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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1975年到1986年的黨外雜誌為觀察對象，論述參與黨外運

動的女性如何被再現及其意義。本文認為黨外雜誌中所呈現的黨外女性

以兩大類型反覆論述：即陽剛／陰柔、反性別常規／符合性別常規、戰

士型／受難型的兩種面向呈現。陽剛／反女性傳統形象的論述以呂秀

蓮、陳菊、陳婉真與蘇慶黎「四大女寇」為主。「四大女寇」原本是國

民黨對黨外運動四位女性的污名，但黨外雜誌以及黨外人士挪用了「四

大女寇」來稱呼呂秀蓮、陳菊、陳婉真與蘇慶黎四人，並視為一種反叛

國民黨的黨外力量，其呈現陽剛性與反對力量以象徵與彰顯民主運動的

反對勢力。相對的，「代夫出征」論述則符合社會規範下強調女性必須

陰柔、純潔、堅忍的特質，以「悲苦的」、「受難的」、「代夫出征」

的女性來象徵民主的苦難之路。陰柔特質與民主苦難結合在一起形成一

種隱喻。而「代夫出征」論述轉化到「鐵娘子」與「旋風現象」則暗示

了黨外力量的再生。以上論述的幾種模式，包括具備奉獻犧牲精神、強

悍俠義形象的「四大女寇」、民主苦難象徵的「代夫出征」女性、形單

影隻的「受刑人太太」、強硬的「鐵娘子」形象、重新站起來的「某太

太」與「旋風現象」，在這些論述當中，可以看見凡是出現陽剛特質

的隱喻，都指向民主力量的出現與復興；而當出現柔性、淚水與悲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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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都是指向台灣民主運動的受挫。黨外女性被放置在民主隱喻論述的

位置，或者可以進一步說，黨外女性論述所隱喻的是民主歷程的發展。

黨外女性出現戰士型與受難型；陽剛與陰柔特質的兩種對照，這兩種對

照所進行的是一種民主反叛、受挫與再生的表述，而這兩種論述都是對

台灣民主力量的隱喻。

  

關鍵詞：黨外雜誌、民主、性別象徵、代夫出征、政治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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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Dang-Wai magazines (1975-1986) and discusses 

representations women as metaphors of democracy in Dang-Wai political 

discours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Dang-Wai wome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masculine “women-warrior”, and the other is feminine 

“female-victim”. The “women-warrior” category is a metaphor for resistance 

against the KMT, while the “female-victim” is metaphor for the trauma of 

democracy. When a “female-victim” became powerful against the KMT, they 

would be represented as more masculine. The masculine and feminine have a 

hierarchal relationship, and signify different meanings of democracy in different 

positions. In short, this essay analyzes how the women in these magazines 

served as metaphors for democracy. 

Keywords: Dang-Wai magazine, democracy, gender symbolism, 

wife-on-behalf-of-husband in campaign, political dis-

courses



180

（
2012 年

    12  月
）

台
灣
文
學
研
究
　
第
三
期



181

女
人
作
為
一
種
隱
喻
：
黨
外
雜
誌
中
政
治
性
別
化
的
民
主
隱
喻

正文

一、前言

在黨禁與報禁的戒嚴時期，黨外雜誌是民主運動過程中最重要的

媒介。在台灣民主運動的呈現中，政論雜誌在政治參與運動占了很重

要的份量。1 陳翠蓮在〈黨外書籍與台灣民主運動（1973-1991）〉

一文提到戰後台灣的政治史是一部追求民主的運動史，而「政治運動

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言論，一是行動。前者透過報紙雜誌書籍的發

行，後者則展現在組黨的作為上。」2 黨外雜誌是承載民主論述的主

要場域，黨外民主論述首要目標是以國民黨威權為批判的中心。在

1975年到1986年黨外雜誌裡，政治女性的再現論述以兩大類別反覆出

現：即陽剛／陰柔、反性別常規／符合性別常規的兩種面向呈現。

本文認為黨外論述將黨外女性視為對立於國民黨威權體制的行動

者，其再現所要詮釋與指涉的是台灣民主的發展與歷史。當黨外女性

具備女性／反對者雙重身分時，黨外論述將反對運動陣營的女性放置

在民主運動者的位置。黨外雜誌中的民主論述，「反國民黨威權」是

────────────

1. 林清芬，〈一九八○年代初期台灣黨外政論雜誌查禁之探究〉，《國史館學術集刊》
5期（2005.03），頁259。

2. 陳翠蓮，〈黨外書籍與台灣民主運動（1973-1991）〉，《台灣文獻》55卷1期
（2004.03），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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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優位性民主議題，在以「反國民黨威權」的自由民主為主導論述

的黨外雜誌中，黨外女性的主體其實隱喻民主力量的再生。在黨外雜

誌中，可以看見黨外女性被放置在民主論述中，民主身分大於性別身

分，「女性描述」其實是一種「民主闡述」。這些對黨外女性的論述

出現幾種模式，陽剛／反女性傳統形象的論述以呂秀蓮、陳菊、陳婉

真與蘇慶黎「四大女寇」為主，視為一種反叛國民黨的黨外力量，以

呈現陽剛性與反對力量的象徵來彰顯民主運動的反對勢力。相對的，

「代夫出征」論述則符合社會規範下強調女性特質必須陰柔、純潔、

堅忍，以「悲苦的」、「受難的」、「代夫出征」的女性來象徵民主

的苦難之路。陰柔特質與民主苦難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隱喻。從「代

夫出征」轉化到「鐵娘子」與「旋風現象」，則暗示了黨外力量的再

生。不論是具備奉獻犧牲精神、強悍俠義形象的「四大女寇」、或是

民主苦難象徵的「代夫出征」女性、形單影隻的「受刑人太太」、強

硬的「鐵娘子」、重新站起來的「某太太」與「旋風現象」，在這些

論述當中，可以看見凡是出現陽剛特質的隱喻，都指向民主力量的出

現與復興；而當出現柔性、淚水與悲情等待，都是指向台灣民主運動

的受挫。黨外女性被放置在民主論述的位置，或者可以進一步說，黨

外女性論述所隱喻的是民主歷程的發展。黨外女性出現戰士型與受難

型；陽剛與陰柔特質的兩種對照，這兩種對照所進行的是一種民主反

叛、受挫與再生的表述，而這兩種論述都是對台灣民主力量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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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作為一種現代化：反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

   從1968年1月出刊的《大學》雜誌便提出政治社會各層面「革新

保台」，3 「革新」之意便是希望七○年代的台灣能以美國「現代化

理論」來推動政治社會改革的理念。4 在當時的時局之下，提到「民

主」的意涵時，指的是一種西方自由主義式民主的概念，目的在引介

自由主義的思想，追求言論自由、政治民主、大學體制與學術自由

的權利等問題，5 強調言說的自由，破除威權式的家長制度與國家體

制。1975年之後的《台灣政論》、《八十年代》、《美麗島》三種

黨外雜誌中，《台灣政論》代表性的議題是批評時政、提出建言，主

要關懷在民主、法治、保障自由與人權等議題。批判國民黨一黨獨大

是違背民主浪潮，因此民主現代化必須提倡民主與法治。鄭鴻生提到

1975年《台灣政論》的出現，是以美國的「現代化理論」與新興政

治勢力結合的象徵。6 1979年6月創刊的《八十年代》，7 主要議題在

改革國民黨體制與要求政府民主化。《美麗島》關注較多的是選舉民

主，皆展現對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追求，以及對國民黨老法統的

撤離，可見當時現代性的訴求便是對威權傳統的撤離。政治現代性追

求公共領域的「世俗性」展開，不再相信有神聖的、特殊的根源，而

是對於自我的瞭解以及共同行動的正當性論據。8 台灣民主運動「世

────────────

3. 蔡盛琦，〈《深耕雜誌》之研究（1981.6-1983.2）〉，《國史館學術集刊》15期
（2008.03）頁165。《大學》創刊號（1968.01）。

4. 鄭鴻生，〈台灣文藝復興年代：七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狀況〉，《思想4：台灣的七十
年代》（2007.01），頁81-102。

5. 如陳少廷〈論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一文，《大學雜誌》4期（1968.04），頁4-5。
6. 同註4，頁98。
7. 1979年6月創刊。以康寧祥為社長，江春男為總編輯。
8. 蔡英文，〈公共領域與民主共識的可能性〉，收錄於黃俊傑、江宜樺編，《公私領域
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05），頁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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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性」的追求即是對國民黨威權神話的破除。

在美麗島事件之前的黨外運動，產生政治民主論述的方式主要就

是「選舉」與「辦雜誌」兩種。9 因此1970年代黨外雜誌是承載黨外

民主論述最主要的媒介，《台灣政論》、《美麗島》《八十年代》，

皆是黨外雜誌很重要刊物。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黨外雜誌更是

紛紛出現。其中如《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這一系列（俗

稱八十年代系列），便是事件前後在黨外圈內的重要雜誌。1981年周

清玉創辦的《關懷》雜誌；1983許榮淑年辦《深耕》、《生根》、

1984年《台灣年代》創刊；同時期亦有蘇秋鎮辦《代議士》；黃天福

辦《鐘鼓樓》、《蓬萊島》；林正杰辦《前進》；尤清辦《博觀》；

黃煌雄辦《開創》，未參與選舉的黨外青年如鄧維楨、鄧維賢兄弟主

編的《政治家》、《民主人》；鄭南榕所主辦的「自由時代」系列週

刊（包括《自由時代》、《先鋒時代》、《民主時代》、《開拓》、

《發展》、《發揚》、《民主天地》等等；邱義仁、吳乃仁、劉守成

等新生代創辦《新潮流》，可見黨外雜誌的蓬勃發展。10 黨外運動的

目的，是要推行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制衡，11 本文觀察這些雜

誌提出的民主議題，從中可以看到從七○年代的現代化訴求是政治民

主。民主作為一種現代化，所要除魅的對象，便是國民黨威權體制傳

統與魅影。誠如吳鴻淼所言：「黨外之所以蓬勃興起，憑藉的是對國

民黨強而有力的批判。」12 1978年12月11日桃園中壢「增額國大代表

選舉私辦政見會」中，呂秀蓮提到「民主是現代政治的基礎，政府的

產生是為著人民的共同需要。」13 可見民主議題主要訴求突破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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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獨大，這也是黨外雜誌與黨外運動最重要的政治現代化訴求，也

