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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因為同性戀的議題愈來愈被重視，也有愈來愈多人開始接受他們，台

北市也開放同性伴侶的婚姻登記，所以，我們想了解，究竟有多少人能夠完全接

受「同性戀」呢?如果不能接受又是為了什麼? 

 

二、研究目的 

 

(一)藉由閱讀來了解作家眼中的同性戀。 

(二)藉由查詢資料與街訪的方式來了解大眾對於同性戀的接受度。 

 

三、研究方法 

 

(一)上網或是至圖書館查詢有關同性戀的資料以及有關於婚姻的法條，更深

入了解同性戀的一些成因或是想法。 

(二)閱讀小說與漫畫來比較現實中與書中的情侶有何不同。 

(三)設計問卷，以街訪的方式訪問各年齡層的民眾對於同性戀的看法。 

 

貳、正文 

 

一、認識同性戀 

 

我們想知道各大出版社對於「同性戀」的定義是什麼，於是我們查了字典。

發現辭海對於「同性戀」的定義如下: 

「變態性慾之一，對於同性間發生性慾的戀愛與嫉妒，成為女性男或男性女

之現象者是。」(台灣中華書局辭海編輯委員會，2015) 

「同性間產生性吸引力，或個體須藉同性對象方能滿足獲得性慾滿足。」(三

民書局，2000) 

這令我們感到十分意外，這些有關於同性戀的解釋都較為負面。我們不禁要

問：這樣的語句出現在工具書上真的妥當嗎? 

隨著時代進步，出櫃的年齡層也跟著下降，有些人甚至在國小三、四年級便

發現自己對於同性別的同學產生興趣，起初，有不少人會認為自己與眾不同而覺

得自己很奇怪，但是，他們經由網路認識了更多像他們這樣的 Queer(泛指非異性

戀者)，發現其實世界上有很多跟他們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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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同性戀者對於自己的性別會感到不舒服，因此在網路上可以找到

「genderless」（中性、無性別）這個字眼，也才會引申出「Queer」這樣的名詞。

他們不會將自己歸類在某種性別，他們就是 Queer，非異性戀而已。 

「隨著醫學心理學的發展，同性戀的分類加入了性慾望與行為，性慾望被視

為一種固定的取向，所以人可以依性傾向分為異性戀與同性戀」(林本蕙，2002)。 

「1973 年 12 月 15 日，美國精神醫學會宣布將同性戀從心理異常的名單中移

除，而美國心理學會也發表聲明支持上述的行動」（Rothblum，2000）。 

有人認為同性戀是不是受到環境影響而產生的，認為他們是受到感情創傷，

或是生活中比較少出現異性，甚至覺得他們是因為家庭的不健全，才會導致這樣

的結果。但是，在我們生活周遭的同性戀者真的都具有上述的經歷嗎? 

也有人認為，是因為傳播媒體愈來愈發達，導致資訊接收的太快，才會出現

同性戀。有一個名詞，叫作「柏拉圖式戀愛」，主張達到心靈的相通，它也稱作

「蘇格拉底式愛情」，用來比喻蘇格拉底和他學生之間的愛慕關係。這個名詞來

自於古希臘，當時的他們對於「愛情」只注重心的溝通，而與性別沒有太大的關

聯。由此可知，現在的同性戀小孩，跟以前的同性戀小孩是一樣的，同樣是覺得

自己能與對方達到心靈的契合，並不是遭受影響。 

「同性戀不是一種病」。他們和我們並沒有什麼不一樣，只是喜歡的對象是

同性而已。但是當他們向父母親坦承自己喜歡同性時，還是有一部分的家長無法

理解，不過有更多是願意去包容自己的孩子，甚至去為他們擋下許多無意義的排

擠、批判，讓更多人願意去坦承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身為異性戀的我們，都記

得自己小時候暗戀過誰，但是當我們面對到這些同性戀者時，卻不願意去面對他

們心裡的愛。 

隨著時代進步，我們能接受來自不同國家的人，那又為什麼不能接受與我們

有不一樣性向的他們呢?對他們而言，「性向」不是一種選擇，是與生俱來，就像

我們喜歡一個人的什麼特質，也是天生的，不會以強迫的方式逼自己一定要喜歡

哪種類型的人，我們又為何不能接受他們? 

