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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變性身份，她可能會自殺。Julie稱當時的自己在這個年紀，根本不明白這些

醫學干預所帶來的高風險，包括危害性命的副作用以及永久不育。

2022年10月，父母繼續要求學校老師使用Julie的法定姓名；2023年1月，學校

回覆認為繼續使用法定姓名對Julie造成「創傷」。在整個6年級期間，Julie不斷離

家出走、自殘和入院；Christina形容這是地獄時刻，父母要照顧女兒，進出醫院，

跟學校周旋，還要應付保護兒童會的突擊家訪，Christina為此不得不辭去工作。

12歲重新自認女性
7年級時，Julie轉到了另一所學校，就在2023年11月，爸爸買了施里爾

（Abigail Shrier）所撰寫的《不可逆轉的傷害》（Irreversible Damage），這成為了

Julie生命的轉捩點，這本書認為許多年輕女孩因社會傳播效應，而經歷了「速發

型性別不安」（rapid onset gender dysphoria），最終Julie在父親推薦下也讀了這本

書，她稱由此明白自己正走錯路，而之前是被網上影片「洗腦」。

Julie很快便放棄了她的胸束，重新再認定自己的女性身份；當性別危機過去

後，Julie開始處理自己自2022年出現的潛在心理健康問題，她仍然有自殘行為，

但這一次心理健康治療師經評估後，指她的徵狀屬於邊緣人格障礙、暴食症，以

及因身體形象問題而產生的焦慮。

有關Julie的問題，安省教育廳長、約克區天主教教育局和CAS都拒絕評論。

2024年9月，Julie開學升上8年級後轉到另一所新學校，她說直至今年4月，自

殺的念頭一直纏繞她，但整個人在暑假後有很大改進。暑假期間，Julie 取得了潛

水證書、重新添購了女孩的衣服，並在基督徒夏令營中結交了許多朋友。Julie說

自己很享受這一刻，「我終於對自己現在的性別身份感到平安。」

父不能干預兒決定
Julie終於重新確認自己的女性身份，但2020年卑詩省的一個家庭卻因為意見

分歧而鬧上法庭。根據《環球新聞》（Global News）報道，一名父親在得知孩子

（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正在接受荷爾蒙療法以轉變為男孩後，向法院提起訴

訟。這個當時15歲的男孩稱，從11歲起就認定自己是一個男孩，並從13歲開始探

索變性過渡治療；男孩的父親在得知兒子的意圖後，於2018年首次向法院提出訴

訟，認為如果沒有他的同意或准許，不應提供任何治療。

卑詩省高等法院在初審的判決中站在男孩一邊，稱他不需要父親的同意。

父親還收到了一項禁令，警告任何試圖強迫兒子放棄治療的行為都是一種家庭暴

力。隨後卑詩省上訴法院亦表示，雖然父親有權堅持自己的信念，但他不能干涉

兒子的決定，並表示這個男孩已經足夠成熟，可以獨自尋求過渡治療。法官對父

親的建議是「與男孩的醫療團隊進行交流，並聽取兒子的意見。」 B 

10歲在校轉變性別
根據《國家郵報》報道，2021年當時

不足10歲的Julie（假名），在安省約克區

天主教教育局就讀小學，於疫情間安裝了

TikTok，每天花幾小時上網，並「發現了

LGBTQ＋社群」，她後來在一篇個人文章中

指跨性別活躍分子上載的影片，令當時因疫

情留在家中的她，開始思考自己的性取向，

然後懷疑個人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

Julie於2021年5年級開學時，私下認定

自己是「非二元性別」（non-binary）；2022年初，她在班上公開了自己的身份。在約克區

天主教教育局一位老師的幫助下，她的父母被蒙在鼓裡，不知道她在課堂上使用「他們」

（they/them）的代名詞，以及一個男性化的新名字。直至2022年6月，父母才知道Julie在學

校裡默默進行的事，當他們提出反對以及要求參與商討有關女兒的事時，校方致電保護兒

童會（Children’s Aid Society, CAS）介入調查這個家庭。

Julie形容自己一向有點「男性化」（tomboy），喜歡運動，也有男孩朋友，但之前從

未經歷過性別不安。她表示「自己喜歡穿裙子，並且對做女孩感到自在。」不過，她稱自

己10歲時已進入青春期，比同齡的人要早，又表示「我在那時沒有太多朋友，還給班上的

人欺凌，自然而然，很想加入一個愛我的群體。」而身體上的不適又與幾名同學的跨性別

認同特徵吻合，這就引發了Julie的性別不安。

Julie的媽媽Christina（假名）表示，當時她並不知道女兒學校所屬的教育局，允許兒

童在沒有監護人同意或知情的情況下進行變性的「社會過渡」（social transition）。當女兒

剪去長髮和自稱不再「感到自己是個女孩」時，才知道她正在變性過渡中，父母最終和

學校領導層開會，學校也承諾停止使用「他們」的代名詞，只會使用Julie的法定名稱；然

而，Christina指學校最終沒有實現他們的承諾。

1 1歲考慮變性手術
2022年的暑假，Julie的身體不適加劇。在2022年9月，6年級剛開始時，她首次認定自

