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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組⾳樂報告

愛不分性別🌈



臺東縣卑南鄉大巴六九部落卑南族出⾝。1996年底以⾸張專輯《姊妹》正式出道，出
道⾄今已發⾏19張個⼈專輯。在其童年時代，阿妹家中的經濟情況貧困，雖無法接受
正規的⾳樂、舞台表演訓練，但從⼩即表現出對於舞台歌唱表演的熱愛。原本唱⽚公
司擔⼼阿妹的原住⺠⾝份會對演藝事業有負⾯影響，但她還是對著媒體強調⾃⼰是原
住⺠⾝份。
12年前就為了同志發聲，也曾在臉書寫到:「同志為婚姻平權努⼒了這麼多年，在看⾒
曙光的這⼀刻，更應該⽤最強大也最溫柔的⼒量，讓所有的誤解，得到真正的答案，
也獲得最真⼼的祝福。」
從「我最愛的同志朋友在哪裡」，到「大家⼀起努⼒讓同志這個符號在世界上消
失」，張惠妹的愛與陪伴，成為同志對她的信仰。

歌⼿介紹:張惠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6%9D%B1%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1%E5%8D%97%E9%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B7%B4%E5%85%AD%E4%B9%9D%E9%83%A8%E8%90%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1%E5%8D%97%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7%8A%E5%A6%B9_(%E5%B0%88%E8%BC%AF)




〈彩虹〉這⾸歌誕⽣於2009年6月發⾏的《阿密特》專輯。
13年來，〈彩虹〉幾乎成為阿妹每⼀場演唱會的必唱曲，歌迷除了揮舞
⼿上的彩虹旗聆聽，同時也期待「彩虹」會以什麼樣的⽅式在演唱會中出
現。
這⾸歌原名是《我的同志男友》是阿妹為⾝邊的同志朋友唱的，這⾸歌並
沒有從同志的特殊以及他們的情愛⽅⾯⼊⼿，⽽是從同志作為朋友的⼀⾯
切⼊其中。
阿妹也在舞台上向大家喊話：「你們知道當彩虹的顏⾊疊在⼀起的時候，
其實會變成⽩⾊，希望能⽤我的努⼒，讓同志這個稱呼、符號，可以從世
界上消失，我們都⼀樣，沒有不⼀樣」

歌曲介紹: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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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末期祁家威提出同性婚姻⽴法的請願與抗爭
2012年起同志團體積極推動《多元成家⽴法草案》，並提請司
法院大法官釋憲
2015年7月2⽇臺北市政府⺠政局繼開放同性伴侶得向⼾政事
務所申請所內註記
2017年5月24⽇台灣成為亞洲⾸個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
2019年2月21⽇⾏政院會議通過審議，規定年滿18歲的同性伴
侶可以成⽴同性婚姻關係，準⽤⺠法規定可繼承財產與收養有
⾎緣的女⼦
2019年5月24⽇中華⺠國成為亞洲第⼀個、世界第27個實⾏同
性婚姻的國家

台灣同性婚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81%E5%AE%B6%E5%A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B7%E6%84%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4%B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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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對同性婚姻看法
即便大眾更能接觸並⽀持同志享有結婚的權利，這也不
代表對「同志」這個⾝分的接受程度會就會因此提⾼。

⾼達92.8%的受訪者認為「同婚通過對個⼈沒有影響」
但3.7％受訪者認為對個⼈有負⾯影響。

認為「有負⾯影響」的⽐例卻有28.4%。

在性別平權團體發布的社會態度研究調查發現，在詢問「同
性婚姻婚對個⼈有沒有影響」時：

在被問及「同婚對社會的影響」時：

導致台灣同志朋友⻑期以來因為社會環境不友善，所以習
慣不提⾃⼰性傾向。



台灣各⽅對同性婚姻的反應
⽀持：
⽀持同性婚姻的⼈⼠主張平等的婚姻權，認為夫妻關係
中的贈與、繼承、認養⼦女等權益義務，在同性結合時
也能適⽤。並沒有要求⽐兩性婚姻任⼀⽅更多的權利。

中⽴：
由於同志議題是⼈權問題，也是⽂化問題，在當前
社會也是世代問題，「因為年輕⼈更容易接受同志
⼈權，多元包容想法」。
反對：
其中反對組織多有宗教背景，其中不少以有基督教右
派和福⾳派背景的教會為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E5%8F%B3%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9%9F%B3%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6%9C%83


台灣同志遊⾏

於每年⼗月底最後⼀個週六舉⾏

主要⽬的為提供⼀個公開現⾝的平台，凝聚志

同道合者的⼒量喚起社會大眾注意

於2003⾸次舉辦

和國外的差異(資⾦來源、遊⾏的形式、⽇期)



20屆同志遊⾏
舉辦⽇期：2022年10月29⽇（六）
起、終點：臺北市政府前廣場
當⽇時程：

      12:00 「彩虹市集」正式營運
      13:00 上半場節⽬開始
      14:00 隊伍出發
      16:50 下半場節⽬開始
      19:00 遊⾏活動結束

遊⾏主題「無．限．性」



順性別/順性別霸權：出⽣性別、⽣理性別與⼼理性別⼀致相同者
跨性別：性別認同或性別表現與他們出⽣時指定性別不同的⼈
LGBT：英⽂縮寫是由「女同性戀者 Lesbian」、「男同性戀者
Gay」、「雙性戀者 Bisexual」與「跨性別者 Transgender」的英
⽂⾸字⺟組合⽽成的。
LGBTQ+：2010 年代，更廣泛的說法是「LGBTQIA」，即加⼊了
「Q」Questioning 對其性別認同感到疑惑的⼈、「I」intersex 雙
性⼈、與「A」可指 asexual 無性或是⽀持同性戀的異性戀盟友。

