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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紮南臺灣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慶祝十年有成

文｜林津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潘霖欣｜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圖｜作者提供

2001年秋天，高雄醫學大學「性別

研究所」成立了。這是第一所設立

於醫學大學內的性別研究所，以性別及

醫療為研究的起點，同時關注南臺灣校

園和社區性別意識的培養，開始了十年

的性別學術研究、對話及實踐的人才培

育，一點一滴奠定性別與醫療研究的基

石。從創所之初到今日的小小有成，這

時間：2011年3月4日星期五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與談人：

王介言｜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總監

王秀紅｜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教授兼護理學院院長

王秀雲｜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林津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許敏桃｜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陸偉明｜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游美惠｜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

楊幸真｜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教授

蔡伊婷｜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畢業校友

蔡麗玲｜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以上依姓名筆劃遞增排序）

段過程對於高醫性別所的每一個人都

深具意義。2011年3月4日這個晴朗的早

晨，我們在婦女節前舉辦了高雄醫學大

學性別研究所的十週年慶，邀請了南部

性別研究界的好姐妹們，高醫護理學院

的系所主管及同事，與全所師生共同歡

聚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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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沙漠之地到性別重鎮

從創所迄今，一路堅持的成令方副

教授首先發言，簡單勾勒出她眼中婦女

運動的發展與高醫性別所成立之間的關

係。

成教授提到，1979年美麗島事件

爆發，臺灣婦女運動的重要倡議者之一

──呂秀蓮被捕入獄。李元貞受呂秀蓮

倡議的「新女性運動」影響，自1977年

起投身婦運。在1982年創辦婦女新知雜

誌社、1987年創辦婦女新知基金會，而

那時候的婦女新知基金會就只有這麼一

些人：鄭至慧、李元貞、顧燕翎、吳嘉

麗、薄慶容及尤美女等。不到十個女性

主義者，社會上沒人重視，還被視為人

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就是這一小群人

的開始，才有今日性別研究領域的開花

結果。

1996年彭婉如命案引發社會的強烈

震撼，婦女人身安全也成為社會大眾關

注的焦點。1996年12月21日，婦女運動

者發起「1221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

在社會的壓力下，立法院通過《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並在1997年1月22日公佈

實施；民法親屬篇原先已經在立法院沉

睡了十二年，直到彭婉如命案爆發、臺

灣婦女運動的努力再加上國際的支持，

政府才意識到性別暴力與婦女人身安全

的重要性，以及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要。

這段內外交織的過程與歷史是臺灣追求

性別平等的重要基礎。

接著，成教授在簡報檔中展示幾

本重要的書籍封面，第一本是1973年呂

秀蓮所著的《新女性主義》。這是臺灣

本土最初使用「女性主義」一詞的書，

當時受美國第二波婦女運動影響，留

美知識份子開始探究臺灣婦運議題，將

離婚、墮胎等相關婦女議題介紹進來；

1989年，學術界開始有探究女性知識份

子的論文──換句話說，臺灣的婦女運

動是從中產階級及知識份子開始的。

第二本為1989年施寄青出版的《走

過婚姻》，當時狂刷40版。施寄青在保

守的年代勇敢地將那時候女性婚姻問

題、自己離婚的過程敘述出來。離婚對

於當時的婦女來說是既難看又丟臉的事

情；書中甚至提到，她為了挽救婚姻，

買性感內衣穿在身上希望先生多看她一

眼，將那時女人見不得人的辛苦娓娓道

來。

第三本是成教授於1993年出版的

《抓起頭髮要飛天》，這本書集結她在

1990至1991年間為報紙專欄撰寫的文

稿，當時的文章內容使大家受惠良多；

書中的內容從省籍談到衛生棉，談社會

運動，談學術，以及那時婦女研究的發

展，如臺大婦女研究室的成立等等，她

思考這些問題，並用文章與讀者對話。

同年，MacKinnonq 的《性騷擾與性別

歧視》在臺灣的翻譯版本問世，是性別

q 美國女性主義法學家Catharine A. MacKinnon是第一位為工作場合的性騷擾下定義的人；其原文著作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an: a case of sex discrimination於197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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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研究中相當重要的書籍。

