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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春天，高雄市勞工局舉辦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春祭」活動，讓一段曾被

遺忘、甚至遭到污名化的歷史再次浮現於城市記憶之中。這段歷史源自於「高中六號

事件」，事件中有 25位年齡介於 13至 30歲的未婚女性不幸罹難。 

    在台灣民間習俗中，未婚女性往往無法列入祖先牌位，也不能葬入家族墓園。因

此，這 25 位年齡介於 13 至 30 歲的未婚罹難女性，常被認為是不幸的象徵。民間甚至

流傳，單身男性經過事故地點可能會受到影響，連為紀念此事件而設立的「二十五淑

女墓紀念公園」，也被視為單身男子的禁地。這些說法在無形之中加深了社會對未婚

罹難女性的負面觀感，不僅使逝者再度承受評價與標籤，也可能對其家屬造成進一步

的心理負擔，反映出社會在面對意外與死亡時，仍深受性別與婚姻狀態影響的現實。 

    在此背景之下，由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王梅香與林傳凱老師帶領的學生團隊，

以《一日，一生》故事地圖為行動起點，重新勾勒旗津女工的生命故事，並將其放置

於「高中六號事件」的歷史脈絡之中。這樣的結合，不僅重塑了女工堅韌與奉獻的形

象，也引領參與者重新凝視關於女性、勞動與犧牲的集體記憶。 

    但早在春祭活動之前，一連串的文史研究已如火如荼地開始進行，而這樣的行

動，是源於暑期密集課程的開設。起初只是老師們的一份期待——既然選擇在這片土

地上生活與學習，就應該對這裡曾經發生的重要事件擁有基本認識。課程以旗津為起

點，帶領學生一步步走入地方的歷史與記憶之中。對這群學生，甚至高雄在地人而

言，「高中六號事件」或許相當陌生，然而它就真實地發生在我們所熟悉的生活圈

裡。這段歷史曾被塵封多年，缺乏紀錄與關注，令人無比惋惜。 

    正因為這樣的遺憾與責任感，十多位學生選擇參與這場歷史行動。課程以走訪相

關地點、傾聽當事人與在地居民的回憶，一點一滴拼湊出事件的全貌。在老師們的引

導下，我們更進一步嘗試以展覽、工作坊、導覽、繪本等多元形式呈現這段歷史，讓

它不再遙遠與抽象，而是以簡單易懂、貼近生活的方式呈現，讓大眾不只能透過閱讀

進入歷史記憶，也能透過實作用身體實際感受。 

    這不只是一門課，更是一場與地方記憶的深度對話，也是一種身為土地一分子的

責任實踐。透過這段行動，我們不僅認識歷史，也參與了歷史的重建與傳承，讓那些

曾經被遺落的故事再次被看見、被記住。 



圖一：同學們透過課程，實際走訪高雄加工出口區，並於女工用餐的「第一餐廳」前

合影。（拍照日期：2024年 6月 25日） 

    接著，依照時間順序，逐一介紹這些由課堂延伸而出的行動實踐。完成故事地圖

《一日，一生》後，我們開始嘗試透過說故事與手作體驗，讓更多民眾以不同方式親

近並認識旗津女工的故事。首場活動於聖誕節前夕展開，由哈瑪星系與教育部 USR 計

畫「邁向永續轉型：城市共事館」合作，在高雄原愛國婦人會館舉辦溫馨親子手作活

動——「樹說女工的一生」。 

    我們從故事內容出發，引導家長與孩子們一步步認識女工們的日常生活，以及

「高中六號」事件的始末。在進入手作體驗環節時，我們設計了「摺紙聖誕樹」的活

動，讓參與者在反覆摺疊、裝飾的過程中，親身感受到工廠作業中那種高度重複、節

奏緊湊的勞動身體感。這樣的體驗雖然簡化了真實工廠的工作強度，卻也讓參與者開

始思考：每天做著相同動作，會是什麼樣的感受？女工們又是如何面對這樣的日復一

日？。且為了讓參與者更身歷其境，現場也準備了女工的制服，讓家長和小朋友們拍

照留念，並體驗當時女工們進入工廠工作的工作流程。 

 

    活動中，有些孩子因為需要不斷重複一樣的步驟感到無聊和疲累，甚至對父母撒

嬌說不想做了。但在當時真實情況中，這些女工卻沒有機會可以喊辛苦。活動的最

後，我們讓小孩子們分享一下「工作過程」的感受，便有孩子回饋：「女工們真的好

辛苦！」。透過這樣跨世代的互動，女工的故事不只是歷史知識，而是一段可以被感



受、被理解的生命經驗。而摺紙聖誕樹的造型，也象徵著在重複中依然堅持挺立的女

工們，如同她們在單調勞動中仍努力撐起家庭與夢想的日常。 

 

