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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緒論共五小節，內容主要包括：研究動機、研究背景、研究預期、研究方法，

以及研究對象、範圍、架構等的討論，以下依序討論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研究的開端是研究者本身對社會現象的經驗或觀察而產生探究的欲求，對於嫁入

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問題，筆者在進入田野實作之前已經有所接觸，事實上，這樣的

閩南婦女就在筆者生活週遭，從同事、鄰居，或是同學中都有遇到，從最初單純的婆

媳問題的抱怨，到後來的探討，發現這其中的隔閡還存在著族群文化、性格、意識等

等的差異。 

進入「客家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之後，筆者開始對此問題進行「閩客通婚」議題

的研究，也進而從族群研究的論述當中，重新思索這些在族群通婚中的女性角色，這

使筆者跳脫單純家庭中的婆媳問題，而嘗試以族群文化的角度來看待這樣的議題。 

    閩南婦女在嫁入客家家庭後，的確經歷了許多困境與調適歷程，在分享她們種種

複雜交錯的情緒之後，有一股為她們寫「口述生命史」的衝動，進入美濃社區的田野

調查中，從一位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心裡所喊出來的話：「不要叫我河洛嬤!」雖

然這句話很淺顯，但是那種吶喊一直深深印烙在我的記憶裡，然而「河洛嬤」又稱福

佬嬤，亦有情婦的意思(徐兆泉 2001)，用「河洛嬤」來稱呼閩南婦女，其實是很不雅

的，也不太友善，能理解的是在語言的背後，仍然存在著族群意識，這使得閩客族群

在通婚之後，一些閩南婦女在家族關係中經歷了一些因為族群差異而產生的內在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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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認同與融合等問題，例如美濃地區的客家庄就認為娶客家媳婦會比較保有客家人

的純正血統。 

    事實上，族群通婚影響了個人、其子女、通婚雙方的族群團體及整個社會層面。

這不僅是個人的婚姻問題，族群通婚已牽動著社會人口結構的發展，當然也使族群文

化的發展面臨一些轉變。近年來外籍配偶日漸增加，也引發國內對族群通婚現象的重

視，然而本土族群的通婚亦漸漸的普遍化，在強調本土化教育的臺灣，面對閩南與客

家文化未來的發展，是否也應該有新的理解？特別是在閩客通婚後的下一代，他們如

何去認識所謂「媽媽的語言」─母語。由此觀之，女性在嫁入異文化家庭之後，雖然

有其弱勢之處，但亦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量，她們的認知、認同、態度、抉擇，是

深刻的影響著下一代，影響著族群文化發展的重要關鍵。所以，筆者對族群通婚研究，

採取女性的立場來探討，主要也在強調女性角色的重要性。在過去的中國歷史中，女

性常常成為族群融合的關鍵角色，如唐朝文成公主下嫁吐番，就為了消弭族群衝突與

戰役。不少的朝代中，通婚亦被視為族群融合最佳的策略，然而，對於族群通婚中女

性的角色與其內在衝突，過去歷史資料較少，隨近代的女性研究的啟發，才受到關切。 

許多族群研究開始對於女性角色的關注，應來自女性主義（feminism）的思想啟

蒙與影響，如女性主義研究者，強調「女性經驗」(women’s experience)，女性「日常

生活」雖然容易被忽視，但它仍然是極重要的議題，一些研究已嘗試運用質性研究的

方法來探討女性日常生活的經驗，包括外在組織、物質環境和人際關係，是如何地塑

造著女性的生活和認知(胡幼慧 1996)。女性主義使婦女在婚姻中更具有自覺性，但是

在女性的自覺中，所經歷的族群通婚後的抉擇與改變又是如何？筆者從嫁入客家家庭

的閩南婦女，這樣一個女性的經驗角度，來進行對客家家庭閩南婦女的觀察與瞭解。 

    在田野實作課程中，筆者進入美濃這個最具濃郁客家味的村落，發現女性在面對

著族群通婚時，常因為族群差異而產生困境，當然也包括了大陸與外籍新娘。透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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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訪談的過程，筆者開始認真思考，如何以此議題做更深入的討論，其研究動機來自

