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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如球 

• 一個人的性別一個人的性別一個人的性別一個人的性別，，，，在不同的場域在不同的場域在不同的場域在不同的場域、、、、向度中向度中向度中向度中，，，，有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位置    

• 而個體內每一個性別位置而個體內每一個性別位置而個體內每一個性別位置而個體內每一個性別位置，，，，也互相影響也互相影響也互相影響也互相影響、、、、牽連著其他性別位置牽連著其他性別位置牽連著其他性別位置牽連著其他性別位置    

• 性別是游移流動的性別是游移流動的性別是游移流動的性別是游移流動的、、、、非固定不變的非固定不變的非固定不變的非固定不變的，，，，受時間受時間受時間受時間、、、、地方地方地方地方、、、、情境情境情境情境、、、、對象所改對象所改對象所改對象所改

變變變變    

•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性別切面性別切面性別切面性別切面」」」」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學性別學性別學性別學性別，，，，是嘗試透過是嘗試透過是嘗試透過是嘗試透過「「「「性別性別性別性別」」」」這個角度去這個角度去這個角度去這個角度去

切入切入切入切入，，，，瞭解自己瞭解自己瞭解自己瞭解自己，，，，瞭解人生瞭解人生瞭解人生瞭解人生，，，，瞭解生命瞭解生命瞭解生命瞭解生命，，，，瞭解環境瞭解環境瞭解環境瞭解環境，，，，瞭解人際互動瞭解人際互動瞭解人際互動瞭解人際互動，，，，瞭解社瞭解社瞭解社瞭解社

會會會會，，，，瞭解文化瞭解文化瞭解文化瞭解文化，，，，瞭解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瞭解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瞭解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瞭解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    

從性別的流動從性別的流動從性別的流動從性別的流動，，，，到情慾與認同的流動到情慾與認同的流動到情慾與認同的流動到情慾與認同的流動    

                             性別及愛慾對象流動與點狀光譜圖性別及愛慾對象流動與點狀光譜圖性別及愛慾對象流動與點狀光譜圖性別及愛慾對象流動與點狀光譜圖（（（（2003.12/2005.10/2009.72003.12/2005.10/2009.72003.12/2005.10/2009.72003.12/2005.10/2009.7）））） 

  

男 

女 

男女之外 

生理肉體性別 非男非女 女 

男 

自我認同性別 

女/陰柔 

男/陽剛 

動作/行為性別 
非男非女 女 

男 

性慾對象性別 非男非女 女 

男 

愛依戀對象性別 與性別無必然關係 

中性 女/陰柔 

男/陽剛 

衣著性別 
非男非女 

 跨性 女/陰柔 

男/陽剛 

聲音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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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如球 王晧安 / 2015.03 七之一【從性別觀認識世界】 我常將「性別」形容如一顆球，這顆球是一個「性別」與「世界」的比喻。我們接觸的世界好比一顆球，可以想像成一個立體的大宇宙，對於學習「性別」的我們，常得學習用「性別」的思維來理解世界，了解人與人之間不同的行為，了解各種生物、生態、事物、事件，性別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性別又如何影響一件事的發生？甚至如何影響不同性別主體的處境？這些不同情境、不同脈絡的事物，又如何影響性別關係？影響人與人之間的性別互動？或是其中有什麼樣待解或值得學習的性別模式？ 世界觀可以是鉅觀的，也可以是微觀的，從鉅觀的世界來看，所有的事物是如此渺小，包含人類，包含我自己，包含我的每一個小小的思考，都是如此的渺少；但當我越看到自己的渺小，對我的細節、脈絡越細緻地了解、分析，每件事物一一具體呈現，又會發現這個世界是如此浩瀚。 「性別」是我選擇看待這個世界的觀點之一，是我選擇認識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例如看「排隊」這件事，我可以看是從「身高」的角度觀察，排隊的隊伍高高低低，或是由高至低；或是我可以從「性別」的角度觀察，哪個性別排在前面？哪個性別排在後面？還是左邊？右邊？或是性別混雜的呢？其中具有什麼樣的性別意涵？可以進一步分析，為何是男左女右？為何要女生優先？為何男生排在後面？這樣的性別配置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性別混雜有什麼不好嗎？背後又呈現什麼樣的歷史因素及文化脈絡呢？ 我嘗試從「性別」的角度了解世界，幫助我認識世界的多元面向。我總是相信，越常洗亮我的「性別之眼」，或是換個更高檔的「性別視具」，有助於我更看清楚這個世界。 

