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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性別平等創新獎申請表 

1. 機關名稱：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2. 實施成果： 

勞動女性的再次回眸——她們的故事作為顛覆性別歧視的可能途徑 

評核指標 具體措施或成效 

與性別平等

之 關 聯 性

(含內容與

題目) 

（10%） 

二十五淑女之墓於 2008年起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後，本局逐年改變春祭活動辦理形式，2019年推出「勞動女

性的再次回眸」計畫，試圖強調當年女性勞動貢獻及工殤事

件的定位，持續推動破除傳統社會文化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實踐 CEDAW公約第 5條要求改正具有性別歧視的文化習俗，

並檢視當時女性在公、私領域的處境。亦進一步透過展覽促

使參觀者對於這群經濟奇蹟背後的女性處境再次反省思考，

並進而關注現代女性勞動者的職場境況。 

自 2008年起，本局每年皆在勞動女性紀念公園辦理春祭

活動，緬懷 1973 年旗津船難罹難的 25 位女性。該公園前身

正是「廿五淑女之墓」，當時她們搭乘渡輪、準備前往前鎮加

工出口區的上班途中，因船隻老舊機械故障，因超載不幸翻

覆，這事件可稱承載了過去台灣社會在家庭及職場中性別不

平等的歷史記憶。 

一、 以高中六號工殤事件為引信 

在 1970年代，受經濟結構傳統性別角色(男尊女

卑)的影響，多數女性 15 歲就開始負擔家計。1978

年時，有約近 50%的 15至 19歲年輕女性投入勞動市

場，她們所賺取的薪資是家庭中重要的經濟來源，也

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高中六號船難事件

發生時便是在此脈絡之下的悲劇，當時市府設立「廿

五淑女之墓」，將罹難的 25 位女性合葬以哀悼此意

外。 

二、 落入性別歧視的陷阱：民間傳說對於未婚過

世女性的以訛傳訛 

不過，因 25位罹難女性恰巧皆未婚，而習俗「尪

架桌頂無奉祀姑婆」反映女性在家中的從屬地位，加

上民間信仰素來有向陰廟求明牌之風俗，便以訛傳

訛，將「廿五淑女之墓」視為姑娘廟，輿論將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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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罹難者的婚姻狀況，更將未婚過世的女性污名為

怪力亂神，造成當地靈異傳說沸沸揚揚。曾辦理春祭

業務的同仁表示，當時到該園區現勘時，甚至還有當

地居民好心過來提醒說該地很陰，不宜久留。 

三、 破除交叉歧視的困境：改善社會文化對於未

婚勞工女性的差別待遇 

CEDAW 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提及，以性和性別為

由而對婦女的歧視，與種族、族裔、宗教或信仰、健

康狀況、年齡、階級、種姓、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等其

他影響婦女的因素息息相關。在 25 位罹難勞動女性

的事件中，這些罹難者身為年輕女性，又為未婚、更

是勞動階級，多重身份遭受著不同的污名。然透過市

府將廿十五淑女墓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並

透過每一年春祭的創意活動，促使民眾理解這些差別

待遇的主因，進而翻轉社會文化的性別歧視。 

四、 肯認女性勞動貢獻、催生職災勞工保護制度 

25 位女性罹難者是 1970-1990 年代職業女性的

縮影，若非當年為了負擔家計，年輕女性放棄受教育

機會，為供家中弟妹念書；從進入加工出口區，認真

打拼的工作態度加速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其貢獻更是

難以估計。  

 在勞動意識日益蓬勃、勞工權益逐漸受到重

視，各界亦醒覺僅將當時之事故視為船難亦過於狹

隘，應將之定位為通勤職災的工殤事件，而進而將職

場安全推及至「從出門至返家」的整體範圍，此一因

女性勞動者罹難的事件也成為台灣全體勞動者保障

的重要的推力，立法院終於在 2001年 10月通過職業

災害勞工保護法。 

將性別觀點

融入業務程

度（15%） 

透過老照片徵集計畫將逐漸令人淡忘的加工出口區女性

勞動者重現於當代，透過展覽內容中揭露加口出口區女性勞

動者遭遇的種種家庭中的性別不平等及職場中的剝削、不平

等待遇，藉以提醒當代勞動者，發現家庭與職場中的不平等，

也在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職災保護法等規定制定

後的今日，能勇於向違反勞動法規的雇主主張自身權益。 

此外，也透過展覽使加工出口區女性勞動者為借鏡，提

醒在經濟與勞動政策的制定，要能考慮對不同性別的經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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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落實性別主流化之精神。 

