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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往往掌握了閱聽眾的眼睛與⽿朵，雖然過往傳統媒體所塑形的價值觀仍難以撼動，
但網路與社群的普及帶動⾃媒體蓬勃發展，話語權不再像過去⼀般只掌握在傳統新聞媒體⼿
中，⽽是每個⼈都有機會與管道針對不同議題和價值發聲。

在YouTube上製作影⾳內容的創作者——YouTuber，作為新媒體文化中的重要⾓⾊，展現了強
⼤的號召與影響⼒，⽽這股⼒量在各式議題的推廣上亦成為關鍵助⼒。這些YouTuber擁有的
觀點或許不同於主流媒體，但秉持著⾃⼰的信念，他們創作出各式各樣的內容，希望提供觀
眾看待議題的不同⾓度。

這些聲⾳的重要性在於檢視友善理想的社會仍⽋缺之要素，不論是否⾝為少數群體的⼀員，
有了YouTuber們為相對弱勢的族群發聲，不只能夠促進社會對話、提供閱聽⼈更豐富的世界
觀，亦使⼈們開始思考⾃我的認知與認同。

本專題訪問了兩組「以多元性別議題為主軸、各擁有10萬訂閱的Youtuber」——「夫夫之道」
與「傳播弟」，並將文章分為（上）、（中）、（下）三部分。（上）和（中）為夫夫之道
及傳播弟各⾃的頻道經營故事，（下）則加入兩者的觀點構織出主流媒體和⾃媒體的⼒量、
利弊，以及我們對多元議題未來的展望。

（上）

「夫夫之道」描繪的愛｜不只經營頻道 更共同經營
⽣活
  「2016年，兩個男孩相遇，建立了頻道。歷經2018年公投，2019年台灣同性婚姻專法通過。從過去⾛
向未來，我們將持續⽤影片和社會⼤眾對話，⽤影片和每個⼈分享愛無分別的信念。」這段溫柔的文
字，在點入YouTube頻道「夫夫之道 FuFuKnows」的介紹⾴⾯即⼀眼可⾒，由⼀對男同志伴侶——⾥歐
與阿凱創立，頻道裡分享和記錄著兩⼈的⽣活、以各式情感問題為基礎的劇場，也有討論多元性別議題
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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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採訪時看過夫夫真實的有愛互動後，與其說夫夫之道的兩⼈是「共同經營頻道」，不如形容他們
是在「共同經營⽣活」更為貼切。在⾥歐單獨受訪時偶爾會冒出⼀句：「天啊，我是不是講太多，等等
⼜要被阿凱罵！」；⽽換阿凱受訪時，本來暫時離開的⾥歐⼜回來，坐在⼀旁邊吃雞胸⾁邊說：「我在
這裡陪你。」在交談和⾏為之間，能觀察到他們對彼此的在意和愛，即使未曾蒙⾯也是直呼可愛！同時



亦應證了⾥歐所⾔：「我覺得我們粉絲的特質是很有愛。」因為當有⼈在影片留下不禮貌的留⾔，其他
粉絲都會理性勸阻：「請⼤家不要吵架，夫夫不喜歡⼤家吵架，我們要愛他們！」，夫夫之道認為這就
是粉絲與創作者⻑期互相影響的結果，雙⽅都帶給了彼此溫暖。⽽不只是粉絲與創作者之間，夫夫之道
兩⼈之間的愛，都是讓這個頻道成⻑最好的基⽯。

 

接受或⾃我懷疑 出櫃後的溝通與成⻑

 

       「我⼩學時發現⾃⼰會把⽬光放在男⽣⾝上比女⽣更多。」⾥歐說道。對於「認知到⾃⼰喜歡同
性」⾥歐表⽰無法回朔⾄⼀個明確時間點，只是在成⻑過程中會對同性的「性」有興趣、⽬光也總是落
在男⽣之間，直到⼤學第⼀次認識到有個詞叫同性戀，並在20歲交了第⼀個男朋友。反觀阿凱以前曾交
過女友，是到⾼中認識了⼀位同志朋友，總是會很⼤⽅地和他分享喜歡的對象，與此同時，阿凱也發現
⾃⼰喜歡上了⼀個外校的男⽣，這才意識到⾃⼰可能是同性戀或雙性戀。⽽當有了近⼀步的親密接觸，
他也開始問⾃⼰：「這些事情是正常的嗎？是可以發⽣的嗎？」

