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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7 年 3 月 12 日(星期一)會議 

 
香港性文化學會 

就「與香港電台編輯自主及廣播事務管理局作出懲處的尺度有關的事宜」意見書 

 
香港性文化學會深信，香港作為一個多元與自由的社會，大眾傳媒作為社會公器，新聞自

由實為香港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基石，應該為全體市民及業界所珍惜及保護，讓公眾能透過

傳媒的報導，全面而準確的掌握社會脈搏，輔助公民社會對重大而富爭議性的社會議題作

出全面而深入的討論。香港電台作為本地唯一的公營傳媒，堅持編輯自主，不隨同商業的

考慮，多年來製作不少高品味的節目，並得到市民的認同。本會支持港台編輯自主的方針，

繼續製作高水準的節目，幫助公民社會對不同社會議題作出全面的分析。 

 

可惜，香港電台於 2006 年 7 月 9 日晚上合家歡時間播出的《鏗鏘集》〈同志‧戀人〉，

以感性方式，一面倒的手法單單報導三位積極推動同性戀社會運動的同性戀者要求同性婚

姻的訴求。廣管局在今年 1 月底裁決「該節目只提出同性婚姻的好處，並只講述三位同性

戀者對同性婚姻立法的意見，使報道內容不公、不完整和偏袒同性戀，並產生鼓吹接受同

性婚姻的效果。 」，並指出該節目「不適宜在合家欣賞時間內播出」，因此向港台發出

強烈勸諭，本會認為此項裁決合理並得到市民的支持。 

 
1. 婚姻是社會基本制度 同性婚姻實質更改婚姻制度 

婚姻是社會基本制度，家庭是社會天然及基本單位，應受國家及社會保護，同性婚姻無疑

要更改婚姻及家庭的定義，涉及巨大的社會工程。根據聯合國人權委員會於 2002 年對《公

民及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二十三條第二款中有關婚姻定義的解釋（Joslin v. New 

Zealand (902/99)），婚姻屬男女二人的結合，同性婚姻並非人權公約所確認的基本權利。

此外，聯合國於 2004 年底在卡塔爾多哈召開「國際家庭問題會議」，並通過《多哈宣言》

(聯合國 A/59/592 號文件，詳見附件一)，重申《世界人權宣言》、《公民及政治權利國

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中有關「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

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的承諾，並呼籲政府、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支持、保持及

維持婚姻制度」，並須「制定措施維護及捍衛婚姻制度」(《多哈宣言》，行動呼籲 1 及

12)，可見維護婚姻制度才是國際社會的主流意見。 

 
2.〈同志‧戀人〉對同性婚姻異見一字不提，報導並不全面 
本會曾經就有關節目內容逐字逐句筆錄並作出統計(詳見附件二)，全個節目除去旁白以

外，表達三位推動同運人士的個人經歷及期望與對公共政策的意見的比例約一半對一半

(參表一)，對同性婚姻及性傾向歧視法的保留意見卻一字不提，明顯違反《電視通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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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第 9 章第 2 和第 3 段(持平)的規定，及由四個新聞從業員機構共同製訂的《新聞

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第一條「新聞從業員應以求真、公平、客觀、不偏不倚和全面的態

度處理新聞材料，確保報道正確無誤，沒有斷章取義或曲解新聞材料的原意，不致誤導大

眾。」的專業操守。 
表一 

類別 字數 百分比 (%) 

