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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身體
――校園美少女選拔賽

　　隨著女人腳步的大步邁開，女人的身體愈來愈進入公共領域，

這個身體要如何呈現，也隨即成為大家關注的話題。

　　目前的觀察是，通常和女人身體相關的文化或商業活動（從

廣告到瘦身到內衣秀到辣妹到檳榔西施），都被視為是對女人的

物化、醜化或商品化；而女人自己選擇的某些身體呈現方式（從

耳洞鼻環到染髮到刺青貼紙到暴露到流行時裝）則被視為是女人

輕浮虛榮的表徵。

　　有趣的是，女人的身體形象愈是在公共領域中凸顯，愈是普

及，就愈有義憤的言論出現，要女人把身體包起來，藏起來，關

起來。這個文化對身體的另眼對待在此表露無遺。

　　就以大家認為最早凸顯女性身體的公眾活動為例。從一九六

零年代第二波女權運動展開以來，每次世界小姐選美大賽舉行，

都是會場內眾女爭鋒，會場外婦女團體高聲抗議；選美活動亦被

定位為「服務男性主流審美觀」的一項裝飾性活動，所謂「選美

是否物化女性」的議題再度被搬上台面來。一時間，場面熱鬧滾

滾，選美爭議多多。

　　選美的爭議正好指向時下對身體根深蒂固的成見。我們的教育

總是分配了過多的關注在智性發展上，對於身體，我們是只重（健

最近許多電視節目和媒體上都出現選拔「校園美少女」
之類的活動，像這樣強調外表和長相的趨勢，
對孩子的影響實在令成人憂心。我們應該怎麼保護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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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實用性，而不重視有沒有美感；因此那些衣著鮮麗、髮型亮眼

的女學生在校園中是飽受貶抑的。師長面對她們放著大好時光不去

念書，反而在髮型衣著這些瑣碎小事上用心用力耗費大筆金錢和大

量時間，完全不能認同，於是便以各式規定大加圍堵，盡量杜絕各

種可能使身體產生吸引力的機會。如今校園中的男生竟然也開始使

用各種商品（髮雕慕斯、刺青貼紙、染髮、耳環、指甲油）來裝飾

自己的身體，看在老師的眼裡，更為驚心動魄，簡直是傳統男性角

色的腐蝕。

　　在這種否定身體美感的教育體系之內，任何禮讚身體的行為

都是被禁止的。師長們總是訓誡學生不可為外表而耽誤課業，不

可太著墨於形象的包裝。在智性發展重於一切的學習領域裡，任

何具有吸引力的身體（從郭富城到酒井法子）都被描繪為誘惑陷

阱，會誤導自身及他人步上歧路；任何為身體所下的工夫都被視

為是無聊的，低俗的，順從今世的流行風俗的。在這樣的描述之

內，最近媒體上的美少女選拔立刻被視為鼓勵少女愛慕虛榮接受

誘惑，使她們成為父權思想的受害者。

　　然而，一昧沈溺在拯救受害者的義憤情境中，一昧厲聲的道

德指責，是沒有意義的。相反的，當我們試著從受害者的心境跳

脫開來時，我們會發現選美的多重意義有待開發，端看我們如何

從看似虛浮的選美活動中發掘出正面的性別身體意義。

　　選美原是西洋社會的發明，經過引介移植後得以在國內發榮滋

長。既然是洋玩意兒，對國內的整個大環境自然造成或多或少的文

化衝擊。最令人矚目的就是，西方式的積極與東方式的內斂，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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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撞出了火花。

　　中國文化謙沖自牧的本質，從正面來看可以幫助人達到一種

沈穩的自我定位，但是同時在這種文化背景下，不論男性女性，

至少在外觀上都頗受壓抑，尤其女性，從來不被鼓勵展現身體的

真我。相反的，女人的身體被另外一種邏輯所掌握：女性的行止

要莊重，儀容要整潔；與人出遊時長輩總不忘叮嚀：「要打扮的

端莊一點喔！」若太過輕衣簡服，則會換來一句 :「妳穿這樣，會

讓人以為我們家很窮。」女性的外表不僅是婦德，甚至成了判斷

家世背景的標準之一。在這樣的身體文化中，女性被迫成為（某

種）美的典範，（某種）美的宣導員。

　　而在選美活動中，女性首度有機會在水銀燈下以和傳統內斂

文化大為不同的美感自在的展現自我。這種公共領域內的自得，

為那些想要展

示身體，想要獲

得眾人注目的

女性暫紓困窘。

「ＸＸ小姐」的

堂皇名目一出，

便為女性身體

進入公領域賦

予了某種正當

性，使女性身

體逃離了被家族及戀人私有化的命運，而能坦然的步上水銀燈下

的大舞台，閒雅自在的展露自己的身體及才識，而且經由媒體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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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還可以對社會造成或多或少的影響力。例如最近很受人矚目

