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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期刊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林昱瑄*

*　林昱瑄，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暨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一、分析資料的選取

歷史學門以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此一期刊作為分析對

象。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創刊於1989年，由美國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出版社發行，每年發

行四期。根據編者公告，這是第一本以國際婦女歷史為主題

的期刊。每期的內容固定會有正式的研究論文（articles），

偶爾會出現討論特定主題的圓桌論壇（Roundtable），或是

歷史實踐（History Practice）的專題，討論目前各國性別與

歷史研究的概論或如何運用女性歷史進行教學實踐。此外，

還有介紹、評介新書的書評（Book Reviews）和論壇（Book 

Forum）或是編者論壇（Editors’ Forum）。本研究分析的

文章類型只包括正式研究論文、圓桌論壇和歷史實踐的文章，導論性質的文章或是書

評、新書論壇、編者論壇都不納入分析。本研究分析的出版時間為2007年1月至2008年

12月，共兩年，8期，65篇文章。2007年間出版的期刊，除了第19卷第3期外（主題為

婦女與工作），並無規劃特定主題，自2008年春季刊（20卷1期）起，每期都是以專題

的方式呈現，如第20卷第1期的主題為婦女和奮鬥的政治性（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Struggle），之後幾期的主題依次為慾望的經濟（Economies of Desire）、身體、美貌

文化和自我型塑（Bodies, Beauty Cultures, and Self-making）以及國際和跨國的政治性

（National/Transnational Politics）。因此本研究所分析得到的主題，大致也集中在這幾

個議題上面。

二、研究主題的分佈

在研究主題方面，熱門的研究主題依次分別為社運參政（19篇）、全球化／跨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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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篇）、族群／種族（11篇）、工作／組織（11篇）、教育（9篇）、家庭／婚姻（9

篇）、認同／差異（9篇）（參見表一）。其中，前四名的熱門主題都是因為該期刊在

這兩年間剛好有規劃相關的專題，所以篇數自然拉高。如「社運參政」的文章最多（19

篇），主要是因為20卷第1期的專題為「婦女和奮鬥的政治性」，多在談婦女參政的議

題以及婦女運動的奮鬥史；20卷4期的專題為「國際和跨國的政治性」也是討論各國或

是跨國間婦運團體的運作和奮鬥過程。再加上19卷第1期的「歷史實踐」，主題在討論

各國性別歷史的發展歷程，包括學科如何建制化、女性主義學者如何透過婦女運動的力

量，將婦女史和性別的觀點納入國族歷史、大學課程或是學術研究的權力版圖中，這些

都被歸入「社運」的主題，所以加總起來篇數頗多。

第二名的熱門主題為「全球化／跨國研究」（12篇），這部分的文章量多是因為19

卷第一期的「圓桌論壇」主題為跨國領養。裡頭的文章討論跨國領養中不對等的國際關

係，國族主義、認同和家庭結構的轉變等，都牽涉到跨國的研究。此外，同期的「歷史

實踐」主題為性別化跨國／國家的歷史。所收錄的文章多以跨國比較的方式討論到各國

歷史學的性別化過程，或是嘗試跨越國族的觀點，從文化的相似及相異性探討婦女的歷

史，這些都屬於跨國研究的主題。從這些文章可以看出目前西方國家的歷史研究嘗試著

要跨越過往以國家為疆界的思考方式，從全球或是跨國、跨區的框架來處理歷史、文化

議題，這對台灣歷史學界來說，可說是一個有待拓展的前瞻性議題，可以作為未來研究

努力的方向。

 排行第三的熱門主題由「族群／種族」和「工作／組織」，兩者並列，兩者都有11篇

之多。討論「族群／種族」的文章大部分出自第19卷2期的「圓桌論壇」，該次論壇為

紀念Aren’t I a Women一書出版20週年，收錄了5篇討論非裔美籍女性受奴役的歷史的文

章，同時也有探討這本書對於女性和奴隸歷史研究的重大貢獻，以及教師可以如何應用

這本書進行性別歷史教學。由於這些文章分析的主題環繞在性別和族群／種族交織的壓

迫系統，所以被歸入「族群／種族」這個主題。其他文章則散見於各期，有篇文章討論

紐西蘭原住民女性和白人之間跨族群通婚的關係。另一篇討論墨西哥原住民女性在電視

劇中被再現的方式，反映墨西哥歷史看待原住民女性的方式，如何交織了性別、族群、

階級和種族的偏見。還有一篇文章在討論不同階級，從事美容業的非裔美人女性對於工

作的看法。從這個主題的相關文章，可以發現過去屬於邊緣位置的原住民女性或是非裔

美籍女性的歷史漸漸浮出歷史地表，史學家開始對於原住民女性的歷史感興趣，並且在

分析時十分重視性別、階級與族群／種族的多重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

同樣排行第三的「工作／組織」（11篇），篇數之所以偏高是因為第19卷3期為「婦

女與工作」的專題，該期中就有6篇文章和工作相關。這些文章內容大多是討論從事某

種工作的女性的情形。不過在主題的選擇上，可以看出一股挖掘從事非傳統領域工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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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研究主題的分佈

