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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開始，IACS Society（Inter-
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定期舉辦雙

年制國際會議，曾在上海、東京和達卡舉

行，提供研究者、知識份子、學者討論

亞洲相關議題，整合亞洲研究與提供交流

平台。2013 年 IACS 會議在新加坡舉行，

由 IACS Society 主辦，國立新加坡大學協

辦。會議主題「超越文化工業」，思考當

前亞洲文化工業發展，和政府文化政策與

文化經濟的關係，試圖超越現況，省思伴

隨文化產業與新自由主義結合所生的政

治性議題。

　　會議主題多元，包含政策、經濟、

文化、媒體再現等，跟性／別相關的場

次「Frontiers of Sexuality」，其字面意義

是性／別議題當中尚未開拓的領域、邊

境，即性／別議題的拓荒者。其中兩篇文

章，一篇為印尼研究者以印尼民間性故事

探討 1980、1990 年代青少年的性觀念養

成，另一篇關注臺灣 2007 年本土天體營

新聞事件。臺灣與印尼同在「Frontiers of 
Sexuality」場次報告，但是兩國處理的性

議題明顯位在不同階段。印尼處理「談

論」性的禁忌，分析民間性知識如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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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 2007 臺灣本土天體營活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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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性觀念；臺灣處理的是在公、私

領域「展現」性的禁忌，分析臺灣人實踐

公共裸體與社交裸體所牽涉的媒體再現、

身體、性別與法律層面。

　　印尼獨立研究者 Yudi Bachrioktora 分

析印尼民間 1980、1990 年代男學生之間

流傳，定期出版的性

故事手冊 Stensilan，
如何在回教文化中的

性觀念下，影響青年

的性知識。Stensilan
大小約 B5，頁數約

二十幾頁，輕薄方便

攜帶。敘事者 Enny 
Arrow 每集講述不同

故事，討論女主角遇

到的性問題。如其中

一集，女主角的老公

因為陽痿，無法和女

主角在做愛過程中享受性愉悅，女主角

於是請性愛專家跟她做愛，教授她性愛

技巧。Arrow 的文字大膽直接，毫不避諱

的描述性器官和性愛過程，因此讀者很容

易想像畫面，邊看邊自慰，暫時脫離回

教文化對性的拘束，得以探索性愉悅與

取悅自己。但由於性汙名與恐懼，讀者

從購買到閱讀 Stensilan 都要偷

偷進行，Bachrioktora 分享在

印尼當地購買 Stensilan 的過

程，消費者會問店家櫃台：

「有最新的『那個』嗎？」

店家會把 Stensilan 夾在報

紙裡，消費者迅速地把報

紙接過來放進包包，然後

付錢。在談論性被視為

禁忌的文化背景當中，

Stensilan 是青少年獲得

性知識與接觸性文化

的另類管道。

圖為 Yudi Bachrioktora 報告中呈
現各期Stensilan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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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者提問印尼是否有性教育，

Bachrioktora 表示在印尼光談論性就是個

禁忌，印尼與會者也分享，自己念過的學

校是少數有性教育的，但也是快快帶過，

僅提及基本的性健康知識。另外，有與會

者表示，雖然Stensilan 的故事內容和封面

充滿情慾，有如色情刊物而被視為禁忌，

但回教文化允許一位男性有四位妻子的伴

侶關係，跟一對一配偶制相比，是相對

「色情」的想像與實踐，研究者如何看待？

Bachrioktora 以回教徒身分回應，表示一

個男性可以跟四位女性結婚，其實並不色

情，因為對男性而言，這是神允許他「幫

助」女性，如跟寡婦結婚，使她能有尊嚴

的生活。

　　同場次另一篇文章由陳明珠（世新大

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副教授）與黃斐新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生）合寫，

分析 2007 年臺灣天體新聞事件的媒體再

背景圖為 2007 年臺灣本土天體營活動場地。

上圖：Yudi Bachrioktora 報告Stensilan 對 1980、1990
年代印尼青年的影響。

下圖：黃斐新報告 2007 年首次臺灣本土天體實踐之
新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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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體、性別與法律面向。2007 年《蘋

果日報》年輕女記者滲透臺灣本土天體

營，三天後，《蘋果日報》頭版刊出聳動

標題與一系列偷拍照片。臺灣本土天體營

首次被報導，引發熱烈討論，各家報紙亦

跟進報導，包含《中國時報》、《自由時

報》、《聯合報》、Taipei Times 等。媒

體再現臺灣本土天體主義實踐有幾個特

點：忽略天體主義精神、不肯認其公共裸

體與社交裸體的實踐途徑、刻意性化以及

色情化天體主義實踐與專業採訪人士，來

維持社會風俗。

　　與會者提問大多想了解臺灣天體社

群現況，包括社群組成為何，其職業、

年齡、階級、實踐者數目等，還有好奇

研究者是否去過臺灣天體營。其中有兩

個聚焦討論，第一個關注天體社群希望

如何跟著衣社會互動，提問者指出，雖

然在理論上能概念化天體認同的平等意

涵，但在實際運作上，天體社群想要的

目標為何？例如社群能在天體營實踐天

體，而不被媒體偷窺或不被現有法律影

響。第二個談到衣櫃議題，提出目前臺

灣天體社群大都隱藏天體身分，西方天

體社群是否面臨出櫃議題？

　　在法律層面，臺灣天體實踐既不違

法也不合法，社群暗地在私領域實踐天

體主義，遊走法律邊緣。天體社群對於

天體合法化之意涵與想像尚無共識，加

上目前並無立即性壓迫，社群不需爭取

合法化，也能在現有環境享受天體。即

使是 2007 年新聞事件，社群被迫曝光，

成員若想公開回應，即面對出櫃議題，

選擇是否在天體遭受汙名的情況下，以

天體主義者身分現身。

　　大會將此場次命名為「Frontiers of 
Sexuality」，正面肯定臺灣本土天體主義

實踐，相較之下，2007 年的新聞系列報

導，Taipei Times 僅以「21 人裸聚」形容

天體實踐，並無肯認天體主義實踐作為一

種身分認同。有趣的是，大會將天體論文

跟色情、情慾有關的論文放在一起，恰巧

符合著衣社會對天體社群的刻板印象，將

天體跟性連結，認為脫下衣服的社交裸

體、公共裸體必然跟性有關，但實際上天

體社群刻意跟性劃清界線，認為天體實踐

跟性無關。

　　「Frontiers of Sexuality」場次中，看

見同為亞際文化，不同國家的性／別邊

境，其邊界因為本土脈絡發展出來的性

實踐，位於不同階段。性同為禁忌，一個

是談性，一個是裸露性的禁忌。亞洲各國

有其獨特文化，又在亞洲文化之中互相影

響，正依其發展腳步，一步步開拓性／別

邊界，推展界線。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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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資訊

會議名稱：IACS Conference 2013 of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會議主題：Beyond The Culture Industry
時　　間：2013 年 7 月 2 日至 2013 年 7 月 5 日

地　　點：新加坡

主辦單位：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IACS Society)
贊助單位：Faculty of Art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 Singapore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Bureau / Bestcities Global  
　　　　　Alliance

Panel 14  Frontiers of Sexuality

發表人與論文題目：

1. Yudi Bachrioktora（獨立研究學者）

　Imagined Sex: Youth and Porn Storie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ndonesia

2. 陳明珠（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副教授）

　黃斐新（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生）

　A Case Study of the Taiwanese Naturist 
(Nudist) News in 2007: Thinking about Media 

Representation, the Body, Sexuality and the Law

主持人：Yudi Bachriokt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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