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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5  記者 張萬邦 報導

自現任立法委員尤美女聯合「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以下簡稱伴侶盟），主張修改以民法九

百七十二條為首，關於親屬規範的條文以來，「婚姻平權」這個議題在台灣社會中鬧得沸沸揚揚

，贊成多元成家的人，以人權作為口號，大力抨擊無法接受此項提案的人，甚至將矛頭指向基督

教人士，因為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在本質上是反對同性戀的。

十一月三十日，許多人上街頭公開反對多元成家法案。（照片來源／PNN）

而反對多元成家的保守人士究竟是否毫無根據，只是單純因為歧視而漠視同志的人權呢？

 

伴侶法　伴侶自主權惹議伴侶法　伴侶自主權惹議

以同志運動團體（以下簡稱同運團體）的伴侶盟為首，這次提出三項民法修正案均大大地改變了

民法親屬篇的各項規條，其中伴侶法更是一套從無到有的增修法案。伴侶法中規定，血親以外的

兩人不論是男是女，皆可結為伴侶，兩人並不互負性忠貞的義務，且可單方解除終止伴侶關係。

，如此的作法將可因應時代變遷，保障伴侶之間的權益。

對此，凱斯西儲大學社會福利博士簡春安表示：「現在婚姻中的問題已經很多了，從我所接觸的

個案中，性愛的不忠貞很難維持一段健康且穩定的關係。」伴侶法中又規定，雖然伴侶間無性忠

貞義務並可隨時片面解約，但允許伴侶單獨或共同領養小孩，在如此隨分隨合的關係裡，孩子的

權益是否受到影響，婚姻制度的安定性有無減少，也成為反多元成家者一個很重要的質疑。學生

諮商輔導員學邱慕慈也擔心，在這種家庭裡生長的孩子，身心理會有更多的問題。

結婚行不行　底線誰來定結婚行不行　底線誰來定

民法中另一項重要的變革就是將民法親屬篇中的父母改為雙親，夫妻更為配偶，目的是要讓男女

以外的伴侶關係能藉此進入婚姻，讓人權得到伸張。保守人士則認為，人權的過度伸張將導致婚

姻制度的崩壞。

宗教團體與保守人士常被批評將多人性愛、人獸交等和同運團體畫上等號。事實上，同運團體不

得不將自己的訴求與其他的性癖好者做連結，因為如果不這麼做，同運者很有可能也會被其他不

同訴求的團體冠上歧視二字。

同運教材《尊重不同性傾向人士教材套》中提及：「若果沒有人因此而受到傷害，又或是......參

與各方面都是自願......我們亦沒有權力去干涉和判斷別人的生活模式。」長期進行性學研究的中

央大學教授何春蕤曾表示接受：「一個多元多音的情慾世界......沒甚麼道德也沒甚麼底線的。不

同的伴侶、異性同性、不同的關係、動物......甚麼都可以玩，都好玩。」這些都是由同運者提出

的性解放思想，目的是要破除傳統人對性愛的定義與進行方式。

依循這套價值思想，保守人士認為婚姻平權，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當婚姻由一男一女變為兩男或

兩女時，所衍伸出的道德界定。多人性愛、人獸交不必然與同運者重疊，但當婚姻的基礎不在是

一男一女時，其他對婚姻有不同訴求的人，如多夫多妻，人獸交，是否也能以人權作為理由來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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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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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愛情偏好獲得婚姻的保障？牛津大學神學博士兼哲學碩士關啟文曾在《同性婚姻是人權嗎

？》一文中表示，單單以公平二字看待婚姻的話會產生許多問題，按照婚姻平權的思路，很難只

讓婚姻停留在同性之間。

關啟文認為，按同運團體的邏輯，開放（B）後，很難不向下開放。

（圖表來源／張萬邦製）

甚至，有不婚人士認為，憑什麼只有結婚人士能享有減稅的福利，不妨將婚姻制度廢除對每個人

而言才是最平等的。中壢靈糧堂傳道蕭吉池表示：「這將對婚姻產生根基的動搖，接下來很可能

有連鎖反應。」

 

