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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的記憶 Memories of  Tomorrow

Awakening
記憶覺醒的痕跡

張思瑩 / 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 專任助理

振保的生命裡有兩個女人，他說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

一個是聖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

	 	 	 	 								──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

紅玫瑰總被世人誤解，她的開朗熱情被解讀為放蕩、她的積極被認作不矜持；羞赧的白玫瑰是溫

良的婦女，她被賦予相夫教子的職責，在傳統家庭裡是一個沒有、也不能有聲音的人。關於這類刻劃女

性的文字，道盡了自古以來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如此簡單的二分刻版印象，婦女運動的初始也因此充滿了

艱困與顛簸。台灣婦女運動起步雖然晚，但從1970年代早期，由呂秀蓮提出新女性主義開始，即在這片

土地中灑下了兩性平等的種籽。

婦女新知與婦運覺醒

1982年李元貞等人創立「婦女新知雜誌社」。在戒嚴的環境下，台灣婦女運動只能在不牽動國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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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層面的前提下運作，持續關注著性別議題。「過去我們喜歡用婦女活動這個名詞去關心女性

議題，比較不願意讓人問起我們雜誌是在做什麼的。」吳嘉麗教授憶起這段時期的婦女運動，總是因

為盤根錯節的現實狀況而產生糾結的複雜情緒。當時以「婦女新知」這樣保守的名稱，取代較具爭議

性的「婦女運動」，但雜誌社的英文名字「Awakening」，卻隱隱浮動著劃時代的改變。

解嚴後，「婦女新知雜誌社」改組為基金會，成為主導台灣婦運的重要團體，除了出版雜誌、舉

辦各種成長活動及營隊之外，也和校園性別研究社團合作舉行座談來提倡女性自覺，同時橫向串聯其

他人權團體來推動體制改造。經過這樣的努力，使台灣女性在參政權、財產繼承權、就業市場開放等

多面向不平等制度上，比其他鄰近國家皆有顯著改善。

「婦女新知基金會」擁有了如此豐碩的婦運資源，卻因其為民間團體的本質，使得人員來去頻

繁，無法有充足經費建造一個專業的資料室以妥善保存雜誌社所珍藏的婦運史料。於是，斑駁的書

頁、殘舊泛黃的照片與活動手冊沉默地停留在滿是灰燼的書架上、櫃子裡，無人將其彙整成一套完整

的系統供研究者方便取得資訊並獲得滿足。「當需要的研究人員到我們基金會來搜集資料時，我們沒

有多餘的人力幫忙，只能進行口頭交流，或將十幾二十本雜誌給他們，叫他們自己帶回去參考。」基

金會秘書長曾昭媛坐在簡陋的辦公室裡苦笑著敘述當時窘迫的情形。眼角帶著笑意坐在一旁的吳嘉麗

教授接著回應：「所以將婦女新知基金會的出版資料進行數位典藏，在華人世界是相當具有影響力

的，經由婦女新知運動史資料庫，可讓許多國、內外學者直接上網查詢，以利婦運資訊的保存與傳

播、提供給更多民眾使用，對他們及我們自己從事性別研究的人來說，這實在是太方便了！」於是，

這股熱烈情緒牽引著計畫團隊，展開「台灣婦女新知運動史料資料庫建置與數位典藏計畫」的工作。

新知典藏軌跡

龐大的新知過往緩慢傾倒，許多歷時久遠的、較為敏感的文章因大多數為筆名投稿，而苦尋不著

原作者。這情況造成計畫團隊在進行版權授予時遇到困難，經過和盤點計畫的溝通協調，最後依據著

作權法52條：「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來處理，數位之旅的第一道鎖於斯悄悄解開。除此之外，基金會在民國71年面臨了經費

