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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丹麥女孩》寫起

電影《丹麥女孩》（2015上映）有一段對白，丈夫說：「我能借妳的內衣穿嗎？」妻子說：

「不！我們從沒有這樣過，『莉莉』從來沒有留下來過過夜」，丈夫說：「我穿什麼並不重要

（語氣停頓），重要的是我做的夢，──它們都是莉莉的夢。」語畢，丈夫躺在妻子懷裡闔眼，

妻子安撫如無助幼兒的丈夫，眼神同樣充滿無助與不安。電影畫面的處理壓抑又深沉，觀者因

自我投射的意識流動，而生悲憫。

《丹麥女孩》的網路評論繁多，背景不同的讀者，見解不同，但我們無法撇開影片不讓我

們關注其顯而易見的性別議題；姑且不論變性是男主角的願望，結局如何，觀眾不難發現，男

女主角透過神情和肢體，不斷表現改變或超越性別本身的心理狀態就是故事；心中住著莉莉（異

性），夢想成為另一種性別的人，基於社會不容或擔心引起側目，不得不隱藏欲望，像男主角

不斷受內在性別衝突而困擾的大有人在；這究竟是生理、心理、社會或教育層面的問題或其它，

絕非一元論，重要的是，我們在遇見這群人之前，該懷抱哪些態度？或最初發現孩子行為表現

別於原生性別時，我們該如何處理？或如何安排這樣的議題成為通識教育課程？讓大眾正視它，

而非隱諱，讓不經意接觸這群人不再感到驚畏⋯⋯ ，這是身在兩性世界中的你我，應直接面對

的「事實」。

但，傳統告訴我們，女孩不該玩男孩的玩具，女孩該讀女孩該讀的書；男孩不該玩洋娃娃，

玩洋娃娃會遭人取笑；男人該像男人，女人該謹守女人本分⋯⋯ ，這些約定俗成的「應該」與

「不應該」是為了不讓社會秩序脫序、走調？抑或為了執事者「管理」方便？倘若反其道而行，

擁有女性性徵者，懷著男人心性；懷著女人心性，卻擁有男性性徵，最後被斷定大逆不道，這

樣的觀點和態度，若非擔心接踵而至的麻煩與包袱，就是泯滅包容與接納的美德。

既然德行起自教育推廣，兩性的關注、衝突、接納、欣賞與尊重，也該從教育著手，換句

話說，從根本接納性別平等，異性歧視或恐懼性騷擾的現象就會減少，兩性真正達到平權、平

等，社會根本問題等於解決了一半。我並非鼓吹男性可以成為女性；女性可以成為男性，而是

要達到「忘卻」性別的境界，才不會被刻板性別所困；這就像追求（注意）金錢，反被金錢綑綁；

關注疾病，反與疾病糾纏一般；前陣子網路流行「無齡感」，鼓吹忘記生理年齡，才能活得自在，

相應於性別意識，不刻意凸顯或強調性別意識的生活，才能免於被刻板印象羈絆。

葳格高中附設小學中文專任教師│原靜敏

繪本中的性別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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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與性別刻板印象

心理的性別比生理性別更為彰顯，偏差的性別意識引起偏差行為，鄭杏玲提到，影響人類

行為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媒體文化等，若做錯誤引導，容易產生性別意識的偏差，並代代

複製偏差的性別刻板印象（見〈性別意識的形成，解構與再建構〉2009)，意味：偏差的性別刻

板印象如一只黏在生活的標籤，不易揭去，甚至啟蒙小讀者的繪本，也不自覺的區分性別，讓

他們被動或主動的受其影響。就教育層面來說，繪本引領小讀者正視性別議題，關注性別議題，

是便捷啟蒙，只怕編輯考慮不周，導致偏差的性別意識。

既然繪本是引領小讀者正視兩性議題的媒材，師長就可以善用這類媒材引導學生認識兩性

議題，了解他們對異性認識的程度，並重構異性觀點，修正刻板印象。

談繪本是性別教育啟蒙之前，先談談我在教學現場與學生討論性別議題的例子：為了鼓勵

小二學生持續表現正向行為，我把粉色卡片當作兌幣券，至期末換取獎勵，未料男生們抗議，

希望卡片換成金剛或汽車圖案。一個男孩卻因悄聲說：「我想蒐集粉色卡片！」引來哄堂，理

由是，男生蒐集粉色卡片讓男生們顏面盡失；我問：為什麼男生不能蒐集粉卡？他們卻支支吾吾，

答不出所以然。

我因此舉例在公園運動時，見到一個小女生背金剛超人，遊俠般在草皮上嬉戲的例子，問

他們：不喜歡洋娃娃，只喜歡金剛超人的小女生，是不是同樣讓女生沒面子？讓他們思考，男

女生的玩具是否一定要有所區別？

思考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啟程，我繼續分享日前遇見一個爸爸帶三歲女兒搭高鐵例子。

