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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位父母在看著自己子女出世時，都期望他 / 她能夠健康、平安、快樂

地成⾧。父母用盡心血努力付出栽培子女，是為了他們將來的路能走得更順

暢㇐些。但如果有㇐天，父母發現了子女的性傾向原來和主流不同，竟然是

社會的少眾，父母難免會有很多情緒，並承受巨大的壓力，無奈之餘還可能

會感到不知所措。

香港 小童群益會 同志 家⾧支援服 務自 2009 年 開始 至今已 有十 多年的

時間，期間接觸了超過 300 位同志的家⾧，累積了不少經驗。對每㇐

位家⾧的 分享，我們 都感受至深； 對每㇐個同志家庭的故事， 我們都

難以忘懷。我們希望 透過文字和 圖畫，去分享這些故事和感受，為家

⾧們打打 氣，同時讓 更多人了解 同志 父母的心聲。此外， 也希 望為社

工及老師提供㇐些參考資料，以協 助他們在工作中更有效地接觸及面

對同志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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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很多父母反映，他們平時甚少接觸性小眾議題，㇐來身邊很少朋友屬於

這個群體，二來社會普遍對同志社群有較負面的印象及評價，大家不會對相

關議題十分關注。㇐旦家⾧發現子女竟然是同志，他們可能會出現不同程度

的情緒反應，繼而在親子溝通中衍生出各種問題，甚至引起衝突。我們在工

作經驗中總結了幾種常見的家⾧情緒反應，希望可以提供㇐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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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子女有同性性傾向之後，有些家⾧會否認或逃避。他們可能由於內心

排斥而不願相信子女是同志，也有可能是因為不想大家傷心，而刻意選擇

迴避。他們就算知道子女已經有同性伴侶，也依然害怕觸碰彼此的痛點，

覺得只要大家不聞不問，情況或許就會好轉，最後反而讓關係進入冰封狀態。

逃避時間越⾧，關係就越疏離，不但不想講性傾向的話題，連其他生活話題

也可能會減少，親子關係就越來越難修補了。

無論能否接納子女的性傾向，父母仍然可以和子女建立更良好的關係，向子

女表達關心，拓寬不同話題的討論空間，嘗試了解彼此的想法。倘若父母對

某些話題有不舒服的感覺，更要讓子女知道自己的接納程度，尋求互相尊重

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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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有云「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很多父母會

認為成家立室、生兒育女，是子女須要履行的責任，加上華人社會崇尚「儒家

孝道」，有些父母會習慣要求子女乖順聽從父母教導。這些家⾧亦可能受文

化影響而對同志存有很多負面印象和評價，若他們知道子女是同志，便會惱

羞成怒，並不自覺地將憤怒情緒釋放在子女身上，例如言語衝突，甚至肢體

碰撞，用盡方法令子女改變，重回正軌，結果卻讓大家不歡而散，留下難以

磨滅的傷痕。 我們明白父母的憤怒源於對同性戀的不接受，語氣太重是因為

十分緊張子女的將來。不過，發怒的表達方式未必能解決問題，反而往往令

雙方關係惡化，加重子女的防備心，讓彼此的距離越來越遠。

內心有怒氣時，父母可先嘗試冷靜。在表達自己想法時，也讓子女可以有機

會說說感受和想法，讓大家有緩衝的空間，學習通過溝通了解彼此，化解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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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父母知道子女的同性戀傾向後，內心會累積很多不滿。子女的舉動稍有

偏差，就很容易觸發父母埋怨，讓他們聯想到是被同性戀影響所致，有時亦

會不經意放大某些行為特質，將其說成是和性傾向有關。這些反應可能是為

了發洩情緒，亦可能是源自父母很警惕子女的性傾向會否帶來負面影響及

傷害，而事實上，未必每件事都和性傾向有關。

家⾧們可先照顧自己的情緒，探索內心不滿的真正原因，避免受情緒影響而

喪失客觀看待事物的能力，導致親子關係持續惡化。在了解自己內心真正需

要之後，便可以和子女更好地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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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孩子會有各種各樣的期望，卻未必會預想到子女是同志。突如其來的

消息，離期望有很大的落差，父母㇐時間難以接受是很正常的。我們在服務

中曾接觸過㇐位父親，表示不能接受兒子是同性戀，每當看見兒子，就會聯

想到對同性戀者的負面印象，因此越來越抑鬱、焦慮，甚至出現失眠，情況

嚴重時，他甚至無法上班，待在家中哭泣。這令太太十分擔心，於是㇐同來

求助。 

若捲入悲傷的漩渦，不但會影響自己的身體健康，亦有可能會影響親子之

間的關係。因此，我們鼓勵家⾧多關注自己的情緒，例如向信任的人傾訴，

投入其他活動，或尋求專業人士協助。讓自己的情緒感到舒緩，才有力量

和子女更好地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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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父母發現子女是性小眾時，可能會呈現不同程度的擔心。父母若對性傾向

不夠了解，往往會形成災難化想像，例如認為子女沒有將來，找不到工作，

會孤獨終老等。過份憂慮會使父母有沉重負擔，形成㇐定程度的精神壓力。

近年來，社會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媒體亦越來越多文章和影片以性

傾向為主題，當中有不少真實故事的分享。家⾧可以打開心扉去認識及了解更

多資訊，從而減少不必要的憂慮。另外，家⾧亦可以向子女表達關心，聆聽子

女真實遇到的困難，了解他們真正的需要，將擔心轉化成更適切的協助。坊間

已有些社會服務機構有支援同志服務，若真的遇到難以應付的困難，可以尋求

專業人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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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接觸同志的家⾧時，經常聽到家⾧的自責：「是不是我做錯甚麼，

讓他變成同性戀？」。很多時候，家⾧希望能找出同性戀的成因，但往往會

很快歸咎自己，覺得是管教方式出錯。甚至有媽媽曾說過，覺得可能是自己

懷孕時多吃或少吃了某些食物，導致子女是同性戀者。 

許多研究探究過影響性傾向的因素，例如遺傳、成⾧經驗等，但尚無研究能

夠明確證實性傾向是由某個特定因素所引致，先天和後天因素都可能影響著

㇐個人的性傾向。我們可以先聽多㇐些同志年輕人的故事，了解多些他們發

現自己性傾向的歷程，另外還可以與㇐些有相似經歷的家⾧互相交流，通過

了解其他家庭的狀況以拆解不必要的自責。父母為了栽培子女付出很多心血，

為和兒女建立關係付出了很多愛，父母們值得好好欣賞自己對子女的這份愛，

不須要因子女的性傾而責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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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子女是同志，家⾧整理情緒及消化事件，可能會掙扎㇐段時間，這段時

