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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时代的大潮中，伴随着「耽美文学」等新兴文化的出现，同性恋这个特殊的群体逐

渐走入了人们的视线中。这个群体里的人，同样渴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只因为想牵

起的是和自己拥有相同的性别的人，他们的爱情不被承认。在社会、亲友的压力下，他们躲

进婚姻，逃避着世俗的目光，匆匆娶进一位异性，然后独自舔伤。可是，他们的娶的妻子如

何呢？由于生理的特殊性，男同性恋的妻子往往承受着最无辜也是最沉重的负担。在这份调

查研究中，我们将通过问卷调查、个案分析、博文索引、访谈、数据统计等方法，希望能够

揭示同性恋妻子的生活和她们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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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 

姓名  学号 专业 

邹烨  11300130150 传播学 

夏一菲  11300130122 新闻学 

龚嘉艳  11300130153 新闻学 

谢光钰  12307080068 历史学 

赵赛  10300180044 数学 

王利鸣  11300720084 微电子 

夏梦  11307100336 经济学 

吕雪莹  11307100361 经济学 

施涛  10300140011 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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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有多少人知道同妻？ 

即使对身边已经步入高等教育殿堂的大学生，这同样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 

「同妻是什么啊？」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迷茫地问我们。 

那么，换一种说法呢？「同妻，男同性恋的妻子。」「哦，是这样啊！我懂了。」于是所

有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真的懂了么？ 

最近，央视制作的一个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为老年痴呆症正名》。老年痴呆症广

为人们所知，但是很多人的印象仅仅停留在了“痴呆”的字眼上，很多人不知道，它也是病，

它在医学上还有一个专业的名字：阿尔兹海默症。 

同妻亦然，当我们仅仅只是赋予她们「男同性恋的妻子」的称谓时，我们并没有真正地

走进她们。同妻的群体愈加庞大，也是时候，为她们正名了。 

由于传统观念，中国的男同性恋中有 90%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选择了婚姻，而他们的配

偶大多对此一无所知，与男同性恋结婚的女性配偶被称为同妻。国内的「同妻」人数不少于

1000 万，国内研究同性恋问题的专家张北川估计在 1600 万左右。 

同性恋相对异性恋是弱势群体，但在同志周围，有一个更弱势更隐秘的群体，就是同妻。

她们生活得更边缘，不能发出声音，被传统文化打压，为孩子而忍辱负重，不敢大声申诉。

她们数量庞大，年龄各异。同妻现象是一个最富中国特色的现象，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很

少见到，因为其他国家的同性恋者的社会认同度高，或独身，或与同性同居，或与同性结婚，

很少进入异性婚姻。「同妻」不仅不能得到性生活上的满足，很多还要遭受冷落、漠视和家

庭暴力。 

2009 年 3 月 27 日至 28 日，在山东青岛召开了中国首届同妻会。此次会议由粉色空间性

文化中心发起组织，来自山东、辽宁、南京、陕西、江苏、河南等地男同性恋者的妻子以及

前妻参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的张北川教授出席会议并发了言。与会人员包括九位同妻（同

志妻子或前妻）、一名已婚男同志、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两名粉色空间的工作人员。前来

参加会议的同妻中，已经离异的 4 位，留在婚内的 5 位。与会者年龄最小的 26 岁，最大的

54 岁。会上同妻们组织成立了「同妻家园」草根组织，帮助更多陷于困境的女性。2011 年 7

月，「中国同妻家园」公益网站及论坛正式开放。 

但是同妻问题依旧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是社会伦理不认同同性恋而导致的

畸态的婚姻伦理造成的悲剧，社会理应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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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 

首先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我们这个大学生群体对于「同妻」的看法。因此，我们做了一份

调查问卷。 

本部分运用调查研究法，获得大学生对于同妻现象的观点并做了图示分析。通过此次调

研，我们希望使大学生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同妻的关注度，进而努力改善同妻现状。 

因为样本容量存在限制和统计方法可能存在偏差，所以以下结论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失

误，但总体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调查对象：在校大学生 

调查目的：本问卷旨在研究 

调研时间：2012 年 12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4 日 

调查对象：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部分在校学生 

调查方式：纸质问卷、网络问卷、路人采访 

调研统计人：赵赛 

数据概括 

本次调查共有 296 人完成问卷，其中 131 名复旦大学在校学生，165 名上海财经大学在

校学生。复旦大学在校学生中 112 人通过纸质问卷完成，19 人通过电子问卷完成。 

此次问卷调查，覆盖了上海医学院、中国语言文字学系、数学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内等近三十个专业。年级分布涵盖了一年级到四年级所有年级。 

