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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聽的歌：解讀家暴性侵倖存少男少女的身體密碼

李雪菱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副教授

兩週來，我分別與臺灣幾個機構的少男與少女進行「綜合藝術身體自主權」遠距課程工作
坊。機構中的少男走的是「一直想嗨起來」的紛飛思緒航道，機構中的少女走的卻是「一直想
黏下去」的風花雪月小徑。感謝有機會再現這段彼此理解的時光，我發現，這群少女需要學習
更多掌控身體與自我大於情感依附的智慧，而少男需要習得更多情感發散與收斂大於身體解放
的知識。放慢速度，閱讀少男少女的身體密碼，並引導他們讓自信從谷底緩緩爬升，終有一日，
我才能看見這些少男與少女扶正自己的位置，走出接納自己，也疼惜他人的路。

Part I
「我以後才不會生女兒咧！生女兒就去拿掉。」第一次聽聞 17 歲男孩說出這句話，我只

想釐清脈絡。
「為什麼呢？」
課室裡，人聲嗡嗡。少男彼此笑鬧著。
「老師，我要點歌。」我的遠距課程下課前，每位學生都可以點歌，這樣才能讓我在下課

時搖身變成 DJ。
「那先告訴我為什麼，好嗎？」我盡力溫柔，語氣不顯出激動。
「對啊！不要生女兒，生女兒就去拿掉。」另一個 15 歲男孩也使用同樣的句型，我彷彿

墜入空谷，苦尋無路。

這群來自高風險家庭的少男年齡介於 12 至 19 歲，從小六、國中、高中到高中輟學生都
有。中途機構是他們的家，男孩們長則住了 8 年，短則剛列管報到。假日他們可以選擇離開
機構出去走走，平時白天去學校，放學返回機構，機構大門永遠為他們敞開，沒有人需要「逃
跑」。他們也沒有其他地方去，基本上，他們沒有安全的家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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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我在上身體界限的性別課，有人卻在留言區留言給我。

「老師，我三歲的時候，爸媽把我跟弟弟放在公園三天。」阿掄寫著：「我會永遠恨她們。」

阿掄心思縝密，據說他是少數能與交友對象維持長達 3 個月的交友關係的（3 至 5 個月在
團體裡算是很長的交友關係）。我引導少男身體界限與性教育主題，間或穿插著自由書寫。第
二次自由書寫時，小炫在我的教學策略上發現熟悉感，使用「舉手」功能，大聲說出：「我上
過你的課！」不僅認出是我，小炫還喊得出我的綽號「你是那個 Alinggo ！」記憶力真強，上
次他們見到我是 4 年前哪。16 歲的小炫，沉靜穩重型。過去不敢主動與愛慕的女孩表達，也不
懂如何明確拒絕不喜歡的人，他總是同時與多位身邊女性朋友「搞曖昧」。去年初嘗「禁果」後，
進入「人生交友與性活動巔峰」，半年內換了 4 個女友，交往關係變得非常不穩定。聽到小炫
提起自由書寫，阿族接著也來「認親」：「你帶我們討論過小說！」算起來，小炫跟阿族兩人
已在機構住了 8 年。認親後，我彷彿得到認證，阿族開始「倒故事」：

「我有三個爸爸，媽媽生的都是同母異父的哥哥姊姊。我恨他們。有一天我想見他們。」

阿族長得像偶像歌手裡的憂鬱型男，人我界線與身體界限皆不明確，經常觸犯他人隱私，
自己的隱私也無清楚分際。會主動與人發生性、以為透過性取悅他人可以刷存在感；曾主動發
生口交行為，並因此感覺優越。阿掄「認親」後，上課模式有點小轉變。我繼續上課，有幾個
人卻開始敲著鍵盤，情感走私、自我敘說。可是當我真的放下機構期待的主題進度，準備系統
性地與他們談談時，他們卻又支吾其詞，顧左右而言他。

