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女性旅人的媒體再現與性別意涵
（1980–2000）

姜穎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181–215

研究論文

摘要

「旅行」所帶來的之抽離與破例，被視為具有重要的性別意義。本

研究透過再現分析與深度訪談，建構一個1980、1990年代台灣女人與

旅行的論述圖像。台灣自1978年起開放出國觀光，1980年代後，「名

女人」成為言說台灣女性旅遊經驗的重要代言人。海外旅遊之「心靈成

長」、「知性」與「國族主義」意義，在大眾媒體再現過程中持續被生產與

構連。同時，海外自助旅行風氣成形，女性為自助旅行的主要行動者

在1980年代初期已經確立，並被視為是女性衝破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的

賦權行動，但異國空間仍被再現為危險的公共空間。1990年代後，媒

體再現出知性、都會、高學歷、冒險犯難的女旅人形象，海外自助旅

行已成為此時中產階級台灣女性重要的成就感符號，女旅人被一般女

性視為重要的典範與啟示來源。然而，傳統性別二元論述依舊存在，

熱衷於旅遊的女旅人仍是「另類女人」。1990開始，旅遊書寫變得普

及，為2000年代後網際網路時代的眾聲喧嘩奠基。

關鍵詞：性別與休閒、性別的空間、休閒社會學、旅行

姜穎，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運動社會學、運動
與性別、文化研究。電郵：ying.chiang1982@gmail.com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Ying CHI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sociology of 
sport, sport and gender, cultural studie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1 (2017), 181–215

Research Article

Taiwanese Women and Travel: 
Media Representations, Practices, and Identitie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Ying CHIANG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hanges in media discourses of gender and 

tourism in Taiwanese societ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link between gendered power and tourism by exploring the 

representations of female travelers in mass media, tourist guidebooks, and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female travelers. In the 1980s, female travelers in Taiwan 

were represented as passive tourists with fragile bodies. As a female space, 

travel was portrayed as risky and fraught with sexual temptation. However, the 

discourse has changed. For female travelers, the space of tourism has become a 

source of knowledge, enjoyment, and confidence. Women relate their own 

experiences of travel. The heteroglossia of Taiwanese women’s travel discourses 

constitutes a terrain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medial discourses of gender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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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從19世紀開始，主要在西方社會中，休閒時間被創造出來，旅行

作為一種休閒形式也得以開展。然而，在父權制度之下，差異的性別

角色建構、性別論述與公、私領域內所產製的傳統性別分工，男、女

之間的休閒參與和休閒 / 旅行形式產生差異的發展，男性總是休閒的

行動者與敘事者。Karla A. Henderson（劉耳、季斌、馬嵐，1996：32）

即認為，長久以來，女性在休閒研究中通常被忽略掉，「一部人類休閒

史，僅是男性的休閒史」。
1980年代尾聲，西方學界出現了「休閒差距」論述，主張因家戶中

傳統性別分工，女性休閒參與存在著不平等（Hochschild & Machung, 

1989）。在這個階段，休閒地景（leisure landscapes）或旅行（tourism）等

性別化的休閒空間討論尚未出現，直到1990年代新文化地理學（the 

new cultural geography）的出現才得以開展。在諸多休閒實踐中，「旅行」

所帶來的（自日常生活）之抽離與破例，被視為具有重要的性別意義。
John Urry（1990；Jordan & Aitchison, 2008）認為，「旅行」的概念來自

於日常生活（正常）和破例（非平常）二分法。談到假期（旅行），就假 

設個體的肉體和心靈都從家庭周遭環境和日常的社會規範中抽離

（Thomas, 2005；Jordan & Aitchison, 2008）。這使得論述旅行在休閒場

域中具有格外重要的性別意義。其中，「出國」旅行展現出更大的「跨

界」意義，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中生成差異的性別實踐與認同內涵。

因此，建構差異的、性別的、歷史的女性旅遊論述在當代休閒研

究的場域中將具有重要的性別政治意涵。除此之外，對於繼受西方現

代性非西方社會（如台灣）而言，建構一個「女遊歷史」也有著脈絡化的

在地性意義。本文亟欲探究的便是台灣女人「出國旅遊」的歷史圖像，

揭示這個過程中的性別權力論述、實踐與認同，而此研究目的將透過

媒體再現之分析達至。

若檢視台灣的相關統計，主管單位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的歷年統

計資料查詢系統中寫明「歷年統計資料最早可溯及民國四十五年開

始」，但早期的統計對象主要是針對來台的華僑及外籍人士，因此「統

計資料各項目的起始年度也不盡相同」。儘管台灣自197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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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開放出國觀光，但台灣人出國的「性別」相關統計直到1994年交通部

觀光局才開始建置，換言之，台灣女人的旅遊經驗直到1990年代才開

始受到官方的重視。除此之外，量化數字或許能約略描繪出台灣女人

的旅遊經驗變遷圖像，但「女人的旅行，旅行的女人」在台灣社會的不

同階段是如何被詮釋、想像和期待的，反映何種性別意涵？此外，女

性並非同質，不同時期、不同處境的台灣女人有著何種旅行的經驗？

這些問題必須透過歷時性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才得以建構，這也是本研

究所持之休閒社會學立場的關懷與研究目的。下面的論述，將進一步

釐清、探究台灣的休閒 / 旅行歷史與性別論述，並導引出本研究之研

究問題與立論的理論基礎。

文獻回顧：台灣女人與旅行論述

台灣休閒社會的萌芽：旅行初體驗與「被觀光」台灣女人

檢視「休閒」在台灣生成的社會與文化脈絡，其無疑是近代工業化

後的產物並且和西方現代性息息相關（Tsai, 2006；蘇碩斌，2011）。
Chiung-Tzu Tsai（2006）認為，基於儒家文化中「業精於勤荒於嬉」的傳

統價值，「休閒」的概念在過去的台灣社會中並不存在，而是受到西方

文明的影響。根據蘇碩斌（2011：622）的研究，華人的社會視「休閒」

為一種生活型態，是中華民國創立後才出現的。中華民國初期萌芽的

休閒，在當時仍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則有著不同的發展進程。台灣

社會的西方現代性繼受自日本（蔡禎雄，1995；陳柔縉，2005；陳芳

明，2011），1920年代的台灣社會已經以熟悉星期制（七天一週）的循

環；1940年代前後，台灣的都市每年已經有近90天的休假日，當時台

灣學校內部的體育活動、休學旅行、登山、鐵路旅遊、海水浴場等，

為台灣休閒社會埋下根基（蘇碩斌，2011）。在此同時，休閒 / 運動隨

著女子學校教育 / 體育進入了台灣女人的生命（游鑑明，2000）。當

時，登山被認為是（少數）「新女性的行為」（林玫君，2006：289）是一

種文明的體驗且十分時髦。相較於作為休閒 / 觀光 / 旅行的行動者，日

本殖民時期的台灣女性，對於來自日本內地的觀光客而言，則是其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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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客凝視（tourist gaze）下的「她者」（蘇碩斌，2011）。