 

二、在台灣的同性婚姻 

 

「2004 年 11 月，英國議會通過的《民事結合法案》允許情投意合的同性戀

者締結某種類似婚姻的民事結合，而終於在 2005 年 12 月 21 日通過了同性戀婚

姻合法化。」（黃貞貞，2006） 

在 1989 年，丹麥也發起了有關於同性伴侶註冊的議案，他們能夠享有某些

與異性戀夫婦相同的權利，如:繼承、保險、社會福利等。並且於 1999 年開始，

他們可以領養其配偶的子女。除此之外，還有非常多國家認同同性婚姻是合法的，

如:美國、荷蘭、加拿大......。 

雖然在台北市已經通過同性伴侶的婚姻註記，但是根據民法第九百七十二條：

「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民法第九百八十條：「男未滿十八歲者，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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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民法第一千條：「夫妻各保有其本姓。」、民法第

一千零一條：「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民法第一千零二條：「夫妻之住所由雙

方共同協議之。」及民法第一千零三條：「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五南

法學研究中心編輯，2015)中可知我國法律仍不認同同性婚姻是有效的。 

在台灣，不論同性伴侶的婚姻是多麼的浪漫、感人，他們的婚姻仍然不具有

法律效力，也不能夠像異性婚一樣能夠行法律上的「夫妻」關係。期盼在未來能

夠有更多人為他們發聲，讓台灣也能像其他認同同性戀的國家一樣，爭取法律修

正的機會，讓同性婚姻合法化。 

 

三、有關同性戀的事件、人物、電影及活動 

 

(一)事件 

 

石牆暴動:發生於 1969 年 6 月 28 日，當日凌晨 9 名紐約市警察進入格林威治

村的石牆酒吧臨檢，一如往常地逮捕了幾名未帶身分證明的同性戀者，突然，一

名被捕的女同性戀者戴著手銬逃脫押解，警察立刻將她壓倒在地，她邊掙扎邊對

圍觀者喊：「你們怎麼不想點辦法？」群眾累積已久的情緒終於爆發，開始向警

方投擲石塊和瓶子，三小時內，酒吧外的抗議人數達到了五百多人，最後示威持

續五個夜晚。此事件發生後一年，紐約市民為了紀念這場抗爭，聚集在中央公園

展開遊行。同性戀的工作權、結婚權也逐漸受到重視。 

     

(二)人物 

 

李奧納多˙達文西:他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雕刻家、建築師、音樂家、

數學家、工程師、發明家、解剖學家、地質學家、製圖師，植物學家和作家，在

他成長過程中，父親娶過許多妻子，他也缺乏母親照顧，推斷是因此而對女性產

生排斥。加上他長年與同性相處，生命中也少有女性伴侶的出現，常有人認為他

就是同性戀。然而，在 1476 年，達文西被控以同性戀罪行，最後宣告無罪。他

究竟是不是同性戀呢?恐怕這也無從知曉了。 

漢哀帝劉欣:「斷袖」一詞便是源自於他與董賢，一日，董賢躺在漢哀帝的

袖子上睡著了，當漢哀帝醒來後因有急事需要處理，卻不忍叫醒董賢，於是將袖

子割斷。此事引起許多妃嬪相繼模仿，此後，「斷袖」一詞則用來形容同性戀。 

知名主持人蔡康永:其實，說他出櫃也不太正確，因為他一直以來就沒有不

承認自己不是同性戀，但是因為他認為「出櫃也沒什麼了不起」，讓許多人覺得

「其實同性戀也沒什麼不一樣」。而自從他出櫃的那一天起，他成為許多人的榜

樣，卻也承受著許多壓力。對於異性戀而言，同性戀可以是茶餘飯後閒聊的話題，

但對他們來說，那卻是生活。他曾在社群網站上貼文:「但願有一天，不會再有

人為了跟我同樣的原因而感慨落淚。」這句話表達出他對於社會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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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影 