「為什麼剛剛會回答『不要生女兒』呢？」
「老師，我歌點好了！」小飛說。
下課前，通訊區已經寫滿歌單：

靈車甩尾棺材飛 老媽你看爸在飛

857
白鴿〈你的上好佳〉：教堂的白鴿不會親吻烏鴉，就像我配不上星空下的他

左手咖啡右手 k 跟著老濕一起飛

劉大壯〈我很好（正式版）〉：我很好，反正一直都是偶爾被需要

最愛聽的歌：解讀家暴性侵倖存少男少女的身體密碼



性別新知Ⅰ/ 性別教育不可能這麼好玩

104

週末假日是少年「交友」的關鍵時刻。聽著他們的歌，想著他們的生活日常。我問他們看過
Ａ片嗎？有沒有什麼Ａ片的問題想問？

上課都需要我點名才會發言的阿鎧，長得相當強壯，卻是比較沒有自信的少年。因為家
庭背景的關係，交往方式往往以「暖男」之姿出現，總是以「委身相求」的方式得伴。在同
儕關係上，曾被霸凌，也會霸凌他人。聽到這個問題，他含笑，在留言區複製貼上，問了十
行一模一樣的問題。我給他們 5 分鐘好好思考與提問。螢幕上，我看不清阿問的表情，他也
留言提問了。阿問是社會化相當深的少年，同時有多個性伴侶，性慾強，經常在手機上放網
路色情影片，甚至放自己與同儕性行為的影片。在網路上他自稱「暖男」，口才好，人緣佳，
容易交到新朋友，社工跟我形容阿問時說：「簡單一句話，阿問是蠻擅長以欺騙他人感情的
方式找到新朋友的少男」。

少數幾位願意分享生命故事，多數需要很長的時間蹲點才能訴說一二。幾年來，我因帶領
少男自由寫作，多少累積了一點互動點數，但是，如何穿透故事，真正引導他們定下心，把身
體自主與界限的核心理念聽進去，還是一個未知數。社工說我的課居然能讓少年們在遠距課小
小的螢幕前坐定位，沒有走來走去，令她大開眼界。她說他們是連實體課也不可能這麼專心的。
下課了，DJ 我，履行承諾，播出第一首他們點的歌。〈857〉沒有歌詞，像跳舞的音樂，像電
玩店播放的音樂。我是越聽越不懂，他們卻聽得歡喜又自在，忘情又忘我，下課也沒人離開螢
幕。阿問特別留言給我：「老師，可以 1.25 倍速嗎？」我照做了。只是，這…這叫做歌嗎？聽
了一陣，我離開位置喝水去，返回時已是上課時間。閱讀著留言區上的文字，少男寫著：

「謝謝老師，真是太好聽了。」

我問他們哪裡好聽，看著他們的笑容，放鬆的姿體語言，隱隱約約，感覺他們很專注地與
音樂對話著。對話內容像是在說：「讓我們嗨起來好嗎？」他們想住進音樂裡的世界，不是音
樂外的。

圖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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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鐘收集了十幾行問題，不過，整理起來，卻只有兩題。第一題是問 A 片中「男性生殖
器大小」的問題，第二題問的是「亂倫跟 3P 真的是演的嗎？」我先支持他們，跟他們說願意
問問題、懂得發問，實在很重要。接著開始 A 片媒體識讀。講到持久力的拍攝手法、生殖器巨
大的刻板印象，少男整個遁入空門似的，異常專心地聆聽。順勢，我也讓他們知道，A 片的服
務對象多半是異性戀男性，導演為了帶給觀眾刺激與新鮮感，不僅延長插入式性行為的時間與
拍攝角度，有時也變換一些演員，不過劇情卻八九不離十，沒有太大新意。少男此時專注與安
靜得不像話，我終於能夠好好上課，讓他們知道無論男孩女孩，看太多 A 片，很可能誤以為某
一種身材、性別互動是正常與正確的，其實這只是沒有很多性平觀點的導演、攝影不斷複製貼
上的扭曲性別觀點而已。

「正確的性與身體的影片其實也不少，只是學校與機構總是缺乏機會好好與你們深入討論。」
我一邊說，一邊為他們點播「挪威性教育」短片 1，第一部片簡介何謂青春期，第二部與第三部，
我們終於可以好好認識男女性的生殖器，這是一堂破除性別刻板印象的認識生殖器課程。殊不
知，先前放浪地談論 A 片時的「陽剛」之氣，竟在播出《挪威性教育》短片時變得一點「勁」
也使不出。上午 3 小時囂張提問笑鬧一起的景象頓時風飛雲散，講解性教育短片時，只見他們
埋頭撤退、尷尬萬分。此時，我才知道，在他們的生命中，真實的性與身體的教育實在是太稀
薄了。這群少男無法正確認識身體、認識性，也難以坦誠接納身體的多樣性。用健康的觀點看
待自己與他人的身體，對他們來說，是多麽的陌生，多麽的重要，與多麽的不容易。

