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是與生俱來的力量------訪問臺大心輔中心連玉如老師 

 

「就像放牛班也有認真的學生一樣，這個社會有人喜歡異性也有人喜歡同性。應

該避免用固定一種角度去看同性戀者，而忽略了屬於人的議題⋯ ⋯」     

 

走進清幽的小徑裡，眼前是間古色古香的小屋子，這是臺大的心理輔導中

心，連老師的辦公室就在這麼一個溫馨可愛的角落裡。我們這次專訪的老師──

連玉如老師，是臺大心輔中心的專任心理師，多年來她以她的熱情與專業，陪伴

了許多臺大學生從稚嫩走向成熟。連老師畢業於臺大心理系、心理所，曾任婦幼

醫院及成大醫院的臨床心理師。連老師除了在情緒困擾、精神疾病、壓力管理上

有所專精外，對於愛情及性別議題，也有許多獨到的看法。 

連老師講起話來速度很快，邏輯嚴謹，但另一方面，她的活力與率直則如有

魔力般，化解了我們心中緊張的情緒。以下就是我們的專訪內容： 

 

♥就像對音樂或美術有興趣一樣，女同性戀只不過是對女生有興趣罷了 
    環境是否會影響成為同性戀呢？連老師認為這部分一直是很有爭議的。其實

大多數的人所在的範圍介於同性戀與異性戀的中間地帶，那麼環境對他們的影響

會比較深。而有些人由於天生的特質，特別傾向同性戀或異性戀，環境對他們而

言影響也就不會那麼大。就好比說一個人對同性有興趣，那即便是在完全異性戀

的環境下，也是有發展成同性戀的可能。而這種天生特質可以用興趣來比擬，就

像對音樂或美術有興趣一樣，女同性戀只不過是對女生有興趣罷了。 

 

♥T和婆的分類不是唯一，就像人不只分兩種 
    我們討論到女同志的分類。連老師表示，其實T和婆的分類不是唯一，就像

人不只分兩種。 

T是Tom Boy的簡稱，是指女同性戀中較具有陽剛氣質者。有些同志團體甚

至更細分：雙性戀、異性戀、T婆、不分、偏T、偏婆⋯⋯這些分法其實是把異

性戀的架構套在同性戀上，當然T婆也互換的可能。但社會上的刻板印象也很容

易依循這個架構而生，例如認為很man的女生就是T，其實不然，連老師拿了武

俠小說的角色趙敏當作例子。趙敏雖為女兒身，但她剛毅勇猛不讓鬚眉，也有強

烈的政治野心。她曾說恨不得為男兒身，但她卻專情於男主角張無忌。此例充分

說明社會刻版印象的偏狹。 

 

♥異性戀的婚禮我不一定會參加，但是同性戀的婚禮我一定會盛裝出席                       
「投保保險時一般人能投給自己的先生、太太或孩子，那同性戀要寫給自己

的伴侶不行嗎？」連老師指出了一個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 

台灣至今仍沒有同志婚姻法，這就是為什麼同志們要努力爭取這項法律的原



因。沒有這條法律，同志喪失了某些其他人所能享有的權利。像是怎樣經營未來

和自己的生活，找到伴侶後還要思考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要如何走下去。 

「他們真的比一般人要辛苦許多。異性戀的婚禮我不一定會參加，但是同性

戀的婚禮我一定會盛裝出席。支持他們的原因很簡單，只不過是支持人權罷了。」

連老師認真的說，同志也需要基本人權，一個在陽光下面對自己的伴侶，在陽光

下手牽手或擁吻而不惹來異樣眼光，甚至一個幸福美滿家庭的權利。  

 

♥心理輔導師所幫忙同性戀的部分是在於澄清自己，而非作價值上的判斷 
    同性戀的困擾莫過於社會上的壓力。連老師表示：「就像尋找自我一樣，有

同性戀傾向的人也在探索自己是否是真的同性戀。而心理輔導老師幫忙的部分是

在於澄清自己，而非作價值上的判斷。」所以輔導老師會常會問些問題來幫助同

學自我認知，像是如何發現自己有同性戀的傾向、從開始發現到現在整體的感覺

是如何（轉變）、哪樣的人會讓自己有這樣的感覺⋯⋯等等。然後讓自己和外在

協調：是要順著環境，壓抑自己，還是要依循自己的感覺走下去。 

連老師認為，浮出檯面的同性戀會比較忠於自己的感覺。而忠於自己感覺的

人通常有一些特質，好比對美的感覺、對事物的冒險性。連老師提到，心理學裡

有個領域叫藝術性的特質，一般來說，具有這種特質的人較能接受自己和別人的

不同。如果能接受自己和別人的不同，才有勇氣公開出櫃。相反地，選擇壓抑自

己的那一方，可能會假裝自己喜歡男生，做一個傳統的女性。 

    關於自我澄清認同的部分，連老師表示，強度因人而異，自我覺醒

（psychological mind）有關,即是否要面對自己是同性戀的事實。連老師說，

心理能力強的人察覺能力也較高，比較會面對自己的問題，針對自己的問題去思

考。 

 

♥怕孩子們受傷，希望他們走自己熟悉的路 
在現在的社會上，總是會有少數人在社會上適應較困難。除了社會給予的壓

力，父母強烈的反對大多同性戀者的一大困擾。連老師認為，父母會擔心孩子，

怕孩子們受傷，希望他們走自己熟悉的路。所以說，當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同

性戀時，一般會先採取反對姿態。並不是接不接受的問題，而是每一個人的父母

都會先設想小孩子的未來發展方向應該要如何比較好。就算父母曾經有同性戀的

傾向，也可能會選擇壓抑下來，跟著大環境走。 

連老師指出父母們常見的迷思。他們會認為同性戀是環境造成，所以未來是

有很多可能性的。他們不希望孩子現在就認定自己。假如現在不強迫孩子改變自

己，萬一錯過了矯正的「黃金時段」，未來的自己會不會後悔呢？所以無論如何

以父母的角色一定會先激烈的反對。 

再來看孩子本身應有的認知。首先應該問問，夠了解自己了嗎？（疑惑澄清

了嗎？認同足夠了嗎？）自己與環境的關係是什麼？（因為人是群居動物，總是

要和環境和諧相處）而當自己決定公開與同性伴侶交往，而且讓爸媽知道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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