

輔助軍團

女性與政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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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十九世紀初一位

病人欲喚醒沉睡的女性護

士  罔顧病人需求的負面形
象，讓人質疑護理工作的專

業性。

三   戰爭中的女性醫護人員

戰爭期間，傷兵的醫療照護一直都是很重要的課

題。十九世紀以前，戰場上的護理工作，很長一段時間

都是由男性勤務兵負責，且護理人員多與酗酒、暴躁等

負面形象連結。

（一） 護理制度的變革

十九世紀上半葉，在歐洲各地出現護理姊妹會，開

啟了護理制度的變革。他們採用女性宗教修會的傳統，

要求護士必須接受醫院訓練、關切病人的靈性救贖以及

身體安適與治療，成功扭轉護士形象。

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導致疾病增加，加上醫療院所

的普遍設立，對護理人員的需求日益增加。而慈善模式

的改變、宗教振興與鼓勵參與的觀念，更強化了護理工

作就是基督徒責任的信念。這些時代的變化，促成之後

專業的護理改革。

（二） 南丁格爾建立近代護理體系

1853 年，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1299 ∼ 1922）

與俄國之間爆發戰爭。隔年，英國與法國為了支持鄂圖

曼帝國，組成聯軍，進攻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亞（Crimea）。

戰爭中大批英國士兵死於戰傷、霍亂和傷寒，倖免於難

的傷兵也未受到妥善的照護。消息傳回英國，舉國譁

然，陸軍大臣派遣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1820∼

1910）率領自願者到前線去。她在此過程中，為戰場護

理工作做出重大貢獻與改變。她返國後，在倫敦成立女

子護理學校，規劃系統性的學程訓練和制度，影響後世

護理知識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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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0 M30

近代護理學的奠基者：南丁格爾

圖 3.2.5

背景

影響與貢獻

她的發現與改革

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她奉命前

往斯庫臺（Scutari，今土耳其伊斯坦堡

附近）戰地醫院服務。

軍中公共衛生觀念的確立

1860年創立首間護理學
校，成為今日護理體系的

基礎

南丁格爾玫瑰圖（Nightingale Rose Diagram）：南丁格爾於 1858年統計
1854∼ 1856年間參與克里米亞戰爭的英軍死因，發現環境衛生的重要性

多數士兵死於醫院內部的

感染，而非戰爭傷害，因

此她重視院內環境衛生與

改善病患照護品質

戰爭結束時，英軍死亡率

竟由原先的 42.7％降至
2.2％

向英國女王提出針對軍隊

保健進行調查的建議，進

而成立軍人健康皇家委員

會（Royal Commission for the 

Health of the Army）

1.  

2. 

1.  

2. 

南丁格爾總是提著一盞油

燈穿梭在病床之間，因而有

「提燈天使」（the Lady with the 

Lamp）的美譽

1886年南丁格爾與護理學校學
生的合影

藍色區塊：

死於可預防的疾病

紅色區塊：

死於戰爭中的傷害

黑色區塊：

死於其他原因

冬天死亡率更高

1855年 3月起
改善環境衛生

南丁格爾

3. 

女性與政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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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1933年臺灣看護婦許可證  臺灣總
督府於 1924年公布看護婦講習規則，年滿 18歲
的女性經由各醫院設立的看護婦講習所的訓練，即

可成為正式的護理人員。

圖 3.2.7  1942年攝於中國廣東的臺籍看護助
手  臺灣總督府自 1942年 4月起招募 16歲至 25
歲之未婚臺灣女性，以短期訓練的方式快速培育看

護人力，支援香港、廣東兩地的日本陸軍醫院。

（三） 近代中國戰場上的女性護理人員

十九世紀後半葉，護理專業制度隨著基督教在中國

的傳播而建立起來。1933年（民國 22年）教育部頒行高

級中學軍事看護課程標準，強制高中以上學校的女學生

必須接受軍事看護訓練。1934年（民國 23年），國民政府

更明令將「軍事護理教育」列為高中女生必修學科。

中 日戰爭爆發後，這些受過護理訓練的女性被分發到

各醫院協助看護，而各界婦女也投入戰場救護工作。

（四） 戰爭期間的臺灣女性醫護員

清末開港通商後，現代護理知識隨著傳教醫療進入

臺灣。日治時期日人開始在臺灣有系統地訓練「看護

婦」（即護士），使其成為新興的女性職業。1937年，

中 日戰爭爆發，很多看護婦因而投入戰場，擔任戰場醫

護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護士需求大增，日本政府除

了擴大看護婦的培訓之外，更開始招募以高等女學校畢

業為主的臺籍女性，施以包紮、傳染病知識等短期護理

以及日本國民精神訓練後，再派往戰地擔任看護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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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凡爾賽宮婦女大

遊行（1789繪）  法國大革命期
間，一群憤怒的婦女們集結

至凡爾賽宮前，成為現代歷

史上第一場女性的遊行。

女性權利的提升

女性在歷史上長期被侷限在家庭生活之中，無法獨

立參與政治生活和一切公共事務。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

和工業革命衝擊了傳統舊秩序和社會結構，也產生了現

代的女權意識和女權運動。隨著女權運動的發展，女性

逐步爭取受教權、參政權和法律的平等權利，最終促使

了女性整體權利的提升。

一   女權意識的產生

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過程中，眾多巴黎女性走上

街頭，爭取自身權利，然而當時的人權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中並未讓女性

享有與男性同等的權利。1791年，法國 瑪麗‧戈茲

（Marie Gouze，1748∼ 1793）發表女權宣言，陳述女性應享

有和男性相同的權利，例如公民權、離婚與受教權。

1792年，英國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 1797）的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①一書，也主張女性在教育方面應享有更多機會。二者成

為後世女權運動的經典文獻，象徵現代女權意識的誕生。

公民意識的產生

法國大革命推翻專制體制，

開啟了公民意志的想像，啟

蒙運動如何體現在這場革命

當中？（對應歷史 3）

回想 Bar

① 英國鼓吹男女平權的先

聲：為女權辯護書中反駁

盧梭「女性無需理性教

育」的觀點，主張女性應

與男性同樣享有受教權。

小百科

第 節3
女性與政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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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後許多女性外出工作，有更多機會參與家

庭以外的社會生活，同時也意識到社會各層面的性別不

平等，進而渴求與男性相同的權利和自由。十九世紀之

後，不同階級的女性分別展開行動，走出家門爭取權

利，展開女權運動。

二   女性追求平等權利的歷程

十九世紀中期，隨著女性意識的增強，由中產階級

女性帶領的女權運動，藉由組織、出版報刊、遊行請願

等方式，積極爭取受教權、法律權，以及參政權，追求

男女權利平等。

（一） 受教權

十九世紀以前，女性經常缺乏受教育的機會，即便

有機會受教育，多半也只是增加她們在婚姻市場上的潛

力，並非是為了學識的考量②。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各國陸續通過有關義務教育的

法律，提供女性接受初等教育的機會。然而此時的女性

受教育主要是訓練女性成為賢妻良母③，或中、上階級

家庭中的合格女傭。女性仍是被排除在中等和高等教育

之外。在此情況下，女權運動者除了持續請願外，也主

動開辦女子教育。例如 1869年艾蜜莉‧戴維斯（Emily 

Davis，1830∼ 1921）開設「格頓學院」（Girton College），即

是英國第一間女子學院。然後，各大學也陸續開放女性

修課，甚至授予學位。至二十世紀初期，女性已大致獲

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

② 反對女性受教的說法：  
當時曾有醫學觀點指出，

女性先天體質較男性脆

弱，一旦學習過多會導致

血液由卵巢流向大腦，影

響生育功能。

③  十九世紀「賢妻良母」
的標準：1854年英國出
版家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一書，描繪中產階

級對於理想女性的想像：

以丈夫、子女的需求為優

先，勤勉的家庭主婦，也

成為當時女性美德的標

準。

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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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女性高等教育的發展

圖 3.3.2

學習音樂

以
前

以
後

19世紀
   中葉

淑女教育：培養「賢妻良母」
認為女性先天在生理上與男性的差異，被賦予

生育子女的天職，因此女子受教目的是為了日

後走入婚姻，相夫教子

1. 跨越高等教育的性別門檻
• 女權運動者透過募資辦理女子學院

•  僅限男性就讀的大學逐步開放女性入學

2. 社會風氣
20世紀前仍存在保守的性別觀念

斯莫爾尼貴族女子學校（Smolny 

Institute of Noble Maidens，1917攝）  該校於
1764年，在俄國聖彼得堡成立，為
歐洲第一所女子學校，以教授貴族

千金為主

1876年一首名為「女權」的詩  
由匿名為「M.C.M.R.」所寫，內容強
調女性身為「賢妻良母」的本分

歐柏林學院1889年畢業班合影  1837年，
美國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破例錄取了四

