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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臺灣人　也是加拿大人我是臺灣人　也是加拿大人

2015-10-25  記者 林筱晴 文

還記得我四歲那年，還處在一個懵懵懂懂的狀態，媽媽就帶著我和姊姊飛越太平洋到了加拿大。

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聽著完全不熟悉的語言、感受著完全不同的文化，這四年的歷程深深影

響了我的一生。

 

房東的蓮藕湯　故鄉滋味房東的蓮藕湯　故鄉滋味

我們住在一棟透天厝的一樓，是二樓的房東婆婆租給我們的。因為才四歲，所以記得的不多，但

是會記得一些連大人都記不得的小細節。像是二樓的房東婆婆每次上完廁所沖馬桶的時候，整棟

屋子會聽到水管嘎吱作響的聲音，或是我們週末的時候會在客廳邊看電視邊吃無籽綠葡萄。有一

次，媽媽出門去採購，我因為找不到媽媽而傷心地哭了出來，跑到二樓房東婆婆的家裡找媽媽。

房東婆婆看到無緣無故哭著「闖空門」的我，不但沒有生氣，還從廚房拿出了她煮的蓮藕湯給我

喝。挑食如我，平常是完全不喝蓮藕湯的，但是那天我喝了三碗，停止了哭泣。我想，或許是蓮

藕湯讓我想到了媽媽以前在臺灣的家裡，在廚房忙碌煮飯的身影。

蓮藕湯的滋味讓我想起媽媽的味道，心情平復了下來。

（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外國教育　價值觀大不同外國教育　價值觀大不同

上幼稚園的我，有一次在點心時間拿到了一塊聞起來很奇怪的起司，我本能地拒絕吃下它。但是

受到臺灣幼稚園小班教育的影響，我以為沒有吃完盤子內的東西就不能離開座位。漸漸地，同學

們一個一個陸續吃完點心到旁邊玩耍，而我卻獨自困在座位上，像困在孤島上一樣。氣急敗壞的

我忍不住哭了出來，引來老師的關心。老師得知詳情後笑得彎下了腰，我才知道原來在加拿大是

不需要勉強自己吃討厭的食物的。這個價值觀和我被教育的觀念產生了極大的衝突，此後我在家

就常用「老師說討厭的食物可以不要吃完」這句話，來對媽媽放在我盤子上的綠花椰菜和青豆大

聲抗議。

加拿大人還有一條法規，是臺灣近幾年才開始實行的，那就是汽車駕駛與乘客都要繫安全帶。我

曾經在暑假回臺灣探望爸爸，回到加拿大以後在課堂分享時間用驚異的神情，述說著臺灣人開車

都不用繫安全帶的事實，對此同學們連連驚呼，感到不可思議。

不久之後，我們搬家了，搬到一個有前後院、有兩層樓和一層地下室的大房子。後院的面積比房

子還大，又因為在山坡上，所以冬天積雪的時候我們會坐在塑膠板凳上滑下坡，玩得不亦樂乎。

院子裡還有櫻桃樹、葡萄藤、鬱金香，對小孩子來說就像童話故事中仙女住的地方。八歲那年，

媽媽帶著我和姊姊到一棟莊嚴的大樓內，舉著加拿大國旗唱國歌，拿到了一本黑底燙金字的加拿

大護照。媽媽說：「以後你就是加拿大人了。」我露出了猶疑的表情，難道我以前並不是加拿大

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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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為二二四期，共

三十篇稿件，期中以

照片故事與心情故事

居多。本期側邊廣告

以難民潮為題，讓讀者了解難民潮

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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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許馨仁，台北

人。 鼻子過敏，很
愛喝開水，食量很

大，很杞人憂天，但

看待事情很理性。 是最不像雙魚
的雙魚座。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唐宜嘉唐宜嘉

完美主義、強迫症、

相信少說多做。

Work hard in
silence, let

success be your noise.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https://twitter.com/share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473
http://la.stgloballink.com/meishi/2014/0115/49682.shtml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700?issueID=5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700?issueID=5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95?issueID=5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95?issueID=581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703?issueID=5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90?issueID=5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72?issueID=5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725?issueID=581
//castnet.nctu.edu.tw/user/377
//castnet.nctu.edu.tw/user/385
//castnet.nctu.edu.tw/user/361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88?issueID=581
//castnet.nctu.edu.tw/user/36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81?issueID=581
//castnet.nctu.edu.tw/user/3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79?issueID=581
//castnet.nctu.edu.tw/user/36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82?issueID=581
//castnet.nctu.edu.tw/user/38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72?issueID=581
//castnet.nctu.edu.tw/user/34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拿到加拿大護照，我正式擁有了雙重國籍。

