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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芷註廷^汪法^'^心沁^*i^ 饞

 第一，節男性、家庭與父職角色

 在傳統男性價值社會中，僵化的二元性別角色期待，形塑了刻板的性別分工。加上工

 業革命後市場經濟導致工作型態改變，人們必須離家從事有酬工作方能維持生活的因素，亦
 強化男性必須出外1作的正當性。於是，男性被社會定位為離家在外以從事全職T作，女性

 則在家從事無酬家務勞動或照顧工作。

 根據勞委會統計，民國93年3月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7.46%，但與男性相較，仍有一
 段差距，也遠不及世界其他許多國家，顯示我國女性即使擁有相當平等的教育機會，卻仍無
 法擺脫婚姻、家務、育兒等家庭賣仟，因此阻礙其進入職場的機會。

 這樣的男外女內的分工，造成不少問題，以下是一些貿例的呈現與分析:

 一、男性，置身事外的家庭角色?

 男人為什麼不做家事?男人習慣說:「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我不會做。」是的，
 他不會用洗衣機，可是卻會用錄影機預錄隔天的職棒電視轉播。他不會縫扣子，
 可是明明小時候參加童子軍的時候就做過了。其實是因為太太在身邊，於是男人

 很自然地就忘了怎麼做家事了。

 先生經常覺得太太對家務事的標準太高了，「我並不覺得髒啊^是妳自己要拖
 地的，不要怪我。」他答應洗碗，可是覺得兩天洗一次就可以;他答應洗衣服，

 可是一個星期洗一次;他答應拖地，但是每個月拖一次。如果太太看不過去，邢
 對不起，只好妳自己去做了。而事實上，家裡若髒亂不堪，親友通常會責怪女主
 人沒有盡到責任，男人並不會受到壓力。有的男人說他好命苦，原來是回家還要
 「幫忙」做家事。(畢恆達，^994-^2-16/聯合報/3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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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平等的婚姻家庭關係中，夫妻部承受了許多壓力。「男尊女卑」不僅使妻子被迫

 自我犧牲與受到壓抑外，丈夫同樣必須時時佯裝、逞強，以保持強者的形象，尤其男性常以

 維持家計來定義自己的婚姻與親職責任的觀念，且缺乏和妻子、小孩相處所造成的疏離感，

 更是形成家庭中每個人都是輸家的惡性循環。

 母親節到了，老師規定大家都要作一張母親卡，當一份作業交給老師順便也可以

 參加比賽。兒子從學校回來告訴我，同學們都做得好漂亮，超級炫的，他覺得自

 己做得並不出色。我笑一笑沒多做什麼回應，因為我^kJ^裡有數，其中一定有不少

 正是同學媽媽們的傑作…媽媽似乎也在比賽呢^德智體群美要樣樣兼修，這才是

 個負責盡職的好媽媽。若不如此，孩子就會告訴你，誰的媽媽如何又如何，妳為

 什麼不行?我不禁自問:我為什麼不行?我想我不是不行，我是根本不願意加入

 這一場競賽。這是什麼世界?老是耍媽媽們彼此競爭，然後再說什麼兩個女人的

 戰爭^報紙上說，日本媽媽為了準備孩子的便當，傷透腦筋，用惡夢連連來形容

 也不為過。孩子吃什麼，孩子的健康，孩子長得是否高矮胖瘦適當，孩子的功課

 好不^^ ?都是媽媽的責任?好像孩子沒有爹似的^(^由，2004.05.08中國時報)

