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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女性生理议题在马来西亚是较为敏感的话题。在马来西亚，这类型的话

题不会以公开的形式去讨论，因为人们还有保守的思想，在探讨这类话题的尺

度上是较为难把握的。以中文媒体为例，近年的“月漏论”、“月经检查”和

“Libresse 卫生棉”等事件都引起了大众的讨论，媒体也不断地在更新该事件

的进展。政治人物和网民们也对这些事件发表自己的言论。为了了解媒体的报

导和大众对此事件的看法，本文整理并分析该事件的资料。以媒体的报导激发

社会大众对于女性生理议题的思考，正视媒体对于个体或群体的影响。经研究

表明，马来西亚中文媒体带出社会缺乏思维上的开放和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对

于国家教育具有一定的参考改进作用。 

 

【关键词】马来西亚、媒体、生理议题、报导、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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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网络时代的发展，很多事物都开始数字化、电子化，媒体也不例外。网络

也出现了一个词即“新媒体”。新媒体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是随着时代趋势

发展的媒体。不同时期的媒体都会发展出“新媒体”，例如报纸的新媒体是电

台、电台的新媒体是电视，而今天的新媒体则是网络。目前，新媒体的主要的

概念为四个，快（信息的传播速度快）、准（信息的可靠性）、全（信息得到

更全面、系统、完整性的回答所有问题）、易（随时随地的查询到资料）。1这

四者的结合可以弥补前媒体的不足，让媒体有一个新的发展和方向。透过现今

的技术、网络的科技、电脑、手机等，人们可以以最快的方式得到最新资讯。 

媒体在现今社会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与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报导的

内容影响着社会的判断，从而也影响着社会的思想与动向。它所传播的事情稍

有一点主观思想都会造成社会矛盾的发生，因为社会则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2而人是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劳动与运作则是社会的规律

和发展。思想上，他们是带有主观性的，这让社会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来回应

同一件事情，言论也因此存在，所以报导须站在一个客观、公平与公正的立场。 

早前女性的权益一直被社会所忽视，自从女性的自我维权思想觉醒后，她

们的一切，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都开始被社会所重视。近期马来西亚社会上有

 
1 黄芙蓉，<对新媒体概念（定义）的再思考>，《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 12月第 6

期，页 5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页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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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侵害女性权益事件的发生，如月经检查事件，因此女性权益的议题再次被公

开讨论。为此，本文好奇媒体和社会对这类型的议题的重视度和其如何去看待

这类型的话题，且想探讨女性在现今社会的地位。所以，本文将着重讨论有关

生理的议题，以“月漏论”、“月经检查”和“Libresse”风波事件作为研究

对象，再以马来西亚中文网络媒体和相关论坛去探讨这几起事件的报导与评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和目的 

 

在人们的一般认知当中，女性在社会上所享有的地位或权益都不高，且常

被视为弱势群体。因此，当女性的自主意识得到启发后，社会开始重视和关注

女性权益，以至于有关女性的话题都被公开讨论。近年来，即使女性的社会地

位已有所提升，部分女性仍然成为媒体舆论的受害者。例如在新闻、网络上经

常以不尊重，甚至带有歧视性的语言与文字出现。例如当媒体报导有关女性被

侵害的事件，如强奸、性骚扰、家暴等，社会舆论大多都会将矛头指向受害者

（女性），这间接导致了加害者心安理得的心理，成了一种无形的鼓励。 

此外，在职场上女性经常遭受异性骚扰、语言攻击或者是被歧视。例如在

形象上，女人很容易被异性攻击，尤其是身材和容貌，因为他们会对女性的形

象做出评价。身材方面，以瘦为美的概念是现今社会的主流，有了这样的概念，

众人看待女性的身材更加严谨，只要女性不符合现今的主流，就会遭受到批评

和歧视。这对比较胖的女生来说是一种伤害，这样的伤害让他们心灵上变得容

易自卑。此外，容貌上也是一样。目前，社会的潮流都是零底妆或者素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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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美的女性是美，但这样的美不是每个女性都有。这关于到他们的长相和皮肤

状况，因此只要女性的样貌稍微不好看或者妆容过浓还是有误，都会让他们为

此感到紧张。他们身边会有很多言语会去评价他们，让他们不得不去在意，从

而感到不自信。 

马来西亚作为以马来人为主要族群的国家，对于有关生理的课题都是比较

隐私且敏感的，尤其是女性生理的议题。当谈起这类型的话题，有民众会感到

害羞。因此女性受到语言的不尊重时，都会掀起一波舆论。例如据报章 2007年

5月 11 日发布了一则月经漏事件的新闻，关于华都牙也国会议员冯宝君在讨论

国会大厦漏水事件时，遭受到巫国会议议员莫哈末赛益的挑衅。
3
接着据报章

2021年 4月 22日发布了一则月经突击检查事件的新闻。该事件是当时是斋戒

月期间，穆斯林女学生因生理期的关系无法进行斋戒，这导致宗教教师为此检

查女同学。4这两起事件对于马来西亚人民来说，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上，都可

以体现出女性的不尊重。 

目前，国家处于言论自由的情况，女人的课题逐渐地被公开讨论。面对这

一课题，社会逐渐给予相应的重视，都会将事情放大来讨论，开始有了一些论

坛、文章来去描述自己的看法。现在在报章或者论坛上都能看到有关女性的议

题，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被公开讨论。如在这样的舆论下，本文想研究马来

西亚媒体对女性生理的看法。 

 
3 杨白杨，<不知羞耻胡言乱语>，《当今大马》，2007年 5 月 11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67126 
4 <校园发生“月经检查”事件 张念群：学生受辱教长沉默 >，《诗华日报 ONLINE》，2021年

4月 22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1/04/22/40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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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范围 

 

本文将研究范围从世界各地缩小至马来西亚这一国家来进行研究女性的议

题，再从女性议题缩小至女性的生理议题来进行探讨。透过网络媒体想了解更

多社会不同的看法，从而体现女性在马来西亚的重要性。此外，本文会采用网

络报章作为本文的研究范围。现今社会大多都运用网络科技，想要从这个范围

找到更多研究资料。再者，2007年至 2021年的新闻是要研究的范围，且会再

从中寻找中学生至职场女性作为本报告的研究对象。据前人研究所示，中学生

和职场女性大多都很多值得的研究资料。 

 

第三节：文献回顾 

 

本文将在此部分中叙述前人的研究，并且在前人研究中寻找新的方向。经

过查找后，有关媒体对生理的议题的文献是比较少的。因此本文将查找内容的

范围放大至身体这个课题，生理是身体的一部分。但在前人研究当中，大多以

身材为身体的研究定义。他们主要探讨媒体对个体的影响，在个体身上找到一

种心理，即身体意象（Body image）。该意象被定义为自己的意识中形成的身

体图画，包含了对身体的生理心理功能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它也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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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自己身体的心理感受，它不仅包括了个体认为自己的外貌、身体形象，还

包括了个体认为别人眼中自己身体的功能的意象。
5
 

从前人的研究中发现媒体是其中一个影响人们的工具，也是一个推动力，

让人们有了比较之心和评价之心。<The Influence of Societal Factors on 

Female Body Images>这篇研究中可以知道个体的认知受到影响时，内心会也会

受到影响。例如个体的认知扭曲时，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开始出现饮食

失调的状态。6这些情况的出现都是因为媒体所传播的信息，纵使影响了他们的

认知。现今已经可以在各个媒体上，如电视、杂志、广告，甚至是网络上都可

以看到媒体中“理想瘦”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媒体的驱动下，让女性在意自己

的身材，为此去追求这样的美。7在此可以发现到媒体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它

可以掀起人们的舆论，也能影响人们的思想。 

此外，<The Effect of Experimental Presentation of Thin Media 

Images on Body Satisfact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有提到媒体作为视