第四本是1998年劉仲冬教授出版的

《女性醫療社會學》，這是第一本連結

醫療護理的書。劉教授討論醫療體系中

的女性，談論校園中軍訓及護理課程；

在那個年代，軍訓護理課程的內容仍在

教育「女生做護理、男生做軍訓」這樣

不對等的性別分工。劉教授談論到國家

政策下的女性身體，其中有一篇文章非

常犀利地批判政府的健康政策；成教授

認為這本書提及不少十分基礎的議題。

就這層意義來說，我們可以看到1998年

至今不過十三年，此一領域在短短的時

間內大幅度的成長與改變，實應歸功於

前人們的辛勞貢獻。

最後，成教授回憶，1999年在清

華大學舉辦學術研討會時，聽聞南部要

成立性別研究所，尚抱持著不可能的保

留態度，沒想到隔年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便成立了性別教育研究所：「我呆掉

了。」成教授解釋，早年在做運動時，

並沒有意識到體制化的重要，因此皆以

冷眼旁觀的態度看待。種種因緣際會之

下，2001年她正式開始於高醫性別所任

教，這完全是在意料之外。回顧這十年

的發展，她說：「我很高興我當年的決

定，現在，我是高雄人，是高醫人。」

二、在醫學大學內建制性別研
究所

婦女運動累積的成果就是性別研究

的機構化。從臺大婦女研究室到清華大

學，再至高醫的兩性研究中心──南部

的「沙漠之地」於1991年突然出現這樣

一個機構，特別深具歷史意義。在研究

中心的基礎上，2001年高雄醫學大學性

別研究所正式成立，是繼高雄師範大學

性別教育研究所之後，南臺灣第二個性

別相關研究所。

創所所長王秀紅院長回顧性別研究

所成立的歷程，自述由於她非常重視性

別及婦女健康議題，1999年向校長自薦

將性別研究所成立在護理學院之下，而

後開始尋訪專業人才；她首先邀請成令

方、傅大為兩位教師為高雄醫學大學性

別研究所打下穩固的基石，而後陸陸續

續注入新血，以性別專業為高醫性別所

培育人才。

性別研究所隸屬護理學院，許多人
成令方教授進行婦運發展簡報及分享高醫
性別所10年建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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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憂會因此限制它的發展，但王院長認