一、 老照片促使大眾「勿忘影中人」 

1950 出生的張金玲女士於訪談中表示，母親告

訴她「女孩不必繼續升學，念書沒有用，以後還不是

要結婚嫁人，不如早點打工幫忙家裡。」於是國小畢

業，她開始打零工，補貼家用，終於半工半讀到中學

畢業，才進入加工出口區毛衣編織廠上班。 

然因經濟結構、教育制度、家庭型態的變遷，21

世紀初大部分的台灣年輕女孩並非投入勞動市場賺

取薪資，而是父母給予金錢使用，按月發放零用錢。

多數年輕一代與張金玲女士的經驗大相徑庭，對

此當時的女性勞動經驗難有共鳴。 

故本局透過辦理「勿忘影中人：老照片徵求計

畫」，向民眾徵求 1970至 1980年代女性勞動者(受僱

於高雄市加工出口區)之歷史影像(老照片、影片等史

料)，並透過訪談蒐集勞動女性的生命故事， 

進而讓更多民眾理解台灣的經濟奇蹟，是靠著許

多無名英雌的淚水與汗水堆積而成，也從老照片與口

述歷史的展示，提醒著不同世代、不同性別、不同產

業的人，看見彼此的異、同之處。 

二、 經濟奇蹟背後的女性處境再思考 

紀錄片《她們的故事》導演柯妧青曾說：「加工

出口區的成立，真的是台灣女性勞工史的一個起點。」

加工出口區使大批為改善家庭經濟的農村女孩走入

都市，為加工區創造低廉人力成本，女工們是經濟奇

蹟的推手，但卻也奠基於官方資料從不曾談及的各種

勞動條件壓榨及剝削，例如楊青矗著作《工廠女兒圈》

一書談及的階級、性別歧視，包括工傷、病假期間的

薪資、勞動現場的管理方式…等，均與蒐集老照片及

訪談內容中如出一轍。 

事件發生後的 40 多年後，人們對此事件的歷史

共感程度已大幅降低。本局 2018 年底開始規劃推出

「勞動女性的再次回眸」計畫，透過一年一度的春祭

活動及「我們的女工時代」展覽，企圖使民眾持續看

見、認識過去，進而省思過去及現代女性勞動者的境

況及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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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升展示場域中的性別比例讓女性勞動者被

看見 

本局所屬高雄市勞工博物館素來透過展覽及各

式活動推廣勞動文史相關議題，但目前常設展中所提

及之產業特性及勞動者性別比例多以男性為主，為衡

平當期展覽中之性別比例，也持續累積勞動女性相關

之館藏能量，將第一階段所徵集之女工老照片加以整

理轉化，於 2019 年 518 國際博物館日串聯高雄市電

影館推出以女性勞動者為主體的雙館展覽，透過官方

版本的樣板史料與女工捐贈之照片比對，讓觀眾的目

光從女性勞動者的集合體，拉回關注女性個人生命經

歷。 

開發及運用

資源情形 

（15%） 

與非營利組織及藝文團體合作，邀請高雄市女性權益促

進會挹注專業，進行徵集老照片及訪談工作，並邀請小浪潮

創作體於春祭活動中演出《青春ㄟ歌聲》，以戲劇再現歷史。

並串聯勞工博物館及高雄市電影館推出雙館聯展，互相拉抬

提升性別勞動議題之能見度，徵得之史料亦納入文化部國家

記憶庫計畫待後續加值運用。 

一、 引入民間非營利組織資源 

          (附件 2：活動計畫書及成果報告) 

(一)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挹注專業 

為將歷史事件背後隱藏的性別平等價值幅散至

高雄市全區，今年度首次與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合作，該會承辦高雄市婦女館女性史料室，對

於本案事件歷史多有觀察，且具專業性別觀點，故委

請該會協助史料收集及訪談，辦理「勿忘影中人：老

照片徵求計畫」，向民眾徵求 1970 至 1980 年代女性

勞動者(受僱於高雄市加工出口區)之歷史影像(老照

片、影片)等相關史料。 

此外，也邀請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楠梓加

工區)、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分處(前鎮加工

區)共襄盛舉，最後共徵得近 200 張珍貴老照片，首

次於春祭活動當日現場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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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邀請「小浪潮創作體」以戲劇再現歷史 

           (附件 3：青春ㄟ歌聲劇本) 

為強化民眾對此性別史事件的再現印象，活動當

日邀請擅長跨域創作的小浪潮創作體楊瑾雯導演，藉

由史料蒐集的資料延伸，編製《青春ㄟ歌聲》戲劇，

呈現 1970 年代女工辛勤工作、努力生活樣貌，以表

演藝術形式與大眾對話，引起共鳴。 

二、 串聯愛河畔雙館進行館際合作 

(一) 108年 518博物館日雙館特展持續吸睛 

           (附件 4：勞博策展計畫書) 

而在拍攝前，為蒐集女工們走過一段辛苦揮灑青

春汗水的年代，勞博館串連高雄市電影館策劃「我們

的女工時代」老照片暨海報設計展。電影館展區以「勞

動現場」｣與「歡樂時光」為陳展主題，將一張張富

有時代意義的老照片結合電影海報的元素，翻玩出具

有設計感的全新風貌，向把青春奉獻給生產線的女工

們致敬。而勞博館則推出「我們的女工時代」老照片，

除了將本次捐贈老照片的女性勞動者故事穿插於展

場之中，打造出加工出口區廠區及宿舍場景，亦展出

廠區及工作現場照片，並萃取現有館藏加工出口區簡

訊刊載相關訊息搭配展區主題進行展示。 

(二) 納入文化部國家記憶庫計畫後續加值 

          (附件 5：電影館行政契約) 

