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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准男性參加比賽！滾出去！撕下妳的號碼

牌！妳沒有資格與我們一起賽跑！』 

 

在聊聊性別平等之前，請靜心來看看上面這段話，試

著思考它背後代表的是什麼問題與狀況。 

 

 

1897 年創立的波士頓馬拉松，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馬拉松比賽，影響力極深，而故事正是發生在 

1967 年的美國波士頓馬拉松比賽上，名為凱薩琳．斯威策的女子踏上了賽道，卻因為性別被阻止參

加比賽，現場多名男子對她嘶吼更批判負責賽事的總監喬克·森普爾不應該讓女生參加比賽，以致於

喬克·森普爾也憤怒的向前拉扯試圖驅離凱薩琳．斯威策，但男友湯姆·米勒的挺身而出，一把推開了

喬克·森普爾，並對著她大喊：「快跑！」 

 

遙遠的路途需要她體力能堅持住，更重要的是她內心也要足夠強大才得以完成賽事，生理加心理的

雙重考驗，不認輸的凱薩琳．斯威策終於成功跑完 42K 的距離，抵達終點。 

 

即使完成賽事，凱薩琳．斯威策卻還是被取消資格，她甚至被業餘體育聯合會禁止參與男性所有的

比賽，違法者將會失去在任何比賽中競爭的權力。但是馬拉松比賽上發生的一切、她在男人群中被

拉扯奔跑的照片，都上了報紙頭條，那一年，體育界掀起了不平靜的波瀾，她甚至在賽後收到了黑

函，詛咒和男人一起跑步的她將受到上天懲罰。 

 

如同男友湯姆．米勒的那一聲「快跑」，代表的是凱薩琳．斯威策所遭受的不平等，但，也代表著她

正努力跑向平等，推動女人在體育上平等參賽的權利。 

 

那一賽，凱薩琳．斯威策跑了 4 小時又 20 分，聽起來十分漫長，但這可是 42 公里的距離，而她也

是第一個挑戰完成的女性。 

 

你必須相信，在從前那對性別有多方強烈限制的年代，女性要能與男性一起參與跑步比賽竟然需要

漫長的抗爭才能夠獲取權利。當人有了偏見，會進而變成排斥再到對立，更逐漸演變成歧視最後變



成打壓，這樣的過程不但沒有說明人類應該隨著世界進步而有的文明與開明，相反的凸顯了多數人

類是渺小卻又如此的自大。 

 

故事的最後，凱薩琳．斯威策開啟了女性在馬拉松賽跑上的始點，也影響了往後女性馬拉松的權

利，至 1972 年波士頓馬拉松終於允許女性參賽、1984 年女性終於能在奧運馬拉松參與競賽，

2017 年已 70 歲的凱薩琳．斯威策又參加了波士頓馬拉松，而這一次，她不再是唯一一個參與比賽

的女性，比賽中參與的女性高達 14,000 人。 

 

她在那一場被拉扯驅逐的比賽後，有名記者

問她到底是為何而參賽？想證明什麼？ 

 

凱薩琳．斯威策這麼說道：『我不是想證明任

何事，我只是想跑步而已。跑步是一場社會

革命，我想讓世人知道，女性也可以像男性

一樣去跑步，如果你能堅持跑完一場馬拉

松，你會發現，沒有什麼事情是難的。』 

 

我們常說，當所有人都做一件錯的事情，想堅持做對的事情會困難重重，不只要面臨他人的不諒

解，還可能遭受打擊，然而凱薩琳．斯威策並沒有屈服於她不認同的社會眼光更勇於站出來爭取權

利，這樣積極爭取性別平等的議題正是我們要探討的層面。 

 

也許在先天的條件下，女性的生理構造與男性有所差別，但後天的努力與訓練，許多運動賽事女性

仍然可以有一片發揮的天地，我們不該帶著歧視目光否決了任何權利，如今性別平等有所躍進，透

過曾經發生在歷史的事件，了解性別平等議題其實深根到各種狀況與角落裡。 

 

期盼在未來，我們仍能持續關注並適時給予一份力量，為性別平等堅持對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