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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與指斥── 

教會對性別承認議題的立場 

夏志誠  

 

自從 2017 年 6 月，政府就訂立性別承認制度作出公開諮詢

後，性別承認的議題即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討論。一方面，它讓

普羅大眾認識到，原來有些人在性別認同方面有障礙，生活在困

惑甚至痛苦之中；另一方面，亦讓不少人醒覺到問題並不簡單，

並非只限於諸如使用洗手間之類的表面事情上，也不是只要提倡

「不歧視、多包容」的多元文化就可以解決的。它同時衝擊着我

們對人性、對人際關係、對家庭及社會一直以來的理解，以「一

石激起千重浪」來形容與性別承認議題相關的討論，並不為過。

本文將以香港教區 2018年 2月就性別承認公開發表的立場書（以

下簡稱「立場書」）作為主要參考材料，闡述及探討教會在這炙

手可熱的議題上的立場。 

對人關懷 

提及教會的立場，不少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教會站在反對的

一方。其實，這只說出了事實的一半。不管是現教宗方濟各，或

是曾經發表過聲明的教區，均明確地表達教會對患有性別不安症

人士的關懷。香港教區在其公開聲明中說：「我們承認，被診斷

為患有性別不安症或各種形式的性別認同問題的人士，確實身處

困境和痛苦。對這些人士，我們深表同情與憐憫。」（立場書

14）英格蘭及威爾斯的主教們於 2018 年 4 月的聲明中則強調：

「我們承認有些人並不接納他們的生理性別，我們非常關懷他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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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願意竭力為他們提供牧民關顧。我們希望藉着聆聽，能更深

入明瞭他們的經歷，以慈悲陪伴他們，肯定他們是天主所愛的，

並且重視他們天賦的人性尊嚴。在天主教內，每一個人都可以體

會到被歡迎。」 

2017年 12月，美國主教團偕同其他美國的宗教領袖在一封聯

署的公開信中，有這樣的表達：「一個人不安於自己的性別，或

者渴望與另一性別認同，是十分複雜的事，需要小心翼翼而合乎

真理的去面對。每一個人都值得被聆聽和受尊重。我們有責任以

慈悲、憐憫和真誠去回應他們所關切的事。作為宗教領袖，我們

願意敦促我們團體的成員，亦應以耐心和愛心，去回應那些糾纏

於這種種挑戰的人們。」 

2016年 10月，教宗方濟各在一次被記者問及跨性別議題時，

這樣回應：「生命就是生命，我們必須以它實在的樣子來面對

它。我們必須要謹慎，不能說所有人都一樣。面對不同的個人，

都應該要歡迎、陪伴、體察、幫助他們去分辨及整合。這是耶穌

今天會做的 …… 我陪伴他們，幫助他們親近主，雖然他們中有些

人可能辦不到，但我永不放棄他們。」因此，教會對跨性別人士

的關懷態度，是非常清晰的。然而，誠如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指

出：「一定要將愛德與真理相提並論 …… 沒有真理為基礎，愛會

淪為情感主義，變為一個可任意填滿的空殻。」（《在真理中實

踐愛德》2，3）。所以，在誠意對跨性別人士表達關懷的同時，

教會亦有責任指出性別承認作為一個理論，其中存在著的謬誤，

及由此而產生的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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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天賦 

