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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社會結構對於母職的想像存在各種既定印象，社群媒

體讓母職書寫開始出現不同樣貌。過去的母職書寫多以文學作

品為主，而到了網路時代則開始出現部落格與社群媒體等新平

臺型態，透過這些社會網絡所建立的虛擬社群，讓母職實踐的

建構與理解產生更多元化的功能與解讀。 

本研究透過網路民族誌法的觀察及論述分析後發現，密集

母職帶來高度緊繃的生活環境，讓女性的母職實踐走向難以喘

息、也缺乏時間與空間的窒息狀態，生活經驗中所產生的厭

煩、焦慮與自責，再加上現代對於「好媽媽」的期待，母親被

迫進入「沒有選擇」的完美母職樣態。然而，透過母職文本的

私我書寫，書寫者透過生命經驗的敘事分享，建構出自我認同

並達到書寫治療的可能性，而使用者也透過社群媒體的留言互

動找到陪伴。 

此外，從論述分析可看出書寫文本中壓迫的密集母職意識

形態，但母職的書寫行動所產出的敘事文本在論述中打造出一

個藉由不同的離散知識所建構出的社會認知，而成為有效的社

會行動，社群媒體的書寫田野則成為建構論述脈絡化過程的最

適場域。 
 
 
 
 
 
 

關鍵詞：母職實踐、書寫治療、網路民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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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母職（motherhood）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隱喻，這個身分被大眾帶著

既有觀點來看待，象徵著安全、家庭生活，卻也代表著某種封閉關係之

中的甜蜜感（cloying claustrophobia, Kleinberg, 1999）。而「母親」這個

身分、角色，在社會框架的形塑後被賦予很高的標準，包括小孩的教養

問題、親子關係、母親的勞動參與、家庭與社區的連結性等等，都是母

親在社會文化歷程中會體驗到的母職經驗（Brown, 2010）。然而，即

便這些母職經驗在不同的群體與結構中會有不同的樣態與展現方式，但

當中卻不乏來自刻板印象與傳統價值的壓力。 

「要成為稱職的母親」，這類意識形態的崛起是十九世紀末的美國

社會，當時母親這個身分開始得到某種程度的認可，於是女性便將所有

的時間投注於母職，並且願意自我犧牲且全心全意奉獻給小孩，被視為

一種天性，是 自然且 具代表性的成就。而後，這個意識形態隨著美

國工業革命有所調整，隨之而來的社會氛圍更強調以小孩為中心的育兒

型態，即「母職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 of mothering, Saggers, 

Woodhead, & Banham, 1994）。此論述迅速加劇母職的分量，母職實踐

開始強調「好的母職」永遠是以小孩的需求為優先，而這也代表母親的

喜好對小孩有決定性的影響，若非如此，那就表示母親沒有遵守「小孩

優先」的原則。不過，隨著時代的演變，母職實踐的樣貌也有所不同，

實踐歷程的演變也成為女性主義研究者深感興趣的主題之一。 

母職研究並不是一個特別少見的領域，研究範疇包括母職歷程的實

踐、挫敗等對女性母職批判的議題，以及女性如何同時兼顧家庭與職業

的完美成就，乃至於女性能為家庭貢獻多少經濟能力等議題（Hall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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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這些議題揭露出母職實踐過程的沉重負荷，直到有了托育服

務、共同分擔養育責任及友善家庭的雇傭政策之後，許多母親才開始能

漸漸逃離被母職壓榨的社會觀，不再堅持母親才是評斷女性價值的唯一

標準而對女性抱持著不切實際的崇高理想與相互衝突的期待

（Kleinberg, 1999）。 

無論從鉅觀或微觀來看待母職的樣貌，想必都有全然不同的風景。

母職議題除了是性別研究及女性主義領域中強而有力且極具研究價值的

議題之外，母職研究可涉及且觸及的相關學術領域相當廣泛。舉例來

說，從社會學的場域理論可解析母職相關場域間的角色與權力關係，從

文化研究的脈絡可處理個體認知與消費實踐的形構及意識形態對母職的

霸權。而從傳播學角度則關切的是閱聽人、媒介文本、再現與建構之間

的關係，乃至於新媒體及敘事等的研究路徑（陳婷玉，2008 年 5 月，

2010）。其中，又以媒體再現的文本分析及及書寫經驗為主（陳婷玉，

2012 年 6 月；黃巈禾，2018）。 

作者是一個研究者，也是肩負母職的母親。作為學術媽媽

（academic mother）的一員，對於母職研究的關切起因於感同身受，如

同林昱瑄（2019, p.162）研究中提到：「學術媽媽反芻育兒經驗滋養學

術工作」、「因為生養小孩，她們得以探索新的事物、反思固有專業知

能，甚至更長期、深入、多面向地理解生命的樣貌和親密關係，這些思

維歷程的變化都可能轉化為學術工作的養分。」在這個情境下，作者在

母職經驗中的複雜心情，面臨許多迷惘與掙扎，在不同的生命經驗中找

尋解答，而 終竟發現自己在母職經驗的各種不安可能找到得以緩解的

出口，就是「社群媒體的書寫」。 

在社群媒體即為自媒體的時代，自我書寫或觀看他人的書寫已經成

為日常，而母職書寫在社群媒體中也自成一個領域。社群媒體中這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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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職經驗為主的書寫文本，特別是在臉書（facebook）上有許多的類似

粉絲專頁，且不僅限於個人專頁書寫，而是以粉絲專頁形式設立的母職

書寫專頁。在研究者的使用經驗中，藉由自媒體的書寫體驗以及觀看他

人書寫文本之後，母職實踐歷程得以透過書寫與觀看而產生更豐富的感

受，似乎產生自我認同且得到慰藉，卻也對母職的負重有更深的體悟，

而這類書寫也在同樣肩負母職的朋友當中得到頗多迴響，就算未曾經歷

母職體驗的人，也能藉由母職書寫的文本而對母職有所認識。更者，藉

由粉絲專頁的母職實踐書寫文本而開始產生互動的書寫者、觀看者、回

應者，大多都是同為母親且兼具母職身分的角色，而社群媒體的書寫田

野則成為凝聚且共享母職實踐歷程的虛擬社群。 

當社群成員有較親密的關係，透過共享規範進行互動，並有彼此可

理解的象徵符號，能共同分享價值，並且逐漸形成彼此的認同與角色，

進而得到自我認同（翟本瑞，2011）。社群媒體的自媒體特質，讓母職

書寫成為一個再現母職實踐樣貌的網路田野，記載了個人母職經驗的歷

時性，並在共時性的軸線上呈現社群媒體母職角色的集體樣貌，能同時

觀察個體書寫的動態經驗，也能藉由粉絲專頁留言的互動回應，用以聚

焦並嘗試建構當前網路田野中的母職實踐樣貌。 

貳、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 

臺灣社會結構對於母親的要求、對母職的想像、對女性作為母親所

應該做出的犧牲奉獻存在各種既定印象，運作於個人與家庭的內部結構

或是社會文化的外在結構。無論從共時性來觀察當代母職的集體樣貌，

抑或從歷時性觀點來檢視母職實踐的歷程，在不同的媒介平臺都曾有過

不同的呈現風貌。以書寫形式來說，包括散文、雜誌、書籍等都有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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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個別建構出父權社會所建構的母職論述，而母親們透過不同媒

介平臺的書寫行動，以展現其性別能動性。 

也因此，隨著時代的演變，母職實踐的媒體再現也有了不同的開

展。社群媒體是當前 重要的自媒體平臺，擁有大量的「使用者原創內

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是內容產製者自我展演的 適

舞臺。自媒體讓母職實踐的個人歷程得以藉由書寫的媒介化行動而可能

具體展現在外部結構，透過書寫行動再現文本並建構認同，進而發展出

具有同質性的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虛擬社群作為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的一環，突破傳統面對面互動社群的觀念，讓行動者

透過連結與溝通建立社群，亦可用於不同種類的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包括情感性的支持、物質性的支持、資訊的支持及陪伴，且

同質性越高的人際關係，其連結的強度就越強（蔡毓智，2008）。 

當虛擬社群的書寫行動具有社群認同及情感支持的功能，性別能動

性就有望突破刻板印象跟意識形態等結構性的限制，開展出不同視野的

議題權力。作者身兼母職，多年來亦身處於母職書寫社群媒體的網路田

野之中，帶著學術媽媽的使命感，試圖描繪出母職實踐在社群媒體文本

再現與建構的樣貌，書寫者與閱聽眾透過網路田野文本所產生的互動，

除了共同建構虛擬社群的母職實踐樣貌之外，藉由書寫行動達到社會網

絡的應用功能，並透過書寫展現性別的能動性，從而建立認同，進而成

為一種私我書寫的治療，是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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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探討 

一、母職研究的發展歷程 

（一）「母職的再生產」的開展與範疇 

在 Chodorow（1978）提出「母職的再生產」之前，當時的母職思

想都預設了女人的專司母職是出於一種行為上的順從及個人意願，且與

其他支持此一分工的制度安排與意識形態有關，更有助於性別不平等的

再生產。母職是被宰制的，小孩擁有無限大的權力，母親地位甚至被

「幼兒化」的低估且不受重視，指稱母親是自願讓孩子成為她們的全世

界，展現出當時社會文化結構對於母職再現的複雜關係，因此在父權體

制（patriarchal roots）當中的意識形態無法再現母職經驗（Bassin, 

Honey, & Kaplan, 1994）。 

Chodorow（1978）認為，母職研究要改變社會建構的不平等角

色，但不只是訴求平等親職的社會目標，而是多方位的制度面與政治面

支持，企圖讓女性從「生理性母職」的角色中解放出來，爭取父權社會

的母職平等。而 Rich（1986）認為「母職」有兩層含義，一個層面指的

是任何女性都能在具有動能的關係中（potential relationship）得以再製

（reproduction）她的孩子，另一層面則是指所有女性的能力都是依附於

男性控制的制度層面之下，前者強調母職具有能動性且能自主教養孩

子，後者則是主張母職的健全是依附在男性建構的家庭與勞動體系的社

會之中。 

然而，美國工業革命之後，從事有酬工作的女性比例穩定增加，女

性大量就業，在表層與底層的性別意識形態都產生一連串的問題。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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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仍堅信自己作為家庭的經濟砥柱，而不願參與家務勞動及親子育兒的

婚姻角色當中，女性在離開勞動市場後，回歸家庭面對的就是「第二輪

班」（the second shift, Hochschild, 1989）。 

「第二輪班」是學者 Arlie Hochschild 於 1989 年提出的論述，係指

工業革命後女性也投入勞動市場，但在下班後仍要扛起家務與母職的第

二輪班（Hochschild, 1989）。當時的父職觀念過時，職場缺乏家庭友善

政策，都是二十世紀美國家庭在經歷性別革命之後的停滯現象。而當時

母職相關研究不只關注在生理與精神層面，還包括經濟、社會、政治與

文化層面，以及家庭的社會地位，甚至能反映出當時女性在社會中的角

色與地位。後來更進一步發現，母職不僅是基於生理結構而設定出來的

角色，而是在工業革命與民主化之後，被社會定義的框架所建構

（Kleinberg, 1999）。然而，這個「好媽媽」（good motherhood）的主

流論述卻讓母親與小孩都陷入風險之中（Perrier, 2012），第二輪班的

加劇讓女性走向密集母職的制度與情緒陷阱，「母職天性說」依舊存

在。 

母職實踐的過程讓女性被困在情緒陷阱與母職天性之間手足無措，

許多情緒勞動的壓力在母職天性說的假設下，成為 辛苦的一部分。

Brown（2010）試圖從產後母職經驗的再現論述，描繪文本中社會對母

性矛盾的理解，並呈現出現代母親在社會情境中如何被矛盾情緒所羈

絆，以及背負了何種母職期待。然而，母職是充滿衝突、焦慮及矛盾

的，但母性的矛盾（maternal ambivalence）卻無法被理解。為了理解這

個心理狀態， Parker （ 2005 ）則是以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

（psychoanalytic theory）切入，研究發現母親的確會在無意識地狀況

下，對小孩同時存有愛與厭惡，這種矛盾增加了母親的焦慮與害怕，但

卻也提升對孩子的責任感，有助於親子關係。如果母親否認自己對小孩

存有某種厭惡感，反而會導致矛盾感加深母親的焦慮。在這樣複雜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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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情緒之下，這類社會文化現象（sociocultural conditions）對母職的看

