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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說明 

中西方傳統社會基本上皆以男性為中心而建構，而居人口半數的女

性，在歷史發展過程與傳統歷史文獻記載中，若不是沒有聲音的一群，

要不就是被擺放於邊緣的位置。 

臺灣歷史中的臺灣女人議題，除了關注性別視野，也必須考慮多元

文化族群特性及社會經濟環境變遷因素；換言之，必須經由多元視野並

檢視反省過去的史觀，藉以重現臺灣女人的歷史，進而建構以女性為主

體的臺灣歷史詮釋。 

二、 專案簡介 

(一) 女性史料蒐藏調查及研究 

1. 女性史料蒐藏 

(1) 本館於 89 年成立籌備處起開始進行文物蒐藏工作，其中包括

豐富的女性相關史料及文物，作為瞭解各時代臺灣女性生活史

之重要研究資料與佐證，有助利本館持續進行性別平等學術研

究工作。 

(2) 本館歷年重要女性蒐藏品如下： 
年度 蒐藏品 

89 三寸金蓮、梳妝臺等。 

90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包括鄒族婦女搗小米、取水的布農族婦女、臺灣農村少

女、臺灣美人等)、婦女用茶油壺、臺灣早期婦女禮服及紅裙等。 

91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包括盛裝原住民族男女、平埔族婦女與小孩、原住民族

婦女土器製作等)、臺灣早期女裝及女褲等。 

92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包括穿和服女生、揀茶女、鹽女劇照等)、臺灣早期女

裝及女裙，另有蒐藏契書-立出賣女婢(子良廟)佳里、臺灣早期女童衣及

裙、女鞋、台語七字歌冊-孟姜女配夫歌、歌仔戲錄音專輯《烈女記》、媽

祖神像、源成號印製七娘夫人版印神禡、紀念章-女子青年團章等。 

93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包括南部最初女訓導陳氏紂獨照、臺灣美女明信片、兩

名女子穿臺灣服合照、牽腳踏車的女學生、穿旗袍的女生、穿和服的女生

等)、布旗-南靖糖廠(台糖)婦女互助會、新竹市婦女會會員證、女用尿壼、

書籍-女子新習字帖卷四第二修正版、書籍-小物編．女孩服等。 

94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包括彰化高女赴香港當赤十字看護士、明信片：淡水高

等女學校 1套、瑁瑁‧瑪邵《女人紋面圖》、穿旗袍的女生、穿和服的女生

等)、臺灣早期女裝及女鞋、桃園公學校女學生服、軍服-女青年裝等。 

95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包括照片：聯合國社會事務局韓德生女士參觀婦聯總

會、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第五回卒業記念帖、女祖先畫像等)、臺灣早期女

裝、書籍-臺灣の少女等。 

96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包括侍女版畫、女子照片等)、臺北關渡宮天上聖母神

禡、謝游美女士相關東洋女子齒科醫學專門學校本科文物等。 

97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包括臺灣烏龍茶和臺灣紅茶海報、原住民族女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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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蒐藏品 

98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包括原住民族女性、私立愛國高等技藝女學校畢業紀念

冊、穿洋裝年輕女子兩名合照等)。 

99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原住民族女性、南洋賈盧伊特島女子的古風服裝、日本

時代新竹婦人會會開設第二回夜學會修了紀念、屏女學生賽跑剪影、中華

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省立中興大學分會迎新大會合影紀念、救國團女訓班

全體工作人員留影、潭子國民學校婦女班結業紀念、嘉義市立初級女子中

學第 4屆畢業生紀念留影、華銀嘉義分行女性員工合照等)、臺灣早期女裝

及女鞋、七娘夫人神禡、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仕女玻璃畫、臺灣早期眉

勒、女子肚兜、戰後初期國小女學生制服等。 

100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原住民族女性、雛祭り女兒節時孩童與人形玩偶、糖廠

女眷合影等)、臺灣早期女裝及女鞋、臺灣早期女性飾品、屏東女子公學校

相關獎狀、腳踏式縫紉機等。 

101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臺灣原住民女性明信片、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第十回卒

業紀念帖、「一位臺灣籍女青年的成長」中國共產黨對臺灣政治宣傳單等)、

日本時代臺中產婆講習所卒業證明書、清光緒 22年(1896)陳錦秀由廈門回

臺護照、梳妝臺、縫紉機、臺灣女性服飾等。 

102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林龔添根助產士相關證照、臺南第二高級女子學校畢業

紀念冊照片、省立臺中女子中學初一乙組攝影紀念、麗櫻編織補習班學生

作品展覽會、結婚典禮紀念照、臺灣省各界慶祝 42年度母親節暨褒獎模範

母親大會攝影等)、臺灣早期女性服飾、助產士用書、衣櫃、梳妝臺、電熨

斗、女性神祇雕像等。 

103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採茶女子、女子照片等)、臺灣早期女裝、縫紉機，另

有蒐藏日本時代學生女帽、女用冬季毛皮大衣、木雕女性祖先像、裁縫用

工具等。 

104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女子照片等)、臺灣早期女裝、三寸金蓮、縫紉機、日

本時代女性化妝用品及飾品(包括錫製粉盒、髮簪、衣櫃等)、謝招治女士

畫作、女舞蹈家李惠美相關文物等。 

105 戰後初期電繡織品、嫁妝雕花家具、白話字聖經、漢式長袖短衫、日本時

代肚兜衣飾、日本時代漢式新娘禮服、家族照片、日本時代母親嫁妝衣櫃、

日本時代結婚紅眠床、日本時代至戰後湯盤、湯勺、桌罩等。 

106 日本時代女性和服、愛國婦人會相關文書、照片與紀念章、三井光三郎《愛

國婦女會史》及西村茂樹《婦女鑑》等圖書、婦人之友社發行《婦人之友》

雜誌、神社婚式照、女子學校老照片與畢業紀念冊、養女收養契約、客家

婦女髮簪、搭褳袋、翹鞋、戰後女高中生制服、新娘陪嫁用品、結婚證書、

衣物箱、縫紉機、針織機、縫紉班相關文件、廚具、謝招治女士水墨繪圖、

結婚照與家族照等、陳澄波長子陳重光先生捐贈母親張捷女士臺灣傳統織

品衣飾等。 

107 日治時期女性和服、女子大襟衫、肚兜、織品、戰後女高中生制服、結婚

旗袍、嫁妝家具、家飾、廚具、裁縫車、家族相簿與老照片、客家女子髮

簪、翹頭鞋與褡褳袋、女性畫家畫作、繪畫用具、助產士證照與婦科醫療

器具等 

108 新竹鄭家手抄新竹縣節孝婦舉報資料抄本、日治初期油印本《節孝名冊》、

彰化崇文社編製《追弔烈婦女》詩集嫁妝家具、生活衣飾與用品、毛線編

織機、助產士證照、文書、用具與老照片等女性史料與歷史文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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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蒐藏品 

109 助產士筆記、證照、接生器具與照片、日本時代女童和服、女子三寸金蓮、

戰後女子軍訓制服、八柱姑娘床、客家八卦床、勝家牌腳踏式裁縫車、少

女漫畫等女性史料與歷史文物。 

110 助產士筆記、證照、接生器具與老照片、臺南女高美術習作、編織機、紡

線機、縫紉機、洋裁工具、洋裁筆記、洋裁剪報、戰後初期婦女家庭手工

自製旗袍、洋裝、嫁妝家具紅眠床、梳妝臺、衣箱、棉被櫃、美髮器具烘

髮器、髮捲同志運動公車廣告與反愛滋海報等女性史料與歷史文物。 

111 耳環、戒指、髮簪、皮鞋、結婚旗袍、嫁妝家具衣櫥、矮櫃、梳妝臺、紅

眠床、鏡臺、行李箱、咖啡杯組等)、毛線編織機、毛線編織補習班相關照

片、人形娃娃、竹編工具、材料與作品、書信、照片、文書、證照、結婚

祝賀吉祥字畫等女性史料與歷史文物。 

 