（圖片來源／The Globe and Mail）

 

回國生活回國生活 格格不入格格不入

取得加拿大國籍後不久，我們就回到臺灣居住。馬上開始上小學三年級的我，由於過去一直是使

用英文，因此進入語文特教班，帶著「語教生」的身份在一整班的普通學生之中，成為同學眼中

的異類。開學第一天，老師問：「誰有帶便當來學校？我帶你們去隔壁班蒸便當。」中文程度不

好的我，認定「便當」就是午餐的意思，看著早上媽媽因為來不及準備所以隨手塞給我的便利商

店麵包，我站了起來，跟著老師走到隔壁班。老師看著我手上的麵包，忍俊不禁，「噗哧」地笑

了出來，同學們當然也跟著笑成一片。對著疑惑的我，老師邊解釋著麵包不是便當，邊將我帶回

教室坐好。中午吃完麵包以後，習慣於較長午睡時間的我，一路睡到了上課都沒醒來。同學們一

窩蜂趕去音樂教室上課，而我卻還傻呼呼地趴在桌上睡。回到家，我傷心不已，認為臺灣的小學

糟透了。我吵著要回加拿大，不能理解為什麼我終於成為真正的加拿大人了，卻要離開自己的國

家。

 

僑生歸國僑生歸國 四海不為家四海不為家

小學五年級因為課業程度已經能夠跟上其他同學，我轉學到普通的小學就讀。再次來到不熟悉的

環境，自我介紹時，老師告訴全班我是「加拿大人」，要我分享一些加拿大比較特別的事。我彷

彿回到上幼稚園那年，老師對班上說著：「她是從臺灣來的喔！大家要好好跟她相處！」我瞬間

明白，原來在加拿大人眼中我不是加拿大人，正如在臺灣人眼中，我永遠也不是臺灣人一樣。在

班上成績突飛猛進的我，每當英文考試滿分，便會迎來噓聲：「因為她是加拿大人啊！」遇到不

懂的英文單字，又會迎來鄙視的目光，彷彿一個「加拿大人」看不懂艱澀的單字是該受千刀萬剮

的大罪。看著身邊的同學都能很明確、驕傲地介紹自己是臺灣人，我陷入了迷茫。如果兩個國家

都不是我的歸屬，那我究竟屬於哪裡？頓時之間，我從令人驕傲的雙重國籍，變成一個沒有國家

的人。

十年前紅極一時的「台灣人」上衣，象徵著臺灣人的自我認同。

（圖片來源／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

 

抬頭挺胸抬頭挺胸 重拾自我認同重拾自我認同

長大以後，慢慢明白小時候的糾結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周遭的人對雙重國籍的不了解。在當時的小

孩子眼中，你如果不是臺灣人，自然就是外國人，不可能既是臺灣人又是外國人啊！因此我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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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足　在雕刻之餘駐足　在雕刻之餘

苗栗縣三義鄉位於苗栗縣南端，木雕藝術廣為
人知，而其實三義的美麗不只木雕。

棒球大挑戰　球星相見歡棒球大挑戰　球星相見歡

美國職棒大聯盟首次來台舉辦棒球體驗活動，
也邀請到現役球星與球迷一同共襄盛舉。

主動分享小時候的趣事，讓更多人了解我特殊的身份。隨著時間過去，擁有雙重國籍也不再是奇

聞。對於身份認同的迷茫慢慢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於另外一個國家的想念，以及滿滿的美好

回憶。幾個月前，有一家發源於加拿大的潛艇堡連鎖店，在臺北市信義區知名商圈開幕了。看到

熟悉的招牌，不禁想起那四年在加拿大說長不長，說短卻又不短的日子。距離房東婆婆煮的那碗

讓我想起臺灣的蓮藕湯已經過了十六年，十六年間我驕傲過、自卑過、排斥過、懷念過。如今看

著同樣的菜單，吃著同樣的味道，我不禁炫耀著：「我小時候都是吃這家！」同學們不禁露出疑

惑的表情，問：「你怎麼會吃過這家？」於是我笑著指指自己，告訴他們：「因為我是臺灣人，

也是加拿大人！」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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