旁白 1,191 27.1 
個人經歷和期望 1,667 37.9 
對公共政策的意見(同性婚姻和性傾向歧視法) ／

政治性活動 
1,540 35.0 

對同性婚姻和性傾向歧視法保留的意見 0 0 
總數 4,398 100 

 
3. 裁決得到市民的支持 
自廣管局有關〈同志‧戀人〉的裁決公佈後，受到各界的關注，各種媒體對廣管局提出不

少嚴厲的批評。然而，同時亦有不少的市民、家長表示他們認同廣管局的裁決，可是輿論

的批評並不能代表他們的心聲，作為一個小市民不知有何渠道表達他們的意見。於是，本

會於 2 月 8 日公開呼籲市民寫信直接向廣管局及有關政府部門表達意見。根據傳媒引述

廣管局 2 月 15 日的公佈，有關裁決獲得接近 2000 名市民的支持，比反對的意見多出一

倍半，可見廣管局的裁決獲得市民的支持。 

 
3. 珍惜新聞自由，不要對同性戀異見自我審查 
本港是否需要更改婚姻制度，通過同性婚姻，需要公民社會詳細討論，以取得共識。傳媒

作為社會公器，本會希望傳媒報導有關同性戀及同性婚姻等極具爭議的議題時，應嚴守中

立態度，不偏不倚地向公眾勾劃事件的全貌及其可能的影響，不要對同性戀異見作自我審

查，以便市民對事件有全面的了解，促進公民社會對有關議題的討論。 
 



 联 合 国   A/59/592

 

大  会  
Distr.: General 
3 December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4-63417 (C)    031204    031204 
*0463417* 

 

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94 

社会发展，包括有关世界社会状况和有关 

青年、老龄、残疾人和家庭的问题 

 

  2004 年 12 月 2 日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2003 年 12 月 3 日大会第 58/15 号决议在其执行部分第 2 段中欢迎卡塔尔政

府决定 2004 年 11 月在该国主办庆祝国际家庭年十周年的国际会议。我谨就此随

函转递 2004 年 11 月 30 日印发的多哈家庭问题国际会议《多哈宣言》。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94 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贾迈勒·纳西尔·贝德尔（签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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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12 月 2 日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 

附件 
 
 

  多哈宣言 
 

  导言 
 
 

 2004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各国政府代表和民间社会成员在卡塔尔多哈参

加多哈家庭问题国际会议，庆祝国际家庭年十周年。 

 会议在卡塔尔埃米尔殿下的王后、卡塔尔国家庭事务 高理事会主席谢

哈·莫萨·宾特·纳赛尔·米斯内特殿下的赞助下召开。 

 多哈家庭问题会议在筹备过程中收集了政府官员、学术界、信仰团体、非政

府组织和民间社会成员的意见。 

 会议回顾了在贝宁科托努、墨西哥墨西哥城、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

马来西亚吉隆坡和其他地点举行的区域会议；并注意到所有与会者在国际会议期

间提出的提议和看法。 

 

  序言 
 
 

 重申，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六条第 3 款所宣布的，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

的社会单元； 

 注意到 2004 年是联合国 1994 年国际家庭年的十周年，多哈家庭问题国际会

议受到联合国大会 2003 年 12 月 3 日第 58/15 号决议的欢迎； 

 确认庆祝国际家庭年十周年的目的包括努力：(a) 加强国家机构制订、执行

和监测家庭领域政策的能力；(b) 推动作出努力，应对影响家庭状况和受家庭状

况影响的问题；(c) 在各级对家庭状况和需要进行分析审查和评估；(d) 增强各

级努力执行关于家庭的特定方案的有效性；(e) 改进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支

持家庭中的协作； 

 考虑到为多哈国际会议收集的学术、科学和社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共同说

明，家庭不仅是基本社会单元，而且也是可持续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本推

动者； 

 确认需要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家庭所面临的挑战； 

 确认巩固家庭是综合应对社会问题的唯一机遇； 

 重申牢固稳定的家庭有助于维持和平文化和促进不同文明和族裔群体之间

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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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卡塔尔国卡塔尔埃米尔殿下王后、家庭事务 高委员会主席谢赫·穆

萨·本特·纳赛尔·马斯纳德殿下宣布设立国际家庭研究学院。 

 为此，我们重申国际社会对家庭的承诺，并吁请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各级
民间社会成员采取行动维护家庭。 

 

  重申对家庭的承诺 
 
 

