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性交往的愛與尊重 

(一)民主社會的兩性關係應是愛與尊重 

兩性關係是人際關係的一種，人際關係所要求的愛與尊重，同樣也應在兩性關係中被強

調。台灣過去是威權社會，在下者與在上者沒有同等的地位，而女性身處這種社會體制的家

庭結構中，其潛能自然受到壓抑，而當社會進入民主時代以後，民智大開，講究人權，人人

都可以自由地發展自己的潛能，即使是在下者也同樣應該受到尊重，因此照理說，民主的目

的在於使每個人都能獲得同等的尊重。然而，我們社會的民主發展卻是反向的，民主社會原

本所期待的是在上者與在下者都能獲得應得的尊重，但現在的社會卻以打倒在上者為要，這

是一種放任的民主形式，反而使整個社會結構處在一種利害衝突的緊張當中。而今天我們講

兩性關係，常會提到「平權」、「平等」的觀念，這樣的觀念，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如果

陷入民主社會的迷思中，將「平權」理解為權力的爭奪的話，就會使兩性關係陷入緊張中。 

過去社會因為對待兩性的態度與方式極端地不平等，兩性關係中不存在有權力爭奪的可

能，卻反而較能維繫和諧關係與家庭結構的原因便源於此。所以，在講求角色分工的現代社

會中，強調「平權」固然重要，但必須小心兩性平權的必要條件是愛與尊重，而不是衝突與

對立；而「平等」更意味的是立足點的平等，而不是凡事錙銖必較，非要爭到底不可。就社

會結構而言，社會地位的高低與掌握社會權力的大小，不過是工作承擔的不同罷了，我們沒

有理由因為性別角色的差異，及掌握社會資源的多寡來判斷一個人的個別價值。 

(二)兩性關係的本質是人性的滿足 

人本心理學家便曾指出，人在滿足了基層的生理慾望之後，還需要愛與自尊，及自我充

分實現的需求需要被滿足，工作成就所帶來的自我實現與感情世界的滿足應該要平衡。在過

去的社會中，兩性關係處在不接觸、保持距離的狀況中，兩性在立足點上並不平等，女性進

入婚姻後，便被認為應以服侍丈夫為主，夫妻兩人相敬如賓，雙方並不期待有什麼互動，表

面上看來，男性是家庭的主導者，女性是弱者，但實際上男性已變成賺錢的工具、打小孩的

工具，女人才是家庭情感重心所在，因此，持平來看，男性雖然在工作上獲得成就感，情感

卻未獲得滿足，而女性雖然是家庭成員情感所繫，卻沒有辦法獲得工作上的自我實現，兩者

都同樣沒有獲得全人的滿足。因此，部份激進的女權運動者爭取權力、打倒男性的做法，是

不了解兩性關係本質的做法。誠然，過去女性對於自己的身體、生活，乃至人生都沒有主控

權，但導致女性處於弱勢的因素很多，不單只是打倒男性，將權力奪回，突顯女性自我的主

體性，就可以解決問題。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以分化與恨來看待兩性關係，只會使兩性之

間處於更緊張對立的狀態，並無助於解決兩性之間根本存在的問題。 

(三)營造剛柔並濟、相輔相成的兩性關係 



現代社會的兩性關係應該是剛柔並濟、相輔相成的，在惡性競爭的教育體系下，所造成

學生普遍功利的人格特質，再加上家長的推波助瀾，已形成惡性循環，而今在女權意識的影

響下，兩性平等或平權教育更是以不平等、不平權為訴求，這將會造成爭權奪利、彼此相恨

的負面效果，使強調愛與尊重的兩性關係本質再度失落，溝通、包容、彼此相愛的行為反而

被視為保守，兩性關係因而益形緊張。這樣的兩性教育，不但沒有使男女雙方各自發揮其個

人的特質，大男人依舊以自我為中心、不懂得尊重別人，連小女人原有的溫柔體貼業已不復

見，放眼所見，皆是大男人與大女人。這些大男人、大女人在進入婚姻後，關係只會更緊張，

而民法親屬篇的修訂雖然使得男女在法律上更平等，卻也使許多女性選擇了放棄婚姻，台灣

社會離婚率也繼續上揚。針對這些現象，筆者以為，我們必須記住一點，平等只是一種手段，

而非目的本身，愛與教育可使兩性平等卻不解構婚姻，而不論男性、女性，以自我為中心的

行為特質只會帶來不和諧的兩性關係，甚至不愉快的婚姻。 

(四)廣義的性包括生理、心理與社會的層面 

總之，不管時代如何演變，人性卻是不變的，人渴望被愛，愛的意涵乃是包容，唯有透

過了解與溝通才能達到包容與尊重，這是愛的最高境界，也是民主社會中成熟的人所應具備

的條件。將之對照於兩性的互動關係來看，人因為是生物體，會有性的需求，這是很自然的，

只是我們要如何認識「性」與「愛」，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呢？廣義的「性」是表達彼此相愛

