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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臺灣女性生存手冊》…… 
 

據說，從很久很久以前開始，許多女孩一呱呱落地，就會收到一本《女性生存手冊》作為第一份禮物。 

 

這本《女性生存手冊》在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推測應該是人類歷史上最暢銷的書之一，各地女性從小到大總有

各種機會，直接或間接接觸到這本手冊傳遞「如何當一位好女性」的規範，例如：女性最好穿粉紅色的裙子、應

輕聲細語、要安靜坐好……；也詳盡規定女性如何當一位乖女兒、一位賢妻良母、一位得體的女性。當然，也列

出女性應主動避開危險的生存法則，像是褲子裙子不可以太短、不可以深夜出門、要守護自己貞潔、應以家庭為

主以避免不幸的婚姻……等。 

 

本手冊有不同語言的譯本流傳在市面上，各地皆根據在地文化修訂出在地版本，至於手冊的原始作者是誰？年代

久遠恐已不可考，但可知的是源自某種集體著作的過程。之前不同時代、不同區域的女性們，曾起身爭取修訂手

冊內容的編輯權，在她們的努力下，手冊內容持續編修迄今，許多修訂內容深刻影響了後世的女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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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當然也有自己版本的《女性生存手冊》，裡面一共有七個章節：「家庭」、「學校」、「職場」、「親

密關係」、「親職」、「公共生活」及「其他」，裡面寫了什麼呢？有哪些是妳／你可能熟悉或聽過的「女性生

存須知」呢？妳／你同意嗎？如果讓妳／你重新編輯這本《臺灣女性生存手冊》，妳／你會想刪除什麼、加入什

麼？歡迎有興趣當「一日編輯」的朋友，帶著幽默的腦、或者認真以對，一起來跟其他「編輯」聊聊妳／你要

（或者不要）什麼樣的「女性生存手冊」！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WOW高雄 2021 世界女性藝術節 

11 月 7 日共創工坊—女性生存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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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編輯群」 

人 自己跟「女性」有關的一件事 關於來參加本活動 對《臺灣女性生存手冊》的評價 

1 （想先聽聽大家的分享。） 興奮、期待，對於

當編輯躍躍欲試。 
★☆☆☆☆ 

2 本身是女同志且有非主流的想法。 對於參加此活動很

好奇，想知道手冊

是什麼，對於此手

冊沒什概念。 

不知道怎麼評價，沒有想要看它

的意思。手冊就是一種限制，無

論是職場或許多地方都存在許多

框架。 

3 本身很傳統且滿走自己的路，曾因身材滿常遇性騷

擾，人生中遇到的小小性別困擾。 

沒想太多就參加此

活動 

 

4 跟朋友們出去時，大家多少會聊到婚姻，但自己對婚

姻沒有特別嚮往，當有人詢問時總是默默帶過。 

平時常關心女性相

關的議題，也想聽

聽他人的分享。 

★☆☆☆☆ 

讓大家生活得不自由，無法選

擇，要生活在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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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邊有很多想成為媽媽的 30 初歲朋友們無法生育，

但苦於人工授精，甚至不知道「為何要生育」，覺得

很折磨、很苦，有「你的子宮不是你的子宮」的感

覺。 

 ★☆☆☆☆ 

6 在新加坡長大，無法評價臺灣的感覺，但服務的對象

為臺灣女性。 

帶著好奇的心情，

因為工作大部分時

間都跟女性交流。 

★★☆☆☆ 

因服務對象和自身年齡層時代多

重男輕女者，且服務的女性多為

社會基層，聽到的故事比較慘。 

7 跟母親的女性身分認同有分歧，母親希望她成為女性

角色，但她發現自己有期望成為的樣貌。/ 學習肚皮

舞的經驗：在安全的空間一起跟著音樂互動。 

帶著好奇的心情，

這是好機會可以聽

大家的想法和表達

自己的意見。 

不想給評價，不想定義生存手

冊，大家合適的方式可能不一

樣。 

8 身為女性，過往生活多有不舒服卻不知如何言說的經

驗，長大才發現，這些不舒服，原來其來有自。只是

很高興可以參與，

希望可以了解大家
★★★☆☆ 

分數不會高，現況還有很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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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長輩、同儕，不知道怎麼應對，所以既定成俗。

後來長大接觸女性主義，撐開相關視野，也有機會跟

過往同樣不理解的人，分享相關知識，慢慢推倒那座

厭女歷史築起的高牆。 

的想法。 待，可以生活中感到舒展自在，

無所畏懼做自己的世界，有進步

空間，肯定過往前人的努力。 

9 在教會工作，同事的年紀都是他的倍數，她們會分享

家庭現狀跟不滿：因為是女性的緣故，家人親戚方有

些打壓，但她們抱怨後還是會接受，雖然認為不合理

但是忍氣吞聲。 

 ★★★☆☆ 

都還可以有再進步空間，可以繼

續討論。 

10   ★★★☆☆ 

不同年齡層或職業，對手冊的評

價會不同，因此給予中間值。 

11 社會給予的規範，仍需有許多空間可以改變，尤其針

對全職媽媽的部分。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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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現今許多女生會希望自己給他人的特質是溫順、溫柔

