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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說明：非常規親密關係

在我們當前所處的社會中，婚姻必須以愛為前提、性最能體現

愛情，個人的性與情感都得對婚姻忠誠；這類「性－愛－婚姻」三位

一體的親密敘事，幾乎被視為體現親密生活的普世價值。它不厭其煩

地出現在各種媒體、各級學校教材、宗教與道德勸世者的日常訓誡之

中，甚至有盤根錯節的法律為其物質基礎，作為懲罰與獎賞的依據。

這些繁複堆疊的論述，掩蔽了此一親密敘事其實只是西方十八世紀中

以來特定社會經濟歷史產物的事實（Se�dman, ����）。在台灣，這種

強調自由戀愛、結婚、建立一夫一妻的親密敘事甚至是六零年代經濟

起飛後才出現的故事（Wang and Chen, �0��）。

隨著台灣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取得經濟獨立地位、婦女

運動與同志運動的發展，都使得台灣的性／別關係出現大幅變化。首

先，異性戀婚姻在台灣逐漸成為一個選項，而非無可協商的壓迫體

制。國人晚婚，甚至不婚、不育的情形日漸普遍，但在非基督教支配

的台灣社會，禁慾並非選項。相反的，各種非常規的性與親密關係

（non-conform�ng sexual�t�es and �nt�mac�es）能見度越來越高；舉凡婚

前性行為、性交易、一夜情、婚外性行為、未成年性行為與同性性行

為幾乎都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台灣的家庭組成模式也越

趨異質化，單身、不婚一人家戶崛起，單親、再婚、隔代教養家庭出

現，三代同堂甚或核心家庭都不再是理所當然。今年五月甫出爐的大

法官會議釋字第 ���號解釋宣告排除同性婚姻的民法違憲，此一判決

不僅確認同性情慾的正當性，預估也將使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

法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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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規親密關係」專題的目的就在於理論化台灣當前越來越具

能見度的異質性實踐，以及因而衍生的複數親密關係。我們特別使

用「『非常規』親密關係」這個詞，而不是坊間時興的「『非典』親密

關係」一詞，因為人們習以為常、奉之為圭臬的性道德規範（norm）

或符合常規（normal�ty）的親密關係，事實上並非統計上的常態，或

典型與否的問題，而是在特定社會脈絡中，主流社會將其私自的偏好

透過文化、制度轉化為文化、法律上的普遍通則，並透過反覆實踐鞏

固其支配性地位，甚而逐漸成為人們行為、慾望的準據，並一再社會

複製的結果。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v�ty）在我們的社會中正

佔據這樣的地位。本專題所收錄的三篇文章揭示，在台灣社會具支配

性地位的異性戀常規如何一再地將自身呈現為自然、典型、常態的社

會過程，並理論化那些長期來被污名、壓迫、邊緣化的非常規的性或

親密關係。

趙彥寧的〈老 T搬家四探〉，以中老年女同志為研究對象，透過

深厚的民族誌田野，分析底層中老年女同志的性與情感關係，以及女

同志社群如何透過性、金錢與情感的共享、共感來實踐酷兒國度的照

顧倫理。其中，少德的故事在交織著性別、階級、族群、毒與性的權

力網絡下，開展出一個碰到「魔神仔」的女同志自覺「老了」的底層

敘事。阿芬作為老 T之母，她在異性戀性交易市場當小姐，餵養異

性戀男人的慾望，但在社群中是眾多老 T情感與慾望投射的對象。

這些田野資料顯示，在異性戀常規秩序外，被邊緣化的酷異親族在有

限的資源下相互照顧、持續繁衍、壯大。

王維邦和陳美華的〈非常規性實踐的性別化態度〉一文則以

�0��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性別組」的資料來分析國人對婚外性、

同性戀、同居的態度。他們指出，男女對非常規性實踐呈現相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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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男性顯著支持婚外性，但反對同性戀；女性則顯著支持同性戀，

但反對婚外性。此外，男性偏好的「男『性』特權」顯著地解釋男性

對婚外性的支持與對同性戀的反對態度。再者，男性對某些「傳統性

別分工」與「傳統婚家體制」變項的偏好也都是擴大男女對同性戀的

差異態度的因素。台灣能否改變男性對於何謂男性特質或陽剛特質的

看法，將是台灣能否達到性／別解放的關鍵。

胡郁盈〈從現身到關係〉一文則從跨國性向（transnat�onal 

sexual�ty）的理論視角，剖析台灣／在地／女同志實踐與歐美／全球

／同志出櫃政治間的緊張關係。她以台灣都會中產階級女同志為例，

探討在地女同志如何擱置西方同運所標榜的現身政治，轉而以在日常

生活中與父母協商親子關係的方式來實踐自身的女同志認同。她指

出，不婚、晚婚的現象，以及照顧赤字等社會婚育與家庭結構的轉

變，讓年輕世代的女同志在面對父母時擁有更多協商不進入異性戀婚

姻的籌碼。一個程度而言，台灣變遷中的家庭與親密關係，讓女同志

得以用日常協商、隱晦卻又心照不宣的方式巧妙地實踐女同志認同。

這三篇文章顯示，性與親密關係都不是「異性相吸」或「自然」

可以解釋的；相反的，它們緊密地鑲嵌在性別、階級、族群、年齡、

區域等社會範疇之中。《女學學誌》歡迎大家從不同學門、不同研究

視角持續理論化異性戀常規性。

專題主編　陳美華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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