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料介紹 

戰後臺灣婦女雜誌的長青樹 —— 
《臺灣婦女》月刊 

吳 雅 琪*

一、前  言 

近年來，婦女雜誌紛紛上市，躋身各類報刊的暢銷排行榜。當代的

婦女雜誌五花八門，以女性讀者為主要訴求對象，一方面以美粧、衣著、

珠寶等流行資訊為內容，另一方面也以有系統、深入報導的方式，傳遞

婦女知識和討論婦女議題。婦女雜誌和其形成的女性論述，成為剖析婦

女生活、女性意識的一重要論述場域。回顧臺灣婦女雜誌的歷程，日治

時期《臺灣婦人界》、《婦人と家庭》、《婦人俱樂部》、《主婦之友》、

《婦人畫報》及《婦人之友》等刊物出現於臺灣出版行列。1 這時期的
報刊以男性為編輯，內容以教導女性成為賢妻良母為方針。直至中日戰

後，各界婦女為爭取婦女地位與權益，不但紛紛成立婦女團體，也呼應

戰後初期自由言論發聲的潮流，針對各項婦女問題發表言論。其中，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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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省婦女會不但是臺灣戰後第一個合法的省級婦女團體，也為臺灣女性

開創發聲園地。 
1946 年 3 月起，由台北市婦女會理事長謝娥，選派該會主要會員李

緞、鄭玉麗、王吳清香等人前往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台東、花蓮、

宜蘭等地，完成各縣市婦女會的籌備，進而聯名發起組織「臺灣省婦女

會」。2 其後，由謝娥等 30 名各地台籍婦女菁英成立籌備委員會3 籌組
相關事宜；同年 5月 16日，在台北市中山堂舉辦成立大會，隨即選舉理

監事，並推舉謝娥為首屆理事長。4 戰後臺灣第一個合法的全省性婦女

團體－「臺灣省婦女會」於焉誕生。 
省婦女會的組織可分為執行、決策及行政三大部分。執行由各級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決策由省婦女會理事會、監事會策劃，行政由組訓、

文教、輔導及總務四組分工掌管會務。5 該會以「喚起婦女之國民責任

                                                 
2  謝聰敏訪問紀錄，〈謝娥女士談二二八〉，收入陳芳明編，《臺灣戰後史料資料選》

(台北：自立晚報文化出版社，1991 年)，頁 386；吳雅琪整理，〈臺灣省婦女會的

工作〉，〈鄭玉麗女士訪談紀錄〉，未刊稿。 
3  臺灣省婦女會由謝娥、李緞、蔡赤、趙清華、鄭玉麗、姚敏瑄、陳招治、周慈玉、

黃快治、吳玉霜、吳清香、黃華仁、謝雪紅、葉陶、吳鳳治、李綉鶯、許世賢、許

壬癸、許碧珊、賴麗渚、侯青蓮、崔淑芬、戴秀麗、張邱秀村、李幫助、楊金寶、

林玉華、林芳、劉玉英、鄭采蘩、蔡淑等 31 人共同發起臺灣省婦女會籌組委員：

謝娥、李緞、蔡赤、周慈玉、鄭玉麗、姚敏瑄、陳昭治、趙清華、黃快治、吳玉霜、

吳清香、黃華仁、謝雪紅、葉陶、吳鳳治、李綉鶯、許世賢、許壬癸、許碧珊、賴

麗渚、侯青蓮、崔淑芬、戴秀麗、張邱如村、李幫助、楊金寶、林玉華、林芳、劉

玉英、鄭采蘩、蔡淑、余麗華、陳邱阿慎、葉連喜。參見〈臺灣省婦女會發起許可

案〉，《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檔案》，檔案編號 019300350005、019300350008、
019300350009。〈臺灣省婦女會籌備委員名冊查案〉，《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檔案》，