(3) 近一年史料蒐藏文物特色：111 年透過文物捐贈，蒐藏日治至

戰後時期臺灣女性史料與歷史文物，共計 9案 115件文物，文

物類型包括女性服飾(耳環、戒指、髮簪、皮鞋、結婚旗袍)、

嫁妝家具(衣櫥、矮櫃、梳妝臺、紅眠床、鏡臺、行李箱、咖

啡杯組等)、毛線編織機及毛線編織補習班相關照片、人形娃

娃、女性竹編工藝師之竹編工具、材料與作品、女性生命史相

關書信、照片、文書、證照、結婚祝賀吉祥字畫等。 

  

 林祈吉先生捐贈母呂錢嫁妝家具  李明洋先生捐贈南投草屯李時敏家族結婚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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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靜枝女士製作捐贈」竹編作品與照

片、文件資料 

 林泓琇女士捐贈手搖橫編機與針織教學相

關照片 

  

 「鄭秋金家族捐贈」鄭萍女士文書與文物  「陳世現先生捐贈」嚴慶鏞賀女結婚吉祥

字畫 

  

 張義明先生與洪麗琴女士捐贈結婚紅眠

床、嫁妝行李箱、咖啡杯組 

 謝齡瑤女士捐贈臺灣人形娃娃 

  

 周明先生捐贈妻白翠芳結婚禮服  莊萬壽先生捐贈母親施喜飾品組 

 

2. 女性史料研究 

(1) 本館以「臺灣女人」為議題，彰顯臺灣女人在歷史的潮流中，

所展示堅韌的生命力，呈現女性覺醒的歷史，關注臺灣女性經

歷臺灣政治、社會、生活形態改變，其貼近時代氛圍下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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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經驗，藉以讓大眾理解多重面向的臺灣常民生活史。同時，

近年配合行政院推行性別主流化的計畫，一一開展兼顧研究與

典藏性質的文獻整理與影像口述歷史等相關計畫。 

(2) 執行拍攝紀錄女性影像口述歷史相關計畫，尋找更多女性聲音，

彌補大歷史原本的疏漏，企望開啟公眾生命史與大歷史間的對

話，成為理解歷史多元性的基礎材料。 
年度 計畫名稱 簡介 

97 臺灣女人音像資料收

集與應用計畫 

以南臺灣地區經歷日本時代末期戰爭體制的

女性為對象，進行音像資料收集與應用規劃。 

98年起 臺灣女人網站建置與

維運計畫 

98年籌備規劃臺灣女人網站，99年底完成建

置，100年正式上線，104年進行網站內容增

補與網站頁面設計改版，105 年擴充網站內

容並針對各級學校團體進行推廣。 

99-100 臺灣女人影音資料收

集及應用計畫 

以女性日常生活史為關照，共完成 30位女性

拍攝記錄。 

104-105 臺灣女人專書出版計

畫 

出版簡明易讀的臺灣女性史專書《臺灣女人

記事．歷史篇》與《臺灣女人記事．生活篇》 

104-105 臺灣女人口述歷史與

影像出版計畫 

完成剪輯 5 段女性影像紀錄，出版《臺灣好

說：臺灣女人影像紀錄》影音光碟。 

106-108 臺灣女人影像口述歷

史拍攝計畫 

總共完成 21位臺灣女性影像拍攝。 

108-109 臺灣女人網站改版計

畫 
修訂原有知識內容，並新增近十年來臺灣社

會於法律、科技、醫療、新住民等各方面重

要性別議題之進展，另更新網站架構、功能，

以因應行動科技的變化。 

109 臺灣漫畫產業口述歷

史拍攝計畫 

（代辦經費） 

以臺灣漫畫產業從業人員為受訪對象，其中

訪問 2位女性漫畫家徐秀美和游素蘭，完成

口述歷史影像資料。 

110-111 臺灣漫畫產業口述歷

史拍攝計畫 

（代辦經費） 

以臺灣漫畫產業相關從業人員(創作者、出版

社等)進行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其中進行 1

位女性漫畫經紀人鄭詠中訪談拍攝與資料搜

集。 

(二) 推展成果 

1. 「臺灣女人」網站 

(1) 內容簡介 

本館透過臺灣歷史上女性相關史料之收集與整理，讓過去

歷史書寫與紀錄中常被遺漏忽視的女性角色，重新被大眾關

注。 

A. 92 年籌備處時期，開始推動「臺灣女人」研究計畫，深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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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臺灣女性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並著眼於女性教育、身

體文化、社會活動、生育醫療與家庭婚姻等五大面向。 

B. 98及 99年，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文化部)協助下，執

行「臺灣女人網站建置計畫」，架構「臺灣女人網站」，將過

去臺灣女人相關之成果，以兼顧研究、推廣的性質方法，呈

現於網路供大眾瀏覽及應用。 

C. 104年完成臺灣女人網站改版上線，呈現本館對於臺灣女性相

關研究成果，並收錄相關館藏，包含不同時期之女性相關衣

飾鞋帽、生活用品、報章雜誌、老照片及寫真帖等，及口述

歷史紀錄，並持續維運及擴充網站內容。 

D. 105 年新增網站圖像、影音資料計 30 則，並積極向全國各教

育機構如學校團體等進行推廣，鼓勵學校關注性別平等議題。

105年網站流量明顯成長，使用次數達 3萬 9,448人次。 

E. 106 年網站使用次數達 10 萬 4,903 人次。其中，9 月 8 日因

網站所列人物與相關新聞議題有關，單日流量達 2,619 次，

顯現網站作為史料資料庫查詢之功能性。 

F. 107年網站使用次數達 15萬 8,910人次。 

G. 108 年網站使用次數達 19 萬 1,875 人次，108 年網站使用次

數達 19萬 1,875人次，較 107年新增 3萬 2,965人次，係因

透過辦理「好生活戲劇工作坊—校園記事」活動，向社會大

眾及高國中學校推廣性別平權議題，並推廣網站使用，成效

斐然。109年預計完成新增相關社會福利、法律、科技等面向

之知識，同時調整分類架構，彙整多元史料、擴充網站功能

及改善介面設計，讓臺灣性別史料相關研究知識臻於完善，

進而開放共享文化資源，增進社會性別平權意識。 

H. 108至 109年辦理臺灣女人網站改版計畫。網站的更新內容除

了配合視覺改版與配合手機使用介面之外，更重要的是新增

200條、修改 300條辭條，讓內容與當代接軌，包含近年的性

別運動成果及介紹性別議題，並著重科技與法律議題的面向。

配合改版工作，舉辦「看見臺灣女人」系列活動，北南共三

場座談，試圖從科技與社會的角度談論性別議題。同時檢視

了近來性別主流化政策如何落實在臺灣社會各角落。 

I. 110年網站使用次數達 19萬 6,545人次。 

J. 111年網站使用次數達 23萬 7,631人次。 

(2) 得獎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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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女人網站及《臺灣女人記事．歷史篇/生活篇》專書，

於 104年榮獲行政院「第 14屆金馨獎」性別平等創新獎肯定。 

 

 

 改版後的臺灣女人網站，發展資料庫取

向功能，並更能容受多樣貌的館藏文物 

 臺灣女人網站以館藏文物圖像，配合相關

資料詮釋，將專業知識普及化 

  

 改版後的臺灣女人網站，發展資料庫取

向功能，並更能容受多樣貌的館藏文物 

 臺灣女人網站改版推廣系列活動，邀請耕

耘性別議題之 NGO 團體分享性別運動現

況 

  

 持續增修臺灣女人網站內容，讓性別相

關研究知識臻於完善，進而開放共享文

化資源，增進社會性別平權意識 

 臺灣女人網站以館藏文物圖像，配合相關

資料詮釋，將專業知識普及化，政委唐鳳

現身說明網站獨特、實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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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女性生命史應用及演繹計畫 