主題 篇數統計

社運參政 19
全球化／跨國研究 12
族群／種族 11
工作／組織 11
教育 9
家庭／婚姻 9
認同／差異 9
意象／再現 7
休閒／消費／生活風格 6
階層化／不平等 6
暴力／犯罪 6
人物思想 6
國族／公民身份 4
性別角色／氣質 4
政策／國家／法律 4
宗教／儀式 4
性 8
殖民／後殖民 2
戰爭／政治暴力／恐怖主義 2
身體 2
遷移／離散 1
增能／能動／抵抗 1
創作者與作品 1
生活形態 1
其他 1

性的傾向，如探討女性植物學家、女醫師、女律師、開設妓院的女性。另外，跨國研究

的觀點也影響到女性與工作的研究，例如有篇文章討論1898年在美國的女性跨國移工的

議題，顯示出作者想要以新的觀點和取徑來研究歷史現象的企圖。對於性別、種族和階

級交織性的分析，同樣也貫串在這些文章中，如有篇文章論及百貨公司服務小姐面對工

作中關於性別和性慾特質的規範，她們如何處理這些交織著性別、性和階級的壓迫系

統。另一篇也是以百貨公司為題，討論裡頭零售商、女性員工和女性消費者之間雜揉著

性別、種族／族群和階級的交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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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質 文獻評述 文本 歷史分析

次數 5 7 10 43

百分比 7.7 10.8 15.4 66.2

三、研究方法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 以 採 歷 史 分 析 法 者 為 大 宗 （ 6 6 . 2 % ） ， 其 次 依 序 為 文 本 分 析

（15.4%）、文獻評述（10.8%）和質性研究（7.7%）。

四、研究地區

在研究地區的分佈上，有以歐美為中心的傾向，研究美加地區者最多（46.2%），歐

洲其次（21.5%），跨區研究者居第三位，這是因為20卷4期的專題為「國際和跨國的政

治性」，裡頭多篇文章都是採跨國研究，從跨區研究的篇數如此之多，可以看出以跨國

觀點進行研究已成為當前西方女性歷史研究的熱門議題。

表三： 研究地區

地區 跨區 歐洲 美加 非洲 紐澳
中東
近東

中 南
美洲

東亞
東 南
亞

南亞

次數 9 14 30 1 3 1 4 2 0 1

百分比 13.8 21.5 46.2 1.5 4.6 1.5 6.2 3.1 0 1.5

五、與國內歷史學門研究相比較（前瞻議題）

 從主題來看，國內歷史學門期刊和博碩士論文熱門主題的前五名，有共同交集者為

「家庭」、「政策國家」和「階層化不平等」，和國外的前三名熱門主題（「社運參

政」、「全球化／跨國研究」、「族群／種族」、「工作／組織」）大相逕庭。國外的

前三名熱門主題中，僅有「社運參政」是國內博碩士論文排行第四的熱門主題。但是，

「全球化／跨國研究」和「族群／種族」這兩個主題在國內研究中幾乎沒有出現過，其

中一個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在進行國內編碼時，沒有這兩個主題，也就無從編碼，不過

更重要的是，這反映了這兩個主題在國內歷史研究中仍極度缺乏，才會無法從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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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浮現出這兩個編碼。由此可見，「全球化

／跨國研究」和「族群／種族」在國內仍是

有待開發的前瞻議題。本研究建議未來國內

研究者可以嘗試跨越國族的視野，以全球化

或是跨國的取徑，分析婦女史或是特定的歷

史現象。「種族／族群」的缺乏顯示當前我

們的歷史研究仍以主流女性為主，也因此容

易忽略有關性別和種族／族群交織性的討

論。未來可以鼓勵國內學者從事非主流族群

婦女的歷史研究，如原住民女性、移民女

性、移工女性、中下階級女性，或者是從事

非傳統工作的專業女性。在資料分析時，應

採取intersectionality的取向，盡量同時關照

到性別、種族／族群、階級的交織性。另

外，本研究發現國外有蠻多的婦女史研究，

會以當代的社會、文化現象作為研究對象，

可是國內的歷史研究似乎較為偏好研究年代

久遠的歷史或社會文化，筆者認為這兩者固

然毋須作孰優孰劣的比較，但如果能以歷史

研究的方法和觀點來探討當代的社會文化現

象，或許可以為當前我們社會所面臨的課

題，帶來一些新的思維方式和衝擊，國內的

歷史學門研究也可能因此而呈現出更為多元

的、豐富的面貌，未嘗不是一條可以努力開

拓的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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