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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說明 

中西方傳統社會基本上皆以男性為中心而建構，而居人口半數的女

性，在歷史發展過程與傳統歷史文獻記載中，若不是沒有聲音的一群，

要不就是被擺放於邊緣的位置。 

臺灣歷史中的臺灣女人議題，除了關注性別視野，也必須考慮多元

文化族群特性及社會經濟環境變遷因素；換言之，必須經由多元視野並

檢視反省過去的史觀，藉以重現臺灣女人的歷史，進而建構以女性為主

體的臺灣歷史詮釋。 

二、 專案簡介 

( 一)  女性史料蒐集調查及研究 

1.  館藏女性史料 

本館於 89 年成立籌備處起開始進行文物蒐藏工作，其中包括

豐富的女性相關史料及文物。各年度重要女性蒐藏品如下： 

年度 蒐藏品 

89 三寸金蓮、梳妝台等 

90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包括鄒族婦女搗小米、取水的布農族婦女、臺灣農

村少女、臺灣美人等) 、婦女用茶油壺、臺灣早期婦女禮服及紅裙等 

91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包括盛裝原住民族男女、平埔族婦女與小孩、原住

民族婦女土器製作等) 、臺灣早期女裝及女褲等 

92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包括穿和服女生、揀茶女、鹽女劇照等) 、臺灣早

期女裝及女裙，另有蒐藏契書- 立出賣女婢( 子良廟) 佳里、臺灣早期女

童衣及裙、女鞋、台語七字歌冊- 孟姜女配夫歌、歌仔戲錄音專輯《烈

女記》、媽祖神像、源成號印製七娘夫人版印神禡、紀念章- 女子青年

團章等 

93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包括南部最初女訓導陳氏紂獨照、臺灣美女明信

片、兩名女子穿臺灣服合照、牽腳踏車的女學生、穿旗袍的女生、穿

和服的女生等) 、布旗- 南靖糖廠( 台糖) 婦女互助會、新竹市婦女會會

員證、女用尿壼、書籍- 女子新習字帖卷四第二修正版、書籍- 小物編．

女孩服等 

94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包括彰化高女赴香港當赤十字看護士、明信片：淡

水高等女學校 1 套、瑁瑁‧瑪邵《女人紋面圖》、穿旗袍的女生、穿

和服的女生等) 、臺灣早期女裝及女鞋、桃園公學校女學生服、軍服-



第 3 頁，共 11 頁 

年度 蒐藏品 

女青年裝等 

95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包括照片：聯合國社會事務局韓德生女士參觀婦聯

總會、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第五回卒業記念帖、女祖先畫像等)、臺灣

早期女裝、書籍- 臺灣の少女等 

96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包括侍女版畫、女子照片等) 、臺北關渡宮天上聖

母神禡、謝游美女士相關東洋女子齒科醫學專門學校本科文物等 

97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包括臺灣烏龍茶和臺灣紅茶海報、原住民族女性

等)  

98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包括原住民族女性、私立愛國高等技藝女學校畢業

紀念冊、穿洋裝年輕女子兩名合照等)  

99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包括原住民族女性、南洋賈盧伊特島女子的古風服

裝、日本時代新竹婦人會會開設第二回夜學會修了紀念、屏女學生賽

跑剪影、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省立中興大學分會迎新大會合影紀

念、救國團女訓班全體工作人員留影、潭子國民學校婦女班結業紀念、

嘉義市立初級女子中學第 4 屆畢業生紀念留影、華銀嘉義分行女性員

工合照等)、臺灣早期女裝及女鞋、七娘夫人神禡、榮民遺眷家戶代表

證、仕女玻璃畫、臺灣早期眉勒、女子肚兜、戰後初期國小女學生制

服等 

100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包括原住民族女性、雛祭り女兒節時孩童與人形玩

偶、糖廠女眷合影等)、臺灣早期女裝及女鞋、臺灣早期女性飾品、屏

東女子公學校相關獎狀、腳踏式縫紉機等 

101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包括原住民族女性、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第十回卒

業紀念帖、「一位臺灣籍女青年的成長」中國共產黨對臺灣政治宣傳

單等) 、臺灣早期女裝、縫紉機、臺灣早期女帽等 

102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包括原住民族女性、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第十回卒

