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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柔堅韌—閱讀馬拉拉‧看見生命重量 

 

導讀者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 

一、內容簡介 

【馬拉拉的故事-女孩的力量】馬拉拉，一位因為爭取教育而被槍殺的女孩──有趣的是，馬

拉拉並不希望人們這麼想：「我不想要世人以『被塔利班開槍的女孩』的角度來看我，我希望自

己是『為了教育而奮鬥的女孩』。這是我想投入一切的終身志業。」（p.326） 馬拉拉出生在巴

基斯坦，11 歲開始用筆名在英國 BBC 網站上寫部落格，寫當地女孩在塔利班組織執政下的生活

狀況，也記錄了 2009 年 1 月 14 日，塔利班組織正式禁止當地五萬名女孩繼續上學受教育的實

況，受到國際社會的注目。 2012 年 10 月，年僅 15 歲的她，被塔利班組織槍擊頭部，被送到

英國醫治後，奇蹟似生還。之後，她仍舊不畏強權，堅持繼續投入這場爭取女孩受教權的運動。 

遭到槍擊，是因為她勇於打破沉默；而沉默之處，正是她致力奮鬥的受教權利。在她的家鄉，許

多孩子沒有辦法上學，女孩尤其如此。缺乏受教的機會，便難以識字，難以獲得資源，因而容易

被政客戲耍，被宗教狂熱分子愚弄，即使想要反抗，也抓不到足以揮舞的抵禦工具，只能任由壓

迫與歧視在背脊上沉重成沛然莫敵的生命重量。 歧視在她們的日常生活裡鮮活，在她們的鬱鬱

寡歡中放肆，在她們被迫穿上的罩袍底猖獗，在她們池魚籠鳥的尊嚴上囂張。這裡的女性如果主

動追求愛情，會被認為讓家族蒙羞而遭到毒殺；當部族間出現糾紛時，她們被當成斡旋綏撫用的

和解牲禮。在這樣的文化中，女性彷彿是次等公民，而在基本教義派的保守勢力蔓延開來後，她

們甚至失去了讀書識字的權利。 對此，馬拉拉挺身而出。但她令人讚賞的不僅是她的堅毅與勇

敢，還有即使面對暴力也毫不退滅的溫柔。她的文字中流洩的不是對個人的譴責，而是對社會結

構與整體環境的批判。她反省生養自己的帕什圖文化，並直指冤冤相報習俗的錯誤；她不介懷同

胞質疑自己背叛母國、投奔西方，而能同理這些尖銳的控訴是緣於對巴基斯坦政府的長期失望；

她甚至不憎恨對她開槍的人，只遺憾當時沒能多和他說上幾句話。 她理解：「恐懼讓人們變得

殘忍」（p.157）。 

二、性別觀點 

【我們該如何理解馬拉拉的故事】 

這種見樹又見林的態度，正是我們在閱讀《我是馬拉拉》時，需要時刻謹記在心的。在臺灣

社會裡，我們傾向於簡化思考並個人歸因。面對複雜難解的議題時，我們慣於找出一個特定的對

象，然後把所有的錯誤歸咎其上，似乎所有問題就能因此迎刃而解。 



 

我們可能曾想過「天啊，真是重男輕女的巴基斯坦文化」或者「穆斯林就是恐怖分子，伊斯蘭教

的本質就是暴力」。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馬拉拉在書中思考了經文詮釋的問題：「重男輕女」真的是《可蘭經》的原意嗎？如果塔

利班之所以踏上極端的道路，是因為他們對於經文的詮釋流於文字表面，那麼我們還可以將塔利

班所犯下的暴力，等同於伊斯蘭文化的本質嗎？同樣地，在伊斯蘭文化之外，其他的宗教或學

說，會不會也有這樣的現象呢？草率地將極端分子與特定族群劃上等號，並宣稱這個族群就是暴

力的，會不會其實才是一種暴力？ 

就算是極端的塔利班的出現，也不能簡化成是「一群邪惡恐怖分子的集合」。書中引述了拉

曼‧夏‧薩耶的詩，指出美俄冷戰就像是「兩頭大象之間的戰爭」，而帕什圖人則是「兩頭猛獸打

鬥中折損的青草地」。從巴國的穆沙拉夫因為在冷戰中站對邊，而從獨裁分子搖身變為人權屏

障，以及塔利班從原本美國扶植來對付蘇俄的集團，到最後成為反對西化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

歷史，我們可以嗅出國際政治關係的爾虞我詐與諷刺。 

然而，這並不是說塔利班的暴力是合理的，更不是說相關事件可以簡化成邪惡西方與可憐東

方的殖民問題。我們必須問一件事：巴基斯坦的平民，在「掌握殖民優勢的西方」與「維護在地

文化的東方」之間，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在討論女性與性少數處境時，我們也常陷入這種「國際人道救援」vs.「在地傳統文化」的

二元爭論陷阱。前者立意良善，然往往簡化議題，在非西方文化上貼滿汙名標籤，甚至提出空具

理想但不務實的建議，就像書中對美國反恐政策的批判：「開口說話的這些人都不住在這裡」

（p.190）；後者則緊咬文化相對論立場，辯論所有的文化彼此都是平等的，卻漠視個別文化中

既有的種種不平等現象，一如自視伊斯蘭文化堡壘的塔利班分子。 

【從馬拉拉的生命中看見女孩的勇氣與韌性】 

馬拉拉不畏艱困環境，在巴基斯坦中勇敢地倡議女孩權利，讓世界看見女孩在回教國家中遇

見的處境，讓人佩服。 

馬拉拉 2013 年獲得世界諾貝爾和平獎，這真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情，一位 17 歲，年紀輕

