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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者的從軍觀察
文 / 黃琴愛

男跨女的跨性別者，如果尚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在轉換期間，必定面臨兵役
問題，如果無法順利的以性別不安的原因免除義務役，仍舊必須入伍，該如何安全退
役，這是許多類似生命處境的男跨女跨性別者共同的生命提問。本文分享我自身在軍
中服役的經驗，我不只是在民國 100 年（2011）完成義務役，甚至進一步的選擇當職
業軍人，101 年（2012）考取專業軍官班「政戰」官科，在 107 年（ 2018 ）以上尉心輔
官退伍，退伍當年立即投入臺大醫院進行身心評估，在 109 年（2020）8 月完成「性
別重置」手術。作為一個跨性別者，選擇志願役軍官職業時，很多朋友都非常驚訝，
圈內的姐妹，尤其不敢置信，因為進入軍營跟一群男生生活，對男跨女的跨性別而
言，在軍隊生活跟恐懼不安等於劃上等號。

 
在家人面前做自己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在國小的性別自我探索尚未完整，只知自己個性較女性化
也以為自己是個同性戀，在「霸凌」這個名詞尚未普遍時，許多對個性較陰柔的男
生形容詞，不外乎「娘娘腔」、「死人妖」、「陰陽人」……等等，一開始聽到會很難
過，甚至洗澡看著自己的生理外觀會非常厭惡，幸好國小五年級的導師，給予我很
大的信心，叫我勇敢做自己，於是我開始選擇不再壓抑，勇於做自己後，渡過國中
面臨青春期的尷尬武裝、及迎來高中舞會第一次著女裝那種心理澎湃感的出櫃；但
是家人一開始是反對的，當發現我有這樣著女裝的行為，母親以為我「不正常」，
甚至帶我去高雄醫學院檢查染色體或賀爾蒙是否異常，結果數據皆為正常。母親對
於這樣的結果，只是慶幸不是生理結構上出了問題，她甚至認為只要再多跟我溝通
或說明我身為長子、長孫的家庭位置，如果我知道自己的責任，也就能好好的從跨
性別變回她期待的順性別，母親並不知道這本來就是天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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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跨性別者，依照規定，本來有機會檢附所謂的性別不安證明，去辦
理免役。但大學音樂系畢業後，跟家人討論後，不如把興趣跟職業相結合，直接簽
下志願役去空軍樂隊，受訓期間，一切規劃好的藍圖就因為不適應軍隊的高壓管理
模式和與自己原本計畫研究所畢業後去國小任教，存到了錢就去做手術的期盼有落
差，決定退訓轉服義務役。

進入軍旅生活開始，因為之前感情的陰霾一直揮之不去，在等待撥交前，當
下種種的情緒焦慮與對未來的徬徨，及在軍中諸多不適應而踟躕不前的情況之
下，發生了「自傷」事件，醒來後人已經在醫院，手上縫了好幾針，心輔官看了
我的私人日記跟大兵手記，略知我的情形，於是立刻建議安排轉診到身心科去就
醫，回到營區，母親已經在那邊等候，無數的眼淚與抱歉充斥整間房間，是自己
當下無法控制情緒，只想逃避一切，藉由生理的痛來掩蓋心理的痛楚，當時完全
沒能力考量到家人的心情，真的非常的不應該，不過也在當時，家人完全不反對
我跨性別的身分了。

本來醫生建議我辦理停役，但家人希望我把兵役服完，要到新單位前，輔導長
已經有跟所屬幹部叮嚀，有一個心輔個案要來單位，也就是說，自己是跨性別的消
息早就傳開了，所以剛到新的單位時，大家異樣的眼光幾乎快讓我窒息，我也害怕
面對人群；但是人相處久了，藉由交談、平日
任務的共事，大家逐漸了解我，我也不怕大家
說我娘娘腔，就像我在高中的時候，當遇到別
人的指指點點時，我就順勢利用「自我解嘲」
的方式，甚至表現一副「那又怎樣」的態勢，
翻轉成自己的正向力量，大有我就是娘娘腔，
那又怎樣的態度，進而改變別人對自己的看法。
於是在諸多長官及同儕的幫忙下，也算是一種

「性別友善」，讓我順利完成一年的義務役。

跨性別者的從軍觀察

▶ 琴愛於演奏會拍攝的宣傳沙龍照（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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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Q 族群在軍中的挑戰
短暫的一年軍旅生涯也悄然讓我萌生

一個念頭，在軍中有許多「LGBTQ」族
群的人，其實他們過得生活是很壓抑的，
那為何自己不去協助他們呢？於是也順利
考取軍官班，在當我要下部隊任官時，我
的隊長告訴我，希望我可以隱藏女性化的
特質，否則領導統御幹部和各級軍士官可
能都有困難；基本上我心中還是聽從了隊
長的那番話，因為我不知道，下了部隊，
我會遇到或面臨怎樣的幹部，在我們的認
知，部隊的想法還是趨於保守的。5 年的
軍旅生涯中，在軍中合理的規範下，我還
是選擇做我自己，在輔導過不少個案中，
反而男同志跟跨性別來被輔導比率比女同
志、女生多，雖然軍中一直倡導性別平
權，但幾乎著重「性騷擾防治」上居多，
多元性別與性別友善的議題鮮少被提及，
有許多「LGBTQ」族群依然武裝著自己，
像我有個義務役時的學長，在當時，他在
我眼中，就是個非常陽剛霸氣的男生，殊
不知多年後，他私密我臉書，說他是個跨
性別，我整個嚇到，當初那位陽剛味極重
的學長現在竟是個長髮飄逸女人味十足的
跨性別者，他說當初因為自己不勇敢及覺
得先天條件沒有具備太多女性化的特質，

