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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Stainless Steel Sdn Bhd

看见性别

小孩本不存在性别刻板印象
大同韩新传播学院（简称韩新）性别教育老师杨洁在接受《观

察家》访问时，分享了著名女权主义者西蒙·波娃的经典语录：“女
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她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因为受
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甚至是媒体的影响，导致我们觉得男女有
别。

杨洁表示，人们长期被社会的观念影响，例如男生乃一家之
主，女生就得温柔贤淑，这些都是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

若有人不符合其性别该有的模样，他或她就会被欺负或霸
凌，比如阴柔的男生就会被取笑是“娘娘腔”，因为他不符合主流
社会所想象的男生的样子。

刻板印象忽略个人的独特性

性别教育工作者蔡佩娟坦言，刻板印象影响我们的生活，所
以必须将其打破。她举例，课堂上的老师一定会觉得女生是乖乖
听话的，但是如果这位女生天天打球，不做功课，那老师就会觉得
这女生不斯文、不听话。

“刻板印象让我们去要求某个人做某件事，以完成我们想要
的那个样子，完全忽略掉他个人的自我肯定和他的独特性。”

她补充，如果一个女生的个性外向，但却被人要求应该乖乖
听书，只因为这才是一个女生该有的样子，这样的想法会让这个
人慢慢在心里形成一个防护墙。

先天的性别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但因为社会对性别有既定的约定俗成，导致我们
从小就因性别而不断被教导，如何成为一个男生或女生。

著名的女性主义哲学家Cheshire Calhoun曾指出，社会总是小心翼翼地教导孩
童，特别是进入青春期阶段的男女，让他们预备进入异性恋的互动模式，并给予他们吸引
异性的方法及忠告。

大多数的青少年，都会随着社会潮流去辨别和筛选伴侣的外在条件。女生因为娱乐
新闻或电视剧的影响，都盼望自己的伴侣像明星一样兼具高富帅的条件；而男生则往往
憧憬和前凸后翘、美貌与贤惠并存的女生谈一场恋爱。毕业以后如果开始展开长远的人
生计划，女生设定21-25岁为适婚年龄，男生则想象30多岁娶妻，成家立业。

从小到大，不管是平面媒体，还是电视偶像剧，剧里的男主向来都是掌握权威的一家
之主，而女主则是辅佐一家之主背后的女人。从卡通到成人剧，媒体传给我们的信息，都
在隐约暗示我们，人生的道路要怎么走，才符合社会的主流。这些想象，很多时候都是来
自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价值观。换句话说，社会不断在教导年轻人一种异性
恋的想法和行为规范，不断巩固“异性恋霸权”。

      
谈及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逃不了的因素是家庭教育。从小，父母便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是儿童社会化的首要推手。以往的家庭甚少接触性或性别教育，传统的长辈会以
其双亲的教导模式 ，“重演” 一遍在孩子身上，也无意打破这样的定律。

直至今日还重男轻女，因性别不同而差别对待孩子的家长，依然不胜枚举。举例，已
经上班的哥哥和还在求学生的妹妹虽然各有各忙碌，但长辈却会要求妹妹一手包办家务
活，只因父母都认为“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刻板印象和性别教养，不断导致男女一直
处于不平等。

从幼儿园起，教师便教导我们辨认性别与别人有何不同，无论是校服颜色，还是玩乐
空间，都各有不同。例如：男生穿裤；女生穿校裙。一些学校也设有专属女生的休息室，不
允许男生进入。就连值日生也有性别区分，一般男生值日活是倒垃圾檫黑板；而女生则是
排座椅、扫地等轻松活。再者，老师往往在处罚学生时，男生会鞭打屁股；女生则鞭打手
心。这些教育在无形中不断灌输及强化男女有别，形塑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回想小学时期，虽然有安排性别教育讲座或性别教育课程，但上课内容只是教导女
生关于生理期的知识，和如何预防子宫颈癌。中学阶段的性别教育，也只是纳入了男女生
的人体构造或性器官的知识。

打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医生护士就会根据我们的生理特征如生殖器官，来区
分男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也会因为孩子的性别而有不同的对待，例

