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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故事《她的故事HerStory》》
2009-05-03  記者 張雅晴 文

女性在世界各地受到不同的社會背景與文化影響，處境也不盡相同；但是當她們面對家庭的束縛

和時代的變動，卻遭受到相似的考驗。來自十二個不同國家、不同成長背景的女人們，在《她的

故事》中透過一張張相片與文字，除去了歷史加諸於女性的種種偏見，呈現出屬於當代女性的獨

特魅力。

在以色列，根據猶太教的極端教義，女性必須不斷的懷孕

來製造後代。                                                       攝影/彭怡平

 

Her Story 撰寫屬於女性的歷史撰寫屬於女性的歷史

本書的攝影作品於今年二月開始在台灣巡迴展覽，之後也將遠赴北京、巴黎和里昂進行展覽。作

者彭怡平利用書名《Her Story》向社會既定的價值觀進行反抗，History不再屬於男性，女性也

有權利擁有自己的歷史。《她的故事》有別於過去描寫女性的作品，既非杜撰出的小說，也捨棄

了嚴肅的專業論述。作者採用旅遊文學的筆法，將親身與各國女人接觸的經歷書寫下，配合故事

性強烈的照片，企圖營造出一個更真實也更貼近讀者的世界。

書中十二個代表國家分別是印度、俄羅斯、埃及、法國、塞內加爾、韓國、台灣、西西里島、荷

蘭、泰國、以色列及新加坡。除去亞洲與歐洲國家，許多地區對讀者而言是遙不可及的，對當地

女性的想像也只能停留在既定的印象或是電影、文學的描寫。作者彭怡平具有電影與歷史學系的

背景，幾乎每篇文章她都用當地的電影作為開頭，如印度之於寶來塢電影、法國之於侯麥的電影

、韓國之於《我的野蠻女友》等等，點出大眾對於其女性的既有認知，隨後才用自身的經歷和電

影中交叉比對，探討其中的異同。

世界正在快速的改變，電視電影中的安穩夢幻的世界不能再適用於全部的女人。彭怡平說：「對

現代的女性而言，女性不再是唯一的人生選擇，這也意謂著，女性人生多元化與不確定、她們必

須面對因不確定所帶來的危險與不安，以及承擔自己的責任。」對先進國家而言，女性教育程度

雖高，社會對女性既有的價值觀卻沒有改變，導致女性在追求獨立生活時遇到更大的障礙。

 

各國女性弱勢面貌各國女性弱勢面貌 細膩呈現細膩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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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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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蘭創立妓女資訊中心的瑪麗斯卡。攝影/

彭怡平

印度貧困母子。               攝影/彭怡平

以荷蘭為例，荷蘭的女性普便具有極高的教育水準，但是她們
在結婚生子後卻紛紛辭職走入家庭，成為賢妻良母。原因除了
社會大眾仍然認為女性具有大部分的家庭責任外，托兒所的缺
乏、伴侶的不體諒，也都造成許多荷蘭女性選擇單身或是離婚
。相較於荷蘭隱藏在社會價值觀下的女性弱勢問題，塞內加爾
的雖然在各層面都有女性組織，並且擁有女性行政官員，但是
這樣的觀念並無法延續到社會基層。宗教、文化傳統的束縛，
讓塞國的女性在走入家庭後，終究必須為家庭而活，甚至還有
部落保存割禮的傳統。如此明顯的不平等問題，就連擁有經濟
自主的塞國女性也必須屈服於社會傳統之下。

不論是開放的社會還是封閉的小國家，家庭中「母親」的身分

似乎永遠是女性追求獨立的絆腳石，也是各國共同的男女平等

問題。除了家庭問題外，各國都有各自造成女性弱勢的社會文

化，也許是顯而易見的歧視、宗教上對女性的規定或是各地既

有的傳統習俗，如印度焚燒寡婦的「莎迪」；此外也有深植於

每個人腦海中、難以改變的傳統觀念或是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

，如西西里島上不得不以家庭為重心的義大利女人、對婚姻異常重視的俄羅斯女人等。

種種的社會束縛都影響了女性的生活與未來，但是彭怡平表示，對於有叛逆精神與獨立思考的女

性而言，社會的制約會激發她們的潛能。書中所講述的故事也許內容悲慘或是無奈，但照片中每

個女人的眼神都是閃閃發光、充滿生命力。不論是包裹全身的貝都因婦女、荷蘭紅燈區的妓女或

是受到塞內加爾父權宰制的少婦等，她們都用盡全力在生活。彭怡平說：「這些女性的追求是正

面的，我只是透過鏡頭很誠實地表現出她們內在的力量。」當攝影師以正面的態度去觀看、拍攝

女性時，呈現出的作品便展現了女性的另一種力量。不再是卑微、悽楚的，而是在困境下勇敢面

對的堅強性格。

提到台灣女性，彭怡平認為台灣女性懂得要求與享有，卻不懂得何謂獨立與分享；

面對不安與危險的智慧和責任的承擔，台灣女性明顯不足。智慧與責
任感的缺乏也許可以代表台灣社會某部份的年輕女性，但是並無法代
表整個台灣女性群體。本書對於台灣女性的部份描述不多，反而將觸
角延伸至原住民的議題上。僅用台南、司馬庫斯、內灣、蘭嶼四地的
女人故事將台灣女性的特質勾勒出一個模糊的輪廓。必須透過和其他
國家女性的比較，這些特質才能更加鮮明。

 

藉文字與影像藉文字與影像 期盼打破女性困境期盼打破女性困境

大多數的國家對於女性的傳統刻化，都是柔弱而次於男性的。本書透

過作者實地走訪各個國家，扭轉了社會對於女性的刻版印象。但是世

界之大，少數幾位作者親身接觸的女性並無法代表整個國家的女人，

而女性問題的複雜與各個社會的不同制度也極難透過薄薄的一本書完

整講述。作者不在女性議題上大作文章，反而將一個個故事作為開頭，引出其他社會上更多除了

性別之外的不平等問題，顯示出各個社會問題之間的關連性。

許多女人的故事並沒有說完，但是她們留下的影像與短短的故事卻是樸實而動人。作者利用十年

的時間走訪各地，認識世界各地的女人，只是希望透過她們講述一種精神與生命力，並幫助讀者

擺脫沒有經過反覆檢驗與思索的觀念，開闊他們的視野。十年後的今天，彭怡平認為社會的改變

並沒有想像中大，女人的處境仍然遭受到許多困境，極需女性自覺並為自己努力。也許社會對女

性的限制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但是女性並不卑微也不柔弱，端看大眾是否可以拋棄過去的成見

，以正面的眼光凝視她們的身影，閱讀她們的故事。

 

彭怡平的《她的故事》彭怡平的《她的故事》Her Story的攝影作品解說的攝影作品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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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bout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ontact/1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她的故事HerStory》
	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
	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
	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