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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多數女性而言，我們這一代算是相當幸運的了，出生在一個進步繁榮

的社會，毋需受到裹小脚、足不出戶的約束。而且女性也逐漸擁有和男性一樣

公平的機會與待遇；在家庭裏同樣受到父母的疼愛；在學校中與男同學一起學

習、共同競爭；在社會上受人尊重，與男性同酬同工。此種情況在某些國家

（如日、韓）就不一定如此。對一個世紀以前的女性，也是天方夜譚式的夢

想。 

    或許是一種巧合，當年研究所碩士班上正好清一色是女性，於是我們自封

為指南山城的「十一女金釵」。在這些女同學中，有的已在社會上服務，有的方

從大學畢業，當時都未婚，並對未來充滿信心與希望。  

    記得在研一開學第一次上「教育心理學研究」課程時，曾經寫過「青年的

四個大夢：人生價值、良師益友、終身志業和愛的尋求」一書的著名心理學

家，當時圍著一條米白色的長條圍巾，全身散發出成熟帥氣學者風範的吳靜吉

教授，在步入教室時看到全班都是年輕女性的詫異表情，接著退出教室，幾秒

後再進來說：今天我們改變主題，先請每位女同學說說來讀研究所的動機與心

態，然後讓大家討論一個有趣的主題：「現代女性畏懼成功的心理探討」。 於是

那一天，我們有幸從傳統婦女的角色演變，探討到現代女性角色扮演的多元

性；從社會風氣的開放、教育機會的均等，經濟生活的獨立、法律政治上的公

平等方面，說明現代婦女追求個體自主的多種影響因素。  

    然而也就在女性尋求平等、獨立的同時，另一種矛盾心理隨之產生。尤其

對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學歷可能是另一種負擔。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女

性而言，一方面希望在學業工作上有好的表現，發揮所長；但一方面又恐個人

的學歷太高、工作上表現太好，而予旁人壓力或不良印象。尤其是對自己的男

友或配偶。至於對他人而言，有些父母傳統上會認爲女兒終究要嫁為人婦、步

入廚房，太多的教育可能會影響她安於做家庭主婦的心理，或者造成學非所用

的浪費等。 

    同樣在求學時，有些男同學會以「女子無才便是德」相提醒，認爲外表柔

順、善解人意的女性，比精明能幹型的女人更具女性魅力。一位學有專精、工

作幹練的女性，又會讓人質疑是否會不屑家務、忽略女性的天職等。於是女性

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習過程中，經常出現上述的角色認知衝突，而徘徊在傳統

與現代婦女角色、個人意願與他人期待中；一方面要求獨立、自主與自我實

現，另一方面又畏懼「成功」所可能帶來的衝突與損失。  

    例如一位在大學任教的女性井教授，身兼行政、教學、研究以及家庭主婦

多種角色。平日在學校中主持業務、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相當忙碌。回到家



又需侍奉公婆、照顧先生和子女，操勞家務。我請教她如何安排忙碌的一天？

她說道：「白天在學校，下班後忙家務，等到夜裏全家大小就寢後，才是真正屬

於自己讀書、研究的時間。」曾有人勸她放棄工作或減輕負擔，然而從學生時

代，她就希望能夠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畢業後結婚，與先生經過一番協調，終

於互相體諒、彼此配合。她說：「既然決定做職業婦女，就要有心理準備，認清

自己的角色扮演，才不會有所偏失。」在筆者眼中，她是一位極懂得角色調適

又十分有毅力的人，能隨時自我調整又善於分配時間，難怪在家庭與事業上都

相當愉快而稱職。 

     如果一個人認爲生命的意義在於發揮潛能，希望在工作中、事業上有所成

就，則不妨以此爲重，專心一意地道求個人的自我實現，並尋找一位能夠彼此

欣賞、相互配合的人結爲伴侶，組織家庭。婚後，不論純粹做家庭主婦或兼為

職業婦女，都應善盡個人的職責，妥善調配時間，並重視自己在家庭中的重要

地位，不忽略婦女的天職，以便善盡相夫教子與服務社會的責任。  

 

(本文作者，爲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