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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定居臺灣的香港女性婚姻移民（通稱「港妻」）為訪談分析對象，探討
觀光凝視與浪漫假期如何促使這些香港女性對臺灣懷抱好感，以婚姻移民

的方式移居此地後的日常生活又如何改變了她們對臺灣的感受，從中釐清臺港婚姻
移民（marriage migration）與生活方式型移民（lifestyle migration）之
關連。有鑑於觀光是港妻認識臺灣的主要管道，本研究從受訪者的臺灣凝視出發，
分析觀光經驗如何與其尋求個人抱負及理想生活息息相關，如此的凝視又建構了
怎樣的地方感受與浪漫愛。受訪港妻普遍指出旅遊時熱愛臺灣的「慢活」，「小確
幸」與「人情味」，而對臺灣的好印象也使得她們對臺灣男性有一定的信任與好感。
港妻移居後的日常生活經驗則顯示，臺港家庭和居住環境的差異，改變了港妻對婚
後臺灣生活及親密關係的浪漫想像。此外，因移民後的日常生活漸漸脫離觀光凝
視，「慢活」等觀光時指認的地方特質及好感日漸減退，對「人情味」的感受亦開
始變調。這顯示脫離觀光凝視的移居生活影響她們原本對「臺灣」的想像與理解。
面對這樣的變化，部分港妻以「在地人」的身分經營社群網站等形式再現觀光凝
視中的「臺灣」，部分則強調適應職場與融入夫家的重要性。本研究認為來臺定
居的港妻生活可說是不斷地在觀光凝視的解魅（disenchantment）和復魅（re-
enchantment）之間進行協商的過程。

Abstract

This essay starts off from the romantic gaze of Hong Kong wives in Taiwan to 
analy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aiwan tourism and their pursuit of personal 

aspiration and ideal life, as well as the sense of place and romantic love constructed 
through such gaze. In many instances Hong Kong wives point out that they come 
to love Taiwan’s “slow living ,” “small pleasures,” and “friendliness” when they are 
traveling in Taiwan, and their fond impression thus also lends them certain amount 
of trust and positivity towards Taiwanese men.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essay then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feeling towards Taiwan after these women married 
to Taiwan, turning from “traveling” to “living.” The imagined life shaped by tourism 
and holiday romance prompts these Hong Kong women to anticipate its realization 
when they immigrate to Taiwan through transborder marriage. However, after they 
take residence in Taiwan, the actuality of life nevertheless meets such anticipation 
with disenchantment. In various interviews, the interviewees invariably note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raveling and living in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the glamour 
of “slow living” gradually wears off and the taste of “friendliness” starts to go sour. 
Facing such a downward spiral, some interviewee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up the challenges of fitting in the workplace and getting along with the in-
laws; some start to run blogs, Facebook fan pages, or other form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jobs, in an attempt to maintain their  tourist gaze. By analyzing Hong Kong 
wives’ experience of marrying to Taiwa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ir settlement is 
marked by the continued negotiation between disenchantment and re-enchantment 
of their tourist gaze.

關鍵詞：臺港婚姻移民、生活方式型移民、觀光凝視、慢活、浪漫假期

Keywords: Hong Kong-Taiwan marriage migration, Lifestyle migration, Tourist gaze, 
Slow life, Holiday romance



171

一、前言

自冷戰時期便有因求學或其他因素來臺的港人與臺灣人結婚，但晚近

隨著中港矛盾日深與「哈臺」風氣漸盛（黃宗儀2020），資料與數據顯示

似乎有另一波的婚姻移民來臺定居。依據移民署提供的統計數字顯示，近

15年來無論是嫁來臺灣的港澳女性，或是娶臺灣女性的港澳男性，人數都

增加了四、五倍。1尤其2011年後，人數更有大幅的成長（如圖1）。此類

移民的居住地分布於全臺各縣市，比較集中在都會區。雖然以婚姻方式移

民臺灣的港澳居民人數不如東南亞、大陸等外藉配偶，但如果考慮港澳人

數大幅成長的時間點，移民人數的升幅某種程度顯示了港人正以移民來回

應香港社會的變化。2 

圖1：與臺灣居民結婚的港澳居民人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
ris.gov.tw/info-popudata/app/awFastDownload/file/yzs3-00000.xls/
yzs3/00000/。（2020/10/21瀏覽）

1 目前移民署仍然採合併統計的方式顯示港澳兩地移居臺灣的人數。
2 不僅近年與臺灣居民結婚的港人數字顯著增加，港人移居外地的人數同樣大幅
提升。香港媒體2 0 1 9年的報導顯示，港人定居臺灣和加拿大的人數創1 3年新
高。其中，港人獲發臺灣居留和定居許可的人數超過獲美國簽證和加拿大永久
居留者。參見葉潔明（2019/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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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現象也反映在媒體的報導中。近年港人移民臺灣與臺港跨境婚

姻的報導頻頻出現在報章雜誌上。就臺港婚姻而言，雖然隨妻子移民臺灣的

香港男性在人數上與移居來臺的香港女性相去不遠，但這類報導普遍以香港

女性嫁到臺灣的案例為主，內容強調嫁來臺灣讓她過著在香港無法擁有的生

活，臺灣也在媒體的再現中成為港人實現夢想之地。3此外，眾多嫁到臺灣

的香港女性的部落格與社群網站也呼應了媒體敘事，這些書寫多半分享跨境

婚姻的經驗、臺港生活差異與移居臺灣後的生活方式。本研究以訪談案例為

分析對象，參照媒體中移居臺灣的香港女性的敘事，試圖釐清臺港婚姻移民

（marriage migration）與生活方式型移民（lifestyle migration）的關連。

有別於既有研究普遍聚焦跨境婚姻為夫妻雙方帶來不同的社會階層流

動，衍生區域內貧窮和富有國家之間地緣經濟和政治上的不對等關係（夏

曉鵑2000, 2001, 2003; 王宏仁、張書銘2003; 張翰璧、張晉芬2013），臺

港之間跨境婚姻的階級流動現象較不明顯。這一方面與兩地經濟發展程度

較接近有關。另一方面，兩地之間的跨境婚姻現象，涉及對生活方式的想

像與地方認同。例如，晚近不少港人視臺灣為實現特定生活風格的「好地

方」，移民臺灣者多半屬於所謂生活方式型移民（黃宗儀2020），亦即，

相對優渥的個人，或短期暫居或永久移民，出於不同原因遷移至對移民者

而言有生活品質之處（Benson and O’Reilly 2009: 621）。

本研究是以田野訪談為主的質性研究，主要透過網路社群網站和部落

格尋找受訪者，繼而以滾雪球的方法增加受訪者人數，從2018年9月到2019

年5月先後與49名來自香港的女性婚姻移民（以下通稱「港妻」 4）進行深

3 如〈【呢個香港人】  港女嫁臺灣人  開餅店│低成本實現夢想！〉（廿四孝暖男
2016/12/12）、〈脫離香港「石屎森林」  臺灣媳婦愛上臺中的愜意〉（陳育晟
2019/01/03）、〈80後港女高雄賣港式檸檬炸雞人妻嫁往臺灣：這裡創業不用
衝〉（陸明敏2019/02/28）。

4 「港妻」一詞乃臺港兩地媒體普遍對香港妻子之通稱，同時，嫁來台灣的香港
女性也以「港妻」自稱。關於臺港兩地媒體使用「港妻」的例子，參見〈台灣
路太爛  害台夫港妻婚姻破碎？〉（王定傳2017/07/31）〈結婚4年半等抽居屋
分開住     港妻呻老公瞞同事扮未婚     心淡決離婚〉（卓柏安2019/06/01）；關
於嫁到臺灣的香港女性的自稱，參見臉書「台夫港妻婚姻雜事」（https://www.
facebook.com/cottoncandywife/）以及Instagram “17emancheng”（https://www.
instagram.com/17emanche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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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訪談，訪談時間從60分鐘到150分鐘不等（47位為面對面訪談，2位為電

話訪談），訪談的目的在於理解受訪者來臺生活之前對臺灣的認識，以及

嫁來臺灣之後的生活經驗與感受。本研究無意宣稱受訪港妻的經驗足以代

表所有定居臺灣的香港女性婚姻移民，而是試圖援引紮根理論分析訪談內

容，歸納並探討港妻的婚姻移民經驗以及如此的經驗與近年香港社會「哈

臺」風氣的關連。受訪者大多定居臺北、臺中、臺南、高雄等都會區，亦

有部分居住在新北市、苗栗、花蓮之鄉鎮地區。來臺定居時間從半年到八

年不等，有幾位長達二十到四十多年（詳見附錄：受訪者資料一覽表）。

定居長短的差異有助於理解港妻來臺時間對其追求的生活方式的影響。就

年齡而言，受訪者主要是近十年內來臺，大多在3 5歲左右。她們的學歷

差距甚大，由初中至博士生不等。受訪者多為已婚狀態，有小孩或預備生

育，也有幾位雖已離婚但仍定居臺灣。

二、臺港跨境婚姻：生活方式型移民與觀光客的浪漫凝視

既有的臺港關係研究，主要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將香港置於兩岸關係

的脈絡中，討論香港如何作為兩岸關係的中介，以及對兩岸政權的意義（翁

松燃1998; 王家英2000; 楊孟軒2011）。就移民研究而言，香港的移民研究

多半集中在港人於北美的案例，在少數探討港人在臺移民的研究中，姜蘭

虹與林平（2016）探討香港移民在臺的政治態度。對於日漸增加的婚姻移

民，姜蘭虹（Chiang 2019: 138）分析嫁到香港的臺灣女性，以性別角度檢

視她們對香港的歸屬感及返回臺灣的動機。她指出政權移交中國後，香港

出現回返移民（return migrat ion）的現象，主權移交前因擔心香港前途而

移民美澳的香港人，於1997年政權移交後回來香港（ibid.: 141-142）。臺灣

的回返移民則多源於返港就業的留學生（ibid.: 142-143），目前鮮少有研究

處理回返兩地的婚姻移民，這類現象甚至在父權意識形態下被忽略，普遍

認定除非婚姻失敗或配偶死亡等原因，女性婚姻移民不會主動回返娘家。

姜的研究反駁這樣的偏見，指出至少在港臺婚姻中，女性移民婚後可能在

丈夫支持下舉家遷回原籍地（ibid.: 138, 144）。姜蘭虹與黃佳媛（Chiang 

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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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d H u a n g 2018:  123）進一步探討與香港男性結婚的臺灣女性之社經背