檔案編號 091300350012。 
4  省婦女會首屆幹部及會務人員：理事長謝娥，副理事長林玉華、林芳，常務理事李

緞、吳玉霜、周慈玉、李幫助、李香只、陳招治、許世賢、邱阿慎、李繡鶯、黃花

仁，理事蔡赤、吳清香、謝雪紅、葉陶、鄭玉麗、黃連香、姚敏瑄、劉玉英、楊金

寶、崔淑芬、侯青蓮、林專，監事黃若華、吳如村、李秀蘭 (〈臺灣省婦女會成立〉，

《臺灣新生報》(1946 年 5 月 19 日)，第 5 版；〈臺灣省婦女會召開代表大會〉，

《民報》第 219號 (1946 年 5月 17日)，第 2版)。 
5  吳雅琪，〈臺灣婦女團體的長青樹 —— 臺灣省婦女會（1946-2001)〉(台北：國立

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2008 年)，頁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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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提高其道德與智能以促進其對國家及社會之服務，增進自身及社會

之福利」為宗旨，並以「舉辦一切改善婦女生活及其習慣、發展女子教

育、女子職業、婦女運動各項調查、婦女運動之宣傳、健全家庭組織及

改善、民族母性之健全、保障婦女之人權、婦女救濟、社會公益」為任

務，積極展開各項婦女工作。6 省婦女會成立不到半年，便籌備發行機

關刊物。是年 9 月，《臺灣婦女月刊》於全台各地發行，成為臺灣第一

本女性刊物，也是灌輸婦女思想及反映婦女現狀的重要刊物。至此，由

臺灣女性編輯的婦女雜誌才首度問世。該刊隨著省婦女會的發展，發行

長達 45 年。如此代表性刊物的出版發行，其間原委、變化，在在均是婦

女雜誌出版和婦女言論的重要議題。 
本文擬以《臺灣婦女》月刊為研究對象，概述該刊的出版沿革，以

探究其創刊背景與原因。其次，討論該刊編者、讀者或撰稿者，以瞭解

其編輯和閱讀群體。其三，分析該刊物議題和內容，以瞭解該刊發行方

針和特色。藉由以上各項討論，評估該刊在戰後婦女雜誌中的特殊性與

影響力，並且試論婦女雜誌在臺灣急遽變遷的歷程中，如何因應與變革，

又如何利用刊物特性凝聚女性聲音，建立女性價值和身份認同。 

二、《臺灣婦女》月刊刊行經緯 

省婦女會章程中，明訂該會的任務為婦女書刊的編印與發行、婦女

運動調查與宣導、婦女問題的研究和建議。7 因此，首屆理事長謝娥組

織刊物編輯小組，召開編輯會議。經過三個多月的籌備，於 1946 年 9月
1日正式發行《臺灣婦女月刊》。 

《臺灣婦女月刊》創刊詞中揭示省婦女會創辦婦女雜誌的背景和目

的。首先，標示戰後臺灣婦女的處境，略謂： 
今天，新的一代婦女，⋯⋯對中國婦女而言，具有特殊的意

                                                 
6  〈臺灣省婦女會章程暨職員核示案〉，《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檔案》，檔案編號

019300350023。 
7  〈臺灣省婦女會章程暨職員核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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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也負有特殊的使命。⋯⋯必須特殊分 (奮) 力於婦女本身