就是必須對國民黨威權體制進行改革，社會才能邁入民主化的進程。

黨外運動時期的民主現代化進程幾乎是以美國「現代化理論」來

推動政治社會改革。鄭鴻生談到台灣民主化的特質時說，「在七十年

代之初，大陸與美國的開始和解預示著改弦更張，而台灣在陷入國際

孤立，不再能代表中國之際，美國現代化理論成了當道之學。這真是

一個全新的局面，以『現代化』為訴求的思潮，在那時取代了早期雷

震、殷海光等人對自由與民主的素樸訴求。」14 綜上所述，黨外運動

的「民主」意涵，都是著重在自由選舉、民主憲政等議題上，現代性

作為一種進步、理性、具備創造力的象徵，「黨外」相較於國民黨則

是進步、民主、理性的，呂秀蓮提到黨外民主運動時說：「『黨外』

一詞，是指相對於國民黨，而從事民主化運動的人士而言，它在台灣

的現代化史頁裡，有它獨特的異采。」15 黨外論述將黨外運動視為現

代化中重要的一頁，在黨外雜誌中可以看到追求民主、去除國民黨威

權魅影與傳統便是台灣政治民主現代化的訴求。

────────────

9. 如《深耕》雜誌提到在美麗島時代之前的黨外運動，所使用的手段就是「選舉」與
「辦雜誌」兩種。深耕雜誌社，〈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座談會〉，《深耕》18期
（1982.09），頁5。

10. 參考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8.05）。
11. 顏尹謨，〈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座談會〉，《深耕》18期（1982.09），頁11。
12. 吳鴻淼，〈許信良輔娘鍾碧霞將代夫出征〉，《客家風雲》11期（1988.09），頁

27。
13. 呂秀蓮，〈暴風雨前的信息〉，《我愛台灣──呂秀蓮海內外演說選》（高雄縣：
南冠出版社，1988.05），頁44。

14. 同註4，頁99。
15. 呂秀蓮，〈政治廚房中的黨外女性〉，原載於1986年元月號《八十年代》，後收錄
於《兩性問題女性觀》（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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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黨外雜誌的女性再現

1970年代中壢事件、橋頭事件發生，蘇慶黎、曾心儀、陳菊等

人都參與「堅決反對政治迫害」與「立刻釋放余登發父子」的陣營

中。16 陳菊在更早的時候便擔任黨外元老郭雨新秘書，在1970年代初

期扮演著黨外的老中青三代的接合劑。1977、1978年中，雷震先生、

齊世英先生、郭雨新先生，以及新生代黨外的人士都是透過陳菊等人

在聯繫。17 1975年之後，大量黨外雜誌出現時，更不乏黨外女性的參

與。如蘇慶黎於1976年7月1日接手《夏潮》雜誌。1978陳婉真創辦

《潮流》，美麗島事件後參與台灣建國聯合陣線，並擔任《美麗島週

報》執行總編輯。1979年，《美麗島》雜誌社成立，副社長黃天福和

呂秀蓮，編輯委員會成員則有蘇慶黎、呂秀蓮、陳菊等。

在參選行動上，陳婉真與前台大教授陳鼓應組織聯合競選團隊，

參選台北市立法委員，但選舉到了半途卻因美國和中國建交而中斷，

陳婉真於1979年7月赴美。之後因為《潮流》被禁以及相關人士陳博

文、楊裕榮被逮捕，陳婉真在同年8月於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紐約辦事

處門口進行絕食抗議，要求政府釋放因涉及印發《潮流》而被逮捕的

陳博文、楊裕榮，因而於海外流亡十年。18 在同時期的島內民主運動

中，呂秀蓮與張春男等黨外民意代表候選人在台中遊行，警方以三輛

大型遊覽車載滿攜帶鎮暴裝備的員警陪同，並以消防車向聚集群眾噴

水。19 1979年11月，呂秀蓮、姚嘉文等人舉辦「美麗島之夜」，並為

吳哲朗舉辦坐監惜別會。年底，美麗島事件發生，警備總部以「涉嫌

叛亂」逮捕了呂秀蓮、陳菊、蘇慶黎。另外，在美麗島事件與1980年

2月林宅血案之後，受刑人家屬「代夫出征」20 ，周清玉、方素敏、

許榮淑、高李麗珍等人出來參選並走上政治之路。其中周清玉與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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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於1980年底以全國最高票當選國大與立委。稍後周清玉創辦《關

懷》雜誌與「關懷中心」，投入政治受刑人及其家屬的關懷工作，21 

許榮淑創辦《深耕》雜誌，方素敏回國參選並將林宅改為義光教會。

上述為黨外女性參與台灣民主的行動，從中可以看到黨外女性參

與民主的意義。女性參與反對運動一來以女性身分參政打破政治屬於

陽剛、男性場域的迷思；二來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下，以黨外民主人

士的身分挑戰了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女性參與反對運動具有挑戰民

主威權與性別威權的雙重意義，其身分也占據性別民主與政治民主的

雙重位置。然而當黨外雜誌以「民主」作為一種現代性是主要的核心

議題時，黨外女性被再現論述的方式則產生了民主的象徵與隱喻，下

文亦將對此進行討論。

（一）「四大女寇」：陽剛性與反對力量的象徵

在黨外雜誌的女性論述中，女性的形象被區分為陰柔特質／陽

剛特質兩種類型。陰柔特質／陽剛特質象徵的是台灣民主力量的挫敗

────────────

16. 楊青矗，《美麗島進行曲：第一部 衝破戒嚴》（台北：敦理出版社，2009.07），
頁40。

17. 薛化元主編，李永熾監修，台灣史料編輯小組編輯，《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
（1979-1988）》（台北：國家政策出版，1991.07），頁18。

18. 陳婉真，〈未竟的選戰〉，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
策劃，《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台北：時報文化，1999），頁85。

19. 陳菊，〈選舉假期結束〉，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
策劃，《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頁51。

20. 在美麗島事件之後，被冠以「代夫出征」名義或政治修辭參選者，包括周清玉、方
素敏、許榮淑、翁金珠、高李麗珍等人。但是本文認為「代夫出征」不僅僅是一個

歷史現象，之後也演變成為一種治政修辭。跟政治犯有關的參政女性，都是被視為

「代夫」或「代父」出征，如翁金珠、余陳月瑛都在媒體或出版品上如此被呈現。

21. 歷任增額國大代表（1980-1992）、民進黨中常委、彰化縣縣長（1989）、第十屆
省議員（1993）、第四屆不分區立委（1998）、彰化區立法委員（2002）、台北
生命線協會會長、家扶中心副主委等職。周清玉口述，張炎憲等人訪問，許芳庭整

理，〈周清玉女士訪談錄〉，張炎憲主編，《民主崛起：1980’s台灣民主化運動
訪談錄1》（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8.04），頁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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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展現，性別特質成為一種文化隱喻，並運用修辭進行民主意義的論

述。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後，「四大女寇」的論述呈現陽剛特質與

反對力量的結合。如1982年的《新生代》將陳菊、陳婉真、呂秀蓮和

蘇慶黎等四位黨外人士，羅列為「台灣四大女寇」，視為政治極強悍

的形象。在國民黨的威權論述中將「四大女寇」視為「像男人」，給

予較多陽剛特質的想像；而在黨外文獻與黨外運動的用語中，「四大

女寇」所帶出來的論述是一種反叛性、強悍、反國民黨力量的隱喻，

被視為是「積極投入黨外運動對抗國民黨威權體制」。22 其政治隱

喻是一種反抗國民黨威權、積極挑戰政治場域的女性形象。在此「四

大女寇」是反國民黨體制「強悍」、因追求政治民主而成為「階下

囚」、或海外流亡的「亡命之徒」等為民主犧牲的形象出現。

陳菊、陳婉真、呂秀蓮和蘇慶黎在以「反國民黨威權」為核心

論述的黨外雜誌中，同時呈現為強悍的反對運動女性。其中呂秀蓮被

再現為熱情的社會改革者，回國後投身反對事業，走上政治異議者的

坎坷路，之後一步步走上為民主人權而犧牲的路。23 呂秀蓮從27歲

起就開始極力提倡新女性主義，但是在黨外論述的場域認為「呂秀蓮

這三個字最後會家喻戶曉，卻是在民國六十七年她競選國大代表以

後。」24 可以看出在黨外民主論述中，黨外女性的「民主人士」的

身分位置被強調。其形象是憂慮台灣前途，為台灣尋求答案，「台灣

性」大於「女性」的政治人物。

台灣共產黨員蘇新的女兒蘇慶黎，幼年看到美軍在台灣進行性消

費時，對於身處第三世界的台灣女性處境印象深刻。25 蘇慶黎被黨外

雜誌的政治評論者歸為「黨外左派」26 、「黨外女強人」27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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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說話的女強人」28 。「女強人」的政治論述常見於政治女性的再