業紀念帖、｢一位臺灣籍女青年的成長｣中國共產黨對臺灣政治宣傳單

等)、臺灣早期女裝及女帽、縫紉機、臺灣早期五分袖旗袍、仕女衣物

盒、繃皮嫁粧木箱、1960年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高雄縣分會聘書

聘林龔添根為茄萣支會主任委員等 

103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採茶女子、女子照片等)、臺灣早期女裝、縫紉機，

另有蒐藏日本時代學生女帽、女用冬季毛皮大衣、木雕女性祖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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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蒐藏品 

裁縫用工具等 

104 女性相關影像資料( 女子照片等)、臺灣早期女裝、三寸金蓮、縫紉機、

日本時代女性化妝用品及飾品( 包括錫製粉盒、髮簪、衣櫃等) 、謝招

治女士畫作、女舞蹈家李惠美相關文物等 

105 戰後初期電繡織品、嫁妝雕花家具、白話字聖經、漢式長袖短衫、日

本時代肚兜衣飾、日本時代漢式新娘禮服、家族照片、日本時代母親

嫁妝衣櫃、日本時代結婚紅眠床、日本時代至戰後湯盤、湯勺、桌罩

等 

2.  歷年委託研究計畫 

(1)  92 年委託中央研究院進行「臺灣女人研究計畫」，針對臺灣女

性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特別是女性教育、身體文化、社會

活動、生育醫療與家庭婚姻等面向，整理相關文獻，進行兼具

博物館研究與典藏功能的展示規劃。 

(2)  96年再次委託中央研究院進行「臺灣女人網站內容規劃與研究

計畫」，針對女性身體文化、婚姻與家庭、教育、運動、創作等

9 個主題，蒐集有關的歷史資料並進行研究，彰顯臺灣歷史中

女性的各種形象，為本館臺灣女性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 

3.  口述影像計畫 

為了尋找底層的聲音，彌補歷史原本著重主流上層而形成的斷

層，處於弱勢的庶民女性，便成了優先記錄的對象。97年，本館委

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以口述歷史影像的方式，執行「臺

灣女人音像資料收集與應用計畫」，以地區特性為出發點，優先記

錄二次大戰下南臺灣庶民女性的記憶，建立日治時期末期女性的生

活史面貌。 

99年，續以口述歷史影像方式，針對臺灣各地不同族群、生活

區域、職業、教育的年長常民女性記錄其生活史，作為口述影音資

料收集的素材；經由個人口述的「小歷史」，交織各方的經驗與記

憶，匯聚鋪陳為「大歷史」的縱觀。 

從女孩到女人，成為人妻、母親與祖母，這些女性一生經歷了

臺灣政治、社會、生活形態的重大改變，她們關心的重點與日常細

節也許單純瑣細，這些個人生命經驗，與感受社會變遷的細膩體認，

真切詮釋了時代氛圍，也展現男性史觀之外，多重面向的臺灣常民

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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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推展成果 

1.  「臺灣女人」網站 

(1)  內容簡介 

臺史博透過臺灣歷史上女性相關史料之收集與整理，讓過

去歷史書寫與紀錄中常被遺漏忽視的女性角色，重新被大眾關

注。 

A. 92 年籌備處時期，開始推動「臺灣女人」研究計畫，深入探

索臺灣女性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並著眼於女性教育、身體

文化、社會活動、生育醫療與家庭婚姻等五大面向。 

B. 98及 99年，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現文化部) 協助下，執

行「臺灣女人網站建置計畫」，架構「臺灣女人網站」，將過去

臺灣女人相關之成果，以兼顧研究、推廣的性質方法，呈現於

網路供大眾瀏覽及應用。 

C. 104年完成臺灣女人網站改版上線，呈現臺史博對於臺灣女性

相關研究成果，並收錄相關館藏，包含不同時期之女性相關衣

飾鞋帽、生活用品、報章雜誌、老照片及寫真帖等，及口述歷

史紀錄，並持續維運及擴充網站內容。 

D. 105年新增網站圖像、影音資料計 30 則，並積極向全國各教

育機構如學校團體等進行推廣，鼓勵學校關注性別平等議題。

105年網站流量明顯成長，每月最高達 6,000 人次以上。 

(2)  得獎榮耀 

臺灣女人網站及《臺灣女人記事．歷史篇/ 生活篇》專書，

於 104年榮獲行政院「第 14屆金馨獎」性別平等創新獎肯定。 

  