本館自籌備開始即致力於傳達臺灣歷史多元樣貌，關照各族群、

文化、性別、社會等面向，積極將臺灣女性史作為建構民眾文化記

憶不可或缺的一環。為呼應當代性別議題、深化館藏文物的性別詮

釋，並開拓出更多相關史料與個人生命記憶之可能形式，以過往臺

灣女人之研究成果為基礎，含括文物、口述歷史影像，執行臺灣女

性生命史應用及演繹計畫，透過性別論壇、口述歷史工作坊、戲劇

工作坊與戲劇演出等活動，期待民眾能更共感臺灣女人在歷史中所

面對之殊異處境，使性別意識深入至大眾日常生活的肌理，進而提

升社會對相關議題的關注，以回應臺灣女性史料整理、轉化與應用

之初衷。 

(1) 109 年聽見她們的故事：「臺灣女性生命史：方法與實例探討」

論壇，主流的歷史敘事常以男性菁英為書寫核心，忽略了女性

豐厚而複雜的生活經驗。「臺灣女性生命史：方法與實例探討」

論壇以「臺灣女性生命史」為主題，邀請十餘位專家與工作者，

除了探討口述歷史方法、編採實務乃至田野調查等不同路徑，

並進一步以移工、移民為案例，探討如何聽見臺灣女人的聲音，

亦從不同組織、團體乃至個人蒐整女性生命記憶的經驗，重新

思索一種以女性為主體的發聲方式。期望能在學院論述之外，

開啟更多對臺灣女性生命經驗的多元想像。 

(2) 口述歷史故事採集工作坊：107-109 年辦理，以性別相關議題

為主軸，進行中部地區勞動婦女的口述歷史，含括烘焙業者、

紡織相關、漁業、製傘、肉販、木材等領域的女性勞工，針對

她們的生命史，進行口述歷史影像記錄。110 年並將相關題材

運用於故事轉譯、劇本創作，以及戲劇演出。 

(3) 110 年於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辦理〈女子戲‧流轉歲月〉戲劇

演出，透過運用館藏研究資源及相關女性物件主題、女性口述

歷史及生命故事為素材，及 109年辦理「性別論壇」、「口述歷

史故事採集」、「紀錄．戲劇工作坊」進行戲劇腳本開發、故事

採集，搭配 20 位專業及素人演員共同創作、演繹，呈現臺灣

女性在不同時代、各生命階段的人生故事。 

3. 「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常設展 

108 至 109年度辦理常設展更新，並於 110年 1月 8日開放參

觀。本展覽係依時代序列展示之臺灣歷史。本展覽之歷史展示，跳



第 10 頁，共 36 頁 

脫以男性及官方記載為主的史料限制，特於各展區增加歷史中性別

議題主題，呈現女性於臺灣歷史中的身影： 

(1) 「最初的抵岸」單元：邀請阿美族女性藝術家魯碧‧司瓦那進

行阿美族的起源傳說之一：迪雅瑪贊，一位會發光的女孩進行

藝術創作，呈現南島民族有關「人如何現身於這座島嶼上」的

視角，作為另一種傳遞歷史的方法。 

(2) 「倚海而生的島與人」單元：其中描繪了平埔女祭司在當時代

作為女性領袖所扮演的角色及與社群的互動關係。 

(3) 「山海之間的共存與競逐」單元：於原住民與漢人簽訂土地契

約的場景，以平埔婦女做為原住民地主的形象，該單元中在平

埔原住民遷徙、丘陵開發、山的彼端、解嚴後眾聲爭言等展區，

亦皆有女性展示身影。尤其在清代商業城鎮展區也呈現府城女

性生活樣貌，提及清末艋舺女郊商黃祿嫂接替丈夫事業經營的

有聲有色，以及林爽文事件中的金娘，與牡丹社少女阿臺等女

性，皆呈現了參與臺灣重要歷史事件中的女性樣貌。 

(4) 「新秩序下的苦悶與夢想」單元：介紹日本時代新女性，從婦

女解放纏足、施行新式教育、興辦女子學校及鼓勵婦女就業的

轉變歷程，讓觀眾瞭解歷史上新世代受過教育、具備專業知能

的重要女性人物及事蹟，以及其在經濟自主、思想上建構新自

我認同的時代意義。 

(5) 「走向民主這條路」單元：介紹謝招治阿嬤生命史，以女性角

度透過畫作寫歷史，同時並展陳南洋姐妹會、婚姻平權等史料，

呈現近代戰後臺灣女性的生命史與自覺歷程。 

4. 特展 

除了常設展外，本館也透過特定主題的特展，展現女性及各臺

灣史主題。 
年度 特展 特色 

101年 臺灣女子‧非常好

特展 

以常民女性為主角撰寫臺灣史，重視性別觀點的融入，從研究議

題、文物蒐集整理，展示設計執行，教育推廣與公共服務，力求

性別平等，重視多元的聲音，希望當「歷史聚光燈照向常民女

性」，其不斷交織、躍動與疊合的豐富歷史圖像，能成為博物館

與群眾對話的一種方式，讓被歷史忽略的女性圖像，在博物館重

現；本館也彙集了展覽的精華，出版了「臺灣女子‧非常好特展」

專刊。 

103年 來自四方：近代臺

灣移民的故事特展 

特展中規劃當代新移民女性之展示單元。 

宅經濟：臺灣家庭

副業特展 

訴說自日本時代以來，以家庭為重心的女性，如何以家庭代工等

副業，扮演重要家庭經濟支援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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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特展 特色 

104年 學動．運生：臺灣

戰後學運回顧特展 

呈現學生運動中男、女平權共同參與的景象，並以「延續與創造」

單元中婦運與性別平權運動單元，說明學生運動的火光延續至社

會運動進程中繼續為爭取女性權利與為性別平權發聲。 

105年 大家的博物館：

2011-2015 館藏受

贈選要特展 

特展中「時代人物」單元呈現男性與女性捐贈者的生命故事，包

括舞蹈家李惠美女士、國民美術畫家謝招治女士、助產士林龔添

根女士、臺南金泉成雜糧行王添福與王吳錦雪夫婦等，呈現女性

在時代轉換的時空環境中，擔任的不同職業與身份，以及如何克

服生命難題，成就不凡人生。「生命禮讚」單元：以文物呈現生

命禮俗中女性婚嫁文物，呈現女性在傳統常民生活中的生命歷

程。 

聽！臺灣在唱歌：

聲音的臺灣史特展 

特展中「美妙的聲音」單元呈現在商品性強烈的流行音樂中，女

性歌手的身影，及她們如何透過動人的歌聲唱出時代角落的小人

物心聲。 

228．七Ｏ：我們的

228特展 

特展中包含阮美姝女士及相關受害者家屬的訪談、留存檔案及文

件等，呈現 228事件中女性家屬的聲音，並勾勒出在事件發生後

女性於維持家庭穩定、及事件真相追尋中的堅毅身影。 

好好吃：臺灣飲食

文化特展 

以「阿嬤的灶腳」單元，強調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一家之

煮」重要角色，並於生命禮俗、吃與不吃動畫與「原汁原味：臺

灣南島語族的飲食習俗」中，從飲食禁忌、女性的生命史與飲食

（婚嫁、生育坐月子飲食）及女性原住民在部落生活中的身影等

多元面向，呈現女性在臺灣飲食文化中的重要性。 

106年 新臺客：東南亞移

民移工在臺灣特展 

透過多名女性移民、移工故事的蒐集，展出以這些女性為主角的

訪談影片、圖像、生活物件，帶觀眾透過其生命故事認識移入臺

灣的這些女性如何以各領域專業工作者、配偶、母親、學生等多

樣而多重的身分，融入家庭、群體與地方社會，發揮其熱情、才

能與毅力，寫下豐富多彩的生命篇章 

巡狩四方：臺灣及

東南亞王爺信仰特

展 

藉由祭典儀式中的禁忌，看見傳統社會中對於性別的偏見與刻板

印象，但也藉由近代祭典圖像的展現，帶觀眾認識傳統民俗中對

於性別的禁忌。 

挑戰者們：解嚴 30

週年特展 

在視覺與展示內容中呈現不分男女、針對不公義與社會限制發聲

的挑戰者們，同時呈現在各個挑戰既有體制的社會運動中女性從

不缺席的身影。 

地圖很有事：地圖

的臺灣史特展 

除了以地圖探討有形的地理界線外，同時帶出不同時代、族群在

地圖外的互動與生活樣貌，同時藉由當代的地圖製作，關照新臺

客的生活，並特別製作「新臺客生活地圖」，呈現第一手的調查

資料，帶領新臺客們認識臺南生活的去處，同時也邀請觀眾透過

地圖認識新臺客在臺南的生活圈 

107年 神界‧人間：本館

館藏神像特展 

除了展現臺灣民間信仰中男、女性神祇不同的樣貌、角色、職司

外，也選擇了不同性別神祇的造像，帶觀眾從神像造像藝術中，

看見不同性別角色下常民、傳統社會對於神祇形貌的不同想像，

同時藉由常民的需要與祈求神祇這個概念，帶出在不同行業、生

命階段中，男、女性不同的生活需求所衍生、發展出來的多元信

仰文化。 

我的奇幻租書店：除了依據時代說明租書店的發展變遷，展覽中也同時以男性、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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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特展 特色 

