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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家家庭的越南美嬌娘
受  訪  者： 鄧華蓮 小姐

研究動機： 根據內政部統計顯示，臺灣的外籍配偶以越南籍比例為最高，恰巧

組員的親戚中，有位來自越南的外籍配偶，故想藉此機會了解其飄

洋過海嫁來台灣，甚至進入到客家家庭後的生活及適應情況。

架構

越南原鄉生活背景
・家庭背景
・社經地位

嫁到臺灣的契機
・對臺灣的瞭解
・期待與設想的障礙

在臺灣的生活
・現實情況(客家家庭)與越南生活的差異
・適應情況

在臺灣帶入原生環境 ・食物、語言、價值觀......

結論 ・再一次的選擇

越南的原鄉生活

華蓮來自於越南東南部的同奈省，她的奶奶和爸爸早期自中國大陸廣西省

遷徙而來，因此身分證上註記的是為「華人」。據她口述表示，早期在中國大

陸時家中從事農業，遷居至越南後仍舊務農，以種植咖啡、玉米及紅毛丹為

主，生活環境較為困苦。

嫁入客家家族之新住民生命史

張純瑋、李岱玟、陳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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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林喜珍《越南南部華人的文化適應與族群認同：以三個華人社群為

例》研究指出，最早十七、十八世紀的明朝陳、楊兩將軍與鄭玖等三個華人移

民勢力與當地人民合力，分別在同奈省邊和鎮、胡志明市嘉定城、堅江省河

仙區進行拓荒建村設市。奠定了華人在越南南部長久與當地族群居住的基礎。

二十世紀歷史變動讓更多中國南方人士屢次遷移到越南南方，造成當今越南華

人的籍貫豐富多元現象。

近代華人移民歷史中，越南華人經歷至少兩次離散。一次是十九世紀末

二十世紀初從中國遷往越南南部而定居越南謀生，一次是1970年代末從越南

南部再次出走尋找生機。留下來的華人，在新社會環境中重構其記憶而構成當

今的越南華族族群。

在臺灣，對於客家人的界定，依據《客家基本法》第二條：

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客家淵源者，或熟悉客語、客家文化，且自我

認同為客家人者。

華蓮表示她的奶奶和爸爸為客家人，而當我們順勢理所當然的將她界定為

客家人時，她卻說自己應該算是華人，因為在身分證上註記的是「華人」。雖

說華人總歸算是越南的其中一個大民族，但很顯然的她對在華人之下的分類-

客家血統的自我意識和認同已相當薄弱，似乎呼應了前段所述，華人第二、三

代對於新社會環境的重構記憶，進而對華人原鄉文化認同逐漸淡薄。

當初嫁到台灣的契機是由於現在的丈夫當時陪同朋友到越南娶親，而華

蓮正是新娘的好友，因緣際會下兩人彼此認識，進而相知相惜，終於於西元

2000年嫁入台灣。華蓮回憶道，當時越南正在熱播臺劇「星星知我心」，大

家羨慕極了劇中的場景配置，讚嘆著臺灣真棒，家裡居然還能夠擺放沙發等先

進的物件。在嫁來臺灣之前，從未到過臺灣，對它的一切樣貌及想像就從電視

劇中得知，因此在她的認知裡，臺灣是個進步、先進、便利的國家，一心期待

著來到臺灣展開新生活。甚至這樣的期待大過於進入一個陌生的國度，必須面

對未知的人、事、物的障礙及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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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活