 我们重申国际社会承诺巩固家庭，特别是： 

 1. 我们承诺在充分尊重世界多种文化、宗教、道德和社会价值观的前提下，

确认并加强家庭的支持、教育和养育作用； 

 2. 我们承认人之为人的固有尊严，注意到儿童由于身心不成熟，在出生前

后都需要特别保护和照顾。作为母婴应受到特别照顾和帮助。人人有权享有生命、

自由和人身安全； 

 3. 我们重申，家庭是自然的基本社会单元，应受到社会和国家 广泛的保

护与帮助； 

 4. 我们强调，只有将要成为夫妇者完全自由同意才能结婚，婚龄男女可以

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权利应受到承认，丈夫和妻子应为平等伙伴； 

 5. 我们又强调，对于儿童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的培养和保护，家庭负有主要

的责任。为了全面与和睦地发展他们的人格，儿童应在充满欢乐、慈爱和谅解的

家庭环境中成长。所有社会机构应尊重和支持父母为了在家庭环境下培养和照顾

儿童所作的努力。父母具有选择其子女应获得的教育种类的优先权利和确保其子

女的宗教和道德教育符合他们本身信仰的自由。 

 

  行动呼吁 
 

 考虑到上述承诺，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各级民间社会成员： 

文化、宗教和社会价值观 

 1. 制定方案促进和鼓励不同国家、宗教、文化和文明之间就家庭生活问题

进行对话，包括制定措施维护和捍卫婚姻制度； 

 2. 重申信仰、宗教信念和道德信念对于维持家庭稳定和社会进步的重要

性； 

 3. 评价和重新评估有多少国际法和国际政策符合《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

国际承诺中有关家庭的各项原则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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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尊严 

 4. 重申向人人提供优质教育的承诺，包括平等享有教育机会的承诺； 

 5. 评价和重新评估政府的政策，以确保人类固有的尊严在所有生活阶段得

到承认和保护； 

家庭 

 6. 制订有关指标，用以评价各个方案对家庭稳定性的影响； 

 7. 加强将使家庭能够摆脱贫穷循环的政策和方案； 

 8. 评价并重新评估政府的人口政策，特别是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率的国家

的人口政策； 

 9. 鼓励并支助家庭照料老年人和残疾人； 

 10. 支助家庭应付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疟疾和结核病等其他流行病的祸害； 

 11. 采取有效措施，在和平时期和战时向家庭提供支助； 

婚姻 

 12. 支持、保持并维护婚姻制度； 

 13. 为加强婚姻的稳定性而采取有效措施，其中除其他外包括鼓励夫妻二人

在忠诚持久的婚姻关系中结成充分、平等的伙伴关系； 

 14. 制订有效政策和做法，谴责婚姻和家庭中的虐待行为并采取补救措施，

包括建立公共机构，帮助面临危机的男子、妇女、儿童和家庭； 

父母与子女 

 15. 加强努力，促进妇女获得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机会，并评价

和评估为支助父母双方履行其重要作用而采取的经济、社会和其他政策； 

 16. 让父母参与子女的教育，以此加强家庭的职能； 

 17. 重申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18. 重申并尊重父母以及适用情况下的法定监护人可以自由为他们的孩子

选择符合国家可能规定或核准的 低教育标准的非公立学校，并保证他们的孩子

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 

 我们请本次会议的东道国卡塔尔国特别在定于2004年 12月 6日举行的国际

家庭年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将包括《多哈宣言》在内的本次会议议事情况告知

联合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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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 7 月 9 日《鏗鏘集》〈同志．戀人〉內容筆錄 

 

發言者／場景 旁白 個人經歷和期望 對公共政策的意見／政治性活動 

字數統計(TOTAL= 4,398) 1,191 1,667 1,540 

百分比 (100%) 27.1% 37.9% 35.0% 

(字幕: 本節目涉及同性戀題材， 敬請留

意) 片頭以一雙結婚公仔，一對椰子，一

個喜字等開始 

 

出現 connie 及亞力的情侶片段，間著片段

是一男一女，在紅棉道婚姻註冊處外的結

婚影相片段 

男大當婚，女大當嫁，社會的主流鼓勵一男一

女結婚，然後生兒育女，承傳下一代。不過，

對於同性戀者，縱使相愛，香港的法例仍然不

承認同性婚姻。他們很多時還要承受社會對他

們的歧視眼光。 

  