為了檢視課程是否成功，工作坊尾聲我透過自由書寫引導他們發展更多想法。大聲唸出
書寫內容時，男孩回饋我：「謝謝你教我們身體的、性的知識。」有 3 位同學置入他們的誠懇：
「謝謝老師播放歌曲給我們聽，真的很好聽。」感覺確實是在表達謝意。難道平時機構不能
聽這些歌嗎？回頭又問他們這些歌哪裡好聽，他們只會回答「就是很好聽」。

好吧，至少音樂快速拉近了我們的距離，而我真的願意多認識這些少年。

1 挪威國家電視台（NRK）節目主要針對 8 至 12 歲的學童與青少年，內容從骨骼發育、乳房成長、青春期
的情慾流動，到生孩子的過程，乃至，介紹男女是如何產生性吸引力乃至發展成為性行為。雖然節目開
播後曾飽受批評，2015 年上傳到網路後則廣受網友喜愛。不同於 A 片找模特兒形塑種種刻板印象，節目
內容主持人以健康、開朗的方式大談「性」，輔以真人人體與生殖器官做示範與解說，從頭至尾都在實
踐節目宗旨：「誠實的告訴孩子們，身體是如何長大成人的」。每片都在 5-10 分鐘以內，但節目節奏輕快、
思考密度高、意味深遠的佳句不斷，因此，即使一集約僅 5 分鐘，我與少年也要花 50-90 分鐘才能討論完。

圖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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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然而，機構裡的性侵家暴倖存少女點播的歌曲卻又是另一片景觀：

分手快樂

明明就

那些年

血腥愛情故事

東京喰種主題曲

既然先點播「分手快樂」，我便順水推舟，第二堂一上課，就先進行分手快樂的歌曲討論。
我問少女們，分手會有哪些心情？女孩說：「難過、不穩定、發瘋、亂敲亂打。」

這些話題，在少男機構是絕對不會出現的。

「可是，」我說：「歌詞也說『沒人能把你的幸福沒收』、『你會活得有笑容』、『你可
以找到更好的』、『揮別錯的，才能與對的相逢』啊！」

那麼，分手還可以有哪些心情？
女孩說：「找人說、大哭。」
「可是歌詞也有說：『祝他快樂』、『告訴自己：可以找到更值得的人』。」我提醒，

「分手也有『快樂』的喔！」

我們一句一句開展延伸討論。從歌詞到情感連結，接著，我引導女孩們分享分手、獨處、
憤怒、委屈時的情感抒發與表達。接著帶入機構最期待我上的主題：身體界限。透過歌曲，我
們蜿蜒討論到「身體是我自己的，所以我要保護他」的概念，我也訴說了幾則生活中的真實案
例。試探性地，我問少女們：「你覺得一般女孩，會跟喜歡的男（女）生去哪些地方…」沒想到，
少女居然坦誠揭露了真實的生活情境…

「去學校轉角、廁所、頂樓！」
「小房間、Hotel、KTV…」
「家人不在的地方。」
「汽車旅館（開房間）、旅行、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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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他們的不假思索，我發現女孩的心思不怎麼複雜。我們一處處討論空間、身體與性別
關係，女孩們好熱情、好開心，暢快地訴說他們的經驗。我心想，在螢幕另一端沒有顯示影像
的社工，此時的臉正一陣紅一陣綠嗎？

「會跟喜歡的熟人去『秘密』的地方…」女孩說。得到珍貴田野資料的我，與女孩們分享
著年齡、法律與身體自主權、性自主權的關係，我播放身體自主權的短片，停留在重要的句子
上，接著我強調法定年齡、身體準備、意願俱全的理解，「只要還沒全部準備好，連去都不要
去四下無人的地方。」女孩婷婷回答我，她懂得什麼是「有危險的感覺」，她懂得以尿遁為藉口，
離開危險空間。誠實是好事情，既然談過最嚴格的限度，我也不斷撤退，分享最底線的保全。
我們還討論如何善用手機作為保護機制。整體的討論氛圍是熱絡的，也是令人憂心的。