 七之二【性別如球作為性別視具】 早先，2003年，在我仍是高中生的時候，我學習到「性別是流動」的觀點，提供我一些啟發。我從與他人的互動中，了解到有「生理肉體性別」（通常稱為生理性別，英文通常指的是「Sex」），有「自我認同的性別」（有的人稱為心理性別，我不這樣使用，是因為心理有很多層面、很多角度，不如直接命名為自我認同的性別較為貼切），有「社會建構的性別」（有的人稱為社會性別，英文通常指的是「Gender」，指的是社會有一套建構性別的方式，性別很多時候不是這麼生物性的，而是由人類、文化所形構的，例如服裝本身也許沒有「性別」，但我們卻為它區別為「女裝」、「男裝」、「中性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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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與「性傾向」較為相關的則是「性慾對象性別」及「愛依戀對象性別」，性慾與愛依戀對象不一定與性別有關。 

 

 性別觀點就是將一個試圖理解的世界，切開一個「性別切面」，每一個性別切面，通常不難找出一個「男性」、一個「女性」的切點，通常會建議再尋求一個「無性別」、「非男非女的」、「中性的」切點，因為三點才能構成一個面，而不會讓人誤以為「男」與「女」之間只是一個數線光譜而已。雖然我在 2003 年提出的性別及愛慾對象流動與點狀光譜圖，使用的「男」、「女」連成一線，但我已於 2005 時提出修正，認為視性別為一個「面」比「線性光譜」更適合作性別世界的理解。 有些人可能好奇，為何第三個點為何不是「跨性別」或是「第三性」，因為我認為非典型的男性、女性，就是跨性別的一部分，跨性別有可能是「既男又女」（介於男與女之間，也有可能是「不男不女」（男性切點、女性切點以外的位置），而指出一個「無性別、非男非女、中性」的位置，則是在這個切面中找到「最沒有性別味道」的，接近「 （空集合）」的位置。當有了一個「面」而非「線性光譜」的想像，較能看到在「男－女」這條線以外的世界，而不容易被既有的「男－女」概念所侷限。 我嘗試將「性別如球」作為一種擴大性別視野的視具，幫助我及大眾看到性／別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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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之三、七之四、七之五【八大性別切面】 我將最常被切分出來的性別視角，稱為「八大性別切面」，分別是「生理肉體性別」、「自我認同性別」、「衣著性別」、「動作性別」、「聲音性別」、「性慾對象性別」及「愛依戀對象性別」等七個面向，最後加上在性別社會學分析上常用的「社會建構性別」。不同面向彼此是交織的面，每個人的性別位置在不同的切面上跳躍著，並不一定在相同、固定的位子，但對有的人來說，性別位置是固定、僵化而沒有什麼改變的。 在「生理肉體性別」上，性別絕非純粹的天生男女兩性，但由於性染色體的侷限性，目前我只能列出「XX女」、「XY男」及其他的情形「男女之外」，所謂的男女之外即指「陰陽人（Intersex，或譯為雙性人）」。這也是我在八大切面中，唯一一個接近光譜式的切面，事實上，陰陽人的多樣性，的確難以光譜解釋，但亦無證據可指認「無性別」之人，或如何展現陰陽人多樣性的分布，況且所有「男女之外」的都稱為「陰陽人」。 在「自我認同性別」上，指的是個人認同自己為「男」、「女」、「跨性別」、「非男非女」的性別面向。一般而言，會認為生理肉體性別是女性的人，自我認同性別為女性，但有些人並不是如此，有可能自我認同為男性，有可能認為自己是跨性別，有可能認為自己是偏向男性或偏向女性，有些人會認為自己不需要一個性別認同，也許說自己沒有性別，自己反而比較自己。另外有一些人則認為自己的性別認同是隨著情境、時間而變動的，有時認同自己是男性，有時是女性，在整個性別切面上面游移，而沒有固定，有的人的游移範圍大，但有的人游移範圍小。 在「社會建構性別」上，通常可劃出「男性化或陽剛」、「女性化或陰柔」及「中性／非男非女」的點。所謂男性化就是這些概念與特質，並不專屬於男性，而是被社會建構、形構為男性的概念，通常這樣的文化構念，我們就稱之為「陽剛」。亦有人將陽剛稱為「男子性」或「男子氣概」。相同的，「陰柔」作為一種文化構念，即「女性化」的同意詞，所指涉的概念與特質，不專屬於女性，是被社會建構、形構為女性的概念。在下一單元介紹的「多元性別議題的性別切面」，更容易指出性別是受不同社會、文化建構出來的。