台灣女人的「被觀光」她者角色，在日本結束對台灣的殖民後並未

消失。1949年（民國38年）台灣社會內部的政治情勢劇烈轉變，台灣省

政府於2月10日公布〈台灣省准許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實施

入境管制。5月19日，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陳誠於5月19日頒佈了〈戒嚴

令〉，5月28日再公布〈台灣省出境軍公人員及旅客登記辦法〉並於6月
1日實施出境管制，出國變得極為困難。整個1940年代台灣的觀光政

策，都以反共抗俄、勤儉建國為前提，排遣苦悶與玩樂則是次要的（蘇

碩斌，2011）。因此，蘇碩斌（2011：634）形容這個階段的台灣觀光社

會是「對外開放但對內禁錮」，延續了日本殖民時期的「被觀光」形式。
1965年（民國54年）台灣由官方印製宣傳手冊分送駐越南美軍，招攬大

兵來台度假。1967年12月22日出刊的《時代雜誌》（Time）中之越戰士

兵耶誕休假專題，台灣的專頁是名21歲的美國海軍在北投由女郎陪浴

的畫面。此外，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的「台灣觀光大事紀」記載，1971年
9月當時的台灣觀光協會、亞太協會中華民國分會、中國電視公司及今

日公司共同舉辦選拔，選出楊海蒂等五位第一屆的「中華民國觀光小

姐」，隔年以「觀光使者」身份，分別赴美國、日本及東南亞各地訪問。

直到，1972年（民國61年）台灣省政府印發的《英文觀光指南》，仍再次

將前述的陪浴照片納為宣傳照（蘇碩斌，2011：635–636）。

整體而言，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人作為受殖者自然難以享受出國 / 

旅行作為觀光休閒的權力；日本殖民結束後，內外交迫的中華民國政

權更無法給予當時多數的台灣人自由出國的移動權力，然而，在這些

歷史場景中，基於統治的需要，台灣一直是「被觀光」的客位休閒空

間，而台灣女人則無疑是這個空間裡被凝視、被觀光的「她者」。在
1979年觀光護照核發之前，僅有少數的女人能享有海外觀光甚至言 

說海外觀光的權力。這是許多非西方社會在觀光發展前期甚至當前的

處境，本研究試圖建構女人旅遊角色由「被觀光者」轉向「觀光者」的歷

史階段，去探究性別權力關係的轉換與拉扯，不僅存有台灣在地性論

述建立的目的，亦具有旅遊 / 觀光乃至休閒研究論述去中心化的政治

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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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人的旅行、旅行的台灣女人

台灣的出境觀光（outbound tour），直至1960（民國50）年代仍尚未

開放。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儘管政府尚未發放觀光護照，但

已有許多民眾以洽公或商務的名義申請出國（蘇碩斌，2011）。1979（民

國68）年1月，第一本「觀光護照」正式核發，台灣的出國旅遊人口開始

逐年增加（陳室如，2002；何琬琦，2007）。

如前述，1990年代台灣女性的旅遊經驗才受到官方統計資料的紀

錄，在觀光與休閒的研究領域中，台灣女人的休閒 / 旅行經驗在2000

年代前後成為學術界不斷言說的主題，以方法論的立場去區分時可以

發現，仍以量化典範為主。研究主題包含探究女性休閒特性、休閒類

型與動機與阻礙因素（王天威，2004；張曉琪，2007；林瓊玉，2009；

梁月春，2009；黃志暉，2008）；女性休閒參與的阻礙因素的分析（王

天威，2004）。新移民女性、未婚女性、更年期女性的旅遊經驗與實踐

也曾受到量化研究的關注（劉佩佩，1998；黃淑珍，2000；薛茜容，
2006；闕菊慧，2007）。此類研究多半將所蒐集之女性旅行經驗進行分

類，然而，若未有脈絡化的訪談或經驗資料的蒐集分析，易同質化女

性的休閒 / 旅行經驗，無法建構差異、政治性的女性休閒 / 旅行論述。

在此脈絡下，質性典範的女性休閒 / 旅行論述透過不同研究進行

的深度訪談建立出來，並逐漸受到重視。程芬華（1999）勾勒離婚女性

的休閒經驗；曾煥玫（1999）、方淑儀（2005）、唐筱雯（2009）關注女性

自助旅行經驗及在旅行過程中的「性別逾越」實踐與詮釋；周君佩

（1998）探索特定休閒空間「三溫暖」內的性別與空間意涵；陳怡玲

（2007）則描繪新移民女性休閒的生命經驗。周雅鈴（1997）、蘇瑛敏

（1998）亦以空間為切入點，談女性旅行書寫與休閒空間的性別空間意

義。林倬立（2004）的研究，則探討「當旅行成為工作」，也就是女領隊

在旅行實踐中的空間流動經驗與轉變。
2000年，當時的《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第54期出現了以「旅行與

性別」的專題討論。楊芳枝（2000）描述了台灣社會對於男人與女人在

大眾媒體中差異的再現方式，男人被再現為「旅人」女人則是「遊客」，

反映出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林姬瑩（2000）則是記錄了自身以單車環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87

台灣女性旅人的媒體再現與性別意涵（1980–2000）

遊世界的旅行經驗。此外，林佑甄（2000）〈文學以外的旅遊〉一文則強

調學術界應跨 / 不分領域的關切有關「旅遊」的各面向議題。其中林佑

甄（2000：8）「思索文學以外的旅遊」的提問，這反映出從2000年開

始，台灣學術界燃燒著一股女性旅遊文學的研究浪潮，成為台灣女性

旅遊論述的主要生成場域。女性在旅行中的認知、詮釋與言說，透過

文學作品分析，彰顯出不同時期女遊意涵，成為許多研究者關注的焦

點（譚惠文，2007；黃恩慈，2006；許茹菁，2000；黃千芳，2003；李

雅情，2008；王寬蓉，2006；何琬琦，2007；應蕙芬，2007），也是台

灣女遊研究的主要類型。多數研究結論指出，女性在旅行中壓抑、宰

制與賦權並存，然而，旅行做為「出走」的象徵，仍然深具賦權可能

性。從這個階段開始，國內性別休閒 / 旅行研究的視角有著明顯「言說

轉向」的趨勢，亦即女性做為旅行中的主體，其詮釋與言說成為研究的

核心，旅行者所處的脈絡也受到重視。邱琡雯（2013）認為，台灣的女

遊研究主要出現在對於名作家、名女人的經典遊記與個人生命分析上。

我開「觀光社會學」這門課已經有五六年了，發現觀光與性別這

個議題中的女遊書寫受到很多學者的關注，但無論古今中外，研

究者大多是以特定少數的女作家或名女人之經典遊記作為探討對

象，並多從文學（而非社會學）的角度加以論述或定位。（邱琡雯，

2013：229）

她描述這類型的女遊研究主要以「高檔的女遊作品」為分析對象，

通常研究那些公認具代表性、有影響力、具文學價值、有穩定書寫風

格的女遊作品。此類研究，從研究者的背景到論述採取的立場多半是

文學而非社會學的。如黃恩慈（2007）乃是分析施叔青、鍾文音1990年

代的旅遊文學作品。許如菁（2000）則以1995年至2001年11本女遊文

學為文本。賴雅慧（2005）的研究則是由1949–2000年間台灣女作家的

旅行文學去分析女性的旅行與空間意義。其選定的作家及作品包含
1950至1970年代徐鍾珮、1960年代鍾梅音、1970年代三毛與1990年

代席慕容。其中賴雅慧（2005）的研究擴充了女遊與空間的討論，認為
1950年代至1990年代台灣重要女作家的女遊文學反映出不同的旅遊空

間想像與實踐方式，例如1950至1690年代集中西方國家至1970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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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為主的去中心、游牧式的旅遊空間意念與1980年代的返鄉文學。

