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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是指發生在家庭成員間
造成身體、精神、性或財產上
損害的行為。前妻、前夫、有
同居關係的人視為家庭成員。

根據中國法學會在京發佈的
「2009年受暴婦女需求調查報
告」，受暴婦女的年齡分佈廣
泛，二十、三十歲的中青年婦
女受暴最多，平均婚齡13年以
上。受暴婦女平均收入1.4萬
元，最高年收入有30萬。年輕
婦女、高教育程度婦女、同居
婦女更容易成為性暴力對象。
雖然身體暴力(36.9%)、精神暴
力(57%)、性暴力(6.3%)都存
在，但性暴力比率明顯偏低，
與實際情況不符，可能與中國
人避諱談性有關。

「生了女孩」、「對方酗酒
賭博」是農村婦女受暴的主要
原因；「不願意和對方過性生
活」、「對方心理壓力大」是
都市婦女受暴的主要原因。

■2004年，湖北省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

川市：農家女子夏紅

玉被丈夫牟倫勝挖去

右眼。牟倫勝被判刑

8年。夏紅玉獲賠5

萬，但遲遲未能取得

賠金，賠款也無法支

付一隻義眼的費用。

北大法學院婦女法律

研究與服務中心曾為

其向社會發動募捐。

■2009年，陝西省西安

藍田縣：受害人李靜

被丈夫程喜平以不守

婦道、感情出軌為由

毆打。程喜平給李靜

拍裸照，並進行嚴重

性虐待。李靜不堪忍

受丈夫對自己肉體和

精神上的折磨，喝下

農藥以表清白，搶救

無效身亡。程喜平被

判虐待罪，判處有期

徒刑3年。

■2010年，廣東省惠州

市惠城區：一名育有

兩名女兒的妻子李某

不堪遭常年吸毒的丈

夫廖某毆打，殺死丈

夫後，碎屍數十塊，

並用鍋蒸煮頭顱、內

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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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權運動已歷百

年，中國「女人能頂半邊天」

的口號也喊了半個世紀。的確，今日

女性的社會地位日益提高，然而在家庭

中遭受暴力對待，卻依然是全球性的社會

問題。相關調查顯示，全球六分之一女性曾

受各種形式家暴；全國婦聯上月發布的調查結

果亦顯示，中國近三成女性曾遭家庭暴力。

「清官難審家庭事」，這句中國俚語充分反映自古以來公權力難以介入家

庭糾紛的事實。「家醜不可外揚」的觀念，致使許多受害女性要到事態十

分嚴重時才會報警，又因警方遇到此類案件，往往建議自行調解。以上種

種原因，致使家暴受害人感到孤立無援。

以下列舉兩案例，可說截然不同；若說久居陽江鄉下的阿詩遭遇不幸，

是因其夫粗鄙缺乏法律知識，另一名受害人女醫生張桂萍遭律師丈夫鄭某

精神虐待，就更讓人唏噓不已。家暴，難道真是女人的宿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顧一丹、沙飛

村婦拒絕行房 乳頭慘遭火燙
CASE 1

頸部和手臂遭痛打，乳房遭燒紅的鐵錘燙爛，下
體也差點遭殃，牙齒險被鐵鉗拔掉，臉頰被滾水澆
灌⋯⋯

這些絕非變態電影的虛構情節，而是發生在現實
世界裡的廣東陽江。

女受害人阿詩（化名），遭丈夫曾昭達綁起，慘
無人道地虐待，更不幸的是，她11歲的繼子目睹全
程，待她甦醒過來後，殘暴的丈夫已帶㠥繼子和他
們的親生兒跑掉，她用了將近兩個小時才掙脫開身
上的繩子，忍痛逃出房間，被村民發現後報警。

此前，阿詩曾三次報警求助，左鄰右舍也能證明

其常被丈夫痛毆，但最終仍未能避免非人的折磨。
如今，暴夫已被警方抓獲，案件進入司法審判程
序。阿詩對警方陳述，丈夫每天都要她行房，最多
的時候一天達十幾次，假若不從，即受皮肉之苦。

知情人士稱，曾昭達疑心重，總是擔心妻子有外
遇，在工作時間也會時常回家監視妻子有沒有同外
人說話。在親戚朋友眼中，阿詩是個善良的女子，
絕對不會出軌，可曾不相信。

在妻子生育後，他變本加厲地施暴。阿詩的表妹
稱，有一回他曾把6個月大的兒子丟在孩子外婆家
門口，硬將表姐阿詩扯回家做愛。

女醫生提離婚 遭夫精神虐待
CASE 2

現居廣州的張桂萍，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醫
生，美貌、學識、才華一應俱全。只是作為一

位女性，在不幸婚姻的籠罩下，
條件再優越的她也不免成為一個
弱者。就在婚後不久，她發現丈

夫有外遇，且情人不止一個，她
便提出離婚。萬萬想不到的
是，自此家暴就如同惡魔一
樣纏上她。

「在長達14年的歲月裡，
我因提出離婚被他打、被他
的情人打、被他情人的情夫

報復恐嚇、被他的情人們瘋狂
報復企圖毀容，而我們的兒子
在將近4年的時間裡不堪他父親

的虐待，多次自殺。我自己也數度求死！」
在採訪過程中，張桂萍一直保持冷靜，但談及兒

子時，她情緒突然激動，幾度泣不成聲。她指前夫
曾跑進兒子學校，將親兒架在高層陽台，威脅他修
改證詞。

張桂萍告訴記者，她的丈夫給她使用的家暴主要
是精神暴力，幾乎讓她崩潰。正因對方是一名律
師，其離婚路比一般人走得艱辛百倍。夫婦分居超
過10年，至今仍未成功。

張桂萍希望和兒子14年的抗爭，助力推進中國反
家暴、保護婦女孩子的立法。「家庭暴力對人的傷
害實在太大了，他們徹底地摧毀了女性、母親和孩
子對生活所有的美好感受，終日處於極度的無奈、
絕望、陰暗、陰險、恐懼和憤怒中，生不如死，無
法擺脫。這是一種虐殺人性的暴力。」

