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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我們選擇與新竹市東區南大路上的永和豆漿的老闆娘－商小姐，進行訪

談，商小姐是中國人，因親戚介紹而嫁來臺灣，丈夫是苗栗客家人，因緣際會

現於新竹開店工作。這份訪談主要是依商小姐給的家鄉資訊進行深入的文本資

料探查，並且以商小姐的經歷架構出屬於商小姐的人生史，藉此研究族群間的

差異，報告內容主要分為三個部份：族群、婚姻、現狀生活。

首先，族群部份描寫商小姐的家鄉－中國福建省福清市沙埔鎮赤礁村，其

中藉由商小姐傳達的資訊進行文本調查，探尋商小姐的族群；第二部分，婚

姻，人生主要有四大轉折點－出生、成年、結婚、死亡，結婚意指一個人將與

另一位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共組家庭，即將邁入下一個階段的步驟，而婚姻，則

是這一場結合的延續，一個外籍新娘帶著不同的文化與丈夫共組家庭，將可能

對一個人帶來極大的衝擊，忍受的不只是語言溝通的問題，當視野、價值觀、

文化，抑或是習俗⋯⋯等等，日常的習慣不再是那麼熟悉，甚至通通變得不同

的時候，一個外籍人士該怎麼去適應並且生活？

最後，現況的部分，已經生活幾年的外籍人士逐漸浸染新土地的文化，一

開始的不適應被生活削去了痕跡，移動的根札入新的土地吸收養分，並且從此

定居；當一位外籍人士汲取了不同的養分，她的想法又是什麼？以此為構想，

進行對商小姐的訪談以及文本資料探查。

族群
商小姐，本名商妹妹，近期有意改名商婉媗，家中排行老么，上有兩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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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在國中畢業後就出外工作；

由於家鄉是位於適合養殖的淺海

灣澳，所以家裡主要是做沿海的

養殖業，但近幾年父母親年事已

高，都已經選擇退休在家休息；

近年來，因為民眾對於像是海

帶、紫菜、海瓜子⋯等種類的需求量提高，所以當地產業增加這些類型的養殖

漁產；而從產業方面，也延伸出當地的信仰－媽祖。商小姐家鄉主要祭祀的神

明是田府元帥，據商小姐所說，他們商姓聚落以田府元帥為主要的信仰。

商小姐的故鄉位於中國福建省福清市沙埔鎮赤礁村，福清市本身處中國西

南沿海，屬丘陵地帶，當地有名的觀光景點－石竹山，在商小姐記憶中尤為深

刻，石竹山山腳下的山道院供奉何氏九仙君，於道教是重要的神祇。赤礁村坐

落在福清市區南方，是屬整個福清市較為中間的位置，村內主要有商、楊、

陳、林四大聚落，近幾年則是因為政策關係，本來各據一方的聚落重新被集中

在村中，村內的一些機構也重新被整合過，而主要的信仰則以各個聚落為主，

因當地擁有漁業的緣故，因此也具媽祖的信仰。

當初在得到第一次訪談資料時就對商小姐的姓氏產生濃厚興趣，在得到更

多資訊後，便開始著手進行文本翻查，後來發現商小姐的祖先最遠可以追溯到

商朝，商王的後代分封諸候國，以國為姓氏的有殷氏、日氏、空桐氏、稚氏，

還有北殷氏，而商小姐的祖先這一國則是姓商，是屬於留在商朝國都繼承王位

的世子這一支，這是非常久遠的追溯；而福建赤礁商姓的歷史則要追溯至當初

赤礁村的選址，然後是商當，當公來此定居後，商姓才在這裡發展，商氏自古

建功立業，宋、元、明朝皆繁盛，明朝時有位叫商輅，是明朝唯一一個三元及

第者，但是此後赤礁商姓似乎就不再有較為出頭的人物，便沉寂下來。

商小姐在1982年出生，由於並不是距今太遠，記憶中的故鄉景象與臺灣其

實沒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屬於高、矮樓房，不過對於福清市市

區的改變印象極深，在她的成長過程中，看著原先的低矮樓房逐漸地轉變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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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大廈，現在幾乎沒有舊區可言，她