复旦方面大一占 21.4%，大二占 44.3%，大三占 27.5%，大四占 6.8%。上海财经大学方

面则全为大一学生。 

复旦大学参加调研的男女比例为：男生 47.3%，女生 52.7%。 

上海财经大学参加调研的男女比例为：男生 53.3%，女生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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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0%

12%

上海财经大学

没听说过 听说过但不了解 比较了解

数据分析 

1. 你了解同妻么？ 

 
可见对于同妻情况的了解程度，在复旦大学与上海财经大学之间并无多少区别。从总体情

况来看，将近 90%的同学并不了解同妻。甚至有一半的学生根本没听说过。 

 

2. 你对同妻本人持什么态度？ 

 

 

55%34%

11%

复旦大学

没听说过 听说过但不了解 比较了解

51%
38%

11%

总体情况

没听说过 听说过但不了解 比较了解

76%

24%

总体情况

表示同情 并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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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认为同妻应当怎么办？ 

  

 

 

34%

49%

17%

男性

以自身的爱感化丈夫使之脱离同性恋 趁早抽身离去 将就生活

27%

59%

14%

女性

以自身的爱感化丈夫使之脱离同性恋 趁早抽身离去 将就生活

31%

54%

15%

总体情况

以自身的爱感化丈夫使之脱离同性恋 趁早抽身离去 将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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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能接受配偶的同性恋行为么？ 

 

 

 

 

 

 

73%

16%

11%

总体情况

完全不能 勉强能接受 无所谓

男女在此项问题差异较大，男性

中有 1/3 的人并不反对配偶的同

性恋行为。但是在女性人群中，

这一比例下降到 1/5。 

我们不能说男性的容忍度就高于

女性，实际上有那女同性恋问题

的巨大差异以致我们必须分开讨

论他们的情况。 

我们关心的是女性对配偶同性恋

的接收情况。实际上八成女性是

完全反对的。在我们认为的婚前

丈夫大多数隐瞒同性恋情况的前

提下，我们也可以认为同妻中也

有相当的比例完全反对丈夫的同

性恋行为。 

67%

23%

10%

男性

完全不能 勉强能接受 无所谓

79%

8% 13%

女性

完全不能 勉强能接受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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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对身为同性恋的丈夫的婚前隐瞒欺骗行为持什么态度？ 

 

6. 对于同妻存在的原因，你认为是什么？（多选） 

 

7. 你认为中国法律应当允许同性结婚么？ 

 

53%43%

4%

总体情况

坚决反对 可以理解 支持

45.3%

66.6% 64.9%

同妻现象的原因

44%

35%

21%

总体情况

十分同意，婚姻应当自由 无所谓 不应该，违背传统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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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案分析 

研究背景 

某同妻问题研讨会透露，中国有 2000 万男同性恋者，其中 80%会与异性恋女人结婚，

意味着中国“同妻”达 1600 万人，处境大都极为悲惨。2009 年 5 月 6 日，著名学者李银河

在其博客撰文对「同妻」深表同情，并呼吁广大男同性恋者不要进入异性婚姻。 

张北川教授，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马丁奖得主。

张北川接触同妻的时间长达 15 年，他说：「同妻成为弱势群体，最根本的原因仍为社会对同

性恋人群的无法接纳。」 

具体案例 

同妻之「殇」——飘零的生命罗洪玲 

罗洪玲，女，四川大学韩语老师，讲师，教授科目为初中级韩语。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

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2012 年 6 月 15 日凌晨，罗洪玲因同性恋丈夫骗婚产生轻生念头从