的方式，因此是包括生理與心理的親密行為，這種合一包含了心靈、肺腑及所有的一切，以

致能夠分享快樂、分擔痛苦，但今天很多人因為得不到這種全然合一的愛，便退而求其次，

僅追求生理的滿足，生理的滿足來得快也去得快，一旦當事人將這種來得快也去得快的生理

慾望與愛產生混淆的時候，便很難面對愛情何以瞬間消逝、一夕遽變的心情。現代社會由於

性觀念的開放，不少人開始對「性」秉持著「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不在乎天長

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的態度，其實，持這種論調的人多半是還沒有擁有過的人，因為擁

有後的分離是人生極大的痛苦，很多人就是因為事先對此認識不清，一旦失去，便難以承受

失去的痛苦，很容易便在情緒上形成報復的想法，很多情殺事件、感情悲劇便因此而發生。

對照近日喧騰一時的前省府發言人黃義交與知名媒體工作者周玉蔻的緋聞案，便不難看出情

緒反彈的影子。 

(五)建立民主社會的人倫觀 

因此，以一個行為科學的專業從事者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不論男性抑或是女性，婚

前或婚後，都需要獲得生理、心理與社會層面的親密感，三者應均衡，過與不及都不行。這

是一種民主社會的人倫觀，並非泛道德式的教條教育，而是從人性的行為角度出發來思考，

在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中，我們有必要建立這種經得起考驗的人倫觀念，並非因為我們要以

道德審判來面對婚前性行為，而是現代人對性與愛的認識愈來愈模糊；「性」是慾望的伸張，

而「愛」卻是需要學習的情操，若兩者不能適當拿捏，很容易便會引發許多不必要的挫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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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總之，兩性需要更多時間去彼此認識、發現，速食的性與愛，對自己、對別人都有可

能是種傷害。 

因此，針對年齡層較低的兩性關係，我們更加有必要加強其對兩性關係與互動的教育，

西方社會中的「邀約」（invitation）是個值得學習的做法，透過社交活動，兩性得以學習

認識彼此，除去校園裡兩性關係的神秘面紗，使青年男女的交往能夠「行在光明中」，因為

在約會不能公開的環境下，青年男女基於好奇，一定會百般設法自行接觸、認識，這種「行

在黑暗中」的做法，想不發生問題也難。若是在學校裡有機會學習邀約的過程，由長者加以

輔導，青年男女們就比較容易透過邀約的過程認識自己，區分喜歡、欣賞與戀愛對象之間的

差異，也能夠進而了解婚姻的重要性與所應負的責任，就不會放任「非常男女」等綜藝型態

的節目在媒體上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論點了。 

(六)加強兩性全人教育 

而在婚姻方面，男女雙方除了必須獲得立足點的平等，不論男女，其個別人格特質、興

趣取向也都應該被尊重外，還需要學習將愛適當地表達出來。當然，在夫妻關係中，「性」

可以是表達「愛」的一種方式，但切勿以為肌膚之親的肉體關係就能證明一切，西方有句俗

諺說得好：Sex is never the test of love.（性不能用來印證愛情），因為夫妻的關係不

只是「性」的關係，更是「愛」的關係。因此，不論在婚前，抑或是婚後，我們都應該時常

捫心自問：自己所要追求的，到底是什麼？「性」可以為婚姻提供動力，而婚姻則能使「性」

與「愛」更加穩定，「愛」中包含了「性」，而「性」卻不該被獨立，因為人性的需求不只

有生理的層面而已。所以，性教育應該是全人教育，唯有如此，才不會出現所謂「性解放、

愛無能」的遺憾。而就性別角色的扮演來看，傳統以「剛、柔」來區分男、女的觀念與做法

應該被重新思考，因為我們必須尊重每個人的個別性。有人對此提出「中性」的概念，認為

男女都應該中性化，才不會失於兩極，我卻以為沒有所謂的「中性」，只有「雙性」，我們

應該盡量培養自己俱備剛柔並濟的人格特質，卻沒有必要特別強調兩性的區分。事實上，很

多現代男女雖然在觀念上較以前開放，卻仍保有傳統社會的許多觀念，以擇偶來說，堅持男

生不論在年齡、學歷、身高、收入等各方面都要優於女性的觀念依然普遍存在，這種以性別

作為簡單區分來判定人的需求之做法，亦是兩性應該被再教育之處。我要再強調的是，我們

應該對異性、對自己都加以尊重，但不必刻意強調兩性的刻板劃分，唯有如此，才是兩性改

革運動應該著力之處，亦方為兩性雙贏之策。兩性平權的觀念若被理解為權力爭奪的話，就

會使兩性關係陷入緊張中。若將來得快也去得快的生理慾望與愛產生混淆時，便很難面對愛

情何以瞬間消逝、一夕遽變的心情。（作者為亞洲性學聯盟主席、杏陵醫學基金會執行長、

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系主任、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