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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性∕別解放運動自 1994 年蓬勃開展以來，在許多面向都

有令人矚目的開拓，相關的學術研究和論述生產更在眾多邊緣主體

的共同努力之下有了令人敬佩的累積。 

由於性邊緣運動與學術論述的相互激勵攀升，人文社會學界終

於開始逐漸認識到，身體與性必須和階級、族群、性別、年齡、國

族等並列為重要的社會範疇；換句話說，性不能被掩蓋為道德、生

理生物、個人或隱私的問題，性乃一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種

族∕性別∕科學研究∕媒體…的問題。學術界開始質問（例如）：法

律、教育、家庭、科學與媒體等制度如何進行性壓迫與性歧視？遭

到性壓迫與性歧視的少數，如何形成自身的認同與主體性？性如何

建構了性別，而性別又如何建構了性？性壓迫如何強化複製了種族

歧視與階級宰制？研究者自身的性傾向和性實踐，如何影響他的學

術研究與性政治立場？缺乏性壓迫視野的學術研究與發言，如何導

致客觀性的喪失（一如缺乏性別視野的研究通常在其研究過程、方

法與成果中滲透了社會文化中的性別偏見，並且有性別壓迫的效

果）？在諸如全球化、現代性、福利國家、民族主義、空間、社區、

人工生殖、消費文化、生態…等各種研究題目與現象內，性所扮演

的角色是什麼？ 



 

  ii 「性是一種重要的權力關係與社會因素」，這個認識亦將使文史

哲和社會科學的每一個科系和學術領域產生新的學術研究進路，對

原先學科中的性盲點進行歷史的與方法學的反省。知識生產的每一

個環節（從方法學到應用研究、從學術社群到讀者反應）都必須重

新被設想，學術土壤的每一寸都要被翻動，以探討知識的生產有著

何種情慾和身體的基礎，知識的研究對象是透過哪些在地的性∕別

權力部署來建構。 

人文與社會科學對性∕別的反省批判及研究，也就是對於性醫

學、性的生理生物學、公共衛生、主流性教育等學科的基本範疇、

預設、概念、研究方法、理論建構、歷史等，加以質疑∕批判∕顛

覆∕反省∕解構；並在跨領域與跨學科的基礎上探究並開拓具有歷

史、社會、文化視野的性∕別研究。這種根本徹底的批判和反省態

度，正是中央大學性∕別研究每年舉辦「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

暨同性戀研究」（暱稱四性）學術研討會所企圖體現的精神。 

這本文集的論文及評論都出自 1997 年 5 月 30 日和 6 月 1 日舉

行的第二屆「四性研討會」。本次四性會議的諸篇論文，從酷兒理

論、認同政治，到校園空間研究及性∕別教育，以本土的人類學、

社會學或性史的視野來呈現許多寶貴的田野資料或史料，也以批判

的角度來檢視本土的性∕別政治佈局，勢必成為未來性∕別研究的

重要文獻。 

第二屆四性研討會的一大特點，就是特約素負盛名的批判學者

擔任論文的評論人；不但如此，每位學者都必須同時對同一場宣讀

                                                 


 本次會議在台北國立師範大學舉行，共有 20 篇論文，本論文集只收錄了其中的

16 篇。未收入的四篇之中周華山的＜後殖民同志＞與紀慧文的＜十二個上班小

姐的生涯故事＞均已出書；陳儒修與林書怡的論文（討論林青霞的同性情慾演

出）主要以多媒體形式呈現，故均未收入文集。另外郭士行的精彩論文將收錄

到和其論文主題直接相關的另一本四性會議論文集中。 



 

  iii 的兩篇論文做出回應。雖然這個嚴峻的挑戰使得每位評論者都要在

極短的時間內濃縮他們精闢的見解，卻也為所有的在場觀眾和日後

的讀者示範了擲地有聲的針貶，精彩的呈現了截然不同觀點的對

詰。正是因為這個可貴的現場對話，因此在出版這本文集時，雖然

某些篇論文已經在兩年的籌劃中經歷大幅度甚至全面徹底的改寫，

以回應評論人和當場的討論，我們仍然將評論原樣刊出，也讓讀者

們有機會一窺當時的腦力激盪與日後的沈澱。 

論文和評論雖然精彩，像這樣的學術書想要出版卻是困難重

重。我們在 1998 年初就已經收集了作者百般修訂之後的定稿，交給

好不容易談妥的出版社，然而就在開始排版後不久，出版社經營方

針的改弦更張卻中斷了這個計畫。經過再三的搜尋和接洽，終於找

到了有眼界的出版者，因此這本文集得以問世，特別要感謝王德威

先生的慧眼開拓性∕別研究出版的疆界，謝謝麥田林志懋先生的協

助，當然更要感謝最辛苦的性∕別研究室的助理朱玉立，她費心地

將這本論文集的篇幅控制在適宜出版的範內，沒有她日以繼夜的仔

細排版和校對，編輯工作根本無法完成。當然，我個人則對本書的

全貌或任何錯誤負全部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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