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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瞬間‧歷史永恆】                              /人物展區文案圖表  2011/08/23  

本人物單元，集結政治、婦團、法律、宗教、教育、藝文、醫藥、科學、體育、公益、經濟、軍警等 12 個不同領域的女性群像，展

現臺灣一百年來，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女性的身影，看她們如何發揮影響力，為自己創造豐富的人生，也為歷史留下瞬間的永恆。 

 

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政 

治 

12 

【開創女性參政先例】 

從日治時代到 21 世紀民主憲政，女性政治參與是臺灣

民主發展與社會兩性平權的努力成果。建國初期，活躍於

政治與國際社會的第一夫人，蔣宋美齡女士，曾於 1943

年於美國國會演講 成功說服美國對華援助，堪稱近代中

國政治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女性政治家與社會慈善家；同時

期，積極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謝雪紅與人稱「鱸鰻查某」

的葉陶，以及「太魯閣的和平使者」原住民的姬望‧依娃

爾，反抗帝國殖民、沙文主義與威權體制，更象徵臺灣女

人不屈不饒的精神。 

隨著民主與婦女運動發展，首位女性市長、副總統，愈

來愈多女性投入民意代表與行政首長之公職人員選舉、擔

任政務官，爭取體制內平等政治參與，開創臺灣女性參政

先例。 
女性參政，臺灣第一 

李緞(殁) 1947 年，當選為第一屆的監察委

員，第一位女性監察委員 

謝娥(1918-1995) 1947 年，參選立法委員，全臺第

三高票，第一位女性立法委員 

許世賢(1908-1983) 1968 年，當選嘉義市長，成為全

臺第一位民選女市長 

►宋美齡(1897-2003) 最具影響
力的女性政治家與社會慈善家 

►謝雪紅(1901-1970)、葉陶
(1905-1970) 社會運動女將 

►姬望‧依娃爾(1872-1946)太魯
閣的和平使者 

►李緞(殁)第一位女性監察委員 
►謝娥(1918-1995) 第一位女性立

法委員 
►許世賢(1908-1983) 第一位民選

女性市長 
►郭婉容(1930- ) 第一位女性部長

►吳碧珠(1949- ) 第一位女性議

長 

►呂秀蓮(1944- ) 第一位國家女性

副總統 

►張小月(1953- ) 第一位女大使 
►葉菊蘭(1949- )第一位女性行政院

副院長 
 

 

 
蔣宋美齡女士(中華民
國婦女聯合會提供) 

 
許世賢女士(蔡秀女提供) 

 
呂秀蓮女士（翻拍自
《數一數拓荒的腳
步》一書，拓荒者出
版社） 

 
郭婉容女士(劉憶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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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郭婉容(1930- ) 1973 年，擔任經濟設計委員會副

主委(1977 年更名為經濟建設委

員會)、1988 年擔任財政部部

長，為第一位女性部長 

吳碧珠(1949- ) 1998 年，當選臺北市議會議長，

地方自治史上第一位女性議長 

呂秀蓮(1944- ) 2000 年，當選中華民國副總統，

一位國家女性備位元首 

張小月(1953- ) 2001 年，擔任聖克里斯多福大

使，外交史上第一位女性外交官/
大使。 

葉菊蘭(1949- )、 2004 年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第一

位女性行政院副院長 
 

姬望‧依娃爾女士
（姬望紀念教會提
供） 

吳碧珠女士（吳碧珠提供） 

 
葉陶女士（右一，楊
建授權提供） 

 

葉菊蘭女士(行政院客委會
提供) 

 

張小月(外交部提供) 

 

 

2.婦

團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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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婦女權益先鋒】 