名女性，象徵美國高等教育的大門首次向婦女

敞開

英國

美國

 劍橋大學開放女子入學資格，但僅

提供修業證書，而非學位

19世紀末美國高等教育男女合校比例大幅提高

1870年　 1898年　

這就是女人最高尚的權利／

上帝給予的權利／

安慰男人的權利／

並鋪平他前往天堂的道路

70%30.7%

校內課程的差異

1865年　
1878年　 倫敦大學成為首所授予女性學位的大學

男女有別

男女平等

哲學、歷史

經典名著、

科學理論等

女紅、

繪畫、

音樂

男性 女性

閱讀

寫作

算術

共同課程

女性與政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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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女性爭取投票權的歷程

圖 3.3.3

（二） 法律權：財產與離婚

法國大革命雖帶來制度上的變革，但並未為已婚婦

女帶來法律上的平等。1804年拿破崙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çais）當中即明文規定，妻子屬於且應順從於丈夫。

十九世紀中葉前，歐洲各國法律均規定，女性的財產

（包含嫁妝與婚後所得）均歸於丈夫所有。女性在經濟上完

全依附於丈夫，也沒有孩子的監護權，更別說是提出離

婚。因此，女權運動者藉由遞交連署請願書，試圖在法

律上尋求平等的機會。至十九世紀後半，各國已逐步放

寬已婚女性在財產上的限制，過往「夫妻一體制」已

不復見。已婚女性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薪水，也能提出

離婚，在婚姻制度上逐漸得到和男性同等的權利④。

④ 英國婦女的婚姻與財產

權：英國議會於 1857年
通過婚姻訴訟法，將離婚

裁判權從教會轉移到民事

法院，並擴大離婚的適用

範圍；1870年通過已婚婦
女財產法，婦女的收入皆

被視為她自己的財產。

小百科

背景
•  南北戰爭前，僅成年白人
男子有投票權

•  19世紀中葉女權意識興起，
開始有女性投票權的提出

1
契機
1870年，非裔美國男性獲
得投票權，但女性仍舊沒有 

2

採取行動
1870年代起，女性爭取投票權運動陸續展開3
強行投票

1872年蘇珊‧安東尼在紐約州因非法投票被捕並接受審判

上街遊行表達訴求

1913年 3月，愛麗絲‧保羅（Alice Paul，1885∼ 1977）發起憲法修正案

的提議，在華盛頓特區進行第一次遊行

憲法第 15修正案：給予黑
人以及有色人種投票權。 1913年曼哈頓遊行

1913年女性爭取投票權遊
行的旗幟

1916年要求總統候選人威爾遜
支持女性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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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英美對於女性參政權的

看法：1787年美國制憲
會議上，即有提出將女性

列入參政權的要求，但並

未受到重視。1832年的英
國議會改革，在選民資格

上使用「男性」一詞，將

所有女性排除在外。

小百科
（三） 參政權

法國大革命帶動了公民參政的風潮，工業革命改變

社會階級結構，讓更多的資產階級要求參與政權，因而

自十九世紀前期，歐洲各國陸續走向政治改革的道路，

例如十九世紀的英國歷經三次議會改革、法國在 1848

年實施成年男子普選權。然而，女性均被排除在外⑤。

十九世紀中期，女權運動者意識到，唯有參與政

治，才能真正表達自己的聲音。以美國為例，南北戰爭

結束後，隨著黑奴的解放、工業化與農村城市化，使得

美國既有的社會結構鬆動。美國女性展開積極的行動，

她們組織全美婦女參政會（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在各州逐一推動女性投票權的立法，最終

於 1920年通過憲法第 19修正案，賦予女性投票權。

遭遇反對
認為大多數婦女忙於照顧家

庭，沒有餘力投票與關心政

治。讓女性參與投票只是徒增

選舉成本

4

成果
1920 年 8 月憲法
修正案通過，女性

投票全面合法

5
1911年反對婦女參政的組織

1909年諷刺女性參
政權的明信片

尋求各州政府支持

1919年美國各州開放女性投票權情形

懷俄明州：最早

開放女性投票

完全開放 

15州30%
完全未開放

11州 22%

未完全開放的區

域專門給女性投

票的投票箱

1917年紐約女性正在投票

女性與政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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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果與影響

十八、十九世紀歐洲政治和社會的變遷，促使女性

不斷思考自身在家庭、社會中的定位，探索平等的各種

可能。並進而訴諸實際行動，在困境中追求自身權益。

二十世紀初，歐 美各國女性陸續取得參政權，並致力

於爭取受教權與法律權利。女性不再只是男性的從屬、

家庭的附屬品，開啟了對於男女平權更多的思考空間，

以及「女性是什麼」的本質問題。有關二十∼二十一

世紀女權的變化，請參見本書第四章第四節。

一百年前的「粉領族」

今日男女無論在求學與工作上均擁有高度的自由，但在百年

前，從纏足中掙脫的臺灣女性，才正要走出家庭，展開她們

職業婦女的新體驗。

日治時期的臺灣女性可和男性一樣外出工作，在有酬職業上

也有不少選擇，例如教師、醫師、產婆、車掌等。女學生只

要家境允許升學，在校成績優異，往往有機會步上教職之

路；或者像是參加由醫院辦理的講習所，成為護士或產婆。

隨著當局設立市營巴士與百貨公司的進駐，使得身穿摩登的

西式制服的車掌小姐與百貨小姐，成為不少女性最嚮往的職

業。此外，日治時期的電話需由接線生代為轉接其他電話號

碼，工作性質要求口條清晰、聲線柔美，因而也是女性的職

業選擇之一。

同學們可以思考，這群日治時期新興「職業婦女」的誕生，

與當時女性受教權的變化是否相關？她們與當時女性的法律

地位與參政權的轉變是否相關？

生 活 中 的 歷 史

日治時期的車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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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與純潔的共存

⋯⋯唉，我們都是些什麼人，又何必說？我們從小就是受這種教育長

大：「祖國就是我們，我們就是祖國。」我還有一個朋友，她帶著女兒走遍

全城，在小女孩的裙子裡裹著好幾層的傳單。女兒舉起小手，央求媽媽：

「媽媽，我好熱，媽媽，我好難受。」大街上都是德國鬼子和偽警察。德國

人還可能瞞得過去，但要想矇騙偽警察就太難了。偽警察也是俄國人，了解

你的生活，能看透你的心，猜到你的心思。⋯⋯就連孩子也加入了游擊隊，

是我們把他們帶去的，但他們畢竟是孩子。如何保護他們的安全呢？我們決

定把孩子帶去收容所，但他們還是從火車上、路上一次次逃出來，再次回到

前線。

恐怕要過上幾百年才能弄清楚這段歷史：這是怎樣的一場戰爭？是些什

麼樣的人？他們的心境是怎樣？你想一想，一個孕婦懷裡藏著地雷，而她還

在等著孩子出生，她熱愛生活，也想活下去。所以，你說她怕不怕？但她還

是這樣做了，不是為了史達林，而是為了自己的後代，為了孩子的將來。她

不願意跪著生存，不想向敵人屈服。或許你會說，我們當時太盲目了，甚至

我也不否認很多事我們根本不明白，但我們的盲目和純潔是共存的。我們就

是由兩部分組成，由兩個生命組成。你應當明白我在說什麼⋯⋯

                         薇拉‧謝爾蓋耶夫娜‧羅曼諾夫斯卡婭（游擊隊護士）

資料出處：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著，呂寧思譯，戰爭沒有女人的臉：169個被掩蓋的女性聲音 
（新北：貓頭鷹，2016），頁91∼92。

