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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　開啟幸福之門

2015-12-05  記者 翁世樺 文

勇敢地爭取想要的人生，擺脫社會迷思與生理限制的枷鎖，船曳美也子告訴女人，要掌握自己每

一次的選擇，自由追夢。

《歡迎來到女醫師的人生諮詢室》封面照

（圖片來源／三民網路書店）

船曳美也子目前為婦產科醫生，專精不孕治療。因有感於女性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無法追求自

己渴望的人生，她結合了大學的主修科系心理學與自身診療經驗，完成了著作《歡迎來到女醫師

的人生諮詢室》（女性の人生ゲームで勝つ方法―恋もキャリアも出産も）。書中的序章寫到，

其實船曳美也子一路走來並不順遂，轉業、離婚、不孕治療、高齡生子，但是這些坎坷的經驗，

也讓她體悟到女性受制於社會觀感之深，還有結婚生子與事業巔峰的兩難抉擇，到底該怎麼做才

不會後悔？船曳美也子藉由治療案例背後的故事，由淺至深，在書中娓娓道來。

 

事業或孩子事業或孩子

「經濟安定、社會認同、結婚、孩子」船曳美也子將此設為女性人生競賽中的四個寶物。女性意

識的覺醒，讓女人不再只是被動的經濟依賴角色，而能夠在職場上盡情展現自己，不過在追求事

業成就之時，還要面對社會的品頭論足。晚婚化已是知識經濟社會無可避免的趨勢，只是晚婚連

帶著也讓女性生育功能退化的問題浮上檯面。與男性的精子不同，女性卵子有數量上的限制，而

卵子品質也會隨著身體老化，到了想生孩子的年紀時，已經是難以懷孕的條件了，因此不孕治療

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孕治療發展至今已非常完善，船曳美也子認為現代女性更應好好善用科

技的進步，既然有了得以延後懷孕的方法，就不必受到生育條件的限制，可以慢慢體驗、摸索自

己想要的人生。

事業與孩子該如何做取捨，是許多日本媽媽煩惱的問題（圖片來源／鉅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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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黃琪黃琪
本期為喀報第二百二

十九期，共有二十五

篇稿件，其中以心情

故事居多。本期側欄

廣告為冬令進補，在大家忙碌之

餘，能夠帶來溫暖的感覺。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鄭淇云鄭淇云

我是鄭淇云， 一個
長年旅居台北的台南

人。 我的手很小，
所以握不住的東西，

我就用抱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蔡家寧蔡家寧

我是蔡家寧，每個人

都叫我參參，我喜歡

觀察身邊的微小事

物，對於人與人的相

處社交上的互動更是有很大的興

趣，除了學生的身分以外，也有接

案舞者的工作，希望能用更活潑的

筆調紀錄我所看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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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壓力　女性的宿命無聲壓力　女性的宿命

從日本女性的職場上所遭遇的邊緣化與壓力來看，似乎就能理解為何作者自始自終都在呼籲女性

要爭取待在職場上的權利。因為生產相關福利與機制不甚發達，再加上日本人認為懷孕會影響工

作品質，且照顧孩子是母親的天職，導致日本女性經常在懷孕後，就中斷事業、回歸家庭。由日

本經濟新聞得知，二〇一四年二十三歲至三十五歲的勞動參與率，單身女性是93%，育兒女性則

是51.8%。而生產後女性復職率並不高，因為必須接送孩子、照顧孩子的突發狀況，無法時時刻

刻守在工作崗位，導致男同事的不諒解與上司的不滿等等。這些都是造成日本女性在面臨生子時

不堪負荷的種種因素。

其實如果男性在照顧孩子上願意多花一些心力，就可以免去許多女性在工作上的犧牲。不過書中

提到對於育嬰假的利用「大部分男性寧可把精力用在資格考試的準備，也不想和妻子分擔育兒的

工作。」由此例可見，在日本照顧孩子的重擔仍落在媽媽身上。「女性與男性不同，能保持工作

企圖心高於家庭的女性只占兩成。」傳統文化的深植之下，將生兒育女納入人生規劃似乎已是日

本女性難以擺脫的宿命。

 

不平等待遇　不友善的環境不平等待遇　不友善的環境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推出「女性經濟學」，希望更多女性可以投入職場，除了讓日本的經濟能夠因

此再次蓬勃，也進一步改善女性在工作環境中的種種不便。日本的女性受教程度不低，依臺灣教

育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二〇一二年，日本的高等教育女性粗在學率超過半成，但是漂亮的學歷

卻得不到相對的職位，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也依舊縈繞著日本女性。近年政策的頻繁宣導，其背後

顯示出日本不平等的性別職場文化，使得女性勞動力不足，讓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書中提到

「假如制度能建立在性別差異的理解上，並且獲得認同……在職場內引進多種工作模式，或是訂

定不會因為照顧孩子而不利的升遷標準，以及確保女性因育兒而中斷的復職之路等……」需要如

此多的保障才能安心工作，日本女性在職場上所受到的壓迫可見一斑。

日本在高等教育的性別平等指數（GPI）並不低，顯示女性在能力與程度上

與男性並沒有很大的落差。（圖片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工作之外的選擇工作之外的選擇

不過書末也提到，有些女性選擇在事業上急流勇退，並非受到工作環境的限制，甚至周遭的同事

家人都鼓勵她們繼續奮鬥，她們仍毅然決然辭去工作。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女性認為從家庭裡得

到的幸福，遠遠勝過來自工作的成就感，權衡之下選擇了心之所向。但是針對此觀點，作者並無

深入討論，更在接下一段的文字中強調女性經濟獨立的重要性。能夠自主生活當然是值得追求的

目標，但是如果有些人本來就嚮往全心全意投身家庭，看了作者非常主觀並堅持的立論，除非夠

清楚自己的方向，很有可能會動搖原本的決定，懷疑自己是不是胸無大志。這本書標榜寫給「想

要擁有自由人生的女性」，但大部分都把重心放在陳述工作對於女性生涯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擁

有其他夢想的女性，無形中將自由狹義化。

 

勇敢追夢　奪回生命主導權勇敢追夢　奪回生命主導權

船曳美也子以鼓勵女性追求夢想為出發點，不斷地推崇女性應以工作為首，生子為次，若在青壯

年時期專心一志投入工作，等到事業成就滿意之時，可能已過了適於生產的年齡，那麼不孕治療

將會是她們不得不考量的選擇。雖說實現自我是件非常了不起也值得讚許的事，只是身為不孕治

療的醫師，船曳美也子的身分不免讓人降低對其論點的可信度。

不過全書都是站在女性的角度撰寫，替在社會上處於弱勢的女性發聲，雖說有失偏頗，但是仍可

以感受作者背後的苦心。「在社會上實現自我，得到精神上的滿足，是人一生一世不可缺少的要

素。」船曳美也子希望的是，每個女生都可以不受外在影響，勇敢活出自我，許自己一個不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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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械暴力　軍事強國的隱疾槍械暴力　軍事強國的隱疾

美國的槍械暴力事件已多達平均一天一起，其
形成的背景是甚麼呢？

車諾比　希望與救贖車諾比　希望與救贖

《車諾比的悲鳴》以上百位來自不同背景卻受
車諾比影響的人們最赤裸的獨白看這場災難背
後的矛盾。

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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