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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年前，高雄醫學大學的「性別

研究所」成立了。秉持著如同本所簡介

所述「No Gender, No Lives」的信念，

短短 20 年間性別所的全體師生已在社

會各個角落傳播性平種子，並成長茁

壯。不僅改變了傳統保守的醫院文化，

更展現屬於南方的多元樣貌。向後回

顧，有畢業師生在各自專業領域中的豐

碩成果；向前展望，則看見性別研究所

如何持續深耕的可能。在 2021 年因新

冠疫情而無法實體同歡的時刻，我們打

破時間、空間上的限制，舉辦「實踐與

改變：我們的性別之路」20 週年所慶

線上研討會，與大家共同分享高雄醫學

大學性別研究所的過去與未來，並一同

期待迎接下一個十周年。

一、性別與醫療（不）共舞？

跳支充滿張力的探戈

　　第一場論壇，邀請到現今在政治圈

持續征戰的本所退休教授──成令方老

師，大略地爬梳高醫性別所的發展過

程，並簡要地描繪性別與醫學領域之間

84

活動報導

婦研116期-未封裝.indd   84 2022/9/1   上午11:13



主辦│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時間│ 2021 年 9 月 25 日

地點│ Google Meet 線上研討會

與談人（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筑蓁│臺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承辦人

王紫菡│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江以文│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秘書長

吳怡靜│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承辦人

李夢萍│中華民國台灣懷愛協會主任

林秀怡│婦女新知基金會開拓部主任

洪斐云│社工師

張詠翔│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呼吸照護病房護理師

許震宇│樹德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黃勇王│急診專科護理師、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土生

黃璨瑜│河堤身心科診所醫師

葉力菱│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劉宇霆│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南部辦公室社群發展部主任

蔡佳臻│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員

鄭子薇│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鄭琇惠│文化診所社工員

簡至潔│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秘書長

簡瑞連│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長

顏芝盈│高雄市立獅甲國民中學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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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及相關研究。接著，邀請在醫學

領域工作的各屆畢業生談論醫療現況下

的性別議題。

　　「女性」身分在醫學領域裡經常是

隱形的存在，症狀的表現極易被視為是

「非典型代表」。因此性別與醫療更可

以說是一個被「視而不見」的議題，在

精神醫學中更是如此。在身心診所服務

的黃璨瑜醫師以婦女更年期為例，說明

女性在社會中面臨的各類壓迫與創傷，

多以「生理」症狀的形式展現自我的不

適感，卻因此使得多數婦女以純粹的

「身體不適」來認識更年期階段，而忽

略關照自我情緒與狀態的重要性。同在

身心診所觀察多年的鄭琇惠社工員也同

意，若婦女的性別困境不被看見，醫

療處置就只能停留在緩解生理症狀為重

點，僅能達到「治標不治本」的效果。

　　女性同時身為「母親」、「妻子」

等身分時，隨之而來的義務責任經常被

集體社會加諸過多的期盼，甚至有時會

遺失自主決定的權利。婦女研究卻讓

我們看見在許多身分下，以更多元交織

的視角觀看時，如何挖掘、發展自我。

精神醫學強調身、心靈的高度關聯，將

此框架帶入性別議題中，我們若能嘗試

去看見女性日常生活中面臨的社會關係

壓力，或許就能理解症狀的顯現其來有

自。對於身心靈自主的追求，必須要了

解個體身處的文化規範如何帶來影響。

如同《纏足幽靈：從榮格心理分析看

女性的自性追尋》所強調 1，陰性本質

1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視個體具有雙面的陽、陰性特質存在；「自性化歷程」則是平衡、 
 接納內在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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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ne）的被壓抑使女性心靈飽受