景、文化適應、性別與家庭關係以及歸屬和返鄉情感。她們指出，作為當

代東亞「空間上嫁婚配」（spatial hypergamy）的部分現象（ibid.: 125），

港臺婚姻少有透過婚姻仲介，而是當事人在海外旅行、留學、工作期間結

識（i b i d.:  134）。此外，雖然臺灣與香港之間的文化差異相對較小，臺灣

女性仍面臨諸多適應上的課題，例如不諳粵語、不易獲得平等對待、香港

地狹擁擠、生活步調快速、港人傲慢缺乏人情味等等（i b i d.:  144-147）。

然而，即使適應不易，受訪者多半表達了對香港的歸屬感，也對臺灣懷有

「落葉歸根」的感受與聯繫（ibid.: 149-151）。綜上所述，港臺婚姻移民體

現了香港社會流動、靈活、務實的特色，不必然遵循父權「嫁雞隨雞」的

模式；移民縱使一度選擇經濟繁榮的香港，仍可能出於生活成本、醫療保

險、人情味等理由返回臺灣（i b i d.:  151-152）。相較於上述文獻，本研究

試圖呈現臺灣男性與香港女性的跨境婚姻，並從生活方式型移民的特性切

入，理解港妻的身份協商與地方想像，以此補充延伸姜蘭虹等人之研究。

托京頓（Kate Torkington 2012: 73-74）指出，有別於傳統因政治或經濟

因素而遷移他處的移民，生活方式型的移居是「消費主導，與觀光相關，

奠基於休閒」，這類移民對特定地方的生活環境有所期待，希望藉由移居當

地來實現對「美好生活」的「原真性」（authenticity）想像，從而改善生活

品質。探討生活方式型移民與婚姻移民的文獻中，濱野健（Takeshi Hamano 

2014: 212-213）的研究指出，跨境婚姻提供了個人尋求改變生活方式的機

會。他認為日本女性透過跨國婚姻移民到美國、歐洲與澳洲等地，期待能因

此脫離身為女性在日本的邊陲地位，並在移入國內重新定義其性別身分。濱

野健的研究說明了婚姻移民作為女性追求生活方式的途徑，讓女性藉此與

原居地社會之身分認同進行協商，尋找突破固有性別身分角色的可能性。5 

相較於濱野健以性別身分（重）建構的角度思考生活方式型移民與婚姻

移民的關連，川斗（Catherine Trundle 2009: 51）從觀光與浪漫愛（romantic 

5 研究發現當這些日本女性定居澳洲之後，婚姻生活與照顧小孩等母職仍然對移
居後的身分有重要的影響（Hamano 2014: 21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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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v e）出發。她探討嫁至義大利的英國女性移民，檢視她們由觀光客到妻

子／母親的身分轉換，乃至日後的離婚、寡居或退休的生活變化，從中發掘

生活方式型移民之概念如何有助於理解她們的遷移動向。川斗認為生活方式

型移民是典型的晚期現代生活方式，行動者在全球化時代裡持續反身性地

不斷尋求個人抱負（ibid.: 52）。對於年輕時前往義大利留學的女性而言，

她們希望藉此能「見識世界」（see the world），因此故意遠離觀光客的主

流路線行走，同時多方接觸當地人（ibid.: 54）。對於三、四十歲的女性而

言，她們對原來的工作、生活以及出生地感到厭煩，希望透過移民尋找新的

挑戰（ibid.: 52-54）。這些女性也藉由與年輕義大利男性的浪漫邂逅，嘗試

跨越觀光客的界線而進入當地的文化、社會和語言等領域（ibid.: 55-56）。

川斗關於觀光和浪漫愛的討論顯示，觀光的浪漫凝視同時隱含了觀光客對景

點和當地異性的熱愛及好感。觀光客可透過與當地異性的邂逅，進入在地社

會和文化生活，從而與有好感的異地和異性發展親密關係。在塔克（Hazel 

Tucker）的研究中，西方（歐美與澳洲）女性與土耳其格雷梅（Göreme）

男性的邂逅與互動展現了親密關係與觀光的複雜關連─她認為觀光脈絡裡

的浪漫發展（romantic development）可就兩方面來說明其意涵：一方面因觀

光客與在地居民的親密關係而萌生對理想的浪漫關係之追求。再者，因觀光

促成的異國親密關係同時推動了在地相關觀光產業（Tucker 2010: 306）。

本研究的訪談結果亦發現，觀光影響了港妻與臺灣丈夫之間親密關係

的發展。港妻與臺灣丈夫認識的三種主要管道為：（1）線上遊戲／網路聊

天；（2）來臺旅遊；（3）澳洲打工。其中，觀光休閒扮演了促成親密性

的重要因素─不少港妻是來臺旅遊時結識另一半，她們之中不乏一年來

臺五次以上的哈臺族；線上遊戲或網路聊天結識者，經過一段時間的網上

互動，香港女性常飛來臺灣與對方見面並同遊；澳洲打工認識的港女與臺

男亦有同遊澳洲與臺灣的經驗。通常雙方確定心意之後，在婚前或長或短

的遠距離戀愛過程中，香港女性不時前來臺灣探訪男友，並短期居留。換

言之，絕大多數的港妻在以婚姻移民身分定居臺灣之前，都有來臺觀光與

旅居的經驗。有鑑於此，本文將聚焦旅遊經驗中的地方感受與親密性，釐

清觀光如何形塑港妻對臺灣生活的想像？她們在成為婚姻移民之後，又如

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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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理解過往在香港的生活？由此探討香港女性對生活方式的追求與其觀光

客的凝視如何影響個人及親密伴侶的互動以及日後在臺的移居經驗。

具體來說，本文將以香港女性來臺灣觀光及其與臺灣男性交往的過

程，探討觀光與發展親密關係的關連。我們將從「浪漫凝視」（r o m a n t i c 

g a z e）的概念出發，分析香港婚姻移民女性在臺灣的生活經驗。此處所探

討的浪漫凝視同樣具有雙重意義。首先是經典的觀光客凝視（tourist gaze）

的「浪漫」傾向，注重觀光客如何透過旅遊建構對景點的地方感受。尤里

（John Urry 2002: 3）指出，觀光是蒐集符號的過程，「『地方』之所以被

凝視是由於人們對該處有所期待，尤其是白日夢或幻想之類的期待」。電

影、電視、雜誌等媒介建構並維繫觀光某處的期待，觀光客亦藉由凝視照

片與影片等將景色客體化，進一步強化觀光凝視（i b i d.:  3）。尤里進一步

說明生活品味的建立與變化決定景點是否受觀光客青睞，同時影響凝視對

象之間的社會關係。他以阿爾卑斯山為例，認為觀光凝視下的景點，可以

被當作「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來享用，以「人煙罕至的自然美

景」來展現個人「孤芳獨處」、「高尚」的生活品味，從而建立浪漫凝視

與自我想像（ibid.: 43）。由於地位性商品的浪漫追求者幾乎皆以中產階級

人士為主，這亦為浪漫凝視的盛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ibid.: 45）。另一方

面，「浪漫主義（Romanticism）生產了大眾追求新奇的品味，如此的品味

使得充滿活力，不斷變化的消費形式有其道德正當性」（ibid.: 82）。總體

而言，浪漫凝視強調的生活品味以及相關的休閒消費，連結了地方意象與

觀光客的社會地位，吸引觀光客持續透過到訪特定的景點，以生活品味的

消費塑造特定的社會地位與相關文化，由此使觀光客獲得象徵資本。

「浪漫」的另一個意涵指涉親密性，浪漫凝視除了產生主體與地方的

連結，亦可能促成新的社會關係。例如，上述觀光研究中的西方女性與在

地男性的邂逅，跨越觀光客的界線進入當地社會。在如此的異國邂逅過程

中，個人所交往的對象不僅是其接觸異地生活與文化的仲介，兩者亦可能

進一步交往，發展親密關係，與邂逅對象的親密性同時強化了觀光客對當

地的浪漫凝視。此處，朝爾和萊恩（Birgit Trauer and Chris Ryan 2005）的

研究有助於理解浪漫凝視的雙重意義。他們援引尤里的凝視概念討論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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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親密關係的關連，指出觀光景點的浪漫性不僅在於地景，也在於伴隨消

費導向的觀光行為所出現的親密關係，讓觀光客對觀光景點保持熱情，也

可與旅途中志趣相投的親密他者分享觀光活動和日常生活的價值觀，為觀

光互動建構一種具有情感依戀的關係（ibid.: 481, 482, 485, 486）。透過持

續對他者的關懷與付出，觀光客得以在生活方式的脈絡中與當地異性長久

維持親密關係（對比僅是金錢交易，利益導向的觀光）（ibid.: 484）。

本文透過訪談分析，說明港妻的案例中浪漫凝視的雙重意義與作用。

浪漫凝視的作用一方面具體呈現在受訪者對臺灣的風景與「慢活」的嚮

往，並持續透過來臺觀光，追求如此的理想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除了

地方意象，浪漫凝視指涉她們與臺灣人，尤其是男性之間的親密關係。上

述朝爾與萊恩討論觀光客與觀光景點的親密感，強調持續參與景點的社會

關係和互動。港妻的案例顯示，觀光除了「逃逸」日常生活規範的功能之

外，親密關係亦成為持續觀光特定地方的主要動力。對香港女性而言，來

臺觀光不僅可逃逸香港日常的壓力，更讓她們實現想像中的理想生活；而

與臺灣當地人（尤其是臺灣男性）互動產生的親密感不僅讓她們願意一再

到訪，對浪漫生活的期待亦可能使其長居此地（如打工換宿或志工服務等

形式），投入臺灣生活。

在探討「浪漫愛」和「浪漫觀光」（romantic tourism）的文獻中，研

究者分析了「浪漫觀光」經驗之性別差異，強調求愛（courtship）對女性

親密關係經驗的獨特性。例如，赫羅德（E d w a r d H e r o l d e t a l.  2001: 978-

980）、加西亞（Rafael Garcia）和德摩亞（Tony DeMoya）探討多明尼加

的「浪漫觀光」和「性觀光」（sex tourism）之間的性別差異，指出男性觀

光客較注重性慾的滿足，而女性則希望從中尋求長期交往的可能。普魯特

和拉馮（Deborah Pruitt and Suzanne LaFont 2010: 167）則以牙買加為例，

指出浪漫觀光的女性行動者會以求愛甚至發展長期關係（並非「賣淫」）

來看待與在地男性的互動。白人女性觀光客為了維繫與當地男性的浪漫關

係經常延長逗留時間，從幾周到幾個月不等，甚至決定移居當地建立家

庭，或協助交往中的對象移民到其歐美母國（ib id.: 167, 176）。土耳其的

案例則進一步顯示，女性觀光客之所以停留或重返格雷梅，除了出於與當

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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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男性的浪漫承諾，亦是因為對格雷梅的生活方式有所期待（Tucker 2010: 

313）。一方面，在當地受到男性的熱烈追求讓她們感到充滿魅力（ i b i d.: 

