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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專刊 

前言 

本季性別平等專刊延續上一季跨領域的性別議題：往前追溯臺

南古典文學社群有關女性詩人之口述訪談；向外延伸至跨歐亞的女

性譯者對於臺灣文學的認識以及書寫自然文學；對內推廣在地飲食

文化並傳承母系家族的滋味、家族記憶與情感；向後創造鼓勵高齡

人才發揮創造力並投入藝文活動的友善環境；向下深耕男女平等思

維，讓資源平均分配，真正邁向兩性平權的社會。 

本館辦理之藝文活動，從探討古典文學女性詩人的背景及風

氣、跨越國家的女性譯者、浪跡天涯的女文青，以跨年代、跨歐

亞、跨領域的女性視角詮釋臺灣文學，包含:臺南古典文學社群記

憶、臺灣文學走向世界、韓良露捐贈展及推廣活動，帶民眾認識來

自不同背景的女性作家，傳承多元的文化經驗，本館更放眼未來，

致力推動性別平等、文化平權、樂齡學習，使弱勢性別、弱勢族

群、高齡族群都能獲得資源，並且在文學領域擁有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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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季促進跨領域性別平等的講座及活動: 

 (一)臺南古典文學社群記憶：詩人與詩社口述訪談

紀錄 

1.計畫名稱：臺南古典文學社群記憶：詩人與詩社口述訪談紀錄 

2.計畫時間：109年 3月 15日、4月 19日、5月 5日、5月 18日 

3.執行地點：臺南、嘉義、臺北 

4.執行內容： 

 本計畫主要訪談臺南地區的詩人家屬，以此發掘史料以及瞭解

臺南地區文學社團活動實況與詩人之間的交遊網絡。於 3 月 15 日在

佳里訪問臺南延平詩社社員吳素娥女士。4 月 19 日在嘉義訪問南瀛

詩社社員呂左淇的么女呂佩玉女士。5月 5日訪談詩人呂左淇的長女

呂蘭蕙女士。5 月 18 日訪談鹿港大冶吟社，社員朱啟南的次媳黃綉

珠女士。 

5.促進性別平等： 

藉著訪談，不僅了解詩人間的社群記憶，也無意間發現早年文

人、詩社中，對於性別平等觀念的開放態度，對照傳統社會重男輕

女的風俗，呈現臺灣早期另一番男女角色的面貌。其中回顧案例如

下： 

(1)3月 15日訪談：拜訪臺南延平詩社社員吳素娥女士（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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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是延平詩社中極少數的女性成員，夫婿陳進雄也是延平

詩社社員。訪談過程中吳女士談了戰後參加延平詩社的狀況，兩人

不僅時常一齊參加活動，更與前輩社員葉占梅之間多有交流，可見

夫妻於參與詩社活動中的平等，亦有詩社前輩不論男女，提攜、照

顧後輩的情誼。 

(2)4月 19日、5月 5日訪談：先後拜見呂佩玉女士（生於

1956年）與呂蘭蕙女士（生於 1935年），二人皆為詩人呂左淇先生

之女。在她們的回憶中，提到父親沒有重男輕女的想法，從不偏心

兩個兒子，反而非常疼愛女兒，因父親極為欣賞當時詩壇中的女詩

人，甚至覺得女子會作詩很帥氣，所以也希望女兒會作詩，曾經想

要教授呂佩玉女士漢詩，可見身為詩人父親對女兒的期待與栽培。 

6.參與情形： 

「臺南古典文學社群記憶：詩人與詩社口述訪談紀錄」，由臺陽

文史研究學會施懿琳老師主持，臺文館同仁偕同訪問，共 4名女性

研究者執行。此次訪問對象，共計 4名女性受訪人，女性參與比率

高達 100%。 

訪談人 受訪人 女性參與人數 參與總人數 女性參與率 

施懿琳女士 

陳曉怡女士 

謝宜珊女士 

王雅儀女士 

吳素娥女士 

呂佩玉女士 

呂蘭蕙女士 

黃綉珠女士 

8 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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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文學走向世界」專題講座  