觉的工具，构建出一个社会的标准和人们所希望的想世界。杂志和广告便可以

作为一个例子，因为它们经常被作为效仿的工具和比较的标准。8例如在销售产

品上，如如饮食、化妆和运动装备等，都会让模特与它们合影。所谓模特既是

拥有现今主流符合人们审美的完美身材，修长的长腿、发育良好的胸部和纤瘦

的身材。这样的身材是女性梦寐以求的身材，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去达到。因此，

 
5 徐雯，《大众传媒中理想瘦女性身体形象对女大学生身体意象的影响》（武汉：武汉体育学

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页 2。 
6 Monteath, Sheryl A., and Marita P. McCabe. "The influence of societal factors on female body 

imag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7, no. 6 (1997): 708 
7 Monteath, Marita, "The influence of societal factors on female body image," 710. 
8 Groesz, Lisa M., Michael P. Levine, and Sarah K. Murnen. "The effect of experimental presentation 

of thin media images on body satisfact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31, no. 1 (20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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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就会产生自我评价的态度，但需要通过与他人的对比才能完成明确的自我

评价，为此个体将会与模特作比较，随之不满的情绪也因此而来。
9
 

除了媒体以外，身边的人的评价与影响也会间接的让个体产生身体意象。

这里的身边人指的是家人（如父母、亲戚）和非家人（如朋友、同事）。家人

是个体来到这世上遇到第一个遇到的集体。刚出生的婴儿对世界存在未知时，

父母得引领他们去接触父母所知道是社会规范和要求。10而非家人则是参与个体

大部分生活的人，他们之间相处久了能知道对方哪些不足或者习惯会变得很相

似，因此他们的评价是个体比较在意的，他们举动的影响个体也是比较多的。11

家人和非家人的认知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大多都是受到媒体的影响，让他们

有了对世界的认知。 

<大众传媒体对女性身体意象的影响：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研

究>有提到媒体反映和建构了社会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它不是真实生活的反映，

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一种对社会文化的反映。媒体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一

种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形象，反映了社会文化对女性理想形象的期望，从而形

成了对于女性形象的社会标准。12当女性的身体被自我评价或被人评价时，自身

情绪是消极、不开心的，因为内心会开始审视自己，一旦说服不了自己的，个

体会逐渐自卑。尤其是当媒体的信息不当被身边人（父母、同伴）所强化，个

体的自我认知会被扭曲，自尊也会受损。 

 
9尉玮、王建平、梁媛、刘丹阳， <瘦身广告对身体意象失调女性注意偏向的影响>，《中国临

床心理学杂志》，2012 年第 4 期，页 460。 
10 刘莹莹，《大众媒体对女大学生身体意象的影响探析》（济宁：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页 4。 
11 刘莹莹，《大众媒体对女大学生身体意象的影响探析》，页 5。 
12 张伟，《大众传媒体对女性身体意象的影响：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研究》（南

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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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研究方法 

 

本文以文献研究法去分析前人的报告作为论文的铺垫。在研究的过程中，

本文将前人报告整理并分析有关媒体对女性的影响。透过文献回顾可以了解到

媒体影响力是很庞大的，它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导向，让人们对事情有了批判。

为此本文将以新的角度去探讨女性的课题，即采用马来西亚媒体的报导和评论

的角度去研究女性生理的议题。本文将整理并梳理所需要的文献，再以分析的

方式去叙述内容。 

首先本文采用三起事件，即“月漏论”、“月经检查”和“Libresse 卫生

棉”事件作为论文的研究对象，再以新闻分析的角度去研究这三起事件。透过

报导的标题和内容去剖析报导的叙述架构。本文采用网络报章作为分析的对象，

如《星洲网》、《当今大马》、《光明日报》、《光华网》《中国报 CHINA 

PRESS》、《东方 ONLINE》、《e 南洋》等，13利用中文新闻去分析内容的要点，

再利用这些报导去架构论文的框架，以新闻的内容去了解社会的想法，并分析

他们对女性生理的看法。再者，网络上的论坛和社交媒体评论也是研究的对象

之一，本文希望从多元角度去看待这类型的议题。且，在社交媒体方面最为常

见的“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也是多数人都在使用的，为

此本文利用这些文献去研究多角度看待该议题。 

 
13 本文采用的报章都是线上的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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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也采用问卷调查法去了解社会大众的想法。该问卷分成两个部

分，第一个部分以 16个问题去简单了解大众的基本资料和想法，第二个部分则

以 12个问题着重地去了解大众对该三起事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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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女性生理议题之报导 

 

 

马来西亚是以穆斯林为主要群体的国家，对于女性的议题都比较敏感，尤

其是生理方面的议题。由于宗教文化的关系，他们不会公开去讨论该议题，因

此这成了一个隐私的话题。如果过于裸露地去呈现或者议论都会让人们觉得有

贬低女性的嫌疑。近几年关于这类型的议题关注度都很高，常被社会所讨论。

人们大多透过媒体去了解时事。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族群的国家，虽以穆斯林为

主要群体，媒体方面自然有马来文、英文、中文和淡米尔文。作为中文媒体，

华人大多都会去查阅电子报刊、社交媒体等。因此这章节将以中文媒体去探讨

女性生理议题，如“月漏论”事件、“月经检查”事件和“Libresse 卫生棉”

风波，从中探讨新闻的写作手法。 

 

第一节：“月漏论”事件 

 

“月漏论”事件不是像字面理解的意思，而是一则带有歧视女性色彩的新

闻。在马来西亚 2007年 5月提到在反对党议员提议讨论国会大厦漏水时，野新

国会议员莫哈末赛益（Datuk Mohd Said Yusof）和京那巴当岸国会议员拿督邦

莫达（Datuk Bung Mokhtar Radin）突然说出“华都牙也每个月破漏

（bocor）”，这里的“华都牙也”（Batu Gajah）是马来西亚霹雳州近打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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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府，该地区由民主行动党国会议员冯宝君所负责，所以议员莫哈末赛益的言

论有意地在影射议员冯宝君。该事件发生以后引发大量网民的热议、政治人物

对于议员莫哈末赛的“口诛”，和报馆的“笔伐”，可谓是在社会上引起不小

的波澜，以至于议员莫哈末赛需要为此事公开声明道歉。14该新闻事件目前在网

络上找到较早的报章是网络报章《当今大马》。 

这事情发生后，不少媒体和网民对此进行探讨，尤其是网络媒体，如《光

明日报》《当今大马》对此写了不少报导。除了描述当天的情况外，也会写人

们对此的反应，当事人的反应、政治人物和维护女性的机构采取的行动等。但

目前网络上的资料真的少之又少，能找到的只有几篇有关这类型的新闻。这样

的情况不排除媒体有意将新闻删除的可能，因为《当今大马》有提到《星洲网》

的报导。内容述说《星洲网》的大标题“bocor 比 Kencing好听”让人民为该

新闻更是愤怒。15从《当今大马》的报导来看，《星洲网》曾报导过关于月经漏

事件的新闻，但目前在网络上已经找不到该新闻了。目前只有《当今大马》的

4 篇、《光华网》的 1 篇和《光明日报》的 1 篇保留着有关报导。《当今大马》

的标题“不知羞耻胡言乱语”16、“抨两议员“月漏论”歧视女性<br>女权组织

明日妇女部举行抗议”17、“月漏论”两议员终认错<br>但不愿正式向冯宝君道

歉”18、“道歉不彻底，，两议员非大丈夫”19。《光华网》的标题则是“不点

 
14 <月漏论 2 议员道歉“全国姐妹，对不起”>，《光明日报》，2007年 5 月 18日，
https://guangming.com.my/%E6%9C%88%E6%BC%8F%E8%AB%962%E8%AD%B0%E5%93%A1

%E9%81%93%E6%AD%89%E5%85%A8%E5%9C%8B%E5%A7%90%E5%A6%B9%EF%BC%8C

%E5%B0%8D%E4%B8%8D%E8%B5%B7 
15 杨白杨，<不知羞耻胡言乱语>，《当今大马》，2007年 5 月 11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67126 
16 杨白杨，<不知羞耻胡言乱语>。 
17 <抨两议员“月漏论”歧视女性<br>女权组织明日妇女部举行抗议>，《当今大马》，2007 年