一座公寓 13 楼坠下身亡。 

罗洪玲去世后，亲友们找出她晋江论坛的账号。6 月 13 日，罗洪玲在「晋江论坛」

发帖：「姐妹们是对的。我丈夫是一个 gay，从头到尾，都在骗我。」 

在此前后，当自己同性恋身份被妻子发现后，丈夫程某给罗洪玲发短信：「我

反正觉得自己很无耻。」程某通过短信向罗洪玲道歉：「我就是个王八蛋，不值得

你伤心。」6 月 14 日，罗洪玲首次向母亲透露了离婚事宜。那晚 8 时许，程某通过

微博，向罗洪玲公开道歉：「罗老师，对不起，我就是个 gay。是我骗了你，骗婚的

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自己。」 

6 月 15 日凌晨 3 时过，罗洪玲发出最后微博：「这个世界真叫人疲倦，那么就

让一切都结束吧！」   

两个多小时后，远在重庆的罗大华夫妇，接到程某电话，被告知女儿坠楼。  

60 岁的处女玉容 

致力于同志研究 22 年，张北川是国内接触同性恋数量最多的专家。 

有媒体曾引用张北川的分析，80%的中国男同性恋者会进入婚姻或已在婚内，人数约为

1600 万。 

昨日，张北川对商报记者解释说，「同妻」并不是严谨的学术概念，如果排除双性恋，

真正意义上的同妻数量应该在 1000 万以上。 

这些女性，要么成为同性恋传宗接代的工具，要么成为其丈夫掩盖身份的保护伞。 

在他接触的同妻里，有位 60 多岁的老人玉容，竟然还是处女。「这不等于守了一辈子

活寡。」张北川感慨道。很多同妻，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为了声誉，忍受一辈子。容忍，

张北川并不赞同。 

而走出婚姻的同妻，需要很长时间疗伤，「她们会怀疑一切男人」。再选择结婚对象时，

同妻会不管丑矮穷富，只在乎他是不是同性恋。 

丈夫用脚踩她的脸 

「如果没有孩子，还是早点离开这个婚姻吧。」萧瑶说，理论上，再优秀的女性也不会

对男同性恋构成吸引，因此，离婚几乎是「同妻」们迟早要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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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瑶是「同妻家园论坛」负责人，这个才刚成立的网站，如今会员已近 2000 人。 

「各个省份的人都有，而郑州光她知道的活跃会员，就有三四个。」萧瑶说，其中有位

是研究生，特别出色，但没人知道她背后的痛苦。这些痛苦，萧瑶感同身受，曾经，她也是

位同妻。 

比起一些同妻，萧瑶更惨。冷暴力的同时，她还遭遇家暴。丈夫性取向刚暴露时，还带

着愧疚请萧瑶原谅，但窗户纸捅开，似乎一切都不用再遮掩。萧瑶对家庭的努力被他理解为

某种交换，经常用恶毒的语言辱骂妻子，后来语言变成了暴力。 

没有任何征兆，老公的拳头就会飞过来，有一次，丈夫把她摁在地上，穿皮鞋的脚使劲

踩她的脸。 

在外人眼里，老公内向、腼腆、会挣钱，萧瑶似乎是他唯一的发泄对象。有一次，丈夫

在半夜突然使劲卡住萧瑶的脖子，她突然醒悟，再不离开这个家，她可能连命都会没的。 

尽管伤痕累累，可是萧瑶离婚时选择净身出户，就是为了快点摆脱这个噩梦。在论坛里，

萧瑶才发现，家暴在同妻身上绝非个案，有位湖南的妻子，被打得三个月下不了床。 

案例分析 

同妻的生活大多是不幸的。罗洪玲付出了生命、玉容牺牲了青春、而萧瑶身体上的伤痛

最终惊醒梦中人，让她毅然决然地走出婚姻的围城，卸下了同妻的枷锁。 

同性恋相对异性恋是弱势群体，但在「同志」周围，有一个更弱势更隐秘的群体，就是

「同妻」。很多「男同」有着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在婚后仍然保持着男性关系。为了不再被

家人催促，为了得到一份表面的安宁，这些“男同”把家庭和妻子当成了社会舆论的挡箭牌，

从而催生了「同妻」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在同性恋文化还没有得到大多数公众认可的中国，

同妻的现象则更加严重。同妻生活得更边缘，不能发出声音，被传统文化打压，为孩子而忍

辱负重，不敢大声申诉。而由此引发的家庭暴力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同妻”

的经历往往不为人知，她们正在遭受着婚姻生活中情感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受传统文化和