間由數星期至數年不等。家⾧若能消化這消息，情緒會逐漸變得平靜，面對

同志子女會變得較從容，願意接收同志的資訊，了解子女多㇐些。但儘管家

⾧覺得自己開始可以接受同志子女，不少父母心裡仍會感覺「有條刺」。

那條刺代表著對子女仍然會有㇐份期望，希望子女有㇐天會帶異性伴侶回家

讓父母認識。例如，當子女提及自己的同性伴侶，或帶伴侶出席家庭聚會時，

家⾧可能會不自覺地被心底的期望觸動，從而引發失落、忐忑的心情，既感

受到自己未能完全接納子女，又質疑自己為何不能接受子女。

家⾧不須要逼自己完全認同和接受子女所有觀點和做法，畢竟性傾向對家⾧

是㇐個較少接觸的議題，從抗拒到願意認識，已經是很大的進步。家⾧應接

納自己的真實感覺，亦可向子女坦白，自己的確需要再多㇐些時間接受，

讓子女了解父母的限制，以互相尊重的溝通創造健康的親子關係。



「出櫃」（come out），比喻揭露秘密，㇐般指同志告知別人自己的性傾向，

從隱瞞身分的櫃子中走出來。同志向父母出櫃，可能在㇐定程度上擺脫了隱

藏自己的壓力，但與此同此，「孩子是同志」往往會成為父母須要用各種方

法掩飾的秘密，孩子的壓力轉移到父母身上，似是將父母拉入了衣櫃中。

因此，常有這種說法：「孩子出櫃，父母入櫃」。父母若被困在陌生的同志

衣櫃中，各種情緒則不容易疏解。因此，同志的父母是十分需要被支援的群體。

本章列舉的分類，是我們在服務當中較常遇到的情況。當然，每位家⾧的

背景、對同志議題的認識、親子互動方式等都不盡相同，家⾧的情緒反應及

其強烈程度會有所分別。有些家⾧可能會突顯某種情緒，有些家⾧則可能會

同時有多種情緒反應，這些情緒是不可忽視的部份。我們相信，面對子女

出櫃，家⾧所出現的情緒，正正是來自對子女的著緊、關心。這些情緒，

亦是推動家⾧了解同志議題，重新認識子女的動力。

我們認為，情緒本沒有好壞之分，但如果家⾧因為子女的性傾向而過分捲入

情緒之中，並開始影響身體、生活作息及人際關係，便可能須要尋求專業

協助。我們會透過鼓勵家⾧分享情緒，表達他們對子女的關心，讓他們了解

多些和同志相關的真實故事，例如不同同志的成⾧經歷等，增加他們對同志

的認識，從而協助這些家⾧逐漸從情緒漩渦中走出來。有關如何為同志的家

⾧提供支援，會在第 4 章作詳細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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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心裡口難開。每位父母都用最大力量去愛護子女，但在溝通時卻未必能

表達出心底真正想說的話，有時甚至會衝口而出㇐些說話，傷害了親子關係。

「如果可以重來㇐次，會說不㇐樣的話嗎？」我們邀請了幾位同志的父母寫

下他們真實的感受，回答了以下幾個問題：

1. 子女剛出櫃時，你對子女講過什麼說話讓你最印象深刻？

2. 當時的感受及背後的想法是甚麼？

3. 這句說話如何影響你和子女的關係？

4. 如果可以重來㇐次，你會怎樣對他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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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面對孩子

背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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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關係的影響

如果重來㇐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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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面對孩子

背後的想法



1717

對關係的影響

如果重來㇐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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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面對孩子

背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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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關係的影響

如果重來㇐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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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面對孩子

背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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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關係的影響

如果重來㇐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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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面對孩子

背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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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關係的影響

如果重來㇐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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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來要面對子女出櫃，家⾧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會衝口而出㇐些

說話，影響了親子關係。有時，家⾧明明想表達關心，但說出口卻傷害了

對方。在面對同志子女時，如何做到表達真實感受的同時又能維持良好的

關係 ? 根據家⾧們的經驗分享，我們總結了以下幾個貼士讓大家參考：

1. 按㇐下「暫停」，讓雙方「抖抖」
當大家情緒都處於高漲狀態，很難作出理性回應，及有效表達自己真實

的感受。因此，當自己㇐時接受不到或難以反應，不妨坦誠回應㇐句：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反應，不如稍後再傾？」讓大家有時間消化情緒及

事件。亦可以給予自己空間，例如到樓下公園行個圈，讓自己暫時離開

可能會激發衝突的地方，讓彼此可以休息㇐下。

2. 欣賞子女出櫃的勇氣
就算子女的性傾向不如家⾧㇐直以來的期望，那都是子女真實的㇐面。

家⾧會因子女出櫃而感到掙扎，同時子女的擔心和顧慮亦未必比家⾧少。

對他們而言，出櫃是㇐場冒險，需要勇氣去承受會影響家庭關係的風險，

因此不妨肯定子女的勇氣。給予肯定不代表要認同子女的性傾向，家⾧

仍然可以對性傾向抱有自己的想法，以及容讓自己有空間及時間了解。

3. 多講我，少講你
有些時候，我們都不經意將自己的感覺投射到對方身上。例如，家⾧可

能會認為子女是故意令父母難過。當仔細回想，這些想法和推測未必是

事實的真相。當我們將自己的想法投射在對方身上時，不但沒有給予空

間子女分享自己的感受，更可能會因此造成傷害。所以，不妨由「我」

開始，講多些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例如「對於你出櫃，我感到有些難過。」

讓子女更了解心底真正的感受和想法，由此創建良好的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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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家⾧不容易向孩子表達關心和愛護，同樣地，子女的心底話很多時亦難

以對至親的家人說出口，不是因為要隱瞞什麼，而是怕說了真實的感覺會令

父母傷心。尤其是同志，要向父母坦誠說出自己的性傾向從來不是㇐件容易

的事。我們邀請同志青少年打開心窗，寫下他們心底最想說的話。如果父母

可以透過這些文字了解同志孩子多㇐點，相信親子關係可以走得更深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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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咪，多謝你！我知道無論我講多少句感謝，都不足以回報你的大恩！但我

還是很想衷心說聲：多謝你！多謝你㇐直以來無微不至的關懷……

每次回到家中，見到媽咪你精心炮製的飯菜，我都感受到媽咪你濃濃的愛。

媽咪你的菜式有創意，多樣化，太美味了！這是㇐份由口入心的溫暖，多謝

媽咪！每年你生日，或者母親節，我間中會製作㇐些小手工送給媽咪……你記

得嗎？你也自製過禮物送給我！我永遠都記得：那是兩隻編織而成的鹿：

㇐隻較高的，是媽咪；㇐隻較矮的，是兒子。時隔多年，如今，我想鄭重地

和媽咪你說聲：感謝你的每㇐份禮物！媽咪，你永遠是我最好的媽咪！

正如《魯冰花》的歌詞：「天上的星星不說話，地上的娃娃想媽媽……」當時，

媽咪送給我的小鹿，我有用心珍藏，在想念媽咪時，我就會靜靜拿出來看。

可惜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小鹿遺失了……我很傷心、內疚，所以總會時不

時自製㇐些小禮物送給你，希望你開心！ 媽咪，對不起！沒有保存好你給我

的禮物，請你原諒我好嗎？

如果，要說對不起，我有太多對不起想對媽咪你說。我知道無論我講多少句

道歉，都不足以償還我對你的虧欠。但我還是很想衷心說聲：對不起！你對

我提出的很多要求，可能甚至是很簡單的要求，我都未能做到。我搬出來住

之後，你時不時提出想和我視像通話，我會說：「電話壞了。」當你說要來

探望我，我會說：「現在只是暫住，之後還會搬。」我甚至連地址都堅決不

會告訴你。我可以做的，只是保證每天都至少和你通㇐次電話，噓寒問暖，

互報平安。

未寄出的信（㇐）：我的隱藏也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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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話中，你會願意說說日常，分享生活，和我談談心。但是，我卻甚少向

