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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
受訪者李群妹是湖南人，有兩個兄弟，據她所知，家族一直都是定居於湖

南，她從小到大也都住在湖南。父母皆在菜市場擺攤，家裡經濟狀況良好，過

著衣食無缺的生活，身為家中唯一的女生，深受父母親疼愛，所以不用負擔太

多家事。

家庭教育方面，父親對受訪者相當照顧疼愛，如同上述所提到的，不會讓

她做很多家事或雜物，經常打電話給受訪者問平安，還規定放學後一定要馬上

回家，不能在外遊蕩，以行動代替表達，是受訪者父親展現愛的方式；媽媽對

受訪者的教育則跟父親相反，沒有過多的約束，一切自然。飲食方面，在湖南

的飲食較為香辣，是偏重口味的，也因為在湖南的食物口味偏重，使飲食成為

受訪者在台灣最不習慣的一件事。最後宗教方面，受訪者則跟我們說在湖南家

中，他們並沒有特別信仰什麼宗教。

受訪者在中國沿海工作的時候，曾經和客家人接觸過，但她對客家人沒有

什麼特別的感覺，她覺得大家都是出來工作賺錢的，沒有什麼差別。到了台灣

之後就受訪者對於客家人與閩南人，她覺得也是差不多的，雖然很多人說客家

人比較勤儉，但她覺得還是要看個性以及這個人所處的環境，個性比較鮮明

的，通常都是身處較內陸較傳統的客家人，但現在很多人到都市生活，很多習

慣早已雷同，像受訪者的小姑是客家人，但並沒有和閩南人有太明顯的差別。

婚姻―
受訪者表示，她在來台前從事過許多行業，最一開始做的是服務業，在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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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公司裡當櫃姐，那時的生活與現在相比相對悠閒，三點下班就有約，放假閒

來無事就和朋友打打麻將，做自己想做的事。後來離開湖南出外到沿海地區，

改從事一些廠房的工作，過著固定上下班的規律生活，也因此有了和現在老公

認識的機會。 

受訪者的先生長期在中國大陸工作，兩人透過共同朋友的介紹而認識，彼

此互有好感進而在一起，之後受訪者也到丈夫的工廠上班，。受訪者回憶，在

工廠的生活較規律且單純，兩人放假時也會相約出遊、出去吃飯，這是跟之後

來台灣，較緊湊的生活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在台灣沒有親戚朋友，加上受訪者在中國有穩定工作，本來就沒有經濟壓

力，丈夫便是她來台的唯一且關鍵的拉力，為了嫁來台灣，甚至和家人產生了

一些爭執。

受訪者家裡對於她要嫁來台灣，一開始是不同意的，畢竟家中只有一個女

生，從小捧在手掌心的女兒要嫁到那麼遠的地方，父母當然會感到很不捨，當

時受訪者的母親曾問過她：還有那麼多男生可以找，為什麼一定要嫁去那麼遠

呢？能不能再找個更合適的？但是受訪者認為丈夫就是那個最合適的人，於是

告訴母親：我覺得我已經找到了。

後來父母因著對女兒的愛，而逐漸想通，認為受訪者既已是成年人了，能

夠為自己的決定、人生負責，便不再反對，尊重她的決定，這樁婚事終於得到

家長的認同，兩人順利地結婚。

婚後受訪者的先生仍然還是在大陸工作，我們就問受訪者：既然結婚後先

生依然在中國工作，那當初為什麼不選擇兩人一起在中國，而是隻身前來台灣

呢？受訪者則回答，因為丈夫先前有過一段婚姻，並有兩個孩子在台灣與祖父

母同住，隨著小孩逐漸長大，他擔心沒有人可以照顧他們，於是本來打算結婚

後要搬回台灣，但受訪者認為，先生在中國大陸的事業已有一定的基礎，毅然

放棄實為不值，且受訪者說她很早就離開湖南到外地工作，對她而言，來台灣

和在中國並不會有甚麼太大的差別，如果真的要有一個人打理家中大小事務，

她願意代替丈夫留在台灣，由次便可解決他所煩惱的問題，所以才會只有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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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台灣，而丈夫在中國工作。