平等解放運動。⋯⋯臺灣婦女的解放運動，其特殊是更突出

的，這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在 51 年的統治中，將封建的日本式

的對婦女壓榨的關係，再加上殖民地的主奴意識，套在三百

萬臺灣婦女同胞的結果。⋯⋯臺灣婦女的新生條件，在舊的

關係裡孕育⋯⋯。8

由上可知，戰後臺灣女性脫離重重的壓迫，期許新的時代能平等展開自

由的新生活。接著，檢討過去婦女運動推行停滯的原因，如下： 
過去的婦女運動所以不能健全推展，原因是過去婦運路線和

手段的錯誤，以至演展到後來，使婦運本身變了質的緣故。

過去的婦運是發生在智識婦女群裡，結果還是在這個小圈子

裡兜轉，不但如此，由於智識份子的易於動搖，所以婦運的

前途不是葬喪運動從事者的轉變上，成了「婦運貴族」在「三

八節」的裝飾品，便停頓在沒有群眾的情形下。9

顯然的，《臺灣婦女月刊》的發行，不只在知識婦女間流通，更期許推

展至各階層的臺灣女性。創刊詞揭示發刊目的，略謂： 
本刊的創立，平凡無甚高論，我們固然希望藉這微薄的聲音，

在荒涼的臺灣文化界，起著應有的振響，而另一方面希望這

振響就是臺灣婦運正輪轉移的馬達的宣示。我們不但企圖使

婦運的經驗，昇華到理論的高度，更希望將理論在實踐中，

在廣大婦女的力行中，得到印證、修正和充實。10

由上可知，該刊期許透過這份刊物，讓臺灣女性微薄的聲音得以發

聲；並希冀該刊擔負起推動婦女運動成功的特殊使命，透過實踐提升婦

運的深度。另外，《臺灣婦女月刊》創刊號揭示該刊的方向，以討論婦

女問題、提倡婦女運動及改良婦女生活為旨趣，力求各界相互切磋，以

修正、充實婦女運動的內涵；並且期許該刊刊物的功能，一則成為抒發

                                                 
8  〈創刊詞〉，《臺灣婦女月刊》，卷 1期 1 (1946 年 9月 1日)，頁 2。 
9  〈創刊詞〉，頁 2。 
10  〈創刊詞〉，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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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女己見的園地，一則成為婦女精神團結的中心寄託。11

表 1 臺灣省婦女會機關刊物演變表 

刊    名  時   間  刊   期  形   式  重    要    記    事  

《臺灣婦女月刊》 1946.9 第 1 卷第 1 期  月刊 因經費問題，時而中斷。  

1953.1 第 1 期  月刊  更改刊名。  

1955.5 第 14 期  月刊或雙月刊  登記立案。  

1961.5 第 67 期起  改為季刊  因經費改為季刊。  

 
 
 
 

《臺灣婦女通訊》

1962.5 第 71 期起  改為月刊  編列發行預算。  

1962.12 第 78 期起  月刊  更改刊名。  

1974.1 第 211 期起  改為季刊  配合紙價和節省經費，改為季刊。  

1983.1 第 247 期起  改為雙月刊  改為彩色版面。  

 
 
 
 

《臺灣婦女》  

1991.5 第 297 期  雙月刊  因故暫停出版。  

 
《臺灣新婦女》  2001.10 第 1 期  季刊  2001 年改制中華民國婦女會總會，發行

更名季刊。  

資料來源：《臺灣婦女月刊》第 1卷第 1期、《臺灣省婦女通訊》第 1~77期、《臺灣婦女》第 78~297

期、《臺灣省婦女會第十八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臺灣新婦女》第 1期。 

《臺灣婦女月刊》創刊後，伴隨著省婦女會的發展，發行期長達 45
年，歷經兩次的重大改版，自第 1期至第 297期持續發行 (參見表 1)。12 
                                                 

11  〈編後話〉、〈本刊徵文簡則〉，《臺灣婦女月刊》，卷 1期 1 (1946 年 9月 1日)，
頁 48。 

12  在《臺灣婦女月刊》的研究中，認為在二二八事件後成立的臺灣省婦女工作委員會 
(簡稱婦指會)凌駕省婦女會，成為臺灣婦女工作的領導中心。另外，婦指會的《臺

灣婦女》週刊也取代二二八事件後銷聲匿跡的《臺灣婦女月刊》，獲得婦女界的發

言權(參見許芳庭，〈戰後臺灣婦女運動與女性論述之研究 (1945-1972)〉(台中：私
立東海大學歷史碩士論文，1997 年)，頁 56-58；林秋敏，〈戰後初期臺灣的婦女議

題 —— 以《臺灣婦女》週刊為中心的探討〉，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組編，《走向

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台北：東華書局，2004 年)，頁 489。的確，婦指會
的成立，影響省婦女會的部分運作，例如在人員編制上兩會人員重疊，但兩會實屬

不同性質的婦女團體。再者，省婦女會發行的《臺灣婦女月刊》並不是在二二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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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刊物的發展可分作三個時期：《臺灣婦女月刊》、《臺灣婦女通訊》

