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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鎖性別框架

在父權社會的洪流中，過去的權威領袖均是男

性，而今不少女性榮登權威領袖排行榜，更是橫

跨各個尖端領域，這可說是從19世紀以來女性主

義運動的成果。父權體制下沒有贏家！父權體制

強迫人只能在一種框架中生活，抹去了每個人獨

特的特色與個性，非但拒絕女性剛強的形象和領

導力，更忽視男性也有脆弱與溫柔的一面。女性

主義對抗父權體制，是要解放父權社會對所有性

別的共同殘害和壓迫，達到性別平權，因為所有

性別的人都需要被保護、被疼惜、被解放。

近年來，台灣的女性運動員在亞運、奧運會上

大放異彩，運動項目更是突破性別框架，在拳擊

和舉重比賽中表現出色。女性馬戲表演者梅芷

菱，則在2021年與創造焦點團隊共同創立「女子

馬戲平台」，此女子馬戲平台是全台唯一亞洲首

創，讓過去只能侷限在轉盤、扯鈴等配角的女子

馬戲表演者，能擁有屬於自己的舞台。為了撼動

馬戲生態的固定框架，梅芷菱創作出全台第一支

女子馬戲作品《#Since1994》，傳達當代女性在

社會中的束縛、徬徨與困頓，盼能從框架中跨越

出來，在馬戲舞台上重新認識自己。

這世代的挑戰

熱愛馬戲的梅芷菱是以當代馬戲舞台挑戰極

限，演繹女性生命故事的掙扎。而我國拳擊國手

林郁婷，在今年奧運會的舞台上，則以真實的搏

鬥，在世人眼前上演一齣性別公義的征戰。雖然

面對國家等級的威脅和不公義對待，她仍以自身

能力的展現維護女性的尊嚴，使性別公義理念真

正落實。這世界對婦女的各種形式歧視仍存在各

角落，有待教會去落實實質上的性別平等。教會

應積極參與社會推動落實相關法案，去除性別刻

板印象，反對任何形式的性別暴力。

2023年台灣大學經濟系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

其中一組政見內容中充滿性別歧視、種族歧視、

外型歧視等仇恨性言論。然而，這個事件只是歧

視問題的冰山一角，更突顯性別平等教育的重

要。不論在校園或教會，都要積極教導年輕人透

過與不同性別者互動，學習尊重不同性別，同時

突破自我框架，接納並認同自己的性別特質，培

養自尊、自信的態度。

塔瑪的義vs猶大的惡

在創世記的族長史記載中，38章的敘事突然

插進了塔瑪與猶大的事件，其中強烈突顯了敬虔

與罪性的對比。出身敬虔世家的猶大，卻是迫使

媳婦塔瑪以娼妓之身為自己求得保護的主犯。神

學家奧古斯丁警惕人，罪之可怕是在於「大部分

的驕傲，並不見於邪惡的行為裡，乃在善的行為

裡。」誠如英國作家魯益師所言：「一個冷酷、自

以為義、經常上教會的偽君子，可能比一位娼妓

更加靠近地獄。」聖人遠比罪人更有可能陷入驕

傲與自我中心。

耶穌常和罪人在一起，並非認為那些罪人是沒

有問題的，至少他們還清楚知道自己是罪人。可

是，那些看不見自己問題的自高者，卻可能早已

罹患驕傲這個「靈性的癌」。這種人以為自己所做

的都對，然而，上主卻審察他的動機。台大學生會

選舉歧視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發，社會事件也有可

能發生在教會內，不可不慎。

教會可以做些什麼？

教會應檢視教會體制的領導階層和教育系統，

有否透過查考聖經、讀書會、親職教育講座、親

子體驗活動等機會教導性別平權的觀念。同時在

兒童主日學、青少年和成人信徒教育中，創造性