同理心的觸動，想有個管道為她們發聲，而目的不僅是為這群閩南婦女，事實上是希

望從族群通婚過程與族群融合的現象中，為所有參與這樣歷程的女性發聲，也透過女

性的立場來探討族群通婚的議題。 

 

 

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族群差異與多元文化 

    在台灣，有關客家社會與文化的研究，一向是過去社會與人文學者較少注意的課

題，直到近幾年才慢慢的受到注重，其原因除了客家人口佔總人口比例較低外，過去

學術界大多把漢人社會視為是一個在社會與文化上同質的單位，「客家」常被視為中

國社會與文化的一個次文化(徐正光：1997)。 

所以關於閩客族群文化的差異性，過去較少被重視，直到 1980年代後期才有所

改變，當客家族群成為一個獨特的研究課題時，本省族群關係的差異性研究才開始受

到關切，這些概念從「本省/外省」差異到「閩/客」、「原 /漢」的差異，臺灣多元文

化的概念才逐漸展開1。客家文化與閩南文化雖然可同屬於早期移民臺灣的漢文化或

本省族群2

                                                
1 長期以來客家族群隱形於閩南族群，早期的客家移民甚至形成所謂的福佬客。王甫昌（2003）在《當

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一書中，其對族群類屬與想像建構之方式，可以發現台灣多元族群的概念發

展。1970 年代，以「本省人」與「外省人」為區分，1980 年代，認同的概念逐漸跨入族群類屬差異，

「閩／客」與「原／漢」，以及之前「本省／外省」分野，「族群認同」逐漸在萌芽。而閩南（福佬）

／客家的想像更是台灣多元文化概念的最重要關鍵。閩／客族群之間的分野是在 1980 年代中葉以後

出現（王甫昌，2003：63）。 
2閩南、客家族群被視為早期的臺灣漢人移民，在台灣的本土化教育發展中，閩南、客家、原住民被視

為本土語言，同屬於本省族群，其相對於戰後外省族群的移入。 

，然而兩族群系統，在語言、傳統習俗與族群性格上，仍然是具有差異性

的，這樣的族群差異性，使「閩客通婚」議題仍然可以放在族群通婚的概念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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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以男性為文化傳承主體的臺灣社會，閩南婦女在嫁入客家家庭之後，便形成

不同族群文化的交融，在交融的過程中，因為族群文化的差異性，而產生認知上的衝

突與調適轉變，這些過程與影響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此外，為避免客家人總是被含括在閩南人之中而被忽視，客家人也希望在本土化

意識下，能夠與閩南人從同中取異，而閩客關係的研究不僅代表台灣走入多元族群的

年代，也讓我們對臺灣族群的認識能夠更精緻、更細膩。 

 

 二、生活環境的接觸 

從事田野調查或參與觀察的研究者，往往是從生活的經驗中慢慢導入探索的議

題，而本研究也是從生活經驗中的所見所聞，做為研究的背景。由於筆者從小就在客

家庄的環境長大，在中壢一帶，可以說是客家人聚集的本營之一，當然，身為客家人

的我，對於變遷中的客家文化亦非常的關切，在我週遭就認識了不少嫁入客家家庭的

閩南婦女，在分享她們的心情之餘，自然對於這樣的女性族群有所瞭解，同時也發現

「閩客通婚」對於客家文化發展的影響，以族群融合的立場來看，族群通婚固然有助

於族群對立的消弭，但族群通婚會不會使族群文化漸漸失去原有的特質，從觀察社會

的現狀而言，閩客通婚的現象是一直都存在著，而且彼此通婚的意願亦不斷的增強3

                                                
3針對閩客通婚現象而言，依據國科會 1991 年「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的三次綜合調查資料顯示，