 這是一個母親在母親節前夕的投稿。她所寫的不只是身為母親所觀察到校園裡媽媽們

 的競賽，對缺席的父親提出質疑，更反映出台灣家庭中大部分父職角色缺席的事實。在政府

 政策與勞動市場上，台灣的社會福利將托育視為個別家庭的責任，女性在傳統性別分工下則

 為主要的照顧者。我們的勞動市場環境則『設家庭會對T作的男人有所照應，沒有提供男性

 扮演家庭角色的彈性，甚至是對男性從事育兒活動抱持負面的想法。

 另一方面，傳統性別分工的文化規範亦限制男性的家庭角色。因為男性的家庭責任被

 定位為提供經濟收入，使得男性在實際從事育兒活動時，在潛意識或意識上覺得不舒服，覺

 得自己「大材小用」、「做女人家做的事」，或者懷抱著母職天賦的想法，認為父親僅是協

 助者的角色，選擇性的參與育兒的過程。然而，根據王舒芸(1996)對台灣雙薪家庭父職角色

 的研究發現，夫妻雙方在育兒的過程中所經歷的恐懼、不適應，其實是男女相同，不因性別

 而有明顯的差異。

 現代男人的親職角色一一-從它山之石談起

 ̂950年代末，瑞典就已經開始推動準爸爸進入產房計畫，讓男人與妻子一起分享

 生產的經驗與喜悅。曾經有一位爸爸表示，他這輩子最h^gh的經驗就是在產房親手

 將自己小孩的臍帶剪斷。^983年瑞典更進一步實施「準爸爸訓練計劃」，提倡男

 人承擔家務育兒的責任，以及參與的好t…^994年，國會通過新法，450夭的育嬰

 假中，至少有30天必須由父親請領，他們稱為「父親月」，即使父親不請領，母

 親也不能使用，以強制父親必須親自參與育兒工作。

 目前瑞典親職保險包括:孕婦津貼、夫妻育嬰假、臨時照顧假。孕婦津貼是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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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孕婦女因為身體的狀況而無法工作，可請領80%的工作薪資津貼，最多50天。

 育嬰假硯延長為2L^^天，其中包^^^3 9^n天的80^的工作薪資津貼，與90夭的每天

 fRn克朗(約新台幣980元)津貼。但如果夫妻是低收入戶或失業，每天可以請領至少

 J ^^克朗(約新台幣^PO元)。另外就是「臨時照顧假」，家中有^2歲以下的兒童，

 夫妻每個小孩每年可以請領1 2^夭的照顧假，津貼是原來工作薪資的80%…更重要

 的是，瑞典現在有很多大企業公司，會給予有小孩員工額外的「親職紅利」。父

 親育兒除了男人本身強烈意願外，其實遨需要妻子與醫護人員的鼓勵，以及企業

 主與政府的政策支持。(洪文龍，2004) o

 佣蛟於瑞典政府與企業支持兩性平權，建立鼓勵八/"．"。:
 一"

 。陡"" ．。。．"‥

 男性成為好丈夫、好爸爸的父職教育與制度，台灣的恥而退i純;;;

 政府和企業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民國^1年3月8日「兩性工作平等法」正式貿施，"^~^"

 其中，三十人以上的公司，不論性別，每位工作人員t，"。;/．

 只要工作滿一年之後，若子女未滿三歲，可以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但不能超過::年。而育嬰假期間，叱．;"．t．，
 、Z．必

 原來由雇主負擔的全民健保費用改由政府支付。然‥．:，．．"，．"/」-，．"

 而，這項法律賓施以來卻沒有對台灣家庭的育兒現況

 有實質的改變。一方面因為只有軍公教人員才有謂育嬰假的津貼，大部分的企業員工請育嬰

 假必須停薪，在考慮經濟因素後，大部分的家庭仍會選擇以找保母或托兒園的方式代替。另

 一方面，在沒有確定由誰來請育嬰假的規範下，結果是在台灣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的作祟下，

 仍由女性來承擔大多數的育兒工作，台灣男性親自參與育兒的比例非常低。這樣的制度不僅

 不能撼動傳統性別分工的不公平，更造成詳F多女性對生兒育女的裹足不前。

 多年前，當我在英國留學時，我總是對著路上錯肩而過推著嬰兒車的母親投以

 羨慕的眼光。「如果我當了媽媽，我要……」一場叉一場的自日夢在我腦海中飄

 過。現在我回國工作，看到台灣母親們即使是衣食無虞的中產階級，她們所處的

 困境不禁讓我裹足不前，不敢當媽。這樣的轉折說明了什麼?

