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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編輯室

2020 年協會以「回應馬其頓的呼聲－拓展國際．深耕台灣」為題，邁入「國際元年」。不僅走入
國際，成全海外華人教會，更要深耕台灣；透過分享傳遞，將這份對受同性吸引族群的愛與接納，分享
至台灣各個角落。

去年在神的恩典帶領下，協會走進台灣西部沿海鄉村與美麗的東海岸部落。走進原鄉才能腳踏實地
感受原鄉之美：絢麗的色彩、圖騰、雕刻、景色，和一張張深邃輪廓的臉龐與此起彼落的爽朗笑聲⋯⋯
美──已不足詮釋原民部落的壯闊。

然而在這壯闊綺麗的背後，我們也看見部落同樣面對性別身分混淆的困惑，甚至在一些家庭中，這
樣的困惑成為一個家庭、乃至整個部落的極大張力。當談及性別議題與原民文化時，許多人以為那是原
民文化「母系社會」體系所造成的影響。這樣的刻板印象反而形成文化誤解，甚至加深了台灣長期以漢
人為主體的社會體制，框架原民部落的文化鴻溝。

世代以來，台灣這塊土地孕育各族各民，族群之間的相處從誤解、和解，到學習理解與了解；從共
存、共融到學習尊重與共好。唯有彼此理解，才能互相連結；唯有互相連結，才能在合一中經歷祝福。
在這裡我們看見的不是「偏鄉的孩子」，而是台灣「共同的孩子」；看見的不是「偏鄉的教會」，而是「基
督的教會」。聖經的話說「我在哪裡，我的僕人也將要在那裡」;需要在哪裡，走出埃及也將要在那裡。

本期＜主題放大鏡＞邀請原民牧者及長期關懷原鄉的部落社區工作者接力分享，從原住民族母系社
會的性別觀、台灣近代史的變遷如何影響原民社會，到牧養與關懷層面，透過不同視角看見這塊島嶼的
屬靈長子──原住民族與部落的需要。

回應馬其頓的呼聲－ 
拓展國際．深耕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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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給學校的孩子們出了一道札記題目：一段想改變的歷史。不約而同地，班上許多原住民學生們都寫下
那幾段被殖民者統治的過去，甚至有人寫道：「如果漢人沒有來台⋯⋯」讀著童趣未泯的字跡，令人莞爾，但
也在字裡行間讀出孩子們對於自己的族群歷史存有的迷惘，甚至憾恨。

不論是求學階段或是進入職場，身邊總不乏原住民的朋友們，他們的笑聲充滿著渾然天成的魔力，為周遭
染上歡樂的色彩；舉手投足間流瀉出鮮明獨特的個性。與他們的對話常讓人捧腹不已，再怎麼平淡的對話，只
要加上純正的「原鄉語助詞」，就像注入了溫度，具體而微地把部落文化刻劃為一聲呼喊。與這群真正的「臺
灣子女」相處日久，越發能感受到他們的氣質是上帝賜予的一份禮物──一股自帶光芒的魅力。

然而，在陽光性情的背後，他們也會傷悲，甚至對自己感到惶惑。

學校裡有一位布農族女孩，率真的性格使她心中的情緒全寫在臉上。猶記得剛認識她的時候，某天她從長
廊的另一端向我欣然奔來，突然的熱情嚇了我一跳，問其緣故，她燦爛地說道：「老師，我今天很開心！」語
罷還附上俏皮的鬼臉。相處一陣子後，我卻隱約感受到女孩的內心深處有道鎖，不輕易向人敞開。我常稱讚她
的開朗與俏麗，但她的反應卻是嫌惡與否定，好不容易建立一些成就與自信，卻又會輕易受挫而自我逃避。我
看見一位擁有爛漫溫暖性情的女孩，因著內心受的傷，披著一層忽冷忽熱的武裝。

