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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糖 vs.毒藥―憑什麼決定孩子『該過怎樣的人生』 

 

 

打破性別窠臼―性別不是一種詛咒 

 

 

在消費糾紛諮詢案件中，有一位男性小陳陳述十幾年前

他的父母向醫院求診，主訴生下他染色體雖然是男生，但因

為他患有嚴重尿道下裂（尿道下裂是一種先天性的缺陷，發

生機率約為千分之 3。發生原因是由於尿道沒有能好好長成

一個管狀結構，導致尿道無法開口到龜頭，小便就不能像水

柱一樣向前噴出來，反而會四射散開來。尿道下裂陰莖較為

短小，嚴重尿道下裂很有可能沒有陰莖），經該醫院醫師診

斷，如要開尿道下裂陰莖手術，難度恐怕較高，因此醫師建

議他父母把他當成女生來養，十幾年後小陳跟他的父母向醫

院爭執，主張醫師明知他染色體為男性，卻不建議施作陰莖

手術，建議父母將他當女生養，所以父母當初就接受醫師建

議把他當成女孩養，要求穿女生衣服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所

以小陳青春前以前，在眾人的眼裡一直被當成女孩子，直到

上了國中之後，自已才有認知不對勁，發覺自己可能是男生，

卻一直被父母教育應該有女生的樣子，但隨著小陳年齡越來

越大，粗大的骨骼、凸出的喉結，讓小陳看起來不像個女生，

他無法像男生站立上廁所，所以在學校小陳是進去女廁，但

長大後長像粗獷的他，上女生廁所，又要面對別人「你是男

還是女」的異樣眼光，長期一直生活在是男還是女的陰影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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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 vs.枷鎖―有一種冷是媽媽覺得你冷 

導致他從小自卑心理，心想如在嬰孩時醫師能建議施作尿道

下裂手術，手術如果成功，讓他可以當個男孩，所以小陳把

這一切，歸究於醫師當初沒有建議他父母讓他作尿道下裂的

陰莖修補手術，醫師明顯誤導父母並侵害他的權利，要求醫

院及醫師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醫院認為當初已向小

陳父母說明小陳染色體為男性且分析小陳屬嚴重尿道下裂，

幾無法施以陰莖修補手術，且事後小陳父母也沒再要求醫師

替他施作手術，醫師並無責任不會作任何賠償。這個案子小

陳出生雖然是男生，但卻無法決定自已性別，確實令人非常

同情，但醫師如已善盡告知義務，父母未請醫師施作尿道下

裂手術，似乎很難歸責應由醫院及醫師負責。 

 

 

小陳染色體是男生，父母卻因小陳先天上的缺陷把小陳

當女生養，教育小陳應有女生的樣子，所以造成小陳性別認

知的錯亂與矛盾除了先天身體的缺陷外，實與小陳家庭教導

小陳性別觀念有極重要關係，所以家庭為性別觀念最重要的

養成場所，例如在家裡，小孩從小因大人根深蒂固的性別觀

念限制小孩興趣的發展，大人認為芭比娃娃是女孩玩的玩具

不是男孩玩的玩具；芭蕾舞是女生跳的舞，男生不應學跳芭

蕾舞。由大人在家庭教導小孩，小孩藉由大人教導學習並形

塑其往後性別及性向發展，所以在學校教育之前，先灌輸家

長性別觀念，使家長得以教導小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儘管家庭裡大人受到傳統觀念影響有著根深蒂固的刻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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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 vs.現今―性別平等觀念需要教育來推動 

別意識，男孩應有男孩的樣子、女孩應有女孩的樣子，但我

們可不可以讓家長轉換心情，用另外一種有別於傳統的性別

教養態度，讓下一代自己體認自己性別及性向，走一條自已

的路？小孩不必在傳統枷鎖下而退縮；讓小孩認知性別不是

一成不變的，不應該因性別關係而有一定的生活模式，任何

行為只要在不違反法律或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前提下的合法

行為，都應被充許，男孩不會因自己喜歡芭比娃娃或學芭蕾

舞而覺得自己是異類，不會因自己無法站著尿而被歧視：女

孩不會因為不喜歡穿裙子而遭受異樣眼光；同性相愛不會遭

到排擠。在外國，已有許多先進教學，在小學致力試著要求

父母不用刻板的性別印象要求孩子要男生像男生、女生像女

生，而是任其自由發展自已的性向，所以父母或學校的教育

不是去想著如何糾正這個孩子不合乎其性別應有的行為，而

是應該要想一想，如何創造出一個好的家庭教育環境，與沒

有性別歧視的友善環境及培養讓所有的孩子都能勇於面對

自己，朝著自己性向走，不怕被欺負，自己做自己。 

 

