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男女之外？ 

（ＸＸ的房間導讀）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陳宜倩 

 

內容簡介： 

透過三組人馬，一位溫暖、真誠、看來已有人生歷練

的女性，三位放學後正嘰嘰喳喳閒晃的學生，與一對正期

待新生兒誕生的男女，接受了來自街頭的挑戰，「你願意花

十分鐘，探索一個人的秘密嗎」，而分別被邀請進入了三個

風格迥異的房間，依據所見回答幾個問題。像生物學家想

要了解一種生物，要先從生物的棲息地開始，我們從一個

人生活起居的空間，每天可能要待上六到八小時以上時間

的個人空間，開始探索「他們是誰」。 

貓哥、周逸人與維恩，藉由物件意義與對話，向我們

揭示了他們的秘密，特別是「生理性別」（貓哥）與「性

別認同」（周逸人與維恩）這兩個面向，只要不符合社會

對於男女的標準，不論是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

只要一項「錯了」，當事人就會生活的很辛苦。 

 

性別觀點： 

一、 「你是誰」? 一個哲學問題 

 人要透過什麼方法來理解另一個人？人們是透過什麼

樣的媒介與如何形成對於「你是誰」的看法？如果世上有

一種機器，讓你輸入三個關鍵元素，交叉比對，可以讓你

在人海茫茫中尋著一個你認識的人，你會輸入什麼？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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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身體特徵、性別、國籍、種族、喜好、生活態度？...

到底什麼是決定你是誰的關鍵元素？當我在大學通識課程

剛開學時對學生提問，讓大家介紹自己時，有不少人寫下

了「我是男生」或者「我是女生」。但也有人沒有寫性別

資訊，而選擇了國籍或者「國族認同」結合興趣，「喜歡

西班牙阿莫多瓦導演電影的台灣人」。這些提問與思索是

希望協助學生，面對自我認同的議題，而在眾多社會差異

下，「性別」仍被公認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我是誰」這問題值得ㄧ生去思考探索，在成長的社

會化或學習過程，我們常聽見世上只有男、女兩個性別的

這種說法，究竟男性是什麼？女性是什麼？男性可以做什

麼？女性可以做什麼？誰與誰會相愛、組成家庭？在今日

台灣社會中，這些答案理論上已經不再那麼刻板、有限。

人可以是女性、不穿裙子，是領導三軍的總統，人可以是

男性、可以是在家照顧兒女的職業父親，你是誰、與你做

什麼、有啥喜好，與誰相戀或組成家庭，不再是男女兩條

既定的平行路徑。 

 過去生理性別 (sex)、社會性別 (gender)、性別認同

(gender identity)、性傾向（sexal orientation)一概都化約為

「性別」，且簡化為「男女」，人們並不細緻區分這些不

同的概念，法律體系也複製並強化社會文化中性別二元主

義(Sexual Dimorphism)偏狹的看法：這世上有兩種人類，男

性與女性，XY 染色體即決定了我們的一生，男女有別（生

理性別）；男性具備陽剛特質、女性具備陰柔特質，從個

性、裝扮、興趣、到職業選擇，男女有別（社會性別）；

「真正」的男人認同自己是男人（性別認同）愛「真正」

https://www.gender.ey.gov.tw/Multimedia/System/Lexicon/DealData.aspx?sn=nLy5O/fHw9e5Dv9GxcBKqQ==
https://www.gender.ey.gov.tw/Multimedia/System/Lexicon/DealData.aspx?sn=nLy5O/fHw9e5Dv9GxcBK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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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人，慾望對象也是男女有別（性傾向），只有異性戀

關係是眾人接受之「正常」的性別與「正常」的性之組

合。還好這幾年透過婦女運動、同志運動、與跨性別運

動，與性別研究，人們逐漸地看到了男女二元系統之外的

可能性。 

   