观念的束缚，多数“同妻”在知道丈夫是“男同”这一真相时，往往会选择默默承受。在这

场同性恋与社会舆论的抗衡中，“男同”们输掉了婚姻的自由，而“同妻”们却输掉了自己

的一辈子。 

无论是四十多年的感情和光阴都给了同性恋者的婆婆玉容，还是婚礼现场被「男

小三」抢婚的尴尬新娘，他们只是被展现出的个案，但嫁给同志，成了他们一生共同

的伤痛。  

4. 来自各方的声音 

同性恋者 

有的同性恋者并非一开始就是同性恋，他们最初对同性恋的看法也与很多正常人一样，

觉得是可耻与恶心的，但是面对「喜欢的人是男人」这个现实的时候，他们也想要放弃，也

想要改变，但却是无可奈何，只能一天天地在与「爱人」的矛盾中痛苦并快乐的生活着。 

同志圈也并不如一些人想象中美好，滥交问题以及所引发的相关疾病也深深威胁着同性

恋者。部分同性恋在其同志圈内是孤独的。他们找不到一个真心付出的人，找不到一个志同

道合的知己，看不到未来幸福生活的希望，他们很寂寞。「在圈子 2 年多了，没遇到一个愿

意真心付出的人，也看不到多少正面的榜样，除了孤单还是孤单。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些

躲进婚姻的人很可耻，但逐渐发现他们才是务实之人，何必为这估计概率千分之一都不到的

幸福反抗亲人，对抗社会，舍弃老后儿孙缠绕的其乐融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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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些同性恋者虽然有着自己的爱人，但是迫于父母的压力，为了能够满足父母关于「传

宗接代」的愿望，让父母不至于在社会上丢脸，他们舍弃了自己的爱人，走上了分手的道路。

「在一起很简单，但却已是奢望，习惯了你对我的照顾，习惯了我对你的依赖，习惯了生活

中只有你，但社会的压力，父母的压力，生活的压力，让我不堪重负。太累，所以离开。」 

而对于同性恋者自身，自卑、自责、害怕被人知晓自己同性恋身份而因此受到众人歧视

的心理也深深影响着他们所作的决定。他们害怕被妻子知晓，从而破坏了原本稳定的家庭生

活，同时，在夫妻生活上，也会因着自己的出轨以及对妻子的冷淡而感到自责，但同时又深

陷在同性恋的漩涡中无法自拔。 

很多同性恋者是脆弱的，他们不想自甘堕落，但又无可奈何。他们想要自由选择、自由

生活，但社会不给予他们生存的空间，在一次次的受歧视与自责中，他们无奈、沮丧、绝望，

不敢相信希望，也无法相信奇迹。 

南康白起，男，辽宁人，同志小说家，在晋江用笔名「白起」，于天涯用笔名「南康」。

2008 年 3 月，南康白起在湘江投江自尽，疑是其男友两年前结婚引发的抑郁症让他猝离人

世。回顾南康所写的带有自传性质的两篇小说《浮生六记》和《我等你到三十五岁》，《浮生

六记》中记录他与“老公”清新温暖生活片段的行文和《我等你到三十五岁》中字里行间的

阴郁形成了残酷的对比，也看哭了许多网友。南康白起最终没有等到三十五岁。他生命的年

轮停滞在了二十七岁的刻度上，徒留生者惋惜。 

同性恋者希望社会能以正常的眼光看待他们，他们只是在性取向方面与常人有异，但他

们同样也有才能，也有创造自己事业的能力。 

随着社会的进步，也有很多同性恋者敢于说出自己的爱恋，敢于为自己而生活。但这种

「敢」，伴随的往往是惨痛的代价，这种「敢」，并不代表着他们不自卑、不自责，只是他们

更看重自己未来生活的幸福，不愿意将未来交到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的手中。 

同性恋的妻子 

很多同妻在婚前并不知道丈夫是同性恋的事实。当获悉时，她们往往已经走入了婚姻

的围城。对丈夫的同性取向，同妻们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并且无法容忍自己成为两个男

人之间的小三。 

但是此时，纵使她们在婚姻中感到孤独、寂寞，经常遭遇冷暴力和长期无性生活，父

母、孩子以及社会的压力已经很难让她们作出离婚的决定。很多同妻对丈夫有很深的感

情，并且因为爱丈夫开始了解同性恋这个群体，给予同情理解，并且想要改变丈夫。但

是，她们的努力往往是不成功的。 

很多女性在得知伴侣是 gay 的情况下仍然决定走进婚姻，大致也是因为对丈夫的爱很

深，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割舍掉，并且相信在自己的深情和努力下丈夫会「回心转意」。但

