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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從字面上來看，仇女就是「仇恨女性」
以意思上來說是指「針對女性群體的一種仇視
情緒」。
可以通過很多種方式表現出來，例如 :性別歧視、
父權制、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及將女性物化。這
種情緒通常出自男性，也可能出自女性本身。



Part 02



＃N號房事件 ＃82年生的

金智英

＃淡江詞創社

仇女言論



N號房事件

又稱「博士房」（韓語：박사방）事件，是指2018年下半年至
2020年3月間南韓發生的一系列使用加密即時通訊軟體Telegram
進行的性剝削案件。犯罪者通過在Telegram上建立的多個聊天室，
將對女性進行性威脅得來的資料、相片、影片等發布在聊天室中，
甚至進行直播，受害者們被要求在身體上刻字、食糞飲尿、將蟲
子放入性器官，以及侵犯自己的幼年親屬，部分受害者亦於線下
遭受性侵，一些聊天室甚至對性侵行為進行錄影上傳乃至直播

-----敘述引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F%93%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3%E6%97%B6%E9%80%9A%E8%AE%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Telegra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89%9D%E5%89%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Telegra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4%BE%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6%92%AD


N號房事件─仇女關鍵字

#犯人對女性的性剝削

#男性觀眾與社會輿論

#司法審判的公正性



講述出生於1982年的三十多歲平凡女性金智英，在產
子後因為周圍人事變化，以及家庭中婆婆等家人的言行
一度造成其心理疾病，以及在其丈夫和家人的幫助下尋
找自我恢復生活的故事。

-----敘述引自維基百科

82年生的金智英



#女性在傳統父權社會中生活常面臨的問題

#在韓國對女性的一些貶抑名詞
(ex:媽蟲、泡菜女……

82年生的金智英─仇女關鍵字



淡江大學「詞創社」在社群媒體PO文介紹「大成發」的表演樂團
「台女終結者」介紹文:「台女欠幹又欠扁,就讓我們舉起男人的法
槌,看到一個打一個,沒有制裁到台女絕不放下!」雖是運用了最近
討論度高的YouTube頻道「反正我很閒」的流行語，但其中卻帶
有滿滿不尊重、仇視女性，甚至涉及暴力的言論，當然也被許多
人撻伐。

淡江詞創社仇女言論



#不尊重、仇視女性，甚至涉及暴力的言論

#台灣已經很平權？

淡江詞創社仇女言論─仇女關鍵字



Part 03



看見女性的弱勢：

常見的關注議題有:女性割禮、家暴、性侵、性騷擾、受教育
權、身體自主權(包含墮胎權、生育權)及職場上會產生的玻璃
天花板效應等……



國際法 憲法 大法官釋憲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保障婦女在政治、法律、工作、教育、醫
療服務、商業活動和家庭關係等各方面的
權利。



第7條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
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134條

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
其辦法以法律定之。

第153條
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
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之保護。

第156條
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
保護母性，並實族婦女、兒童福利政
策。

增修條文第10條

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
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
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釋字 365 號

解釋爭點:民法就親權行使父權優先之規定違憲？

釋字410 號

解釋爭點: 親屬編施行法未因聯合財產制修正另設規定違憲？

釋字 452 號

解釋爭點: 民法關於夫妻住所以單方意思決定之規定違憲？



許多人會對女性主義者產生誤會，認為女性主義
是主張女權高於男性權力、是為了對抗男性而存
在，無可否認的是抱有這種想法的極端女性主義
者確實存在，但大多女性主義者並非抱持著女權
無限上綱、「女權自助餐」的想法，而是提倡可
以結束性別歧視與對於女性的剝削及壓迫，進而
達成真正的性別平等。



Part 04



1.如果生活中能以更多的尊重看待不管是公眾人物或親近的人，
仇恨和對立的情緒自然會減少，同時不要隨意妄下定論、在別
人身上貼標籤
2.有負面意義的台女、拜金、母豬之類的詞彙，在網路上打出
來可能只是幾秒鐘的事，對當事人來說撕掉這些標籤卻不是那
麼容易
3.男性也會有受傷害的時候，外型亮麗身材好的男性容易被物
化，相較於女性受到性暴力時更可能被忽略，太常把男性當成
強勢的那一方便造就了這樣的結果



T h e E n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