通常社會上的「性別配置」，即要求男生要如何如何、女生要如何如何，這些性別配置通常都屬於社會建構性別的層面。 「衣著性別」指的是社會對於衣著、服裝、打扮的性別建構，設定某些衣服為男裝，某些衣服為女裝，某些衣服為中性服飾。這些衣著打扮包括妝容、頭髮、衣服、褲子、裙子、鞋子、飾品，乃至貼身衣物。衣著性別是隨著時間與地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衣著性別的期待。像是在民國初期，主流的華人社會中，男性著唐裝是陽剛的展現，至西化的時期，男性著褲裝才是陽剛的表現，但到近代男生從著長褲才是成熟男性的陽剛表現，到近來也可以穿短褲，或是在運動場上穿在內搭褲也是陽剛的表現。在髮型上，男性在清末時期，仍被期待留長辮子才是陽剛的表現，至近代西化，短髮變成陽剛與文明的表現，甚至有一段時間流行「平頭」才是陽剛的展現；但至 20 世紀末，解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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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過耳的髮型受流行文化影響，含容進陽剛衣裝文化，日本傑尼斯流行文化也影響男性作各種俏皮、可愛的陽剛造型；隨著全球化的影響，陽剛的髮型概念也不斷隨世界各地變得兼容並蓄，從不可染髮，到可以染各色髮型，從不能留長，到多樣的、削邊的、刻字的各種髮型。衣著性別正也見證著時代的更迭變化，同時提醒著我們在看待性別時要有歷史的觀點。 對於某些女性來說，不同服裝只是不同的陰柔穿著風格，但對某些女性來說，穿著不同服裝是她個人的性別風格。以目前的女性服裝與男性服裝相較，女性服裝較顯得多元，男性服裝仍有較制式的樣版型態。對有的人來說，多了些蕾絲、鑽石更為女性化；有的人覺得要展現身材、露裸身體是女性化衣著的表現，最能展現女性獨特的吸引力；有的人覺得光是穿裙子就要她的命，因為「太女孩味」了。生活在相同的社會下，但衣著性別仍有自己個人建構的空間。 在「動作性別」上，亦可區分為「男／陽剛」、「女／陰柔」、「非男非女」的動作，將三者連成線，形成動作性別的性別切面。像是有人會說一個人的動作很「Man（即陽剛）」或是「娘（即陰柔）」。像是在坐姿上，有人認為雙腳緊閉、微微交叉很娘，覺得雙腳開開則很Man，但有些坐姿則沒有性別之分，例如正座脆姿。動作上的性別，有時候比衣著性別更顯眼，例如一個男孩著男性運動服，但丟球無力，就有人會說他「丟球像女孩一樣」，以這個例子來說，動作性別有時帶著較無彈性、性別刻板意味的性別觀點，也不見得公平，因為許多女孩丟球很有力。 在「聲音性別」上，指的是個人的聲音，常常也被作「男／陽剛」、「女／陰柔」、「非男非女」的分類，但值得提醒的是，許多聲音我們並不會刻意去辨識他偏向陽剛或陰柔。但對於跨性別者來說，聲音性別是重要的性別特性，常常在自我認同、衣著性別、動作性別都很一致地偏向陽剛或陰柔，但一旦聲音無法隨之變得陽剛或陰柔，總被視為「漏餡」了！有些人的性別是很有變化跟彈性，可陽剛可陰柔，可以表現得像低沉的男低音，也可以像黃鶯出谷的女高音。 在「性慾對象性別」上，指的是足以引起性慾的對象，所屬的性別特性。這裡引起性慾的對象，有可能能提供直接的身體接觸，也有可能是圖像、影片、幻想的內容。這裡要特別提醒的是引起性慾的對象本身不一定有性別（非男非女），而是我們給了這個性慾對象性別。例如一根棒狀物讓人達到性高潮，究竟這個棒狀物是男還是女？還是看重他的性別是塑膠、木頭、矽膠的非男非女的特性？一隻手讓人獲得性愉悅，究竟讓人獲得性愉悅的是這隻手的主人是「男」、「女」，或是性技巧的本身？ 也許我們會受到一個人的性吸引，但我們也不妨多思考一下，我們是受這個人的「性別」所吸引？還是因為這個人？或是這個人除了性別以外的其他特質所吸引？有人說，不是「男的」我都不要，那這個「男的」指的是什麼？對方自我認同為男人？因為他身份證上是男的？還是因為他有一根陽具？還是因為其他的？究竟一個人是受什麼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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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吸引？還是「只要男的」這四個字的背後，有自己的性傾向預設？或是為自己的性傾向設限？有時候性吸引，不見得是因為「性別」，而有可能是性接觸（保括觸覺上、視覺上、聽覺上等的接觸）喚醒了慾望。 在「愛依戀對象性別」上，則是指讓一個人能長久感到安全、歸屬感的對象所屬的性別特性。