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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美好世界，作家尼可拉斯．克利斯塔為女性請命 

09-15 

記者尼可拉斯．克利斯塔和雪洛．伍棠著手寫書，當這本著作完成時，他們已然引發一項運動了。

在《半邊天：化壓迫為契機，為全球女性請命》一書中，他們將婦女解放比擬為廢除奴隸制度。 

全球有數百萬遭到性販運、被迫賣淫或面對惡劣醫療狀況的婦女，而這對夫妻檔走遍世界，為個

別婦女做紀錄，更了不起的是，我們看到這些婦女克服惡劣處境，改變自己的人生，並對他人伸出援

手。 

克利斯塔和伍棠利用網路（部落格）來傳達想法，他們鼓勵大家一起參與，藉由教育與賦予婦女

及女孩自主權，來打擊貧窮和極端主義。 

克利斯塔是普立茲獎得主，也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他主張美國國家安全與開發中國家婦女

的福祉有密切關係。 

 

與克利斯塔對談 

問：何謂「性別滅絕」？ 

答：「性別滅絕」是形容全球有數百萬女性由於無法如男性獲得食物與醫療，因而死亡。食物短缺時，

經常看到家長把東西留給兒子吃，卻讓女兒餓肚子；或是帶生病的兒子去看醫生，卻摸摸生病

女兒的額頭說：「哦，明天就會好多了。」 

問：您是在什麼狀況下決定從旁觀者變成積極參與者呢？ 

答：我進入新聞界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要發揮影響，但這很難拿捏，你不能像個改革鬥士般，長驅直入

所採訪的學校董事會議。而我們寫了《半邊天》這本書，與其說是要讓人們知道一些事，不如

說是因為我們想激勵大家，共同來處理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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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提高婦女自主權，如何有助於解決其他世界問題？ 

答：提高女性自主權，有助於促進經濟更加快速成長，也就能削弱極端主義、減少內戰衝突。此外，

也有一些證據顯示，把婦女邊緣化的國家所持的價值觀，往往是男子更衣室（譯註：此指男子

會到更衣室換運動衣以參與體育活動，因此更衣室成為男性運動的象徵）或軍營中標榜的硬漢

氣概，容易有暴力傾向。讓女性加入，則有助於增進安全穩定。 

問：是否能舉例說明？ 

答：就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為例，他們原本是同一個國家，一九七一年孟加拉脫離後改為獨立，當時

孟國狀況糟糕透頂……但孟加拉願意投資在女孩身上，尤其是女孩的教育，如今在孟加拉中學

就讀的女孩多於男孩，這些受過教育的女孩隨後投身勞動市場，成為孟加拉新興成衣產業的主

力，成衣業支撐起孟加拉經濟，削弱了基本教義派的影響力。這些受教育的女性也有助於降低

生育率，支持促進發展的公民社會組織……孟加拉之所以能夠比巴基斯坦更穩定、較少恐怖主

義與暴力事件，部分歸功於受教育的女性的這種說法其實並不為過。 

問：您曾經親自捐血，想救喀麥隆婦女普丹絲一命，卻因找不到醫生而眼睜睜地看著她死去，這件事

對您有何影響？ 

答：這令人非常挫折……理智上我知道每分鐘就有一名婦女在分娩時死亡，但眼睜睜看著原本不必要

發生的事情就在眼前發生，讓人受到震撼、受到刺激，很難不予理會，《半邊天》的誕生，有一

部分是那次事件以及類似經驗的影響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