 我看到幼兒托育制度的缺失，公家幼稚園稀少，私人的收費高、品質沒有保證。

 都市幼兒園的空間狹小，教學都以^f ^算、美語為主。這讓我叉開始跨曙起來，

 難道我要花大錢送孩子進這樣的小雞籠，吃著養分不足的「飼料」?加上台灣

 新舊教育制度的交替，看到教材和師資的顛皺前進。青少年少女的教育內容忽視

 了愛自己身體和性別的教育。想著想著，我開始怯步了。當母親，真當得如此勉

 強，叉何必呢?這社會何時才能給母親一個比較和善而愉快的環境?(紅布鞋，

 ̂^nlA n^5i ^7中國時報)

 當台灣女性逐漸從傳統性別不平等的侄梧走出，希望追求一個更平等的家庭關係的時

 候，我們的環境卻沒有鼓勵男性自覺，共同成長。父職的角色雖突破單純的餐家者角色，傳



 統的性別規範仍讓大部分的男性生活在「照顧是女人的事」而不鼓勵男性培養照顧能力。此

 外，互柑排擠的工作和親職領域，托育仍被視為個別家庭^個^女人)的責任，沒有成為國家

 政策等因素，亦使得男性被迫犧牲家庭場域的參與。

 三、打破傳統性別分工、鼓勵男呵生參與家庭

 為了減輕女性的托育負擔與心理負荷，並鼓勵父子親密關係的建立，促進家庭中的性

 別平等。我們可以這樣做:

 (-)增進男性參與家庭照顧、育兒的意願與能力

 打破傳統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是增進男性參與家庭照顧與育兒的第一步。我們可以

 透過家庭生活、學校教育、大眾媒體等管道，宣導兩性平權的家務分工與無性別歧視的職

 場，打破男性工作至上、女性母職天賦的分工模式。

 此外，重新定位男性的家庭責任與男性氣概，打破男性應該強壯陽剛的特質，破除社

 會化歷程中的性別區隔，讓男性也能有照顧經驗，培養照顧能力，重新賦予可以溫柔體貼的

 照顧形象，讓男性不再侷限在傳統「賺錢養家」、「做大事、不做照顧等貓狗小事」的性別

 迷思。

 (^)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申將照顧、托育責任視為國家整體社會責任

 生養小孩與照顧長者雖然有個人或家庭層次的意義，但為整體社會所提供延續生命與

 生產力的價值卻更為重大。因此，母職與父職皆不應視為個別女人或男人的責任，政府應在

 其社會福利政策，明確地將照顧勞務社會化，並建構完善的托育支持體系，如增加公立、高

 品質的托育設施，足夠的托育服務資訊轉介等，在法令制度中確立兩性共同照顧與育兒的親

 職責任，在制度上促成男性參與育兒照顧的可能。

 (三)打破阻礙男性參與家庭照顧、育兒的勞動市場結構

 目前台灣的勞動職場觀仍停留在鼓勵男性發展事業生涯、女性工作貼補家用的狀況，

使得女性在追求工作發展與維持婚姻家庭間常常處於蠟燭兩頭燒或是被迫放棄某一樣的痛苦

 狀態。此外，將家庭照顧與育兒視為個別家庭、個別女人負擔的想法，亦使得多數企業並沒

 有提供鼓勵員工發展親職角色的制度環境。

 因此，除了政府在政策制度上確立兩性共同負擔照顧育兒的意涵外，企業推動家庭政

 策，鼓勵男性參與家庭照顧育兒也是打造平等性別分工的重要一環，包括鼓勵男性員工請育

 嬰假，或是讓工作者可平衡協調家庭與職場的彈性工時。政府可輔導、鼓勵雇主及企業舉辦

 員工協助方案，倡導平權的性別觀念，甚至加入親職教育課程鼓勵男性員工參與。企業可減

 少不必要的加班、出差、應酬等惡劣的職場競爭文化，不再以效率利潤為唯一考量，而是以

 人性化的永續經營理念，融合員工的家庭需求，建構一個支持與整合家庭角色的工作環境。

 生別教育Let's Go



第二節男性氣概與性別暴力

 一、走入歧途的男性氣概與文化

 民國/L^九年四月二+日，屏東縣一位國中男學生葉永鈷在學校廁所裡離奇死亡。

 校方認為是學生自己跌倒致死，法醫則指出死者的後腦有長約5．5公分的撞擊瘀血致

 命傷痕。檢察官排除了外力原因，認為他是意外滑倒致死;然而不論死因為何，該

 生自幼具有「女性化」特質，喜歡烹調、女紅、摺紙、洗衣，因而遭受同學嘲笑;

