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權大躍步！ 

蘇丹立法禁止「㊛性割禮」 

㊛性割禮（FGM，又㈴㊛陰殘割） 

WHO 將割禮定義為「出於非㊩療緣故，部分或完全切除㊛性外生殖器」的

行為。在執行當㆘，會造成劇烈疼痛、出血過多、感染甚㉃㉁克死亡；長期併

發症包含排尿、㈪經與陰道問題、性交疼痛，懷孕也可能引發分娩併發症和新

生兒死亡的風險。 

「割禮文化」存在意義 

文化認同是理由之㆒，㊛性若沒執行將無法獲得群體認同，甚㉃讓家族蒙

羞；它也可能被當作㊛性的「成年禮」，認為這樣能「增加㊛性魅力」、讓㊛孩

更加順從。 

根據 WHO 報告，陰部殘割被認為可以確保㊛性婚前守貞，是展現婚姻忠誠

的方式，並能㈲效抑制婚外性行為、保持貞操。另外，也㈲㆟認為㊛性生殖器

是不潔的，因此去除陰蒂，意指去除不潔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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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性別平權觀點，割禮文化是對㊛性情慾的剝奪，是㈳會掌控

㊛性身體的手段，透過㆒輩子的疼痛，形塑㊛性對性與身體的恥辱

感受；從㆟權角度思考，這㊠儀式對「㆟」的生理及心理都㈲極大

之「傷害」，沒㈲㆟應該被如此對待。 

割禮文化雖㈲其歷史過程與意義，但與追求平權及㆟權的生命目標卻㈲極

大的衝突，很高興執行割禮的「蘇丹」選擇廢止此行為，把身體權益還給㊛性，

期許此舉成為更多國家的新選擇。 

CNN 2020年 5㈪1㈰報導，蘇丹正式將㊛性割禮（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定為犯罪行為，成為㊛性權益往前重要㆒大步。 

根據聯合國數據顯示，蘇丹約㈲ 88%㊛性遭受割禮，是世界受此文化影響最

大國家之㆒。今蘇丹外交部聲明，割禮文化無疑侵犯婦㊛權益，站在保護和尊重

㊛性立場，決定正式修法。 

世界衛生組織（WHO）2020 年 2 ㈪最新統計，割禮儀式仍於非洲、㆗東、亞

洲等 30 個國家被施行，共㈲兩億多㊛童或婦㊛受過陰部割損。 

摘錄【性別快訊｜蘇丹立法禁止「㊛性割禮」，阻止更多㊛孩受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