束縛。降低生理不適的第一步，則是鼓

勵女性發展自我，開展自性追尋的一段

歷程。

　　讓我們繼續從醫用者的議題轉向，

看看現今的醫療工作者在醫療體制下面

臨的不同問題。專屬女性的醫療場域同

樣也使得男性不得其門而入，尤其是與

生產相關的「助產師」一職。「母職」

從非實體的身分規範，延伸至醫院場域

中一個專屬於「女人」的生產空間，卻

也導致醫療工作者在性別上面臨了差異

性的待遇。身為急診專科護理師的黃勇

壬認為性別隔離現象限制了他身為助產

師的職業發展，從最初滿懷熱忱進入工

作場域，卻在過程中因為自己的「男性」

性別，而持續地受到許多可以／不可以

做的約束。這種挫敗感卻也讓他轉身投

入在自己的研究當中，並引領我們從統

計性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中

看見婦產科遭遇的性別框架，了解助產

師在臺灣的發展現況。

　　個人的多重身分亦能成為一面映

射出完整結構的鏡子。擔任呼吸照護

病房護理師的吳睿桐說道，自身經歷

的跨性別經驗幫助他重新檢視醫院在

性別培訓課程中的不足之處。在多元

性別上，多數醫院都只選擇較「安全」

的性騷擾課程，性少數的處境並不容

易被看見，因此讓他決定透過行動研

究投身至實體訓練。從因性別而生的

困惑，到研究裡尋找解答的過程，可

以看見各位講者都在實際的經驗與行

動下產生反思，進而生產另一套更加

「性別化」的行動策略，使理論與實

踐接軌，讓臺灣在地的性別醫療領域

有更清晰的圖像。

二、從婦運到同運，從同運到
跨運

　　臺灣在 1970 年代婦女運動開始，

為後續的同運、跨運打下了穩定的倡議

基礎。在第二場論壇中，我們共同檢視

臺灣現今的性別運動狀況，以及身為

「倡議者」在這個經驗中所體會到的各

種甘苦談。

　　林秀怡表示參與社會運動不只是為

他人發聲、抗爭的過程，「認識自我」

才是她投身行動的初衷，而這股初衷帶

領她認識性別運動作為生活方式的不同

樣貌。作為社區托育者的簡瑞連提到，

倡議工作的困難在於找尋日常生活與社

會實踐的平衡點。如何將倡議公共化，

避免責任不平均地落在特定團體中，是

目前臺灣需要去加以檢視之處；另一方

面，也能讓性別運動者保持熱情與動

力，持續在這條道路上前進。

　　「做性別研究是一個『開天眼』的

過程」，簡至潔在開頭說道。她認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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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性別所給了她得以參與社會運動的工

具，從性別視角窺見社會運動的不同方

向，再透過這種轉向進而影響公共政治

的政策制定。以同志爭取婚姻平權運動

為例，10 年前「婚姻」被視為削弱同志

情慾次文化發展的威脅，性少數群體卻

在世代交替中發現，婚姻制度背後亦包

含了國家保障的另一層涵義，若缺乏制

度保障，會妨礙親密關係信任的建立。

因此運動者不得不重新檢視伴侶關係應

如何加以制度化，才能將性別多元觀點

帶給社會大眾，同時既不壓縮到性少數

群體的生存空間。回看 748 施行法 2 通

過之前，「毀家廢婚」與「多元成家」

團體之間的協商過程，正是一種政治與

性別的對話展現。

　　從事跨性別運動倡議多年的劉宇

霆表示，如何用倡議對象熟悉的語言

來談，是他認為最艱難、也最掙扎的

地方。一方面是學習不易，另一方面

則是性別研究中專業詞語在轉譯上產

生的意義落差，使他為了以易懂的方

式說明，而面對可能需要以貶抑性詞

彙來描述自我的矛盾情境，這是性別

運動者在倡議過程中不得不進行的讓

步妥協。

三、阻力還是助力？推手還是
絆腳？機構內外做性別

　　臺灣在 2003 年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概念出現後，為婦女

2 全名《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是臺灣在 2019 年通過並正式施行的同性婚姻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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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提供另外一條可能的改革道路，不

僅在政策上提供建議，更能直接地深入

相關組織與機構中。公部門如何推動性

平政策，又如何在這裡「做」性別？與

公部門的合作經驗能看見政府官僚上的

何種需求？第三場論壇的分享者逐步帶

領我們認識機構內外「做」性別的各種

景象。

　　校園中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

下簡稱性平會）都在處理什麼？只有遇

到性騷擾、性侵害案件才能發揮功能

嗎？現在擔任性平會承辦人的吳怡靜

說，這些疑問是多數人在聽到性平會時

都會產生的反應。性平會的首要任務就

是透過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 3，進行全

校性的性別平等教育推廣。除了熟悉相

關性平三法，還需要辦理各類活動以完

成宣導目的，因此性平會的業務也可說

是包山包海。

　　然而在這片山海中，吳怡靜認為最

艱辛之處並非籌畫過程需要付出的心

力，而是在校園內「性別」這項專業並

不被認真看待的現實。承辦人員在各單

位的性平會之間不斷移動，同時需要去

根據既有的層級、資源與人力進行具有

「顯著進步性」的規劃。肩負著多重壓

力外，為了讓成員們配合，說服的技巧

更顯得重要，情緒勞動在這份職業中是

最容易被忽視的隱形成本。在政府單位

性別平等辦公室服務的王筑蓁也表達

了這種困擾。相較於學校，政府部門的

權責劃分、標準化控管更為明確，因此

收到某些校園性平案件投訴時，無法插

手只能協助轉介的現實都讓她增添許

多無力感。

　　阻礙雖多且大，王筑蓁表示這讓每

次籌畫活動完成後，感受到的進步與

滿足感更是無與倫比。「能在單位裡

面看到一些些改變，我都覺得非常重

要，累積起來就讓我認為是一個很大

的成就。」如何在社區內實踐性別平

等，並將其轉化為人人都懂的通俗語

言，是性別主流化推動下的重要面向。

擔任高雄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的王

紫菡說：與公部門的合作經驗讓她學

習到「做」性別的空間會隨著組織內

部的分類而有彈性調整，進入社區的

對話過程裡如何將學術語言轉化成在

地性的易懂故事，同時又兼顧到族群、

社區特色與團體文化也是一大挑戰。

然而，看見當地的阿姨伯伯能沉浸在

活動裡，並敞開心胸談論性別，就是

他們的成就感來源。

3 行政院於 2009 年為落實性別意識能運用於所有政策中，因此提出「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分別是：性 
 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意識培力與性別平等機制運作。