二、 狹隘的二元觀，苦難的開始 

 性別，真的只有兩個出發點嗎？人們一出生，醫師透

過第一次的肉眼觀察，藉由新生兒的外顯生殖器官，判斷

新生兒的性別，是男或是女，兩個選項，一個答案，即在

醫院的出生證明首度寫下新生兒的性別。日後由父母到戶

政機關據醫院醫師開出的出生證明進行出生登記，此時新

生兒就會以這個指定的性別與國家政府機關的管理發生關

係。  

 其實即便在生理性別的層次，人們根本不是只有兩個

類別，事實上每個國家與社會都有一定比例以上的新生

兒，出生之際即無法被既存的男女類別所歸類，進一步作

染色體檢查，性腺、性器官與染色體，三者不一定一致，

不一定是符合現有醫學知識的「男」、「女」類別，

Intersex 是人類存在已久的生命樣貌，而統稱為 Intersex 族

群（雙性人）其中也有多元的面貌，許多雙性寶寶的出生

證明，醫師以手寫的方式在性別那欄紀錄：ambiguity （性

別模糊難辨、不明）。在過往可怕的病理化歷史中，有時

會由醫師或父母，決定「從男」或「從女」而對新生兒執

行矯正手術，而這個「矯正」手術並不一定是醫學定義上

https://www.gender.ey.gov.tw/Multimedia/System/Lexicon/DealData.aspx?sn=5RwAApkEGYslTdI2yRDM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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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手術，只是我們的醫學、法律以及更廣義的社會文

化尚未準備好接受男女之外的可能。  

 短片中的三組訪客，以房間的物件來判斷房間主人是

誰，也都是遵循二元性別化的象徵記號，「吉他加電玩，...

宅男吧」? 「很浪漫、很夢幻的那種小女孩」？「雪紡紗、

化妝品，女生。」？「運動風格，3C 東西，男生，所以這

是「夫妻」的房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訪客們的推

理過程在在彰顯的是目前台灣「性別化」的社會現實，人

們就是會這麼想，要等到主人出現，才被一一翻轉。 

 

三、 男女是「例示」，非「列舉」? 

 從前從前，人們對於男女的想像就是生殖關係結合，

無法想像有其他可能性，萬一，「男」「女」是一個集合名

詞呢？萬一，「男性」也有其中各式各樣的男性呢？「女

性」也有各式各樣的女性呢？更棒的可能，「男」與「女」

可能只是「例示」舉例說明，而不是「列舉」（僅限於有列

出的這幾項）呢？就像這個短片中的三人也只是眾多「雙

性人」與「跨性別者」身影中之例示。 

   也許將來有一天，男女性別只會被當作萬種樣貌的其

中兩類，而這男女二元的認識將被根本性地挑戰，性別可

能不限於是兩極化不能變動的角色，也不一定是光譜, 光譜

其實已經預設了兩端的男女，有人可能完全沒有性別概念

的，「非二元」(non-binary)人們可以理直氣壯地找尋自己

無關男女的多元樣貌。1   

 

                                                 
1 看見性別酷兒故事，去你的二元世界，出版者：傅韻麗，台灣台北(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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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男女之外 

            2017 年底德國有個雙性主體 Vanja（像是片中的貓哥）

想要更改法定性別，當時出生之際父母將之登記為女性，

想改成 inter/divers, 中文也許譯為「間性」/「跨」或「多

元」。他們不覺得自己沒有性別（geschlechtslos），只是非

男、亦非女，而想要有積極正向表述自身性別認同的可

能，因而提起訴訟據理力爭。德國憲法法院最終肯認性別

認同屬於自我決定人格發展中重要一環，性別自主決定

權，目前二元制度讓不符合的人們無法按照自己性別認同

定義做性別登記而遭受不平等對待，侵犯其人格發展自

由、人性尊嚴與平等保護。憲法法院給了立法者期限，認

為立法者可以討論，是要把性別登記刪除、還是要提供 

inter/divers 選項，還是 divers即可？德國政府已在 2019年施

行新法，在「男女之外」有第三種性別，“Ｄ“  讓無法被男

女二元定義或描繪的 Intersex 人們有所選擇，能按照自身的

性別認同有個積極正向的表述。2 

 你覺得台灣呢？我們可以如何創造新的可能性？ 

 

五、 從「變性」到「跨性別」 

 廣義的「跨性別」是指所有一切，不論是內在的性別

認同或者外在的性別表現，只要跟男女二分的主流社會期

望不同，只要認為自己不符合這個二元規範都可以被涵

蓋。狹義的跨性別者，指的是性別認同與原生性別，也就

                                                 
2  這 世 上 真 的 只 有 男 性 與 女 性 兩 種 性 別 嗎 ？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7%AB%8B%E5%A0%B1/%E6%95%99%E8%82%B2%
E9%80%99%E4%B8%96%E4%B8%8A%E7%9C%9F%E7%9A%84%E5%8F%AA%E6%9C%8
9%E7%94%B7%E6%80%A7%E8%88%87%E5%A5%B3%E6%80%A7%E5%85%A9%E7%A8
%AE%E6%80%A7%E5%88%A5%E5%97%8E/1513007332068018/>(2020.07.17 最後造訪時