同性戀者 connie： 

(期間她望著其女同伴亞力) 

 我覺得見到人地結婚，無論係男男，女女，或

者男女，其實都係一件好值得開心的事 

 

同性戀者亞力： 

(鏡頭影著亞力及 connie， 卿卿我我，然

後拖著手離開現場。) 

 覺得一對異性戀的朋友結婚，好似唔係佢地兩

個人的事，係佢地所有親朋戚友，屋企人，都

會一齊來祝福佢地。但相對身邊一些同性伴侶

的朋友，咁其實佢地兩個一齊，甚至佢的親人，

朋友都唔知道。如果有同性婚姻的話，咁希望

佢地終於有一日有同性婚姻，咁一齊結婚，咁

身邊的朋友都可以祝福佢地。 

 

(場景轉到她倆的家。兩人在廚房煮餸。) connie 及亞力是一對同性戀人，她們由相識，

拍拖到一起生活。己經有四年時間，感情相當

穩定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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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力： 

（示範情人節所煮給 connie 的菜式） 

 而家這道菜是我在今年的情人節煮給她吃的，

一齊吃的還有她媽媽。我叫埋佢媽咪來 

 

connie：  情人節我地跟我媽咪三個人一起過  

（鏡頭影著她倆拖手行海濱，connie 幫亞

力抹眼） 

情侶拍拖，搭下膊頭，拖手行街，在所難免，

但係 connie 同亞力，從來不敢在公眾場合表現

得太親熱。避免引來奇異目光 

  

connie：  都經常有人會望的。可能是好奇或惡意的目

光。從頭望到落腳。在後面跟著來行。（場景轉

回她倆的家）然後試過有一次，好像是在元朗。

我倆只是行街而己，但發現有個人在後面跟著

我們走…… 

 

亞力：  我們只是拖著手而己  

connie：  那人在後面偷看我們，然後繞上前看看我，然

後就走了。 

 

亞力：  途人繞上前望下我們的人是多的  

亞力： 

(－鏡頭影著她倆在電腦看相片，主要是兩

人分別穿西裝及婚紗；或兩個人都穿婚紗

的樣子) 

 我怕穿上傳統的西裝或傳統的婚紗  

 同性戀在香港仍然是一個禁忌，拍拖亦只能偷

偷摸摸，不過，connie 及亞力認為，當初向家

人表白自己的性取向，才是最難過的一關。 

  

connie：  之前我曾有一個女朋友，我跟她分了手。有一

天晚上我去街，她致電我家找我媽媽，向我媽

道出我們的關係。那人跟我媽說：你知唔知我

同你個女乜野關係，你個女是同性戀者，叫我

媽好好的睇住個女。我媽就在這突然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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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知道我是同性戀這回事。咁當然我媽當時

立即致電給我。當時我倆情緒亦很激動。我在

便利店哭著的跟她講電話，她又很激動。那天

晚上我亦很夜才回家，因為唔夠膽，死啦，唔

知見到亞媽會點 

過場 

（鏡頭不斷出現亞力及 connie 的拍拖生活

照） 

connie 寫了一封很長的信，向媽媽吐露多年鬱

在心裡的秘密。她沒有想過媽媽不單接受她是

同性戀。更處處維護著她。 

  

connie：  我在香港親戚有唔少人，試過有一次接受報紙

訪問，我媽咪見到那段報導，同時我舅父亦看

到那篇報導。舅父看畢後立即致電我媽，問為

何 connie 讀咁多書，都會係咁的呢。咁我媽就

對他說，我地係一家人，點解你要咁睇佢。我

媽將這事告訴我，我很感動。因為媽媽有勇氣

去面對家人，她很犀利。 

 

同性戀者曹文傑（男）：  有一次在尖沙咀海運中心旁邊的走廊，我同男

朋友擁在一起，剛好有兩個路人行過，他們說

了一些粗口，然後還說要報警拉我們。那晚的

感覺很差。我男朋友就哭了，嚷著要回家，本

身買了飛去睇戲，也看不成了。 

 