婚姻價值　守護與否婚姻價值　守護與否

傳統婚姻的存在長久以來建基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因為在這樣基本的大原則下，不僅能確保

人類能正常繁衍下一代，也能讓小孩在正常的生長環境下給予適當的照顧。政府並不能強制每個

人都必須結婚，但因為傳統婚姻對社會整體而言是增進公共利益的，所以在政府鼓勵的前提下，

結婚者依法享有減稅等福利與優惠。

對於同性戀的產生是否為客觀自然，目前學界主要分為兩派說法，一派認為同性戀是天生的，其

性向無法藉由後天改變；另一派則認為同性戀者是受後天環境學習而來的。不論說法為何，同性

之間的性行為是無法生育的，關啟文在文章中表示，生物學的事實就是同性間是不可能繁衍後代

，並無法建立一個自然家庭。同運者無法證明婚姻平權有辦法達到傳統婚姻所促進的社會公益，

也無法保證能對孩子帶來最大的利益。

觀看台灣的歷史紀錄，同志間的性行為在台灣從未被刑事化，可見同志是有性愛權利的自由，沒

有的是婚姻的保障。同運者認為婚姻才能規範伴侶之間的義務，並給予雙方當事人保障。其實，

婚姻不合法並不代表沒有其他法案可以補足同志間的權利。許多歐陸國家如德國、芬蘭等雖然沒

有承認同性婚姻，但有規範同志伴侶間權利義務的法案。而以蔡正元為首的立法委員也在近期草

擬「同性伴侶法」，希望能藉著這套制度，讓同志伴侶間的關係得以更明確。

 

人權上綱　強加的價值人權上綱　強加的價值

近期有藝人如郭采潔、黃美珍等公開反對多元成家法案，遭同運團體大力撻伐，被抨擊歧視和漠

視人權。

對此，真愛聯盟成員兼校園工作者朱慧慈表示：「宣稱同性婚姻是人權，事實並沒有得到國際共

識。」《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兩部在眾多國家中得到共識的人

權條款，而其中所保障的是男女之間的締婚自由，並未提到婚姻平權。許多同運者提出反駁，認

為人權的定義是可以被更動的。關啟文則在文章中表示，人權是需要人民所共識而得的，如果任

何事都可以冠上人權的名號，人權要由誰來定義？

近日，網路流傳著一部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同志大遊行的影片，在內容的剪接上頗具爭議，

被同運人士批評為片面報導。但遊行當天的訴求內容確實包括影片中所顯示的：性工作合法化、

娛樂性用藥合法化以及BDSM（皮繩愉虐）去刑事化。中壢靈糧堂主任牧師尤昭然表示：「支持

性工作合法化的人士認為，只要我的行為沒有傷害到別人，我身體的自主權憑什麼被人管制？」

在這套思維模式底下，社會大眾是否該以保障人權的角度來接納這些訴求，則成為最大的爭議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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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

紀載布列松一生精華文字，扼要道出布列松於
新聞攝影的價值觀與性格。

在臺中　品嘗回憶在臺中　品嘗回憶

對於一個從小生活到大的城市，有著豐富且多
樣的回憶。

此部同志大遊行影片的剪接方式惹人爭議，卻也反映部分事實。（影片來源／YouTube）

此外，反對者也認為，強行將同志婚姻的正當性加諸在社會上，只要有異己提出不相同的意見就

加以攻擊，又何嘗不是一種歧視？蕭吉池表示：「長久下來這會形成反歧視。」

保守與開放，自由意志與道德界線，無疑是多元成家法案中最大的爭議。台灣如何選擇在最適當

的位置畫下基準線，將成為日後人權與濫權分野的標準。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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