 

       ⾥歐接著講述猶如八點檔情節的出櫃歷程：在Facebook與男友的放閃照被發現、媽媽⼀哭⼆鬧三上
吊、媽媽表⽰頭很痛掛掉電話…，之後便是⻑達⼗年的溝通和彌補這道傷痕，「還好我媽滿開明的，她
還會主動問我問題。」⾥歐哭笑不得地再補上⼀句：「只是她問問題不太禮貌就是了，她會問我：『你
有愛滋病嗎？』。」他表⽰⾃⼰還會分享⼀些資訊給媽媽調解偏⾒，例如，當初媽媽認為很少⼈是同性
戀、同性戀是⼀個奇怪的群體，他就會直接拿交友軟體上的同志數據給他看，嘗試讓她理解。

       ⾄於阿凱的出櫃過程，除了讓他更認識⾃⼰以外，也讓他反思⾃⼰與家庭的互動或許沒做得很好，
「像我們家很多事都習慣不說出真⼼話，都認為表⾯平靜就是幸福的家庭。」⽽媽媽在知道他是同性戀
後反應較激動，也會說出具有傷害性的話語，像是：「是不是我前世做不好讓我的兒⼦變成同性戀！」
不過這些出櫃後與媽媽的每⼀次爭吵，都能引出她藏在⼼底的話，阿凱就能藉機與她⼀步步溝通，「現
在我們有些合作或代⾔，我都會邀請我媽。」

 

       如同阿凱所⾔：「媽媽是從那個缺乏LGBT觀念的年代，慢慢認識到這個群體就是那麼⾃然⽽然地
⽣活在世上。」無論是每個⼈對於性別的⾃我意識和認同過程，或是⻑輩們從毫不了解到需要接收新
知，這些都是⼀段⼗分漫⻑的「認識之旅」，對彼此⽽⾔皆是⼀種成⻑。筆者相信，這也或多或少影響
了夫夫之道⽇後想以拍片⽅式積極與⼤眾溝通的想法。

 

做⾃⼰想做的內容 畢竟告別式也要播呢！

 

       ⾥歐說，夫夫之道源於世新⼤學廣電系的⼀堂課程「網紅培訓班」，因為期末作業需要創建粉絲專
⾴和拍攝三⽀影片，所以他們決定參考YouTuber「眾量級」的情侶題材，與當時交往9九個⽉的阿凱以
及其他朋友⼀起創立這個頻道。不過頻道成立的2016年也是同性戀與異性戀激昂爭辯的⼀年，所以還被
老師勸說這個主題可能太過敏感，但後來夫夫之道慢慢經營得有聲有⾊，甚⾄在⼀學期內拍了30⽀影
片，之後便⼀直持續⾛到了現在。



 

       夫夫之道的影片主題會從兩⼈⾝邊個體的⽣命經歷發想，像是遭遇歧視、霸凌的⼈可能遇到的狀
況，或是由粉絲分享的故事中構思。此外阿凱提到，因為⼀直懷揣著成為演員的夢想，所以也開始做
「夫夫劇場」的主題，「我可以⾃⼰當編劇、做演員，把我想探討的議題放到作品裡⾯去。」他笑著
說：「在做夫夫之道前，我⼀個⼈上台北就是為了當演員，完全沒料到交了男友後會成為⼀個
YouTuber，⽽且主題還如此與眾不同。」

       ⾥歐強調，他們的出發點是做⾃⼰想做的內容，然⽽有時也需考慮到社群媒體的性質，例如觀眾比
較不喜歡⻑篇幅的東⻄，所以如何讓娛樂結合議題、平衡⽣硬的題材與市場導向便是⼀件值得斟酌的
事。像是之前邀請歌⼿周蕙打造「⼀⽇腐女體驗」，讓她看BL漫畫、向她介紹什麼是BL，也適時地加
入⼀些能帶出討論的訪談；或是想要談論「擁抱⾃⼰的⾝體、愛⾃⼰⾝體的不完美」這個議題，「可是
這種議題沒有⼈要看。」⾥歐幽默地說，所以就會以阿凱⽣⽇去做全⾝裸體彩繪為題，來達成吸引點閱
率的效果。⽽那部影片不但沒有被黃標，底下的留⾔更沒有腥羶⾊，反⽽有很多⼈表⽰「很喜歡這⽀影
片的主題。」、「我覺得我也應該要擁抱⾃⼰。」，「這種影片就是我們想要做的。」