 甚至有同學打他、一群人聯合起來脫他的褲子，以驗明正身，看看他到底是男是

 女?，以至於他不敢在下課時問上廁所，則凸顯出校園「男性」文化的深層問題。

 葉生曾經因為害怕被同學欺負而不敢上學，留字條向爸媽訴苦，葉媽媽也曾向校方

 反應，但是悲劇終究仍然發生了。

 在一個傳統的男性價值社會裡，一個男童要經由社會化過程以成為一個男人，他其貿

 不自覺地就在學習父權體制中的強迫性異性戀、歧視女人、與同性戀恐懼這些特質，以不斷

 鞏固「正向」的男性氣概，並貶低女性氣質。

 其貿當嬰兒還沒有出生的時候，父母就會因著其性別而給予不同的名字。男孩的名字

 經常使用偉、雄、建、強、國等字，而女孩的名字則經常出現淑、芬、芳、惠、珍、美等

 字。名字不只是名字而已，它也關乎社會對於男女不同的期待:男孩長大以後要志偉(有

 偉大的志向)、要建國(對國家有賈獻)，而女孩長大以後只不過是要美麗(成為男性觀看的客

 體)、耍淑慧(來服務他人)『了。父母也會因著小孩的性別，而給予不同的衣服、玩具，對不

 同的行為給予讚美或責罵。男生怎麼可以玩洋娃娃?男生要勇敢，不可以哭?男生就是比較

 調皮嘛。而學校教育中，也用簡化的性別:「分的方式來進行教學與活動安排，無論活動的本

 質是否與性別有關，例如座位安排、行進隊伍、打掃指派，都用性別做為分類的根據，結果

 又不斷強化男女性之間的差異。

 社會也習於用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將人的特質分為理性/感性、主動/被動、獨立

 /依賴、競爭/合作，不僅如此，這些特質又與人的天生性別有了一定的對應關係:男理性

 女感性、男主動女被動。而且這些特質不只是不同而已，亦有優劣之分。理性優於感性、主

 動優於被動、獨立優於依賴，於是在貶抑編派給女性的特質同時，也在貶抑生理上的女人。

 結果具有女性特質的男孩，就被稱為娘娘腔而遭到嘲笑挪愉。

 男生進入青春期之後，開始意識到男女之別，也對性產生好奇。男性同擠之間，會經由

 對話與互動，以維繫男女的分野，相互監視與增強自身的男性氣概。一群男生玩抓小雞雞、尿

 尿比賽與比力氣的遊戲，一起評論同班或同校女生的身材，甚至打分數，都是在重複展現以異

 性問的性來肯定其做為男性，並將女性視為男性慾望與需求的對象客體。(長大以後的男人，

 也是以誇大自己的性能力、應酬嫖妓、灌酒划拳，來展現其男性氣概。)曾經騷擾葉永錄的男

 學生說:「在廁所脫他的褲子，只是要看看他有沒有"那個東西]而已。」於是生理上的男人

 等於具有男性生殖器的人。而男性生殖器的大^J、代表性能^^高低，性能力又展現了異性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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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男性對於女性的權力表現。

 男生尤其必須壓抑自己的陰柔特質，以免危及男性的形象。看到感人的電影，明明心

 中波濤洶湧，眼淚在眼眶內就要奔流而出，卻仍要強忍淚水，不斷提醒自己「男人有淚不;輕

 彈」。即使失戀，有滿腹心事想要跟好朋友講，但就是無法自在做到，也害怕被貼上「同性

 戀」的標籤。娘娘腔與同性戀變成是一個具有「缺陷」而失敗的男性，並成為男孩取笑與排

 斥的對象。葉永鈷的死，能否讓社會敢於面對傳統男性價佰中「厭惡女性氣質」與「同性戀

 恐懼症」的本質呢?

 二，反性別暴力，男人不能置身事外

 性/別暴力事件在社會之申層出不窮，隨手翻閱報紙，各種令人忱目驚心的事件迎面而

 來。有男人因為愛人不成，由愛生恨，談判未果進而行兇;有丈夫天天借酒裝瘋對太太拳打腳

 踢，小姨于在旁加以勸阻，竟也慘遭毒打;有父親猥褻親生女兒，甚至買避孕藥強迫餵食;也

 有男人在護士佰大夜班時，將之強行押至廁所猥褻。這樣的新聞每日不斷，任何人看了心情怎

 能不激憤痛心。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無論殺人、勒索、強盜、恐嚇、性侵害，其加害者中男