 曹文傑話，經歷過幾次類似的遭遇，他的男朋

友感到很大壓力。成日擔心被人知道自己的性

傾向，會無左份工。所以，兩人拍拖三年，一

直都不敢公開關係。其男朋友亦拒絕接受我們

的訪問。唯一准曹文傑曝光的，只是那放在書

桌上的童年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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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傑  其實佢身處一個很恐同的工作環境。沒有人知

道佢係同志時，很多事情都如意，萬一知道的

話，(老細) 一定會將他解僱。加上他工作的地

方有宗教背景，所以特別困難。所以我會體諒

他。其實我最初有點不高興，有少少悶悶不樂，

擔心我們將來怎麼生活下去。但有他在我身

邊，而他不能曝光，不斷提醒我有很多人跟他

一樣，也不能曝光。若我想他跟我一樣可以曝

光，可以同我一齊行出來，不用害怕的話，係

需要好多好多努力。 

 

（影住曹文傑在睇書──同志論） 同性戀者渴望得到家人的認同和支持，當初，

曹文傑的孖生哥哥，發現弟弟的性取向，兩兄

弟變得水火不容，一家人關係亦十分緊張 

  

曹文傑： 

 

 

 

［鏡頭一轉，在影著一本聖經］［任憑他們

放縱可。。情慾。。。］ 

 我哥當時很暴力，當然他不會打我，但會截哂

我所有的電話，如果有男仔打俾我。我哥會話

我不在家，叫對方唔好再搵我，並 CUT 人線。

最嚴重的一次是他拿出一本聖經來唸，因為他

當時剛剛信了基督教，他覺得聖經在讉責同性

戀，所以拿出來唸。 

 

曹文傑：  於是我就提醒佢，我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

真感情。 

 

 中學時，曹文傑發現自己是同性戀者，話當時

唔知點算好，話甚至連自己亦接受唔到這個事

實。更加擔心家人未必承受得起。 

  

曹文傑：  嘗試改變自己去迎合媽媽的心意。因為當時我

擔心媽媽會不開心，我告訴媽媽後，她哭起來，

怪責自己。當時我也懷疑自己有問題，我當時

寧願自己孤獨。因為我好怕人地知道。回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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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自己是一個好沉默的人，即係我好少講野。

我好怕同人建立友誼，因為我擔心不懂得控制

自己。假設我真的喜歡上某人，也不知道應該

怎樣表達。 

 孤身，無助的同性戀者，渴望得到其他人的認

同。曹文傑話，希望政府加速立法，保障佢地

唔會因為性取向而受到歧視。 

  

曹文傑：   我覺得立法只係最基本的保障。其實是每個人

在社會上都應獲得最基本的權利與尊重。不應

因為個人的性傾向而失去工作。找不到地方居

住，甚至升學會遇到問題，我覺得咁基本的人

權保障，其實在這個社會是好需要的。因為在

我認識的朋友，有些每日也戴著面具去做人。

他們很害怕當佢性傾向被人知道之後，可能無

左份工或居所。咁所以若果有這條法例，有好

多人都可以除下面具，可以真真正正活返自己。 

connie：   其實條法例是保障唔同性傾向的人，都有平等

的權利。如果異性戀者受到同性戀者歧視，異

性戀者一樣可以透過這條法例受到保障，咁所

以現在談的是性傾向，而非要保護某一個族

群。所以性傾向歧視法例的制訂，根本不是鼓

吹同性戀。而是鼓吹一個平等機會的社會。我

覺得這法例未必會令人成為同性戀者，因為這

是一個愛情的問題。你鐘意 a，鐘意 b，鐘意 c，

鐘意 d，這些都是純粹愛情的感覺。並非你鼓

吹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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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轉換至一對同性戀者，在私人聚會中