己是一個跨性別男孩，她使用男性的名字，並開始對睪丸素治療和接受雙乳切除手術產生

興趣，Christina稱對Julie知道這麼多變性知識感到震驚；Julie也開始經常戴上胸束，皮膚因

此出現瘀傷，父母和她爭吵，以至Julie後來離家出走，繼而因意圖自殘而入院留醫。

Julie後來回憶這段時間她所接觸的醫護人員，向她提供各種各樣的「性別確認」

（gender-affirming）建議，家庭醫生告訴當時11歲的她「胸束很安全」，又問她是否對「青

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s）有興趣；一位精神科醫生警告她的父母，如果他們不確認

九月份《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的一篇新聞報道，再次燃起了加拿大青少年變
性的爭論。一名安省小學女生感到「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學校讓孩子在未經
監護人同意或知情的處境下於學校轉變性別身份，事件再次令人擔憂青少年自行決定變性
的風險。根據加拿大公共政策智庫The Aristotle Foundation for Public Policy一項在2024年

的研究顯示，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加拿大在青少年變性（法律和醫療）政策上，屬於最寬鬆的國家
之一。今期《號角》訪問了一名兒子要變性的母親，媽媽愛兒子，兒子愛媽媽，但在性別抉擇上意見
不同，以後的路怎樣走下去？ 撰文及策劃：陳筱苓

Cisgender（順性別）
認同自己出生時被指定性別的人。

Detransitioning（去性別轉換）
停止或逆轉社會或醫療性別過渡。並非所有去性別

轉換的人，都會回到其出生時的指定性別；相反，有些

人可能認同為「性別多元」（gender-diverse）或「非二

元性別」。

Gender（性別）
性別是指社會建構的角色、行為、表達和認同，包

括女孩、女性、男孩、男性及性別多元者。性別影響人

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以及他們的行為和互動方式。

Gender-affirming care（性別確認護理）
確認個人性別認同的社會、心理和健康支援及

照顧。

Gender dysphoria（性別不安）
當一個人的自我認同性別，與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

存在差異時，可能會產生性別不安，這種壓力可能表現

出抑鬱和焦慮，以及自我傷害和增加自殺風險。

Gender expression（性別表達）
性別表達是指一個人通過身體語言、名字和代名

詞、穿著、髮型、語言來表達其性別認同。

Gender identity（性別認同）
這是一個人對自己性別的看法和感覺，是一個人公

開或私下認定自己性別的方式。個人的性別認同可能與

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相同，也可能不同。性別認同並非

靜態，且不局限於二元分類（如女或男），而是以連續

的形式（continuum）存在，並且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

改變。

Non-binary（非二元性別）
人們用來描述男女二元分類以外的性別。

Sex（性）
一組在人類和動物中存在的生物屬性，主要與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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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法定性別用詞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根據聯邦政府公共衛生部的資料，在加拿大法律政策上這些性別用詞有如此意義：

和生理特徵相關， 通常被分類為女性或男性。

Trans or transgender person

（變性人或跨性別者）
不認同或部分不認同出生時被賦予性別的人，

這個詞通常用來代表廣泛的性別認同。例如：跨性

別女性是指出生時被指定為男性，但其性別認同為

女性的人；跨性別男性是指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

但其性別認同為男性的人。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

文聆聽版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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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安