是，事实上，一个人的性取向除了后天因素的影响外，基因遗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

一些不是双性恋的同志来说，再美丽优秀的女人也是不会让他们产生感情的，这时候，那

些自愿担起同妻身份的女孩便步了广大同妻的后尘，深陷在泥沼中，无法自拔。 

「我的前夫是一个 gay，这是在我们结婚第八年后才知道的事情。当我处在婚姻中，孤

独、绝望和寂寞每天都伴随着我。从怀疑到正视他的同性恋倾向，我用了整整七年。我去

看心理医生，也吃过药，但是一切都没有改善。离婚那年我 37 岁，一切要重新开始。」1 

同妻们的心里是苦涩的。「生活在同性恋阴影下的我们又有多少人来关心？面对压力我

们无处倾诉，对于同妻这个群体普通人们很少了解，可是对于很多专家和学者来说，你们

知道同妻所承受的痛苦，可是你们多少次真正关心过一下我们的生存状态呢？」2「做为一

                                                        
1 「男同性恋妻子的心声」，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210522/ 
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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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同性恋者的现任妻子，我想要说的是：既然自己爱的是同性，就要有勇气不和异性建立

家庭；如果结婚，就要有足够心理准备去面对爱你的女人、面对婚姻生活的真实意义。妻

子们是无罪的。」3 

老师访谈 

针对同妻的一些问题，我们采访了高隽老师（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复旦大学心理学讲师）。本部分为访谈记

录。 

Q：在中国有一个很有独特性的现象，即同妻现象，男同性恋者在一些价值观的影响

下娶了女人。这样的婚姻往往是没有性关系的。你怎么看待这个社会现象？性取向迥异的

人组成的婚姻有可能幸福吗？ 

A：同妻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我只谈一点我的看法。首先我觉得同性恋

男性和异性恋女性结成伴侣关系必然是多样的，无能一概而论，也可能会相处得不错，如

果双方对婚姻的价值观一致，认为无性婚姻也无不可，并能互相尊重的话。实际上婚姻以

爱为基础也不过是近代开始的，而和谐的性也并不绝对能和双方满意的婚姻等同。不过，

大多数这样的婚姻因为多少在一开始就具有欺骗和隐瞒的性质，因此无论丈夫的性取向是

否曝光，婚姻的质量应该都是不高的。 

Q：除了社会因素，是否有一些心理上的因素影响了这一事件？ 

如果要讲个人心理因素，我猜测选择和女性结婚的男同性恋可能本身对于自己的性取

向就报以相对矛盾和复杂的态度，一方面认同“娶妻生子”这样的传统价值观，一方面因

为性取向的关系，无法和妻子维持正常的性关系，甚至对性取向本身持不接受和羞耻的态

度，并认为暴露性取向是一件非常丢脸的灾难事件，所以选择结婚也是缓解内心冲突的一

种方式。不过，对性取向的自我不认同越多，在婚姻中体验到的内心冲突可能就越大，因

为从目前的心理学研究来看，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基本是不可能的。 

A：同妻这个现象是否有缓解的方法，像心理方面的治疗？你又怎么看待同妻这个现

象呢？ 

对于妻子这一方，我觉得首先同妻并不是病态，所以谈不上缓解。真的要消除这个群

体，那么还是要从社会层面入手，包括支持同性恋婚姻，降低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病态的

这种偏见和歧视，只有这样才可能会消除同妻这个群体。作为同妻，他们也可能有其自己

的特点，我个人认为她们在亲密关系方面可能存在自己的问题，或者她们对婚姻的预期本

身就并不高，只是凭借所谓媒妁之言或父母之命，否则我很难想象在高质量的亲密关系中

会无法察觉到对方是同性恋。当然，当她们发现自己的另一半是同性恋时，一定会感受到

很多负性情绪，包括害怕，愤怒，背叛感，无助、抑郁等，也会有些同妻认为性取向是可

以改变的，只要自己努力对丈夫好，就能够“逆转”，这种错误的认知可能会让她们在面对

自己努力失败的情况下陷入更糟糕的负性情绪和自我怀疑当中；或者她们自己也觉得「家

丑不可外扬」或受到丈夫的威胁，比如像你所说的，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只能一味忍

让，那么她们必然是抑郁障碍的高发人群，的确也是需要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帮助，但并不

仅限于此，因为家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光有个体心理咨询和治疗是不够的。我觉得对于

同妻来讲（实际上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首先需要了解有关于同性恋的相关知识，然后需

要处理她们的情绪问题，并强化她们的自我功能和独立性。 

Q：而且为什么这样的家庭常常伴随着家庭暴力的发生，是否是同性恋者的一种压抑

                                                        
3 「一个同性恋妻子的自白」，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e9c580100084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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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态释放？ 

