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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永鋕，寫下玫瑰少年事件簿

1990年 5月 17日，世界衛生組織（WHO）決議，將同
性戀自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ICD）刪除；10年後的
2000年 4月 20日，屏東縣高樹鄉發生了促成後來制訂《性別平等教育法》
的葉永鋕事件；20年後的 2020年 5月 17日，臺東縣同寮協會（以下簡稱同寮）
與山東野表演坊（以下簡稱山東野）一起用身體表演的方式，寫下玫瑰少年事件簿⸺
為了紀念永鋕，也為了那位可能就生活在週遭的玫瑰少年。

同寮正式成立於 2020年 4月，但多數成員皆從 2017年起，便與花蓮同樣投入性別運動的夥伴合作
籌辦「花東彩虹嘉年華」同志遊行與彩虹市集迄今，也在臺東推廣性平教育、倡議性別議題。這次的玫瑰
少年事件簿活動，即期望以戲劇的方式喚醒臺東大眾性別意識，也為活動過程留下紀錄與讀者們分享。

用身體寫下

玫瑰少年事件簿
吳學儒

臺東縣同寮協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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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己出發：
我們的求學生涯都吃過苦

有別於在演講場合或學校，聽教師介
紹葉永鋕事件，山東野的講師則是帶領學
員，從自我的生命出發。講師將場地模擬
作臺灣，學員分別站在自己國中求學的縣
市，然後用一個定格動作，表演自己的一
則故事。這樣的課程用意或許是想彰顯不
論是在哪個地方的國中生，可能都有類似
的經驗。
 
我加入運動型社團，媽媽覺得那不適合女
生，我就被迫退社了。

我當年是優秀學生代表，可是，因為是女
生，父母和老師卻更關注我的頭髮剪太短。

玫瑰「少年」其實沒有性別之分，女
生不留長髮就「不像女生」、運動外向也
「不適合女生」；相對於因為陰柔特質而
受欺負的永鋕，學員分享許多不符傳統性
別期待之女性遇到的不公，原來許多人在
求學生涯都有相似的經驗。透過這個暖身
遊戲，學員發現其他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自己的影子。

用物件觀察：書包內容的蛛絲馬跡

暖身結束，講師拿出一個國中書包，
請學員從書包裡的物件，推測書包主人
可能是個怎樣的人。撕破的作業簿、梳
子、食譜、筆跡相同但署名不同的兩本作
業……，學員逐一檢視物件，即使心中早
有定見，認為書包主人絕對是葉永鋕，個
個還是像柯南一般，想讓這個想像中的葉
永鋕更加立體。

他幫別人寫作業、他喜歡料理、他很細
心會記同學生日、他想討好同學、他梳
頭髮愛美、食譜只是剛好那天有家政課、
書包上的立可白塗鴉是抒發委屈心情的
方式……

（�佳� / �）從書�內的物件�理主�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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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揭曉道，這些書包內的物件，是
參考了當年事件的系列報導，以及訪問陳
君汝女士⸺永鋕的媽媽，進而模擬出來
的。在戲劇藝術裡，每個物件的出現都有
其象徵意義，這個觀察活動讓學員透過物
件上的記憶，看見當時那位被迫幫忙寫作
業的少年、喜歡梳頭髮與煮菜的少年、只
敢把委屈往心裡吞的少年。

從環境思考：玫瑰少年可能生活在
任何地方

既然推測出這位玫瑰少年的個性與可
能樣貌，講師隨即邀請大家再擴大想像，
提供一份當年事件的文字報導，將葉永鋕
的生活環境概略分為「家庭關係」、「校
園生活」、「社區背景」和「興趣」，兩
組學員必須透過研讀報導，勾勒出這位玫
瑰少年可能生長在什麼樣的環境。

 

講師分別針對兩組挑出一個問題，在
A 組的「家庭關係」中沒有父親，連結到
在育兒過程中父親缺席的議題；在 B 組的
「興趣」中，出現了文字報導裡寫的「女
生喜歡做的事」，這也是討論性別刻板印
象時的常見議題。儘管講師笑道，這場工
作坊的學員根本都是性別平等的「同溫

A 組 B 組

家庭關係 可能是個和諧支持的家庭，媽媽認為他是個貼心
的兒子。

母子關係良好，父親應也好，得知永鋕去世時精神受打擊，
全家人可能常一起看連續劇。

校園生活 因陰柔特質受到歧視與暴力，被脫褲子「驗明正
身」。

容易被取笑，喜歡和女同學相處，老師對霸凌無能為力。

社區背景 社區是個農村，保守傳統、想掩蓋事實。 務農，社區喜愛唱卡啦 OK，葉永鋕唱高音台語歌，評價可
能很兩極：被討厭、被當紅頂藝人。

興趣 打毛線、烹飪炒菜。 打毛線、烹飪、唱歌、做女生喜歡做的事

（�佳� / �）學員�測玫��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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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但這樣一再複習，亦是期望加深大家的
性別意識，覺察到這些議題其實仍在社會上的
許多地方，持續發生著。