華蓮的夫家位在桃園市平鎮區，是一個客家家族，使用的客語為四縣腔，

從公婆至丈夫所從事的職業皆屬藍領階級。而婆家的生活習慣保有客家文化傳

統特色，秉持著刻苦耐勞、崇尚節儉的「硬頸」精神。就像丈夫自結婚前買下

的一輛車，直到現在華蓮嫁進夫家十五載，仍舊以那輛車代步，充分展現了客

家人勤儉的節操。平時的三餐飲食並未會特意要吃客家菜，但年節時，餐桌上

一定會出現幾道代表性的客家菜餚，如：白斬雞沾桔醬、客家小炒等，婚後並

沒有和婆婆同住，但為照顧方便，前幾年將婆婆接至家中同住了。

將嫁到台灣來之前，華蓮除了聽過這個地方之外，對台灣一點認識也沒

有，但透過台灣輸出至越南的連續劇，初步的建立起華蓮對台灣的想像，想著

到了台灣後的生活將會比在越南的生活水準要好許多。

來到台灣後，比起越南屬於熱帶季風氣候，一年四季又濕又熱，市區交通

混亂又吵雜，台灣便利又秩序的交通，和不會過熱過濕的氣候都讓華蓮感到滿

意並適應良好，但生活適應上仍然存在著部分困難的地方需要克服，那便是語

言和飲食的差異。

飲食上，傳統的台灣家常菜華蓮都還吃得慣，但台灣菜餚有時會使用一些

香料增加香氣，如八角，或是傳統小吃，像是臭豆腐，這些食物的味道令初來

乍到的華蓮難以接受，但經過15年的生活後，現在華蓮已經能夠適應、接受這

些口味並變得喜愛這些料裡了。雖然對某些台灣菜餚吃得不習慣，但若單就客

家菜這部分，她反到吃得習慣多了，據華蓮表示，她覺得和家鄉的口味有相似

之處，但客家祭祀時常出現的菜包、艾草粿等，這類口感黏黏的米粄食品，則

因為在家鄉並沒有吃過這種口感的食物，所以無法接受，但經過長時間在台灣

的生活後現在也可以接受這些食物了。

華蓮在嫁入台灣前已經學會下廚煮菜，雖然會因為想念家鄉味而自顧自的

做越南菜，但丈夫終究吃不慣，因此她還是要學習煮台灣菜，而客家人的極具

特色和著名的客家菜也是必須學習的料裡項目，而她的學習對象便是她的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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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雖然沒有一起同住，但是每當逢年過節回到婆婆家時，做為媳婦，華蓮自

然是需要進廚房幫忙婆婆，而在一旁幫忙備菜、料裡的過程中，在婆婆的指導

下一點一點的學起的台灣家常菜和傳統客家菜的作法，現在華蓮學會的客家菜

已相當多樣，如：客家小炒、梅干扣肉、福菜燜桂竹筍、鹹湯圓等等，現在與

婆婆同住後也常常做婆婆愛吃的長年菜。客家菜餚中不可忽略的最具代表性的

還有醃漬文化，將蔬菜或曬乾或醃漬使其可以保存許久，這樣代表客家族群的

飲食文化也透過婆婆的教導傳承至華蓮身上，她也學會了如何製作蘿蔔乾。

嫁入客家家庭，華蓮生活中免不了要使用的語言便是國語和客語了，然而

華蓮在來台灣之前不論是客語或是國語，是一句也不會說的，當然更不用提識

字了。但嫁至台灣後，透過生活中，不論是在家或在公司頻繁的聽和使用下，

才一句又一句的靠著自己的能力，從比手畫腳到慢慢理解，逐漸學會說國語，

並漸漸的越說越順。但是中文字的讀寫就無法如此順利，即便在台灣生活了15

年，還是看不太懂中文字，僅能看懂一些些簡單的字，因此，當需要購買生活

必需品時，便靠著所認得的幾個中文字和透過商品包裝來辦認和購買。

雖然在日常生活中以使用國語為主，與丈夫溝通時也是使用國語，但身在

客家家庭中，不免還是有需要用到客家話的時候。即便不需要與婆婆同住，但

平常探訪、過年過節跟著丈夫回到婆婆家時，還是有需要和只會說客語的婆婆

溝通，故學習客語是必要的。

華蓮為越南的客家華僑，但是身為移民第三代的她並不會講客家話，不過

她所居住的村子以華人居多，當中又以客家人最多，所以村子中能聽到一些客

家話，故華蓮還可以聽得懂越南客語。來到台灣接觸了四縣腔客語後，雖然她

覺得越南客語和台灣的四縣腔滿相似的，不過，越南的客語和台灣的客語，兩

者的腔調仍存在一些著差異，而即便她可以稍稍聽得懂一點客語，但對她來

說，學習台灣的客語未必比較容易，而且，生活中很大一部分還是使用國語居

多，故就她而言，常用的國語還是比客語來得好學。

而客語也是她在生活環境中，慢慢學習、累積而學會使用的，現在她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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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語還是客語都運用熟練，隨著近年婆婆搬入同住，常常要與婆婆溝通，華

