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平等創新獎- 
雲林縣政府 
製播婦女權益廣播節目-查甫查某答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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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雲林(1) 

•性別人口特性： 

– 人口老化： 
•本縣104年底65歲以上人口佔全縣人口16.47%，不僅高於
全國平均12.51%，更居全國各縣市排名第2。 

– 人口外移、祖孫同住： 
•人口扶養比40.9%全國第1高。 

– 不識字人口多、集中於高年齡層、非都會地區： 
•本縣104年底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96.59%，全國最低。 

•本縣不識字人口有2萬2千人，其中9成為婦女(2萬人)；65
歲以上不識字婦女有1萬8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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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雲林(2) 

• 在家使用閩南語全國最高：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
初步統計結果提要分析   

–99年底臺閩地區6歲以上本國籍常住人口在
家使用語言，每百人中有81.9人使用閩南語；
其中雲林縣98.2人全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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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媒介在雲林概況(1)： 

• 廣播收聽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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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媒介在雲林概況(2)： 

• 收聽族群以中老年齡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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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因人制宜的宣導策略 

目標人口： 

不識字者、 

銀髮族、 

交通不便者 

語言：
閩南語
國語 

媒介： 

低成本、
可近性高 

地方廣播
電台 

內容： 

常民諺語 

對話者： 

長輩/男性/閩南
語使用者 

晚輩/女性/國語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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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製播婦女權益廣播節目- 
『查甫查某答嘴鼓』方案簡介 

• 方案內容： 

– 透過電台節目製播，進行 

   性別觀點論述，並以 

   男女配、老少配之雙主持人 

   對話方式，討論並思考常民 

   諺語中的性別意涵，以幽默生動的方式探究台灣
女性社會地位與發展，喚起性別平權與尊重婦女
權益意識。 

• 企劃與執行單位：雲林縣紫色姊妹協會 

• 協辦單位：姊妹電台FM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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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製播婦女權益廣播節目- 
『查甫查某答嘴鼓』與性別平等之關聯性 
•諺語屬口傳文學的類型之一，是常民生活中普遍被運
用的語文表達方式，也是最能展現約定俗成的社會規
約與生活經驗的文化模式。  

•本計畫為帶領聽眾透過男/女兩性、老/少世代主持人
在學習閩南諺語的對話碰撞中了解： 
–女性在原生家庭與婆家之中卑微的處境，並探討男
女社會地位之不平等的背後成因。 

–透過閩南諺語從不同角度對女性形象的介紹，探討
傳統女性文化的內涵及傳統社會對女性的規範內容。 

–諺語中呈顯出的女性社會定位，以及現今女性角色
的轉變。 

–對男性傳宗接代及陽剛氣概的社會期待(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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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製播婦女權益廣播節目- 
『查甫查某答嘴鼓』與性別平等之關聯性 

諺語 解釋 反思 

未娶媳婦涎到流 娶到
媳婦目屎流 

還沒娶進門前很喜愛，
娶進門後很嫌棄 

將心比心，彼此婚前都有不
一樣的生活習慣 

通無父不通無母  寧願不要父親也要母
親 

以前男主外女主內，父親與
家中幼童情感上較不親密 

前人子不敢吃後母奶  親生母親離開或過世，
後母會虐待孩子 

繼父也有相關的社會新聞，
刻板印象。 

男人女體誤你娘禮  教出娘娘腔的孩子丟
母親的臉 

男性對優柔氣質男生的嫌惡
原因；不應歧視或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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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製播婦女權益廣播節目- 
『查甫查某答嘴鼓』與性別平等之關聯性 

諺語 解釋 反思 

有人娶沒人么 不通
生子乎人招  

寧願給人童養媳，也不
要給人入贅 

傳宗接代、從母姓的迷思。 

老翁疼嫩某嫩尪不
如沒  

老夫疼少妻，但嫁給年
紀小的丈夫不如別嫁 

以前多由男性賺錢養家，現
在女性也能獨立自主，另女
性平均壽命較男性長，嫁嫩
夫也沒什麼不好 

初來新娘月內幼子  剛娶進門的新娘很不好
相處 

婆媳相處，先生居中應協助
溝通 

查某闊嘴免叫產婆   嘴巴大的女人，孩子比
較好生 

污名化能言善道、活潑的女
人；應讓女人發揮自己的才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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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製播婦女權益廣播節目- 
『查甫查某答嘴鼓』與性別平等之關聯性 

諺語 解釋 反思 

斷掌查甫作相公 
斷掌查某守空房  

男人斷掌能做官、
女人斷掌剋夫 

性別不平等的偏見，鼓勵女
性掌握自己的命運 

查某賊 嫁出去的女兒將娘
家的東西帶去夫家 

嫁出去的女兒兩邊都不是家? 

父母疼女兒的表現。 

入灶腳洗碗筷出
大廳擦桌椅 

女人負責煮飯洗碗
打掃 

雙薪家庭的時代，男人不能
只是翹腳捻鬍鬚，家務應平
等分工 

抽豬母稅 給人招贅的男人， 
生的孩子要從母姓 

男人傳宗接代、給人招贅的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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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製播婦女權益廣播節目- 
『查甫查某答嘴鼓』將性別觀點融入業務程度 

依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 
–第5條(社會文化) 
•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偏見、習
俗，如：重男輕女 
•正確的家庭教育、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
同責任。 

–第14條(農村婦女) 
•應考量農村婦女比起都市的婦女更容易
受到習俗與文化的影響，遭遇性別不平等
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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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製播婦女權益廣播節目- 
『查甫查某答嘴鼓』開發及運用資源情形 

•播出頻道： 

–中功率FM 105.7 姊妹電台，主要 

  以雲林、嘉義、澎湖縣，部分台 

  中市、彰化縣、台南市地區。     

•播出時段： 2015年10月~11月早上6:00~7:00。 

•型態：單元式，每次約10分鐘，共30集。 

•運用本縣公益彩券盈餘補助輔以本縣紫色姊妹協會與
姊妹電台贊助，吸引雲林境內超過十萬人次收聽，每
收聽人次僅1~2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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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製播婦女權益廣播節目- 
『查甫查某答嘴鼓』創意性 

•本計畫利用最能表現出雲林風土、族群、人情與時代
的特色的「閩南諺語」，透過廣播無遠弗屆之播出與
收聽特性，使用輕鬆、創意、趣味、親切與接近地方
風土的對話方式而非訴諸教條文字，傳遞與宣導性別
平權與婦女權益的概念。 

•揭示並反思雲林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語言，隱藏在其後
的價值觀，女性與男性如何被「塑造」成符合父權或
主流意識型態所認可的「女子」或「男子」；同時思
考語言與訊息在傳遞過程中，權力的施加與承受的應
對往來，同時利用新舊文化的「答嘴鼓」，賦權女性
的「發言權」，在新世代重新定義與闡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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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製播婦女權益廣播節目- 
『查甫查某答嘴鼓』影響程度 

•參與人口分析： 
1.收聽人次：男60,471人次，女46,863人次，超過10
萬人次收聽。 
2.收聽性別分析：5.6：4.4，男性略多於女性。 

•收聽民眾回應，滿意度調查： 
1.非常有趣。輕鬆幽默的表現方式。 
2.創意活潑的性別素材，融入於生活之中。 
3.值得發展成多元呈現方式。 
4.太好聽了。非常喜歡。 
5.兼具文化與社會意義，應繼續製播。 

  6.跟著主持人學性別諺語，台語有進步。 

  7.從語言文化中，討論性別概念與意識形態，很有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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