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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硏究的必要性及目的 

凡是經曆過絶經的女性都有自己人生中的獨特體驗 ，盡管身體變化對女性來說是一個人生的過程 

，但早在專業或非專業的媒體和書中用 “更年期” “抑鬱” “痛苦” 等代表性的槪念成了象

征 ．因而絶經對女性的作用是否定的 ．一提到絶經使人聯想隨着激素的變化而發  的女性身體 

． 是個無用的衰退的存在 ， 被認爲是社會常用于貶低婦人的 “azhumma”． 

反映以機械論的哲學觀作爲基礎的西方醫學模式的韓國護理敎育中關于“身體”的槪念常分別描

述爲身體的，心理的，文化的，精神的，物理的，生理學的槪念，人的身體被認識爲循環，泌尿

，骨 等各個臟器系統， 醫務人員就像機器一樣對待病人 ．因此，當  多婦女對醫務人員講述

自己的身體變化時 ， 大部分的醫務人員給他們開一些藥或注射 ，給與一定時間的治療 ． 

硏究者開始關心有關女性的身體變化是自從  1977  年至  1992  年的在美國的護士生活的

時候 ．當時 ，隨着護士生活的日子里 ，理解來自于各國的護理對象感到能力有限 ，幷感到不

理解 們的生活 ，實施護理就像盲人摸大象 ，憑自己摸到的部分說明大象的整體的空虛感 ．學

習結束回韓國后 ，給學生講課中又産生了新的矛盾 ，如講授心肌梗塞部分時評 心肌梗塞的疼

痛 ，書上描述爲有無類似“馬蹄壓胸”的感覺，但實際來院就診的病人主訴心肌梗塞時的疼痛類

似爲“拌辣白菜時抹辣椒面的火辣辣的”或“像  出來似的 ” 疼痛 ．外 ，閉經期女性有時因

爲孤獨 ，悲傷的心理變化而來院就診 ，醫生認爲這些現象是 自然的 ，幷用美國開發的 CES-D 

工具測定抑鬱症，判斷心理健康程度．但是 ，CES-D  工具內容是否能如實測定出閉經期韓國女

性經曆的抑鬱的主要因素 ，卽婆  之間的矛盾是値得懷疑的 ． 

換句話說 ，如果沒有對護理對象卽本硏究的重點 ，女性人生的傳統的 ，文化的 ，曆史的 ，生

活哲學的理解 ，那 ，對 們的護理將不是以護理對象爲中心的而是根據護士理解的 ，不是裁剪

而是現成的服裝 ． 

最近 ，以絶經爲主題的病態生理 ，激素治療和健康促進的硏究廣泛開展在西方國家和我國 ( 尹

成愛 ，1992) ，但是 ，關于婦女由于絶經而經曆身體的多種變化的過程 ，身體變化對絶經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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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方面的含義等深入的硏究 不多 ．因此 ，本硏究的目的是理解由于閉經而産生的身體變

化的體驗 ， 幷探索體驗的本質 ． 

  

Ⅱ 査閱文獻和藝術作品 

本硏究將文獻的査詢分爲兩部分  述 ． 通過現存文獻分析東西方對身體的觀念 ,  其次是査

閱在藝術作品中體現的韓國絶經期女性的日常生活 ． 

東西方對身體的觀念 

在東方 ，身體意味着“身”字形態的肉體 ，身體不僅意味着有形的形體 ，也意味着有生命的皿

器 ，具有呼吸大氣 ，消化飮食 ，反射，思考的無形的功能 ．旣由有形的形態和無形的功能協

調的生命體 ．“身”是身體的生物體的同時小宇宙的哲學存在 ．“身”意味着不同于其他生物 

，具有文化生命的哲學 ，宗敎 ，原理 ，藝術等的總體槪念 ，曆史性的存在 ． 

“身”由神 ，氣 ，血 ，精 4 個部分構成 ．人的身體隨着自然規律周期性的活動 ，對女性來

說代表性的是月經 ．這一點說明宇宙的陰 ，陽的協調是伴隨着身體的構成因素的陰陽協調而維

持的 (Kim, 1984 ，參考圖 1 , 2 )． 

卽人的身體是隨時變化的生命體 ，意味着時時刻刻在變化 ，在民俗信仰上 ，人的身體是超越的 

，超自然的存在 ，在自然和個人所屬的共同體之中 ，是自然和超自然相互交換 ，超越的存在和

超自然的力量活動的空間 ，是共同體的痛苦和歡樂交集的吻合 ，身體是超自然 ，人是在共同體

的關系中的有機體和整體 ． 

圖 1     韓國的身體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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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洋的陰陽理論中 ，中年時期意味着金 ，萬物成熟 ，收獲之意 ，中年又意味着秋 ，太陽落山 

