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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七○年代台灣男性知識份子 
對新女性主義的言論與態度 

謝蕙風∗ 

提  要 

回顧中國近代婦女運動的發展，實多賴男性知識份子，或基於改革社會

惡習的觀點；或基於強國保種的維新思想，提出興女學、反纏足、反納妾、

反片面貞操等主張，成為開啟中國近代女權思想的倡導者。 

相對於晚清時期男性知識份子的積極提倡，台灣本土的婦女運動則幾乎

是以女性為主導的社會運動。其中七○年代一向被視為台灣婦女運動的發

端，呂秀蓮所倡導的「新女性主義」在社會中帶來了相當的震撼與討論，本

文即意圖檢視當時男性菁英在深受西方思潮的影響下，是如何看待此一以女

性為主體的婦女運動？又如何在衝擊的婦女運動中調整與適應？並試圖藉

由男性對新女性主義的回應與主張，洞悉男性內心對女權運動的真正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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