這反映出台灣社會早期「女人出國旅遊」的罕有與特殊意義。賴雅慧認

為，1950–1960年代能旅行並寫作的女性皆有特殊身份。 許如菁

（2000：8）也曾提及「台灣早期從事旅行寫作的女性有一定特殊的身份

與位置」。因此，整個1950年代至1980、1990年代的台灣女遊論述主

要由文學觀點出發，描繪文學界菁英女性的女遊經驗。呼應林佑甄在
2000年提出「思索文學以外的旅遊」的提問，1980、1990這兩個台灣女

遊初興的時代裡，「文學以外」的女遊論述研究何在？女旅人又是誰

呢？儘管女性旅遊文學的研究者可能從個別女性作家的言說中建構這

時期女遊的圖像，但1980、1990年代台灣社會中「女人、旅行」時間性

的、休閒社會學論述仍可更進一步深化。

因此，本研究乃是透過「高檔女遊文學作品」以外，女性休閒 / 旅

行文本，如庶民的報章雜誌、電視節目，將歷史圖像置入，描繪出更

清晰的女性旅行論述的變遷。因此，本研究在歷史分期上將以1980、
1990年代兩個時期，探究「出國旅行的女人、女人的出國旅行」在台灣

社會發展的最初階段是如何被大眾媒體相互構連的，產製出何種再現

方式，還有「女作家」之外的台灣女人如何實踐之、認同之，以及這些

論述、實踐與認同的變遷圖像。

研究方法：建構在地的台灣海外旅遊性別論述

本研究採質性典範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式，探究1980

年代及1990年台灣女人旅行論述圖像。此方法論思維乃是受到英國運

動社會學者Alan Bairner（2012）及台灣運動社會學者陳子軒（2013）近

期提出「建構社會 / 集體記憶」的方法論創新（methodologically innovative）

概念啟發。置放在本研究的論述分析脈絡中，就是關注台灣社會中休

閒 / 旅行的空間和有關女人出國旅行的社會 / 集體記憶，乃是和特定歷

史、地理脈絡的情感與意識型態連結。換言之，當我們看待台灣女人

的旅遊歷史時，關注的範疇必須擴大，不僅那些被「寫定」的官方歷史

具有意義，新聞、女旅人、大眾文本的閱聽人的記憶、陳述與書寫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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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建構了特定歷史階段的女遊想像、實踐與認同，因而深具意義。

因此，本研究整理1980至2000年代間，有關「出國旅行」的各種類

型文本。平面新聞文本部分，本研究蒐集來自1978年至2001年期間台

灣社會主流平面媒體之132則女遊相關主題之報導文本，平面媒體包含

《聯合報》（1953年成立，1957年更名為《聯合報》，1959年時為台灣發

行量最大的報社）、《中國時報》（原《徵信新聞》，1968年更名為《中國

時報》）、《中央日報》（1928年創刊於中國之中國國民黨黨報，1949隨

國民黨政權來台，2006年實體報紙停刊）以及1978年2月18日創刊的

《民生報》，民生報之特性在於其被視為台灣最早的「吃喝玩樂報」，反

映出1980年代前後台灣觀光休閒風氣初興的時代氛圍。電子媒體部

分，則是透過1962年10月10日起創刊的台視《電視周刊》（台灣電視公

司於1962年10月10日正式開播，為台灣第一家無線電視台）以及1979

年12月30日起更名的《中視周刊》（台灣第二家無線電視台）等電視台

官方刊物去尋覓出國旅行在1980至2000年的台灣社會是如何在電子媒

體中被再現、被想像，女人在這段歷史中如何和出國旅行構連，她們

有著何種實踐與認同方式。此外，隨著開放出國旅行，各種旅遊刊

物、指南在這個階段如雨後春筍般出版，亦是本研究文本蒐集的來

源，耙梳這類旅遊刊物的論述，對於理解1980至2000年間台灣社會大

眾媒體中「出國旅行」以及「女人、旅行」的集體想像與詮釋至關緊要。

此外，本研究亦透過大眾媒體中重要的女性旅遊言說者或女旅人的生

命經驗來勾勒台灣女人的旅行詮釋、實踐與認同。本研究訪談1980年

代起即於台灣從事旅遊業之業者蔡進祥；1990年10月7日到2002年8

月30日共播出502集的旅遊節目《繞著地球跑》，節目主持人李秀媛及

外景主持人曲艾玲。這些受訪者的生命經驗是本研究建構論述的重要

基礎。藉其經驗勾勒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台灣社會中「女人、旅行」的

集體記憶與生命故事，探究性別意涵的流轉。整體而言，本研究透過

論述分析建構出國旅行在台灣開始發展的第一個歷史階段的性別言說

與意涵。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190

踏上旅途 / 女途：台灣1980、1990年代的 
台灣女性出國旅遊論述圖像

台灣人出國旅遊的濫觴：商務考察團

「出國旅行」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乃是近30年內，隨著政治局勢

與經濟狀態的改變，逐漸形成的休閒概念。透過訪談可以發現，儘管
1979年1月第一本「觀光」護照才予以核發，但台灣人在1970年代末期

已經存在「熱中出國旅行」的休閒意識。在訪談時，受訪者蔡進祥描述

一個「以商務考察團名義行觀光之實」的出國旅遊現狀是當時台灣社會

出入境限制下的產物。

我們出去不能叫旅行團，因為拿的護照是商務考察的護照，那時

候沒有觀光護照。出國目的是商務考察，以商務考察的名義出

國，不能用觀光兩個字，但是實際上是出去玩……其實大家都知

道，政府也知道……台灣早期就是東南亞考察團、歐洲考察團、

韓日考察團、商務考察，因為沒有觀光，就用商務考察，但大家

都知道那個就是做觀光的。（蔡進祥訪談，2015年5月20日，新 

北市）

在「以商務考察之名行觀光之實」的出國旅遊模式下，已經有許多

台灣人踏出國門進行觀光旅遊。當時旅遊業者亦以「商務考察團」為廣

告內容。在此脈絡下，出國旅遊在尚未正式開放海外觀光的台灣社

會，從事者必須克服繁瑣的手續，乃是屬於少數擁有較多經濟資本、

中年人的奢侈休閒實踐：

商務考察的年齡，應該最少都要45歲。如果是45歲以下的話呢，

可能是某一些富商的子女。那個時候幾乎都夫妻一起去，那個

時候沒有低年齡層次的，沒有那種所謂的兩女或是兩男的那種很

少，幾乎都是夫妻。如果（團）裡面有36個人絕對有18對夫妻，幾

乎那個時候大概百分之九十幾都是夫妻。（蔡進祥訪談，2015年5

月20日，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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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業者訪談可以發現，在海外觀光尚未開放的時代，台灣人的