現中，過往父權文化將「女性」與「柔弱」進行勾聯與指涉，女性被

放置在女性／柔弱／私領域當中；相對的，政治領域被視為強悍／陽

剛／男性的領域，當女性步入政治領域展現陽剛性時，「女強人」一

詞意味是從陰柔邊界跨越而闖入陽剛的領域，其陽剛性一方面吻合政

治領域屬於陽剛特質的期待；另一方面也顯示女性／陰柔才是常態，

「女性」與「強悍」兩者之間是不合常俗，「女強人」一詞的弔詭也

因此產生。

陳婉真於1977年為許信良參選桃園縣長之需，編寫了《風雨之

聲》一書，1978年與陳鼓應組織聯合競選團隊，與吳哲朗辦地下報

《潮流》。1979年與數十位黨外人士到余登發的老家高雄縣橋頭鄉遊

行抗議，同年7月赴美；「美麗島事件」後參與台灣建國聯合陣線，並

擔任《美麗島週報》執行總編輯。於海外流亡十年，曾任國大代表。

黨外雜誌在論述陳婉真時，強調陳婉真強烈訴求言論自由、反政治迫

害的形象。軒轅平〈折筆傳奇──陳婉真的心路歷程〉提到：

陳婉真在近年的台省政壇有一個流傳頗廣的封號：「姑奶

奶」。對於這個稱呼，陳婉真的感受是複雜的，她說：

「在傳統的觀念裡，這個形同『厲害』的代名詞，對女孩

────────────

22. 何榮幸，〈曾與呂秀蓮、陳菊、施淑青並稱「黨外四大女寇 」 抗癌11載 蘇慶黎病
逝北京〉，《中國時報》，2004.10.20，a13版。

23. 孔傑榮，〈呂秀蓮的心路歷程〉，《鐘鼓鑼》1卷7期（1983.07），頁29。
24. 《生根》週刊特別報導，〈呂秀蓮回來了！〉，《生根》復刊3期（1985.04），頁

31。
25. 〈蘇慶黎：為弱者說話的女強人〉，《新生代》創刊號（1982.04），頁18。
26. 同註25，頁17。 
27. 李蓮英，〈蘇慶黎赴美深造〉，《政治家》1卷（1984.07），頁39。
28. 同註25，頁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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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言，並非很好的恭維。不過，基於新聞記者的特殊職

責，我寧願以擁有這個綽號為榮。」 29

可以看見，陳婉真在黨外雜誌中，以國民黨的「喉中鯁、眼中

釘」、「姑奶奶」的強悍姿態、反政治迫害的形象被論述。「姑奶

奶」／「厲害」不屬於傳統女性值得讚揚的特質，但是在台灣文化

中，陽剛／陰柔特質有上／下位階的關係，因此當陳婉真被視為強悍

的姑奶奶時，是從位階低的陰柔特質轉向位階高的陽剛特質，強悍凸

顯了對抗國民黨威權的反叛性。

被稱為「永恆的黨工」、「走於老、中、青之間」的陳菊早期

擔任郭雨新的秘書，在美麗島事件前後是老中青三代人串連起來的主

要人物，被視為是一個「忠實的反對者」30 ，在論述中強調她是一位

在崎嶇不平的民主道上行走，放棄逛街、郊遊、約會、婚姻等一般女

孩的生活，刻劃其為台灣民主犧牲奉獻的形象。《台灣年代》描述陳

菊於1979年12月13日被捕的前一晚，「突然自顧自的往前踏去，我

從斜後側看到她龐然的身影，抬著頭，迎著風，傲視一切似的唱起歌

來。」「那時已經十點多了，雖然路橋下不斷有車子駛過來駛過去，

但是四周相當安靜，頗有高處不勝寒之感。路橋旁邊台大校園的椰子

樹搖啊搖的，陳菊蓬蓬的頭髮被吹得有點揚起。她的歌聲低低的，不

像女孩子的歌聲，有點悲壯，好像戰士要出征似的，有點自我吟唱，

不管別人聽得見聽不見。」「她當時的整個身影，給我一種風蕭蕭

兮，易水寒的感覺。」「我想，只有她自己懂得歌聲低沈的聲音代表

了什麼。」31 陳菊在上述論述中，呈現的是一個身體力行、無所畏懼

的「黨工」、悲壯的「出征戰士」；是一心為台灣民主犧牲「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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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的生活」的女性，而「女子應有的生活」是屬於家庭、屬於私人

情感，但陳菊「不像女孩子」的悲壯形象，是因為台灣的政治高壓，

為台灣民主犧牲了原有「應有的女孩子的生活」。

綜上所述，可以看見「四大女寇」相關論述所要強調的是為民

主運動掀起波濤洶湧的女性。在「四大女寇」──呂秀蓮、陳菊、陳

婉真、蘇慶黎的相關敘述中，出現「強悍得不可言喻」、「亡命之

徒」、「女強人」、「厲害」、「姑奶奶」、「戰士出征」的形象，

這些論述未將她們放置在性別框架上的突破，反是放置在挑戰政治不

民主的位置，且認為其突破傳統的性別形象是在政治不民主下犧牲了

「應有的女孩子的生活」，強調「四大女寇」的強悍性格所要對抗的

是國民黨體制的威權。七○、八○年代的女性解放論述已強調女性作

為獨立個體的重要性，但當時論述多將女性位置置放在國家的富強的

大框架下，女性獨立性與各項權利才獲得較多肯定。「四大女寇」呈

現強烈的反叛、強悍、戰士般的形象，所要強調的不是女性自主的身

分，而是黨外反國民黨體制的力量。在追求民主現代化論述中，「女

戰士」的新女性形象經常與家國論述結合，成為政治色彩濃厚，以及

現代新女性形象與革命者形象結合的論述，32 而台灣戰後黨外運動中

的女戰士形象亦是對抗國民黨的民主與家國論述。

────────────

29. 軒轅平，〈折筆傳奇──陳婉真的心路歷程（上）〉，《美麗島》1卷2期
（1979.09），頁42-45。

30. 林龍溪，〈黨外的「苦力」，新生代的「褓母」──為理想無私奉獻的陳菊〉，
《第一線》19期（1986.05），頁36。

31. 邱小如整理，〈陳菊，我們感念你！〉，《台灣年代》8期（1985.06），頁45-
46。

32. 在中國的國族運動中，「女戰士」形象亦是「一個為革命理想與事業而勇於奮
鬥」，「以救國救民為己任，有崇高的理想和使命感，有高昂的革命熱情」，是中

國現代化中新女性形象向革命者轉化的論述。鄭永福、呂美頤，〈關於近代中國

「女國民」觀念的歷史考察〉，鄧小南、王政、游鑑明主編，《中國婦女史讀本》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04），頁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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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領域中，男性被視為上戰場捍衛國家的武裝公民（citizen-

in-arms）與「戰士英雄」（warrior-hero）；女性被視為某人的太太、

某人的媽媽、某人的女兒等給予照顧的關係性角色。33 公民作為戰士

英雄是一種有力的象徵，而女戰士（warrior females）與「鐵娘子」

（Iron Ladies）的典型則強調具有原本被歸屬於男性陽剛性的強壯、堅

強、攻擊性格等特性。柯娜（R. W. Connell）認為陽剛特質（mascu-

linity）與陰柔特質（femininity）是對立的且具有位階性。陰柔特質被

與脆弱（weakness）進行聯結；陽剛特質則與強勢進行聯結，產生了

上／下、主導／從屬的位階性質，而陽剛特質做為複數多樣的型態，

也具有主導與從屬的陽剛特質的差別，也就是陽剛特質並非單一存在

的。34 黨外論述中，四大女寇則是以「女戰士」、「階下囚」、「厲

害的姑奶奶」的身分被論述，具有強壯、堅強、攻擊性格等陽剛特

性，其文化象徵上形成反叛國民黨的民主力量，從中可以看出反叛威

權的民主力量會與位階高的陽剛特質進行結合。

（二）從「代夫出征」到「鐵娘子」、「旋風」現象：民主創傷

到民主重振的隱喻

「四大女寇」論述之外，相對應亦有「代夫出征」的黨外女性

論述。在民主受挫之後，「代夫出征」現象與論述隨之而起，台灣的

「代夫出征」論述亦成為對立於國民黨的民主化身，是正義的旋風、

政治不民主下的受難者、台灣苦難的象徵。「代夫出征」從字面上就

可以讀出是「代替丈夫出征」的接班者、替代者的角色，丈夫是參政

主體，妻子是參政代替與接班者，「代夫出征」論述並非以女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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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為重心的論述。

「代夫出征」論述生產的歷史脈絡為1979年美麗島事件及1980年

2月28日林宅血案之後，受刑人家屬「代夫出征」。其中周清玉（姚

嘉文之妻）、許榮淑（張俊宏之妻）、方素敏（林義雄之妻）、高李

麗珍（高俊明之妻）等人走上政治之路。同時期東亞的民主歷程中，

菲律賓發生艾奎諾事件，柯拉蓉站出來參選受到民眾的支持，並喊出

「people’s power」的口號。許榮淑提到菲律賓的政治轉變影響台灣的

民主與女性政治參與，並利用菲律賓的局勢，台灣黨外要求組黨。35 

1980年12月6日恢復中央民意代表補選增額立委及國代選舉，美麗島

事件家屬周清玉、許榮淑、黃天福當選，其中周清玉與許榮淑更以

全國最高票當選國大與立委。黨外人士於1981年9月籌組「黨外推薦

團」，以黨外立委為主幹，輔以監委尤清、國代周清玉、林應專等人

組成。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出來參選立委的許榮淑，則接下《深耕》雜

誌。1982年9月28日周清玉發表〈美麗島受難人共同聲明〉。方素敏

則回國參選並將林宅改為義光教會。1983年底的立委選舉，台北縣與

宜蘭、基隆為同一選區，當時，黨外主要人士都身陷囹圄，黨外人士

的太太們全都「代夫出征」，藉此擴大立法院內黨外的聲音。36 除了

政治參選之外，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周清玉開始進行受刑人家屬的串

────────────

33. Nira Yuval-Davis, Gender & N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1997) , p.73.

34. Connell. R. W.,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1995), pp.16-70。 
35. 張炎憲等人訪談，許芳庭記錄整理，〈許榮淑女士訪談錄〉，《民主崛起：1980’s
台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2》（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8.04），頁92。

36. 陳品，《非常女人》（台北市：大村文化，1996），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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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37 高李麗珍也展開受刑人家屬的關懷行動。上述為「代夫出征」