臺灣租書店變遷特

展 

性的不同視角，看見租書店發展中不同類型漫畫與小說的影響，

並藉由插畫展現不同年齡的女性與男性讀者在租書店中的樣

貌，喚起觀眾的記憶。 

南方共筆：輩出承

啟的臺南風土描繪

特展 

透過與日本民族學博物館的合作，借展展出日本時代在臺南擔任

中學教師的內田勣藏品，在內容詮釋與展品挑選上，藉由展出記

載常民女性生活的影像、內田勣採集的日本時代漢人女性衣飾，

帶觀眾一窺當時女性生活面貌 

上學去：臺灣近代

教育特展 

除了在主視覺的選擇上力求男女平等，並特別設置「女子教育」

單元，說明日本時代開始的近代教育中女性如何透過教育開展新

的學習與職業選擇管道。在各敘說教育發展的子單元中，不忘透

過分析男女受教育機構、升學與就學人數男女比，展示男女學生

制服與用品、男女學生老照片、舊報紙中男女徵才訊息等，帶觀

眾看見在近代教育發展過程中性別對就學與就業的影響。在展覽

的生存之路角色扮演互動遊戲設計上，更選擇不同族群、家庭背

景的男性與女性做為主角，讓觀眾看見時代巨輪下不同身分的臺

灣人如何找到生存之道、力求出頭天。 

108年 南洋味．家鄉味特

展 

展出從在臺東南亞新住民女性觀點認識新住民家鄉風味餐桌上

的風景與文化。因為婚姻、工作、就學、甚或是第二代子女等等，

新住民來到臺灣，成為臺灣住民的一份子；而透過食物，新住民

將各自的家鄉味帶入臺灣，本展覽藉由料理及其背後的故事、產

生的歷史，使大眾對東南亞新住民女性的情感、記憶與生命故

事，有更多的認識與理解，期望串起臺灣不同性別、族群彼此之

間的連結，促進更多、更深層文化間的理解與交流。 

不在教室：青少年

策展力成果秀特展 

本特展為本館與臺南市瀛海高級中學及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合作的「博物館策展課程」成果展。其中臺南市瀛海高級中學展

示內容中之「夢想出『髮』」主題，講述了社區中 1 位女性美髮

師的故事，學生藉由策展的實地踏查，訪談美髮師所需要經過的

訓練及專業技能，以「學徒」、「挫折?」及「美夢成真」三個單

元，介紹這位女性職人從無到有成為一位美髮師的過程。 

迫力．破力：戰後

臺灣社會運動特展 

探討民眾如何透過民主機制的社會運動關切、討論、推動社會事

務，當中探討雛妓、性騷擾、性侵害、性別平等等議題，呈現女

性及性平議題在當代社會的概況，呼應當代社會面臨的多元性別

與認同問題。 

「流轉的飯桌：我

們的味道與記憶」

巡迴展 

透過「高齡者生命故事採集暨行動創作計畫」，以年菜料理為主

題串聯長者的生命故事，運用口述歷史影像與文字轉化為行動式

展覽；其中許多參與訪談的女性，透過自身的生命經驗及家族故

事分享，呈現女性視角的觀察及記憶傳承，亦藉由社區合作巡迴

展覽的互動方式，連結不同世代及地區的女性身影。 

民主學笑：政治漫

畫在臺灣特展 

展出從日本時代至解嚴以後的政治漫畫作品，帶領觀眾認識以圖

文創作介入各項政治及社會議題的常民媒體，促使公眾理解與參

與，也使大眾意識到，漫畫作為社會文化載體，對於性別、身份

或特定族群的群體印象是如何被塑造的。 

青春愛戀：少女漫

畫在臺灣特展 

展出日本時代到當今少女漫畫在臺灣的發展變遷，促進民眾理解

少女漫畫為性別意識媒介之重要價值。少女漫畫做為性別及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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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特展 特色 

塑造及表達的媒界，從漫畫風格描繪到細膩描寫的敘事故事，少

女漫畫繪圖者以及漫畫內容敘事，都分別反應了性別以及不同性

別間的對應關係、視角，在在呈現多元性別的自我、性別關係以

及社會的認同過程，甚或以平面漫畫為基礎，到戲劇、角色扮演

等立體化的發展，更跳脫既定框架，擴展社會對於性別意識認同

摸索的無限想像。 

109年 「我是兒童 我有

權利」兒童權利公

約頒布 30 周年主

題特展 

展示兒童權利從忽視到關注的推動過程，從波蘭的兒童權利之父

─柯札克為起點，認識兒童人權的核心精神與內容，其中包含介

紹多位兒童人權之女性倡議者。展覽從國際間的兒童權利演進歷

程，反思臺灣過去白色恐怖時期兒少們遭受人權迫害的狀況，喚

起大眾對於兒童人權的重視。 

家‧流動與安住：

臺灣住屋建築風景

之一隅特展 

本特展探討戰後臺灣社會常民生活「居住」、「住屋」（家屋）的

文化脈絡與變遷，除發掘在臺灣社會變遷歷程中，也將作為早期

女性主要生活空間的住屋，如何形塑具體生存場所的重要軌跡，

與生存環境整體網絡的互動關係，建構臺灣社會特有的家屋建築

風景，進而促進思考當前社會中關於成「家」立業等種種議題。 

110年 東亞體育世界的臺

日運動交流國際展 

「閨閣到運動場：走向戶外的新時代女性」單元中展出日治時期

以後，女性正式接觸運動這個近代觀念的影像、圖繪及文件資

料，帶領觀眾認識運動文化悄悄的改變了臺灣婦女的身體，在日

治時期總督府鼓勵放足斷髮的時刻，學校體操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擺脫小腳的侷限不僅僅只是掙脫身體的束縛，也讓新時代的

女性脫離傳統角色的定位，從家庭走向社會，1931年，初次參加

明治神宮運動會的林月雲，在三級跳項目一舉奪下第二名，使臺

灣女性開始與柔弱的刻板印象分道揚鑣，也有能力和世界平起平

坐。 

樂為世界人—臺灣

文化協會百年特展 

本展覽特別關注文協成員中不同職業、信仰、性別與階級的參與

者及其關懷。性別方面，除了展出文協年代謝雪紅及簡娥等知名

臺灣女性如何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並透過「性別的追尋」單元展

示民報家庭寶典、助產士黃陳梅麗婚前男裝沙龍照等文物，讓觀

眾認識到不同時代女性的自我追尋與社會認同。 

「畫我˙短漫畫比

賽」作品展 

為推廣臺灣漫畫文化、鼓勵民眾創作辦理短漫畫比賽，以「我」

為題讓創作者呈現自己的內在世界、也貼近讀者，透過漫畫感染

更多人。本次展出獲獎作品包含多位女性創作者，以其自身經驗

出發，在有限的篇幅中創作呈現引發讀者共鳴的故事。 

111年 We Can Help：臺灣

扶助事業 x 基督教

芥菜種會特展 

探討臺灣戰後初期特殊社會紋理下的慈善扶助事業，並透過外籍

女性在臺灣推動扶助事業案例，讓觀眾認識女性的社會關懷力

量。 

原民、漢人、官府

的交織「物」語：

故宮、臺博、臺史

博三館聯展 

「我要更美麗」單元中展出原住民族、漢人常民及官府宮廷中的

女性對於「美」的思考、追求與詮釋。單元中，排灣族、泰雅族

女性貴重衣飾及宮廷女性帽飾如何反映文化屬性的階序身分，以

及追求時尚的主動性，並透過漢人三吋金蓮反思傳統文化觀點中

對於女性身體的束縛與綑綁，帶動當代女性身體主體性議題的反

思。 

記憶中的畫格世界本展覽以漫畫記憶出發，追尋不同世代臺灣人與漫畫的記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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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特展 特色 