舉凡對現狀感到不滿或不安，希望能以實際行動

把狀況改善過來，變成心中所想的模式，這都是人之常

情，一點也不為過；對性別不安的人，他們希望能作出

改變，也是很自然的事。

《聖經》說，無論男女，都是神所創造的，每個

人都同樣尊貴、有福。神不但給予人莫大的智慧和能

力，更賦予人自由選擇的意志和能力，讓人可以自行決

定去做或不做任何一件事。有時，人會做出對的選擇，

也會做出錯的選擇；不過，所謂對錯，只是按當時環境

而定，時間一過，情況或會逆轉，以致他日出現的後

果，可能與預期所設定的不同。

神從來不會阻止人去選擇自己的路；然而，面對

個人抉擇，當事人往往會陷入疑惑和迷思中，難以決

定；而且，事情都總有正與反之間的多重利弊需要細

意推敲，包括眼前可見的問題，

以 及 可 能 出 現

的連鎖後果。須知道，有些決定落實執行之後，情況都

是不能逆轉的，再也無法回復先前的原狀。

《聖經•哥林多前書》10章23節說：「凡事都可

行，但不都有益處……」這就是神給人自由意志去作出

選擇的意思，至於這些可行之事是否都有益處，就需再

三衡量了。一個人陷在難以解決的困局當中，最需要的

是得到身邊的人理解、支持和同行。當事人與支持者，

都宜真誠謙卑面對問題，摒除固有成見，跳出既定框

架，從「理智、自主」的層面分析，又從「尊嚴、感

受」的角度尋找出路，必能有助作出恰當的選擇。

前面說，神從來不會阻止人去選擇自己的路，但

神也會給迷惘的人一些方向指引。信神的人都知道，

神一直就在人的身邊，祂會聆聽人所遇到的困惑；誰

都可以藉著祈禱與神相交，也可以與知己、信徒、牧

者商談，向摯愛的家人傾心吐意，

坦 誠 面 對 問 題 。 在

《聖經》的話語中，往往可以得著一些啟示和亮光，

曉得如何更有信心走上自己選擇的路。

當然，人同樣也可以選擇不去依從這些指引，這

正是神給人自由意志的可貴。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

是無論決定為何，最重要的是個人的心懷意念，必須

是平安穩妥，不受疑慮困擾。

面對不安，我們總能找出「或這樣、或那樣」的

解決方法。雖然，事情的發展怎樣，沒有人能百分百

預知，但我們知道，「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4章7節) 

所以，在按自由意志去作出任何選擇之時，心中是否

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既能看出我們是否已領受神

所賜的祝福，也能成為甄別「凡事都可行」中的哪一

方案可行與應行的安心指標。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

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神必賜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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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假名）回想小兒子童年時的模樣：眼睛圓圓，胖嘟嘟很可愛，他不擅運動，但也

沒有女孩傾向，喜歡和哥哥穿上一樣的衣服，看來就是一個happy boy。不過，之後變得越來越

沉靜，直至疫情期間，兒子發了一個電郵給媽媽，宣告自己想變性成為女孩。如今李女士看著

兒子童年照片時，總是想：「為甚麼會變成這樣？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加拿大曾上榜2023年全球跨性別人士權益最佳國家，