及《臺灣婦女》。 
《臺灣婦女月刊》時期自 1946 年創刊後至 1952 年止，此時期以討

論各項婦女議題為中心，且婦運言論色彩強烈。但處於草創時期的省婦

女會在人力物力短絀下，發行甚為不易，時而發行也時而延宕，實難達

成按期出版的原訂目標。13 至 1953 年第五屆理事長林慎遂將該刊改版更

名為《臺灣婦女通訊》。14 最初《臺灣婦女通訊》以省婦女會和各地婦

女會的會務報導為內容，其後逐漸增加家政常識，刊載教導兒童、管理

家務及用電等家庭婦女投稿的小文，以充實該刊物內涵，使其從單一的

通訊傳遞功能，轉為具有傳遞知識、交流溝通的婦女刊物。1962 年 12
月，由於鄭玉麗理事長鑑於此刊物的重要性，特別籌措發刊經費，編列

刊物預算，達成每月出版的目標；15 且有意強調省婦女會創辦刊物的目

的與理念，遂將刊物再次改版，更名為《臺灣婦女》。《臺灣婦女》時

期不僅欄位不斷新增，刊物的性質也有變化。除了延續《臺灣婦女通訊》

傳達各級婦女會工作、相互切磋觀摩的通訊功能外，進而具有宣傳政令、

傳遞婦女知識及討論婦女議題的功能。歷經三個階段、兩次改版的《臺

灣婦女》月刊，從 1950 年代創刊後持續發行至 1990 年代，橫跨戰後初

期言論自由環境，二二八事件、戒嚴時期言論監控、限制出版時期以及

1980 年代解嚴後新興婦女運動的激盪，仍舊以特有的方式出版發行，成

為婦女團體機關刊物的先例，也為婦女雜誌發刊創下新頁。然而 1991 年

5月，由於省婦女會調整該團體性質及方針的情況下，遽然吹熄燈號。後

至 2001 年省婦女會改制為中華民國婦女會總會時再發行《臺灣新婦女》

                                                                                                                          
件發生後銷聲匿跡，而是處於刊物改版狀態，實際上該刊持續至 1991 年 5 月止，
共發行 297期。婦指會也許一時凌駕省婦女會，但該組織只維持不到二年，發行的

《臺灣婦女》週刊總印 102期後隨即停刊。因此，發行時間並不如省婦女會機關刊

物長久。 
13  〈我們的話：艱苦自勵 克難創造 —— 本刊百期紀念感言〉，《臺灣婦女》，期 100 

(1964 年 10月)，頁 2。 
14  林慎，〈會務報告：臺灣省婦女會的過去與現在〉，《臺灣婦女通訊》，期 23 (1956

年 5月)，頁 28。 
15  吳雅琪訪問，〈吳素君女士訪問紀錄〉，2006 年 1月 12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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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版新刊物。 

三、編輯與撰稿者 

作為省婦女會機關刊物的《臺灣婦女》月刊，刊物編輯者擔任舉足

輕重的角色。《臺灣婦女月刊》最初由陳靜曾、李幫助、許世賢、周慈

玉、姚敏瑄、李秀鶯等人組成編輯小組，姚敏瑄為主編。16 該刊編輯小
組的女性均受過高等教育，多數具有留學經驗。其中，李幫助、周慈玉、

許世賢等具有豐富的婦女運動經驗。17 出自這些知識婦女菁英而發行的

《臺灣婦女月刊》，著重於討論婦女問題、提升婦女地位以及倡導婦女

工作，遂使該刊呈現較為激進的婦運色彩。 
《臺灣婦女通訊》編輯由省婦女會文教組負責，特別是該會文教組

組長主持刊物編輯與籌畫工作。18 省婦女會文教組先後由陸慶、吳素君、

陳以群及尤淑姿接掌。歷任的文教組長，均受過高等教育、擔任公職或

具有參與婦女團體的經驗。19 特別的是，除尤淑姿以外，其他編輯均是
外省籍女性，此有別於強調以本省籍女性為會員的省婦女會。《臺灣婦

女》月刊前後具有不同身份背景的編輯，然而歷任編輯仍秉持該刊發行

宗旨和目標，並未顯示因主編的更替而改變出版方針或性質的現象。 
《臺灣婦女》是一本女性刊物，不但編者是女性，撰稿者也大多是

女性。該刊創刊時，以「作者即讀者，讀者即作者」為理想，期望透過

                                                 
16  〈本刊徵文簡則〉，《臺灣婦女月刊》，卷 1期 1，頁 48；何義麟，〈戰後初期臺

灣出版事業發展之傳承與移植 (1945-1950) —— 雜誌目錄初編後之考察〉，〈表

一創刊之雜誌目錄〉，《臺灣史料研究》，期 10 (1997 年 12月)，頁 20。 
17  吳雅琪，〈臺灣婦女團體的長青樹 —— 臺灣省婦女會 (1946-2001)〉，頁 61-63。 
18  1955 年 4 月，第五屆林慎理事長召開省婦女會會員代表大會，修改組織章程，將