婦運先鋒：  
李元貞 1982 年集結許多婦運人士創辦婦女新知雜誌

社，倡議兩性平權；1987 年改組成為婦女新知基金會，長

期推動修法與政策倡議。高李麗珍 1983 年成立台北婦女

展業中心（1999 年正式立案為台灣婦女展業協會），致力於

變故家庭關懷，1986 年推動彩虹婦女專案（1988 年立案為

彩虹婦女事工中心），1991 年終止童妓協會(2009 年更名為

台灣展翅協會)，關懷不幸少女（雛妓）、防止兒少性剝削。

廖碧英、沈美真、王清峰 1987 年創立台灣婦女救援協會，

隔年正式登記為婦女救援基金會，由王清峰擔任第一任董

事長，推動婦女救援及慰安婦之關懷與法律訴訟。施寄青 

►婦運先鋒：李元貞、高李麗

珍、廖碧英、沈美真、王清峰、

施寄青、潘維剛、張錦麗、高

愛琪、徐慎恕、陳秀惠 
 
►修法捍將：尤美女、王如玄、

彭婉如、陳惠馨、蘇芊玲、謝

小芩、廖書雯、高鳳仙 
 

 

婦女知新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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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1988 年創立晚晴婦女協會，協助失婚婦女及提供婚姻與法

律諮詢服務。潘維剛、張錦麗 1987 年成立現代婦女基金

會及第一個婦女保護中心，和推動防暴三法之立法。高愛

琪宣教士 1988 年創立勵馨基金會，紀惠容致力於兒童保

護、性侵害、性剝削、家庭暴力防治與青少女培力。徐慎

恕、陳秀惠 與一群關心環保議題婦女於 1987 年創立主婦

聯盟，1989 年正式立案成為主婦聯盟基金會，致力於消費

環保與教育的推動。 

修法捍將：尤美女: 擔任男女工作平等法共同起草人、

並參與民法親屬編等各項修法運動，長期致力於各項婦女

權益的推動與倡議。王如玄: 擔任鄧如雯事件的辯護律

師，並參與男女工作平等法、防暴三法、民法親屬編等各

項立法與修法運動。彭婉如：民進黨婦女部主任，推動政

黨內部婦女參政四分之一保障條款，促進婦女參政。紀惠

容：起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陳惠馨、蘇芊玲、

謝小芩：起草性別平等教育法，落實校園性別平等。廖書

雯：起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高鳳仙：起草家庭暴力及性

騷擾防治法。 

 

 
李元貞女士（婦
女新知基金會
提供） 

 

沈美真女士（婦
援會提供） 

 

王如玄女士（現
代婦女基金會
提供） 

 

彭婉如女士（彭
婉如文教基金
會） 

潘維剛女士(潘
維剛提供) 

 

張錦麗女士（現
代婦女基金會
提供） 

 

王清峰女士（婦
援會提供） 

 

廖書雯女士（現
代婦女基金會
提供） 

蘇芊玲女士（婦
女新知基金會
提供） 

 
蘇芊玲女士（蘇
芊玲授權、劉怡
伶、女書店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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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尤美女女士
(婦女新知基
金會提供) 

高李麗珍女
士（高李麗珍
授權，臺灣神
學院提供） 

 
謝小芩女士（謝
小芩提供） 

陳惠馨女士(陳
惠馨提供) 

高鳳仙女士
（監察院提
供） 

 

紀惠容女士
(勵馨基金會
提供) 

  

3.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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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界女中豪傑】 

司法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臺灣的婦女運動更是

在結合關心女性處境的女法律人而發端，捍衛著司法與性

別正義。女性法律人在日治時期，尚無法找到一位女性法

律人的蹤影，至今年輕女性紛紛投入，性別趨向機會均等，

女法律人走出自己的榮耀之路。 

首位女大法官張金蘭、首位最高法院女性庭長范馨香、

首任女性檢察長林玲玉、最早從事犯罪預測研究的學者張

甘妹，對司法犯罪研究領域有重大貢獻，以及創辦國際婦

女法學會臺灣分會的曾陳明汝教授等活躍於法界的女性優

秀資深前輩。 

►張金蘭(1917-1975)首位女性大

法官 

►范馨香(1921-1987)首位最高法

院女性庭長 

►林玲玉(1948-)，首位女性檢察

長 

►張甘妹(1930- )，最早從事犯罪

預測研究的學者，在司法研究

有重大貢獻 

►曾陳明汝(1937- )，國際婦女法

學會臺灣分會創會會長 

 

范馨香女士（右一）（中
央大學校史館提供）  

曾陳明汝女士(曾宛如
提供) 

 
張甘妹女士(張甘妹提
供) 

 

 