 

       不過阿凱也提及，「⼀對同志情侶在同婚法還沒通過之前就出現在鏡頭前了，會有很多⼈投射期
待，像是我們應該要有社會責任、要有教育意義，要照顧到所有族群。」但這反⽽讓夫夫之道在創作上
偶爾會因為這些框架受限。阿凱認為頻道的同溫層也許可以被突破，不再只是說教式地呈現議題，希望
未來有更多跨領域結合的機會，讓更多⼈能認識多元群體，看到夫夫之道，就能想到他們所做的事是
「每個⼈都能感受到的」。⽽「不忘初衷、做⾃⼰喜歡的事」則是⾥歐給頻道未來的喊話，所以即使有
廠商拿1000萬要他們做不喜歡的事也會拒絕，他笑說：「不然到時候告別式放影片怎麼辦？我們說好告
別式要播之前的影片欸！」

 

有愛的觀眾！和夫夫⼀樣有愛

 

       如前⾔所述，不只夫夫兩⼈互動可愛也「有愛」，他們的觀眾也是如此！

       夫夫之道最初預期觀眾可能有80%為男性，但現在已然有65%是女⽣，整體頻道的觀眾族群分佈平
均且多元，尤其⾼年齡層的觀眾占比不⼩，65歲以上竟佔了三成，甚⾄還出現家⻑帶⼩孩來看頻道的情
況，且另⼀⽅⾯因為兩⼈是佛教徒，「也有很多師姐會看我們的影片哈哈哈哈。」⾥歐回答。

       但對於「觀眾」的定義⾥歐也有⾃⼰的想法，他舉例：「有時某些影片被轉發後導流了其他陌⽣⼈
前來頻道，這些⼈可能留⾔⽤詞上就會較不尊重。」不過他覺得⻑期能留下來的才算是觀眾，「我覺得
我們散發的是正能量，當⼀個頻道缺少暴戾之氣，吸引來的⼈也會是溫和的。」他繼續說：「甚⾄有些
觀眾會成為朋友，他們會⼀起去追星！」

       有趣的是，夫夫之道的觀眾⾯對業配往往會以「謝謝你的介紹，但我⽤不到」的⼼態看待，表現得
相當理性； 但在慈善⽅⾯卻很積極，像是他們為創世基⾦會的募款貼文就有很多⼈捐獻。雖說以商業考
量⽽⾔，缺乏主要客群與消費⼒的觀眾型態不太理想，但他們仍喜歡頻道⽬前的感覺，因為有許多的愛
在前。

 



       當創作者與觀眾之間擁有愛的連結，可想⽽知創作者也會想把最好的帶給觀眾。阿凱承認⾃⼰在最
初對於創作與評價之間的平衡會有些難以釋懷，「我會去比影片的點閱數或觀看數，想著作品⼀定會有
負評，甚⾄⼀直不睡覺等負評來，但當負評真的來了，⼜更睡不著，⼀直惡性循環。」他覺得作為編
劇，不只是想讓作品變得成熟，也須為多元群體的題材顧及各個⾯向，直到後期才慢慢跳脫框架，不會
再去在意這個作品有多少⼈喜歡或不喜歡，因為每個觀眾想要的都不⼀樣，所以並沒有標準答案。「我
已經做了所有創作者能做的事，作品出去了就不⽤再後悔，或是對他⼈意⾒產⽣過多想法。」阿凱也表
⽰，他從觀眾對作品的回應中，了解到更應該要做的事是「觀察有哪些族群需要被關注」，因為這些回
應或許就是他們正在⾯臨的問題或困境。

 

⽤「喀觀點」來做個結尾吧！

 

       寫到這裡，筆者想⽤「我」的⾓度收尾，⽽喀觀點代表的則是喀報。也以此段文字再次表達對於夫
夫之道的感謝，謝謝他們願意接受喀報採訪，以及為多元議題所盡的努⼒。

       在邀訪回信裡阿凱寫下：「當初我們也是因為⼀堂期末作業⽽開始這個頻道的，所以很願意受
訪。」後續聯絡和訪談時，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於多元議題推動的熱忱、對觀眾及對彼此的愛。例如講述
創作分⼯時，阿凱說：「每次劇本出來，我是比較站在娛樂性上去看，⾥歐的道德感和穿透⼒比較強，
可以顧及議題層⾯。」還有在提及演員夢想時，他也說：「⾥歐要我答應千萬不要放棄這個夢想。」、
「夫夫之道是我們的根本，我們彼此有想追求的事，但這些事或許不會和夫夫之道脫離關係。」這些⾔
語除了讓筆者被兩⼈的愛情感動，也能看⾒他們為彼此和為頻道描繪出的愛。