法，會讓女性將「好媽媽」加以內化，也同時增加母親對孩子的矛盾情

感，成為母職實踐過程中 為糾結、矛盾且複雜的狀態。 

（二）密集母職的結構、實踐與再現 

隨著女性逐漸投入職場，母親角色從家庭內的單面向轉為兼顧家庭

與工作的雙面向，女性承擔母職所面臨的結構壓力更大，這個樣態就是

「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密集母職是指當代母親被某種意

識形態驅使著，是一種性別框架下的生活模式，認為母親應該要花費大

量的時間、金錢與體力來養育小孩，而這甚至會形成一種風潮

（climate），母親要扮演著營養學家、心理學家、認知發展專家等等，

而小孩若有任何表現略差的部分，就將其怪罪在母親並未具備前面所提

的那些專家職能的基本概念，認為那就是功能失調的家庭（dysfunctional 

family），種種壓迫都讓母職成為一種緊繃且毫無空隙的存在（Hays, 

1996）。 

Hallstein（2006）整理出密集母職的三項主要特徵。第一，其強調

女性必須持續地以照顧孩子為首要目標，此點基於「母職天性」的論

述，女性是 適合養育孩子的人。第二，母親必須慷慨大方地將所有的

時間與精力用以養育小孩，強調「以小孩為中心」（child-centered）、

「 專 家 導 向 」 （ expert-guided ） 、 「 情 緒 控 管 」 （ emotionally 

absorbing）、「勞力密集」（labor-intensive）、「價格實惠」（financially 

expensive）。第三，密集母職是把母職與具專業價值的工作區分成兩個

完全不同的場域，將母職視為毫無市場價值的工作。綜合以上觀點，

Hallstein 認為密集母職代表女性必須全心全意地照顧小孩，成為願意自

我犧牲的理想型母親（ideal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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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論點符合當時社會中意識形態的觀點，甚至不受限於種族與階級

的限制，普遍的存在大部分的公眾與專業論述之中。然而，即便母職被

視為毫無市場價值的工作，讓母職充滿壓迫，但當時美國社會除了將育

兒責任留給女性，更期待女性要跟男性一樣在經濟上有所成就，導致女

性必須跟男性在勞動市場中面臨同樣的遊戲規則，勞動市場跟母職實踐

對女性產生龐大的雙重壓力（Hays, 1996）。 

Hallstein（2006）除了找出密集母職的三大特徵之外，也同時關注

意識形態、結構、與精神等三大面向。就算對背負密集母職的女性進行

研究或訪問，也會因為文化與結構等過於複雜而無法面對，讓這些女性

未能自覺由母職帶來的壓迫，顯示出密集母職的意識形態可能已經鑲嵌

在文化與結構的社會框架之中 

不過，密集母職的實踐是否完全受制於社會結構的意識形態，也有

兩方不同的說法。持正面態度的觀點認為，從社會學的結構觀點來看，

Giddens（1984）提出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的結構二重性

（duality of structure）來說明個體雖然受到外在社會結構限制，但能動

性（agency）仍有機會能改變結構。而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則是

認為母職雖是社會文化建構的產物，但其概念並非一程不變，亦不可忽

略女性也參與形塑母親角色的社會建構，將自身的母職經驗與價值注入

社會建構之中，並從中形塑自我認同，透過發展主體性的自我宣示與書

寫行動，藉此展現能動性（邱欣怡，2013；俞彥娟，2005；潘雅鈴，

2012a），成為具有自我實現的空間與自主意識的「自主性母職」。 

然而，卻仍有研究發現，職業婦女面臨兒童照顧與勞動市場之間的

選擇衝突時，受到結構限制所產生的「選擇差距」，女性離職後會展現

自主性並操演認同，採「密集母職」扮演社會所期待的「好媽媽」角

色，並嘗試以兼職工作或參與志工的方式，來逃避社會對「傳統家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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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的負面標籤，以建立自我的正向認同。但是，其母職認同與離職的

選擇，卻間接地鞏固了臺灣性別化與市場化的兒童照顧體制（唐文慧，

2011）。這樣的拉扯在較為早期的研究中就有類似發現（莊永佳，

1998），母職實踐的能動性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進展，依舊發

現因為婚育而離開職場的全職媽媽仍處於密集母職意識形態，在母職實

踐的過程中充滿身體與情緒的勞動，在結構因素及各種不友善的環境當

中，缺乏真正的選擇權（魏靜慧，2016）。 

換句話說，外在結構強化「好媽媽」的角色建構，讓母職實踐的過

程不斷地被外部因素所強化，個體企圖透過能動性來「改變選擇」的幅

度相當有限，而這樣的形態也藉由媒介的形式呈現出來。Douglas & 

Michaels（2004）關注如何透過媒體建立新的母親主義（momism），並

藉由媒體傳遞以強化超乎現實且不切實際的完美育兒模式，便藉此形成

一種「媽咪神話」（Mommy Myth）。媽咪神話中的母職是一種 充實

且充滿回饋感的任務，「永遠」都是 重要且 好的選項。Langan

（2012）則指出，在我們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種文本中，普遍存在著針對

母親和女性的關於自我照顧的主要論述，這些觀念被嵌入流行的雜誌及

學術文獻中，例如家庭或流行育兒雜誌會鼓勵母親要「照顧自己」。但

是，母親的自我照顧不是母親的全部責任，而是社會機構的責任，因為

制度與結構都應該能成為共同承擔母職的一部分。 

「文化帶來的理想迫使母親在人前必須求好，無論是對工作、對小

孩、對伴侶、在健身房、甚至得要在廚房完成十五分鐘上菜」（de 

Marneffe, 2004, p.10）de Marneffe 對密集母職的形容與 Hays（1996）的

研究並無二致，可看出母職角色已經發展成「超級媽媽」（super-

mom）的理想型。而當代臺灣社會的母職實踐亦受到密集母職意識型態

影響，強調特定育兒照顧實作與母親的重要性（謝美娥，2009），而在

勞動市場中的職業女性或學術領域中的學術媽媽則容易被認定為中產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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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女性，因為具有一定程度的社經地位而具備密集母職所需的物質基

礎，更容易成為好媽媽論述的召喚對象（林昱瑄，2019）。 

換句話說，「母職實踐」在建制化歷程當中，從母職天性說的全職

母親，而後要求女性在勞動市場中創造產值，又同時背負第二輪班的壓

力，成為密集母職的實踐型態， 後甚至被建構出「愛自己」的媽咪神

話。這些母職實踐的樣貌除了展現在社會文化結構當中，也呈現在媒體

再現的形構，成為另外一種具像的表述。 

（三）母職書寫的生命故事與自我表述 

臺灣的母職實踐歷程其實與國外發展的軌跡相當類似，存在密集母

職的意識形態，實踐方式包括：充滿專家技術主義，但勞動工作增加與

家務的標準提高，母職的範圍越來越大，母親必須兼顧家庭與工作雙重

負擔的形象，也建構出無私奉獻的慈母典範（劉桂君，2013）。現代母

親一方面受到美式現代性的影響，仿效西方的母職實踐，一方面在傳統

的性別規範之下，持續扮演家庭中的照顧角色，強化了男主外、女主內

的性別分工。 

要了解臺灣對於母職實踐的探索，可以從母職書寫作品的流變窺知

一二。根據潘雅鈴（2012a）的研究整理發現，臺灣的母職書寫分為三

個時期，分別是：「缺乏自主意識，以母性散文為主的 50 至 60 年

代」、「自主意識萌芽，開始關懷各項議題的 70 至 80 年代」，以及

「自主性母職書寫蓬勃發展，展現多元特色的 90 年代至今」。文學創

作結合女性自主意識，使母職書寫從早先「母性散文」的特色，逐漸轉

變為作家開始思索母職及生命意義。90 年代之後，臺灣婦運逐漸成

熟，透過文學創作展現女性意識的作品數量漸多，女性作家對於婚姻或

母職的思考，也漸漸擺脫了父權文化中的刻板觀點和傳統模式（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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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2009）。也就是說，臺灣的母職書寫從早期對生活及母性的關懷，

轉向以自我關切議題導向的家庭生活書寫，而後直到 90 年代後才真正

展現出對母職實踐帶有自主意識的書寫型態。 

除了書寫內容的轉變之外，書寫田野也隨著時代演變而有所不同。

過去研究母職書寫的田野多為女性作家的出版書籍（劉佳珍，2010；潘

雅鈴，2012a，2012b），而後則隨著書寫平臺的轉變，母職書寫開始出

現在雜誌（陳婷玉，2008 年 5 月；陳婷玉，2010；劉桂君，2013）、

報紙（陳志賢、楊巧玲，2011），近年來則轉向數位化的虛擬社群平臺

（邱欣怡，2013；陳婷玉，2012 年 6 月；黃巈禾，2018）。 

然而，敘事創造意義的方式，是將經驗或事件納入特定的情節，使

它成為別的經驗或事件的原因或結果，也因此成為更大的一個關係整體

的一部分（蕭阿勤，2003）。由此，將個人的經驗、遭遇以事件及情節

方式與自我概念相連結的敘事，稱為生命故事（life story），生命故事

在認同發展過程中充任個人和社會心理功能，而認同的發展與敘事息息

相關，學者甚至以「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稱之（McLean, 

2008；轉引自胡紹嘉，2012）。 

當書寫成為表述自我的一種策略，與生命故事鑲嵌融合之後，更能

呈現出每位母親特有的母職書寫。透過書寫形式而展現出母職實踐的歷

程與思索，從生活經驗進而走向對文化與社會的思考，是母職書寫的重

要核心理念。隨著時間推移及媒體近用的轉變之下，書寫田野從書籍的

實體出版走向以網路登載的部落格或社群媒體等書寫平臺，透過不同形

式的媒介再現與詮釋，母職實踐的書寫開始出現更多元且豐富的敘事呈

現，並對建構認同開始產生想像的空間。 

Perrier（2012）研究指出，由媽媽書寫的網路部落格開始成為探討

媒體如何再現母職實踐的歷程，也是讓更多被賦權母親們的故事能被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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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方法。Perrier 發現，網路上有無以計數的眾多部落客，他們在育兒

經驗的歷程會被追隨的閱聽眾學習，部落客的品味跟興趣甚至會影響到

閱聽眾。在傳統的媒體再現經驗中，女性大多藉由媒體再現來「測量」

（gauge）她們自己的作法，並將其反映在「密集母職」的意識形態實

踐，使得在育兒過程、認同與經歷上都開始漸漸地成為媒體意識形態建

構的母親形象，並以此定義自身價值。然而，傳統媒體再現的母職實踐

卻承載了許多父權社會的意識形態，媒體再現間接加重密集母職對當代

女性的壓迫。於此之際，網路部落格或社群媒體等以網路為傳遞平臺的

書寫田野，自媒體讓更多母親得以發聲，書寫行動帶來女性在母職實踐

當中所能展現的性別能動性，是為網路田野書寫行動的重大意涵。 

作者肩負母職之後，多以社群媒體作為建立相關知識的主要來源，

並藉由學習且內化社群媒體中的各類文本訊息來建構自己的母職技能及

應用方式。在社群媒體母職文本的網路田野當中，有許多母親的自媒體

是以書寫母職經驗及育兒生活的歷程分享為主，母親藉由書寫文字並搭

配圖像或影片而成為一個多媒體內容的文本，這也成為近年來親子類書

寫文本的重要網路田野。 

母職經驗中有各種挫折、徬徨跟後悔，隨著孩子的成長階段而有所

不同，日復一日的積累對讓母親因為母職實踐的過程而產生自我懷疑，

但社會文化等外在結構卻未能理解，其悵然若失的情感與自我認同似乎

隨著書寫田野的轉移，走向另一個釋然與解脫。 

二、母職書寫的流變 

（一）母職實踐在社會網絡中的虛擬社群意識與認同 

藉由網路建構出的新社會型態，讓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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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構成，社區成員必須要有緊密的關係，互動時有共享的規範，建立

出彼此可理解的象徵符號系統，而成員之間使用特定語言的風格，並逐

漸形成彼此間的關係與認同（翟本瑞，2011）。許多在現實社會中備受

壓抑的弱勢族群，就經常藉由網路來互相支持凝聚力量，因此成員可以

自信的在歸屬的團體中建立自我認同。隨著網際網路的進步，虛擬社區

已經能走入真實社會的人群中，構成集體行動的共同基礎（黃厚銘，

1999）。 

然而，如何能識別出虛擬社群中的意識形態與自我認同？認同的本

質論傾向認為：處在類似社會人群分類範疇、具有類似生命經驗的人

們，會因為共同性別、族群、階級、世代等特徵而行動（蕭阿勤，

2003）。但自我並非固定的概念，因此自我認同也非持續不變，而是在

個人的反身性活動中，重複不斷創造與建構的某種東西。於此，個人的

能動性便存在於反身性的進行自我敘事而形成自我認同的建構過程，並

將自我與更大的社會連繫在一起，其所展現的行動方向則能成為社會能

動性的基礎（Giddens, 1991）。 

社群媒體作為新型態的書寫平臺，藉由粉絲專頁形成虛擬社群的群

體，這個群體共享著「虛擬社群意識」（sence of virtual community），

藉由網路互動所產生的影響力、認同感、歸屬感，並能相互聯繫且分享

感受。當社群媒體的書寫行動建構出虛擬社群意識，而使用者在動態過

程的互動關係已經從媒介參與（ participation ）轉為媒介涉入

（engagement），以「認同需求」及「友誼支持」重圍虛擬社群意識的

主要構面，使用者透過書寫田野產生更多情感的回應、關注與體驗，增

加閱聽人研究的多元範疇（江亦瑄，2014）。 

網路母職書寫的平臺種類豐富，但是不同網路平臺的特性能產生不

同的媒體效果，部落格與社會性網路服務（Social Network Site, S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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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臺在傳播近用模式的效果也不同。舉例來說，社群媒體尚未出現

