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學是一門透過不同的證據嘗試

訴說過去的學科，透過考古學的研究，

我們企圖討論「現在」是如何形成。但

是，更重要的是，這些對於過去的討論，

常被用來合理化、自然化我們當下的各

種行為。「自古以來」這一說法便常常

是我們為自己行為辯護的藉口。看看當

臺灣社會開始在討論多元成家法案時，

社會爭論著何謂家庭，最常聽到反對的

理由便是多元成家違反傳統，家庭自古

以來便是一夫一妻，彷彿加入時間的長

度，討論就可以終止。然而過去社會真

的是這樣嗎？自古以來到底是多古呢？

　　對於人類過去，我想考古學所能理

解的時間深度應該是遠超過其他學科，

考古學者運用不同的線索，論述不同時

空裡可能有的社會樣貌，這個時空可以

早至數百萬年前，當我們的祖先開始在

非洲大陸直立而行。然而在考古學這學

科長達百餘年的發展歷史中，考古家是

如何討論過去的性別關係呢？

　　其實相較於其他學科，考古學家對

於性別的討論晚了許多，更準確地說，

一直以來，考古學家對於過去社會性別

關係的態度，常常是認為證據不足，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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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談，或是把當代社會的理解直接投

射於過去，成為固化性別偏見的幫兇。

諸如男狩獵／女採集、男主外／女主

內、男尚武／女柔順，這些當代社會主

流的二元論述，常常成為考古家理解過

去的假設，這樣的假設又進一步強化、

合理化這種對立的性別觀點。

　　一直要到 1980 年代，考古學家開

始想要理解過去社會的性別關係，尤其

在女性主義的影響下，質疑過去考古學

研究中那些隱而不談的假設，考古學

的性別研究才算是真正開始（Conkey 

& Spector, 1984）。首先，考古學家爬

梳、拆解過去考古學研究中瀰漫的男性

中心主義，點出女性在考古學論述中

的缺席。在傳統考古學中，相對於男性

被理所當然的視為人類歷史事件的啟

動者，女性身影卻在過去社會的故事中

消失，或是被否定其能動性。例如在對

於農業起源的討論中，Patty Jo Watson

及 Mary Kennedy（1991）便指出其中

的性別偏見，她們認為由於傳統對於男

女性別特質的假設，相對於主動、積極

的獵物追尋者，女人被視為被動、消極

的植物採集者，但是當考古學家在討論

農業起源時，卻又可以忽略女人與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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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互動所可能擁有的知識，無視或是

否認女人可能在農業起源中所扮演的

主動角色。也因此，在指出男性中心主

義如何影響考古學家訴說故事後，女性

主義考古家更進一步嘗試勾勒出女性

在歷史發展歷程中的可能樣貌。也因此

Watson 及 Kennedy（1991） 在 討 論 北

美玉米的農業時，強調雖然玉米栽培是

由熱帶地區傳入北美，但是由於女性與

植物長期的互動，協助女性更積極地培

育出適合北美洲自然環境的玉米種類。

　　而女性主義對於科學知識建構的

反思更是促使考古學家重新思考論述

的基礎，挖掘考古知識建構與考古家所

處社會間的關係，更具批判性的自我反

思，並強調考古學的社會責任，甚至

帶起考古學者重新想像不同書寫的可

能，更清楚的連結考古學與當代社群

（Wylie, 2007）。 同 時， 酷 兒、 展 演

等性別理論更是提供考古學家新的理

論架構來思索過去社會，打破傳統男

／女及性／性別的二元框架（Ghisleni, 

Jordan, & Fioccoprile, 2016），進而探

索過去社會中性別關係的多元樣貌，人

群性別認同的流動性及性別與其他社

會角色間的交織性。

　　性別考古學的發展在歐美社會已

近數十餘年，反觀臺灣，性別議題在過

去考古學的論述中一直未受重視，然而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當代，隨著臺灣考

古社群的多元化，女性考古家數量的成

長，透過考古學方法來論述過去性別關

係的研究開始出現。本期專題「考古學

裡的性別研究」則為國內第一次匯集了

五位考古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嘗試討論

性別關係，展現當代臺灣考古學家對於

性別議題關懷的多元面向。

　　首先，內田純子透過殷墟豐富的

考古資料，搭配相關的文獻紀錄，嘗

試論述在這個中國最早有紀錄的都城

遺址中可能有的性別關係。都城遺址

往往是被論證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證

據，傳統學者注目的焦點通常放在都

城中公共權力的展現、社會階層的建

構及社會複雜化的樣貌。然而內田純

子卻從性別切入，針對各式手工業進

行分析，一步步看到殷墟這個都城中

性別化的過程。從內田純子的分析中

可以看到，性別關係並非持續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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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分工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逐漸

