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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身：說我們關於愛的故事

媽媽、媽咪、兒子：我們無血緣收養的成家之路
在現行法律上，同志配偶無法「共同收養」無血緣的子女，於是，我們僅能由其中

一方進行「單身收養」。經過嚴謹又漫長的收養程序後，在 2019 年，我們盼望許久的孩
子，終於來到我們的生命裡，我們成為了母親！而這正是我們努力多年的夢想！

兒子在 10 個月大的時候來到我們身邊，那時的他，還是牙牙學語的小嬰兒，剛成
為母職的我們，即使事前已經做了許多學習和各種準備，卻還是只能從手忙腳亂中學習
照顧並呵護著小生命。

如今，兒子已經是個 3 歲半活潑好動的小男孩，語言能力頗好的他很會甜滋滋地向
他人說著：「我們家有媽媽和媽咪，還有 3 隻狗狗和我很愛的熊寶（娃娃）。」而我們
經過這段時間的磨練，已經把母職融入我們的各種身分裡，有母親也有自己、有小孩也
有伴侶、有家庭也有工作。有兒子的日常生活，很平實，有著許多甜蜜，當然也少不了
各種挑戰。

陳怡伶、林怡如
同志收養家長

我們現身：說我們關於愛的故事

▶  我們現身，分享我們一家三口的故事。（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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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同志家庭與收養家庭的身分，並不會讓我們的現實生活與他人有太多的不
同，我們都會為了孩子吃飽穿暖、人際互動、教育學習等等，來煩心與努力。而唯一特
殊的困境是，兒子在法律上只能擁有一半的親權，被迫於單親。因為《司法院釋字第
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 20 條限制同性配偶只能收養配偶之「親生子女」，導致我們
同志配偶無法接續收養無血緣的孩子。

因為兼具同志家庭和收養家庭的兩種身分，讓我們有機會受邀到各團體或單位去分
享我們成家的故事。我們把握每一次可以出席分享的機會，因為我們知道，每一次向眾
人分享我們的故事，就種下一顆種子在聽眾心裡，讓普羅大眾有機會碰觸到活生生的同
志家庭，感受我們的情感、我們的愛，以及目前在法律上的困境。

成家故事中，我們分享真心和眼淚
我們分享過的場次，少則只有 2 位聽眾，多則有近 300 位聽眾；有特別給輔導教

師參與的場次，也有辦給社區老人家們的演講，各種不同的族群都有。怡如可以解析
我們因為法律闕漏而面臨的困境，並且說明我們成家過程的時間序列；怡伶則特別喜
歡講親子或伴侶之間愛的小故事，以及成家以來的心路歷程。因此大多時候，我們都
會共同出席，分享各自擅長的部分，互相補足，讓整場演講有故事的血與淚，也有法
律困境的補充。

倘若演講的時間和環境許可，我們也會帶著兒子出席。對聽眾來說，能夠現場看
到我們與兒子的情感互動，我們認為是最真實、也最直接的見證力量。俗話說：「見面
三分情」，我們覺得在華人社會中更是如此。即使聽眾中有對同志有偏見的人，但因為
看見我們家庭的真實互動樣貌，也多少會願意卸下偏見，用新的角度來認識我們一家三
口，聽聽同志伴侶成家的故事。

我們訴說的雖然是自己的故事，但卻也代表著千千萬萬個想被社會理解、接納的同
志心情。一想到這裡，就會很甘願地排除萬難，把握各種與社會對話的機會。

特別企劃 / 當社區遇見多元家庭

圖 /  pikisuperstar /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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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曾有一次，是在社區的演講裡，怡伶講到：「當我把哭泣兒子抱在懷裡，跟
著他掉眼淚時，我終於明白了，原來我這輩子在等待的正是這一刻──成為他的母親。」
臺下一位女性長輩也跟著紅了眼眶，並流下眼淚。演講最後她回饋我們的分享，她說看
到我們兩位母親，為了成為母親一路的付出，以及對孩子的愛相當的感動，她自己是個
母親所以深深有感。也因為我們的故事，讓她明白，這份對孩子的愛無論是異性戀家庭
或是同性家庭都是一樣的。

當我們一家三口一站在臺上，故事就已經開始了
分享自身的故事是如此有意義感，但也曾發生過讓我們相當不知所措的場景。

記得有一回，我們抵達社區的演講場地，才發現這並不是單純的演講場合，而是一
場兼具娛樂和社交的整天活動。我們的演講被穿插在一場舞蹈表演和做貢丸之間。短短
40 分鐘的演講，臺下的銀髮長者們圍坐在一桌桌的圓桌旁，熱切準備著待會要做貢丸
的材料，並開心地交談著，臺下是一片鬧哄哄，似乎根本沒有人在意在臺上的我們。

