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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編輯室、阿嬤家網站提供

一、臺灣慰安婦議題歷史發展

　　首位現身於公眾面前勇敢承認自己

在戰時是慰安婦身份的是南韓的金學順

（Kim Hak-sun）女士，她於 1991 年 8

月 14 日 1 終於打破沈默將這段過去娓

娓道來，那時她已 65 歲。一年之後，

1992 年，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以

下簡稱婦援會）設立的調查專線陸續接

獲臺籍慰安婦倖存者的來電。最終，至

1997 年，臺灣累計有 58 位臺籍倖存者。

伴隨慰安婦倖存者的出現，中央政府及

1 8 月 14 日後來成為國際慰安婦日，以紀念金學順女士的勇氣，並鼓勵其他受害者勇敢發聲，也期勉這樣 
 的悲劇不會再度發生。

談一座博物館的誕生與消亡：

從阿嬤家歷史看臺灣慰安婦議題及

陰性空間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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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地方政府也採取相應措施以幫助這

些曾經遭受嚴重性暴力的受害者。例

如，臺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從 1995

年開始對於居住於其管轄地範圍內的慰

安婦倖存者每人每月發放新臺幣 14,800

元的津貼；婦援會也在政府委託下陸續

提供倖存者相關醫療照護及關懷輔導等

服務。

　　除了政府的力量外，最為重要且

不可忽視的助力來自於婦援會及集結

於其中的諸多學者專家的積極幫助。

從 1996 年開始，婦援會舉辦各式工作

坊，利用瑜伽、戲劇、藝術治療等方

式，希冀以此來「讓許多阿嬤放下內

心的枷鎖」（阿嬤家網頁）。此外，

兩部由婦援會籌資拍攝的紀錄片：《阿

嬤 的 秘 密 ─ ─ 臺 灣 慰 安 婦 的 故 事 》

（1995） 及《 蘆 葦 之 歌 》（2015） 也

成為紀錄慰安婦故事並將之保存宣傳

的重要作品。

　　 另 一 項 重 要 且 從 2004 年 持 續 籌

備推動的工作，是臺灣第一座、也是

唯一一座以慰安婦為主題的博物館：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以下簡

稱阿嬤家）。此館經由婦援會獨立募

資，終於在 2016 年 12 月 10 日正式成

立。博物館在官方網站中清楚陳述他

們的理念是傳承歷史記憶與傳承女性

力量（阿嬤家網頁）。而從博物館本

身的命名與理念也可看出，作為全臺

唯一一間慰安婦且以性別議題為主題

的博物館，它所負載的動能（agency）

與目標，實際上背負著女性主義與歷

史記憶的強大訴求。然而，受到疫情

影響，婦援會宣佈阿嬤家將於 2020 年

11 月 10 日 閉 館。 這 一 座 短 短 四 年 的

博物館，從誕生到消亡，它如何表述

與詮釋慰安婦倖存者的生命經驗？如

何發揚臺灣人的國族意識？以及，如

何保存與提供民眾性別空間的公共環

境？都是本文的分析重點。

二、阿嬤家空間及展覽討論

　　自從投入慰安婦議題之後，婦援會

一直都是最為核心的負責單位。他們的

報告中表示，「長期陪伴阿嬤 1/4 世紀

以來，目前已收藏影音及書籍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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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5,042 件、慰安婦人權運動、阿嬤