你透露我的生活狀況。每當你問起，我都只會重複地說那幾句：「沒有什麼

特別……都是㇐樣……忙工作……週末也是忙工作……」我之所以會這樣，是因

為我害怕，害怕觸碰那個你更想了解的問題：「有女朋友嗎？……打算什麼

時候結婚？……」我基本上都是不斷重複那幾句：「沒有時間拍拖……隨緣……

先以事業為重……」這樣的對答模式，已經維持好多年。媽咪你可能早就感

覺到什麼了吧？或許只是大家都未有足夠的勇氣戳破這層隔膜……

我不知道該在什麼時候向你揭開謎底。我甚至會覺得，如果永遠向你隱藏，

也許會是好事。但真的可以永遠隱藏嗎？有㇐個聲音在心底不斷提醒著我：

「紙包不住火！」「避得了㇐時，避不了㇐世！」或許，遲早會有這麼㇐天，

我們不得不卸下面具，面對真實的彼此。儘管我很害怕這㇐天的到來，但我

知道這是我人生不可以逃避的課題。這麼多年，帶著這份焦慮，我㇐直在

學習，㇐直在提升自己，就是為了準備這㇐天，向你坦誠真實的自己……

當向你解開謎底的那㇐刻，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以我對你脾氣的了解，

我想像了很多遍你的反應：你可能會歇斯底里，大發雷霆，向我怒罵指責，

連翻轟炸，衝口而出很多刺耳難聽的說話。你可能會悲痛欲絕，淚如雨灑，

控訴上天對自己的不公：「天啊！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你可能會當場崩潰，

絕望心碎，卻突然笑笑口對我說：「你剛才說什麼，我聽不到，也不想再聽到，

我就當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而我最恐懼的場景，還遠遠不只是這樣。

那是過去真實發生過的事……我聽了很多有類似經歷的母親分享，她們說那

種撕心裂肺，比發現老公出軌還要痛苦很多倍！我知道你曾經有多痛苦，

如果這份痛苦還要加倍的話，我已經無法再想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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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過㇐些父母，即使再大的痛苦，或許過幾個月，幾年，就會慢慢平復。

同時，我也見過㇐些父母，過了十幾年，和子女還是不斷拉扯僵持，甚至斷

絕來往，關係難以修補。如果我主動揭露真相，結局將會是哪㇐種？我未有

勇氣妄下賭注……我的很多朋友都說：「希望能在最親的人面前做最真實的

自己。」我又何嘗不想？但偏偏我知道媽咪你前半生捱過多少苦。比起在你

面前做真實的自己，我更關心的，是能不能與你在剩下不多的日子，讓開心

的時間可以更⾧㇐些。如果真實的代價，是要讓你再次⾧時間承受巨大痛苦，

那我寧願把這個秘密㇐直隱藏下去……

所以，我只能說：媽咪，對不起！請原諒我還未有足夠勇氣向你坦白，說出那

個你可能已經知道的答案。或許，我㇐直在等那㇐天，等那㇐天你可以暫時放

下對我的期望，放下對我㇐定要按照你期望去生活的執著；等那㇐天你有了心

理準備去面對真實的我，而不是你期望的我，你幻想的我。到了那㇐天，我會

非常樂意和你分享我的人生，在我人生的幾十年裡，我經歷過什麼……

謝謝媽咪你的體諒！

媽咪，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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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到了那㇐天，媽咪你有了心理準備，願意去了解㇐個真實的我，㇐個

和你期望並不㇐樣的我，我會非常樂意和你分享我的人生，在我人生的幾

十年裡，我經歷過什麼……

首先，感謝你給予我生命！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有㇐個沉穩的爸爸，有㇐個幹

練的媽媽。你們將心血都放在我身上，送我去最好的學校，陪我去旅行遊玩，

帶我去學踩單車、學游水、學鋼琴、學畫畫……你們用濃濃的愛，營造了㇐個

美好的家，我可以在幸福的環境下成⾧，度過㇐個無比快樂的童年。

那時，我並沒有覺得自己和其他小朋友有什麽很大的不同，只是不像其他男

生㇐樣喜歡玩槍炮、玩搏擊，而是喜歡安靜地彈琴、畫畫、做勞作、砌積木，

喜歡迪士尼公主和王子，僅此而已。但大概從小學㇐二年級進入少年期開始，

我便漸漸意識到，自己和其他男孩似乎越來越不㇐樣。慢慢出現㇐些同學會

嘲笑我，說我聲音像女孩，動作像女孩。這樣的鄙視㇐旦開始，很快就會蔓

延開去，謾駡聲、奚落聲越傳越廣，說話也越來越難聽，「乸型」、「變態」

這樣的稱呼總是不絕於耳。甚至有同學會嘗試整蠱我，故意捉弄我、打我，

用各種暴力來惹我生氣，這樣的欺凌㇐直延續到中三。其中最讓我忘不了的

是中㇐班⾧的㇐句話：「如果你係我細佬，你㇐出世我就捻死你！」聽到這

句話，我驚呆了，不知怎麼反應，沒有流淚，但心已經在流血。我感到非常

委屈、無辜、難過。我到底做錯了什麽？

雖然經歷過這些坎坷，但我覺得幸運之神還是很眷顧我的，因為身邊總有很

多友善的朋友會幫助我、支持我，讓我在被負能量侵襲的同時，有足夠的正

能量抵抗著、支撐著。每當我被㇐些男同學欺負時，就會有㇐些女同學看不

未寄出的信（二）：走過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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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眼出手制止，替我出頭。她們事後見我不開心，還會友善地安慰我，哄我

開心。媽咪，你還記得嗎？以前和你分享學校生活時，我會經常提起這些好

朋友的名字，她們大部分都是很美麗的女生。我很感恩身邊有這㇐幫好朋友，

陪我度過了酸甜苦辣的青少年時光，讓我㇐路走來，留下了不少充滿溫暖和

歡笑的回憶！

還在小學時，我會很困惑：為何自己和別的男生不㇐樣？直到五年級的某

㇐天，我才開始醒覺自己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天，放學時間，學校走廊

上擁擠著很多學生。而就在我偶然回眸的㇐瞬間，㇐個俊美的面孔鎖住了

我的視線，我的全身頓時被鎮住了。那㇐刻，我只是呆呆地看著這個人，

好像全世界都模糊了，只剩下㇐個他。我之前從未有過這樣的感覺，那是

我第㇐次有了心動的感覺，面紅耳赤、心亂如麻……事後，我內心充滿疑惑：

我怎麼了？難道這就是㇐見鍾情？

這份感覺，我㇐直埋藏在心裡。直到了中學，有㇐次看到男同學之間在傳閱

美女圖片，他們熱血沸騰、滔滔不絕，而我卻㇐點感覺都沒有。我在那㇐刻

確認了，自己真的和別人不同：我喜歡的是同性，異性對我來說，沒有吸

引力。從小學到中學，我身邊從來都是美女如雲，媽咪你是知道的。但不管

她們多麼漂亮，我內心就是沒有感覺。這㇐切發生得如此自然，沒有經過大

腦的選擇，並不隨我主觀的控制，我只是逐步發現並且確認了：「噢！原來

我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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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開始翻閱相關書籍，上網查找資料，研究喜歡同性到底是怎麼回事。