 

 

 

張金蘭女士(司法院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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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

育 

12 

【教育推手】 

張聰明女士，於 1884 年與其夫馬偕博士創辦全臺女子首

學—淡水女學堂，張女士為該校六名教師唯一女性，推動

求學女孩免學費、供膳宿、解除纏足、識字及研讀聖經。

政府來臺，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時任教育部中等教

育司長王亞權致力推動，提高學童就學率。 

國民與中等教育：高梓是我國最早女子體育教育家，推

動板橋教師研習會成立，對國小教師培育貢獻良多。江學

珠擔任北一女校長，長期推動中學女子教育。 

大學教育：包德明，1957 年創辦「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

校」，是戰後最早設立的女子商業學校，培育女性專業技

能，開創新局。師範教育中，臺灣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

創校校長任培道、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首位女性所長

賈馥茗，是培育臺灣教育人才先師。 

語文教育：「鵝媽媽」趙麗蓮是空中英語教學先師，為

臺灣英語教育熱心奉獻 70 年。張希文則是臺灣華語文教育

先鋒，領導國語實驗教學，推展至全國及華語於世界各地。 

校園性別研究：為促進女性意識在校園紮根，關心婦女

運動的女性學者集結推展校園女權運動。顧燕翎主持系列

女性讀書會，重視知識與行動的連結，促成跨校女性學者

集結，並與姜蘭虹於 1985 年共同催生國內第一個婦女研

究單位「臺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另女性教授跨校

結合，1993 年組成第一個跨校性別研究組織女性學學會，

創會會長張小虹，帶動國內女性學研究風氣。 
 

►張聰明(1860-1925)，創辦全臺

女子首學 
►王亞權(1912-1994)九年國民

教育推手 
►高梓(1901-1997) 最早女子體

育教育家 

►江學珠(1901-1988)臺灣女界菁

英推手 

►包德明(1908-2009)，創辦戰後

最早的女子商業高等學校－銘

傳女子商專 

►任培道(1895～1988)臺北女

師創校校長 

►賈馥茗(1926-2008) 首位女性

擔任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臺灣

師範大學) 

►趙麗蓮(1899-1989)「鵝媽媽」，

空中英語教學先師 

►張希文(1908-1991)臺灣華語文

教育先鋒 

►顧燕翎(1948- )女性學研究先

驅 
►姜蘭虹(1946- )，臺大婦女研究

室首屆召集人 

►張小虹(1961- )，女學會創會會

 

包德明女士(銘傳大學提供) 
 

王亞權女士(中華民
國婦聯會提供) 

 
高梓女士(國立教育資料館
提供) 

 
姜蘭虹女士（姜蘭虹
提供） 

 

江學珠女士
(中華民國婦
聯會提供) 

 
張小虹女士（女書店
提供） 

 
趙麗蓮女士（趙麗
蓮教授文教基金會
提供） 

 

張聰明女士（淡江中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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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長 

 

顧燕翎女士(女書
店提供) 

 
張希文女士(國立教育資料館
提供) 

任培道女士(臺北
市立教育大學提
供) 

賈馥茗女士（國
立教育資料館
提供） 
 

 

5.科

學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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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女力新典範】 

理性的科學與學術領域，被視為是男性的專業，突破傳

統性別框架，許多傑出女性科學家，在科學領域巾幗不讓

鬚眉，不但表現出色，更在國際上獲得各界肯定與尊重。 

中國居禮夫人：吳健雄是華人科學史裡必須記載的名

字，在普遍歧視女性的物理科學界中，憑著自身的才分與

努力，累積無數驚人的實驗成就，1957 年當選為中研院首

位女院士，1975 年更打破一向由白人男性擔任的傳統，成

為美國物理學會首位女性會長，為二十世紀偉大女性物理

學家。 

科學新女力：吳嘉麗、林麗瓊，分別將性別意識帶入化

學與物理研究領域；水產研究員趙乃賢，專研低溫生物學

及染色體操作；地質學家王執明，以太魯閣為研究地點，

上高山、下深谷採集岩石，做田野調查，積極推廣與普及

地球科學教育；林媽利建立臺灣捐血系統及建全醫院輸血

►吳健雄(1912-1997)，中國的居

禮夫人 

►吳嘉麗(1947- )、林麗瓊

(1959- )，研究跨越性別界限的

科學家 

►趙乃賢(1945- )，第一位女性水

產研究員 

►王執明(1931- )，第一女位地質

學家 

►林媽利(1938- )，血液醫學之母 
►彭汪嘉康(1932-)，癌症醫療之

母 

►余淑美(1952- )，水稻基因研究

先驅 

►郝玲妮(1957- )，首位女性擔任

 

