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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你們今天回來看老師啊？現在在讀哪裡呢？過得還可以吧？」她用著像是一多年不見

的老朋友問候的語氣，向來店裡吃飯的一群學生打招呼，令人驚訝的是，那群學生竟然也很自然

地回應她，毫不保留就談起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瑣事，對話中完全感受不出雙方有年齡上的差距。

和顧客們如此「搏感情」的她，就是徐珮瑩。

    徐珮瑩是一家位於永和小吃店的老闆娘，在家中排行老四，個性純模、內斂的她與丈夫兩人都

擁有客家的血統，可以說是血統非常「純正」的客家人。今年五十歲的徐珮瑩，與從事服飾業的

丈夫共同擁有一對兒女，兒子目前是大四生，女見則是現就讀大一的新鮮人。

兩姐妹共同經營小吃店兩姐妹共同經營小吃店

　　徐珮瑩成長於早期傳統的農業社會，由於家裡務農，所以在徐珮瑩小時候的記憶中，父母經

常在田裡奔波，大部分時聞都花在耕作上，並沒有太多機會去教育子女，教導他們努力念書，或

是培養自己專長等觀念。徐珮瑩表示，其實在她年輕時，曾有過當護士的夢想， 只是當時的自己

並沒有好好地規劃，所以也就不了了之，說到這裡，徐珮瑩靦腆地笑了笑，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

：「啊說自己沒有好好用功讀書啦，只是想想而已……」

　　接著徐珮瑩又說：「其實自己有時會覺得有點後悔，為什麼當時沒能多做一點事幫忙自己還

有家裡。」以前的自己，總是想著將來要找個好老公嫁，生幾個小孩，在家相夫教子，徐珮瑩認

為這可能是因為受到傳統農業社會與父母的觀念關係，雖然他們並沒有刻意灌輸這個想法，但是

在潛移默化之下，便會自然而然地受到影響，以之為榜樣，她先是微微笑，然後說道：「家庭的

影響力可是很大的。」

　　平常日時，小吃店從早上九點開始營業至將近晚上九點半才結束，週六則是到下午兩點，只

有星期日才能稍事休息。從營業時間便可感受得到，要經營一家小吃店並不是想像中的輕鬆，必

須投注許多心力和時間。她的大姐徐芝禾，也是這家店的老闆娘，小吃店就是由兩姐妹共同經營

的事業。

徐珮瑩(圖右)與女兒陳秀玲(圖左)的合影，照片中可以看出母女兩人深厚的感情。(攝影/陳雅甄)

時代改變內心還是傳統時代改變內心還是傳統

　　「在以前，傳統的客家女性的確都是在家相夫教子的，不然就到田裡幫忙，」徐珮瑩說道：

「哪像現在啊，社會慢慢變遷，為了經濟，不得已要自己出來創業……」徐珮瑩說明，她們這一

代的客家女性，因為時代改變，經濟負擔越來越重，為維持家計，變成了夫妻倆都得出外打拼，

領兩份薪水，這是與傳統的客家婦女不太一樣的地方。

　　但兩個女老闆也不是因此就為自己加上「新女性」的稱號，徐芝禾說：「其實我們內心還是

很傳統的啦。」她一邊說著話，一邊就拿起桌上的菜瓜布，蹲在地上便認真地刷起地板來了，「

呵呵，妳看妳看，這就是客家婦女啦，連地板都要這樣刷。」徐珮瑩指著正在刷地的大姐，有點

開玩笑地說著，此刻，兩姐妹都笑得很開心，店裡充滿著歡樂的笑聲。

　　談起丈夫，徐珮瑩表示．「孩子的爸爸也很辛苦啊，也是每天工作到很晚。」她認為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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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能否順利地運作，夫妻兩人間的配合是很重要的，而經濟還是他們最主要的壓力。她說道：「