此外，也與積極與高雄市電影館合作，申請文化

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國家文化記憶庫計

畫」，將本案 25位罹難女性的故事及文物作為素材，

並以台灣社會經濟發展脈絡與性別文化互為經緯納

入拍攝計畫。 

創意及創新

程度 

（30%） 

除了將春祭活動內容活潑化之外，為使高中六號事件及

加工出口區女性勞動者的歷史突破歷年定錨於勞動女性紀念

公園之限制，擴大展示場域利用博物館功能作為性別社會教

育的節點，促使大眾透過影像史料看見過去省思現在及未來

之機會，也藉此盤點可用資源建立高雄市女性史料資料庫串

聯。在展示手法上也突破傳統，雙館特展中以真實的故事及

虛擬的海報揉合，創意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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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破歷年春祭活動地域及形式之限制 

自 2008 年「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正名後，本局

每年皆會在該公園辦理祭祀(獻花)儀式與相關活

動，從辦理工安體驗營，到轉移視角到敘說旗津區在

地事件，結合旗津區公所、3所旗津區國民小學、中

山大學社會學系舢舨船文化保存團隊等單位資源，先

後辦理勞動女性英雄徵文比賽、公園寫生比賽、組裝

及彩繪舢舨船模型、捏塑紀念公園的景觀及旗津的港

灣意象、朗讀比賽，帶領旗津區學生認識這段家鄉歷

史。但受限於旗津區地理位置，對於活動所設定的目

標－「導正社會大眾過去對 25 位女性罹難者的負面

看法」效益似乎僅限於旗津區民眾，因此開始思考如

何同步腳踏旗津區，也能延續並擴散活動辦理目的之

效益。 

二、 透過影像史料展示看見過去省思現在與未來 

為擴大本案辦理效益，2019年企圖透過影像(諸

如老照片展示及紀錄片拍攝等)這類媒體再現的方

式，增強民眾對本案性別觀點與意識的體察，透過視

覺的「眼見為憑」外，將一般民眾帶入不同於自身的

他人生命歷程中，另外，也透過家庭間長輩向晚輩分

享老照片，可以更快使年輕一代願意與個人之外的

「歷史」作連結，更深刻瞭解此歷史事件之背後意

義，繼續記得這段歷史。 

三、 盤點資源建立高雄市女性史料資料庫串聯 

除使用勞博館、電影館作為影像策展地點外，本

局今年度特別對外連結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

進會，因過去「廿五淑女墓」改制為勞動女性紀念公

園的過程中，數位具有性別意識之女性學者先後任職

於社團法人女性權益促進會，且目前該會承接高雄市

婦女館女性史料室的推廣工作，對於本案事件歷史多

有觀察，且具專業性別觀點，於女性史料蒐集已有豐

碩成果。 

本次合作將女性史料室及勞博館藏加工出口區

女工文史資料調出，透過辦理展覽進行初步盤點整

合，對於高雄市女性史料資料庫的串聯頗有助益，也

為勞博館後續醞釀「勞動女性常設展廳」打下基礎。 



7 
 

四、 利用博物館專業功能作為性別教育的節點 

除了 2019 年春祭活動當天的展覽，更擴大展示

場域，將補充深化蒐得史料後，利用博物館展示功

能，作為性別社會教育的節點，讓性別勞動議題不只

在活動當天曇花一現。 

電影館展區善用女工生活照進行設計，讓她們化

身為一部又一部電影的最佳女主角，將刻板印象中女

性勞動者為家庭犧牲奉獻的模糊身影加以定焦，使其

成為故事的主體，並透過虛擬海報主題的設定，例

如：生產線上、電子工廠的第一個夏天，帶出每一位

女工其個人在職場中的點滴故事。 

勞博館展區則透過觀眾出入最頻繁的一樓展區

打造從工作場域到女工宿舍的勞動場景，並利用官方

版本整齊劃一的團體照與個人生活照進行對比。另亦

萃取館藏加工出口區簡訊中之文字，以剪報之形式使

當時女工身處的時代氛圍更加立體。於 2019 年 5 月

18 日開展當日，也邀請到 3 位女工出席，進行「真

人圖書館」生命故事訪談，並在展場照片中落款，格

具意義。 

影 響 程 度

(包含對機

關及民眾之

影響及具體

績效) 

（30%) 