陪伴這位布農族女孩整整一年，期末那天女孩在全班面前表達感謝，也對那些曾以言語傷害的同學道歉。
在流淌的淚水中，班上響起了真摯的掌聲。

這位布農族女孩其實是許多原住民孩子們的縮影，他們擁有上帝賜予獨特而綺麗的生命，但在樂天知命的
言行背後，其實隱藏著對社會的憤懣，或是對自我價值的疑惑。部落是原住民族群安生立命的家園，但部落之
外的世界，是否有屬於他們的「獵場」？

面對原住民族群，或許我們該叩問的是──能不能在主流之外，看見不同族群的精采？又能不能因為理解
差異而懂得寬容？抑或是我們以為看見了整個族群的文化需求，實或不然？

原住民的不一樣，但也一樣。每個族群、每個生命本來就值得被愛，值得被細膩地善待。幸運如我，能竟
日與原住民的孩子們相處，翻開他們的生活札記，彷彿也沉浸在他們的世界裡，用生命相互對話、感受臺灣最
質樸的驕傲。

翻開一頁驕傲─
我眼中的原住民孩子
文｜阿默

Photo by Eric Ward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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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花蓮縣光復鄉的＜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在這
阿美族聚落間長期陪伴著東部地區的原住民族。彭伯華秘
書長雖然不是原住民，但因著丈夫的阿美族血脈，一同回
到這片土地生活。雖然原住民的生活圈與平地漢人已有很
大的交集，但彭秘書長在搬回花蓮縣的這段時日，仍深深
地感受到其文化差異。

＜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二十多年來投入許多時間及
精神，戰戰兢兢地與部落維持謙卑互動，因為他們明白這
是一場跨文化的交流。彭秘書長分享剛開始進入部落時，
常借不到部落的場地，有時借到場地也會被趕走。後來她
才明白原來常有外地人以「做好事」為名義，藉機佔部落
的便宜。

原住民與大地為伍的生活，一切文化的傳承與大自然
習習相關；如果不花時間去了解、建立信任關係，那麼再
好、再有意義的價值觀也不能被部落所接受。

談到如今性別議題對部落的影響，彭秘書長認為並非
單單討論課程教不教的問題，而是部落文化本就不同於漢
人。如果教育系統未全然了解原住民的文化背景，僅用單
一性的教育原則教導性別議題，很可能侵犯了原住民的文
化，進而造成傷痕。

彭秘書長強調關懷重點在於：「有感覺就會發現問題，
有問題才有機會連結。」人的「需要」始於發現問題，唯
有發現問題才會尋求信任的人處理；這正是＜啄木鳥＞在
花蓮推行的工作。雖然這樣的節奏對如今的社會而言看似
缺乏效率；但「效率不等於解決問題」，只有真正的了解、
認識、接納與傾聽，才能讓信任一點一滴地被建立。如此，
當看見問題時，也才能讓人品嚐到好東西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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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juan pablo rodriguez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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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部落
文｜ Jovie Yang

抵達台東時天色已暗，飛機降落前望向窗外，透過小小的窗景看著夕陽漸漸沒入東部蜿蜒的海岸
線。這裡的海岸線好長，從空中俯瞰真的好美，若是白天的風景，肯定讓人屏息！

晚上的太麻里很安靜，猜想這時候大部分的人家都睡了吧。接待我們的是一位排灣族大哥，在機場
接機時他顯得很靦腆，整路幾乎沒說上什麼話。直到晚餐時間聊到這幾年很熱門的紅藜，大哥的話匣子
一下子打開了，深邃的雙眼也炯炯發亮。

大哥家裡務農，退休後除了種紅藜，也種過小米、釋迦⋯⋯。話題從這些作物的價格、生長季節，
到哪些作物就是要台東甚至是太麻里本地種植才有好品質⋯⋯；言談間可以看出大哥真的對於務農，或
著說對這塊土地有深切的熱忱。除了聊作物，大哥也分享耕作生活，聊到部落在採收期會以「換工」的
方式輪流支援不同人家的採收，彼此幫忙就不必額外花錢雇工。