位列第三，其中一項甄選準則就是轉換性別的可行性。

加國三種方法改變性別
根據聯邦政府的資料，在加拿大可以通過三種方

法改變自己的原有性別：

社會過渡（socially transitioning）
社會過渡涉及通過社會層面的改變，向他人公開

確認你的性別認同。這些改變可能包括改用新的名字、

代名詞、穿著風格和行為舉止、用語音治療去改變聲

音，以符合你的性別認同。

法律過渡（legally transitioning）
在加拿大，任何人都可以申請更改聯邦證件上的

性別標記，例如護照或公民證明書。此外，你還可以申

請更改省級和地區級文件上的性別標記，如駕駛執照、

出生證明和醫療卡。

醫療過渡（medically transitioning）
醫療過渡包括使用醫療方法改變身體的性別特

徵，以更能符合個人的性別認同，包括：

※ 青春期阻斷劑：用來抑壓青春期的性徵，例如

令原生男孩的聲音不會變沉，抑壓男性肌肉、陰莖、睪

丸等生長發展；又或令原生女孩的乳房停止生長，抑壓

排卵、月經和陰道發育成熟。

※ 荷爾蒙療法：荷爾蒙療法可以幫助發展出與性

別認同相符的性徵，雌激素治療可以令人長出乳房，及

有更豐碩的臀部；睪丸素治療則會令聲音沉厚，長出肌

肉和鬍鬚。

※ 性別重置手術（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針

對跨性別男的包括聲帶手術、割除乳房、下身手術（移

除陰部、生殖器官、子宮，製造陰莖等）；針對跨性別

女的手術包括聲帶手術、下身手術（移除睪丸、生殖器

官，製造外陰和陰道）。

歐洲停用青春期阻斷劑
加拿大政府在性別轉變上的政策，近年備受批

評，特別是讓青少年在未成年以前擁有轉變性別的自

決權。加拿大公共政策智庫The Aristotle Foundation for 

Public Policy在研究報告《加拿大、美國與歐洲未成年

跨性別醫療政策比較》中指出，北歐和西歐國家現在推

行比加拿大更保守的做法，瑞典和芬蘭已經放棄使用青

在加拿大怎樣改變性別？

保守你的心懷意念

兒
子
要
變
性

兄：「20年後變性很平常」
對於小兒子渴求變性，原來家中大兒子早已知道，李女士曾問大兒

子為何不早點告訴她，大兒子反問：「為何要說？」因為這是弟弟的私

隱，而哥哥也覺得這樣完全沒有問題，他的意見是：「現在同性戀是很

平常的事，（變性）會不會被歧視？20年後大家看法都會改變，那就很

平常了。」大兒子更勸媽媽用「她」和女性英文名字來稱呼弟弟。李女

士曾經問過小兒子變性後怎樣面對其他人，小兒子表示自己早已想過：

「這個世界不會喜歡我，我早有心理準備。」

小兒子曾經表示想去看心理醫生，李女士起初也認為是好事，但後

來知道自2022年1月C-4法案通過後，正式禁止「迴轉治療」（conversion 

therapy），輔導員不能改變一個人的性取向、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她

心裡就忐忑不安。「有人說大部分孩子去看心理輔導，只是為了得到支

持和認可，然後向父母證明變性的需要，我怕這樣做會加快了他的變性

進程。」

對於兒子現時不上學、不工作、不學車、不出外、不怎麼用錢的

宅居生活，李女士心情矛盾，一方面她想兒子繼續學習裝備自己，又

或打工自食其力；但另一方面又害怕他賺到錢會更快變性，而出去接觸

社會，又不知會碰到甚麼人。「有朋友對我說，兒子那麼大不用理，

放手就會成長，但事情不是想像那麼簡單，我擔心他出去不知會遇上

甚麼人，留在家裡比外面安全，他需要別人的愛，我是唯一一個接納他

的人。」

母：「不支持但仍然愛他」
李女士坦言起初知道兒子的事時，心情很差以至經常哭泣，而這不

是一件能「告訴別人的普通事」，自己連對娘家的人和教會的弟兄姊妹

都不敢說，害怕說出來別人不理解。「我有時很想在小組分享，希望有

人為我祈禱，但始終不能做到；尚幸教會有一個姊妹和兩位教牧知道我

的情況，有時有一、兩個人明白我的心路歷程，為我祈禱，我就很滿足

了。」李女士更希望教會能教育會眾了解和面對這種問題。

兒子變性一事陷入膠著狀態，李女士現在的心情已稍為好轉，她相

信神垂聽禱告：「感恩事情的進展沒有那麼快，我們也從來沒有為這事

爭吵，我不想鬧僵了以後大家更沒有對話的機會。自從我信主後神改變

了我，否則以我昔日的脾氣，可能一早便將他趕了出去，但現在我要用

神的愛去愛他；我不支持他的決定，但我仍然愛他。」  B  請上號角

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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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是否愛他不夠？」
李女士的兒子今年23歲，雖說兒子「出櫃」時已經成年，但對母親