－漫畫在臺灣 度，其中在 1980至 1990年代漫畫雜誌中呈列當時以少年、少女

為閱讀對象的本土漫畫雜誌，呈現當時本土漫畫興起熱潮，也讓

觀眾認識到當時崛起的女性漫畫家。 

「時空旅行社—國

家文化記憶庫 2.0

線上策展平臺」網

站 

本網站運用國家文化記憶庫素材，開放民眾以線上展覽記錄臺灣

的生活故事，自 111 年 10 月平臺上線後，已有包含女性個人生

命故事：〈後山姑娘的人生歷險記〉、〈客家女子的釀醋人生〉、〈磨

出來的人生〉；各行各業的女性身影：〈鐵公路之花・美麗與哀愁〉、

〈憶起教師節--302 的「幸」感女神〉、〈九曲堂的美味—阿枝姨

海產粥專賣店〉；臺灣社會中的女性角色與任務：〈新娘忙嫁衣，

丈母娘忙新衣〉、〈媽媽門的眷村味〉、〈母親誕生那一年〉；及女

性的日常物件：〈打開阿嬤的衣櫥〉、〈台灣阿嬤的「LV包包」〉等

11個展覽，透過不同故事與視角，記錄並體現女性的個人價值， 

母語地名故事線上

展覽 

本線上展覽以臺灣多元族群的母語，述說各族群記憶中的地名故

事，引用多位在地女性母語老師的研究觀點並請母語老師獻聲擔

任故事旁白。 

 

  

 「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常設展中的女

性身影 

 「大家的博物館：2011-2015 館藏受贈選

要特展」展出舞蹈家李惠美、國民美術畫

家謝招治及助產士林龔添根等女性故事 

  

 「228．七Ｏ：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展出

阮美姝女士之家族照片 

 「好好吃：臺灣飲食文化特展」之「大社

會小市場」單元，以陳樹菊女士的故事，

突顯市場中的小人物大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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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客：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特展」

展出蘇英等多名移民移工生命故事與物件 

 「挑戰者們：解嚴 30 週年特展」呈現女

性在民主運動中的身影 

  

 「地圖很有事：地圖的臺灣史特展」特別

製作「新臺客生活地圖」，邀請觀眾透

過地圖認識新臺客在臺南的生活圈 

 「神界‧人間：本館館藏神像特展」依據男

性與女性在不同生命階段需求設計的求

事拜對神單元 

  

 「我的奇幻租書店：臺灣租書店變遷特展」

以手繪插畫的形象，看見租書店中不同性

別、身分的讀者與其租書店閱讀經驗 

 「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臺南風土描繪特

展」以拼圖意象、影像牆呈現日本時代

內田勣珍貴的臺南映像紀錄與文物，帶

觀眾看見當時女性生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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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力．破力：戰後臺灣社會運動特展」

之「Love is Love」展區展出性別平權運

動，由策展團隊拜訪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

會、祁家威先生、侯季然導演(拍攝葉永鋕

《玫瑰少年》紀錄片)，透過訪談及物件徵

集，共同書寫臺灣的性別平權史 

 「上學去：臺灣近代教育特展」在展品與

文物的選擇上，格外著重男性與女性物

件的平衡並陳 

  

 「南洋味．家鄉味特展」在展覽中展示各

式特色器皿、廚具及擺設 

 「不在教室：青少年策展力成果秀特展」

帶領學生藉由實地踏查，策劃「未來職

人想像」主題；圖中「夢想出髮組」的

學生正在為現場觀眾導覽 

  

 「民主學笑：政治漫畫在臺灣」特展闡述

政治圖像推動臺灣民主的進程，這當中

幽默的力道，不少來自女性創作者的妙

筆與論述 

 「青春愛戀：少女漫畫在臺灣」特展介紹

臺灣少女漫畫的創作與產銷影響，當中

並展出不少被歷史忽略的早期女性漫畫

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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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轉的飯桌：我們的味道與記憶」巡迴展透過飯桌料理帶出女性視角的觀察及記憶傳

承，藉由影音、食譜及互動展品的多元展示，呈現更加生動的記憶日常 

  

 「我是兒童 我有權利」兒童權利公約頒布

30 周年主題特展，展覽中介紹多位兒童

人權之女性倡議者 

 「家．流動與安住：臺灣住屋建築風景之

一隅特展」，展出早期女性主要之生活

場域「家」在戰後臺灣社會變遷歷程 

  

 「東亞體育世界的臺日運動交流國際展」

透過展覽讓觀眾認識運動文化如何悄悄

地改變臺灣婦女身體觀 

 「樂為世界人—臺灣文化協會百年特展」

「性別的追尋」單元，探討 1920 年代臺

灣女性的自我追尋及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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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 Help：臺灣扶助事業 x 基督教

芥菜種會特展」以向外飄散的信件象徵

著孫理蓮女士藉由一封封寄到美加的書

信，為臺灣爭取許多成就不同目的捐募

款項 

 「原民、漢人、官府的交織『物』語：故

宮、臺博、臺史博三館聯展」特展展出

三寸金蓮等傳統飾物，討論對女性身體

的束縛 

 

 

 「時空旅行社」網站〈後山姑娘的人生歷

險記〉描繪原住民王慧美女士，透過姊

妹、教育、信仰等建立韌性，並以扶助

婦女、都市原住民為志業的打拚故事 

 「母語地名故事線上展覽」透過女性母語

老師的研究與旁白認識臺灣多元族群文

化 

 

5. 女性史料出版 

本館長期以來致力於推動成為「大家」的博物館，用不同族群

文化、性別的觀點來呈現臺灣歷史，歷年來積極將蒐集之女性史料，

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整理及出版，期盼民眾以不同的角度來閱讀臺

灣史，並透過不同的史料與題材，從女性的觀點，建構生活化與多

元化的女性史觀。重要出版成果如下： 

(1) 100 年及 103 年分別以常民女性以及族群互動觀點，出版以二

戰下的臺灣人為題材的《一九四五‧夏末》以及清末平埔原住

民與傳教議題的《新港少女‧李樂》漫畫，以通俗的漫畫形式，

推廣及重現女性於歷史中扮演的角色。 

(2) 104年出版《臺灣女人記事‧歷史篇/生活篇》專書，依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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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編輯並整理臺灣女性議題中之重要主題內容，以臺灣女

人生命史為架構，佐以諺語與民間故事，描繪出臺灣歷史上女

性的生活樣貌。 

(3) 105 年出版《臺灣好說：臺灣女人影像紀錄》影音光碟，蒐集

拍攝日治時期臺灣女人所經歷的戰爭、教育、工作、感情等議

題，輯錄為 5則口述影像，以光碟形式配合附冊方式出版，呈

現常民女性生活歷史的樣貌。105 年亦出版第 3 本臺灣歷史漫

畫《歷史小將：英雄之路》，為國內第 1 本以鄭氏時期平埔原

住民為主角的歷史漫畫，將拍瀑拉族頭目設定為女性，讓讀者

瞭解女頭目的魄力與智慧。故事中兩位女主角也都主導了劇情

的發展，並非只是一般漫畫中女性身為附屬的角色，用不同族

群文化及女性觀點來呈現臺灣歷史文化多元面貌。 

(4) 《觀‧臺灣》季刊：自第 43 期（108 年 10 月號）起規劃「女

人本事」專欄，將已超過 10年來本館蒐集之 60位女性生命故

事臺灣女人的口述歷史影像資料，由專案團隊共筆，轉化故事

精華以及紀錄過程中的點滴，成為容易閱讀之文章。111 年觀

臺灣季刊「女人本事」專欄，持續分享臺灣女人口述歷史拍攝

計畫成果，第 53-54 期〈落地臺灣的五越星〉(上)(下)，由 5

位嫁來臺灣越南新住民組成的團體以自身經歷講述生活經驗

並試圖用自身的經歷，幫助仍然還在找路的新住民姊妹。第 55

期〈徐書慧的溫柔生產革命〉介紹徐書慧女士以自身經驗推動

臺灣生育改革行動聯盟，提出溫柔生產觀點，讓生產可以更自

然並有更多選擇可能性。 

(5) 109 年出版《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包括一百多

封英國傳教師李庥夫婦寫給長老教會海外差會的秘書長、教會

幹部與親友們的書信。內容涉及打狗、埤頭及阿里港地區的人

物、事件及與教會相關的事務，也有關於木柵、崗仔林、柑仔

林及拔馬等地山崗傳道站等地區之宣教成果。李庥夫婦宣教步

履不但驗證臺灣現代化過程，也同時記錄了 19 世紀後半南臺

灣的社會變遷、醫療情況與風俗樣貌，伊麗莎白的書信紀錄，

也讓我們對於當時原住民婦女生活，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6) 109年出版《少男少女見學中》，以百年前臺灣少年少女們的腳