       最後借⼀句⾥歐的話來祝福夫夫之道：「希望⾥歐和阿凱能成⻑成他們喜歡的樣⼦，繼續愛觀眾，
觀眾也能繼續感受夫夫之道給予他們的愛！」

（中）

「傳播弟」讓多元⾛向⽇常｜橫跨新舊 佛系⼜堅定
 約12年前，本就在電視媒體業⼯作的傳播弟因撰寫電影介紹⽽有了名氣，受到中國時報邀請開設了專屬
部落格，正式開始使⽤「傳播弟」這個名字。隨後創建了YouTube頻道和粉絲專⾴，主要上傳旅遊影片
與電影相關文章，開啟了橫跨主流媒體與⾃媒體的斜槓⽣活。

Read More

傳播弟的頻道內容多元，包含訪談、開箱男性寫真、男同志的情侶⽣活、旅遊紀錄等等，雖然類型廣
泛，但⼤致上都圍繞著「男性」，將男性作為影片的主⾓。這種選題⽅式源⾃傳播弟過去製作的⼀部影
片：他在⽇本的旅遊影片中介紹了⼈⼒⾞伕，給予對⽅⻑得帥、⾝材好等等的評價，並節錄與對⽅的談
話內容。該影片上架後獲得了不錯的反響，因此給了傳播弟靈感，定調以男性作爲主要題材，並希望這
類型的作品能夠服務⾃⼰所屬的男同志族群。

認識⾃⼰到出櫃 服務他⼈到滿⾜⾃⼰ 

       「我⼤概在國⼩的時候就有喜歡同性的意識了。」傳播弟說道。在國⼩還不懂愛情的年紀，他坐在
腳踏⾞後座，對於那個騎著腳踏⾞載⾃⼰閒逛的男同學有了好感，不過那時候卻不太明⽩這是什麼感



覺；直到⾼中時，他才第⼀次有了很明確喜歡的同性對象，「那時我經常被某個同學『狹持』要我陪他
坐⾞回家。」即使感到困擾卻不敢拒絕的他，在某天等到了另⼀個同學的「英雄救美」，對這位藉故將
他救離的男⽣，他偷偷暗戀了對⽅⼀年多。

       初入職場後，傳播弟沒有選擇公開性向，直到第⼆份⼯作時才決定要更加坦誠，希望能藉此讓⾃⼰
過得更舒適⾃在。⽽這個認識⾃⼰，以及想讓⾃⼰坦然舒⼼過活的想法，也適⽤於傳播弟同時⾝處傳統
媒體及涉略⾃媒體的狀態。

       他⾝為傳統媒體的從業者，產製節⽬必須聽命於上級，雖然作品中可能帶入⾃我意識，但最終⽬的
始終是服務他⼈。傳播弟說：「做頻道是服務我⾃⼰，我⾃⼰開⼼⾃⼰爽，沒有⼈可以要求我，我要做
什麼內容都可以！」然⽽，這就是傳統媒體與⾃媒體的差異，經營⾃媒體的創作者可以對內容有更⼤的
主導權，即便是需要對廠商交代的商業合作，也比⼀般電視台擁有更⾼的⾃主權，「我想這是所有創作
者都⼀樣的，雖然很尊重客⼾，可是主導權還是在⾃⼰⼿上，這是跟傳統媒體不同的，我個⼈很喜歡擁
有主導權這件事。」

橫跨傳統與⾃媒體 質感從經驗與⼩地⽅⽽來 

       即使YouTube頻道已有10萬訂閱，傳播弟仍然維持著媒體業本⾏，他幽默地表⽰：「我有年紀了，
花全部的⼼⼒在這上⾯太辛苦了，也太冒險。」⾝處媒體業多年的他花了很多⼼⼒從製作⼈轉型導演，
且現職⼯作也頗有收穫，因此傳播弟最終選擇斜槓，甚⾄讓頻道維持每週更新狀態。

