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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但多位女林業人卻取得經常性野外調查

的「男女平權」工作的歷程。

女性工作者不因處於社會刻板印象而自

我侷限，反而勇敢踏實地追尋目標，繪出自

己獨有的林業人生，這是對森林中女性工作

者的肯定。

此外，本期亦探討有關世界林業資源

經營管理與性別的研究發展，及臺灣林業經

營政策演進與歷年來林業人員的性別變化議

題，篇篇精彩可期，切勿錯過。

值此國際婦女節剛過，婦女節亦慶祝女

性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做出的重要貢

獻和成就，僅以本期向森林中所有女性工作

者致敬。

花團錦簇的森林

記得我的一位大學教授曾感嘆說：「在

校園裡看到穿雨鞋走動的女同學，八成是森

林系的。」似乎從好多年前開始，已經有不

少女同學們穿著溼漉漉、髒兮兮的雨鞋爬山

越嶺在森林裡學習，深山野外粗重的工作也

似乎不再專屬男同學。

近數十年來，女性在「森林」裡已非

「萬綠叢中幾點紅」了，從學生選擇就讀科

系性別情形、歷年國家考試制度與林業相關

機關中性別比例的消長，女性的角色愈來愈

重要，值得我們一窺究竟。

本期特別邀請20歲至65歲間，不同世代

的「森林領域女性工作者」，包括林業高層

管理人員、中層任務執行人員、第一線巡山

護管人員、森林動植物研究學者、民間林業

公司從業人員，以及森林中的自由工作者。

這些森林中的女性工作者，經由自傳或採

訪，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呈現他們最初從事

森林工作的契機與轉變，工作中的挑戰、學

習與成長，以及與森林產生的特殊情感。

這些「野(外)女人」們在森林中創造出欣

欣向榮花團錦簇的景象，就像知名作家簡宛

女士在《我愛科學－六位女科學家》的生命

態度系列報導中指出，女性科學家們有著個

性純樸、談吐真誠的特點，並且，她們很早

就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能認識自己的長短

處，並樂觀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

林業老前輩姚鶴年先生在《臺灣林業

歷史課題系列—典型在夙昔，來者猶可追》

一文中，也提到早期大學森林科系原不收納

女生報考或轉入，因為山林豪放生活方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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