原文化組改為文教組；會後依據重新調整的編制聘請各組組長與組員 (文教組，〈一
年來的文教工作〉，《臺灣婦女通訊》，期 23，頁 34；林慎，〈會務報告：臺灣

省婦女會的過去和現在〉，《臺灣婦女通訊》，期 23，頁 28)。 
19  〈臺灣省婦女會第五屆工作人員簡歷表〉，《臺灣婦女通訊》，期 15 (1955 年 6月)，

頁 13；吳雅琪訪問，〈吳素君女士訪問記錄〉，2006 年 1月 12日，未刊稿；吳雅
琪訪問，〈尤淑姿女士訪問紀錄〉，2005 年 11月 27日，未刊稿。 



280 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第 16 期  

刊物傳遞，促進交流與溝通。20 該刊設定讀者為各階層的婦女，並鼓勵

讀者踴躍投稿。綜觀《臺灣婦女》月刊的撰稿者，大至可略分為三大類：

一是省婦女會的幹部和會務人員、二是家庭主婦與職業婦女、三是各校

女學生與社會女青年。第一類撰稿者以省婦女會理事長、各縣市婦女會

理事長及省婦女會會務人員最多，此類作者與該會密切相關，文字均屬

會務工作的定期報告與成果，少部分涉及婦女工作的社論。第二類作者

一部份是家庭主婦，以分享家庭生活點滴、家政常識及醫療新知為內容。

透過此類作者的投稿，讓粗通中文，且略有寫作能力的女性，能夠以淺

白文字表達生活心得感想；具較高教育水準的主婦，則進一步翻譯外國

文章，提供新思想與資訊。另一部分是職業婦女，文字多是分享職場心

得和提出婦女與就業、婚姻家庭問題，並檢討婦女角色的論述。第三類

作者，由來自各地的女學生投稿，分享學習成長的心得和校園生活的趣

聞。另外，女作者、婦運領袖、「臺灣省婦女寫作協會」的女作家，也

常以婦運專論、時事評論及文藝作品提升及充實該刊的內涵。由上可知，

《臺灣婦女》月刊投稿者身份多元化，不論主婦、職業婦女、女學生、

女作家、女青年等踴躍發表心聲，使得女性的聲音得以浮現，實為難得。 
雖然不少作者用筆名或是略名，難以判定性別，但從談論的主題推

測大多是女性。值得注意的是，該刊預設讀者與作者均為女性，實際上

每期至少有 1 篇男性作品，例如楊積蓀介紹歷代婦女、張嵐分享軍旅生

涯的經驗、戚宜君執筆「齊家瑣談」闡述家庭倫理親情、「羅曼」(本名
尹駿) 撰寫時事評論、彭錦陽、李光祥、金志書的連環漫畫，甚至「婦

女信箱」也有男性投稿尋求解答家庭問題。雖然男性的作品，每期不超

過 3篇，但在女性刊物中男性撰稿者的出現讓不同聲音與言論相互交流。

由此可見，該刊不但是各階層婦女交流溝通的園地，也具有部分性別的

意見互動，可說是《臺灣婦女》月刊的特色。 

 
 

                                                 
20  〈本刊徵文簡則〉，《臺灣婦女月刊》，卷 1期 1，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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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欄位編排分析 

《臺灣婦女》月刊為適應各界婦女所需，編列各類欄位。逐期細數

297期的《臺灣婦女》月刊並依欄位分類統計，共刊載 7,963篇文章，平
均每期刊登 26.63篇文章。各欄位編排的比率表及百分圖如下： 

表 2 《臺灣婦女》月刊欄位分類比率表 

欄位分類 篇數 百分比(%) 欄位分類 篇數 百分比(%) 