．卽金是經濟與財産的表現 ，中年吃住經濟是第一 ，又稱黃金時期 ． 

圖 2   東西方的身體觀念 

西方 東方 

〉  身體的 〉  身體是有形的形體和無形的機能協調的生命體  

〉  身體由神 ，氣 ，血 ， 精四個因素構成 

〉  情緖的 〉  人的身體隨着自然的規律具有周期性的活動 ， 如女性月

經期 

〉  精神的  

〉  靈性的 

〉  身體是沒有假的 ， 有生命的有機體 ， 通過小宇宙相生

相克的關系 ． 不斷變化的生物的 ， 個體的同時哲學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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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 ． 

藝術作品中的絶經期韓國女性的日常生活 

爲對我們最一般最近 ，最淸楚的東西的結構性分析 ，現象學要求我們的直接的 ，一般的經驗 

．人的行爲 ，行動 ，意圖經驗等 ，我們在生活世界里的活生生的描述 ．因爲就是在這些資料

中可發現實際生活環境中的人的存在 ，發現壓縮和超越形態的人的經驗的多種性和可能

性  (Van Manen, 1990)． 

Van Manen (1990) 指出 ，良好的文學 ，詩或藝術作品等可提高現象學的實際觀察力 ，回顧性

經驗可提供依據 ．我們參考文學其理由是文學和藝術能  給我們提供個人每日的經驗的循環中

表現的  富的檢驗和觀察力 ．特別是美術 ，通過素材傳達可視的 ， 可理解的含義  ． 

金宗禮的作品顯示雖然韓國已進入産業近代化的時代  ，但由于習俗觀念 ，對于女性社會的基

本觀點是被壓迫的含 的韓國女性形象 ． 

圖 1 

面對結婚 20 年后 ， 經曆了絶經的女性 ，丈夫還是要求結婚時的新鮮 ，美麗 ，年輕的女性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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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這時期婦女多意識到他人的注意 ，外出時也 記家里的事情 ，所以圖表現爲用水壺替項 ，子替

耳環 ． 

 

圖 3 

顯示不管丈夫歲數多大 ，夫人理應從頭到脚照顧丈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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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硏究方法 

1. 硏究設計 

本硏究以有絶經經驗的韓國女性爲對象的關于身體變化的體驗的解釋學性現象學硏究方法 ． 

2. 收集資料 

硏究對象爲居住在漢城的有絶經經驗的女性  6  名 ．從 1999 . 7-11 期間分 2  次進行面

談和觀察 ，深入面談時錄音 ，取得硏究同意后收集了資料 ．將面談內容錄音后 ，打字成文幷

儲存在軟盤里 ．將打印出的資料用于分析上 ．硏究者和硏究協助者將筆記了大部分個案面談的

內容 ，面談當天放錄音 ，硏究者和記錄者聆聽錄音幷計  下一次的面談 ．對面談 ，雜志和各

種藝術作品以及其他資料的分析   用了 Van Manen  的方法 ，確認了主題結構 ，共同主題現

象的含義和本質 ． 

1) 確認硏究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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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確定質性硏究的方法論的正確性 ，考慮了 4 個理論點 ．實際价値 (truth value) ，活用

性 (applicability) ，一貫性 (consistent) 以及中立性 (neutrality) (Guba & 

Lincoln,1981)．第一 ，實際价値存在于人們自覺的經驗或對人間現象的發現中 ．首先考慮對經

驗的描述能否使經曆者相信 ，而本硏究中參與者的硏究結果中顯示了這一點 ．第二 ，作爲資料

的活用性來評价質性硏究的活用性 ．第三 ，一貫性表現在被利用于資料收集和效度的其他藝術

作品的實際硏究的各種方法 ．第四 ，中立性 ，中立性與在硏究過程中避免偏見有關 ，硏究者

通過對過程的描述和民事避免個人的偏見 ． 

2) 對硏究參與者的考慮 

硏究者保護了參與者的面談過程 ，充分說服了硏究結果的外流 ，幷說明了硏究帶來的利弊結果

的可能性 ．確認了參與者的理解 ，取得同意 ，事前硏究等過程中硏究者起到了擁護者的角色 

，充分考慮了人權問題和保護問題 ． 

硏究開始前先向硏究參與者說明硏究目的及過程 ，幷說明了硏究過程中隨時可退出 ，獲得了書

面同意 ，整個過程促進了硏究者與參與者之間的信賴關系 ． 

3.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是根據 Van Manen 的硏究階段的解釋學性現象學性反省階段 ．現象學反省包括主題分