5月 14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67176 
18 吴昱莹，<月漏论”两议员终认错<br>但不愿正式向冯宝君道歉>，《当今大马》，2007年 5

月 18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67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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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冯宝君 2议员终道歉”20。《光明日报》的标题“月漏论 2议员道歉‘全国姐

妹，对不起’”
21
。从这些标题可以了解到《当今大马》的新闻标题与另外两个

网络媒体的标题相比显得较为偏激。例如“不知羞耻胡言乱语”和“道歉不彻

底，两议员非大丈夫”，这两个标题可以看出较有个人观点且带有煽动性色彩。

现今社会人们容易被具有煽动色彩的标题所吸引，他们除了抱着关心国家事情

的心情以外，还抱着看热闹的的心情去看待这样的新闻。这样具有煽动色彩的

标题是较为会吸引人们点进去观看的主要原因。 

此外，内容方面可以看到同一个事件，网络媒体的写作手法也有所不同。

例如两位议员莫哈末赛益和邦莫达为他们所说的话语道歉，但不愿向议员冯宝

君道歉的这则新闻。《当今大马》的<“月漏论”两议员终认错<br>但不愿正式

冯宝君道歉>22、《光明日报》的<月漏论 2议员道歉“全国姐妹，对不起”>23和

《光华网》的<不点名冯宝君 2议员终道歉>24，这三则报章都有报导这则新闻，

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会将议员道歉词放进报章当中。《当今大马》会较为着重在

议员们和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莎丽扎面对记者的情况。内容以三个标题

“谴责反对党扭曲事实”、“维护政府才无奈出口伤人”和“道歉对象自然包

括冯宝君”来采访叙述过程。刚开始叙述到两名议员向全国女性做出道歉，但

不肯正式向议员冯宝君道歉。该报章多引用两名议员和部长的言语来叙述当时

 
19 吴昱莹，<“道歉不彻底，，两议员非大丈夫”>，《当今大马》，2007年 5 月 18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67439 
20 <不点名冯宝君 2 议员终道歉>，《光华网》，2007年 5 月 19 日，
http://archive.kwongwah.com.my/kwyp_news/news_show_old.asp?n=85583&rlt=1&cls=101&txt=200

7/5/19/gn2007519_85583 
21 <月漏论 2 议员道歉“全国姐妹，对不起”>，《光明网》，2007年 5 月 18 日，
https://guangming.com.my/%E6%9C%88%E6%BC%8F%E8%AB%962%E8%AD%B0%E5%93%A1

%E9%81%93%E6%AD%89%E5%85%A8%E5%9C%8B%E5%A7%90%E5%A6%B9%EF%BC%8C

%E5%B0%8D%E4%B8%8D%E8%B5%B7 
22吴昱莹，<月漏论”两议员终认错<br>但不愿正式向冯宝君道歉>。 
23 <月漏论 2 议员道歉“全国姐妹，对不起”>，《光明日报》。 
24 <不点名冯宝君 2 议员终道歉>，《光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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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且也加入了议员们和部长面对记者追问的小细节，如“两名议员在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莎丽扎的陪同下，神情沉重地宣布这项公开道歉”
25
、

“邦莫达就不耐烦地回应说”26、“莎丽扎语带怒气地说”27等描写进报章里，

这样的写作手法还原了当时他们面对记者的真实情况，让读者们有画面且想象

的空间。而《光明日报》和《光华网》则描写当天道歉的始末情况。《光明日

报》则以三个标题“与莎丽扎会谈 40分钟”、“京那巴当岸区国会议员拿督邦

莫达的道歉生命”和“野新区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赛益的道歉声明”来叙述当

天的情况。从这些标题来看，《光明日报》将事情有条理的归类并分段分段，

这让读者能轻松地去了解议员们面对记者采访的部分。《光华网》以九个标题

“无意伤害部分人士”、“照顾妇女权益”、“道歉不提冯宝君莫大拉汀：国

会处理·莫哈末赛益：已包括她”、“莎丽扎接受道歉”、“下周内阁汇报”、

“行动党呈备忘录”、“林冠英：政府需正视”、“冯宝君：言语带有性骚扰”

和“章瑛：道歉欠诚意”来叙当天的情况。这些标题是比另外两个报章多。从

标题上来看报章的写作手可以让读者很清楚地截取内文的重点。再者《光华网》

大多以自己的文字来去叙述当天的情况，较为少引用议员们和部长的话语。从

这三个报章的对比，报章的内容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在内，大多都以时事的报

导为主，较少加入个人情感在内。 

为此，据以上的论述延申出了一个问题，网络媒体的记者所报导的新闻是

否会带有个人色彩去描写事情的内容。以《当今大马》的<“月漏论”两议员终

 
25吴昱莹，<月漏论”两议员终认错<br>但不愿正式向冯宝君道歉>。 
26吴昱莹，<月漏论”两议员终认错<br>但不愿正式向冯宝君道歉>。 
27吴昱莹，<月漏论”两议员终认错<br>但不愿正式向冯宝君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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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错<br>但不愿正式冯宝君道歉>28、《光明日报》的<月漏论 2议员道歉“全国

姐妹，对不起”>
29
为例，这两则报章当中都有提及到议员们面对记者采访的神

情，如《当今大马》的报章提到议员们神情很沉重地去宣布道歉，《光明日报》

的报章则提到两个议员神情不同，一个“看得开”，一个“脸黑黑”。尤其可

见，这样的描述出现一个疑惑，当天议员们的神情真的如此吗？还是其实他们

和平时一样呢？因为众人都只认识议员的表面，他们真实地一面是很少人会看

得到，尤其是发生这类事件他们的内心感受是大家体会不到的。此外，经过文

献研究也有可能因为内容或者标题过于偏激导致新闻存在被删除的可能性。上

述也有提及到在《当今大马》有看到《星洲网》曾经有过一篇报章，标题为

“bocor 比 Kencing好听”，但至今在网络上已未能查询。对于这篇报导，

《当今大马》有略提到，据《星洲网》报导，首相署部长纳兹里就认为，Bocor

这字眼是否污辱女性是非常主观的，他个人不认为有关字眼冒犯女性。他说：

“除非说出上述字眼的人有意污辱，这个我不晓得，否则‘破漏’字眼就像小

便（Kencing）一样，甚至比后者来得好听。”30针对这段文章，《星洲网》的

标题也不无道理，单从标题上来看是略含有讽刺性的，感觉是在讽刺着首相署

部长纳兹里。首相署部长纳兹里的不当言论加上《星洲网》的标题激起了众人

的怒火，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因为政治的因素导致报导下架的原因。但也不

排除因为时间久远的关系网络不发达的情况而没有上载此新闻，人们得去买相

关硬体报章才能看到的可能性。 

 

 
28吴昱莹，<月漏论”两议员终认错<br>但不愿正式向冯宝君道歉>。 
29 <月漏论 2 议员道歉“全国姐妹，对不起”>，《光明日报》。 
30杨白杨，<不知羞耻胡言乱语>，《当今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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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月经检查”事件 

 

