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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作者為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長）　　有時候，
我會知道我的身邊有兩個世界：一個是衣食無憂，一路平順；另一個是勞碌奔波，翻轉困難。
兩個世界的人，有時會互相流動，有些交集，但是有些卻會互相看不到，就像兩條平行線。
　　女人的幸與不幸　　在婦女議題上，尤其明顯。
有些女人會認為，男女沒有不平等！
女性沒有遭受歧視，身邊的人都疼她；那些處境不順的人，是因為命不好，自甘墮落，不夠優秀。
　　並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有女性意識，有人在不平等的環境待久了，就會習慣了。
　　這可能就是一種「性別盲」吧！
　　還好的是，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已經打開「性別的眼睛」，看到男女的不公平對待，甚至是歧視！
出生時是女嬰，就不被好好疼惜，甚至被墮掉了。
女性不需要被栽培受教育。
女性被毆打，是女性該打。
女性可以被賣作養女。
女性要承擔所有家務。
女性沒有自由，受父兄管教。
女性沒有婚姻自主。
女性要傳宗接代。
女人不能不守婦道，而婦道是由男人制定的。
　　現代的台灣人，可能覺得不可思議。
其實，那個世界離我們不遠，在我們身邊的媽媽和阿嬤，可能就是受到委屈的人。
她們常說：「我就是欠栽培！
」她們覺得，現代女性的處境，已經好很多了。
但是現代的女性有現代的難處，物價不斷攀高，賺的錢卻無法養活自己。
女性工資較低。
小孩沒人帶，又請不起保母，只好離職。
工作壓力大，蠟燭兩頭燒。
　　透過婦女團體不斷要求呼籲，台灣才走到現在這樣的發展，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需要持續關注
。
因為看到了女性的弱勢情形，就希望受壓迫的女性能站出來，為自己努力，也希望有能力的女性，能
伸出手，拉別人一把！
　　第三個世界在煎熬　　在國際上還有很多國家，女人更受到歧視，被販運去賣淫，無法逃跑，甚
至受毒品控制。
如果家族間產生糾紛，就強暴對手的女兒，以羞辱對手。
戰爭時，讓女人出外取水，遭到敵軍強暴，已是正常現象。
這是非常殘酷的事實！
　　透過《她們，和她們的希望故事》這本書，我們看到另一個世界的女人受到怎樣的對待。
故事一個接一個，場景一國換一國，比較起來，那是女性嚴重遭受歧視的血淚。
　　絕大部分的女性，翻身是困難的。
但是在貧瘠的土地上，我們又看到幾個發芽開花的例子，努力掙脫社會的桎梏，長出自己的樣子。
她們還繼續奮鬥不懈，發出光芒！
國際間互相連結，將一個個努力連結在一起，互相激勵，讓人看到希望。
　　女人不應天生受到歧視，有問題的是那沒有平等意識的社會，以及在體制羽翼下獲得既得利益的
人，他們不願放手，希望繼續奴役女人，壓榨女人。
　　要使女人站起來，就要讓女人有機會受教育，這是非常重要的！
蓋學校，鼓勵家長讓女兒上學，賦予女人更大的視野，讓她們在沙漠中看出一條路，可以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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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她一條魚，不如教她釣魚。
女人有了能力，她不會只顧自己，她會幫助她能幫助的人。
　　婦女議題轉到性別議題　　婦女議題全球化──在一九七五年，聯合國召開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
，讓女性可以公開討論自己的議題，提出婦女十年，以保障女性，消除歧視。