發現閩南與客家人之間不管男性與女性通婚的情況都愈來愈高（王甫昌 1993：60）。 
依據內政部「九十一年台閩地區國民生活狀況調查」的資料統計，台灣客家人的內婚現象比在閩南族

群的內婚率要低 32.8％，也比原住民族群要低 12.3 ％，亦即客家族群相較於閩南與原住民的外婚比

率較高，而外婚的族群對象就是以閩南族群為主（陳信木 2003：46）。 

，

這不僅是個人主觀的觀察發現，亦是需要客觀資料的印證，故探討此議題，可以從已

經發生的歷史背景、正在發展的現象，歸納出可供未來參考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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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野調查的延伸 

    在最初的田野工作中，筆者於 2007年 7 月隨系所的田野實作課程，進駐美濃地

區為期一週，曾經嘗試以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式來進行客家文化考察的工作，也從參

與觀察中與個案認識並進行訪談，筆者最初是以此作為專題報告，而探討的主題正是

閩南婦女嫁入客家家庭後的困境與調適歷程，在初步的研究過程中，已經發現閩南婦

女嫁入美濃地區客家家庭後，存在著不少因為族群差異而產生的婆媳問題，例如「河

洛嬤」一詞就是對美濃地區的閩南婦女不雅的稱呼，客家人的排外意識，其中一個很

重要的原因是客家原本就屬於少數族群，當客家少數族群在面對閩南多數族群的時

候，常常面臨族群同化，或隱形化的危機，所以客家族群所形成的自我族群意識也更

強烈，在多數族群的壓力下，少數族群為了凸顯自己的存在，往往形成更強烈的族群

意識，強烈的族群意識雖然可以凸顯自我族群的存在，然而也讓族群通婚時面臨一些

障礙，這些障礙則可能出現在通婚女性的困境與調適中。 

經過美濃社區的訪談資料的整理，筆者已獲得不少研究上的收穫，也較容易掌握

議題的重心，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下，繼續延伸研究發展的路線，延伸的考察範圍則以

筆者較熟悉的桃園地區為主，先前美濃社區提供了筆者一個很重要的田野經驗。  

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都是影響人文現象的因素，因此與客家社區歷史人文背景（如

美濃客家文化、中壢地區客家文化）有關的研究文獻亦有進行的必要。即使同是具有

客家背景的族群社區，開發與發展的歷程仍會有差異，這些差異不僅是南北區域的差

異而已，也表現在族群之間的互動變化的消長。 

一般來說美濃地區受到地形的影響，對外交通開發較晚，因此當地人較為封閉，

但他們卻保有較濃的客家風情與文化。劉還月在《臺灣的客家人》提到：「三面環山、

一面臨河的美濃，是六堆勢力在下淡水溪最主要的據點，在客家人保守的天性下，依

舊保有不少傳統的客家文化，成為許多離鄉子弟心中難以忘懷的鄉愁。」（劉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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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31）。美濃南與高樹鄉為鄰，雖然其餘三面都與福佬人接壤，但因受到群山的

阻隔，它比其他地方保有了更多的客家風情，這個人口只有五萬餘的小鎮，是臺灣南

部六堆客家村落最北的「六堆」。不同於美濃地區的客家族群發展歷程，中壢地區雖

然是北區客家族群的大本營之一，但中壢客家文化特色並不如美濃強烈，「同樣是分

佈在桃園南境的客家聚落，中壢與平鎮雖然堅守著客家族群的政治權益，但其客家文

化卻已逐漸被福佬文化所取代，不若龍潭、楊梅、觀音、新屋等地，仍保有聖蹟亭、

范姜古屋等別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劉還月 2000：257）。 

 

  

第三節  研究預期 

 