請問：

1.  由資料的敘述，可以判斷出這是哪一場戰爭？又戰爭發展至何種情況？ 

(A)1812年拿破崙征俄大戰，城市游擊讓戰況膠著　(B)一次世界大戰，德

國入侵東歐，俄國援助激烈　(C)二次世界大戰，俄國反攻德國，進入德

國土地　(D)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深入俄境，俄國死傷慘重

2.  資料中的母親們帶著孩子祕密散播消息、到前線打游擊戰，在靠近胎兒的

懷裡藏著地雷。請問這些女性為何做出違反常理的行為？ 

(A)該國女性原本就擅長作戰，自然徵召入伍　(B)心中熾烈的愛國熱情，

不惜犧牲兩代性命　(C)缺乏安置收容幼童的場所，只能帶在身邊  (D)女

性捨不得孩子，即使戰爭也要帶著小孩

3.  作為女性／母親的角色，在對戰爭的回憶裡最終說出：「我們的盲目與純

潔是共存的。」根據資料，「盲目」與「純潔」各指什麼？為什麼可以

「共存」？ 

 答

 想讀 歷史

女性與政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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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追  查  線

本章述及女性教育權改變了近代女性思想及社會行為。因此從女子體育教育的

課程設計，也可窺見國家介入女性身體活動的各式規訓。以日本殖民政府首創臺灣

女子體育教育為例，透過女子體育的宣導與施政，期使女性符合國家動員女性身心

的多方目的。請同學閱讀以下幾段不同年代的女子體育活動的相關資料，並回想自

己體育課的相關經驗，並回答問題：

  資料一    

1920年代之後，受到整體社會競賽運動和國家重視之因素，臺灣的女子身體

納入國家管理體制，在重視競技表現之際，女學校紛紛成立各種運動部門，將身體

活動自正課延伸至課外之情景相當普遍。根據整理，課外活動包括團體操（早操、

課間操和廣播體操）、課後運動（田徑、弓道、拔河、舞蹈、網球、排球、籃球、游泳、戶外運

動）、各種運動會（運動大會、武道大會、游泳大會、長距離競走、馬拉松，以及網球、排球、

籃球、桌球等球類競賽）、校友會運動部、武道寒稽古（冬季練習的修行方法）、登山遠

足、臨海教授、夏季運動練習、體位向上等，顯現女學生參與面甚廣。

資料來源：林玫君，女子教育的體育課，臺灣學通訊第94期，2016年7月，頁14∼15。

  資料二   

1941年，國民學校的體育課改稱為「體鍊科」，意味著要鍛鍊兒童身體，以

便未來能投入戰爭，教授內容包括體操及武道。前者包括體操、教練、遊戲競技及

衛生知識傳授，特別重視團體訓練，致力於培養守規律、尚協同及服從精神。後者

強調日本精神的武道於五年級以上教授，男童教授劍道及柔道，女童教授薙刀，每

週5∼6小時。

包括高等女學校在內的中等學校則在1943年以後，體操科也改為體鍊科，每

週6∼7小時，目標在於「鍛鍊身體、鍊磨精神，育成強韌體力及敢為的精神力，

致力於國防能力向上，增進獻身奉公的實踐力」，體育課成為男女為戰爭準備的訓

練場。

資料來源：許佩賢，臺灣近代學校體育課，臺灣學通訊第77期，2013年9月，頁10∼12。

解放還是規訓？臺灣女子體育發展的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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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和同學討論，資料一到資料二的女子體育活動有哪些變化？可從哪些角

度分析這樣的轉變？也可嘗試搜尋一下世界各國首創女子體育課程的設計

為何？並與臺灣殖民政府做簡單比較。

2. 你認為在資料三中口述歷史中的主角透露自己樂於學習女子薙刀是基於何

種理由？與日本殖民政府希冀達到的武士人格精神相合嗎？你是否贊成

國、高中生體育課如日治時期男女分流分項或是現在的男女合班？試申論

你的理由。

Q

  資料三    

薙刀是一種長柄大刀，女學生使用的是木製棍棒而不是真刀。此時，女子的體

育活動方面，包含了薙刀、射擊、弓道或強化健行等體能上的訓練，且在訓練時，

無論師生一律赤足。學習薙刀道的目的是為養成日本的武士人格，薙刀的學習階段

分有薙刀術的修練、身心的鍛練修養及德性的涵養。

關於薙刀學習的經驗，曾就讀女學校的陳玉霞回憶著說：「有教授薙刀，是一

種長長的刀子，我們入學後一年級時說教導我們，讓我們學習，大家排成一列，然

後兩個兩個排在一起互相練習砍殺，是我們學校的舞蹈女老師自己教的。上衣著日

式衣服，穿著大長黑裙⋯⋯。」另一位學生陳素蘭也表示：「薙刀我也有學過，是

學校日籍女老師教授的，那時候聽說女學校的學生都要學薙刀來保護自己。所以我

很認真學習。」

資料來源：蔡元隆、黃雅芳，走出閨房上學校：日治時期臺灣雲嘉地區的女子教育與社會事業圖像，臺

北：秀威資訊，2017年，頁106∼107。

1941年臺南和敬女學校 (今臺南光華高中 )學生穿著運動服，以木棍代替薙刀，在學校教師的
指導下練習動作

女性與政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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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1945年二戰期間，500萬名的美國女性為了支應軍艦、戰機工業短缺的人力，

開始走出家庭，從事零件製造及焊接調整等過去主要由男性負責的職務。所得的勞動薪

酬正式跳脫了「傳統女性職業」──護士、接線員、打字員的限制。當時「拿起鉚釘槍」

的她們，雖然賺得了史上女性的最高薪酬，卻仍然遠低於於同業同工的男性同事，為後

來幾波的女權運動埋下種子。本章將從傳統性別角色的建構切入，論及女性宗教史上的

特別地位。同時也專節討論性別在婚姻家庭與社會變遷的動態影響，最後探討性別史上

平等運動的發展。

Q 若我們追求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那麼必須知道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如何造就我們。二戰

時期的職業婦女除了身處職場上同工不同酬的處境之外，可能還面臨到家庭婚姻、社會

觀念下的哪些困境及不平等待遇？而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這些情況是否已獲得很大的

改善了呢？

4
性別與社會

圖 4.0  二戰時支援國防生產線的美國婦女（1943攝）　二次

大戰期間，一名頭戴包巾的婦女正將鉚釘釘入飛機，此類形象成為

當時美國家喻戶曉的「鉚釘工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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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社會中的性別角色

傳統的經濟、婚姻、家庭是如何建構性別角色呢？

本節將透過中國「男耕女織」觀念的形成、臺灣原住

民族社會的性別分工以及近代西歐核心家庭的形成等來

闡述此一課題，從而了解傳統社會中性別角色的分工，

以及性別秩序的建立。

一   傳統中國男耕女織觀念的形成

（一）從生產形式到性別分工

農業生產一直是傳統國家最主要的經濟型態，其

中，糧食作物與紡織品則是兩項最重要的產業；男人

以犁耕田、女人用紡車織布，形成「男耕女織」的經

濟型態。女性紡紗織布的布帛，不僅為家庭帶來經濟收

入，有時也是餽贈街坊鄰居的禮物，彰顯女性在經濟活

動的角色。

（二）性別角色的建構

傳統「男耕」、「女織」的經濟型態，除了是性別

角色的自然分工，也與國家運作、財稅收入有關。在中

國，帝王和后妃分別主持「籍田禮」與「先蠶禮」，顯

示統治者重視糧食生產與蠶桑紡織，更藉由此儀式將性

別分工的秩序傳達天下①，成為平民學習的典範。此

外，古代中國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有「男耕」所生產

的粟、米等穀物，以及「女織」所生產的布帛、絲綢，

也都建構了傳統中國社會的性別角色②。

第 節1

① 性別與帝國秩序：明清
政府提倡女性織布，將其

視為「女德」的表現，重

點不在其經濟功能，而是

側重婦女維持社會秩序的

象徵意義。

② 「男耕女織」角色分工

的變化：明清時期棉與

絲紡織業走向專業化，由

於後者的技術較難，在明

代中期後的生產重心逐漸

轉向城鎮中的男性織工，

但農村婦女仍在家中負責

繅絲或織造較低品質的絹

綢。

小百科

性別與社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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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性別分工

