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
《婦女研究通訊》：《婦研縱橫》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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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編輯部提供

　　臺灣的婦女研究組織是在

「聯合國婦女十年」（1974-
1985）的最後一年有了開端。這

與曾接受西方教育的學者們，在

當時已達到職業生涯的全盛時

期，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有些

學者相信婦女研究是促使婦女

運動發展的一臂之力（Chiang,       
1999），而其他學者認為臺灣

的婦女運動才是幫助婦女研究萌

芽與成長的最大貢獻者（Chen,  

2004; Ku, 1996）。無論如何，

在近三十年內（1985 至今），

許多大學的性別與婦女研究組

織有了相當幅度的成長，如表

1 所示。自 1970 年代起，臺灣

的婦女運動以不同的步伐前進

（Hsieh & Chang, 2005）。而女

性主義學者得以藉由在此新興領

域的實踐，質疑並挑戰學術界中

『性別盲』的主流學術（Hsieh 
& Chang, 2005, p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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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機構 大學

1. 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1985 年設立） 國立臺灣大學

2. 性別與空間研究中心（原「性別與空間研究室」，1995 
　年設立），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

3. 性別與社會研究室（1989 年設立） 國立清華大學

4. 性別研究中心（1991 年設立）；性別研究所 *（2001 年設立） 高雄醫學大學

5. 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1998 年設立），中國語文學系 淡江大學

6. 性／別研究室（1995 年設立），英美語文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7. 性別與文化研究室（1995 年設立），外國語文學研究所 東海大學

8. 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原「婦女與兩性研究室」，1995 年設

　立）
國立成功大學

9. 性別教育研究所 *（2000 年設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性別平等教育中心（原「性別與傳播研究室」，1995年設立） 世新大學

11. 性別研究所 *（2003 年設立） 世新大學

12.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93 年設立） 中央研究院

13. 兩性教育資源中心（2001 年設立），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14. 性別與家庭研究中心（2007 年設立），輔導諮商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5. 性別研究中心（2008 年設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6. 性別研究室（原「師大性別社群」，2009 年設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7. 性別法研究中心（2013 年設立），法律系 國立臺北大學 

18. 性別研究中心（2013 年通過，現正建設中） 國立宜蘭大學 

表 1　臺灣的婦女／性別研究組織、中心及研究機構列表（1985-2013）

* 授予學位（2013 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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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85 年，「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

