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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以前的歐美，傳統上藍色是女孩的顏色，而粉紅則是男孩的顏色。顏色與性別的限

制，都是一種商業炒作改變文化或習俗的結果，在每個文化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要不要被這

樣的刻板印象限制，是人的決定，而非顏色本身的問題。

從台灣的「粉紅旋風」反思性別平等：當我們鼓勵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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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在推特（Twitter）上看到包括時中部長在內，衛福部團隊戴著粉紅口罩，一字

排開的照片，第一時間覺得這些平日嚴肅的男性官員看起來好親切──往下點進標題讀

了內文，才發現原來這張照片背後的故事這麼可愛，宣導防疫兼提倡兩性平等，用心

實在令人感動。這兩天，社會各界紛紛響應，粉紅一夜之間成為全台話題性最高的顏

色，台灣的性平教育又往前跨了一大步。

顏色與性別的對應，在每個文化中或多或少都會有，但是要不要被這樣的刻板印象限

制，是人的決定，不是顏色本身的問題。我想就個人的經驗，來談談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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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衛服部　臉書專頁

我們鼓勵女孩不落窠臼，卻很難「平衡教育」男孩

20 世紀以前的歐美，傳統上藍色是女孩的顏色，而粉紅則是男孩的顏色。據說是因為

20 世紀初，服飾業推出粉紅色女裝廣受歡迎，才讓兩個顏色對調過來，粉紅變成「女

性的顏色」，而藍色則成為了男性代表色。相關的歷史與顏色性別化的原由眾說紛

紜，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粉紅等於女性這樣的觀念，其實就跟台灣中秋節等於烤肉節

一樣──都是商業炒作改變文化／習俗的結果。

我的成長過程裡，媽媽買的衣服幾乎都是粉紅色，或是有粉紅色花樣，在那個時候這

彷彿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 直到上了國中和高中，制服都是淺藍色調，我才發現我

喜歡藍色遠勝於粉紅，並且對老是和 Hello Kitty 連結在一起的粉紅色非常反感。 

然而這樣約定俗成的色彩性別二分法，不知不覺的影響著我，儘管我努力反叛，還是

不自覺的落入它的巢臼中：懷第一胎時超音波照出是女孩，我當場不知怎地腦海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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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粉紅。雖然之後我並不特意買粉紅色的衣服或玩具，嬰兒房也以中性的乳白色為

主，只有在沒有選擇的時候，才會在粉紅與藍色之間靠邊站──不過大部分時候，我選

的都是藍色，因為我個人偏好藍色，而且很實際的考量到老二如果是男孩，「藍色會

比較適合。」（這就中招了啊！） 

女兒兩歲以後，開始會發表意見，選擇她喜歡的東西。此時，我很驚訝的發現，即使

我盡力避免，她還是進入了粉紅時期，什麼都要粉紅色，連家裡沒有的 Hello Kitty 都

成了她的最愛。 我始終不知道這個粉紅模式究竟是內建還是外掛，只知道它來勢洶

洶，躲也躲不掉。直到愛莎女王一統天下，她才和眾家小女生一起進入冰雪藍時代。

《冰雪奇緣》（Frozen）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女孩的「指定色」改回「原本（歷史上）

的」藍色，可見媒體宣傳洗腦力量之大，黑的都會變成白的，粉紅也會變成藍的！ 

只有女兒的時候，我其實是以「希望我的父母是這樣教育我」的方式，移除自己成長

過程中「因為是女生，所以要這樣／所以不能那樣」的因子，給女兒自由而平等的立

足點。後來第二胎果真是男孩，在養育兒子的過程中，我才發覺當今社會風氣普遍鼓

勵女孩做傳統上「男性化」的事，但是很少鼓勵男孩做看似「女性化」的選擇，大至

學業工作，小至服裝顏色。

我覺得在這一點上，要平衡教育男孩，其實比女孩難，因為整個環境給予的支持相對

的少。每每遇到性別成見的時候，我都會趁機機會教育兩個孩子，沒有什麼東西是

「男生的」或「女生的」，只有你想要／喜歡的與不想要／不喜歡的選項，還有與性

別無關的基本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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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養育兒子的過程中，我才發覺當今社會風氣普遍鼓勵女孩做傳統上「男性化」的事，但是很少鼓勵男孩做

看似「女性化」的選擇，大至學業工作，小至服裝顏色。圖／Shutterstock

英國公立小學，男女統一的粉紅色校服

我家兩個孩子上的是倫敦一所公立中學才成立幾年的小學部。中學部的制服是白襯衫

配灰底粉紅線條毛衣或線衫，外搭印有粉紅校徽的灰色西服外套。小學部為了保有相

似性又能一眼分辨，設計制服時把兩個顏色對調，於是粉紅色成為制服主色，附幼與

預備班的學童一律穿印有校徽的粉紅色 Polo 衫，搭鼠灰色運動褲與運動服；小一以

上則穿白襯衫、灰褲／裙，搭粉紅毛衣或線衫。不論男女與年級，大家都穿粉紅色。

女兒 5 歲剛進這所小學時，很驚嚇的發現制服是粉紅色，因為那個時候的她還是愛莎

迷，什麼都要藍色，所以被迫穿粉紅色其實很無奈，不過既然沒有選擇，顏色也就不

是問題。轉眼兒子滿 3 歲，要開始上學校附幼班，開學前我擔心他對粉紅制服會抗

拒，幫他心理建設了一番，但是不知道是我建設得好，還是看姊姊穿習慣了，他很驕

傲的穿上粉紅 Polo 衫，覺得自己是個大孩子，就這麼跟隨姊姊的腳步當起了小小粉

紅。3 年過去，在校內或是校外，粉紅制服從來沒有困擾過這個熱愛忍者與超級英雄

的小男生。

原本我並不特別喜歡粉紅色，但是學校制服的粉紅明亮而不俗麗（大概比部長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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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兩個色調），女孩穿起來好看，男孩穿起來體面，每週一家長受邀參加朝會時，