在此起彼落的交談聲中，有個詞彙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漢人」。

「現在東海岸土地幾乎都是漢人買走了，以前是原住民的水田，後來漢人來了，漢人比較有錢就跟

原住民買土地。現在東海岸的土地都是漢人的。」

「這個部落叫大王村，下面那邊是太和村，大王村是原住民部落，太和村是漢人部落。」

「漢人吃紅藜會整個連殼吃。」

我的生活裡不太有機會聽到「漢人」這樣的詞彙，也鮮少如此描述自己。一方面這令我感到新奇，
另一方面卻又如此真實地體驗到自己與部落文化之間的差異。然而差異卻不使彼此疏遠，乃是在彼此的
異同間因為渴望連結而有著一份深切的理解。這讓我不禁想起王永信牧師曾以「新的未得之民」描述受
同性吸引的族群。若是只見其「異」，則無法跨越族群與文化的藩籬，看見生命的共同需要──與真正
的源頭連結，活出被賦予的命定。

若是只見其「異」
	 則無法跨越族群與文化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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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與漢人
性別文化下的女性

文｜ Ebay 前高中教科書科目企畫

近日上映的一部韓國電影《八十二年生的金智英》，描述韓國社會對女性的身分和期待，讓家庭主
婦金智英為了生活而隱藏心中的本性與夢想；也因此產生了精神疾病，藉此說出沉澱已久的心裡話。華
人社會深受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觀念的影響，例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確立了女子必須
「三從四德」。不論是韓國、日本或臺灣，女性自小被期待為文靜、賢慧、優雅⋯⋯，而「男主外女主
內」、「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女人」⋯⋯等思想，似乎影響華人女性以犧牲自己、成全家庭，
為天經地義的事。

原住民社會有著全然不同於漢人的性別見解。筆者本身是半個噶瑪蘭族，家母為撒奇萊雅族與噶瑪
蘭族的後裔，與母系社會的海岸阿美族為鄰，隱匿在阿美族底下的撒奇萊雅族與噶瑪蘭文化漸漸與阿美
族文化相似。

雖說阿美族為母系社會，但並非意指「重女輕男」，而是有著自泛靈傳統文化襲來的性別尊敬與詳
細分工。在傳統阿美族泛靈文化中，有代表女性及男性的群靈，因此阿美族的日常生活，以「性別」作
為事務性分工，比如女性負責釀酒、男性負責藤編、捕魚。若是不照著行，可能會影響結果或收成。以
海岸阿美族的豐年祭為例，第一天由男性負責迎靈、第四天由婦女們進行送靈，最後一天為儀式後的慶
祝和家族聚會，男女之間有其各自的分工。在此也破解了「阿美族的女性不能參加海祭是因為女性有月
事，是污穢的。」這樣的迷思。

描述至此，你可能有這樣的疑問：此種性別分工算不算歧視呢？對於阿美族文化而言，這樣的生活
方式並不具有偏見，而是強調工作分配的不同。唯有深入了解，才能跳脫框架地認識並尊重各樣文化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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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外來政權一貫性原則的介
入，造成原住民面臨部落文化及生
活的衝擊。政權更迭、文化替換，
拉開了原住民與平地漢人在思維、
想法與信念間的距離，原住民終至
走向社會體制的弱勢族群。看似完
備的原住民政策，仍以平地漢人文
化為核心，甚難依循傳統原住民文
化以建立完整族群架構。

本人身為原住民牧師，都不見
得完全了解自身的文化內涵，更甭
提平地漢人。以阿美族母系社會的
概念為例，很多人將此概念解讀為
一切決策均以女性為主，實為誤解。
阿美族母系社會的起因為：族內男
人需要外出狩獵或打仗，為了族內
財產的延續，男人要以入贅的方式
嫁入女方家裡，好讓待在部落的女
人存留經濟及宗族，也能讓男方認

真地看待婚姻關係，因為女方家人
有權與丈夫離婚；決議族內或家庭
中的重要事務時，則由「男人」來
決定，部落的領袖及決策者亦為男
性，並且部落非常講究生活上的論
理與次序，這與漢人入贅的文化相
當不同。