因台灣社會 40 多年來在經濟結構與性別文化都有了顯

著差異，使本案在規劃執行上極須增強民眾對性別勞動的歷

史同理與共感，重新建構世代傳承的勞動文化。然而，有系

統蒐集女性勞動者史料及生命故事之專案在台灣文史研究領

域中極為有限，本次重啟徵集及訪談工作，現已透過國家文

化記憶庫網站公開。 

春祭活動當天亦推出《青春ㄟ歌聲》短劇，除當天參與

之觀眾深感共鳴，該原創劇本亦可供女性勞動議題及性別議

題推廣場合重新演出，非僅一次性效益。此外也善用網路平

台進行徵集活動、春祭活動及雙館展覽串連活動的行銷宣

傳，將大眾陌生的勞動女性歷史拉進數位世界，亦將展覽開

展活動剪輯影片上傳網路影音平台提供觀賞，讓本案影響力

不中斷。 

為了解大眾對於高中六號事件及當年女性勞動者處境之

了解，2018年曾參與春祭活動的李瑞清先生表示，當年他看

報紙得知這個工殤事件發生，後來這幾位女性被合葬在二十

五淑女墓，因民俗產生許多繪聲繪影的負面傳聞，對於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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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及家屬十分不公平。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後，對於

破除這些傳聞有正面的影響，現在他也會帶家人到那邊走

走。另外透過 2020年網路問卷調查 200餘人，有 76%聽過 1973

年的高中六號工殤事件，65%知道目前二十五淑女墓現已更名

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也聽過當地的傳聞，雖仍有部分民眾表

示仍會避免在晚上接近該區域，但多數則認為這樣的傳聞是

民間傳說，但對於罹難者及家屬都是不公平的，應該要警惕

更重視女性勞工權益與職業安全。 

一、 徵集女性相關史料凝聚國人共同記憶 

本局 2019 年辦理「勿忘影中人：老照片徵求計

畫」共徵得近 200張歷史照片，除透過一般民眾投稿

外，另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楠梓加工區)、經

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分處(前鎮加工區)與高

雄市婦女館女性史料室提供約 50 張加工出口區典藏

影像。目前已有多筆訪談及照片史料於國家文化記憶

庫網站(網址：http://210.65.127.57/Home/Index)

上公開，可供國人閱覽運用。 

二、 善用網路平台宣傳提升事件能見度 

          (附件 6：網路行銷截圖) 

本案老照片徵求期間，除以海報張貼本市各區公

所、里辦公室外，也利用本局對外的電子平台(如網

站、LINE生活圈、小勞男孩臉書粉絲專頁)，對外散

播相關資訊，其中包括剪輯小浪潮創作體演員們的排

練花絮、介紹老照片投稿者的勞動故事，這些以性別

視角再度詮釋此歷史事件的貼文共 7篇。此外，接續

徵集照片及春祭活動，勞工博物館及高雄市電影館亦

善用兩館臉書粉絲專頁進行展覽及開展活動花絮宣

傳貼文共 3篇，觸及(瀏覽)人數高達 7萬 8,361人，

提昇此性別歷史事件的能見度及對於女性勞動者之

關注度。 

三、 《青春ㄟ歌聲》原創短劇延續感動及省思 

           (附件 7：春祭活動照片) 

春祭活動當天除展示徵得之全數照片外，亦邀請

共 8位「影中人」至場接受感謝，向在場約 400位民

眾說說那些年她們的青春故事。並且以高中六號事作

為《青春ㄟ歌聲》原創短劇文本，非僅一次性效益，

除當日觀眾深受共鳴之外，後續亦可供女性勞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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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別議題推廣場合重新演出，為這段歷史事件提出

性別省思，讓性別平等的種子持續撒入每個人的心

中。 

四、 串聯館舍推出展覽延續影響力 

          (附件 8-10：開展花絮及雙展場照片) 

而在勞博館及電影館的 518 博物館日雙館特展

自 2019年 5月 18日起至 2020年 5月 12日止參觀人

次業超過 3萬人。2019年 5月 18日開幕活動當天亦

進行 3位女工的「真人圖書館」深度訪談，其中年紀

較長的廖文貞女士說爸爸經商失敗後才來到高雄，為

了供哥哥、弟弟繼續升學進入加工出口區工作，當時

每月薪水 600元，其中有 300元還是全勤獎金，只好

清晨五點起床趕八點打卡的日子真的很辛苦。 

從這些家庭背景和工作狀況的訪談及現場講

述，都能觀察出女性勞動者在家庭中受到的性別角色

的期待，以及進入工廠後女性勞動者的勞動權益被壓

迫的情形，均非樣板化的廠區資料及功勳式的官方文

獻中所能發現。而透過這番的訪談與展內各種老照片

資料的對比，也從而使加工出口區女工的形象變得立

體，讓觀者有機會再一次了解她們那段女工時代。勞

工博物館亦製作剪輯春祭活動及展覽開展實況影面

公開於網路影音平台，持續本案成果之影響力。(影

像連結：https://youtu.be/V5qq6qacOGc) 

 

 

https://youtu.be/V5qq6qacOGc


附件 1 本案計畫示意圖 

 

  



附件 2 春祭活動計畫書及成果報告書 

  



附件 3《青春ㄟ歌聲》劇本 

《青春ㄟ歌聲》-108 春祭 女性勞動者紀念活動 

編導 楊瑾雯(2019 03 01 二版 版權所有 請勿外流) 

 

 

 

