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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這樣的我：蜜雪兒‧歐巴馬》

（商業出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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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竹女，御風翱翔」，今年竹女迎來創校百周年，百年來培育各方卓越人才，
亦期許在校學子們能延續竹女百年精神，勇於開創自我再續璀璨未來。如同首位非裔
女太空人梅．傑米森所說「別被他人有限的想像力限制住，絕不用自己有限的想像力
限制他人」，本期「竹女向前走」的主題聚焦於女性自我成長，分別透過好書推薦、
人物特寫、影集賞析及性平法的變革，共同感受成長歷程中的不設限。

好書推薦

《他們都說妳「應該」：好女孩與好女人的疼痛養成》

（寶瓶文化，2019)

「我夠好嗎？當然，我很棒。」--蜜雪兒‧歐巴馬

「自從硬著頭皮踏進大眾生活，我曾經被吹捧為全世界最
有權力的女人，也被醜化為憤怒的黑人女性。」美國前第一夫
人如是說道，一路從芝加哥郊區到白宮，身為少數族裔、身為
女性，她永遠要比別人加倍勤奮，才能有一半的成就。作者以
堅韌與勇氣，突破性別與社會框架的界限，探索自我、追求平
等與愛，蜜雪兒‧歐巴馬以自身的旅程鼓勵每一位讀者，即便
身處逆境，也能找到自己的力量與方向，成為無限可能的自己。

「每個女生心裡都有一座名為『應該』的牢籠，
囚禁著自己，也監督著所有女生。」

作者周慕姿心理師以「文化纏足」的視角，深刻的揭開女性成
長中無形的束縛，讓讀者看見所謂的「應該」如何淺移默化的
成為枷鎖，因為熟悉所以覺得沒問題，因為熟悉當要開始改變
反而痛苦。本書鼓勵妳聆聽內心的聲音，重拾對自己的接納與
愛、找尋自我的樣貌，當社會的期待與文化的框架讓妳疲憊不
堪時，請記住，把自己視為一個對你而言非常重要的人，照顧、
取悅自己，暫停無止盡的焦慮，鼓起勇氣積極的珍視自己。

「你不需要很棒才能被愛，
你的存在，就是美好，就是價值所在。」--周慕姿



「我是誰，我能為這個世界做什麼，
作為人類的意義是什麼？」

韓江曾說自己從小除了書本外什麼都沒有，
受作家父親的影響，整天沉浸在讀書之中，14 歲
時開始思考文字的含義，決定文字開始探索和向
世界提問。

「我的女性身份和作家身份完全沒有衝突，
我也不認為作為女性作家有任何侷限，因為這裡
不存在某種普遍的性別。」韓江的作品植根於韓
國文化，反映出父權文化下的一代女性，卻又不
局限於此，其故事作品中女性角色雖然生活在特
定的文化背景中，但她們的經歷和情感卻是全球
性的共鳴。這種文化與個體的交融，使得韓江的
作品在國際上具有廣泛的吸引力，挑戰社會常規，
用文字為女性賦權，讓更多人聽到來自女性的聲
音，同時，也鼓勵讀者思考自己的生活和社會角
色。

韓江，韓國著名作家，她以獨特的敘事結構
和深刻的人物風格著稱，善於將現實與幻想融合
以此揭示心靈的矛盾與衝突。2016年，她憑藉小
說《素食者》獲得了國際布克獎，今年也成為首
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女性。

寫作「是一種異見和反抗的形式」
諾貝爾委員評到，韓江在每部作品中揭露人

類生命的脆弱，並以其詩意和實驗性風格成為當
代散文的創新者。

       「你現在不吃肉，這個世界就會吃掉你。」，
以一場飯桌上他人對「吃素」的質疑開啟，在
《素食者》中，女主角英慧的選擇看似簡單卻埋
藏沉重的陰霾，也不斷挑戰家庭結構和社會規範，
韓江的文字裡透過角色的變化描繪女性自我意識
的覺醒與社會束縛之間的矛盾，用細膩的筆觸與
鋪陳描繪女性在父權社會中的掙扎與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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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寫

圖片引自：https://han-kang.net

亞洲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女性得主
「我們都是不完美的存在，

但正是這種不完美
              使我們變得完整。」

韓
江

圖片引自：https://han-kang.net

「我從未離開或逃避
任何一個我的職位，

我對我所有的角色，
 都感到驕傲。」

南希·裴洛西（Nancy Pelosi）是美國政治史
上一位具代表性的女性人物，她以堅韌不拔的精
神和卓越的領導能力，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女性
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的職業生涯從一位全職主婦
轉型成為一位舉足輕重的政治領袖，不僅是個人
成功的見證，更是女性自我成長與突破傳統框架
的典範。

「所有我想照顧的，不論是孩子或是公共議
題，我都能在客廳照顧。不受環境與空間限制，
我所在的地方，就是行動即將發生的地方。」裴
洛西用實際行動向社會展現，家庭主婦與政治人
物沒有絕對的界線，在不同的境遇中只要相信便
可學習自處與突破。

Nancy 
Patricia 
Pelosi

圖片引自：Getty Images



Reshma Saujani 是美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作家和 Girls Who Code 的創始人。

