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hercis Méndez
簡介

• 目前在Car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Women and 

Gender Studies Department 擔任助理教授。

• 2008年於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獲得學士學位，

主修比較文化 (comparative cultures)。

• 2010年與2014年於 SUNY Binghamton大學選修

Interpretation and Culture Program ，獲得碩士與

哲學博士學位。

近期學術著作

Mendez, Xhercis. “Transcending Dimorphism: Afro-Cuban Ritual Praxis and the
Rematerialization of the Body.” The Journal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Theory, 13.1,
Winter 2014.

"Confronting the Rhetoric of 'Black on Black' Crime: A Response to Derailing
Strategies" The Feminist Wire, March 5, 2015.



主要學術關懷

• 她的學術關懷主要透過種族，性別，性的範疇了解科學與宗教的交織性動態與關係。

• 她不僅強調學術空間多樣化，而且還致力於使知識產生的過程多樣化。她提出以有色人種女性和去
殖民女性主義、性研究和非裔拉丁(女性) 有關離散、宗教、哲學等理論，去重構主流社會關係、歷
史、親密關係的知識論和開展抵抗的可能性。

• 她的博士論文主題是: “(Re)constituting Gender, Bodies, and the Social from within Afro-
Cuban Santería，探討有關在加勒比地區和美國的拉丁裔族 (女性) 和非裔人口有關的各式「儀式
實踐」(ritual practise) 如何改變主流的 “性別”、認知與體現框架、以及宗教信仰和權力關係。

學術研究領域

• 後殖民/去殖民化研究，包含: 有色人種女性、去殖民和跨國女性主義、酷兒理論。區域性研究包括:
拉丁美洲、非裔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 (非裔加勒比宗教和哲學研究)。

• 在課堂上，她強調思想的多樣性，因此在選擇閱讀時，將非主流如:有色人種的非規範性文本。她希
望藉由多元知識的教學取向將有助於創造多元知識空間，可以讓各種經歷都能被看見/發聲。

• 此外， Xhercis Méndez也強調將她自身的學術關懷付諸於行動。憑藉著她曾是前McNair scholar
and Clark Fellow的經驗， Xhercis Méndez開設了許多工作坊教導移民學生如何因應主流的高考程
序。



Notes Toward a Decolonial Feminist Methodology:Revisiting the Race/Gender Matrix

• 檢視何謂性別。批判將性別簡化成身體差異 (body) 的指稱類別，或者只是透過單一與特定的社會
動態定義性別的意義，忽略了性別是在歷史過程中(被)重構化與種族化的。

• 換言之，這篇研究主要挑戰過去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性別研究，批判性別範疇過去如何被特地預設
立場與文化歷史錯誤形塑。

• 透過後殖民的立場， Mendez認為任何人如果要探究壓迫女性的權力動態，就必須回到性別殖民性的
歷史，即透過該種族主體所身處的殖民歷史脈絡來檢視性別如何被暴力的殖民權力逐步影響至今天。

• 例如，在探討有色人種(女性)的生命經驗，應該先理解她們過去的被殖民經驗，這樣才有辦法避免
採用偏差的知識論來詮釋她們狀況。

• 可惜的是， Mendez批判過去有關enslave 的殖民討論卻常常無視性別的歷史化過程，忽略了女性的
差異性經驗。相反地，這些學者都犯上了同質化女性壓迫經驗的錯誤。

• 就如同今天所見般，女性的壓迫處境也只是被置放於男性的對立面，被歸類成她們參與資本主義生
產過程下的勞動結果。

• 這樣子的觀點其實是無法解構複雜的暴力權力矩陣和揭露內部之間的差異性存在，造成性別持續被
利用來進行各種新的性別殖民主義式剝削。



MARI´A LUGONES (1944-2020) 

簡介

• 阿根廷女權主義哲學家、社會評論家、教授

• 生前於1972-1994年期間在Carleton大學教授哲學。

• 之後轉到紐約 Binghamton University 的比較文學與哲學、

詮釋與文化、哲學和婦女研究所任教。

• 2005-2006年再次回到Carleton大學當訪問學者。

• 過去以優異的成績從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s

• 獲得學領域的文學學士學位。

• 1973 年，她在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獲得了學碩士學位。

• 此後不久，她於 1978 年從哲學系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輔修政治學系。



MARI´A LUGONES (1944-2020) 