Â Ǎ

Ǎ

 

Â Ǎ

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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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常設展 

於 100年 10月 29日臺史博開館起展出，係依時代序列展示之

臺灣歷史。本展覽之歷史展示，跳脫以男性及官方記載為主的史料

限制，特別增加多個區域單元，突顯臺灣史中女性扮演的角色，強

化女性於歷史中的身影。 

(1)  在「唐山過臺灣」單元中之原住民與漢人簽訂土地契約的場景，

以平埔婦女做為原住民地主的形象，該單元中在平埔原住民遷

徙、丘陵開發、解嚴後眾聲爭言等展區，亦皆有女性展示身影。 

(2)  在「地域社會與多元文化」單元，提及清末艋舺女郊商黃祿嫂

接替丈夫事業經營的有聲有色。 

(3)  在「鉅變與新秩序」單元，更有專區介紹日本時代新女性，從

婦女解放纏足、施行新式教育、興辦女子學校及鼓勵婦女就業

的轉變歷程，讓觀眾瞭解歷史上新世代受過教育、具備專業知

能的重要女性人物及事蹟，以及其在經濟自主、思想上建構新

自我認同的時代意義。 

3.  特展 

除了常設展外，本館也透過特定主題的特展，展現女性及各臺

灣史主題。 

(1)  101年推出「臺灣女子‧非常好特展」，以常民女性為主角撰寫

臺灣史，重視性別觀點的融入，從研究議題、文物蒐集整理，

展示設計執行，教育推廣與公共服務，力求性別平等，重視多

元的聲音，希望當「歷史聚光燈照向常民女性」，其不斷交織、

躍動與疊合的豐富歷史圖像，能成為博物館與群眾對話的一種

方式，讓被歷史忽略的女性圖像，在博物館重現；本館也彙集

了展覽的精華，出版了「臺灣女子‧非常好特展」專刊。 

(2)  103年推出「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特展」，規劃當代

新移民女性之展示單元；同年亦推出「宅經濟：臺灣家庭副業

特展」，訴說自日本時代以來，以家庭為重心的女性，如何以家

庭代工等副業，扮演重要家庭經濟支援角色。 

(3)  104年推出「學動．運生：臺灣戰後學運回顧特展」，呈現學生

運動中男、女平權共同參與的景象，並以「延續與創造」單元

中婦運與性別平權運動單元，說明學生運動的火光延續至社會

運動進程中繼續為爭取女性權利與為性別平權發聲。 

(4)  105 年推出「大家的博物館：2011- 2015館藏受贈選要特展」，

「時代人物」單元呈現男性與女性捐贈者的生命故事，包括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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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家李惠美女士、國民美術畫家謝招治女士、助產士林龔添根

女士、臺南金泉成雜糧行王添福與王吳錦雪夫婦等，呈現女性

在時代轉換的時空環境中，擔任的不同職業與身份，以及如何

克服生命難題，成就不凡人生。「生命禮讚」單元：以文物呈現

生命禮俗中女性婚嫁文物，呈現女性在傳統常民生活中的生命

歷程。 

(5)  105年推出「聽！臺灣在唱歌：聲音的臺灣史特展」，於「美妙

的聲音」單元中呈現在商品性強烈的流行音樂中，女性歌手的

身影，及她們如何透過動人的歌聲唱出時代角落的小人物心聲。 

(6)  105年推出「228．七Ｏ：我們的 228特展，其中包含阮美姝女

士及相關受害者家屬的訪談、留存檔案及文件等，呈現 228事

件中女性家屬的聲音，並勾勒出在事件發生後女性於維持家庭

穩定、及事件真相追尋中的堅毅身影。 

(7)  105 年推出「好好吃：臺灣飲食文化特展」，「大社會小市場」

單元：以陳樹菊女士的事蹟，突顯女性在專業工作與社會公益

中的形象。「阿嬤的灶腳」單元：強調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

「一家之煮」重要角色。「原汁原味：臺灣南島語族的飲食習俗」

單元：以陶偶文物及飲食相關照片，呈現女性原住民在部落生

活中的身影。 

  

Â ̣ Ǜ ̤

 

Â ̣ Ǜ2011-2015

̤ ̣ ̤ 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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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228Ǐ ǰǛ ̤