    研究的初期，當筆者進入田野考察，尚未發現這些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她們熟

稔的客家話，讓人誤以為就是客家婦女，經過相處才瞭解她們原本是閩南婦女，是透

過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也讓筆者開始思考到，觀察客家文化或客家族群，不能再單

單以客家人立場來看，事實上，客家族群中已融入了更多族群，當客家族群面對通婚

中不同族群人口的加入，會產生什麼變化，而這些族群通婚中的女性又如何思考自己

扮演的角色，都是研究中可以探討的方向，因此關於研究預期的成果如下： 

一、透過研究議題，探討閩客通婚所帶來的閩客融合的文化，並從女性立場來瞭

解閩客通婚對客家族群的影響為何，讓國人對族群的差異與融合過程能有更深入的瞭

解。 

    二、透過閩客通婚研究的訪談中，瞭解到族群融合中，女性角色的思考方向，探

討她們可能發揮的影響層面，如教育或文化傳承。 

    三、提供後人對客家新文化的瞭解，客家文化也許不再是單一的客家人所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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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慢慢藉由閩南婦女的加入，帶來了新的元素與結構。事實上，客家族群通婚的現象

日益普遍，除了閩南女性之外，也包括了外籍女性，這些通婚現象都可能使一些客家

家庭想維持單純客家血統的想法產生改變，因此客家族群的變化也是值得觀察的。 

    四、提供後人研究族群融合時，從女性視角來進行觀察研究。國內關於族群通婚

中女性角色的質性研究，有越來越重視的趨向，近幾年有關於女性研究的論文成果才

慢慢受重視，相信這樣的研究領域是值得開發的，本研究則可補足一部份的女性研究。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來進行，質性的研究方式是相對

於量化研究而言，「質性研究就是一種從整體觀點對社會現象進行全方位圖像

（holistic picture）的建構和深度的瞭解（depth of understanding）的過程；反

對將研究現象切割為單一或多重的變項（variable），並用統計或數字作為資料詮釋

的依據。」（Jacobs & Razavith,2000 轉引自潘淑滿 2003：19）。研究者必須在自然

的情境中，透過與被研究者密切的互動過程，透過一種或多種的資料收集方法，對研

究的社會現象或行為，進行全面式的，深入式的理解4

                                                
4「質性研究有別於實證主義的科學研究取向，主張社會世界是由不斷變動的社會現象所組成，這些現

象往往因為不同時空、文化與社會背景，而有不同的意義；因此，質性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必須

先理解社會現象是一種不確定的事實。通常，質性研究者必須在自然的情境中，透過與被研究者密切

的互動過程，透過一種或多種的資料收集方法，對研究的社會現象或行為，進行全面式的，深入式的

理解。」(潘淑滿 2003：18-19)。 

。事實上，在族群通婚的研究

中，無論是族群同化或是族群認同的歷程，這些狀態都是由不斷變動的社會現象所組

成，這些現象往往因為不同時空、文化與社會背景，而有不同的意義，所以對於研究

過程所收集的資料詮釋，就較難以用統計分析的量化方式，用數字與數字的關聯性，

去進一步推論，在研究過程中，常常須要融入被研究者的經驗中，深入被研究者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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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並從被研究者的立場與觀點，詮釋相關經驗與現象的意義(潘淑滿 2003)。 

    當筆者進入美濃地區的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也是與受訪者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相處