308）。再者，異國亦提供了選擇另類生活方式的機會，藉此抗拒母國和原

生家庭的常軌與規範。受訪者常以「為自己活」，「活出不一樣的人生」

等說法來合理化跨國親密關係的發展（ibid.: 314, 322）。

對港妻而言，觀光為「浪漫愛」創造了跨國連結，提供香港女性發展

跨境親密關係的機會。她們對臺灣的異國情調想像影響了對臺灣男性的擇

偶審美。例如有香港的電子媒體報導指出臺灣男性「都給人一股暖暖的氛

圍」6，網路討論區時有「港女愛臺男」的討論，認為臺灣男性比較溫柔。7

在影音分享平臺中也常見「臺灣男性是比較熱心型」或「國語語氣較粵語

溫柔」等說法，強調臺港地方和語言差異，指出臺灣男性無論說話或性情

都比較溫柔。8本研究的受訪者亦不約而同指出臺灣人的「人情味」和臺灣

男性的「貼心」與「熱情」等面向。例如曾經先後與幾位臺灣男性交往的

R a e 9強調臺灣男性的體貼以及與港男的不同；W a n d a說自己與臺籍先生交

往的原因是在對方身上感受到港男沒有的體貼。再者，訪談顯示，港妻跨

境親密關係的發展過程亦是生活方式與自我認知的重新協商。例如，受訪

者Christ ine和Tina移民臺灣之後過著「活得像人」、「舒服」的「慢活」

生活；Grace表示要學習她口中高雄人的「好客」，藉此反省自己作為「香

港人」的待人方式等等。以下我們將分析港妻在臺的浪漫愛發展，特別強

調觀光過程對異地和他者的想像如何使她們對當地的「理想生活」心生嚮

往，並在經營親密關係的過程中進行身分認同的跨界協商。

6 參見〈來自幾位香港女生的愛情觀察：臺灣男生是不是真的特別溫柔？〉
（〈作者不詳〉2017/09/20）

7 如網路寫作平臺「紙言」出現一篇以「港女愛臺男」為題的投稿，比較臺男和
港男的差異。後來該文也被轉貼到高登討論區（http s ://f or um.h k g o l d en.c om/
thread/6433777/page/1）和香港討論區（https://ladies.discuss.com.hk/viewthread.
php?tid=25890222）。參見〈5個港女愛臺男的理由〉（〈作者不詳 〉〈日期不
詳〉）。

8 關於形容臺灣男性「熱心型」和「國語較粵語溫柔」的說法，參見Ma g g iePlan
（2019/04/13）。

9 本文所有受訪者的人名皆為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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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臺港妻的浪漫凝視與好生活的想像：好山好水好（男）人

圖2：1997-2019港人觀光臺灣統計數字（按性別）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資料庫。https://stat.taiwan.net.tw/
inboundSearch。（2020/06/05瀏覽）

旅遊業者的市場調查報告顯示，臺北連續兩年成為香港旅客最愛出

遊的海外城市（天巡網2 0 1 8）。近年來，到訪臺灣的香港人的確有明顯

增加的趨勢，由1997年的259,664人增加到2019年的1,598,223人。自2007

年訪臺的香港女性觀光客人數超過了同期的香港男性後，香港女性訪臺的

人數便逐年增加，直到2019年為止已比男性高出將近10%（如圖2）。本

研究的眾多受訪者表示經常來訪臺灣是因為臺灣是個易於到達的旅遊地

點（access ib le），「物價低」、「距離近」與「便利」是她們選擇來臺的

主要原因  ─「週末過來，兩三天玩一玩，機票很便宜」（S h i r l e y），

「我前六年每一年都來臺灣，因為便宜跟近啦」（C h e r y l），「幾個人湊

一湊，四天假期隨便約一約就可以來了。也不用排行程，因為臺灣的（景

點）很好找，旅遊景點大家都知道」（W a n d a）。臺灣對於這些在香港工

作賺錢的受訪者而言，低廉的生活水平往往讓她們異口同聲表示便宜和消

費得起，常見的說法包括：「臺灣觀光的門檻很低，一個早餐便宜到難以

想像」（Y v e t t e），「旅行時便覺得香港薪水在臺灣很好用」（J u d y），

「旅行是拿港幣來花的，都會覺得什麼都很便宜」（Dana）。因此，港妻

中不乏一年多次造訪臺灣者（Alice, Judy, Rae, Joanne等）。在她們的觀光敘

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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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可及性」是她們表示選擇來臺觀光的主要原因，來臺度假追求的

是體驗臺灣的小確幸文化，藉此逃離香港的日常生活，在觀光的過程中與

臺灣人的各種互動，除了感受臺灣的人情味與待客之道，亦展開了與另一

半的親密關係，使得臺灣的觀光具有浪漫色彩。

以下聚焦港妻的臺灣觀光經驗，分別就慢活，人情味與浪漫假期

（holiday romance）三個面向來理解她們的觀光凝視所建構的地方生活的想

像，探問其浪漫凝視的雙重意義與作用，進一步說明成為婚姻移民後如此

的凝視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一）慢活與人情味：臺灣是個好地方

對香港人而言，臺灣的種種美好似乎皆可藉由「小確幸」一言以蔽

之，此語不僅是臺灣文化與生活風格的同義詞，也成了吸引港人來臺旅遊

與定居的主要原因。10「小確幸」源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2002: 80, 81）的

小說，意指「人生中小而確切的幸福」，11亦泛指日常生活中隨手可得、看

似微不足道的樂趣。近年「小確幸」成為臺灣自我表述的文化符號（黃宗

儀2020: 276-277），跨境傳播至香港之後，此語結合了臺灣的慢活生活方

式與理想的田園地景（idyllic ideal）（ibid.: 277-279）。本研究的港妻受訪

者表示，來臺旅遊之際，深深感受到臺灣小確幸的迷人之處，對「慢活」

的追求和期待，頻頻出現在她們的觀光敘事中。她們所定義的「慢活」涉

及時空兩個向度，一方面指涉時間感，亦即悠閒自在，從容不迫的生活步

調，另一方面指涉空間感，既指低密度的開闊空間，也包括漫步田園鄉野

或流連夜市咖啡館等不同的休閒方式。

臺灣的慢活在港妻觀光客的浪漫凝視中，經常用來對比想要逃逸的香港

日常生活與空間。來臺觀光多次，亦曾以打工換宿在臺北的北投短居的 Rae

便說：「第一次來（臺灣）就很覺得很適合〔⋯〕步調舒服，覺得比香港

好，可以放鬆心情，也比較自在，沒有那麼緊繃。即使臺北都不會太擠。」

10 如〈香港人眼中  臺灣人的8個「小確幸」〉（優越工作情報網2016/01/15）、
〈不只臺灣人追求小確幸—張鐵志：香港年輕人正在反思，慢慢走出傳統的
中環價值〉（鄧傳鏘、李澄欣2015/05/24）。

11 「小確幸」取自日文「小さいけど確かな幸せ」的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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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自己是「非典型」的香港人個性，這讓她在香港「沒有很開心」，但

在臺灣卻如魚得水。從事旅遊業的她描述了在觀光中追求的慢活方式：

喜歡臺灣的大自然風景啊，還有很多文化、書店啊那些，選擇很
多。臺灣比香港大，我比較喜歡看風景，鐵路旅行還有騎單車，
喜歡到處旅遊。但是大自然風景在香港很少，就是有的話也覺得
人很多，某個地點紅了起來，可是人會變多，我不喜歡人太多的
地方。所以才覺得臺灣比較舒服，就是人家說可能臺北已經算人
口最密集的地方，但是還好，除非你去一些觀光區啦，就淡水
啊、西門町啊，就是某一些點而已，不會擁擠到每一個點都是。
但是香港就不是，每個點都很擁擠，就是你住的地方也是，你去
逛街、郊外的地方也是。（Rae訪談紀錄2018/11/21）

Rae所強調的自然風景與文化（書店）是港人心目中典型的臺灣小確幸，她

的敘事中「慢活」的美好是建立在對比香港緊繃擁擠又單調的生活方式之

上。 

旅途中所體驗的慢活，也在這些香港女性觀光客心中醞釀了生活方式

型移民的想像。R a e的觀光凝視不斷對比臺灣與家鄉香港，從事服務業的

J u d y說她不愛比較臺灣與香港，但熱愛臺灣的她，曾一年來臺七次，後來

甚至為了來臺環島不惜辭掉工作：「很瘋狂。可能就覺得，就真的覺得有

點累了。」她說：「我在這邊（臺灣）所有事情都很輕鬆，呼吸到臺灣的

空氣就覺得活過來了。」對J u d y而言，觀光臺灣是個「復活」的歷程，這

樣的旅行經驗使得J u d y對臺灣產生了深切的認同：「我大概六、七年前開

始覺得我是不是投胎投錯地方」，也萌生了移居臺灣的念頭。另一個例子

是曾經以搭火車，搭客運以及徒步等不同方式環島的C h e r y l，她認為臺灣

的自然生態是最美的風景：「這邊玩的地方還蠻多的。我平常都是自己一

個人旅行，所以我都不shopping的，臺灣有一個地方很好的，就是這裡周邊

的生態，可以讓你慢慢的看。」來臺觀光多次之後，她選擇徒步環島，並

落腳墾丁當了三個月的偏鄉教育志工。當這趟特殊的旅遊結束，返港之後

Cheryl一時無法適應香港的日常：

就排得很擠，覺得我太累了，心情也起伏很大，確實當時我調整
不過來，我（在臺灣）那三個月是很慢的步調，真的是在生活，
然後每天起來可能只做一件事，為了生存還要去捕魚摘野菜，可
是那時候確實是開心的，不是每天一起床就要打開電腦做事情，

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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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個飯坐下去之前就要看好menu，選好要立馬吃。（Cheryl訪談
紀錄2018/12/16）

Cheryl把來臺三個月的生活看作是「真的是在生活」，意味著受訪者將如此

的「慢活」視為生活原真性所在。這個「回不去」香港生活的經驗，也讓

她婚後決定移居臺灣。短期旅遊過程中體會的慢生活，促成了Cheryl 離開

香港高壓生活，移居來臺的契機。

港妻除了強調臺灣的小確幸以外，也經常提及臺灣讓她們感受到的人

情味。在所謂「人情味」的敘述中，這些香港女性一再指出臺灣人對陌生

人的「好客」（hospitality），令她們深深感受到臺灣人的友善與溫暖：

我第一次感受到臺灣的人情味是來旅遊的時候，我拿著大箱子，
臺南火車站是沒有升降梯的，走樓梯時後面一個阿姨就幫我提
了，邊說「唉呀，妳瘦巴巴的，我幫妳！」第一次感受到那個人
情味，之後真正來生活了，臺南還是不錯的。（Marina訪談紀錄
2019/04/03）