社論 287 3.61 法律常識 43 0.54 

論著 930 11.68 醫療衛生 379 4.76 

會務報告 447 5.61 婦女介紹 86 1.08 

會議記錄 96 1.21 文藝 744 9.34 

各地通訊 1,930 24.24 女青年園地 714 8.97 

調解實錄 59 0.74 戰士園地 49 0.61 

婦女信箱 121 1.52 畫頁 153 1.92 

閒話家常 237 2.98 轉載 166 2.08 

婦女與家庭 934 11.73 宣傳標語 50 0.63 

婦女食譜 498 6.25 其他 40 0.50 

   總計 7,96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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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臺灣婦女》月刊欄位分類百分圖 

 

     

欄位分類 

根據表 2及圖 1顯示，在《臺灣婦女》月刊中，以各地通訊欄最多，

佔 24%、婦女與家庭和論著欄次之，佔 12%、女青年園地和文藝欄居第

三，佔 9%。各地通訊欄是登載各地婦女會活動資訊與婦女工作成果的報

導，再加上會務報導和會議記錄欄，每期概述省婦女會的工作動態，成

為各級婦女會婦女工作交流、觀摩學習的平台。婦女與家庭欄是女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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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合婦女即時的需求，且具傳遞知識、交流溝通的功能。論著欄除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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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論欄發表時事評論，作為省婦女會婦女工作改進與研討的依據。女

青年園地欄是女學生和女青年抒發心情點滴的天地，舉凡校園生活、同

儕互動及學習成長心得等內容。文藝欄登載女作家的創作為主，其中以

連載小說為多，也有散文、翻譯及節譯外國作品等文章。此外，婦女信

箱和調解實錄欄，大部分由遭受問題的女性讀者投書，提問婚姻關係、

夫妻相處、自由戀愛、家庭暴力及三角關係等切身相關問題，再由省婦

女會輔導組或專家學者回覆意見，成為該刊最具互動的園地。 

五、內容分析 

《臺灣婦女》月刊開闢專屬婦女言論的園地，使各階層臺灣女性自

由發聲。為適應各階層婦女所需，文章內容包羅萬象，舉凡婦女議題討

論、婦女角色論述及婦女生活反映都是該刊編輯的重點。 
討論婦女問題是《臺灣婦女》月刊的重點，由該刊對於婦女議題的

探討，可得知集中討論婦女與政治、就業、教育、婚姻與家庭、娼妓與

養女等問題。在婦女政治參與上，不但鼓吹增加女性參選人數，並且鼓

勵婦女大眾踴躍投票，期望在政治平等的環境中提升女性在公領域的表

現。在婦女就業問題上，著重女性就業種類的討論，期許女性成為經濟

獨立者，以發揮才能；又指出婦女需要鼓勵和訓練，使其能順利取得工

作，在各行各業謀生；並且著重婦女就業權利、環境及福利問題，特別

強調身為新勞動力的女性，雇主不可以結婚、懷孕、分娩為由，拒絕任

用和解雇女員工。再者，該刊經常討論婦女於家庭與工作的取捨問題。

從婦女與就業的討論中，顯示戰後即展開婦女就業與否的討論，直至今

日相同的問題仍存在。在婦女教育上，期許婦女能在平等自由和理想的

環境接受教育，能適性、適才發展；並且期許在日常生活中增廣見聞，

吸取新知。在婚姻議題上，著重去除婚姻陋習，主張婚姻自主，婚禮儀

式宜盡量簡約。在家庭議題上，以生育和節育為議題，期許擺脫傳宗接

代、重男輕女的觀念，以科學方法和自主觀念，計畫生育和執行家庭計

畫。家庭議題的討論並非新穎或特殊觀念，一則顯示婚姻與家庭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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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生常談」的議題，一則顯示女性仍無法擺脫婚姻與家庭的束縛。此