學術關懷

• Lugones 從拉丁裔哲學知識角度了解有關拉丁美洲、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多重壓迫情況，且對各種形式
的抵抗現象進行理論化。

• 她提出了性別殖民的理論，解釋在性別二元或異性戀文化系統裡，存在著不同的權力階序，同時說明
同性戀或跨性別身份如何不被承認。

• 她在離世前被辦法終身成就獎，表彰她對非殖民主義、女權主義、拉丁美洲和土著哲學以及批判性性
別、種族和性研究的開創性貢獻。

近期學術著作

• Heterosexualism in the Colonial/modern Gender system - Hypatia vol 22 no 1 (winter 2007)

•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in Postcolonial Thinking - Anthropology News. April 2003. With
Joshua Price.

• The Inseparability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 Latino Studies Journal. Vol. I #1, Fall
2003. With Joshua Price.



Towards a Decolonial Feminism 

• 本體論而言，現代性是根據原子的、同質的、可分離的類別形式來組織世界的。

• 然而，當代有色人種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對女權主義普世主義的批評說明了女性的生命經驗是具有差
異性。

• 她們強調必須以種族、階級、性和性別的交織性觀點來研究非白人女性的作法，顯示出女性經驗是超
越固著與簡單的現代性分類範疇所能定義的 (不是只有男/女，黑/白…)。

• 況且現今南方女性 (global south women) 其實是生活於”in-between World” 中，這個空間包含
了她們原有的世界觀，殖民性與現代性建構而成的當代社會與文化範疇，

• 於是乎，要了解這些女性的經驗是必須透過一個結合現代的、殖民的、跟性別系統的研究視角。

• Lugones認為這個視角將可協助我們進一步理論化殖民現代性的壓迫邏輯，亦即它如何產生像性別二
生態、種族與階級等分類邏輯來主宰南方女性。

• 這個理論強調thinking是緊扣脈絡而生的。我們應該認可不同的生活方式與認識模式是具有共存的可
能性。

• 換言之，必須認可subaltern knowledge，協助創造了一個有別於主流的女性論述空間，讓南方女性
透過本身的性別殖民差異性經驗，說明她們如何認識本身的身分，性別和知識論。



Breny Mendoza

簡介

• 學者，女性主義者，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者。

• 1954 年出生於洪都拉斯的特古西加爾巴。

• 她曾在各國生活過，如: 冷戰時期曾在德國。

• 自 2001 年起擔任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性別與

• 婦女研究所教授。

• 2019開始在 Tseng college, CSUN 擔任多元社區發展領導力碩士項目

• 學術負責人。

• 加州州立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所系主任，2016-2019。

• Ph.D.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城市與區域規劃發展學系。

• M.A. Otto Suhr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Germany, 政治學系。

• B.A. Ruprecht-Karl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Germany, 政治學系。



Breny Mendoza

學術關懷

• 女權主義去殖民理論、政治理論、跨國女權主義和拉丁美洲研究領域。

• 研究專長包括拉丁美洲女權主義，婦女與暴力, 性別、種族、階級和性, 婦女與全球發展, 婦女研究
社區服務學習, 女性作為變革的推動者，女權主義理論。

近期著作

• “Latin American Decolonial Feminist Philosoph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with Sandra
Harding.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pp. 104-116.

• Decolonial Theories in Comparison” Journal of World Philosophies Vol. 5 No. 1,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2021) In: Shih S., Tsai L. (eds)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Taiwan and Beyond. Sinophone and Taiwan Studies, vol 1. Springer, Singapore.
https://doi.org/10.1007/978-981-15-4178-0_12



Coloniality of Gender and Power: From Postcoloniality to Decoloniality

• Mendoza 認為反殖民理論是應該是透過分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複雜的權力關係所產生的去殖民化
政治工程。

• 而反殖民女權主義的核心關懷則是對過去和現在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式壓迫提出了挑戰。

• 她在這篇文章中先梳理反殖民女性主義理論的譜系，追溯其豐富的反殖民傳統、後殖民和去殖民理論，
再透過跟有色人種女性主義的學術取向結合，檢視殖民主義、現代性、歐洲中心主義、資本主義、民
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問題。

• Mendoza的文章主透過探究 Maria Lugones、Silvia Rivera Cusicanqui 和 Rita Segato 作品中的關
鍵主題，做出對現代性的另一種描述，指出現代性是一種造成種族和性別等級制度構建的暴力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