個人物件、身心工作坊作品等相關文物

730 件」（阿嬤家網頁），再加上他們

希望能透過空間經營以博物館作為臺灣

文化外交、人權外交的基地；因此，阿

嬤家的誕生成為勢在必行的項目。2016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臺灣第一座

慰安婦博物館阿嬤家就此正式開館。

　　阿嬤家是一棟落成於 1922 年的歐

洲式歷史建築，共有兩層樓。從整體空

間規劃來看，藝術性、教育性及公益性

三者皆是設計上的重點考量。在藝術性

方面，設計充分地將阿嬤們的藝術作品

融入空間展演中。一樓入口的牆面上，

宛女阿嬤的三幅作品鑲列其上，吸引參

觀者的目光。同時，「打開翻轉櫃」，

是將阿嬤們的畫作 2，利用沖孔技術，

鑲嵌於紅銅之上，隱藏於牆面之中，期

待著參訪者親自動手開啟通向阿嬤生命

故事的大門。而在後院中則有當代紙雕

藝術家林文貞創作的「阿嬤家的生命

樹」，刻畫阿嬤們的生命故事。博物館

的藝術性成功地藉由藝術家與阿嬤們的

作品共同交織而成。

　　而在教育性方面，一樓的「慰安

婦」常設展清楚展示慰安婦制度的緣

起、臺灣慰安婦的徵集歷史、慰安婦在

海外的遭遇、倖存者的生命故事、以

及 1991-2016 年國際慰安婦人權運動的

歷程。經由時間序的詳盡整理，這些展

覽將慰安婦制度的前因後果以及慰安婦

倖存者的人生經驗完整的告知訪客。此

外，二樓的女力空間也定期更換展出慰

安婦倖存者（阿嬤們）的身心工作坊作

品。透過博物館展覽，參觀群眾得以了

解慰安婦制度的何時產生（when）、何

地運作（where）、為何出現（why）、

怎 樣 進 行（how）、 及 有 何 影 響

（what）。更重要的是，藉由這些性暴

力倖存者的故事敘述（storytelling），

博物館本身成為性別教育的重要展演空

間（performative space）。

　　最後，在公益性方面，也可以說是

凝結慰安婦個別經驗與臺灣民族共同記

憶，阿嬤家尤其展現其獨特的表現精

神。「她們的時光」藉由一座拱門，一

條長廊，將牆壁上的阿嬤照片、敘述文

字、原木、布料等元素綿密而細膩地串

連起來，不僅成為傳達慰安婦個人生命

經驗的長廊，也賦權（empower）走過

這條長廊的參訪者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此外，二樓的「蘆葦之歌」

──慰安婦阿嬤紀念空間──運用相同

2 這些畫作，包含「現在和未來的我」、「全身地圖」、「心火」、「生命樹」與「盆栽裡的花」（阿嬤 
 家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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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將個人生命經驗與國族集體記

憶融合呈現。透過上千根透明管與 59

盞投射阿嬤姓名的紅銅管，配合牆面上

蘆葦的意象，「象徵臺灣上千位慰安婦

阿嬤的力量……彷彿彷彿用雙手捧著阿

嬤」（阿嬤家網頁）。參訪者置身於博

物館的空間時，藉由自身與展覽的接

觸，產生與慰安婦倖存者的情感連結。

此情感連結更藉由博物館空間的放射，

提醒並確認參訪者的對臺灣的國族認

同。總體而言，阿嬤家作為全臺唯一一

處以性別議題為主軸的博物館，不僅提

供慰安婦倖存者個人的治療協助，同時

也擔負起臺灣人性別教育及歷史教育的

工作。

三、阿嬤家──陰性空間的論
述

　　同時，阿嬤家作為唯一一處女性

議題相關的博物館，博物館空間本身

不只成為國族論述的目標，自然也成

為陰性論述的焦點之一。法國女權主

義者 Luce Irigaray 認為透過空間做為媒

介，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想像關係在其中

展示表演。所謂「想像的」是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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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名詞，具有社會代表性的重要意