       「就是每個禮拜上片很煩這樣⼦！」他提及持之以恆的創作是最困難的，更何況是有正職⼯作的⾃
⼰。不過也正是橫跨兩種產業的機緣塑造了傳播弟影片的⾼品質，⾝為YouTuber界中少數採⽤三機錄影
的創作者，他希望⾃媒體的呈現也有傳統電視媒體⼀般的規格，「我認為要把傳統媒體的好帶到新媒體
來，這是我⼀個傳統媒體⼈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這個和網路原⽣代創作者不太⼀樣的關鍵，讓傳播
弟能夠創作出集「新媒體多元⾃由」和「傳統媒體⾼品質⾼規格」於⼀體的作品。

       除了媲美傳統媒體的製作，傳播弟笑說：「我就把我的頻道當成像是《國光幫幫忙》在做。」因為
是以男同志為主要客群，裸露便是⼀個極度吸睛的元素，他的影片可能和《國光幫幫忙》的露骨程度相
同，只不過來賓都是男性。可敬的是，傳播弟的影片尺度雖⼤、也不避諱談論性器官與性⾏為，但他仍
會謹慎挑選措辭：「因為我不願意把它講得很不堪。」他分享到，⾃⼰會細琢腳本、試圖文雅地闡述帶
有情⾊的內容。這種做法並不是為了避免YouTube的黃標審查，⽽是純粹符合個⼈喜歡的敘事風格和品
質要求，「我覺得質感可能是從這些⼩⼩的東⻄累計上來的。」他說。

       即使露骨內容能帶來流量，但傳播弟也坦⾔，若只是純粹的裸露無法吸引觀眾⻑期駐⾜，新鮮感過
後反⽽容易產⽣厭惡和反感，「所以我提供有遐想也相對有禮貌的內容，觀眾就會願意收看下去並覺得
這是⼀個有質感的頻道。」另外，在錄製訪談節⽬前，傳播弟還會仔細研究來賓特性，妥善規劃段落與
轉折，並⽤較為健康的⽅式表達帶有⾊情的議題，這也是來⾃傳統電視媒體從業經驗的能⼒，讓他能更
好地安排各式各樣的影片橋段。

議題包裝及態度細節 影響多元⽇常化

       作為以多元性別議題為主軸的頻道之⼀，傳播弟說：「我⾃⼰是把我的平臺現在定義得有點像娛樂
新聞啦！」，不論是別⼈來「敲通告」，還是他去邀請合作對象，都會先規劃要聊什麼話題，並將合適
的議題融合進去。例如曾在節⽬中宣傳寫真的男星祖雄，傳播弟在訪談中問及對⽅「接到同志劇本時」
的想法，祖雄表⽰⾃⼰會認真過濾劇本，拒絕出演嗑藥、惡性⽣活的男同志⾓⾊，避免助⻑觀眾的刻板
印象。透過上述⼿法巧妙地將議題包裝進影片內，結合來賓和議題，在產製內容符合頻道受眾——男同
志族群的喜好前提下，同時將欲宣傳的內容和想談的議題⼀起推廣出去。



       在訪談過程中，傳播弟多次提及「讓多元成為⽇常」的重要，他說道：「我們就是⽇常，唯有是⽇
常才能被接受。」由於不會所有影片中的訪談都圍繞著議題，傳播弟選擇將重點放在其表現出來的態度
和慎選措辭，例如：在來賓願意明確揭露性向之前，使⽤「另⼀半」取代「男、女朋友」來指稱對⽅的
伴侶，避免無意識中傳遞了既定價值觀，或造成對⽅不舒服。從⽇常的⽤語中著⼿，或許也更能促進⼤
家對多元的認知與尊重，「我在意的是這些措辭有沒有傳達出你想要表達的想法。透過⾔⾏上的政治正
確或是⼀些很細微的修辭，讓觀眾去感覺對於不同性別的尊重。」

       除了名⼈的訪談外，傳播弟也會製作男性戀情為題的故事和情侶專訪，不過他也直⾔這些內容其實
很普通：「它跟⼀般的男女在戀愛會發⽣的、所有的無聊爛事都⼀模⼀樣。」⽽這種「普通」正是傳播
弟想要的，社會不需過度將同性戀區隔出來，因為⼤家擁有的就是⼀樣的⽇常⽣活，正如他所⾔：「我
不覺得我跟其他的異性戀創作的內容有什麼不⼀樣，只是恰巧我服務的是這個族群⽽已。」