坐在身旁的女孩，在冗長的車程中不斷向爸爸提問，爸爸溫柔又耐心的回應，引起我的注意。

據說，他經常南北奔波做研究，但為了讓太太做自己的事，所以帶孩子分擔家務。學生舉手表

示，她們也有溫柔、而且廚藝絕佳的爸爸。該次引導與討論，讓想擁有粉色卡片的男生不再受

到訕笑。

引導，能扭轉兩性間不對等的性別觀；相對的，刻意強調性別意識，貶低對方性別，箝制

其思想與行為，只會讓關係更緊張，甚至導致衝突。就像男學生拒絕粉色卡片，並非出於天性，

乃是生活中處處標籤男女大不同，相較於不受約束的小女生背金剛四處遊玩，以及爸爸主動照

顧女兒的實例，正在邁向性別平等的路上插下美好的旗幟，足見觀念改變能讓社會更多元，不

必認為男性從事女性的工作，或女性從事男性的工作就離經叛道，予以放大或譏評，就像電影

裡的「莉莉」和你我一樣，得擁有被尊重的人權，享受心靈的自由。

* 繪本封面的性別

性別議題借繪本圖像表現，源自它向來扮演輕快活潑的角色，提出討論不致過於嚴肅與沉

重。正因如此，它容易有意無意影響小讀者對性別的態度和觀感，甚至及至成年，其價值觀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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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不搖，因而撰寫和繪製不能不慎重考量讀者的心理發展。

