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體」，不論在東方或西方，一直是性別人權運動發聲的戰場、性別研究領域關注的焦

點，女性藝術家展演美學的劇場，更是日常生活中我們與世界互動最直接的場域。關於「身體

展演」的討論眾多，本期《婦研縱橫》藉由探討「舞蹈」、「身體」與「性別」在當代台灣社

會脈絡下交織出的種種議題作為與身體、人我、社會對話之開端。從本期專題中收錄的四篇文

章便可以一窺「身體政治」眾聲喧嘩的豐盛美好。

   張小虹首先從文化觀察家的角度，為近年來台灣女性學習「肚皮舞」的風潮描繪出一個文

化混血、女神回歸與多元女體認同的美學風景。而身兼埃及東方舞舞者和社大舞蹈老師的蔡適

任，則以舞蹈教室裡觀察到的第一手田野資料輔以文化人類學的觀點，探究台灣肚皮舞流行

現象中的女性身體規訓，亦回應了張小虹的多元美學論。此種身體與女性的對話，不僅見於當

前廣受歡迎的埃及東方舞之在地化，也早已存在於台灣現代舞的發展。政治學者黃長玲檢視蕭

渥廷記錄台灣舞蹈先驅蔡瑞月的過程，探討女性記錄女性的歷史─空間意義，其中不但映照了

女性身體如何在台灣獨特的政治歷史中傳承現代舞蹈，也顯示出女體作為一被性別化的「私空

間」是如何跨界進入社會此「公領域」中。專題最後一篇是由婦女研究室助理黃靖雯編整的蔡

瑞月舞蹈研究社參訪記錄，集結了修習「性別與肢體開發」的同學們在玫瑰古蹟中打開肢體的

自我敘述，可說是集體創作的再現，體現了多聲部的「複數」身體展演。

   在本期觀察評介中，藝術所研究生許皓情延續了「身體展演」的議題，以攝影師許敬寶的

作品為文本，並結合視覺研究觀點，討論台灣檳榔西施在資本主義父權式的凝視中尋回主體性

與自我賦權的可能。文學研究學者邱子修則針對西方第三波女性主義的發展提出一篇短小精

煉的概述，可作為第三波女性主義的引介入門資料。而這次的活動報導將焦點放在今年三月的

「CEDAW台灣國家報告暨專家諮詢會議」，及其周邊座談會──國際婦女日當天舉行的「聯合

國婦女議題座談會」。前者是台灣首次針對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所提出的

國家報告，後者則專於討論「女性在衝突解決與決策過程中的角色」。這兩篇報導均記錄了外

籍CEDAW委員與台灣婦權運動者、學者彼此交流激盪出的火花，相信能一饗錯過會議的讀者。

   研究論壇則很難得地呈現一完整專題：「國內性別研究前瞻與熱門議題」。由黃淑玲、謝

小芩、藍佩嘉、楊芳枝、林昱瑄、梁莉芳幾位學者組成之研究團隊，針對國內外性別研究相關

期刊論文所撰寫的比較分析，期刊領域橫跨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門，不但從質、量兩方面深入

了解國外性別研究之熱門議題，亦提出可供國內研究者參考的前瞻方向。囿於篇幅，本期刊登

了人文、文化、媒體研究等綜合性期刊的分析專文，社會科學類期刊之研究成果則將於下期刊

出，有志於性別研究者應可從中獲益良多。性別研究向來是跨界跨域、複音多聲的，而資訊流

通快速的今天，本期的文章也見證了台灣作為多元文化薈萃所在，具性別研究的普世性與在地

性對話之豐美，希冀讀者也能在人間四月天的春光爛漫裡感受到這份蓬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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