用身體扮演：玫瑰少年事件的前因後果

活 動 循 序 漸 進， 在 透 過 觀 察 物 件 推
知 人 物 性 格、 模 擬 環 境 體 會 少 年 生 活 後，
接 著 學 員 實 際 扮 演 事 件 中 的 角 色， 可 能 是
永 鋕 本 人、 家 人、 師 長 或 同 儕。 兩 組 學
員 自 行 設 定 且 演 出 憾 事 發 生 的 前、 中、 
後，找出導致事件發生的可能原因、案發當
下現場的狀況，以及事發後對周遭親友與社
會產生的影響。

葉 永 鋕 事 件 無 疑 最 聚 焦 在 校 園 場 域，
兩組學員不約而同呈現出陰柔特質的永鋕，
在校內受欺負的狀況。雖然這次的事件非常
容易連結到校園霸凌，但筆者也發現，此次
來參與活動的學員，亦有約半數在教育界服
務， 故 不 難 理 解 學 員 對 霸 凌 問 題 的 重 視 程
度。以下節錄兩組劇中部分對話：

 

A 組
教師：你為什麼又要這時間去廁所？已經 
              快下課了 啊！

甲生：老師他不敢啦！他沒小雞雞！
 乙生：對啊，他是娘娘腔，很膽小。

  （永鋕沈默不語）

B 組
教師：今天的課程要分組，請分成男生  
              一組、女生 一組。
男生： 老師我不要跟他！他又不是男的！

女生：（走向永鋕）沒關係，你來跟我們  
              一組，好嗎？

男生：哈哈哈！他就女生，當然跟你們 
              一 組啊！

除了上述節錄的性別霸凌因素，另使筆
者感到意外的是，兩組學員在演出事發後影
響，像是講好似的，都演出了陳君汝女士站
在高雄同志大遊行舞台上，向台下喊話的模
樣。講師發現這個有趣的雷同點，在演出後
特意詢問學員：「為什麼陳君汝女士要站上
同志遊行的舞台？葉永鋕是同志嗎？」再次
提醒性別特質與性傾向之間不可直接等同連
結。筆者也不禁反思，講師雖未限制學員表
演的內容，但兩組卻扮演相同劇情，那其他
層面呢？還有什麼後續效應是我們忽略、沒
有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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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人介入：如果是我，我怎麼做？

戲劇中有個元素叫作「挑戰」（challenge），
講師請兩組學員分別針對另一組的表演，從事件
前中後擷取一段，然後取代該段劇情的某角色，
盡力改變劇情的走向。活動走到現在，已經開始
進入反思、改變、行動的歷程，學員必須透過即
興，用自己的方法與霸凌者進行角力，嘗試阻止
憾事發生。

有趣的是，雙方都分別取代對方的教師角
色。B 組學員取代 A 組的教師後，在甲生提到「他
沒小雞雞！」時，教師故意反問甲生：「你知道
老師也沒有小雞雞嗎？」試圖讓甲生停止霸凌，
接著說老師自己陪永鋕去上廁所；A 組則當上 B
組的教師，用抽籤分組而非依性別分組，然而在
男生抗議不想和永鋕同組時，教師仍慣用權威強
迫男生，接著提到這個分組是為了合作完成編織
作品⸺可能是葉永鋕的強項，讓同儕認可他的
能力，進而削弱孤立可能。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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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兩組的替代挑戰後，雖然演出當下覺得有趣、好笑，但透過討論，學員也
知道過多的權威一直是基層教師們想避免的；縱使當下霸凌者閉嘴了，日後卻可能
在教師看不見的地方，發生更嚴重的霸凌事件。講師詢問：「現實中老師真的可能
說出『老師也沒有小雞雞』這種話嗎？老師可以丟下其他學生，單獨陪永鋕去上廁
所嗎？」當然，講師無意抨擊學員的表現，畢竟學員只經過短暫的討論就得上台嘗
試翻轉，自然會有許多漏洞；講師是想表達每個事件與抉擇，事實上很難處理得盡
善盡美，這也是校園霸凌令人頭痛的原因。

用事件反思：讓多元的性別特質得以共生
 
表演中有幾幕讓我很難過，好像回到那個當下，很悲傷。
我曾向同學分享葉永鋕的故事，不確定他們會不會繼續嘲笑 adju1，也許能有些許
改變。

有些學員談到戲劇表演當下給自己的感受，有人則分享教學經驗中原住民與性
別特質的交織。講師總結道，一個下午的工作坊不可能為大家提供完善的解決之道，
但個人絕對能用個人的力量，讓社會氛圍一點一點的走向性別友善。葉永鋕已經道
別這個世界 20年，但我們身邊還有更多玫瑰少年，正等著我們告訴他們：「嘿，你
一點錯都沒有，正是你獨特的存在，讓世界更多元、更美麗。」

推廣性別平等著實不易，但同寮與山東野亦將持續在臺東與花蓮深耕，走出在
地的性平路。

1  排灣語，原為女性好友間親暱互稱「姊妹」之意，後逐漸引申指稱陰柔特質的男性，再擴大為近似                 
     原住民中男跨女的跨性別者，但仍與西方性別概念中的 transgender 定義有些許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