析和決定主題的本質兩個階段 ．主題分析階段包括生活世界中描寫的主題的暴露 ，主題陳述分

離 ，語言的變形 ，收集藝術作品中的主題的陳述 ．Van Manen (1990) 指出現象學主題就是關

于經驗的結構 (p.59)． 本硏究通過錄音 - 放錄音幷作筆記 ， 討論其正當性 ， 提供增加或變

化某些部分的機會后確認主題 ． 

Van Manen (1990) 指出了確認某一現象的主題的兩種方法 ．第一是特征接近法 ，  一個是行

間接近法 ．特征接近法指的是硏究 佛閱讀或停某種有特別參考价値的表現或說話 ，而行間接

近法是參考硏究參與者所陳述的所有內容確認文章或說話對經驗意味着什 ?   本硏究  用了

硏究參與者 任何列出反復涉及到的文章的行間分析法 ． 硏究參與者體驗的隨着身體的變化的

含義如下 ： 

1) 歲月的痕迹明顯 ，退色的銀戒指 

經曆過絶經的的硏究參與者通過發現身體的變化 ，歲月的流逝正如落山的太陽 ，黃昏 ，新婚初

閃閃發亮的銀戒指隨着歲月變得無光澤 ，變形 ，他們將身體的變化具體描述爲： 

年輕時胸脯  (乳房)  非常漂亮而大 ，生三個孩子后纖維縮小 ， 覺得  傷心 ． 當時皮膚

非常潤滑的 ，而現在下腹 ，大腿 ，乳房內側都堆積了脂肪 ，這就是做  的路 ． 

年輕時生氣勃勃 ，現在已成廢物 ．總覺得浮腫 ，精神一集中眼睛就發痛 ．經常打 睡，一回

家就想 着 ，一次街就覺得喘 ，也不能提重的東西 ．全身到處有毛病 ，變成沒用的東西了 ．

有一種像機器到壽命到了該廢的時候的感覺 ．年輕時不知道累 ，現在經常關節痛 ，腰痛 ，現

在沒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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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結婚前的心情照舊 ，因此 ，爲不知不覺中到來的身體變化有時感到悲傷 ．更傷心的是