“月经检查”事件看似如同文字的解释一样，女性若要月经检查，正规的

渠道是到医院做检查，但在 2021 年 4 月份却有了新的含义。据《东方 ONLINE》

的报导有名网民在推特上询问校园是否存在检查月经的作法。该贴文引起了众

人的回应，有些还会分享自己的经历，网民们都希望这样的行为属于骚扰且羞

辱的做法。据了解“月经检查”主要发生在穆斯林女生群体中，尤其是寄宿学

校。当穆斯林女学生没有参与集体祈祷活动都得提供证明书。为了更确定女同

学说得属实，校方会要求他们出示有经血的卫生棉，或以棉花棒、卫生纸或手

指擦拭阴道检查，或让老师、宿舍监护人检查他们是否戴卫生棉。31 

“月经检查”事件的发生了大约七个月，这让各个媒体，如《东方

ONLINE》、《当今大马》、《诗华日报新闻网》、《中国报 CHINA PRESS》、

《星洲网》等都在关注该新闻，时刻的去追踪该事件的进展。故事的发生始于

2021年的 4月，末于 2021年 11月，期间有再度发生“月经检查“事件。据

《中国报 CHINA PRESS》报导，2021 年 10月吉隆坡一所职业院再传出涉嫌对穆

斯林女学生进行“月经检查。此事的发生让高级政务部长（教育部）拿督莫哈

末拉兹（Mohd Radzi Mid Jidin）、教育部秘书长拿督尤斯兰（Datuk Yusran 

Shah）和教育总监拿汀斯利诺扎玛妮（Datin Sri Hajah Nor Zamani Abdol 

Hamid）亲自前往该校了解详情。32此后，教育部也在 2021年 11月 2日发出一

 
31 <MARA查学院被指发生“月经检查”事件>，《东方 ONLINE》，2021 年 4月 22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1/04/22/406861 
32 <再传学习“检查月经”教长亲临了解指控>，《中国报 CHINA PRESS》，2021 年 10 月 27 日，
https://www.chinapress.com.my/?p=272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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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函，写道禁止校方对女学生进行月经检查，如若再次出现将严厉的应对措

施。
33
 

 

图 1：禁止校方对女学生进行月经检查34 

在阅读该事件的相关报导的时候，发现到不同媒体叙述的内容都有所不同。

例如《星洲网》曾在 2021年 11月 7日报导<独家｜教育部发指示禁学校进行月

经检查>35。内容提到教育部发出的禁止校园进行月经检查的公函，且在最后的

三段也大约叙述到月经检查再次发生的开端和教育部高级部长拿督莫哈末拉兹

事后的行动。而《中国报 CHINA PRESS》曾在 2021年 11月 8日刊登了<教育部

正式发指令禁校园检查月经>36。内容和《星洲网》的报导有些许相似，也是提

到教育部发出的那封公函的内容，在最后的两段则和《星洲网》的叙述有些许

 
33王丽琴，<独家｜教育部发指示禁学校进行月经检查>，《星洲网》，2021年 11月 7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p=3403666 
34 Martin Vengades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arah henti pemeriksaan haid pelajar- sumber”, 

Malaysiakini, 8 November 202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98332 
35 王丽琴，<独家｜教育部发指示禁学校进行月经检查>。 
36<教育部正式发指令禁校园检查月经>，《中国报 CHINA PRESS》，2021年 11月 8 日，
https://www.chinapress.com.my/?p=273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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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该媒体大约提到事情的最原始的开端，《中国报 CHINA PRESS》也就是

一名网友在推特询问校园是否存在检查月经的陋习和事后教育部高级部长的处

理。《东方 ONLINE》曾在 2021年 11月 8日刊登过<教育部发通令禁止学校

“检查月经”>37。内容与《星洲网》和《中国报 CHINA PRESS》不相似的是该

报导多数引用《当今大马》的新闻内容来叙述该报导，且阅读中发现到内容叙

述的人物不相同。《星洲网》和《中国报 CHINA PRESS》叙述的公函是由教育

部总监拿汀斯里诺扎玛妮所发出的公函，而《东方 ONLINE》则写道教育部总监

拿督哈比巴（Dr. Habibah Binti Abdul Rahim）发出公函。从这个对比发现到

一个漏洞，也就是拿督哈比巴的任职期在 2020年 1月 10日，第 17任教育部总

监，而拿汀斯里诺扎玛妮的任职期则在 2021年的 6月 22日，第 18任教育部总

监。该公函是在 2021年 11月 2日发出的，签名处也是拿汀斯里诺扎玛妮的前

面。由此可见《东方 ONLINE》所引用《当今大马》的资料出现了错误，导致了

该报章有失误。此外，《东方 ONLINE》与另外两个报导的不同在于后续的叙述，

《东方 ONLINE》的内容也有说到“月经检查”的后续发展，如《当今大马》向

教育部呈疑似涉案的 15所学校名单、教育部设立独立委员会和妇女部组织接收

到多宗有关校园骚扰、霸凌等各案例。 

为此，《星洲网》的发刊日期是 2021年 11月 7日，而《中国报 CHINA 

PRESS》的发刊日期则是 2021年 11 月 8日，比《星洲日报》晚一天发布。媒体

报导不仅在内容方面相似，题目方面也有些许的相似。例如《星洲日报》和

《中国报 CHINA PRESS》的报导标题。《星洲网》的报导标题是<独家｜教育部

发指示禁学校进行月经检查>，而《中国报 CHINA PRESS》的报导标题是<教育

 
37 林淑芸，<教育部发通令禁止学校“检查月经”>，《东方 ONLINE》，2021 年 11月 8 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1/11/08/44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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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正式发指令禁校园检查月经>。从这两个标题上来看，它们是有相似之处，只

是标题上增添或者减少了字而已，如《星洲网》在标题的开头添加了“独家”

二字，《中国报 CHINA PRESS》的标题则没有。且《星洲网》的标题用的动词

是“发指示”，《中国报 CHINA PRESS》的标用的动词则是“发指令”，也在

动词前添加了“正式”二字。“指示”的意思是上级对下级或长辈对晚辈说明

处理个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或是指示下级或晚辈的文字；38“指令”则可以是指示，

命令的意思。39这两篇报导都是在讲述教育部禁止校园进行月经检查，可以说是

教育部向校方发出命令。若有违反，必严厉采取行动。再者《星洲网》运用

“学校”这名词作为标题，而《中国报 CHINA PRESS》则用“校园”二字作为

标题。从这里可以知道这两篇报道在用词方面是有相似之处。不仅如此，这两

个标题还有不同的地方是在秩序方面。《星洲网》的标题“禁学校进行月经检

查”，《中国报 CHINA PRESS》的标题则是“禁校园检查月经”。《星洲网》

用的是“月经检查”，《中国报 CHINA PRESS》用的是“检查月经”。两者的

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词语的秩序方面有所不同。综上所述，这看来《中国报

CHINA PRESS》和《星洲网》在写作架构方面是较为相似的。 

 

第三节：“Libresse 卫生棉”风波 

 

丽贝蕾丝（Libresse Malaysia）是瑞典女性卫生棉用品的品牌，在马来西

亚的知名度算是无人不晓。该品牌一直勇于创新，打破传统，因而在马来西亚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 年），页 1754。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5版）》，页 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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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各项运动，如“月经就是月经”运动、“了解你的 V”运动等，目的是希

望女性不要因为社会传统的因素导致无法对自己有信心，也希望女可以多了解

自己的身体，不要因自己的身体而感到羞耻。而在 2021年 9月 21日，丽贝蕾

丝再次大胆地创新，在包装设计上增添新的元素，以娘惹可巴雅（Nyonya 

Kebaya）为灵感，设计出花卉的图案。但也因为这个元素，遭到伊斯兰宣教基

金会妇女理事会(Majlis Wanita Islam YADIM，简称 MAYA)的抗议和批评，原

因是该花蕊与女性私密部位相似。伊斯兰理事会主席莎菲娜（Dr. Safinar 

binti Salleh）发文谴责该品牌公司在广告中滥用女性私密处图案，并指这是

在不尊重、贬低和侮辱女性。她要求该公司撤回所有印刷、数字和社交媒体上

的相关产品的促销广告。随后丽贝蕾丝为此做了解释后，也将广告撤下了。40 

 

图 2：伊斯兰宣教基金会妇女理事会对丽贝蕾丝的发声41 

 
40 <卫生棉包装有女性私处图案政府组织要求撤广告>，《星洲网》，2021年 9 月 19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20210919/%E5%8D%AB%E7%94%9F%E6%A3%89%E5%8C%85%E