現今的臺灣原住民族，仍保留許多傳統的社會型

態，而性別角色的分工則因各族社會結構而有所不同。

（一）由母系到雙系社會

儘管人類學家常使用母系社會來定義臺灣某些原住

民部落，例如阿美族和卑南族，男性在結婚之後「夫從

妻居」，女性在親族中扮演著主導的地位，但其實在公

共事務與政治運作上，原住民社會幾乎都是以男性為中

心，所謂母系社會的女性地位崇高，主要僅限於在家內

的繼承權或財產權上。以男性為中心的會所，女性都被

限制不能參加；很多重要的祭典，女性也只能負責與

祭品準備有關的工作。此外，還有很多女性禁忌，包括

不能碰觸獵具等。

原住民族社會的公共事

務參與

臺灣原住民族可依財產繼

承權和家長權歸屬，區分

為父系社會、母系社會和

貴族社會，但其實三者在

公共事務的參與者皆以男

性為主。儘管如此，原住

民女性是否有機會透過不

同的方式參與部落的公共

事務呢？（對應歷史 1）

回想 Bar

籍田禮與先蠶禮的演變

圖 4.1.1

清雍正皇帝親耕圖
先農壇為明清兩代皇帝祭祀農神的地方。

雍正皇帝曾多次前往祭祀。

雍正
自周朝開始，國家祀典已確立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

北郊的禮制，歷朝都沿襲此制度。反映出在農業社會，

農耕、紡織是國家重要的經濟來源。

1 男耕
皇帝親扶耒耜於田裡往返

三次，以勸農功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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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系社會的性別分工

泰雅、賽夏、布農、鄒、達悟族等，則是典型的父

系社會，男性負責打獵或捕魚（達悟族）；女性從事種植

農作物、釀小米酒、織布等家務工作。例如對泰雅族的

婦女而言，織布不僅是為家族生計、提供經濟價值，織

布技術也代表女性的社會地位。

（三）相對平等的貴族社會

排灣族和魯凱族的社會組織是階級制度，有貴族與

平民之分。排灣族實行長嗣繼承，不分男女，較符合

「性別平等」的觀念；但事實上，在排灣族的社會中，

階級的重要性大於性別。魯凱族則採取長男繼承，在生

命儀式、子女養育、角色分工等方面，仍有著明顯的性

別區別③。

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
目前僅有日本皇室仍保留此傳

統制度

古

雅子皇后首次進行給桑儀式。

2020年 5月日本德仁天皇即
位後的首次插秧。

清乾隆孝賢皇后採桑儀式圖
乾隆皇帝仿古制建先蠶壇、制定儀式，由

孝賢皇后首先施行。

今乾隆
皇后先採一次桑之後，上御座

觀隨從的妃、嬪、命婦採桑

2 女織
命婦採桑，蠶女

在兩側協助

圖 4.1.2  泰雅族紋面的

男女（1920年代攝）／男性會

獵首，女性能織布才有紋面

的資格。紋面與否，則是評

定男女社會地位的標準。

女性紋面的部位

為前額和兩頰

男性紋面的部位

為前額與唇下

男耕

女織

③ 魯凱族的性別區別：從
男女嬰搖籃旁放置的物品

便有所不同。男孩必須要

捕捉獵物才算是成年，但

女孩自長牙起到結婚，都

不再舉行生命儀式。

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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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代西歐核心家庭與性別秩序

（一）歐洲家庭結構的變化

中古時期，歐洲的主要家庭結構是大家族或折衷家

庭④。貴族的家族不僅是經濟單位，也是政治單位；婚

姻並非由單一個體所決定，而是家庭與男女雙方親屬集

體的決定，因此婚姻常是貴族社會政治結盟或利益交換

的手段。

從中古晚期過渡到近代的階段，王權國家⑤逐漸形

成，君主權力擴張、官僚組織系統化，使封建制度漸趨

解體。至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新教國家強調基督教道

德與服從於王權，以封建制度為根基的大家族親屬關係

崩解，西歐地區因而在十七世紀發展出核心家庭的結構。

（二）核心家庭下的性別互動

中古時期的家族被教會賦予強烈的宗教職能，親屬

往往就是教徒的教父、教母。但在近代西歐地區的核心

家庭逐漸發展後，親屬的干預力減弱，家庭逐漸取代了

家族的宗教角色，特別是信仰新教的國家。其中，在英

格蘭的新教地區，強調信徒不必透過神職人員，可自行

閱讀聖經信仰上帝，且教會大都強調妻子應服從丈夫，

讓丈夫或父親成為家庭禮拜信仰的主導者。

另外，法律規定的財產繼承原則，讓家父長可以憑

一己意志進行地產、財產的分配，都強化核心家庭的家

父長權力。此後，家父長可透過財產的掌握，操控妻子

與子女，甚至介入子女的職業與婚姻等等。

在十七世紀西歐的核心家庭中，由於宗教與法律上

財產的分配等因素，讓家父長權威的擴大，使得妻子無

法透過自己的親屬及神職人員提供奧援，因此當時中、

上階層的婦女地位及權利都受到相當的壓抑⑥。

④ 中古時期大家庭：中古
早期西歐社會戰爭頻仍，

封建體制下，家族的聲望

與戰功仰賴眾多的人力支

援，因此透過一夫多妻的

大家庭制度維繫勢力。

⑤ 王權國家：十五、十六
世紀歐洲各封建君主在建

立獨立政權的過程中，逐

漸累積民族認同情感，進

而鞏固國家主權。

⑥  十七世紀末狄福 (Daniel 

Defoe，1660∼ 1731)小說羅

珊娜反映當時代婚姻的

實況：「婚姻的本質，不

過是把自由財產權威和一

切事物交給另一個男人，

而女人此後就只是一個女

人—也就是說是個奴

隸。」

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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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西歐的婚姻與家庭—以貴族與地主為例

圖 4.1.3

中古西歐的貴族與地主家庭，容易受到外部關係如親屬、主從的影響，他們透過門當戶對的

婚姻鞏固或提升家族地位，但夫妻之間或親子之間卻較難建立起親密的情感。

家庭位於緊密的關係網絡中

家人之間難以建立親密情感

家庭的日常生活與親屬頻繁互動，也與領主、

附庸建立起以忠誠為原則的關係網絡

在缺乏情感基礎、強調生育功能的家庭中，

夫妻之間或親子之間往往關係淡薄

婚姻安排以家族利益為前提

為了鞏固或提升家族地位，除了確立長子繼承制，

也會藉由婚姻獲取財產、權力

夫妻分別帶著僕人在各自的臥

房中生活，不需要經常見到彼

此，也極少私下相處

兒童死亡率高，出生後送到奶

媽家養育，確認能夠存活才返

家，接著則由保母或家教照料

夫妻

貴族與

地主家庭

領主

家臣 食客僕從 佃農

親屬

親屬

親屬

親屬

親屬親屬

親子

家產不可分割、外流
繼承家業的長子必須盡早結婚，確保能生下子嗣

獲取更多財產與權力
與地位相等、或更有財富與權勢的家族進行聯姻

婚姻成為家族的大事
． 婚姻受到兩家長者嚴密的控制與安排

． 結婚意味著進入由配偶親屬組成的關係網絡

15 世紀初林堡兄弟（Limbourg 

brother，1385∼ 1416）作品最美時禱
書／描繪一對貴族新人在親屬的陪
伴下交換戒指，象徵新生活的到來。

1 家庭型態

3 家人關係

2 婚姻目的

僕從協助料理生活

起居，但親屬與僕從

在家庭中的進出，也

使夫妻之間少有私

下相處的機會

親屬在家庭生活中

占據重要地位，參

與大小事務的決策

性別與社會 4

95



婚姻觀變遷與女性自主意識

在工業革命前的傳統農業社會中，伴隨著生產勞動

中性別角色的高度分化，女性被限制在家庭之中、依附

於男性。但隨著十八世紀以來產業與社會的大幅變動，

家庭內既有的性別關係鬆動，加上女性參與經濟生產的

情況增多，女性開始爭取平等權利，是本節想要探討的

重點。

一   個人主義與婚姻、家庭的關係

十七世紀中、上階層核心家庭形成，家庭成員以外

的親屬對於家庭的干預程度降低，使家父長權威日增。

第 節2

16世紀中清教徒家庭

17∼ 18世紀歐洲上層階級家庭與婚姻
圖 4.2.1

1 背景 2 思潮影響
核心家庭

父親對妻子與子女訓示

16∼ 17世紀唯父命是從
家父長權威高漲

追求個人現世的快樂

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
利」是人不可讓與的三項權利

17世紀末洛克
婚姻是賦予「共同利益與財產」的契約關係，不代表丈

夫有統治妻子的權力。父親對子女的權力，只是他養育

過程的副產品

18世紀初主教威廉‧弗萊特伍德（William Fleetwood 

(1656∼ 1723) ）婚姻是一種基於權利與義務被訂立的契約。

妻子有義務要「服從與敬事丈夫」，而丈夫也有義務要

「愛妻子」

18世紀啟蒙運動開展後，對於人的互動與社會秩序都提供了新的觀點，

使得中古時期以來的婚姻與家庭也產生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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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十八世紀，家父長的權威受到當時啟蒙思潮的挑

