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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工的女兒　一切以夫家為重礦工的女兒　一切以夫家為重

2014-04-01   蔡欣穎 

　　沒有奢華高級的裝潢，只有看得出年歲已高的家具擺設，才一踏進潘秀嬌家中，藉由這樣的

擺設馬上可以感受到客家婦女最令人津津樂道的美德──勤儉。保有傳統的客家美德，卻又和傳統

的客家婦女個性大相逕庭。身為新一代的客家女性，潘秀嬌的持家之道，和一般人對於客家族群

的刻板印象可以說是相當不同。

　　苗栗南庄，一個傳統的客家村，是潘秀嬌成長的地方，家中有九個小孩，而父親只是一名礦

工，生活自然是十分的困苦。在重男輕女的家庭中，排行第五的她，沒有受到父母親特別的關照

，在小時候就必須要幫助家計：「印象最深的是去當『山老鼠』」潘秀嬌笑說，國小五年級時，

她和兄弟姐妹們上山搬木頭，秤斤賣給商家，但因私自砍木頭是違法的行為，所以潘秀嬌自稱是

「山老鼠」，但為了填飽肚子，再危險也必須去做。另外，養蠶取絲也曾經是他們賺錢的方法：

「所以現在看到蠶都覺得有點噁心，」她說。

潘秀嬌回憶起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她的眼眶泛紅，可見母親對她的影響，勝過任何人。(蔡欣穎/攝影)

從母親學會對家的付出從母親學會對家的付出

　　母親在她的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一位標準的傳統客家女性。在那樣貧困的環境下

，由於母親的「節儉」，才得以讓一家人勉強生活下去。她回憶起當時，母親為了省錢，衣服破

了一補再補，東西壞了一修再修，絲毫不浪費任何一分錢。吃飯的時候，她總是等全家人吃飽，

自己再吃：「每次想到這裡，我都會很難過，我媽吃了那麼久的冷菜飯……」潘秀嬌難過地說。

也因為母親的堅持，縱使他們窮到有時連吃飯都有問題，還是堅持每個小孩都要接受基本的教育

。母親對於家的付出，對於潘秀嬌來說，除了感謝和心疼，也影響了她的將來。

　　離開了成長的南庄，潘秀嬌為了賺錢，到了竹南，選擇讀夜校。白天上班、晚上讀書的日子

，維持了許久的時間，她也同時在這時，第一次接觸到客家人之外的「閩南人」。她表示在適應

上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偶爾還是會聽到同事之間對於她的客家人身分竊竊私語，總認為客家人

固執、喜歡和閩南人唱反調等等的不解，所幸經過長時間的相處，大家漸漸打破這樣的迷思，和

潘秀嬌成為非常好的朋友。因為不會說閩南語的關係，一開始她都和同事們用國語溝通，在耳濡

目染之下，也慢慢學會了閩南語，現在她的閩南語說得非常好，和公婆之間的溝通完全沒有問題

。

　　嫁入一個傳統的閩南家庭，對潘秀嬌來說是人生的另外一個開始，一開始她對於一切都非常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kp.nctu.edu.tw/
//hkp.nctu.edu.tw/group/21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45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4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3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2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1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0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49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48
//hkp.nctu.edu.tw/HakkaPeople/issue/all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hkp.nctu.edu.tw/user/196
//hkp.nctu.edu.tw/files/issue/doc/????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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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適應，除了偶爾的語言溝通不良，在觀念上面也有些不一樣，「從飲食來說，我們家都吃很

淡，他們都吃很鹹，」她說。這樣一個小地方，讓她不習慣很長一段時間，而且，夫家附近街坊

鄰居對於她是一名客家人的指指點點，更讓她倍感壓力。所幸，她的公婆都是很好相處的人，對

她是客家人的身分也完全沒有偏見，經過了多年的適應，潘秀嬌早已習慣這個閩南家庭的生活方

式。

　　她的丈夫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他給了潘秀嬌非常多的空間，在家中，幾乎所有大大小小的