8%A3%85%E6%9C%89%E5%A5%B3%E6%80%A7%E7%A7%81%E5%A4%84%E5%9B%BE%E

6%A1%88-

%E6%94%BF%E5%BA%9C%E7%BB%84%E7%BB%87%E8%A6%81%E6%B1%82%E6%92%A4

%E5%B9%BF%E5%91%8A/ 
41 Masjlis Wanita Islam YADIM, “Dear Libresse Malaysia”, Facebook, 16 September 

2021,https://www.facebook.com/Majlis-Wanita-Islam-YADIM-

532302714378027/photos/70290902398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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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新闻，除了《星洲网》外，其他媒体也在报导该事件，它们主要报导

内容，也添加了与事件相关的内容在内。例如《e南洋》的<花蕊图案被指似女

性私处 Libresse卫生棉撤产品广告>42。该报导的标题即可以很明显了解到内容

所要谈及的事件，内谈及到妇女理事会对丽贝蕾丝的言论，批评丽贝蕾丝不尊

重和剥削女性的身体。事后丽贝蕾丝撤下广告同时也解释到该公司无意冒犯任

何女性或社群。 

 

图 3：丽贝蕾丝对伊斯兰宣教基金会妇女理事会的回应43 

报导的最后也配上了丽贝蕾丝的一个帖文内容“作为一个包容性的品牌，

我们重视每一种声音，并积极接纳对我们提供宝贵的意见或建议的社区。”44

《e南洋》的报导的重点是在于妇女理事会要求丽贝蕾丝撤下广告和丽贝蕾丝

的回应情况，简单且直接的让读者了解到事情的进展。而《东方 ONLINE》的<

 
42 <花蕊图案被指似女性私处 Libreesse卫生棉撤产品广告>，《e南洋》，2021年 9 月 19日，
https://www.enanyang.my/%E8%A6%81%E9%97%BB/%E8%8A%B1%E8%95%8A%E5%9B%BE

%E6%A1%88%E8%A2%AB%E6%8C%87%E4%BC%BC%E5%A5%B3%E6%80%A7%E7%A7%8

1%E5%A4%84-

libresse%E5%8D%AB%E7%94%9F%E6%A3%89%E6%92%A4%E4%BA%A7%E5%93%81%E5%

B9%BF%E5%91%8A 
43 Libresse Malaysia,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valuable feedback”, Facebook, 16 September 

2021, https://www.facebook.com/LibresseMalaysia/photos/4523888817632596 
44 <花蕊图案被指似女性私处 Libreesse卫生棉撤产品广告>，《e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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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棉包装设计似女性私处风波 MAYA 将与 Libresse公司会面>45，该报导内容

大多引用妇女理事会副主席阿斯玛（YB Ustazah Asmak binti Husin）说过的

话语，她认为谈论月经不是一个禁忌课题，因为该课题是根据年龄、阶段和不

同的表达方式去讨论。但她不赞同丽贝蕾丝的做法，该品牌推出的运动是不尊

重女性的行为因为展示了完整女性私处形象，这对伊斯兰教是不合适的。她不

理解如果是让女性更了解自己，为何不使用子宫的形象，认为这与月经更为贴

切。该报导的重点主要谈及妇女理事会主席阿斯玛的相关言论，这可以让读者

更了解主席阿斯玛的想法。再者，《中国报 CHINA PRESS》的<MAYA抗议求撤卫

生棉广告包装花卉设计像女性私处>
46
，该报导着重叙述丽贝蕾丝的风波，同时

也添加了妇女理事会的对此的回应。该报导与前者前者不同的是，在内容当中

配上了一些相关照片和照片叙述，这可以让读者可以节省找原文的时间，可以

透过该报导去阅读妇女理事会所发布的帖文和丽贝蕾丝回应的帖文，从而更加

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除此之外，媒体除了报导事件，也会将相关网民的回应增添进报导当中。

例如《TTN 谈谈网》的<政府组织批评 Libresse！卫生棉包装被指印上女性私处

图案！网民打抱不平！>47，报导除了叙述丽贝蕾丝的风波外，还添加了网民的

回应照片，网民是支持丽贝蕾丝的包装设计，认为该包装设计并没有什么问题。

 
45 叶芯镅，<卫生棉包装设计似女性私处风波 MAYA 将与 Libresse 公司会面>，《东方 ONLINE》，

2021年 9 月 29 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1/09/29/441066 
46 <MAYA抗议求撤卫生棉广告包装花卉设计像女性私处>，《中国报 CHINA PRESS》，2021 年 9

月 19日，
https://www.chinapress.com.my/20210919/maya%E6%8A%97%E8%AE%AE%E6%B1%82%E6%92

%A4%E5%8D%AB%E7%94%9F%E6%A3%89%E5%B9%BF%E5%91%8A-

%E5%8C%85%E8%A3%85%E8%8A%B1%E5%8D%89%E8%AE%BE%E8%AE%A1%E5%83%8F

%E5%A5%B3%E6%80%A7%E7%A7%81%E5%A4%84/ 
47 小妖怪，<政治组织批判 Libresse！卫生棉包装被指印上女性私处图案！网民打抱不平！>，

《TTN 谈谈网》，2021 年 9月 19日，https://tantannews.com/topic/4oeERwNW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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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网》的<卫生棉包装有女性私处图案政府组织要求撤广告>48，内容也是添

加了不少网民的回应，如署名 AddaRamdzi 的网民在女宗教师的帖文贴出该产品

的照片，并留言：“是因为这个包装的问题吗？不需要什么事情都引发课题。

“网民 almondlodonnn直言：“在学校有老师或女宗教师检查学生的卫生棉查

看是否来月经，您觉得这举动尊重女性了吗？”、网民 AD0RABOW说：“这没有

任何贬义。这是自然和艺术，它们并没有在画上使用任何真人的（私处）” 等，

49这些回应可让报导增添了一丝舆论色彩，也了解到社会的看法。此外，媒体的

标题对一篇报导也相对的重要，这可让读者有不一样的想法。例如《谈谈网》

的那个报导，标题为“政治组织批评 Libresse！卫生棉包装被指印上女性私处

图案！网民打抱不平！”50，从这标题来看《TTN谈谈网》放了三个感叹号在标

题中，这可仅吸引到读者的目光还让标题的变得更为重要。再者，《光明日报》

的<网民力挺卫生棉“私处图“包装”难道要放变形金刚吗？”>51，该报导以网

民的回应，“网民问道，为横么包装放私处图案有错的话，难道应该放变形金

钢（Transformer）的图案？”作为报导的开端，52这可以让读者了解到报导的

题目原由。该报导标题不仅携带着幽默感，同时也可以吸引读者想了解的好奇

心。 

 

 

 
48 <卫生棉包装有女性私处图案政府组织要求撤广告>，《星洲网》。 
49 <卫生棉包装有女性私处图案政府组织要求撤广告>，《星洲网》。 
50 小妖怪，<政治组织批判 Libresse！卫生棉包装被指印上女性私处图案！网民打抱不平！>。 
51 <网民力挺卫生棉“私处图”包装“难道要变形金刚吗？”>，《光明日报》，2021 年 9月 19

日，
https://guangming.com.my/%E7%B6%B2%E6%B0%91%E5%8A%9B%E6%8C%BA%E8%A1%9B

%E7%94%9F%E6%A3%89%E7%A7%81%E8%99%95%E5%9C%96%E5%8C%85%E8%A3%9D-

%E9%9B%A3%E9%81%93%E8%A6%81%E6%94%BE%E8%AE%8A%E5%BD%A2%E9%87%91 
52 <网民力挺卫生棉“私处图”包装“难道要变形金刚吗？”>，《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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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社会对于该议题的反映 

 

 

自女性生理议题引起关注以后，媒体纷纷开始报导该事件让社会大众知道，

让社会大众跟进时事。当时事的出现，自然会引起大众们的讨论回应或者是采

取相关行动去回应事件，如政治人物会和政府反应自己的看法等。为此，这章

节主要是探讨社会大众对女性议题的反应。 

 