隨著我了解越來越多，就越來越清楚：同性戀是正常的，不是罪，不是病，

不是錯，只是和大部分人不同而已。除了無法彼此生育血親後代，以及某些

宗教的不認可，同性戀和異性戀在其他方面都差不多，沒有什麼太大區別。

社會上很多對同性戀的負面印象，都是源於大部分人固有的偏見和歧視，

對真相有錯誤的理解，以及不願意更深入去了解而已。至於我自己，並沒有

做錯什麼！雖然我知道自己沒有做錯什麼，但我還是會㇐直把這個秘密埋藏

在心底，生怕別人知道。我知道自己當時的力量有限，未能改變別人的誤解

和偏見，唯有默默忍受。當然，我更不敢讓你們知道，生怕你們知道了會傷

心欲絕、憤怒責駡。因此，我把自己鎖在了衣櫃裡。儘管我努力為自己戴上

很多很多層面具，但我內心㇐直很清楚，我嚮往的東西其實和大部份人沒有

分別：有幸福快樂的人生，可以去愛人和被愛……

如果我可以選擇，我當時㇐定不會願意選擇做㇐個同志。做同志有這麼多

困難，我為何要如此自找麻煩？但事實偏偏就是如此：同志是我的命，我無

法選擇。我可以選擇的，只是對他人隱藏與否而已。如果我選擇㇐直躲在密

封的衣櫃世界裡，我的人生會幸福嗎？……

終於，到了大學，我開始了我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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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咪，你看完第二封信，可能會對我的前路很焦慮。社會有那麼多對少數族

群的惡意與不公，我將來如何去走㇐條這麼艱難的路？而非常幸運地，自從

上了大學之後，我便開始了我新的人生，我的世界從灰色逐漸變成了彩色，

我生命的道路亦越來越寬闊，越來越暢順……

在大學裡，我認識了各種各樣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見識廣博了，眼界也

開闊了。大學的環境相對比較寬容，有更大的空間容納不同的想法和意見，

大家會求同存異，彼此尊重。在比較友善的環境，我開始嘗試慢慢從衣櫃

中走出來，漸漸卸下厚厚的面具……

其中㇐段最令我難忘的友誼，是我的大學室友。雖然我們性格完全不同，

但卻㇐見如故，㇐直是有說有笑的好朋友。他是典型的大男人主義，不准人

搭他的肩膀，只准他搭別人肩膀，以顯示其大佬風範。和他在㇐起真的很有

安全感，他會像個大哥哥㇐樣，照顧著我這個小弟弟。

友情，或許總是須要經歷矛盾與波折，才能道出真假深淺。㇐次誤會，不但

沒有讓我們疏遠，反而讓我們更近了…… 他是㇐個幽默大師，和他在㇐起常

常會笑到肚痛。但不知為何從大二開始，他的玩笑讓我笑不出——他總是會

扮女聲對我說話，引起眾人大笑。我卻覺得這樣的笑話很不舒服，好像在嘲

笑我像女生，因此，我便漸漸疏遠他了……

他很快意識到我的疏遠，主動問我發生了什麽事。憤怒的情緒，讓我鼓起勇氣，

向他攤牌，對他說道：「我不喜歡你總是開這樣的玩笑，因為，我真的是同

志！我覺得你這樣是在嘲笑我！」他聽到後，先是呆了㇐陣，然後忍不住笑

未寄出的信（三）：走出衣櫃



3535

了出來，繼續假扮女聲說道：「對不起！我以後不再這樣對你說話。我對其

他人這樣說話，可以嗎？」他依然在開玩笑，真可惡！不過，看到他的笑，

我的心突然釋懷了。我看出他不是在嘲笑我的身份，而是在嘗試哄我開心，

我也忍不住笑了出來。隨後，他認真向我道歉，說他這樣做只是想搞搞氣氛，

無意想傷害我。但其實他對同志很反感，他會尊重我是同志，同時都希望我

不要在他面前說太多有關同志的細節，只能限於理性探討。這樣的說法，

我當時已經覺得很滿足了，至少他沒有因此疏遠我，依然當我是好朋友。

但原來他暗暗有另外㇐個想法——他想嘗試改變我的性傾向。

他經常在我面前介紹女生，說這個女生很好，那個女生比較適合我，還總是

說㇐些曖昧的說話，想將我與某些師妹撮合㇐起……我覺得他好無謂，不過

不會反感。可能因為他沒有指責我、強逼我，我感受到更多的是他的關心——

他希望我將來可以有「正常」的生活。而我則經常在他面前講同志相關的知識，

討論相關的議題，因為我也希望他能多了解同志，從而逐漸消除誤解和偏見。

我們在宿舍經常談天說地，什麽都會討論，包括同志議題。最難得的是，

雖然我和他觀點很不㇐樣，不過我們不會因此而引起不和，反而越聊越老友，

彼此都有進益。例如，他會極力反對我將此事告知父母，他說這樣會令父母

很傷心，這樣做很不孝，很自私，何不找㇐個女人結婚，隱瞞㇐世？我便反

駁道：「為了自己的父母，害了其他女孩的㇐生，這樣不是更自私嗎？」

他當場無言以對。另外㇐次，我們在飯堂討論同志議題，由於是在公眾場合，

我便有所顧忌，不自覺低下了頭，與他竊竊私語，怕身邊的人聽到。但他的

㇐句話，令我釋懷了：「你聽到你後面的人講什麼嗎？」是哦！後面的人說

話這麼大聲，我都聽不到他說的內容，別人又怎會聽到我的說話？我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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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慮了！我之前沒有想過，與㇐個對同志還抱有成見的直男傾談，會令過度

敏感的我越來越釋懷……

大學畢業之後，我和這個室友去了不同的地方工作，但我們還經常保持聯繫。

直到我們相識第 8 年，他邀請我參加他的婚禮，並寄了㇐封電郵給我：「這麼

多年，我對同志從反感，好奇，疑惑到接受。希望未來大環境會越來越開放，

你可以找到幸福同平等啦！……」看到這兩行字，我內心萬分感動！

從大學至今，我身邊的好朋友越來越多；同時隨著見識增⾧，我亦越來越有

能力判斷，哪些朋友點頭淺交即可，哪些朋友值得深交，可以傾訴心事。

之前我心中的門窗總是緊鎖封閉著，但隨著經驗的累積，我慢慢學會了如何

選擇合適的時地人，自如地將心打開關閉，越來越多和暖的陽光便透進了我

的人生。而且我還認識了很多和我有相似遭遇的同志朋友，他們也曾經被

欺凌、歧視。在分享各自甜酸苦辣的經歷之後，我們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重新找到了人生本應有的愉快時光！而且，更讓我感到欣慰的，是認識很多

異性戀的朋友，他們對同志沒有偏見和歧視，而是願意理解，並表示支持。

例如有㇐次，我和㇐個要好的中學同學敘舊，彼此分享了很多秘密。我當時

有些緊張地向她出櫃，告訴她我是同志。誰知她輕輕鬆鬆笑著回應道：「你終

於肯承認了嗎？早就看出來你是同志了！」

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雖然曾經被歧視、被欺凌，但現在回望，覺得那都

是人生難得的歷練，讓我學會如何在灰暗中尋找到希望的光明。而這些光，

大都是來自我身邊數不盡的好朋友！很感恩在朋友的支持下，我已經原諒了

曾經欺凌我的人，他們不過是被偏見操控，對未知有恐懼。過去種種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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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寶貴的財富，逐步衝破這些難關的歷程，鍛煉了我的勇氣和堅強。

帶著這份力量，我越來越可以做真實的自己，生活亦倍添色彩，愈感幸福……

現在全世界越來越多地方有同性婚姻，社會氣氛也越來越接受同志，但我

知道，還是有很多人未能接受同志，畢竟異性戀不是同性戀，未能馬上感受

到我們的感受是很自然的，源於未有足夠的互相傾聽和互相了解而已。但我

相信，如果大家可以心平氣和、放下怨恨、彼此聆聽、耐心溝通、將心比心，

或許就可以慢慢化解雙方的隔閡了。

到了最後，就算還有很多人不接受，又有什麼關係呢？我不可能迎合全世界

所有人。我真的很幸運了，有很多接受我的好朋友，並且有足夠的力量去承

受偏見和歧視。其他人是否接受我㇐點都不重要，因為那些人和我沒有關係。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直陪伴在我身邊那些我愛的人和愛我的人，尤其

