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應該有學生的樣子」、

「穿成這樣像什麼樣」，記得這是以

前在中學時最常聽到老師用來訓誡

學生的話，事隔多年在自己當了老

師以後，縱使台灣中小學已歷經多

次教改，校園生態丕變，但不變的

是訓導主任、生教組長依然會用類

似的話「訓導」學生的服裝儀容。

身為一位不愛管學生服裝儀容的導

師，甚至自己也常常穿得沒個「老

師樣」的老師而言，聽到這些話對

我來說無疑是尷尬的。不過好玩的

是，每當我經過那些被罵得臭頭的

學生身邊時，通常也會驚訝地發

現：「咦！他∕她這樣穿還蠻好看

的嘛！」、「哇塞！好炫喔！」

這些矛盾衝突的經驗往往引發

我思考，如果學生真的「應該」有

個樣子，那麼究竟是什麼樣子呢？

誰又有資格來決定學生的樣子該是

什麼樣子？這個樣子背後負載了多

少主流社會對於一個學生的行為舉

止既定的想像？例如前一陣子金甌

女中的髮禁事件，表面上是「禁止

學生頭髮短於十五公分，違者記過

或退學」，可是為什麼會有這一條

校規出現？為什麼女生的頭髮過短

會代表操行上的污點？這項規定明

顯反映了行政人員覺得一個「好」

的女生應該是「女性化」的「異性

戀」者。同樣地，制服的設計一定

是女裙男褲，如何穿才是校方所定

33

T

同志的制服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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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的 「 好 看 」， 怎 樣 穿 才 叫 「 整

齊」、「有精神」，背後通常也都可

以找到特定的意識型態在支撐。

可見，服裝儀容的規訓，永遠

不只是服裝儀容的規訓，學生和老

師、訓導人員、教官們之間對於服

裝儀容的長期拉鋸戰，實則代表各

種文化政治的爭奪戰、權力和意識

型態的交戰場。姑且不論穿制服有

什麼好處或壞處？學生到底需不需

要制服這個共同、齊一的認同系

統？至少這個事件暴露出我們有必

要質疑這個齊一的標準是誰來決定

的？背後代表什麼樣的意識型態？

將多元主體規格化的過程中又排除

了哪些不被主流社會所認可的身分

位置？那些不符合理想形象的學生

所經驗過的制服抗爭史，透露出什

麼樣的訊息？她∕他們又如何在學

校這樣龐大的規訓監控中發展出自

己的生存策略？

當這些問題開始浮上心頭之

後，我陸續訪談了一些同志學生，

想要瞭解她∕他們這些跨越傳統性

別認同的族群，是不是更有可能成

為校方身體規訓打壓的對象？和其

他學生相較之下，他∕她們有沒有

什麼不一樣的制服經驗？有趣的

是，男同志一聽到這個問題通常會

覺得，學校對於服裝儀容的規定和

他們本身的性取向認同之間，沒有

什麼扞格不入的地方；那些自己定

位為「婆」的女同志，也是立刻搖

搖手表示這個問題和自己沒關係，

只有外型偏陽剛的女同志「T」，一

聽到這個問題，立刻眼睛發亮，馬

上如數家珍地談起這些笑中帶淚的

制服經驗。

三秒鐘變裝術

當T遇上制服，最常見的抗拒

經驗不外乎就是穿裙子的問題了。

多數的T都很討厭穿裙子，一方面

是因為她們的性別認同顛覆了主流

社會對於男女形象既有的想像，甚

至當她們為了應付學校規定，不得

已必須穿上裙子時，其他同學還會

取笑她們在「男扮女裝」。另一方

面，她們也會覺得從自己的體型、

氣質來看，穿裙子是真的不好看，

穿褲子才能展現出自己的特色和帥

氣。所以每當夏天一到，對其他同

學而言明明是可以穿著清涼的時

節，對T而言卻是裙子穿脫戰的開

始。雖然學校規定女生夏天必須穿

襯衫、短裙，可是很多T會把裙子

放在學校，每天穿體育褲上學，上

衣有時穿襯衫，有時穿體育服。就

算情勢所逼勉強穿上裙子，裡面一

定也會穿著過長的運動短褲，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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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教官，或是一些比較嚴格的老

