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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穎凡　愛⾃⼰從認識⾝體開始
簡文怡 報導  

「我覺得⽉經跟⼦宮超酷的！」

充滿活⼒的曾穎凡，是棉條的狂熱份⼦。在網路世界裡，以筆名凡妮莎帶著女孩
們重新認識⾃⼰⾝體，她所撰寫的部落格無疑為台灣女⽣打開通往新世界的⼤
⾨。⽽後，這份熱愛⽀持她創立了第⼀個台灣本⼟棉條品牌。在2015年，她更藉
由募資平台推出了「⽉亮杯」，讓女性在⽣理期有了更多選擇。這樣的她卻像是
鄰家⼤姐姐、沒有絲毫距離感，親切地講述著她的⼈⽣經驗談，⾔談間還不時因
為分享了有趣的故事⽽發笑。

曾穎凡於2015年推出了⽉亮杯台灣⾃有品牌。（圖片來源／曾穎凡提供）

初遇棉條與⼆⾒鍾情
提起與棉條的初次相遇，是曾穎凡⾼三時前往⽔上樂園的時候，她很幸運地擁有
良好的使⽤經驗，不同於許多女⽣第⼀次使⽤可能會遇到的挫折，棉條讓她⾃在
地度過了⼀整天。在當時，她只使⽤了⼀盒裡的⼀⽀棉條。「我沒有⽤其他⽀的
原因，是因為那對我來說不是可以每天⽤的東⻄，完全不知道我那想法哪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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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因為那對我來說不是可以每天⽤的東⻄，完全不知道我那想法哪裡來。
」她笑道。

⽽後徹底改變使⽤習慣，從百分百的「衛⽣棉女孩」變成「棉條女孩」，則是⼤
學四年級出國交換的時候。國外多樣的選擇、⽅便的取得，讓她完全愛上棉條。
這兩階段的經驗，成為曾穎凡邁上了創業之路的契機，透過⾃⾝的經驗，她明⽩
要讓女⽣接受棉條需要兩個「橋」，第⼀座橋是良好的使⽤體驗，⽽第⼆座橋是
購買的⽅便性，只有築起這兩道橋，台灣的女⽣們才有機會「上岸」。對她來
說，台灣整體的環境就是無法買到棉條，因為⾃⼰也買不到，她知道這樣下去棉
條永遠都無法普及，索性跳出來⾃⼰創業。

各式市⾯上可⾒的⽣理⽤品，由前⾄後分別為棉條、⽉亮杯、衛⽣棉與布
衛⽣棉。（圖片來源／簡文怡攝）

堅定與感恩　困難不再是困難
作爲新領域的拓荒者，怎麼可能不艱辛？台灣對棉條等置入性產品接受度不⾼、
受眾不多、法規也相對嚴謹，使得棉條⼀直無法在台灣打開市場。曾穎凡曾嘗試
取得國外產品代理權，但因時運不濟遇上品牌易主，讓努⼒告吹，或者決定創業
時，要⾯對⼀系列產品繁雜的審核與⼿續。再到群眾募資製造⽉亮杯時，需⾯對
消費者因延遲出貨排⼭倒海⽽來的壓⼒。然⽽問及這⼀路以來的困難，她選擇⽤
不⼀樣的態度去⾯對「我覺得那都不是困難，就是只是差別在於我什麼時候會
到，到了要花多少代價跟⾨檻跟時間，你會發現鍥⽽不捨的⼈⾝上都會有同樣的
特質。」

問到⽉亮杯的募資過程，曾穎凡當初同樣承受了很⼤壓⼒。辛苦背後，卻也讓她
感受到來⾃政府單位的⼤⼒⽀持。延遲出貨點燃了消費者的怒火，⺠眾或許會抨
擊台灣法規、也對於廠商有所不諒解，但站在⽣產者這⼀⽅，許多流程都需要⼀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擊台灣法規、也對於廠商有所不諒解，但站在⽣產者這⼀⽅，許多流程都需要⼀
定的時間審核。⽽⾯對「第⼀例醫療器材」的⾏政流程，查案⼈員也有⾜夠的耐
⼼，⼀⼀為曾穎凡解答困惑。她了解到，其實政府單位對於新事物的想法並非⼤
家所想像的那樣封閉，反⽽是站在樂⾒其成的態度，能幫的盡量幫，讓她備受感
動。「查廠跟檢驗報告都是需要時間的，這不是政府單位的問題。晚出貨有很多
苦是沒有辦法對消費者說的，他們也不需要知道這麼多，可是我感動的事情是，
其實政府單位是很幫忙的。」