女性的政治行動與歷史背景。

在黨外雜誌論述層面上，「代夫出征」論述在不同的歷史時間點

出現幾個層次的轉變。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出現的多為悲情的、

「望你早歸」的受難者家屬與「太太」；接著在1980年之後的幾次

選舉勝利，則出現「鐵娘子」與政壇「旋風」現象。「代夫出征」論

述出現在美麗島事件後的受難家屬競選時；「鐵娘子」與「旋風」

論述則是競選成功後，對於黨外民主力量重振的展現。這些受難者

家屬「代夫出征」高票當選後，形成「周清玉旋風」、「方素敏旋

風」，38 其論述呈現美麗島受刑人家屬從民主受挫到高票當選，打開

受刑人家屬參政的風氣39 的歷史轉變。在此將針對論述的陰柔特質與

民主意涵、論述的轉折與歷史意義進行闡述，討論陽剛／陰柔特質的

上／下位階中，位階高的陽剛特質被視為民主力量的展現，位階低的

陰柔特質則指向民主力量的受挫。

1、「代夫出征」中的陰柔與悲情：民主創傷的隱喻

（1）望你早歸：陰柔特質與民主創傷

在民主運動的歷程中，「四大女寇」的陽剛特質被視為是反國

民黨的力量；「代夫出征」論述則以陰柔特質來隱喻台灣黨外運動與

台灣歷史的悲情。在台灣殖民歷史中，陰柔特質經常被用來描述被殖

民、被入侵與歷史悲情，殖民化與受壓迫過程被陰性化地隱喻。「代

夫出征」女性的論述成為民主的悲情與苦難的象徵，是另一種將陰柔

特質與民主苦難進行結合的政治論述。

在美麗島事件後，周清玉、方素敏、許榮淑等「受難者家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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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夫出征」之姿參政。在「代夫出征」的論述中，直接參與政治行

動而入獄的男性被視為「政治受難者」；而妻子、母親、女兒等「關

係性角色」的女性則被視為「受難者家屬」，可看出此論述以性別關

係角色的家屬身分定義其政治受難的位置。「代夫出征」一詞本身即

有政治「接班者」、非參政主體、受難者「家屬」的意味。而受政治

迫害女性如周清玉、許榮淑與方素敏在「代夫出征」前，被論述為平

凡的弱女子，只希望能安穩地當平凡的家庭主婦與妻子，但因為政治

不民主，而走向從政之路。在女性屬於私領域的意識型態下，女性放

置在私領域才是正常的生活與民主的表現，走向政治之路是因為政治

不民主下所付出的代價。

「代夫出征」女性論述中，政治女性是以「血與淚」的代價為

民主運動付出犧牲。如周清玉的相關報導中， 1980年競選增額國

大、立委選舉時，一聽到「望你早歸」的錄音帶，就在演講台上泣

不成聲。40 「受迫害政治家屬」等待、悲情的苦難等同於「民主的

苦難」。《九十年代》中描述台灣婦女在政治有一席之地，都是一

群被迫害的「政治犯家屬」，「她們的地位，都是用血與淚爭取來

────────────

37. 周清玉提到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她設法支援時，一開始「也不認識這些家屬，就從
報紙一個一個找，那時候開始有聯繫的就是許榮淑、方素敏和黃信介的太太（張月

卿），我想黃信介的太太可能是比舊的系統，我這邊又是另外一個，不熟的就開始

聯繫，互相尋求支持，一起努力。」「之後我就開始寫陳情書，三更半夜我就一個

人拿陳情書到處請人簽名。」見〈周清玉女士訪談錄〉，張炎憲主編，《民主崛

起：1980’s台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1》，頁205。
38. 如公孫龍即談到周清玉在民國69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在台北市造成一
股「周清玉旋風」。之後方素敏參選，也製造了一股「方素敏旋風」。見公孫

龍，〈周清玉的痛苦──對政治沒有興趣竟成為「黨外樣版」〉，《雷聲》32期
（1984.11），頁30。

39. 同註10，頁170。
40. 葉鴻英，〈忍著辛酸含著微笑──訪尚在服刑的美麗島事件受難者家屬〉，《前進
週刊》22期（1984.08），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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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1 1980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是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場

選舉，黨外候選人受難女性以家屬身分「低姿態的悲情訴求」爭取選

票，與美麗島事件前強烈的批判氣氛截然不同，充分反映出當時政治

氣氛的凝重。42 許榮淑的形象則是「拖著疲憊身軀，帶著稚女，扶著

步履維艱的父親，目送你們逐漸消失在鐵門外，⋯⋯需走入風濤險浪

的世界，一個平凡的弱女子，你沒有非凡的能力，卻需要挑非凡的重

擔，願上帝賜給你足夠的堅強來承擔時代的苦難！」43 張俊宏給許榮

淑的信中，敘述平凡的弱女子若在正常的民主體制之下，原本應該歸

屬於安穩的私領域中，但因為政治不民主而必須參與政治並承擔時代

的苦難。

政治受難女性在私領域為平凡女性與妻子，卻因為承擔民主苦

難而必須堅強起來，「代夫出征」女性的悲情，便是來自於時代的苦

難。另外，畢業於台大社會系的周清玉則被形容為披著寫有「姚嘉文

的太太」的彩帶，出現在政見會台上，以如泣如訴的感性音色，敘說

美麗島事件後的政治氣氛及受刑人家屬的際遇，44 周清玉被視為憂

患、悲情的角色。45 「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在「美麗島事件」審判

後的論述，是一名傷心、流淚、脆弱、難過、無助、不解，覺得自己

是「弱女子」的受難者家屬。46 陳若曦〈再出發的黨外〉一文，談到

周清玉「一提及姚嘉文眼眶就紅，喉嚨馬上哽咽⋯⋯，似乎姚嘉文不

回來，地球會停止轉動一般。」47 葉鴻英提到1984年見到周清玉本人

時，彷彿又看到「民國六十九年增額國大、立委選舉時，一聽到「望

你早歸」的錄音帶，就在演講台上泣不成聲的「姚嘉文的妻子周清

玉」。 48

另一位「代夫出征」女性方素敏，在陳若曦筆下是很典型台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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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婦女，樸實無華、溫良賢淑，對政治沒有興趣也不懂政治，「原想

本本分分地做個賢妻良母」，出於對丈夫的敬愛，卻不幸捲進了政治

的漩渦。49 其論述是將女性擔任「賢妻良母」視為政治民主下應有

的生活，但現狀卻因政治不民主而失去在私領域擔任「賢妻良母」的

安穩生活。政治民主下的女性是「賢妻良母」；政治不民主下的女性

則「代夫出征」。「賢妻良母」與「代夫出征」的女性形象成為政治

民主與否判準，也可以看出黨外民主論述中民主僅意涵政治民主，而

未包含性別民主與女性參政意義在其中。在政治受難後，論述將方素

敏呈現為一個「嬌小纖弱，卻又寬宏大量，極識大體的婦女、忍辱負

重」的女性，50 其嬌小的女性身影與傳統女性的美德也幾乎是台灣民

主苦難的象徵與承擔。許多男作家如林雙不、陳芳明也以男性作家的

身分模擬方素敏的口吻，為民主苦難寫下文學作品。如以陳嘉農為筆

名的陳芳明在美國時寫下〈迎方素敏〉一詩：

這次迎接你／是望你早歸的歌聲／那是台灣最長的期待／

你衷心低唱

────────────

41 .  吳自然，〈許榮淑參加世界婦女政治領袖會議〉，《九十年代》創刊號
（1987.03），頁52-55。

42. 陳孟元，〈台灣一九七○年代後期黨外運動的發展──凝聚、頓挫與再出發〉，
《立人學報》2期（2002），頁93。

43. 張俊宏，〈張俊宏給許榮淑的一封信──分擔苦痛、維護公道〉，《台灣潮流》1期
（1984.08），頁52-53。

44. 同註10，頁166-167。
45. 陳奇，〈周清玉徘徊選立委與來年大選之間〉，《這一代》30期（1983.03），頁

5。
46. 鄧維賢，〈周清玉旋風〉，《政治家》1卷（1981.01），頁15。
47. 陳若曦，〈再出發的黨外〉，《深耕雜誌》9期（1982.05），頁32-33。
48. 同註40，頁30。
49. 陳若曦，〈我見到林義雄的太太〉，方素敏，《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台
北市：三捷印刷廠，1983.11），頁17。

50. 同註49，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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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君的心情／是連綿不斷的長空／一片雲，攜帶無語的思

念／總是停留在鐵窗外徘徊

望子的胸懷／是激盪不止的海洋／一股浪，蘊藏多少悲愴

／你的愛與慟是漲滿的潮水

望鄉的眼睛／是深夜不眠的視窗／一盞燈，燃燒熊熊的希

望／你從不輕易撚熄

這次迎接你／是望你早歸的歌聲／假使那是台灣最苦的期

待／我們與你齊聲低唱 51

陳芳明模擬方素敏的口吻寫出一個等待、望夫早歸的政治受難

女性。女性在過往文化中被視為是等候在家／私領域的守候者，等待

丈夫歸來；相對的，當台灣民主受難時，女性以等待之姿期待政治參

與主體的丈夫歸來。黨外論述中女性是為離家的男性而等待，也為政

治民主而等待。陳芳明在這首詩所呈現的是女性歸屬於私領域，也歸

屬於傳統性別中的等待者、守候者身分。另外，作家林雙不以「方素

敏」為名寫下〈盼望〉一詩，之後收錄於《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

擇》中，一直被誤認為方素敏所寫，可是實際為林雙不以「方素敏」

之名所寫，男作家之筆模擬黨外女性主體的作品。

〈盼望〉

人家說你是好漢

我就哭了

我寧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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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孩子的父親