是媽咪你！媽咪，你才是我最在乎的人！我不強求媽咪你會馬上接受我，我知

道這並不容易。我只是想讓你知道，無論怎樣，我永遠愛你！

媽咪，你內心或許還會有很多困惑和憤怒，對我人生態度有質疑，對我感情

經歷有好奇，對我將來前路有擔憂……你對我的很多期望破滅了，會傷心難

過很正常。同時，請你放心，我會㇐直在你身邊，陪伴你面對這些難過的情緒，

我願意向你分享我的更多經歷，逐㇐解答你的種種困惑……

我曾經害怕，怕你會因為情緒失控而責罵我，甚至會比曾經霸凌我的人，

罵我罵得更狠更絕。但我現在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來面對這㇐切了。因為我

清楚無論你罵得再難聽，都是源於你緊張我，和愛我。你甚至可能會自責，



3838

想是不是因為自己做錯了什麼，我才會變成這樣。我想說，這不是你的錯，

也不是誰的錯，這或許是上天給我們的㇐次功課，要考驗我們母子對彼此的

愛有多真摯。我相信，只要我們堅定對彼此的愛，我們㇐定可以通過這次考

驗的！這次考驗不容易，我們㇐起同行吧！感謝你㇐直以來的付出！很榮幸

可以成為媽咪您的兒子，我永遠都是最愛你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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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裡是萬千寵愛在㇐身的獨生⾧子嫡孫。從小到大，在異性戀環境下

成⾧，被灌輸的觀念和㇐般人㇐樣，都是結婚生子之類。我的初戀是女生，

符合主流的價值觀。當時我的想法很簡單，覺得自己會和大部分人㇐樣，

到了差不多年紀就會娶老婆生孩子。

然而，在我 18 歲的那㇐年，有㇐個男生出現了。他給我㇐種很特別的感覺，

這種感覺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我當時內心很亂，甚至不知道怎樣面對自己。

直至過了 19 歲，我才真正認識什麼是 LGBT。那時我才開始明白，對同性有

心動的感覺是沒有問題的。何況我喜歡的男生真的出現了，後來我也很順利

地抱得俊男歸。

至此之後，我便越來越大膽，我還會帶他回家，偷偷在房間裡親吻。你們當

時都在家，如果被你們發現了，我真的不知道會怎樣。從小到大，我在你們

面前都是很乖的樣子，我覺得和男生戀愛是最「不乖」的事了。我很想忠於

自己，但㇐想到你們很可能會因為知道真相而心碎，我就㇐直沒有向你們

出櫃。時到今日，我依然很猶豫，㇐直都不知道應不應該告訴你們，如果應

該說的話，又不知該幾時開口。

媽，你真的好厲害，果然是看世事最透徹的人！你居然會問我是不是喜歡

男生！但我覺得自己真是懦弱膽小，就算你開口問我，我都不敢直接回答。爸，

我不清楚你對傳宗接代有多重視，但我似乎在你言談之間，感覺到你對 LGBT

的態度比以前更開放了。那㇐次，你見到我枱面有本《Love, Simon》，你居

然主動和我提起這本書。我傾向相信你知道個故事，想主動放風告訴我：

你其實能接受我和同性在㇐起。

雙性戀者的出櫃困惑



4141

雙性戀出櫃，比同性戀更難。我聽過不少難聽的話：「明明曾經和女生戀愛，

怎麼又和男生在㇐起？」「在香港同性不可以結婚，遲早還是會找女人結婚

生子吧！」「最後都會被身邊的壓力逼迫，而選擇走異性婚姻的路。」……

雖然我之前曾經試過和女生在㇐起，但我現在更想和男生在㇐起。你們以後

未必會有媳婦，可能會是多㇐個兒子。

認識你們二十幾年，我知道你們對很多事情都很開放，很前衛。但對於性取向，

我心裡面還是沒有底。我覺得我和你們的成⾧背景有很大差異，就算你們接

受不了，也不是你們的錯。觀點與角度不㇐樣，不是講半小時 TED Talk 就可

以說服對方的，因為這不是邏輯的是與非，而是牽涉很多主觀的感情。就算

我以前擔任過辯論隊隊⾧，心裡面都沒有底。

如果有㇐天，我向你們出櫃了，我只有㇐個希望：希望你們對我的愛和信任

依然不變。我希望你們就算知道我和男生戀愛，你們看我的眼光也不會因此

不㇐樣。如果有㇐天，我可以帶我男朋友回家，介紹他給你們認識，讓他感

受㇐下這個家的溫暖，讓彼此感受㇐下大家有多愛錫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希望有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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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這幾封信，大家有甚麼感覺？

對於同志子女而言，同志身份不只是㇐個人的事。在身份探索的過程中，家人

的參與、了解及認同，對同志子女來說十分重要。縱使家⾧未能即時與同志

子女在性傾向上好好溝通，也希望爸媽們在讀完這幾封信後，能了解同志子

女的心聲多㇐些。作為同志子女，亦希望有㇐天，能夠向父母表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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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青少年會在學校遇到不同的老師、社工或其他⾧輩，他們對同志青少年

的成⾧有著深遠的影響。社工和老師在遇到同志青少年時，應如何面對同志

青少年的成⾧需要？應如何回應他們有關性傾向的問題？若遇到需要求助的

同志父母，應如何安撫家⾧的情緒，協調家人之間的關係？我們在本章會分

享相關個案，並邀請資深社工、教育學系導師及臨床心理學家分享他們的經驗。



4444

1. 作為同志服務的前線社工，你認為同志家庭有甚麼需要？ 

同志家庭面對的難關，比起㇐般家庭多。在前線服務當中，我們觀察到同

志家庭有以下的需要： 

● 情緒支援 

作為家⾧，在子女出生，抱在懷中時，已經幻想子女行第㇐步路，說第

㇐句話，大學畢業，甚至步入教堂結婚的情景。因此，當家⾧知道子女

是同志，和自己的期望不同，可能會產生很多情緒，例如失望、憤怒，

或者感到擔心、例如害怕子女會因同志身份受到歧視，甚至自責自己讓

子女成為同性戀等。種種的情緒有機會影響家庭的溝通，甚至家庭成員

的精神健康。因此，為同志家庭成員提供空間，疏導家庭成員的情緒，

讓同志家庭感到被接納，是十分重要的。 

● 了解正確同志知識的渠道 

「同性戀是天生的嗎？」「同性戀是病嗎？可以醫治嗎？」 

家⾧過往對同志的認識，可能來自媒體報導塑造的形象。如家⾧本身

對同志社群接觸不多，在面對同志子女時，會有很多疑問，很想找出

㇐個原因，解釋自己子女的狀況，甚至找出方法，希望讓自己的子女

變回「正常」。此時，同志家庭需要㇐些正確的同志資訊及知識，了解

同志是什麼，掌握更多子女的情況，這亦會對家⾧的情緒有幫助。

給社工的話
資深社工 游玉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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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探索的空間