間）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7%AB%8B%E5%A0%B1/%E6%95%99%E8%82%B2%E9%80%99%E4%B8%96%E4%B8%8A%E7%9C%9F%E7%9A%84%E5%8F%AA%E6%9C%89%E7%94%B7%E6%80%A7%E8%88%87%E5%A5%B3%E6%80%A7%E5%85%A9%E7%A8%AE%E6%80%A7%E5%88%A5%E5%97%8E/1513007332068018/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7%AB%8B%E5%A0%B1/%E6%95%99%E8%82%B2%E9%80%99%E4%B8%96%E4%B8%8A%E7%9C%9F%E7%9A%84%E5%8F%AA%E6%9C%89%E7%94%B7%E6%80%A7%E8%88%87%E5%A5%B3%E6%80%A7%E5%85%A9%E7%A8%AE%E6%80%A7%E5%88%A5%E5%97%8E/1513007332068018/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7%AB%8B%E5%A0%B1/%E6%95%99%E8%82%B2%E9%80%99%E4%B8%96%E4%B8%8A%E7%9C%9F%E7%9A%84%E5%8F%AA%E6%9C%89%E7%94%B7%E6%80%A7%E8%88%87%E5%A5%B3%E6%80%A7%E5%85%A9%E7%A8%AE%E6%80%A7%E5%88%A5%E5%97%8E/1513007332068018/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7%AB%8B%E5%A0%B1/%E6%95%99%E8%82%B2%E9%80%99%E4%B8%96%E4%B8%8A%E7%9C%9F%E7%9A%84%E5%8F%AA%E6%9C%89%E7%94%B7%E6%80%A7%E8%88%87%E5%A5%B3%E6%80%A7%E5%85%A9%E7%A8%AE%E6%80%A7%E5%88%A5%E5%97%8E/151300733206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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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生時被指定的那個性別不一致的人們，有些會希望作

性別重置手術，有些不一定會想做，有各種態樣。片中的

周逸人與維恩就是其中的兩個樣貌。維恩做了手術，以前

人們會稱之為「變性」人，帶有病理化的語意，但是如果

你問當事人，他覺得自己都沒有變啊，很早就覺得自己是

男生。 

  跨性別運動史也是血淚斑斑啊，從以前被醫學診斷為

「性別認同障礙」，到後來的「性別不安」多少仍有病理化

的意涵，世界衛生組織（WHO）2018 年 6 月公布第 11 版

《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ICD-11），終於將

跨性別從原本的精神疾病，移到「性健康條件」（sexual 

health conditions） 分 類 的 「 性 別 不 一 致 」（gender 

incongruence），再次強調了國際上去病理化的趨勢，更新版

將於 2022年 1月 1日正式上路。 

 

小結：革命尚未成功，大家繼續 

       長久以來婦女運動致力於爭取女性定義自我的機會，且

以她自己的定義讓社會、主流法律體系接納，並與之互

動。同志運動則專注於挑戰異性戀結構，新一波更包容的

跨性別運動，這些主體們，同樣也是基於對自己性別定義

權之掌握，堅持以自己的定義、自己定義下的樣貌與周遭

的社會與世界打交道，享有作人的尊嚴。不論是婦女運

動、同志運動或跨性別運動，這三者的核心目標均有志一

同地挑戰目前嚴格二分之性別系統。如果我們願意面對人

類的渺小與有限，人們身體各有特色特質與多樣面貌，事

情會容易得多，大家一起繼續努力吧。 

https://www.gender.ey.gov.tw/Multimedia/System/Lexicon/DealData.aspx?sn=5RwAApkEGYslTdI2yRDMNw==
https://www.gender.ey.gov.tw/Multimedia/System/Lexicon/DealData.aspx?sn=5RwAApkEGYslTdI2yRDMNw==
https://www.gender.ey.gov.tw/Multimedia/System/Lexicon/DealData.aspx?sn=5RwAApkEGYslTdI2yRDMNw==
https://www.gender.ey.gov.tw/Multimedia/System/Lexicon/DealData.aspx?sn=5RwAApkEGYslTdI2yRDM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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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一、 你是誰？你怎麼知道你是誰？ 

二、 性別是什麼？你從何得知？ 

三、 「非二元」，那是什麼樣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