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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客厅即工厂》的探索，采取批判的视角，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台湾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宏观
结构与微观机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导言和第1章先利用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描绘出台湾经济发展的宏观趋势，并讨论它与全球化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检视了相关文献对台湾经济发展，政府发展政策，社会变迁中阶级、性别和家庭所提
出的理论和描述。
整体说来，本书对台湾经济发展政策及其配套的社区发展方案做出了深刻的检视，对这些政策和方案
偏袒资方、维护父权体制的本质提出批判性的讨论。
这个批判的、社会性别的视角贯穿全书，并从两方面阐明相关文献论述的盲点与不足。
第一，西方学者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到台湾作田野调查时，所关注的重点是与西方生产方式相同
的以流水线作业为主轴的大型工厂，以及在这些大型工厂就业的未婚女工。
这些设在台湾加工出口区的大工厂虽然重要，但是这些学者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些大型工厂企业不是
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动力。
那些数不清、没有招牌、散布在田间农户和巷弄街坊的“客厅工厂”才是台湾经济奇迹的生产主力。
我开始做田野时，关于台湾家庭式小型工厂的记载只是凤毛麟角。
因此，本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也即主要议题，就是在学术文献上准确呈现台湾经济发展、生产过程及
结构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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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批判的视角、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对台湾80年代经济起飞背后的阶级结构和社会性别关系进
行深刻的解析，揭示出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国家机器如何透过父权意识、家庭体制，动员已婚妇
女的劳动力，达到台湾经济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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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加拿大)熊秉纯 译者：蔡一平 张玉萍 柳子剑熊秉纯博士（Dr．Ping-chun Hsiung），任教于多
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和亚洲研究中心。
多年来从事与社会性别及质性研究相关的研究与教学。
从1990年代初开始与国内学者合作，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发展、社会性别的学科建设，以及质性研究
方法推广的相关工作。
近年来，她致力于对知识传播、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机制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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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工厂里，人们既把我当作“局外人”，又把我看作“自己人”来接待。
从他们的角度看来，我在美国读书的身份和经历使我成为一个不属于他们世界的“外人”，然而作为
土生土长的妇女，我又是他们眼里的“自己人”。
我的一些背景和经历使我很容易跟他们找到相处谈话的交集。
例如，有一次在工作休息时，工厂老板的母亲，一位七十多岁的寡妇，跟我聊起她当年只身把几个孩
子拉拔长大的种种生计。
当她说到晚上在油灯下编草帽的艰辛时，我很能理解，因为我小时候曾经住在一个没有电、没有自来
水的偏远的小山村里。
小时候，我是在烛光下做作业的，偶尔，我会跟姐姐一起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到一个山泉去取水。
还有一次，我和几个工厂老板谈起童年的经历，那时物资极为贫乏，我们没有游戏机可玩，没有电视
卡通可看，没有见过高楼大厦，但是我们都对当年在田里玩儿游戏的童年回味无穷。
我在工厂一起工作的伙伴对我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往往很好奇，这些经历使得我在他们眼里既是局外人
，又是自己人。
当他们听说我在洛杉矶得开车到MONTEREY PARK的华人商场才能买到米时，他们会说，“没想到买
米也这么难”，或者说“没有饭吃我可受不了”。
我告诉工人们我最喜欢的菜不是牛排而是在台湾非常受欢迎的苦瓜，他们听了既惊讶又高兴，因为当
年在洛杉矶我只能在少数的中国商场看到苦瓜，有一次我做梦竟然梦见了一盘苦瓜。
我和一位六十来岁的女工说：“可是，因为我太高兴了，我还没吃到嘴，就醒了。
”从此之后，她好几次邀我去她家吃饭，每次的饭桌上必有一盘苦瓜。
为了给我做一种特别的菜汤，她也带我到她家的小菜园去挖她种的野菜和红薯。
这种菜汤是我们家搬离开那个小山村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吃到过的菜汤。
站在稻田中间的小菜园里，我仿佛又回到了我的童年和心灵中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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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客厅即工厂》：在此，您将有机会读懂卫星工厂女工们的工作和生活。
她们不但要做工，而且还要顾及家务，很多时候要在自家的庭院或客厅完成从老板那里领来的活计，
所以，这本书才被命名为客厅即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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