如男孩就要穿裤子，女孩则穿裙子。从小，父母教育男生要坚强，流血不流泪，长大了负责
赚钱养家；女生则是要温柔贤惠，长大了相夫教子、遵从三从四德。

 采访：苏彩玲、彭资善、杨欣敏   摄影：李依维、林嘉雯   编辑：杨欣敏

杨洁提到，网路上曾经有一支实验影片，把年龄相仿的男女孩待在同一个空间。结果
发现，当他们没有特别被性别化教育区分开来时，他们玩的玩具是一样的。她表示，每个
人之所以会有现在的模样，穿搭，言谈举止，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被社会化。对于小孩来
说，很多事是没有分性别的，是社会后来把性别的框架框在我们身上。

杨洁：“女人不是天生
的，而是形成的”。

蔡佩娟：“刻板印象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必须将其打破”。

双亲把成长经验重演在孩子身上      1

校服决定性别和空间使用2

社会之异性恋霸权3

性别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
｢从小到大，性别刻板印象就一直“陪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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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理性别的不同，社会对不同的性别也有不同的角色期待。比如认为男生比较
适合做领导者或专业人士如医生，女生则属于附属者，只适合做母亲、护士等等。至今，男
尊女卑的观念依旧存在，这些性别刻板印象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性别思想意识，并潜移
默化地影响我们的行为，甚至是未来职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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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性与性别

Little Spa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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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10点至晚上6点（星期日）

G-3, MKH Boulevard, Jalan Changka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性和性别是有分别的，性是指男性或女性的
生理因素，例如：染色体、荷尔蒙、以及外在和内
在的生理结构；而性别除了指男性、女性，还包
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规范的角色及特质。	 						
性教育一般是教孩子认识性器官、如何保护

自己、不受到侵犯、尊重他人身体。蔡佩娟举例，
在孩子还没到上小学的年纪时，家长可以使用红
绿灯的方式来教导孩子如何保护自己，以避免受
到性骚扰或性侵犯。红绿灯的教导方式是，最私
密、不能被碰触的身体部位被喻为红灯，譬如胸
部。父母必须告知孩子胸部以及红灯区域不能被
触碰。	
如今，市面上可以看见许多教育孩子保护自

己的书，例如绘本和教育类的书籍。父母可以通
过这类书籍来教育孩子，不能随意和陌生人离
开，不可以和陌生人说话、不可以吃陌生人给的
东西等等。蔡佩娟表示，孩子需要知道这些行为
是不可以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有这些
行为。她认为，父母应该加强孩子对性骚扰和性
侵犯的意识。许多父母自己也知道这些问题的严
重性，却从来没有教导孩子该怎么去面对这件事
情。

性别教育范围更广
比起性教育，性别教育触及的范围更广，也

可以包括认识性别与媒体的关系、性别平等意
识、女性主义等课题。
杨洁表示，性教育也是性别教育的一部分。“

性教育有不同的层次，最初阶段是从小学、中学
开始认识身体部位、身体的性征的不同。再来，
就会说到双方关系的处理方法、及如何进行安全
的性行为等等。”
若缺乏性或性别教育，我们会不清楚自己的

身体部位的位置，对身体不了解。她还分享自己
的个人经验，“我四、五年级就来月经了，当时没
人告诉我，女孩来月经就表示有受孕的能力，所
以我是到了六年级才知道。”
杨洁表示，她会在性别教育的课堂上与同学

更深入讨论关于性的论述和理论，甚至尝试站在
不同宗教的角度去探索。她也会通过办展览及让
学生看电影来认识性别。
“性别课题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很大

的，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课程接触这个
课题，让他们去学习和讨论。”她还透露，上课的
氛围要营造出来，这样大家就能放心说出自己的
想法和看法。“我都会要求同学写心得报告。上
性别课没有敏感课题，只是要稍微照顾同学的感
受和情绪。关键是要尊重大家的想法和彼此的隐
私。”

在杨洁教的性别课中通过展览带出在全国各地发生的性别歧视与性侵案。

性别教育是为了推广性别平等
蔡佩娟认为，性别教育最难的是打破我们旧

有的观念。在社会的认知里，男生应该强壮有力；
女生应该温柔贤淑。有些父母在发现自己的女儿
行为举止不属于女生应该有的举动后，就会开始
灌输女儿如何成为一个正常的女孩。“但是现在
社会已经打破了很多原先刻板的观念，男生其实
也可以做本该是女生做的事情。”反之，女生也
可以胜任男生该做的事。其实这是一个多元的社
会，可以融合在一起。	 					
杨洁也分享她过往在办性别教育展览的经