之後，才慢慢的發現她們所存在內心的困境與整個婚後調適歷程，這些瞭解過程的確

要融入被研究者的經驗世界中，深入她們的感受與知覺，從她們的立場與觀點詮釋這

些經驗與現象的意義。這些個案經驗中，提供了筆者對族群同化或認同不同角度的理

解。所以質性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非常重視被研究者個別經驗之特殊性質5

本研究所探討的議題與以上的質性研究特質，有很多契合之處，如研究中所重視

的社會脈絡關係，質性研究把重點放在現象與現象的關係，而非強調研究的結果是否

驗證了理論假設

。 

6。因此，從閩客族群通婚現象到族群同化現象，筆者以閩南女性角

色來討論，探討的是個體轉變歷程對族群文化所產生的影響關係，重視其歷程變化，

而非以其最終的結果來驗證理論，正如質性研究者所堅持的信念是社會是不斷在變動

中，是一種不確定的事實，因此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存在著不同的意義，而意義的

詮釋，則是站在被研究者，以閩南女性的立場，瞭解她們的內在觀點，透過她們主觀

的意識、價值，賦予研究資料更深刻的意義。7在國內閩客通婚議題的研究趨勢，大

都從女性角色來切入族群通婚的議題8

                                                
5「Bogdan與 Biklen(1982)將質性研究之特質歸納六項：一、在自然情境下收集資料；二、研究者不

會借重太多外來的研究工具，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主要的工具；三、非常重視研究現象的描述；四、

重視研究過程中之時間序列與社會行為之脈絡關係，而不重視研究的結果或產品；五、運用歸納方式

將所收集之資料進行分析；六、研究者所關心的是行為對研究對象的意義為何」(轉引自潘淑滿 2003：

20-21)。 
6Neuman(1997)亦歸納六項：一、重視社會脈絡(the context is critical)；二、個別研究的價值(the 

value of the case study)；三、研究者的誠實 (researcher integrity)；四、以建構理論為目標(ground 

theory)；五、過程和時間順序；六、意義的詮釋(interpretation)。 Neuman (1997：331-335)轉引

自潘淑滿(2003：1-22)。 
7關於質性研究與女性主義(feminist)彼此的關係，胡幼慧(1996)則認為，質性的研究法中多元的、彈

性的、創造的、省思的、行動的、過程動態的、參與的這類特質，提供女性主義者符合其知識論點的

探討空間，質性研究能補捉被研究者的觀點，長驅直入女性主義者剖析女性或兩性的核心，而女性主

義者的質性研究，也同樣豐富了質性研究領域(胡幼慧 1996：8)。 

，以質性研究方法為主，質性研究中多元、彈

性、創造、省思等特質，的確提供給研究女性角色議題的研究者更多探討的空間，而

8如王雯君《閩客族群邊界的流動：通婚對女性族群記憶與認同的影響》；外籍配偶的研究，如張亭婷

《外籍配偶與客家文化傳承》，謝淑玲《在臺客籍「印尼」與「大陸」配偶之客家認同比較研究》，

林瑞珍《遠嫁似曾相識的他鄉－廣東梅州客家女子於台灣南部客家庄的生活》等。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AC%9D%E6%B7%91%E7%8E%B2&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E%97%E7%91%9E%E7%8F%8D&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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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亦是延續女性角色議題的質性研究方式，探討閩南女性在與客家家庭通婚後的

個體轉變歷程，筆者透過田野調查方式尋找個案，再進一步針對研究個案進行深度訪

談。主要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一、文獻研究法：  

    所有的研究中，文獻研究法是必然要進行的工作，除了與主題相關的研究文獻之

外，並輔助以相關的歷史背景文獻，這些主要參考的研究文獻包括族群融合與閩客通

婚等議題、客家婦女性格的研究、閩客婦女的比較研究，此外針對客家文化發展亦進

行歷史層面的探討，這主要是從過去研究來瞭解族群的現象發展，以便我們可以對主

題有更深入的觀察，諸如美濃地區的歷史曾經發生過閩客衝突的事件，雖然這些事件

與當今閩南婦女的內在衝突未必有直接關係，但是影響也可能存在著，除此之外，中

壢對外交通也比較方便，這使中壢地區客家族群比較有機會融入更多外來族群的文

化，在這樣的地區的歷史背景下，當筆者進入中壢地區的田野調查訪談中，也自然呈

現了與美濃地區不同的觀點，因此人文地理的發展因素亦是探討族群發展時，不可或

缺的考慮因素。 

 

