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性戀 學術殿堂中找到養分  

四性研訪會首日 性少數族群名稱一再出現  

 

記者梁玉芳／台北報導  
 

第一屆「性教育、性學、性別暨同性戀研究」學術研討會昨天舉行，同性戀議題成為第一天會議的討論焦點，

由同性戀者的情慾、台灣同性戀運動的反挫，到同性戀者呼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在主流社會

中還未被完全認可的同性戀，在學術殿堂中找到運動賽續的養分。  

由女性主義者、婦女運動、同志(同性戀者)運動者主導這項性的研討會(簡稱四性研討會）昨天在台灣大學思亮

館舉行，在會議討論中，學者、醫師、運動參與者都極力展現「性」的多樣面貌，諸如變性人、無慾族、雙性

戀等「性少數」的族群名稱都一再出現。  

「同性戀」問題成為昨天性學研討的最大焦點，除研究者趙彥寧發表女同性戀者的情慾研究外，婦女新知基金

會秘書長倪家珍以「同性戀論述與運動主體在台灣」為題發表論文。她認為，台灣同性戀運動發展至今已面臨

數次重大反挫，包括多年前某電視台女記者潛入女同性戀酒吧偷拍、台大學生會選舉的惡意曝光他人同性戀身

分事件、「同志」教會的出現等，由於涉及與異性戀霸權之間資源分配、權力結構的改變，因此即使是學生或

教徒也不再能以「神愛世人」、「民主、尊重」等容忍同性戀者，而以反挫姿態打壓。  

昨天的議程最後以「同性戀政治」座談會作結，多位同性戀運動者抒發同性戀者在台灣社會的受壓迫處境，中

央大學英文系副教授丁乃非以「鬼魂」比喻同性戀見不得陽光；倪家珍提出「同性變如何介入家庭的改造運動」，

許多同性戀者不敢曝光，因為怕父母的壓力，在大陸，父母會押著同性戀的孩子遊街示眾；在台灣，父母則是

自責「我是做了什麼孽？」其實「做了什麼」的是孩子，但「難道只有孤兒才能曝光」？  

也有許多人認為，現行的一夫一妻家庭模式不適合同性戀者，但民法親屬編修正草案並未把同性戀者對婚姻、

家庭的要求納入，因此一夫一妻之外的「另類家庭」，也該納入考慮。  

但這些挑戰社會現狀的討論並非沒有「雜音」，討論到禁忌的同性戀問題，也有不知名人士不依程序搶著發言

「上帝造人，本來就有男、有女」訓誡一番，但馬上被主辦單位「消音」。也有醫師質疑，相對於其他變性人，

雙性戀等等邊緣性少數，同性戀者是不是已形成「同性戀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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