一九七九年，制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一九九五年，在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以要求各國
在制訂政策及方案時，要先統計、分析，才能正確制定及編列預算，並且要做性別影響評估。
對制定和執行政策的人都要有性別意識培力，在各級教育學習的機制裡，也要放入性別平等教育。
　　女性占世界人口的一半，要撐起半邊天，就不要讓女人弱化。
將性別議題取代婦女議題。
婦女問題是社會結構問題，改變社會結構，才能使任一性別，都能平等享有更多的自主選擇和自由，
才能達到人類發展的真正目的。
　　在本書裡，提供很多正向的思考和行動，只要願意，不論男女，每個人都可以開始著手做些事。
幫助女人，不見得代表忽略男性。
性別真正的平等，會是彼此關係舒服。
　　委屈不能求全，委屈也不能持久，那會造成憂鬱，甚至崩潰。
放下歧視，接納平等，張開性別的眼睛，看看這個世界，哪裡還需要幫助，給一段鼓勵的話語，贊助
推動性別平等的團體，讓大家多一分力量，能做多一分工作，也會幫世界減少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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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這些女性，雖然沒有能力選擇自己的命運，但她們將絕望化為力量，勇敢為爭取生命的尊嚴而奮
鬥，是一則又一則女性覺醒的生命故事。
　　普立茲獎得主紀思道和伍潔芳，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因擔任《紐約時報》駐北京特派員而目
睹了天安門事件，首次深受人權議題所震撼；翌年又發現中國每週的女嬰死亡人數等同於天安門事件
的死亡人數。
這讓他們深自思考：新聞報導的取向是否偏頗了？
因此他們將鏡頭從外交政治事務轉向披露全球人權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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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紀思道 ＆ 伍潔芳（Nicholas D. Kristof &amp; Sheryl Wudunn）　　紀思道與伍潔芳是第一對共同獲
得普立茲新聞獎的伉儷；他們在擔任《紐約時報》駐北京特派員時因報導中國情況而榮獲普立茲獎。
紀思道先生又因為《紐約時報》的特寫專欄而再度榮獲普立茲獎。
他也擔任過香港、北京和東京的分社社長，以及副主編。
伍潔芳女士在《紐約時報》擔任商業版編輯，也是駐東京與北京的駐外記者。
他們現居紐約市附近。
　　吳茵茵　　台大外文系學士， 師大翻譯研究所碩士。
熱愛英語教學與翻譯，曾擔任英國丹津跋磨比丘尼等善知識之口譯。
譯有《馭風男孩》、《熊偵探的黑名單》、《黑暗中的輕輕一吻》、《當和尚遇到鑽石2》、《作為
上師的妻子》、《必需品專賣店》（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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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女孩效應　　要是沒有女人，有多少男人會是今日的模樣？
少之又少，先生，少之又少啊！
　　－－馬克．吐溫　　絲瑞．拉思是名散發自信的柬埔寨少女，她烏溜溜的秀髮從淡褐色的圓潤臉
龐滑落下來。
處於人山人海街市當中的她，站在一台手推車旁邊，平靜、超然地訴說自己的故事。
　　她經常把黑眼珠前方的頭髮撥開，這也許是不自覺的緊張動作，是唯一透露焦慮或創傷的訊息。