前，母職書寫多以部落格為主，缺乏群眾的聚集性，在網路海量資訊中

也難被特別觸及。但是，社群媒體具有的演算法功能，讓使用者藉由搜

尋功能及演算法的推進之下，能找到貼近使用需求的社群內容，讓臉書

成為具有敘事功能的寫作空間，而臉書作為具有指標性意義的社會網絡

網站，以建構認同為使用者的使用目的之一，所有的社會關係網絡都存

在認同及歸屬感的問題，其所建立的關係可能比真實世界更加緊密且真

實，甚至成為消除痛苦、惡習戒斷的支持力（翟本瑞，2011）。 

當社群媒體的書寫文本可視為社會行動與實踐的一環，母職實踐藉

由書寫文本的再現，創造出社群媒體的虛擬社群意識，獨立存在於書寫

文本的空間之後，將意義承載於社會網絡的虛擬社群之間。 

（二）數位田野的社會行動與書寫治療 

「書寫治療」（writing treatment）的概念是由學者 James Pennebaker

提出的表達性書寫（expressive writing, Pennebaker, 1997）而來，而美國

作家 Weldon（2001）則將書寫治療視為以文字書寫的歷程作為增進自

我了解與感情抒發的工具，成為心理治療的方法。而所謂「表達性的書

寫」，意指不論是由自我產生或是由治療師、研究人員的建議下所做的

書寫行為，只要是個案自我表達與反映內心的書寫，可以稱之為「表達

性書寫」（呂旭亞、簡怡人、詹美涓，2005）。儘管這些現象皆是從精

神醫學與心理諮商領域出發的寫作觀點，然而，在「書寫治療」一詞盛

行之前，寫作早已被認為具有治療效用，在文學領域裡，「書寫治療」

的實踐早已默默在作家、作品及讀者之間進行著（李癸雲，2019）。 

在臺灣對書寫治療的相關學術研究方面，大多以心理諮商領域為

主，從碩博士論文來看則可大致分為兩類，一種是以受刑人書寫治療成



社群媒體的母職書寫：實踐、認同與治療 

‧185‧ 

效為主的心理諮商領域（陳惠敏，2009；廖德富，2002），另一類則是

以私我書寫如何涉及自我認同與建構等輔導諮商領域（王薇棻，2009；

陳虹瑋，2017；鍾曉菲；2017）。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與書寫治療相關

的研究論文除了傳統以紙筆為主的書寫之外，亦有論文以網路部落格為

研究探詢的範疇。 

Domingo, Jewitt, & Kress（2014）提出線上書寫形式的四個重要功

能。首先，書寫鑲嵌於多模態文本的離散情境中，並帶動著與其他數位

形式的連結。其次，書寫的線性（linearity）讓多模態文本轉換為模組

化（modularity）意義得以生成，並讓使用者藉由與螢幕中文本的連結

而成為書寫者。第三，符號學的緣起具有社會性的特質，而意義的連貫

性也是離散且並不完全。傳統文本的意涵完全由作者掌控且不得侵犯，

但線上文本卻更能讓讀者藉由離散在各種不同型態之間的符號，產生不

同的意義連結與傳遞。第四，一定要考慮到的就是以行動裝置為媒體內

容產製主流的當下，創造有潛力的螢幕觀看體驗已成為線上文本的首要

任務。 

胡紹嘉（2002，頁 137）對於「書寫」作出明確的指認：「書寫不

是一個執筆或敲打鍵盤的舉動，不是某類的表達方式，更不是無限的符

號遷延過程，而是一種行動，是寫作者獨自在經驗與表述、自我與他

人、私人與公共之間，交織揉雜、穿出繞進、或區別或連繫、既分劃又

構成的社會行動」。書寫的人是藉由書寫而展演與構成行動者關於事件

和故事意義的「我」，並逐漸形成其自我理解與認同。特別是「私我書

寫」，寫作者進入自我內心，涉及當事人主觀意義的建構，且意義建構

又是指向他人的，具有 Weber（1968）所說的「社會行動」的特徵。意

即當「書寫行動」成為一個概念，使用「書寫」的方式，整理過往及當

下生活上的經驗，以及面臨的困境，並嘗試以現實生活中的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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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個體的能動性與想像空間（鄭曉婷，2008）。 

意即「書寫」可看作是一種社會行動，也是一種治療，媒介再現成

為透過符號建立的書寫行動與書寫治療的敘事場域。而「書寫」作為當

代媒介景觀（ landscape）當中意義產製的重要資源，透過書寫型態

（mode）可了解其社會性、文化性、科技性及經濟性等各種形塑線上

文本的功能，而作者的本真性（authority）與精神又是如何被嵌入書寫

之中，是為當研究線上書寫文本的關鍵（Domingo et al., 2014）。 

本研究試圖以社群媒體中母職實踐的書寫田野作為分析的資料來

源，試圖描繪出社群媒體母職實踐的田野樣貌之外，亦透過參與觀察及

文本分析來理解書寫行動對話之間的溝通與傳遞，書寫者如何進行書寫

行動並建立自我認同以將其轉化為能動性的過程，透過文字書寫歷程以

增進自我了解並抒發情感，並觀察社群媒體的書寫是否具有書寫治療的

可能性。 

綜合上述，書寫者在社群媒體的書寫行動，是藉由自我經驗的表

述，文字言詞在公私領域的往復，而能做為書寫治療的載具，文本的私

我書寫則是建構自我認同的社會行動。當書寫是社會行動，意義不僅留

存於符號本身的體系，也不能只通過字詞間相對立與差異的狀況來了解

其意義，因為社群媒體的書寫行動成為自我療癒的一個途徑，書寫者能

在其中尋找自我認同的過程，而社群媒體承載著虛擬社群的情感意識，

書寫田野的存在讓敘事、認同、能動性產生了得以連結發展的一種取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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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的操作與設計 

一、以網路民族誌作為田野觀察之範疇 

研究者選擇以社群媒體中母職實踐的書寫田野作為研究主體，主因

是研究者進入母職身分之後，在母職實踐的旅程上開啟了一連串的探

索，進而產生研究興趣，也因為母職身分讓自己既為研究者，亦是長期

身處於母職書寫田野的一位觀察者。由此，在選定研究內容與切身經驗

有高度相關的主題後，研究者試圖採用網路民族誌作為本研究的研究方

法。 

傳統民族誌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行

為模式，而民族誌要求研究者長期的與研究群體生活在一起，通過自己

的切身體驗獲得對該群體及其文化的理解（陳向明，2003），透過觀察

特定情境下言語或其他面對面行為，可以更全面地研究圍觀的社會秩

序。因此，民族誌除了關注人們的認知、思想，也關切人們實際的行

動，例如交談、書寫檔案等（Silverman, 2006／田榮哲、司徒懿譯，

2010）。 

隨著媒介文本的改變，Kozinets（1997）提出「網路民族誌」概

念，其用意在於結合網路媒體虛擬的特點，與民族誌研究特定文化中人

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價值觀，研究員需要深入「網路場域」進行

調查的田野紀錄方法。網路民族誌以參與觀察來關照現實生活中的行為

或體驗，探討怎麼被數位媒介影響或改變。對於網路研究員而言，「螢

幕和鍵盤」的參與即是研究員親身旅行做實地的觀察與記錄。這是一種

「藉由看、閱讀、想像和猜測的網路田野旅行」（陳志萍，2008），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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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數位科技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如何建構感知、想像與認同的一種進行方

式（廖紹伶，2019）。 

網路被看待為有創造性的文化體（Bell, 2001），而對於網路文化研

究的方法則可分為線上（online）與線下（offline）的研究，前者多採取

「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後者則以網路民族誌為主。網路

民族誌的操作模式往往會因為研究者的研究設計不同，而採取不同的操

作型態。陳鏗任、林亮雯（2004 年 12 月）將網路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分

為三個部分，包括線上訪談、線上觀察、人工製品的蒐集（如：線上文

本），而陳志萍（2008）的研究設計除了循序漸進的收集資料與訪談

外，也清楚記錄研究員在研究過程中狀態與態度的轉變，作為觀察操作

的一個選項，來辨別網路研究員如何在「貼近經歷」與「遠離經歷」當

中，在研究倫理中是否保持應有的敏銳度。不過，觀察員對於田野的熟

悉度將會對研究成果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同時，若由研究者兼任觀察

員，也不應過於沉浸於田野之中，需適時抽離並以學術者的視野提出分

析，在分寸取捨與身分轉換等學術倫理層面需要特別謹慎處理。 

當母職實踐書寫的媒介平臺從實體媒介走向虛擬化的電子平臺及社

群媒體後，書寫田野的改變讓媒體再現產生更多元化的反饋。研究者以

觀察者身分長期身處網路母職書寫的田野之中，對於文本的體悟更能感

同身受，且長時間的田野觀察也讓研究資料的篩選能更為貼近與問題意

識及研究主題相近的網路田野。而在研究取向方面，也不是只著重於文

本分析，抑或還原主觀的心理活動，更非化約為客觀的符號結構與符號

義的探討，而是嘗試從書寫及互動過程的言詞行動來理解現象，使作者

能在研究者、觀察者、參與者的三個身分同時並存之際，亦能在研究分

析田野時更能適時抽離，並適時投入田野所傳達的情感當中，以遵守網

路民族誌法應有之研究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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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論述分析為書寫文本分析之研究 

論述分析是人文社會學科常用的文本分析方法，對語言、個人及社

會之間的關係提出剖析，也藉此瞭解文本如何展現權力、意識形態、知

識的 佳機制（楊意菁，2013）。藉由論述分析對內容文本進行梳理，

不但能關注社會結構以及微觀的社會行動面，亦可找出社會變遷的重要

指標，以及脈絡情境所賦予的意義與觀點，更重要的是具有批判的價值

與功用（翁秀琪，1997）。本研究嘗試藉由論述分析的文本分析模式，

了解社群媒體中母職書寫行動所能展現的性別能動性，亦試圖描繪出社

群媒體平臺在此傳播現象中的角色與發現。 

由此，本研究藉由梳理母職實踐於社群媒體文本再現與建構的樣

貌，亦即母職實踐透過書寫行動展現之後，田野文本的訊息激發出社群

使用者的互動反饋，建構出社群上共感的實踐，並從書寫行動中展出不

同於傳統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對父權社會建構出的母職實踐樣貌，產生

平衡與制衡的性別能動性。透過論述分析的架構，來探討社群媒體田野

文本如何透過書寫行動展現出對父權社會所建構的母職論述進行批判，

並藉由書寫來展現其能動性，另一方面亦嘗試理解粉絲專頁書寫者與留

言者透過田野中書寫實踐的互動之下，所顯現的共感與治療功能。 

三、操作方法與研究對象 

（一）研究設計 

1. 網路田野的沉溺、觀察與抽離 

有鑑於本研究的研究範疇是社群媒體中密集母職的網路書寫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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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長期沉浸在社群媒體的母職書寫文本之中，在採取網路民族誌的

研究方法時，將採取「既為研究者又屬觀察員」的身分。為了保持研究

者與觀察員不同身分的份際，本研究參考陳志萍（2008）的「網路民族

誌法操作轉變表」，提出較為貼近的操作設計。 

表 1：研究設計表 

 
第一階段 

2019 年到 2020 年 
第二階段 

2020 年到 2021 年 

研究主要方向 

開始參與部分粉絲專頁互

動，聚焦研究方向及研究問

題。 

聚焦以密集母職生活為主要

書寫田野的內容文本，並觀

察特定母職粉絲頁書寫者與

使用者互動的行為。 

研究工作內容 

將從大量追蹤改為觀察「書

寫比例較多」的粉絲專頁，

並開始觀察書寫田野的母職

文本。 

 蒐集線上書寫文本及粉絲

留言與互動內容 
 分析資料並檢視母職書寫

者及粉絲的互動頻率 
 檢視母職書寫文本與自我

經驗的契合與矛盾 

研究者狀態 

（個人情緒與 
態度轉變） 

積極主動，以按讚加強曝光

率，強化臉書演算法的推

播。 

維持推文的推播頻率，並細

讀書寫文本的脈絡轉變，以

研究位置反覆閱讀。 

研究者態度 

隨著追蹤粉絲頁面的減少，

研究方向逐漸明確，研究者

亦可區分在觀察粉絲專頁內

文的當下，母職身分、觀察

者、研究者等三個不同位置

的感受。 

抽離母職的情緒，從觀察者

轉為研究者身分，進行本研

究之網路民族誌工作。 

資料來源：參考陳志萍（2008）架構，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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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之前，研究者深陷密集母職及理想型母親的身分困境，並