准備出門 ，打開櫃子試穿衣服時才知道光忙碌生活也沒給自己准備一件外出服裝 ，衣櫃里的衣

服看起來都能穿 ，但一個也不合身 ，不知不覺中我變成  嫂 ，突然湧出孤獨感 ，覺得 自卑 

．由于就近的物體模糊不淸 ，發悶 ，小便的次數越來越頻 ，難忍住小便 ．每當這時就覺得  

不耐煩 ，同時感到自己在老化 ． 

2) 氣在弱化 

硏究參與者逐漸覺得氣在弱化 ，衰退 ．本可以當天完成的事也願意向后推 ，缺乏自信感 ．如

果說年輕時追求的是理想 ，那  現在更忠實于現實 ．年輕時事事如意 ，有魄力 ，現在這些都

沒有了， 就做一些該做的事 ，那也忙不過來 ．不知道過去  回前后不顧的干活了 ，現在讓我

做也做不成 ．小時候 ，做這些總是覺得生活變好 ，不知麻煩 ，也 有挑戰精神 ，而現在就不

知做這種事干什 用而覺得空虛 ，也沒有什 變化 ，如果說年輕時有理想和夢 ，那 現在追求

的是現實主義 ，有病就休息 ，一天天的對付着過 ．身體就像吃水的棉被 ，吃了飯就全身變軟 

，早晨還可以 ，但一到晩上就不願意動 ．稍過分 ，就全身 ，大腿發腫 ，年輕時  24  小

時  OK ,  而現在  24  小時失敗 ． 

3) 能預測陰天的身體 

硏究參與者相信自己的身體正如大宇宙中的小宇宙 ，自然界的現象通過起床達到身體 ．如氣候

變化 ，一到陰天 ，身體就如實的表現 ，這一點就是東西方對身體的不同觀點 ． 

別人說 ，一到陰天全身關節從手到脚都酸痛的時候 ，我還半信半疑 ，現在生孩子后 ，每當有

像被 打了一樣全身疼痛 ，腿麻時就是陰天 ，驚人的准確 ．到桑拿浴熏一熏 ，喝一些紫菜湯 

，就好多了 ． 

開始就一個部位疼 ，接着就是整個腰都疼得不能伸腰 ，結果腰也彎了 ．所以 ，個子也變矮了 

．不是每天都疼 ，一周有  1-2  次發作 ．就是腰酸得不能直起來 ．骨質疏松在圖片上看骨 

上有 多窟 ，眞 人 ．可能因爲這些 ，腰就象受了風一樣寒冷時  ，第二天准是有雨 ．夏天

下雨寒冷就得蓋棉被 ，身就舒服 ．反之 ，全身酸麻 „ ． 

4) 愛惜只留殼的身體 

硏究參與者感到絶經前自己在家里是爲高三子女的大學考試和丈夫在事業上的成功的   蛋殼 ．

絶經，使  們開始注意身體 ， 簡單的身體變化也驚動  們 ， 感到應將自己在家的人生价値

放在類似   蛋黃的位置  ， 同時更注意身體 ． 

硏究參與者   述過去我不顧自己的身體 ， 爲孩子都消耗掉 ． 我該注意自己的身體了 ， 聽

說關節有問題 ， 所以補充含  的營養制劑和飮食 ，用蒸汽熏一熏就輕松多了 ．希望老得好看

一點 ，但覺得越來越丑 ．我的精氣全被丈夫 ，孩子耗盡了 ，里面全空了 ．孩子養大了 ，留

的是空殼 ．希望得到補償 ，重新過一次人生 ． 

人老了 ， 現在可注意身體了 ． 過去病了也沒在意 ， 現在一病就想象是不是得什  不治之症 

，感到自己也不能信任自己的身體 ．比過去有余 ，但對身體越來越沒有信心 ，比年輕時更注意

吃 ，隔一頓也迷糊 ，所以應留意一天三頓飯 ．過去與朋友聚會常在  館 ， 現在常在飯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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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館的次數少了 ， 可能就是因爲這樣人家叫我們 “azumma”． 感到人老了 ， 自己應注