⋯⋯（中略）

一直這樣盼望

在家鄉長住

你下田

我燒飯洗衣

確信你會在

一定的時刻回來 52

林雙不在1980年2月28日林宅血案後，以悲痛的心情更改筆名為

「林雙不」，並以「方素敏」之名，寫下〈盼望〉一詩，其「盼望」

的身影便是「望你早歸」的政治女性身影。林雙不在《安安靜靜想到

他》一書中自陳是為了詩的效果，才借用方素敏的姓名，實際上是寫

自己的心情。53 然而詩的效果其實也產生論述的效果，文中寫著方素

────────────

51. 陳嘉農，〈迎方素敏〉，《台灣文藝》90期（1984.09），頁24-25。
52. 林雙不，〈盼望〉，《台灣新樂府》（台北：草根出版，1995.02），頁32-34。
（完稿於1981年2月） 本詩以「方素敏」為名，收錄於《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
擇》一書，頁37。亦刊登於《八十年代》（1981.02）。

53. 林雙不談到「一九八一年二月，我寫下〈盼望〉一詩。全詩共分九段四十行，以上
四行就是這首詩的開頭和結尾，往後幾次選舉中，一再被女性候選人拿來做文宣

的素材。這首詩是用女性的口吻寫的，為了加強詩的張力，發表時借用了林律師夫

人的姓名。自然而然，詩句『我就哭了』的『我』，一般讀者朋友便以為是方素敏

了。事實上不是，詩中是『我』是我自己，當年我三十一歲，大男人，感情不應這

麼脆弱的人夫人父；而且林家的不幸已經是一年前的舊事了！但是沒辦法，只要念

頭觸及這個慘案，我就忍不住心如刀割，淚水直流，不管人前人後，不論夜晚白

天。」而方素敏問林雙不為何寫得如此真切，林雙不回答道：「林太太忘了，在我

們身上，有一樣共同的東西。不論識與不識，熟或不熟，一旦苦難來臨，這樣共同

的東西立刻就會把我們緊緊拉在一起。這樣東西是，我們身上都留著台灣人的血

液。」見林雙不，〈每次一想到他〉，《安安靜靜想到他》（台北：草根出版社，

1996.07），頁98。（1983年2月28日，員林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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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期待自己可以「燒飯洗衣」，丈夫則「下田」工作，單純地僅擔任

「孩子的父親」。在威權體制下，參與反對運動的男性被剝奪私領域

的生活，因為政治高壓而入獄；女性則因為政治不民主而從日常丈夫

守候者成為更漫長的民主守候者，甚至為政治不民主必須從私領域步

上公領域。在林雙不筆下的女性，可以擔任傳統性別分工角色才是政

治民主下的理想生活。上述兩位男作家筆下的方素敏，是一個等待丈

夫歸來、為丈夫洗衣煮飯，「嬌弱的身體承擔這麼重的負荷」承擔台

灣苦難的女性。方素敏則是這個苦難命運的象徵，因為「方素敏的苦

難，是全體台灣人民的苦難。」54 方素敏的「嬌弱身體」、「望你早

歸」的悲慟，其女性化的身影成為台灣苦難的象徵與隱喻。

上述論述中，「代夫出征」女性如許榮淑、周清玉、方素敏等

人，被再現為原本希望本本分分地做個「賢妻良母」，「賢妻良母」

的身分才是民主生活的方式，認為女性處於私領域中，才是民主幸福

的圖像。其民主論述上，陷入一種矛盾的狀態，一方面鼓吹「自由」

與「民主」，另一方面卻鼓吹傳統的家庭意識型態。從中可以看到

黨外民主論述中，「民主」的意涵是政治民主，未包含女性走入公

領域與政治參與的性別觀點，在性別意義上女性被置放在私領域才是

政治民主的展現。在女性身影的呈現上，威權政治使得「平凡的弱女

子」、「喉嚨馬上哽咽」的女性必須擔起「時代苦難」。在台灣追求

民主化與政治現代性的過程中，國民黨的威權帶給台灣民主創傷與苦

難，「悲苦的」、「柔弱的」、「平凡的」、「望你早歸」的「代夫

出征」女性是政治不民主的受害者。在民主社會下，女性應該是幸福

平凡的家庭主婦與「家中天使」，原本期待的是當一名洗衣煮飯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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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但因為血與淚的民主創傷而「忍辱負重」地走上政治道路。

因為政治的苦難，女性必須「代夫出征」，成為望夫早歸的受難者。

其論述觀點為在非威權的社會下，可以在私領域擔任家庭主婦是一種

民主社會的幸福，但黨外女性卻因為民主創傷與非常態的生活而扛起

重擔，這些論述都形塑黨外女性的嬌弱形象，女性原本應該在私領域

中，步入政壇的無奈是因為黨外民主的受挫。女性歸屬於私領域等同

於政治民主的展現；女性步入政治則是政治不民主的創傷。上述論述

都可見民主再現論述有傳統的性別意義在其中。此外，當強調「嬌

弱」、「等待」、「悲傷」、「無助」、「陰柔」等強加在女性身上

的性別特質時，一方面要強調女性生命的悲情；另一方面則是民主苦

難的展現，其陰柔特質展現的是民主的創傷。

（2）走一條未走完的路：民主創傷後的「接班者」

「代夫出征」女性在丈夫入獄後，以「政治受難家屬」的身分參

與選舉。參政女性被視為是民主的「接班者」，繼續走「一條未走完

的路」。這些論述將女性放置在「接班者」位置，是接替丈夫的政治

之路，繼續走一條丈夫未走完的民主之路。「接班者」論述一方面是

指民主之路受創傷後必須再延續；另一方面也是將男性視為民主之路

的主體，女性是民主之路的「接班者」與「接替者」。

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周清玉、許榮淑以「受難者家屬」身

分「代夫出征」，以最高票當選增額國代和立委，「代夫出征」的黨

外女性論述大量呈現，並延續到日後關於翁金珠、葉菊蘭等人的再現

────────────

54. 方素敏，《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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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中。 55「代夫出征」論述都以「延續黨外香火」的民主人士身分

被論述。因此，「代夫出征」的黨外女性一開始幾乎是以「民主接班

者」的身分被再現。美麗島事件後的黨外雜誌裡「代夫出征」反覆出

現，針對這些美麗島事件受難家屬的歷史定位上，將她們視為民主的

接班者。

美麗島事件後，周清玉競選的〈薪火相傳〉的傳單上印著「民主

的香火並沒有中斷」，56 強調儘管民主受重創，但是「受難者家屬」

接替而起，民主的香火並不會因此中斷。另外，周清玉在〈走那沒有

走完的路〉選舉傳單上寫著，「繼續走那嘉文沒有走完的路，希望下

一代能有機會享受自由民主的果實。」57 「代夫出征」女性的傳單

上，皆以民主受挫後的民主接班者自居，接續民主路上「未走完的那

一條路」，周清玉是接續姚嘉文未走完的政治之路，繼續黨外運動的

民主犧牲。參政女性是參政男性的「接班人」，參政男性作為參政主

體，參政女性則是政治副手，以接班者身分接替了反對運動男性未走

完的民主之路。許榮淑、周清玉，均以「延續黨外香火、追隨前輩腳

步」作為政見主題。58 上述論述，將「代夫出征」視為填補民主空

位、延續黨外香火、追隨前輩腳步的政治行動，其論述僅著重在民主

創傷後，政治受難、民主延續的歷史觀點，而「民主」指涉是國民黨

威權下政治受挫的黨外力量。

姜靜惠在〈方素敏的抉擇〉一文中，描述「溫婉嫻靜」的方素

敏，在美國兩年多的隱居生活後，更真實、更冷靜，決定回台參選

時，是「要用她小小的力量，來幫助台灣的民主前途。」59 以「小

小的力量」去描述方素敏的女性／受難以及對抗國民黨威權的位置。

另外，張俊宏在美麗島大審當天，寫下一份告白給許榮淑，文中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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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要讓和平成為絕響」，60 許榮淑則說「俊宏這個告白，一千

個日子以來，一直迴繞在我的心中。這些話使我抱著『和平改革者』

的精神，來繼續完成俊宏的心願。」「毫無怨言的為整個台灣的民主

運動來努力」。61 許榮淑接下張俊宏在美麗島大審時的心願，走上

政治，不讓和平成為絕響，意味著成為民主路上的接棒者。女性參政

與當選，是一場威權的反抗與民主的審判，女性參政的意義被置放於

「政治民主」的論述之下。「代夫出征」是民主創傷之後，民主之路

的「接班者」接替入獄的丈夫從政，從政之後，悲苦的「望你早歸」

與民主「接班者」在選舉後造成一股旋風，一躍成為「民主旋風」與

「鐵娘子」。

2、從「太太」到「鐵娘子」與「旋風」現象：黨外力量的重振

（1）從「太太」到女性主體：民主主體的壓抑到浮現

「代夫出征」女性一開始經常是以「某人的太太」的身分被認

識。如周清玉是「姚嘉文的妻子」；許榮淑是「張俊宏的太太」；方

素敏是「林義雄的太太」。「太太」身分是女性在婚姻體制中，因性

別身分而扮演關係性、無名的、附屬的角色。政治受難女性一開始則

────────────

55. 方素敏一開始出現在公共言論中，便是以受害者「林太太」的身分出現在政治場
域。方素敏編著，《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周清玉在姚嘉文入獄之後，出

來競選國大，選舉海報上以「姚嘉文的妻子」作為標榜，並在政見會上播放〈望你

早歸〉這首歌周清玉競選海報檔案，收錄於〈周清玉女士訪談錄〉，張炎憲主編，

《民主崛起1980’s 台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1》，頁227。翁金珠也被以「代夫出征參
加省議員選舉」來形容，見顏幸如，〈始終未被命運擊垮的彰化媽祖〉，《溫柔的

革命：女性政壇明日之星》（台北市：月旦，1998.04），頁67。
56. 同註10，頁168-169。
57. 同註10，頁166-167。
58. 同註42，頁93。
59. 姜靜惠，〈方素敏的抉擇〉，《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73。
60. 鄭南榕，〈不要使和平改革成為絕響〉，《深耕雜誌》23期（1982.12），頁23。
61. 同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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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參與黨外運動男性的身分被悉知。