小音說起自己被乾爸乾媽性猥褻的童年故事，跟爸爸求救時，乾爸乾媽與爸爸異口同聲地
說，小孩子不要亂講話。從表情讀到的，是「怨恨放兩邊，孝順擺中間」的奇妙邏輯。性侵的
故事被淹沒多年，小音是以家暴倖存的角色進入機構的，已經住兩年的她，心中憂心的是父親
時常不回家，年邁的祖母三餐沒有人照顧。13 歲的小音假日與友人在一起，學會喝酒與唱歌，
說到喝酒，她笑著低頭對我說，上次到一位女同學家聚會，兩人都喝了酒，酒後，女同學睡著
了，她自己則「走錯房間」，跟同學的叔叔「睡了一覺」，後來就「被性侵了」。口中使用的
是「性侵」這樣的文字，臉上訴說的卻是歡喜而靦腆。婷婷也有類似的過往，而現在的她，一
放假遇到男孩就問男孩「有沒有性經驗」，然後，一有機會，她會很快地與新的男友「在一起」。
下課後，社工問我，「怎麼辦？該怎麼帶這些少女？」

我陪伴著。女孩的笑，是我讀過最難解的容顏，最不容易閱讀的小說。有時是不受理解的
令人憐惜；有時是人生有痛，放任酒精將難解的習題晾到一旁；有時則是不負責任地剝削自己、
消磨日子，讓生活變成剪不斷理還亂，終至難以抽絲剝繭。

The End

兩週的「身體自主權」遠距課程工作坊結束了。機構中的少男走的是「一直想嗨起來」的紛
飛思緒路徑，機構中的少女走的卻是「一直想黏下去」的風花雪月路線。我使出渾身解術，期望
少女終能明白：我們不需要沒有自己，如同歌詞那般，永遠在等待那個「轉身就走」的男人「回頭」；
我們需要的是喜歡自己，接納自己，成為一個能欣賞自己、規劃自己、也獨立自己的人。如果有
伴一起走，那很好，如果沒有伴一起走，那也可以欣賞一路的風光，走出自己的路。

最愛聽的歌：解讀家暴性侵倖存少男少女的身體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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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少男呢？我想起自始至終未曾獲得解答的問題。「為什麼不想生女兒？」想起那些有曲
無詞的歌，乍聽不出鮮明的性別權力關係。然而，下課時，我腦海浮現的，卻是 youtube MV
的特寫封面上，漫畫少女小慌再現的身體形象：長髮過腰、胸部豐滿、濃眉大眼、櫻桃小嘴。
看著圖片，我想起少男點播的音樂，他們的心似乎投入在炙熱激昂與放鬆脫俗的心之所嚮，望
著曲目上固定不動的圖片，頓時，我穿越了。男孩們熟悉的女相，竟是好幾個世紀以前就固守
著的性別刻板老套！

──我瞬時明白為什麼他們說不要生女兒了。

女性對少男而言，是被物化的，是服務男性的存在。因此，誰會想生出一個即將被男性物
化的「女兒」呢？有了這番理解，我在工作坊中，帶少男細細閱讀如何正確看待女性的短片〈像
女孩一樣〉，我抓住經典畫面，並進行分享 / 分析。如同片中男女對女孩從污名、貶義，緩緩
地鬆綁與轉化，劇情內外，他們的眼光變得柔和了，溫暖了，終於，越來越多人比較能抬起眼
簾，正視我上課時的眼睛。沒有一個男孩需要堅守那個難為情的、不堪的、壓迫人的、物化女
孩的位置。每一個男孩都能與女孩，以及其他男孩們一起昂首、並肩，站在一起，成為自己。

很慶幸，當我為他們上了一系列工作坊後，他們也為我上了一堂解讀少男少女身體密碼的
課程。暑假應該好好放假，然而我花了一點時間，陪著這群少男、少女，解讀著他們的心思，
引導者她們閱讀身體、性與性別。期望每位少男少女都能長成捍衛人性、主體性與人權的──
一個人。每個人都有健康地認識身體認識性的權利，沒有誰需要壓迫誰才能讓生活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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