海外旅行已經展開，出國旅行逐漸成為熱門的休閒實踐之一。但女性

的海外觀光旅遊仍然依附在「夫妻」的實踐組合中，某種程度仍延續
1950、1960年代由「隨夫出使、嫁作外國人婦」（賴雅慧，2005）的性別

配置之中。然而，在當時的大眾媒體再現的海外旅遊中，台灣女人已

經在這個初始階段變擔任起主持人的角色。依據台視出版的《電視周

刊》第924期，1977（民國66）年12月台視已有一個介紹世界風土人情

的節目「大銀幕」，在這個海外觀光尚未正式合法、開放的年代，海外

旅遊節目已經開始出現在台灣的大眾媒體中。當時節目主持人是女

性，名為方晴，顯示台灣早期旅遊節目在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

期，就是由女性擔任節目主持人。

以介紹世界各地風土人情為主的「大螢幕」，自從民國六十六年

十二月十日正式撥出第一集，到現在已有兩年多的歷史了。在這

期間製作單位曾陸續地到過非洲、歐洲、美國等地方去拍外景，

將這些異國地區的名勝古蹟以及特殊而具有代表性的風物，一一

呈現在螢光幕上。（電視週刊，1980，924：50–51）

1980年代：台灣人海外觀光風起雲湧

承前所述，台灣社會在1979（民國68）年1月，第一本「觀光護照」

正式核發，海外觀光無須再藉商務考察名義行之，台灣社會興起了海

外觀光的熱潮。

I. 國族主義、心靈成長：名女人的旅遊經驗媒體再現論述

早在台灣開放海外觀光前，台灣社會對於出國旅行的諸多想像來

自於旅遊文學。女作家三毛（本名陳平，出生於1943年3月26日）被視

為當時台灣社會重要的旅遊作家。1976年出版《撒哈拉的故事》一書紀

錄其在西屬撒哈拉沙漠的生活，掀起「三毛熱」。1981年《聯合報》贊助

三毛前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寫成《千山萬水走遍》一書。2011年為了

紀念三毛逝世二十週年，台灣皇冠文化集團舉行的三場紀念講座中「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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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三毛一起去旅行」就是其中一個主題。顯示台灣社會早在海外觀光開

放之前，就出現成熟的女性旅遊文學市場。女作家作為女旅人是當時

女性旅遊論述的重要來源。

除了女作家之外，女明星、女主播等大眾媒體上的「名女人」在旅

遊資源與資訊相對缺乏的時代，是台灣社會瞭解海外觀光的重要對

象。1979、1980年代的《電視周刊》出現許多名女人的旅遊經驗。而海

外旅遊見聞，亦是當時電視節目重要的內容。1980年5月11日晚上8

時，台視綜藝節目「百花宮」開播，主持人為張俐敏。該節目中就闢有

「海天遊踪」單元，由主持人赴海外錄製異國風光：

結束德國行後，張俐敏依依不捨回到祖國。她準備將所看到的

「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異國風光，提供大家與她共享。（常言，

1980：81）

除此之外，台灣社會第一位女性新聞主播周嘉川，亦於1979年出

版《歐美采風錄》一書（周嘉川，1979）。顯示台灣社會在海外觀光發展

之初，名女人的旅遊經驗即是媒體再現的重點。1984年，由國內報刊

影視記者票選，獲《電視周刊》「十大節目」選拔的聯播節目「天涯若比

鄰」被認為「拓展了國內觀眾的視野，也增廣了大家對世界各國風土文

物，及民俗等方面的見聞」，當時的節目主持人為陳月卿，前往世界各

地出外景，她也是女性（夢非，1984：66）。台灣在早期的旅遊節目製

作上，就出現以女性為主持人，帶領觀眾瀏覽海外風光的特色。進一

步析論文本，在當時的政治社會氛圍中，大眾媒體再現女性海外觀光

的經驗時常帶有濃厚的國族主義色彩。儘管休閒育樂風氣隨著經濟發

展蓬勃，但政治氛圍上因尚未解嚴（台灣1987年解嚴），永懷國家領袖

與國族主義仍然是這些娛樂性節目的基調，海外觀光不僅是休閒同時

也必須存有凝聚國族認同的教化意義。1979年，張俐敏為當時台視另

外一個電視節目「大銀幕」於歐洲錄製外景節目，在《電視週刊》訪談中

談赴歐的心得，提及「在離開雅典的前一天，正逢先總統蔣公逝世四周

年」，海外觀光不忘國家領袖，一再顯示當時台灣海外觀光節目文本的

國族主義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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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對旅居希臘的同胞說：「大家一定都很關心，美匪建交後國內

的處境，但是大家可以放心，我們站得很好，站得很穩，沒有人

能打垮我們。就拿我們這次出外景來說，有幾個國家能像我們一

樣，跑這麼遠來為一個節目拍攝外景？像希臘本地，彩色電視和

彩色節目都不普遍，這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我們很繁榮，很安

定。這不是宣傳，而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事實。」（電視週刊，

1979年7月8日：45）

出國的確要行李愈簡單愈好，一個旅行用帶輪子大皮箱足夠了，

千萬不要想大量採購外國貨，因為實在只有台灣的國貨又好又便

宜。（電視週刊，1979年7月29日：48）

由文本可以發現，1979年代開始，海外觀光已經是台灣社會重要

的休閒實踐主題之一，許多電視節目錄製與海外旅遊相關的節目，女

性主持人、女主播等名女人是在大眾媒體中「帶領」觀眾海外觀光的重

要角色。然而，海外觀光「宣揚國威」，作為台灣經濟發展的證明亦是

媒體再現的重點。而「出國不媚外」則反映在「愛用國貨」的倡議上，主

流媒體反映出海外觀光對於台灣社會集體的國族意涵。在這個階段，

海外觀光是現代性與國家發展的重要象徵，具有重要的國族意義。台

視《電視周刊》第936期的報導中，一篇〈楊雅卉要樹立她的新形象〉文

章中，描述旅行對於女藝人「行萬里路，增廣見識」，但赴日卻被認為

「長得和日本人相似」的女藝人，在報導中強調「我要像中華民國的女孩

子，幹嘛像日本女孩」（怡寧，1980：78），均反映當時海外旅遊「開放」

後那個原本透過國境管制鞏固的國族認同與情感仍然存在於主流媒體

對於女性旅人的再現中。然而，在這個階段的文本中，海外旅行對於

女性而言具有的海外旅行對於女性而言具有的「心靈成長」、「知性」意

涵已然出現在（名）女性旅人 / 旅行的媒體論述中。

話題又轉回這次中東歐洲之旅。「你覺得出國一趟回來，最大的收

穫是什麼？」我問她（張俐敏）。我覺得最大的還是心靈上的收穫。

以前我常常會在節目水準上放鬆自己。這次出國一趟，走過的地

方彩色電視都不普遍，節目也比我們差，再加上雅典那感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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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各種感受，都使我重新肯定自我，肯定存在的價值，以及應