作為同志，從發現自己的不同，到了解、接受自己的同志身份，實在

不容易。而當家⾧發現自己是同志家⾧時，同樣會面對這㇐連串身份

認同的挑戰，探索如何做㇐個同志青少年的爸媽。此時，同志家庭需

要的，是㇐個被接納，承認的空間，能夠讓家庭探索同志子女及家⾧

的身份，慢慢調適，從而接納自己，有正面的身份認同。

● 家庭溝通技巧 

知道孩子是同志時，不少家⾧表示會覺得子女很陌生，好像失去了和

子女溝通的能力，原本很好的關係頓時結了冰；亦有家⾧感到無力，

不知道如何和子女討論同志議題，擔心自己講的說話或問的問題，

會觸動到子女的情緒。而子女也不知道如何開口和父母講自己的狀況，

擔心父母不會接納、理解。其實，這些溝通的能力㇐直存在於家庭中。

只是，在家庭調適的過程中，同志家庭可能需要㇐些幫助，以增進親

子溝通的能力。

  

2. 你認為面對同志家庭，社工有何角色？ 

從發現，到了解以至接納，同志家庭在每個階段都會面對不少風浪。作為

社工，我們其中㇐個重要角色，就是為同志家庭營造㇐個避風港。在這個

避風港中，社工能夠承載同志家庭的情緒，讓家庭成員可以安心地分享自

己的感受及經歷，表達對同志家庭身份的想法。此時，社工可以與同志家

庭㇐同整理家庭故事，探索同志青年、同志家⾧身份的可能性，面對過程

中的掙扎與矛盾，協助他們建構同志子女及家⾧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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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同志家庭對話的時候，社工須要擔當㇐個促進者的角色，鼓勵同

志家庭帶著尊重進行對話，讓同志家庭能更自在認識對方。但記得不要成

為其中㇐方的代言人，在對話困難時，就為家庭做「翻譯」，協助對方表

達內心的感受。過程中，同志家⾧對同志議題可能會抱有很多疑問，社工

在適當的時候須要提供正確的同志資訊，促進家庭成員之間的了解，從而

減少家庭成員對同志不必要的誤會及標籤。 

 3. 接觸同志家庭時，你認為社工應抱有甚麼態度？ 

社工和普通人㇐樣，有些可能在工作及朋友中認識同志朋友，亦有㇐些不

曾接觸過同志朋友，對同志朋友都有自己既定的看法。有些社工們亦有自

己的信仰，對同性戀議題都會有自己的價值觀。 

在面對服務對象時社工宜放下自己對同志的想法，亦不宜將性傾向是對是

錯的想法妄加於當事人身上，在大學社工課程所學習的社工七大原則的其

中㇐項，「不帶批判性」就應帶到我們的服務對象身上。 

家中有同志子女，像是父母的㇐個難言之隱，他們基於各樣的擔心都不便

向親人或朋友傾訴。㇐來怕這個秘密被宣揚出去，二來亦介意別人問起是

不是育兒方法出現問題令孩子成為同志。子女是同志很容易令父母有情緒

困擾，如果社工這時能鼓勵父母講出自己的感受，肯定他們的感受都是源

於對子女的愛，便可支援他們更勇敢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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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同志父母對性傾向會有許多不明白及懷疑的地方，社工們亦可邀請

較成熟的同志朋友分享他們的真實想法及感受，父母或可透過溝通及認識

他們真實的生活，從而更明白子女的想法，放下他們過去的㇐些誤解。

4. 有沒有寄語送給閱讀這本書的社工 / 社工學生 ? 

在社工的工作生涯中會接觸不同的服務對象。對於同志朋友，儘管他們的

生活方式未必如社會上大部份人相同，我們都須要給予尊重及理解。曾經

有㇐位同志青年人向家⾧分享：性傾向只是他生命的㇐部份，不須要將

其放至最大，就像是生命的全部，因為生命還有家人、朋友、事業等等。

那位家⾧聽完青年人的心聲後頓然領悟了不少。 

當面對差異時，我們可以將心比己，理解對方的感受及尊重大家的不同。

我們期望未來的社會是㇐個充滿多元，可承載差異的城市。這確實不是㇐

個人可以做到的，我們須要凝聚㇐點㇐滴的力量去營造更美好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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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會遇到㇐些社工或老師向我們表示，他們沒有想像過自己身邊會出現同

志青少年。在面對青少年及其家⾧時，不知道如何輔助他們，尤其當家庭因

性傾向而出現爭執，甚至有家庭成員爆發很多情緒時，社工和老師會感到

吃力。社工和老師在面對同志青少年和他們的家庭時，會面對不少挑戰。

● 異性戀為主流的價值觀

異性戀主義的意思，是指所有人被傾向假設為天生的異性戀者，並視之為

理所當然，其他性傾向被視為相對沒那麼優越 1  。因此，性小眾在社會上

不容易被看見。這個環境下，同志青少年相對變得較「隱形」，因為透露

自己的性傾向可能會引來同儕的歧視，被排擠於群體之外。要同志青少年

向社工及教師傾訴及求助，或許是㇐個很大的冒險。加上社會對異性戀者

及性別的既定印象十分根深蒂固，同志青少年很多時候寧願順應「主流」

的價值觀及期望，甚至假裝成異性戀者。同時，這個價值觀令社工及教

師在接觸同志青少年時，可能會帶了㇐種異性戀視覺去檢視他們的戀愛、

生活，例如將他們的戀愛角色和互動都變得性別二元化，往往忽視了他們

的獨特性和需要。

● 社會對同性戀的污名

想到同性戀，大家會想到甚麼形容詞？這個問題我們在不同的工作坊都會

提問參加者。大家對同性戀的聯想很多，有些會想到「勇敢」、「自由」，

有些則覺得「污糟」、「令人蒙羞的」。雖說社會風氣慢慢有轉變，但我

們不難觀察到有關於同性戀污名的論述依然是主流，如大眾媒體傾向描述

1　Harris, J., &amp; White, V. (2018). A dictionary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care.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面對同志的家庭
助人工作者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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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群體是變態的、有性病的、沒有將來的。這些論述，就像㇐道無形的牆，

困住了同志青少年及家⾧。加上華人「家醜不外傳」的思想，更讓他們害

怕被人發現家庭中有同志青少年，擔心身邊的人會怎麼看待他們。縱使同

志青少年及家⾧感到壓力，亦沒有太大動機求助，反而會傾向要求同志子

女「正常化」，例如遵守社會對性別的規範，維護家庭的面子，並認為這

些事件在家庭內部解決便好。於是，同志青少年的成⾧需要及家庭成員的

情緒需要都沒有及時被照顧，更沒有機會讓家庭好好認識性傾向議題。

● 與同志子女的語言差異

由父母和子女所組成的家庭是㇐個整體，成員之間會有親密的感覺。可是，

當子女向父母出櫃，表示自己是同志時，家庭成員之間好像忽然變得陌生，

猶如各自住在兩個星球，無法接通。其實，這是由於同志青少年和父母

由㇐致的家庭認同及異性戀性傾向認同變成相異，雙方對性傾向的分歧，

對自己性傾向的歸屬群體不同，製造了溝通的隔閡，甚至就像㇐種陌生的

關係，從「我們 (in-group)」變成了「他們 (out-group)」2 。這時須要

付出㇐些努力，調整家庭的互動，維繫家庭的關係，以達至㇐個平衡，

讓家庭成員都找到自己的責任和角色，有機會讓各家庭成員展現自己的多

樣性。加上同志青少年的家⾧從沒想像過自己會成為「同志家⾧」，因此，

家⾧要消化進而接納這個身份，並探索及建立與同志子女溝通的語言，實在

十分具挑戰性。再者，相對於社工及教師，面對同志群體亦是㇐種跨群體

的溝通，若對同志的世界觀和語言未有足夠認識，對於協助家庭在同志議

題的溝通，便會更加困難。

2　李佩雯。( 民 107)。當 [ 他們 ] 也是 [ 我們 ]: 已出櫃同志與原生家庭之跨群體溝通關係維繫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8(1)，
6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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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和教師可以如何介入？
● 同言同語－面對同志的語言運用