1.活動名稱：譯者駐村之「臺灣文學走向世界」專題講座 

2.活動時間：109年 2月 20日 

3.活動地點：國立臺灣文學館第一會議室 

4.活動內容： 

本次專題講座以「我認識與不認識的臺灣文學」為主題，並分

為「亞洲篇」與「歐洲篇」兩場舉行。三位駐村譯者以「為何要翻

譯臺灣文學」、「譯者眼中的臺灣文學」、「文學翻譯的挑戰」、「譯者

的日常」四大方向為引，分別透過歐亞視角，分享各自對臺灣文學

的認識與理解，同時也介紹臺灣文學在海外的發展現況，以及海外

讀者與市場如何理解臺灣文學。 

「亞洲篇」由日本譯者澤井律之（Sawai Noriyuki）獨挑大

樑，並邀請到文藻外語大學翻譯系暨多國語複譯研究所副教授廖詩

文老師擔任與談人。「歐洲篇」則由捷克譯者白蓮娜（Pavlína Krá

mská）與法國譯者關首奇（Gwennaël Gaffric）接棒對談，並由國

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及臺灣兒童文學研究學會理事長吳玫瑛

老師擔任與談人。 

5.促進性別平等： 

在臺灣文學翻譯領域中，少見有女性譯者，本次演講特邀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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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譯者白蓮娜女士參與，為臺灣文學外譯工作，增添不同的文學

關注品味。白蓮娜女士喜愛親近大自然，在臺灣交換學生期間，曾

來到海邊，有感捷克國境並未臨海，因捷克語言中形容波浪的詞彙

只有一個，當需要翻譯文學作品的時候，白蓮娜女士提到：「我必須

實際到現場看，去了解這些景象與物件，才能知道文字寫的是什

麼。」，也因之令她長期關注、研究臺灣文學中的自然書寫，以女性

細膩的心思，轉化翻譯臺灣文學的美麗語彙。於演講過程中提到，

與臺灣文學接觸的起點，來自於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身為一個

女性譯者，未來也期許自己能夠藉在捷克合夥成立的「麋鹿出版

社」，陸續介紹臺灣女性作家與自然文學作品等，讓臺灣文學的多樣

性深入捷克，擴大讀者視野。 

6.參與情形： 

譯者駐村之「臺灣文學走向世界」專題講座，主講人包含 1名

女性譯者、2名男性譯者，並由 2名女性與談人主持。參加人數 60

人，女性參與者 35人，女性參與比率近 6成。 

講師 女性參與人數 參與總人數 女性參與率 

澤井律之、 

廖詩文、 

白蓮娜、 

關首奇、 

吳玫瑛 

35 6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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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露臺·大觀園-韓良露捐贈展教育推廣活動 

1.活動名稱：𩛩(Kauh)潤餅：韓良露捐贈展教育推廣活動 

2.活動時間：109年 3月 21日 

3.活動地點：本館二樓第一會議室 

4.活動內容： 

2020年適逢作家韓良露逝世 5周年，本館於 2020年 2月 27日

至 8月 23日推出「小露臺•大觀園──韓良露捐贈展」。「韓良露」

這個名字彷若一個博雅多聞的文化品牌，她享受美食、熱愛旅遊、

研究星象和各種軟硬輕冷的事物，擅於以獨特創新的眼光，詮釋日

常生活與城市空間。 

韓良露女士為南村落知名的「春天潤餅文化節」重要推手，書

寫過美食無數，但「潤餅」對於韓良露女士有著特殊的家族記憶與

意義，因此，於清明佳節前夕，配合展覽推出時間，於 3月 21日辦

理兩梯次包潤餅活動，邀請民眾闔家體驗包潤餅的樂趣。 

活動前半段先欣賞由作家韓良露製作的紀錄片《潤餅人》，再由

朱全斌老師、小西腳碗粿主廚蔡明財進行對談。活動後半段由蔡明

財主廚解說韓良露外婆家傳潤餅、臺南烏魚子潤餅的特色，並邀請

大家一起動手包潤餅，享用美味潤餅及主廚特製魚丸湯。 

5.促進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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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旨要傳承母系家族的滋味，聯繫家族記憶與情感。誠如