角色介紹 

林玉芬  15 歲  嘉義人 新進女工，離鄉背井來到高雄加工出口區工作 

王清蘭  17 歲  屏東恆春人，14 歲開始當女工，當女工已三年多，曾跑到北

部、台南等不 

              同加工出口區工作過，最後落腳在高雄。 

陳麗珠  23 歲  旗津人，13 歲就進國昌紡織廠，一待就十年，剛升上班長。 

 

場景：高雄加工出口區的國昌紡織廠 

時間：1976 年，工廠上班時間 

人物：林玉芬、王清蘭、陳麗珠 

 

△ 音樂音效 1. 歌曲〈春風歌聲〉進  

△玉芬拿著包袱、行李進場，從嘉義來到高雄大城市。一路來到加工區大門

口，走進加工區，找著國昌紡織廠。 

 

(春風歌聲 歌詞) 

東平日出黎明時 清風吹來笑微微 

風光美景滿人意 可愛小鳥吟歌詩 

啊~~~花開樹葉青 暖和天氣日照江邊 

春風歌聲 賞贊快樂好春天 

△玉芬來到工廠應徵工作。人事課長詢問玉芬的背景。 

玉芬：哇~高雄加工出口區，遮裡呀大! 要應工作是哪一間?(走進加工出口區)…

國昌紡織廠…請問這裡是不是有在應徵女工? 

人事課長(畫外音)：有喔，現在正缺人。我看一下你ㄟ資料。林玉芬…15 歲…

國中肄業…嘉義人…工廠沒有提供住的，自己要找住的所在喔。 

玉芬：好，我知道! 

人事課長(畫外音)：這幾天工廠正在趕一批貨，妳~今天可以開始上班嗎? 

玉芬：喔~(猶豫了一下)可以。 

人事課長(畫外音)：班長~ 班長~ 你過來一下! 

△班長麗珠進場。 

人事課長(畫外音)：這個新來的交給你，工廠正在趕貨，趕快把她教到會! 

麗珠：課長，我知道了!~來，這是妳ㄟ制服，先穿起來。 



△班長拿一套女工藍衫給新進人員玉芬，並告訴玉芬工廠的一些規矩。 

麗珠：你叫玉芬。 

玉芬：是啦，我叫林玉芬。 

麗珠：工作時間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中午有休息時間，大家輪流去吃飯。

上廁所要跟我說一聲，上廁所一天最多兩次。 

玉芬：班長，若超過兩次呢? 

麗珠：超過兩次，公司會扣錢。了解嗎? 

玉芬：了解。 

麗珠：已經月底了!這幾天妳的工資按件計酬。下個月開始才算月薪。 

玉芬：了解。 

 

△音樂音效 2. 工廠上工鈴聲響起 

△女工們聽到鈴聲回到工作崗位，清蘭進場。 

麗珠：清蘭，這個是新來ㄟ，妳先教她怎麼驗布。 

△音樂音效 3. 歌曲〈打拼的工人〉進。 

△清蘭教著玉芬… 

工廠主任(畫外音)：大家注意!明天趕著出貨，今天都要加班 

麗珠：(進場)大家手腳快一點。 

△(肢體動作編排)三位女工拿著三張椅子+工作籃進，三位女工坐在椅子上，作

著一致性踩著裁縫車的動作。 

每日做工  快樂做工  透早起扞便當  趕緊去做工 

為著生活做加工  做加工  打拼做工  打拼做工呦 

每日做工  快樂做工  阮就是十七八  少年的女工 

為著賺錢做手工  做手工  打拼做工  打拼做工呦 

 

△歌曲〈打拼的工人〉音樂持續，說書人開始朗誦 現代詩〈生產線上〉／葉香 

說書人(畫外音)：  一襲藍衫  萬架機器  待發 

                 數千瓦燈光  亮炯炯是老闆的眼  鉅細靡遺 

                 冷氣機捱緊五佰度的熱爐  對著夾在中間的我們吹送 

                 有人端貨過來有人抬物出去 有人在椅子上檢視產品優劣 

                 相同的伸長的手臂 不斷飛動如驚蟄的蛇 

                 趕貨趕貨趕貨  貨趕完了嗎?  還沒有 

                 加班~加班~加班~ 

△音樂音效 4. 工廠休息鈴聲響起 

清蘭：休息了! 

麗珠：大家可以休息了，輪流去吃飯! 

△玉芬趁休息時間，打電話回家報平安。 

△音樂音效 5.電話按鍵聲 

玉芬：媽，我應到工作了，是加工區ㄟ，今天公司要我就開始上班了!…(回應



著電話那頭媽媽的關心)…我會自己照顧自己，不要擔心…再見。 

△清蘭拿出一顆酸梅請玉芬吃。兩人閒聊著。 

清蘭：打電話回去家裡面喔? 

玉芬：嗯~(點頭) 

清蘭：妳住的地方找到了嗎? 

玉芬：還沒~(搖頭) 

清蘭：我住的那一間宿舍還有一個床位，我可以幫你問問看! 