       第二場行動是與勞工博物館攜手舉辦的主題活動——「串起女工的夢想」。這

場活動的初衷，是希望讓更多人能深入了解並記住「高中六號事件」的歷史背景與其

背後深遠的社會意涵。透過重現歷史情境與實地體驗，我們不僅回顧了當年的社會環

境，更試圖反思：為何一群年輕的女性勞工，會在缺乏完整資料與社會偏見的雙重影

響下，被貼上污名，最終沉沒在歷史的角落？每一場活動都會圍繞著「故事地圖＋手

作體驗」這樣的雙主軸進行，不過這次有個特別的突破，我們選擇採用沈浸式互動設

計，讓觀眾不只是聽故事，更要「進入」故事。為了營造出高度真實的時代氛圍，我

們從視覺、聽覺到味覺都進行了細膩佈置——入口處設置了打卡鐘，工作人員則身穿

仿女工制服，營造出工廠上下班的儀式感；聽覺上則播放當年的上班鈴聲，搭配模擬

老闆指令聲與當年流行的歌曲，彷彿將時光拉回那個產線運轉的年代；而在味覺層

面，我們準備了記憶中的炸彈麵包與統一肉燥麵，讓參與者不只是「聽歷史」，也能

透過味道記住歷史。這些細節雖微小，卻都是女工們真實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們最

想還原與珍視的片段。 

    我們之所以選擇「沉浸式體驗」作為活動設計的核心，是希望打破傳統知識傳遞

與大眾之間的距離，讓歷史不再只是冷冰冰被告知的事實，而是能夠被「感受」的生

命經驗。女工的故事過去多半被封存在學術資料或口述歷史中，對一般人來說既遙遠

又抽象，難以引起共鳴與興趣。然而，透過視覺、聽覺、味覺乃至身體的多感官參

與，我們試圖讓參與者不只是「理解」，而是真切地「走入」旗津女工當年的生活場

景，親身體會她們在工廠中重複勞動的身體感與情緒狀態。 

    這場活動還有一個特別之處，是活動期間恰逢韓國釜山大學的學生來訪觀摩。我

們安排了串珠手鍊的體驗活動，讓這些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也能親身感受這段

歷史中女工所展現的韌性與創造力。來自釜山的學生們分享，他們在韓國也曾聽過許

多關於女性勞工的歷史，但卻少有機會以這樣深刻的方式理解與體會。這場跨文化的

互動交流，不只是一次學術觀摩，更是一場記憶的共鳴與理解的連結。透過這樣的連

結，我們期望這些女工的故事，不僅能在本地被記得，更能在世界不同角落中，被看

見、被尊敬。 

 

 

 

 

 

 

 



 

圖二：韓國釜山大學社會學系的師生，也和一般民眾，一起參與沈浸式女工生活體

驗。（拍照日期：2025年 1月 4日） 

    最後，回到開頭提及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春祭」活動，為了延續這份對歷史的

關懷，我們參與了高雄市勞工局主辦的春祭活動，透過多元形式的文化詮釋，帶領民

眾回望歷史，感受旗津女工的生命故事。   

 

    我們試圖帶領參與者進入當時的時空背景，設身處地感受女工們的辛勞與堅韌。

有獎徵答環節更進一步激發了大家對當年女工生活的想像，例如女工們午餐便當中的

蛋原來是鴨蛋而非雞蛋等細節，讓歷史變得更加具象化。特別選用的「雪芙蘭護手

霜」與「統一肉燥麵」作為獎品，更是呼應了口述歷史中所記載的女工日常，讓歷史

記憶在互動中被觸動。   

 

    除了故事地圖的導覽與分享，「串珠手作體驗」也成為本次活動的一大亮點。民

眾可以親手製作串珠杯墊或手鍊，體會過去女工們在生產線上重複勞動的辛勞。今

日，我們只需專注於作品的美觀與完成度，而過去的女工們則需在訂單壓力下加班以

維持家計，甚至面臨各種職業傷害。這場體驗不僅是手作，更是一場對過去的致敬與

省思。   

 

       這一路的行動，從教室走進社區，從歷史走入生活，再從故事地圖延伸至繪本

製作，我們所做的不僅是紀錄一段歷史，更是試圖喚回那些被遺落的聲音與身影。旗

津女工的故事或許曾經沉默，曾經被誤解，甚至一度被排除在主流記憶之外；但透過



一次次的說故事、導覽、手作與參與，我們讓這段歷史重新被看見，也讓更多人以新

的角度與感受去理解。 

    這不只是對過去的回望，更是對未來的提醒：那些微小而堅定的勞動，從來不該

被視而不見；那些在歷史夾縫中默默付出的女性，理應被書寫、被傾聽，也被記得。

這些行動雖然來自一門課，但它所種下的種子，已經默默遍佈在我們的生命，在我們

所在的社區裡，也在更多人開始關注與討論的現場裡。 

 

     

圖三：我們在勞動女性紀念公園與一般民眾進行女工手作體驗。（拍照日期：2025 年

3月 15日） 



願我們記得她們的名字，也記得那個年代的重量。願這份關懷不止於活動結束，而能

延續為更深、更廣的社會對話。未來，我們會持續用故事地圖、創作與行動，走進更

多人的心中，讓記憶成為連結的力量，讓歷史真正活在我們的生活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