為學術單位的發展有三個原則：第一，

能夠專業發展；第二，能夠獲得尊重；

第三，能夠獲得適當的資源。因為王院

長的理念與堅持，高醫性別所在護理學

院成立了十年，發展上卻沒有受到任何

限制，反而獲得學界與社會的高度肯

定。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這幾年來

在性別研究的耕耘，除了在社會文化方

面努力外，最具獨特性之處便是朝醫療

跟健康相關議題的方向發展。

成教授接著談到高醫性別所的建置

與體制，認為其獨特性為強調醫學科技

和社會文化、實務等，並結合學術、社

區、國際視野。有趣的是，高醫性別所

的學生背景十分多元：教育、醫護、法

律、社會科學、商業等方面人才皆有，

在過去58位畢業生當中，畢業後的工作

領域除了研究助理與進修博士之外，還

包括教師、醫護人員、NGO工作者、法

律相關人員、社會工作者、各行業的行

政人員及自由工作者等。

高醫性別所王秀雲副教授w 從研究

的角度切入，觀察過往十年的性別研

究，發現三個現象：一，國外若有研究

成果，國內便急起直追；二，性別學術

界會談臺灣新興現象，如新移民；三，

跟國外相比較具有臺灣獨特性。王秀雲

調查國內的社會科學碩博士論文中，性

別議題相關的論文占總量的百分之七

（14,000多篇／995篇）；在學門部分，

社會科學類最多，而政治學類最少。她

也發現，國內性別研究界多著重於改善

婦女跟弱勢族群的狀態，多數挪用國外

理論，國內論述（在地的理論建構）相

對較少。而在多元家庭、身體多樣性、

性別與科技等議題方面，高醫性別所一

直以來皆致力研究；新興的消費性別與

市場雖尚未被關注，但仍有發展空間。

王教授從「什麼樣的題目會被點進

去看？」以及「引用次數」來觀察碩博

士論文，發現性別研究中的同志研究議

題雖然遍及各領域，但是跟學術專長的

連結似乎還有些落差，因此應該需要有

更好的環境來培養人才，才能正視這些

有需求的人的聲音，這也是體制內改革

的重要性之所在，成立性別研究所，強

化社會參與和實踐便能改善社會上的性

別價值。 

w 王秀雲副教授自2011年8月起轉任成功大學醫學系副教授。

高醫護理學院王秀紅院長（左）與性別所洪志秀
所長共同切蛋糕慶祝高醫性別所十年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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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性別所林津如副教授提出性

別研究跟在地社運團體網絡連結的重要

性，認為高雄有許多能量豐沛的在地婦

女團體，相當不同於以臺北為中心的婦

女運動史。比如說，高雄縣政府社會

局婦幼青少年館（現為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婦幼青少年館）扮演著重要角色，培

育許多在地婦運人才；而這些人一直在

高雄努力耕耘、組織串連，性別研究所

則在此過程中把學術跟在地團體連結起

來。高醫性別所從2003年即開設「社區

與女性主義實踐」課程，在純粹學術研

究與行動導向的工作方法之間搭起橋

樑，讓沒有工作經驗的學生有機會接觸

到NGO，將所學的知識化為行動，未來

可在工作上實踐知識，且具備改變社會

的能動性。

過去七年來，高醫性別所與20多個

在地組織合作過，許多同學也在這個過

程裡，決定要投入非營利組織工作。雖

然這個過程非常辛苦──如何在學術與

實務之間取得平衡，以及如何與組織協

調、如何引導學生等等，但是成果亦是

相當豐碩的。

高醫護理學系許敏桃教授回首性

別研究所成立的過程，感嘆轉眼間十年

已經過去了。從創所之初她跟王秀紅院

長、謝臥龍教授討論高醫性別所該朝哪

個方向、該怎樣定位讓它能夠建立起

來，到現在十年有成，性別研究所帶來

的活力影響之大，讓她深感欣慰。許教

授也認為性別研究所對於高雄醫學大學

而言，是很好的加分，讓人看見高醫的

獨特性，也希望高醫性別所繼續刺激臺

灣的性別界，使高雄的性別研究發光發

熱！

三、南部性別研究界的支持與
感謝

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陸偉明教授

表示，在這場盛會中開場簡介的婦運歷

史勾起她當初在成功大學成立性別研究

中心，而後成立教育研究所的種種經

歷。從民國80年代開始，陸偉明、劉開

玲教授等人撰寫國科會計畫開始，即深

刻體會到進入體制內的重要性，努力爭

取成立兩性研究中心（原名「兩性與婦

女研究室」，現為「婦女與性別研究中

心」）。因面臨績效考核、寫標案及社

會參與等壓力，每個過程均為了要維持

中心運作，讓中心成為一個重要發聲管

道。對鄰近大學的教授們來說，成功大

學的兩性研究中心在性別議題研究上也

是很重要的資源，是大家共同合作的窗

口。秉持這樣的使命和熱情，而後成立

的教育研究所，是為了更穩定的預算和

資源。陸教授表示，成功大學教育研究

所跟高醫性別所一樣都是小而美的系

所，即使系所不大，只要能量夠大，學

校一樣不會忽視；此外，在教學的過

程，看見師生一起成長，也是非常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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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的事，是使她幾年下來抱持熱情和