負擔沉重的情緒勞動，同時閱讀且追蹤十個以上的母職書寫粉絲專頁，

只是一般的母職書寫內容的線上使用者，也沒有參與粉絲專頁互動。然

而，隨著時間的演變，研究者發現母職書寫內容似乎開始產生改變，書

寫內容逐漸開始對於父權社會所建構的母職論述提出質疑，透過書寫行

動來提出與過去意識形態不同的思想價值，展現出性別的能動性。由

此，研究者開始進入第一階段的狀態與方向，限縮田野觀察的重點對

象，找尋並觀察以書寫文本為主的母職粉絲專頁。此外，在書寫內容的

粉絲專頁當中，線上使用者的互動也是特別值得關注。許多同樣肩負密

集母職的母親們，願意在貼文留言中寫下在日常生活中的許多難言之

隱，似乎能藉由粉絲專頁書寫內容的閱讀與回應，得到些許慰藉。 

由此，研究者在長時間的田野觀察之後，決定以社群媒體中的母職

書寫文本作為田野，以論述分析作為文本分析方法，嘗試從書寫文本中

梳理出母職在社群媒體再現與建構的樣貌與現況，母職實踐藉由線上文

本的再現，並在粉絲專頁書寫者與使用者之間產生互動之後，如何透過

網路虛擬社群建構出母職實踐的田野經驗，而聚集於線上再現文本之後

的使用者，又傳達出何種訊息，並觀察與書寫田野的文本內容產生的互

動使用者的反饋等面向，嘗試提出網路書寫平臺的新功能與新角色。 

2. 從論述分析揭露意識形態中的「權力」與「控制」 

論述分析作為文本分析常用的質性工具之一，亦有許多不同類別的

分析架構。在傳播學常使用的論述分析取向當中，van Leeuwen 與 van 

Dijk 是經常被援引的兩位學者。 

van Leeuwen（1996）透過語言或文本的分析，揭露意識形態運作

過程中「權力」和「控制」的來源。van Leeuwen（1996；翁秀琪、陳

慧敏，2000；楊意菁，2013）更進一步將論述分析類別歸納為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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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除：排除出去、完全壓抑、作為背景。 

(2) 重新安排：主動的行動者、被動者，被動者又分為行動接受者和第

三者。 

(3) 替換：名詞組合系統、數字系統、語態系統、隱喻與換喻系統。而

各個分析系統當中又存在區分項目，如下表 2。 

表 2：論述分析替換系統的區分項目 

名詞組合系統 數字系統 語態系統 隱喻與換喻系統 

一般化／特殊化 
個體化／同化 
身分明確／匿名呈現 
有差異／無差異 

集合／集結 類目／功能化／ 
認同 

社會行動者以一種身分 
出現，或是以兩種以上 
的身分出現。 

資料來源： van Leeuwen（1996）；翁秀琪、陳慧敏（2000）；楊意菁

（2013），作者整理製表。 
 

相較於 van Leeuwen（1996），van Dijk（1993）則是強調不能僅侷

限在語言的內在結構與認知操作，要重視論述、認知、社會的三角互

動。社會認知是「論述結構」與「社會結構」的中介，因為「社會認

知」被理解為一種心理結構與過程的內在機制，是特定團體成員所共享

的一組社會信仰，如意見或意識型態等，直接介入論述的生產與理解。

van Dijk（1997, 1998）認為，論述是一個溝通傳播事件、一種社會行

動，必須置於大的社會文化結構與過程中來理解（倪炎元，2013）。 

倪炎元（2013）將 van Dijk（1997）的論述分析架構重新檢視後發

現，論述分析的架構應該要觸及生產與理解部分，涉及心理過程。形成

論述的這些語言使用者，其論述結構的背後具有大量的「知識」，而知

識是離散存在於社會情境中當中，透過一個介面（interface）完成特定

文本脈絡化的過程，繼而建構成社會認知。當脈絡被使用者建構出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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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甚至可說是很主觀的「心靈模型」，依照個人經驗與環境變化而不

斷更新的基模，而論述就在知識、介面，以及個人之間，多重且多元的

展開，使得社會情境與論述得以構連。 

也就是說，從 van Dijk（1997）的角度來看，書寫行動即可稱為論

述。因為論述是可觀察的文字表述且涉及社會互動，而社群媒體作為平

臺，讓書寫文本與社會情境之間的距離，藉由社群媒體書寫田野的溝通

行動，來形構出社會認知中大量且離散的知識，並成為一個可討論的社

會認知。藉此，透過網路民族誌法來理解並觀察這個生產論述中的認知

再現與策略，可梳理出粉絲專頁書寫者與閱讀的使用者在解讀論述並再

現後，如何將母職經驗脈絡化，一方面展現出密集母職的實踐歷程，一

方面也建構出當代母職實踐的知識、論述與能動性。 

（二）研究對象 

根據臺灣網路資訊中心公布的《2020 臺灣網路報告》，臺灣民眾

使用網路服務除了「即時通訊」之外，「社群媒體」是上網的 主要原

因。而在使用社群媒體的選項方面，Facebook 使用人數的比例都是歷年

高，2020 年預估有高達 88% 的臺灣民眾都是臉書使用者，位居亞洲

地區使用率的第一名，也超越全球平均值（臺灣網路資訊中心，

2020），而這也符合國際組織 Hootsuite 和 We are Social 共同撰寫的

《Digital 2020 TAIWAN》報告內容。前述兩個單位每年都會發布全球

暨各國年度報告，而在 2023 年的報告中，Facebook 仍為臺灣人 常使

用的社群平臺之一（Kemp, 2023）。此外，《2020 百大影響力網紅數據

洞察報告書》評選出「2020 臺灣百大影響力網紅排行」，前十大內容

與社群標籤，依序分別為：生活、美食、穿搭、旅遊、美妝、音樂、舞

蹈、親子、感情、寵物等十大領域（KOL Radar、數位時代，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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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其中親子類的社群媒體則是較容易觸及母職議題的領域。 

而在研究資料的篩選方面，研究者身處母職議題的網路田野多年，

依照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選取了數十個由母親建立的粉絲專頁進行觀

察。然而，在長期的觀察後發現，有的粉絲專頁僅著重育兒議題與家庭

生活，有的粉絲專頁多為業配，1 與本研究所希望集中探討的「密集母

職實踐與書寫」的方向相去甚遠。儘管育兒議題與家庭生活的相關討論

也會觸及到母職實踐的部分意涵，但由於本研究為初次探討網路田野中

母職書寫行動的意義與內涵，為了著重母職經驗的書寫文本，因故選取

以「母職實踐經驗的書寫內容」為核心主體的對象作為研究個案。 

該粉絲專頁的書寫者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粉絲約近八千人，在

2013 年建立粉絲專頁，並於 2015 年起開始著重以母職實踐經驗為主的

書寫內容，而後亦出版相關書籍，且社群媒體的線上文本也是以文字為

主，適合本研究以書寫行動做為研究主軸的取向，亦是研究者多年閱讀

並觀察的線上文本，因故選擇做為本研究的個案對象。 

伍、資料概況與分析 

一、資料概況 

為選取符合研究主題的分析樣本，本研究進行了長時間的書寫田野

觀察。在 2019 年之前，以「母職實踐」為書寫題旨核心的粉絲專頁較

為少見。以母親身分撰寫母職題材的粉絲專頁多以「育兒心得」及「家

 
1  業配（advertorial）為「業務配合」的簡稱，是 advertisement（廣告）及 editorial
（非廣告內容）的合併用法，是指近年來社群平台的粉絲專頁以此作為商業廣告

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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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活」為文本內容，較少將重心放在母親本身，或從母職身分來自述

母職實踐的經驗歷程。然而，隨著時間的演變，近兩年來開始陸續有更

多的社群媒體文本內容直接觸及母職實踐的描寫與討論，在書寫文本中

展現出自我意識，讓母職實踐開始帶有自主意識。 

本研究選取的田野個案在粉絲專頁起始之初就是以「母職」為文本

書寫的核心概念，在眾多育兒相關的粉絲專頁當中獨樹一格，在書寫並

談論母親肩負母職的實踐歷程中的各種點滴，且並非以育兒或家庭生活

為書寫主體，而是從母親本身作為出發點來看待且談論母職，而書寫者

亦在直播影片中自述其粉絲專頁成立就是在成為全職媽媽之後，發現社

會中所面臨的各種歧視與不平等，故而起心動念開設粉絲專頁。在這樣

的觀察過程之下，研究者同時發現，隨著書寫者及使用者的對話頻率漸

增，母職論述似乎開始出現轉變，書寫內容從肩負母職實踐的壓力，到

如何追尋自我來展現不同於以往意識形態的能動性，具有典型個案

（typical case）的取樣特質，也是以此粉絲專頁作為個案研究的原因。

然而，研究者曾與該專頁的書寫者聯繫，嘗試進行網路民族誌的線下訪

談，但書寫者認為自己雖然是粉絲專頁經營者，但不便詳述各個人相關

資料，而研究者為尊重個案意願，因故未在研究中將個案明確指出。 

本研究在田野觀察與個案選擇時期發現，該粉絲專頁除了有大量的

母職書寫文本之外，亦有許多有關討論母職的直播影片，研究者從參與

觀察直播影片線上討論的過程，再加上研究者本身即為母職實踐者的生

活經驗，在直播影片的參與觀察及母職實踐的過程中，梳理出母職在當

代社會所呈現的樣貌。由此，本研究的蒐集資料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

部份為該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及留言，蒐集日期自 2021 年 6 月 21 日自

9 月 23 日，共 95 天，扣除轉貼分享的少量貼文之外，共計 40 篇。在

貼文的文長與字數部分，「純文字」型態除了某篇 少字數僅十個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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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皆為數百字至一千多字左右之長文，而第二部分則為 2021 年

7 月及同年 9 月，以「母職」與「自我」為討論主題的兩則直播影片。 

二、書寫田野的文本分析 

經由長時間的田野觀察，並將書寫文本進行分析後歸類出三個現

象： 

（一）書寫者的書寫模式及對「母職」內容的討論，引起非

常多的回應與共鳴 

粉絲專頁是一位普通母親的書寫田野，並未設定為高關注度或大量

粉絲互動的「網紅經營模式」，而觀察所蒐集的書寫文本及其留言回應

發現，留言者多為母親且肩負密集母職的女性，書寫者亦曾在直播影片

中提到：「我的粉絲大多是婦女」，因此，書寫者及使用者都有共同的

「密集母職經驗」，在類似的生活模式中，對母職實踐有著不同的生活

體驗。而書寫者與使用者的密切互動，再加上感同身受的書寫內容，讓

許多使用者常常提到「期待妳寫出來！」、「好喜歡你的文～總是引起

我稍縱即逝，藏在心裡的共鳴！」、「謝謝妳細緻的寫出這些時間媽媽

們美麗與哀愁的心情」（2021 年 7 月 22 日、7 月 29 日、7 月 30

日）。 

然而，書寫者面對書寫行動時也曾感到迷惘，社群媒體的書寫本質

究竟為何。她在直播影片中提到，認為社群媒體的書寫是作為私我書寫

的出口，認可自己的書寫行動是一種發聲，成為能讓自己提出論述的田

野。作者在貼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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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想會不會是給人「一直都在寫一樣的東西」的印象，

還是讓人覺得一直在抱怨同樣的事情（當媽媽很累啊、性別刻

板印象等等）但其實猜來猜去 後還是放下，畢竟本來就沒有

當事業在「經營」，就會覺得，還是不要考慮如何受人歡迎，

維持這裡是「自己說話的地方」。（2021 年 8 月 7 日） 

 
書寫者在直播中亦提到，成立粉絲專頁的初衷就是在自己成為全職

媽媽之後，發現社會對全職媽媽的的歧視、不平等，甚至也檢視自我內

心對於全職媽媽的是否存在充滿社會迷思的幻想，這個迷思可能會束縛

跟傷害自己，而無論是成為全職媽媽或者職業婦女，這個社會對於女性

的敵意更是無所不在，「這個社會根本沒有要肯定一個女性當母親的付

出」。書寫者藉由分享書籍《活著，就是創造自己的故事》來鼓勵母親

要活出自己，在面臨挫折感或缺乏自信、覺得自己不夠好的時候，要能

自我察覺，跳脫別人的眼光，活出自己的故事。書寫者也認為，藉由直

播的線上互動，比文字能有更深的體會與真實感。 

（二）傳統意識形態中的密集母職與情緒勞動、父親角色疏

離，成為母職壓力加劇的主因 

書寫者在貼文中提及不同角色的時候，通常會以「自己的休息與寫

作」、「對父親的請求」、「孩子的日常與情緒」、「母職的壓力與框

架」，分別作為主要敘事的軸心。從文本敘事可知，書寫者以寫作跟閱

讀作為休息空檔的主要活動，但密集母職帶來的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務卻

成為排擠個人需求的 大原因。書寫者在貼文提到： 

 
雖然盡快把稿子寫完投稿，好像也是我想做的事，但是想

做的事不表示對身體不是負擔，在媽媽這個角色總是排到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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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前面一點的時候，還是覺得已經不能不做取捨，究竟要把體