她們提及臺灣的「人情味」時，經常就人情味來理解臺灣的「好」。此處

M a r i n a便以人情味來評價臺南，她認為臺南「不錯」的原因正是因為好客

的臺南人。臺灣的人情味使得香港女性即使是來臺單獨旅行也可能放心地

與初次見面的本地人，甚或路上巧遇的陌生人出遊：

考完大學一個人來環島自助：我很大膽地玩，沒做什麼功課就來
了。也沒想過有沒有房間，但我在苗栗遇到很好的民宿老闆，我
不知苗栗是山區。後來老闆娘發現我一個人來，開車來載我還帶
我去玩，她和老公兩人，三天都陪我，帶我去玩包三餐沒收我
錢。老闆娘人好到說把我當女兒。我就覺得我第一次認識你（
老闆娘），為什麼你對我那麼好？後來去日月潭也遇到好人，
遇到郵差也帶我去埔里，請我吃冰淇淋。〔⋯〕玩完那一次兩
個禮拜之後，我回去香港，就對臺灣念念不忘。就怎麼人那麼好
啊！之後就很常飛，我基本上之後那幾年（旅行）都是來臺灣。
（Joanne訪談紀錄2018/11/21）

Joanne 所說「很大膽地玩」、「沒做功課」的單獨環臺旅遊經驗，讓她受

到很多超出觀光客／消費者該有的好客待遇，她甚至自覺被當作「女兒」

般對待。她的旅遊經驗讓她愛上臺灣，往後頻繁來臺觀光：「最誇張是半

年來三次。」在觀光結束後對臺灣的人情味「念念不忘」的她，日後認識

了臺灣男友而嫁到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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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體驗目的地的同時，常藉此比較自身的居住地及日常生活，甚

至從如此的經驗反思自身的價值觀。多次獨自來臺旅遊的J u d y不僅對臺灣

人的人情味念念不忘，更進一步嘗試學習如此的生活方式─「我覺得他

們（臺灣人）可以為了一個陌生人付出，對你付出一些東西，我覺得為什

麼我不認識你，你還可以對我那麼好？然後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像他們一

樣過生活」。Judy 與Joanne將觀光時遇到的本地人視為代表地方特質的他

者，以此建構或強化她們對臺灣熱情友善的地方想像，也就是將這樣的好

客舉止看成臺灣社會的特徵，以此認定臺灣是個到處有好人的安全之地。

與Judy 及Joanne 不同，婚後移居高雄的Grace 對人情味的體會是個震

驚經驗（shock experience）。乍到高雄某日獨自去搭計程車時，她以為自

己遇到了壞人：

我看到一個叔叔很大一隻的，很黑，很典型高雄草根，咬著檳
榔，講臺語很大聲，我就很怕。我就覺得他是壞人，他要偷我的
東西〔⋯〕我就跑了〔⋯〕我當然跑不過他，又拖行李。他可能
知道我聽不懂，他就說，沒有啦小姐，我是問你要去哪裡，你拿
那麼多行李我幫你拿，要不要叫車？他就拿了我行李幫我叫車。
那一刻想哭〔⋯〕我為什麼？我就是一個典型香港人去看別人，
是這樣看，我們用自己的尺去量別人。但是高雄人是沒有那把尺
的，我跟自己說，我要學會在這個城市生活，我就去認識，他們
的尺在哪裡。（Grace 訪談紀錄2018/12/31）

以單身女性的直覺來反應情境的Grace發現自己其實誤會了好人。有趣的是

她並未從性別恐懼的角度來合理化這個誤會，反而歸咎於自身香港人的身

分，無法信任陌生人。臺灣的人情味此處是個文化衝擊，讓她覺得要學習

當個「沒有那把尺的高雄人」。因為在地居民的好客，Grace不僅意識到臺

灣人與香港人與陌生人互動時的差異，更決定要用這樣的價值觀來面對陌

生人，讓自己變成「好客的人」。

（二）浪漫假期：在安全的地方遇見「可愛的異國異性」12 

受訪的香港女性在旅遊的過程中與臺灣男性互動並發展親密關係，對

臺灣的浪漫凝視進一步影響她們與臺灣男性交往的感受。長期交往產生的

12 此處「可愛」的意思接近英文的“loveable” 而非“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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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感讓這些香港女性持續將時間與情感投入與臺灣男性的關係中，同時擘

劃未來的共同生活。接下來我們將探討港妻對臺灣的浪漫凝視如何延伸到

親密關係，而持續的跨境親密關係又如何影響她們對臺灣的理解和投入。

訪談資料發現，香港女性在描述她們在臺灣的觀光經驗時，觀光的

愉悅與對臺灣男性的好感經常同時出現在關於旅行的回憶中。這或是基於

與臺灣男性邂逅的經驗，或是對浪漫假期的期待。首先，港妻對臺灣男性

的描述中，有一部分的說法類似對臺灣人的整體印象，亦即，臺灣人不論

男女都比香港人溫柔體貼，友善熱情。她們多半強調旅行時遇到的臺灣人

「都是好人」，願意信任初相識的臺灣男性並一起遊玩，也有機會進一步

認識對方，從普通朋友進而成為男女朋友。Judy 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

單獨旅遊臺灣時，對旅途中偶遇的陌生男性的搭訕沒有防範與懷疑，而是

將之視為臺灣人獨特的好客行為，願意為陌生旅客付出時間與精力：

我在公車站那邊等，然後騎摩托車的人停下來後，就跟我說：你
需要幫忙嗎？其實我在手機裡面有Google。然後他說，你要去哪
裡？我幫你一下吧。然後我覺得好啊，就跟他講。然後他說，要
不我載你過去吧！從臺北去萬里，要騎一個多小時，超遠，坐到
屁股都痛。然後他在中途問我一個問題：你不怕我是壞人嗎？然
後我跟他說，在我眼中，臺灣人都是好人。然後他沒有講這句話
我覺得還好，他講完以後我就有點害怕，哈哈哈。（Judy訪談紀
錄2018/11/23）

對臺灣的人情味的認定，讓Judy預設旅途中遇到的臺灣人都應該是好人，可

以接受陌生男性的邀約。此處摩托車騎士的提問仍凸顯了單身女性的旅遊

風險，即使是在對香港女性而言相對安全的臺灣。13而Judy的回應─「臺

13 乍看之下，Ju d y的觀光敘事似乎與單身女性旅遊時的防身經驗大相逕庭。喬丹
和艾奇森（Fiona Jordon and Cara Aitchison 2008: 329, 330）以傅柯關於權力的視
角，檢視在男性主導的性慾化凝視（sexualisation of the gaze）下，單身女性的觀
光經驗如何受監控。兩位學者強調監控有其物質性的一面，是透過身體體現的，
而觀光流動又為監控提供了不同凝視和體現的場域（ ib id.:  330）。她們透過訪
談資料探討充滿異質性的觀光空間裡，男性如何運用凝視以外的方式對單身女
性性騷擾，從而釐清「女性使用公共空間的複雜性，以及身分、空間和對性騷
擾／犯罪的恐懼之間的關係」（ibid.: 331）。此外，陳德容（Chen 2017: 1093）
認為：「就公共場域的休閒選擇和活動而言，恐懼地理學（g e og raphy of fear）
被認為是對女性身體的一種社會控制形式。」觀光將女性身體因公共空間的性
別不平等產生之恐懼經歷提昇到全球尺度，旅途中遇到的男性凝視對女性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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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都是好人」的誇張說法一方面體現了她對臺灣人情味的浪漫想像；再

者，此語的言外之意是對方是臺灣人，所以一定也是好人。臺灣人情味的

浪漫想像，讓她認為「應該沒有那麼容易遇到壞人」而決定冒險坐上陌生

男性的摩托車。有趣的是，如此浪漫化的觀光客凝視以言語行為（s p e e c h 

a c t）美化了她與陌生人的互動，某種程度亦可能化解了她接受陌生男性

邀約的風險。另一位受訪者S a n d y亦曾數次來臺旅遊，某次去澎湖時遇見

現在的臺灣丈夫，對方與友人邀請她一起玩。她說雖然是陌生男性，但因

預設「臺灣人是好人」，對此邀約並不擔心害怕：「因為大部分去臺灣旅

遊的時候遇到的都是好人，蠻信任，看他們一些小動作或細節就覺得他們

不是壞人。你會覺得他們是真心想要交朋友的，就真心想要大家一起出來

玩，就人多好玩這樣。」Sandy短短的幾句話當中出現了兩次的「真心」，

顯示「好人」的認定影響她的觀察與判斷，對旅途中遇到的陌生臺灣人感

到信任，因而讓她欣然與陌生男性同遊，也在此行認識了未來的先生。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觀光客對地方想像的差異，除了影響她們對自身安

全的考量，同時決定她們是否接受異地男性表達好感的方式。有受訪者表示

因為多次來臺旅遊而結交了很多臺灣朋友，她們認為臺灣人友善熱情，比較

容易接受臺灣男性的追求，發展浪漫關係。例如，Judy曾有曖昧對象但未深

入交往，後來遇見現在的丈夫，面對他閃電式的追求時，一開始覺得錯愕：

因為我常常來臺灣，其實有認識很多臺灣男生，男生朋友跟
臺灣女生朋友都有，就是一堆朋友這樣。但是就是沒有到男
女朋友的程度，就是有一點點曖昧。然後他（現在的先生）
覺得其實這個女生蠻特別的。然後他第一句話對我說，他看
完我的 F B之後就覺得要娶我了。我就覺得好奇怪喔，我會
覺得那個人很奇怪，但是我又覺得臺灣人就比較熱情啊。
但是我又覺得可以接受，然後開始交往這樣。說實在兩三
句話就對人說要娶妳，如果是個香港人，他跟我這樣講的
話，我會覺得他有什麼陰謀！（ J u d y訪談紀錄2 0 1 8 / 1 1 / 2 3）

J u d y對臺灣人的好印象成為突破心防的關鍵─此處，港男與臺男的比較

暗示了地方意象的差異促使 J u d y對同樣的追求行為有截然不同的解讀。

全帶來威脅，但另一方面「女性的旅行身體也挑戰恐懼地理學的限制⋯⋯透過
單獨旅行讓她們有機會走出自己的舒適區，找到自主感」（ibid.: 1093-1094）。

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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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地方意象合理化了看來突兀的求愛方式，即使對方的追求行為

讓她說了兩次「好奇怪」，但因為認定臺灣人「比較熱情」而坦然接受這

樣的追求；反之，如果香港男性以同樣的方式追求她，便會被認為是心懷

不軌、有所圖謀。

透過上述的例子可知香港女性對「臺灣」的安全感是浪漫想像的重要

前提。這說明了在跨文化互動中，不同國家的文化刻板印象（nation-based 

cultural stereotypes）為女性觀光客提供判斷安全性的基本知識和技能，一定

程度上影響了觀光客對不同國民的態度、品味和價值觀之評價。就此意義而

言，女性觀光客並非僅是被動接受恐懼的支配（Chen 2013: 116, 2017: 1099）。

對另一位受訪者Sabina而言，臺港之別最具體的表現便是「臺灣的海灘

男孩」。Sabina談到臺灣男性吸引她之處時表示，她喜歡前夫「海灘男孩」

（beach boy）的類型，認為這是香港沒有的「臺灣男生的樣子」：

我說當時好了，當時覺得他（前夫）很陽光，帥，海邊認識的。你
應該也看到那個picture了嘛，藍藍的天，壯壯黑黑的身體，就是一
個很典型的臺灣男生的樣子。〔⋯〕你在香港出現你身邊的人都是
瘦瘦小小肉肉白白，沒有這種 beach boy，很少嘛。 （Sabina訪談紀
錄2019/01/06）