A：最后，在家庭暴力这个问题上，我并不同意说这种家庭中的暴力一定就是一种压

抑的变态释放，我认为即便有丈夫性欲得不到满足而转而像妻子施虐的情况，也只是极少

数。家庭暴力并非是这种家庭的独有产物，暴力的使用会和施暴方的人格特点，成长经

历，情感调节失调（无法处理愤怒）以及家庭关系中的冲突和夫妻之间的动力（比如妻子

言语挑衅—丈夫使用暴力来制止妻子或惩罚妻子）有关。在这种婚姻中，丈夫性取向认同

上的存在冲突可能会成为一种应激源，使得丈夫更容易被激惹。我猜测更多的是由于婚姻

关系质量本身不高，造成夫妻摩擦而导致暴力行为。 

法律与社会 

目前的婚姻法没有就「同性恋跟异性结婚」有任何规定。由于立法的空白、取证的艰难，

致使很多同妻在离婚时无奈净身出户，身体、心灵、经济等受到多重打击。 

社会中很大一部分群体所谓的支持同性恋、了解同妻现状，只是仅限于远远观望的态度，

很少有人真正为此做过什么。当同性恋和同妻话题近在眼前时，鲜有人能够做到自己所说一

般的豁达。并且同性恋者独特的特征吸引了大部分舆论的眼球，而尤其所引发的「同妻」现

象则被遮蔽，因而，社会舆论、法律制度等方面，同妻是比同性恋者还要隐秘的弱者。 

不过，大众舆论中有人能够注意到同妻的存在终归是令人欣喜的事。 

「同妻们，为了自己的幸福，不要再忍辱偷生了。站起来，走出那人间地狱找自己的幸

福去吧！」「你同性恋是你的自由，但你别迫害第三者啊！」「欺骗异性的同性恋不得好死！」

这些言论开始在网上出现。话虽偏激，不过同妻的社会地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当然，社会中也开始有人以更深入的目光来看待同妻现象。“「最不愿结婚的是谁呢？肯

定是同性恋本人。谁愿意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同性恋的人为什么选择结婚，他

们不愿意结婚，是社会的不认可，是无奈的选择，为什么不能够出台同性恋婚姻法？杜绝同

妻的存在，不要只看表面。」「这都怪这个不包容的社会，不能承认同志婚姻，如果能承认，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同妻了，大家都痛苦。如果大家都认可和包容，又怎么会有这些呢？」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社会的包容性在不断增强，大家开始将光投向那个曾经阴暗的角落。

也许，就像张北川教授说的那样：「同妻成为弱势群体，最根本的原因仍为社会对同性恋人

群的无法接纳。」 

5. 他们何去何从 

对同性恋者 

在发达国家，同性恋已经合法化。这是经过长期的斗争和同性之间自我认同。什么是同

性之间的自我认同？肯定自己对同性之间的感情,认同自己和伴侣的存在,并且更重要的和异

性恋一样时间永久。这样社会接受异性恋也会接受,周围的人都接受。国家也会接受,相关承

认的律法都会出台。但是，正因为中国很多男同性恋者不能也不敢摆明自己的身份，不敢认

同自己的性取向，反而选择了躲在异性女人的背后，他们让自己这样的全体陷入难堪，也深

深的伤害了很多可怜的女人。 

在解决「同妻」问题方面，男同性恋者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要再

让女人作为他们的挡箭牌，让女人为他们塑造一个「正常」的社会身份，让女人借给他和她

的父母们一个只为传宗接代的子宫，让女人替他们尽所谓的「孝道」，让女人成为他们一边

享受同性欢愉一边承受社会压力的出气筒。现在的同性恋者都在为自己塑造着弱势群体的形

象，呼吁社会给以一定的权益，但是，所有的权益都是自己争取来的，自己什么都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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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等来大众的理解。他们最好的选择应该是要么选择出柜，正大光明的去追求属于自

己的幸福，没有出柜能力的就选择单身，不要再去伤害其他人。同性恋者受到的伤害是因为

其他人的恶毒和无知，而但凡选择婚姻的他们是对同妻进行着可以预见的有意伤害。作为一

个同志，他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兄弟，不能选择他们接受还是反对他的性取向。但是，他却

有机会选择给一个女人追求幸福婚姻的机会，还是残忍的摧毁它。 

对社会 

要彻底解决「同妻」问题，整个社会要做到的就是逐渐弥合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偏见。