力放在哪裡……。（2021 年 9 月 6 日） 

 
相較之下，父親的親職角色透過文本再現的方式大多是以「母親求

援」的時候，例如：外出遊玩的駕駛、母親需要援手但父親卻不耐陪

伴，讓肩負母職的母親感到非常孤單，而這類情況也得到很多粉絲的回

應與共鳴。當書寫者寫到： 

 
……其實我也希望，爸爸能覺得我們三個人在夕陽的海邊

玩看起來有點美……，但是他已經不想出門了還要有欣賞的心

情我這根本強人所難吧！！（所以沒有我陪孩子的照

片……）。（2021 年 8 月 30 日） 

 
原來我一直覺得自己「必須」個堅強獨立的人的想法，覺

得沒有人可以撒嬌依賴（也可能是因為害怕這種心情被否定被

貶抑）。（2021 年 7 月 17 日） 

 
在書寫者寫出肩負母在父職角色單薄現況下所呈現的孤單與無助

時，許多使用者產生共鳴並同感的表示：「其實沒有人想被說堅強，堅

強都是不得已的……」、「記得有一個媽媽朋友說，她如果早幾年學會

開車就不會跟老公結婚了……」、（2021 年 8 月 29 日）「因為三番兩

次遇到棘手的問題， 終總會落回自己身上，放手的結果常是比自己硬

撐完成還要糟糕。久而久之，無法把隊友當成幫手……」（2021 年 7

月 17 日）。這類回應讓書寫者與使用者透過網路書寫的互動介面，建

構出母親在母職壓力之下的無力與無奈。 

書寫者在直播中分享母職歷程時，使用者回應認為，從父權主義出

發的母職觀念，讓家庭中的母親容易處於被控制且不平等的現況，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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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母親、母職的過度要求，是讓傳統意識形態更加膨脹的推手。對

此，許多觀看直播影片的使用者也紛紛回應說到，對母職的不友善像就

是代代世襲的「文化纏足」，而華人文化的確是過度謙虛，有著不會在

外人前鼓勵孩子的風氣，然而，不被肯定的童年際遇卻讓這一代的母親

缺乏自信，在母職當中懷疑自己，備感辛勞。而書寫者跟使用者在直播

影片及留言回應中，對於「為母則強」這句話的共感非常強烈，認為這

句話讓身陷母職辛勞的的女性更絕望且感到孤單，母職路上滿是缺乏陪

伴的孤寂感。 

由此，根據書寫內容及直播影片的使用者回饋可發現，母親在母職

壓力之下，失去時間與空間的喘息，並感嘆「自己」的流逝。書寫者提

到： 

 
覺得那個才華是隨時間流逝的東西，有些東西會隨著時

間，因為投入的努力而不斷累積，像是技術，技巧，一種對架

構的掌握那樣的東西，但也真的有些東西，隨時間過去就是消

逝了，因為妳不會再抱持那樣透明的感情，妳的感覺，妳看事

情的方式，都太沈重了。（2021 年 8 月 13 日） 

 
「孩子的日常與情緒」占據母職實踐的絕大部分內容，是多數母親

的壓力來源。在面對孩子情緒失控的親子互動時，母職分擔孩子情緒與

壓力，並「自我要求調適或接受」的狀態，母職面對「情緒勒索」的過

程，卻被教養書或長輩提出的教養要求做出「自我反省與檢討」，是現

代母職壓力的極大來源，許多貼文與回應都印證此點。書寫者在貼文中

提到： 

 
帶小孩就是不斷被情緒勒索的過程。這句話感覺非常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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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但是體會過那種怎麼做都好像妳不對，妳努力做了什麼

之後，還是感覺是不是哪裡不對……跟情緒勒索真的是滿像

的。（2021 年 8 月 27 日） 

 
而使用者回饋更是顯露出母職處於長期的情緒勞動之中，但卻又不

斷的責備自己，母親在面對母職壓力、孩子需求與各種現實狀況的壓縮

之下，仍然試圖找出在「全然母愛」與「自我意識」之間尋找平衡點，

例如：教養孩子理解照顧需求的底線、建立母親的權威感。 

使用者在上述貼文回應中提到：「……我也覺得是這樣不只被小朋

友情緒勒索，檢討自己的同時也覺得自己在勒索自己……」時，書寫者

甚至進一步的說：「……會責備自己說孩子這個年紀本來就是這個程

度，為什麼不能寬容一點呢？」（2021 年 8 月 27 日）。從書寫文本與

使用者回應驗證了 Parker（2005）認為母親對小孩同時存有愛與厭惡，

將會加深母親的自責與焦慮，成為極度複雜且矛盾的情緒，也持續壓迫

密集母職者承受 煎熬的情緒勞動。 

而從 van Dijk（1977）論述分析的觀點來看，書寫文本中對於密集

母職壓力來源的各式語句，這些局部或者整體的連貫，能發展成一個論

述，且又被使用者所理解，讓知識在脈絡化的過程中，形成一個與父權

社會建立的母職觀念不同，而是藉由書寫行動與使用者回饋所共同建構

的脈絡模型，是另一種社會認知詮釋與建構，母職書寫的能動性也於此

開始清晰可見。 

（三） 與密集母職並存的母愛，以及母職實踐體現出的社會

不平等氛圍與母親的自我喪失 

數篇貼文都可看到書寫者對於密集母職的疲乏，但卻也能在同篇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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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看見對孩子的母愛，例如： 

 
……陪孩子長大也是父母不斷被迫改變的過程。……但不

管怎樣，發現自己喜歡的，是可能比一般人還要來得平淡的生

活的同時，也發現自己有了小孩就不可能了呢……就算覺得自

己喜歡的生活好像跟母職很難共存，但還是會覺得，有這兩個

孩子很幸福，就算時光倒流可以選擇，還是會選擇成為現在這

個樣子。（2021 年 9 月 5 日） 

 
從大量的書寫文本中，書寫者多次透過各種敘事來表達出對「自

由」的渴望，想要從「母職」得到解放與喘息，而當母親長期處於密集

母職的環境中，母親的愛也存在著「飽滿」與「不足」的兩種型態。書

寫者亦曾在不同的貼文留言中分別回應：「……不管怎樣，媽媽都很愛

你們」（2021 年 9 月 16 日）以及「我很直接承認，我不是母愛滿滿的

媽媽」，（2021 年 7 月 29 日） 充滿矛盾與複雜的情緒。而這樣的情

緒也多次在貼文中提到： 

 
……好想要自由自在喔……。（2021 年 9 月 23 日） 

 
……雖然知道小孩堅持指定某人做某事是這階段正常的發

展，但理性和感性的解釋都敵不過我想讓心休息的需求…擱置

自己想做的事情雖有遺憾，但是，不能好好跟孩子相處的話，

心疼他們還有自責的罪惡感，好像還更折磨一點呢。（2021

年 9 月 6 日）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資料文本的蒐集期間，有部分時間為新冠肺

炎疫情之三級警戒，學齡前後的孩童大多數進入「停課不停學」的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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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狀態，對於母職形成更大的壓力來源，「小孩是否要出門上學」竟

然變成「測量母愛的標準」。 

舉例來說，書寫者在貼文中提到：「……我覺得這種只針對媽媽，

覺得媽媽自己帶就是 好，否則就是失職或缺乏母愛的說法，就是一種

偏見。⋯⋯⋯因為送孩子去上學，又被不熟的人說過得很爽了」。

（2021 年 7 月 29 日）此說法獲得許多粉絲專頁使用者的留言回應，例

如：「真的會有人認為全職在家帶小孩就是爽」、「就是只要家庭有需

要，各種針對媽媽（或者說女性）的壓迫就來了」、「為小孩好之前，

媽媽本身想過自己嗎？過這麼累幹嘛……這社會框架媽媽這個角色太

多」、「就是只要家庭有需要，各種針對媽媽（或者說女性）的壓迫就

來了」、「我們全職媽媽輕鬆嗎？我們全職堅持的理念跟非全職在職的

媽媽其實都一樣……為小孩好之前，媽媽本身想過自己嗎？……這社會

框架媽媽這個角色太多……」、「持續跟小孩 WFH 我一定得憂鬱症，

沒有心理健康的媽媽哪來心理健康的小孩」。 

換句話說，當社會發生劇烈變動並對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影響時，母

親需承擔的母職責任更多，社會普遍期待母親能以孩子優先，母親應盡

照顧的全責，才是稱職的母親，就像在防疫期間母親應該完全自己照顧

孩子並協助學習，否則就會招致非議。 

在 2021 年 7 月的直播影片中，書寫者亦以「疫情期間」及「孩子

暑假」作為開場主題，提到全職媽媽與跟職業媽媽在長時間的慢性疲

勞，以及母職辛勞不被社會理解的感受。 

書寫者在直播中提到，雖然自己的粉絲專頁使用者大多都是父母，

但是疫情期間對於孩子的停課或照顧需求，似乎都壓在媽媽身上，而社

會觀念大部分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分內之事」，傳統思維認為

女性應該肩負起照顧家庭的責任，卻讓母親處於長期的慢性疲勞，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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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孤獨感更是油然而生。傳統意識形態對女性的看法可能讓女性失

去自我，努力符合社會期待的結果只是將成就感建立在他人的要求之

上。舉例來說：「出得了廳堂，進得了廚房」、「建立完美的婆媳關

係」，這類由「別人」來建立的標準，不應該成為母職的目標，母親照

顧家庭卻無法好好照顧自己的空虛感，更是令人無助，「完美母親」的

說法就像是陷阱。 

在第二則直播影片中，書寫者再次以疫情作為開場。這場直播的時

間為九月份，適逢各級學校開學的時間。在 2021 年的上半年，是新冠

肺炎疫情相對嚴重的時刻，造成許多學校取消實體課程，學生無法到校

上課，必須在家進行線上課程。然而，如此等同於停課狀態的情況，對

許多家庭來說非常辛苦，特別是對家中有小學生族群的家長更是如此。

雙薪家庭的家長若無後援，孩子停課的照顧責任多半落在母親身上，頻

繁請假甚至因此離職的女性為數不少。而以全職媽媽為家庭結構的單薪

家庭，孩子的照顧責任更似乎是「責無旁貸」壓在母親身上。 

從 van Dijk（1977, 1997）的論述分析觀點來看，意識形態往往隱

藏在離散的文本中，就是藉由這些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文本或言談的論述

來表達或再生產特定的意識形態，也是唯一能具體掌握且可觀察的論述

文本。因此，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可以發現網路田野的書寫文本展現出

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一個是當代的密集母職仍受到父權社會所建構的

意識形態所遮蔽，因此對於母職常有「壓迫」、「失職」、「要求完

美」、「孩子就是母親的責任」等種種認知。 

然而，透過書寫文本展開的論述當中，雖然藏有父權社會的母職意

識形態，但在書寫文本與使用者互動的溝通之後，論述本身也同樣開展

出女性肩負母職之後，不願向傳統低頭、不再隱忍，網路田野的書寫文

本空間讓不同的母職議題可望建構出另一個不同論述的社會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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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文本看書寫者的自我意識與心理揭露 

書寫依形式有生命故事、詩、日記等等，依書寫方式則有表達性書

寫、自由書寫、心理位移書寫等等，且書寫本身即具有表達、宣洩、整

理的功能，提供了心理療癒的基礎，而表達性書寫對於書寫者生理、心

理的健康程度，甚至是行為改變都有正向的相關性，是具有代表性的書

寫療癒方式（鍾珮甄，2018）。 

在本研究選取個案的四十篇文本當中，「慢性疲勞」、「情緒勞

動」甚至是「情緒勒索」等文字亦為常見，換句話說，就是「心累」。

書寫者頻繁提到在母職生活及陪伴小孩長大過程的各種事件所帶來的挫

折感，例如：「帶小孩就是不斷被情緒勒索的過程」、「現在的父母在

情緒勞動和壓力上還是跟過去有所不同」、「理想化的教養方式……不

是想實踐就能實踐的」等等，在這些較為自責且具反省意味的書寫文本

中，書寫者在文字中透露出低落沮喪的心情，使用者對此則是常常留下

出互相取暖或彼此安慰的文字，例如：「我們相互陪伴著撐過去」、

「看著妳的文，像是陪著你也陪著我」。在書寫者與使用者透過社群媒

體的書寫田野互動、安慰、陪伴，似乎能撫慰母親的孤單感及罪惡感。 

然而，密集母職中的母親的「自我」在哪裡？，許多環節都提到

「自我」，例如：「一直都在寫當媽媽很累、性別刻板印象等等，……

維持這裡是『自己說話的地方』……因為一直都很自我阿」、「小孩都

去上學之後才有『像自己』的生活」、「媽媽也有自己的人生」、「主

婦每天的工作就跟一個家庭的基礎建設一樣，……今天也要肯定自己的

價值」、「多喜歡自己一點吧！不需要甚麼都做得很好……」、「……

其實很多事情都值得高興，也很值得誇讚自己了」。諸如此類對「自

己」的提醒與喊話，在文本中相當常見，而在這些自我療癒的書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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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書寫者多在描述密集母職生活的壓力與挫敗感。不過，從書寫文本