戰，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因而改變。

十七世紀末，英國人洛克提出強調個人自由與平等

權利的主張。他反對以往將家父長權力類比於王權的看

法─丈夫如同君主統治天下般控制妻子，而主張婚姻

是丈夫與妻子謀求共同利益與財產的契約關係。①當

時，思想家強調個人自由與平等權利的主張，自然也影

響家庭內夫妻的互動關係，丈夫對於妻子的控制降低，

父親也著重於對子女的愛與照顧。家庭更強調情感、忠

實與照顧的責任，家庭生活有了更多的平等與互助。

伊萊賈爵士和伊佩夫人合影　18世紀發
展出新的家庭觀念，婚姻的組成加入較多的情

感元素。由伊萊賈爵士（Elijah Impey，1732 ∼

1809）與子女的互動中即可看出

1710年代英國子

爵與妻子的畫像

① 啟蒙時代的男女家庭
觀：洛克雖譴責社會對女

性的不公對待，但他也認

為男女在先天上的差異，

進而自然形成男主女從的

權力關係；為了謀求共同

的利益，應由夫婦中較強

壯與聰明的丈夫主導家庭

事務

小百科

3 實質改變
友愛婚姻

夫婦間的稱謂

．17世紀  「先生」、「夫人」

．18世紀  彼此的姓名或暱稱

婚姻觀
． 17世紀  父母對子女的婚姻有完全的決定權，
婚姻是基於金錢、權力、地位的媒妁之言

． 18世紀  仍重視門當戶對，但婚姻是兩人的情
感連結

．貴族間通婚的比例平均達60%
父親看著正在隨音

樂起舞的女兒，微

笑地鼓掌

性別與社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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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業革命下的女性走入社會

十八世紀晚期以來，土地兼併加劇，使人們喪失了賴以維生的土地，

而工業革命大工廠制的設立、技術與機器的變革，也造成家庭紡織手工業

逐漸凋零，吸引下層階級的女性加入勞動市場、走入社會。

（一） 走入職場

英國在工業革命後，工廠雇主多喜歡僱用溫順聽話的女工和童工。工

廠的女工無需太多的訓練與技術，以及社會普遍認為其剝奪男性的工作機

會，更導致她們在工廠的位階低、工時長且薪資低。特別是長時間在礦場

工作的女工，容易出現身體畸形或呼吸道感染的疾病。這群處於社會下層

的女工，婚後為了家計需要，有的人仍留在工廠工作，使得她們得承受高

工時、環境差的壓力外，同時又承擔家庭勞務以及照料孩童的責任。

另外，十九世紀部分中產階級的女性已不再受限於家庭主婦和母親的

角色，開始選擇自己想要的職業與生活。她們從事各式的職業，如家庭教

師、護士、公務員，或是進行慈善事業。女性經由就業獲得工作成就，與

社會互動更為密切，逐漸擁有獨立於男性之外的機會。

（二） 婚姻結構產生變化

由於女工的薪資較男工低，資本家大量雇用廉價的女工，以至於出現

丈夫找不到工作，需靠妻子養活的家庭。在此情況下，因而產生不同於以

往的夫妻角色，例如丈夫在家處理家務，並為外出工作的妻子縫補襪子。

另一方面，經濟與精神上的自主②，使女性不再將婚姻當作生存的依

靠，擇偶時會更注重愛情、感情支柱與伴侶關係。也由於此時女性對婚姻

的期望較高、期待真感情的出現，而有獨身婚齡推後和離婚率上升的現象。

② 婦女的財產自主權：如英國蘭開夏 (Lancashire)地區，女性在 16∼ 25歲期間能夠為自己存
100英鎊左右的積蓄，為婦女擺脫依附地位提供了物質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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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婦女生活的變化

圖 4.2.2

1 中產階級

2 勞動階級

已婚女性：重心仍在家庭

外出工作養家

公領域：男性薪水為家庭收入主要
來源

工業革命前：家庭就是小作坊

從事輕工業的生產，如紡紗、

編織毛衣和手套等。

交付給家中男主人，女性屬於

家庭的一部分，仰賴丈夫的供

養

工業革命後：進入工廠或從事
勞動工作
． 工時長、薪水偏低，但能夠掌握
的所得增加了

． 19世紀中期起，英、法兩國女性

占製造業工人比例平均達35%

私領域： 女性在家操持家務
為了維持家庭「溫馨的私領域」，丈夫

往往要求妻子專心在家操持家務，但女

性仍可透過慈善工作參與社會活動

家庭主婦

妻子專心在家操持家務，照顧子女

(1870攝 )

在家紡紗增加經濟來源

19世紀末的家

事女傭：中上階層

的家庭會聘請她們

協助家務

未婚女性：選擇外出工作增多

經濟獨立，結婚年齡推遲
產業變遷，職業類別增加，隨著女性識

字率提高，可以選擇更多的工作

位於美國俄亥俄州 (Ohio)國家收銀機

公司 (National Cash Register)的打字部門清

一色都是女性 (1902攝 )

文書打字員

工業革命改變世界的產業型態，連帶也對久居於家中的女性造成影響，改變了她們的生活

工作
內容

收入

至紡織工廠擔任女工賺取家

用 (1910年代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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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費力的提升

在工業革命大量生產與大眾消費的鼓吹下，人們的

生活逐漸走向大眾化、休閒化。女性在獲得工作報酬

後，開始將錢花費在穿搭上③，並享受在時髦的商店購

物。咖啡館、餐館、劇院、澡堂等各種商業化的消費場

所增多，也使她們在社會活動的空間逐步擴大，女性的

獨立意識也在經濟獨立中孕育而生。

三   女性的平等意識崛起與權利追求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的推展，讓部分的女性在家庭與

經濟上獲得更多的自主性，但仍有部分的工人階級女

性，遭受不合理的待遇。當自由、平等的價值日漸普

及，社會上出現了爭取女工權益及女性權力的呼聲。

（一） 平等意識的崛起

工業革命之後，女性在經濟活動上雖已有更多自主

空間，但也面臨許多問題。如同樣的工作，女性被要求

的條件比男性更高，卻只是男性的助手，且無法擔任管

理職，而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更是普遍。

當時，受制於男性主導的工會及法律，讓女性受到

不合理的對待與欺壓時，沒有管道可以申訴。女性逐漸

意識到，若要達到兩性的性別平等，必須獲得政治參與

權，才能進一步獲得如高等教育、自由工作和擁有財產

等方面的權益，促使第一波女權運動的興起。

（二） 平等權利的追求

十九世紀中期，英國中產階級的婦女有了性別自

十九世紀的工會運動

十九世紀初英國勞工階級

曾透過組織工會，以集體

的力量爭取權益。請問他

們曾採取什麼具體行動，

為自己爭取到哪些權益

呢？（對應歷史 3）

回想 Bar

③ 週日時尚：許多勞動階
級女性當時穿著體面，幾

乎與中產階級婦女不相上

下，她們通常會在星期天

穿著最好最時髦的服裝，

而且只要哪裡買得到，她

們就去買。

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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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開始以女性的身分爭取法律上的平等，包括出版報

刊雜誌、發動群眾對政府施壓、舉行罷工等。又如美國

婦女在 1848年召開第一屆女權會議（The Seneca Falls 

Convention），主張男女有相同的權利和責任，加快女性

的自我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

第一波女權運動是以爭取女性政治選舉權為主要目

標，希望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而實現各方面的男女平

權；從要求教育平等到要求財產的平等，繼而發展到

要求政治權力的平等。但第一波女權運動並沒有解決女

性所有的權益問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女性在

男女平權方面所獲得的成果仍十分有限。

由女性服裝變革追求男女平等

圖 4.2.3

1 起點 2 受挫 3 獲得認同
美國女權運動人士艾蜜莉亞．

布 盧 默（Amelia Jenks Bloomer，

1818∼ 1894）在 1851年挑戰「男
性褲裝、女性裙裝」的既有性

別區隔界線，提倡稱為「裙褲」

（Bloomer）的新式女裝：將裙長

縮短至膝，內襯一條燈籠褲

雖獲不少女性支持，但因打破

傳統女性應遵循的教條與規範，

招致許多非議。於 1850年代晚
期被迫退出服飾圈

1886年自行車問世，戶外休閒
運動也開始盛行，女性寬大的

裙擺不利於騎乘與活動，女性

穿著燈籠褲一事才開始被社會

所接受

1895年美國借用男

裝風格設計的燈籠褲

套裝

19世紀末法國女性

穿著燈籠褲騎乘自行

車（1896∼ 1897間攝）

19世紀中葉

穿著裙褲的女性
（1855∼ 1865間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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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社會的父權結構下，女性從屬地位似很難改