師就趕緊套上裙子，老師一走就立

刻脫下裙子。情況危急時，就可以

看到她們手忙腳亂地一直穿穿脫

脫。可見在校園嚴密的監控機制之

下，如果想堅持自己的身分認同，

每個T都得練就一套三秒鐘變裝術

或是成為快閃族的一員，一看到老

師、教官就快閃。

除了裙子之外，學校制服還有

一個也是會讓T覺得很彆扭的規定

就是：要將上衣的下擺紮進去裙子

裡頭。通常學校會宣稱，這樣穿看

起來比較有精神，可是很多女生會

覺得，這樣一來，胸部和腰的線條

就會變得很明顯，尤其有些T很不

喜歡自己的女性身體特徵被凸顯，

因此，她們多半會將上衣的下擺放

出來，或是裡面再多穿幾件T恤以

遮掩自己的胸部。有時為了好看，

裡面也會加件有帽子的背心，再將

帽子拉出來。常常將各種看似不搭

調的衣服混搭的結果，促使她們進

一步研發出如何將制服穿得帥帥的

美學風格。

帥T的美學風格

如果說夏天是T與制服的低潮

期，冬天就是T與制服的熱戀期

了，一般學校的冬天制服多半男女

不分，都是襯衫、長褲、毛背心、

西裝外套，有些襯衫的設計甚至是

男生女生都要打領帶，這種不以性

別作為劃分依據的制服款式，可以

說是T的最愛。有些人會故意把領

帶打得一邊長一邊短，然後襯衫下

擺拉出來，如果想要正式一點的感

覺，就再套一件很好看的毛衣，然

後穿西裝褲和西裝外套，這樣就可

以營造出又痞又帥氣的感覺。如果

▲到底什麼才是學生「應該有」的樣子？

（照片：民國83年新竹女中制服。張佩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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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允許學生戴圍巾，那就更棒

了，雖然學校都會規定圍巾不能有

顏色，可是她們可以故意找一些有

一點花色、或有格子圖樣的圍巾，

然後再載上毛帽，馬上就可以把厚

重笨拙的冬天制服改裝成一副要去

跳街舞的流行裝扮，令人不禁佩服

她們的創意美學。當然有時老師們

也會好心地問說：「奇怪！有這麼

冷嗎？幹嘛穿這麼多？」她們就會

猛點頭說：「嗯！很冷！」，雖然

實際上身體一直在冒汗，可是終究

是「好看」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解釋」

由於T的身體美學實在明顯地

與學校規定的服裝儀容不合，因此

就算她再能逃鑽躲閃，有時還是不

免會被老師或教官捉到，這時該怎

麼辦呢？Sunny說：「最重要的是

『解釋』」。 身 為 校 園 中 的 弱 勢 族

群，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要有

「認出」其他T的本領，並且互相觀

摩學習。學習的內容除了如何將制

服穿得帥帥的之外，最重要的是要

看同類被捉到以後，如何向老師或

教官解釋。有的就故意裝傻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穿這樣！」接

著呈現呆滯狀，叫人莫可奈何；有

的會說：「我媽就叫我這樣穿啊蹥

要不然我等一下再去換嘛！」然後

等一下教官就再也找不到那個人；

如果在該穿制服的時間卻穿著運動

服，最好推說：「我制服還沒洗

好！」、「制服還沒乾」。當教官指

著襯衫裡頭多出來的連帽背心時，

責難地問：「這是什麼？」，可以

回答：「這是保暖用的阿！」、「我

感冒了！」、「我怕冷嘛！」如果是

頭髮理得太短被抓，還可以用「剪

壞了」當作藉口，然後再加上一

句：「等我留長再說！」聽到這堆

匪夷所思的「解釋」，擔任訓導工

作的人員或許會覺得：「為什麼這

些學生這麼喜歡跟我作對！亂七八

糟的理由一大堆！」可是，對我這

個從小就是乖乖牌長大、一直活在

所謂「正常」、「主流」的世界、

又自以為對學生還算不錯的老師而

言，聽到她們笑笑說著這些看似雲

淡風輕的故事，卻覺得既驚訝又心

疼。原來在學校、甚至我的班級裡

頭，一直有一群學生和我的生命經

驗這麼地不同；原來對一個T來

說，要在充斥異性戀霸權的校園環

境底下，堅持自己的身分認同，竟

然是一場這麼千辛萬苦的生存之

戰；原來這些身體裝扮的特徵正是

她們建立自尊自信、發現同伴和獲

得愛情的重要關鍵，那麼師長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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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斤斤計較於學生的頭髮太短、不

穿裙子、衣服不紮進去，到底獲得

了什麼？又失去什麼？

營造友善安全的校園空間

學校制服的存在，本來只是作

為促進團體認同的象徵和識別系

統，同時也希望藉著齊一化的裝扮

消弭學生在性別、階級、種族上的

歧異，可是落實到實際運作層面，

我們卻發現學校往往透過這些日常

作息的行為規範，引導、再製、合

法化符合主流價值的生活型態，並

且強化了種族、性別、性取向、階

級等歧視和偏見，甚至變相成為將

學生「推出」校園的藉口。追本溯

源，或許是因為過去的師資培育過

程缺乏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使得很

多教師的性別敏感度不足，因而忽

略了校園中處處可見的紀律規訓，

如何對不同性取向或性別氣質的學

生造成傷害。

為了保障這些多元性別特質以

及同志學生的權益，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四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性

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三條即規定

「學校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

或性傾向差別待遇」，以免因性別

或性傾向影響學生就學。第十四條

更進一步延伸「學校不得因學生性

別或性傾向給予學習、活動、評

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差別待

遇。」在看見這些學生的艱難處境

之後，我們除了期待學校可以充分

實踐此法的精神，以保障這些學生

基本的就學權益之外，更希望許多

有心的教師們，可以將「看見」和

「理解」當作一個起點，進而願意

積極地為這些校園中的弱勢學生經

營一個更為安全、友善的校園空

間。 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