使命感不減的動力。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游美

惠教授回應建置化與體制化的重要性，

她首先介紹高師大性別所的建置與體

制，藉此讓當天來賓回顧性別研究所歷

經了多少艱難，及有多少成果。

高師大性別所成立於2000年，2011

年8月開始設有性別教育博士的博士學

程。此博士學位學程並非高師大自己獨

有，而是在臺灣整個性別研究界好姊妹

好朋友的共識下，認為高師大的各種條

件相對而言較為成熟，一起爭取而來。

高師大性別所隨著時間與世界潮流調整

教育目標，其願景包括：一，人才培

訓；二，學術研究；三，社會服務。這

也是性別研究所的獨特性，兼顧學術與

社會服務，活力十足。性別研究博士學

位學程則強調跨領域的研究、性別主流

化的政策、課程教育、理論研究法四大

課群。

游教授肯定學生的表現是所上最

大的資產，性別研究所的學生無論是在

校內或畢業後的表現都是很大的資源，

也讓教師們覺得經營性別研究所是相當

值得。此外，她分享了成立研究生學

會的經驗，提到高師大研究生學會每年

舉辦性別週，在校內推廣性別議題，例

如「多元情慾蠢蠢欲動」專題，透過影

片、演講等探討情慾議題。這些是由學

生安排規劃，教師向學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爭取資源而來。游教授建議高醫

性別所或許也能成立這樣一個學會，能

影響校園內更多人。

游教授非常同意建置的重要性，她

提到自己早年在社會所做性別研究，性

別研究常常是處在邊緣的。可是如果建

置之後授予學位，有固定的資源便可以

專心做研究，不用一直辦推廣活動或為

預算問題煩惱。研究中心比較屬於推廣

性質，機構化則對人才的培育有重大意

義，而高雄很幸運的擁有高醫性別所以

及高師大性別所，讓我們覺得一點都不

孤單，再也沒有人敢說高雄沒有人才，

尤其在性別研究這個領域。最後，游教

授說：「我很樂意跟姊妹們在性別研究

繼續努力一起向前衝！」

高師大性別所蔡麗玲副教授表示，

非常高興參加這個盛會，看到臺灣的性

別研究從過去到現在，一路從篳路藍縷

到建立體制，感觸良多。性別研究道路

上「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自己則是

那位後人。蔡教授認為臺灣性別研究發

展潛力無窮，雖然現在性別專業人才並

不多，但是卻展現相當大的影響力，政

府公部門對於性別方面的專業需求是非

常大的。因此蔡教授希望在場幾個姊妹

研究所未來繼續為性別研究努力，並進

一步讓社會發展更美好。

e 楊幸真教授自2011年8月起轉任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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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楊幸