 

另外學校是除了家庭外，是發展性別平等最重要的場所，

許多性別平等觀念的推展與落實，必得仰賴教育，且由於性

別平等牽涉範圍非常廣，或有受到社會上種種文化習俗的牽

絆，例如：傳統觀念男女結婚組成家庭時，雙方地位並不對

等，在傳統觀念中，多數人仍認為兩人共同組成新家庭，是

女性加入男方家族，女性在娘家隨即由家人變成了外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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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vs.女性― 

如果每件事的分類都只有 2分法，這樣的價值觀是否太狹義了 

生育的習俗中，最常提及的性別迷思即是重男輕女的性別歧

視，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傳統家庭裡最重子嗣

延續，一旦有身孕便陷入生男的渴望中。在繼承時，又多是

主張女生應該拋棄繼承，或由男生繼承多數遺產，類此性別

不平等觀念，須長期透過教育來教導下一代法律上保障的權

利，重新建構下一代的性別平等觀念，透過各級政府與學校

的縝密規劃，由根本做起，並能持續、長期推動才能開花結

果。 

 

 

 

性別是每一個人很重要的自我確認，對一個人的自我認

同和社會身分的確立都很重要，因為社會上大多數人仍認為

性別是男與女楚河漢界的兩端，不可混淆與打亂，所以個人

若不能確立自己的性別肯定，常會出現個性障礙或情緒困擾；

個人若不能確立成為社會認可的性別身分，便很難參與社交

生活，也很難被群體所認同。然而現實上就有著一群自認為

靈魂被裝錯軀殼的人們，出生時內心住著某一性別的靈魂，

但身體卻有著另一性別特徵，此類有著與生理構造不同性別

傾向的人，在社會上屬少數，很容易受到歧視或投以異樣眼

光，在此情形下，自更應以法律保障其基本權利。所以國家

於貫徹憲法第 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

別地位實質平等，不論是家庭、社會、習俗、工作、婚姻等

各方面，於實質探究並保障各類性別平等權利時，更應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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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 vs.封閉―關掉評分機制，每個人都值得被尊重 

傳統性別以外之第三性平等權，然而臺灣針對性別平等的立

法，也僅有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所制定出的性別平等

工作法，其他有關性別平等相關之法律付之闕如，惟值得肯

定的是最近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748號解釋，認為民法

第 4編親屬第 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

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

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 7 條保

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有關機關應於該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該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至於以

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立法形成之範圍。逾

期未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上

開永久結合關係，得依上開婚姻章規定，持二人以上證人簽

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此解釋肯定相同性別

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

之永久結合關係，對於臺灣落實性別平等實具指標性意義。 

 

 

我無法瞭解小陳心理自我認知的狀態，但這個社會除了

小陳之外確實存有身體與心靈認知不同的人（讓我想起幾年

前曾在協調租屋消費糾紛的案件中，有一位令我印象深刻的

消費者小林，除了胸圍與男性一樣外，其餘看起來與女生並

無不同，開會時輕聲細語，留著一頭長到肩膀的長髮，在我

第三人主觀理解下，認為他應該是男性，不過他的性別還是

令我心生好奇，隨手翻了一下小林的資料，發現小林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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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時於網站的性別欄位登錄為女性，第二次申訴時於網站

的性別欄位登錄為男性，讓我想起一小時前小林打電話來，

替代役向電話的另一端詢問，您是男生還是女生，我在替代

役放下電話後，還特別提醒他注意一下電話禮節。當時在還

沒有確認小林性別之前，稱小林為先生或小姐好像都不對，

此時只有避免性別稱謂一途，所以我在主持會議時僅稱呼小

林為申訴人，以示尊重）每個身體與心靈不同認知的人，都

有著他們自已的故事，每個故事或許曾受到現今傳統性別觀

念下別人異樣眼光與歧視，對於他們所受性別不平等的待遇，

我們無法感同身受，但在講求性別平等的 21 世紀，我們應

更加致力推動性別平等，且不僅追求男性女性二分法的平等，

更應擴大至男女兩性以外的跨性別平等（自身的性別認同與

出生時被醫生所判定的性別不相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