   然⽽由於⼈的性別認同的分類已經超過50種，所以到了 2020 年 
   代，更普遍的說法則為「LGBTQ+」

多元跨性別認同



彩虹旗：代表著所有的性別(LGBTQIA+)社群認同都是平等的，
這⾯旗幟普遍被大家理解為男同志或女同志的社群認同。
原由⼋種顏⾊的條紋組成，分別是亮粉紅、紅、橙、⿈、
綠、⻘綠、靛⻘和紫羅蘭，依序代表「性、⽣命、治癒、
陽光、⾃然、藝術、和諧、精神」的涵義。
1979年以後，彩虹旗改為六⾊的版本，顏⾊排序依照⾃然界的
彩虹，紅⾊在上⾯，依序為橙、⿈、綠、藍、紫。

多元性別旗幟發展



多元性別旗幟發展

雙性戀：粉紫藍三⾊分別代表同性戀、雙性戀、和異性戀。
拓展了三⾊旗的意義：任意的顏⾊，可以⾃由地賦予任何解釋。
⽽粉藍⼆⾊與其中的紫⾊彰顯了「介乎⼆元之間、超乎⼆元之
外」的雙性戀精神。

跨性別：淺藍⾊是男孩的傳統顏⾊，粉⾊是女孩的，中間的⽩
⾊條紋是代表跨性別，兩性⼈或認為⾃⼰性別中⽴或不明確的
⼈。這旗⼦特別的地⽅是無論你怎麼懸掛，圖案順序都不會
亂，這也象徵我們的⾃信應該來⾃⾃⼰對⼈⽣⽅向的判斷。



多元性別旗幟發展

泛性戀：旗⾯分為三個⾊塊，上⾯的粉紅⾊部分代表被女性所吸
引，藍⾊代表被男性所吸引，⽽中間的⿈⾊則表⽰被⾮⼆元分類
的性別所吸引。

無性戀：⿊⾊代表無性戀，灰⾊代表半無性戀或是灰⾊無性戀，
⽩⾊代表⽀持無性戀的⺠眾（也有⼈說⽩⾊代表性慾）， 紫⾊
則代表社群。
除了符號象徵外，無性戀社群也會在右⼿的中指上佩戴⿊⾊的戒
指，展⽰⾃⼰⾝為無性戀者的⾝分。⽽之所以會選擇⿊⾊，是因
為⿊⾊是中性、無性的顏⾊。



多元性別旗幟發展

性別酷兒：薰⾐草紫是⻑期以來被認為是與「同性戀」相關的顏
⾊。⽩⾊：代表性別認同，與變性者驕傲旗上的性別中性⽩⾊⼀
致。偏暗的綠⾊：意指那些⾝份在傳統⼆元定義之外的⼈。

多元之戀：意指關係中⼈數大於「兩⼈⼀對⼀」，關係中的參與
者皆「知情同意」的戀愛、交往、伴侶等關係。



性別薑餅⼈
性別概念包括：性別
認同、性別表達、⽣
理性別以及性傾向等
四個構成組件，分別
散佈於薑餅⼈的大
腦、⼼、性器官和外
形打扮，清晰展現出
性別流動性和多元⾯
向。



性別薑餅⼈
1.⽣理性別
⼀個⼈在⽣物學上屬於男性或女性，以基
因性別來判定；⽽雙性⼈則因出⽣兼具男
女兩種⽣理構造。

2.性別認同
個⼈對⾃我歸屬性別的⾃我認知與接受，
就是內在認為⾃⼰是男性或女性的感覺。



3.社會性別
社會性別伴隨著⽣理性別出現，即使在同樣的社會⽂化脈絡下，亦存在
個體差異，例如對於性別氣質、性別⾓⾊的詮釋
性別氣質：例如：陰柔或陽剛的特質
性別⾓⾊：社會所賦予男女性的⾏為標準或模式

性別薑餅⼈



性別薑餅⼈

和⾃⼰相同性別的⼈之間互相吸引
是同性戀
和不同性別的⼈有吸引⼒是異性戀
和兩種性別的⼈都有吸引⼒稱為雙
性戀
對任何性別均不感興趣則為無性戀

4.性傾向
⼀個⼈對另⼀個⼈在精神⾯與⽣理⾯產
⽣喜歡的感覺或是性的吸引⼒



     我們認為同性婚姻是平等與尊重的體現，⽽且不管是男是女都應該擁有愛
⼈及被愛的權利，不應該被性別所局限。
     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是我們追求平等和⼈權的重要⼀環，所以我們應該持續
努⼒推動這種平等和尊重的價值觀，讓每個⼈都能夠享有平等的權益和尊嚴，
也希望透過此次報告，加深你我對同性的尊重，或許大家在平時都可以⾃然地
說出尊重，但真正遇到時依舊會感到怪異或無法接受，所以希望藉由此次報告
讓我們⾃已更加了解，多了了解，多了尊重。

⼼得感想: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1291/page2

https://sexualityhub.hk/2022/05/%E6%80%A7%E5%88%A5%E8%96%91%E9%A4%85%E4%BA%BA/

https://health99.hpa.gov.tw/article/18959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1/jun/29/you-cant-cancel-pride-the-fight-for-lgbtq-rights-amid-the-pandemic

https://www.gq.com.tw/bettermen/article/%E6%80%A7%E5%88%A5%E8%AA%8D%E5%90%8C%E6%80%A7%E5%88%A5%E5%B9%
B3%E6%AC%8A-lgbtq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BC%B5%E6%83%A0%E5%A6%B9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7%BA%E7%81%A3%E5%90%8C%E6%80%A7%E5%A9%9A%E5%A7%BB

資料來源: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