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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新女權運動的開展為肇端，對於女

性的關注逐步上升到學術研究層面，女性研究不但在美國、加拿

大、西歐諸國迅速勃興，也波及到日本、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地

區。特別是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性別視角伴隨著婦女研究的

深入拓展廣為傳播，由邊緣進入主流，成為‘顯學，甚至‘熱

學 [1)本書出版的契機源白日本閩西巾岡女性史研究會主辦

的“哥哥灣女性研究論壇向 2泊00仰7 至 2泊00仰9 ，歷時兩年，參加者皆

為活躍在臺灣第一，錢棧的性別學樹:究者、社會活動家或女性主義

官僚(刊Ferr

{修彥改增捌外，其餘皆是專鬥為該論壇撰寫并首坎刊發O 本書最

大的特色在於每篇論文之後附有論文翻譯者撰寫的“解題"。

執筆者作為相間研究領域的日本學者，不局限於簡單的評論和

解說，而是以學術敏感性和旁觀者的視魚自由機籽，彌補了本土

學者進行本士研究時的育點，展現了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和日本

在女性問題上存在的共通與相異，也在異文化的碰撞中激蕩出

靈感的火花。

本書由“變革仍道程

聽< "上云玉部分拘成，既體現了歷史演i進宜的縱向延續性，又反映出

君群干體與桐體、特殊與普迪之間聯繫轉換的橫向延展性O

第一部分從宏觀角度系統展示了臺灣存在的女性問題及由

此引發的社會變革。在《“不孝"的權利:臺灣女性繼承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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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3 J 中，陳昭如氏圍繞財產利益的分配與爭奪，揭示了其中

陪藏的性別秩序的定義權角逐(頁 13 ~指臺灣女姓研究仿排

戰趴下同) ，并對一直以來將放棄繼承權的女兒視為無助的受

害者或順從的孝女、將予奪繼承權的女兒視為白主的行動者或

不孝的惡女這一簡單的三元對立觀點進行了重新審視。林香奈

氏在解題《脫性別化的法律是否能對抗性差別:對女兒繼承中

潛在的性則不平等提出質問》中，依據日本及中國臺灣的先行

研究，對臺灣民法中繼承權修正的背景和與之相闊的婦女運動

進行了補充說明。在《臺灣女性勞動力與職塌的性別不平等》

中，張晉芬氏概述了從清朝統治期、日本殖民期直至現在臺灣女

性的勞動史，回顧了《兩性工作平等法:> (2002 年頒布，泊的修

正改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經過婦運開體的努力最終實施的

過程。大平幸代氏的解題《改善女性就勞環境:與張晉芬氏談

臺灣職業女性的現狀與課題》以訪談的方式比較了日本和中國

臺灣職業女性所共同面臨的結婚、生育、性別歧視等諸多問題，

在探尋解決策略的過程中進行了饒有興昧的對照反思。作為馬

英九摧選的臺北市公務員訓練中心主任，顧燕翎氏結合切身體

會在《女性主義體制內改革:臺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制定之

過程及檢討》中剖析了婦女運動與國家或官僚權力系統之間的

而力，根據女性政策與大選的關聯論述了當前臺灣女性問題的

政治化(頁 90) 0 洪郁如氏的解題《臺灣的女性主義官僚和性別

主流化》則將臺灣女性主義官僚的出現及其特徵置於國內政

泊、國際環境的背景下，結合民族的、個體的因素進行了思考。

他情氏的《臺灣婦女運動歷程》回顧了自日本統治期直到現在

臺灣婦女運動的過程和流變，竹內理樺氏則在解題《與政治民

主化并行:臺灣婦女運動的步伐》中以局外人的視角客觀闡述

了近年臺灣各黨派出於政治日的對婦女運動的介入，分析了與

政治密接造成的婦女運動的複雜化。

第二部分以發展的眼光追溯了女性不斷拓展自身活動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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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逐步融入社會的進程。游鑑明氏的《日本殭民體制與臺灣