被形塑出來，而這關係的形塑亦和城

市化的過程息息相關。

　　鍾國風則透過民族考古學的實踐，

嘗試描繪出阿美族 Lidaw 社傳統的成

年禮中被忽略的女性角色。不同於傳統

考古學，民族考古學家透過參與當代社

群的生活，可以觀察到社群中動態的樣

貌，重新理解社會中物、空間及社會關

係間交錯的關係。在臺灣原住民社會

中，阿美族常被視為母系社會的代表，

然而男性的年齡組織卻往往是學者關

懷的焦點，與內田純子相同的，鍾國風

透過在 Lidaw 社船祭成年禮中女性的

行動，勾勒出 Lidaw 社如何透過物與

地景，連結了不同性別認同的過程。內

田純子和鍾國風的研究皆顯示，性別認

同及關係的建構為一互動的過程，非自

古以來而固定不動，且性別與社群內其

他的社會關係交織在一起，互相影響。

　　女性主義對於考古學的影響之一

是對於傳統分析架構的挑戰。柯渝婕便

是在這樣思潮的啟發下，重新去發掘過

去長期被忽視的物可能含有的多元意

義，她從與人身體關係最密切的陶環著

手。陶環為臺灣史前社會常見的物品，

通常被歸類於裝飾品而不受重視，更因

為裝飾品常常與女性連結在一起，就

理所當然的被忽略。在過去的研究裡，

面對遺址中出土的眾多陶環，考古家除

了進行初步型制分類外，就未再進行論

述。柯渝婕指出這樣的偏見，並進一步

透過陶環的型制多樣性，論述史前蔦松

的社會關係，強調陶環可能與蔦松人群

的社會、性別、年齡、親屬、階級等認

同息息相關，而非僅只是史前社會中微

不足道的小物。

　　本專題的最後兩篇文章則分別針

對中國西南及日本兩個區域，從過去

的研究中爬梳出女性的身影，並思索

考古研究者與研究本身間的關係。盧

柔君從手工業分工、女性酋長的議題

帶出深植於日本考古學討論中的性別

偏見，並進一步透過女性研究者在考

古學領域的分布及研究議題的分析，

指出女考古學者如何嘗試在以男性研

究者為主體的日本社會開創出一條新

的研究領域。

　　專題最後一篇文章則是由林圭偵

談不存在的邊地婦女。邊地在主流的論

述就已經被邊緣化，而婦女更是被視為

不存在。林圭偵從神話、歷史文獻中爬

梳出不同女性的樣貌，而這些女性的樣

貌亦展現在不同物的媒介上，當我們細

細觀察這些物上的圖樣，過去社會中女

性的形象逐漸清楚，林圭偵更嘗試將

1940 年代中國第一個女性考古家──

曾昭燏──的身影描繪出來，並好奇地

提問：曾昭燏是如何在以男性為主流的

考古圈中生存？而這樣子的書寫，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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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女性其實從未缺席於考古研

究中，只是她們的研究在傳統父權的學

術社會中被邊緣化，而待我們慢慢將她

們的貢獻訴說出來。

　　對於性別關係的探索刺激了考古

學者思索新的理論及方法，而這些新的

理論及方法則又挑戰了我們對於過去

社會性別關係的想像。尤其是女性主義

思潮的影響，讓考古學者從根本去質疑

學科本身的性質，並將對於性別平等的

追求延伸到社會正義的堅持。然而臺灣

考古學的性別研究則在初萌芽階段，因

此仍主要集中在將女性身影彰顯出來，

無論是針對過去社會的討論或是檢討

學術社群的性別關係。換言之，我們對

於臺灣史前社會的想像仍停留在二元

性別角色中，尚未開始重新思考臺灣史

前社會可能有的多元性別樣貌，更遑論

探討史前社群中性別與其他身分認同

的交織性。而臺灣當代不同原住民社群

所展現性別關係的多樣性，其可能有的

時間深度及發展過程則是考古學研究

可以貢獻的。凝視性別的樣貌，可以為

臺灣考古學帶來新的研究可能，也豐富

我們理解這塊土地曾經發生過的故事，

進一步刺激當代的我們反思面對差異

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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