來說仍然沒法接受。她對本報回憶當時的第一反應：「我不想接受這件

事，隨即將電郵刪掉，我只是問他，我對他的愛是否不夠，以至讓他有

種種的心理問題出現。」

後來兒子再當面向她表白心意，說自己喜歡成為一個女孩，也希望

媽媽以後能以「她」和女孩子的英文名來稱呼他，李女士說當時自己的

反應是「不行」、「接受不到」，表明自己不支持他變成一個女人。兒

子看見媽媽哭著來回應他，知道媽媽很傷心，以後就不再提起。

李女士的丈夫在兒子9歲時急病去世，那時一家人剛回流香港兩

年，爸爸過身後媽媽帶著兩個兒子返回加拿大生活。李女士指兒子很愛

她，一直對她很體貼。「丈夫去世後他沒有再提爸爸的事，他這樣做是

怕令我傷心。現在他不提變性也許是怕我難受，想等我慢慢接受。」

子：「不喜歡自己的身體」
媽媽不想提，兒子也不想刺激媽媽，但不代表變性的念頭消失，李

女士指一些日常小事也會引發兒子內心的情緒：「他現在的頭髮髪比我的

還要長，差不多去到腰部，早些時候我說他的頭髮太長太嚇人，他表現

得很不高興，我問他留長頭髮是否為了『扮女孩』，他當下反應很大，

說『自己不用扮，I am a girl（我是個女孩）』，我問他究竟想怎樣，他

向我表態，希望我接納他去變性—讓他使用荷爾蒙。」說到這裡，李

女士喉頭哽咽，好不容易才吐出「荷爾蒙」三個字。

李女士想更深入地了解兒子，當時克制情緒鎮定地問他想變性的原

因，兒子說「不喜歡自己的身體，很想做女孩。」而這種感覺「在高中

前已出現，到高中時最強烈。」李女士問兒子其他朋友是否如此，他說

「並非人人如此，但有幾個是這樣。」兒子在疫情期間上大學，修讀電

腦科學，但疫情過後再沒有回校上課，至今留在家裡3年，躲在房間上

網打遊戲，兒子稱其中兩個一起打機的game友是正在使用荷爾蒙藥物的

跨性別者。

雖然還未進行荷爾蒙的醫療過渡，但李女士觀察兒子可能暗地裡

已進行變性的社會過渡。「我的鄰居有一天問我，是不是有親戚來了我

家，因為看見一個女孩拖著我家的狗出外散步，我的反應是嚇了一跳，

那顯然是我的兒子，難道他外出時表現出女性的姿態？他沒有穿著女

裝，但日常說話時刻意壓低了聲線，和我頂嘴時說話的方式就像一個女

孩，撥頭髮時也是這樣。他也許在日常生活中已當自己是一個女性。」

春期阻斷劑，兩國還限制16歲以下青少年不得使用荷爾

蒙治療，以及未成年人不得為了變性而進行乳房切除手

術。英國更在今年3月停止向有性別不安的兒童及青少

年處方青春期阻斷劑。

同樣地，加拿大境內不同省份也有不同做法，2024

年2月，阿爾伯達省效法薩斯喀徹溫省和紐賓士域省，

宣佈了新的政策：要求15歲及以下的兒童在學校更改姓

名或代名詞，需徵得父母同意；在課堂上討論性別認

同、性取向和性關係前，校方須先通知家長，並得到

其同意；禁止未滿18歲

者 接 受 變 性 手 術 ； 禁

止15歲以下青少年使用

青 春 期 阻 斷 劑 和 荷 爾

蒙 療 法 來 變 性 。 總 理

杜 魯 多 為 此 譴 責 阿 省

省長史密斯（Danielle 

Smith），認為她打擊

「 L G B T 青 少 年 」 。 

B   請上號角網站www.
heraldmonthly.ca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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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貴華醫生

香港精神科醫生康貴華行醫40年，他還記得當年出道時，醫學院的教

授對他們說，每個病人都是你的老師，人人都是獨特不同的，醫生要用同

理心去聆聽他們的人生故事，看看他們有甚麼掙扎和恐懼。康貴華幫助過

不少跨性別者和他們的家庭，發現每個家庭背後都有一個故事，要處理的

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 
精
神
科
醫
生
：

我
這
樣
幫
助
跨
性
別
者
家
庭

修復家庭關係
康貴華指目前輔導跨性別兒童及青少年的方法主要分為兩

種，包括加拿大力主提倡的「性別確認護理」（Gender-affirming 

c a r e ） ， 這 方 法 主 要 是 順 應 兒 童 的 性 別 認 同 來 幫 助 他 們 轉 換

性別，例如提供青春期阻斷劑、荷爾蒙和性別重置手術（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另一種則是「系統家庭治療」（System Family Therapy），這