步與目光，描繪 1930至 1945年之間「修學旅行」的樣貌。跟

隨這些女學生的步履，瀏覽歷史上的臺灣風景。書中運用館藏

日本時代畢業紀念冊中的旅遊照片，搭配學校文件、學生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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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獻史料，重新回顧這些人人都曾走訪過的景點。旅行看起

來輕鬆，卻不只是遊玩，參觀行程與地點都得搭配不同的政策

與教學需求。但女學生們也因為這難得的機會，與同學、師長

一同出門遠行，體驗生命裡的彼時此地。 

(7) 111年出版《看得見的臺灣史．時間篇：30件文物裡的日常與

非常》，內容多篇涉及臺灣女性自我意識、教育內容與職場表

現，與傳統社會規範下的女性生活及形象，呈現臺灣史上的性

別相關的議題討論。 

  

 《一九四五夏末》漫畫  《新港少女李樂》漫畫 

  

 《臺灣女人系列‧歷史篇/生活篇》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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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好說：臺灣女人影像紀錄》影音光

碟 

 《歷史小將：英雄之路》漫畫 

 

 

 《李庥與伊莉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專書  《少男少女見學中》專書 

 

 《看得見的臺灣史．時間篇：30 件文物裡

的日常與非常》專書 

 

6. 女性主題教育推廣活動 

(1) 教具教學資源 

結合「臺灣女子‧非常好特展」及臺灣常民女性相關研究

成果，持續推廣〈臺灣女人‧非常好〉教具箱，免費提供學校

教師外借教學，藉由理解臺灣不同年代、族群與社經條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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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女性的生命歷程，也期學生能體察今昔女性處境，培養思

考歷史的能力與性別敏感度，並尊重多元的價值觀。 

自105年起，特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洋臺灣姊妹會合作，

共同發展中小學校主題教案，由新移民姊妹提供其個人生命故

事及相關資料、物件，完成「移民故事盒」主題教具箱規劃，

以女性移民生命史，呈現出近代臺灣近代移民生活縮影以及面

臨的時代與環境挑戰，讓學生以正確眼光認識新移民。 

繼 105 年開發之成果，於 106 年與臺南市私立瀛海中學共

同辦理「〈移民故事盒〉教具箱實驗工作坊」，探討本館文物捐

贈人李惠美女士及「新臺客：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特展」之

新移民借展人蘇科雅女士的物件及移民故事，引導學生深入探

討一段女性生命史的移動過程以及自我定位議題。 

 

 〈臺灣女人．非常好〉教具箱：期許學生體察今昔女性處境，培養思考歷史的

能力與性別敏感度，並具有尊重多元文化的價值觀 

  

 泰國籍新住民江容珍於學校試教〈移

民故事盒〉主題教具箱教案 

 南洋台灣姊妹會發展教案時，越南籍

新住民拿正說明越南燈籠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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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移民故事盒〉教具箱的內容物

檢視與探討，讓工作坊參與學生深入

認識移民女性的生命歷程 

 工作坊參與學生透過新移民女性之

物件與老照片，認識其移民故事及生

命史 

 

(2) 博物館資源應用 

A. 教師教案設計工作坊：於 108 年 6 月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中央輔導團合作辦理，導入本館學習資源，其中並以臺

灣女人網站為基礎，發展性別教案架構設計。 

B. 博物館學習資源近用計畫：於 108 年 7 月及 8 月辦理數位資

源推廣研習課程，共 3 場次，其中將「臺灣女人網站」列入

課程內容，提高臺灣性別史料相關研究推廣效益。 

C. 「未來製造－兒童藝術創作歷史工作坊」：為推動兒童參與博

物館資源學習及配合本館兒童廳常設展更新作業，於 108年 9

月辦理，由藝術家許尹齡以其視角，帶領一群國小 3 至 6 年

級兒童認識本館藏品，從歷史物件當中體驗過去、理解當下，

並創造未來想像，規劃了「食－火鍋的時空旅行」、「衣－未

來的穿衣哲學」、「住－未來建築事務所」及「行－大航海時

代 2.0」共四大主題，各主題跨越性別、身份、生活等各面向，

讓兒童從中體察其日常熟悉生活面向的昔今歷史脈絡，培養

思考歷史的能力，發揮自我創造性、應用於未來，並養成多

元開放、自我存在認同的價值觀。此創作之精選成果，於 109

年本館完成之「時光探險」兒童廳更新展出，並於 110 年 1

月 8日開放參觀。 

D. 博物館學習資源推廣：於 109年 9月至 12月，辦理「博物館

教學指南－歷史及跨域增能研習活動」，與臺東、屏東、嘉義、

高雄及臺南國教輔導團合作，共 6場次；111年 9月至 11月，

分別於嘉義、高雄、臺北、臺南辦理「好資料不用嗎？臺史

博數位資源應用推廣」工作坊 3 場及成果發表會 1 場，內容

包含「臺灣女人．非常好」、「臺灣女人網站」及《觀‧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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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等性別相關資源，提供學校教師作為性別教育素材，並

增進本館性別研究及資源之推廣。 

E. 辦理「臺灣女性生命史：方法與實例探討」論壇：主流的歷

史敘事常以男性菁英為書寫核心，忽略了女性豐厚的生活經

驗。於 109 年 9 月以「臺灣女性生命史」為主題，辦理「臺

灣女性生命史：方法與實例探討」論壇，除了探討口述歷史、

編採乃至田野調查等不同方法，如何可能聽見臺灣女人的聲

音，亦將從不同組織、團體乃至個人蒐整女性生命記憶的經

驗，重新思索一種以女性為主體的發聲方式。 

  

 「博物館學習資源近用計畫」邀請跨領域人士，分享本館「臺灣女人網站」之相關專

業應用 

  

 「未來製造－兒童藝術創作歷史工作坊」

介紹博物館蒐藏物件 

 「未來製造－兒童藝術創作歷史工作

坊」鼓勵思考未來物品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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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製造－兒童藝術創作歷史工作

坊」：未來衣服—魚鱗衣 

 「未來製造－兒童藝術創作歷史工作

坊」文宣 

 

 

 「博物館教學指南－歷史及跨域增能研

習」課程文宣 

 「博物館教學指南－歷史及跨域增能

研習」屏東場大合照 

  

 「臺灣女性生命史：方法與實例探討」論

壇，吸引許多口述歷史的工作者前來參加 

 各路身經百戰的民間工作者，分享女性

生命史的蒐集整理之實務經驗 

 
 

 「好資料不用嗎？臺史博數位資源應用推廣」工作坊及成果發表會，邀請跨領域人士，

分享交流本館「臺灣女人網站」之相關專業應用 

(3) 戲劇活動 

A. 〈一人一故事〉戲劇工作坊：於 106 年 7 月與阿伯樂戲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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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辦理，結合「新臺客：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特展主