在崗位上加倍努力。所以我想，我會更加敬業，更加自我要求，

自我期許。」（電視週刊，1979年7月8日：49）

II. 自助旅行熱潮興起

1980年代初期，隨著海外觀光風氣日益興盛，自助旅行的倡議也

在當時的台灣社會開始發酵。平面媒體如《民生報》在1980年代就有「戶

外活動新聞版」並在1985年刊登一系列「自助旅行樂系列專文」。而這

個階段的自助旅行有著「探險式」的特色，1985年9月7日《聯合報》與

《民生報》合辦的「探險式自助旅行心得演講會」，會場在《聯合報》第一

大樓禮堂，聽眾人數達800人以上（民生報，1985年9月8日），顯示當

時台灣社會在開放海外觀光之初，自助旅行的旅行方式就已經出現

了。在當時的報導中，也可以窺見對於自助旅行的性別想像：

自助旅行的觀念，自從馬中欣四年前在國內首倡後，像一陣春

風，喚醒了無數心有戚戚焉的四方志士……雲遊四海，投身五花

八門彩色世界，體驗人生，也是千萬人心底已久的「夢想」。可是

風氣未開，女性受保守傳統的束縛，不敢揹起背包獨闖天下。（黃

安勝，1985）

1980年代的台灣社會，海外觀光對於年輕台灣男性而言，可能有

著兵役、事業的束縛；女性則受到「保守傳統」觀念的限制，使得自助

旅行成為「中年生意（男）人」的專利。然而，在當時的媒體報導中，已

可見許多公、教或是任職於旅遊業的中產階級女性自助旅行的範例：

彰化縣政府九位女職員，一年多來利用假日從事自助旅行，足跡

遍布國內風景區，她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不但同事稱羨，也

成了大家口中的「單身貴族」。（民生報，1985年12月31日）

由文本分析可以發現，1980年代從事自助旅行的女性，多半是

公、教以及旅遊業的從業人員，旅行不再是中高齡「有錢」男性或夫妻

的專利，女性作為自助旅行的主要行動者在1980年代初期已經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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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台灣當代的旅遊實踐寫下一個基本模型。女性旅人可能是未婚的

「單身貴族」也可是「職業婦女」，也不必然是菁英的女留學生、外使夫

人或是文學作家。當代女性描述休閒時時常描述休閒增強她們的自

信，讓她們覺得自己有力量（劉耳等，1996）的論述，也出現在1980年

代台灣女性海外（自助）旅遊的論述中：

越來越多女性，喜歡投身於這種具有更大冒險性、自主性與趣味

性，而且是高品味的度假方式—自助旅行。她們掙脫一向被視

為柔弱膽怯的形象，義無反顧的展時淡忘功課、走出家庭、拋開

工作，去尋求更寬廣的視野。（劉雲英，1988）

從羅馬、瑞士到倫敦，鄧麗君就像一個雲遊者，周遊列國，她相

信「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去了這麼些的地方，對她的見識有不

少的益處。（沈玫，1984：81）

由1980年代的文本可以發現，自助旅行除了不再是「名女人」的專

利外，自主旅行對於女性心靈知性的強化，是1980年代台灣女人自助

旅行論述的重點。自助旅行被視為「高品味」的度假方式，在1980年代

的台灣社會逐漸被建立起來。而女人從事自助旅行，則被視為是衝撞

了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柔弱膽怯）而有自主、冒險與趣味的意義。在

本研究所蒐集的文本中，也可見1980年代台灣女性有意赴海外唸書，

看似衝撞了既有的性別期待，但個體仍必須（自我）說服「這絕非女權宣

張」的論述。1983年台灣電視新聞主播沈春華有意前往海外留學，在訪

談中她提到：

「我絕不主張女權伸張，我只希望婦女們能找出一條路來，過著快

樂的日子」（常言，1983：92）

III. 自助旅行的阻礙：女旅人被凝視的危險公共空間

如同本研究文獻整理中所描述，公共空間乃是性別、階級等建構

和脈絡的產物。在父權社會中，公共空間往往被再現成對於女性隱 

藏了危險，「好女孩」應該要遠離部分公共空間（Green & Seab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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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而這樣的規訓往往必須透過個體自我監視的過程來完成。海外

旅行的空間作為一種公共空間，其隱藏的危險性也成為台灣1980年代

女人海外旅遊論述的再現焦點。1985年11月30日，台北基督教女青年

會邀請自助旅行者陳德立和歐洲日報採訪主任陳揚琳，以「萬水千山任

我行，自助旅行面面觀」為題，演講自助旅行心得和經歷，吸引了近兩

百位聽眾參加。翌日《民生報》的報導中強調，這場演講「幾乎清一色

女聽眾」，演講內容亦聚焦女性自助旅行的安全準則上（民生報，1985

年12月1日）：

面對幾乎清一色女性聽眾，曾經出國自助旅行的陳揚琳和陳德立

不約而同地說，女孩子最好不要單獨自助旅行，而以二人到四人

結伴最理想……歐洲有些青年自住旅社是男女混合居住的，有

時與異性共處一室，我國女孩子會不習慣……此外，在應變能

力上，我國女孩子從小受父母呵護，不准這樣、不准那樣，並未

教導在面對問題時如何處理的方法，當出國自助旅行遇到突發狀

況，無法立即正確反應。（民生報，1985年12月1日）

由這則文本分析可以發現，海外旅行空間的「危險性」是女性從事

自助旅行的最大可能困境。儘管台灣女性踴躍自助旅行，但仍然因生

理性別而被建議「不要單獨」行動，旅行的空間被視為對女性具有隱藏

的危險；而女性「天生體力較弱」的生理決定論述也是台灣1980年代女

性從事自助旅行時的重點。相似的論述，在整個1980年代的相關女性

自助旅行論述不斷被複製。直到1988年《民生報》「戶外活動新聞版」的

「自助旅行答客問」專欄中，仍刊載讀者來信提問「我是女性，體力並不

好，是否能忍受得了旅行中的艱苦與勞累？」（民生報，1988年7月11

日）。承前所述，依據Green與Seabrook（2004）的論述，女性存在著一

種根深蒂固的外出恐懼，特別是夜晚，而這種恐懼往往和「危險的男

人」連結，因此前述文本中「男女混和居住」、「與異性共處一室」就構成

台灣女性自助旅行論述中的危險因子。有關女性自助旅行的「安全守

則」，在1980年代的女性自助旅行論述中十分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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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台北獅藝文中心舉行的背包行囊遊世界發表會上，李樂詩

