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讓子女從母姓： 

多重關係下協商主體的法意識重塑* 

柯元惠**、王曉丹*** 

<摘要> 

2007 年我國民法修正後，法律賦予了夫妻平等協商子女姓氏的權利。

然而，修法無法改變從父姓常規，現實上並未促成性別平等。既有研究著重

於分析父系繼嗣與父姓常規難以撼動的結構，以及協商者的談判策略。本文

另闢蹊徑，試圖分析成功讓子女從母姓者協商過程的法意識。本文訪談 14

位分別來自 10個成功約定子女從母姓之夫或妻，針對他們從母姓協商過程

中的想法、感受與決定，探究其協商時理解與經驗法律的法意識。研究發現，

協商者並非僅是經歷著文獻所描繪的身分認同與法意識之遞迴，而是在多重

關係中探詢自我，從中找尋相對於結構、家族、家庭與重要他人間的自我位

置。一方面，成功的協商者運用法律賦予的協商權利，以此抵抗在關係中的

性別角色，協商模式包括啟動夫妻關係認同、繞過性別規範、或者拆解主流

論述。另一方面，成功的協商者往往經歷三個重構情感距離的階段：「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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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理解階段：情感不衡平下強化認知對立」、「放棄說服他者階段：情緒強

化下的對抗法意識」以及「心理劃界階段：協商的意義轉化」。研究成果顯

示，突破父姓常規者的法意識並非單向、線性、或理性的認知結果，而是共

構於結構下、人們尋找自我定位、建構主體的抵抗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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