題，推出分享個人關於移動的生命故事戲劇系列活動。 

B. 《抵岸》繪本教育戲劇工作坊：於 106 年 8 月與駐館藝術團

隊阿伯樂戲工場共同辦理，以澳洲華裔作家陳志勇的繪本故

事《抵岸》為主軸，運用戲劇活動及道具，讓學員體驗主角

前往他鄉找尋新機會所遇到的種種考驗，及感受故事角色的

心情，並對戲中出現的議題進行討論與交流。 

C. 〈我有一個夢〉紀錄劇場：於 106年 10月與駐館藝術團隊阿

伯樂戲工場共同辦理，由劇團帶領 5 名新住民女性素人演員

共同創作，讓新住民女性從故事的素材提供者，搖身一變成

為共同創作及演出者，呈現其新住民女性心境的轉折與面臨

的困境與期待，讓觀眾瞭解其跨國移動經驗及深刻且動人的

生命故事，共 8場。 

D. 《戲遊時光：時代迴聲》雙人戲劇演出：自 111 年起開始於

常設展常態型演出，演導員運用戲演出及互動體驗，帶領觀

眾穿梭在日本時代及解嚴後的氛圍中，以充滿記憶的「聲音」

作為主題，並結合展品設計相關活動；劇中呈現戰時母親對

孩兒的盼望及婦女縫製千人針的體驗互動，感受動盪時代下

女性的視角及心聲。 

  

 新住民演員與觀眾的現場互動，現場聚集各年齡層觀眾一同參與這場豐盛的故事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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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夢〉紀錄劇場現場演出實況，透過戲劇與歌曲的現場演唱，使觀眾更融入現

場氛圍 

  

 《戲遊時光：時代迴聲》演出動盪時代下

母親對於孩子生存的盼望 

 《戲遊時光：時代迴聲》結合展品設計戰

時婦女縫製千人針以祈求平安的體驗互

動 

 

E. 「新臺客：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特展」新住民女性物件導

覽活動：於 107年 3月至 11月，邀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洋

臺灣姊妹會協辦，並邀請借展人—來自印尼與越南的新住民

女性們，進行 3 場展覽物件導覽活動，與觀眾分享新住民女

性們移居臺灣的生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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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移民女性透過物件導覽，說明外籍新娘

不僅只是以婚姻仲介的方式來到臺灣，並

運用透過對自身文化的瞭解，使在臺的人

們更豐富認識他國的異文化 

 透過借展人的現場物件導覽，讓參與觀眾

可以認識新移民女性在臺生活的多元面向 

 

F. 〈舞動‧李惠美的舞蹈人生〉舞蹈劇場：於 107 年 5 月於本

館展場演出，共 2 場。本活動源自 105 年策辦之「大家的博

物館：2011-2015館藏受贈選要特展」中，由舞蹈家李惠美女

士捐贈之系列文物。李惠美（鈴木惠美子）於日本出生、成

長、習舞，在嫁到中國東北後，隨著中國軍人身份的夫婿跟

著國民政府搭船至臺灣基隆，最後定居於鳳山，也將她寶貴

的一生及所學的舞蹈貢獻給臺灣。臺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

主任戴君安深受展覽的感動，由該校老師戴君安及董淑貞編

製舞蹈後，帶領舞蹈系學生們，將李惠美的一生之舞蹈再次

展演於觀眾眼前。舞蹈於本館常設展<鉅變與新秩序>與<邁向

多元民主社會>單元地點演出，體現李惠美在時代巨輪之下的

移動，如何為臺灣與世界帶來美的感動。 

  
 舞劇演出現況  舞劇演出之表演者合影 

G. 女子生活戲劇工作坊：於 107年 9月及 10月分別於國立彰化

高級中學及臺南市東區大同國民小學舉辦，與「影響‧新劇

場」共同辦理，共 2場次。本工作坊目的係為收集女性史料，

探究當代女性記憶，並提高女性參與文化活動，特以臺灣成

年女性為對象，以口述歷史為方法，結合活潑有趣的劇場元

素，運用劇場空間與肢體遊戲打破日常身體與心理界線，藉

由性別議題的提問、分享，開啟女性對話，讓參與者在安心

自在的情況下侃侃而談，並以此蒐集女性生命史，豐富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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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研究材料。 

H. 「好生活戲劇工作坊—校園記事」：於 108 年 9 月至 11 月辦

理，與「影響‧新劇場」共同辦理，分為校園、大眾 2梯次，

共 11場次，分別於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南家齊高

級中等學校、臺南市私立光華高級中學、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臺南市大灣高級中學及本館舉辦，

配合肢體活動的開發，結合活潑有趣的劇場元素辦理，喚起

性別、女性教育與生活的歷史記憶。透過工作坊問卷調查，

多數參與者認為有助於深入思考與理解性別教育議題，並認

為博物館的性別史研究，可深入「風俗與文化、教育」及「性

別與身體文化」等面向持續探討。 

I. 〈女子戲‧流轉歲月〉戲劇演出：110 年 12 月於國立臺南生

活美學館辦，透過運用館藏研究資源及相關女性物件主題、

女性口述歷史及生命故事為素材，及以 109 年辦理「性別論

壇」、「口述歷史故事採集」、「紀錄．戲劇工作坊」進行戲劇

腳本開發、故事採集，搭配 20 位專業及素人演員共同創作、

演繹，呈現臺灣女性在不同時代、各生命階段的人生故事。 

 

 

 女子生活戲劇工作坊學員雪琴分享祖父

母早年渡海來臺的故事，故事箱設計用黑

布代表黑水溝，藕色輕紗則代表漂泊與思

鄉的情懷 

 女子生活戲劇工作坊學員珠里運用小學作

業簿和小椅凳擺設，設計自己的故事箱，

分享在職場上推動兒童視力保健改革的經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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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生活戲劇工作坊裡的 Q&A 時間，鼓

勵學員參與性別議題討論和自我表達 

 女子生活戲劇工作坊女性經驗與歷史記憶

成果分享 

  

 好生活戲劇工作坊在臺南女中以當前性

別議題作為討論主軸 

 好生活戲劇工作坊以劇場形式開發學員肢

體，分享對於性別經驗與文物故事 

(4) 社群交流 

A. 「漫步在南方—南洋．家鄉味」走讀活動：於 108 年 4 月辦

理，以飲食作為切入點，帶領參與者走進新住民的生活圈。

田調過程訪談多位新住民女性，並邀請新住民女性於走讀活

動時分享家鄉料理與她們的故事，藉由生命經驗分享、飲食

記憶交流，讓更多人看見新住民女性的堅韌生命力以及在這

座城市的生活軌跡。 

B. 「流轉的飯桌：我們的味道與記憶」巡迴展-水交社站系列活

動：109年 3月辦理「水交社的步伐與風」講座及走讀活動。

講座特別邀請深耕於在地社區的明德里里長陳瑞華女士，細

數在地發展脈絡以及結合飲食味道交織出動人的生活故事，

透過女性講者的生活經驗，帶領與會者親自繪出記憶中的家

鄉味。 

C. 「上學去：臺灣近代教育特展」講座〈從柔弱到剛健：日治

時期臺灣女學生登山活動的變貌〉：於 108年 8月辦理，藉由

接受近代教育與新知識內容的女學生登山活動，探討登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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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做為女子教育的一環，打破傳統社會觀念與女性生理限制

的印象，分享女學生實際經驗及背後的教育目的與意義。 

D. 本館臉書社群互動貼文--「女子測驗」，透過大時代小人物的

切入點，介紹臺灣民主發展史上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女性人

物，看見她們在各自擅長的專業裡頭，心繫著臺灣這塊土地

上的民主發展與思想啟蒙，並理解民主是每一個臺灣人民奮

鬥的淚水與汗水，努力扎根灌溉的成果。 

E. Instagram社群平臺經營性別議題：以「台灣人的口袋博物館」

之名經營 IG社群平臺，於 111年搭配「婦女節」、「母親節」、

「勞動節」、「世界廁所日」、「臺灣女權日」以及「婚姻平權」

等議題，分享典藏文物的故事與網路社群交流互動，讓讀者

藉此看見不同時代女性的工作、日常生活、婚姻地位等樣貌。 

F. 「樂為世界人—臺灣文化協會百年特展」講座〈1920 年代臺

灣女性解放運動及代表人物〉：於 111年 3月辦理，講座邀請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陳翠蓮教授，介紹 1920年代在東京的