此外，原住民的生活與土地息
息相關，在文化傳統上為了保護部
落，族人的凝聚與關係非常重要，
衍生出「凡物共用」的生活信念
──彼此分享、彼此幫助，少有「交
易」的模式，或是採「以物易物」
的方式；因此在阿美族語中，並沒
有所謂數字的概念，於是當平地漢
人帶入金錢交易的行為時，對於阿
美族人或大多數的原住民族群而
言，沒有數字概念的他們往往屬於
吃虧的一方。

當金錢交易及平地文化透過教
育系統的介入，原住民單純的文化
漸漸變調，為了生活依循大環境的
方式與規則。先天上，原住民屬於
相對的不平等，不論是教育、政策、
經濟行為都以漢人的思考方式為主
體；「從一開始」就排除了原住民
的文化，原住民被迫在不同等的位
置上學習與生活，產生程度上的落
差，進而衍生出不合適的生活方式。

舉例來說：日本政府時期的「慰
安婦」政策，對生活單純的原住民
而言，帶來非常巨大的影響。看似
改善了部落家庭環境的經濟，然而
伴隨而來的卻是人口販賣現象，與
對「人」看法的扭曲。再加上社會
環境的落差，使得原住民長期處於
一種不平等的身份。

口述｜阿慕怡　花東原住民牧師　　整理｜朱正威．楊易瑄

大時代下的部落．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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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Matt Tsai on Unsplash

雖然近幾年族群意識抬頭，政
府開始正視原住民的文化權益，但
長久被破壞的文化價值，仍難以讓
原住民得到族群上的自我認同。許
多在都市成長的原住民孩子們，常
常因為其原住民的身份，莫名受到
言語及行為上的霸凌。近年來臺灣
經濟起飛所帶來的富足，也無法提
升原住民的自我價值，反而減少了
孩子們與自身家庭的連結。

部落的父母親在能力與學習方
式均不如平地漢人的情況下，只能
以勞力換取經濟上的溫飽。但工作
機會不是進入深山、就是遠赴都市，
家庭陷入長期的單親、隔代教養，
甚至是獨立照顧弟弟妹妹們；這樣
的狀況下孩子的自我形象得不到完
整的面貌。「家庭的不健全」是原
住民族在世代變遷下所承受的痛

苦。使得這群原住民孩子們因為缺
乏家庭的肯定與溫暖，更看不清自
己的樣子。一旦進入平地文化的教
育體系，自然只能依靠「環境」來
找到認同。

但這樣的認同完整嗎？以平地
漢人為主體、缺乏原住民傳統與習
慣的體制，如何能合宜地陪伴、關
懷這群原住民孩子們？當他們得不
到家庭的認同與保護時，又怎麼有
能力去分辨社會上的價值觀，進而
正確的看待與認同自己的身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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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說「母系社會」對原住民族性別認知帶來影響，
我更認為上一代家庭情感崩解、配偶之間情感分崩
離析，才是對下一代真正影響最鉅的根源問題。我
認為「母系社會」並不是原住民族世代的破口，而
是家庭中人人都需要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
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當家庭能對齊愛與尊重的核心，我們的下一代才能
在成長中肯定自己：肯定自身的性別，肯定自身的
性別氣質，肯定被創造的價值。在肯定中尋回認同。

「你雖然被撇棄被厭惡，甚至無人經過，我卻使你
變為永遠的榮華，成為累代的喜樂。」

聖經　以賽亞書六十章 15 節

我認為教會要先接納受到同性吸引者、對自身性別
感到混淆者，要對來到教會的朋友一視同仁，這是
幫助部落年輕人重建性別認同的第一步。當教會採
取接納的態度，才能營造健康的環境，使每一個來到
教會的人經歷安全感。不論他／她在生命中遭遇什
麼樣的議題，能在愛與關心、保護與鼓勵的環境下
慢慢敞開自己，認識真理的教導及信仰生活的操練。
最終活出聖潔，接納自己被創造的樣子自由生活。

10

人物觀點

文｜羅寧沛師母

文｜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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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面對離別
心中總有無限哀愁
哪怕是淡淡的
都能使我鬱悶好多天