吳健雄女士（吳

健雄學術基金會

提供） 

 
彭汪嘉康女士

（彭汪嘉康提

供） 

趙乃賢女士

（趙乃賢提

供） 

 

 
王執明女士(蔡

林媽利女士（林

媽利提供） 

余淑美女士

(余淑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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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作業；彭汪嘉康證實癌細胞起於染色體變異，建立臺灣癌

症醫療體系；余淑美是水稻基因研究先驅，致力於作物基

因改造，以解救能源危機。中央大學首位女性太空研究所

所長郝玲妮教授，設計製作國內第一個太空科學儀器，是

科學研究領域中傑出的女性科學家，為女性歷史寫下光輝

的一頁。 

在工程領域方面，修澤蘭：擔任陽明山中山樓修建設計

師，獲得臺灣建築成就獎，有台灣第一女建築師之美譽。 

太空研究所所長(中央大學)，設

計製作國內第一個太空科學儀

器 

►修澤蘭(1925- )，享有臺灣第

一女建築師的美譽 

 

秀女提供) 

林麗瓊女士(林
麗瓊提供) 

郝玲妮女士（郝

玲妮提供） 

 

 

6.藝

文傳

播 

-24 

【實踐藝術生命夢想】 

文藝創作：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下，早年文藝

創作先進張李德和的舊詩、陳秀喜的新詩，以及受業於胡

適、參與五四運動的蘇雪林、女性文學作家林海音、齊邦

媛、龍應台等創作，是臺灣文學重要代表；第一女畫家陳

進和女指揮家郭美貞是畫壇和樂壇的風雲人物；在保守社

會背景中，她們以詩文書畫樂展現女性才華。 

傳統藝術：傳統戲曲、現代舞蹈或是當代流行影藝，女

性同樣都有打動人心的演出，顧正秋、郭小莊、廖瓊枝、

楊麗花、孫翠鳳等致力於臺灣京劇與歌仔戲之演藝薪傳，

江賜美的掌中技藝也是發揚鄉土藝術代表。原住民排灣族

女大頭目包春琴，致力於傳統排灣族舞蹈，對原住民文化

延續及推廣用心。 

藝文表演：現代舞蹈藝術中，蔡瑞月為臺灣舞蹈藝術開

荒播種，開辦臺灣第一座「蔡瑞月舞蹈研究社」。陳文敏開

拓臺語電影，是臺灣第一位女導演。鄧麗君用歌聲征服兩

岸三地，影響力遍及華人社群。 

►張李德和(1892-1972)嘉義三絕

才女 

►陳秀喜(1921-1991)著名的女詩

人，美國國際詩獎榜眼 

►蘇雪林(1897-1999)為首位獲得

行政院文化獎女性文學家 

►林海音(1918-2001)積極拔擢臺

灣文學創作人才 

►齊邦媛(1924- )，推動國文教

科書改革的文學作家 
►龍應台(1952- )，用文學反應

社會脈動，引發社會迴響 

►陳進(1907-1998)第一位獲奬女

畫家 

►郭美貞(1941- )，第一位女指揮

家 

►顧正秋(1929- )，開啟臺灣京劇

 

 
陳進女士（蔡秀

女提供） 
 

陳秀喜女士（蔡

秀女提供） 

 
楊千鶴女士

（蔡秀女提

供） 

 
陳文敏女士（陳

炎生提供）  蔡瑞月女士（蔡
瑞月舞蹈研究社
提供） 

 

廖瓊枝女士

(廖瓊枝歌仔

戲文教基金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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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薪傳推手：文化藝術領域中，首任文建會主委申學庸，

