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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當自強
――女性與空間

　　每個人一天的生活穿梭於各種不同的公共空間中：自家公寓、

社區巷弄、馬路旁公車候車亭、學校校園、公司辦公大樓、公園、

黃昏市場等等，這些不同的空間因為我們頻繁的使用而產生熟悉

度，甚至有一種親切感。行走其中，使用這些空間的時候，我們

會感到安全，因為很了解附近相關的地理環境，知道哪裡什麼時

段有活動有人群；需要援助時，有哪些附近的商店人家可以求援。

　　可見，安全感常常是建立在對空間的充分認知，以及對環境

的自信掌握上。在這裡，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男女兩性在空間中

能夠建立起多少安全感，有很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很大一部分

和我們的社會的空間規劃有直接關連，而空間規劃則又和有關性

別角色的偏見有關。

性別空間

　　從殘障者發起呼籲社會一同創造無障礙的空間，我們就可以

清楚看到，生活在人為設計的空間中，許多設計都是以社會中大

多數人日常生活的模式為準，並沒有把弱勢族群的特別需求和處

境考量進去。

　　同樣的，社會中普遍對兩性性別角色的設定是「男主外、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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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女性被分配到私領域，活動範圍一般以家庭以及住家附近的

社區為主；男性則是負擔主要的生計，所以被分配到公領域打拼，

也就是在職場上奔波。以這種生活模式為基準，再加上絕大多數空

間設計者皆為男性，我們不難發現生活環境裡，尤其公共空間，通

常都是男性思考邏輯下的產物。

　　這也就是說，在構想空間的時候，設計師是從自己（作為男

人）的經驗出發來進行設計，即使在為女性使用者設計空間時，

也因為經驗差距，而從男性立場出發來想像女性的需要，結果和

女性的實際處境有極大差距。這樣的設計結果不但為女性創造極

為不便的空間使用（想想有多少女廁所是妳滿意的？），而且也

往往造成女性在某些空間裡感覺渾身不自在，有容易被侵犯或遭

受敵意的威脅感。更可

怕的是，那些有犯罪企

圖的人很容易就在這

種對女性不利的環境

裡，找到適合犯案的地

點、位置。

　　空間正是在日常具

體的使用中建立起它對

使用者的心理影響來。

空曠的廣場中如果有一

群男性聚集，這裡的空間訊息就告訴女人：這不是妳的地盤，女人

不該來。這種經驗和價值觀，一旦結合了許多女人認為好女人不會

沒事在外面閒晃也不該拋頭露面的傳統道德觀，就使得女性使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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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間的意願大大降低。這不僅是因為外在空間設計的限制（空

曠、幽暗等），也因為男性對女性使用公共空間的敵意態度（吹口

哨、叫囂，或認定為壞女人、浪蕩女、行為不檢點），更因為女性

長久以來內化了男性道德判斷的標準，連自己也限制自己的行動以

達到應有的舉止，以避免危險。但是女性的安全和自由行走公共空

間的權力並沒有因此得到增進，空間中不友善的設計和危險地帶，

並不因為女性限制自己的活動時間和範圍就一一消失。不當的安排

和設計，繼續在危害女性以及其他使用這些空間的人。

危險空間與情慾空間

　　缺乏安全意識和性別意識的空間設計，在校園中也隨處可見。

　　每所學校的師生心中都有一份「校園危險地圖」：哪些地方

性騷擾最常發生、暴露狂經常出沒；校園中入夜或平時很少人走

動的荒涼地帶；晚上留在學校上廁所很可怕，因為廁所總在最偏

僻的邊間；停車場和體育場又黑又大，很嚇人；灌木叢、高喬木

濃密的地方容易躲人，要小心……。

　　大家都說這些地點是校園安全的死角，說得人心惶惶的，但

是仔細觀察，男學生和女學生對這類說法或警告的反應大不相同。

女生會緊張的銘記在心，這裡那裡最好都少去為妙；男生則仍然

呼朋引伴在放學後留下來打球、打屁、練輪刀溜冰。不論校方有

沒有發現校園空間設計上的疏失，整體空間環境對女性的管制都

如出一轍，女學生、女人都被迫要用消極的、自求多福的方式，

來對應身邊不安全而有敵意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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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學生最容易感到恐懼和威脅，倒不是因為她們天生膽小，

