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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與時代與社會

時光在不知不覺中悄悄溜過，光

陰荏苒，我們所期待的 5 月 20
日終於到來，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

終於就職。但台灣將何去何從？走向

何方？如何面對各種不斷的挑戰，是

一大考驗，我們將拭目以待。

環顧世界不管是已開發國家或開

發中國家由於教育的普及或高等教育

的充實，已有 30 多位女性總統或國

家領導人，目前在世界上知名度最高

的可能是已滿 90 歲的英國女皇伊莉

莎白。目前在歐洲最被矚目的當然是

德國的梅克爾總理，在亞洲可能是韓

國的朴槿惠總統以及最近崛起的緬甸

翁山蘇姬。今年年底美國是否也會出

現首位女總統希拉蕊，她將是全世界

最有權勢的女性。另外還有一位北歐

的前女總統宣布將角逐下一屆的聯合

國秘書長，最近在義大利從事五星運

動的女性也當選杜林市長，在羅馬

3000 年才第一次選出女市長。

當然有人談說女性撐半個天，男

女平等平權應是理所當然！不過如果

我們回顧人類的歷史，男女是否真平

等過？為何會有男尊女卑這句話？男

主外，女主內、女人無才便是德等等，

是社會現實的一面。最近引人注目的

台灣大企業家因一夫多妻而產生的家

屬鬥爭已是見怪不怪的媒體主題。

在回教國家的女性不但穿著密不

通風，還被迫蓋住自己的頭髮，接受

基本教育的權利都成問題。二年前以

17 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馬拉拉，這

位巴基斯坦小女孩就因發聲女孩受教

權利而受到頭部槍擊重傷，但奇蹟獲

救。她在聯合國大廳大聲疾呼，雖獲

全場起立致敬，但如今男女不平等還

是依然如故的維持著畸形社會。

另一方面我們醫界同仁要從什麼

角度觀看這一問題？高醫大的實習醫

學生全班有一半為女生，將來的女醫

師如何重視本身的專業外又如何分身

照顧家庭？如何扮演在這高齡少子化

的社會角色？政府應該建立怎樣的制

度？在日本就有男女醫師不同的值班

制度，特別是有小孩或懷孕者，該如

何減少其生理、體力、壓力？是新政

府將面對的一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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