我們將兒子用背巾束縛在懷裡，硬著頭皮上場，用臺語簡要分享我們的故事後，下
了臺只感到無比荒謬。這個單位為何要邀請我們去？我們究竟為何而來？真的有人在聽
我們說話嗎？站在車子停滿滿，心卻無比荒涼的停車場，只想趕快離開這裡。

這時有個中年男人走了過來，手上
拿了幾袋農產品送給我們。我們驚訝而
客氣地收下禮物，接著他說：「妳們的
分享很有意義。」我們愣了一下，他繼
續說：「老人家根深蒂固的觀念很難明
白，但是像妳們這樣說自己故事真的很
好，沒有壓力。聽一遍沒什麼、再多聽
幾遍，慢慢的就會覺得這（同性伴侶成
家）沒什麼，也很正常。這樣改變就會
慢慢發生。」

我們現身：說我們關於愛的故事

▶  社區長者力挺同志孫子。（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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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真的有人認真在聽我們的故事，而且在臨走前給我們這番回饋。他的一席話，
讓我們一掃先前的陰霾，重新看見說自身故事的重要及價值。在那之後，無論臺下觀眾
是否專注，我們都清楚知道，那無損我們自身故事的價值。當我們一家三口一站在臺上，
故事就已經開始了。也許可能因為某些原因，聽眾沒辦法一時沉浸在我們的故事裡，但
是當聽眾能親眼看見這個家庭的三位主角，那就代表著連結的可能性。

我們用愛成家，也用愛與社會對話。
我們猜想，我們的現身以及我們的家庭故事，之所以有一點點影響力，並不單單只

是因為我們是同志或是收養者的少數身分，而是因為傳遞了「愛」這個普世價值。然而
這份愛卻因為法律的限制或多數人的不了解（甚至反對），而變得更為艱難。當聽眾能
意識到，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能有多一點點的理解和接納，對每一個同志家庭有多麼的重
要時，多半就能以柔軟的心去看待並試圖理解同志身分的困境。

在我們的經驗裡，無論聽眾的年紀為何，多數聽眾都是友善的，也大多樂於提出對
我們的問題和好奇。比如：「妳們的家人支持嗎？」、「妳們如何和家人出櫃？」、「大
多的人還是會希望是有自己血親的小孩，為什麼妳們會選擇收養？」、「以後要怎麼跟
小孩解釋妳們的身分？」、「妳們兩個都是女生，但是收養的卻是男孩，要怎麼教小孩
性教育？」、「如果未來小孩要找自己的親生母親和父親怎麼辦？」、「小孩上學之後，
會不會擔心被歧視或嘲笑？要怎麼跟學校溝通？」…

我們特別喜歡回答 Q&A 的部分，因為聽眾有機會將他們對我們的好奇和疑惑提出
來，我們也才能更深入分享我們的看法。而且當這些問題被聽眾提出來，聽眾也才有機
會看見同志家庭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對於我們來說，能跨越這一切挑戰的並不是單純的
親子關係，而是「相愛的過程」、「相愛的困難」、 以及「相愛的方法」， 只要想著
愛的連結，總會帶著我們找到上述問題的解方。 

特別企劃 / 當社區遇見多元家庭特別企劃 / 當社區遇見多元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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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家庭都有其資源和限制，不管是異性戀家庭或同志家庭都是一樣的。有的家
庭的教育資源較豐富，有的家庭在經濟上較寬裕，有的家庭在親友支援的系統較薄弱，
有的家庭有遺傳性病因。如果用『資源』和『限制』的眼光來看待，那麼是不是就不需
要用二元的眼光來分別異性戀家庭和同志家庭，並且放大檢視同志家庭？我們雖然不
同，卻也都相同。」

「兒子兩歲多的時候，我們寫了一封信給他，信裡告訴他，為什麼媽媽、媽咪要常
常向社會大眾分享我們的故事。因為在我們相愛的過程中，深深體會到出櫃的煎熬、以
及要爭取親權的種種困難，所以不希望我們的下一代還有孩子要為此感到痛苦。因此只
要有機會，我們會一直說、一直說，如果我們老了、說不動了，那麼在我們這一代無法
完成的願，那麼就只好交給兒子這一代的人們，繼續說他們的故事。」

在演講的最後，我們通常以這兩段做為結尾，說給聽眾聽，也說給自己聽。歧視不
能消弭歧視，但愛可以，愛可以喚起愛，愛是理解、愛是共好。我們的故事起源於愛，
所以也只能說我們關於愛的故事。

我們現身：說我們關於愛的故事

▶  怡如背著陽陽，分享自己育兒的日常。（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