教會面對性別承認的議題所堅守的最核心原則是：性別是天

賦的。「『性別』不是一個純粹社會學上的建構概念，換言之，

不是經過人類社群在其發展過程的某個階段，按社會及文化的因

素而擬定，用以區分男女。『性別』與人天生的『生理性別』是

不能完全分割開來的。」（立場書 1）因此，要正確明瞭人的性

別，我們必須要從人是按照天主的旨意，成了一男一女的這個基

本真理來理解。《天主教教理》教導我們說：「在創造男人和女

人的時候，天主給予男女彼此平等的位格尊嚴。每人應承認並接

納自己的性別。」（2393） 

教宗方濟各在《願祢受讚頌》通諭中嚴正指出：「我們必須

接受我們的身體，視它為天主賜予的禮物 …… 須要珍惜自己身為

女性或男性的身體，為能在我們接觸異性時，認出自己不同的身

分 …… 因不懂得如何面對，而要求消除性別差異，不是健康的態

度。」（155） 

天主創造男女，願意他們在兩性差異之中彼此互補，好能呈

現天主的愛。「生理、心理和靈性的差異與互補性，都是導向婚

姻的福祉和家庭生活的發展。夫婦的和諧與社會的和諧，部份有

賴於怎樣活出兩性之間的互補，互賴與互相支持。」（《天主教

教理》2333）由此可見，性別並非天主把人捆綁起來的一個監

獄，而是一份召叫，叫人在自己有限而特定的性別當中，藉着男

女互補，達致生命的圓滿。「以雌雄區分的人體，是男女的整全

人性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男女的互補性、身體的完整性和尊嚴，

作為真正人類生態必要的部份，都必須受到充分尊重。」（立場

書 2）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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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自主 

支持性別承認的性別理論提倡性別自主的觀念，即每個人皆

有權選擇自己屬意的性別，不必相符於與生俱來的「生理性

別」。教宗方濟各於 2016 年到訪格魯吉亞時曾清晰表明：「今日

的婚姻面臨嚴峻挑戰：性別理論。今日正進行一場破壞婚姻的世

界大戰，用的不是武器，而是觀念。」他在同年發表的《愛的喜

樂》勸喻中亦對性別可以自由選擇之說大力鞭撻：「我們不要陷

入罪惡，試圖取代造物主。我們是受造物，不是全能的。萬有先

於我們存在，我們應視之為恩賜。」（56）教宗是一語中的地指

出這主張的謬誤乃在於人將「自我」無限地放大，一切均以

「我」為依歸。「我」儼然成了造物主。 

不久之前，支持同性戀運動者還在大聲疾呼，說同性戀傾向

是與生俱來的，因而無任何理由要去改變它。如今性別理論可以

說是走得更前衛及更徹底，根本就不理會天生與否的爭論，而只

訴之於「我的選擇」，即使這個選擇與自己天生的「生理性別」

不同。 

面對性別理論，教會堅持性別是天賦的這個基本原則，絕不

認同性別自選的主張。「『性別』與人天生的『生理性別』不能

完全分割開來。『男性特徵』或『女性特徵』，亦不能任由人

『自行選擇』、操控或隨意改變。」（立場書 1） 

由於主張性別自主，性別理論更認為社會應透過立法措施及

文化認同等方式，保障性別自主權。否則，便會被認定為對性小

眾社群的不尊重及不包容，甚至被定性為一種歧視。教會對此並

不苟同，因為性別理論不但與人類學的實況互相矛盾，而且立法

會使大眾為了免受懲處而承認某位人士自行選擇的性別。把這種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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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說成是維護性小眾的「人權」，並沒有合理的依據。（參閱

立場書 3）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性別理論所講的自由，與教會所

理解的自由截然不同。前者是選擇的自由，即有選擇就是有自

由，總之隨一己的心意就是，盡量排除一切的約束。後者則是從

天主與人的關係出發，以人為受造物，自由是人趨赴造物主天主

的一種能力。所以，自由不是隨主觀意志去選擇性別，而是從看

似約束的「生理性別」中，發現為達至圓滿生命所當循的「男

性」或「女性」之路。 

有違真理 

性別承認理論的終極目標是要把男女之間的不同徹底消除，

這無疑是對事實的一種扭曲，有違真理。它所尋求的並非瞭解事

實，而是改變事實，建立一個由主觀杜撰的虛假概念 ── 另一個

性別，來與事實並行，並企圖消滅事實 ── 原來天賦的性別。 

在個人層面上，這理論「隔離創造工程中的男女之別。這分

別存在於我們所有的決定和經驗發生之前，因此我們不可能漠視

生物學的因素。」（《愛的喜樂》286）這些生物學的因素呈現在

我們的生理性别當中，讓我們在一個特定的性别中成長。從積極

的意義來看，它召叫我們在這性别裡學習接納自己，愛護自己並

學習去愛其他人。事實上，生命的圓滿不在於人排除一切的限

制，因為根本上是不可能的，而是在於在各種限制之中，仍然選

擇去愛，堅持去愛，如此才能夠在愛內達到生命的圓滿。 

在人際關係上，由於人與人的交往，離不開自己的身體和生

理性別，故此，若人在性別承認中有違事實，偏離真理，自然會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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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與人的關係，以及人與萬物的關係帶來破壞性的影響。「若