女性醫事人員》依據當時的報刊雜志、乃至同學會的統計數據，

輔以豐富的采訪記錄，論述了日本統治下臺灣女性醫務工作者

的養成。坪田中西美貴氏的解題《需灣女性的近代體驗及干活

方式的變化》則從女性的放足、入學、就業等方面，闡述了日本

殖民統治時期的政策對臺灣新女性出現的影響。在《出家人

世:戰後臺灣女性僧伯的生存方式》中，李玉珍氏根據臺灣比丘

尼高學歷化的現狀，透過她們所展現卅的“活躍的社會參與力

和宗教領導力"考量女性“出家"的真正動機(頁 215) ，重新審

視了戰後臺灣社會變遷的文化與宗教意義。成田靜香氏在解題

《戰後臺灣佛教界的先驅女性》中介紹了問學日本修習佛教的

臺灣女尼妙慧的生平，并將其定義為臺灣佛教界“新女性"的先

驅(頁 243 )。對原住民女性的關注在畫灣女性研究中一互相對

薄弱，賴淑娟氏的《部落與都會之間:臺灣原住民婦女世代之間

經濟活動的轉化》揭示了捕人都市的原住民女性多半從事低報

酬、紙發展惜力的邊緣性勞動的現狀，警示了由此造成的家庭分

裂及對下一代的不良影響。野村帖子氏在解題《可視與不可視

之間:原住民族女性的現階段課題》巾，指出了原住民女性研究

處於“原住民族運動"和“婦女運動"的夾縫中、易被忽視的現

狀，繼而根據原住民女性問題的多元化中濃縮的臺灣女性問題

的多元化，指明了原住民女性研究的意義所在。

與前兩部分相比，第三部分傾聽女性的聲音，更加注重徵觀

與個體的考察。吳燕秋氏的《戰後臺灣女性墮胎心態史

( 1945一1984>> 以女性主義的觀點解讀了戰後臺灣女性的墮胎

心態及其中陪含的傳統生育價值觀和日本殖民期法律的影響，

根據相關報導總結了輿論將墮胎與性污名等同的傾向，探討了

“{憂生保健法"頒布的背景和該法律可能造成的諸如變相擴大

了丈夫對妻子身體的控制權等方面的弊端。中山文氏在解題

《臺灣、中國大陸、日本墮胎心態比較》中對比了二之地墮胎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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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現狀中存在的共同點和差異，探討了女性墮胎心態與社會體

制的關聯。邱貴芬氏在《女性史研究的方法:以一部臺灣紀錄

片為例》中，圍繞臺灣當代的女性紀錄片《消失的王國 拱樂

社}，通過訪談過程中社員的同憶對拍攝者試圖塑造拱樂社創

辦者陳澄三英雄影象這一本意造成的衝擊，探討了“底層民眾

發聲"的問題。田村容于氏的解題《當“底層民眾"敘述/欺騙的

時候:在臺灣女性史研究中使用紀錄片的可能性》探討了“敘述

者"與“被敘述者"主客雙方的可逆性，即一貫處於被敘述位青

的底層民眾一旦獲得話語權，則很有可能對原來的主流和權威

敘述造成衝擊。

日本女性學研究者竹中信于曾經在著作中引用歌德的話:

“瞭解女性才能瞭解歷史的真實，要好好瞭解一個時代，必須好

好調金那個時代的女性。" C 4 J 然而，女性在歷史中長期處於“缺

席"和“失語"的狀態，相關資料不是殘缺不全，就是含混曖昧、

甚至于巨曲歧誤。臺灣將這種眾說紛耘、莫衷一是的情況稱為

“羅生門詞源是黑澤明執導的同名電影。有趣的是，口語中

與臺灣“羅生鬥"一詞含義相同的是“竅仿中" (芥川龍之介小

說，黑澤明執導的“羅生門"的原形) ，而“羅生門"一詞於日本人

而吉指代的是芥川龍之介的另一部同名短篇小說，與在臺灣的

含義大相徑庭。這一方而反映了日本文化對臺灣在深度和廣度

上的影響，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相同文化在不開領域傳播中的變

遷。而這部經由日本學者編譯評介的著作，與純粹的臺灣女性

研究相比，也包含了不同文化交融碰撞產生的獨到之處。

鑒於臺灣女性史及性別研究日語之獻的匿乏，臺日雙方曾

合作編寫了《臺灣女性史人門}(臺灣女性史人門編黨委員會，

京都:人文書院，2008 年) ，本書是該書的拓展和深化，執筆者、

翻譯者的十九人中，有十七人參與了《臺灣女性史人們》的編

寫。在前書知識普及的基礎上，本書以新銳的觀點和實證的精

神探討了毫灣社會政治中與女性息息相關的諸多問題。編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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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吉》中提到，之所以將本書命名為“挑戰不但象徵著如今

活躍於第一錢的學者對臺灣女性研究作卅的新嘗試，也蘊含著

對後繼者的殷切期望。

“竅仿中"一詞日語的本意為雜草商L樹叢中，用以比喻紛耘

複雄、真假莫辨。如何在女性研究的紛繁蕪雜中筆路藍縷、釐清

諸相、披沙揀金，如何跳卅“身在此山中"的局限、通過與異文化

的接觸以更宏觀和客觀的角度審視和反思本士文化，這有待于

新一代研究者的新一輪“挑戰"。

日本國立奈良女子大學比較文化學博士 喬玉缸

注釋:

[1) 李小江著《女性/性別的學衛問題}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 {引

吉} ，頁 2 。

[2) 立性主義者( Feminist) 與官僚主義者( Bureaucrat) 的合成諦，在澳大和JíJ2Jz性

主義運動中生成的概念。參見田中洋夫(又于千← '7 工三二又:'Þ. t 女性

官僚:久性有僚(主7 工毛夕予 γ ←力仆，日本《國際Y 工:/歹一學會志》第六

號(2008 年) ，頁 150 。

[3) 論文標題參考了執筆者中文版原作，解題標題為筆者根攘日語翻譯，下同。

[4) 竹巾估子著《植民地臺灣仿日本女性生活史(明治篇)}(東京:回個書店，

1995 年) ，{序} ，頁 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