搞結婚儀式 

全球有四個國家，包括荷蘭及加拿大，同性婚

姻是合法的，而英國亦於去年允許同性伴侶註

冊，享有異性夫婦同等的合法權益，connie 及

亞力慨嘆，香港的禁止性傾向歧視法例，還停

留在諮詢階段，要立法通過同性婚姻法例，更

加是遙不可及。 

  

connie：   我自己對於名份不重視，但事實上，社會很重

視這個方面。例如她的媽媽要跟爸爸合葬，但

搞呢個手續時，我們才發現合葬原來需要結婚

證書。但既然我地願意一齊生活，點解我地無

哂呢 d 權利。 

第二節 對好多同性戀者來講，一紙婚書，不單止代表

一個名份，仲代表社會對他們的認同，承認同

性婚姻的合法地位，香港法例不承認同性婚

姻，相戀四年的 connie 及亞力，打算明年到加

拿大註冊，希望盡快成為對方合法的終身伴侶。

  

（鏡頭影著亞力及 connie，在一家婚紗店

外，隨意的問下那位職員，是隔條街偷影

那種） 

 

 推銷小姐：兩個女仔一齊拍婚紗照？ 

她倆：係呀 

推銷小姐：一個著男裝，一個著女裝？  

她倆：當然不是啦，我們兩個都是女仔來的 

推銷小姐：那價錢就要分開計算 

她倆：哦！咁咪貴 D 囉， 

推銷小姐：因為我地係俾一 pair 咁樣影的 

她倆：但我地都係一 pair 來的 

推銷小姐：但係（一 pair）係一男一女囉 

 

Connie：  （亞力及 connie 在街邊，看著

別人的花車，討論各自喜歡如何佈置 

 …..用彩虹絲帶圍滿架車，我係為我喜歡的人結

婚 

 



 7

亞力：  我覺得結婚係…我無咁偉大，我覺得結婚係為

了自己，為了我倆，希望兩個人能有另一個步

伐，到另一個階段。 

 

connie：   結婚係兩個人的承諾，亦俾其他人知道我們是

一對的，亦俾社會知道我們是一對伴侶，我地

應該享有一般香港市民伴侶應可享有的權利。 

曹文傑（影著他在彈鋼琴）：  這首歌在我未識男朋友之前，就很想彈，但看

見五線譜卻不懂彈，他是逐隻逐隻手指執我彈

的，其實我還未完全懂得彈奏，所以看看有無

時間叫他教我彈埋後半段。 

 

鏡頭影著一張咭，抬頭是 to: 老公豬 

“嘩！又到左老公生日的大日子啦……. 

曹文傑話，對男同性戀者而言，能夠搵到一個

固定的伴侶，已經是可遇不可求，所以佢好珍

惜現在這段維持三年的感情。至於是否結婚並

非最重要。我同我男朋友現時的關係，我覺得

是一種很親密的伴侶關係，即係如果俾我選

擇，我們大家都是對方的丈夫。 

  

曹文傑：  這張卡是三周年時他送給我的，其中一句是這

樣寫的，佢話，如果你是花，我就是一隻蜜蜂，

意思是說他會常伴我左右 

 

 曹文傑而家準備在兩個月後，跟男朋友搬出去

一起生活，享受二人世界，不過，一想到可能

會引起歧視眼光，佢個心就十分煩惱。 

  

曹文傑：   擔心即使搵到好的住所，但會因屋主懷疑或者

知道我們是同性伴侶而唔租俾我地。而家香港

無法例保障這種情況，我可以向誰投訴呢？你

最多只能到民政事務局備案，話佢知有呢件

事，但佢做唔到些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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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共法例 connie： 