第一节：留言板 

 

自“月漏论”、“月经检查”和“Libresse 卫生棉”事件传开以后，媒体

不断地在跟进事情的进展。在过程当中，不少政治人物都出来发表自己的言论，

如议员冯宝君虽是受害者，但并没有沉默地让事情淡然消失，反而更坚持自己

的言论，要求对方向自己道歉。他们希望透过言论可以让事情得到重视且有所

改善。 

针对“月漏论”事件，2007年 5月 14日民主行动党副秘书长兼大山脚区

国际医院章瑛发表了自己的言论，题目为<国阵必须惩罚“月漏论”议员，否则

国家将蒙羞>53。该内容谈到马来西亚曾签署过《消除对女性各形式的歧视》公

约，而面对议员莫哈末赛益和拿督邦莫达的在国会的行为是与该公约是有冲突

 
53章瑛，<国政必须惩罚“月漏论”议员，否则国家将蒙羞>，《DAP  Malaysia》，2007年 5 月

14 日，https://www.dapmalaysia.org/cnet/2007/may07/bul/bul1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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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国会和国阵政府如果不采取惩罚行动，这将会被国际社会视为保庇歧

视女性尊严的不良示范，且会遭受批评。
54
透过章瑛所发表的言论，可以了解到

两名议员所做的行为触及到了《消除对女性各形式的歧视》公约，且章瑛也提

到他们常出席国际会议，这代表了他们没有做到尽责去听从会议的内容。不仅

如此，章瑛的内容有提及到国会一张丹斯里南利没有做出公正的裁决，这表示

了他不了解《消除对女性各形式的歧视》公约和国阵政府设立的《性别平等内

阁委员会》的意义。但他的不公正裁决，也有可能是想保庇两名议员的行为。

再者，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也给予自己的立场。他希望前首相纳吉开除那

两名议员，因为那两名议员的行为已经让国家蒙羞，即使他们收回言论和道歉

是不足够的。55可想而知，这两名议员所做的行为严重影响到国家的颜面。但在

前首相纳吉的看法却和前者不同，他认为那两名议员的言论不应该严肃和认真

的看待，若以幽默的的方式看待就好，后果也不会演变成那么严重。56基于前首

相纳吉的言论，本文认为是不赞同的因为那两名议员的行为是在一个既庄严又

严肃的国会上，岂可将此当做玩笑看待。 

此外，民主行动党雪州主席欧阳捍华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题目为<“月漏

论”冯宝君是最大的受害者>57。内容叙述到两名议员是基于社会舆论的的压力，

所以才做出道歉的行为，并非是自己的诚意。而且他们也没有声明道歉对象指

的是议员冯宝君，只是说向全国女性道歉。主席欧阳捍华认为他们在国会会议

上有严重地贬义、歧视和调侃女性的字眼来进行辩论，事后草草的向大众女性

道歉。这样的道歉方式，那两名议员是不会将此放在心上的，也不会从中吸取

 
54 章瑛，<国政必须惩罚“月漏论”议员，否则国家将蒙羞>。 
55 <抨两议员“月漏论”歧视女性<br>女权组织明日妇女部举行抗议>，《当今大马》。 
56 <抨两议员“月漏论”歧视女性<br>女权组织明日妇女部举行抗议>，《当今大马》。 
57 欧阳捍华，<“月漏论”冯宝君是最大的受害者>，《DAP Malaysia》，2007 年 5 月 19日，
https://dapmalaysia.org/cnet/2007/may07/bul/bul1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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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日后也会继续重犯错误。再者，《林吉祥部落格》有看到一则文章，题

目为<‘月漏论’事件——犯错不罚文化>
58
，文章谈到有名欧盟委员会驻马来西

亚大使蒂耶里·农梅（Thierry Rommel）致函于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内容叙述了两名议员发表的“月漏论”并未妥善处理，这对马来

西亚的国际声誉带来很大的伤害。文章的作者认为两名议员应该衷心地向议员

冯宝君表达歉意，这是不仅维护国会良好的形象和马来西亚的国际声誉，也能

清楚地表达到国阵领袖犯错不罚的政治文化已经结束，而不是以两名议员发表

“月漏论”丑闻的字眼来声明事情已告一段落的。他也觉得国家政府的领导人

犯了错误最后都能逃过惩罚的阶段，也无须认错和向大众道歉，即使道歉也并

非诚心。59如若这样的文化继续恶化，马来西亚的声誉也一样继续恶化。 

针对“月经检查”事件，政治人物纷纷给予的想法和帮助来解决这件事情。

社会对此都给出了自己的反应。例如在脸书,有些网民因老师的行为担心国家的

发展留言到，“老师有这样的素质，国家该如何继续发展？（How can a 

country progress when we have teachers of this quality? Sinful!）”。

(见附录 1)有些网民则提供建议，“希望家长（尤其是母亲）多关心，教导自

己的女儿，让她知道，懂得保护自己，免得被不怀好意的人欺骗，侮辱。”

（见附录 2）有些网民对于这事生气地留言到，“真的是变态，那些说不检查

私处就不知道有没有骗人的是变态吧？做 Buku rekod period很难吗？而且如

果在 Buku rekod 发现学生月经不调也可以提早提醒学生父母要多注意学生的身

体。”（见附录 3）有些网民则不认同校园对学生进行月经检查的做法，“这

 
58

 Kit，<‘月漏论’事件——犯错不罚文化继续恶化>，《林吉祥部落格》，2007 年 6 月 21 日，
https://cblog.limkitsiang.com/?p=454 
59 Kit，<‘月漏论’事件——犯错不罚文化继续恶化>，《林吉祥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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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问题其实以是严重的问题了！不应该发生请不要让你的还你活任何一个人

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请家长或任何人都应该验证看待与报警停止这样的错误教

育与伤害。”（见附录 4） 

此外，有些穆斯林女性或是同胞对此事件也分享自己的过去经历。例如某

名穆斯林女学生提到他们轮流进去厕所进行月经检查，一两个小组成员会直接

用手指，隔着裙子触摸我们的阴道部位。（见附录 5）另一名穆斯林女学生则

觉得这样的月经检查让她感到很侮辱且恶心。她还提到自己与其他女同学会在

足球场集合，老师和代表逐一地去触摸他们的臀部，目的是要检查他们的内裤

是否穿着卫生棉。（见附录 6）还与一位女穆斯林学生则说到他们是在附近的

厕所排队，女宗教师会从背后触摸学生，检查是否穿卫生棉。若触摸不到，就

会要求他们拿出染血的卫生棉。（见附录 7）且更有一名穆斯林女学生因使用

卫生棉条，而被女宗教师所羞辱道：“痒到想要阴茎进入你吗？”（见附录 8）

本文对于这样的言语感到有点气愤，因为卫生棉条是给予女生一个便利同时降

低女性私处有感染的问题。而女宗教师不但不理解还因此羞辱女学生，这对该

学生造成心理创伤。除了穆斯林女同学的分享外，其他女同胞也遇到这样的事

情。例如在脸书，某网民评论到：“在中学时，因为经痛，上体育课时要求不

想运动，只想坐在草场旁边休息，被运动女老师叫进厕所掀开裙子拉下地库给

她看看，以示证明，虽然不爽，但还是遵从了。后来每次经期，碰到忧伤体育

课，干脆不去上学或逃课了。”（见附录 9）除了该女网民遇到这类事情，另

外的女网民也是一样因经期无法上体育课，他的女班主任用手去触摸该女网民

的私处，检查是否穿卫生棉。（见附录 10）月经检查事件，不少女性因此遭殃，

这让女性有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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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Libresse 卫生棉”风波，除了媒体报导外，网民也纷纷给予自己的