中可以明顯看出，雖然面對密職母職帶來的各種疲憊，但是還是希望保

有自我，給自己加油打氣，從肯定、鼓勵自己的行為開始改變。 

四、小結 

從「稱職的母親」到「理想型媽媽」的母職意識形態，似乎已經根

深蒂固的存在於社會的普世價值之中，很難拔除。然而，透過不同形式

的中介平臺，仍有機會讓傳統觀念不再成為單一。網路田野讓書寫者以

社群媒體的書寫文本作為管道，成為論述發聲的選項，儘管其自身曾經

對這樣的書寫內容產生自我懷疑，但仍選擇以忠於自我的書寫為念，讓

書寫田野成為面對真實自己的方式。 

母職實踐的過程中，母親的「自我說服」與「自責」幾乎是一個必

經的過程，例如說：「小孩不是故意的」、「我為什麼這麼兇」等思

維，而教養過程的「情緒勞動」則成為母職實踐中很沉重的壓力。母職

實踐的過程含括家務勞動與教養孩子，但長時間承受孩子的情緒勞動卻

成為母職壓力的沉重負擔（2021 年 7 月 1 日）。書寫者跟使用者在貼

文與回應中都這麼說著：「因為一直在供應小孩的所需……一直要承擔

情緒比較累」、「一整天承接孩子的情緒很痛苦……」、「我也是每天

在聽小孩發牢騷」。 

「多數事情，母親是沒有選擇的。」（2021 年 6 月 29 日）， 書

寫者在貼文中寫下這句話，道出許多母親的心聲，是「放棄自己想做的

事情」、「放下媽媽自己的人生」，是「逃也逃不掉的工作」。當母職

的本質是無可避免的責任，而母親卻試圖從密集母職的壓迫中尋求喘

息、保有自我，卻因為母職實踐的龐大壓力，帶來無止盡的責任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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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母親在「沒有選擇」的前提下，產生的厭煩、焦慮與自責，無止盡

的辛苦則是無語的交織在對孩子的愛當中。 

面對情緒勞動跟壓力的無奈，母親陷入了憤怒、煩躁、疲累，跟嚴

重的自我懷疑與自責。在如此複雜的情緒勞動中，面對外界「教妳如何

當媽媽」的質疑，已經變成難以承受之重，而書寫者對此的細膩描述，

就像是世代之間的抗辯與反駁，讓許多粉絲都感同身受，覺得「終於得

到理解與尊重」。書寫者寫到： 

 
父母，雖然是每個時代都有的詞，但「怎麼做父母」，每

個時代認為的都不一樣，……時代的進步應該要反映在對每個

人的尊重和「勞動條件的改善（沒錯我覺得許多媽媽的勞動條

件還是待改善的）」，而不是以前的媽媽都這樣，甚至更辛

苦，我們就要閉上嘴巴然後把女性吃的苦代代相傳……。

（2021 年 8 月 3 日） 

 
使用者則留言回覆： 

 
「我們以前更辛苦，哪有像你們現在那麼好命。」至親家

人的一句話，我的心也受傷了。如今回想起來，那時初為人母

的我，或許也想要像個孩子得到母親的安慰與擁抱，絕不是世

代間誰 悲慘的比較啊」、「會說我們以前還不是這樣過來

的，大部分都是婆婆對媳婦說的。」 

 
從這樣的貼文與留言的互動中，展現出書寫者透過密集母職經驗的

自我書寫，傳達出母職實踐過程中的多個議題，而當書寫者展現出與傳

統父權意識形態不同的論述時，使用者的多所回應也讓另種社會認知的

論述空間更為完整。甚至，透過母職私我書寫行動的文本再現，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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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同樣的社會情境當中能感同身受，產生書寫治療的功能。尤有甚

者，使用者藉由他人書寫且自我療癒的辨識過程之後，透過類似的生活

經驗而在網路社群的書寫行動中建構出母職實踐的現況。舉例來說，母

親所需要的是安慰與同理，而非「與過往比較」反而帶來更大的壓力，

因為當代母職所承受的是「傳統教養經驗」及「理想型教養」的雙重壓

力， 畢竟「有些非常非常理想化的教養方法會讓我覺得，是大家希望

看到這個樣子，不想看見不美好不和諧的教養場景，所以提出來很受支

持，但是不是實際上想實踐就能實踐的……」（2021 年 6 月 29 日）。 

從線上參與觀察的過程來看，在兩則直播影片中，除了提到與書寫

文本中曾經提到的母職話題以外，書寫者藉由直播對談的方式，從分享

書籍或生活閒聊的角度切入，描繪出現代社會對於母職的不平等態度，

像是彈性工時、兩性工作權平等及完善的托育制度都是現代社會結構的

不足之處，若將社會結構缺陷所帶來的不利因素歸咎於在制度下掙扎的

母親，就可能是一種歧視。然而，母親的母職實踐無法用資本主義概念

予以量化的當下，母職的價值似乎很難被社會看見，而無論是全職媽媽

或者職業婦女都可能因為「為母則強」的文化纏足，在密集母職的實踐

道路上非常辛苦，不斷地自責、反省與缺乏陪伴的孤寂感更讓母親覺得

無助。書寫者自述，藉由直播談話，期待能與使用者建立更深入的對話

溝通，也讓書寫者的自我表述有了更完整的空間。 

相較於書寫文本，書寫者與使用者藉由直播影片的互動似乎產生更

多共感與能動性。舉例而言，當書寫者提到要成為更好的自己，使用者

則在留言中即時回應：「要肯定自己的價值」、「正在愛自己的路

上」；而當書寫者提到成為全職媽媽所面臨到的不平等眼光與孤寂感

時，使用者也紛紛表示曾經有過類似遭遇。在兩次直播影片的留言中，

使用者都很感謝書寫者的分享，藉由話題分享與母職經歷的交流而有所

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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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書寫者透過臉書粉絲專頁的經營與書寫，讓肩負母職的

母親找到理解與對話的管道及窗口，而透過直播影片的談話與分享，書

寫者與使用者能有更直接的互動，而能深化母職實踐的討論。從虛擬社

群的角度來看，在網路田野的虛擬社群中，藉由自我經驗表述所完成的

書寫文本，其社會行動帶來議題對話的溝通與傳遞，建構出虛擬社群的

情感意識，而線上直播拉近了書寫者與使用者的距離，藉由文本及影片

的互動，其能動性更是展現於書寫者的文本及使用者的留言，甚至更明

顯的展現在直播影片的互動與回應當中。 

文本隱藏著這些對傳統意識形態思想所傳達出的反動，也能看出母

親儘管在密集母職的壓迫下，卻仍然要追求並保有自我的渴望。書寫者

多次在書寫文本中提到「自由」與「自我」，而在直播影片中更是鼓勵

母親要活出自我，跳脫世俗眼光。書寫者在書寫田野中描繪出自我生命

經驗的敘事，建構屬於書寫者的自我認同，無論是屈服於父權社會下完

美母職樣態的「我」、在愛與厭煩中交織情感的「我」，抑或是在書寫

行動中創造能動性的「我」，有著這些不同的內在自我位置，然而，書

寫者在此想強調的是，在自我察覺之下，破除傳統意識形態密集母職、

並在自我敘事中創造自我認同的「自我」。如同 Giddens（1991）所強

調的：自我並不是維持不變的東西，因此自我認同並不是單一化的，書

寫者藉由書寫行動的個人能動性所開展的行動方向，將會在虛擬社群意

識中建構出一種不同型態，而產生未知的社會能動性。 

研究者作為參與觀察者，在母職實踐的歷程當中，體會了作為同樣

肩負母職的母親角色，對於這個書寫田野的「感同身受」，在密集母職

的實踐過程中，有一種「與我同行」的陪伴感。在書寫者的敘事文本看

見與自己相似的生活情境，而書寫者所呈現出反身性的自我定位及追求

自我實現的方向，讓使用者也能嘗試在生活情境找到自我理解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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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人的生命經驗與敘事來反身性的理解自我，繼而建立使用者的自我

認同。至於如何能清楚辨識出使用者的自我認同？或許無法一概而論。

然而，在直播影片中有使用者提到：「要肯定自己的價值」，在書寫文

本中也有使用者表示：「心有戚戚焉」、「說出心聲」、「媽媽要自我

覺察且相信自己」等回應，可看出雖然在父權社會建構的密集母職論述

下生活著，但母親們同樣地透過書寫行動展現其能動性。 

書寫行動的論述不但能找到隱藏於文本中對於父權社會母職實踐的

壓迫，同樣也建構出當代母職實踐的應有樣貌，在書寫文本的互動與回

應中建立論述，讓離散於社會情境中的各項知識集結成為一個新的論述

空間與內涵，也是母職書寫者以書寫的社會行動展開屬於母職亦能保有

自我能動性的選項。 

陸、結論與建議 

社群媒體大幅改變了生活世界（Life-World, Baxter, 2011），圖像

跟影片似乎佔據了多數使用者的感官，行動傳輸改變傳統電視產業的使

用者習慣，Podcast 的興起演繹著廣播產業的另一種生態，clubhouse 展

演著 BBS 或網路聊天室的語音效果。即便如此，書寫文字作為意義產

製的資源與內容建構的平臺，並沒有因此消失沒落。 

從網路民族誌的角度來看，承認網絡參與者在網絡上的身分是「自

我」的建構，與線下身分具有相同的真實性（Kozinets, 2010），讓網路

田野中的書寫行動成為可深究的研究範疇。將社群媒體粉絲專頁的書寫

文本及直播影片作為研究材料，在線上文本蒐集及線上參與觀察的歷程

中，以女性私我書寫的角度來考察社群媒體的母職文本，它記載著當代

臺灣母職的樣貌，母親透過書寫文本，或許記錄、或許求助、或許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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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本研究試圖重回書寫的田野，藉由觀察文字、文本、書寫的各種脈

絡與情境，嘗試從母職文本的媒介再現樣貌，深入母親書寫與母職的想

像中，梳理母職文本如何透過社群媒體的書寫田野，呈現出母職實踐的

經驗，探詢書寫行動背後隱藏的意識形態，以及從論述中找尋母職存在

於當前社會文化結構的樣態，並嘗試理解文本中的自我認同與書寫治療

的可能性。 

一、研究結論 

（一）密集母職仍為臺灣母職實踐的主要樣貌之一 

研究結果發現，從網路田野的書寫文本當中，臺灣社會的母職現況

仍然以「密集母職」為主要型態，母職專業化的實踐歷程仍是許多母親

會面對的困境。然而，過去的密集母職是發展於「職業婦女」的身分，

但是，以當代臺灣社會的母職思維來看，無論是家庭與工作兼顧的「職

業婦女」或是「全職媽媽」，都仍存有 Hallstein（2006）提出對密集母

職的三大面向，也就是「以養育孩子為首要目標」、「具備專業的母職

知識的高度勞務生活」、「以孩子為家庭的核心」。 

虛擬社群不必然是不真實的存在，反而是更真實的存在，而所謂的

虛擬社群世界 終都將會跟真實世界共同結合，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生

活世界（翟本瑞，2004 年 10 月）。從虛擬社群書寫田野的文本中，可

看出現實生活中傳統父權意識形態之下的密集母職型態，讓女性的母職

實踐走向難以喘息、高度緊繃的生活環境，也缺乏時間與空間的窒息狀

態。當母職承受龐大的情緒勞動，而家庭關係中的父職角色無法分擔密

集母職的負擔，母親的辛苦日常難以傾訴，社群媒體便成為一個出口。

社群媒體的母職書寫是書寫者面對自我的方法，書寫文本呈顯出個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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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經驗的建構，書寫者藉由自我經驗與生命故事的敘事分享，讓粉絲專

頁的自我敘事成為建構自我認同的途徑，將母職實踐的經驗、自我認同

的能動性，藉由文本留言的互動或直播影片的線上對談與使用者分享，

使得書寫行為成為虛擬社群共享的社會行動。書寫者藉由母職實踐的經

驗書寫，寫出歷程中的困境，甚至進一步嘗試以現實生活中的具體改

變，試圖創造書寫者本身與虛擬社群的社會能動性。 

（二）在書寫田野建構自我認同與書寫治療 

對孩子在學齡前後的母職經驗者來說，生活的樣貌充滿了密集母職

的壓迫感，這樣的景象在疫情期間更為彰顯，生活環境的驟變、孩子學

習方式的改變等問題，幾乎都成為母親的責任。然而，社群媒體的書寫

田野卻成為有著共同母職實踐經驗母親們的。透過書寫行動的再現文

本，母親們找到承載著共同生活經驗與集體情感的他人，書寫文本不但

成為書寫者「找到自我」的一個方式，也讓其他母職經驗者體會到「與

我同行」的陪伴感，那些充滿情緒勞動的母職實踐歷程，以及母親對孩

子的愛卻是與「自責及厭煩」交織在一起的複雜情感，都在書寫田野的

文本與對話中得到釋懷。 

社群媒體的母職書寫承載著難以啟口或自我煎熬的內在結構，透過

書寫文本成為另一種外在結構的體現，文本的再現與建構都讓母職實踐

變成可觀察的表徵。而虛擬社群中的個體在追尋並母職實踐的過程中，

透過社群平臺的書寫行動，讓網路田野成為書寫者面對自我的一個出

口，也讓同為母親的使用者群體在互動中得到些許慰藉。 

梳理書寫文本後發現，母職生活壓力之下的情緒勞動及情緒勒索是

讓書寫者「心累」的主因，再加上無法得到真正的休息，也對自我產生

懷疑的各種情境下，書寫者在文本中透露出無奈與辛酸。然而，書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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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自我生命經驗的敘事與分享，試圖從傳統父權社會的母職框架當中