由于社会歧视依然存在，所以他们才不敢说出来，说出来家人怎么看他，同事怎么看他，朋

友又怎么看他，所以他们才遮遮掩掩，不敢公开。这是个恶性循环，整个社会都歧视同性恋，

提到同性恋就想到变态、艾滋病。所以他们为了平静的生活，和正常人一样不被歧视的生活，

只能逼着自己接受异性。爱，是伟大的。但不是所有人的爱都有那么伟大，很多人会为了生

活放弃自己的爱。当个人的爱不被社会和身边的人接受的时候，只能变成梁山伯和祝英台式

的悲剧。所以他们会去招惹异性。男人都是爱面子的，当他们因为性取向而被朋友人取笑，

被家人逼迫的时候，欺骗就开始了，一个女人的悲剧就开始了，一个悲惨的家庭也就此诞生。 

家庭和社会不要向青年一代施加男婚女嫁的压力。呼吁已确认自己同性性向的未婚男同拒绝

与一般女性结婚，提高尊重和保障妇女权利的认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的传统观念也是“同妻”悲剧屡屡发生的重要因素。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组织和机构在向男同提供帮助，为他们呼吁和争取权利，却很少有人

关心同妻。有关专家和学者也很少有人真正关注同妻的生存状态，更遑论关注同妻人权。对

于同妻群体，普通大众更是很少了解，面对压力的同妻无处倾诉。在此，我们希望专家和学

者加强同妻研究，向同妻伸出援助之手。让更多的人了解同妻的真实生活状态。只有这样，

才会使社会大众尽早明白对同性恋者的歧视不仅伤害了同性恋者，而且还伤害了大量女性，

才能让身处其中的同妻得到有关的支持与帮助。对待同妻，在社会层面上，我们要做的不仅

仅是帮助她们重拾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保障她们应有的权益，最关键的是将她们从水深火热

中解救出来，其中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是不可缺少的。“同性恋”绝对不是罪名，但社会是

否应该考虑将有意骗婚作为一项罪责，至少，在法庭审理类似案件时应该对于女性给予更多

的保护。 

对同妻 

作为同妻，她们身处窘境，但她们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失去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正如她

们互相鼓舞的话所说「你尝试了所有的生活吗，你有什么资格对生活绝望？相信社会，gay

最多只占 2.5％，他们主导不了所有的生活模式！」受害女性可以建立自己的组织，形成类似

常设机构的小型核心团队，未来向更多同妻提供关爱和帮助。「同妻家园」的工作目标是：

鼓励同妻分享经历，互相支持，表达欲望，争取权益，对寻求帮助的同妻和已婚男同提供帮

助，进行同妻生活状况调查。鼓励和促成男同拒绝婚姻，让同妻找到自己的幸福。呼吁同妻

把自己的经历写出，让更多人了解同妻的生活、知道同妻群体的存在，唤起大家对同妻群体

的关爱，让更多男同清醒认识到与女性结婚的自私与狭隘。同妻可以行动起来，发出声音，

建立自尊、自强意识，以积极的心态勇敢地面对不幸婚姻，勇于表达和追求属于自己的性生

活与幸福。 

但需要提醒的是，虽然身为「同妻」的女性受到了男同性恋者的伤害，但要相信，很多

同性恋者勇敢地坚持着他们的选择，选择有尊严的活着，除了性向，他们没什么不同。如果

同妻们的遭遇令舆论再次导向于大肆宣扬对男同性恋者的憎恶，很可能受到更大的反噬。 

 



 

16 

 

6. 我们的期望 

同妻，男同性恋的妻子。 

同妻现象是一个最富中国特色的现象，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很少见到，因为其他国家的

同性恋者或者独身、或者与同性同居、或者与同性结婚，很少步入异性婚姻。 

在同性恋周围，有一个更弱势的群体，就是同妻。同妻们不仅不能得到性生活上的满足，

很多还要遭受冷落、漠视和家庭暴力。生活得更边缘、不能发出声音、为孩子而忍辱负

重、被传统文化打压……「如果知道了丈夫是同志，最不该做的事就是期盼着有朝一日，

丈夫能忘、能改。」4 

我们希望为同妻正名。不仅仅是男同性恋的妻子，她们更是一个弱势的群体，等待着

我们的拯救和光明的来临。 

  

                                                        
4 《拿什么拯救男同性恋》，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9 日，http://hi.baidu.com/hsmhenry/item/53ea490c673707f6

a1103416。 



 