成長於移民家庭中的瑞詩瑪清楚知曉努力和
教育的重要性，畢業於法律學院後進入法律領域
工作，但總是渴望有更大的社會影響。在2009年
毅然參選美國議員然未能成功當選，2016年瑞詩
瑪站在TED的舞台從自己失敗經驗談起，以政治
家角度她談的是國家的財務赤字，但身為女性瑞
詩瑪想談「勇敢赤字」，在這場演講中，提到了
社會的淺移默化，在成長的旅途上，多數的男孩
被鼓勵冒險犯難，多數的女孩被鼓勵規避風險、
不要失敗，從而限制了女孩的創造和冒險。

「當我們有野心，想傾注心力的時候，
那個社會化的完美性格會造成我們在
職業生涯上選擇風險較少的路走。」

瑞詩瑪從教授好友的觀察提出，當男孩請教
困難時會說 「教授，我的程式出了一點問題」 而
女孩則說 「教授，我有一些問題」。是以，她創
辦了 Girls Who Code 公司，讓女孩對編程產生
興趣，並培養她們的技能，同時期望在編程的過
程開始修正社會化的完美主義。她發現教導女孩
寫程式，在程式的撰寫勢必得經歷無數次的挫敗
與嘗試，這樣的歷程能內化女孩的勇敢基因，把
撰寫代碼的精神發揮於生活，打碎對於完美的想
像「學著對不可能完美感到自在，學著對永遠可
能失敗感到舒服」。

長達24年的第一份工作-家庭主婦

「政治路上影響我最深的，不是父母，而是育
兒。」裴洛西出生在政治世家，但是義大利血統
以及天主教家庭的背景，她承襲的是保守的期待。
23 歲與大學戀人結婚育有 5 名子女，並展開長達
24 年的家庭主婦職涯，但這並沒有使裴洛西放棄
與外界連結。

同時面對5個性格迥異的孩子，解決成長的
挑戰、問題，裴洛西的領導技能發生在家庭之中，
「我總是需要非常精力充沛且高效地運用時間，
我必須願意授權給孩子，給出責任。那真的會改
變你，毫無疑問。」而圍繞著家庭的生活，是困
境也是生命中最好的時光，兼顧了家庭與個人的
平衡，裴洛西未放棄自己對政治的熱愛持續參與
志願者的工作，累積豐富的經驗和人脈。

做自己，了解你的力量，對自己能做
的貢獻懷抱信心。

裴洛西的政治生涯始於47歲，在這個被視為
職涯中後期的階段對於裴洛西而言是新的開始，
破除了社會對年齡和性別的印象，證明了無論何
時開始追求目標都值得投入，「我將政治視為我
母親角色的延伸」裴洛西在國會中憑藉著堅韌不
拔的精神和卓越的談判能力逐步崛起，裴洛西在
任期間，推動不少高爭議性的法案及前瞻的倡議，
如《平價醫療法案》、支持移民的孩子等，在美
國這片聲音多元的土地，憑藉其卓越的領導能力
和政治智慧，寫下屬於自己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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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引自：https://han-kang.net

圖片引自：speakerpelosi Instagram

圖片引自：teenvogue

Reshma   
    Saujani

教女孩學會勇敢而不是完美。

圖片引自：UN Women facebook



看見我的故事，不要看見我的身份。
---蜜雪兒．歐巴馬

影集賞析

法律變革

「性平教育-四格漫畫」
比賽得獎名單

第二名 《平衡與平等》

第三名 《性平》

218 08 陳彤恩

112 02 王詠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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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整理自：行政院全球資訊網、勵馨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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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公司：良人行影業

導演嚴藝文從自身女演員的經驗出發，真實呈現女性在演藝圈
中為實現自我所經歷的掙扎與成長；《影后》揭示同時作為「女演
員」及「女人」的雙重性，在觀眾看著明星光鮮亮麗的舞台之下，
面臨關係、自我價值等寫實的人生難題，生活充滿孤獨與寂寞。

「這是我的人生，如果連我自己都不願意為自己用盡全力去爭取我
想要的幸福，那還有誰可以？」

七位角色都象徵一種獨特的探索與成長旅程，從當紅女星轉行
經紀人的重新定位、因社會對年齡女性形象的標準而面臨職業瓶頸
的資深演員、家庭角色與職業壓力的平衡等，呈現女演員自信與自
卑交織的矛盾，面對生存現實的堅韌與追尋未來的渴望，鼓勵觀眾
追求自我實現的路上，學會接受自己、勇敢面對環境聲音。

在#MeToo運動風潮後，政府推動「性平三法修正案」，
並於2023年7月三讀通過，自2024年3月8日，正式上路!

複雜的《性平三法》到底修了什麼？讓我們著眼於和校
園生活息息相關的《性騷擾防治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
一探究竟。

一、增訂權勢性騷擾定義，加重處罰。
指因對於教育、訓練、醫療、工務、業務、求職或其他相
類關係受自己監督、照護、指導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
性騷擾。

二、延長性騷擾申訴時效，簡化申訴程序。
《性騷法》一般性騷擾於知悉事件起2年、自事發起5年；
權勢性騷擾，於知悉事件起3年、自事發起7年；未成年被
害人，於成年後3年；《性平法》沒有時效。

三、禁止師生戀。
增訂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性別相關專業倫理屬校園性別事
件樣態；不得利用不對等權勢關係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
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四、校園師/職工對生性平案，調查委員全外聘；被害
人可主動要求重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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