 性的比例都超過90"。恃別是強制性交案件，以91年為例，加害者中男性佔了98"，而受害

 者中女性卻佔97．2"。如果在性暴力論述中，不標示出男性，則男性氣概建構的問題就不會

 受到檢驗，如此導致暴力問題的重要成因就逃脫不見了。如果把性/別暴力問題看成是女人

 的問題，則X把責任歸到受害者，而男人卻可以對此問題保持距離與沈默。因此，檢討性暴

 力現象的同時，不可忘卻暴力與男性氣概養成的連結同盟關係。

 (-)男尊女卑的性別建構

 男性對女性所施加的性別暴力，就是一極性別歧視，它是以性/別的形式所展現的男性

 對女性的暴力。因此，欲探討性/別暴力，就必須先檢驗社會中的男尊女卑的意識形態。男人

 不但掌握社會中許多的權力與資源，也掌控社會中的主流價值。男性價值觀是一種二元的思考

 方式，將人的特質二分為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並且賦予價值判斷;一方面尊崇男性特質，一

 方面貶抑女性特質。男性受到要求耍主動、理性、堅強、攻擊;而女性要被動、柔弱、感性、

 關心別人。男性屬於外在世界;女人的天地在家庭裡。無論男女性，如果不符合性別社會規範

 就會受到懲罰。於是柔弱、感性的男孩就被視為娘娘腔;而好動的女孩就成為野丫頭。而一個

 男人如果愛哭、軟弱、細膩、溫柔、依賴、沒有權力慾、不愛運動，就會被視為像女人，而遭

 到嘲笑。其實仔細想想，並不是細膩、溫柔、沒有權力慾等特質本身有問題，男人所不能忍受

 的其貿是「像女人」。正如當小學老師、總機、打字員本身並沒有甚麼不好，甚至為社會所不

 能缺，可是當這些行業被稱為女人的行業時，男人就避之唯恐不及。這種現象，其實顯示了男

 人心理深層對於女人的貶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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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男人的成長與暴力

 男人從小學習要壓抑自己的情緒與憤怒，但是同擠之間的競爭卻經常伴隨著暴力。男

 人很少認真的看待自己的身體，沒有與它建立親密的關係。不將它視為愉悅與滿足的來源，

 所以不帶感情的使用自己的身體。性變成征服與權力的同義詞。男孩與男孩之間的身體接

 觸，也隨著他們會以「娘娘腔」、「同性戀」來羞辱不像男生的男生的時候，就愈來愈疏

 遠。社會中普存的同性戀恐懼，一方面助長了性別歧視，一方面讓男人與男人之間無法發展

 更為親密而相互支持的關係。

 (三)好男人與壞男人的共謀

 社會中的性別意識形態主宰女人的行為舉止，懲罰逾越界線的女人。社會中的壞男人

 不斷找機會騷擾、挑釁、攻擊女人，然後就會有好男人理所當然的出面保護女人。身邊沒

 有好男人保護的女人，似乎就有受壞男人攻擊的可能。壞男人助長女人對好男人的依賴，

 好男人得到控制女人行動、規範女人行為舉止的藉口。而一般男人控制女性與譴責女性受害

 者的態度，又助長壞男人去侵害女人。所以好壞男人之間，並沒有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相

 反地，彼此互動影響。如果沒有看出好壞男人之間的這層同謀關係，一再地執行性別歧視實

 踐、縱容壞男人，卻X置身事外，則

 要談去除性別暴力談何容易。

 (四)消除性別暴力，男人責無旁貸

 跟性別有關的暴力，無論受害者

 是男是女，98%的加害者是男人，

 因此不能把問題歸到受害者，而應該

 是加害者的問題，也就是應該是男人

 的議題。縱使也有男性受害者，也不

 能因此而否定此暴力的性別特質，因

為無論家庭暴力或是性侵害的受害者

 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仍然是女人。

多數男人雖然本身不曾犯過與性

 別有關的暴力，但在整體文化中，都

 可說是受益者。晚上他可以自由自在穿著拖蛙去吃宵夜、可以半夜留在公司加班或留在學校

 趕作業、可以一個人去市區看午夜場電影，而不懼怕被女人騷擾或強暴。由於沒有性暴力的

 威脅，男人可以進入許多不同的工作領域，甚至處理有關女人身體的問題(如警員、醫師)，

 也因此獲得好男人的名號。但一個男人如果只平白享受這些權利，卻無視於性別暴力對女性

 的威脅，或縱容男性同擠歧視女性的行為或觀念，也是間接的共犯，因此每一個男人都不應

 置身事外，都有義務為「反強暴」盡一分心力。

邀
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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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男性性別意識與男性運動