受訪者會固定時間回家鄉看爸爸媽媽，但因為丈夫較為忙碌，且工作的地

方和湖南也有一些距離，所以通常都是她一個人自己回去的，但是逢年過節或

是有重要活動時，丈夫還是會抽空陪同受訪者回娘家。

人與人之間的家庭背景、生活模式、價值觀念本就不盡相同，況且還是兩

個不同國家的人，相處起來難免會有摩擦，我們也問受訪者若是有觀念衝突

時，如何跟先生做溝通？她回答我們，夫妻間如果遇到問題，都會理性溝通，

把事情講開來。受訪者很相信老公，因此家中大事情只要丈夫決定後，基本上

她都不會有甚麼意見，另外受訪者也覺得如果遇到問題時，換個角度想，這些

便都不是問題了，所以兩人鮮有爭吵的情況，若遇到問題也都能和平解決。

現況―
現年四十一歲的李群妹女士，是在三十一歲時來台灣的，至今已經有十年

了，因為先生本來就是新竹人，所以來台後就一直和公婆、小孩同住在新竹，

丈夫因為工作獨自在中國生活，反倒是受訪者在台灣開店做生意，照顧丈夫在

台灣的家人，長久的生活在一起，彼此感情很好，公婆還會煮飯給受訪者吃，

沒有因為屬於不同國籍而有距離。雖然受訪者是後母，但她與小孩的相處沒有

太大的問題。而對於孩子的教育方面，夫妻兩個有做好分工，丈夫負責比較

大的，需要做重要決定的事情都是交給他處理；受訪者則是照料小孩的一些生

活瑣事，因為孩子從小幾乎都是由公婆帶大，有良好的基礎，小孩基本上都很

乖，所以受訪者照顧起來也沒有太大問題。而受訪者也一直強調，她跟丈夫的

想法一直蠻契合的。 

受訪者在結婚前並沒有什麼特定的宗教信仰，搬來台灣之後，因為公公婆

婆的關係，參加過一次進香團！會跟著拿香拜拜，跟著台灣的習俗走，因為家

裡附近有土地公，時不時的也會向土地公雙手合十拜拜，或到廟宇向菩薩求平

安。

受訪者來台前對台灣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也沒有想像過台灣是個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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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地方，但曾經聽朋友說過，很多人都覺得台灣是塊金山，是很好賺錢的地

方，然而實際來台灣後發現，賺錢談何容易。另外受訪者也和我們分享了她嫁

來台灣之後，有沒有遇到什麼不習慣的事情，首先就是飲食方面，受訪者在湖

南吃的是香辣，一開始來台灣，先生說好吃的她都覺得沒味道不好吃，與家鄉

的重口味相比，台灣的口味有點太清淡；在環境方面，她覺得台灣的建築物有

點舊舊破破的，而且小巷子很多，受訪者是住在湖南的都市，大陸在城市規劃

上較為方整，道路大條，與台灣的都市環境相比相差較大，最後一點是，台灣

的生活步調太快了，在台灣有些人一個人同時做好幾份工作，受訪者在湖南當

櫃姐時，下午三點就下班跟朋友約了，而且在湖南時可以打一整天的麻將，她

來台灣十年，只打了兩場麻將，雖然有一些不習慣的事情，但也因為受訪者的

個性社會歷練豐富，從事過各種行業，待人處事較為圓融知進退，在與人相處

上，鮮少碰到問題，生活過得還蠻順利的。

在工作方面，受訪者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在來台後做過團膳，賣過水果，

也在速食店工作過，現在則是因緣際會下開了間雞排店。她表示她不喜歡同事

間勾心鬥角的相處模式，她認為大家應該要開開心心合作，彼此相處融洽才

是，需要賣臉賣笑的行業不適合她，加上受訪者個性屬於勤快肯做型，不喜歡

做單調的工作，閒閒就有錢拿的工作，太無聊了！她就認為在百貨公司當櫃

姐，是個無聊的工作，這個錢賺得很痛苦，這種錢丟給她賺她都不要! 

忙碌性質的工作，讓受訪者覺得時間過得比較快也比較充實，也因而萌生

了想做吃的想法，剛好因為同鄉而認識的雞排店老闆娘要頂讓店面，加上老公

很支持她，諸多契機讓她決定接手，經營起了雞排店。現在的工作性質單純，

不用多做一些表面工夫，能夠誠實的做自己，真誠的與客人面對面，受訪者對

於這種生活還算滿意，至於未來的發展，還沒有太多的想法。

對於在外闖蕩多年，社會歷練豐富的受訪者來說，工作是讓她成長學習很

大的因素，與人接觸的越多，碰到的問題越多，讓受訪者在待人處事跟處理問

題的能力不斷提升，從以前較單純直接的想法，到現在能從各種角度想事情，

圓滑周全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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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來台打拼的新移民都不簡單，願意離鄉背井，離開自己的家人朋友，只為

了追求更不同的人生，背後無疑是偉大的愛在支撐。在做下移民生活的決定

後，挑戰才正要開始，她們必須適應在台灣的生活，飲食習慣、宗教信仰、語

言文化等，台灣是個對人友善熱情的國家，也不免有一些另類的眼光來看待她

們，種種的壓力，都需要時間去消化，也需要鼓勵去支撐，每個人都應以尊重

包容的態度的去幫助他們。

這次的訪問也讓我們受益良多，不單是多了一種體驗，可以近距離的跟商

家聊天，不但清楚知道她的經營理念，也讓我們對這間店多了一分熟悉感，交

談之餘，我們也在訓練自己，如何不緊張以聊天的方式進行訪談，最大的成長

就是臨場的反應和勇氣，也謝謝受訪者會站在我們的立場，以幫助我們的角度

很用心的與我們交談，也給我們鼓勵，讓人內心暖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