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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不「⾊」限　藍與粉紅
記者 許可晴 文  

⾃20世紀中後期開始，「男藍女粉」成為了⼀個普遍的原則。藍⾊代表著沉穩、
堅強，成為了男性的代表⾊；粉紅⾊則給⼈溫和、柔弱的印象，成為女性化的象
徵。從廁所前的標誌到服飾店中展⽰的衣服⼤都遵從著這套規則。⽽近年來這套
規則似乎逐漸崩解，不只可以在男裝販賣部看⾒粉⾊的服飾，「顏⾊中性化」的
呼聲也逐漸增強。

男⽣穿藍⾊，女⽣穿粉紅⾊為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圖片來源／Ｐ
ixabay）

關於性別與顏⾊
不同於近代「男藍女粉」的規則，在20世紀以前顏⾊和性別的連結似乎沒有那麼
強烈，甚⾄與近代相反。在⻄⽅，當時紅⾊是君王使⽤的顏⾊，代表著權⼒和剛
強，粉紅⾊為較淡的紅⾊，⾃然⽽然就被視為是適合男童的顏⾊；⽽藍⾊在當時
被認為是平靜、賢淑的象徵，是女性的顏⾊。開始確立「男藍女粉」是⾃第⼆次
世界⼤戰之後，在戰後嬰兒潮以及製造業復甦的雙重影響下，以顏⾊區分性別變
成⼀種新的⾏銷⼿段，服裝製造商抓住⼈們對於「性別認同」的需求以及追尋
「正常」的渴望，於是將藍⾊與男孩連結，粉紅⾊與女孩連結，以提供⽗⺟⼀個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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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渴望，於是將藍⾊與男孩連結，粉紅⾊與女孩連結，以提供⽗⺟⼀個
安⼼的選擇標準。

20世紀以後，「男藍女粉」雖為主流，但也曾被動搖過。1960年代，⻄⽅因為女
權的興起，開始刻意將粉紅⾊與女⽣劃清界線，當時嬉⽪風的流⾏也使社會開始
想擺脫原來的刻板印象以及限制，以反骨的⼼態想要倒轉社會將性別和顏⾊之間
所做的連結。⽽直⾄近年，不同於1960年代「唱反調」的作法，由於性別平等以
及性別刻板印象等議題受到重視，出現顏⾊去性化的呼聲，⼈們開始將顏⾊的喜
好視為個⼈的選擇，脫離跟性別產⽣的連結。

粉紅⾊的枷鎖
⽽社會中「男藍」和「女粉」的連結程度並不是對等的，粉紅⾊和女性的連結是
⼤於男性和藍⾊的連結的，亦即粉⾊被視為是具有強烈女性氣味的、「娘」的，
⽽相對來說藍⾊比較沒有跟男性以及陽剛氣息進⾏綑綁，是比較偏中性的顏⾊。
根據微軟設計總經理Joe Hallock 在2003年發表的《Colour Assignment》，其
中對於性別與喜好顏⾊的調查顯⽰，無論男性還是女性，藍⾊皆為最受喜愛的顏
⾊。

這就是為何⼀個男性穿著粉紅⾊的衣服時總能引起別⼈的關注，但女性穿著藍⾊
衣服卻顯得稀鬆平常。⽽這個現象也與社會中的厭女文化與恐同現象有關，當粉
紅⾊被連結為女性化的代表，出現在男性⾝上時就會引發衝突，⼈們會覺得穿粉
⾊的男⼈是「娘」或是與同性戀產⽣聯想，導致粉紅⾊成為⼀個比藍⾊更具刻板
印象的顏⾊，所以在談論近年「男藍女粉」的崩解時，關於男性與粉⾊是突破是
更值得被探究的。

粉⾊男孩的流⾏
既然「男藍女粉」這套規則是來⾃於服裝製造商的刻意操作，那近年社會對於這
個刻板印象的的擺脫是否也跟商業或時尚業的刻意⾏銷有關呢？

2018年9⽉的紐約時裝週，特別引起話題的便是千禧粉⾊（Millennial Pink）針
對男性時裝的捲⼟重來，不同於去年時裝週的相關報導只提到千禧粉⾊正風靡時
尚圈，本次時裝週法國時尚雜誌《ELLE》於標題特別強調了千禧粉⾊也流⾏於男
性時裝界，不僅是今年的紐約時裝週，許多時裝發表活動中，只要有粉⾊與男性
的搭配都會引起特別的討論。⽽時尚產業雖被視為奢侈，卻引領著⼀般服裝市場
的流⾏⾛向，當粉紅⾊的男裝被視為「時尚」，並引起流⾏，漸漸就消弭了粉⾊
及男性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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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紐約時裝週，男模特兒展⽰流⾏的千禧粉紅⾊。（圖片來源
／《ELLE》）