有的人愛依戀對象性別並不單一，有可能愛男生，也愛女生，有可能是愛不分性別，對於任何能讓人引起「愛」的熱情，這樣的對象就是她的愛依戀對象，這時候，性別就沒有這麼重要了。所以一個人的愛依戀對象性別，可能不會是一個點，而有可能是一個區域、光譜，或是正如我之前所提醒的，愛依戀對象不一定與性別有關，性別只是剛好這個對象身上的一個屬性而已。 有時候對於特定性別的對象有愛依戀的感受，是因為我們將一些共同特質、屬性歸於男性或女性身上。例如期待從男性身上感受到「獨立」、「可靠」的特質，而這正是選擇伴侶所需要的，或是期待從女性身上感受到「溫柔」、「貼心」等特質，而正是選擇伴侶所需要的，有的人甚至是因為「要一個女人可以生孩子」（有把女人物化為生孩子的工具的嫌疑），但如果是另一個人有這個特質呢？自己會不會也有機會產生愛依戀的感覺？而不是受「異性戀預設」或「自我性傾向預設」的影響？而有人說，之所以愛他，是愛他的幽默、愛他的才華、愛他的善良，但很少人會說，因為他是「男的」或是「女的」，所以我愛他／她，因為他是「男的」或是「女的」，所以我要跟著他一輩子，而可能是因為與一個人互動下的信任或安全感，而產生長期相愛、相伴的感受。 有的人可能會疑惑，那什麼情況下會對「非男非女」的對象產生愛依戀呢？像是很多人在小時候（或是長大之後依然如此），有一條專屬自己的毛巾或毛毯，只要聞到毛巾的味道，或是抱著這條毛毯，便會感覺到十分安心，非生命的客體是有可能成為一個人安全依戀對象的。像是筆者就對所有小熊維尼的物件都感到安心，有時候會跟我的小態維尼說說話，彷彿他能陪伴與安慰我一樣。有時候，對有的人來說，有這些愛依戀的物件，比擁有一個實體、活生生，還得協商彼此需求的人來說，來得舒服自在許多。 特別將「性慾對象性別」與「愛依戀對象性別」分開，是因為有些人性慾對象性別與愛依戀對象性別不一定一致。例如可能男性化、女性化的身體都可以讓某人引起性慾，但不代表某人可以跟男性或女性交往；在我過去諮詢的對象中，有些人認為男性化的身體最能滿足她們的身體慾望，但感覺只有女性才是自己愛依戀的對象。但在異性戀預設、性別刻板的概念下，認為生理男性的人，應該是自我認同、衣著、動作、聲音性別皆為男性，性慾對象、愛依戀對象是極端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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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之六【多元性別議題的性別切面】 在不同的領域及議題中，我們相同可以使用性別的視角，找出性別切面。像是職場、教育、族群、年齡、地方、省籍……等議題，我們都可以拉出一個三點連線的性別切面。 以「年齡」的「聲音性別」為例，通常在童年階段，小孩子的聲音有時被認為「雌雄莫辨」，但又偏向「女性」的聲音（此為社會建構的性別）；但隨著年齡增長，在青壯年期，生理男性的聲音偏向陽剛，生理女性的聲音偏向陰柔，陰陽人的聲音則看自身內分泌的影響，也許仍雌雄莫辨，也許偏向陽剛或陰柔；年齡繼續增長，中老年人的聲音再次有了變化，男性的聲音又變得更慈愛、陰柔，女性的聲音又變得低沉、陽剛。當然，每個人的個別聲音，可能維持在某個特定的領域，但仍可發現其聲音性別位置在性別切面上緩緩流動。聲音加上年齡的因素，便使性別切面變得更立體。 以「族群」的為例，不同族群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性別模型在看待個人的性別表現，某些行為在 A 族群可能認為哪些行為較為陽剛、男性化，但 B 族群可能沒有這樣的觀點與視野。例如在某些族群中，認為「逞兇鬥狠」是男性化、陽剛的表現，但其他族群可能覺得這是中性的特質，或是不同性別共享的特質；在某些族群來說，認為農耕是男性化、陽剛的表現，但在某些族群則認為農耕是女性化、陰柔的表現，與各族群長時間累積的性別分工文化有關。在「衣著性別」上，例如在平地閔南文化中，會認為「穿裙子」是較為陰柔、女性化的表現，但在排灣族文化中，會認為「穿百摺裙」或一些裙飾是男性很典雅、日常的表現。 以「階級」的為例，不同階級亦有不同的性別文化，而使相同的行為特徵在不同階級中，有不同的性別意涵。在「衣著性別」上，例如「穿西裝」在白領階級來看，會讓人感覺是陽剛、專業的表現，但相同「穿西裝」的行為，在藍領階級來看，則認為較為陰柔、斯文，讓人覺得「不夠 man」，而要穿勞動制服、香汗淋漓，一旦流汗就把汗用手帕擦掉，代表太女性化了。 在不同議題、領域中，性別的視角、對於不同性別的規範也隨之不同，從不同議題、領域切入性別世界，更可以發現性別文化的多樣性，發現性別議題的豐富性，避免只從自己所處的性別文化視野看世界，而能看見不同文化的性別之美。 