致力於文化傳承與教育，創設國立藝專、文化大學及台南

家專等校音樂科系，是音樂文化推動的重要舵手。新聞界

中，楊千鶴是首位女記者；另王效蘭、成露茜及殷允芃等，

分別創辦報章雜誌，用媒體記錄歷史。 
用文化做婦運：鄭至慧長年參與婦女運動，女書店創辦

人之一。1991 年，主編《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引

發各界研究女書先聲。 

 

文化 

►郭小莊(1951- )雅音小集創辦

人，為京劇呈現出嶄新風貌 

►廖瓊枝(1935- )，臺灣第一苦旦 

►楊麗花(1944- )，歌仔戲皇帝 

►孫翠鳳(1958- )，臺灣第一小生 

►江賜美(1933- )，第一位布袋戲

女頭手 

►包春琴(1921-2001)排灣族女大

頭目的舞蹈傳承 

►蔡瑞月(1921-2005)臺灣舞蹈之

母 

►陳文敏(1920- )第一位女導演 

►鄧麗君(1953-1995)用歌聲發揮

影響力的女藝人 

►申學庸(1929- )首任文建會主

委，創設國內多所音樂教育學

系 

►楊千鶴(1921- )首位女記者 
►王效蘭(1941- )，聯合報民生

報發行人 
►成露茜(1939-2010)臺灣立報 
破報發行人 

►殷允芃(1941- )天下雜誌創辦

人 

 

楊麗花女士
（右，中央日報
提供） 

 
顧正秋女士(任
祥女士提供) 

 

郭美貞女士
（蔡秀女提
供） 

 
鄧麗君女士(鄧
麗君文教基金
會) 

江賜美女士(真
快樂掌中劇團、
柯世宏提供) 

申學庸女士
（白鷺鷥文教
基金會） 

 
張李德和（真理
大學、臺灣文學
資料館提供）  

蘇雪林女士（成

功大學、蘇雪林

教授學術文化

基金會提供） 

 
林海音女士

（中央日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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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鄭至慧(1950-2009)女書傳人、

婦運文化大將 

 
包春琴女士（遠
流出版社提供） 

 

鄭至慧女士（女
書店提供） 

殷允芃女士
(天下雜誌提
供) 

 
成露茜女士(天下雜誌
提供) 

 
 
 
 
 

 

7.體

育 

-19 

【纏足到飛躍的運動女將】 
臺灣女性早年受到纏足限制、阻撓運動發展，直自 1910

年代放足運動及女性受教觀念逐漸普及後，女性運動人口

才逐漸增加。1924 年，臺南第二女高舉辦首次運動會，打

破臺灣女性與運動無緣的藩籬；臺灣女性終於有體驗運動

競賽樂趣與揮灑自我空間的舞台；並透過運動展現其獨

立、開放、自主、健美的新女性特質。 
回溯女性在體育運動賽事的榮耀，林月雲，日治時代一

位崛起於 1930 年代的臺籍女性田徑運動員，數次奪得日本

全國 80 公尺跨欄、三級跳遠及跳遠之后冠，並以優越成績

被推舉為柏林及東京奧運會日本代表第一候選選手。享有

「飛躍的羚羊」美譽的紀政是臺灣女子選手在奧運奪牌的

第一人，更打破黃種人在田徑場上落後的迷思。1980 年後，

女性在世界體壇上發光發熱，跆拳道（陳怡安、秦玉芳、

►林月雲(1915-)，追求奧運的

臺灣女性先驅者 

►紀政(1944- )，飛躍的羚羊，

臺灣女子選手在奧運奪牌的

第一人 

►跆拳道：陳怡安(金牌)、秦

玉芳(金牌)、白允瑤(銅牌)、

陳君鳳(銅牌)、羅月英(金

牌)、童雅琳(金牌)、紀淑如(銅

牌)、陳詩欣(金牌) 

►桌球：陳靜(銅牌) 

►舉重：黎峰英(銀牌)、郭羿

含(銅牌)、陳葦綾(銅牌)、盧

映錡(銅牌) 

紀政女士(希望基金會提供） 

陳詩欣女士（陳

詩欣提供）  
陳怡安女士（陳

怡安提供） 

陳靜女士（中

央日報提供） 

 
袁叔琪女士（袁

叔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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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白允瑤、陳君鳳、羅月英、童雅琳、紀淑如、陳詩欣）、桌

