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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以往運動被視為男性主宰的場域，總是扣緊高競技運動而謂，以為力氣與體型是

致勝的關鍵因素（甘允良，2004），而男性在生理方面的優勢恰符合此項論點，致使

男性成為運動的專屬代言人。然而，隨著女性意識的抬頭以及女性主義多元論述的開

發，擴展了運動的論述空間，始而反思女性在運動領域中的角色與位置，其首當其衝

的任務，便是破除社會上與生物學上女性參與運動的偏見與迷思，從而喚醒女性的自

我意識。自從女性爲自己爭取到在運動方面上的諸多權益後，身兼婦職的婦女，其參

與運動不再惹人非議，而女性選手在國際運動賽事中嶄露頭角的機會亦大為增加，甚

至建立起女性選手特有的女性形象，在運動場上盡其自我。不過，面對當前由資本主

義所領導的社會，女性選手參與賽會存有潛在的危險因子，亦即商業利益的衝擊，爲

了求取最佳的利潤，不論是與運動密切相關的產業，諸如：傳播媒體、贊助廠商等，

或是女性選手本身，有時會因追逐外在的利益，而忽略了運動賽會的本質與選手本身

的運動員價值，以傳播媒體為例，其甚至犧牲女性選手的權益並將之物化，來迎合主

流社會的價值觀，將報導焦點置於女性選手的外在容貌與身材便是很好的例證。然此

畢竟是正規的運動賽會，女性選手在賽會中所展現的運動精神與運動表現，才是運動

價值的內蘊，至於商業利益，則應視為額外的附加價值，否則將造成運動價值上的本

末倒置。 

    由於長久以來枷鎖於女性身上的父權社會價值觀尋得解放的出口，近幾年女性

選手參與賽會，除了盡情揮灑自己的色彩外，亦開始注意到「年輕不要留白」，或著

清涼的運動服裝，大方展露健美的身材，或拍攝全裸寫真，紀錄青春，甚至登上雜

誌封面一舉成名，這些舉動對於女性選手而言，不啻宣示著其開始取得身體自主的

權利；然就與運動密切相關的產業而觀，此種女性選手表現自我的方式，反而加強

了傳統以來父權社會對女性身材的要求，將其物化為男性的性對象；假若女性選手

不以為意，而以追求外在的利益為企圖，正中與運動密切相關產業的下懷，在彼此

交相利用的情況下，運動的內在價值將受旁落。擁有不少女性運動人口的排球運動，

其類似問題的發生應不在少數並值得關切，以二○○二年第十四屆世界女子排球錦

標賽德國女排隊選手的集體裸照，與二○○四年義大利女排隊選手皮辛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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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bcesca Piccinini）的雅典奧運全裸月曆為代表，其皆結合媒體獲得商業利益，同

時突顯出當女排運動與媒體相結合時，女排運動的內、外在價值究竟如何取捨的問

題，此將作為本文討論的核心。擬由女排選手的裸身動機與媒體對裸照的解讀入手，

從而審思女排運動的價值觀。 

 

貳、德、義女排選手裸照的背後意義 

 