等特質，但我對此打上一個問號。 

 ★★★☆☆ 

不知如何看待此本書。 

 

關於本次「編輯會議」的「主持團隊」…… 

大場主持：曾靖雯 

分組主持與記錄：林怡伶、李雯薪、許婷婷、陳敏勤、黃盈語 (依筆劃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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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而言，有問題的規範或期待 回應、破解、新點子？ 

l 傳統男主外、女主內，可以翻轉嗎？ 

l 媽媽認為犧牲奉獻才是對的，還認為自

己虧欠對方，惡性循環。分享以下的話

語： 

l 媽媽就是應該做媽媽的角色，照顧家庭/

丈夫等等。 

l 家庭中，生小孩的議題，生幾個誰說了

算? 

l 若媽媽想回職場，最終誰決定? 

l 社會為何需要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的組成?

(務實面) 

l 媽媽要重新教育要怎麼跟長大

的孩子互動，不要一直把他們

當小孩，要重新認識，有健康

的界線。 

l 媽媽也要做自己/有自己的夢

想。 

l 自己先想清楚，例如在未來要

當全職媽媽還是回職場。需要

與另一半討論的問題，例如經

濟，與另一半討論清楚。 

l 自己心情的調適。 

l 我可以自己選擇，自己承擔！ 

(天馬行空) 

l 如果家庭主婦、家庭主夫

有薪水，例如 20萬，那麼

女性與男性會願意出去工

作或是持家？如果持家薪

資比工作多一倍，世界會

有什麼變化？ 

l 家庭主婦或家庭主夫也可

以退休，不要一輩子都為

家庭奉獻，家庭也是另一

種職場，如果政府也能照

顧這類職場，65歲可退休

有退休金，每月都有退休

金可以領。可以不需要依

賴另一半的經濟支持。 

l 堅決的拒絕母親越過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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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家庭的組合，不行嗎? 線，意識到子女是獨立個

體。 

l 法律通過多元組成家庭 

l 社會觀念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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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而言，有問題的規範或期待 回應、破解、新點子？ 

性騷擾 

l 高中時遇到遛鳥俠，跟父親說，父親說

不要理他就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就

讓它過去。 

l 對上述共鳴+1，女性要如何保護自己，

此類問題界線難以拿捏，是灰色地帶，

因為扭曲的觀念：性不是日常話題，越

壓抑可能會讓人不健康的方式發洩。自

己的遭遇中受到傷害的是我，但做錯了

也是我的感覺(我要自己 say no)。 

l 自己的女朋友也有遇到性騷擾經驗，有

報警處理，警察知道他是慣犯但也沒

用。心情是氣憤的，學校沒有教這一類

的處理方式。 

(務實面) 

l 教育安全網：父母親的引導角色可

以怎麼做？給家長的教育，讓家長

知道有那些情境可以先預作準備，

減少女性遇到的犯罪傷害。家人的

角色應要學習妥善應對。 

l 教育男性也很重要。 

l 提供 24 小時的心理諮商、法律諮

詢可以協助他們，提供專門專業的

單位協助。用政府的力量拖時間。 

(天馬行空) 

l 對遛鳥俠一拳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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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而言，有問題的規範與期待 回應、破解、新點子？ 

l 中國劇《我是真的愛你》是恐怖劇，劇中有一

種隱孕，職場女性會隱瞞懷孕到不能瞞，才會

請假回去待產，大部分情況會認為懷孕女性不

適合做很多事情，職場上不信任懷孕的女性，

對此有疑問及產生不公平的想法。不喜歡因懷

孕而被不公平對待。也在思考如果自己是老

闆，該如何處理懷孕的員工的工作狀態。另外

生產期間在職場上的地位會被取代。 

l 職場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女生沒有結婚是因為

個性扭曲。 

l 有結婚的女生會不知如何與沒結婚的女性交朋

友。 

l 在多數男性的職場下，對許多事情無能為力。 

(務實面) 

l 在社會科技發達，線上工

作可以讓懷孕女性在家工

作或掌握工作進度，所以

只要願意想辦法，都可以

解決工作進度問題，可以

解決工作斷層的問題。 

l 使自己能力變強，但可能

會被個案化，如：是這個

人較有能力 

l 跳出框架對話，不以結婚

或沒有結婚去劃分分類。 

(天馬行空) 

l 身邊有一些女性友人請育

嬰假時，同時跟先生談條

件請保母，在育嬰假期間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多

女孩也會轉彎，讓自己有

自主權，爭取權益。 

l 家庭主婦／夫若有高薪？ 

l 請男性講清楚原因，例如

女性哪邊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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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而言，有問題的規範與期待 回應、破解、新點子？ 

