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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台灣當代女性傳記研究（1945~2004）


提要


傳記的出版活絡於解嚴後，其數量變化及內容形式多有可探討之空間。本文將材料界定為台灣當代出版的女性傳記，架構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女性傳記的出版現象，二是女性傳記的表現形式，三是女性傳記的女性意識。藉由此三方面的研究，觀察台灣當代女性傳記文類的發展，及其在文學與社會兩方面的意義。


出版現象方面：出版解禁，各類傳記趁勢而出，造成傳記風潮。一來，女性擔任公職的比例增加以及政策提倡，政治、文化兩大領域的女性傳記得以展其風貌。再者，建構女史的觀念萌芽，學者提倡口述歷史形式的女性傳記，重織早期因教育條件限制，無法提筆書寫而散佚的女性歷史。而後，社會價值重整，對人的課題之思索，傳記書寫成為創傷及勵志的出口。種種現象證明了女性傳記的數量和質量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


表現形式方面：本文以傳記體裁、傳記史料做為二大討論項。一，歸納出女性傳記的體裁方式。二，作者特別的編排使傳記呈現的風格不同，主題編輯式負載了勵志和教育的功能；附錄傳主創作則可見散落其中的事跡，相互對照檢其真偽虛實。三，傳記史料則為傳記寫作材料，不足以呈現完整的傳主生平。女性書寫方面，先述及台灣當代女性書寫的變遷，再討論傳記中敘事呈現的方式。不論在形式表現和敘事手法上，女性傳記都顯現多樣化的一面。


女性意識方面：傳統與現代的女性對於性別思考，根基於做為人的尊嚴。傳統女性雖無法抵抗社會現實，對於自我的存在並不乏省思。能夠衝破性別藩籬擁有一片天地的女性，往往經由教育洗禮，或者掌握了經濟實力，譬如女政治人物或職場女強人、女藝術家。然而事業上表現卓越，反而凸顯情感的不足與困惑，強勢的人生態度，使她們的情感表達於傳記文中具秩序性的輕描淡寫，也有的是藉由許多生活經驗產生性別的迷思，之後體悟到「我」是獨特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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