此處S a b i n a觀光時與前夫「海灘男孩」邂逅的例子，可與前述多明尼加的

例子互相參照。多明尼加的「海灘男孩」與「浪漫觀光」的案例顯示「海

灘男孩」通常年輕且體態美好，善於與遊客互動，這些特質被當地社會認

為易於與女性遊客建立社會聯繫。同時，多明尼加所有的海灘男孩皆為黑

人，這對遊客來說深具吸引力，因為擁有不同膚色在觀光客眼中更有異國

情調（H e r o l d e t a l.  2001: 982）。女性觀光客除了從「海灘男孩」身上獲

得性慾滿足之外，更傾向與「海灘男孩」交往來追求浪漫感受，旅途結束

後甚至嘗試與邂逅的「海灘男孩」發展穩定關係（ib id.: 978, 992）。以多

明尼加的「海灘男孩」例子來看  S a b i n a的邂逅，可理解觀光景點裡的異國

情調（「藍藍的天」）與男性身體（「壯壯黑黑的身體」），如何構成一

幅女性觀光客嚮往的「異性他者」景觀，為兩人當下的邂逅提供了遐想

的空間。尤其她認為臺灣的海灘男孩類型是家鄉「瘦瘦小小肉肉白白」的

香港男性無法相提並論的。有趣的是，在做如此的對比時，S a b i n a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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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c t u r e”一詞，暗示她如同觀光客透過拍照方式收集觀光景點符號，收

集了臺灣偶遇的心儀男性。Sabina的例子說明了異國情調與男性身體讓「臺

灣」地方的觀光經驗充滿令人遐思的符號，促使香港女性的臺灣行成為一

趟「浪漫觀光」。14以上幾位受訪者分享的臺灣浪漫假期經驗中，「浪漫」

除了來自「熱情」、「真心」、「陽光」等以往對臺灣男性的想像，亦是

因為在感到安全的地方與有好感的異性邂逅，讓旅程充滿遐想，使港妻得

以進而指認臺港兩地和臺男／港男的差異。

臺灣人理想化他者的集體形象在Veronica的故事中發揮了巨大的效用，

促使一次臺中之旅由問路而發展成浪漫假期。原本她與女性友人同遊臺

中，在尋找逢甲夜市時迷路，問路的對象竟是未來的公公：

他（Veronica的公公）說，（夜市）離這裡很遠的！我叫我兒子
載你們過去吧。就很堅持，然後我跟我朋友對看，但是又覺得，
他們的樣子很真誠啊，然後他說我們載你過去啦，我們家就在附
近這樣子。然後就回到他們家拿車。在路上的時候他爸爸就一
直問，你們來旅遊啊？然後就跟他兒子說你們交換個電話嘛，多
認識一個朋友啊。就是這樣子交換了電話。（Veronica訪談紀錄
2019/04/11）

港人對臺灣人的正面觀感（樣子很真誠）讓Veronica放心地跟素昧平生的異

性回家搭車外出觀光，並交換了電話號碼。觀光客的臺中之旅因緣巧合地

成為浪漫假期：

隔天他兒子突然之間傳訊息給我，他說你們還在臺中嗎？然後真
的很巧喔，我說朋友吃了過敏藥在睡覺，我在飯店看電視，他
就說要不我就載妳出去兜兜風啊。我說用機車嗎？他說對啊。
然後我就說好啊，我沒有坐過機車，我要坐烈火戰車，然後我
就發那個劉德華電影poster給他看。就這樣子，香港人去什麼公
園，秋虹谷還是什麼的，我覺得很無聊，又覺得很青春的感覺。
（Veronica訪談紀錄2019/04/11）

Veronica的浪漫邂逅可透過川斗的討論來理解。川斗指出浪漫觀光涉及想像

的自身（imagined self）與理想化的他者（unknown, idealized “others”）之間

14 此處可與牙買加的案例相較：在當地髒辮（dreadlocks）具有抵抗文化的陽剛氣
質（masculinity）象徵，如此的象徵也連結了非洲人民的抗爭意象。當地男性藉
由髒辮的意涵，強調異國情調的刻板印象，強化自身與西方男性的差異，從而
獲得外國女性的青睞（Pruitt and LaFont 2010: 172, 174）。

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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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愛和浪漫有關的跨境互動。換言之，對慾望地圖15所建構的「可愛的

異國異性」（desirable otherness）的想像和好奇心促成觀光客從偶遇的他者

身上發現嚮往的異地情調（Trundle 2009: 56）。Veronica的敘事凸顯了「可

愛的異國異性」產生的異國情調如何改變對觀光景點的理解，具體呈現出

臺港浪漫觀光中自我與他者的跨境互動構成的「浪漫邂逅」。香港女性因

為對臺灣人的好感而接受了看似冒昧的邀請。但這個邀約吸引她的是坐機

車，機車是在臺灣極為普遍但香港少有的代步工具，因此對香港女性而言

坐機車兜風具有浪漫色彩。另一方面，Veronica對機車的浪漫想像來自於港

片《烈火戰車》，這部90年代以機車競速為主題的影片是香港六，七年級

生心中懷舊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她將影片的海報畫面截圖傳送給對方，要

求坐「烈火戰車」，浪漫地期待在異地與初識的臺灣男性一同遙想昔日香

港。後來觀光的目的地是秋紅谷公園，Veronica不自覺地說：「香港人去什

麼公園！」表示這並非她原本喜愛的旅遊地點與方式，然而雖然她一方面

覺得很無聊，但異地的「烈火戰車」兜風經驗讓她同時感受到青春活力。

此處的「青春」感覺除了來自與期待的異性邂逅和約會，亦是因機車兜風

的異地體驗而產生的浪漫氛圍，讓人生第一次坐上機車的她似乎回到了觀

看《烈火戰車》的年少歲月，自身的青春感覺也讓本來感到無聊的旅遊景

點變得浪漫有趣。

V e r o n i c a的敘事顯示，  香港女性對臺灣的安全感促使她們願意與陌生

的臺灣異性互動，與「可愛的異國異性」的邂逅讓異地戀情萌芽，同時改

變了觀光客原來對公園的感受，進一步催化了親密關係的發展。換言之，

觀光客與「可愛的異國異性」之親密感以及對異地情調的期待，重新建立

了香港女性與觀光目的地及臺灣男性的關係。

15 川斗此處援引「慾望地圖學」（c a r t o g r ap h i e s  o f  d e s i re）的概念，亦即，流行
文化（如雜誌與書籍）、法律（如針對日本同性戀性行為制定的法律條文）和
醫學知識（如以「健康」和「病態」等概念論述日本同性戀性行為）之性論
述如何像繪製地圖般，為不同國家與地方的人事物再現性和色情慾望的符號
（Pflugfelder 1999: 1, 4,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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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觀光客到港妻：追幸福的成功與失落

親密關係促使香港女性在來臺觀光的行程中，對交往的臺灣異性與當

地社會持續投入情感，因此與臺灣社會的關係變得更為緊密。隨著與臺灣

男性結婚並移居臺灣，香港女性的身分從觀光客轉變為「臺灣媳婦」，必

須同時適應婚姻生活與異地社會文化。孔恩（Tamara Kohn 1998: 68, 73）

討論尼泊爾東部女性的跨族婚姻的研究指出，不同文化界線以外的「異國

他者」（exotic Others）和「外國性」（foreign-ness）（如言行舉止）等想

像產生的吸引力影響了擇偶的審美觀念。她認為必須考慮擇偶審美對婚姻

的影響，思考吸引力、浪漫、誘惑和愛情如何為跨文化的親密關係和牽涉

其中的文化規範提供不同的協商機會（ibid.: 69, 70, 77, 79）。對本研究的

受訪女性而言，旅途的邂逅不僅涉及前文所言之擇偶審美及異國情調的想

像，亦衍生了跨境的社會關係。跨境追求理想對象和自我認同的過程，亦

促成不同文化界線和婚姻規範之間的協商。以下我們將聚焦香港女性婚後

移居臺灣的生活調適，探討移居後的日常與婚前的浪漫凝視與他者想像之

異同，以及對其個人主體性之影響。

(一)移居後的觀光凝視：對慢活的愛與恨

婚前吸引香港女性來臺觀光的「慢活」生活節奏，婚後依舊是她們敘

述臺灣與香港生活差異的重點。觀光時體會的「慢活」以及對於好生活的重

新理解與定義，不僅影響她們婚前觀光旅行時對臺灣和香港生活的看法，

甚至塑造她們個人的價值觀，驅使她們移民臺灣。移居臺灣之後，臺灣的

「慢活」風格，對大多數港妻而言仍深具吸引力，改變了她們過去在香港的

生活方式與價值觀。例如，移居高雄的Grace說，高雄這地方給她「慢活」

的生活。讓住在「很急」的香港、自認個性很急、習慣每日排滿事情的她

體會到：「慢活是人生需要的⋯⋯一種好的人生態度」，促使她「懂得留

白，主動為生活填入而不是被迫擠入事情」。從她使用的「填」與「擠」

兩字之差，可以看出G r a c e嘗試透過在臺灣尋找理想的生活，以及在如此

生活中的「理想」自我，藉此改變原來在香港的高壓競爭下的生活態度。

移居臺中12年的Christ ine則以「像人／不像人」的對比來描述移居之後的

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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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生活：「在這裡我有很多自己的時間，我來臺之後就去學鋼琴。我來

臺灣可以學了，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工作和生活比較平衡，活得像一個

人，在香港就活得不像人。」雖然離婚但沒有離開臺灣的Tina則用「舒服」

來描述臺灣，對比香港，這裡是個可以不需要奢華便能享受生活的地方：

臺灣和香港不同，臺灣是蠻舒服的一個地方，只要你不要有香港
人的那種慾望，每年要去日本花大錢，兩個人省一點也可以過得
很開心，放假時可以去的地方很多，不像香港來來去去就是那些
地方。比如我們今天可以逛夜市，明天去淡水，去爬山，如果有
連三天假期可以去南部玩一下。（Tina訪談紀錄2018/11/26）