验，为了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展览也有关于同志
的课题。为了保护学生和学校，她会谨慎处理，以
避免社交媒体断章取义。“在传达主题资讯时，我
一定把内容、立场、态度表明清楚，让大家理解，
只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所谓的敏感课题不该成
为敏感课题。”
她表示，最重要是教导学生尊重差异，避免

歧视。“性别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要推广性别平等，
让同学去学习尊重与包容差异。”她还强调，同学
一定要清楚解释主题，比方说，谈这个课题的目
的及如何讨论，而不是说一句“我们要尊重同志”
就敷衍了事。

杨洁也指出，同志会有很多顾忌，追求幸福
的路比别人更困难。“我本身周围也有好朋友就

是同志，从中会看到他们的挣扎，比方说担心家
人无法接受，担心朋友异样的眼光，甚至是担心
法律的对付。他们不像一般的异性恋，有喜欢的
对象就可以告白或者是约他出去。”	 由于她在台
湾升学期间接触到很多性别的课题，加上身边的
朋友也有遇到这样的经历，所以让她关注同志的
课题。	 				
正视同志问题也是性别教育的一部分。“他

们受到的待遇与异性恋不一样，我们要正视问
题、他们的存在、面对的困境，有没有被歧视、打
压。我们看不见，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

杨洁用卫生棉推广性别观念。

杨洁除了在韩新学院任教，也是布卫生棉工
作坊的讲师。她尝试用布卫生棉来推广性别的
观念，以便打破月经是禁忌的负面印象，重新看
回女生身体的自主性，“这其实也是性别教育很
重要的一块。”
她用这样的方式去鼓励不同的人来接触性

别课题，“如果我说来讨论月经，应该会没人来，
可是如果是让大家来做布卫生棉，就会有人开
始好奇、感兴趣，并把月经文化、月经与身体的
关系、女生应该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体的议题带
出来。”
她透露，布卫生棉工作坊也曾吸引男生来了

解月经跟女生的关系是什么，实际上月经不只
是关乎女性自己的身体而已，而是一个公共议
题。比如，国外有月事假，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
女生不舒服是不是可以请月事假而不是病假
呢？难道月经是一种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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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除了大众所熟悉的异性恋外，还存在不同的性别光谱。LGBTQIA里的
每个字母，背后都代表不同的群体。这些词汇，都起源于美国在1970年代开始发
展的性解放运动。

女同性恋者指女生在情欲上，渴望和另一个女生在
一起。有时也被称为“拉子”、“蕾丝边”（英语翻译）、“T
婆”等。

男 同 性 恋 者 会 以 男 性 为 对 象 ，建 立 亲 密 关
系。“Gay”一词最早被用来统称所有性少数，后来有了
更多的认同和代称后，才专指男同志群体。

双性恋者不只喜欢一个性别的人，而是会被同性或
异性吸引。但，这不代表他们会同时喜欢两个人。每年的
9月23日是双性恋骄傲日（Bisexual Pride Day），以
纪念美国三位双性恋运动者。世界上许多国家，每年都
会有庆祝活动，让人看见双性恋群体。

接纳LGBT不是问题
《 观 察 家 》走 访 了 几 个 地 方 ，询 问 民 众 对

LGBT课题的看法。其中，24岁的张婉婷会认
为，接纳LGBT群体与否已不是问题，因为他们
本就存在于社会。

她以台湾通过同性婚姻合法案举例，认为
这是LGBT群体在亚洲很大的进步和突破。她
不会期待马来西亚日后会有法律支持同性婚
姻，也不希望同志课题成为被政治人物操弄选
票的工具。

性解放运动，也是性别平权运动，主要是由社
会 上 的 性 少 数 群 体，上 街 抗 议 长 期 受 到 歧 视 和 打
压，要社会正视他们的权益和生命价值，争取拥有
和一般人一样平等的权利和自由。直到现在，性别
平 权 运 动 还 在 各 地 继 续，包 括 争 取 同 性 婚 姻 合 法
化，就是一个广受关注的例子。

