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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室 手 記

在
中華民國建國適值的百年歷史時

刻，本刊特地規劃〈婦運百年〉專

題，一一回顧女性自民國肇造前後迄今，

在社會、文化、政治等面向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及行進軌跡。

長期關注近代華人婦女史料研究的

中央研究院游鑑明教授專文介紹民國建立

以來的女權思潮，也就是1912年至1945年

期間的中國婦運，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社

會脈絡下國族概念與婦女運動不可切割的

關係。多年身跨學界、運動界與公部門的

顧燕翎教授著眼於臺灣本土的婦女運動歷

程，尤其是1970、80年代蓬勃發展的婦運

活動，以及當時對於女性主體的各種思潮

與辯證。國立臺灣大學的陳昭如教授由女

性法學觀點追溯不同歷史條件下女性如何

逐漸改變父權法律的樣貌，更進一步論述

「法律東方主義」與「性別中立」的迷

思。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

作學系周海娟助理教授從女性軍人的議題

出發，闡述其興起及制度化的發展歷程，

並對「兩性平權」如何具體落實於軍隊體

制中發出提問。最後，東華大學華文系楊

翠副教授介紹臺灣女性史上兩個重要歷史

時期（1920-30、1970-80），不僅揭示了

臺灣婦女運動如何緊扣著大時代的脈絡，

同時佐以具代表性的女性文學作品，以相

互呼應女性對家／國之想像。

在研究論壇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

語所碩士廖彥喬分析電影《美麗壞東西》

中女性身體的再現，探討底層女性移民在

城市空間中如何被性化、資本化，與目前

全球化跨國女性主義作一對話，亦點出此

主題正是現今我國與國際婦女運動多所著

力之處。本期觀察評介則有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文學所碩士班研究生陳正維，詳述拓

荒者出版社出版的書籍及其歷史意義，為

未來研究臺灣第一波婦女運動的提供了參

考依據。

活動報導方面，在臺大人口與性別

研究中心黃佳媛幹事紀錄的「性別與敘事

工作坊紀實」文中，呈現臺灣婦運及性平

運動參與者回顧個人生命史的精彩對話；

還有姜蘭虹老師退休歡送座談會的側記，

適逢臺大婦女研究室成立二十六年，性別

研究先行者分享一路走來在校園、學術等

各方面深耕性平運動的甘苦點滴，洵為了

解本地學界女性參與婦運之第一手重要資

料；又，來自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碩士班

研究生鄭愛敏撰寫之「性別視野中的中國

歷史新貌：研究與教學經驗交流會」一

文，詳實報導了兩岸三地學者在歷史和性

別研究交匯之討論要點。

透過不同世代、不同面向學者與婦運

參與者的書寫，本刊希望在此一歷史點上

回首我國過往婦女運動承先啟後的重要印

記以外，更能與各位關心婦女及性別議題

的朋友們一同向前邁進，透過歷史與生命

的省思，得而知古鑑今開創新時代性別多

元發展的架構與實踐，並以此遙契百年前

辛亥革命「合眾、平權」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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