玉芬：謝謝清蘭姐。 

清蘭：我屏東恆春，一樣都是外地來的，來啦~請你吃一顆酸梅。 

玉芬：嗯~(接過酸梅)謝謝。 

清蘭：剛來都比較不習慣。 

玉芬：清蘭姐，謝謝妳!今天教我很多。 

清蘭：不用客氣啦，看到妳就想起我剛來工廠，跟你一樣，什麼都不懂。 

△清蘭、玉芬兩人吃著酸梅，安靜一會兒。 

清蘭：(清唱著) 歌曲〈孤女的願望〉 

請借問路邊的  賣煙阿姐啊     人塊講對面彼間 工廠是不是 

貼告是要用人  阮想要來去     我看你猶原不是 幸福的女兒 

雖然無人替咱安排 將來代志    在世間總是著要 自己打算才合理 

青春是不通耽誤 人生的真義 

玉芬：清蘭姐，妳來工廠多久了? 

清蘭：這間工廠我待一年多了，之前換過好幾間!作鞋子、作玩具甚至作那個聖

誕燈泡，我都作過了! 

玉芬：喔~那不就作好幾年了! 

清蘭：14 歲我就出來，(苦笑)作女工不是我想要的，不過家裡面需要我出來賺

錢，其實我也很想和我哥哥弟弟一樣可以繼續讀書。 

玉芬：工廠ㄟ薪水雖然不多，不過很穩定，可以幫家裡。 

清蘭：我作女工不算久，還有人比我更久。 

玉芬：喔~還有人更久? 

清蘭：就是我們的班長麗珠姐待最久。聽說麗珠姐國校一畢業就來國昌，一待

就十年了，為了幫家裡分攤家計，不曾請假，若有加班，就衝第一。 

玉芬：麗珠姐也是外地來的嗎? 

清蘭：麗珠是旗津人，高雄在地的。加工區裡面大部分都是高雄在地，她們每

天通勤上下班。跟我們不一樣! 

△麗珠進場 

麗珠：清蘭，這陣子，我看你常請假。是不是又不想做了? 

清蘭：班長，其實我很想要離開加工區，我不想作女工了，我好想去外面看一

看!我想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 

麗珠：清蘭，我們書讀得不多，又沒有一技之長，待工廠ㄟ薪水比外面要好。 

清蘭：但是工廠動不動就要扣錢，這裡要扣，哪裡也要扣，多上一次廁所也要



扣錢! 很不合理! 

麗珠：廠內有一些制度是不合理!時常還要加班，真正就辛苦，但是為了家裡，

為了一份薪水，遇到事情也要忍下來!…其實…三年前我差一點就離開工廠? 

清蘭：為什麼? (驚訝狀) 

麗珠：旗津渡船沉下去的代誌!妳們應該聽過! 

清蘭：我知道，好幾年了，報紙登很大條! 

麗珠：當年那隻船沉了，淹死了二十幾個女工，有幾個都是我同班的好姊妹，

剛剛好我那天休假，才逃過一劫。旗津來的女工，每天都要搭船趕來上班，船

都超載，大家都知道很危險。不過為了生活，沒辦法想那麼多了!這件事情已過

三年多了，想起我的好姊妹，也是很難過，很不捨! (回神，情緒一轉)清蘭，都

是妳啦~我怎麼跟第一天新來的，說這麼多! …清蘭，妳再考慮看看! 

清蘭：嗯~我說說而已，家裡真的需要我的這一份薪水! 

麗珠：(對著清蘭)走啦，一起去吃飯! 

清蘭：(對著玉芬)走~~ 

△音樂音效 6. 歌曲〈流水年華〉進 

△(肢體動作編排) 年華似水流 轉眼又是春風柔 層層地相思也悠悠 

                他鄉風寒露更濃 勸君早晚要保重 期待他日再相逢 共渡白

首 

                  

                今宵微寒 路上行人匆匆 朦朧的街燈 孤立在雨中 

                遠處傳來幽幽的歌聲 句句在我心田 

 

                年華似水流 轉眼又是春風柔 層層地相思也悠悠 

                他鄉風寒露更濃 勸君早晚要保重 期待他日再相逢  

                我期待他日再相逢 共渡白首 

 

△說書人 (畫外音)：1960 到 1970 年代是台灣加工出口的黃金年代，有數以萬

計的女孩奉獻她們最寶貴的青春，拿著微薄的工資默默地付出，創造經濟發展

的奇蹟，這群英雌所留下的汗水與淚水交織的印記，不容被遺忘，讓我們再次

回顧她們的青春燦爛的容顏與美麗的勞動身影。 

 

主持人：身為現代的我們還有一份未交付的感謝，給罹難者、給家屬，以及為台

灣邁向現代發展捐軀的所有勞心勞力者"。 

  



附件 4 勞工博物館策展計畫書 

  



附件 5 高雄市電影館「國家記憶庫」合作行政契約 

  



附件 6 網路宣傳截圖 

 

  



附件 7 春祭活動照片 

 

  

春祭活動現場背板及展示區。 

洪東煒副市長出席致詞。 



 

 

 

  