什么是性解放运动？

跨性别者是指“性别认同”（心理性别）和“出生时
被指定的性别”（生理性别）不同的人。例如，生理女性
拥有男性认同；或生理男性拥有女性认同。有的跨性别
者会去动手术来改变生理特征，以符合自己内心的性
别认同。

酷儿原意思类似于“古怪”、“变态”或“怪咖”，是反
同或恐同群体用来骂非异性恋群体的贬义词。但后来
随着性少数群体越来越自信，他们反而称呼自己为“酷
儿”，来反抗社会歧视和污名。如今，酷儿的意思已被翻
转，也用在对自己性别或性取向感到疑惑的人身上。

双性人指天生同时拥有男女性征的人，也称“间性
人”。他们有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偏向某一种性别，并
选择在成年后动手术，去除自己不认同的性器官。

虽然性别被分出不同的代称和“类型”，但性少
数群体除了性倾向和认同更多元以外，基本上和社
会大众没有其他不同之处。每个人的性向和认同也
不 是 固 定 不 变 的，而 是 会 不 断 流 动 。因 此，学 习 接
纳、看见和理解不一样的性别，不为任何人贴上负面
标签，社会才会更进步。

无性恋者会喜欢人，但不会对对方有性欲望。也有
人认为A可代表无性别（Agender），即认为自己不属
于任何一种传统的性别分类，也称“性别中立”

（gender neutral）。

▲张婉婷（24岁）  

红：生命（life）
橙：疗愈（healing)

黄：阳光（sunlight)
绿：自然(nature)
蓝：艺术（art）
靛：和谐（harmony)

紫：精神(spirit)

彩虹旗之意

女同性恋（Lesbian）L：

男同性恋（Gay）G：

双性恋（Bisexuals）B：

跨性别者（Transgender）

酷儿（Queer）

双性人（Intersex）

无性恋者（Asexual）

T：

Q：

I：

A：

整理与采访：林嘉雯、李依维、苏彩玲 摄影：李依维、林嘉雯、黄俞瑄 编辑：苏彩玲

马来同志应遵守伊斯兰教法
在走访过程中，也有民众表明不支持。马

来同胞阿兹聂认为，社会不应该接受LGBT群
体，因为伊斯兰教里有法律规定，同性关系是
不 对 的 。他 认 为 马 来 西 亚 应 该 遵 守 伊 斯 兰 教
法。“马来同志应该被劝告和被教育，如果是伊
斯兰教徒，就要跟随伊斯兰教的规矩。”

▲ 阿兹聂（26岁）  

B6.indd   1 18/2/2020   1:29:16 PM



B07过往案例
资料整理： 彭资善   绘图： 彭资善 、 苏彩玲   编辑：林嘉雯

马来西亚近年来不时发生LGBT被侵权的案例。《观察家》
特此整理几宗重要事件，从中可发现许多案例与政府保

守的立场有关。

法庭否决跨性别者修改身份证资料
一 名 跨 性 别 者 原 本 在

2 0 1 6 年 7 月 成 功 获 得 吉 隆
坡高庭的庭令，要求国民登
记 局 修 改 其 身 份 证 最 后 四
个号码。但在2017年1月5
日，国民登记局总监却提出
上诉，并上诉得直，使得该
名 跨 性 别 者 无 法 修 改 身 份
证性别。

上 诉 庭 之 所 以 推 翻 吉
隆坡高庭的判决，是因为该
名 跨 性 别 者 没 有 提 供 关 于
染色体的医疗报告，证明其
XY和XX染色体的细节。

伊斯兰局发布视频纠正信徒性取向

2018年4月8日，瓜拉登嘉楼
的两名女同性恋者在某一广场车
内因为被认为行为不捡，在2001
年伊斯兰刑事法（酌量刑罚）登嘉
楼第30条文下被提控。

她们在4月初向伊斯兰法庭
认 罪 后 ，被 判 每 人 6 下 鞭 刑 以 及
罚款3300令吉。这项判决引起了
人权组织的不满，包括大马人权
组织，指此一判决有羞辱的意思。

首相马哈迪在2018年9月21日主
持第4次反贪污特别内阁会议后向媒
体表示，马来西亚无法接受同性恋、双
性恋及变性人群体（LGBT）的同性婚
姻权利。

他也强调：“我们国家的价值观系
统，和比较自由的西方国家不一样。一
些在西方国家视为人权的事情，马来
西亚仍无法接受。”他更指出，马来西
亚的家庭观念仍是由男人和女人与孩
子或养子组成，同性婚姻不能被承认
为家庭。