我看著全校一片粉紅，覺得賞心悅目極了。我跟著女兒或兒子的班級去校外教學的時

候，每次都有他校老師或家長湊上前來，以讚嘆的語氣誇獎粉紅制服令人耳目一新，

和一般學校以深色調紅綠藍三原色為主的制服有天壤之別──許多人甚至以為他們來自

私立學校，我想是因為粉紅帶來優雅高貴的聯想。

有人可能會好奇，都沒有家長抗議粉紅色制服嗎？答案是當然有，但是這幾年來我從

其他家長那裡聽到的抱怨都是大同小異的「淺粉紅色容易髒，一沾到筆墨水彩就洗不

乾淨，留下污點不好看。」或是「小學部前兩年上完要換制服，六年後上了中學又要

換一次，光買制服就所費不貲」等等。目前為止，還沒聽過有人說「粉紅色會讓孩子

怕被人笑不敢穿出門」之類的。

學校在被唸了幾年後，決定從今年初起，逐漸以和中學部一樣的灰底粉線，取代粉紅

灰線毛衣。決策出來後，當初抱怨的家長們看到「不容易髒」、成熟多於朝氣的灰毛

衣，後悔已經來不及了──我想家長們發起「還我粉紅制服」連署應該是遲早的事。

偏見與霸凌無關顏色，而是教育的責任

偏見與霸凌之所以存在，與顏色無關，而是社會態度與家庭教育的結果。如果一個社

會不容許人自由做自己、不鼓勵無分性別的平等、不挺身為正確觀念發聲；如果一個

家庭不教導孩子接納異己、不談論性別相關議題、不自省而怪罪別人──那麼穿戴什麼

顏色都只是一個藉口，一個讓偏見與霸凌合理化的藉口。

台灣從 2002 年開始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法》，但是直到最近幾年，我才開始看到社

會風氣的轉變。（這裡要聲明一下：我長住英國，大部分資訊是由媒體而來，而不是

親身體會，所以可能有落差。）我想執政當局對這個議題的態度是關鍵──只有政府本

身對推動性平改革有決心，主事者對此有信念，才真正能推動齒輪，讓性平改革穩定

的向前運轉。

雖然當下性平教育和相關法令的發展仍面臨許多阻力，但是衛福部上下宣導防疫的同

時不忘主動矯正色彩性別偏見，為社會大眾做了最好的示範，也為下一代的性平教

育，帶來了豐富的資源。

喜歡與否無所謂，看見本質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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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桌上，我說了阿中部長戴粉紅色口罩的故事給兩個孩子聽，他們覺得很有趣，聽

得興味盎然。聽完故事，我問 5 歲的兒子，對粉紅色口罩有什麼想法。

「我不喜歡粉紅色啦！ 但是它也就是個顏色而已嘛！」

「那只有粉紅色口罩的話你會不會戴？」

「哦⋯⋯那就戴吧！ 可是我還是不喜歡粉紅色喔！」

喜不喜歡是一回事，但看見事物的本質，而不是顏色或其它表象，才是最重要的。口

罩如此，人生中許多其他事物亦如是。什麼顏色都只是個顏色而已──但是勇於穿戴粉

紅，突破世俗成見的男孩／人，一定要給他們一個大大的讚。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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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潔／在倫敦醒來

台北市出生長大，16 歲看了 Before Sunrise（愛在黎明破曉時）從此愛上歐洲，日夜夢想搭火車環
遊歐洲各國。中央大學法文系畢業，倫敦大學學院歐洲文化碩士，曾任職旅遊業，兼職教育業，現職
一個法國人的太太，兩個跨文化小孩的媽媽，和不定期夜班部落客。移居倫敦十七年，對這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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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之死」？──倫敦沒有「變危險」，但這些觀

念必須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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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萊雅循環「愛再生」(CircuLove)：空瓶回收再生，美麗愛
地球！｜廣編企劃

熱門文章

你有「反抗的勇氣」嗎？──那些穿裙子的男孩

們教我的一堂課

超越你的以為？111全大運帶來創新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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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只餵鹿觀光，還牽起家族「百年羈絆」──我在奈良公園的感動時刻

2 你也欠了「假日債務」嗎？別讓比較心理和一時衝動，讓旅行變成生活壓力

3 期中到了，期末還會遠嗎？──台大「一學期 16 週」上路至今，師生校三方的真心話

4 從小被長輩「洗腦」台灣比不上國外，出國後卻想反問「我們為何自卑？」

5 「大學一定要跑營隊嗎？」透過另類「勸世文」，聽聽過來人們現身說法

6 在美國工作，和主管的「1 on 1」會議到底應該聊什麼？

合作推薦

合作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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