民眾參觀春祭當日現場展出徵集史料及女工故事。 

小浪潮創作體演出原創音樂劇《青春ㄟ歌聲》，劇中

重現加工區成衣廠女工工作場景—操作縫紉機台。 



 

  

小浪潮創作體演出原創音樂劇《青春ㄟ歌聲》，劇

中重現加工區成衣廠女工工作場景—驗布。 

 

小浪潮創作體演出原創音樂劇《青春ㄟ歌聲》，劇

中穿插歌舞呈現女工內心感受。 



 

 

 

 

小浪潮創作體演出原創音樂劇《青春ㄟ歌聲》，劇

情中班長分享高中六號事件始末。 

小浪潮創作體演出原創音樂劇《青春ㄟ歌聲》，女

工分享進入加工區工作的心路歷程。 



  

春祭現場受邀加工區女工前輩觀賞《青春ㄟ歌聲》

深受共鳴。 

春祭現場參加受邀女工前輩及民眾觀賞《青春ㄟ歌

聲》認真投入。 



 

 

  

陳石圍副局長及簡煥宗議員頒贈感謝狀與本次徵集

活動提供史料的「影中人」，並進行大合照。 

主持人邀請「影中人」上台分享當年在加工出口區

的回憶。 



 

 

 

  

「影中人」至展區參觀尋找自己的身影。 

「影中人」與當年的自己人形立牌合影。 



 

 

  

「影中人」與當年的自己人形立牌合影。 

「影中人」與當年的自己圓形展板合影。 



附件 8 開展花絮及展場照片 

 

 

 

 

我的女工時代開展，以鳳飛飛歌曲帶領觀眾走入時光

隧道。 

我的女工時代開展，勞工博物館編製演出行動短劇，

透過加工區女工對話掀開活動序幕。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林晏瑩

主任到場致詞。 

由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鄭子薇檢察官擔任主持人，

邀請加工區女工前輩上台話當年。 



 

  

「真人圖書館」進行中，李麗容女士(上排左)、廖文貞女

士(下排左)及洪惠娟女士(下排右)接受主持人訪談。 

進行 



 

  

展出入口將鐵鏽處理的鋼構屋頂模擬為加工出

口區廠房。 

展區內吊掛女工前輩提供之老照片，並佐以文

字說明。 



 

 

 

 

室外開幕活動結

束後，邀請當天

出席女工前輩進

行展場巡禮，並

找到自己的照片

簽名。 



 

  

廖文貞女士指著宿舍展區窗外的腳踏車通勤場

景，表示：「當時真的都是這樣」。 

洪惠娟女士為大家說明老照片中的故事及回憶。 



 

  

兩位影中人熱烈的在宿舍展區中談論在加工區中的

共回憶。 

參觀民眾與楠梓加工區「台灣双葉電子公司」員工

證合影。 



附件 9 勞博館展區文字說明 

上班通勤 

 

清晨，從高雄市區出發的女孩，帶上中午的便當，搭上擁擠的公車，準備迎接

一日的辛勞。 

 

從中洲出發的女工，則乘坐袖珍型的民營渡輪，擠進狹窄的船艙，一路搖搖晃

晃的抵達前鎮。 

 

在石子路上喀達喀達響著的，是密密麻麻、數以萬計的腳踏車，承載著養家希

望，魚貫進入了廠區。 

 

從各地匯集至前鎮加工出口區，是期待全勤獎金的女孩，日復一日、辛勤工

作，她們用血汗掙來了台灣的經濟奇蹟。 

女性史料室提供 

 

高中六號 葉清良提供 

 

  



 

工作場景 

 

 打拼的女工 

每日做工 快樂做工 

阮就是十七八 少年的女工 

為著賺錢做手工 做手工 

打拼做工 打拼做工呦 

（以上歌詞引用自[陳芬蘭  打拼的工人]） 

 

 青春嫁給輸送帶 

民國 50 年代，正值台灣經濟轉型，從傳統農業轉移至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工

業，像是紡織、成衣或電子工廠需要大量的勞動人口，而乖順、廉價、年

輕的女性，成為當時勞動力首選。許多國中剛畢業的女孩們，為改善家中

的經濟狀況，進入工廠賺取一個月 500 至 1000 不等的薪資（當時一碗陽春

麵 1-2 元）。這些女孩們把「青春嫁給了輸送帶」，曾經的經濟起飛、又有

多少人能了解這是來自這群女人的犧牲與貢獻。 

 

 女子無才便是德？ 

很多女孩們被認為不需要讀太多書，家中的資源要留給家中的男性手足。

孝順的她們，勤奮打拼，吃苦當吃補，特別是遇到論件計酬的工作，女孩

們拼命加班，旺季出貨時還睡在公司打地舖，就是為了能多賺一點，等到

下個月初，再把薪水袋原封不動地，留給家人。 

 

 轟轟作響的生產線上 

生產線上，需要不斷地、重複性地組裝，也礙於這樣工作型態，多半無法

自由上廁所，很多女孩子甚至會需要長期憋尿；甚至有些電鍍工作需要接

觸有機溶劑，女工在擁擠、不通風的廠房裡吸入有毒物質，也引發的中毒

等職業災害。 

 