然後她把手放下，口中娓娓道出她的漫長旅程，修長的手指在空中比畫揮動，呈現不協調的優雅。
　　拉思個子嬌小、骨架纖細，活潑美麗、善良愉悅，她不起眼的瘦弱身材，跟她鮮明外向的個性有
著天壤之別。
當天空驟然下起一陣熱帶大雨，把我們淋得全身濕透，她只是開懷大笑，急忙把我們帶到一個鐵皮屋
下躲雨。
　　大雨在上方叮咚作響之際，她愉快地繼續述說自己的故事。
然而對於一位柬埔寨的鄉村少女而言，拉思迷人的外貌與討喜的個性是惹禍上身的天賜禮物，而她信
任他人的天性與樂觀的自信，又加重了幾許危險性。
　　拉思十五歲時，家裡缺錢，於是她決定到泰國當洗碗工兩個月，幫忙負擔家計。
父母擔心她的安危，但是拉思安排與四位朋友同行，她們也將在同一家泰式餐廳工作，於是父母放了
心。
　　人力仲介把她們帶入泰國內地，然後交給流氓幫派，幫派又把她們帶到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
拉思初次瞥見吉隆坡乾淨寬闊的大道與閃閃發亮的高樓大廈，包括當時世界最高的雙子星大樓，不禁
嘆為觀止，覺得這個地方親切宜人、安全無虞。
　　然而，歹徒把拉思和另外兩名女孩關進一間卡拉OK酒吧，那其實是一家妓院。
大夥兒稱一名將近四十歲的流氓為「老大」，他接管這些女孩，表示他付了錢把她們買下來，現在她
們得把這筆錢還清：「妳們非得給我好好努力賺錢不可，債還清了，我就把妳們送回家。
」他一再保證她們若是乖乖合作，最後就會被釋放。
　　拉思明白自己落入什麼下場之後，晴天霹靂。
老大把她鎖進一個房間，裡面的客人逼她性交，她打死不從，令客人大為火光。
「於是老大發飆，甩我耳光，兩手交替著打。
」她回憶道，口氣透著無可奈何的認命態度。
「我臉上的傷痕過了兩個禮拜才好。
」然後老大和其他幫派份子輪番強暴她，用拳頭揍她。
　　「妳要是不乖乖服務客人，」老大一邊揍她一邊說：「我們就把妳揍死，妳想這樣嗎？
」於是拉思不再反抗，只是嗚咽啜泣，拒絕主動合作。
老大強迫她吞下一顆藥丸，幫派份子稱為「快樂丸」或「搖頭丸」。
　　她不太清楚那是什麼，但是快樂丸讓她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不住搖頭晃腦，讓她昏昏欲睡、幸福快
樂、任人擺佈。
藥效過了之後，拉思又開始傷心流淚，而且不夠乖巧聽話，因為他們要她對所有客人發出燦爛的笑容
，但是她做不到，於是老大說不再把時間浪費在她身上──她要嘛就乖乖聽話，否則就把她幹掉。
拉思只好讓步。
　　所有女孩全年無休地被迫在妓院工作，一天工作長達十五小時。
她們平時不准穿衣服，這樣比較不容易逃跑，或是把小費或錢財藏在身上，她們也不准要求客人使用
保險套。
她們被打得悽慘，直到學會看到客人時保持面帶笑容、佯裝開心，因為男人看到紅著眼睛、形容枯槁
的女孩，可不會付那麼多錢跟她們上床。
這些女孩從來不准上街，工作也從來沒拿到一分錢。
　　「他們只給我們食物吃，但是給的不多，因為客人不喜歡胖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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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思說。
女孩們在監督之下，由巴士往返載送於妓院與公寓之間，她們有十幾個住在那棟公寓的第十層樓，大
門由外頭反鎖。
　　有一天晚上，幾個女孩到陽台上，把一條五英寸寬的長木板從曬衣服的掛物架上撬鬆，然後架往
距離十二英尺遠的隔壁棟陽台上。
木板晃動得十分厲害，但是拉思絕望至極，打算孤注一擲，於是跨坐在木板上，一吋一吋地往前挪動
。
　　「我們有四個人這麼做，」她說：「其他人怕得不敢嘗試，因為木板真的晃得厲害。
我也很害怕，不敢往下看，但是留在那裡我更害怕。
我們覺得就算摔下去死掉，也比留在那裡好。
反正留下來，最後也是死路一條。
」　　到了隔壁棟陽台時，女孩們大聲敲擊窗戶，吵醒了一臉吃驚的住戶。