蓮生活中使用客語的比例也提高了。

像華蓮一樣雖身為客家華僑後代但卻不會說客家話的華人其實在越南非常

的多。林喜珍《越南南部華人的文化適應與族群認同：以三個華人社群為例》

提到，經過漫長的定居，越南南部的華人呈現不同程度的語言適應，而明顯的

改變趨勢是越南語話。其母語認同與語言使用習慣逐漸從方言轉成越南語；方

言的重要性及使用範圍明顯縮小，甚至有衰弱的趨勢。第二代或第三代的華

僑，在生活中常用的語言已不在是方言而是越南語，方言也僅存在與長輩溝通

時，但若是不與長輩同住或是長輩已不在，那麼可能對於方言是完全不熟悉。

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越南，其文化特徵與東亞民族非常接近，是東亞文化

圈的一部分，故慶祝的節日慶典不少也都是中國的傳統節日，如：農曆年、中

秋節，由於是華人家族，雖然也有受到越南文化影響但仍保有一些中國的傳統

慶祝方式。以過農曆年為例，過年時在越南會吃四方型粽子，但家裡也會自製

年糕、貼春貼。因此節慶和習俗與相差不遠台灣，所以這部分並未造成華蓮適

應上的困難。

　在越南也很重視祭拜祖先這件事，家中會設置祖先的牌位，祭祖的次數

滿頻繁的，祭拜的時間跟台灣也差不多，像是過年、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

和中元節都是需要祭拜祖先的，祭祀時需要準備的供品有雞、豬肉和蛋，據華

蓮的說法，祭祀時都是男生才參加，女生是不會參與祭祀過程的，不過他們家

的作法則是會請師父到家中進行祭祀活動。因此，嫁到台灣後對祭祖這是滿習

慣的，但客家人有屬於自己的傳統。

客家民族是一個相當注重倫理親情的族群，對祖先的祭祀相當重視，其的

目在感懷先人，惕勗自己，要奮地繼承祖業，不可使自己的言行不正而使上代

祖先蒙羞，愧對先人。而客家人掃墓時傳統攜帶的祭品有三牲醴、發粄、墓頭

紙、香燭、金銀紙和爆 竹等，牲醴要用全雞，不可用扁嘴的鴨或鵝，要有發

粄，或艾粄、紅粄。華蓮的夫家掃墓時需要準備的東西也差不多都是這些，但

她較少會負責準備，因為婆婆本身便相當重視這件事，都還是會自己親自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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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但華蓮都還是會隨著丈夫一同到家族祠堂祭拜，久而久之的注意著，她

也大概知道家族祭祖時應該準備哪些供品。

越南菜與越南話

華蓮從2000年嫁來台灣也過了十幾個年頭。沒有哪個嫁出去的女兒不會想

家，何況是一個遠從越南嫁來異國的女兒，面對一切與家鄉不同的台灣，想念

格外的深刻。在想念越南的時候，華蓮會做越南料理來撫慰想家的心情，雖然

丈夫和兒子對於越南菜不怎麼捧場，但是酸辣湯似乎很對丈夫的口味。後來慢

慢能適應台灣的生活，加上丈夫與兒子對越南菜接受度也不高，華蓮也越來越

少做越南菜了。

華蓮嫁到台灣後，要生活下去就必須學習新語言，她努力的學習說國語、

學習看字，雖然現在閱讀對她來說還是有點吃力，但也就這樣慢慢的摸索，慢

慢的學會說國語。在家裡華蓮是說國語，與丈夫兒子溝通也是使用國語，因為

丈夫與兒子都不會說越南話，而兒子從小就是用國語溝通，所以並不會說越南

話。

跨國婚姻下的問題-孩子的語言教育，孩子是否能成為雙語人？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陳 君《跨國婚姻和語言的初步研究 -比較台南市日籍

和東南亞籍配偶家庭》提到，影響第二代是否成為雙語人的關鍵原因是目標語

言在家庭或是社會中所佔有的相對的地位，左右雙親對於其第二代的語言教育

態 ，選擇性的傳承語言。東南亞籍配偶在母語傳承上，普遍認為國語為首要

學習語言（因為生活上會用），母語可以等到想學再學，但往往錯過學習的黃

金時間。很大原因是在台灣社會中，東南亞語言屬於低位階語言，外籍配偶就

可能會認為孩子沒有必要或價值去學習。

華蓮嫁來台灣後，所有的東西都須從頭學起，來適應台灣的生活。但另一

方面，越南的部分有意無意地被隱藏了起來，或許是忙著適應台灣生活，也可

能是因為身為一個嫁進來的媳婦，跟從夫家文化而隱藏。但華蓮其實一直都很

想要將越南分享給丈夫及兒子，等到他們想要學習的那天，她會很樂意且很開

心的把所有一切都教給他們，一起認識她的故鄉-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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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從訪談華蓮的過程中，可以看見外籍配偶嫁到台灣後面對一切陌生環境所

做的感變，無論是生活上的適應，或是心靈上的調適都是需獨自一人努力。華

蓮是越南華人，因此在適應台灣的生活上並沒有遇到太大的阻礙，另外祖先為

客家人，所以對於學習客家話上阻礙又稍微小了一點。但是每個外籍新娘都剛

好這麼幸運能快速地適應台灣生活嗎？

「如果再給你一次選擇，你會選擇來台灣嗎？」華蓮回答會，因為台灣

很方便，人也都很好。就算與原鄉的生活不同，畢竟嫁進台灣也已經10多年

了，也已經習慣這裡的生活與環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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