看法。例如在推特，有网民觉得该花蕊的设计不像女性的私处，“我已经看这

个图案很多次。但是，我还是看不到哪里有私处的图案。我是不是眼睛有问题，

还是我太单纯了？”。（见附录 11）还有网民认同该网民的说法，“我和你想

的一样。看了好几次关于这个的新闻，我都看不出哪里。今天才知道是花朵中

间。”此外，有友族同胞会去买该包装设计的卫生棉，并说道：“这个包装设

计的卫生棉？10/10会去买。丽贝蕾丝，你做你自己。这不是对女性的侮辱。

如果你贝冒犯了，那是你的错。（Sanitary pad with this package? 10/10 

would buy. Libresse, you do you girl. Nothing about this is degrading 

to women. If you are offended by this, then its on you.）”（见附录）

再者，较为气愤的网民对此也评论道，觉得丽贝蕾丝宣传女性身体犹如杜蕾斯

（Durex）宣传性一样。如果不宣传他们自己的领域，还有什么是丽贝蕾丝可以

宣传的。（见附录 12）这些回应大多数都赞同丽贝蕾丝的包装设计，不认为该

包装设计有任何问题。 

此外，在脸书有网民对丽贝蕾丝的风波有感而发，在自己的空间发了一篇

长文，内容说到该网民思考该如何为月经去除污名化，让女孩不觉得月经是件

肮脏和羞耻的事情。因为他的朋友曾经遭受到哥哥弟弟与自己的衣服分开洗，

原因是该朋友肮脏会将霉运带给哥哥和弟弟。这样的传统观念不仅在华人社区，

在友族同胞的社区也有这样的观念，对月经有所偏见。而丽贝蕾丝鼓励女性不

要因自己的身体而感到自卑的运动，但该品牌的包装设计被穆斯林团体指责是

在羞辱女性，因而撤下广告。该网民不理解这做法，思考是丽贝蕾丝羞辱女性

还是保守派的认知问题。他拿大卫像与丽贝蕾丝对比，如果丽贝蕾丝有侮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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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那大卫像则是在侮辱男性。他认为社会缺乏勇气，当遭受保守派的攻击时，

都会选择退缩。（见附录 13）从这个帖文来看人们一直活在保守派的阴影之下，

不敢去突破传统。虽说女性的私处是隐秘的部位，但女性不应该带着自卑和不

自信的态度去面对大众，女性更应该自豪自己身为女生，拥有一个神圣的身体。 

 

第二节：问卷 

 

对于那三则新闻“月漏论”、“月经检查”和“Libresse”卫生棉事件，

本文在 2022年 3月 5日创建了一个问卷调查，目的是要了解大众如何看待这类

型的议题和女性在现今社会的地位。根据图表 3.1的问卷调查，本文找了 25位

女性和 25位男性来填写词问卷。 

 

图表 3.1：性别 

根据图表 3.2，年龄方面比例占最高的是 18岁-25岁的年龄阶层，共有 47位。

而 26岁-39岁的年龄阶层的只有 2 位，40岁以上的年龄阶层只有 1位。 



28 
 

 

图表,3.2：年龄 

图表 3.3 显示，这次被调查者大多都是学生，占 68%；剩下的 32%则是工作者。 

 

图表 3.3：职业 

图表 3.4 可以了解到教育程度方面所收集到的数据大多都是学士学位的被调查

者。 



29 
 

 

图表 3.4：教育程度 

现今社会，人们大多都是透过媒体的报导去了解时事和资讯。透过图表

3.5，这 50位被调查者当中大多都很常用网络去了解时事。 

 

图表 3.5：是否常用网络了解时事 

针对媒体的报导，图表 3.6可以看到有一半以上的人觉得媒体报导曾让他们不

舒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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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6：是否有媒体报导曾让你感到不舒服过？ 

根据表 3.1，在了解时事的同时，他们也有在关注有关不尊重女性的新闻，大

多数的关注者都是女性。 

 男性 女性 

关注 7 13 

不关注 7 1 

中立 11 11 

 

表 3.1：关于不尊重女性的新闻，你有在关注吗？ 

再者，图表 3.7的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的人身边有女性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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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7：身边是否有女性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从这个调查来看，虽然日常不常能看到女性被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但还是有发

生的。此外，据图表 3.8显示对于有关女性的议题，他们都是从社交平台和电

子报章去了解有关女性议题的新闻，较少从硬体报章和电台或者电视去了解相

关新闻。 

 

图表 3.8：从哪里了解到有关女性议题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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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回应可以了解到现今是网络的时代人们都在运用网络去使用媒体来查阅

和了解新闻。可想而知，网络的便利已经逐渐地在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因

此想要翻阅新闻也不再需要通过传统媒体才能了解资讯。 

据图表 3.9 显示关于女性议题的报导，他们认为报导的客观性有待考虑，

有 5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报导不会过于的不客观，也不会过于的客观。 

 

图表3.9：针对女性议题的报导，你认为他们写的足够客观吗？ 

因此报导还是得谨慎、斟酌和带有思考性地去阅读。近几年都有在发生女性议

题的新闻，据表 3.2的结果来看女性都认为需要去着重讨论，男性则只有一部

分人认为需要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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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女性 

应该 20 25 

不应该 5 0 

 

表 3.2：近几年有关女性议题，你认为应该着重讨论吗？ 

可想而知，女性对于该议题的重视程度很高。透过图表 3.10，他们对于本文所

要研究的新闻事件，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了解该事件。 

 

图表 3.10：你了解“月漏论”、“月经检查”、“Libresse卫生棉”事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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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样的新闻，图表 3.11显示 60%的人觉得社会对于此议题仍然保守。

 

图表 3.11：针对第 11题的新闻，你的看法是？ 

在马来西亚，历代以来大家都带着谈论这类型话题都是较为敏感的刻板印象，

所以与生理有关的话题或者是照片难免都会出现害羞和尴尬的情况，甚至觉得

这类型的话题在冒犯女性。据表 3.3 显示这些有关生理议题的新闻，大部分男

生都认为存有不尊重女性的成分。 

 男性 女性 

应该 20 17 

不应该 5 8 

 

表 3.3：针对有关生理议题的新闻，是否存有不尊重女性的成分？ 

这可能是他们认为新闻的内容或者事件都有冒犯到女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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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图表 3.12，有 72%的被调查者认为“月漏论”、“月经检查”和

“Libresse”卫生棉事件是一件不公不义的事情。 

 

图表 3.12：你认为“月漏论”、“月经检查”和“Libresse 卫生棉”事件是

一个不公不义的事情吗？ 

所谓的不公不义，既是偏见、打压、歧视和不平等的对待。针对“月漏论”事

件，女性来月事本是正常的事情，但若是可刻意地以玩弄或者开玩笑的角度去

谈论该事情，这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也暴露了他们思想的狭隘和龌蹉。针对

“月经检查”事件，人们都有隐私的部位，女性也是。“月经检查”已经冒犯

到女性的隐私部位，也让他们的思想带来很大的冲击。这些被检查的对象都还

是学生，检查的事情应交由专业人士去处理，而不是由老师代职。若贸然地去

做“月经检查”，不仅侵犯隐私和个人权益，还会让他们构成身心理的阴影。

针对“Libresse 卫生棉”事件，人们的思想和观点有点传统，让他们觉得以女

性私密处作为包装设计是一件有点过分的行为且贬低女性。但该包装的设计主

旨是要鼓励女性对自己身体要有自信，并非有“不尊重”和“消费”女性的意

思。而且使用女的私密处来宣传为生命并非是一种贬低的行为，因为所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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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确实是与女性私密处的部位有所关联。如果人们刻意将事情放大去谈论的

话，这也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因为会让女性感觉不自在。任何的不公不义都是

因尊重而起的。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尊重的，人们应该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才

进行下一步行动。且人们也应该时常增广自己的知识，这样在看待事情方面也

不会过于狭隘。 

自古以来，女性都处于弱势且跟从的一方。随着时代的改变，女性也渐渐

地独立起来，开始起宣扬和推广女性权益，要求尊重和平等对待。透过表 3.4

了解到大多数男性都认为女性属于弱势且值得被尊重的群体。女性方面则有一

小部分认为女性不属于弱势且被尊重的群体。 

 

