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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科學人口語中所傳遞的訊息 

—葉德蘭教授訪談記 
 

                               林更青 (輔仁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訪談源起－ 

台灣大學外語學系的葉德蘭教授在 2007-2008 年間，從個人對口語分析與

女性研究的專長出發，執行了一項性別研究的專題計劃，討論學術社群中女科技

人對教學研究環境的評估[1]，經口語描述而呈現出來的性別意識觀點。葉教授經

過內容分析的方式，系統地歸納出女科技人強化個人在學習認同與自主性的論述

策略，直指現狀，值得女科技人參考。 

 葉教授的論述分析，由重覆出現的主題論述辭彙中，整理出四項論述策略︰

一、正面承認女性在科技領域之現況，找出轉「不利」為「有利」之契機；二、

明示性別平等，男女無別之行事態度；三、面對歧視言論時多採用迂迴論述，以

免直接衝突，但仍可表達異議立場，進而與其他人結盟；四、強調傳統女性特質

與科技研究之關聯，確立自己在相關領域之正當性。利用這四項論述的模式，科

技領域中的女性可以達到「去中心化」與「賦權」的效果，在男性價值為主流的

社群裡，建構個人價值的正當性。 

 我們想進一步瞭解的是︰女科技人的經驗是否能為科技學界帶來真正實踐

性別平等的可能？編輯特別邀請葉教授，親自談談她研究的心路歷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訪談在六月末，德蘭教授的辦公室進行，窗外有初夏的雨聲，辦公室內有各

式色彩鮮明的活動海報，能走進一個從事性別研究語言人研究環境的我（編輯，

一個女物理人），是很開心的。與德蘭教授的對話是採開放式的，我們大半的時

間在交換我們對各式性別議題的想法，對話是從一個口語紀錄的敘述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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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就在這幾天，有位男性同事告訴我，在物理人的社群，談論與要求性別平

等是一個沒有意義的議題，因為這是一個比想得諾貝爾物理獎而做的物理研究還

要困難的題目。您的看法是如何？ 

德蘭︰這真是有趣的說法，在這個比喻下性別平等就成了人類社群的 Holy 

Grail，意謂著是一個夢想，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那麼我們就得要更務實

的考量如何來瞭解和認識這個問題的成因與解決問題的可行性了。如果評估下，

這是一個無法達成的任務，而仍然有人有興趣，這倒是一個更令人覺得有趣的事。 

編輯︰您個人對我們這一群已經在所謂男性主導的學科中，做所謂沒有性別分別

的事的女性與男性的看法，能不能簡單的說一下？例如有人建議我們女科學人去

關懷女性外籍配偶的處境，比處理我們科學圈的情形，或許更有意義？ 

德蘭︰這一點，我並不同意。男性所造成的問題，不該由女性去解決的。當然性

別議題有很多面向，每一個人的關懷，可以有不同的落點，途徑或許不同，目標

會是一致的。每一個性別議題都需要被瞭解，比較級是來自個人的選擇的，是不

是有客觀性的先後，要更仔細的檢視的；更重要的是個人關注的主體性與選擇

權。我在做性別研究的同時，對和平學在語言教學上的設計做嚐試與推廣[2]。聯

合國在推行婦女工作數年後，很自然的往和平與安全的工作方向發展，就可以瞭

解，性別議題是有普世性的，不單是個女人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女性的經驗，

是值得去認識與瞭解的。 

編輯︰能不能談一下您對女性科學人口語分析與研究的動機？ 

德蘭︰我的目的是想要建立口語知識的資料庫，也分析一下在這個語彙集中反應

出什麼樣的社會經驗。抗拒理論的省思，就是思考個人的自由是否受到限制。如

果個人能意識到抗拒心態的型態與起因，就更有能力去重新調整行為，也能再行

使被有形或無形的結構所限制的自由。我對這個研究的延續性是有興趣的，在做

完訪談時，我的確觀察到系統性的抗拒語彙的出現；較令我困惑的是女科學人對

既存的社會性別結構，多數是採認同的態度。如果就務實面來說，認同既有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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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或許是衝突較少的方式，可以有效地達成個人能掌握的目標。但這樣的

經驗，可不可能對結構性的父權結構有解構、或轉型的契機？我希望在新的研究

計劃中，去討論這樣一個問題。 

編輯︰在與女科學人的訪談中，你有機會多瞭解科學的領域嗎？ 

德蘭︰因為研究的重點不在討論科學，而在女性在科技圈的少數經驗，很自然的

就不會去觸及科學的內涵議題。我個人的自然科學學習經驗當然是非常不有趣

的，在國中時已經放棄學習權，怎麼可能再去問科學研究的內涵呢？(笑) 

編輯︰如果我告訴您我們的物質世界是崇尚民主(個體為主)與均富法則的，您會

不會有興趣？ 

德蘭︰這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新觀點了，民主與均富是社會學應該辯證與處理的問

題吧？ 

編輯︰您聽過熱力學的第二定律嗎？以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觀點來看，就一個封閉

的系統（其中個體不能與外在環境做能量交換）來看，如果兩個個體，共有 5

份的能量(如果一份能量代表一個可選擇的狀態存在)，一種分法是 1和 4，另一

種是 2和 3，考慮 1乘 4與 2乘 3的數值，後者的發生可能性比較高，也就是存

在的狀態亂度值比較大，是物質世界所傾向的狀態。 

德蘭︰有趣。我一直都無法理解，我們的科學教育為什麼無法讓年輕的學生，覺

得更有親和的可能。是授課的界面有調整的必要？還是授課的內涵無法吸引學

生？還是科學教育本身已經是一個父權系統的產物？教育的內涵與形式都會影

響教育對象所接受到的訊息。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思考內容，與其教學行為，都會

影響到學生的學習結果的。 

編輯︰就您做的研究而言，口語是不是能有效地反應我們的思考，同時也回過來

影響我們的行為呢？ 

德蘭︰口語反應我們的思維是非常直接的，但因為沒有行諸文字，它的實質效果

驚人，但不會被重視。當一位女科學人被口語描述成刻版印象的女人時，她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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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專業信用就會被大幅縮減;就像稱傑出的女性學者為「先生」一樣，她被視

為男性，因為潛意識中，女性不應該傑出？符號的暗示結果，每一個人都需要去

瞭解和認識，才能免於受刻板印象的影響[3]。 

編輯︰要謝謝德蘭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也希望女科技人與女性學學者有更多的

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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