曾幾何時
面對離別
發現自己變得堅強
也更能享受關係中的自由

一份特別的關係
禁得起考驗
相信「時間」與「距離」
驅使這份關係更加穩固與堅定

現在的我喜歡孤獨
因為可以　自在作自己

我享受孤獨
年紀愈大愈珍惜這樣的時光

尤其在　結婚之後

孤獨與獨處有何不同？
似乎都是獨自一人

獨處雖看似一人，內心卻有許多的事物與掛慮
孤獨　則是心靈與世隔絕的狀態

過去的我經歷到孤寂感時
常不自主地陷入自憐與被遺棄的感受
現在　因為內在的自己愈來愈健康

孤獨　我不再抗拒與害怕

11

同

言

同

語

離別

孤獨

文｜ Linda

文｜小秋

Photo by CH Claudio Schwarz purzlbaum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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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
充滿著刺激與興奮感
開心自己找著真愛
只想天天與對方膩在一塊兒
不願與別人分享
因此
有了許多謊言
開始欺騙家人、朋友、同學

當刺激與興奮感退卻
現實與壓力浮上檯面
無力與不開心
想分手又捨不得
因我已付出真情

最近心情非常焦慮
總覺得時間不夠、事情做不完

有時會想
這真是我要的生活嗎？
我真的別無選擇了嗎？

我知道
每當有這些想法浮現

代表我想逃避、不去面對
但

又能躲多久呢？
該學的總是要學

逃也逃不了多久呀！

轉念之後	有新的眼界
事情依舊、感受不同

湧流著無限希望
如小溪潺潺

12

矛盾

轉念

文｜小姜

文｜美果

Photo by Clem Onojeghuo on Unsplash

Photo by Alex Wolfe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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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從臉上漸漸滑落；順著淚痕，每一滴傷心都找到了回家的路。

伴隨著咆嘯的訓歌，有節奏、無眷戀地滴在我心裡。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用「吼」
來丟棄「說」，用「衝突」來打碎「平靜」？分貝築成了一道無形的牆，翻不過的無助佐
著陌生的父母，我的爸媽不再是我的爸媽了。

重女輕男的爸爸比翼重男輕女的媽媽，看似巧妙的平衡卻讓一個孩子無法認清責任與
義務。幼小的心靈以為可以用哭泣取得關愛、用可憐製造朋友；不料被年紀貶值到買不起
同情，最終只換得笑柄。討好和偽善催促一個兒童從自然走向適應，遺失了臉上最真的微
笑，植入的是心裡最深的定罪。	

嚴苛的父子關係奪了一波效習父行的契機；溺愛的母子關係搶了一抹分辨母愛的思量。
我不會當男孩，但也不敢當一個女孩。當我還在夾縫中瞻前顧後時，童年卻已悄然無聲地
把我推給了青春。	

我還不懂什麼是愛
呢！我還不會與人相處
耶！卻已深陷名為人際的
泥淖中，需要認同卻誤植
為排擠，想要討喜卻沾黏
上霸凌；只好狼狽不堪、
灰頭土臉地走入學者的殿
堂，用淺薄的思緒開始意
會什麼是討好，以膚淺的
世理開啟反思自我的過
犯。原來在失衡的天秤中
要找到中道不是我想得不
夠多，而是我錯把偏激看
為智慧、短視看為成熟。

情感的世界附有導航嗎？愛戀的出路能問 Siri 嗎？情竇已開，未料所戀非人；其願難
成，破碎的心拼不回一個完整的自己，只能在錯誤的關係中極盡所能地控制及索求。仰賴
謊言與幸福接軌，倚靠手段向真實宣戰，付出有限時間去填補無限慾望。然而在人生的分
岔路才驚覺，又被歲月和現實擺了一道。

歲月是擅於掌控行程的職人，無論你的前段飽經風霜或是無邊風月，它都幫你好好打
包所有情緒及回憶，拎著你向前走。驀然回首才發現已錯過了好多當下及可能。總想重來
一次，盼望二度人生，以便完整曾經失去的、豐富過往不足的；但無情的是時光，無助的
是身在當下的自己。如何讓無奈轉為無悔？使無助變為無懼？只能牽執幼兒時的是非，接
納學齡前的單純，使兒時和現時重緣；愛曾經缺愛的，擁抱未曾呵護的；讓童年成為生命
的初心，走往成人狀態的世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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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於《走訪童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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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幼軒博士
http ://www.yuanyouxuan.com/