受訪者用「像人」、「舒服」等用詞描述移民臺灣後的「慢活」，以此強

調與香港生活的差異，這些說法顯示她們敘述的焦點是休閒面向，賦予這

樣的休閒生活「理想」的意義。個人也在如此的生活狀態下調整主體性，

放棄香港社會普遍追求的高消費生活和物慾，改為以「省一點」的生活換

取快樂和舒服的休閒時間和空間。不過有趣的是，T i n a所謂「省一點」其

實是遊玩的地點從日本變成臺灣，以「省一點」的觀光方式換取她們享受

臺灣生活的主體性，意味移居前的觀光消費仍是移居後所追求的目標，希

望維持可以「到處去玩」的生活形態。

部分受訪者不僅希望婚後自己能過著「慢活」的生活，更希望生兒育女

之後家庭親子生活能擁有如此「理想」的生活方式。她們定義的親子慢活的

必要條件是「有地方可去」。許多港妻表示，臺灣的家庭休閒遊憩選擇多樣

化，空間又大，放假時可以帶孩子去公園去露營，而不是只是去購物或者去

商場裡的親子餐廳。嫁到臺中不久的Flora開心地與另一個臺港家庭一起開

車去附近露營，自己搭帳棚，她說兩家的小孩可以一起玩，在香港沒有車，

露營不那麼方便。旅居英國多年的Lydia表示，如果在香港她不會考慮生小

孩，她說雖然家裡空間夠大，「但是我不知小孩可以在香港做什麼，都是

shopping囉，不然就是帶小孩去 family restaurant，大人聊天，小孩不知道在

幹嘛，但臺灣很方便，有很多公園與郊外」。另一位婚後移居新竹的Elaine

起初覺得比起家鄉香港或者過去生活的臺北，新竹生活過於平淡無聊，但

在女兒出生後她開始愛上新竹，因為可以帶女兒去的地方很多。她後來更

將親子同遊的觀光經驗上傳臉書粉絲專頁，向大家推薦適合親子同行的新



191

竹景點。生育了兩個女兒的Cheryl則說，臺灣的慢活是「真的有在生活」：

以前假日我們都留在家裡看看電影，或者出去逛逛街，現在可能
也因為我們有小孩，放假可能會出去踏青。（雖然）現在也是要
上班，至少晚餐在家裡慢慢煮一起吃聊天。主要是假日真的有地
方可以去，因為在香港能去戶外的地方太少了，就那麼幾個，這
禮拜去西貢，那下禮拜呢？下下禮拜呢？如果我們有三天五天，
我們可以去一趟花蓮。（Cheryl訪談紀錄2018/11/15）

C h e r y l的慢活一方面是指日常生活步調的悠閒，有時間與家人相處，更重

要的是假日有戶外踏青的選擇，相較於香港，臺灣因為空間大，既有近郊

可去，也有花蓮等外縣市的度假選項。因為臺灣的觀光景點選擇比香港

多，讓她覺得在這裡「有地方可去」，因此感覺「有在生活」。「有地方

可去」和「有在生活」之間的因果關係，顯示觀光休閒的空間和生活是港

妻認為臺灣最迷人的優勢，讓她們得以理解「生活」，並能脫離地狹人稠

且「感覺不到有在生活」的香港。

婚後不少港妻亦設法在日常生活中維繫觀光凝視，將觀光變成生活。例

如Sandy自言是「沒有去玩就不行的那種（人）」，婚前交往時很愛去玩，

婚後移民臺灣還是經常和丈夫帶著三歲的兒子在臺灣到處遊玩。有港妻移

民臺灣後開始在社群網站上（臉書和Instagram）經營粉絲專頁，或分享定

居臺灣的生活軼事以及各種證件申請的注意事項；或宣傳自己開的瑜珈班

課程與代購生意。這些粉絲專頁不約而同分享的是臺灣的景點和美食遊記

等觀光資訊。亦有港妻利用自己過往在香港媒體工作的經驗，除了經營臉

書和Instagram網頁外，也在Youtube開設頻道，以短片方式介紹臺灣觀光資

訊以及個人和家庭生活。這類標榜「港女／媽」和「臺妻／媳」的港妻粉絲

網站，既再現了香港社會對臺灣的觀光凝視，也因「臺妻／媳」的身分讓

相關的凝視能「更道地」的再現香港社會嚮往的臺灣生活方式，訪客留言

因此不乏類似「幸福的中華民國媳婦」、「推薦給喜歡臺灣的香港人」、

「想更清楚了解臺灣美食&風光⋯⋯快D睇喇（趕快看吧）」等正面評語。

然而，仔細分析受訪港妻的慢活敘事，不難發現「慢活」此語的複

雜意涵─臺灣的「慢」除了指涉悠閒輕鬆，也有缺乏效率與發展落後之

意。如此的負面意義在港妻論及臺灣的工作和職場生涯時尤其明顯。幾

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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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受訪者皆表示臺灣的「慢」比較適合有經濟能力的「退休人士」：「在

香港有一個房子在收租，沒有經濟壓力之下，真正的退休生活就在這邊」

（Veronica）；「拿香港一筆錢，然後過來這邊生活真的很好」（Edith）。

她們亦常將「慢活」與來臺之後的職場相提並論，此時「慢」和「缺乏效

率」以及「懶惰」幾乎是同義詞，紛紛表示很不習慣臺灣的慢。例如，任

職跨國公關公司，語速與行動都飛快的S e l e n a認真地說：「在這邊工作，

我的客戶大部分也是，我們當初想像臺灣很慢，超慢，同事們都很擔心，

我朋友也很擔心，我過來會不會死掉，慢成這樣。」C h e r y l則明確表達了

對臺灣的慢是「又愛又恨」─愛的是前述的小確幸慢活，恨的是臺灣的

行政效率低，加上同事工作進度慢，使得她因為過於有效率而尷尬。嫁到

臺南的M a r i n a則說來臺後個性變得比較圓滑，對她而言，臺灣社會的慢反

映在職場上便是缺乏專業效率。她說離職前跟老闆起了衝突，「因為他喜

歡找十個人做一樣的事情，很沒有效率。我覺得你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花藝師M o l l y雖然享受移民花蓮後較香港輕鬆的生活節奏，但又時刻提醒

自己，臺灣不比香港「越放懶就越賺不到錢⋯⋯要一直去督促自己做新的

工作，把新的東西做出來，你才可以賣到錢」。後來因為花蓮市的店面人

流少，所以她把工作室搬到遠離市區以換取更大的空間，全力開發網路生

意。對沒有工作的港妻而言，慢活亦可能讓她們深感壓力。C h l o e剛移居

臺灣時沒有上班也尚未育兒，自覺從「那種高效率的社會（香港），突然

間來到這邊這麼慢活（懶散）」而不安，因此只好一直做家事打發時間。

脫離觀光休閒脈絡的「慢活」除了等同於個人的「缺乏效率」及「懶

散」之外，也提醒了港妻臺灣生活的「落後」。她們或認為近十年的臺灣

發展緩慢「沒有太大的建設」（Kitty）；或指出臺灣發展比香港「慢了大

概十年左右」（K a r e n）。從香港移居臺南二十多年的L e i l a形容，這是要

「有犧牲才有得到」的生活：

你要犧牲香港那麼繁榮、那麼進步的世界到臺南，你就要適應臺
南，這邊比較慢比較落後一點的生活。（但是你沒有後悔？）現
在不會了。因為我講說，以我的年紀，我現在不會；今天三十
歲，我會。timing的要求，每一個stage有不同的要求。我的興趣
就是以前我吃吃啊，逛逛街。我老公跟我說當年臺南如果沒有新
光三越，我早回香港了。（Leila訪談紀錄2019/01/28）



193

綜觀Lei la關於移居臺南的生活經驗和其他港妻對於臺灣發展的「慢」的看

法，可以理解她們所謂的「慢活」某種程度上與「發展緩慢」息息相關。

對她們而言，臺灣的「慢活」並不適用於職場，臺灣較香港慢的生活節奏

普遍被視為「落後」的象徵。面對臺港兩地的社會差異，她們常以香港的

物質生活作為移居臺灣階段的參照，兩者的落差使得「犧牲」一語成為她

們敘事中合理化自身離開香港定居臺灣的常見說詞。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的落後意象可能透過對人情味的浪漫凝視來反轉。

舉例而言，婚後Grace很快地融入高雄生活，並熱愛這個她一開始覺得破落

的城市。她對臺灣的人情味因為高雄而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覺得這裡（臺

灣）的人是好，尤其是高雄。高雄是一個有人情味的地方，高雄是一個讓

人有深刻感受的地方。」從人情味延伸出她所謂高雄的「單純的美好」：

很多次我經過一些很便宜的攤子吃東西，看到一家大小看起來狀
況很不好的，穿得爛爛，小朋友穿得很髒。他們咬一個下午茶的
香腸，吃下午茶就是攤子、或是車子開過來那種烤香腸，很可
愛。我幾次經過，我就很感動，一家人雖然十五塊一個香腸，也
很快樂。你就看他們表情就很快樂，不是因為一個很貴的東西，
而是一家人就很快樂。我覺得有一種單純的美好。（Grace訪談紀
錄2018/12/31）

此處所謂「單純的美好」，其實是一種都市生活裡的浪漫凝視，呼應了近

年都市菁英追求「少就是多」（l e s s i s m o r e）的簡單生活態度。這種凝視

強調追求心靈上而不是物質財富上滿足的「單純生活」，也因此選擇性的

聚焦於眼前陌生人的快樂表情而非對方家庭物質生活的艱難，從而為如此

的「單純生活」而感動。來自物價水平世界最高的香港，這樣的浪漫凝視

顯示Grace到高雄生活後，此地的生活方式滿足了她脫離香港當地生活壓力

的渴望，也在這樣的心情下美化貧窮他者的日常消費。之前她提到高雄的

「破落」，此時亦被重新理解為生活的「單純」，如此的浪漫凝視讓她漸

漸習慣並享受高雄生活。

（二）「粉紅泡泡」的破滅：婚後社會關係的轉變與身分協商

相較於Grace的經驗，並非所有港妻都對「人情味」有好感。香港女性

婚前觀光臺灣時感覺良好的好客精神，定居臺灣後未必同樣對此感到愉悅。

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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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嫁到高雄多年的Yvette覺得婚後才真正明白臺灣人情味的意義。她說