呂秀蓮在其新女性主義論述中提到，「女子結婚後，一方面被

戴上夫姓的帽子，另方面又穿著『太太』的鞋子，一上一下的結果，

『╳太太』竟取代她原有的姓甚名誰了，她彷彿是看得到鞋帽卻見不

著身子的隱形人。男子卻不然，打從出生時起，他是某某人便是某某

人，而且從東到西，自始自終，永遠被喚『先生』，連名帶姓，一字

不改。」62 「某人的太太」是以「民主人士背後的女人」被認識，可

以看到女性在性別角色上是關係性的角色，在民主場域中也被視為附

屬的角色。然而在民主論述場域中，受難者的「太太」角色，不僅僅

作為性別上的關係性角色，亦成為民主路上一個苦難而悲情的象徵，

而當從「╳太太」的關係性角色到女性成為主體時，更有民主力量的

再興的隱喻。

在1980年底中央民代的選舉當中，台灣的民眾第一次知道有許榮

淑這麼一位女性，因為長期以來，許榮淑被以「張太太」身分熟知。

從「張太太」到「許榮淑」的論述轉變有其政治意義：

從「張太太」到「許榮淑」是一條血淚交織、堅苦卓絕的

旅程。在這一段時空內，也是台灣民主運動的轉折期──

從地域性、草莽性到全省性而且邁向更現代的民主運動。

長期以來，在重重壓力──來自政治、社會、經濟的，張

家跟著台灣的民主運動逐步成長，而「張太太」也逐漸成

長為「許榮淑」。

在六十四年「台灣政論」創刊前，張俊宏已為「大學雜

誌」的編輯工作付出他大部分的精力，這時，從家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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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到朋友們的招呼便由張太太一手擔起來。那時她在

南門國中執教，除了教學，為了負擔生計，她還得利用任

何空檔做任何可能做的生意。家庭的生計並不是一個太大

的難題，最大的擔子還是她先生以及朋友們從事政治活動

上的經費──從辦雜誌、出書，到選舉和各種各類的政治

活動，都是非錢莫辦。張俊宏是一個木訥型的人，朋友的

招呼和團結工作便落到張太太身上，在運動過程中，這是

一項最艱苦的工作，但長期以來，張太太不但勝任而且頗

具成果。許多朋友都說張俊宏的成就一半是許榮淑的功

勞。

在長期的磨練下，張太太基本上已具備一位政治人物的條

件。六十七年，她曾出馬登記選監委，而六十九年的中央

民代選舉雖然她的出馬多少有「代夫出征」的意義，但也

是「張太太」到「許榮淑」必然的結果。

從「張太太」到「許榮淑」，是賢妻兼同志的最佳典

型。 63

上述論述中將「張太太」到「許榮淑」的成長過程，隱喻為台

灣政治從不民主到民主現代化的過程。「張太太」是性別關係上的附

屬位置；「許榮淑」則是政治前台的參政主體，一方面說明女性從關

係性角色走上前台，是性別角色現代化的過程；另一方面指涉的是政

治民主從壓抑到現代化的過程。許榮淑從只是成功男人背後的一雙推

手到政治主體，強調脫離幕後籌錢招呼的賢妻「張太太」，逐漸走出

────────────

62. 呂秀蓮，〈新女性主義的內涵〉，《新女性主義》（高雄市：敦理出版社，
1986.02），頁175。

63. 陳文茜、蘇逸凡，〈為黨外奉獻的六位女性〉，《政治家》24期（1982.03），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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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政治人物自我的特色，其實可以看到女性從關係性的角色活出自

我，成為一個參政主體，所伴隨的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成長。民主運動

的過程，賦予參政女性主體；女性主體的成長，是以民主主體的發展

為基礎。

周清玉一開始參與選舉，是以「姚嘉文的妻子」身分參選。因

此民眾知道她是「美麗島事件」主要被告姚嘉文的妻子。競選活動展

開後，周清玉所有的傳單和擺在街上的廣告牌都註明她是「姚嘉文的

妻子」。藉此，「大部分人立刻懂得周清玉參加競選的意義及本錢所

在」。64 政治受難者妻子以接班者的角色參選，以延續姚嘉文尚未走

完的民主道路，選票多寡彰顯的是對國民黨威權的反叛強度。1980年

底中央民代選舉投票的結果，「周清玉以十五萬票高票當選，很快地

她便從只有一小群黨外人士所認識的『姚太太』一躍而成為萬人矚目

的政治人物。」65 從「姚太太」到「周清玉」是周清玉從妻子身分走

向政治參與，從幕後到前台；從「姚太太」的「受難」到「周清玉」

的「旋風」，可以看見敘述方式呈現從民主創傷、主體受壓抑到民主

力量展現的過程。

方素敏在黨外論述中，是從傳統典範走入政治領域的女性。在

當時的時代氛圍裡，方素敏原本是被定義為受呵護與寵愛的溫馴女

性，如林雙不與陳若曦筆下，皆將方素敏形容為等待丈夫林義雄的歸

來，想安安分分當賢妻良母的女性。66 在《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

抉擇》一書中，田秋堇等人在方素敏未參選時，一直以「林太太」稱

呼方素敏，在家庭私領域的「林太太」身分是她被媒體與外界認識的

方式。1980年228的林宅血案發生時，方素敏以「林太太」的身分，

以及歷史的受害者角色被定義。如〈最長的一日──記林義雄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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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門慘變〉一文中，描述「林太太強忍著悲傷」，67 在〈愛與死──

給我的小朋友奐均〉一文中，「到景美軍法處辦交保之前，林太太拿

輔佐人印章，她從病床上撐起身子，等待丈夫歸來的妻子。」68 在

〈對過去的一個注目禮〉裡，「林太太迎著風，站在我前面，我仔

細看了看她，發現她的頭髮好多都白了，白髮交纏著黑髮，在風中瑟

瑟飄動。」69 當方素敏以「林太太」的身分被論述時，出現的是強

忍著悲傷，在風中蕭瑟的女性。在方素敏決定出來參選時，她的個

人身分逐漸替代關係性的身分被認知。當「林太太」轉變為「方素

敏」，則是方素敏回國競選時，如《亞洲人》5卷6期的社論〈支持

方素敏高票當選〉：「林宅血案發生於四年前的二月廿八日，方素

敏回來的日子剛好是十月廿五日台灣光復節。如今方素敏決心獻身

民主運動的行列，我們支持她選舉，不論為林義雄、為美麗島或為

民主政治，我們都希望她高票當選，她非高票當選不可。」70 方素

敏高票當選是一種民主力量的展現。

當方素敏走入政治參選時，出現的不再是強忍著悲傷、平凡家

庭主婦的形象，而是冷靜、堅強、有決心、獻身民主的形象。在方蘭

的〈支持方素敏，釋放林義雄〉一文也用「冷靜、堅強、普受支持」

來形容方素敏。而方素敏回台參選立委更是為了自由與民主的「自主

────────────

64. 同註46，頁15-16。
65. 同註45，頁5。
66. 陳若曦，〈我見到林義雄的太太〉，頁18。
67. 林南窗，〈最長的一日──記林義雄先生家門慘變〉，方素敏編著，《對臺灣的
愛：方素敏的抉擇》，頁5。

68. 秋堇，〈愛與死──給我的小朋友奐均〉，方素敏編著，《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
抉擇》，頁9-11。

69. 田秋堇，〈對過去的一個注目禮〉，方素敏編著，《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
擇》，頁71。

70. 社論，〈支持方素敏高票當選〉，《亞洲人》5卷6期（1983），頁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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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文中提到「方素敏變得冷靜而堅強，與四年前的她，迥然不

同，每一個人想到『痛苦使人成長、痛苦使人堅強』，都有感到一種

欲哭的心痛，方素敏林家的犧牲畢竟太大了。」71 方素敏從嬌弱的、

溫馴的、苦難的、賢妻良母的「林太太」變為冷靜、堅強、自主性高

的「方素敏」自己，其性別形象的轉變，表面是描述方素敏的轉變，

實則隱喻民主從創傷走向重生。〈在義光教會〉一文中，許榮淑提到

「林義雄的太太回來了。看到她堅忍、堅毅，滿懷信心」「我們看到

她跟兩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兩年前，她去美，很軟弱；現在她很堅

強。」「我希望我們來學林太太的精神，她的精神就是代表台灣人的

精神，就是沒有驚惶、有希望的台灣人。」72 從軟弱到堅強，從受創

到沒有驚惶，方素敏成為台灣人學習的典範，也成為「台灣苦難的象

徵」到「台灣民主的象徵」，其隱喻所要指涉的也是民主力量的再生

與重振。

在其論述中，方素敏的「苦難」到「大仁大勇」，背負的是台灣

民主的發展與期待，從受傷的「太太」成為可以忍受痛苦、堅強的民

主主體。上述論述中，當公／私、男／女、陽剛／陰柔具有上／下位

階關係時，黨外論述出現私領域的「某太太」此性別附屬角色的論述

方式時，一方面將女性放在位階低／私領域／陰柔的位置，指涉民主

受創；但當政治受難女性從「某太太」變成連名帶姓的位階高／公領

域／陽剛的某人時，論述意義也從政治受難成為民主力量的展現。此

外，「代夫出征」女性的悲情經常隱喻台灣民主的苦難，其力量的展

現又成為台灣人的典範。論述中「代夫出征」女性的成長與黨外運動

的成長是相伴的，「代夫出征」女性的主體，是民主發展的結果，而

非性別意義上女性主體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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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再出發的黨外：「鐵娘子」與「旋風」現象