與觀眾的互動情仇 捍衛⾃我也體貼他⼈  

       在傳播弟的頻道中，女性觀眾佔比只有5%，被問及覺得⾃⼰的頻道觀眾有何特質？傳播弟開玩笑地
答：「喜歡看男⽣不穿衣服囉哈哈哈！」，不過事實上他經常收到觀眾的正⾯反饋，稱讚他的節⽬有質
感，並認可他在節⽬中的⾔⾏與觀點，這也讓他感到欣慰：「我覺得每個節⽬對應的觀眾，都跟那個節
⽬的⻑相是⼀樣的，我的觀眾應該是⼀群跟我很類似的⼈。」

       此外，傳播弟表⽰⾃⼰是樂於和觀眾互動的創作者，在Instagram的私訊會盡可能地全部回應。不過
⾯對沒有建設性與討論價值的冒犯⾔論，傳播弟就會直接截圖並公開在粉絲專⾴上，以其⼈之道還治其
⼈之⾝，「要讓他們知道被罵的不爽的地⽅啊。」他認為反擊是⼀種健康的⾏為，「為什麼要因為⼀群
瘋⼦或是沒教養的⼈，我要被罵、我要妥協？」，在對抗惡意的網路霸凌⽅⾯，他想以⾃⾝為樣，讓受
到網路暴⼒所苦的⼈都能勇敢反擊，並且對留⾔的攻擊更有抵抗⼒。

       作為握有⼀定影響⼒的創作者，傳播弟偶爾也會遇到前來諮詢煩惱的觀眾，例如詢問是否該出櫃，
他體貼地道：「我不會給他答案，我覺得給答案太武斷了，我會請他⾃⼰評估為什麼要出櫃？為什麼這
件事不能晚點做、要現在做？」透過把問題反過來丟給對⽅的⽅式，引導他們思考要怎麼處置。傳播弟
認為每個⼈都是獨特的個案，必須針對不同的⼈給出不同的建議：如果是⼀個能夠對抗外界聲⾳、並想
要出櫃的⼈，他會⿎勵對⽅勇敢說出來替⾃⼰發聲；但如果是⼀個對⾃⼰的認同都還迷惘的⼈，則不應
該強求對⽅出櫃，「我會隱約地告訴他，現在可能不是最好的時機點，但我不會給他很明確的答案。」

佛系YouTuber的專業堅持與堅定溫柔 

       傳播弟在訪談裡表現出傳統媒體⼈的能⼒與特質，不只說話邏輯清晰有條理並展現專業，亦能從談
吐之中感受到他對多元議題的溫柔與堅定。不論是⾯對每個族群時會注意措辭，還是給予來諮詢的觀眾
⽀持⿎勵和引導思考；在惡意攻擊⾯前他也不會退縮，選擇站出來捍衛⾃⼰，希望能提供同受網路霸凌
的⼈有別於「獨⾃忍耐」的另⼀種作法。

       不過由於YouTuber只是副業，傳播弟在頻道經營上⼀直比較「佛系」，他並不執著訂閱⼈數的多
寡，也沒在研究什麼數據，⽽是更注重把想做的事做好。他⾔道：「我覺得做到10萬這個⾥程碑已經蠻
夠了，如果這10萬⼈可以持續地被我影響，他們再去影響別⼈也蠻好的，不需要透過那個數字去擴
張。」此外，針對頻道的內容⾛向，他表⽰未來想透過⾃⼰的電視背景專業，嘗試⼀些⼀般⼈做不到的
主題，像是微型紀錄片等，作為新舊媒體的斜槓，他有能⼒也⼀直致⼒於將傳統媒體的好帶入網路節⽬
中。

       最後談及對於多元性別議題的看法時，傳播弟只⽤「認同別⼈的認同」作為總結——只有⼤家都學
會「認同別⼈的認同」，才能真正尊重他⼈，⽽不是抱著先入為主的觀念，將⾃⼰的價值觀強加在對⽅



⾝上。雖然是以多元性別為題材的頻道，但比起「推廣」議題，傳播弟花費了更多努⼒在將這些議題
「普及」到⽇常⽣活中，他表⽰：「我只是想要我很⼀般，你可能是異性戀，但卻會停下來觀看頻
道。」相較於標籤化的特殊對待，全然平常地、⾃然地應對，或許才是對於多元性別族群最友善的——
畢竟在愛裡，我們沒什麼不⼀樣。