別友善的環境，特別注意所使用的字彙是否對不

同的性別造成壓迫和歧視。教會也要積極參與社

會性別友善的議題和活動，關注各方多元需求。

在教會生活中，對不同性別展現包容、溫暖和歡

迎。期待不同性別能相互尊重、彼此團契共融。

箴言21章2～3節指出：「人以為自己所做的都

對；上主卻審察他的動機。秉公行義比獻祭更蒙

上主悅納。」父權社會下的主流框架，造就許多

不公義，唯有提升性別意識，才能提升自我價值，

讓人成為有尊嚴的人。但願我們都能在生命河流

中，找到自我的定位與價值，做上帝喜悅的事，並

在每一天，感受到自己的生命特別有價值。

箴言21章2～3節

跨越框架

【社會改造】舉目向山
祈禱會

宣召：約翰一書1章9節

聖詩：新《聖詩》309首〈謳咾權能上主〉

啟應：47（以賽亞書49篇）

祈禱：頌讚永活的上帝，賞賜力量使我們以音韻和

諧的詩歌，環繞眾人和睦宣揚，齊唱福音遍傳，

我們心靈雀躍歡喜，因為上帝的權能、仁愛、真

道不息，使我們樂意突破各樣限制與框架，定意

做上帝喜悅的事。親愛的主上帝，幫助我們盡力

拆除一切使人驚惶的圍牆，不論性別、貧富、種

族，都一視同仁對待，並且推倒阻隔和歧視，讓

我們能平等看待所有人。感謝耶穌基督為我們立

下完全接納的榜樣，懇求聖靈上帝釋放每個被壓

制的心靈，可以脫離枷鎖；更求主安慰那驚惶、

憂傷的人，使我們的偏見、盲目得以完全拋棄。

願主幫助我們有能力回應這世代的宣教挑戰，同

心服事不畏懼。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聖詩：新《聖詩》494首〈對馬利亞出世耶穌〉

聖經：箴言21章2～3節（現代中文譯本2019版）

信息：跨越框架

聖詩：新《聖詩》485首〈主，助阮互相接納〉

公禱：

1.為自己祈禱：赦免人的上帝，懇求祢赦免我的罪，

除去我內心的驕傲與自高，讓我樂意成為促進和睦

的人，更多親近真理，明白信仰的話語；求主教導

我調整自我，敏銳體察他人的需求並給予支持，成

為真正愛鄰舍者。

2.為信仰團體祈禱：創造性別的上帝，我們感謝祢，

因為透過祢的創造，使我們更認識祢的豐富與慈

愛。懇求主上帝在日常生活中教導我們學習，無論

在任何環境都能彼此扶持疼惜。幫助我們在多元性

別中學習主的榜樣，一同領受主的赦免，也一同蒙

醫治而痊癒。願不同性別相輔相成，相互成全，彰

顯上帝創造的美妙與祝福。

3.為台灣社會的性別平權祈禱：賞賜智慧的主，懇求

祢翻轉台灣社會的氛圍和觀念，使有權力者正視性

別平權，使弱勢方受到立法的保障，讓台灣社會環

境中的兩性不平等和不友善得以消除。求祢憐憫！

4.為教會的領導階層和體制祈禱：創造萬物的主，祢

是一切秩序的源頭，相信教會的領導階層和制度是

祢要使用成為宣揚福音的管理者和幫助。求主提醒

教會，正視長期被忽略的性別平等教育，回應現代

社會宣教需求。使人和睦的主，求祢幫助教會的領

導階層以新的眼光看這世界，堅持持續遵照真理來

教導信徒，懇求聖靈上帝來更新，使教會合一！ 

5.為世界的性別公義祈禱：公義的上帝，當我們秉公

行義，比獻祭更蒙祢悅納。懇求祢向這世界顯明祢

的心意和創造，願祢憐憫那些受性別暴力威脅和惡

待的人，有從國家體制來的保護管道和機制，使他

們不再受到傷害。特別懇求聖靈幫助那些因為文化

宗教的捆綁，而持續承受不公義對待的女性能得到

釋放。（請用〈主禱文〉作結束祈禱。）

聖詩：新《聖詩》399首〈願上主大仁愛〉

默禱閉會：願主賜福保護我們。



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