變。但在宗教世界裡，卻又往往可以看到女性身為宗教

神祇或神職人員，對社會產生顯著影響。本節將透過宗

教中的女性神祇與女性地位變遷的觀察，來了解傳統社

會中宗教與性別的關係。

一   媽祖地位的變遷

（一）從「巫者」到「天后」

媽祖信仰從宋代開始，歷經千年而不衰。根據史料

記載，媽祖出生於五代、北宋之際，是福建 莆田縣漁

歷史上的宗教與性別第 節3

歷代官方對媽祖的敕封

圖 4.3.1

元代新增海上漕

運的路線，媽祖

信仰因為漕運路

線得以傳播

從媽祖的封號一路由「夫人」，升格為「妃」、「后」，

足見媽祖已從民間信仰的守護神，成為官方認可的神祇

宋代官方正

式冊封

庇佑船隻、驅逐海盜、救災解瘟、助抗金勝利 神蹟庇護海運、漕運元宋

原因

夫人 妃 天妃
南宋高宗始封

「崇福夫人」

光宗再封「靈惠妃」 元世祖封「護國

明著天妃」

封號

北宋末，路允迪 (生卒年不詳 )出

使高麗，於海上遭遇暴風雨，

遇媽祖顯靈，上奏賜廟額

媽祖

清人所繪宋代媽祖顯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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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主要信仰玄

天上帝，僅兩次

敕封媽祖

清代敕封與臺灣有

關，欲藉由提高媽

祖的影響力打壓以

玄天上帝為守護神

的鄭氏政權，總計

敕封達 20次，封
號長達 64字

媽祖曾庇佑鄭和七次

下西洋行程平安。鄭

和因而立碑記述此事

庇護漕運、鄭和下西洋 庇護漕運、助施琅率清軍渡臺擊敗鄭氏政權明 清

聖妃 天后
明太祖封為「昭孝純正孚

濟感應聖妃」

康熙封「護國庇民妙靈昭

應仁慈天后」

媽祖

清朝官員

隨著歷代官方的敕

封，足見媽祖地位

提升，但仍在傳統

男性社會的框架下

民之女。起初媽祖並沒有名字，只知她姓林，一般記載

稱「湄洲 林氏女」，後來民間傳說才賦予「林默娘」的

名字。

媽祖最初的形象，是一個具有神通的「巫者」，平

日幫人占卜解惑，因占卜靈驗，頗受當地漁民信賴；

在她死後，當地人為其蓋廟，祈求保佑。民間社會根據

其神遊救難、預知禍福等靈異行為，稱之為「神女」或

「靈女」，甚至因她救助海難的行為，給了她「龍女」

的稱號。明 嘉靖年間，民間又出現「娘媽」的稱謂。

宋代以來，中國東南沿海的海外貿易發達，文風相

當盛行。從事海外貿易的海商或是捕魚的漁民，出海前

常祭祀媽祖，祈求出海平安順利；派至外地任官的士

人也會將媽祖視為隨行的守護神。當媽祖護佑官員和漁

民的事蹟陸續出現，官員不斷向朝廷爭取賦予媽祖更尊

崇的地位。在宋代，朝廷先後冊封媽祖為「靈惠夫

人」、「靈惠妃」；元代時，冊封其為「天妃」；到了

清代，更敕封媽祖為「天后」。

清代媽祖版畫明代天妃靈應之記碑

（立於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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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信仰隨著福建人士離鄉，傳播到中國東南沿海

地區，更擴及臺灣、東南亞、日本等地區。今日臺灣人

在正式祭祀媽祖時，往往稱呼「天上聖母」，在日常生

活中則稱之為「媽祖婆」，媽祖已成為臺灣人最重要的

「女神」信仰。

從早期福建民間以「神女」、「龍女」稱呼，到官

方陸續以「夫人—天妃—天后」褒封媽祖，其所

反映的是一個充滿性別意義的信仰發展歷程。

（二）從未婚到已婚：媽祖信仰的母親形象

歷代官方使用的「夫人」、「妃」、「后」等封號，

臺灣民間使用的「媽祖婆」，都隱含了為人妻、為人母

的性別意涵，同時也展現了母親慈愛的形象。媽祖從未

婚嫁，最終卻被信徒稱之為「媽祖」，反映在傳統漢人

文化裡，媽祖被建構成已婚的理想女性，故有學者妙喻

媽祖是「女性的光榮、非主流的勝利」。對遠渡重洋來

到臺灣的異鄉遊子而言，信仰「媽祖」猶如投入「母親」

溫暖的懷抱一般，這種性別角色的需求，也可以說是媽

祖信仰獲得廣大民間社會歡迎的原因之一。

二   臺灣原住民族的女祭司

在臺灣原住民族的社會中，存在著許多擁有崇高地

位的女祭司，反映出原住民對女性的尊崇與倚賴。

（一）平埔族的「尪姨」

平埔族之一的西拉雅族女祭司被稱為「尪姨」，不

僅是阿立祖信仰中的神職人員，主導傳統夜祭的進

行；並以阿立祖代理人的身分，扮演著溝通人與超自

① 「尪姨」與「牽尪姨」：
從荷蘭傳教士的記錄，可

知十七世紀時，西拉雅已

有音譯為米布斯（Inibs）
的女性祭司。受到漢人靈

媒稱為「牽尪姨」的影

響，到了清代之後西拉雅

人開始以「尪姨」稱呼她

們。

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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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女巫制度

圖 4.3.2

然力量的媒介。在西拉雅族人心目中，尪姨①擁有神聖

崇高而不可侵犯的地位，擔任尪姨是無比榮耀的事，而

被選中的女性也往往能稱職地擔任該角色。

（二）排灣族的女巫師

在排灣族的傳統信仰中，巫師就是部落的「神職人

員」，負責執行部落祭典，跟神靈溝通。排灣族的「巫

師群」有繁複的階層分工，女性擔任的是女巫師②、男

性則是男覡（男性的巫師）。其中又以女巫師的地位最

高，並由一名法力最高強的「首席女巫師」領導。

資格

資格

家中長女
排灣族採長嗣繼承，

長女為巫師，才能繼

續照顧家庭

神靈揀選
阿立祖透過託夢、或

是老尪姨退休前起乩

指定

培訓

七、八歲開始在「師

父」旁擔任助理學

習， 歷經六年，於

十四歲升為巫師

祖先是巫師
傳統每個家族都有一

位巫師，職掌一切生

命禮儀

隔代傳承或近親相傳
採隔代師承或姑姪、姨

甥相傳

神靈揀選
例如夢到巫珠，或在生

活中意外發現巫珠

 排灣族女巫師

臺南吉貝耍哮海祭的尪

姨（2000年攝）　手持代表阿

立祖權威的柺杖

1 

1 

2 

需有法力
如能與阿立祖等神靈

溝通，此能力須受族

人認同
2 

3 4

平埔族：尪姨

排灣族：女巫師

培訓

部落中的男性靈媒

「向頭」會教導各

類儀式，需數年時

間才能主持祭典

② 臺灣原住民的女巫師：
除了排灣族與平埔族，包

括阿美族、卑南族在內，

也都有屬於他們的女巫文

化。

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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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師在排灣族部落中，除了要「輔佐頭目」之

外，也是信徒的心靈支柱。不過，想要成為女巫師，必

須先得到祖靈的認可。傳說中，祖靈挑中「女祭司候選

人」後，就會降下「巫珠」③給她；換言之，在排灣

族的巫覡文化中，要成為女祭司必須擁有「巫珠」。

排灣族女巫師的工作，主要分成關乎部落平安、作

物豐收的「歲時祭儀」，以及著重幫人祈福、醫病等的

「生命儀禮」。

（三）女祭司的性別意義

原住民社會女巫師的存在，一方面有性別分工的意

義，一方面也打破「父系」或「母系」二分的思考。

在某些父系社會中，女巫師卻是擁有最崇高地位的神職

人員，很難用父系社會來概括之。

三   西方基督宗教與女性

儘管耶穌沒有任何反對女性的言論，聖經也顯示耶

穌對於女性賦予與男性一樣的關注與同情，但隨著基督

③ 巫珠：據說是神靈的代
表，也具有與神靈溝通的

功能。巫珠最常見的說法

是無患子的黑色種子，但

其實材質不限。

小百科

圖 4.3.3  排灣族的祭祀組織與性別分工

宗教改革與女性

十六、十七世紀宗教改革

之後，強調信仰自由與個

人閱讀聖經的變革，相當

程度上影響西方近代的自

由概念及個人主義，與此

同時，基督新教也設立學

校，供男孩和女孩接受基

礎教育。你認為宗教改革

後，新教教會應基於何種

概念支持女性受教育？（對
應歷史 3）

回想 Bar

頭目

首席女巫：
頭目自巫師群當中挑選，靈力

最強

女巫：主持家屋附近的祭典

男覡、祭師：負責遠處祭場

巫師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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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的發展，歧視女性、貶抑婚姻中女性地位的言