 

斷背山:主角恩尼斯與傑克必須要靠異性戀的婚姻與子女來包藏最底層的性

向，必需借用世俗的假面來壓抑翻滾的情潮，他們只能在人煙罕至的山上相愛，

因為他們之間是禁忌的愛，孤絕是寂寞的，孤絕卻「安全」的環境因而釋放了他

們的心靈，解放了他們桎梏的情欲……。這是部華人導演李安的作品，電影上映

之後引發了社會對同性戀議題的關注，讓我們想想，倘若電影中的時空背景是對

於同性戀是包容、友善的，那麼兩位主角的結局是否也會有些不同?反觀現代的

台灣，距離故事中 1963 年代的社會已有好一段時間了，人們對於同性戀的看法

是不是也該有所改變了? 

    為巴比祈禱:故事中發現自己是同性戀的高中生巴比，既得不到家人支持，

更受到當時社會的瞧不起，傳統的基督教義以及性別刻板印象，使社會大眾認為

同性戀是種罪，在這些壓力下，巴比決定以自殺終結他的生命。電影中主角因為

社會對於他的負面觀點，最後走上了自殺這條路。可見一個環境會改變一個人的

心情，如果能有一個友善的環境，那麼也不會有這樣的憾事發生了。 

 

(四)活動 

 

彩虹路跑:主張著「透過路跑，傳達愛是自由。」讓更多人了解平等的愛與

被愛，尊重彼此的不同，藉由路跑，向大家宣達愛與平等，不應具有你我之分。

這個活動是歡迎大家共襄盛舉的，不僅僅是為了同性戀，也是為了維護社會中的

平等關係，「不一樣，又怎樣」，希望大家以客觀的角度去包容每一個人。 

 

四、理想中同性戀與現實中的差別 

 

我們常在小說中看到許多不一樣的同性戀情侶，他們總是羨煞眾人。但是，

他們總有一個共通點:剛開始無法相信自己是同性戀。 

 

其實內容為同性戀的小說、漫畫與內容為異性戀的小說、漫畫並沒有什麼不

一樣，它們同樣是想表達自由、單純的戀愛，可以不去顧忌太多，就這樣自由自

在的戀愛，但是，書中與現實生活中的情侶差別可就大了。 

 

我們將書中的理想同性戀與現實作比較，整理出下列差異： 

 

    (一)在書中，我們會見到主角發現自己愛上一個和自己同性別的對象，然

後經過一陣的追求，赫然發覺原來對方也愛著自己。但是，在現實中真的有那

麼容易嗎?雖然現在社會中，每個人身邊或多或少都有一、兩個同性戀傾向的

親人、朋友，但是，要找到能真正與自己契合的那個人有那麼簡單嗎?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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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發現喜歡自己的人是個和自己相同性別的人，想必還是有許多異性戀者無

法接受吧!而且，若像是書中主角一樣展開追求，甚至是表白，會不會遭受拒

絕呢? 

 

    (二)書中，有些主角的父母親想法很開明，不會去干涉他們的戀情，就算

不同意，那就離家出走。但是在現實中，並不是所有人的父母都能那麼快去接

受這樣的事實，他們可能會需要好一段時間去調適心情、去適應，才有辦法鼓

起勇氣去面對。至於逃家，是需要很大的勇氣，而且，也需要考慮許多問題:

該何去何從、日常生活費用的支出、要逃到什麼時候、如果到最後還是不被認

可怎麼辦......等。所以，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三)書中，有很多的主角像是活在兩人世界，但在現實中，他們可能會受

到許多不一樣的眼光，甚至是遭受阻止。他們也有許多的關卡要去面對，已經

不僅是兩人間的相處問題了，還有更多是關於身旁的親朋好友，他們可能很難

去諒解，甚至會因此而決裂，那又何來兩人世界的輕鬆與浪漫呢? 