真教授e 回顧，剛回到臺灣任教便參與

了高醫的兩性研究中心，當時一群人圍

在一張小桌子一起討論的場景依然記憶

猶新。她認為高醫性別所就像高雄婦女

新知的口號：「性」好有你。過去十年

來，就個人角度來看，高醫性別所無論

是活動或知識生產都助益良多。從機構

的角度而言，楊教授一直認為性學研究

脫離不了性別研究，所以高醫及高師大

在知識生產方面提供許多資源及不同的

論述，豐富了性學的研究。楊教授為高

雄有這麼好的機構可以彼此互相交流感

到高興，希望未來可以繼續跟大家一同

成長，並祝福高醫性別所十年有成，繼

續向前邁進。

四、性別研究與婦女團體的交
會

在高雄在地經營婦女組織三十年的

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王介言總監

是該協會的創會理事長，目前仍然繼續

參與組織的運作，長期以來一直與高醫

性別所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

王介言表示，當初接觸婦女運動是

因為自己參與婦女教育工作，累積了婦

女權益的基礎。性別意識則在早年的研

討會中逐漸形成，使她得以啟蒙跟拓展

視野。談歷史的確是非常重要深具意義

的，尤其在發展過程裡面，如果能慢慢

收集，對未來會有莫大的幫助。2008年

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承接高雄市婦女館

史料室，有這樣的場域可以為南部婦女

提供資源，例如讀書會、為南部婦運紀

錄歷史等（如「恰查某成長史」系列活

動r）。

彩 色 頁 女 性 願 景 協 會 也 與 性 別

所課程合作。例如，在2009年秋天，

CEDAWt 國家報告出來之後，鼓勵

NGO團體參與其中。彩色頁女性願景協

會想要展現南部的觀點，便透過史料室

這個場域，結合南部婦女團體、高醫及

高師大性別所，整合婦女團體與學術單

位，完成南部地區各組織的CEDAW報

告，這報告中同時也兼顧農村及原住民

觀點，展現南部婦團及學術結合的特殊

性。

最後，王介言以婦女團體的經驗提

出對研究生培育的三個建議：第一，具

r 「恰查某成長史──南臺灣婦女運動的軌跡」座談會於2008年10月17日及24日在高雄市婦女館史料室辦理，邀請四位
資深婦女／婦運／社區工作及原住民運動工作者擔任與談人，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並結合當時的時事議題，說明自
身性別意識的啟蒙，繼而又如何投入其中。此座談會旨在累積南臺灣婦女運動史料，也有助於民眾瞭解南部地區婦
女運動的部份發展歷程，激發民眾的社會參與。

t CEDAW完整名稱為“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中文譯為「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是聯合國於1979年通過、1981年開始生效，全球各國用以檢視婦女人權保障執行情況的
評估指標。該公約鼓勵締約國採取具體措施促進性別平等，以保障婦女在政治、經濟、家庭及個人自主等領域的人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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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參與的熱忱；二，具備背景知識，包

括國際的潮流與國內的趨勢；三，政府

政策發展的趨勢。以最後一點來說，未

來有很好的就業機會；民國101年行政院

組織再造之後，將設有性別專責機制直

屬於行政院之下，有40位的編制人員，

須有性別專業。這個中央機制的發展，

提供就業機會。在學學生通常參與社團

與婦女團體的經驗皆不足，建議有機會

應該要參與組織運作並學習承擔責任，

不要僅限於擔任志工，對實務經驗會很

有幫助；若再加上對於在地婦團的歷史

與發展的理解，畢業後直接參與婦團或

是對未來其他的發展都是非常有優勢

的。

高醫性別所畢業校友蔡伊婷，同時

也是臺灣立報的性別專欄作家，提到了

解運用日常生活語言的重要。她認為，

不論是觀察、批評或建議，要實踐性別

運動就必須學習用一般語言跟民眾對

話。參與婦運有很多方式，透過演講、

寫作等等也可以影響大眾。目前極少數

媒體或是線上人才懂得如何寫出通俗白

話，讓一般民眾了解的性別文章，所以

需要大家一起集思廣益，努力發展更多

方法將學術語言轉為通俗語言，讓更多

人了解性別。如何與大眾對話、如何為

弱勢發聲？這些需要具備寫作的能力，

以及不斷的反思才能提供前進的方向。

四、結語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的成立與

臺灣婦女運動習習相關，從婦女運動到

性別機構的建制，在學術殿堂中一點一

滴地發展性別研究，落實性別理念於各

領域之中。與會的性別研究界朋友，地

屬南臺灣，在勾勒這段歷史時也透露出

南臺灣性別研究發展的在地特色。

未來，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無論在人才培育、性別推廣及知識生產

都會繼續向前邁進，也期待第二次的十

年有成，讓大家再度共聚一堂。生日快

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成令方教授（左一）、陸偉明教授（左三）、劉開鈴教授（右二）以及游美惠教授（右一）進行經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