論卻愈來愈多，使得女性地位日趨下降。

宗教改革後，新教改革家強調尊重現世生活，肯定

和讚美婚姻，進而肯定女性在家庭和教育子女方面的重

要作用；為女性參與宗教和社會活動提供了較以往寬

鬆的空間。其中，貴格會（Quaker）是新教信仰中較為激

進的派別，相較其他教派，更強調女性的自由，主張女

性可以參與教會的活動、可以公開布道和演講。

十七世紀，喬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 1691）

創立「貴格會」。貴格會認為女性與男性都是按照上帝

的形象創造的，女性也有權利交流她們的信仰。福克斯

的妻子瑪格麗特．費爾（Margaret Fell，1614∼ 1702）曾撰文

表達「女性說話的權利是聖經贊成、證明並允許」的

觀點；因此在喬治．福克斯死後，瑪格麗特便成為該

派新的宗教領袖和信徒凝聚的中心。

觀音菩薩是男性還是女性？

　　西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後，觀音菩薩的形象是以俊美男性，加上小鬍子為基本

造型。但唐代開始出現繪有面容清秀柔美以女相顯現的觀音畫像，至宋代更為常

見，其原因有以下幾種可能：第一，佛經中描述觀音菩薩救苦救難的能力，在男尊

女卑的儒家傳統社會之下，女性相對弱勢，因此更渴望承蒙相同性別的菩薩以脫困

災厄。第二，歷代流傳觀音菩薩靈驗的故事、傳說和文學著作，並將白衣觀音與送

子概念結合，造就民間觀音女性形象的盛行。第三，武則天自稱其為彌勒佛降生，

以合理化其稱帝，以佛教觀音信仰執政，塑造觀音女性化的形象。最後，在中國文

化中，母親是「慈悲」的象徵，而觀音信仰強調慈悲度人與女性特質較為符合，因

此觀音菩薩也有「觀音娘娘」、「觀音媽」之稱。

生 活 中 的 歷 史

圖 4.3.4  貴格會代表人

物之一　貴格會追求男女精
神上的平等，致力於女性參

政權的美國女權運動者愛麗

絲‧保羅，也是貴格會的一

員（1920攝）

性別與社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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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女權運動雖讓女性獲得政治的參與權，但女

性的身體自主權，以及性別的議題並未受到重視。本節

將透過二十世紀不同階段所推動的女權運動，探討從女

權議題轉向性別議題的歷程。

一   第二波女權運動

（一） 女權的擴展

十九世紀以來，婦女逐漸擺脫家庭與婚姻的束縛之

後，開始爭取參政權；至二十世紀初，各國的婦女陸

續獲得參政權。兩次大戰期間，因男性上戰場所造成的

勞力缺口，女性肩負起「男人的工作」，政府注意到女

性的重要。然而，隨著戰爭結束男性回到社會中，女性

又被趕回家庭，重拾「女人的本分」，性別道德再度變

得嚴苛。

性別平等運動的發展第 節4

1966年美國全國婦女協會（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簡稱 NOW）遊行

1966年創立，爭取女性與男人應當享有相同
的工作機會、晉升管道及同工同酬。

1968年英國紡織女工罷工催生英國薪資
平等法（Equal Pay Act）

於 1970年制定，但給予雇主五年時間做調
整，至 1975年正式實施。此時英國法律才真
正重視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美國 英國

工
作
權

第二波女權運動在歐美各國

圖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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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西 蒙‧波 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 ∼

1986）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一書出版，書中指出女性

在歷史上屈居於男性、僅為「次要性別」的事實，反

思女性是受父權社會制約的產物，女性應重新定義自己

的存在，進而全面參與過去一直由男人所塑造的世界。

此書衝破習俗與偏見的限制，將婦女運動從單一議題

（如爭取投票權）擴展到其他領域，啟發了第二波女權運動。

（二） 追求實質平等與更多自主權

1960年代爭執不斷，許多社會運動發酵運作，包

括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反主流文化運動及反越戰示威

等，第二波女權運動也於此時醞釀而生。除了女權之

外，議題也延伸到社會的父權結構以及女性身體，包括

性別平等、生育權①、墮胎、避孕、離婚、女性的工作

權利等。1979年，第 34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女性

一切形式的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縮寫為 CEDAW），可視為

女權運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① 第二波女權運動對身體

自主權的訴求：包括解

放乳房、拒絕生育等，而

「焚燒胸罩」、「拋棄束

腰」等口號都震撼了當時

的社會。

小百科

1970年法國女性解放運動（Le 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簡稱 MLF）

受到 1968年五月運動的鼓舞，她們反對父權
社會對於女人的想像，要求伴侶分擔家務並

設立托兒所；譴責性侵，爭取墮胎權。

1988年西德爭取墮胎權遊行
西德女性發起爭取墮胎遊行，其口號為「我

的子宮屬於我自己」。根據德國刑法 218條
規定，如非經法律認可之情況，人工流產基

本上違法。此法一直到 1995才獲修正。

德國法國

身
體
自
主
權

民權運動與女性

1960年代歐美民權運動
接連展開，促使人們重新

思考自由與平等的價值，

你認為第二波女權運動也

在此時興起的原因為何？
（對應歷史 3）

回想 Bar

性別與社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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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議題擴及男性

1970年代，一群親近女性主義的男性，意識到男

性在父權社會中同樣遭受到不同的壓迫，如男性的感情

解放、性侵誣告問題、兵役問題等，也是重要的社會議

題，使得性別平等運動逐漸從女性擴展到男性。至此，

性別平等運動不再只是探討單一性別的弱勢，男性也成

為這場性別行動中需被保護的對象。

二   第三波女權運動中的性別議題

1980年代，第三波女權運動開始強調女性個體的

多元性，並納入黑人與第三世界女性主義②以及酷兒理

論③，試圖以更具包容的方式來對女性主義進行論述，

同時將討論的範圍由「女性」更加延伸至「性別」的

建構。

酷兒高舉「性別多樣性」大旗，宣示包容差異、

重視性別歧異性，主張應該重新認識「性別」，跳脫男

與女、同性戀與異性戀等對偶的性別觀；酷兒還強調

性別認同（gender）與性傾向（sexuality）的多元，將兩者

加以區分。此外，酷兒認為隨著時間，我們對性別和性

向的認同都可能改變，性別不再是永遠單一的。

② 第三世界女性主義：
1980年代起，非白人並且
曾歷經殖民統治的女性主

義者，認為原本的女性主

義是以西方、白人為中

心，忽略了第三世界被殖

民的處境與女性權益。

③ 酷兒（Queer）：原是異
性戀用來謾罵非異性戀群

體，有「怪異，變態」等

負面意涵。而性少數群體

最終透過挪用和改寫，把

它改造成用來表示其身分

認同的一個標籤。

小百科

圖 4.4.2  跨群體的議題聲

援　1985年 6月的英國倫敦
同志大遊行，一群遠自英國

南威爾斯（South Wales）包車前

來的礦工，感於前一年同志

團體以行動支持礦工的罷工

運動，因此特地前來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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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倫敦牛津大學就讀，確立其成為