解脫，並將此訴諸文字以肯定、鼓勵自己，當書寫者從反身性的敘事而

建構出自我認同，並藉此書寫來療癒自己，甚至試圖開展出社會能動性

的同時，社群媒體的書寫田野則成為一個具有論述能力的網路平臺。 

母職書寫文本的粉絲專頁作為虛擬社群，讓人們獲得情緒的支持，

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的各種自我認同與實踐轉向虛擬化的網路世界後，

社群媒體的文本甚至可視為是社會實踐的一環。社群媒體的書寫田野，

藉由書寫治療的言語行動，而成為密集母職實踐者建立自我認同的場

域。當母親們透過網路田野的書寫與互動展現其能動性，嘗試用以抵抗

父權社會所建構的母職論述，從書寫行動取得發聲的話語權，並開展出

抵抗意識形態的論述能力。 

（三）從論述找到意識形態並建立不同的社會認知 

van Dijk（1997）論述分析角度來看，書寫文本作為可觀察的社會

認知的一環，是能夠藉由文本的論述分析，使得隱藏於論述文本中的意

識形態得以被發掘出來的方法。研究發現，書寫文本中對於母親對於密

職母職實踐的壓迫與不認同，大多來自於社會環境的結構認知，也就是

大量離散於各種社會情境中的知識所累積而成的社會認知。這些具有父

權社會形象的社會認知，透過各種言談、文字、行動，建構出一套壓迫

式密集母職型態。例如說，全職媽媽就應該負責孩子的所有照顧責任、

長輩提出傳統型或理想型的教養要求、父職角色在親職關係中的疏離等

等，這些隱藏在書寫文本中的論述，在社會情境將論述進行脈絡化的過

程之後，成為一套以密集母職為主的意識形態，鞏固著一直以來對母職

的壓迫與控制。 

然而，從書寫者的書寫行動及留言者的互動回饋當中，被壓迫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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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也提出了反動。從文本中可以發現，被壓迫的母職實踐者不再只是隱

忍，而是當書寫者提出了保有自我及對密集母職現況的不滿，使用者除

了在感同身受並得到慰藉與治療之後，更支持書寫者繼續寫下母職實踐

中的不平之鳴。在書寫文本的表達當中，書寫者與使用者都對於密集母

職及父職角色的疏離而感到不滿，更認為女性雖然肩負母職，但仍要有

保有自我的空間與時間。 

van Dijk（1997, 1998）的論述分析不但在書寫文本中找到壓迫的密

集母職意識形態，更讓母職在論述中找到「我們」或「自我群體」應保

有的意識形態空間，讓書寫行動所產出的論述文本作為有效的社會行

動，打造一個藉由不同的離散知識所建構出的社會認知，而社群媒體的

書寫田野成為打造論述脈絡化過程的 適場域。 

二、未來研究建議 

公視影集《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當中有一句臺詞提到：「在婚

姻裡媽媽的自我，也好像透明的一樣，不存在。」然而，在傳統父權意

識形態下的母職曾是不值一提，就連被發現是「透明」的機會也沒有。

不過，隨著時代改變，母職意識逐漸抬頭，能為此發聲的管道將會越來

越多，電視媒體是選項，社群媒體的書寫田野也會是一個選項。 

研究者做為觀察者、密集母職實踐者，對於這類型書寫文本的瀏

覽、細讀與沉浸，亦讓研究者在徬徨的母職路上有所慰藉，繼而開展出

本研究的梳理之路。在本研究開展之初，社群媒體中以母職書寫為主的

專頁並不多見，但近來似乎有略為增加的樣態，甚至出現主題性的討

論，在多個流量極高的粉絲專頁當中持續發展進行，包括「＃後悔當媽

媽」、「＃後悔生小孩」等等，都有逐漸熱絡的討論趨勢。對於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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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討論的內涵相當廣泛，而從網路田野的足跡當中，我們似乎可以找

到更多當代母職樣態正在微幅轉變的蛛絲馬跡，未來仍待有志者一同探

詢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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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hood Writing in Social Media:  
Practice, Identity, and Treatment 

 

Jui Ting Chu* 

ABSTRACT 

Taiwan’s social structure has various established impressions of 
motherhood, and social media has made the form of motherhood writing 
different. In the past, writing about motherhood was mostly literary works, 
but in the Internet age, new platform types such as blogs and social media 
have begun to appear. These virtual communities established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allow the 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practice, and understanding 
the topic can produce more diverse func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self-media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media, motherhood 
writing in the online field is able to reproduce the practice of motherhood, 
record the diachronicity of personal motherhood experience, and present the 
role of motherhood in social media on the axis of synchronicity. One can 
observe the dynamic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 writing and can also use the 
interactive response of fan page messages to focus on and to try and construct 
the current appearance of motherhoo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the Internet. 

Nancy Chodorow (1978) and Hallstein (2006) analyzed how 
motherhood reproduction and intensive motherhood brought women greater 
oppression from soci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ra. The second shift (Hochschild, 1989) and the discussion of good mothers 
(Perrier, 2012) have indirectly consolidated Taiwan’s gendered and market-

* Jui Ting Chu is Doctoral candidate in the Communication PhD program at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 chur6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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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ed childcare system (Tang Wenhui, 2011), making the process of 
motherhood practice full of physical and emotional labor. In such a structure, 
various unfriendly environments lack real right to choose (Wei Jinghui, 
2016).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Internet ethnography, this study 
finds from the written texts in the field of the Internet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therhood in Taiwanese society is still dominated by intensive 
motherhood.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ization is still a dilemma that 
many mothers face. Intensive motherhood and emotional labor in traditional 
ideology, as well as the alienation of the father’s role, have becom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increased pressure on motherhood. The concept of 
motherhood based on patriarchy makes it easy for mothers in a family to be 
controlled and unequal. Excessive requirements for women, mothers, and 
motherhood are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expansion of traditional 
ideology. Maternal love that co-exists with motherhood and the social 
inequality atmosphere and mother’s self-loss reflected in motherhood practice 
cause intensive motherhood to be a highly stressed living environment, 
making women’s motherhood practice difficult to breathe and creating a lack 
of time and a space state of suffocation. Due to the boredom, anxiety, and 
self-blame that mothers have experienced in life and coupled with modern 
expectations for good mothers, mothers under the external structure are 
forced to enter the state of perfect motherhood with no choice. 

These social cognitions with the image of a patriarchal society construct 
a set of oppressive intensive motherhood patterns through various speeches, 
words, and actions. For example, full-time mother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care responsibilities of children, elders put forward traditional or ideal 
parenting requirements, and there is alienation of the father’s role in parental 
relationships. These discussions are hidden in written texts and in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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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s. After the process of contextualizing the discourse, it becomes a set 
of ideology centered on intensive motherhood, which consolidates the 
oppression and control of motherhood all the time. 

The field of writing about women and motherhood has shifted from the 
physical publication of books to writing platforms such as blogs or social 
media posted on the Internet. Through different forms of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ore diverse and rich narrative 
presentations have begun to appear. Showing the process and thinking of 
motherhood practice, from life experience to culture and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core concept of motherhood writing. When social media becomes 
an outlet for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 writing of 
motherhood practice begins to present more diverse and rich narrative 
presentations and creates room for imagination in constructing identity. 
Writers construct self-identity from reflexive narratives, heal themselves 
through writing (Pennebaker, 1997; Li Guiyun, 2019), and even try to 
develop social activism. An online platform for discursive competence. 

Through the reappearance of writing actions, mothers find others who 
carry common life experiences and collective emotions. Writing texts not 
only becomes a way for writers to find themselves, but also allows other 
motherhood experiencers to experience “walking with me. The sense of 
companionship, those motherhood practices full of emotional labor, and the 
complex emotions of mothers’ love for their children intertwined with self-
blame and boredom are all relieved in the texts and dialogues written in the 
field. Therefore, when mothers show their initiative through writing and 
interacting in the field on the Internet, they try to resist the motherhood 
discourse constructed by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gain the right to speak out 
through the writing action, and develop the discourse ability to resist 
ideology. Even though van Dijk’s discourse analysis (Ni Yanyu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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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s the oppressive matriarchal ideology in written texts, writing allows 
mothers to find the ideological space that “we” or “self-group” should retain 
in the discourse. The narrative text produced by the writing action of 
motherhood creates a social cognition constructed by different discrete 
knowledge in the discourse and becomes an effective social action, while the 
writing field of social media becomes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discourse and the optimum field for the process. 