方法的目的是，與家人一同探討各種引致跨性別的後天家庭和環

境因素，並嘗試幫助父母改變這些因素，然後觀察孩子的跨性別

行為表現有沒有相應改變。這方法背後的信念是，當孩子出現問

題時，往往只是反映家庭關係的失衡，假如能找到問題根源，便

能對症下藥，這是一種以修復關係為主的關顧和輔導的模式。

至於加拿大禁用的「迴轉治療」（conversion therapy），康

貴華也認為這種以改變性別認同為主要目標的治療並不成功，探

索問題根源，看看孩子有甚麼困擾和需要更重要。他指出系統

家庭治療還有一個好處是，給予父母一個知情選擇權（informed 

choice）。父母經過一番努力，修正問題的根源，期望子女能有

相應的改變；若不成功，父母也有較大的心理準備，接納「性別

確認護理」這個方法，以愛心與跨性別子女一生支援同行。康貴

華相信面對子女性別不安，家庭關係的問題越早處理越好，青春

期前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力更大。因此，他對前文約克區天主教教

育局不讓父母知道讀小學的女兒正在轉變性別一事，感到極為荒

謬：「孩子需要父母的愛，11歲怎可以沒有父母的支持？」

處理人生問題
康貴華坦言自己以往幫助過的跨性別青少年，就算是與父

母修復了關係後，子女的性別認同或跨性別表現未必會有相應

的改變，但他表示父母不要灰心，因為現時亦有研究證明，性別不安會隨

著年紀長大而慢慢減少，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就收納了一項最新發表的研

究《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性別不滿意感發展》（Development of Gender Non-

Contentedness During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荷蘭的研究員展開了

長達15年的追蹤調查，發現在青少年時期共有11%的被訪者自稱不滿自己的

性別，但到了26歲時，該比例減少至4%。研究人員總結道：「性別不滿意

感在早期青春期較為常見，通常隨著年齡增長而減少，並且在整個發展過程

中似乎與較差的自我概念和心理健康有關。」

當了精神醫生40年，康貴華相信要以全人角度去看問題：「人生起起跌

跌一定有，沒有性別不安的人也一樣有很多問題。面對性別不安的人，不要

將變性視為避風港，看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我們還有許多人生問題要處

理—學業、事業、人際關係、照顧自己等，也許還要醫治創傷，我們就由

修復關係做起，父母用無條件的愛去接納包容，家庭就會開始改變。」

閱讀參考：
《女兒想做男孩•兒子想做女孩—從西方趨勢及本地故事看跨性

別》香港心性教育協會

（blog.scs.org.hk/wp-content/uploads/2024/08/康醫_final-verison.pdf）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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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4年11月7日 (Thursday)
時間：晚上8:00
地點：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L4C 9X9,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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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國語傳譯