外該刊常將當時重要議題提於公共空間中討論，如 1950-1970 年代，娼

妓和養女問題嚴重，引發該刊檢討原因和提出解決建議的言論。就婦女

問題的討論而言，《臺灣婦女》月刊與同時期婦指會的《臺灣婦女》週

刊相較，均著重婦女問題的討論，但《臺灣婦女》月刊長時間持續刊行，

對臺灣女性的影響更為深遠。 
再者，《臺灣婦女》月刊喜報導和介紹古今、中外的女性，並且在

母親節、婦女節等節日，定期選出模範母親、婦女代表或設立「母親之

頁」專欄表揚犧牲奉獻、賢良溫順、無怨無悔的行誼。由此可見，該刊

以「賢妻良母」為期許，不論時代更迭或社會變遷，女性始終扮演擔負

照護家國和為家國犧牲奉獻的角色。另外，在婦女介紹專欄中，以女駕

駛、女將軍、女記者、女議員、女醫師、女運動員、助產士等，透過各

行各業成功的女性，型塑新時代女性的典範，企圖讓女性讀者學習且成

就自我。該刊不僅報導各社會階層女性，並透過婦女工作實例與經驗，

鼓勵和建立婦女進入職場的信心，呈現獨立自主的女性形象。綜觀《臺

灣婦女》月刊塑造的婦女形象，以賢妻良母而言，呈現女性擔負起家庭、

社會、國家的照護責任；以職業婦女而言，展現女性獨立自主的知識和

能力，卻仍無法隔離家庭主婦的角色。儘管該刊部分論述職業婦女的優

良角色，但大多數的篇幅仍著重賢妻良母的角色，顯示女性家庭角色的

期待勝於社會角色。若與同時期中華民國反共抗俄聯會發行的《中華婦

女》21相較，兩刊物在形塑婦女成為齊家報國的賢妻良母期待相似，與中

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女工作會發行，以形塑婦女成為反共復國女戰士

和忠黨愛國的婦女工作者的《婦友》22 月刊略有不同。至於《臺灣婦女》

                                                 
21  《中華婦女》是 1950 年 7月 15日由中華民國反共抗俄聯合會 (婦聯會) 創辦，該

刊以分析世界局勢、號召婦女反共為目標，該刊內容包含報導婦聯會各項活動概

況、反共文藝、解答婦女問題等。《中華婦女》以齊家報國為宗旨，期許婦女雙肩

扛起家國的責任，並扮演為家國犧牲奉獻的賢妻良母。 
22  《婦友》月刊是 1954 年 10月 10日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女工作會 (婦工會)