 傳統性別刻板觀念不只對女人的生活造成壓迫與困境，同樣也束縛了許多男人，且更

 導致性/別暴力等社會問題的發生。社會性別文化的改造運動，需要女人的意識覺醒，當然

 也需要男人的覺醒與改變。這一節，我們將討論男，出性別意識如何形成，以及簡介國外男性

 運動的發展，對照他山之石經驗，讓我們一同來思考，台灣男人可以如何加入終止性別歧視

 與性別暴力的行列，共同為社會打造尊重、多元與平等的新性別文化。

 一、男性性別意識如何形成

 根據畢恆達教授於2003年發表在《應用心理研究》期刊中的一篇論文指出，男性性別

 意識形成的主要根源可分為:

 1．傳統男性角色的束縛與壓迫:例如自身特質、志向無法符合傳統性別角色期待的男

 性，或是性別特質不符合社會性別規範的娘娘腔男人，以及性傾向不符合主流異性戀

 價值的男同性戀者，往往比較容易感受到性別刻板觀念的問題;

 2．女性受歧視與受壓迫的經驗:有些男性則是因為發現了社會中或是身旁女性受到歧視

 與壓迫的經驗，才讓他們開始反思性別的問題;

 3．重視平等價值的成長經驗:有的人從小就接受公平正義的觀念，長大之後，看到了社

 會中的性別問題，當然也會把性別納入追求公平正義的訴求之中。

 根據研究顯示，有這三類經驗過程的男性，較為容易養成性別意識。然而，無論是自身

 受到壓迫，或是看見身邊女性所受壓迫，要意識到限制與壓迫或許容易，但是要意識到男性

 在傳統性別文化中的優勢地位與既得利益位置，以及了解社會性別結構，顯然就困難許多。

 醬如一個男人即使在工作或婚姻選擇中受到家族的壓力，但是他同時仍然享受著作為男性的

 優勢。他可能在學校得到老師較多的重視、在家裡不必做家事、不會因為結婚就必須放棄自己

 的工作，然而他不一定會意識到自己作為男性所享受的「優勢」。或者，一個男人可能對於少

 數男性的暴力行為強烈譴黃，甚至義憤填膺，卻可能仍然忽略男性集體文化中的性別問題，可

 能陷溺在性暴力的迷思中，成了性騷擾與性暴力的共犯而不自知。其實，無論男人受到怎樣的

 限制，都不能抵銷性別結構對女人的集體壓迫。男人如果也體會到自己因為身為男人而受到限

 制，應該更能同理女性受到壓迫的經驗，而不是與女人比賽誰比較苦，以為這樣就可以把社會

 的性別歧視一筆勾消。請記得，男人如果覺得受到限制，男人的敵人不是女性主義，而是父權

 體制，男男女女應該合作一起來改變它。

 因此，男人要談論性別，自身經驗就必須時時受到檢驗。如果沒有切身的經驗來支

 持，很難對性別論述有持續的投入。而個人有關性別的成長經驗，也無法自然而然地發展出

 性別意識，需要藉由論述對於成長經驗提出新的理解;當然，對於女性主義論述的堅持，也

 需要有切身的成長經驗來作為基礎以及推進的動力。

 畢恆達教授的這項研究，讓我們了解男，批性別意識形成的可能根源，同時，男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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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以及性別論述的碰撞與衝擊，才能夠真正看見社會性別結構運作的事