一、德、義女排選手裸身入鏡的動機與目的 

談論德、義女排選手裸身入鏡的動機與目的之前，除了必須瞭解其整件事的來

龍去脈外，對於動機的覺察與判定標準亦須加以掌握，由於動機本身是一種內在的

心理歷程，不能直接觀察，只能稍作預測，而預測必有所憑據，否則將流於主觀的

臆測與武斷，無法貼近個體的真實原意。然動機究竟是導引個體朝某一目標進行的

一種內在歷程，不可直接觀察，因而欲對該個體活動的動機下一判定的觀察者，只

能依該個體當時所處的情境及其行為表現來做推理與解釋（張春興，2003），由此可

知，判定動機的標準可以個體於當時所處的情境及其所引發的行為表現來覺知。以

德、義女排選手裸照事件而觀，德國女排選手在二○○二年第十四屆世界女排錦標

賽上，以集體裸照的看板昭示於人，與二○○四年義大利女排隊選手皮辛妮妮拍攝

個人性感月曆一事，皆昭明了一項事實，即二者裸身入鏡的背景都發生於大型的世

界性運動比賽之際，咸以媒體形式來傳達，成為體壇的熱門話題，此標示了女排選

手的外顯行為表現、發生背景與該行為表現所造成的結果，而根據前述判定動機所

憑藉的標準，德、義女排選手拍攝裸照的動機，可依此項事實往前推溯，應與瞬間

成名、提高知名度的目的有關，基於大型世界性運動比賽的影響力與媒體的介入之

因素。 

    事實上，當記者訪問德國女排選手時，其回應便指向提升世界女排錦標賽在德

國舉辦的知名度：「主攻手阿吉利娜（GRUEN Angelina）表示，『裸照』的轟動效

應，可以吸引德國公眾的注意力，這對提高世界女排錦標賽在德國的知名度是件

好事。」（梁勁松，2002）由於當屆賽會舉辦的地點就在德國境內，堪為名副其實

的東道主，然其女排隊與巴西、中國、俄羅斯等女排隊比併而視時，卻相形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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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於世錦賽中的前景並不為人看好，於是，在身為地主國的優勢與女排實力表

現處於劣勢的窘境下，「如何突破」成了德國女排隊思考的方向，致而引發七名德

國女排選手拍攝集體裸照，以轉移焦點的方式，藉助媒體之巧力來提高此屆世界

女排錦標賽的知名度，果不其然引領體壇風騷。而近日來台參與世界女排大獎賽

的義大利女排隊選手皮辛妮妮，其於二○○四年爲雅典奧運拍攝性感月曆亦引起

世界體壇的震撼，只不過這次的主角只有一人；其不僅在月曆中化身為各個運動

項目的選手，諸如：射箭、自由車、拳擊、排球、單槓等，展現健美與性感的形

象外，亦躍上《男性健康》（Men's Health）雜誌的封面，吸引男性的目光，同時亦

被評選為義大利男性心中的「最性感的排球女王」（戚海倫，2006），而前提是皮辛

妮妮的球技和其身材一樣備受好評。既然義大利女排隊選手皮辛妮妮的球技之佳

爲人所公認，容貌與身材也不在話下，那麼其在球場上盡情表現、大放異彩，或

是應媒體之邀接受訪問，便能彰顯其自身的價值；然而，皮辛妮妮卻不僅止於此，

反而藉雅典奧運名氣之便，大方拍攝性感月曆，甚至上空入鏡，若無運動領域之

外的其他動機或企圖，此種拍攝個人寫真的舉動在平日亦能進行。誠然，根據皮

辛妮妮所透露的信息，可知當時其確有成爲演藝明星的抱負，欲以此舉為捷徑，

通往演藝之路，頗有「一脫成名」的意味，不過，顯然其熱愛排球運動，因而至

今仍代表義大利女排隊四處征戰，並沒有就此踏入演藝圈，成為影視明星或歌星，

但不可否認的是，在皮辛妮妮所拍攝的性感月曆公諸於世後，運動明星的光環便

降臨在她的身上。 

二、裸照背後的意涵－媒體對裸照的解讀 

不論德、義女排選手的裸照，是以雜誌、看板還是月曆的形式而呈現，對於傳播

媒體而言，只要與主流社會價值相契，裸照將以各種媒體形式散播至世界各地，由於

媒體基本上只是經濟制度的工具，在資本主義體制引領下的媒體，商業行為是其唯一

的目的（張錦華，1994），而女排選手的裸照正好能爲媒體帶來商業利益。西方運動社

會學學者 Duncan（1990）的研究曾指出，外觀常是注意女性選手優點的所在，舉凡髮

型、化妝、指甲、姿勢、體態、表情與情緒的表達等，都反映了傳統上對女性氣質的

界定，因而，媒體在決定女性選手的圖片或照片該如何呈顯時，較不關注女性選手的

運動實力表現，而將焦點置於其美麗、性感與被動的角色（洪文惠，2004），德、義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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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選手的裸照實符合媒體的意識，同時與傳統上對女性的刻板印象相應，因媒體終會