婚姻 

l 成長歷程中，開始被迫要想結婚這件事，但大眾

不在乎女性的職場成就，反而注意女性有無找到

適合伴侶或結婚這件事。 

 

 

性自主權 

l 異性戀的女性，關於性自主權大部分會交給男

性，較為被動，在性學研究所前有進行女性的問

卷調查，許多女生的回答很一致，感覺性不是自

己的事，是男性的事情。 

l 女生不能隨便發生性行為?性是要奉獻給永久伴

侶。束縛感、不能公開討論、不能享受性愛。 

l 性不是單為男性，分享獨劇:"陰道獨白"，某些團

體(教會?)進入校園的不合時宜的性教育。 

(務實面) 

l 不要在意別人的眼光，另外社會氛圍也要努力，才有

可能達成，每人都要學習不要過度指謫每一個人的選

擇，需有包容度。 

l 當耳邊風，轉移話題。 

l 回應什麼年代了！還要結婚！ 

 

l 尊重自己的身體、勇敢表達自己在性愛過程中身心的

感覺。只要自己願意、想要，依自己想要的方式去面

對性愛。 

l 給女性友人性的資料開眼界，去意識世界上還有很多

不同的方法，可以多一點主動。 

l 產製給女性看的 A片，展現女性性自主或性慾的探討 

l 歐美對於 A片拍攝是要雙方合意，非強暴片；另外日

本也有給女性看的 A片，較多情感戲，慢慢有發掘女



 14 

 

  

 

l 補充上述的團體彩虹媽媽，有些基督徒會把基督

徒的傳統概念加諸他人身上，但我不是。信仰不

該加諸在別人身上，是自己與神的關係、與伴侶

的約定。 

l 很多女性友人反映在性關係中，都是不太舒服

的，因為在成長過程中，很少探索自己的情慾，

所以都會不知該如何主動，回應 A片的市場，都

是男性視角出發，所以女性很難有機會發掘自己

的性趣。 

l 大學時曾做過調查，有些女性也不是很喜歡看 A

片，所以那些拍給女性看的 A片是否是以女性需

求出發，也很值得探討。男生看的 A片很好找，

但是女生的情慾與需求難有作品可以尋找。 

 

性 A片這一塊。補充合意做愛，法律保障整個過程須

雙方彼此尊重，如果不尊重整個過程中的合意程度，

有違法情形，所以女生要清楚自己的意願。 

l 從小對性教育的了解很少，在性這一塊的享受是很少

的，媽媽也不會主動分享，所以成年的時候是很苦惱

的，雖然有去看 A片，但影片並非真實的，很缺乏如

何表達自己，幫助自己，後來慢慢才知道，但是感覺

太晚了，如果年輕的時候就能夠了解，就不需要花太

多時間摸索。 

l 覺察自我需求，學習取悅自己。 

l 把男性當作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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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而言，有問題的規範與期待 回應、破解、新點子？ 

l 生完小孩，家庭會強迫女性在家照顧孩

子，照顧小孩的女性必須犧牲工作權

益。我的母親就是一個例子，我會感到

很感慨。 

l 身為母親就沒有了自己，犧牲自己的一

切，而把孩子幼稚化對待。 

l 同志家庭因為性別一樣，比較能理解彼

此的身體、需求，討論比較平等，也要

做謹慎的討論(因為不是想生就生)。 

(務實面) 

l 女性要有自覺，把照顧孩子與工作做好安排，並與先生、家人

溝通。 

l 讓有聲量、觸及面向廣的的管道(如：商業品牌、公部門、藝術

節)協助向社會大眾傳遞訊息，持續發聲倡議女性要勇於表達自

己、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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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而言，有問題的規範與期待 回應、破解、新點子？ 

l 父親會認為穿著、行為，要有女生的樣子，自己的經驗也

是，沒辦法玩男生玩的遊戲，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l 胖的女生相較於胖男生，很容易被歧視，在國中的時候曾經

遇過，連老師都跟學生一起取笑胖同學，連老師都沒有意識

到自己說的話，帶有性別或身體歧視及偏見。對於目前學校

的性別教育帶有疑問 

l 在政治參與的部分，大多參與者為男性，很少數女性可以成

為高層或成為較為核心影響力的人。 

l 大眾認為男性較有影響力，因此在政治資源的部分，大多分

配在男性。 

l 對女性的外表和穿著，社會大眾較不會有刻版印象，對各種

造型比較能夠接受，例如女性可以留長髮也可以留長髮，而

男性留長髮，可能大眾會有刻板印象。 

l 女性愛講八卦。 

(務實面) 

l 女性應該發聲，並鼓勵身邊的女性發聲，

團結女性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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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而言，有問題的規範與期待 回應、破解、新點子？ 

l 女性只要嫁得出去就好，能力較不重要。 

l 在正向的部分，女性可以較輕易的表達情緒，例如哭

泣。但此點同時也是負面的刻板印象。 

(天馬行空) 

l 跟家人說可以招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