 

五、民眾對於同性戀的看法 

 

    於民國 104 年 8 月 25 日至 104 年 9 月 30 日，藉由自行設計問卷，以街訪的

方式一對一訪問約 250 個各年齡層的民眾對於同性戀的看法。 

    流程: 

 

 

 

 

 

 

 

 

    以下是我們所得知結果與相關的分析: 

 (一)年齡層人們對於同性戀的接受度 

我們以實施問卷的方式上街隨機訪問路人，並根據他們對同性戀的接受度與年齡

做分析，得到以下結果： 

1.12 歲以下的國小學童對於同性戀大多抱持中立的看法，我們推測是因為他們對

於同性戀較為懵懂無知，而少部分無法接受者則是認為他們與電視上常見的連

續劇戀愛關係不同，感到怪異。 

2.在 13~18 歲青少年時期，身邊開始出現較多同性戀傾向的家人或朋友，也從網

路上接收到許多不一樣的資訊，因此，他們對於同性戀的接受度比例較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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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無法接受者則是認為「他們和我們不一樣。」而產生排斥心理。 

3.19~35 歲大多屬於已經出社會或是在職場上工作一段時間的人們，他們能夠向

我們分析一些他們對於同性戀的觀點，而且，接受與不接受的人數比例差距較

小，反而是保持中立的人數較其他年齡層多了些(12 歲以下除外)，他們大多是

認為那些都是屬於同性戀者本身的想法，其他人無從干涉。 

4.36~50 歲屬於中年期，不接受的人數也明顯提高，許多是因為被已經根深蒂固

的觀念所影響。而在那 50 人中，我們訪問到一個接受同性戀的女性，她是因為

自己的兒子本身就是屬於這種性向，導致她不得不接受，原先的她也是十分抗

拒，完全無法想像這樣的情形竟然就發生在身邊，但是經過自我的調適，也看

到兒子過的很開心，最後選擇看開。由此可知，就算是無法接受同性戀的人，

也有可能因為一些因素而改變想法。其中，我們也問到了一位父親，他對於同

性戀抱持著中立的想法，卻不會不接受，他認為不應該歧視同性戀，但是也不

鼓勵同性戀，認為同性戀的選擇權較少，在社會上也會遇到不少限制。 

5.51 歲以上屬於老年期，他們大部分無法接受同性戀，覺得那是年輕人才會有的

想法，對於老一輩的他們會與傳統觀念相牴觸，但是，碰到了還是會以平常心

去看待他們。 

 

數據結果如(圖一): 

 

(圖一) 不同年齡層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之人數統計 

 

我們也發現，介於 13~35 歲接受人數的比例都高過於不接受的比例。我們認

為有較多同性戀者是在這段期間開始發現自己具有這種傾向，這個年齡層的人們，

對於戀愛較多是以自由、無拘無束的方式面對。而主要不接受者都是屬於 36 歲

0 10 20 30 40 50 60

12歲以下

13~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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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0歲

51歲以上

各年齡層50人中對同性戀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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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人們，因為傳統觀念的影響，讓他們無法理解同性戀的存在。 

 

(二)職業對於人們接受同性戀的比例是否有影響 

 

我們想知道職業對於同性戀的接受度有沒有關係，由於 18 歲以下都是屬於

學生，因此我們排除這個年齡層的數據資料，根據 19~35 歲的受訪者的職業與對

同性戀的接受度做分析，得到以下結果： 

19 歲以上的學生大多是接受同性戀；服務業則是以無意見居多；其他的部

分涵蓋範圍較廣，包括已退休的老年人，所以大多是不接受。其中，我們訪問到

一個畫家，我們原本以為他會接受同性戀，沒想到他卻是投反對票。因此，我們

認為，職業對於一個人支不支持同性戀沒有太大的直接關係，年齡才是主因。 

 

數據結果如(圖二): 

 
(圖二) 不同職業類別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之人數統計 

 

(三)能不能接受有關於同性婚姻的法條通過  

 

這次的街訪中，令我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不論他接不接受同性戀，但是他

不會反對關於同性婚姻的法條通過。雖然自己還是無法接受那樣的想法，但不會

因此而干擾同性戀者的生活。 

 