創辦，該刊以剖析婦女問題、闡揚真確理論並指導婦女工作、提倡文藝、啟發婦女

寫作的興趣為方針。《婦友》月刊軍事與政黨色彩濃厚，是國民黨宣傳重要的刊物



戰後臺灣婦女雜誌的長青樹 ——《臺灣婦女》月刊  285 

著重新女性和職業婦女形象，該刊與同一時期婦女雜誌有所區別，成為

該刊的特點。 
除了討論婦女問題、論述女性角色外，各階層女性也藉由《臺灣婦

女》月刊吐露真實的生活境況與情感。不但有職業婦女在職場生活的情

況、女學生校園學習生活的點滴，也常有作者以自白的口吻，分享家庭

生活中夫妻、婆媳、親子及雇傭等關係。由於家庭主婦投稿踴躍，使得

該刊一方面反映女性食、衣、住、育、樂等各式各樣的生活，另一方面

呈現女性忙碌的日常生活，女性是全能的高手，一手包辦全家人的生活

起居；除了美容化妝外，家務勞動幾乎佔據女性所有的生活和空間。《臺

灣婦女》月刊在提供婦女資訊和交流溝通上，成為一本實用的婦女雜誌，

正如該刊自我評價「雖不如城市的摩登小姐，時髦美麗，但卻顯得樸實

可愛」。23 又《臺灣婦女》月刊重視婦女生活，此與標榜「婦女之友」

實僅提供國民黨女黨員間凝聚情感的《婦友》月刊相較，24 其成為一般
婦女實用的雜誌。並且該刊反映各式各樣的婦女生活，特別是女性間緊

張關係和日常生活點滴，是該刊的特殊風格。 

六、結  語 

《臺灣婦女》月刊以綜合報導的形式出現，其內容包含廣闊，舉凡

社會、教育、文化、文藝、醫藥衛生、家政常識、法律、政治等均包含

其內。它的特點著眼於婦女問題討論、女性角色的塑造及婦女生活的反

映；其所提供的篇幅，主要期望滿足各階層婦女大眾的需求。綜觀《臺

灣婦女》討論婦女問題的言論，不但關注婦女問題，且透過言論強化認

同；另一方面，各界婦女藉此表達心聲，反映其生活境況與情感，成為

                                                                                                                          
之一，也是女性黨員間凝聚情感的園地。 

23  〈我們的話：艱苦字勵 克難創難 —— 本刊百期紀念感言〉，《臺灣婦女》，期 100 
(1964 年 10月)，頁 2。 

24  張毓芬，〈女人與國家 —— 臺灣婦女運動史再思考〉(台北：國立政治大學新聞

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 年)，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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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至戒嚴時期婦女發聲的重要管道。 
儘管《臺灣婦女》月刊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作為早期婦女雜誌先

例的《臺灣婦女》月刊，發行期將近半世紀，面對急遽臺灣社會的變遷，

該刊產生部分窘境。就婦女議題討論上，許多相關議題似乎「老生常談」，

面對 1950至 1990 年代間社會變遷，該刊似乎未呼應此變遷而顯著改變，

一方面顯示部分女性問題長期存在仍未解決，另一方面反映該刊未以新

觀念提供有效的解決方式。其次，女性形象的論述方面，以賢妻良母的

形象為主，卻也期許女性成為「現代 (新) 賢妻良母」和新女性。儘管部

分論述職業婦女的優良角色，但對於女性家庭角色的期待勝於社會角

色，遂使得婦女角色僵化，無法多元化發展。關於婦女生活，該刊反映

婦女各式各樣的生活，特別是呈現婦女間緊張關係和日常生活點滴，是

該刊最具特色的特點。《臺灣婦女》月刊若與同時期婦女團體發行的《中

華婦女》和《婦友》月刊相較，該刊較具生活化。若與《臺灣婦女》週

刊相較，均重視婦女議題和婦女問題討論，但該刊長時間發行，影響女

性更為深遠。但若與當代報章雜誌相較，該刊在婦女權益、婦女福利等

問題掌握、新觀念和新聞的推廣與報導、性別議題分析等，25 仍不及當

代婦女報刊深入且具性別意識。 
此外，就《臺灣婦女》月刊發行歷程而言，發行期涵蓋戒嚴時期，

不論在議題提出、女性形象塑造、觀點和立場上，多半視為官方或中國

國民黨營嚴謹保守的報刊，且附屬於黨國婦女政策宣傳的一環。26 特別
是《臺灣婦女通訊》及《臺灣婦女》時期，該刊出現宣傳政策與讚許領

袖言論，且配合政府政令宣導相關活動；又因威權統治下，為突顯女性

和家庭、婚姻的密切關係，不斷重申賢妻良母的形象。換言之，《臺灣

婦女》月刊無法自由地以該刊創刊目標展開言論，易遭受到政權統治監

                                                 
25  賴信貞，〈臺灣當代職業女性議題研究 —— 以民生報婦女版為分析場域〉，《臺

灣史料研究》，期 15 (2001 年 6月)，頁 44-65；謝蕙風，〈張任飛及其所創刊的《婦
女雜誌 (1968-1994)》〉，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組編，《走向近代 —— 國史發
展與區域動向》(台北：東華書局，2004 年)，頁 551-558。 

26  謝蕙風，〈張任飛及其所創刊的《婦女雜誌 (1968-1994)》〉，頁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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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並侷限言論的內涵。雖該刊無法脫離戒嚴氛圍而特立獨行，但並非全

然亦步亦趨而發行。《臺灣婦女》月刊實修正言論較為激進的論調，以

溫和且具有彈性的論述呈現，俾利該刊出版，以達成傳遞婦女知識，討

論婦女問題的訴求。易言之，《臺灣婦女》月刊將 1950 年代至 1990 年

代的婦女問題依循特殊出版策略，成為提供女性吸取新知及表達聲音的

平台。經由《臺灣婦女》月刊的出版，雖有理想與實踐的落差，但仍對

於臺灣婦女產生深淺不一的影響，此事實是無法漠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