跨性别者无故被打死
2018年12月13日, 一名跨性别死

者年仅32岁，来自沙巴。她在武吉丁宜
一所酒店门前被人用钝物毒打重伤进
院，后来重伤不治。

警方调查现场的闭路电视画面，发
现死者是遭人追至酒店门前后被人毒
打，最 终 寡 不 敌 众。在 警 方 追 踪 之 下，
四名嫌犯落网，被控谋杀罪。这起案件
揭示了我国跨性别人士处于一个极度
不友善、不安全的社会环境。

阴柔少年纳文被霸凌身亡
2017年6月，槟城的18岁印裔少年纳文长期因为其性别比较气

质阴柔，而被同学讥笑为“娘娘腔”。事发当天，他和好友在买汉堡，碰
巧遇到以前的2位中学同学，双方发生口角，后来另有3名嫌犯加入其

中，演变成围殴事件，当时嫌犯除
了对纳文和其好友拳打脚踢，更拿
头盔敲打他们。这时，其好友及时
逃出，而纳文再被送院就医时，人
已经昏迷不醒。院方证实纳文是因
为肛门遭钝物插入导致他的死亡。

纳 文 事 件 并 非 首 例，2 0 1 3 年
一 名成绩 优 秀的 独中 生疑 不堪 被
讥笑为“娘娘腔”，在放学途中从公
寓8楼跳下自杀身亡；2014年一名
13岁印裔少年因性别气质阴柔被
同学嘲讽，在家中厕所吞服杀虫药
而不幸离世。

《美女与野兽》因同志情节被禁
2 0 1 7 年 3 月 1 3 日，美 国 迪 士 尼 卡

通改版的电影《美女与野兽》因为有几
幕涉及同性 恋的情节，而被政府要求
删减。迪士尼不同意，最后差点无法在
国内上映。

不 少 政 治 人 物 针 对 此 事 发 表 言
论。例如旅游及文化部长纳兹里就认
为，即使没有《美女与野兽》，世界上也
有同性恋存 在。行动党国会议员潘俭
伟也表示，他希望孩子们可以通过电
影里不同性 倾向的角色，看见真实生
活里也有不一样的人。

LGBT不准加入警队
副 警 察 总 长 拿 督 斯 里 诺 拉 昔 

（Noor Rashid Ibrahim）在2016
年4月23日的警长结业礼上表示，基
于文化不同，马来西亚无法像西方国
家那样，接受LGBT群体进入警察单
位。

国内跨性别权益组织姐妹要正义
（Justice for sisters）之后发文告
表示，副警察总长这番言论将会加深
社会对同性恋和跨性别的歧视。该组
织也在文告里呼吁，我国应效仿菲律
宾警方，为全国警察提供性别和性倾
向相关议题的训练课程。

一 向 对 女 同 性 恋 丶 男 同 性 恋 丶
双 性 恋 丶 跨 性 别 群 体 ，抱 有 反 对 立
场的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在
2017年2月13日发布视频，以温和的
方式讲解这些群体是上苍的考验，只
要穆斯林有心要更改性倾向，就能通
过宗教教育达致目标。

视 频 内 容 以 国 语 讲 解 穆 斯 林
LGBT纠正自己性取向的方法。视频
更 指 出 ，依 然 信 奉 伊 斯 兰 的 穆 斯 林
LGBT群体，必须承认自己的性倾向
跟其他人不一样，并要有更改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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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社会中，不结婚的人多不胜数。人们因为各种不同
的理由不结婚，不一定是因为性倾向使然，在许多年轻的家
庭，想法可能不一样。有的人是不婚主义者，他们不结婚，但
不代表没有另一半。

虽然许多人认为不结婚，就无法替家里传宗接代，然而社
会中也有许多丁克族，即已婚或将要结婚，但不要小孩的人。
因此，一个人不结婚，和社会接受LGBT与否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遇到身边有同学因性取向而被欺负的状况，我们应
该马上制止，以免悲剧发生。每个人的性别气质都不一样，
这个世界上，就是会有人比较阴柔，有的人会比较细心，有
的人就是会比较粗枝大叶一点。每个人都长得不同，世界
也因此比较精彩，每个人都一模一样，那不是很恐怖吗？