（下）

傳統主流媒體與⾃媒體中的多元性別議題 與閱聽眾
的三⽅努⼒
隨著⾃媒體發展愈趨成熟，主流媒體不免被拿出來比較，進⽽演變成新舊媒體的較量。傳統媒體被詬病
早已不是新鮮事，但作為「相對」卻⼜「相似」的存在，新媒體的創作者們⼜是如何看待⾃媒體與主流
媒體，以及他們⾃⾝闡述多元議題的⽅式呢？

Read More

傳統與突破 主流媒體於多元議題的利弊

       夫夫之道作為致⼒推廣多元性別議題的YouTube頻道，⾥歐表⽰從⾃⼰的⾓度來看，現今主流媒體
對於多元性別的議題確實比過去友善許多，但仍存在許多顯⽽易⾒的問題，例如：標籤化的標題與⽤字
隱含了歧視和刻板印象，或是為了追求點閱率⽽過度渲染、誇⼤，導致觀點變得片⾯甚⾄偏頗。以主流
媒體最加諸在同志族群的標籤：「轟趴」為例，新聞報導上的⽤詞總是強調「同志轟趴」，不過這個⽤
詞的必要性真的存在嗎？

       若是⼀般男女舉辦的「轟趴」被查獲，也未曾⾒過主流媒體使⽤「男女轟趴」來形容。也許並非出
⾃本意，但這種做法卻把「轟趴」的負⾯印象強加在同志族群⾝上，同時影響了觀眾對整個同志族群的
看法。

       不同性別、性傾向、族群的⼈都可能做出不當⾏為甚⾄犯罪，這些性別要素存在與否對於報導內容
的呈現影響不⼤，卻會影響社會上對於某個族群的觀感。就如同主流媒體在報導中經常會使⽤「女
警」、「女醫師」等職稱，和前述同志的報導⼀樣，都是先入為主地認定了「性別」⽽挑選的⽤詞，這
些被特意註記的「同志」與「女」等字眼，是否無意間反映了主流社會的既定觀念與刻板印象？雖然對
於主流媒體的印象較為負⾯，但⾥歐也表⽰能夠理解，因為即使不認同主流媒體的部分作為，但他覺得
現存的媒體環境是歷史共業，無法迅速改善，也不是少數⼈的努⼒就能夠輕易改變的。

       ⽽在傳統媒體⼯作，同時也是新媒體代表的YouTuber傳播弟，則提及傳統媒體在多元性別議題上做
出的新嘗試。他以⾦鐘獎為例，認為主流媒體在今年將最佳男主⾓頒發給⾝為女性的陳亞蘭，即是在性
別議題上的⼀⼤突破，即便後續引發了少許爭議，卻仍是⼀個良好⽰範。相較於⾃媒體主要在⾃⾝客群
中發酵，⾝為主流媒體的⾦鐘獎具有更強⼤的影響⼒，能夠把這些議題送⾄那些不怎麼理解也不⽀持多
元的⼈⾯前，非常直接地給觀念遲滯的⼈們上了⼀課。

       傳播弟分享⾃⼰過去在傳統媒體公司⼯作時，也曾主導製作過⼀個談論三對情侶的故事——其分別
為男同志、女同志與異性戀。公司或許需要因此「背負」⼀個與同志相關的議題，當時的主管也沒有反
對，甚⾄⼤⼒⽀持，這也讓傳播弟相信即使只是⼩⼩的⼒量，仍然可以⼀點⼀滴影響主流媒體對性別議
題的觀點，「如果有更多像我這樣的⼈在主流媒體裡⾯，⽤⾃⼰的⼒量去發聲，就可以慢慢改變整個媒
體的看法吧。」他說。



閱聽眾的⼒量 你我可以做到的是……

       相較於⾃媒體，主流媒體承載著更多商業上的牽扯，⾯臨更多流量的壓⼒，因此對於議題的探討多
半以追求聳動、吸引觀眾為主要⽬的，這也代表著如果關⼼⼀個議題的⼈太少，對主流媒體來說，此議
題⾃然⽽然就失去了報導價值。以同婚法為例，當時報導的熱度很⼤，因為「結婚」是每個⼈的權利，
但「⽣⼩孩」就不⾒得如此。⾥歐談及同婚法通過後同志群體⾯臨量能低下的時期，因為關⼼後續同志
收養⼩孩、⼈⼯⽣殖、跨國同志婚姻等議題的⼈不多，缺乏關注度就代表沒有點閱率，所以主流媒體也
漸漸地不再報導。

