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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性別藩籬的信念       

新港國中 林楠惠 

                                            指導教師 蔡坤延 

一、基本資料欄位 

參賽作品標題 跨越性別藩籬的信念 

個人基本資料 
學生姓名：林楠惠 性別：○男  ●女 

所屬學校名稱：新港國民中學 就讀年級：七年級 

二、評析資料來源及名稱（若為新聞事件，詳細紙本資料請浮貼於後。）*書籍電影則免！

閱讀書名/電影名

/新聞事件名稱  

政治犯全部特赦 緬甸擬修憲為翁山蘇姬大選鋪路 

(人間福報 2014.01.01) 

三、參賽作品內容欄位 

心得感想 

(段落與段落之間

請空行，標點符號

請用全形，全文以

不超過兩千字為原

則) 

 

    近來，總統選舉前哨戰的議題正沸沸揚揚的充斥於眼耳之

間，彷彿台灣民主演化的齒輪正快速地轉動著，姑且不論兩黨

觀點的效益優劣，看到新聞中不分男女領袖言行意志的洶湧澎

湃，令人不禁想到一篇緬甸民主曙光翁山蘇姬的相關報導。每

個國家的體制發展各不相同，而在緬甸長期軍政體制的洗禮

下，男尊女卑似乎也成為其社會執政觀點的主流價值，但誰又

能料到點燃其民主曙光的焰苗，竟來自於一席布衣的女流之輩

一「翁山蘇姬」，不過我相信這一切並非偶然，印度民主之父

甘地老早在她的人生學習旅程上埋下影響深遠的種子，讓她以

擁有為同胞付出不畏犧牲的使命感為榮，誰說挺身而出的超人

卸下面具之後，一定是結實肌肉的男兒身呢！ 

    在這篇報導之中，關於執政黨釋放政治犯的德政及草擬修

憲敞開翁山蘇姬選舉之門的聲音，亦反映了緬甸政府進行民主

改革的決心，但我想背後重要的關鍵來自於近六千萬人口的緬

甸民意，而影響這滔滔民心的便是一路走來，非暴力理論始終

如一的翁山蘇姬所展現的信念，儘管被軟禁的時間長達十多餘

年，仍然可以看到她當初果斷拒絕驅逐出境換取自身自由的付



出影子。而這樣獲得人人所覬覦諾貝爾和平獎最高殊榮的傳奇

女性，是否再次顛覆傳統女性主內的刻板印象呢？ 

    再回頭看看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其實也蘊含了同樣驕傲

的光榮事蹟，擁有「嘉義媽祖婆」尊稱的許世賢博士，其一生

在醫學、教育及政治上的無私奉獻，奠定了其為台灣女權民主

先驅的地位，另一方面，擺脫從前男性化名字的期待束縛，她

也只是堅持自我心中的信念而活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小天地罷

了，所以只要你願意，點燃自己生命的小火柴， 

性別便不再是一個劃地自限的枷鎖禁錮。 

    廿一世紀是個「男女平等」的文明世代，各行各業需要的

往往是頭腦思考大於力氣賦予的效率思維，所以相信自己，活

出心中信念，傳統男女刻板印象的例子便不攻自破，而相信未

來的美好世界版圖也肯定是由男女攜手共同合作構築而成！ 

*詳細紙本資料，請浮貼於此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