他啊，以前他可是很大男人主義的呢。」據徐珮瑩描述，丈夫是傳統的客家大男人，認為女主內

、男主外是理所當然的事，只不過隨著時代變遷，生活方式漸漸改變，為了維持家計，夫妻倆人

都得工作。「現在我先生比較好了啦，家裡的事都會主動幫忙做。」徐珮瑩笑著說道，對於丈夫

的體貼顯得很開心。

家族定期聚會聯絡感情家族定期聚會聯絡感情

　　不過，幾乎一整天都待在店裡工作的徐珮瑩，要如何扮演好女兒、媳婦、母親，以及太太的

多重角色呢？她說道，自己會盡量把家人都安頓好再出門工作，如果抽不出時間的話，就讓自己

少睡一點，她並不覺得會因為工作闌係，而疏忽了家人。「其實，家裡的瑣事，我的小孩，尤其

是女兒秀羚，都會很貼心地幫我做好，他們都很乖。」徐珮瑩滿臉幸福地說著。她也談到，每到

假日，家族內部就會有定期的家庭聚會，大家聚在一起連絡彼此的感情。徐珮瑩興奮地說著：「

每次出去玩都是一脫拉庫的人呢！和大家一起的感覺真的很好！」她覺得，家人對自己而言是最

重要的，自己的付出都是為了他們，因此，她非常看重與親人間的關係聯繫。

　　當談到身為客家女性所擁有的特質，徐珮瑩說：「就很節儉啊，當時跟著我嫁過來的傢俱到

現在都還在用呢！都捨不得換新的。」她又舉例，吃飯時她都規定家人絕對不能將飯菜剩下，因

為她覺得凡事都要惜福，就算真的吃不完，明天還可以裝進丈夫及女兒的便當，說到這時，正在

店裡幫忙的女兒忍不住吐槽母親．「對呀，每次我和爸爸都在吃剩飯粥。」不過女兒接著又笑著

說：「但還是媽媽煮的菜好吃啦，都吃不膩。」女兒搭上母親的肩，有點撒嬌地說薯，語調輕鬆

，母女的相處方式就像好朋友一樣。

　　徐珮瑩其實是典型的客家婦女，其刻苦耐勞、又不太向人訴苦的性質，在徐珮瑩的身上可以

清楚看到。徐珮瑩表示她本身是個內斂的人，不容易將情緒表現出來，就算在外面做得很累，或

是受到委屈，她也不會表遷出來讓人知道。被鬧到難道壓力不會很大嗎？又是如何支撐下去的？

徐珮瑩只是微笑，看了看身旁的大姐和女兒，若有所思，之後緩緩地說：「壓力是很大，但是，

只要一回到家，就會輕鬆很多。」徐珮瑩露出慈祥的表情說道：「家是我的避風港。」她的語氣

是如此堅定。

現就讀大一法律系的陳秀玲，只要一有空堂時間就會到店裡幫忙。(攝影/陳雅甄)

對於子女教育　希望他們守本分有道德對於子女教育　希望他們守本分有道德

　　徐珮瑩及丈夫都是道地的客家人，但夫妻倆平時並沒有特別教導孩子說客家話，徐珮瑩表示

．「我覺得順其自然啦，傳承客家文化這樣沉重的東西，我們不太會去強迫小孩吸收。」她也提

到，其實夫妻倆在家不太常用客語溝通的，反而是用閩南語或是國語，會用客家語言的時候，大

多是跟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親或是親戚才會使用。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
© 2007-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而徐珮瑩的女兒陳秀玲也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我多少會聽懂一些也還會說一點，我覺得不

用特意去學啦，自然而然就會熟悉了。」陳秀玲還提及了一些店裡發生的趣事，由於顧客大都聽

不懂客家話，所以如果遇到很煩的客人，老闆娘們就會用客家話向彼此抱怨。徐珮瑩說：「雖然

情況是這樣，但是有時還是會遇到也會講客家話的客人啊，那時的場面就尷尬了。」徐氏姐妹互

相看了看，兩人會心一笑。

　　至於子女的教育方面，徐珮瑩認為身教的意義是大於言教的，她非常樂意提供子女學習的機

會，讓他們多吸收一些經驗。另外，徐珮瑩相當看重道德觀念的教導，她強調：「我覺得道德真

的很重要，我希望我的小孩是個有道德心的人。」她期許孩子們都能夠自我規範，守好自己的本

分，並且也希望他們能有良好的家庭觀念。

　　徐珮瑩也私底下表示，其實丈夫希望兒子在將來出社會後，能夠承擔家中一部份的經濟負擔

，其目的是希望兒子多少能繼承家庭的一些責任，對於日後要往哪發展他並不會有太大的規定，

而兒子也爽快答應了。徐珮瑩說：「我想，他也了解父母的辛苦啦，所以很快就接受了他爸爸的

提議。而且也讓他有些責任感。」另一女兒陳秀玲則是就讀法律系，且對於法律頗有興趣也很有

心得，徐珮瑩認為應讓小孩順其發展，並不會限定子女一定要符合他們預先的期望，她表示，身

為父母，就是要為下一代著想，支持孩子們的夢想，全心全意地陪伴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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