球（陳靜）、舉重（黎峰英、郭羿含、陳葦綾、盧映錡）、

射箭（袁叔琪、吳蕙如、陳麗如）等陸續於奧運殿堂創造

佳績，另高爾夫球名將涂阿玉、曾雅妮等，也都締造臺灣

體壇世界新紀錄。 

►射箭：袁叔琪、吳蕙如、陳

麗如(團體銅牌) 

►高爾夫球：曾雅妮(世界第一) 

陳葦綾女士（聯

合知識庫提供） 

曾雅妮（中央

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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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8.經

濟 

-7 

【創造臺灣經濟新女力】 

女工奇蹟：「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分工，讓

多數女性留在家庭生養育兒女、從事家務勞動工作。隨社

會時代變遷，1970 年代起，臺灣經濟開始發展，加工出口

區與工廠設立，許多年輕女性讀完小學就到工廠當作業

員，分擔家計；另方面，「家庭即工廠」主婦們從事家庭手

工，增加家庭收入。這群任勞任怨、奉獻青春的勞工女性

也是創造臺灣經濟起飛的重要推手。 

撐起半邊天的女企業家：「做企業家不容易，做女企業家

更難」，清領與日治時期，北有艋舺製材生意的黃阿祿嫂(清

道光-1900 年)，夫逝獨撐製材生意，南是研發出大甲草帽

的洪鴦(1853-1941)都在夫逝後扛起家族生意，經營有成。

當代女實業家前裕隆集團總裁吳舜文、宏達電創辦人王雪

紅以及帶領團隊完成高鐵通車與營運的殷琪等展現魄力、

克服種種挑戰，帶領企業在全球市場中寫下女性企業家的

璀璨一頁。另方面，女企業家肩負企業社會責任，前明星

化工董事長周文磯成立職業婦女社團，交流分享創業成

果，培力新秀。 

開創女性就業的非營利組織：彭婉如基金會董事長劉毓

秀，結合一群婦運人士，積極推動居家照顧、社區治安聯

網、保母托育等家庭支持性方案，協助與支持婦女就業。 

►黃阿祿嫂(清道光-1900 年) 艋

舺傳奇女企業家 

►洪鴦(1853-1941)大甲草帽的

催生者 

►吳舜文(1921-2008)前裕隆集團

總裁，第一女實業家 

►王雪紅(1958- )，宏達電創辦

人，以 HTC 品牌揚名國際 

►殷琪(1955- )，大陸工程總經

理，完成臺灣高鐵通車 

►周文磯(1904-1998)前明星化工

董事長，創辦國際工商婦女會 

►劉毓秀(1954- )，社區經濟與照

顧推產業推動者 

洪鴦女士（遠流

出版社提供） 

 
吳舜文女士（左二，中央日報

提供） 

 
王雪紅女士（宏達國際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劉毓秀女士(劉毓秀

提供) 

 
周文璣女士(中華民國工
商婦女協進會提供) 

 
殷琪女士
(聯合知識
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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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9.宗

教 

-5 

【聞聲救苦，大愛世人】 

人間的大愛：證嚴法師，1966 年創辦慈濟功德會，帶領

家庭主婦展開濟貧救苦的志業，慈善、醫療、教育、人文、

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環境保護等領域，從臺

灣到世界各地，從事人道救援工作。女牧師李幫助是全臺

首位女牧師，扶助弱勢，擺脫當時社會對女性是否可以傳

道的質疑。 

跨越國界的奉獻：從清領時期開始，遠渡重洋、克服語

言隔閡，國外傳教士已在臺灣這片土地默默地奉獻心力。

創立臺灣最早女子學校幕後推手─李庥牧師夫人，伊萊

沙‧李庥（Elizabeth Cooke Ritchie）、關懷山地／盲胞／孤

兒／痲瘋病人的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小兒麻痺幼童

的守護者瑪喜樂﹙Joyce McMillan﹚都是無私奉獻於臺灣，

其大愛精神，令人感佩。 

►釋證嚴(1937- )，聞聲救苦，

慈濟大愛 

►李幫助(1909-1997)首位女牧

師 

►伊萊沙‧李庥（Elizabeth Cooke 

Ritchie,1828-1902）新樓女校的

幕後推手 

►孫理蓮(1901-1983)芥菜種傳

道會創辦人 

►瑪喜樂(1914-2007)小兒麻痺

幼童的守護者 

 

 

 
證嚴法師(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 

 
孫理蓮女士（基督教芥菜種會 提供） 

瑪喜樂女士（喜
樂保育院提供） 

 

李幫助牧師（道生神學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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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10. 