 

Â ̣ Ǜ ̤ ̣

̤ Ǎ Ǎ

 

4.  女性史料出版 

本館長期以來致力於推動成為「大家」的博物館，用不同族群

文化、性別的觀點來呈現臺灣歷史，歷年來積極將蒐集之女性史料，

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整理及出版，期盼民眾以不同的角度來閱讀臺

灣史，並透過不同的史料與題材，從女性的觀點，建構生活化與多

元化的女性史觀。重要出版成果如下： 

(1)  100年及 103年分別以常民女性以及族群互動觀點，出版以二

戰下的臺灣人為題材的《一九四五‧夏末》以及清末平埔原住

民與傳教議題的《新港少女‧李樂》漫畫，以通俗的漫畫形式，

推廣及重現女性於歷史中扮演的角色。 

(2)  104年出版《臺灣女人系列‧歷史篇/ 生活篇》專書，依照歷史

序列，編輯並整理臺灣女性議題中之重要主題內容，以臺灣女

人生命史為架構，佐以諺語與民間故事，描繪出臺灣歷史上女

性的生活樣貌。 

(3)  105 年出版《臺灣好說：臺灣女人影像紀錄》影音光碟，蒐集

拍攝日治時期臺灣女人所經歷的戰爭、教育、工作、感情等議

題，輯錄為 5 則口述影像，以光碟形式配合附冊方式出版，呈

現常民女性生活歷史的樣貌。105年亦出版第 3 本臺灣歷史漫

畫《歷史小將：英雄之路》，為國內第 1 本以鄭氏時期平埔原住

民為主角的歷史漫畫，將拍瀑拉族頭目設定為女性，讓讀者瞭

解女頭目的魄力與智慧。故事中兩位女主角也都主導了劇情的

發展，並非只是一般漫畫中女性身為附屬的角色，用不同族群

文化及女性觀點來呈現臺灣歷史文化多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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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夏末》 《新港少女李樂》 

  

《臺灣女人系列‧歷史篇/生活篇》 

  

《臺灣好說：臺灣女人影像紀錄》 《歷史小將：英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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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具箱 

(1)  臺灣女人教具箱 

延伸「臺灣女子‧非常好特展」及臺灣常民女性相關研究

成果，規劃臺灣女人教具箱，以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童為對象，

免費提供學校教師外借教學，期望藉由學校教育，達到理解臺

灣不同年代、族群與社經條件如何影響女性的生命歷程，也期

學生能體察今昔女性處境，培養思考歷史的能力與性別敏感度，

並成尊重多元的價值觀。 

 

Â 〈臺灣女人．非常好〉教具箱：期許學生體察今昔女性處境，培

養思考歷史的能力與性別敏感度，並成尊重多元的價值觀 

(2)  新住民教具箱 

105 年特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姊妹會合作，共同

發展中小學校主題教案，由新移民姊妹提供其個人生命故事及

相關資料、物件，完成「移民故事盒」主題教具箱規劃，以女

性移民生命史，呈現出近代臺灣近代移民生活縮影以及面臨的

時代與環境挑戰，讓學生以正確眼光認識新移民，預計於 106

年完成製作及試教等作業後，開放教師免費借用。 

  

Â 泰國籍新住民江容珍於學校進行

〈移民故事盒〉主題教具箱教案

試教 

Â 南洋臺灣姊妹會發展教案時，越南

籍新住民拿正說明越南燈籠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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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展望 

本館將賡續執行「臺灣女人」性別專案，以歷年累積的各項「臺灣

女人」研究及蒐藏成果為基礎，持續規劃各項臺灣女人的議題以揭開新

標的，如各類女學生、多類勞動階層婦女、重大歷史事件下的女性身影，

以及女性移民移工涉及的相關議題等，蒐集更多資料、文物與影像並進

行研究探討，期呈現臺灣更多元文化的歷史，在原有成果上進一步建構

臺灣性別平權的社會願景。 

 

「臺灣女人」性別專案的成果，將持續透過實體書籍出版、影像資

料出版、數位網站推廣、特展及相關推廣活動舉辦等，以博物館的平臺，

展現臺灣女性的歷史，讓社會大眾認識她們的真實面貌，期望透過大眾

的理解，達到尊重性別平等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