義；在父權結構的世界中，陰性的想像

（female imaginary）始

終被限制而無法發揮。

研究真實與非真實空間

區 別 的 Gillian Rose，

同樣指出沒有空間可以

不受人類意志、慾望及

想像的影響（Mitchell, 

2000）。Irigaray（1993）

跟 Rose 都清楚指出空

間無法避免的性別化傾

向。 而 對 Rose 而 言，

一處真實的空間是固定

的、有架構的、紮實的；

因此，也是有限制的。假如空間是用來

表演身份認同的舞臺，Irigaray 和 Rose

都認為空間本身也成為表演的一部分。

因此，積極的女性主義者會努力去尋找

新形式的空間來表現她們對父權制度的

抵抗。這些新形式的空間應該是多重

的、混合的、不明確的，讓它們「難以

形容、定義或敘述」（Rose, 1993）。

在這樣的前提下，阿嬤家無疑地符合所

謂陰性想像的空間，成為女性議題可以

被再現並且表演的混合性空間。

　　 另 外，Elizabeth Grosz 挪 用 古 希

臘 字 彙「chora」（χωρα） ─ ─ 也

就是 Plato 用來定義空間、場所以及地

點的詞語，來定義她所謂的陰性空間

（feminine space）。 對 Grosz 而 言，

chora 包含一種不可簡化的、常被忽視

的 與 陰 性 的 連 結。Chora 意 指 讓 女 性

可以不受男性監視，

自由地探索其中的陰

性 空 間。Grosz 認 為

男性已經建立為他們

目的服務的世界，其

中所有的社會空間也

自然而然地被他們所

掌控。女性被限制於

不是由她們所建造、

也不是為她們所建造

的建築中。因此，女

性在她們自己的家中

依 然 感 覺 無 家 可 歸

（Grosz, 1995）。

　　即使以上三位學者相信空間的社會

化明顯被父權主義定義且掌控；然而，

作為女性主義者，她們仍然堅持從空間

中找尋女性可以喘息且表演的陰性空間

來作為脫離父權控制並為女性發聲的伊

甸園。

　　可想而知，有些空間具有為女性保

留的，並不被男性框架所限制的彈性。

這些空間可用來支持陰性在男性主導的

環境中生存的可能。阿嬤家可以成為

（become）其中之一。這座女性博物

館的動能展現在婦援會過去幫助許多阿

嬤上，透過參加治療工作坊治癒創傷的

空間；對她們來說是精神上的家，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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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提倡關注慰安婦議題的堅強平臺。