社會

公益 

-6 

【美麗人生，關懷社會】 

不分你我的公益人生：過去到現在，社會各角落有著許

多動人故事在發生，溫暖人心。生為世家後代，辜嚴倬雲

將婦聯會從反共抗俄轉型朝向社會公益，開拓聽障療育、

補助貧困學童營養午餐，為貧困者伸出溫暖的手。萬華地

區人稱「乞丐之母」的私立愛愛院（原名愛愛寮）院長－

施照子，來自日本的她，將一生全都奉獻給臺灣社會最底

層的乞丐與孤苦老人。臺東中央市場菜販陳樹菊省吃儉

用，多年來捐款了近千萬元幫助小學建圖書館、救助兒童

及孤兒。面對生命的殘缺，伊甸基金會創辦人作家劉俠，

用其強韌的生命力發光發熱，讓不完美的生命因此而完滿。 

幼教老師林靖娟於火燒車意外中捨身守護幼童，身後被

納入忠烈祠，是臺灣第一位非軍人的女烈士；鄧玉瑛老師

與同僚兩人為了不耽誤教學、冒險渡河被洪流沖走，為教

育犧牲生命，花蓮縣鳳林鎮當地居民特別興建「箭瑛大橋」

以資感念。 

在助人專業教育中，葉楚生、丁碧雲開設社會工作教育

課程，是臺灣助人專業先師。 

►辜嚴倬雲(1924- )，發揚婦聯

慈善精神 

►施照子(1910-2001)乞丐之母 

►陳樹菊(1951- )，默默行善的

時代英雄 

►劉俠(1942-2003)伊甸基金會

創辦人 

►林靖娟(1960-1992)幼教界烈

士 

►鄧玉瑛(1956-1977）為教育奉

獻生命的師表 

 

 

 

辜嚴倬雲女士(中華民國
婦聯會提供) 

 
施照子女士（台北市
私立愛愛院） 

 
劉俠女士(劉俠(杏林子)
之友會提供） 

 
林 靖娟 女士(靖 娟
兒 童安 全文 教基 金
提 供 ) 

 

陳樹菊女士(行政院僑委
會提供) 

 
鄧玉瑛女士(鄧友連
先生提供) 

 

丁碧雲女士(汲宇荷女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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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1964 年社會工作教學研究會開幕，圖為我國社會

工作教育在台灣的先驅。照片中的女性有葉楚生

(前排右五)、熊芷(最後排右五)、第二排有任珩(右

四)、丁碧雲(右五)、陶淑貞(右六)、蕭宗悅(右七)、

舒子寬(四排中)(鄭宗和先生提供)。 
 

11. 

醫藥 

-9 

【健康守護者】 

醫界女首：備受社會尊崇，且以男性為中心的醫學領域，

女性同胞努力，同樣不落人後。日治時代的蔡阿信，從當

時第一所女子中學「淡水女學堂」畢業後，考上日本唯一

「東京女子醫專」，成為第一位臺籍女醫師；其後，謝娥

成為全臺首位女性外科醫師。1950年，莊淑旂通過政府所

舉辦的第一次中醫師國家考試，成為臺灣第一位女中醫

師。一百年來，女性在臺灣醫療體系中立足，為守護臺灣

人民健康而努力。 

醫護教育推手：周美玉籌設「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成

為全臺灣第一個護理專業科系。陳翠玉，創辦台大護校、

籌備台大醫院護理學系暨研究所，推動臺灣現代護理教

育，灌注男女平等醫護觀念。2000 年後，吳妍華、鄒國英

►蔡阿信(1895-1989)第一位女醫

師 

►謝娥(1918-1995)第一位女外

科醫師 

►莊淑旂(1920- )，第一位女中醫

師 

►周美玉(1910-2001)軍護之母 

►陳翠玉(1917-1988)首位留學日

本護士，現代護理推手 

►吳妍華(1948- )，首位女性擔任

醫學大學校長(陽明大學) 