帶女兒出門，無論何種天氣，都有陌生人來評論她女兒衣服穿得太多或太

少，也常有人未經她同意就捏女兒的臉，這些經驗都讓她非常錯愕不解與不

悅。後來Yvette說她甚至會提醒香港朋友要小心，「因為臺灣的人情味其實

好像是探人隱私，例如，好像不是很熟也會問你賺多少錢，問了又問」。

或許可以說，旅遊時的人情味展現了臺灣人願意為陌生人付出（時間與物

質等）的好客精神，某種程度而言迎合了觀光客的需求，滿足了港妻對臺

灣的浪漫凝視。然而，當港妻由觀光客成為在地居民，身分和社會關係的改

變使得人我之間的界線亦隨之變動，脫離觀光消費關係的「好客」此時可能

成為踰越分際的言行。由此觀之，由觀光客變成移民，日常生活的角色變化

影響了港妻對臺灣的浪漫凝視，也因之改變其與臺灣社會的關係和互動。

舉例而言，「外籍妻子」的身分影響了港妻和臺灣社會的互動關係。

Alice與先生是在墾丁旅遊時認識，之後交往結婚。她是香港的疍民，在水

上生活了很長的時間，她說因此自己的國語口音很重，嫁到新北市的三重

之後，常被當成大陸配偶看待。帶著三個兒子出門時，更常感受到旁人的

異樣眼光，這與她之前的經驗大不相同：「你來旅遊的時候，基本上所有

朋友都會說：臺灣人很好，可是久了你會覺得，不是說他們不好，可是他

們有些人想法是其實你是外地人，尤其是我生三個他的兒子，剛開始我不喜

歡他們都會覺得你是用錢買過來的。我們家附近的都會這樣想。」甚至有鄰

居阿婆在等垃圾車時直接問她：「你好厲害喔！你都很會生兒子，有沒有姊

妹要過來？要辦什麼手續？要多少錢？」隔了一段時間再遇到這位鄰居，

看到Alice 背著小孩，她說：「你甚麼時候又有一個新的小孩！你甚麼時候

生的？阿這個又是兒子喔？你真的很會生！」雖然就穿著打扮或言談舉止

而言，多半的香港女性與臺灣人刻板印象中的大陸配偶不同，但如Alice所

言，婚姻移民對本地人而言都是外地人。由於她連生了三個兒子，加上外表

樸素，講國語口音重，這使得她的婚姻在傳統的社區中看來具有商品化婚姻

的特色；亦即，貌似非臺灣人的外籍配偶「都是外地人」，這樣的預設使得

臺港婚姻亦可能輕易滑落至買賣婚姻的位置。如此的互動經驗使得Alice常

常走避鄰居，臺灣人的人情味不再顯得溫暖貼心而是失禮無當與缺乏分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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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居臺灣後在日常生活的角色變化，不僅影響港妻對「人情味」的看

法，也改變了她們對臺灣男性的浪漫凝視。S e l e n a認為移居臺灣後倍感壓

力的是「做老婆」，壓力來自於與臺灣丈夫之間的溝通障礙。講求速度與

效率的她覺得丈夫「不懂我〔⋯〕我不喜歡跟不懂我的人（互動），而且

是我最親密的人。在香港我講兩句，朋友就知道下十句是什麼，我老公就

不行啊」。另一位受訪者Kay分享婚後和丈夫的互動，表示自己是被婚前的

「粉紅泡泡」騙了：

慢慢才發現臺灣男生很會哄，但沒有行動力，他自己也說都習慣
爸媽處理好事情，爸媽寶，就是很多事你叫他做他也不會做，叫
他動他也不會動〔⋯〕我跟其他人聊，大家都說你要找到又會講
又會做的很少，但香港男生就是不太會哄，但很任勞任怨，做牛
做馬都願意〔⋯〕我一直說我自己被騙，自己在粉紅泡泡裡。
（Kay訪談紀錄2019/04/12）

「粉紅泡泡」一語亦出現在Sabina的敘事中，她認為用「旅客的眼睛去看，

你覺得everything都是很美好的，所有都是粉紅泡泡這樣」。此處我們可借

用觀光研究中的「環境泡泡」（environmental bubble）概念來理解「粉紅

泡泡」與港妻移民生活的關連。觀光研究中所謂的環境泡泡是指旅遊業為

觀光客提供具有保護作用的環境，讓他們得以在習慣和熟悉的情境中體驗

觀光景點的陌生與新奇，如此可避免觀光客因為脫離自身文化習慣，沉浸

於陌生的新環境而導致不安或受威脅（Cohen 1972: 166-167, 171; Jaakson 

2 0 0 4 :  4 4 - 4 5）。換言之，觀光客之所以能享受景點提供的新奇快感，某

種程度而言有賴於環境泡泡保護了其原有的文化習慣。柯恩（E r i k C o h e n 

1972:  168）指出，不同類型的觀光客試圖突破環境泡泡對觀光經驗的侷

限，例如「浪遊者」（d r i f t e r）類型的觀光客認為普遍的觀光經驗是虛假

的，他們因此特意遠離熟悉習慣的生活方式，追求完全陌生感的刺激與接

觸陌生人的機會，藉此沉浸於東道國的文化中。回到港妻的例子，如前所

述，香港社會向來的高壓競爭與近年中港關係的惡化，皆對在地生活造成

重大影響。在香港這樣的社會氛圍裡再現臺灣的小確幸生活，為港人提供

了觀光的環境泡泡，間接塑造了香港觀光客對臺灣的集體浪漫想像，甚至

期待來臺生活。在此脈絡下，「粉紅泡泡」是香港女性對臺灣的雙重浪漫

凝視，將浪漫想像同時投射到「臺灣」和「臺灣男性」，她們接受臺灣男

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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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邀約，成為類似柯恩所言的「浪遊者」，藉由跨國親密關係尋求更貼

近臺灣文化的「道地」旅遊經驗。但當這些港妻因婚姻移民臺灣，她們不

僅脫離香港社會的生活，也告別了「觀光客」的身分。原先觀光體驗的新

奇隨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必須完全融入陌生臺灣夫家和日常生活環境帶

來的不安與不悅。在受訪港妻的案例中，觀光促成移民，但觀光與移民後

日常生活的落差，使得觀光產生的地方感受因脫離環境泡泡而變調，這亦

是受訪的港妻表示被「粉紅泡泡」欺騙時的心境。

從港妻的訪談發現，如果「粉紅」指的是對跨境親密關係的想像，港

妻婚姻移民後對親密關係和臺灣男性感覺的落差，部分原因來自婚後親密

關係的「粉紅」浪漫想像受家庭生活與性別角色影響而褪色。關於臺港兩

地婚後女性在家庭的地位，賴淑娟（2 0 1 1 :  2 0 7）的研究指出，現代化歷

程雖然賦予女性賺取薪資的機會，然而勞動市場與家庭的父權邏輯，使女

性相對地仍處於低落、附屬的社會位置。臺灣歷經社會變遷與教育普遍的

趨勢，妻子資源增加，男性也受平權思想影響，但長輩的態度思維透過共

同居住仍會限制夫妻間的平等（i b i d.:  207）。雖然臺港有各自的歷史和發

展，也有一定程度的現代化，但臺港兩地社會的婆媳關係同樣受華人儒家

文化的影響，例如，臺灣的女性嫁進夫家後，娘家的母親會教導女兒如何

當一個「好媳婦」（Kung 2014: 144）；香港的家庭亦可能因婆媳之間對性

別角色期待的落差而出現嚴重爭執（Choi et al. 2010: 72）。

本研究的受訪者案例中，不少港妻在與臺灣夫家共住後出現婆媳問

題，婆媳的衝突同時改變港妻對臺籍丈夫的觀感。例如，Yvette婚後移居臺

灣與夫家同住，她除了感受到婆婆對家中大小事務的控制欲之外，也體會

丈夫婚前的貼心和老實，其實是「媽寶」的特質：

他只是很乖（老公很乖？）。對，他就是很老實。也可以說不好
也可以說好，對女生來說就是一個安心。〔⋯〕我覺得超媽寶的
〔⋯〕他的基因裡面還是有的（媽寶）基因，我覺得這跟臺灣的
父母有很大關係。（Yvette訪談紀錄2018/12/17）

訪談中幾位港妻呼應了Yvette的說法，表示婚後住進臺灣夫家發現丈夫「媽

寶」、「愚孝」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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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公缺點就是有點愚孝啦，他是長子長孫，但他說希望這種壓
力到他這一代就好。（Sandy訪談紀錄2018/12/27）

我覺得（香港男性和臺灣男性）很不一樣，我常聽說媽寶這個字（
描述哪裡的男生？）當然是臺灣啊，我感覺蠻深的，就是說什麼都
要先問過媽媽，就像是跑銀行都要問過媽媽，在香港我們都自己
解決，我們很少都問〔⋯〕覺得你是個男生，為什麼都要問媽媽
呢？買張桌子好了，都要先問媽媽意見，買房子也是〔⋯〕我們
不能搬出去啦〔⋯〕怎麼可能？（Cynthia訪談紀錄2019/03/30）

可是我覺得不行（與公婆同住），因為我之前跟他討論說要搬出
來這件事情，我後來是說，如果你不搬出來我們就離婚吧，因為
我已經做好離婚的打算，他被我這樣講，好吧最後就搬出來。然
後我發現搬出來之後不行，我跟他的生活是沒有辦法的，因為在
公婆家婆婆都幫他弄得好好的啊，確實是個媽寶，攢好好（臺
語：準備妥當之意）的那種。〔⋯〕然後就，我跟你一起生活就
是兩個人。就真的看得到另外一半的真面目，一定要搬出來住。
（Kitty訪談紀錄2018/12/01）

婆婆什麼都要管〔⋯〕他（指丈夫）幾個小孩都很孝順喔，都超
孝順。〔⋯〕就覺得他是有責任感啊，然後又孝順啊，但覺得孝
順是不好的。（Sarah訪談紀錄2018/09/30）

受訪港妻關於臺籍丈夫的「愚孝」敘述，顯示港妻在與公婆同住之後，發

現丈夫身為人子的身分對親密關係造成的影響。婚後她不僅要配合丈夫以

媳婦身分搬進夫家照顧長輩，生活裡的各項決定更要以夫家為優先考量，

這使受訪者深切感受伴侶婚後人子的身分遠遠優先於人夫的角色，也因此

產生了不滿。

進一步來說，港妻移居臺灣後的夫家生活經驗顯示，雖然臺港家庭同

樣受現代化和傳統儒家文化所影響，但臺港居住環境的差異仍然影響港妻

移民臺灣後對親密關係的感受。我們可由以下統計數字了解臺港居住環境

之別。香港統計處發表的數據顯示，香港人均居住面積為161平方英尺（約

5.7坪），臺灣人均居住面積是香港的三倍；16即使是臺北市的（10.76坪）

也比香港高接近一倍。17同時，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在2006至

2016年間，一至三人住戶的比率由63.8%上升至69.2%，而同期間只有長者

的住戶比例也由40.2%上升至41.0%，這反映較多青年於婚後不與年長父母

16 〈香港人均居住面積161平方呎  遜臺灣上海新加坡〉（〈作者不詳〉2017/11/28）
17 〈全臺縣市蝸居第一名 竟然不是臺北市〉（591編輯部201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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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7）。此外，中期人口統計亦顯示，

由於香港房價高昂又空間狹小，置業困難且無法與其中一方配偶的家人同

住，接近三成的25至30歲青年婚後仍要與各自的父母而非配偶同住；即使

30至34歲的已婚青年，也有接近兩成因選擇與各自父母同住而處於分居狀

態（林一鳴2018/06/08; 阮穎嫻2018/04/06）。相較於香港青年婚後較少

與配偶家人同住，臺灣有21.4%的35-54歲居民婚後與配偶或自己家人同住

（葉滕騏2016/08/31; 林欣儀等2016/08/31）。換言之，臺灣婆媳同住屋簷

下的情況較香港普遍。香港與臺灣的居住空間和環境，影響兩地家庭的婆

媳關係和互動。姜蘭虹與黃佳媛引述受訪的臺灣女性在港夫家生活經驗，

指出香港家庭中的女性地位較臺灣來得高，且主要表現在媳婦與公婆的關

係上，例如不必同住（這點也受住房空間狹窄影響）、較不會被挑家務上

的毛病、重男輕女不明顯，以及較無年節禁忌等（Chiang and Huang 2018: 