認為比較起來就跟臺中差不多；家鄉

景象與臺灣較大的差異是在有關信仰

的部份，臺灣的宗教信仰十分盛行，

且廟宇的種類數量也相當豐富多元，

然而對比之下商小姐家鄉的廟宇數量

則非常少，因為他們很少拜拜，通常

只有在特別的日子，像是三節－春節、端午、中秋的時候才會拜拜，另外，田

府元帥是比較偏向土地公的性質，初一、十五會拜，其他像是清明節就只是單

純掃墓，中元節不如臺灣會擺桌、架棚，買很多零食飲品祭祀鬼神，他們祭祀

的對象以神明為主，比較沒有鬼神的信仰。

婚姻
當初會從故鄉遠嫁來臺灣，其實

是因為親戚幫忙牽的紅線，那時親戚

在台灣工作時認識了商小姐的先生，

是一位客家人，並且將其介紹給商小

姐的父母，在父母的准許下，才跟先

生以電話方式和網路相互連絡，將近

一年後才決定結婚，家中父母對商小

姐的婚姻十分樂見其成，但是因為當時的政策因素，商小姐以及她的家人並沒

有機會前往先生家中一探究竟，主要是雙方在決定結婚後，日子訂於2006年

10月，由先生隻身前往商小姐的故鄉，與她結婚；結婚隔天，則是由先生帶著

商小姐來到臺灣，試著問商小姐這樣遠嫁台灣會不會非常緊張、擔心她能否適

應新的環境，商小姐想了想說其實真的沒有，也想不太起來自己當時有沒有很

擔心適應問題，而是比較害怕過海關時的面談，因為若是面談沒有通過將會被

直接遣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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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談的相關事項主要是依《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

法》，這個面談不只是針對跟商小姐一樣的外籍新娘，包含商小姐的先生都要

先進行過面談，只要有一方的面談不通過，則外籍人士就會在十天內被遣送回

去，他的許可相關證件也會被撤銷或廢止，面談內容主要牽涉到身分資料、來

臺原因⋯等等，內容都會由面談人員當場製作面談紀錄，並且全程錄音，必要

時，還得全程錄影。這些在境外面談之面談紀錄都會製作成二份，一份由面談

處所保存，另一份跟錄音、錄影資料，會附在申請書上依同存至境管局。

由上述的描寫，面談的狀況可想而知；順利來臺後，為了慶祝結婚，參考

良辰吉日，選定於2月的某天中午安排小型宴客，地點就在先生家附近的活動

中心，原先有準備小禮服，但是因為剛好那時逢近親喪事，為了避免相沖，所

以到最後並沒有穿上，而是以簡單的方式結婚，且過程中其實沒有特別按照客

家傳統的婚姻習俗；結婚證明是等到來臺之後才去作登記；婚後的生活就像俗

語所說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一開始跟著丈夫在臺中開店，但是生意的

收入不如預期，隨後藉由親戚介紹，前往基隆發展，不過因為氣候的緣故沒有

久留，輾轉搬來新竹，目前在此定居、開業。

在飲食上，因為地區性跟臺灣極相似，但是年夜飯上沒有所謂的長壽菜，

在口味上也比客家菜還要再清淡一些，不過商小姐也有提到一些客家菜，像是

薑絲炒大腸、客家小炒，她都蠻喜歡的；在醫療保健方面，商小姐對臺灣的健

保制度讚譽有加，不論是在衛生環境上，還是制度上的幫助都令她印象深刻；

商小姐還有提到，臺灣的政治文化很特別，每每到了選舉期間，就會發生許多

口水戰，那是她在故鄉從未看過的；此外，商小姐表示來台之後曾參加過別人

的婚禮，當時第一次見到電子花車，覺得十分新奇，也很有趣。

遠渡而來的商小姐，對於生活中多多少少還是有些許不適應的部分，但是

幾乎較多是關於和先生之間的相處。目前家中育有一女一男，由於先生是客家

人，在生活中，小孩時常與奶奶相處互動，耳濡目染，漸漸能理解客家話的含

意，但目前還無法用來交談。在詢問過後，我們得知先生家裏幾乎是完全的苗

栗客家人，我們也曾思考商小姐與先生家庭之間語言溝通的問題，不過商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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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其實還好，因為長輩在家裡也都會說普通話，交談上並沒有太大的障礙。