特別提到，女孩子要提防英俊的男子，他們有些人不懷好心，見

到單身女孩子旅行，會主動來搭訕、請吃飯或喝酒等，如果應付

經驗不足，很容易受騙。接著，他認為女孩子要有先見之明，因

為外國人經常把「達令、甜心、寶貝」之類的話掛在嘴邊，中國女

孩子乍聽千萬不要飄飄然。（民生報，1988年7月11日）

同樣的論述，也在大眾媒體再現的女旅人論述中出現。當時旅遊

節目「天涯若比鄰」的女主持人，外景節目錄製時「『涉足類似台北萬華

綠燈戶』的阿姆斯特丹紅燈區」也是一件令她感到「尷尬」的事（夢非，
1984：66）。1980年代的女性旅遊論述瀰漫者一股「旅遊須知」的時代

氣氛。1982年戶外生活雜誌觀光叢書出版了由張靜雯主編的《女性出國

觀光指南》；1987年，戶外生活雜誌觀光叢書再出版《女性出國須知》。

從書名便可得知是一本「針對女性」的旅遊參考書籍。然而，該書雖以

單一第一人稱女性為作者的角書寫度，但出版社卻未註明作者姓名。

經筆者探詢，出版社表示，年代久遠，已無從得知。根據這本「須

知」，歐美國家為1980年代首度出國自助旅遊女性的首選國家。

根據當時的經驗，一般年輕女性，選擇的觀光地區，最多的首推

夏威夷、歐洲、美國本土次之。可是，說到旅行的目的，大多茫

然無知，她們只有一個念頭佔據了她們的心：去了再說，何必為

「目的」重重操心？對這種女性顧客，該如何安排日程表，的確是

令人頭痛欲裂的事。（戶外生活雜誌觀光叢書編輯組，1987：10）

歐洲那些民主國家，對初次做海外旅遊的人來說，在安全上絕不

會發生什麼問題。3.可充分滿足女性的夢和憧憬。（戶外生活雜誌

觀光叢書編輯組，1987：11）

前述賴雅慧（2005）描述台灣女作家的旅行空間1950至1960年代集

中在西方國家，認為西方國家是「值得學習」的文明所在。本研究認

為，象徵「先進、文明」的歐洲國家除了因「值得學習」的意涵與1980年

代女遊心靈提升的目的連結起來之外，其被描繪成「安全」的旅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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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當時台灣女遊首選空間的成因。但從當時的女性旅遊須知看來，

歐洲和「女性的夢和憧憬」被構連出來，再度以二元的性別氣質想像來

界定女性的旅行需求。在此論述下，女人的旅行並不是「知性、冒險或

勇敢」的化身而是「無知、憧憬與夢想」的象徵。

1990年代台灣女旅人的海外旅遊實踐與媒體再現

I. 媒體再現：「繞著地球跑」的銀幕知性女旅人

綜觀1980年代，海外旅遊節目均社會教育色彩濃厚，由1980及
1990年代，台灣電視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獲獎的節目主持人，包含
1984年中華電視台「天涯若比鄰」陳月卿、1988年台灣電視公司「世界

真奇妙」的柯志恩、梁旅珠、1992年台灣電視公司「繞著地球跑」的李

秀媛與謝佳勳、1995年中國電視公司「大陸尋奇」熊旅揚均由女性主持

人介紹國外風情人文的電視節目得獎。其中，1986年「世界真奇妙」乃

是台灣第一個自製的旅遊節目，主持人梁旅珠與柯志恩，主持節目一

年後相繼赴美求學深造（梁旅珠，2010）。1988年10月底，節目由新主

持人李秀媛、謝佳勳擔任。1990年10月7日，節目改名為「繞著地球

跑」，播出至2002年8月30日，共502集。這個階段台灣的媒體女性旅

人形象有著高學歷、海外留學、知性、外語能力強等特質，職業上也

有著航空業的背景。

梁旅珠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柯志恩赴美後去得美國南加州大

學教育心理學博士，後來是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所的創所所長（袁

世忠，2006）。在此脈絡下，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的台灣大眾媒

體再現中，期待女性旅人的角色有著高學歷、知性與女性化的文化菁

英氣質。若旅遊節目錄製過程中，若造訪較「落後」的地區或女主持人

的外在表現不符合這樣的期待時，就會受到閱聽人負面的回饋。李秀

媛在訪談中曾經提到在節目中被改造成符合知性期待的經驗：

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觀眾還是挑的，就是他會覺得之前我們前面

那兩個主持人是高知性，兩個講話都很優雅。那我跟佳勳主持以

後，第一個我們走的地區都落後，第二個就是形象上，外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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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的很隨便，一個禮拜都沒辦法洗澡，看起來很邋遢。稿子也沒

人幫我們寫。當時公司（電話線）只有4條線，所以每次（節目）一

播出就被打爆，說「你們的主持人是哪裡來的，是撿來的，話也不

會講。是在馬路上抓的嗎，一個大鼻子，一個大嘴巴，長的那麼

醜」。（李秀媛訪談，2015年5月28日，台北市）

（觀眾）要白嘉莉那種型，要種漂亮斯文，細細嫩嫩。（李秀媛訪

談，2015年5月28日，台北市）

有別於「世界真奇妙」時期梁旅珠、柯志恩的銀幕形象，「繞著地球

跑」的節目製作與主持人形象鬆動既有1980年代台灣社會對於旅遊節 

目 / 社教節目女性主持人 / 女旅人的想像。女性在旅途中冒險、吃苦耐

勞的形象逐漸被建立；女旅人旅行的空間不再僅是優雅文明的西歐，

觀眾開始接受甚至期待新的女性旅人銀幕形象：

（觀眾）越來越期待的不是你漂亮的畫面，而要知道你冒了什麼險，

有沒有受到騷擾，有沒有豔遇之類的，慢慢地觀眾就focus在這趟 

的驚險，如果這趟不驚險，就白出（外景）了。如果只走漂亮，介紹

風光沒有人看。（李秀媛訪談，2015年5月28日，台北市）

1995年，李秀媛將「繞著地球跑」節目中的旅行經驗寫成《繞著地

球跑：李秀媛冒險書》一書，該書序言由三位男性節目製作人以及李秀

媛的妹妹李雅媛寫成，內容多著重在李秀媛冒險、「膽大包天」、「奮不

顧女兒身」、「女孩怕的她都不怕」的描述，李雅媛則在序言中提及「當

別的女孩忙於戀愛、婚姻、家庭的時候，她仍然寄情於自己最鍾愛的

冒險旅行」。

承前所述，此階段媒體再現的女性旅人角色、旅行身體與旅行空間

面臨了轉變。媒體（旅遊節目）再現的旅行空間不再僅是「令人憧憬的歐

洲、夏威夷」，亞馬遜河、巴布亞新幾內亞等過去和「文明、安全」無關

的地區也是女人旅行的可能地點。此外，銀幕上的女性（旅人）不再僅

是知性優雅，「膽大包天、自由穿梭、鍾愛冒險」開始被用來描述女性旅

者。此階段媒體論述中再現的女性旅者，性別角色的多樣性有所突破，

但知性、有教養的邏輯仍然，例如「不穿三點泳衣」就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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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在1990年代媒體再現的女性旅人形象開始發生轉變，