89

116

婦研116期-未封裝.indd   89 2022/9/1   上午11:13



四、法外之徒 vs.依法行事：

性別視角來辦案

　　女性主義法學的運動對於既有的研

究取向、中心價值提出批判，看見當代

法學所缺乏的性別視角，提供一個全新

的論述模式以翻轉男性中心的法律場

域。從第四場論壇分享者的工作場域出

發，看見陽剛氣質（masculinities）如

何在警政署與檢察官身上進行流轉，再

檢視臺灣既有的法條規範下，在法律邊

線遊走的性少數群體帶出什麼樣截然不

同的性別議題。

　　在充斥著陽剛氣質的工作場域中，

刑警一職被賦予需要展現特定的性別責

任。擔任警察局偵查員的蔡佳臻說到，

雖然警政署內職員的性別比逐漸進步，

但是在工作分配上會將耗費心力較少的

案件派發給女性偵查員，導致成果考核

時相較男性更不容易升遷，造成職場內

性別隔離現象。某些特定的技能同樣不

受到重視，檢察官的文書處理被視為是

「女人的工作」，鄭子薇檢察官認為這

種現象反映陽剛職場的不友善；反之，

文書處理卻也是所有案件最基礎的能力

展現。可見性別隔離現象不僅成為女性

在專業領域發揮上的阻礙，對於整體工

作環境而言，亦削弱案件辦理上的品質。

　　對於陰柔氣質的貶抑同樣反映在法

條的訂定與解讀中。許震宇以「法律是

性別中立的嗎？」一句提問，帶領大家

反思當代法學的男性中心觀點，以及

既有標準的建立附庸於主流群體之下，

導致我們只能追求形式平等進而忽略實

質平等的重要性。葉力菱認為這種見樹

不見林的法律觀點，為人們與規範之間

建立一堵難以接近的高牆，真實生活被

隔絕之外，同時也限制了多元性別發展

的可能。性別如何作為一門再發展的專

業？看見異性戀中心的建構後，法律該

如何參與其中？或許正是臺灣目前需要

持續去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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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挑戰健康與健全的父權主
義：特教、愛滋與自我翻轉

　　 女 性 主 義 的 多 元 交 織 性

（intersectionality）是近年來研究高度

關注的面向，除了重視少數群體發展

外，更需要看見群體內部的多元異質

性。第五場論壇的分享者挑戰了健全主

義下的社會觀點，並嘗試透過性別之眼

看見邊緣群體裡更複雜、細緻的障礙議

題。

　　目前擔任社工師的洪斐云談到高醫

性別所課程帶給她的自我療癒過程，助

人工作前的自助經驗並不好受，但這同

樣也是了解自我的最佳契機。洪斐云

提到身為一個「不合格」的女同志，

在敘說生命故事的階段裡她的認同逐漸

轉換，看見陰柔氣質與女性間並不存在

著必然的連結，對於她而言是另類的解

放，同時也是轉換為投身進入助人工作

的動力。

　　除了解放性少數身分產生的責任義

務外，江以文、顏芝盈與李孟萍皆提出

障礙者現今在性別議題上窒礙難行的困

境。以性別教育為例，由於障礙者自身

的多重身分，在進行融合教育的過程中

面臨到更多難以解決的問題，性別教育

對障礙者的定位在哪裡、該如何教、又

該如何協助他們辨認複雜的性別情境，

都是尚未找尋出方法與指引的問號。江

以文認為障礙與性別間的議題，長久以

來都持續存在；顏芝盈表示這個現象反

映現有的性別教育視角不足以考量到障

礙者的現況；李孟萍則以 HIV 感染者

的污名身分，說明現代社會經由形塑健

全主義的方式，來弱化 HIV 感染者在

社會上的能動性。

　　障礙議題挑戰了主流社會對於「健

康」的價值形塑，在性別研究裡，同為

少數的群體應如何集結，並共同批判、

反抗「正常」的道德義務，正是作為性

別障礙研究中最核心的關懷，而臺灣性

別教育的現況，更彰顯了社會弱勢被看

見的必要性。

六、結語

　　本日的研討分享會中，可以看見性

別研究所師生在各領域的耕耘與反思。

不僅體現「性別即生活」的口號，更是

驗收學術研究後的成果；與在地的深

刻連結成為落實性別理念的一大助力，

同樣也回饋到性別研究所的學生組成當

中。

　　往後，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也

會持續地朝向「知識生產」與「在地實

踐」的接軌為目標而努力，與全臺的性

別研究所共同邁進。期待下一個十周年

帶來更加多樣的性別議題，並祝高雄醫

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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