 

  



2015 同志專題初階探索課程 0318-性別如球 頁 8 

 

七之七【個體性別如球的核心概念】 在性別如球的核心概念中，我指出個人自體性別的「場域性」、「時間性」、「共連性」等三種特性。場域性與時間性較屬於變動性的特質，共連性則是較共通、不易變動的特質。 「性別的場域性」： 首先，我認為「一個人的性別」，在不同的場域、向度中，有不同的位置。像是在學校、職場、軍隊、家庭，我可能有不同的自我認同性別，有不同的動作性別展現。例如相同的我，在學校可以自在地表現接近中性，在軍隊中我可能得不得不展現男性、陽剛，在家中我則可自在地表現陰柔。 「性別的時間性」： 其次，性別在時間的特性上是游移流動的、非固定不變的。就算在相同的地點，個人可能受心情、事件、地方、情境、對象而有所改變。例如相同在教室之中，我可能因為自己一早起床受到溫柔的對待，而帶有溫和、非剛性的特質對待人；在相同的情境中，我卻可能因為前後面對不同的人，例如面對總是展現「男性 Body~Body~」的朋友，跟可以自在「耍娘」的朋友，有不同的動作性別展現。在不同時間，面對不同的情境對象，也影響我們個人性別展現的變動性。 「性別的共連性」： 個體內每一個性別位置，也互相影響、牽連著其他性別位置。以我自身為例，我的自我認同性別、聲音性別、動作性別可能都偏向「女性／陰柔」的位置，無論在任何需現陽剛的場域或對象，我可能會變得更為陽剛，但對許多人來說，我可能還是偏向陰柔的，有其共通性。但當我動作變得陽剛，衣著變得陽剛，也可能讓我聲音變得陽剛，即是性別的連結性，不同的性別位置會彼此牽動。 在此提出「性別切面」的概念，希望能提醒社會關注「性別」的多元面向。學習「性別」，便在嘗試透過「性別」這個角度去切入，瞭解自己，瞭解人生，瞭解生命，瞭解環境，瞭解人際互動，瞭解社會，瞭解文化，瞭解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性別很多元，透過性別如球看世界，更會發現世界的豐富與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