女性的銀幕旅遊符號不再僅是知性、女性化，冒險犯難、膽大包天的

女旅人形象出現；女性旅遊空間也更為擴展。在1994年加入「繞著地

球跑」外景主持的曲艾玲，就談到當時閱聽人期待這些女旅人帶他們遊

覽的海外旅遊景點已經非主流的觀光地區。

我們希望做到的不是只有觀光客去的地方。「繞著地球跑」我們那

時候的一些路線是一般觀光客都沒有走過的。（曲艾玲訪談，2015

年5月2日，台北市）

然而，傳統的性別二元論述依舊存在，女性的身體和女性氣質依

舊和旅行有所扞格，因此，這樣的一個女性旅者，必然是「另類女人、

不像個女人、奮不顧女兒身、另一種人類」，也因如此「當別的女孩忙

於戀愛、婚姻、家庭的時候，她仍然寄情於自己最鍾愛的冒險旅行」。

受訪者李秀媛在訪談中談到：

我經常被派到那種巴布亞新幾內亞那種地方流浪，頭髮一向剪得

很短，所以基本上都沒有人當我是個女人，然後後來是因為，多

年不結婚我也沒什麼緋聞，別人也不會來惹我，所以他們就覺得

我是不是同性戀。（李秀媛訪談，2015年5月28日，台北市）

承前所述，當新的女性旅人形象出現在1990年代台灣的大眾傳播

媒體文本中，冒險旅遊、總是在旅遊的「移動」與「風險」仍然被視為與

傳統的女性性別氣質或是女性社會角色有所衝突，新形象的銀幕女旅

人，在強迫異性戀機制的論述中，仍然是「另類」的女人，異性戀性傾

向變得「可疑」。而在受訪者的反思中，經常旅行的女旅人在1990年代

以來的台灣文化中仍然是難以符合婚姻制度中的妻子角色。但這個階

段銀幕上的女性旅人，旅行已經被她視為生命中重要的賦權實踐，比

起異性戀婚姻制度更令她嚮往。1994年，外景節目主持人曲艾玲加入

「繞著地球跑」節目。透過其訪談，顯示在1990年代中期，台灣海外旅

遊節目對於主持人仍然重視外語能力，但過去以男性為主的節目製作

團隊開始出現轉變。李秀媛參與早期的外景團隊，均由男性組成，僅

有節目主持人是女性，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後，「繞著地球跑」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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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對如編導、執行製作、外景主持人多為女性，男性主要僅擔任攝影

和攝影助理工作，女性在旅遊節目製作中的角色更為多元。

（4–5人的團隊）我們裡面只有攝影跟攝影助理是男生，一般來講編

導有可能是女的，然後再來就是主持人是女生，可能還會有執行

製作我們都是女生。所以這些女生都要用男生的角度去工作。（曲

艾玲訪談，2015年5月2日，台北市）

受訪過程中，曲艾玲同樣也談到在節目主持初期「銀幕形象」塑造

的過程。由其經驗可以發現，1990年代中期，儘管女性旅人的銀幕角

色與想像已經與1980年代不同，但新進主持人仍然感受到「更知性」的

期待與規訓。

那妳走李秀媛這樣的個性好了，但是要知性，但是又要有一點點

淑女。（曲艾玲訪談，2015年5月2日，台北市）

更進一步分析，承前所述，1990年代台灣旅遊節目期待的女性旅

人 / 主持人形象是具有高水準的語言能力，能夠進行國際交流，自海外

留學回台灣的曲艾玲，卻在節目主持過程中被認為有著「太過洋化」問

題。

（製作人）覺得我太西化了，因為那個時候以80、90年代來講的話

算是滿西化的，因為剛從美國唸書回來，中文也沒有像現在這麼

順，那時候講話更ABC一點，他就會覺得太洋化了。（曲艾玲訪

談，2015年5月2日，台北市）

整體而言，從「繞著地球跑」兩個階段節目主持人的生命經驗中可

以發現，台灣女性旅人的角色、旅行的身體與旅行的空間雖然在1990

年代均更為擴展，擁有更多的可能性，挑戰了傳統的性別氣質與規

範。但「理想」的女旅人 / 主持人期待仍然加諸在她們身上，各種順

服、妥協與折衷在這個過程中出現。旅遊的空間方面，賴雅慧（2005）

描繪女作家的旅行空間，強調始於1970年代三毛（撒哈拉沙漠）的邊疆

化旅遊空間的模式，一直開展到80、90年代去疆域化的旅遊空間，也

反映在當時台灣的大眾媒體再現中，女性旅遊的空間也出現了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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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解疆域的擴展。國族主義部分，1980年代女遊再現常見的國族主

義論述在1990年代的相關文本中幾乎消失，女遊與女性的休閒、心靈

成長的連結成為主要的論述形式。

II. 台灣女人比男人更愛海外自助旅行

承前曲艾玲的訪談，她提及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繞著地球跑」

節目開始組實質的旅遊團，帶領觀眾旅行。從報名的團員中可以發

現，女性是主要的參與者：

你會發現我們繞著地球跑後來就是我做到第4年、第5年開始，我

們帶團出去，觀眾跟著我們一起走，然後觀眾直接報名多半是女

性，原因是因為他們對於我們信任，然後他們覺得我們去了很多

地方，然後有安全感……男生大概會有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是情

侶、男女朋友，但是有很多單身女性來報名。（曲艾玲訪談，2015

年5月2日，台北市）

由曲艾玲的訪談可以發現，1980年代以前以中年夫妻為主的海外

旅遊團模式，發展至1990年代，女性逐漸成為海外旅遊、海外自助旅

行的主要參與者，單身、獨自一人的女性旅人日漸增加。1990年7月
24日《中國時報》家庭版刊登了〈女人自助旅行勇者〉一文，描述台灣社

會女性參與自助旅行的近況：

如果你還認為，國內的未婚女性仍然嬌弱如昔，那是太孤陋寡聞

了。這幾年來日益興盛的自助旅行風氣，吸引了眾多年輕女子的

加入，根據統計，在勇於向困境挑戰的自助旅行者之中，女性佔

了九十%以上，男士都不及十%。（于模珉，1990）

然而，在這篇報導中，這樣「女多於男」的情形被視為「怪現象」，

更進一步，1990年代從事海外自助旅行的女性除了20多歲的年輕女性

也有30至40歲的職業婦女，共同之處在於「未婚」：

對於這個怪現象，提倡自助旅行不遺餘力的「自助旅行通訊」發

行人黃安勝也覺得不解，因為自助旅行雖然耗時，但是就條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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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男士不論體力和語言能力都不應輸於女士。他表示，國內

眾多的女性自助旅行者中，二十歲上下的固然不少，可是也不乏

三、四十歲的資深職業婦女，她們共同的特色除了未婚，還有一

點是，不把職業當作成就感的泉源，反而，在她們的心目中，那

些能夠靠一己之力，成功並且圓滿地達成自己自助旅行目標的，

才是真正生活中的勇者。（于模珉，1990）

媒體再現的1990年代女性海外自助旅行論述中，可以由海外自助

旅行的女性認同中窺見1990年代台灣女性出現新的自我性別期待與規

範，婚姻、家庭與事業未必是成就感的來源，（海外）旅行是成為重要

的成就感符號，是勇氣與心靈成長的重要實踐。在海外旅行的女人，

也被一般女性視為重要的典範與「啟示」來源。1997年《中國時報》家庭

周報刊登〈旅行，讓女人愈來愈勇敢〉一文：

黃麗穗說：「我不是因為有錢才去旅行，而是旅行使我富裕」……

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啟示：一個女人所以變得愈來愈勇敢，「旅行」

正是加速催化的原動力。我也要去旅行了！（韓華，1997）

到了1990年代末期，台灣有關女性與旅行的媒體論述中，台灣女

性時常被再現為「從小就有環遊世界的夢想」（藍朵，1998）。如同
Fullagar（2002）的論述，女性書寫自身得以彰顯欲望和女性主體。書寫

和旅行均提供了顛覆的可能性，可能衝擊既有的性別論述。當休閒對

於個體建構和形塑認同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在1990年代末期，當海外

旅遊已經普遍被認為可以成為台灣女性最重要的生命實踐之一時，旅

行的書寫就可是女性經驗與認同的展顯。綜觀1990年代，1991年創刊

（2001年停刊）的旅遊雜誌《旅訊》，1991年出版的雜誌中就有多篇女性

自助旅行的經驗分享。如創刊號中〈我在尼斯遇到趙耀東〉（孫葆媛，
1991）；第5期的〈自助旅行會上癮〉（劉春英，1991）、〈旅行的感覺真

好〉（曾雅玲，1991）與〈心動不如行動〉（張琇鳳，1991）、〈單身女子自

助旅行實況：從尼泊爾玩到峇里島〉（陳素雲，1991）均是女性書寫海外

旅行經驗的文章。1990年代末期，旅遊經驗的書寫已經變得普及，甚

至被視為一種「全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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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細留意，會發現近年旅行的話題在媒體變得異常蓬勃，專

