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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來自他鄉親人的容顏



三萬六千餘平方公里的島嶼臺灣，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民族與文化交流故

事。在全球化浪潮的牽引下，我國與中國對岸及鄰近的東南亞、東北亞等各國

人民在經貿、觀光、文教等各類交流日益頻繁，跨國婚姻也隨之與日俱增，現

今在臺灣新移民數人口數量將近60萬人，而新住民子女已逾36萬人。根據教育
部的統計資料，從過去的2006年至2016年期間，臺灣的國中、國小學生人數，
自278萬降為196萬，新住民子女學生數則從6萬人成長至近21萬人，比重也從
原本的2.2％提升至10.6％。2016年的入學統計資料顯示，平均每9位國中小學
生即有1人為新住民子女。其中，近九成之多的新住民子女，其中一位雙親分
別來自越南（40.7％）、中國大陸（38.3％）及印尼（10.6％）。2016這一年
開始，新移民子女的成長曲線從上升逐漸趨緩。

由上述資料可得知，新移民已成為台灣重要的人口資產。目前在新竹市約

有8,831位新住民，約占全市人口比例2％，新竹地區新住民結構，不僅是來自
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另有不少是從國外來竹科工作的科技人。為讓他們早日融

入臺灣社會，市府委託「中華民國學而發展協會」成立的新竹市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提供輔導新移民之社會適應、家庭婚姻互動、就業協助及法律諮詢

等，建立新移民家庭之社會資源網絡；並提供新移民所需之福利服務及各項生

活資訊。

為增進新住民生活適應能力，市府結合民間社團力量，每年辦理生活適應

輔導班，輔導班開班至今已13年，課程內容豐富多元，含語文學習、親職教育
及相關基本法律常識等等，不僅全程免費並提供子女托育服務，今年還新增了

泰國傳統舞蹈教學、越南春捲、韓國泡菜以及台灣端午節香包製作等多元文化

研習課程，希望讓剛來到台灣的新住民朋友們，獲得最好、最適切的服務與照

顧。不同國籍的兄弟姐妹們透過學習共同成長，關心彼此生活，台灣成為比故

鄉還要親的家。未來將繼續推動，讓每位新住民朋友皆能感受新竹市的熱情。

本期文獻以「來自他鄉親人的容顏」為主題，邀請新竹教育大學(今名國立
清華大學南大校區)陳鸞鳳教授擔任主編，並收錄了31位學生分組完成的9篇文
章，透過彼此文化交流來鼓勵與展現新住民異國文化的多樣性。期盼各位讀者

對於我們身邊的東南亞、新移民朋友多盡一些包容與體諒，也是台灣成為「真

正的移民社會」開始的第一步。在此謹向主編及諸位作者致意。

新竹市市長                                     謹識

讓他鄉變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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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族群關係多元，從歷史軸線觀察，最早是原住民，明末與清代漢人是閩

南、客家族群，到國民政府來臺，被稱為眷村文化的外省族群。民國76解嚴後，開
放兩岸探親，81年7月政府公布「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兩岸人民往來有重要法律依
據。此後大陸探親、旅遊和經商的人數日益增加，兩岸婚姻也隨之增加。

民國83 年「南向政策」，鼓勵臺商到東南亞投資，臺灣男性娶東南亞新住民女
性數字逐漸增多。根據統計，印尼的配偶79年開始增加，85年起則是越南的配偶躍
升首位，如今全臺新住民總數已經超過51萬人，已經十分接近原住民的55萬人，新
住民女性幾乎全是閩、客、外省族群的配偶，深入他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原住

民族群則仍有他們自己的土地和生活空間，僅有少部分和閩、客、外省族群通婚，

因此這兩者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力的確有顯著的差異性。新住民們的下一代正逐漸長

大，他們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力不容忽視。

研究臺灣族群關係，便是以史為鏡，我一直非常關注新住民們融入臺灣社會的

生活狀況，她們在家庭裡角色的適應、語言的學習、政府實施之政策與幫助的應

用⋯等。我在新竹教育大學（今名為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的”族群關係”這門課程中，訓練學生進入新竹附近社區，實地深度訪談新住民，