繪本封面色彩繽紛，從色系可看出其暗指的讀者性別；暖色系的封面，內頁主角多半會由

母女聯袂出場；封面若為寒色系，男生擔任主角的機會較大。封面人物（角色）安排，往往也

有指定讀者，以筆者最近隨機閱讀的繪本封面為例，《可愛的女孩》、《我要大聲說不》的主

角皆是男女兒童；《說 100次我愛你》是母女依偎；《早起的一天》和《神奇的胖胖—蓬蓬—小小》

是女生；《更少得更多》是兄弟；《想不到妖怪鎮》則是具有性別的動物妖怪。

預設女童或男童讀者，可能是出版社的企劃，但容易導致性別角色失衡。《可愛的女孩》

和《我要大聲說不》封面展現性別平等；《說 100次我愛你》的母女不易引起男生讀者欲探究竟。

《早起的一天》是放大的街景，但右下角看得見豬奶奶拖著菜籃車帶著豬小妹上街。《神奇的

胖胖—蓬蓬—小小》的螢光粉紅標題，和圍上螢光粉紅的風衣，召喚女生讀者翻開內頁。《更

少得更多》由兩個男生擔綱，繼續翻頁的讀者會不會又以男生居多？封面活潑可愛的《想不到

妖怪鎮》亦未脫去性別指涉，媽媽拖著旅行箱，孩子牽著小蝸牛的畫面，說明在性別分工裡，

保護兒女的母親角色不易取代，由姑姨或叔伯帶領甥姪出外旅行的畫面，也許是未來繪本編寫

的創意。

哪些讀者讀哪些書？經驗告訴我們：「從小看大，三歲至老」，似乎不需要樣本實驗即能

得到答案，但無形中促成性別刻板印象，倘若當中有男孩想翻閱有著螢光粉紅的繪本，便會引

起其他小男孩嗤笑；不過，小女孩翻閱被認為屬於男生閱讀的繪本，是否引起側目？包容性可

能大些，這和男性自古被賦予堅強英雄的形象有關，男兒有淚不輕彈，不能陰柔，以致像女性

一樣注重外表、噴灑香水、愛乾淨的男生就被視為「娘腔」，一如「莉莉」的顧影自憐。

並非所有繪本都呈現性別議題，比如學生熟悉以兩隻大小兔子為封面的《猜猜我有多愛

你》，便沒有明顯的性別暗示，但多數繪本封面暗示性別的不在少數，比如前面提到的《神奇

的胖胖—蓬蓬—小小》或《更少得更多》，故出版社設計封面人物時，若輕忽小讀者的心理層面，

性別刻板印象便會深植於心。

* 故事裡的性別

前面提到從繪本封面可窺見指涉讀者的性別，封面是男生，主動閱讀故事的自然以男生讀

者居多。意即，圖文暗示的性別觸角，可能以直線、曲線或放射狀向四方延伸，讀者按線尋索，

最後便會自我投射，內化文本所給予的價值觀。

比方《可愛的女孩》敘述小吉對同校女生產生好感，一有機會就想要找她一起遊戲，但是

被男同學取笑，說他談戀愛了。故事裡的兩性關係是彼此關注、欣賞與合作（遊戲）的關係。

對低幼兒童來說，是正向的性別教育，讓讀者認識與異性接觸不必羞赧。《我要大聲說不》內

頁雖如漫畫，但主題嚴肅，利用對話教導兒童避免性侵害，比較特別的是，故事訴說男童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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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遭遇性侵害，反轉受害者都是女生的刻板印象。

《說 100次我愛你》是母女間的親密遊戲，溫馨的故事線隱藏男性角色。如果對象重新組合，

性別意識就會隱身幕後。豬奶奶為了準備丈夫的慶生宴，帶孫女上街採購，《早起的一天》雖

由動物充當主角，卻與《說 100次我愛你》不謀而合，為家事奉獻、犧牲的似乎永遠都是女性，

如果將角色對調，由豬爺爺為豬奶奶料理生日大餐，故事就會耳目一新。

《神奇的胖胖—蓬蓬—小小》中的艾迪絲聽說姐姐要送媽媽的生日禮物叫作「胖胖—蓬蓬—

小小」，因為不知道那是什麼而顯得謎樣，所以憑想像四處尋找，最後找到和她的螢光粉風衣

一樣的絨毛娃娃，送給媽媽，讓媽媽十分開心。同樣的，這個角色也可以置換，由男生送禮物

給其他的親人、友伴甚至陌生人，同樣能避開性別刻板印象。

《更少得更多》的故事由兄弟主演。弟弟認為樹是大地的詩，把土地當朋友，在吊床上聽

鳥唱、看夕陽，哥哥認為樹和土地都要用來賺錢；一個無欲無求，一個追求物質，是很新鮮故

事題材，可惜少了女生參與。《想不到妖怪鎮》：酷比和爸媽搭乘妖怪列車遊玩，用「對不起，

請，謝謝」當好心情的咒語。故事點子有趣，但脫不開媽媽是孩子主要照顧者的舊印象。

* 結語：運用繪本重建兩性觀

繪本文字少，圖像引人，親師多選用繪本作為與低齡兒童交流的媒介，由於它或隱或顯傳

遞了性別意識，故而引領兒童閱讀時，不妨直接從故事中提取訊息，找出與之相應的議題，透

過討論和舉例，讓小讀者從新建構正向的性別意識、公允的看待兩性關係。比如探討兩性關係

的文本《我要大聲說不》和《可愛的女孩》，就可作為輔助教材。

從幼兒園起，兒童便開始與異性互動，除身體接觸外，如果師長或家長過於強調兩性相異，

可能會產生互斥現象，另一方面，也可能因成人干預與限制，產生不實際的想像，影響身心的

健康。

繪本故事和真實人生相仿，一旦由兩性共演，關係就會鮮明的呈現注意、衝突、接納、欣

賞與合作等階段，證明兩性互動有其基本模式及規律。這個歷程並非兩性關係的窄化，而是藉

此讓彼此更了解，成為良善的夥伴關係。

簡言之，兩性，從意識彼此存在、強調個人存在而產生敵對或衝突，再到包容對方與自己

的差異，最後領悟兩性需彼此合作得以和平共存與雙贏，是一段極其微妙的歷程。

成人過去受傳統禮教影響，對兩性關係的看法或多或少存在男尊女卑的心態，即便現在「Y」

世代父母年紀尚輕，在言行中，仍不自覺內化長（前）輩的性別觀，所以，未來性別意識（平

等觀），仍需經過一番心理革命，若繪本能持續扮演兩性平等教育推手，相信讀者的性別天平

就不致傾斜。另一方面，幼兒或兒童透過繪本，以全新的視野看待性別議題，兩性關係必定更

加自在而臻於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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