（connie 晚上在街邊派單張） 

  我地係度派單張，為的是宣傳下星期日在銅鑼

灣的遊行。希望大家反思恐同症，以及不同性

傾向人士所受到的歧視 

（影著她倆與朋友一起祝酒，望遊行順順

利利） 

為左爭取更多人支持同性戀，connie 一向積極

參與同志活動。這天，她與亞力一起在中環派

單張，也不介意公開兩人的關係。 

  

connie：   我諗我真係好好彩，因為我有很多朋友和家人

支持我。而好多同性戀者未必同樣幸運，被家

人和朋友所接受。他們未必可以走出來表白。

我作為一個搞手，我就以這樣的身份行出來，

告訴大家同性戀者就是這樣的。因為我覺得歧

視源於無知，如果你未曾真正接觸過同性戀

者，你憑什麼覺得同性戀者就是某一類人呢？

我希望可以做到這一點。亦都可以告訴同性戀

者要勇敢站出來。俾多些其他人認識同性戀

者，亦是一件好事。 

 幾年前，connie 因為參加同志運動，而認識亞

力，之後，兩人經常一齊出席活動，就像這天，

她們聯同其他關注同性戀的團體開會，為舉行

一個反對歧視同性戀的遊行籌備 

  

connie：   大家都覺得歧視不應在香港存在，而且一齊去

遊行，所以我覺得“國際不再恐同日＂，絕對

不是一個同志遊行，它是一個反歧視的遊行。 

另一名與會同志（ken 仔）：   我常有種自我鼓勵的想法，即如果睇返，觀乎

全球同志遊行的經驗，只有越來越多人可以摘

下面具，越來越多人可以走出來，我希望社會

可以如此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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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同志：（應為做緊同志網上節目）   星期三晚節目，“搞乜鬼同志運動＂節目現在

開始 

 同性戀者為甚麼要容忍社會的歧視眼光？法律

面前為何他們得不到平等對待？曹文傑去年

開始在網上電台主持節目。希望透過大氣電

波，為一班同性戀小眾，提供一個發聲平台。

  

（做節目的那些人）ａ君：   為什麼只因我是同性戀者，就要被人用不同的

方法去對待？我係想看到香港是一個平等的社

會， 

曹文傑：   （在一研討會中 present：“1973 年，美國精神

學協會已將同性戀從精神病清單剔除，不過，

該會仍不斷散播這種信息。呢個是偏見，也會

製造歧視。“）我希望透過不同的社會渠道，

向大眾講，同志並非洪水猛獸。如果當越來越

多同志有勇氣走出來，讓人知道我們的日常生

活是如何，以及如何被歧視，我相信大部份人

也會了解。我估呢個了解是需要時間的。我希

望籍著了解，可以融化歧視和偏見的心。 

鏡頭影著（06 年 5 月 21 日：國際不再恐

同日遊行）有人叫口號：  

  挺身而行，消除歧視。同志要爭氣。命硬撐到

尾。 

有受訪參與遊行人士：   （女）今天我來支持同性戀，雙性戀和變性的

兄弟姐妹，他們在不同國家裡，每天都被歧視，

這是國際性活動／／（男）希望途人和市民，

消除對同志的歧視和誤解，讓他們多認識我

們，知道我們跟普通人一樣，沒什麼特別，不

會特別古怪／／大會帶領遊行人士唱首勵同志

歌／／再叫口號：我的家人，互相包容。不要

歧視我。風雨無阻。邁步向前。挺身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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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戀人要得到親人祝福，社會認同，已經要

付出無比勇氣，要爭取法律承認同性婚姻。恐

怕還有一段漫長的路， 

  

曹文傑：  這是我希望將來結婚時，會影的其中一張相，

畫上寫了“豬聯脾合＂。我對未來同性婚姻並

不樂觀，特別是在香港。我覺得如果有的話，

都可能係五十年之後。我估係非常之難，第一。

現在立法會的政治環境，議員很難提出私人草

案，不像從前，另外，我也看不到政府會對這

問題採取主動。 

 

connie：（影著 connie 及亞力行海邊）   同性戀者也是香港人，既然有大部份的香港人

都可以結婚，為什麼我們不可以？ 

亞力：   有個法律的認可，就可以得到許多大家想像不

到的保障。一些既有但大家想像不到的東西。

好簡單，例如報稅，為對方做一些遺產，大公

司的醫療保險，房屋津貼等福利，都係需要一

張婚姻證書才能夠得到。這些對身邊人的保

障，除了是實際問題，也是一種愛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