唯一可惜的地方是，商小姐遠嫁來臺灣之後，要回娘家探望家人並非如此

便利，且家庭中有了兒女之後，非常顧及孩子們的身體狀況，幾年前，曾經帶

孩子回娘家生活了一小段時間，但後來發現孩子們並不能適應當地環境，便只

好打消連同孩子一起前往的念頭；現階段是決定每三年要回娘家一次，像是今

年過年就會回家探望家中的長輩。

現況
商小姐是一個比較務實的人，很

多事情還是以現實層面為優先考量，

能夠過安穩的日子就再好不過了，當

初剛來臺灣的時候就跟著先生一起生

活，我們有個疑問是為什麼會直接選

擇「永和豆漿」作為經濟來源，後來

才知道，這是先生本來的工作，於是

他們也就順其自然的開業。商小姐以前雖然不曾做過餐飲業，但是小時候為了

貼補家用，曾有過收銀方面的工作經驗，後來藉由表姊的介紹到廈門從事半導

體相關的產業，也因此離開家鄉幾年。

現在的生活重心以家庭為先，平日是在小孩就讀的學校擔任團膳阿姨的職

務，主要是可以就近照顧孩子，也能夠配合孩子上下課的時段，其餘時間就在

先生的店裡幫忙，雖然商小姐認為日常工作有些辛苦，卻也覺得很充實。在臺

灣，一有時間也會出門旅遊，像是日月潭、故宮，有次也跟著先生家裡一起環

島，不過最常去的地方還是先生的老家，多陪陪長輩。

關於兒女教養的部分，是跟先生協調好一同來負責，沒有以誰為主，只要

有 一方有空就幫忙照顧孩子，附近的鄰居也會在他們忙碌時幫忙照看。對於

孩子的學習，算是承她家裡的習慣，採取比較放任制的學習模式，商小姐認

為，如果孩子能讀好書，將來有能力去選擇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是再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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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但是，若孩子無法或是沒有意願，那也沒有關係，因為生活還是得持續下

去，只要孩子能安穩、健康地長大，那她就別無所求了。

自結婚以來，商小姐幾乎就一直在臺灣生活，這段期間只有一、兩次回家

鄉省親，除此之外，父母也曾來到臺灣，探望她目前的生活狀況，而兩位哥哥

則是因為工作繁忙的緣故，還沒有機會來臺。

總結
透過這次的機會，讓我們有這個

緣分能夠與一位外籍配偶接觸、結

識，探討她來到台灣的生活，以及了

解與客家族群文化的相處狀況，因為

接受訪問的商小姐來自福建，藉由訪

談，我們了解到福建當地習慣、飲食、語言⋯等等，和台灣的差異其實不大；

商小姐也認為來台灣這麼多年，並沒有遇到什麼特別不適應的地方。事實上，

外籍配偶到臺灣定居生活並不是我們想像的簡單容易，對於新住民要融入一個

新環境來說，語言這方面會是很大的問題，若恰巧語言不通，在溝通上就會碰

到許多障礙；除此之外，還可能會遇到更多與原先文化差異的地方，例如宗

教、禁忌、風俗民情⋯諸如此類，雖然商小姐在適應生活的方面問題不大，但

還是會有令她感到困擾的部分，像是和家人的見面次數變得相當少，雖然掛念

福建故鄉的家人，但卻因為擔心小孩無法適應，以及經濟方面的考量，讓商小

姐只能折衷地選擇大約三年返鄉一次；不只是商小姐而已，這也常常是許多外

籍配偶會擔心的問題。

最後，我們誠摯地感謝多次配合訪談的商小姐，當初詢問她是否願意受訪

時，很直接就答應了，連在應答方面，也幾乎知無不言，只要是她理解的問題

就會盡她所能地回答，並且耐心解釋，對於很多問答上的配合，十分感謝；再

來，我們要感謝「族群關係」這門課程，不是一味地灌輸文本的知識，而是讓

學生走出教室，親自與課堂文字中的人們接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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