臺灣留學生引入世界思潮，讓臺灣人看見性別問題，及當時

代女子們的理念、熱度與運動身影，並透過文協會與《臺灣

民報》的推廣，漸顯女性社會運動者在臺灣舞台上的活躍。 

G. 國家文化記憶庫「『編』：創作者與地方」專題講座：111年 5

月邀請「火箭人實驗室」女性創作者楊雅儒、「無獨有偶工作

室劇團」團長阮義以《朵朵的禮物》繪本為例，分享恆春民

謠故事轉譯發展繪本及光影戲，傳遞地方記憶的經驗。楊雅

儒蒐集 20多位恆春女性耆老的人生故事與 1,000多筆當地聲

音資料，聚焦恆春、滿洲民謠的技藝與精神進行再創作 

H. 2022世界閱讀日·走讀臺灣系列活動－「漫步臺南－書店散冊」

走讀活動：111年 8月於臺南市區舉辦「作祟作為最後手段：

漫畫《守娘》歷史地景走讀」，以漫畫《守娘》為讀本進行

景點探訪，並藉由導覽認識過往當時的性別壓迫及相關延伸

故事。 

I. 知音分享會：111年 9月舉辦《男女平等對答/老新娘》，主講

人研究組副研究員黃裕元、周書正先生，解讀具「性別意識」

的有趣唱片，代表「大齡剩女」心聲的〈老新娘〉，及關於男

女角色反思的單口喜劇〈男女平等問答〉。 

J. 國家文化記憶庫 2.0主題平臺推廣性別議題：111年發表「飲

食記憶」專文「異中求同的牛肉麵」，從眷村女性視角記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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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罐頭」的回憶－早年因物資缺乏，光華農場並無「農

家不吃牛」的禁忌。 

K. 國家文化記憶庫 2.0 教育社群培力：111 年 10 月出版「向國

家文化記憶庫取材：『地方教育』轉化指南手冊」，其中所收

錄「光影戲」戲劇教案引導學生參考國家文化記憶庫素材繪

製設計原住民族不同性別傳統服飾，強化「地方意識」和「學

生認知理解」。 

L. 與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舉辦研習：於 111年 7月及 11月

辦理，播放〈給阿媽的一封信〉紀錄片，作為課程研習的開

場，紀錄片主角之一邱瑞珍阿媽，分享自己的身分認同與年

輕時候與 1 名日本軍官相戀的故事，最終因為日軍撤離而無

疾而終。讓觀眾瞭解其跨族群經驗及深刻且動人的個人生命

記憶。 

 

 
 

 「漫步在南方─南洋‧家鄉味」走讀活動

學員與印尼新住民姊妹於店門口合照 

 「漫步在南方─南洋‧家鄉味」走讀活

動，走訪之「鄧氏嬌安豬雜粥」攤位名

稱是以越南新住民姐妹名字命名 

  

 「柳營庄跤味—那些伴我成長的味道」活動，邀請臺南市柳營區中興社區的媽媽教

室與在地青年參與，聊聊生命中重要時刻的記憶所留下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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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交社的步伐與風」講座及走讀活動，由在地社區的明德里里長陳瑞華女士介紹

在地飲食故事及女性與者創作鹿港麵線糊畫作 

  

 臉書上的呈現先以四位女性的剪影作為第一視覺，貼文文案邀請觀眾進行題目測

試，再經由畫面引導點進去看答案。四位女性分別是政治家許世賢、詩人陳秀喜、

舞蹈家蔡瑞月以及革命家謝雪紅 

  

 「樂為世界人—臺灣文化協會百年特展」講座〈1920 年代臺灣女性解放運動及代

表人物〉及《觀．臺灣》51 期起造新世界專訪陳翠教授，介紹 1920 年代的婦女解

放運動源由、活動狀態、成效及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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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娥是日本時代少數的女醫生，二戰

後，關注臺灣的政治，當時曾希望藉由

洪火煉先生的推薦書信參選，最後順利

成為全臺灣第一位女性立法委員 

 臺灣女權日以「悼婉如」抗議布條藏

品，敘說彭婉如為婦女運動奮力奔走，

以及她的受害犧牲對臺灣婦女權益與

性別平等產生深遠影響 

  

 「作祟作為最後手段：漫畫《守娘》歷

史地景走讀」，以漫畫《守娘》為讀本

進行景點探訪 

 知音分享會：解讀具「性別意識」的有

趣唱片 

  

 「向國家文化記憶庫取材：『地方教育』

轉化指南手冊」收錄 2 個「戲劇形式」

為主的教案，由學生查詢國家文化記憶

庫中原住民中男女傳統服飾，依記憶庫

 楊雅儒分享她訪談恆春的地方耆老女

性，蒐集二十幾個人生故事與一千多筆

的聲音資料，轉化成繪本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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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展望 

本館未來將於研究、典藏、展示、教育推廣及數位創新各面向，持

續關注各項臺灣女人的議題及發展新執行標的。 

於研究面向，持續探討各類女學生、多類勞動階層婦女、女性移民

移工等不同族群的性別議題，也上溯至 19 世紀涉外關係脈絡下的女性

傳教士史料，記錄重大歷史事件下的女性身影；持續關注以「女性生命

史」為主題，甚至積極討論應用方法，例如口述歷史如何在不同組織團

體中被操持、如何保存受忽視的女性記憶，又如何可能使我們發現那些

不被看見的生命經驗，進而重新思索在博物館如何實踐一種具性別意識

的歷史／記憶共構可能；也將持續以累積之多元史料、文物與影像為基

礎，據以進行「臺灣女人網站」改版與維運補正，讓臺灣性別相關研究

知識臻於完善，進而開放共享文化資源，增進社會性別平權意識。 

於典藏面向，將持續進行女性史料與歷史文物之蒐藏研究與保存維

護，並將進行文物數位化、詮釋資料編撰補充、藏品權利釐清等，進而

將數位內容成果於本館典藏網予以公開或開放，促進女性史料資料之公

共化，提供學界或社會大眾查詢瀏覽與多元加值應用。110年起本館接

手經營國家文化記憶庫，將連結地方文化館，跨域整合社群，蒐整臺灣

女性文化記憶素材，透過國家文化記憶庫平臺，鼓勵大眾使用臺灣女性

素材，並進行轉譯與再創，藉此彰顯多元的臺灣女性文化跡痕，進而促

進理解與融合。 

於展示面向，將持續在常設展及各項議題特展架構下，置入性別的

照片繪圖並片製作戲服 

 
 

 國家文化記憶庫中「顏秀鳳-牛肉罐頭」

就記錄一名眷村女性對於牛肉罐頭的

回憶 

 播放〈給阿媽的一封信〉紀錄片，紀錄

片主角之一邱瑞珍阿媽，分享自己的身

分認同與動人的個人生命記憶 



第 36 頁，共 36 頁 

關照。跳脫以男性及官方記載為主的史料限制，於各展區增加歷史中性

別議題主題，呈現女性於臺灣歷史中的身影。持續透過不同特展，妥善

納入女性相關議題，讓臺灣女人在歷史上顯影。 

於教育推廣面向，透過以戲劇展演的方式，將女性口述歷史、史料

文獻轉譯成故事，結合民間影響力，借用學校、社區等資源，進行讀劇

與實演，協助性別弱勢建立主體性，另外，將以博物館的平臺，提供多

元性別知識與材料，推展性別意識的培力工作，期藉著各類數位傳媒、

網路傳播，宣導性別平等的價值與觀念。 

於數位創新面向，將持續以本館營運範圍（如場館空間、系統平臺

等）所蒐集、累積之數據資料為基礎，規劃未來納入「性別向度」、「性

別觀點」進行彙整分析，作為發展性別平等、推動不同性別主體性之策

略參考；另將透過國家文化記憶庫及本館數位學習網站，加強關注多元

性別議題，提供多元性別參與機會，落實數位性別平權價值。 

透過「臺灣女人性別專案」之深耕及推廣，本館期厚植性別平等之

臺灣社會資源與環境，落實尊嚴與平權價值，藉由社會大眾的廣泛理

解，促成博物館性別主流化的實踐，建構符合性別正義的社會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