根据《1985年伊斯兰刑事法》第7条文，男性如果在公开
场合上身穿女装及装扮成女性，即属违法犯罪。这项条文
令我国的跨性别者很容易受到检控及对付。

另外，《刑事法典》第377A条文也阐明，任何人与其他
人进行口交或肛交（无论在私人或公众场合），都将属于违
法。这项条文不只是针对同性伴侣而已，而实际上，并没有
任何明确的法律说明，个人会因为性别或性取向而违法。

不管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同志就是存在。要正视他们
的存在，看见他们有没有面对困境，有没有被歧视、打压。
可能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看不到，又或是他们没
告诉你。看不见，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不管接不接纳，他们就是存在。马来西亚的主流社会对同

志群体还是有压迫的，这是事实。我们应拥抱多元性别，尊重
彼此的不同，不歧视,不批评。

不管是不是异性恋，我们都应该支持性取向和我们不同
的人，当他们遭受不公义的对待时，为他们说话、捍卫他们的
权力。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去
理解，并包容他们。

在我国的《1976年法律改革（婚姻与离婚）法令》第69（d）
条文下，婚姻如果不是由一男一女组成，就属于无效，不受官
方承认。因此，同志伴侣如果想要领养孩子，只能以个人身份
向社会福利局提出申请，或通过《1952年领养法令》向法庭申
请，而不能以伴侣的身份去领养。 如 果 对 L G B T 议 题 有 兴 趣 或 需 要 寻 求 帮 助 ，可 以

搜 寻 及 关 注“ D i v e r s i t y 异 样 ”组 织 的 活 动 资 讯 。此
外，“PLUs o s 大 马 同 人 互 助 谘 询 协 会”为 LGBT 群 体 提
供在线咨询，以及举办工作坊供大众参与。“姐妹要正义

（Justice For Sisters）”则是一个为跨性别群体争取权
益的非政府组织。

如果社会接受LGBT，会不会有更多人不结婚？

社会应该接纳LGBT吗?2

1

在马来西亚，同性伴侣是否可以领养孩子？3

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5

在马来西亚，LGBT是犯法的吗？6

若LGBT群体遇到困难，可以寻找什么机构帮助？7

面对性别霸凌，我们可以怎么做？4

在副刊团队开会决定以“性别教育和LGBT”为主题时，其实心里挣
扎的并不是对性别教育不了解，而是开始担心如果访问LGBT群

体，他们会不会因为曝光而不安全。但是从一开始我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
是“所有人都需要被尊重”。

通过访问，我们理解到随着时代的改变，性别教育已不再属于敏感课
题，课堂上老师应该让学生了解性与性别，而不只是“认识性器官”而已。

虽然我们的中小学都有纳入性别教育课程，但在上课时，老师们往往会
较腼腆地匆匆带过，甚至会将男女同学分开上课。这样的教学，让我们从小
就一直觉得性别应该被区分，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也不断强化，并没有因为
上了性别课而改变。

很多时候，当社会上有人与大众的思考不一样，性倾向不一样，或是行
为举止不符合大众心里期待时，就会被称为“怪人”。社会会因为他人的性
取向，或是认为他人的思想不符合亚洲国家的主流而人身攻击或网络霸凌。

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喜欢一个人或是性取向不同，不应该被
国家的法律管制，更不由得网民或不支持者的控制。                                                                                                        

人们常常提倡要勇于做自己，用这句话来鼓励他人，但当有同志勇于出
柜做自己时，社会却不断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当大家提到同性恋时，
也常常会说“他‘变’成了同性恋”，但其实大多数的LGBT都是在成长的过
程中发现自己的性取向与他人不同，不是刻意的选择。在马来西亚，人们依
然被很多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捆绑，性少数群体遭受很多异样的眼光，他们
的处境和经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应该多多关怀，支持他们，并且尊重他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去
选择自己的真爱，去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大家应该互相尊重，才会让
这个社会更友善，更多元。你的尊重，往往可以挽救他人的性命。

看见

破解

不一样的天空

迷思
刻板印象无法在短时间内从大众的思想中消除，但我们却可

以尝试让大众慢慢理解，放下偏见。在这里《观察家》整理
七道Q&A，让读者更了解这个课题。

七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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