中的角色研討會」舉辦之後，婦女研究室

於國立臺灣大學隨即成立（由亞洲基金會

資助設立於人口研究中心）。成立時間界

於「白色恐怖時期」與 1987 年解除戒嚴

令的分水嶺，因此婦女研究室被視為婦女

運動的一部分，它平行於為數眾多的婦女

組織，而這些婦女組織是由在嬰兒潮時

期出生、曾在家庭或工作場域中受到父權

壓迫的三十歲出頭女性所引領。儘管婦女

研究室不被視為婦女團體，它透過媒體工

具扮演著傳播女性主義思維的重要角色，

而這樣的媒體工作多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女

性所從事，因此，婦女研究室在成立初期

就受到正向回應與廣大支持。如王雅各

（1999）所言，當資訊與溝通工具不存在

或不普遍時，婦女研究室扮演著連結各式

各樣組織、使物質資源能夠循環的角色。

　　自 1985 年婦女研究室成立以來，持

續舉辦演講、研討會、工作坊與會議，研

究室的成員也活躍地參加國內與國際間的

學術交流。在努力提倡婦女與性別研究的

前提下，婦女研究室建立了一個專門的圖

書庫，致力於蒐集與婦女、性別主題相關

的資料；並提供婦女與性別相關研究的

「種子基金」授予研究生。婦女研究室在

1990 年開設了臺灣第一個「兩性關係」

（Gender Relations）課程，並在 1997 年

創立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提供學生在性

別領域中有體系且完整的教育課程。由於

婦女研究室的成功，國立臺灣大學人口研

究中心於 1999 年更名為人口與性別研究

中心。儘管資金與人員的支持逐年增加，

在結構體系之下，婦女研究室在大學中的

地位仍然沒有改變。婦女研究室從大學層

級與本地資源中獲得極少的資金，其中幾

乎沒有來自國際組織的幫助，區域或國際

間的合作更為少數，因為缺乏自國立臺灣

大學的支持，婦女研究室也無法授予學

位。

　　在未來，臺灣的婦女研究室與其他研

究中心及機構，將依賴領導人物與隨著前

人步伐的新一世代的貢獻而發展。臺灣政

府在 2004 年制定「性別平等教育法」之

後，有越來越多與性別相關的課程出現，

而遍布全島的大學也需要有兩性關係的課

題，因此與婦女議題相關的課程更大量增

加。除了兩所在婦女與性別研究上佔據重

要地位的國立大學──臺灣大學與清華大

學，已於 1985 年與 1989 年先後開設了相

關學程，其他另有十六所研究中心、機構

與三所授予碩士學位的研究所，在臺灣不

同的區域也建立了起來，如表 1 所示。值

得提及的是，在 1990 年代初期，一群女

大學生們組織了「女研社」，以閱讀、建

立公眾講座、出版通訊刊物等活動，提升

女學生們的性別意識；在 1993 年，臺灣

女性學學會成立，幫忙促成大學校園中的

婦女運動；在 1994 年，臺北的女書店成

立，支持著女性主義的學術研究。另外，

婦女研究室幫忙中央婦工會於 1995 年草

擬了白皮書，引入性別平等教育的概念；

而對臺灣的婦女與性別學者有益的是，由

官方提供研究資助金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於 1998 年增設「性別研究」的獨

立學門。顯然地，學術界的婦女研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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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與在社會中廣泛的婦女運動發展並肩

存在，並且，有大量的課程陸續開授，與

婦女及性別相關的論文，以及中文的出版

刊物也蓬勃地增加。

　　臺大婦女研究室創辦了華文世界最早

以女性研究為主軸的刊物：一份是 1985
年創刊的《婦女研究通訊》（後依序更名

為《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婦女與性

別研究通訊》、《婦研縱橫》），另一份

是 1990 年創刊的《婦女與兩性學刊》（後

更名為《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婦女研究室成立的當初， 還沒有正式的

刊物，但是經常收到國外寄來的通訊及

不定期研究報告（working paper），例

如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NWSA）的 Newsletter，令我們興起開

始發行通訊的念頭，藉此把婦女研究室收

到的資訊散播出去。我所屬的美國地理學

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訊，例如國際會議、

新書的出版、獎學金消息、工作機會的資

訊等。在當時，世界各國的會員在資訊流

動尚不發達的時代，都是以郵寄傳送資料

的。

　　《婦女研究通訊》開始前，其實在先

前的人口研究中心就出版過通訊，以一年

兩期的形式發行，目的是使資訊流通，讓

最多的人知道國外有哪些會議，改善資訊

僅能掌握在少數人手上的弊病；而有了這

種管道後，知道會議訊息的人越多，參加

的人就會越踴躍，也使得中華民國的能見

度提高，在沒有網路的世代中，讓臺灣的

學術環境提升。

　　1985 年 9 月《婦女研究通訊》正式開

始，慢慢的，在不同的主編手上增加了內

容深度及廣度，包含出國開會心得報告、

研究室活動報告（甚至還包括照片！）、

各學校開授的相關課程、婦女研究計劃、

婦女研究書目等，我們也看見各學會都有

自己的通訊，提供許多專業的資訊。由於

是以紙本出版刊物的關係，儲藏及郵寄也

是一個很龐大的工作，因為自己編過通訊

的緣故，我很能體會這項工作的繁重、甚

至於壓力。至今，我也還存著許多完整的

通訊捨不得丟棄，包括幾十期的合訂本，

一方面是對這份刊物的感情，另一方面我

總覺得這些資料寶貴而值得珍藏。

　　今天，我很高興看見《婦女研究通

訊》已從通訊的形式轉變成《婦研縱橫》

的刊物，在與每期專題搭配下，《婦研縱

橫》的封面設計得美輪美奐，更成為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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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園地，一點也不愧為華文世界最精美、

而且質量並重的一本婦女刊物，郵寄單位

更從當初的每期 600 本，到現在已增加到

1,000 本。我翻閱了最近的十期，更是覺

得這份工作真不簡單，我們應該為歷任主

編喝采，心中也由衷地感謝她們長期的付

出。最後，我希望在座的年輕學者接棒，

把這美好的經驗繼續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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