事，都交由潘秀嬌來全權處理：「我應該是故意挑這麼溫和的人來嫁吧！」她笑說，她表示自己

的個性較為強勢，有很多自己的堅持，例如像是孩子的教育問題、甚至是管理金錢方面，幾乎都

是由潘秀嬌掌握。她的丈夫都非常願意聽她的，而且相當支持她所做的一切，少了很多的爭吵，

這對潘秀嬌來說是很大的助力，也讓她敢放手去做很多事情。

堅持給孩子最好的生活堅持給孩子最好的生活

　　有了孩子後，潘秀嬌的心力全放在孩子身上，生活重心也從工作轉移到了家中，或許是想起

小時困苦的生活，她對於應該要花在孩子身上的錢絕不手軟，堅持給他們最好的生活。但對於自

己，她說：「過得去就好啦，」她笑說，在自己的身上從不會放太多的心力。因此，她選擇了可

以邊照顧孩子，也可以邊賺錢的工作，像是和朋友一起開早餐店，早上工作，到中午關店後可以

做很多自己的事情，傍晚再去接孩子，這工作維持了很長的時間，後來因為朋友搬家而歇業，潘

秀嬌覺得相當可惜：「我覺得我做的早餐很好吃呢！」她笑說。她對孩子沒有什麼很大的期望，

只希望他們快快樂樂的，好好讀書就好，她的孩子也很爭氣，在讀書方面也很少讓她憂心。此外

，她非常強調小孩的獨立能力，培養他們對於事情的負責態度，家事方面都是採取全家分工的方

式，除了可以凝聚全家人的向心力之外，也可以讓孩子了解工作的辛勞並且學習做事情的能力。

　　因為她從前的觀念是希望以夫家為主，所以和小孩溝通方面都以國語和台語為主，幾乎沒有

說過客家話，孩子們也只有在回娘家時聽到客語，自然是不會說。縱使後來小學有推行母語教學

等等的活動，她認為還是沒有辦法。現在她的小孩們已經上了國高中，要學另一個語言已經有點

難了，潘秀嬌只能一直抱著這個遺憾了：「總不能為了要教客語再生一個孩子吧！」她開玩笑地

說。

節儉不小氣花在刀口上節儉不小氣花在刀口上

　　節儉是許多人對於客家人理財方面很鮮明的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只會將錢存在自己的口袋中

，節儉到甚至有點小氣。的確，潘秀嬌是一個十分節儉的人，但是絕對不是小氣，「將錢花在刀

口上」是她管理錢的哲學；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理財，潘秀嬌也會買基金、股票等等的理財，「但

要是靠這些理財吃飯，早就餓死了！」她笑稱自己只是一個半路出家的人，並不擅長做這些理財

，就是試試看，沒有賠錢就好。

　　除了將自家打理得相當好之外，潘秀嬌也積極參加許多活動，她曾擔任小孩國小的導護媽媽

長達六年的時間，起初，她只是因為要去接小孩的關係，就乾脆幫忙當個義工性質的導護媽媽，

沒想到一做就是六年，即使兩個小孩都已從國小畢業，她仍然繼續擔任。認識其他導護媽媽和他

們話家長，討論孩子最近的成長和家中近況，也是她做這份沒有薪水的工作最大的收穫和動力。

　　此外住在台北縣泰山鄉已經多年的潘秀嬌，對於這個地方相當有感情，在閒餘時間參加了鄉

公所舉辦的許多活動，也當了鄉公所的志工：「其實也沒什麼，就是跟著出去玩啦！」她說，鄉

公所會安排她們去上一些關於地方上的歷史沿革或是景點介紹之類的課程，讓潘秀嬌更加了解自

己所居住地方：「就是很老的一句話─活到老，學到老」她說。對她來說，錢夠用、省一點就好

，很多東西是不能用金錢去衡量的，她希望可以在自己還能動的時候，多做一點。

　　對於家的付出就像傳統客家婦女一樣努力，再加上對於公眾事務的付出，身為新一代客家女

性的她，要繼續在這兩方面努力，持續的學習：「我是傳統中帶點新潮想法的人吧！」她邊笑著

說邊做菜。

　　家中成員漸漸地回家，潘秀嬌的一天才正要開始忙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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