■受虐者張
桂萍曾是選
美 比 賽 冠
軍，大學畢
業後當上醫
生，升任部
門主管。圖
為她與孩子
在2002年的
合影。
受訪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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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聯是內地唯一一個維護女性權利的機構，女性權
利受到侵害時往往第一時間求助婦聯。但是，作為一
個並無任何公權力的單位，婦聯對於防治家暴到底起
到什麼作用？

民間救助不獲發牌
有專家認為婦聯無錢也無權，不僅無法在實質上幫

助受害女性，甚至因為它的唯一官方身份，導致其他
救助方式難以展開。也有專家建議在國務院下建立專
門小組，保護婦女兒童利益。而婦聯實質作用不大故

應取消。
其實，內地並非沒有關注家暴的民間組織。早在

1995年，由湖北武漢僑光調料公司的經理、女企業家
張先芬投資興建了中國第一家家暴庇護所，名叫「新
太陽女子婚姻驛站」。

1996年1月，上海出現了一家名為「上海南方婦女兒
童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的庇護所。一個月中竟有150多
人求助，床位供不應求。中心成立兩個月就關閉了，
原因是有關部門認為它不是工商企業，又不能註冊免
稅機構，所以無法操作。

內地各省市近兩年開始陸續興建家暴庇護所，興建
之初，不少人為此進步感到歡欣鼓舞。但如今，很多
庇護所面臨解散的處境，原因是鮮有人住，基本不發
揮作用。

入住條件極嚴
本報記者探訪了廣州市兩家家暴庇護所中位於市區

的一家。負責管理家暴庇護所的科長是一位中年男
子，對來訪的記者客客氣氣，但就婉拒探訪要求。

記者與之簡單攀談後，了解到庇護所開放雖半年有
餘，但只接受過三位受虐婦女，三人都是報警後，確
定身上有被施暴的傷痕，通報婦聯，審核過各項要求
均符合的情況下，才被送來庇護所的。三人在此住了
幾天後，經調解又回家了。

事實上，全國不少地方家暴庇護所都從來未有人居
住，如重慶市首個「家庭暴力庇護所」開業15個月，
只有一名女性入住過。一方面，這與准入條件過嚴有
關；另一方面，「家醜不可外揚」的傳統觀念，也往
往令受害女性不願入住。

早於2009年審理的董
珊珊案，妙齡女子董珊
珊在新婚幾個月後，遭
受丈夫非人虐待與毆
打，其間先後八次報
警，均未能引起警方重
視，最終被虐打致死，

而丈夫則被以虐待罪起訴，僅判囚6年半。
案件揭示在現行法律下，家庭成員之間的

長期折磨只被以虐待罪起訴，而最高刑期只
有七年。很多網友質問：「如果打死打傷一
個陌生人能判重罪，為什麼長期對家庭成員
施暴就可以得到寬恕？」董珊珊先後八次報

警，為何沒能引起警方重視？

傳統觀打老婆是家事
記者就此問題詢問中山大學法學院魯英教

授（見圖），她認為仍是中國封建家族觀念
的存留影響了法律的價值取向。「打老婆」
是家務事，在傳統觀念裡甚至是雞毛蒜皮的
瑣事，「法律在遇到這類案件時，往往偏重
人情。中國是個人情社會，這影響了法律的
執行。」

她指出，在家庭內部中的施暴，往往得到
中國傳統觀念的同情與寬恕，讓法律被綁住
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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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婚姻法》和《婦女權益保障法》分
別作出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規定，但發生家暴
案件時，公安機關往往只能採用除逮捕以外
的拘留或警告的強制措施，法律應如何介入
家暴事件值得探索。

台防家暴法較完備
在華人社會中，防治家暴做得最好的是台

灣地區，在1998年通過《家庭暴力防治
法》，針對家庭暴力作專項立法，此後相繼
出台與家暴防治相關的的細則與條例，涵蓋
從民事、刑事、家事到防治服務在內的四大
範疇，涉及司法、警政、醫療、教育、社
工、輔導等政府社會資源在內的諸多機構與
組織，形成立體的防治網絡。該法借鑒美國

經驗，為警察增加許多新職責，包括保護受
害人、行使逮捕權等，亦明確檢察機關與法
院職責，強調檢察官關心被害人人身安全，
法院核發民事保護令等。

保護令須申請離婚
目前，廣東省婦聯已經試點與法院合作，

對受到家暴的婦女核發人身保護令。這在相
當程度上解決了因家暴而訴訟離婚的婦女的
舉證困難情況。不過，也有專家認為，人身
保護令的一個條件是「因家庭暴力而請求離
婚」，起訴離婚後，法院才能發出人身保護
令，對施暴者採取措施。但這一條例的適用
範圍太窄，不適合中國。因為很多受暴婦女
並不願意離婚。

防家暴法例待修

無錢無權 婦聯維權力不從心

為掩家醜 受害人拒入庇護所

■廣州市反家暴庇護中心謝絕參觀。圖
為中心外部。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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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江惡性家暴事件受害人阿詩接受治
療。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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