在「代夫出征」的論述中，「代夫出征」女性從關係性的「某

太太」成為「某人」的參政主體時，是民主力量的生成。當選舉大勝

時，「代夫出征」論述轉向了「鐵娘子」論述與「旋風」現象，從

「代夫出征」到「鐵娘子」與「旋風」現象，幾乎是一種民主重振的

隱喻。在黨外論述中，許榮淑也不斷被以「鐵娘子」的形象被論述，

方素敏與周清玉則被描述為「方素敏旋風」、「周清玉旋風」，其中

都暗喻民主道路的轉型與重振。

在1980年底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周清玉從「一位鮮為人

知的弱女子，挾著千軍萬馬之勢」，風靡了台北市，席捲了十五萬餘

選票。「國民黨的傳聲機構在面子盡失之餘，竟說這完全是『同情

票』、『眼淚票』」，「差一點哭倒了國民黨的長城。這就是所謂的

『周清玉旋風』」。周清玉由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變成了一個「公

眾人物」。73 旋風時期的周清玉，是從「望你早歸」的悲情與眼淚，

到挾著「千軍萬馬」之勢，哭倒了國民黨的長城，是重新肯定生命的

意義與價值的女性。選舉大勝之後，黨外雜誌出現論點相當一致的

「周清玉旋風」報導。74 早期周清玉被放置在位階較低的柔弱的、

平凡的、私領域的家庭主婦位置；「旋風周清玉」則放置在位階高、

陽剛性、千軍萬馬之勢，展現出公共／陽剛性以表達民主力量重振與

────────────

71. 方蘭，〈支持方素敏，釋放林義雄〉，原刊載於《前進廣場》13期，收錄於《對臺
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78-79。

72. 〈在義光教會〉，方素敏編著，《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81。
73. 申生，〈化悲痛為關懷──訪周清玉女士〉，《深耕雜誌》23期（1982.12），頁

21。
74. 如陳文茜、蘇逸凡撰文提到：「六十九年底中央民代選舉投票的結果，周清玉以
十五票高票當選，很快地她便從只有一小群黨外人士所認識的「姚太太」一躍而成

為萬人矚目的政治人物。」同註63，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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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威權的動搖。鄧維賢〈周清玉旋風〉描述周清玉吸引了三、四

萬人的人潮，「是『周清玉旋風』高潮的開端」。75《政治家》創刊

號也以「周清玉旋風」為題刊出周清玉的公開信。周清玉提到：「我

的信念裡，民主政治不應有暴烈的疾風，也不應有英雄式的旋風；民

主只是善良老百姓，所應享有的平靜的生活方式，民主是空氣、陽光

和水，是上帝放手讓人類自行設計的另一份天然物」。文中寫著自己

「秉持著『絕對奉獻，毫無怨言』的信念，忘掉個人微不足道的苦難

與哀愁，作一名盡責的國大代表。」76 鄧維賢也描述周清玉打破「沉

悶」，「奮不顧身地站出來」，「國代選情方面，周清玉一馬當先，

勢不能擋。周清玉的文字宣傳攻勢極為成功，為她往後所向披靡的選

戰鋪下坦途。她在演講場合的表現是「一位強者」；這跟她在「美麗

島事件」審判後私底下的表現，形成尖銳的對照。⋯⋯是「純真」、

「勇敢」的化身。77 周清玉從受害者轉為勇敢的強者形象，甚至成為

純真、勇敢的化身。

陳若曦〈再出發的黨外〉、狄灰心〈周清玉再考第一！〉等文

則敘述黨外女性已擺脫了政治受迫害的形象，以政治活動家和政權的

制衡者要求自己。淚如泉湧的周清玉前後判若兩人，顯得堅強而且穩

健，早走出了家庭，大踏步走進社會，以社會工作者的胸懷去關懷時

局和國家大事。78「周清玉旋風」擺脫過去只會流淚的淒苦形象，政

見訴求也由堅定、高亢而至於充滿歷史感。79 從政治受迫害的形象，

成為堅強而穩健的政治人物。陳若曦一開始就說明「現階段的台灣黨

外，以我的觀察，已經從美麗島事件的創傷中脫穎而出」，周清玉形

象的轉變，也是「黨外歷史的再出發」。在1986年的國大選舉文宣

中，以「台灣的柯拉蓉」、「新黨的催生者」80 描述周清玉，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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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許榮淑從台灣人苦難的形象，成為奮不顧身、純真勇敢的強者、

台灣人典範、黨外歷史再出發的形象。論述將女性的形象轉變影射為

民主運動從重創到勝選的轉變。

另外，方素敏回國參選，黨外雜誌也出現「方素敏旋風」論述。

方素敏被視為激起不下於周清玉當選時所激起的旋風。公孫龍說到方

素敏決定參選時，造成一股「方素敏旋風」，81方素敏拒絕整天埋沒

在悲痛流淚痛苦之中，且為了對自由生活的信念，所以堅決回台灣參

選。對台灣形勢有了深一層的瞭解，「由於受到許多痛苦，政治對我

打擊很大」，不希望台灣再有任何人發生1980年228的悲劇，「所以

我決心站起來」。82 方素敏從「生活在象牙塔中」，「受盡眾人的呵

護」，「個性內向與世無爭」，到走出象牙塔，83 站起來成為一股

「方素敏旋風」，黨外女性的創傷修復，也是黨外民主力量的重振。

另外，許榮淑從「美麗島」受刑人家屬，成為兼代夫職且能在立

法院針對政府行政弊端質詢，具有魄力與能力的政治人物。「劇力萬

鈞，咄咄逼人的許榮淑」，在張俊宏判刑十二年時，出馬競選而當上

中央級的立法委員。84 在代夫出征高票當選之後，許榮淑被以「女

強人」、「鐵娘子」、「頑強的」、「大姊頭」的形象出現，黨外圈

────────────

75. 同註46，頁15。
76. 周清玉，〈周清玉的第一封公開信──向臺北市民及熱愛民主的同胞致敬〉，《進
步雜誌》1卷1期（1981.04），頁83。

77. 同註36，頁16。
78. 同註47，頁32-33。
79. 狄灰心，〈周清玉再考第一！〉，《薪火》74期（1986.12），頁25-27。
80. 當時周清玉文宣的設計為復興美工畢業的小邱。
81. 公孫龍，〈周清玉的痛苦──對政治沒有興趣竟成為「黨外樣版」〉，《雷聲》32
期（1984.11），頁30。

82. 方素敏，〈方素敏回國記者會〉，《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74-75。
83. 方素敏，〈這一年來〉，《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21。
84. 編輯部，〈許榮淑對上林洋港〉，《新生代》創刊號（1982.04），頁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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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也以「女中孟嘗」稱呼許榮淑。85「台中市政的女強人」86 負責、

熱忱、不妥協而博得「黨外鐵娘子」稱號，「與國民黨高官常因糖尿

病、高血壓等富人病住院相比」，黨外政治人物才是真正在為民服

務。87「鐵娘子」在論述生產的脈絡中，是強壯、堅強、具有攻擊性

格的政治女性。女性的傳統性別位置被置放在陰柔、無攻擊性格的

性別特質當中，「鐵娘子」的形容一方面指許榮淑未符合傳統性別

框架，一方面也指稱從政女性突破政治的邊界；在黨外雜誌將許榮

淑與國民黨老法統相對照的敘述脈絡，「鐵娘子」更隱喻黨外力量

的強悍。

「鐵娘子」論述呈現黨外力量的扎根與老法統的衰落。許榮淑

的「黨外鐵娘子」形象，相對照的是「國民黨高官常因糖尿病、高血

壓」的老法統，鋼鐵般的強悍與不妥協所要代表的是黨外的強悍與不

妥協，並形成對抗國民黨的力量。〈鐵娘子大發雌威──許榮淑締造

立委最高記錄〉描述許榮淑於1986年當選立委，原因為選戰策略應用

得宜、辛勤耕耘基層、政治手腕靈活，儼然有「大姊頭」的風格。88 

〈許榮淑不愧「鐵娘子」──全國最高票的立委當選人〉一文提到許

榮淑是全國最高票的立委當選人，助選陣容比以往強，許榮淑選票激

增，「美麗島家屬」起家，其立場從未被懷疑過，六年以來，各地反

對陣營新銳不斷崛起，唯獨中部地區，從未見新人出頭，「許榮淑理

所當然的就被視為中部地區最傑出的黨外代表人物。」經過六年的努

力，「許榮淑已將反對勢力紮根在中部地區了，這項成績為都不能否

認，『黨外鐵娘子』的美譽，絕非浪得虛名。」89 「鐵娘子」論述更

象徵黨外力量強悍、鋼鐵、再生的化身，如陳若曦談到許榮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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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孤軍奮戰，她所以能堅持下來，依賴的是對民主的

信心和民眾對她的支持。

許榮淑經過化妝而容光煥發的臉，使我看到了黨外的化

身。黨外長期處於民意不受重視，荊棘叢生的逆境中；現

階段的黨外，更是大病初癒。然而黨外絕不自傷自憐，而

是用理智和毅力包起了創傷，以希望的笑容迎接挑戰。黨

外頑強的她必定取得勝利。 90

黨外在逆境中絕「不自傷自憐」，因此悲情的、苦難的、望君早

歸的「代夫出征」論述勢必轉型，取而代之的是「鐵娘子許榮淑」、

「周清玉旋風」、「方素敏旋風」的頑強形象。因對民主發展的信心

而產生的堅強，許榮淑更成為「黨外的化身」，是一種黨外力量再興

的象徵。「代夫出征」許榮淑到鐵娘子許榮淑，成為「黨外象徵的堡

壘」。91 黨外雜誌大量出現許榮淑台中服務處已成黨外象徵的堡壘，

帶動了地方民主運動風潮的文章。此堡壘推動台灣民主政治的健全發

────────────

85. 三林，〈把民主帶到立法院──訪許榮淑委員〉，《深耕雜誌》2期（1981.07），
頁7。

86. 《民主天地》週刊選舉小組，〈許榮淑聲勢壯，國民黨內力強〉，《民主天地》37
期（1985.11），頁24-27。

8 7 .  「黨外黨外」報導，〈鐵娘子許榮淑病倒入院〉，《台灣廣場》1 0期
（1984.08），頁54。

88.  何路，〈鐵娘子大發雌威──許榮淑締造立委最高記錄〉，《領先》2期
（1986.12），頁4。

89. 王霞，〈許榮淑不愧「鐵娘子」──全國最高票的立委當選人〉，《薪火》74期
（1986.12），頁41-43。

90. 同註47，頁33。
91. 如黨外雜誌提到「地方人士將立委張俊雄服務處擴大，容納新當選的市議員，
並改名為高雄市黨外聯合服務處，與許榮淑台中服務處一樣，乃成為黨外象