（飛歌電子廠、三美電子廠、美之美電子廠的女工中毒事件） 

 

  



掌聲響起---女工的生命之歌。 

 

鳳飛飛本名林秋鸞，素有「帽子天后」、「勞工天使」等稱號。 

 

鳳飛飛出生貧苦，努力扛起經濟重擔，站上舞台完成夢想，當時很多農村女孩

像她一樣，為了補貼家用到都市做工，進入工廠後，卻面臨生產線上一成不變

的苦悶與工作中的不平等。 

 

「我是出外人，你也是出外人，你和我情還情 我和你心換心，我是出外人，

最了解出外人…」一首《出外的人》唱出了遊子遊女的辛酸；而另一首《祝你

幸福》「人生的旅途有甘有苦，要有堅強意志，發揮你的智慧，留下你的汗珠，

創造你的幸福。」更鼓舞了千千萬萬女工的心。 

 

 高雄電影館提供 

 

楊青矗《工廠女兒圈》 

 

楊青矗曾在高雄煉油廠工作了 19 年，經常帶著錄音機到各地的訪談工人、觀察

工廠，描繪 1960-80 年代工人的身影與故事。《工廠女兒圈》一書更關懷女性勞

工受到的階級、性別歧視，包括工傷、病假期間的薪資、勞動現場的管理方式

皆有著墨。回看今日的勞動權益、性別意識皆有所提昇，但相信我們可以努力

的地方還很多。  

 

 

 

 

 

 

 

 

 

女性史料室提供 



女工的日常 

 

 廠區內合影 

正值青春年華的女工們，會在午休時段到廠區外的草坪休息聊天，偶爾拍

照留念，讓身心放鬆一下，準備好下午工作的動力。 

 

  
李麗容提供 

 黃素斯提供 

 顏志舫提供 

  



 外地來的女孩 

 

當時，很多從鄰近縣市來高雄找工作的女孩們，當時交通不便，加工出口

區所建置的女子宿舍，因為一應俱全、價格便宜，成為她鄉女工們的首

選；但是僧多粥少，宿舍又有門禁，也有不少女工選擇前鎮街、凱旋路周

邊合租，於是在這一帶，夜間總是聚集了無數的攤販與人潮。 

 

 

參考資料 

 

〈高雄印記〉之 7----在加工區的那段日子   ／黃漢龍 

刊於 2014.5《文訊雜誌》343 期 

 

高雄加工區女子宿舍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watch.php?val=aWQ9TUUzTU16QT0= 

 

少女時代 （員工出遊） 

 

也有不少女工緬懷外公司提供的良好福利，對這群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女們，辛

苦工作後最期待的是每年的員工聚餐與員工旅遊，也在各地美景中留下她們的

倩影。 

夏英香提供  

 

彭翊溱提供-民 62 高雄電子員工旅遊至溪

頭大學池 

                           

 

 

 

 

李寶珠提供 

https://blog.xuite.net/yellowhl999/twblog/212440769-%E3%80%88%E9%AB%98%E9%9B%84%E5%8D%B0%E8%A8%98%E3%80%89%E4%B9%8B7----%E5%9C%A8%E5%8A%A0%E5%B7%A5%E5%8D%80%E7%9A%84%E9%82%A3%E6%AE%B5%E6%97%A5%E5%AD%90+%E3%80%80%09%EF%BC%8F%E9%BB%83%E6%BC%A2%E9%BE%8D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watch.php?val=aWQ9TUUzTU16QT0=


歡樂時光（運動會） 

 

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主辦的舉辦大型運動會，讓各間工廠的員工們在工作之餘

也能舒展身心，不論當時工作多辛苦、多單調乏味，回憶起這段時光，在她們

心中留下的總會室這段歡樂而愉快的記憶。 

 張安玲提供 

高中六號船難與 25 淑女墓 

 

民國 62 年，一艘擠滿從旗津前往前鎮的女工，這艘民營的「高中六號」渡輪因

民營渡輪年久失修、超載而發生船難，帶走 25 名年輕女孩的生命，礙於習俗，

單身女子不能列入原生家庭的家祠，遂以廿五淑女墓安置祭祀，而後淑女墓卻

也被當成負面的鄉野傳說 。 

 

綜觀船難與廿五淑女墓帶來的省思，不應只是感嘆未嫁的女子，也不單就工殤

與職場安全的問題，更應看見勞動女性對台灣經濟成長的付出。於是在婦女團

體的倡議，高雄市政府在 97 年將廿五淑女墓改名

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期許這段歷史，能為勞

動議題帶來性別視角的思考，正視不同性別者的

勞動權益。 

 

 

 

 

 

 

 

相關剪報資料 

 



附件 10 電影館展出設計海報 

高雄市電影館展區將徵集所得老照片進行海報設計，將訪談內容融入

轉化為電影海報，自 108年 5月 1日起展出於電影館樓梯轉角展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