數據結果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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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對同性婚姻法條通過的接受程度之人數百分比統計 

 

(四)身邊有同性戀傾向的家人或朋友 

 

既然知道了大家對於同性戀的看法，那我們也想了解在每個人身邊具有同性

戀傾向之親朋好友的比例。數據結果如(圖四): 

(圖四) 身邊有同性戀傾向的家人或朋友之人數統計 

 

由圖四可知，在我們街訪的結果裡，年齡層 50 歲以下多數人，身邊都有同

性戀傾向的家人或朋友，這也顯示其實同性戀是很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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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面對同性戀者的態度 

 

    「同性戀態度」定義: 同性戀態度指：個體對同性戀者的看法、了解，在情

感上能否接受同性戀者，以及在行動上與同性戀者交朋友或參與有關同性戀的活

動。(葉晏禎，2013) 

已經知道了支持同性戀者的比例、身邊具有同性戀者之人數，我們也想明白

他們對於同性戀者的態度，數據結果如(圖五): 

 

 

(圖五)面對同性戀者的態度差異之人數百分比統計 

 

由圖中可知，多數人對於同性戀者的態度都像是面對一般人一樣，但是願意

完全不在乎其性向的人卻很少，證明了大家雖然對於同性戀大多抱持包容的態度，

但是若要做到完全支持還是有些難度的。而其中只有少數人會選擇不過度靠近，

換個方面想，這或許也是種避免衝突的方法。至於「歧視」的部分，在我們的街

訪中並沒有是這樣的回答，至於事實與否，仍待繼續研究。 

 

參、結論 

 

同性戀是存在於我們四周的，無論是親朋好友具有這樣的傾向，亦或是古今

中外有許多知名人物可能都有這樣的戀愛性向，還有一些相關的活動，像是彩虹

路跑，都是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 

同性戀是與生俱來的，我們應該以平常心去看待他們、應該用友善的態度去

70%

10%

20%

0%

面對同性戀者的態度

對待如一般人 完全不會在乎他們的戀愛性向 不去接觸 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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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他們，他們並沒有什麼與眾不同，只是戀愛的對象比較不一樣而已。以一種

設身處地的角度，我們就可以發現，其實同性戀也沒有那麼難接受，其實同性戀

就像我們一般人一樣，並沒有什麼不同。 

藉由街訪，我們發現對於同性戀的接受與否，與年齡有較大的關聯，通常年

紀愈輕愈能接受這樣的新思維。但是，有一部分的人還是不太能接受與自己相同

性別的同性戀，推論是以自己角度去看待戀愛關係的緣故。中年人不能接受同性

戀的比例則明顯提高，一方面是因為傳統觀念影響，另一方面是因為身邊比較少

會有闡明自己是同性戀的親人、朋友。但是，當他們發現自己的孩子是屬於這種

性向時，大部分都會由抗拒的心理轉變為無條件支持。老年人的接受度則近乎於

零，他們覺得「同性戀」是近年來才發展出來的新想法，他們沒有必要跟著改變

自己原先根深蒂固的觀念。但是不論支不支持，他們大多具有一個共通點:以平

常心去看待、面對，不會隨意去干涉他們。而且，不論對同性戀的看法為何，他

們對於同性婚姻法條的通過，都不至於表示反對。 

 

「也許我們曾經面對過無數挫折與磨難，也許我們也被迫向現實低過無數次

的頭，也許我們的驕傲被踐踏了一次又一次，可只要你絕不放棄我，再糟糕的未

來我都能面對。」(明仔，2015) 

 

這是一段在小說中的內容，說明了同性戀的辛酸，書中主角不是光鮮亮麗的，

但他們活得比誰都精彩。在現實生活中的同性戀者也需要面臨各式各樣的問題，

和我們想像中有著極大的不同。他們會遇到很多人的無法接受，要與其他人有些

觀念的磨合。所以，他們都已經這麼辛苦了，我們就更應該幫助他們，不要造成

他們的負擔，讓他們在這充滿愛的社會上也能擁有自由戀愛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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