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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思－疼惜台灣女兒 

邱祖胤/中國時報 

近來台灣女兒的表現令人振奮，許淑淨、曾櫟騁兩位運動選手在倫敦奧運中為台

灣爭取僅有的兩面獎牌，流血流汗；法輪功成員鍾鼎邦獲釋返台，女兒鍾愛到處

奔走，令人印象深刻，儘管獲釋的關鍵並不在她，救父心切的表現依舊感人；馬

祖博弈公投之前，馬祖人的女兒黃玟嵐上網投書反賭，同樣令人動容，雖然最後

結果未如預期。  

不過，這些台灣女兒的風光背後，總有老爸老媽不捨的眼淚。  

許淑淨雙掌充滿水泡及破皮的特寫照片在網路上流傳，令人怵目心驚；曾櫟騁得

牌的那一刻，記者問她的父親希不希望女兒繼續為國爭光？父親遲遲不願回答、

眼眶泛紅的畫面，令人鼻酸，畢竟誰願意看到自己的女兒在眾人面前和對手互踢，

即使知道那是比賽，心也會淌血。  

當然，更多沒有得牌卻長年努力付出的選手，他們的父母，心中恐怕更是五味雜

陳。  

過去宣導生男生女一樣好，是為了打破重男輕女的迷思，現在愈來愈多男性覺得

生女兒好處多，甚至用「前世情人」來形容。若有個像鍾愛這樣的女兒，能在關

鍵時刻站出來，讓老父覺得足感心，恨不得高喊：「還好有生個女兒！」但他們

卻不敢說：「生女兒真好！」  

因為我們的環境對女兒並不友善，讓她們在面對婚姻、職場時心力交瘁；面對子

女教養時，更是蠟燭兩頭燒。  

說實在，女性步入職場之後，並未取得真正的兩性平等，倒是因為母性及傳統價

值的延續，硬是把自己變成超人、超女、外傭。  

至於適婚而未婚，或選擇同性伴侶的人，社會的異樣眼光也並未減少，這些台灣

女兒三不五時要被白目的民意代表及學者消費一番，這些傷害台灣女兒的言論令

人傻眼，彷彿過去數十年來推動的兩性平權教育，從未在台灣發生。  

台灣女兒快樂不起來，台灣爸爸自然也快樂不起來。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只有一個數字讓台灣爸爸稍稍放心，就是男性請育嬰留職停薪假的人數逐年提升，

願意為子女教養及居家照護投入更多時間的男性，也愈來愈多，當然今年同樣有

申請育嬰假的新好男人被調職減薪的離譜事件。  

總之，唯有台灣男人願意多幫台灣女兒一把，台灣爸爸才可能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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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讓大家一起來疼惜台灣女兒。 

資料來源：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20822004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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