面對同志青少年及其家庭，能夠運用同理心，設身處地從對方的角度了解

他們的經歷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能夠在面談或輔導過程中和同志青少

年及家⾧使用相同的語言。例如，當同志青少年向你分享他 / 她的戀愛經

歷時，我們不可因為這與我們所認識的戀愛模式不同，或其他原因，避諱

使用他們的字眼。當我們愈避開使用他們的語言，就會愈影響我們與這些

家庭建立關係，而且讓他們感到不被明白，進而對同志青少年及家⾧的身

份認同造成影響。因此，社工及教師須要對同志世界抱有好奇，了解他們

的語言及文化，以致在接觸同志青少年及家庭時，更能夠促進彼此的溝通

讓家庭感到尊重和接納，不會因家庭中有同志子女而感到忌諱。

● 鼓勵表達感受，肯定家人之間的愛

許多父母發現子女的性傾向對象是同性時，往往會有很多情緒，例如自責

做得不夠好，或者擔心子女的將來等。他們很需要㇐個出口去疏導這些

情緒。面對家⾧的情緒困擾，我們會鼓勵他們表達感受，引導他們傾訴平

日不敢說的心底話。除此之外，我們不會急於給予答案，而是通過肯定去

支持父母，肯定父母的這些情緒，都是源於對子女的愛、關心和著緊，

肯定他們為了照顧子女所付出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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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同志子女與家庭的步伐

子女探索自己的同志身份，㇐般比父母發現其性傾向更早。因此，當子女

向父母出櫃，子女看似已經做好準備，但對於父母而言，同志世界是家⾧

的新議題，須要花多些時間了解，才能夠追上子女的步伐。於是，我們在

接觸同志家庭的時候，須要讓家庭㇐同調整步伐，使雙方都不會因出櫃的

事件，感到吃力或難以與對方溝通。例如：讓子女明白父母對同志的認識

有限，或父母在接受同志子女時所遇到的困難和限制。同時，我們也可以

讓父母了解同志世界及子女探索同志身份的經驗，了解子女向父母出櫃

背後的擔心和期望，促進彼此的了解，使家庭有更多的力量應付日後

的挑戰。

● 詮釋事件的正向意義

出櫃對同志而言，是㇐個拉近家庭關係的行動，期望能夠透過出櫃，和家

人更真誠地相處，建立親近的關係 3 。可是，出櫃很多時候會令家人難過，

子女的坦白可能會讓父母感到不能接受，認為子女是刻意挑戰家庭的角色

及責任，誤會子女是故意令父母傷心。這些感覺可能會阻礙家⾧了解子女

出櫃背後的真實感受和想法，亦無助於雙方的溝通。因此，在介入的時候，

我們可以嘗試協助家庭找出同志子女出櫃的正向意義，例如「子女希望

可以更真誠地和父母相處」，從而協助家⾧從不同角度看待出櫃這件事，

讓家庭成員可以更好地面對和適應。

3　LaSala, M. C. (2000). Lesbians, gay men, and their parents: Family therapy for the coming out crisis.
Family process, 39(1), 6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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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對性小眾的刻板印象

同志青少年正處於㇐個探索自己身份認同的階段，正了解同志世界的可

能性。其實，家⾧亦是在起步的狀態。要從根深蒂固的思想鬆綁，對家⾧

而言十分不容易。有時侯，家⾧也會將過往對同志較為片面的認識帶進

討論，並將之看成同志世界的事實，引起很多擔心。社工及教師可能也

會有同樣的情況出現。因此，社工及教師在接觸同志青少年及家⾧前，

可以先了解自己對性小眾的觀念：我們對性小眾有沒有不符合現實的想法。

例如：同性戀就㇐定會受歧視，沒有將來？是甚麼原因讓我們有這個感覺？

當我們好好整理自己的想法，我們便可以更容易與家庭開放地討論他們面

對的困難，探討限制他們探索身份的因素。家庭成員若出現對性小眾有不

符合現實的想法時，我們亦不妨和同志青少年及家庭㇐同挑戰這些想像，

除了可以消除家庭對同志的擔心和偏見，亦讓家庭了解以同志身份生活是

怎麼㇐回事。對於整個家庭消化子女出櫃的事件，會更為順利。

上述注意事項的相關例子，可參閱下篇

《晴天霹靂：㇐位單親媽媽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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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霹靂：㇐位單親媽媽的個案

陳女士有㇐個兒子剛剛大學畢業。早在兒子小學時，因和丈夫性格不合決定

離婚，自此陳女士身兼多職，既要做兩份兼職幫補家計，又要作為㇐名單親

媽媽去照顧兒子。兒子自幼已有㇐些「娘娘腔」的行為及表現，對於前任丈

夫經常指責兒子是「乸型」，陳女士感到很難過，懷疑這是與父母離異，

沒有父親作為榜樣有關。直至㇐個晚上，她看見兒子很傷心，㇐再追問下才

得知，原來兒子和男朋友分手。當晚兒子向母親發脾氣，並坦承了自己是㇐

位同性戀者。這個消息仿似晴天霹靂，令母親頃刻崩潰，猶如天塌下來㇐般。

她隨即向在家附近的社會服務機構諮詢，經介紹來到本計劃同志家⾧支援服

務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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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談過程中，陳女士會自責是否因為自己未能提供㇐個美滿家庭而令兒子

有喜歡同性的傾向，加上她認為自己是㇐個思想較為保守的人，對於同性戀

實在難以接受，因而產生不同程度的情緒問題。與家⾧共同面對子女性傾向

的問題，並不是㇐時三刻便可以解決，也沒有靈丹妙藥，因此社工須要陪伴

家⾧面對因子女性傾向而引起的不同程度的困擾。

面對缺乏家庭及社交支援的同志家⾧，社工除了以個案面談去處理情緒困擾，

在同志家⾧支援服務中，我們還會定期舉辦家⾧互助小組，讓有相似經歷的

家⾧可以走在㇐起，分享彼此的故事，聆聽不同的經驗。我們亦邀請了陳女

士參與家⾧互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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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定期舉辦的家⾧互助小組，創造了安全的環境，讓家⾧可以向他人分

享隱藏的自己，傾吐平時不敢言說的話，由此讓他們在情緒上得到舒緩，

不但穫得更多支持和鼓勵，補充更多能量，還能與同路人㇐起共度難關，

從而更好地陪伴子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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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臨床心理學角度看性傾向 
臨床心理學家 張鴻驥先生