 男性 女性 

赞同 14 16 

不赞同 1 5 

中立 10 4 

 

表 3.4：你认为女性是一个弱势且值得尊重的群体 

女性可能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强大，就会得到社会的尊重。透过 3.5的结果，社

会对于女性的议题广泛讨论，有部分男性表示不赞同的；反而女性的赞成率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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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女性 

赞同 12 15 

不赞同 5 0 

中立 8 10 

 

表 3.5：你认为女性的议题应该广泛讨论 

这是女性不认为当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如若女性议题被广泛

地去讨论，那社会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事情的发生不一定是女性的问题。 

此外，针对那三件新闻事件，本文也创建了 9 个相关问题。关于“月漏论”

事件，在图表 3.13中，提供选项 1 至 5表达对于<以女性的的身体作玩笑是不

对的行为>这一观点的赞成程度。不赞成者选择 1 选项，而赞成者则选择 5 选项。

而调查数据显示，5选项与其他选项相对来的高，由此可见大部分的被调查者

都认为以女性身体作为玩笑内容是不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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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13：你认为以女性的身体作玩笑是不对的行为 

从这个数据可以知道随意地去开对方玩笑，尤其是身体上，是一种不尊重且冒

犯到对方的行为。对女性的身体作玩笑，他们表示这是不对的行为且不尊重女

性。而且据图表 3.14，他们也认为对女生开黄色笑话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图表 3.14：你认为对女生开黄色笑话是对他们不尊重 

如若对一个自己不想熟悉的人去开这类型的笑话，实属不合适，也会让对方不

自在。关于“月经检查”事件，图表 3.15显示女性的私密处检查应得到当事人

的同意，这一概念他们表示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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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15：你认为女性的私密处检查需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 

如果对方不愿意或者不自愿的情况下去做检查，这会让对方的心理上造成一定

的创伤，因为他们会感觉不舒服且被侵犯。据图表 3.16，他们认为这样的检查

也应该由专业人士来负责，而不是交给老师用棉签或者徒手触摸的方式去检查。 

 

图表 3.16：你认为如有必要，月经检查应由专业人士负责 

专业人士，如医生，有一定的知识才能避免一些卫生问题，如细菌感染等。但

基于“月经检查”事件的背景是，穆斯林女学生因月事不能完成斋戒而遭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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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老师的检查。本觉得只要女性的私密处没有任何问题，如瘙痒等，是无需

被检查的。透过图表 3.17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都选择中立，他们也觉得因经期

无法工作、上课或是斋戒是无需医生证明书。 

 

图表 3.17：你认为因经期无法工作、上学或者斋戒，需要有医生证明书 

如若有必要呈交医生证明书，这能让女同学可以避免遭受突如其来的检查。关

于“Libresse 卫生棉”事件，该品牌将女性生殖器官作为设计概念或者广告是

有物化女性的成分，大部分被调查者仍然保持中立，此结果可以从图表 3.18看

得到。 



41 
 

 

图表 3.18：你认为有关女性生殖器官的设计或广告是有物化女性的成分 

这可能要基于该品牌的设计师是否有这样的想法。据图表 3.19显示对于这样的

设计的元素是一种跳脱传统的框架，被调查者是赞成这一说法的。 

 

图表 3.19：你认为以女性私密处作为设计的元素是一种跳脱传统的框架 

人们一直活在传统的思想导致他们的想法也处于封闭的状态，设计方面也缺乏

一种新意。这样的突破不仅让人们的思想被打开同时在包装设计上有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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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感。图表 3.20显示他们觉得以女性私密处作为设计概念不一定是为了吸引

大众的一种商业手段。 

 

图表 3.20： 你认为以女性私密处作为设计概念是为了吸引大众的一种商业手

段 

因为该品牌原本是从事销售卫生棉，以女性私密处作为包装设计也是合适的。

因此被调查者也是保持中立的态度去看待该事件。 

针对“月漏论”、“月经检查”和“Libresse 卫生棉”事件，女性应该勇

敢的站出来发言，此结果可以从图表 3.21中看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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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1：针对“月漏论”、“月经检查”和“Libresse 卫生棉”事件，女

性应该勇敢得站出来发言 

这些的问题出现大多都因为人们的知识浅薄的关系，这导致现今社会还保留着

传统的思想，甚至是有歧视或者带有偏见的成分去看待女性。面对这类型事情

的发生或是社会的舆论，女性应该发表自己的想法，多捍卫自己的权益，女性

也值得被尊重和公平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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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结语 

 

 

“月漏论”、“月经检查”和“Libresse 卫生棉”风波事件是社会所关注

的课题。针对这些事件，网络媒体和社会都有所关注，不停地在跟进事情的发

展，且也受到了政治人物和政府的关注。例如“月漏论”事件，相关部门采取

了应有的行动，如了解事情的经过、让议员们道歉等。但两位议员却向全国姐

妹致歉，而不是当事人冯宝君。这也引来了不少政治人物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认为两位议员的道歉并不是真诚的，之后也会重蹈覆辙，且他们的行为也有损

国家的名誉。对此事件，不管是公众人物还是社会大众都不应该拿女性的身体

作为玩笑，这是一个不对的行为。针对“月经检查”，该事件不仅惊动了政府

相关人士还引起政治人物和社会的言论。教育部制止该事件持续发生，向学校

发出一个禁止校方对女学生进行月经检查的公函。这起事件让女性感到耻辱还

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甚至导致他们的内心有阴影。为此，这事情发生后也引来

不少女网民分享自己的经历。从他们的经历可以感觉到当时他们的内心是多么

的煎熬。再者，丽贝蕾丝的包装设计让伊斯兰宣教基金会妇女理事会对此觉得

该品牌是在不尊重和消费着女性，并要求撤下广告。这场风波引来了不少网民

的评论，大多网民都支持丽贝蕾丝的包装设计，同时不理解妇女部理事会的想

法。这三起事件的发生让网络媒体 和社会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对于这类

型的话题不仅没有回避，甚至在各大社交媒体或是在留言板下留下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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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三起事件渐渐地在影响女性的权益和不尊重她们，例如“月漏论”

事件，该议员在公开场合去和女议员开玩笑，这样的行为是在不尊重女性因为

女性的生理构造是天生的，随意的玩笑可能会不经意的伤害了对方。“月经检

查”事件不仅在不尊重女性的颜面，还侵害着女性的权益和自尊心。女性的生

理部位是私密的，是她们身体的一个部位，且若要检查是在不相信她们，这样

是在伤害她们的自尊心。而且检查的手法，如隔着裙子触摸私密处或是臀部、

拿出染血的卫生棉等，这样的手法是不仅是在性骚扰她们，也是在羞辱着女性

和挑战着女性的羞耻心。透过文献的研究，本文感受到社会依旧弥漫着传统的

气息。例如“Libresse卫生棉”风波事件，该品牌的宗旨是为了鼓励女性直面

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再来这一品牌本身的服务对象就是以维护

女性生理为目的。针对对象是女性的私密处，在品牌上的设计与宗旨相符合，

因此大胆地设计构思理应是不存在争议的。 

综上所述，在现今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侵害女性权益或者存被歧视的现

象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只能勇敢的站出来为这些事情进行反击，为自

我权益发声。从这来看，女性的处境已经不同于过往，相反的还占据了一定的

性别福利。但依旧希望维护女性权益的界限能够让女性清晰了解，并不是稍微

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不尊重女性，进行抗议。这样是违背了“维护女性权益”

的初衷，维护女性权益的本意是为了让女性勇于反抗不公平的对待，成为女性

立足于社会的保护伞，而并非利用这种权益来为自己不当的行为或争取利益做

烟雾弹，避免“伪女性权益”的泛滥，使真正的维护女性权益逐步走向极端及

灭亡的方向。理性且真心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方法，应该是争取社会以公平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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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去对待女性，同时肩负起相对应的义务，前进但并不激进，于此与各位女性

共勉之。 

（1766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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