17 

 

7. 参考资料 

《男同性恋者妻子的心声》，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

/17210522/ 

邢人俨，《同妻》，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news.sina.com.cn/c/sd/2011-10-21/18242

3342446.shtml 

《一个同性恋妻子的自白》，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e9

c580100084w.html 

《67 岁同妻自述：丈夫是同性恋》，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phtv.ifeng.com/progra

m/zddzh/detail_2012_02/04/12294205_0.shtml 

《同妻，婚内的孀居者》，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gdlaoliang.blog.163.com/blog/stat

ic/408469172011930114747269/ 

《同妻自述：我那可气又可怜的同性恋丈夫》，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club.kdnet.

net/dispbbs.asp?boardid=1&id=3122696 

《一个同性恋者的妻子自白》，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

sex/1103687662_tongxingliandiaocha/34.shtm 

《同性恋心声：请给一个爱的平等机会》，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life.gmw.cn/201

2-05/01/content_4064997_4.htm 

《一个同志的心声:分手或许是我们最好的解脱》，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www.7w

b.org/view/view_2112.shtml 

《同志心声：该为亲情还是自己而活？》，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www.7wb.org/v

iew/view_4934.shtml 

《同志故事：我该如何办？》，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www.7wb.org/view/view_46

22.shtml 

《一个人变成 GAY 的五点原因》，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www.7wb.org/view/view

_4915.shtml 

《同志的心声》，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www.gztz.org/cn/art/doc_438272.htm 

《同志：听听同性恋的心声》，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http://www.fx120.net/man/201005

/man_612933.html 

《同性恋骗婚手册》，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2 日，http://tieba.baidu.com/p/1744365093 

中国第一部反映同性恋妻子生活的公益微电影《T 妻》，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2 日，http://v.



 

18 

 

youku.com/v_show/id_XMzk5NzgyMzYw.html 

精品纪实热点:同性恋妻子的“非人”生活，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2 日，http://v.163.com/jish

i/V7HIQFQDL/V86M6M9V8.html 

《同性恋心声：请给一个爱的平等》，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2 日，http://life.gmw.cn/2012-05/

01/content_4064997_4.htm 

《一个同志的心声——分手或许是我们最好的解脱》，查阅于 2012 年 12 月 2 日，http://ww

w.7wb.org/view/view_2112.shtml 

  



 

19 

 

8. 附录 

附录 1    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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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有关同妻的调查问卷 
你好，我们是应用伦理学课题的研究小组，可以请你用几分钟完成这份问卷吗？你的观

点对我们的调查十分重要，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打钩或写选项数字都可） 

你的年级： 

你的专业： 

性别： 

 

1. 你了解“同妻”吗？ 

A.没听说过                B.听说过但不了解              C.比较了解 

由于传统观念，中国的男同性恋中有 90%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选择了婚姻，而他们的配偶大多对此一无所知，与

男同性恋结婚的女性配偶被称为同妻。国内的“同妻”人数不少于 1000 万，国内研究同性恋问题的专家张北川估计在

1600 万左右。 

2. 你对同妻本人持什么态度？ 

A.表示同情                B.漠不关心 

3. 你认为作为同妻应当怎么办？ 

A.以自身的爱感化丈夫使之脱离同性恋           B.趁早抽身离去      

C.迫于压力（社会/孩子）将就生活 

4. 你能接受配偶的同性恋行为么？ 

A.完全不能       B.勉强接受只要他（或她）和我仍有正常性行为）       C.无所谓 

由于丈夫的隐瞒，许多同妻婚后才知丈夫是同性恋。 

5. 你对身为同性恋的丈夫的婚前隐瞒欺骗行为持什么态度？ 

A.坚决反对       B.可以理解，他们有自己的苦衷        C.支持他们的行为 

6. 对于同妻较广泛存在的现象，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可多选） 

A.中国法律禁止同性结婚              B.中国传统观念迫使他们结婚生子 

C.同性恋丈夫以与异性结婚作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掩护 

7. 你认为中国法律应该允许同性结婚吗？ 

A.十分同意，婚姻应当自由        B.无所谓       C.不应该，违背传统伦理 

8. 你认为父母是否应该干涉孩子是否结婚？ 

A.绝对不允许孩子不结婚              B.不干涉，由孩子自己决定 

9. 你认为在同妻提出离婚时中国法律应该给与偏护吗？ 

A.在该人是受骗结婚情况下应该        B.不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