輕的女孩，居然可以改變全世界，她讓全球的人聽到女孩最微小的心聲___”我想要像男孩一

樣，可以上學”。 

馬拉拉的獲獎帶給全球女孩很大的啟示，她是歷年來獲諾貝爾獎最年輕的一位，在性別上她

也是最年輕的一位。另外，她因訴求性別議題獲獎也別具意義，諾貝爾和平獎是極少頒給性別議

題的，此次破例，將讓全球的性別議題再往前邁進一大步。 



 

「父權」是造成性別壓迫的重要結構，但不是苦痛經驗的唯一來源。馬拉拉是巴基斯坦人，

是帕什圖人，是穆斯林，一名女性而且年紀輕輕的女孩。在閱讀《我是馬拉拉》時，我們不只要

留意世界不同角落的女性處境，也要仔細咀嚼國族歷史、地理關係、階級身分與宗教信仰等不同

因素，如何交織運作。我們要學習的，不只是馬拉拉不平則鳴的勇氣，還有她拒絕以暴制暴的和

平堅持。 

【多元文化與臺灣性別的省思】 

把焦點拉回臺灣，根據 2014 年行政院統計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中，臺灣在 2013 年的指數為 0.055(值越接近 0 越佳)，排名為世界第五。看起來臺灣女性

似乎不會有馬拉拉的故事發生了；但實際上，臺灣的性別歧視、不平等依舊存在，只是歧視變得

更為隱晦，我們也要更為細緻的去討論這件事情。        勵馨基金會的宗旨為「打破性/性別暴

力，共創性別公義的社會」，但 2014 年我們依舊可以看見許多與性別相關的暴力發生在我們日

常生活中，不管是「保護媽媽殺 20 年家暴父 鄰居連署求輕判：他是孝子」或是「宅王張彥文

41 刀虐殺女友 死前得不到 死後嘗一下」等新聞，都讓我們看見性別平等依舊無法落實在現今臺

灣社會中。 

雖然臺灣的女孩不像馬拉拉一樣，被禁止去上學，要被迫穿上罩袍，追求平等自由的戀情會

被阻止。但另一方面，我們依舊可以看見臺灣女孩在受教育的過程當中，常會以女性的身分而中

斷了其高等教育的學習，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2013 年臺灣高等教育學士、碩士、博士

的男女比為 51:49、59:41、71:29 的比例，顯示出臺灣女性被鼓勵念到大學，但是繼續往上的

就讀比例就越來越低。這樣的「管漏現象」可以顯示出臺灣女性在受教權上面依舊是不被鼓勵往

學術領域發展的。 

當今臺灣女性衣著上非常的自由，雖然不需要穿上罩袍，但是臺灣女孩卻依舊被「美貌迷

思」綑綁住，美白迷思讓臺灣女孩喪失了追求體育、運動的機會。而單一扁平的「美的想像」則

讓女孩們喪失了自己對於自我的追求，反而落入了如何吸引男孩子而打扮自我的窘境。 

最後，我們雖然被鼓勵追求平等自由的戀愛，臺灣女性卻還是被刻板印象框架中，不管是被

動的等待男孩子追求，吃飯時男孩付錢應理所當然等在親密關係的互動中，我們卻還是落入了

「男主動、女被動」的刻板印象。而這樣子的刻板印象，不僅影響著女孩如何看待伴侶間的親密

關係，也連帶的影響著男性在親密關係中的付出與勞動。 

【結語-追求不朽，不虛此生！】 

馬拉拉這本書提及，這是要送給所有受到不正義對待，卻只能保持緘默的女孩。我們同心協

力，別人就會聽見。 



 

事實上在書的一開始馬拉拉就提到，身為一個女兒，我其實能有多少自由、這就是傳統…

等古老但牢不可破的父權思維；其實在臺灣何嘗不是如此？！但因為有先進前輩們的努力耕耘、

篳路藍縷，我們知道傳統雖然很難鬆動，但一旦有人開始注意並且願意嘗試離開這個所謂的「傳

統圈圈」時，既有的傳統將受到挑戰，待越來越多的人支持並響應時，傳統圈圈自然消失，這就

是同心協力的展現！ 

因此臺灣在經歷女性主義的洗禮後，性別意識開始覺醒，一連串的司法改革，讓女性開始不

用冠夫姓、可以有繼承權、離婚時可以財產分配、孩子可以從母姓…，以及經歷彭婉如事件後催

生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經歷鄧如雯殺夫案後催生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經歷玫瑰少年葉永鋕的犧牲

後催生性別平等教育法…，這些傷痛、不正義的事件並沒有消彌大家的性別意識，很多婦女團

體、人權團體齊聚一堂不斷的抗爭與努力，終使傳統父權價值漸漸瓦解，這就是臺灣寶貴的經

歷！ 

因此當我們在閱讀馬拉拉這本書時，除了讚嘆她的勇氣與堅持外，時時回顧寶島臺灣一步一

腳印辛苦走來的點點滴滴亦是重要的體悟；這是一個充權的過程，不管結果如何發展，大家都要

在看到不公平不公義的事情時能夠挺身而出，一如馬拉拉一樣，勇於追求不朽，因為我們只有這

一生，要如同西蒙‧波娃所言，「絕不虛度此生！」。 

 

 

（資料來源：行政院「Gender在這裡：性別視聽分享站」

http://www.gender.ey.gov.tw/Multimedia/System/IssueReview/Multimedia_IssueReview1Det

ail.aspx?psn=81ca3xOmq7PeQ19JLb29nw==） 

 

 

 

 

 

 

臺史博與大家一起推動性別平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