►鄒國英(1950-)，首位女性擔任

醫學院院長(輔仁大學) 

 

 
陳翠玉女士(李錦容授
權，前衛出版社提供) 

 
蔡阿信女士(遠流出版
社提供) 

 
周美玉女士(國防醫學
院提供) 

 
趙可式女士（趙可式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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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分別為首位擔任醫學大學校長與醫學院院長的女性，在男

性為主的理工醫學領域中，用專業突破性別限制。此外，

趙可式以「善終」觀點，推動臺灣「安寧緩和醫療」與醫

療人員之「生死教育」。護理先進們的卓越表現，受到全國

各界高度肯定。 

首位女性衛生署長：張博雅為衛生署第一任女性署長，

開辦全民健康保險，減輕民眾就醫財務障礙，在短短兩年

內，納保率便高達 96%，民眾滿意度達七成。推動「醫藥

分業」，建立醫藥專業分工合作的執業型態，保障民眾用

藥安全，對臺灣地區公共衛生具有重大貢獻。 

  

►趙可式(1948- )，安寧療護之母 
►張博雅(1942- )，首位女性衛

生署署長 

 

  

莊淑旂女士（莊 淑旂社
會福利事業基 金會、
國際家族防癌 協會提
供）  

 
張博雅女士(衛生署提
供) 

吳妍華女士（吳妍華提
供） 

 
 
 
 
 

鄒國英女士（鄒國英
提供） 

 

12. 

軍警 

-13 

【跳脫性別框架，立足於陽剛之地女子】 

國軍史上五位陸軍女少將，分別是國防醫學院護理系主

任周美玉（1958 年晉升）、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設計委員姜毅

英（1967 年晉升）、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政戰主任潘愛珠（2002

年晉升）、國防部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室資通安全處處長

柴惠珍（2006 年晉升）及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文宣政教處

處長池玉蘭（2008 年晉升）。各軍職領域中，也各有傑出女

性軍職人員報效國家，包括陸軍少校黃慈婷為第一位女性

戰鬥直昇機飛行官（2001 年），海軍中校謝艾潔為第一位女

性艦長（2007 年），海軍少尉黃慧芬為第一位女蛙人（1999

年），空軍中校米蜀珍、陳鳳賢、銀素慧等三員均為國軍首

批女性飛行官（1993 年）。 

►女將軍：周美玉、姜毅英、潘

愛珠、柴惠珍、池玉蘭 

►女戰鬥直昇機飛行官：黃慈婷 

►女艦長：謝艾潔 

►女蛙人：黃慧芬 

►首批女性飛行官：米蜀珍、陳

鳳賢、銀素慧 

►首位女性縣市警察局長：謝芬

芬 

►全國首席鑑識權威：程曉桂 

 

池玉蘭女士(國防部提供) 
 

姜毅英女士(倪雅倫提供) 

 
謝芬芬女士(警政署提供) 

 
程曉桂女士(警政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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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案 群像人物 (圖片) 

在警察人員方面，1947 年招考第一批女警員開啟女警歷

史，經過 60 年，臺灣終於出現首位女性縣市警察局長－謝

芬芬（2006 年出任宜蘭縣警察局長）；另用科學辦案，程曉

桂為全國首席鑑識權威(2007 年，擔任刑事警察局鑑識中心

主任)。建國百年的今日，在性別主流化政策指導下，女性

有更多投入軍警行列，這些立足陽剛的女子，用專業與智

慧贏得肯定。 

 
謝艾潔女士(國防部提供) 

 

黃慧芬女
士(國防部
提供) 

 
周美玉女士(國防部提供) 

 
陳鳳賢女士(國防部提供) 

 

米蜀珍女士(國防部提供) 

 
銀素慧女士(國防部提供) 

 

 

 

 

 

潘愛珠(國防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