業的旅行寫作也成了出版或報章媒體上另一種規格的文字作品。

為了延伸「華航旅行文學獎」的層面，中華航空和人間副刊在歲末

針對旅行的主題舉辦了兩場「旅行與文學下午茶」，將屬於平面嚴

肅的思考轉化為輕鬆愜意的對話，同時也將「華航旅行文學獎」的

意義加以放大，期待旅行寫作也可以成為一種全民運動。（劉愛

貞，1997）

然而，1990年代實踐海外（自助）旅遊的台灣女人，仍然受到傳統

女性性別氣質的期待與規範，她們仍然被視為是旅遊空間中承受高度

風險的身體，被認為是需要「保護」。1994年11月31日《聯合報》刊登

〈脫衣驗身打通關？〉一文，描述當時台灣女子前往澳洲觀光，由於「不

願與澳洲海關合作，最後被海關強行脫衣搜身檢查」（張必瑜，1994）而

引起了輿論風波，文章中描述當事人，台灣女性遊客的觀點並強調單

身年輕獨立旅行的亞裔女性是國際海關人員的「查緝目標」：

她生氣了，好端端為何花錢受氣？孔夫子教育下的女子怎可隨便

寬衣示人？他們生氣了，這名東方女子為何偷偷摸摸，不肯驗行

李、搜身？分明有鬼！（張必瑜，1994）

由此文本可以發現，文獻整理中論述的「男性凝視」在異國的海外

旅遊空間中存在，台灣獨自旅行的女旅人除了承擔「孔夫子教育」的性

別期待外，亞裔、年輕女性如同文獻中 Jordan與Aitchison（2008）的論

述，既有旅行論述總將女性再現為「性凝視的客體」，甚至將旅行和

性、享樂主義自然劃上等號。單獨旅行的女性是可疑的，甚至被認為

性態度是隨便的，她們往往會意識到被凝視（Urry, 1990）。

整體而言1990年代，台灣女人（單獨）海外旅行的意願越來越高，

越來越多女旅人書寫旅途經驗，儘管傳統性別氣質的想像、規範與旅

行所具有的開拓性、性別賦權意義仍然持續的辯證，傳統的性別論述

仍然反覆再製，但1990年代台灣社會文化中，獨自旅行、結伴旅行被

視為女性重要生命經驗，旅人角色不再被視為與妻子、母親絕緣，此

氛圍已然在1990年代末期已經形成了。如1990年10月5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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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版刊登〈寵她就讓她旅行〉或是《旅訊》雜誌文章鼓吹「結婚之前，

先來自助旅行」、「若是在決定終生大事之前，能先一起來趟自助旅

行，想必可減少後悔的機會」（李淑菁，1997：7）。各種鼓勵女人「出

走」的女性旅遊論述在1990年代末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媒體論述中：

媽媽丘引平日在家中擔當「家庭主婦」，但在職業欄上，她稱自己

為「旅行家」，因為旅行是她生活的必要元素。當年結婚時，和另

一半簽訂自由平等協約，互不干預對方，雖然老公不放心，協約

約定在先，他也只能祝福妻子上路。婚前，她強調「除非結婚比

單身更自由，否則不結婚」，婚後，她一個國度接著踏上另一個國

度，拋開家沒有後顧之憂，專心旅行去。（牟迎馨，1998）

結論：1980、1990年代的台灣女性與（海外）旅遊論述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透過歷時性資料的蒐集與質性論述分析，

建構一個台灣女性與（海外）旅行的歷史圖像，論述1980年代前後與
1990年代台灣女人的（海外）旅行論述與經驗，探究女旅人的旅行實踐

與認同。

透過歷史資料的整理與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在大眾媒體的再現

中，於1980年代前（1970年代中後期）台灣尚未正式開放海外觀光之

際，旅遊節目已經是台灣電視台重要的節目文本類型，女性則擔任節

目主持人。1980年代後，「名女人」的旅遊經驗成為台灣女性旅遊經驗

言說的重要對象。海外旅遊對於台灣女性的「心靈成長」、「知性」意義

在大眾媒體再現過程中持續被生產與構連。當時台灣的（海外）「自助

旅行」風氣已然成形，海外旅行不再僅是中高齡「有錢」男性或夫妻的專

利，女性作為自助旅行的主要行動者在1980年代初期已經確立。但媒

體論述中，各種協商、妥協的實踐與認同模式仍然存在，海外旅遊的

空間仍然被媒體報導、旅人經驗分享與「女性出國須知」等文本大量再

現為對女性充滿隱藏危機的公共空間，女旅人仍然被再現為被凝視的

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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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台灣解嚴後，邁入1990年代，女旅人的媒體再現隨著雨後

春筍般的旅遊節目而逐漸多元發展。這個階段（海外）旅行具有重要的

「社會教育意義」，如「繞著地球跑」等節目，再現出知性、都會、高學

歷與女性化的女旅人形象，冒險犯難、膽大包天的女旅人形象開始出

現在銀幕上。然而，傳統的性別二元論述依舊存在，女性的身體和女

性氣質依舊和旅行有所扞格，因此，這樣的一個女性旅者，必然是「另

類女人」。在台灣女人的日常（海外）旅行的實踐與認同模式中，海外自

助旅行已成為1990年代台灣女性新的自我性別期待與規範，海外旅行

被視為中產階級女性重要的成就感符號，是勇氣與心靈成長的重要實

踐。在海外旅行的女人，也被一般女性視為重要的典範與啟示。旅遊

文學書寫1980年代及1980年代以前僅屬於少數女性作家、名女人，
1990年代末期，旅遊經驗的書寫已經變得普及，甚至被視為一種「全民

運動」，為2000年代以後網際網路發展下的「眾聲喧嘩」起步。在當代

台灣休閒理論的建構過程中，本研究有別主要以女作家旅遊文學的女

遊研究取徑，透過多元媒體文本與深度訪談建構出一個歷史的、性別

且在地的台灣女性海外旅遊的論述與實踐形式，勾勒（海外）「旅行」在

西方現代性中具有的抽離、跨界性別意義如何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文化

情境中被詮釋、被實踐，為一脈絡化的性別與旅遊的論述。研究限制

方面，本研究主要透過媒體文本與重要銀幕「女旅人」的深度訪談建構

論述，那個時代更「庶民」的旅遊實踐模式為本研究不足之處，除此之

外，2000年代後台灣「眾聲喧嘩」的女遊詮釋、實踐與認同亦有待未來

研究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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