147-148）。本研究的受訪港妻也指出婚後與臺夫家人同住，除了感受與婆

婆相處不易，也看出丈夫對父母的依賴，處處聽從父母的意見來安排日常

生活。港妻的「媽寶」說法反映的是與夫家同住的港妻無可避免受傳統家

庭價值觀的影響而深感壓力，她們對親密伴侶和關係的想像亦隨之改變。

夫家傳統家庭價值觀不僅左右港妻對親密伴侶的看法，夫家對港妻作

為「媳婦」身分的態度和期待，亦影響港妻在夫家的角色與實踐。例如有

港妻的臺灣夫家會因港妻的「香港人」身分而對她們有所疑慮甚至不滿。

Kay婚後移居臺中夫家，與公公的溝通頻頻出現問題，公公認為Kay「不知

道什麼是孝順」，每次意見不合時總會指責K a y：「香港那一套太西方了

〔⋯〕不知道什麼是傳統，不知道什麼是孝順〔⋯〕你不要把香港那一套

拿過來臺灣。」即使是她懷孕時，公公仍每日對她說教：「（公公）每天

叫我出去最少講兩個小時〔⋯〕你（Kay）應該要幾點起來啊，你就要怎樣

幫老公準備早餐啊，你的便當盒要怎麼樣啊，然後，婆婆下班回來你要煮

晚餐啊！」因為公公要求很多又溝通不良，使得兩人長久以來失和不快。

在夫家的遭遇讓K a y後悔嫁來臺灣，也想過一走了之回香港，直到爭取搬

離夫家問題才緩解。但後來考慮公公的心情，夫妻每週末回來探望公婆，

讓公公有機會「管教」她和丈夫。另一位港妻L u c y婚後搬進苗栗偏鄉的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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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發現婆婆將她和她的一切視為夫家的財產。產後憂鬱症的L u c y描述她

在苗栗鄉下養育初生女兒的生活孤獨煩悶有如坐牢。某次女兒不慎摔落

床下，婆婆將此意外怪罪於她，一怒之下扔掉L u c y種植的兩盆番茄，意思

是要她恪守母親本分，不要搞東搞西。對L u c y而言，那兩盆番茄是她在臺

生活除了養育女兒之外唯一的「心靈寄託」。她不能理解為何婆婆可以逕

自丟棄她的所有物。婆媳大吵一架之後婆婆離家出走。L u c y將遭遇求助港

人在臺灣的臉書粉絲專頁，她說網友紛紛告訴她，婆婆的行為並不奇怪，

因為媳婦的一切都是婆家的。婆婆搬離夫家一事讓她成為眾矢之的，夫家

對L u c y極不諒解，丈夫說她這個「香港人講話很欠揍！」婆婆離家不久之

後，Lucy因無法忍受偏鄉生活與無法工作賺錢，決定帶著女兒返港生活。

除了要面對與夫家共同生活的壓力，港妻也要面對因剛來臺定居，缺

乏社會安全網的支援造成的不便，如此的不便連帶影響其在夫家的生活。如

Ada來臺不久後就懷第一胎，但因當時還無法辦理健保，夫家認為看醫生太

貴，她懷孕數週時並未產檢，因此沒有及時發現胎兒發展問題，最後導致小

產。她在受訪過程中多次表示自己「蠻委屈〔⋯〕嫁得很生氣」。與夫家

關係不睦可能傷害夫妻情感：「我老公就是夾在中間，他就對我發脾氣，說

我媽叫我不要帶你去看（醫生），可是你又叫我帶你去看。」缺乏夫家以外

的其他社會關係和資源，讓夫家成為港妻生活的重要社會制度。若夫家無

法有效提供協助，港妻在臺的生活便缺乏保障，最後難免影響夫妻互動。

雖然缺乏在臺的社會關係和資源，不少港妻仍試圖減少或擺脫夫家對其

臺灣生活的影響，例如積極外出找工作，避免一直留在家中。Sarah便是一

例，她希望外出工作能讓她有經濟能力與自主權─「可以有自己的空間，而

且自己賺錢自己花，就比較好，不用一直問老公啊，講話就大聲一點」。但並

非所有港妻都像她一般幸運，對很多受訪者而言，想外出工作並非易事。在港

擔任精神科專科護士的Joanne原本以為來臺後可以持續護理工作，但因精神科

在臺灣屬普通科而非專科，若要在臺灣擔任精神科護士就需重新再取得文憑與

證照考試，以致她只能放棄自己的專業而去補習社、老人院等其他機構打工，

後來都因工作環境不理想而辭職。Hazel雖然在香港政府建築署有三年的工作

經驗，但在臺灣卻被建築公司以「女性不適合營建的工作」拒絕她的求職。

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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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受訪者則嘗試爭取機會搬離夫家。有些港妻婚前便與丈夫溝通，

堅持婚後要有自己的小家庭；有些則是乍到臺灣和夫家同住一段時間後，

在夫家同意下搬離。無法搬離夫家者或漸漸與公婆失和或不時與丈夫吵

架，甚至因為無法接受丈夫和夫家而選擇離婚。例如，移居臺灣夫家後，

Sabina與婆婆關係惡劣，她不能忍受婆婆對她與娘家的輕視。丈夫之後的家

暴和外遇是讓她決定離婚的關鍵因素。Kitty搬進夫家後發現與公婆無法溝

通，因而以離婚威脅要求搬離，但自組小家庭之後，仍因無法與丈夫共同

生活而決定離婚。T i n a則因婚後發現丈夫和婆婆都欠下大筆債務，需要她

工作還債，最後選擇離婚。

綜觀港妻在臺灣的生活經驗，可發現婚前對「臺灣」的觀光凝視和

對當地異性的浪漫想像，未必能延續到婚後移民臺灣的日常生活。港妻

移居臺灣的日常生活中，需要協商的不僅是個人對兩地生活差異的理解，

也是個人對婚後角色和主體性的反思。當移居後的日常生活與觀光漸行

漸遠，夫家的影響力又與日俱增時，她們對臺灣和臺灣男性的論述（「慢

活」、「人情味」、「暖男」等）便面臨修正甚或否定。這顯示臺灣景

點對港人的吸引力與觀光客身處的香港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只有持續港

人對臺灣的觀光凝視才能指認這些吸引力和親近感。觀光凝視產生的吸

引力促成香港女性婚姻移民來臺，移民生活面臨的家庭和工作適應問題

則導致觀光凝視的粉紅泡泡破滅，亦改變了港妻與臺夫之間的親密關係。

五、從「旅」到「居」：跨境親密關係和生活方式想像的解魅

與復魅18 

本研究透過訪談移民臺灣的港妻，探討觀光凝視如何促使這些香港女

18 審查人指出「解魅」和「復魅」乃啟蒙運動或宗教學用語，文章此處主要是藉
用韋伯（Max Weber）分析啟蒙運動以來現代性削弱宗教信仰影響力的用語作為
討論脈絡。韋伯以「解魅」和「復魅」指出理性選擇如何削弱甚至終結信仰的
說服力，同時又如何面臨新信仰的復魅，在理性選擇中恢復信仰作為認識的前
提（Jenkins 2000: 12）。本文借用這組譬喻來描述港妻從觀光到定居，其浪漫凝
視的變化歷程。感謝審查人提出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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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臺灣懷抱好感，移居此地後的日常生活又如何改變了她們對臺灣的感

受。如前所述，觀光是港妻認識臺灣的主要管道，本文首先從受訪者的

臺灣凝視出發，分析臺灣的觀光與其尋求個人抱負與理想生活之間的關

連，以及如此的凝視所建構的地方感受與浪漫愛。港妻普遍指出旅遊時熱

愛臺灣的「慢活」，「小確幸」與「人情味」，而對臺灣的好印象也使得

她們對臺灣男性有一定的信任與好感。如果觀光凝視是行程景點符號的收

集（U r r y 2002:  3），那麼觀光過程出現的「浪漫凝視」則涉及集體和個

人層次的符號收集，觀光客居住的原生地對觀光景點地方特質的解讀影響

觀光客收集的符號，並不斷再現於他們對觀光景點的敘述中。對於喜愛臺

灣的港妻而言，臺灣的大自然讓她放鬆，臺灣的陌生人讓她感受到人情溫

暖，臺灣的機車讓她緬懷舊時香港感受青春，這些例子都是對地方生活的

集體想像產生的浪漫凝視，並透過觀光行程裡收集相關的符號來印證。

隨著這些受訪女性嫁來臺灣，港妻原本期待在移居後得以實現觀光建構

的好生活想像，然而來臺定居的實際生活卻讓這樣的期待面臨「解魅」

（disenchantment）的危機。她們婚後的日常生活經驗顯示，臺港家庭文化

與居住環境的差異，改變了港妻對臺灣生活和親密關係的浪漫想像，她們

可能因移居後與夫家同住憂慮及不滿。此外，因移居後的日常生活漸漸脫

離觀光凝視，「慢活」等觀光時指認的地方特質及好感日漸消退，對「人

情味」的感受亦開始變調，取而代之的可能是臺灣人工作效率差，臺灣

人的親切是多管閒事等等。面對如此的變化，有些港妻經營部落格或臉書

粉絲專頁，選擇以「在地」的身分繼續再現與重構觀光凝視中的浪漫「臺

灣」，亦有更多港妻脫離觀光的環境泡泡後，強調旅遊與定居的落差，以

及融入臺灣夫家與職場的挑戰。

綜上所述，  近年港人移居臺灣的案例接近「生活方式型移民」之形

態，亦即觀光休閒和消費影響了港人對臺灣的生活想像；港人亦嘗試透過

移居臺灣來尋找他們認為如今香港無法提供的「好生活」，從而提升生活

品質（黃宗儀2020）。就港妻的例子而言，觀光凝視所產生的環境泡泡，

影響港妻婚前婚後在親密關係中的主體性與身分協商。港妻在觀光過程中

對臺灣的人事物萌生好感，觀光的浪漫凝視提供她們解讀異國戀情與臺灣

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



202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生活方式的框架，但離開觀光提供的環境泡泡並成為在地居民後，移居的

生活經驗促使其調整、修改、推翻或重建之前觀光凝視對臺灣與臺灣男性

的浪漫想像與理解。某種程度而言，來臺定居的港妻生活是不斷地在觀光

凝視的解魅和復魅（re-enchantment）之間協商的過程。 如此的移民型態有

別於其他因國家之間政治、經濟差異而促成的婚姻移民，這亦是移民臺灣

的港妻案例在觀光與移民研究中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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