除了感謝，堅定的⼈格特質，讓曾穎凡在創業路上不屈不撓地⾛了下去，這樣積
極的態度，也反映在她多年持續於校園推廣⽣理教育的⾏動。

從教育改變　愛上⾃⼰的內在
曾穎凡推廣⽣理教育已有⼗多個年頭，在前往校園演講時，她有個屬於⾃⼰的⽪
箱，裡⾯裝滿了世界上各式各樣的⽣理⽤品，還有⼀套完整的投影片，她要確保
⾃⼰的經驗能夠濃縮在短短的幾個⼩時內，影響聽課的學⽣。她提到不管在⼗多
年前，還是現在，每次講完課都能看到學⽣們眼睛發亮，跟她說「學姊！你怎麼
沒有早點來跟我講這個！」，這或許可以往消極的地⽅解釋，表⽰台灣的⽣理教
育沒有太多⻑進。但曾穎凡卻對此持正⾯態度，這些⼩女⽣能夠透過她的講解，
⽽重新獲得了什麼，對她來說就是最⼤的⿎勵。她對於⾃⼰講課的⽣動度有⼀定
的⾃信，因為那都是她過去所⾛過的路、看過的風景，她也希望藉由教育讓學⽣
們了解到世界上有很多種⽣理⽤品可以嘗試，不⼀定非要⽤棉條或⽉亮杯不可，
將選擇的權利還給⾃⼰。

曾穎凡經常去各⼤⾼中、⼤學校園演講，教導學⽣有關⽣理⽤品的知識。
（圖片來源／曾穎凡提供）

某次與男性友⼈的交談當中，她發覺女性擁有孩⼦相對男性來講是容易許多的，
相比男⽣要經由與女性交往、建立感情的過程，還要冒著挨罵的風險提出「你願
意為我⽣⼩孩嗎？」，女⽣只要有⼀隻精⼦就能建立⾃⼰的⾎脈。⽽且在實際當
了媽媽後，她也感受到運⽤「⼦宮」的奇妙。「我打從⼼底的覺得⼦宮跟⽉經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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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媽媽後，她也感受到運⽤「⼦宮」的奇妙。「我打從⼼底的覺得⼦宮跟⽉經很
酷，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比較傾向⾃⼰去跟學⽣演講。」她笑著說，有些老師可能
這輩⼦連⾃⼰的陰道都沒有摸過，要怎麼讓她在台上有那個能量可以告訴⼩朋友
說，我覺得⼦宮超酷的！我覺得陰道超酷的！

對於社會風氣，她認為遠比⾃⼰想像中的開放。在當初⽉亮杯募資時，迅速達標
的原因其實部分是來⾃男性的推⼿，男性將資訊分享給⾃⼰的女友或太太，但反
⽽是女⽣⾃⼰不太敢⽤。在⽉亮杯的教學社團中（有參與募資者，即可加入社
團），甚⾄還能看到有趣的對話，男性以他們理解、認知的⾓度，教導其他不會
的女性如何置入⽉亮杯。在這樣的情況下，曾穎凡也提出了他對現代女性的看
法，「這樣好像在說女⽣不好，但是我覺得現在的女⽣花太多時間在表⾯的東⻄
上，但她有沒有好好照顧⾃⼰，有像顧外⾯⼀樣的在顧裡⾯嗎？我覺得這很重
要。」她希望女⽣對於⾃⼰的⾝體可以再多⼀點點了解，好好熟悉⾃⼰的⾝體，
這也是愛⾃⼰的⼀種表現。

從⾃⾝經驗出發，曾穎凡讓⽣理教育變得更活潑。在物質⽅⾯，她為女性引入了
不同的⽣理⽤品。在概念⽅⾯，她也持續在校園中深耕。她許下願望，希望能接
到更多場演講，透過教育讓更多女⽣學會愛⾃⼰，知道⾃⼰可以擁有更多選項。

      

 記者 簡文怡

編輯 楊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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