將之導向於具有商業利益價值的路上。國內傳播學學者張錦華（1994）亦曾針對報上所

刊載女性的部份作分析，其指出： 

女性在新聞媒體中，仍侷限於傳統的依附性、從屬型的弱者角色，甚至被消費

社會物化為男性的性對象。而對於現代女性多元化的表現，在職業或公眾事物

上所展現的正面能力，在社會上應有的平等發展的地位，以及晉升社會高層權

力結構的合理機會，仍未能給予真正的尊重。 

此語表露出女性在社會中的劣勢，尤其透過傳播媒體的報導之後，傳統上對女性角色

的界定更加明顯。雖然，強調性別平等的今日，對此現象已有改善的趨勢，不過，媒

體或是社會大眾，對於女性裸露的圖片或照片仍深感興趣，一些報章雜誌依舊少不了

相關圖片或照片的幫襯，而醉翁之意不在酒，致使閱者容易忽略這張圖片或照片本來

所要表達的意義。總之，德、義女排選手的裸照，各有其想傳達的動機與目的，經由

媒體操弄與解讀之後，裸照的意涵或許多了一層，然女排選手參與世界性賽事的表現

卻有可能爲人所遺忘。 

 

參、省思女排運動的價值觀 

 

藉由上文探討德、義女排選手裸身入鏡的動機與目的，以及媒體對裸照的解

讀，發現德、義女排選手的動機與目的和媒體所欲追求的商業利益相呼應，皆指

向外在價值與利益的尋求。所謂外在價值根據運動哲學學者許立宏（2005）的說法，

其以為人們參與運動的價值觀，通常可判分為內外二部份，其中，外在價值的部

份（external value），又可稱為工具性價值（instrumental values），乃藉由參與運動所

產生的結果或目的而言，含括尊重比賽規則、美感價值、個人表達、身體及情緒

上的涵養、紀律及付出、冒險精神、發洩攻擊傾向及精力、體適能、休閒刺激性、

金錢名利與國力宣揚等，相對於在邏輯上與運動連結的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s）

而言，亦即與運動真正的意義或本質連結，諸如個人身體的能力、人類友誼與追

求卓越等。通常將運動視為工具的來源有二：一為將之視為政治工具；一為將之

視為商業工具（包括職業化與追逐金錢、名利等），而處於今日資本主義社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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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項運動的工具性價值正變相地吞噬運動參與者的運動信念。西方運動哲學學

