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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周我們試著探討不同於傳統男女的特質以及如何看待既有的框架與侷限，試著

從自我探尋什麼樣的議題可能讓你/妳的性別受限，你/妳又該怎麼做讓此限制降

到最低? 

 

身為一位男性，正屬於父權社會中所謂的「既得利益者」，很難述說究竟自

身有什麼受限制之處。我從未有性別認同的「疑問」，雖有感受到性別角色的期

待，但沒有特別感受到社會結構對「我=男性」的壓迫。因此，對我而言，即使

身旁多為女性朋友，也常常談論相關議題，但可能最大的限制在於無法充分理解

女性(或性少數)的觀點與感受。 

雖自基督宗教傳至台灣後，教會便不遺餘力地推廣女權運動，包含設立多所

女子學校、強調受洗信徒必須解放小腳等，長老教會也於 1949 年封立第一位女

牧師。1但性別議題已不只侷限在兩性之間，其範圍更擴展到 LGBTQIA 族群，在

高喊平權與多元的社會氛圍下，身為一位基督徒，我也不斷在思考自身的信仰價

值觀該如何與社會對話？ 

近日，最困擾(部分)基督徒青年的問題，莫過於傳統的信仰詮釋大多以男性

本位(甚至可延伸至所謂宗教右派的「真理」)出發，這點遭到許多的多方挑戰，

但許多教會不願意承認一個事實：聖經是在父權力量下欽定的文本，且有其時代、

民族、地區、文化上的限制。 

若要闡述有什麼樣的議題會造成自身的限制，就必須回溯到我的信仰，基督

信仰價值觀影響著我的生活模式與看待事情的觀點，若我的信仰造成自己無法面

對社會議題，那將會是非常嚴重的困境，因此，如何「去父權化」或者「解放霸

權」詮釋信仰2，或者更明白地說，用女性的視角看待信仰與社會，是我現階段正

在嘗試的行動。 

在兩千多年前，保羅就這樣寫道，如此超越時代的觀念，令人驚嘆： 

 

不分猶太人或外邦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 

在基督耶穌的生命裏，你們都成為一體了。 

(聖經，加拉太書三：28，現代中文譯本) 

 

                                                      
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一位女牧師是李幫助，1949年於高雄前金教會封牧；次年屏東南州教會

也封立一位女牧師曾秀鳳，其後十年間便沒有女性封牧，從資料來看可能要遲於 1960年台南安

平教會封立李明安擔任牧職，才又有女性封牧。(陳美玲，2015) 
2 其實基督宗教內，「婦女神學」的研究與討論相當興盛，但在現實上，女性的角色依然弱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