 貫，帶來意識的覺醒。也才有可能進一步投身關注性別議題，從思考進而實踐。

 在婦女運動蓬勃發展，且持續推進的=日社會中。作為性別教育工作者，為其正改善

 弱勢性別族群的處境，落貿性別平等社會的理想，我們絕對有必要開始致力將男性納入性別

 教育的對象，無論從自身/自身身邊的男性開始，或是透過讀書會/成長團體等組織，從男

 性自身的經驗起步，喚醒性別意識，開拓男性對性別議題的討論空間，進一步促成其性別意

 識的男性集結，投身參與性別文化的改造工作。

 二、男'陸運動與男吋生成長團體

 (-)它山之石@@^^^tterba^g^的「男性氣概的當代觀點」

 2003年，台灣的女書文化出版了由C^atterbaugh所撰寫的「男性氣概的當代觀點」中譯

 本，這本書有系統地辨識、分析與批判當代社會關於男人或男子氣概觀點，至今仍然是少數

 研究男性運動流派的經典之作。畢恆達教授為這本書所寫的序言，可提供讀者對書中所描繪

 之當代男性運動有一些概括的了解，我們將此篇序言摘要如下一一

 西方歷史上雖然不乏男人(例如彌爾、恩格斯、愛默生、惠特曼、杜威)瑪女人所受到的

 不公義而大聲疾呼，支持女人爭取高等教育權、投票權、同工同酬以及終止強暴與家庭暴

 力，然而男性團體與運動卻要等到1970年代之後為了回應風起雲湧的婦女運動才浮現。回

 應有很多種，面對女人對於性別刻板印象的反叛以及爭取平等權的運動，男人可以選擇際聲

 沈默、躲回男人窩裡(酒吧、棒球場、董事會、立法院)、甚至挑釁(如性騷擾)出入非傳統工

 作場所的女人;當然也有男人勇於站出來公然支持女性主義。但是隨著婦女運動的興盛，男

 人則愈來愈不可能置之不理。透過意識喚醒團體、發行雜誌、舉行會議，男人興奮地討論另

 類男子氣概的可能、如何與女人/男人發展更為良善的關係、如何表達情感，以及如何終止

 性暴力。這些團體與活動起起落落，有結盟有分裂;意識喚醒團體與全國男性學術會議的關

 懷不同，諮商師與運動者的觀點殊異(亦即男人個人的身心健康與集體政治行動之爭);同一

 個運動者也可能在支持女性主義者與男權主義者的位置間遊移。因此，這裡我們所說的男性

 運動其實並不是一個思想與行動一致的整體，它所涵蓋的其貿是對於性別政治有著不同(甚

 至互斥)的論述觀點與行動策略的個人/團體/^^動。

 總而言之，西方男性運動中最大的爭議可以說是個人(Personal)與政治(Po^itic幻之爭，或

 者說是男性運動與女性主義的關係之爭。男性解放團體鼓勵男人表達情感，並從中獲得快

 樂，但是正由於過度注重自我表達，卻漠視男人的既得利益位置，也不去挑戰性別歧視/結

 構。反性別歧視的男人，要求男人要對女性主義承諾、勇於挑戰並改變男性角色，甚至放棄

 男人所擁有的特權。然而男性解放人士聽在耳裡，卻認為這代表了作為男人的罪惡感，其實

 是在癱瘓男人。因此女性主義馮一方帶來行動的能量，對另一方而言，卻剛好相反。

 男性運動與婦女團體的關係也很複雜。保守的男權團體直接對婦女運動進行反挫、神

 話詩學團體不與女性主義對話;即使是支持女性主義的男性團體也不見得與婦女團體融合無

 間。男性團體與研究可能受到婦女團體指控瓜分極其有限的女性/研究資源、利用男性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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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勢收編女性、假借女性主義為個人牟利等。而既然女性主義是複數的，如果女性主義者不

 同意反性別歧視或支持女性主義男性團體的具體作法/策略的時候，男人該怎麼辦?會覺得

 吃力不討好嗎?這些都值得男性團體深思，也是當代男性運動所要面臨的重要課題。

 C^atterbaug^指出美國的男性運動已經式微，並且有從支持女性主義轉向反對女性主義

 的趨勢。不過危機也同時可以是轉機，支持女性主義的男性團體也許可以趁此機會找出更具

 創造力的行動來接近一般男人的日常生活，並吸引他們參加。經由相互滋養的對話以及批判

 的自我反省，鼓勵更多男人思考可以從女性主義那獲得甚麼好處、尊重男人之間的差異、將

 男人的罪惡感導向具體的行動，相信可以一步一步接近性別平等的社會。

 (^)^山之石一一加拿大的白絲帶運動

 加拿大自19^1年發起的白絲帶運動，提出男人參與終止婦女受暴的社會運動方式，引

 起其他許多國家的回響，也有十分佰得我們借鏡之處:

 1989年12月6日加拿大一名年輕男子自認女人與女性主義毀了他的前途，於是攜帶槍

 枝進入蒙特婁Eco^。Po^ytechnic大學校園工學院的教室內，將男學生與女學生分成兩邊，然

 後腿開殺戮行動。十四名女學生被射殺，另外十三名學生受傷，他隨即舉槍自盡。兩年後

 (1991年)，一群加拿大男性希望社會能夠從這個悲劇中學習反省，覺得男性不應該再對男人

 加諸女人的暴力保持沈默，於是發起白絲帶運動，以集結更多男性參與終止婦女受暴。從

 每年11月25日的國際終止婦女受暴EI^(^nternat^ona^ Day for the Erad^cation Of V^o^ence Aga^nst

 Women)開始佩帶白絲帶至12月6日這個大屠殺的日子，宣示男人「反對男人以暴力加害女

 人」的決心，並促使這個議題獲得更多公開的討論。男人配戴白絲帶表示個人的承諾，不對

 女性施加暴力、對婦女受暴也絕不姑息容忍。在加拿大每年有將近50萬人配戴白絲帶，此

 運動並且已經由加拿大擴展到美國、西歐、北歐以及南非各國，發展成為一個男性反性暴力

 的世界網絡。

 白絲帶運動對於終止婦女受暴極其重要，因為男人的意見對其他男人的行動有很大的

 影響力。從1991年後，加拿大的白絲帶運動就是全世界終止婦女受暴最大最重要的活動。

 2000年11月25日，在台灣人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的發起與推動下，台灣也首度響應了這

 個重要活動。2000年台灣的白絲帶運動是一個開端，希望能把台灣的各個支持性別運動的

 男性組織起來，共同來挑戰性月^^^^E^頃向)歧視與父權體制，應是白絲帶運動的最終希望。

 (三)台灣并

 反觀台灣，婦女運動蓬勃發展::十餘年，解嚴之後各種婦女團體應運而生，並且非常

 活躍地致力於各種政治行動，然而男性運動/團體的出現相對的晚而弱。除了零星片段的媒

 體論述(如1989年的「赤于」雜誌、1993年自立早報的「新男性」專題、1996年「騷動」雜

 誌創刊號的「新男性論述與新好男人」專題)，以及有關男性的中外書籍出版(如男性解放、

 新男人、新男性、鐵約翰、台灣查甫人、解放男人)之外，1995年一系列以「新好男人」

 為訴求的房車廣告(如「我婚後照常約會一一跟我太太」、「我忽略了妻子的付出並不少於

 我;她也需要呵護與撫慰」、「孩于帶給你那麼多感動與歡樂，怎忍心把他推給妻于一個

 人」)，相對而言，倒是對台灣社會男男女女產生比較大的影響。不過這種強調私領域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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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擔家務、噩視家庭親密關係、與勇於表達情感的訴求，雖然也其的給台灣男人帶來一些壓

 力，給台灣女人帶來一些期望，但是他並沒有其正反省男人在性別結構中的優勢位置，沒有

 挑戰性別權力關係的企圖，因而迴避了公領域的問題，也喪失男性集體運動的可能性。如果

 只是幫忙做家事、帶小孩(當然佰得鼓勵)，以為就合乎好男人的標準，那末免太輕易些。父

 權結構必須要改變，因為性別意識的轉化不可能只在個人層次達成。

 除了上述論述以外，台灣也有男性團體陸續成立，例如紳士協會．娘娘腔關懷協會。

 中華21世紀男性成長協會等，但是他們蛟關心男人個體的成長與福祉(例如回歸家庭、服務

 社區、心理支持、關懷男人身心健康等)，與女性主義對話並不多，也沒有積極與婦女運動

 結盟，或針對社會的重大性別事件/法令/教育/制度進行發言與運動。台灣大學婦女研究

 室雖然在2000年曾經以男子氣概系列演諦、座談會、出版小冊子、記者會、在報刊撰文等

 形式推動台灣的白絲帶邇動，算是與女性主義比較接近的運動，但是力量與影響畢竟仍然有

 限。

 相對於西方男性運動百家爭鳴的境況，台灣的男性運動與團體則還處在孕育的階段。

 如何在不同地域層級推動支持女性主義的男性團體成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同時我們也更

 該記取國外男性運動的經驗與教訓，整合階級、性傾向、種族等不同面向的交互作用關係，

 平衡個人與政治利益，以重新建構男性氣概，同時積極地以政治參與來終結性別的不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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