她們不會說馬來語，因此不太能跟他溝通，但是住戶讓她們進入公寓，然後從前門出去。
女孩們搭乘電梯下樓，在寂靜的街道上四處遊走，直到找到警察局進去求救。
　　警察先是想把她們趕走，後來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她們。
拉思在馬來西亞嚴峻的反移民法之下坐牢一年，接著，她照理會遭到遣返回國。
馬來西亞警察把她載到泰國邊界時，她以為警察是護送她回家，結果卻是再度賣給人口販子，人口販
子又把她賣給一家泰國妓院。
　　拉思所歷經的這段波折，讓我們瞥見世界許多地方的婦女所慣常遭受的殘暴對待，這樣的暴行慢
慢受到矚目，公認是本世紀最主要的人權問題之一。
　　然而，這項議題所牽涉到的問題，幾乎還沒有出現在全球議程裡。
的確，我們在一九八○年代開始報導國際事務時，無法想像有一天會撰寫這本書。
我們當時深信，會讓人眉頭深鎖的外交政策問題應該是崇高複雜的，比如禁止核武擴散。
　　在當時，很難想像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會憂慮於孕產婦死亡率或
女性外陰殘割問題。
當時，對於婦女的迫害是邊緣議題，是那種女童軍認為值得而去募款的目標。
我們寧可探討深奧難懂的「嚴肅問題」。
　　因此，這本書是我們兩人一起擔任《紐約時報》記者時，自身覺醒之旅的產物，而該旅程的第一
個里程碑位於中國。
潔芳是生長於紐約市的華裔美國人，思道是在美國奧勒崗州岩希爾鎮附近一座綿羊與櫻桃農場長大的
俄勒岡州人。
　　我們結婚後搬到中國，七個月後竟然站在天安門廣場邊緣，目睹中國人民解放軍向爭取民主的抗
議示威者發射自動武器，這次的大屠殺奪走了四百到八百人的性命，震驚了全世界。
那是當年最為重大的人權事件，似乎是所能想像中最為震撼的人權侵犯。
　　隔年，我們發現了一項人口統計學研究，雖不起眼但相當嚴謹，概述了某個人權違反情況，奪走
的性命比天安門事件多出幾十萬人。
這則研究發現中國每年有三萬九千名女嬰夭折，因為父母給予女嬰的醫療照護與關照，遠不及男嬰所
得到的──而這只是生命第一年的情況。
　　中國計畫生育協會的政府官員李宏規如此解釋：「如果男嬰生病，父母可能會立刻把他帶去醫院
，但如果是女嬰生病，父母可能會說：『這個嘛，看她明天會不會好一點。
』」這些女嬰原本可以救活，結果現在每週的女嬰死亡人數，等同於天安門事件的抗議者死亡人數。
那些中國女嬰從來沒有站上新聞的任何篇幅。
我們開始思考主要報導取向是否偏頗。
　　類似的情況也在其他國家浮現，尤其是南非和伊斯蘭教世界。
在印度，因為嫁妝不夠而處罰媳婦或是為了讓男人再娶而殺滅妻子的「火燒新娘」，大約是每兩個小
時發生一起，但是這種消息很少成為新聞。
　　在巴基斯坦的姊妹城伊斯蘭馬巴德與拉瓦爾品第，光是過去九年來，就有五千名婦女因為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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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抗不從，而被家人或姻親浸入煤油後點火焚燒－－或者被硫酸燒灼，後者這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
情況也許還更悲慘。
要是巴基斯坦或印度政府以這種速率把婦女活活燒死，可以想像抗議之聲會有多麼強烈。
然而政府沒有直接牽涉，人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一位重要的異議份子在中國遭逮捕時，我們會寫一篇頭版新聞；而十萬名女孩常態性地遭到綁
架及非法賣到妓院，我們甚至不認為這是新聞。
　　部分原因在於，我們記者往往擅於報導特定日子發生的事件，卻疏於報導每日常態性發生的事情
──比如婦女每日遭受的殘暴對待。
疏忽這個主題並不是只有我們記者，美國對外援助中，特別針對婦女的不到百分之一。