意自己 ，要  自己怪可憐了 ．因此 ， 凡是對身體有好處的我都做 ． 

5) 和年齡成反比的人生的珍惜 

對絶經女性的社會態度是否定的 ．醫生們說只要服用成爲現代醫學的不老草的女性激素類藥就可

尋回靑春．但是硏究參與者   述盡管隨着絶經身體是衰老 ， 但珍惜用任何東西也不可能替代

的過去的人生意義 ． 

不是說 ，婦女隨着老化其价値也下跌 ?  不是 ．大學一年級是金 ，二年級是銀 ，三年級是銅 

，四年級是鐵 ?  在社會也那樣 ．社會是屬于年輕而漂亮的女人的世界 ．這些女人也不接受老

化 ，年輕時覺得老化是丑 ，不過自己歲數大了感到老化就等于季節 ，感到我的過去 ，現在都 

珍貴 ．老人們 上的一道道皺紋反映  富的人生 ． 

6) 舒適比魅力更好 

參與者們過去追求的是在別人眼里的魅力 ，性感的身體 ，而隨着絶經 ，體形的變化 ，現在比

魅力更追求舒適 ．過去買衣服時要買漂亮的衣服 ，現在一心想買暖和的衣服 ，這可能是因爲老

化 ，但也意味着興趣的變化 ．過去穿  脚的高  鞋時不知脚多 疼 ，現在讓我穿我都不能穿 

，當然 ，現在也喜歡漂亮  ， 所以化 ，佩帶裝飾品 ，但遠不如年輕時 ． 

7)  迫切希望回到過去 

參與者過去望着自己的母親想自己不會變成那樣 ，但有一天突然發現現在的自己 像自己的母親

時 ，産生否定的衝動 ，陷入過去年輕時候的喜悅 ， 自信和無限的夢想中的回憶中 ． 

孩子都長大了 ，各 自己的路 ，我自由了 ，想小姐時那樣化個 ，穿漂亮的衣服 ，干自己想干

的事 ．就像靑春期 ，連天氣的變化也使自己産生一種興奮感 ． 想裝扮頭 ，想年輕時的體形 

，想回到當時的我 ，也感到只顧做自己的事情的孩子和丈夫太無心  ． 

從 24 歲開始   發了 ，就是和現在一樣圈圈的 ． 隔兩天去一  美容院，別說，當時 也是

個挺美的 ，看照片也能看出來 ， 也愛穿裙子 ，在單位也  有吸引力的 ． 

還是年輕的時候好 ，因爲可以做    多夢 ，什 也都能做 ． 一結婚被丈夫和孩子  住 ， 

還是只管自己就行的姑娘時候好 ．  想回到小時候 ，與男朋友約會 ， 旅行  ． 

8) 挑戰新的生活 

參與者迎接第二人生 ．但幷不是新的挑戰  ，而是努力實現年輕時未能如願以償的事情 ． 

絶經后朋友們聚在一起有賭博的 ，參加健美操的等各者尋 不同的路 ． 這時候開始出現明顯的

性格上的差異 ．靑春時期願意挑戰 ，歲數大了 ，月經停了后不是開始新的什 ，而是努力追求

過去想做的事 ，卽努力自我開發 ， 尋求自我實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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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停了后産生心理矛盾 ，而這是最重要 ．這時有去練歌廳的 ，重新開始學習的 ，學揷花的

各走各的路 ． 

9) 加深同性間的友情 

硏究參與者說願意將  多的時間與高中 ，大學同學或朋友一起過 ．在有濃厚的儒敎文化的韓國 

，作爲子女應伺候父母的觀念中的硏究參與者思考方式可以說特殊 ．特別是與中學 ，大學同學

頻繁的約會中可以相互理解老化和孤獨 ． 

隨着歲數變化 ，丈夫身上有老人味 ，吸煙后手背上能聞到尼古丁味 ．所以 ，不願意和丈夫在

一起了 ．覺得丈夫不耐煩 ，有時偶爾想自己過更好 ．以前聽說 ，過 60 歲后丈夫先走

是  6  福之一時覺得有點  人 ， 逐漸也不覺得  樣 ， 現在各用各的房間 ． 

丈夫像保護屛 ，只是擔心如果沒有丈夫 ，孩子們也 不起我，不照顧我 ．歲數大了 ，希望丈

夫的工作單位離家遠一點 ， 這樣就可以偶爾回一  家了． 

本硏究中經曆絶經的女性 ，隨着每月必到的月經的停止 ，身體下 ，心里常感到空虛 ，悲傷 ．

發現常常獨自走過來的自己 ，望着白頭發和皺紋 ，開始面對死亡 ，面對將從與丈夫 ，孩子一

起生活到獨自的形象 ，將自己形象爲  擦也不想以前一樣發亮  ， 而是退色的 ， 發舊的銀

戒指 ． 

由于自然的循環 ，每月定期到來的月經的停止而感到自由 ，但難免有一種舍不得的 ，沒有希望

的雙重感情 ．重視接種傳代的韓國女性認爲月經是傳代的希望 ，女人的生命 ，因此 ，月經的

消失可成爲回顧作爲女人的過去的人生的轉折點 ．特別是經曆絶經的女性在子女的成長中尋  

自己的變化 ， 自己是在子女和丈夫的成功的過程中盡了妻子 ，兒 ，母親的角色 ， 全身心的

爲家庭而生活的絶經女性們重新回顧自己的過去 ，開始尋  只屬于自己的人生 ． 

外 ，感受身體的衰弱的同時 ， 珍惜生活經驗的女性們感到自己是個有价値的存在 ，其价値無

法用年輕來兌換的 ，是只屬自己的 ，將絶經比喩爲  收之秋 ，人生的黃金時代 ．認爲過去的

自己在子女與丈夫的生活中的自己好像晩霞 ，現在終于迎來了爽快的早晨 ，可看到自由的 ，能 

理解一切事物的婦女形象 ．特別是參加面談的參與者們隨着絶經 ，注意聽長輩的話 ，重新認識

老人 ，從 們的語言和形象中創造自己未來的形象 ．自從女性迎接絶經 ，與同學 ，同性朋友

在一起的時間相對增多 ，通過身體與自然的一致逐漸向自然回歸是表現韓國文化的獨特性 ． 

Ⅳ 結論與提議 

爲理解經曆絶經的女性經驗的本質 ， 本硏究 用了現象學解釋學性硏究方法 ．從  1996  年

對  6  名硏究參與者深入面談進行收集和分析了資料 ． 其結果如下 ： 

1. 歲月的痕迹明顯  ， 退色的銀戒指 

2. 氣在弱化 

3. 能預測陰天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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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愛惜只留殼的身體 

5. 和年齡成反比的人生的珍惜 

6. 舒適比魅力更好 

7. 迫切希望回到過去 

8. 挑戰新的生活 

9. 加深同性間的友情 

根據硏究結果 ，絶經女性經驗爲基礎的敎育內容和多方面的硏究 ， 可以開發適合韓國實際護理

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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