1. 臨床心理學的理論是如何解釋不同的性傾向？

經過多年的科學研究，臨床心理學家認為人類的性傾向是㇐個多元的

光譜，當中除了異性戀，還有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等，皆屬於自然

和正常。雖然人類社會以異性戀為主流，但其他性傾向並非「變態」或

「異常」，亦不是心理問題。現時在科學界仍然未就同性戀傾向的成因達

成共識。雖然有很多研究發現基因、成⾧過程、社會及文化影響皆有可能

影響性傾向，但並未能找出關鍵的因素，普遍認為先天及後天因素皆有

影響。科學界亦表明性傾向雖然有可能在人生不同階段有所變化，但卻不

能以外力強行改變。

2. 當家⾧發現子女喜歡同性時會擔心是否心理出現問題

     而希望帶他們接受心理輔導，你會有什麼意見給家⾧？

我們的社會普遍假設每個人都是異性戀，對同性戀者亦有不少偏見，所以

當家⾧發現子女喜歡同性時感到錯愕、徬徨和憂慮，實在是人之常情。

作為父母愛護子女心切，希望他們健康快樂成⾧，未來走㇐條安穩的人生

路亦屬平常。不過，同性戀傾向並非精神病或心理問題，無須亦無法透過

人為方式改變。多個歐美國家的心理和精神學會已明確反對坊間聲稱能改

變性傾向的「拗直治療」，因為科學界已證實這類偽科學療法除了根本不

能改變性傾向，更會對人造成嚴重的傷害，包括增加患上情緒病和產生自

殘及尋死念頭的風險。因此，雖然對某些家⾧來說非常殘忍，但仍須要慢

慢接受性傾向是不能改變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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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發現子女因為性傾向感到困惑不安，或出現情緒及人際關係問題，

建議你向他／她表達你出於關愛的憂慮，嘗試進行溝通對話。年輕同性戀

者和所有年輕人㇐樣，需要父母的支持和關心。縱使在性傾向議題上未達

成㇐致的想法，亦不改父母與子女間的連繫。如果父母發現子女面對的問

題較嚴重，或自己難以與他／她進行良性溝通，可以考慮尋找專業人士

（例如社工或臨床心理學家）的協助。同時，發現子女的同性戀傾向對很

多家⾧來說是㇐個人生的轉捩點，往往會伴隨很多負面情緒。因此，家⾧

亦要留意自己的情緒狀況，適當地和信任的人傾訴，適時疏導情緒，並在

有需要時尋找專業人士的協助。

3. 當同志朋友在性傾向上遇到困擾，

     臨床心理學家會如何支援他們？
同性戀傾向並非心理問題，無須亦無法透過人為方式改變。雖然如此，

但㇐些年輕同性戀者可能會因為自己和主流不同的性傾向感到疑惑、自尊

心低落，甚至自我厭惡。另外，因為社會的偏見和敵意，同性戀者往往須

要承受隱藏身份、擔心被拒絕，甚至經歷歧視的心理壓力。在個人、家庭、

感情、學業或工作等方面亦可能比異性戀者面對更大困難，因而有較高機

會出現情緒或人際關係上的困擾。本港亦有研究顯示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

有更高機會患上抑鬱症或焦慮症。臨床心理學家會透過輔導和心理治療協

助他們加深自我理解，改善情緒狀況，更有效地面對各種因性傾向而產

生的生活壓力和挑戰。另㇐方面，家⾧發現子女性傾向時往往容易產生

矛盾，亦可能造成親子或者家庭關係的裂痕。如果雙方願意，亦可以透過

心理輔導逐步解開心結，慢慢地修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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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老師和社工在工作中可能會接觸到同志青少年，

你有什麼建議或寄語讓他們去支援？

在以異性戀為中心的社會，同性戀年輕人往往比異性戀者面對更多困難，

青少年工作同工在與他們接觸時須要留意他們獨特的成⾧需要。不少年輕

人會因為自己的性傾向感到不解、疑惑，甚至恐懼，我們不必急於為他們

確定性傾向，反而應該鼓勵和協助他們更深入了解自己，慢慢探索自己

的內心，同時亦應該為他們提供正確的性知識，破除對性傾向的誤解和

迷思。如果發現他們身處的環境或群體（例如家庭或學校）對性傾向有

誤解，亦應適當地提供協助。

因為社會普遍的偏見和壓逼，同性戀年輕人往往須要面對作為性小眾的巨

大壓力，因此可能會較常遇到情緒困擾。因為隱藏身份或難於尋找同伴

等問題，他們亦容易感到孤單無助，在遇到出櫃或欺凌等問題時危機就

更大。另外，由於社會上的性小眾人士可見度較低，同性戀年輕人亦可能

會對未來感到迷惘和憂慮。作為青少年工作者，最基本是要成為他們的

陪伴者，留心他們的情緒狀況，細心聆聽和理解他們的心事和煩惱。在面

對他人的不解和敵意時，成為他們的避風港，繼而協助他們建立更穩固的

個人及社交資源。最重要的是讓他們明白無論是甚麼性傾向，他們都是有

價值的、值得被尊重和被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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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老師的話
  香港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

 副教授 郭勤博士

1. 當老師懷疑或察覺學生的性傾向是同性戀時應如何面對？

性傾向是個人私隱，每個人都不希望私隱被其他人披露，更何況披露非異

性戀性傾向，可能會引發歧視或欺凌。如果不是同學主動求助，或者老師

已經觀察到欺凌事件發生，尊重及維護學生私隱的原則非常重要。

2. 當學生的性傾向不被同學及家人所理解時，

     老師可如何支援學生？

作為老師，具有平等對待不同學生的態度非常重要，老師可以用平等反歧

視的價值同理學生的處境。老師還可以檢視自己是否已掌握性傾向的基本

知識，在了解足夠的相關資訊後，便可為學生和家⾧提供文化敏感度高的

性傾向教育，以配合學生的成⾧需要。若發生歧視和暴力事件，必要時可

能須要公開保護學生免受侮辱性語言或者暴力行為的欺凌。

3. 你認為現今老師在面對學生的性傾向時會遇到什麼挑戰？

某些老師可能會欠缺對性概念、性傾向觀念的整全理解。在宗教信仰或家

庭教育的影響下，可能仍然視異性戀為唯㇐可以「接受」或者唯㇐「健康」

的性傾向。老師有需要時可參加相關的專業訓練，學習較為整全的以人為

本的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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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對不同的性傾向議題，老師可如何裝備去回應學生需要？

1）以平常心對待每㇐位學生，不以性傾向作為評價學生優劣的指標。

不同學生有不同的天賦、興趣、工作志向和人生目標，這些 可以是大家

互相了解的話題，從而更全面了解學生的成⾧需要。

2）在和學生相處時抱有好奇心，不害怕認識新事物，理解自己的世界觀

和價值觀可能會面對挑戰，而這些挑戰是作為專業老師難以逃避的。老師

可懷著學習的心態，在和學生接觸的過程中，有意識地提升自己的包容度

和接納程度。

3）尊重和維護平等人權的價值，在陪伴同志學生時，可嘗試深入認識

他 / 她們的次文化，了解社會上不公平對待性小眾的現象，例如刻意撒播

偏見和歧視，以及主流文化對性小眾的壓迫等。若遇到有同志學生被欺凌、

被歧視或被不公平對待時，則須要及時阻止，以保護學生免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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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童群益會 性向無限計劃
服務介紹 :

1. 同志青少年支援服務

為同志青少年提供不同形式的成⾧支援服務，包括

義工訓練及同志互助小組、個人及伴侶輔導、師友

計劃、愛滋病快速測試及輔導等。

2. 家⾧支援服務

為家⾧提供有關性傾向的相關支援服務，包括個案

諮詢 / 輔導、家⾧支援小組、講座及工作坊等。另外

亦有為老師社工提供性傾向教育工作坊及公眾教育

等活動。

3. 藥物濫用預防及輔導

透過提供身體檢查、個案輔導及支援小組，協助有

需要的同志青年人脫離濫用藥物的習慣，不再依賴

藥物，重塑健康的生活模式。

延伸閱讀
《我們的同志孩子》

《認識性傾向－家⾧老師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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