       幸運的是， 這些被主流媒體忽視的議題與聲⾳也許可以在⾃媒體上找到出⼝，讓問題有機會曝光在
⼤眾眼前，或引起社會的再次關注。然⽽，⼤多數⾃媒體的影響⼒仍不及主流媒體，因此這些議題通常
無法觸及社會上的各個群眾，讓每個世代都能夠充分理解、讓事件有更⼤的機率被重視，上述提及的同
婚通過後續問題即是如此。

       從根本上來看，主流媒體追求點閱率顯⽰了「市場」才是牽動媒體的主因，⽽當能夠獲取觀眾注意
⼒的都是腥羶⾊、偏頗、聳動的報導，或是社會上失去能夠帶動討論可能的內容，媒體的品質與環境就
會越來越糟。相反地，倘若閱聽眾能夠提升⾃⾝的素養與媒體識讀能⼒，付諸⾏動⽀持有意義且較為公
正的報導與媒體，便有可能帶動市場轉型——當⼤多數⼈追求的是觀點多元的深度報導，主流媒體就會
不得不做出回應，進⽽改變報導⽅式！

⾃由就是關鍵 社會上的另⼀股⼒量

       如上所述，在部分議題的推廣上⾃媒體的作⽤雖然有限，但它仍然是⼀個不可忽視的存在。主流媒
體的運作複雜，⼀篇報導的呈現牽涉的層⾯非常多，除了流量以外更有其他商業甚⾄政治⾓⼒摻雜其
中。相較之下⾃媒體就單純許多，創作者能夠⾃由地選擇受商業「牽絆」的程度，若是將經營頻道作為
副業的創作者，甚⾄可以完全不受資⽅影響，專⼼⾃在地創作⾃⼰喜歡的內容。

       由於不需⾯對那麼多來⾃各⽅的壓迫，⾃媒體創作者可以決定⾃⼰想說什麼、想怎麼說，如同傳播
弟所⾔：「⾃媒體就是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被限縮的很少，所以能夠表達的很多，看你要不要做⽽
已。」

       既然⾃媒體創作者能夠選擇要產製的內容，所以相對來說，在推廣議題時便較能提供觀眾「不同於
主流媒體」的看法與⾓度。例如經常被污名化的愛滋病，在主流媒體中總是與「男同志」劃上等號，甚
⾄曾有政治⼈物在醫學研討會上直⾔：「男男就是愛滋病的主要原因。」事後在新聞媒體瘋狂渲染報導
之下，再次強化了男同志就是會得愛滋病的刻板印象。

       事實上，愛滋病源⾃「不安全的性⾏為」，無論異性戀還是同性戀伴侶都應該審慎防範，但在主流
媒體上卻很少看⾒談論異性戀之間的愛滋病，甚⾄有部分的⼈以為「愛滋病只有男同志會染病」，⾃⼰
不需注意。

       從這個事件來看，⾃媒體的重要性也被體現——意識到愛滋病的刻板印象後，許多創作者決定製作
相關影片提供不同觀點，或可說是「矯正」這些不正確的觀念。如夫夫之道與傳播弟都曾邀請感染科醫
師在影片中談論愛滋病，期望打破⼤眾的迷思，替破除疾病污名化盡⼀份⼼⼒。

三⽅共同努⼒ 多元議題的未來展望

       對於多元性別相關的歧視與刻板印象，其形成不是朝夕之間，⽽要破除這些既定的價值觀亦同。在
多元性別議題上，社會⼤眾仍然需要時間學習與接受，媒體作為提供知識的管道，在社會價值轉型上扮
演的⾓⾊更是⾄關重要。



       雖然現今主流媒體環境和產製內容存在著許多令⼈詬病的問題，但也有許多主流媒體從業者正在嘗
試改變，加上⾃媒體的⼒量，即便這些倡導多元、願意正視議題的聲⾳還不夠強⼤，但只要有更多⼈願
意加入，相信未來的社會也能夠真正擁抱多元。我們期待在主流媒體、⾃媒體以及閱聽眾的共同努⼒之
下，多元性別議題可以更為頻繁且正確地被⼤眾認知，逐漸撕掉原本的標籤，讓多元性別不再需要被特
別提及與定義，更不需要接受他⼈的審視與異樣眼光，成為沒什麼不同的、非常普遍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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