怕表現出真實的自己，會衍生很多不必要
的麻煩，雖然曾有一度想跟我多聊聊，成
為好姐妹，但是擔心被知道了跨性別的身
分，自己也要被開案，成為心輔關懷人
員，他也就沒有多說，直到他退伍後Ｎ年
後，開始做自己，包含女性化的打扮及要
打算走變性的路程，才勇於敲我跟我分享
她的心路歷程。

男生雖然可以用「性別不安」之病
名辦理停役，礙於多數因家庭、工作等因
素還是選擇入營，所以在很多的團體生活
中，對他們而言是非常不能適應的，但在
現有的規範下，軍隊不會因某人是跨性別
者就特別配合他，主要還是以身分證上的
生理性別來規範，無法在寢室、廁所、人
員訓練編制作異動，軍方的固有思維便
是，任何一個人進來了軍方，就必須適應
這個環境，而不是要環境去適應個人。所
以當我在輔導「LGBTQ」個案時，自己比
較是竭盡能力傾聽他們、陪伴他們，在能
力有限的範圍內，盡最大的努力協助他們
調適。像我輔導過的個案就有性別氣質陰
柔的男兵，在剛到我們單位時，常會被當
作性霸凌目標，例如：在用餐時，有的同
袍就會拿香蕉或香腸，做出猥瑣的表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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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或假裝拿槍射擊，或是言語上用雙
關語，你應該很會幫人打手槍等等，來問
那個男兵你會不會？你要試試看嗎？諸如
此類的困境。所以當他來找我晤談時，我
便用自己曾經使用的「自我解嘲」方式來
跟他分享，給他反擊的力量。

 
建立軍中的「性別友善」空間

從我擔任輔導長的過程中到退伍，
部隊對於多元性別的認知過於狹隘及充滿
偏見，我在基層部隊遇到類案時，反映與
上級長官，發現他們對於多元性別者的認
知差異還是很淺薄，往往只會建議轉介上
一級心輔官或醫院身心科。事實上，軍隊
同社會一般，污名與歧視所引發具有敵意
且帶有壓力的環境，導致多元性別者承受
了較大的心理壓力，也造就了多元性別者
群體有較高比率的精神疾病與心理困擾，
更嚴重是他想退役，家人卻又不同意，甚
至可能衍生自傷意念。

因此，促使我思考著如何讓以軍中
既有的專業輔導三級體制，幫助一般部隊
生活適應障礙的役男外，也能切實看到多
元性別族群不同的需要，協助他 / 她被看
見和被理解，像我輔導過跨性別的個案，

一開始她是真的很想逃離部隊的環境，經
家屬聯繫，但家屬不想答應讓她停役，深
怕會有憾事發生，所以當時我抱著「故事
即是生命，生命即是故事」的想法，用自
己的故事去同理她，進而走入她的故事，
並利用雙輔導人機制，每週的大兵手記筆
談回饋，慢慢讓她卸下心房，單位如果有
春節晚會、團康、才藝表演、可以女樣的
打扮，提升大家對於跨性別的認識，至少
讓她在軍中的環境能夠多一分自在跟友
善，而在這樣的協助下，也確實讓她們平
安完成了義務役，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甚
至交到不同人生領域的朋友，我想用這樣
的方式讓軍隊成為一個對多元性別者友善
的環境。

就我個人經驗而言，在軍中如何建
立更多的「性別友善」空間，可以從「役
前」、「進入軍中」這兩個方向來談。役前
如果很明確地知道自己為跨性別者，就依
照以「性別不安」的證明去各地區承辦兵
役的單位或到各縣市後備指揮部辦理停
役；然而在役男體檢的時候，已經是女生
打扮出現的跨性別者，應該如何避免跟一
群不認識的男生裸身給醫生檢查要承受的
心理壓力跟尷尬呢？所以我的建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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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讓來體檢的跨性別能有個安全自在的空間換裝做檢
查。二、資深護理人員陪同：以我自身之例而言，我的役男體檢是在民國 99 年

（2010），當時已經有浴袍及獨立更衣室換裝，當時的女性護理人員看我穿著打
扮，是讓我獨自進去讓醫生會診，不用跟一群男生一起脫下褲子，這點我覺得
在性別友善方面是很棒的。

即使軍中有完善的三級防處體系及轉介機制，但通常無法及時有效地提供多
元性別者資源和協助，相較於外界的助人專業領域，多元性別者在求助時遭遇欠
缺友善的求助環境、以及諮商輔導人員的多元性別和文化的諮商訓練，晤談不足
等困境。故據此提出：一、軍校應增設多元性別相關課程；二、部隊性別平等及
多元教育的強化；三、外部機構支持資源的引注；四、友善同志或跨性別諮商員
的現身親臨分享；五、輔導幹部（輔導長及心輔官擔綱中間負責溝通軍事幹部與
士兵的橋樑，建立良好雙向溝通管道。這五點，當然這是個大方向，期望軍隊助
人工作者能充實自己在多元性別諮商上的專業知能，時刻反思自身盲點，以提供
有效的專業服務，幫助多元性別者增進其心理健康與福祉。 

▶ 擔任空軍上尉輔導長期間的「黃國晉」。
    （作者提供）

有關琴愛的故事，可參閱聯合報報導 
http://blog.udn.com/pingtungnews/2916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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