我們認為對自己的身體有絕對權力，則在不知不覺中，我們會認

為自己對萬物亦享有相同的絕對權力。學習接受我們的身體，照

顧它，尊重它全部的意義，才是真正的人類生態學之必要之

素。」（《願祢受讚頌》155）教宗方濟各亦指出：「只有放下對

差異的恐懼，我們才能擺脫自我中心和自戀的態度。」（《愛的

喜樂》285）顯而易見，教會希望兩性二元的事實能得到應有的尊

重，而不是被剷除消滅。 

危害家庭及兒童 

性別理論鼓吹的性別自主，明顯地對由來已久的性倫理帶來

震撼性的影響，首當其衝的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和家庭制度，及在

家庭中成長的兒童。波蘭主教團在 2013 年發表的聲明�警告：

「一位性別不安者無能力去發現及滿全那些在婚姻及家庭裏擺在

他前的職責。」為什麼？因為婚姻及家庭要求男女雙方承擔起作

為父母的基本職責，就是生育教養子女。性別不安者，即跨性別

者，締結的婚姻其實等同同性的結合，因此他們當然無法滿全生

育子女的職責，亦難以對此職責有適當的重視。即使他們收養子

女，但仍然無法為這些兒童提供一個有父母親的整全家庭關係，

來讓兒童正常的成長。恐怕在這樣背景下長大的兒童，對性倫

理、婚姻及家庭的觀念，會有相當程度的偏差及混亂。 

另一方面，由於兒童仍未有性別自主的能力，於是，性別理

論認為如果他們出現性別不安，應該做的是在發育前接受荷爾蒙

治療，去抑制青春期的生理變化，當他們到達一定年齡時，如果

他們決定轉變性別，便可進行第二階段的荷爾蒙治療或性別重置

手術。在香港教區 2018年 2月份的聲明裏，有就相關做法表達關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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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就這方面而言，舉例說，使用青春期荷爾蒙阻斷劑，是尤

其危險的，因為這種干預方式徹底破壞青春期內生理和心理成長

的正常秩序；而且，如果日後改變主意或因某些醫學上或其他的

理由而需要『逆轉』過來，那就不可能簡單地做到。」（立場書

11）聲明隨即指出如此做法的欠缺理據：「跨性別人士『生來如

此』的假設，並無任何可靠的科學證據足以支撐。涉及性別混亂

兒童的研究，有明顯的證據顯示，經歷跨性別認同的兒童中，只

有少數會繼續在青春期或成年期仍是如此。」（立場書 12） 

兒童在成長的初期，理應得到各方面的呵護保障，卻在性別

理論的衝擊下，受到莫大的威脅，無怪乎教宗方濟各於 2016 年在

波蘭接見當地主教團，談及性別理論時感慨地說：「今天在學校

裏，小孩子 ── 小孩子！── 被教導，說每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

性別 …… 這是可怕的！」 

結語 

討論性別承認，我們要以人類生態學及基督信仰的角度來正

確地認識人。每一個人，因為是按天主的肖像被造，具有神聖不

可侵犯的尊嚴。故此，不論其性別，也不論其性傾向，跨性別者

或對性別認同疑惑者，教會都予以肯定其作為人的內在價值，對

其表達關懷及尊重。 

然而，以性別承認作為一種理論，教會則清楚地表明反對，

因為一個人生而為男或為女，並以其特定性別的軀體與他人及世

界聯繫。這是「銘刻在人內心和本性之內的，是人的理性所能領

悟的自然道德律。」（立場書結語）性別理論企圖達到的，是要

建立一種基於性別自主的新人類學，所有認定性別的客觀標準都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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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拋棄，唯一的標準是個人的主觀感覺。對於這無異於謊言的理

論，教會不得不義正詞嚴的直斥其非，以「捍衛及促進個人的整

體福祉、家庭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的整體發展。」（立場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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