性 別 不 安

的感受究竟是怎

樣的？香港中國

神學研究院院長

黃國維博士接受

本報訪問時，以

自己來作比喻，

很多朋友都知道

他天生色盲，不

時會問他看不看

到某些顏色，黃

國維稱他會盡量

去解釋，但無論

怎樣說，沒有色

盲的人始終不會

明白他的經歷，

「這就像很多人

不明白性別不安

的感受」。

與
性
別
不
安
的
人
同
行

性別認同影響至大
黃國維在美國攻讀哲學博士時專門研究基督教倫理，涵蓋家

庭、婚姻等範疇，他指出看性別問題可以從不同角度入手，他從

神學和哲學的角度，對性別不安有這樣的分析：「性別認同其實是

生活中很重要的事，這影響到個人對自己的理解，以至怎樣與人交

往，在神學上這是人性的核心。正因為性別認同對人這樣重要，所

以當一個人自覺個人的性別認同和生理性別不吻合時，就會帶來性

別不安，而解決困擾的方法，變性是其中一個選擇。有人易服，穿

著異性的衣服來令自己沒有那麼難受；有人使用荷爾蒙，讓人見到

自己的異性特徵，好像女性使用男性荷爾蒙來令自己長鬍鬚，這都

是令自己好過一點的解決方法，也是人之常情。」

而這種困擾別人是沒法明白的，黃國維提醒社會上未曾經歷性

別不安的人，首先要謙卑下來，不要急於評論，從理解的角度去看

事情。「我們這些沒有性別不安的人，自然不能完全理解他們的感

受，只會問為甚麼會這樣；但其實直至現在，很多研究都指出不能

確定性別不安的成因，也許有一些相關因素（correlation），但並不

是因果關係（causation）；我們總是喜歡尋找答案，背後的動機也

許是求一個安心；又或是找一個原因來責難，尋找逆轉的方法。」

不離不棄仍然同行
不過，黃國維認為父母不能接受性別不安的子女變性也是可以

理解的：「很多父母不能接受子女變性，這是很大的張力，當初父

母生了一個女兒，一直和她以女兒的方式來交往，然後有一天她變

成了兒子，由於性別認同對關係很重要，父母很難接受是可以理解

的，在張力中大家如何同行，以至怎樣能舒緩不安呢？」

黃國維並不鼓勵用入侵性、有傷害性的醫學干預來解決性別不

安，他勸喻父母要陪伴當事人，聆聽他們的心聲，不要輕視他們的

困擾，就算是不喜歡不認同他們的決定，也要與他們同行。「不認

同子女的決定，不等於不愛他們。坦白說，一個人走到要用荷爾蒙

做變性手術的地步，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對身體有影響，也要

經歷漫長的痛苦，誰會想這樣傷害自己呢？」但黃國維亦同意，成

年子女也許明白變性之後要承擔的後果，但加拿大社會開放，未成

年的青少年究竟是否有足夠成熟程度去做決定呢？這亦值得商榷。

愛自己選最好的路
另一方面，黃國維也勸喻教會不要

將人生複雜的事，將之簡單化地黑白二

分。「真理不是黑白二分的標準答案，

人生的路是困難的，一點也不簡單，在

複雜的世界中做基督徒，真的要謙卑下

來，放下假設，認真聆聽別人的難處，

真理只在上帝身上，我們要思考上帝希

望我們在群體中做甚麼，怎樣與痛苦的

人同行。耶穌基督總是憐憫那些落在困難之中的人，擁抱這個狀態

中的人。我們並不是要放下《聖經》真理，但能夠接納就成為一個

開始，這樣人才有力量在上帝之前面對自己。」

對於性別不安的人，黃國維有這樣的話對他們說：「父母也許

並不了解你們，也可能在說話上傷害了你們，但他們是愛你們的，

你們也要嘗試理解父母為何有這樣的感受。你們也要愛自己，考慮

用甚麼方法去面對自己的性別不安，在見不同的輔導員、醫生時，

考慮甚麼是對自己最好。我也想和你們分享一點我對做人的看法：

做人永遠都是活在矛盾和張力之中，願望和現實是有距離的，不是

所有事都是暢暢順順的，或許當性別不安的你們經歷困難時，在感

受上固然十分難受，但即使做了不同的變性方法，是否就真的可以

完全解決呢？我們能否接納這一種不安，與之共存？只要它的困擾

不會大至傷害自己，這是否也是一種選擇呢？假如性別不安的你們

是基督徒的話，要知道性別身份雖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身份其實是

上帝的兒女，這才是我們面對困惑時的核心身份。」  B  

性別不安是一種怎樣的感覺？
一名去性別轉換的基督徒 Kyla Gillespie 曾在雜

誌“Love is Moving”中撰文，描述自己性別不安

的感覺：「當我長大到十幾歲和成年時，我的性

別不安感越來越強烈。我覺得上帝讓我成為女性

是個錯誤，人們已經當我是男孩子了，而我只想

融入他們。我與這種內在的緊張關係鬥爭時感到

筋疲力盡。30歲出頭時，我的不安感最嚴重，出門

之前，我會花上幾小時找衣服，但是沒有一件衣

服是我看來合適的，我無法掩飾女性的臀部和胸

部。在大庭廣眾之下，我感覺每個人都當我是異

類來盯著我，我厭倦了被人誤解，很想消失。」

Gillespie後來接受荷爾蒙治療變性成為跨性別

男，但發現仍然無法帶給自己期望中的釋放和平

安，她感到無論看來多像男性也不能帶來滿足。

變性6年後，她稱神藉著《聖經•詩篇》的經文

來對她說話：「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

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

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139

篇13至14節）。她相信神創造她為女性，必有祂

美好的旨意，她最終選擇去性別轉換，重回女性

的角色。「對我來說，活在上帝最初為我創造的

性別中是一種信靠。」她坦言現在仍有不安的時

刻，但「正是在這樣的時刻中，我選擇憑信心而

活，而不是被個人感覺所支配。」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欣賞時事加號影視及本文聆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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