徵的堡壘。」見〈高雄將舉辦林弘宣、陳菊出獄歡迎會〉，《深根週刊》1卷
（1986.03），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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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貢獻卓著，「在許多民眾心中，它是精神堡壘，但在國民黨市黨

部民情、特機關的眼中，則是令他們頭痛的民主聖地。」92 鐵娘子

許榮淑／精神堡壘／民主聖地的相互指涉，以「代夫出征」的悲情到

「鐵娘子」的「旋風」力量進行政治民主創傷到復興的隱喻。「代夫

出征」女性從悲情的「望你早歸」形象，走向「鐵娘子」的陽剛形

象，站起來的勇敢身影，是純真、勇敢與黨外力量的化身，其中性別

特質的隱喻指向民主力量的展現。

 
四、結論：黨外女性的再現與民主意義

本文以黨外雜誌為觀察對象，認為黨外雜誌作為民主論述的場

域，主導論述是「自由民主論述」，其「民主」意涵指涉的是政治民

主的現代化。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政治民主／性別民主具有上／下

位階，國家威權下，父權文化議題被忽視。黨外雜誌以「反國民黨威

權」為目標，將女性放置在家／國之下的論述居多。這些都影響黨外

女性被放置在民主位置的論述方式。未受國民黨迫害的黨外女性原本

應安穩地在私領域中，但因為民主的創傷，所以成為「望你早歸」的

女性，其陰柔特質展現民主的無辜與受創，之後因為女性主體產生，

成為陽剛強悍的鐵娘子形象，象徵黨外力量的再生。而「四大女寇」

的強悍特質，是反國民黨力量的象徵。本文發現陽剛／陰柔；上／

下；民主重振／民主受挫；某太太／連名帶姓的某人都具有上／下位

階，且是相互指涉、相互隱喻的。

黨外論述中黨外女性的主體其實隱喻民主力量的再生。黨外女

性在黨外雜誌中的論述，可以看見她們被放置在民主論述中，民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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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於性別身分，「女性描述」其實是一種「民主闡述」。黨外女性

在黨外雜誌出現幾種論述模式，其中包括具備奉獻犧牲精神、強悍俠

義、戰士出征形象的「四大女寇」；望你早歸、民主苦難象徵的「代

夫出征」女性、形單影隻的「受刑人太太」、強硬的「鐵娘子」形

象、重新站起來的「某太太」與「旋風現象」，在這些論述當中，可

以看見凡是出現陽剛特質的隱喻，都指向民主力量的出現與復興；

而當出現柔性、淚水與悲情等待，都是指向台灣民主運動的受挫。黨

外女性被放置在民主論述的位置，或者可以進一步說，黨外女性論

述所隱喻的是民主歷程的發展。黨外女性出現「戰士型」與「受難

型」；陽剛與陰柔特質的兩種對照，這兩種對照所進行的是一種民主

反叛、受挫與再生的表述。黨外民主論述中，黨外女性被再現為兩種

類型，一種為獨身、陽剛；另一種為家屬、受難、陰柔，其中女性受

害者代表台灣的苦難；當呈現女性力量時，所要凸顯的則是民主力量

的重振。

 

參考資料

一、中文

（一）專書

方素敏編著，《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台北市：三捷印刷廠，1983.11）。

呂秀蓮，《新女性主義》（高雄市：敦理出版社，1986.02）。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10）。

　　　，《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8.05），二版。

林雙不，《台灣新樂府》（台北：草根出版，1995.02）初版。

────────────

9 2 .  不詳，〈許榮淑台中服務處已成黨外象徵的堡壘〉，《深根週刊》1卷
（1986.03），頁40。



216

（
2012 年

    12  月
）

台
灣
文
學
研
究
　
第
三
期

　　　，《安安靜靜想到他》（台北：草根出版社，1996.07）。

張炎憲主編，《民主崛起：1980’s台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1、2》（台北縣新店市：國史

館，2008.04）。

陳品，《非常女人》（台北市：大村文化，1996）。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

政團的發展》（台北：時報文化，1999）。

楊青矗，《美麗島進行曲：第一部 衝破戒嚴》（台北：敦理出版社，2009.07）。

鄧小南、王政、游鑑明主編，《中國婦女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04）。

薛化元主編，李永熾監修，台灣史料編輯小組編輯，《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1979-

1988）》（台北市：國家政策出版，1991.07）。

余志明主編，《溫柔的革命：女性政壇明日之星》（台北市：月旦，1998.04）。

（二）論文

林清芬，〈一九八○年代初期台灣黨外政論雜誌查禁之探究〉，《國史館學術集刊》5

期，（2005.03）。

陳孟元，〈台灣一九七○年代後期黨外運動的發展──凝聚、頓挫與再出發〉，《立人

學報》2期（2002），頁93。

陳翠蓮，〈黨外書籍與台灣民主運動（1973-1991）〉，《台灣文獻》55卷1期

（2004.03），頁3。

（三）報紙

何榮幸，〈曾與呂秀蓮、陳菊、施淑青並稱「黨外四大女寇 」 抗癌11載 蘇慶黎病逝北

京〉，《中國時報》，2004.10.20，a13版。

（四）期刊

〈高雄將舉辦林弘宣、陳菊出獄歡迎會〉，《深根週刊》1卷（1986.03.03），頁55。

〈蘇慶黎：為弱者說話的女強人〉，《新生代》創刊號（1982.04），頁16-19。

《民主天地》週刊選舉小組，〈許榮淑聲勢壯，國民黨內力強〉，《民主天地》37期

（1985.11），頁24-27。

《生根》週刊特別報導，〈呂秀蓮回來了！〉，《生根》復刊3期（1985.04），頁31。

「黨外黨外」報導，〈鐵娘子許榮淑病倒入院〉，《台灣廣場》10期（1984.08），頁

54。



217

女
人
作
為
一
種
隱
喻
：
黨
外
雜
誌
中
政
治
性
別
化
的
民
主
隱
喻

三林，〈把民主帶到立法院──訪許榮淑委員〉，《深耕雜誌》2期（1981.07），頁

7。

不詳，〈許榮淑台中服務處已成黨外象徵的堡壘〉，《深根週刊》1卷（1986.03），頁

40。

公孫龍，〈周清玉的痛苦──對政治沒有興趣竟成為「黨外樣版」〉，《雷聲》32期

（1984.11），頁30。

孔傑榮，〈呂秀蓮的心路歷程〉，《鐘鼓鑼》1卷7期（1983.07），頁29。

方蘭，〈 支持方素敏，釋放林義雄〉原刊載於《前進廣場》13期，收錄於《對臺灣的

愛：方素敏的抉擇》，頁78-79。

王霞，〈許榮淑不愧「鐵娘子」──全國最高票的立委當選人〉，《薪火》74期

（1986.12），頁41-43。

申生，〈化悲痛為關懷──訪周清玉女士〉，《深耕雜誌》23期（1982.12），頁21。

何路，〈鐵娘子大發雌威──許榮淑締造立委最高記錄〉，《領先》2期（1986.12），

頁24-25。

吳自然，〈許榮淑參加世界婦女政治領袖會議〉，《九十年代》創刊號（1987.03），

頁52-55。

李蓮英，〈蘇慶黎赴美深造〉，《政治家》1卷（1984.07），頁39。

狄灰心，〈周清玉再考第一！〉，《薪火》74期（1986.12），頁25-27。

周清玉，〈周清玉的第一封公開信──向臺北市民及熱愛民主的同胞致敬〉，《進步雜

誌》1卷1期（1981.04），頁83。

林龍溪，〈黨外的「苦力」，新生代的「褓母」──為理想無私奉獻的陳菊〉，《第一

線》19期（1986.05），頁36。

社論，〈支持方素敏高票當選〉，《亞洲人》5卷6期（1983）。

邱小如整理，〈陳菊，我們感念你！〉，《台灣年代》8期（1985.06），頁45-46。

軒轅平，〈折筆傳奇──陳婉真的心路歷程（上）〉，《美麗島》 1卷 2期

（1979.09），頁42-45。

張俊宏，〈張俊宏給許榮淑的一封信──分擔苦痛、維護公道〉，《台灣潮流》1期

（1984.08），頁52-53。

深耕雜誌社，〈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座談會〉，《深耕》18期（1982.09），頁5。



218

（
2012 年

    12  月
）

台
灣
文
學
研
究
　
第
三
期

陳文茜、蘇逸凡，〈為黨外奉獻的六位女性〉，《政治家》24期（1982.03），頁23。

陳奇，〈周清玉徘徊選立委與來年大選之間〉，《這一代》30期（1983.03），頁5。

陳若曦，〈再出發的黨外〉，《深耕雜誌》9期（1982.05），頁32-33。

陳嘉農，〈迎方素敏〉，《台灣文藝》90期（1984.09），頁24-25。

葉鴻英，〈忍著辛酸含著微笑──訪尚在服刑的美麗島事件受難者家屬〉，《前進》22

期（1984.08），頁30。

編輯部，〈許榮淑對上林洋港〉，《新生代》創刊號（1982.04），頁39-40。

鄧維賢，〈周清玉旋風〉，《政治家》1卷（1981.01），頁15-16。

鄭南榕，〈不要使和平改革成為絕響〉，《深耕雜誌》23期（1982.12），頁23。

二、西文

Connell, R. W. Masculinities. (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1995.) 

Nira Yuval-Davis, Gender & N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