A writer in this domain can describe the narrative of his or her own life 
experience in the writing field and construct the self-identity belonging to the 
writer. Under self-awareness, break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ideology-
intensive motherhood, and create a self-identified "self" in the self-narration. 
Self-identity is not unitary, and the direction of action developed by the 
writer through the personal initiative of the writing action will construct a 
different type in the virtu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resulting in unknown 
social agency (Giddens, 1991).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the awareness of motherhood is gradually 
rising. Moreover, the state of contemporary motherhood is undergoing a 
slight change in the network field of social media, which still needs to be 
explored by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Keywords: discourse analysis, intensive mothering, motherhood practice, 
netnography, writing treatment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ACaslonPro-Bold
    /ACaslonPro-BoldItalic
    /ACaslonPro-Italic
    /ACaslonPro-Regular
    /ACaslonPro-Semibold
    /ACaslonPro-SemiboldItalic
    /AdobeArabic-Bold
    /AdobeArabic-BoldItalic
    /AdobeArabic-Italic
    /AdobeArabic-Regular
    /AdobeDevanagari-Bold
    /AdobeDevanagari-BoldItalic
    /AdobeDevanagari-Italic
    /AdobeDevanagari-Regular
    /AdobeFangsongStd-Regular
    /AdobeFanHeitiStd-Bold
    /AdobeGothicStd-Bold
    /AdobeHebrew-Bold
    /AdobeHebrew-BoldItalic
    /AdobeHebrew-Italic
    /AdobeHebrew-Regular
    /AdobeHeitiStd-Regular
    /AdobeKaitiStd-Regular
    /AdobeMingStd-Light
    /AdobeMyungjoStd-Medium
    /AdobeNaskh-Medium
    /AdobeSongStd-Light
    /AGaramondPro-Bold
    /AGaramondPro-BoldItalic
    /AGaramondPro-Italic
    /AGaramondPro-Regular
    /AgencyFB-Bold
    /AgencyFB-Reg
    /Algerian
    /Arial-Black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RoundedMTBold
    /Bahnschrift
    /BaskOldFace
    /Bauhaus93
    /BellMT
    /BellMTBold
    /BellMTItalic
    /BerlinSansFB-Bold
    /BerlinSansFBDemi-Bold
    /BerlinSansFB-Reg
    /BernardMT-Condensed
    /BirchStd
    /BlackadderITC-Regular
    /BlackoakStd
    /BodoniBT-Bold
    /BodoniBT-BoldItalic
    /BodoniBT-Book
    /BodoniBT-BookItalic
    /BodoniMT
    /BodoniMTBlack
    /BodoniMTBlack-Italic
    /BodoniMT-Bold
    /BodoniMT-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
    /BodoniMTCondensed-Bold
    /BodoniMTCondensed-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Italic
    /BodoniMT-Italic
    /BodoniMTPosterCompresse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ookshelfSymbolSeven
    /BradleyHandITC
    /BritannicBold
    /Broadway
    /BrushScriptMT
    /BrushScriptStd
    /Calibri
    /Calibri-Bold
    /Calibri-BoldItalic
    /Calibri-Italic
    /Calibri-Light
    /Calibri-LightItalic
    /CalifornianFB-Bold
    /CalifornianFB-Italic
    /CalifornianFB-Reg
    /CalisMTBol
    /CalistoMT
    /CalistoMT-BoldItalic
    /CalistoMT-Italic
    /Cambria
    /Cambria-Bold
    /Cambria-BoldItalic
    /Cambria-Italic
    /CambriaMath
    /Candara
    /Candara-Bold
    /Candara-BoldItalic
    /Candara-Italic
    /Candara-Light
    /Candara-LightItalic
    /Castellar
    /Centaur
    /Century
    /Century725BT-RomanCondensed
    /Century751BT-BoldB
    /Century751BT-BoldItalicB
    /Century751BT-ItalicB
    /Century751BT-No2ItalicB
    /Century751BT-RomanB
    /Century751BT-RomanNo2B
    /Century751BT-SemiBold
    /Century751BT-SemiBoldItalicB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enturySchlbkCyrillicBT-Bold
    /CenturySchlbkCyrillicBT-BoldIt
    /CenturySchlbkCyrillicBT-Italic
    /CenturySchlbkCyrillicBT-Roman
    /CenturySchoolbook
    /CenturySchoolbook-Bold
    /CenturySchoolbook-BoldItalic
    /CenturySchoolbook-Italic
    /ChaparralPro-Bold
    /ChaparralPro-BoldIt
    /ChaparralPro-Italic
    /ChaparralPro-LightIt
    /ChaparralPro-Regular
    /CharlemagneStd-Bold
    /Chiller-Regular
    /ClarendonBT-Black
    /ClarendonBT-Bold
    /ClarendonBT-Light
    /ClarendonBT-Roman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micSansMS-BoldItalic
    /ComicSansMS-Italic
    /Consolas
    /Consolas-Bold
    /Consolas-BoldItalic
    /Consolas-Italic
    /Constantia
    /Constantia-Bold
    /Constantia-BoldItalic
    /Constantia-Italic
    /CooperBlack
    /CooperBlackStd
    /CooperBlackStd-Italic
    /CopperplateGothic-Bold
    /CopperplateGothic-Light
    /Corbel
    /Corbel-Bold
    /Corbel-BoldItalic
    /Corbel-Italic
    /CorbelLight
    /CorbelLight-Italic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CurlzMT
    /DeVinneBT-Text
    /DFKaiShu-SB-Estd-BF
    /Dubai-Bold
    /Dubai-Light
    /Dubai-Medium
    /Dubai-Regular
    /Ebrima
    /Ebrima-Bold
    /EdwardianScriptITC
    /Elephant-Italic
    /Elephant-Regular
    /EmbassyBT-Regular
    /EngraversGothicBT-Regular
    /EngraversMT
    /ErasITC-Bold
    /ErasITC-Demi
    /ErasITC-Light
    /ErasITC-Medium
    /Exotic350BT-Bold
    /Exotic350BT-DemiBold
    /FelixTitlingMT
    /FootlightMTLight
    /ForteMT
    /FranklinGothic-Book
    /FranklinGothic-BookItalic
    /FranklinGothic-Demi
    /FranklinGothic-DemiCond
    /FranklinGothic-DemiItalic
    /FranklinGothic-Heavy
    /FranklinGothic-HeavyItalic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Cond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eehand521BT-RegularC
    /FreeSerif
    /FreeSerifBold
    /FreeSerifBoldItalic
    /FreeSerifItalic
    /FreestyleScript-Regular
    /FrenchScriptMT
    /FuturaBT-Bold
    /FuturaBT-BoldItalic
    /FuturaBT-Book
    /FuturaBT-BookItalic
    /FuturaBT-Medium
    /FuturaBT-MediumItalic
    /Gabriola
    /Gadugi
    /Gadugi-Bold
    /Garamond
    /Garamond-Bold
    /Garamond-Italic
    /Geometric212BT-BookCondensed
    /Geometric212BT-HeavyCondensed
    /Geometric415BT-BlackA
    /Geometric706BT-BlackCondensedB
    /GeometricSlab703BT-Bold
    /GeometricSlab703BT-BoldCond
    /GeometricSlab703BT-BoldItalic
    /GeometricSlab703BT-Medium
    /GeometricSlab703BT-MediumCond
    /GeometricSlab703BT-MediumItalic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iddyupStd
    /Gigi-Regular
    /GillSansMT
    /GillSansMT-Bold
    /GillSansMT-BoldItalic
    /GillSansMT-Condensed
    /GillSansMT-ExtraCondensedBold
    /GillSansMT-Italic
    /GillSans-UltraBold
    /GillSans-UltraBoldCondensed
    /GloucesterMT-ExtraCondensed
    /GoudyOldStyleT-Bold
    /GoudyOldStyleT-Italic
    /GoudyOldStyleT-Regular
    /GoudyStout
    /Haettenschweiler
    /HarlowSolid
    /Harrington
    /HighTowerText-Italic
    /HighTowerText-Reg
    /HoboStd
    /HoloLensMDL2Assets
    /Humanist521BT-Bold
    /Humanist521BT-BoldItalic
    /Humanist521BT-Italic
    /Humanist521BT-Light
    /Humanist521BT-LightItalic
    /Humanist521BT-Roman
    /Humanist777BT-BlackCondensedB
    /Humanist777BT-BlackItalicB
    /Humanist777BT-BoldCondensedB
    /Humanist777BT-LightB
    /Humanist777BT-RomanB
    /Humanist777BT-RomanCondensedB
    /Impact
    /ImprintMT-Shadow
    /InformalRoman-Regular
    /InkFree
    /JavaneseText
    /Jokerman-Regular
    /JuiceITC-Regular
    /KaufmannBT-Regular
    /KozGoPr6N-Bold
    /KozGoPr6N-ExtraLight
    /KozGoPr6N-Heavy
    /KozGoPr6N-Light
    /KozGoPr6N-Medium
    /KozGoPr6N-Regular
    /KozGoPro-Bold
    /KozGoPro-ExtraLight
    /KozGoPro-Heavy
    /KozGoPro-Light
    /KozGoPro-Medium
    /KozGoPro-Regular
    /KozMinPr6N-Bold
    /KozMinPr6N-ExtraLight
    /KozMinPr6N-Heavy
    /KozMinPr6N-Light
    /KozMinPr6N-Medium
    /KozMinPr6N-Regular
    /KozMinPro-Bold
    /KozMinPro-ExtraLight
    /KozMinPro-Heavy
    /KozMinPro-Light
    /KozMinPro-Medium
    /KozMinPro-Regular
    /KristenITC-Regular
    /KunstlerScript
    /LatinWide
    /Leelawadee
    /LeelawadeeBold
    /Leelawadee-Bold
    /LeelawadeeUI
    /LeelawadeeUI-Bold
    /LeelawadeeUI-Semilight
    /LetterGothicStd
    /LetterGothicStd-Bold
    /LetterGothicStd-BoldSlanted
    /LetterGothicStd-Slanted
    /LithosPro-Black
    /LithosPro-Regular
    /LucidaBright
    /LucidaBright-Demi
    /LucidaBright-DemiItalic
    /LucidaBright-Italic
    /LucidaCalligraphy-Italic
    /LucidaConsole
    /LucidaFax
    /LucidaFax-Demi
    /LucidaFax-DemiItalic
    /LucidaFax-Italic
    /LucidaHandwriting-Italic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Typewriter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Oblique
    /LucidaSans-TypewriterOblique
    /LucidaSansUnicode
    /Magneto-Bold
    /MaiandraGD-Regular
    /MalgunGothic
    /MalgunGothicBold
    /MalgunGothic-Semilight
    /Marlett
    /MaturaMTScriptCapitals
    /MesquiteStd
    /MicrosoftHimalaya
    /MicrosoftJhengHeiBold
    /MicrosoftJhengHeiLight
    /MicrosoftJhengHeiRegular
    /MicrosoftJhengHeiUIBold
    /MicrosoftJhengHeiUILight
    /MicrosoftJhengHeiUIRegular
    /MicrosoftNewTaiLue
    /MicrosoftNewTaiLue-Bold
    /MicrosoftPhagsPa
    /MicrosoftPhagsPa-Bold
    /MicrosoftSansSerif
    /MicrosoftTaiLe
    /MicrosoftTaiLe-Bold
    /MicrosoftUighur
    /MicrosoftUighur-Bold
    /MicrosoftYaHei
    /MicrosoftYaHei-Bold
    /MicrosoftYaHeiLight
    /MicrosoftYaHeiUI
    /MicrosoftYaHeiUI-Bold
    /MicrosoftYaHeiUILight
    /Microsoft-Yi-Baiti
    /MingLiU
    /MingLiU-ExtB
    /Ming-Lt-HKSCS-ExtB
    /Ming-Lt-HKSCS-UNI-H
    /MinionPro-Bold
    /MinionPro-BoldCn
    /MinionPro-BoldCnIt
    /MinionPro-BoldIt
    /MinionPro-It
    /MinionPro-Medium
    /MinionPro-MediumIt
    /MinionPro-Regular
    /MinionPro-Semibold
    /MinionPro-SemiboldIt
    /Mistral
    /Modern-Regular
    /MongolianBaiti
    /MonotypeCorsiva
    /MS-Gothic
    /MSOutlook
    /MS-PGothic
    /MSReferenceSansSerif
    /MSReferenceSpecialty
    /MS-UIGothic
    /MT-Extra
    /MVBoli
    /MyanmarText
    /MyanmarText-Bold
    /MyriadArabic-Bold
    /MyriadArabic-BoldIt
    /MyriadArabic-It
    /MyriadArabic-Regular
    /MyriadHebrew-Bold
    /MyriadHebrew-BoldIt
    /MyriadHebrew-It
    /MyriadHebrew-Regular
    /MyriadPro-Bold
    /MyriadPro-BoldCond
    /MyriadPro-BoldCondIt
    /MyriadPro-BoldIt
    /MyriadPro-Cond
    /MyriadPro-CondIt
    /MyriadPro-It
    /MyriadPro-Regular
    /MyriadPro-Semibold
    /MyriadPro-SemiboldIt
    /News701BT-BoldA
    /News701BT-ItalicA
    /News706BT-BoldC
    /NewsGothicBT-Bold
    /NewsGothicBT-BoldItalic
    /NewsGothicBT-Italic
    /NewsGothicBT-Light
    /NewsGothicBT-Roman
    /NiagaraEngraved-Reg
    /NiagaraSolid-Reg
    /NirmalaUI
    /NirmalaUI-Bold
    /NirmalaUI-Semilight
    /NSimSun
    /NuevaStd-Bold
    /NuevaStd-BoldCond
    /NuevaStd-BoldCondItalic
    /NuevaStd-Cond
    /NuevaStd-CondItalic
    /NuevaStd-Italic
    /OCRAbyBT-Regular
    /OCRAExtended
    /OCRAStd
    /OCRB10PitchBT-Regular
    /OldEnglishTextMT
    /Onyx
    /OratorStd
    /OratorStd-Slanted
    /PalaceScriptMT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pyrus-Regular
    /Parchment-Regular
    /Perpetua
    /Perpetua-Bold
    /Perpetua-BoldItalic
    /Perpetua-Italic
    /PerpetuaTitlingMT-Bold
    /PerpetuaTitlingMT-Light
    /Playbill
    /PMingLiU
    /PMingLiU-ExtB
    /PoorRichard-Regular
    /PoplarStd
    /PrestigeEliteStd-Bd
    /Pristina-Regular
    /RageItalic
    /Ravie
    /Rockwell
    /Rockwell-Bold
    /Rockwell-BoldItalic
    /Rockwell-Condensed
    /Rockwell-CondensedBold
    /Rockwell-ExtraBold
    /Rockwell-Italic
    /RosewoodStd-Regular
    /SchadowBT-Bold
    /SchadowBT-Roman
    /ScriptMTBold
    /SegoeMDL2Assets
    /SegoePrint
    /SegoePrint-Bold
    /SegoeScript
    /SegoeScript-Bold
    /SegoeUI
    /SegoeUIBlack
    /SegoeUIBlack-Italic
    /SegoeUI-Bold
    /SegoeUI-BoldItalic
    /SegoeUIEmoji
    /SegoeUIHistoric
    /SegoeUI-Italic
    /SegoeUI-Light
    /SegoeUI-LightItalic
    /SegoeUI-Semibold
    /SegoeUI-SemiboldItalic
    /SegoeUI-Semilight
    /SegoeUI-SemilightItalic
    /SegoeUISymbol
    /ShowcardGothic-Reg
    /SimSun
    /SimSun-ExtB
    /SitkaBanner
    /SitkaBanner-Bold
    /SitkaBanner-BoldItalic
    /SitkaBanner-Italic
    /SitkaDisplay
    /SitkaDisplay-Bold
    /SitkaDisplay-BoldItalic
    /SitkaDisplay-Italic
    /SitkaHeading
    /SitkaHeading-Bold
    /SitkaHeading-BoldItalic
    /SitkaHeading-Italic
    /SitkaSmall
    /SitkaSmall-Bold
    /SitkaSmall-BoldItalic
    /SitkaSmall-Italic
    /SitkaSubheading
    /SitkaSubheading-Bold
    /SitkaSubheading-BoldItalic
    /SitkaSubheading-Italic
    /SitkaText
    /SitkaText-Bold
    /SitkaText-BoldItalic
    /SitkaText-Italic
    /SnapITC-Regular
    /Square721BT-Bold
    /Square721BT-BoldCondensed
    /Square721BT-Roman
    /Square721BT-RomanCondensed
    /Stencil
    /StencilStd
    /Swiss721BT-Black
    /Swiss721BT-BlackCondensed
    /Swiss721BT-Bold
    /Swiss721BT-BoldCondensed
    /Swiss721BT-BoldCondensedItalic
    /Swiss721BT-BoldItalic
    /Swiss721BT-Heavy
    /Swiss721BT-Italic
    /Swiss721BT-ItalicCondensed
    /Swiss721BT-Light
    /Swiss721BT-LightExtended
    /Swiss721BT-LightItalic
    /Swiss721BT-Roman
    /Swiss721BT-RomanCondensed
    /Sylfaen
    /SymbolMT
    /Tahoma
    /Tahoma-Bold
    /TektonPro-Bold
    /TektonPro-BoldCond
    /TektonPro-BoldExt
    /TektonPro-BoldObl
    /TempusSansITC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rajanPro-Bold
    /TrajanPro-Regular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wCenMT-Bold
    /TwCenMT-BoldItalic
    /TwCenMT-Condensed
    /TwCenMT-CondensedBold
    /TwCenMT-CondensedExtraBold
    /TwCenMT-Italic
    /TwCenMT-Regular
    /TypoUprightBT-Regular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nerHandITC
    /Vivaldii
    /VladimirScript
    /Webdings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YuGothic-Bold
    /YuGothic-Light
    /YuGothic-Medium
    /YuGothic-Regular
    /YuGothicUI-Bold
    /YuGothicUI-Light
    /YuGothicUI-Regular
    /YuGothicUI-Semibold
    /YuGothicUI-Semilight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