總言之，阿嬤家成功地運用展覽與敘事

供給慰安婦議題足夠的動能，並且奠定

它作為陰性空間的實質內涵。展出的作

品明顯聚焦於女性，再加上圍繞著慰安

婦群體的生命故事，使得阿嬤家理所當

然的成為產出且宣揚女性觀點的社會空

間。相較於二戰時期遍佈全亞洲的慰安

所（comfort station）： 日 軍 用 來 控 制

慰安婦，剝削慰安婦身體作為服務日

本帝國軍隊的空間，阿嬤家則是成為

「催化慰安婦賦權的社會機構」（Molt, 

2006）。它將這些受害者的個人生命經

驗展現於大眾面前，並且轉化為臺灣人

民群體的文化記憶，以及對日本帝國的

批評分析。

　　慰安婦的身體／文化身體被陳列於

阿嬤家的展覽之中，她們的表演身體不

僅訴說著身為慰安婦曾經遭遇的個人經

驗，同時也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

展現了曾為臺灣人的集體歷史經驗。可

以說，慰安婦的展演身體自然參與形塑

臺灣人民共同群體記憶的歷史，並藉

由阿嬤家的展覽重複確認歷史記憶。雖

然悲傷但無法否認的，慰安婦的身體／

生理身體曾經在二戰中被日軍利用以對

日本軍國主義獻祭。日軍透過一系列的

監控來執行剝削慰安婦身體的制度，並

將其合理化、制度化。實施在慰安婦身

體上的性暴力是展現父權力量的一種有

效手段。慰安婦的身體被日軍強逼為性

奴隸，驅使軍人願意繼續征戰。慰安婦

的身體被有條有理的分割為多功能的用

具，她們被「使用」為勞工，性慾的、

生殖的、母性的景觀（spectacle），或

者 甚 至 是 隱 形 的（Singer, 1993）。 而

在戰後，「在男權主義的國族主義者

論述之中，臺灣慰安婦被束縛於雙重

負擔之下：女性貞節與國族貞節。這

些嚴苛的性別歧視施加於她們身上長

達五十年。」（Hwang, 2010）臺灣慰

安婦的身體／社會身體的形塑過程自

然也受到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

因而，慰安婦的身體／文化身體在阿

嬤家的展覽、繪畫、照片以及敘事中

同時被賦予雙重意涵：受難的母親形象

（icon），以及成為凝聚過往國族創傷

的（traumatized）陰性社會身體。

　　阿嬤家的參訪者可以透過照片、繪

畫及採訪影像去感受慰安婦身體上曾遭

遇的性暴力創傷。同時，這些藝術性文

本也將這些慰安婦身體再現為表演的身

體（performing bodies）。 透 過 藝 術 化

的表現形式，慰安婦受難的生理身體被

轉化為戲劇化的影像。表演身體成為博

物館訪客的凝視焦點，她們個人的、

私密的生命經驗被公眾化來揭露東亞

史上黑暗的一頁。阿嬤家／博物館成

為照片與敘述再現（representation）受

難女性故事的場域。阿嬤家／博物館

與訪客之間形成了一種多元對話論述

（discourse），這種建立於意識形態上

的交流對話，對於臺灣國族主義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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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的兩間慰安婦博物館指的是於館名中清楚指出且展覽集中介紹慰安婦的博物館：南京利濟巷慰安所 
 舊址陳列館及上海的中國慰安婦歷史博物館。然而除以上兩處之外，雲南滇緬抗戰博物館亦有慰安婦主 
 題展覽。

與茁壯有著不可磨滅的顯著貢獻。

　　博物館可以是提供安慰的場域也可

以是促成改變的地點，阿嬤家兩者皆

是。不過不能忘記的重點之一是，「人

們可以在他們延續的歷史中發現慰藉，

或者發現困惑」（Molt, 2006）。這樣

的觀點提供了思考阿嬤家／博物館的空

間論述的方向，為陰性空間與國族主義

的融合或衝突，提供辯證的可能。

　　學者 Linda McDowell 指出「女性

身體一向是權力關係表現的場域，在那

之上，女性特質（femininity）顯現其

中，不同形態的異性戀慾望也包含在

內」（McDowell, 1995），阿嬤家便符

合以上論述。在阿嬤家中，慰安婦戰時

的身體某種程度上經由展覽轉變為藝術

化的再現。她們的身體不僅僅被視為戰

爭中遭到剝削的性工具，而在戰後的歲

月中，其受難的母親形象與遭受破壞的

國族形象也同時在展覽中被重複召喚提

取，成為臺灣人民共同的群體記憶與歷

史傷痕。

四、結論

　　即使阿嬤家作為同時賦有性別議題

及國族意識的博物館，然而受到疫情影

響，門票收入及贊助捐款大量減少，最

終婦援會無力承擔，決定於 2020 年 11

月 10 日閉館停止營運。阿嬤家的誕生

至消亡，短短四年，然而，阿嬤家無疑

成為具有多重詮釋意涵的空間場域。國

族主義與女性主義陰性空間的話語權，

兩者參雜並共存其中。訪客透過展覽空

間的訴求，反省自身性別與國族認同的

課題。

　　東亞各國，除了臺灣之外，其他國

家也始終致力於收集相關歷史資料來

為其國內的慰安婦受害者們發聲；其

中，成立博物館來悼念受害者，並提醒

國民永勿忘懷歷史傷痕，也是一項十分

關鍵的課題。相較於陸續成立的南韓四

處、中國的兩處 3、以及菲律賓的一處

慰安婦博物館，臺灣的阿嬤家最晚誕生

但也最快消逝（WAM, 2017）。臺灣作

為一向自豪以人權法律及性別平等領

先全亞洲的國家，在慰安婦議題的著力

反而相較停滯。一旦阿嬤家休館，臺灣

唯一一處慰安婦博物館也將關閉，帶給

臺灣的影響將不僅僅是陰性空間的消

亡，也是女性主義及性別平等教育的一

大打擊，更將對臺灣國族主義的發展造

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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