另外，除了時尚產業外，娛樂產業與媒體也能促使流⾏的產⽣，無論是歌⼿或是
演員，越來越多男藝⼈⾃然地穿著粉紅⾊衣服或配件，抑或頂著⼀頭粉⾊頭髮亮
相，有了明星的加持，⺠眾漸漸能接受男性的粉⾊打扮，甚⾄引起模仿效應。

性別平等教育的助⼒
近年來關於性別平等以及多元性別的議題熱度不減，性別平等教育也邁向成熟。
經過社會團體以及政府的推動，許多先前的性別刻板印象被拿出來討論進⽽破
除，⽽關於「顏⾊」的議題當然也沒有被忽視，「所有顏⾊都是中性⾊」的呼聲
也越來越⼤。

多數學校會依照學⽣的性別來規定制服的顏⾊，⽽作為教育的第⼀線，有些學校
開始改變這樣具性別刻板印象的規定，像是台中市立文華⾼中前陣⼦就宣布男、
女學⽣可以⾃由選擇制服及運動服的顏⾊，不再硬性規定女學⽣穿著紅⾊，男學
⽣穿著藍紫⾊。但這像這樣的規定雖然是⼀個可貴的突破，卻也引發質疑。有些
家⻑及老師認為校⽅的做法會引發校園安全的疑慮，擔⼼男學⽣會穿著女⽣制服
潛入女⽣廁所。我認為這樣的擔憂與制服顏⾊並無直接關連，真正要杜絕此情形
發⽣，應該加強的是關於兩性相互尊重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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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中原本的運動服規定為男⽣著藍紫⾊，女⽣著紅⾊，⽽後將不再限
制學⽣依性別選擇運動服顏⾊。（圖片來源／文華⾼中網站）

兒童產品市場中仍舊明顯的「男藍女粉」
雖然近年性別與顏⾊的連結漸漸鬆綁，然⽽比起成⼈市場，兒童市場中的「男藍
女粉」現象仍舊明顯，以百貨公司中的商品為例，成⼈女性服飾專櫃並不會有粉
紅⾊充滿視線的情形，男性服飾專櫃的⾊彩呈現⼤致也算多元，但只要⾛到嬰幼
兒樓層，便可以輕易地⽤藍⾊及粉紅⾊區別男孩玩具區與女孩玩具區。

百貨公司兒童玩具樓層，左⽅女童區與右⽅男童區有明顯⽤⾊差別。（圖
片來源／許可晴攝）

另外，在購物網站上的兒童服飾區也是如此，女童裝的購物⾴⾯中雖然也有淡藍
⾊的服飾，粉紅⾊系的衣服還是佔多數；⽽男童裝的購物⾴⾯則多數為藍⾊系衣
服，鮮少出現粉紅⾊，甚⾄有業者分別於男童裝購物⾴⾯設立「休閒藍⾊」區，
女童裝購物⾴⾯設立「秋季粉⾊」系列，供⽗⺟能依照既定的顏⾊為孩⼦選衣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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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購物網站上的童裝區，男、女童服裝的主要配⾊有明顯差異。（圖片
來源／截圖⾃Next台灣）

由兒童市場明顯的男、女顏⾊分別可以看出，無論是產品市場或是⽗⺟的購物偏
好，仍舊沒擺脫先前的刻板印象。有些⽗⺟認為孩⼦還不會替⾃⼰選擇喜歡的顏
⾊，就先依照社會的習慣來為孩⼦搭配衣服，⽽這樣的選擇不僅讓兒童⽤品製造
商繼續遵循著「男藍女粉」的規則，也可能造成孩⼦潛移默化地接收這些刻板印
象，在幼稚園⾄⼩學的階段產⽣「女⽣就該喜歡粉紅⾊，男⽣就該喜歡藍⾊」的
既定印象。

雖然近年顏⾊與性別間的連結已被逐漸鬆綁，但想要完全落實「顏⾊中性化」還
有很⻑的⼀段路要⾛。也許需要等到有⼀天⼈們不會特別注意穿著粉紅⾊的男
性，或是可以在女童專櫃看到多樣的顏⾊，讓顏⾊的性別標籤不再是能被商⼈玩
弄的噱頭，才能讓顏⾊恢復它最純粹的意義。另外，關於性別刻板印象也不只有
顏⾊的議題需要被關注，要達到真正的性別平等必須靠學校及家庭教育共同努⼒
以及政府的配合，才能創造⼀個尊重各性別的美好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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