藉以瞭解並撰寫新住民她們的生命故事。

在新住民生命故事裡，學生共訪問了十多位住在新竹市的新住民，其中有兩位

來自蒙古，蒙古是一個已經不屬中國大陸的獨立國家，一位是經由朋友介紹，一位

是去香港實習的時候，認識了現在的先生；前者來臺已超過20年，因當時臺灣的社
會氛圍對新住民並不友善，使她飽受歧視，後來受洗加入教會後，她才逐漸感受臺

灣社會的善意，過得比較快樂；另一外來臺較晚，一直覺得大家很友善，只是不習

慣臺灣飲食裡有這麼多蔬菜，她們可是慣吃牛、羊肉的民族，我想，她們應該也會

覺得還有許多她們沒吃過的海鮮吧！

四位是來自越南的新住民，兩位來台結婚超過10年，其中一位因來台任看護工
作，被鄰居婆婆相中，鼓勵兒子交往而結婚，另一位的先生因罹癌已經故去，她們

都與公婆同住，都無婆媳問題；第三位並未與先生同住，生活模式為享受夫妻假日

約會同行的快樂生活，自己則在新竹市開小吃店，她覺得最驚奇的事情是臺灣的農

曆7月中元節怎麼辦得這樣盛大呀。第四位是客家後裔來臺嫁給客家人，從不會客



語，到完全融入客家生活，感覺最深刻的是客家的家族觀念和祭祖活動，客家

凝聚力很驚人。

此外，有兩位新住民來自泰國，其中一位已經育有三名子女，先生不幸感

冒引發肺炎，最後因敗血症過世，須自己打拼並照顧子女，生活艱困；另一位

積極學習並工作，公婆和先生都待她很好，兩位都曾為身分證的辦理困擾許多

年。

另有來自中國的新住民，一位從湖南櫃姐，到沿海找尋新工作機會而進入

先生的公司，和先生結婚後獨自來臺，成為照顧先生前妻兒子的後母，和公婆

相處愉快，獨自也開雞排店，適應不錯，她只覺得臺灣的食物太平淡啦，湖南

的食物可是重口味的！另一位新住民來自福建，婚後加入先生在新竹的永和豆

漿店工作，日子也過得很快樂。

還有一位是來自菲律賓的新住民，是天主教徒，大學畢業，曾因公司派她

來臺，所以回菲律賓後因臺灣竹科有公司去菲律賓招聘員工，她得著機會再度

來到臺灣新竹，在公司結識先生而留下，婚姻也美滿幸福。

最後一位新住民來自印尼，透過仲介嫁到台灣超過20年，父親是客家華
僑，母親則是閩南華橋，因此在台灣的語言適應全無問題。如今她在竹科任職

技術員，擁有雙重國籍，生活也很愉快。

有趣的是，越南新住民覺得臺灣菜太油太鹹，湖南新住民卻覺得這裡的口

味太淡；蒙古來的新住民則覺得臺灣菜太多蔬菜了，因為他們是吃牛、羊肉長

大的民族呢。

此次新住民專輯，我另選入四篇與族群關係相關的專題或論文，一篇是作

者常因膚色較黑常被問到她是不是原住民，興起她追溯血緣的強烈慾望，邀到

兩位同學協助，從文獻探討開始，再自新埔家族追起，深入到尖石的日治時

期。最後是作者自己的族群認同，讓人十分感動。一篇是探索新竹地區閩南和

客家族群的清明節祭祀文化，異同性各如何?他們分別選擇一個頗具族群代表
性的大家族，深入訪談分析，結果也提供相當好的參考。一篇新住民教學教材

中的文化分析，是分析一套具有指標性的教育部新住民教材，其中的文化內

涵。因為教材是編給新住民女性學習的，所以內容非常生活化，從生育到節



慶，從家庭到社會，編輯得條理分明，很有層次。最長的一篇是探討新竹市新移民

對政府的輔導措施之認知與利用，以在新竹市某國小參加夜間學習課程的新住民為

樣本所做的研究，對市政府的輔導措施之利用，語言教育的推廣做得最成功，環境

適應輔導、家庭適應輔導的推廣，尚有努力的空間。

新竹市文化局提供此次機會，讓學生能將他們深入訪問新住民的心得與感動，

於這一期竹塹文獻上分享，這是給他們最好的鼓勵；並且也有機會讓新竹市民們能

瞭解新住民的生活與心聲，因此特寫此序感謝。

陳鸞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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