✽ 真善美教學資源分享網（適合一般家長、老師）
http ://www.goodl i fe-edu.com/home

✽ 敢於不同國際聯盟籌備會
https ://www.daretochange.us/

✽ 黃偉康博士
http ://www.chr is t ianmenta lhea l th .com/

✽ 新加坡｜ True Love Is
ht tp :  //t rue love is/

✽ 新加坡｜ Choices Singapore
ht tp :  //www.coos.org .sg/

✽ 香港｜明光社
http ://www.t ruth- l ight .org .hk/

✽ 香港｜新造的人協會 New Creation
http ://www.newcreat ionhk .org/

✽ 馬來西亞｜基督裡得自由 PLUC
http ://p luc .org .my/

✽ 美國｜ Restored Hope Network
ht tp ://www.restoredhopenetwork .org/

✽ 《愛的尋覓》線上閱讀 Android 版
http ://b i t . l y/ebook_seek ing love_a

移
動
圖
書
館

《同性戀是不是天生的？》
亞洲第一本跨虹者真實揭露，探討跨世代焦點議題

關心 LGBT 的人都該真心看待，每個人都需正視的生命課題

「我的故事很慘，原先我也不敢站出來，很怕家人看到。但，
只要看到我故事的一個人，哪怕只是一個人，因此而走出痛
苦，找到真我，我就值了。」

本書的 15 篇生命故事所觸及的範圍，超過想像，它包涵了同
性戀以及同性戀者真實碰觸到的、許多生命深層幽微的痛苦與
掙扎，是您我也可能聽見或遇過的。懇切地盼望讀者們可以用
一種寬廣及尊重的眼光，來看待這本書中的每一篇故事及每一
位主角，盼望每個人都能用更寬闊的心、更多的愛，來修復彌
補這個社會的裂解與傷痕。

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出版品
書籍

◆ 愛與學習－認識陪伴同性戀手冊

◆ 知與力行－關懷同性戀教戰手冊

◆ 同前同行－一名前同性戀者的心靈筆記

生命故事
◆ 不再是我：同性戀兒子與心碎母親的歸家之路（校園書房）
◆ 心回意轉：一位女同志不可思議的信主過程（改革宗翻譯社）
◆ 同性戀是不是天生的？（愛傳協會）
◆ 蛻變（為愛裝備）
◆ 跨越彩虹（愛傳協會）
◆ 同志有路（新造的人協會）
◆ 給最後女友的信（新造的人協會）
◆ 同話．家（新造的人協會）

兒童・青少年
◆ 蝴蝶朵朵（字畝文化）
◆ 基督教性教育學堂系列（USB 版．飛鴿傳播）
◆ 何師母兒童性教育系列 1（4-6 歲 ) （USB 版．飛鴿傳播）
◆ 何師母兒童性教育系列 2（7-9 歲 ) （USB 版．飛鴿傳播）
◆ 何師母兒童性教育系列 3（10-12 歲 ) （USB 版．飛鴿傳播）
◆ 不能不說的悄悄話，孩子的性教育從愛教起（宇宙光）
◆ 性別有自信，孩子更快樂（校園書房）
◆ 你們在教我孩子什麼？從醫學看性教育（校園書房）
◆ 向性壓力說 NO ！（道聲）
◆ 男生幫最難的考題（校園書房）
◆ 性別平等教育：教學資源手冊（心理）

影像音樂創作

◆ 《一道潛流》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二十週年紀念創作集

◆ 《彩虹的另一端》DVD

◆ 《回轉！就是現在》2010 關懷同性戀國際研習會 DVD

◆ 《愛裡飛翔．自由成長》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十五週年紀念 EP

◆ 錢玉芬教授講座 1 －童年經驗對生命的影響 CD

◆ 錢玉芬教授講座 2 －情愛世界裡的謊言與真相 CD

性別議題
◆ 聖潔性戀：性戀沒有灰色地帶（道聲）
◆ 同性戀的十字架 2：

從生命掙扎中的叩問到靈性的願景（印象文字）
◆ 消失的性別界線－性別議題專刊 增訂版（校園書房）
◆ 席捲全球的性革命（聞道）
◆ 從性轄制得釋放（以琳）
◆ 愛，放對位置（校園書房）
◆ 正看性別危機：更新眼光，帶來轉機（校園書房）