的中年美女宮雪花，她不只挑戰了參賽者年齡上限的限制，其「科

學美女」的身份也對「美」的本質進行了顛覆。可想而見的，只

要社會一直進步，像宮雪花這類的「突破」事件還會不斷增加。

　　不管是選美少女或是世界小姐，選美當然不是一個全然自由

自在的場域，其中的商業考量和主流審美觀都是大家常常詬病的。

因此，重新發現身體，塑造身體的自在感覺，恐怕還要從更多的

自我肯定和實踐開始，而在這個過程中，女性能得到多少支援和

鼓勵就成了重要關鍵。

　　糟糕的是，當有些女性不再為家族體面或情人的偏好打扮，

而開始為自己喜歡或者出於與同儕競爭的心理而打扮，並且投入

演藝圈或時裝界，甚至變成檳榔西施或紅茶辣妹，試圖影響多數

人的審美觀時，她們所得到的通常並非讚賞，而是苛責，眾人責

備她「拋頭露面」，罵她「好出風頭」。

　　諷刺的是，「女為悅己者容」被視為傳統美德，但「女為己

悅而容」，甚或將自己的美貌置於眾目聚集之所在，便被視為是

失德了。這種種交相矛盾的強迫觀念加諸於女性身上，造成她們

長久以來的困難處境。

　　其實選美風未必只與女性有緣，連男性也與選美頗有淵源呢！

古代的招親即是變相的「選美」，男性在擂台上相互搏鬥，和女性在

選美會場彼此爭鋒一般，都是以身體競賽。古代人以武招親，現代

人也有樣學樣，各種流行的相親節目中，男性參賽者在巧妙應答之

餘，還得勞動身體，露一手廚藝或其他技能，男性選美的電視節目



136 實　務　篇　─　校　園　文　化

還要參賽者穿緊身泳褲出來亮相。在另一方面，我們的文化一向重

視男士們的「底子」，而輕看他們的「面子」。因此，愛好修飾的

男士們被人斥以脂粉氣太重，喜歡打扮自己的男學生也會遭同儕排

擠，只有那些「外在成就低落」的男子大受青睞，不修邊幅的男人

被視為最「豪邁不羈」，是懷才不遇的「落拓才子」，值得眾人欽

慕景仰。由此可見，男性的身體亦是佈滿路障，飽受規制羈束的。

我們可以清楚得見，文化以異曲同工的手法同時打壓了兩性的身

體。

　　然而可喜的是，現代男性已經逐漸擺脫舊日束縛，蛻變成更

亮麗多姿的一群。他們衣著搶眼，裝扮入時，彼此競豔，令人目

不暇給，校園裡的男學生也不讓成年男人專美於前，書包內護髮

四寶一應俱全，身上的名牌衣物更反應了經濟奇蹟，愛美之心不

輸給女生。這種轉變令人欣喜，更使人不禁興起期待，或許男人

會因為逐步學會善意看待自己的身體，在此中獲得某種成就感和

滿足感，因而更加善意看待別人的身體，尊重別人的身體。

　　不過在當下，比起整個社會，雖然我們的校園已經漸漸有了

美感的脈動，已經有無數青少年用她／他們的身體寫下了時代的

美學，但是他／她們遭遇的，卻只有成人的疑懼和封鎖。

　　美感經驗來自日常生活的積累，如果青少年鎮日身處校園中，

觸目所及卻都是師長對性別的壓迫，對身體的否定，這要叫青少

年如何擴展自己的美感經驗呢？這種對身體的輕視，無疑的會限

制青少年心靈狀態的成長。此外，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不但自

己感覺舒爽，別人看起來也賞心悅目，這是對別人的體貼，也是

尊重他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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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校園裡多些美感，也為了讓學生們個個都能培養出精

準的審美能力以及尊重他人的良好態度，請對學生們精心打理出

來的髮型及衣服多些讚美，少些責罵，讓同學們感覺走進校園就

像步入了綺麗繽紛的選美會場。青少年多花點心思在自己身上，

總比他們把精力花在欺負別人身上好吧！（徐宜嘉、何春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