前面的分析已經顯示，所謂「膽量」，和空間的熟悉程度以及日

常的鍛鍊有關，而女生在這兩方面都因為性別成見而飽受限制。

因此，女生之所以比較容易恐懼，不但是因為校園中的性騷擾或

性侵害事件絕大多數以女性為加害對象，也因為女學生、女性對

空間的切身感受沒有受到重視。這方面的冷淡，表示大家都普遍

認同空間設計中的概念――同意女人應該自我限制行動能力，乖

乖待在家，不要進入公共生活領域，並且要求女人畫地自限，不

要經過男人聚集、使用的區域。這樣的觀念也使得男人對膽敢經

過身邊的女人口出穢言、不尊重、甚至侵犯，都變成無傷大雅的

小事，這種輕蔑則更增加了女人在公共空間行走時的不安和挫折

感。至於大家所熟知的公共女廁普遍不足，顯然女性生理上的需

要和特殊性（如廁次數較多、有月經週期、衣服整理須較長時間

等等）都沒有被考慮到。有些學校以為，男女廁所間數相同就代

表了實際待遇的平等，這種形式上的平等做法還是沒有面對女性

如廁時的具體需求。

　　由於一般學校警衛室的警力往往不足，而且也只是重點巡邏，

稍有嚇阻力而已，因此許多人都認為，學生的人身安全仍必須從檢

討校園空間設計做起，使環境設計具有防禦犯罪的功能。例如注意

增強視覺上的透視性，增加校內各區域間視線的上的互見性，使人

們在行走校園時可以辨識四周的路徑和來人；或者增加照明，避免

黃昏的燈光或明暗對比過於強烈，反而使行人成為顯著的目標；或

者加強零碎或閒置空地的利用，積極修改建築邊間樓梯或地下室的

死角，不讓它們成為罪犯藏身的所在；設置校園緊急通報直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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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並標示清楚，以增加學生活動時的安全感，也方便在各區域活

動的人彼此照應。

　　這些外在空間的改善多多少少或許都有助於提升學校的安全

性，一旦校園環境改變了，學生的使用習慣也會跟著改變，慢慢

地，學生在校園中活動覺得安全、舒服的範圍就會越大。這種對

空間的掌握，有助於她／他們受教的情緒，活動的心情，也增加

他們與其他學生接觸的機會。新的、經過檢討的空間設計也將使

學生實地生活在尊重女性需求的空間裡。

　　不過，黑暗隱蔽的空間未必就是危險空間，有時也是充滿愉

悅和探險的情慾空間。畢竟，一個完善的公共空間除了具有性別

意識外，也必須具有性意識，也就是保留一些情慾的空間，讓人

在既安全但又有隱密的狀態下享受情慾。如果一個公共空間由於

缺乏安全的情慾空間，以致於人們為了追求情慾滿足就被迫到危

險的地方和惡劣的環境中去，那麼這個空間的設計就是失敗的。

目前台灣很多公共空間的設計不但缺乏性別意識，也是反情慾的

與異性戀中心的。

　　每所學校的師生心中除了一份「校園危險地圖」外，還有一份

「校園情慾地圖」：哪些地方可以浪漫約會談心、可以聊天賞月、

可以認識相同性取向的人、可以暗中接吻愛撫、可以躲起來做愛。

如果這兩張地圖是重疊的――也就是說，如果危險空間才是情慾空

間，為求情慾只有冒險，或者如果情慾空間必定是危險空間，一有

情慾活動就會招來各種窺視、監控、侵擾和危險――那麼校園的設

計就是失敗的。故而，我們在消除校園的危險空間時，絕不能同時



105女兒當自強

也消除了情慾空間；否則只是讓禁慾者假借安全之名，來消滅校園

情慾而已。

　　由於情慾空間也要求安全，所以和消除危險空間並不矛盾，

很多時候，安全的情慾空間可以輕易的被創造出來。例如成人改

變自己對青少年情慾活動的捕殺態度，時時呵護並支援青少年的

情愫發展，鼓勵他們多有經驗，多學習求偶的藝術，多交換心得，

甚至在夜間的時候，將人多地區或警衛室附近的空間轉化以供情

慾活動自在使用（像開放無照明的教室或設置隱蔽物的空間），

這樣的設計就可以消弭很多因為追求情慾而陷入不必要的危險的

問題。在這件事情上，成人可以這樣思考：究竟是要採取禁止隔

離情慾的做法，把青少年驅逐到危險空間去，還是將公共空間轉

化為安全的情慾空間，提供青少年具體的支援？

校園──性別自強空間

　　學校之所以成為危險地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學

生的使用意願不夠高。平時的校園總是和考試、焦慮、威權、訓

話、羞辱連在一起，規矩又多得不得了，權威人物比比皆是，這

樣的空間難怪學生不想待，於是他們在校的時間滿懷不情願的怨

忿，一放學就跑到更好玩的休閒場所去。如果學校能夠多鼓勵學

生以自己的方式利用空間辦各式各樣的活動，而不是什麼都管，

什麼都不可以，把校園搞得正經八百，誰都不想去，那麼，我們

的校園是有機會變成活力充沛，人聲鼎沸的樂園的。這麼一來，

良幣驅逐劣幣，校園中的惡意騷擾或危險也會隨之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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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改變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女學生（甚至女老師）要積

極的利用可利用的空間。學習站在高處看地形、路徑的曲折分佈、

方位的概念，積極學習認識身處四周的環境、積極參與生活中的

各種活動；多和膽大自在的女生交朋友，也和校中其他同學發展

各種串連的關係，以便藉著他們的帶領和幫助，對不熟悉而陌生

的事物和地點發展掌握或拓展活動的範圍。向外伸展開拓，是克

服性別劣勢的必經途徑，女人、女學生只有不斷嘗試發展出這種

能力，才能真正自保。而在這些方面，老師們所表現的支援和鼓

勵是絕對必要的元素。畢竟，對學生交友戀愛的活動以及他們自

主打造校園的努力加以肯定按鼓勵，恐怕正是轉化危險校園空間

的最有效辦法。（吳育璘、何春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