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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祥龍教授從儒家的角度評論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他指出

「一些被別人歸為儒家、自認是儒家…的學者，已經…明確表示…

同意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然而他卻不以為然，並撰文反駁。(張

祥龍 2018，53-72) 閱畢此文令我得到不少啟迪，我也欣賞他的道

德勇氣，畢竟現在西方和學術界的政治正確的潮流是擁同的，所

以敢於對同運議程表達異議者往往被打壓。張教授不贊許同性婚

姻的制度化（我認為「制度化」的說法比「合法化」更貼切），

「因為同性戀者的結合畢竟不是陰陽化生的原真形態，將它與異

性婚姻在法律地位上等同看待會導致一些對於人類社群長久延續

不利的後果。」我支援張教授這主要結論，並會提供更多證據。 
 

一、公共政策必須一致的原則 

 

張教授認為「儒家不可僅限於心性修養… ，而不顧及社團人

群的生存境況和參與構建此境況的制度。」然後他指出承認同性

婚姻合法會導向承認群婚制：「假設三個人、四個人或多個人…

申請結婚，已經批准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官們有什麼理由來阻止

呢？…如果…法官們認為群婚也可以批准，那麼他們好像也很重

視的人類婚姻就差不多要走向滅亡了，因為這離亂交只有半步之

遙。… 更有甚者，人獸婚姻是否也可以呢？… 既然婚姻中的“男

女”界限可以突破，那麼憑什麼必將婚姻限於現代智人而不擴展

到哺乳類呢？」 

我討論同性婚姻時也往往提出類似論點，但通常會聽到這種

反對聲音：「蘋果是蘋果，橙是橙，你不能把這兩者混為一談，

而且我們現在也沒有這個訴求。」他們亦會指控我們犯了滑坡論

證的謬誤。我不同意這看法，認為這對社會政策的合理性、一致

性欠缺重視，也不是對社會未來發展和我們下一代的負責任態

度。打一個比喻：某些國家禁止旅客把水果帶入境，假若入境處

官員在某旅客的行李搜到蘋果，要求他把蘋果扔掉，但最後網開

一面（或許他沒有蘋果吃就感到很痛苦），而且因為只帶一個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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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見得會傷害那國家。但他日後卻對另一旅客的一個橙毫不通

融，這公平嗎？ 

同理，要改動現時的婚姻制度時不能單獨考慮同性婚姻，而

須考慮提出者背後的原則，並思量若按這原則一致地演繹下去，

會為婚姻制度和社會帶來怎樣的衝擊。最後，還要評價這些衝擊

是否合情合理，和是否對社會弊多利少。為甚麼要如此考慮？因

為推動公共政策或法律改革必須基於一致的原則，不然就會對不

同市民不公平。若基於「彼此相愛」這原則把現有婚姻制度擴充

到同性婚姻，那現時也已有一男兩女、三個男人等組合，而一男

兩女、三個男人之間也能「彼此相愛」，若不進一步把婚姻制度

擴充到三人婚姻，不是對他們不公平嗎？在考慮同性婚姻時，我

們必須全盤考慮這些可能改變是否可取。張教授的論據還是能成

立的。 
 

二、同性婚姻的制度化會傷害一些無辜者 

 

張教授指出：「這種婚姻及其合法化首先會或可能會傷害當

事人的父母或祖父母。希望自己的家庭延續下去，包括自己和先

人的血脈…傳遞下去，是一種可被廣泛觀察到的人類事實…  那

麼將同性戀加以固化的同性婚姻就會讓父母、祖父母感到他們人

生最核心的一個希望落空，由此受到極大傷害。」 

這點我以前較忽略，看來也有一定道理，但對比起來，以下

論點會更有力：同性婚姻的制度化「會傷害到被其收養的孩子們… 

孩子們自小在異性戀家庭和同性戀結合體中成長，對他們中的一

些人未來的性取向和其他一些性格特徵應該會有重要影響，而這

些影響可能不利於他們融入主流社會。這是在情理之中的大事

實。」張教授也提到常被引用的一些調查──「據說可以表明同

性戀結合所收養孩子的性取向與異性家庭沒有明顯不同，」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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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指出「這種社會調查的準確性有時是有局限的，… 無論如

何，至今它還只是個小事實，不足以抹殺情理中的大事實。」 

我已詳細處理這問題，(關啟文 2015，第 7 章) 第一，一些學

者的嚴謹評論指出，幾乎所有支持同性撫養的研究都不是使用具

代表性的樣本，而且絕大部分的樣本來自女同性戀者家庭，根本

難以推廣到男同性戀家庭。( Marks 2012，735-751) 還有其他問題

也不提了。再者，近幾年更有學者利用具代表性的樣本做研究，

發現不利於同性家庭撫養孩子的數據。例如：2013 年，加拿大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經濟系教授 Dr. Douglas Allen 利用了 2006

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數據的 20%樣本作統計分析，發現數據中同性

雙親家庭孩子只有異性雙親婚姻家庭孩子的 65%高中畢業率。

( Allen 2013，635-658) 1男同性戀家庭的女孩尤其不利，比起一般

異性雙親婚姻家庭的女孩，竟然只有 15%的高中畢業率！此外，

Paul Sullins (2015)的研究指出受同性撫養的孩子的情緒問題比異

性撫養的大 2-3 倍，這研究找到了 512 個同性撫養的孩子，可能

是至今研究中最大的代表性樣本。(Sullins 2015，99-120) 

當然，還需要進行更多使用具代表性樣本的研究。但撫養權

是與孩子的終生幸福攸關，文明社會應以孩子的福利為優先，這

凌駕於成人的「權利」，我們要盡最大可能避免他們受傷害。 
 

三、如何看待同性戀？絕對與相對之間 

 

張教授認為「儒家與基督教的嚴厲排斥…不同，對同性戀持

一種有保留的寬容態度，對於同性戀個人的評價更是以其道德行

為為依據。」我認為張教授對基督教的觀點有點兒過分簡化，但

篇幅所限，我不辯論這點了。我想提兩點。 

 
(1)  報告也可在以下網址下載：

http://www.terpconnect.umd.edu/~pnc/allen-ss-grad.pdf。 

http://www.terpconnect.umd.edu/%7Epnc/allen-ss-gr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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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雖然張教授說同性婚姻的制度化「並不是一種罪惡」，

希望證明儒家沒有歧視同性戀者。然而，他認為同性戀「是陰陽

相交不充分而生出的某種偏離」，並「不會贊成一個君子去行此

事」，說同性家庭「是非真實的家庭」，也不同意透過同性婚姻

的制度化為同性戀「正名」。對同運分子而言，這已是「恐同症」

和歧視的鐵證！ 

第二，一方面張教授說「儒家不承認有超越時空的絕對原

則」，但另一方面說「儒家絕不會同意群婚一類的淆亂陰陽的亂

倫之舉」。他又說：「雖然儒家不承認超時間空間的形而上學和

永恆原則，… 但不會放棄…陰陽乾坤的發生機制」──這機制「無

可逃避亦無法放棄。」這些說法是否有點矛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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