唯美主義作家的道路
進入劍橋大學就讀

提出「圖靈測試」(Turing Test)，成為人

工智慧的開端

成功破解德軍密碼，使同盟國在戰場

更具優勢

與一名愛爾蘭女作家結婚 被英國海軍招募，從事軍事密碼的破譯

工作

獲釋後已不容於倫敦，遷往巴黎定居

公開予以平反

愛爾蘭都柏林 (Dublin)具有「女性化男

子氣質」的王爾德紀念雕像落成

公開予以平反

英國首相代表英國政府對圖靈所受到

的不公平待遇公開道歉

倫敦特拉法爾加廣場

(Trafalgar Square) 王爾德

雕像落成，象徵英國

人對同志態度改變
英國女王赦免

圖靈之罪

當時代的迫害

與一名男性貴族交往，遭貴族之父親

控訴而入獄

當時代的迫害

因房屋遭同性伴侶行竊而被警方調查，

調查後卻遭警方以同性戀行為起訴而

被定罪，判處兩年的賀爾蒙治療

1874年
1931年

1950年

1884年 1939年

1941年1895年

1952年
1997年

2009年1998年

2013年

1897年

1885年英國通過刑法修正案 (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 )，此法第 11條將所有同性間的
性行為訂為非法。

2017年，英國通過圖靈法（Alan Turing 

law），將過去曾因同性間性行為而被判

刑之人得到赦免。當年度約有 4.9萬名
男子因此被赦免

英國對同性戀的迫害與平反案例

圖 4.4.3

1 法源
2 知名案例

3 正式修法

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1854∼ 1900）

數學家：圖靈（Alan Turing，1912∼ 1954）

都柏林王爾德雕像

圖靈成為英國新版

50磅紙鈔人物

性別與社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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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不同於以往的性別運動，集中消除對某些性別

或性身分的歧視與偏見、以權益或平權作為運動的核心

與目標；酷兒運動試圖建立多元的政治環境，讓不同

的性小眾或性異議者有更寬容良善的環境。因此，酷兒

不只關心性，更擴展到對社會邊緣群體的關心，諸如殘

障、愛滋病、勞工階層的性剝削等。

三   當前的性別議題

經歷兩個世紀的爭取，世界各國的女性地位已大幅

提升，普遍獲得受教權與參政權。在幾波的女權運動

下，臺灣的女權運動者先從體制外爭取婦女的權利，緊

接著將關注的議題轉向性別平等，政府方面也著手制定

性別平等的相關法令。但世界上仍有許多性騷擾或性別

歧視，甚至家庭暴力、性暴力。例如 2017年開始的

「ME TOO」活動④、社會上對女性的年齡歧視⑤；此

外，公眾母乳哺乳議題也代表了女性乳房詮釋權尚未奪

回。

在性別認同方面，儘管有許多國家通過法律承認第

三性別，但跨性別者卻要承受性別重置手術的高風險。

而跨性別者參與運動賽事的公平性也頗具爭議，甚至連

當兵的權益也被剝奪。

同性婚姻雖已享有法律上平等的權益，但因為性傾

向備受歧視、被攻擊的事件依舊層出不窮。儘管目前對

於性別議題有不同的聲音，但我們仍應同理對待任何性

向的人，讓社會更加友善與多元。

④ ME TOO浪潮：2017年
起在社群媒體上開始流行

使用 #MeToo的主題標籤
來譴責所有性騷擾或性侵

害的行為。

⑤ 日本職場上的性別年齡

歧視：男性會把職場上

工作能力與自己相當的年

輕女性稱為「女孩」，而

把中高齡婦女揶揄為「大

嬸」。

小百科

圖 4.4.4  時代雜誌 2017
年度風雲人物封面為「打
破沉默者」　封面文案寫
下「為公開的祕密發聲、將

流傳於網絡的耳語搬到社群

網路上、驅策我們所有人停

止接受那些不可被接受之

事。」呼應當年度的「ME 
TOO」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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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畫中的性別形象　　

　　兩性一向被比為陰陽：陰靜陽動，陽為日，東方；陰為月，西方。故男

外而女內，男左而女右。這些觀念清楚地在漢代圖像史料—畫像石—上

表現出來，凡是象徵夫婦、婚姻與繁衍子孫的對偶神位置，都與陰陽觀念符

合。

　　陰陽本是對等關係，但內外左右的格局，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則呈現為男

主女從。東漢班昭在《女誡》中說：「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

陰以柔為用，男以疆為貴，女以弱為美。」男女的殊性異行，在畫像石上亦

有可徵。男女分職方面，大體遵行「男耕女織」。在家內空間分割上，以男

性活動為主體，女性的空間常位於內部，或壓縮於一隅。女性紡織育嬰，男

性會客處事，也是常見的圖像。而烈女故事圖像中，強調女性對男性的貞

順、節義，也是男主女從、男強女弱的反映。

　　然而，畫像石也有凸顯不同的訊息：生產工作上，女性也參與各種農

事、也從事各種商業活動。除此之外，漢代女性欣賞歌舞、宴飲活動等，則

顯示出他們擁有相當的社交空間。更有甚者，女性操持兵器征戰、為家族報

仇的圖像也多有存在。這些圖像顯示了漢代婦女地位，其實並未如想像中的

低落，甚至比後世朝代地位更高。

資料出處：劉增貴，畫像與性別—漢畫中的漢代婦女形象，李貞德主編，中

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聯經，2009），頁87∼134。

請問：

1.   圖為漢代伏羲女媧畫像磚的拓片。根據資料所提及的標

準，伏羲應為何者？ 　 (A)自右數來第一人像  (B)自右數

來第二人像 (C)自左數來第一人像 (D)自左數來第二人像

2.   資料提到，漢代男女在工作職分方面，大體遵行「男耕女織」方式。這種

分類方式主要依循的觀念應為　(A)男強女弱　(B)男主女從　(C)男外女內　

(D)男陽女陰

3.   透過閱讀資料，對於漢代女性形象應有基本的輪廓與認識。請問從資料中

所引用的書籍記載，可知在人們的觀念中，漢代女性的社會地位為何？這

些文字表述是否能反映實際情況？請舉證說明。

答

 想讀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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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工業革命後，工廠僱用許多女工，她們不僅待遇低，甚至在職場上還

面臨健康威脅，工作權益遭到漠視。然而，1888年倫敦百瑞梅(Bryant & May)火柴女

工罷工事件，不但創下女性罷工成功的首例，也是第一個成功由非專門工人抗議成

功的典範。她們以罷工、示威遊行、群眾集會、前進國會、或是在報紙刊登公開信

等等方式，成功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並鼓舞了稍後1889年英國港口大罷工的成

功。以下回顧罷工事件的始末，請同學討論與回答問題。

工人運動中的女性：1888 年倫敦百瑞梅火柴女工罷工

歷  史  追  查  線

女工遭遇 6/23被人舉發 工廠反擊

火柴工廠遭政府開罰，因而開

除爆料的女工，並要求其他女

工須簽下聲明，否則立刻開除，

引發眾女工不滿，在安妮比森

的支持下，女工走上抗爭一途

．  每日工時長達 12小時、
工資甚低

． 因各種理由被扣薪

． 健康受到威脅

 1.  製作火柴時，碰觸到
黃磷而中毒

 2.  在工作臺用餐，食物
受到磷汙染

經由費邊社成員安妮比

森（Annie Besant，1847 ∼

1933）的披露，工廠不

法情事曝光

安妮比森

女工在火柴工廠

內的工作情形 雇主只顧自己的利

益，讓這些女工猶如

英國的白人奴隸！

百瑞梅火柴工廠

這是不實指控，我們

將保留法律追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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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七項「勞資協商結果」，你認為哪些訴求不會出現在以男性為主的工

會運動上，進而凸顯十九世紀英國社會的性別問題？

2. 請同學試著回想，在你生活的週遭中，是否有聽聞或參與以女性為主的社

會運動？或是由女性主導的社會運動呢？而此類政治社會運動是否有其特

色呢？

3. 同學們可透過蒐集資料舉例，古今歷史上是否還有重大的政治運動或社會

運動是由女性領導或扮演重要的角色？

Q

7/5抗爭開始 7/17落幕

火柴工廠在政府、消費者與勞方三方的壓

力下終於退讓，與女工們達成以下共識：

1. 同意女工設立工會，進行勞資協商

2. 廢除罰款制度

3. 同意新設餐廳供女工用餐

4.  提供手推車運送火柴，女工不需再用
頭頂著火柴盤

5.  由公司提供全數工具，不再從女工薪
資內扣除

6. 計薪方式不分男女

7. 女工對於工作擁有自主權

．  罷工上街遊行

．  舉辦演講呼籲抵制百瑞梅

．  組成「火柴女工罷工委員會」

．  登報尋求各界捐款，籌措罷工
基金

．  透過向國會議員請願對政府官
員進行質詢

參與遊行罷工的女工 百瑞梅火柴工廠生產的火柴

性別與社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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