　　充滿熱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發展一套性別不平等的評估方法，深切地
提醒我們性別不平等所包含的風險。
「超過一億名婦女失蹤。
」沈恩在一九九○年刊載於《紐約書評》的一篇經典之作中如此寫道，開創了一片嶄新的研究領域。
　　沈恩表示，在正常情況下，女性的壽命比男性還長，因此，世界許多地方通常女性人數多於男性
。
就連在貧窮地區，比如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許多地方，女性也比男性還多。
然而在極為重男輕女的地區，婦女從人間蒸發了。
　　就中國的總人口數來看，每一百名女性相對於一百○七名男性（而新生兒的男女比例差距更大）
；印度也是相對於一百○七名男性，巴基斯坦則是一百一十一名男性。
這跟生物學無關，的確，在印度西南方的喀拉拉邦，女性的教育機會與平等程度居印度之冠，其女性
多於男性，就跟美國相同。
　　沈恩教授發現，上述人口性別比例的含意，即今日全球有一億零七百萬的女性行蹤不明。
後續研究所計算的「失蹤女性」人數稍有不同，介於六千萬到一億零一百萬之間。
每一年，全球至少又有兩百萬名女孩因為性別歧視而消失。
　　西方國家有其性別問題，但在富裕國家，性別歧視老是跟薪資不平等、體育隊伍資金不足，或是
上司不令人喜歡的碰觸有關；而在世界許多地方，性別歧視卻是致命的。
　　比如在印度，母親帶著女兒去接種疫苗的比例少於兒子－－光是這一點，就要為印度五分之一的
失蹤女性負責。
研究發現，一般而言，女孩的病情唯有嚴重於送去醫院的男孩時，才會被帶入醫院。
　　整體而言，印度一至五歲的女孩跟同年紀的男孩相比，其死亡的可能性多了百分之五十；最保守
的估計是，每四分鐘就有一名印度小女孩死於性別歧視。
　　一位身材魁梧、留著一臉落腮鬍的阿富汗人希丹夏曾經跟我們表示：他的妻兒都生了病，他要妻
兒都存活下來，但是孰輕孰重相當清楚：兒子是必不可少的珍寶，而妻子是可以取代的，於是他只為
兒子買藥。
「她總是大小病不斷，」他冷冷地評論自己的妻子，「所以幫她買藥不值得。
」　　現代化及科技發達，有可能加重這樣的歧視。
從一九九○年代開始，超音波儀器普及醫院，讓孕婦能夠知道胎兒的性別──如果發現是女的，則會
墮胎。
在中國福建省，一名農夫談到超音波時相當激動，咆哮著說：「這樣我們就再也不用生女兒了！
」　　中國和印度為了防止性別選擇性墮胎，現在禁止醫生及超音波技術人員告知孕婦胎兒的性別，
然而這個解決辦法並不完善。
研究顯示，當父母被禁止選擇性地把女胎墮掉時，就有更多的女兒在嬰兒時期夭折。
　　母親不會刻意殺死不得不產下的女嬰，但是在照顧方面卻馬虎草率。
伯朗大學的發展經濟學家錢楠筠（Nancy Qian）量化了以下令人心痛的折衷之道：平均而言，允許選
擇性墮胎一百名女胎，就能避免十五名女嬰夭折。
　　女孩虐待事件的全球統計數字高得令人麻木。
看來，過去五十年來遭到殺害的女孩，比死於二十世紀所有戰鬥的男性還多；正因為她們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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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十年當中，在常態性的「性別屠殺」中喪命的女孩人數，遠多於二十世紀所有大屠殺中慘遭
殺害的人數。
　　十九世紀，主要的道德挑戰是奴役制度；二十世紀，則是對於極權主義的抗爭。
我們相信在邁入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道德挑戰，將會是全球對於性別平等的奮力追求。
　　拉思再度被賣到泰國妓院後，妓院老闆並沒有毆打她，也沒有時時監控她，因此兩個月之後，她
逃了出去，憑自己的力量回到柬埔寨。
　　拉思回到祖國後遇到一位社工人員，而接觸到幫助遭非法販賣女孩重建新生命的救援團體，亦即
「美國柬埔寨援助機構」。