者 MacIntyre（1985）的研究亦曾提出類似的看法，不過其將運動價值的範圍往內

縮，從制度層面與實踐層面談運動的外、內在價值，前者名之為「外存善」（external 

good），涉及金錢的獲取與其他物質的酬賞，運動被當作是個人、組織制度、社會、

商業或政治利用的工具，與組織制度牽結關係；後者名為內存善（internal good），

基於運動本身是一種實踐的觀點而謂。就德、義女排選手參與世界性比賽一事而

論，德國女排隊與義大利女排選手皮辛妮妮應在排球運動的賽會中，將個人身體

能力與運動技能發揮到極致，並追求更好的表現，而傳播媒體亦會試圖從中找出

最佳的報導題材，何況德國女排隊與義大利女排選手皮辛妮妮在當時的賽會中各

佔有不同的優勢－地主隊、球技與身材兼備；然而，其卻以集體裸照與個人裸照

的形式，懷著不同的動機與目的和傳播媒體合作，儼然將女排運動或賽會本身視

為外在目標的工具，甚至是當作達成目標的手段，此本應無可非議，但女排運動

或賽會本身一旦落入只具備工具性的價值當中，所有對女排運動實踐的活動將受

到利益團體或制度的操弄，以致於腐化，針對德、義女排選手拍攝裸照而言，利

益團體之一的傳播媒體便有可能順勢將之污名化，讓閱者以為女排選手也能循著

某些演藝明星的模式一脫成名，且從此將焦點置於女排選手的身材與外在容貌

上。於此反思女排選手對於內、外在女排運動價值的取捨，實則牽一髮而動全身，

倘若其追求外在利益與價值有一成功的範例，往後女排選手遇及類似情況或遭遇

困難時，譬如球隊經費不足，便容易仿傚前例，雖然其於女排運動賽事中仍發揮

最佳的實力,不過，女排運動的內在價值已受挑戰。究竟該如何擇取女排運動的價

值而內、外兼顧呢？以下提供二點建議，期能讓社會大眾及女排選手自身重新思

考女排運動的價值觀。 

一、善用女排運動的工具性價值 

由於女排選手處於資本主義社會與父權社會雙重體制之下，任何一種舉動都有可

能被滲透力高的傳播媒體所渲染，因而，對於女排運動工具性價值的追求尤須當心，

過度專注於工具性價值之上，便容易產生誤用的情況，此於上文裡已明白揭示，女排

選手應以女排運動的內在價值為根抵，從而思考女排運動工具性價值的運用問題，如

能善加利用，譬如與公益團體合作，透過傳播媒體將女排運動賽事宣傳出去；又如將



從德、義女排選手的裸照審思女排運動的價值觀 
 

 133

女排運動的技巧與體操、舞蹈等身體的美技訓練做結合，開發優美的發球、擊球體態

等，轉移工具性價值的運用方向，並做女排運動工具性價值的主人，將能避開受「工

具化」的奴役。 

二、正視女排運動的純潔性價值 

當德國女排隊的集體裸照看板在二○○二年第十四屆世界女排錦標賽場合展示而

出時，時任俄羅斯女排隊的教練尼古拉（Nikolai）卻大加撻伐： 

由於過往傑出的球員們用自己的高超球藝爲排球運動增色，促使排球運動現在

非常普及。但我認為，德國姑娘們所做的事情，卻是對排球運動進行的一種反

宣導。由於《明星》畫刊是在世界女子排球錦標賽前夕出版的，我甚至認為德

國女排隊選手的舉動是一種挑釁。國際排球總會（FIVB）不應對這種有損排球

運動聲譽的舉動視若無睹，無動於衷（洪亮，2002）。 

其譴責德國女排隊的行為，並帶出了女排運動的核心價值，即「過往傑出的球員

用自己高超的球藝爲排球運動增色」，女排選手在排球運動賽會中展現出自己的高

超球藝，才是踐履女排運動的內在價值之所在，爲了強調其重要性，於此引進西

方的「純潔性」（integrity）原則，冀能建立女排運動的純潔性價值，讓社會大眾與

女排選手正視女排運動的內在價值。西方運動哲學學者 Russel（1999）曾對「純

潔性」做出解釋： 

純潔性原則的基本觀點，在於描述一個最佳的合法規則系統及實踐活

動……。純潔性是在於對一個活動的投入做出最大努力，並考慮到該活動的

過去且並表現出此活動的最佳狀態。 

似將活動的過去與現在連貫，擺入歷史的進程中，藉由過去的經驗，提供現在可資

努力的方向，寓有不斷進步的意義，亦將重心全然置於活動本身；對照女排運動，

或能連結女排運動的過往發展，從中找出參與女排運動的意義，追求女排運動的卓

越性。 

 

肆、結語 

 

由德、義女排選手拍攝裸照的動機與目的可知，其將價值的焦點著眼於外在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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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雖然，此種舉動並不違法，然經過媒體的操弄與解讀之後，裸照的意涵難脫傳統

對女性的刻板界定，對於女排選手未來的發展不是好訊息；然而，價值的擇取又端於

人的自身，是以，女排選手若能以宏觀的視野思考女排運動的價值，使內在價值成為

主要價值，而外在價值視為附加價值，清楚地釐定內、外在價值的主客關係，則女排

運動的價值觀將逐步建立。 

 

 



從德、義女排選手的裸照審思女排運動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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