心靈恢復與成長
◆ 一路愛到底（異象工場）
◆ 最美好的那個妳，一直都在（格子外面）
◆ 麻雀變鳳凰（校園書房）
◆ 記憶的鏡子（愛家）
◆ 情緒的鏡子（愛家）
◆ 每一天練習照顧自己（遠流）
◆ 過猶不及：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線（道聲）
◆ 改變帶來醫治（學園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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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燈

人

面對陪伴受同性吸引家人的徬徨無力、價值觀衝
突、關係張力與溝通疏離，＜台灣走出埃及輔導
協會＞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地為家屬預備一個
溫馨、安全的空間，讓家屬間彼此交流、互相支
持，彼此共學與打氣。透過神的愛，更新我們的
眼光，讓愛無礙。

【相關資訊請洽＜愛老師諮詢專線＞】

歡迎個人、機構免費索取協會季刊，如需訂閱或
退訂，請掃描QR	Code。

如果您對季刊文章有任何回
饋，或有意願投稿，請來信：
media@rainbow-7.org.tw

＜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致力於成為
友善橋樑，透過講座、專題、完整培
訓課程、營會、團契、音樂故事分享
會⋯⋯等多元方式，呈現真實生命故
事、陪伴經驗談、理論探討及討論問
答，幫助與會者認識同性戀族群的不同
面向，進而學習實際
關懷、陪伴同性戀者
及其家人。歡迎教
會、機構、社區單位
線上預約邀請。

＜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為想尋求生命可能性的受同性
吸引者預備了安全、健康的環境，透過整全的全人關顧系
統，陪伴性別困擾者找回真我。相關成長團體內容包含：
OPEN講系列、藝術成長團體、厚愛團體（HIV+）⋯⋯等，
以長期、自發、多元、豐富的互動方式，探尋生命價值與
方向。

【相關資訊請洽＜愛老師諮詢專線＞】

愛老師諮詢專線是為面對同性吸引感到掙扎的朋友、其

家人、配偶，與相關陪伴者的電話諮詢專線，陪伴您的

心得著平安，讓家重啟希望。

愛老師諮詢專線

｜總部（02）2700 − 2177、2700 − 2377
｜中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04）2233 − 0732
｜南部（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07）269 − 5707
｜服務時段：週二－週六｜ 10 點 -12 點｜ 13 點 -18 點

家屬讀心會－家屬支持團體

免費索取季刊

培訓與講座

成長團體－給面對同性吸引感到掙扎的你／妳



愛老師諮詢專線
｜總部（02）2700 − 2177、2700 − 2377
｜中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04）2233 − 0732
｜南部（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07）269 − 5707
｜或透過電子郵件來信諮詢 services@rainbow-7.org.tw

厚
愛

用厚厚無條件的愛
與HIV＋的你一同前行

團體次數　每週一次，共計 8 次
團體人數　3 − 8 人（滿 3 人即開團）

對　　象　有 HIV ＋與性別困擾的基督徒
相關諮詢　請洽各區《愛老師諮詢專線》

HIV ＋是對生命的一場重擊
不論現今的醫療何其先進
讓生命得以穩定延續
但無法掌握的未來人生
這 會是相伴一輩子的課題

這是一個陪伴有 HIV ＋與性別困擾基督徒的互助成長團體
HIV ＋與性別議題所帶來的沉重，能與誰分享呢？

厚愛團體，與您一同來探討醫病關係、自我保健＆照顧、疾病的印記、
告知的藝術、如何面對憂慮、以及基督信仰的眼光

厚厚的愛，出於賜生命的創造者

-------------------- 若您正面對相關困擾，邀請您加入我們，一同前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