他們撥出捐贈基金裡的四百美元，買了一個小推車和些許商品為起步，讓拉思開始成為街頭小販。
　　在波貝（Poipet）這個邊界小鎮，拉思在泰國及柬埔寨海關之間的露天場地找到一塊好地方，跨
越泰國及柬埔寨邊界的旅客都會走過這片跟足球場大小相當的長條地帶，兩邊沿途都是販賣飲料、點
心和紀念品的小販。
　　拉思在小推車裡擺上琳瑯滿目的商品，包括襯衫和帽子、訂製珠寶、筆記本、筆及小玩具。
現在，她甜美的長相及外向的個性開始發揮作用，把她轉變為銷售力一流的售貨員。
　　她努力攢錢，投資購買新貨品，生意變得興榮旺盛，有辦法贍養父母及兩個妹妹。
她結婚了，育有一兒，也開始為他準備教育經費。
　　拉思的最終勝利，提醒我們女孩要是得到機會，不管是接受教育或是微型貸款，她們就不只是廉
價裝飾或奴隸；她們之中有許多人是能夠經營事業的。
　　請今天就去跟拉思聊聊天（在你買了那頂帽子之後），你會發現她散發自信，因為她賺取可觀的
收入，能夠為她的妹妹和小兒子提供更好的未來。
本書的許多故事叫人看得心痛，但是以下這個真理請銘記在心：女人不是禍水，而是解決之道。
女孩的苦境不再是悲劇，而是契機。
　　這就是我們拜訪潔芳祖先的村莊時所記取的教訓。
那座村莊位於中國南方，在稻田之間、泥路的盡頭。
多年來我們定期踩著廣東台山地區的泥土小徑前往順水村，這是潔芳父系祖父生長的村子。
傳統上，中國是較為壓抑及扼殺女性的地方之一，我們可以在潔芳的家族歷史中看到這種情況的跡象
。
　　的確，我們在第一次拜訪時，不經意發現了一個家族祕密：原來潔芳還有一位長久失聯的繼祖母
。
潔芳的祖父帶著這位第一任妻子前往美國，但是所生的孩子都是女兒，於是祖父休了她，把她帶回順
水村，另在當地娶了一名更年輕的第二任妻子，再帶她前往美國。
年輕這位就是潔芳的祖母，她不負眾望生下一名兒子──潔芳的父親，於是前妻及幾個女兒就從家族
記憶中抹去。
　　我們每一次探索順水村和周遭的村落時，都有一件事情讓我們百思不解：年輕婦女都到哪裡去了
？
年輕男性不是在稻田間揮汗如雨地辛勤耕種，就是在樹蔭下懶洋洋地幫自己搧風，但是年輕婦女和女
孩卻幾乎不見蹤影。
　　當時，廣東省是中國經濟爆發的中心，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各處成立，我們踏進這些工廠時，終於
見到她們的芳蹤。
這些工廠生產的鞋子、玩具和襯衫充斥美國購物商城，帶來的經濟成長率可以說是史上前所未見──
也締造了反貧窮計畫中最有效的紀錄。
　　這些工廠彷彿是雌蜂群聚的嘈雜蜂窩；中國沿海地區的工廠中，組裝生廠線上的員工有八成是女
性，而在東亞的製造業生產線，女性至少占七成。
亞洲的經濟爆發，主要是大幅賦予女性經濟權的自然結果。
　　「她們手指較小，比較適合縫紉。
」一家女用手提包工廠的經理對我們解釋。
「她們乖巧順從，工作比男人還認真努力，」一家玩具工廠的老闆表示：「而且我們可以付她們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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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資。
」　　婦女的確是該地區發展策略的關鍵。
詳細研究東亞蓬勃發展的經濟學家注意到一個普遍的模式，這些年輕女性以前對於國民生產總值的貢
獻微不足道，現在國家把她們注入正式經濟，大幅提升勞動力。
　　基本的處方就是緩和壓制，不只讓男孩接受教育，也讓教育普及於女孩，並且讓女性有搬遷到城
市及在工廠工作的自由，然後因為晚婚和減少生育而受益於「人口紅利時期」。
　　同時，婦女還會資助晚輩親人的教育，把薪資的一部分用來儲蓄而提升國民儲蓄率。
這樣的模式稱為「女孩效應」。
由於女性染色體的XX組成，這也稱為「雙X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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