韓良露所言：「潤餅飲食的本質，是和家庭、家族的團聚相聯繫的；

潤餅不是家常菜、不是小吃、不是宴客菜，潤餅是家人、親人聚在

一起分享的食物；大家各自動手，一邊包捲潤餅，一邊閒話家

常。」透過此活動可以讓人明白母親在家庭具有重要地位，不僅將

人生滋味、也將愛與記憶傳承給後代，具有無比的影響力。 

6.參與情形： 

本活動人數總計 54人，女性參與人數 42人，男性參與人數 12人，

女性參與比率佔總人數 77.7%。 

活動名稱 女性參與人數 參與總人數 女性參與率 

𩛩(Kauh)潤餅：韓良露捐贈

展教育推廣活動（第 1場） 

22 26 84.6% 

𩛩(Kauh)潤餅：韓良露捐贈

展教育推廣活動（第 2場） 

20 28 71.4% 

總計 42 54 77.7% 

(四)「創齡的後青春時代」研習班 

1.活動名稱：「飛翔的金齡時代」 

2.活動時間：109年 6月 15日辦理三場次課程 

3.活動地點：本館二樓第一會議室 

4.活動內容： 

第一場:《超高齡時代終生必修課─創意高齡基礎培訓》，主

講：楊美英老師，探討：(1)覺齡力：如果你也會變老；(2)超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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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洞察與趨勢；(3)創意高齡與藝術參與；(4)創齡活動推廣眉

眉角角。 

第二場:《身心自在的起始點─ 銀齡樂活劇場工作坊》主講：

盧怡方老師，探討:(1)劇場工作坊：暖身也暖心；(2)相異或相同、

觀察力遊戲；(3)關係遊戲：帶領與跟隨；(4)優雅慢老，覺察自

我、同理他人。 

第三場:《後青春繪本力─熟年繪本運用與實踐》，主講：楊美

英老師、盧怡方老師互動分享:(1)介紹資源箱繪本特點；(2)長者說

故事技巧；(3)延伸活動設計概念；(4)一組設計一本書的長者繪本

活動並分享。 

5.促進性別平等： 

未來社會結構朝向高齡化，且女性平均壽命較男性長，如何鼓

勵高齡女性參與家庭以外的文化領域，創造一個利於高齡女性追求

自我成長的學習環境，讓高齡女性的生命旅程既長且優質，是高齡

社會的重要課題，本訓練課程聘請 3位女性講師，和一群金齡人

士，互動分享後青春時代從事藝術活動的多種可能，鼓勵高齡人

士，再度開發文學及創造力的潛能。 

6.參與情形： 

本活動人數總計 50人，女性參與人數 42人，男性參與人數 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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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參與比率佔總人數 84%。 

活動名稱 女性參與人數 參與總人數 女性參與率 

飛翔的金齡時代 42 50 84% 

 

二、多元宣導:人事電子報 

1.宣導主題：財產繼承，性別平等。 

2.資料來源：法務部、行政院 Gender在這裡-性別視聽分享站 

2.宣導管道：登載於本館人事服務電子報第 134期(109年 2月)。 

3.出刊時間：109年 2月 17日。 

4.宣導內容：民法上關於財產繼承之性別平等觀念。 

5.促進性別平等： 

民法繼承篇在 1930年制定公布的時候，即已貫徹憲法性別平等

原則，子女不論性別皆可平等繼承父母財產。 

但將近九十年過去，現實的狀態是：女性抛棄繼承比例高於男

性，換言之，女性繼承權的行使低於男性，部分人仍有「財產傳子

不傳女」、「女子出嫁為外姓」的傳統觀念，尤其性別平等議題近年

來在臺灣雖大幅改善，但觸及實質權益時，傳統觀念仍然根深蒂

固，有待更多努力。 

人皆無法自由選擇出生、選擇性別，希冀藉由多元宣導，深耕

男女平等思維，讓你我共存的社會真正邁向兩性平權。 

https://www.moj.gov.tw/cp-272-110182-a44cf-001.html
https://www.gender.ey.gov.tw/MULTIMEDIA/System/Notes/DealData.aspx?sn=p1DyT4UeCNhCybYDaNVz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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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法務部生動圖文，宣導男女平等享有繼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