不足的問題，導致《婦女新知雜誌》只能以單張報紙的模式發行，也讓助理在蒐集資料的過程相當頭

疼，所幸之後每一年都推出合訂本，才得以彌補其不足。「台灣婦女新知運動史料資料庫建置與數位

典藏計畫」第一期是以民國71年2月創刊到民國96年停刊之間的《新知通訊》月刊、女性主義思潮和

運動討論為主的《騷動》季刊文字資料數位化為主。進入第二期後，則將18本議題倡導宣導性刊物、

法律說明刊物數位化的工作，譬如民國77年出版的《兩性平等教育手冊》、民國87年出版的《1998女

選民完全投票手冊》、民國91年出版的《兩性工作平等法立法大世紀》等，並加入了與資深婦運工作

者及研究者如成令方、劉毓秀、李元貞等20位女士的深度訪談、口述歷史及影音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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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影音紀錄都由完成口述史培訓的志工，將雜誌已經記錄的事件提供給訪談人士參考，並選擇

某一個議題與受訪者深入對談，提出如「為什麼要選擇這樣的方法去推動」、「這個選擇在當時的考

量為何」等問題，藉著這樣問與答，得以補充文字內容所缺漏的資訊，同時這些婦運參與者的想法也

能與《新知通訊》中的活動跟事件有所連結、印證，提供了現代女性多面向的思覺。

人類的記憶儲存空間有限，憶及過往發生的人與事必定會有落差，但每個人對於事件的詮釋自有

主張，後人無從去判斷其中對錯，只能以多人不同角度的見解來互相補差。

隨著數位典藏的軌道進行，沿途中我們拾起了蘊藏已久的新知寶藏。

1993年，一名遭男子林阿棋性侵而被迫嫁給對方的婦女鄧如雯，長期遭丈夫凌虐，林男甚至將兩

人所生的小孩丟入洗衣機中，並威脅要殺害她的家人，其中雖然有報警處理，但因為缺乏求助的管道

及知識，加上當時的法律觀念為「法不入家門」，因而鄧女無法獲得有效的保護，使得鄧家終日惶恐

不安。鄧女最後為了保護家人，在精神耗弱的狀態下殺夫。

當時社會未對此案多加關注，但是婦女團體集體聲援的結果，鄧女得以免除死刑與無期徒刑的重

刑，最後只被判了三年牢獄。經過此一判例後，更促進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在1998年立法通過，台灣成

為亞洲第一個有家庭暴力防治法與民法保護令的國家。「婦女新知基金會」在當時發行的雜誌裡以文

章聲援鄧如雯，此舉讓鄧如雯相當感念，於是將手寫的感謝函寄予新知，並刊載在《婦女新知雜誌》

上，這段歷史至今仍讓數位典藏工作團隊印象深刻。

資料庫的應用

「台灣婦女新知運動紀錄資料庫」主要內容是呈現已數位化的出版品，供民眾以關鍵字、年份、

書刊名、著作者線上檢索，資料庫中除了雜誌之外，也收錄有座談會、公聽會、連署書、讀者投書等

文章與圖片。資料庫主題分類相當多元，性騷擾、家庭暴力、性別工作平等、同居伴侶法、跨性別等

議題都被容納進此資料庫中，這些主題更分別涵蓋了身體、教育、家庭及同志議題，打造了一個擁有

多元觀點的資料庫。

另外，口述歷史的影音紀錄也匯入資料庫中，使用者都能夠線上檢索。資料庫與「婦女新知基金

會」之間橫向串聯，層層環繞，成為密不可分的一體。網站包含性騷擾防治的修法歷史，該修法史列

出年度相關的公聽會或記者會，使用者可連結到資料庫去搜尋，對於婦運及性別研究者來說，是相當

便捷的一個數位化工具。現今的年輕世代不太清楚台灣性別議題的進展，對於過去的台灣婦女運動史

更是所知甚少，資料庫作為性別教育的素材，將帶領使用者更接近運動史料與性別相關的辯論檔案，

將過去與現代的脈絡穿引成一線，延續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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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的記憶

循序漸進，是計畫執行者的期許，台灣的婦女運動以穩健的步伐向前邁進，記錄典藏的數位工作者在後方追

趕，奮力抓取珍貴的每一片段。「台灣婦女新知運動紀錄資料庫」不僅將多年來台灣婦女運動的發展歷程、議題

倡導與性別教育做了完整保存，也將無限期接軌到下一個世紀。文明的進步讓資料得以永久保存，我們也得以見

證當年女性的勇敢覺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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