二、參與觀察法： 

    田野調查對特定文化及社會搜集製作資料、記錄、評價，並以社會或文化人類學

的理論，來解釋此類觀察結果的一種研究方法，一般稱為民族誌法，直到二十世紀初，

Rivers主張研究者要與他所研究的對象在一起、說他們的語言、研究他們的文化，搜

集當地文物、家譜及生活史，並做系統性的記錄9

                                                
9「田野調查是從民族誌法 Ethnography發展而來，原本為社會人類學者以參與觀察的方法，對特定文

化及社會搜集製作資料、記錄、評價，並以社會或文化人類學的理論，來解釋此類觀察結果的一種研

究方法，一般稱為人種誌或民族誌法，直到二十世紀初，Rivers才開始強調由有訓練的觀察者直接進

行密集的田野工作(intensive field)。Rivers主張研究者要與他所研究的對象在一起、說他們的語

。因此，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有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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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的彈性來適應現代都市環境的特殊情況而保有其完整性。 

    由於民族誌是一種開放性的觀察及描述，著重探索、發現、反省、彈性，因此筆

者先前在美濃的田野調查經驗，主要以開放性的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進入研究場域，雖然筆者本身亦為中壢客家人，但是美濃地區的客家文

化特色畢竟不同於中壢地區，所以進駐美濃的田野調查，如人類學家觀察法對部落或

區域的文化，進行為期一週探索與瞭解，筆者試著從不同的層面來瞭解當地文化的特

色10

首先，在美濃地區的觀察經驗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從觀察中發現這兩位閩南婦女

。就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為了以內部者的觀點(insider’s  view-point)，筆

者認識了兩位閩南婦女，但是最初從她們一口流利的客家話中，是很難讓人瞭解她們

竟然是閩南婦女，這兩位閩南中年婦女，一位是小英(匿稱)來自水里 41歲，一位是

小美(匿稱)來自旗山 55歲，她們不但熟稔客家語，更對客家傳統文化有很深入的瞭

解，透過她們，筆者才更瞭解當地的客家文化，不過這也讓人好奇她們從當時嫁入客

家庄到現在所經歷的一些內在轉變。 

於是在對方的同意下，筆者進行了初次的訪談工作，這樣的訪談內容主要是針對

她們嫁入客家庄後生命的轉變歷程，藉由她們敘述自己生命的故事，來呈現小角落小

人物的生命史，其實也很像是進行口述歷史的訪問，初次的訪談中，所使用的方法比

較開放，很類似聊天，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達到研究者拋棄個人成見，先以在地人的

想法，也就是內部者的觀點進行瞭解，在訪談之後，筆者才瞭解，這兩位閩南婦女在

嫁入美濃客家社區後，所經歷的種種心酸歷程，她們都經過了內在衝突困境的掙扎與

一番調適歷程。於是乎在這樣一個小角落中，可以發現族群通婚時個體所可能形成的

轉變，以及個體的轉變在族群變動消長的意義又是如何。 

                                                                                                                                              
言、研究他們的文化，搜集當地文物、家譜及生活史，並做系統性的記錄。」(胡幼慧 1996：173-174)。 
10根據 Blummer(1969)觀點，人類社會的許多面向，特別是企圖回答文化情境脈絡(cultural context)

有關的問題，都可以用參與觀察的方式來探索(轉引自胡幼慧 199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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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同化於客家族群，除了筆者的觀察，當然訪談中她們自我陳述的內容是很重要的

資料。這一次田野調查中，發現了族群通婚所可能形成的同化現象，帶著這樣的經驗，

到不同的地區進行考察，是否仍然會有一樣的答案？於是比較鬆散的研究問題逐漸的

產生11

田野調查也是包括對客家族群的環境的觀察，以及觀察族群與族群間互動與發展

的歷程，當然從過去歷史的瞭解，中壢雖然為客家人的範疇，但其福佬化是相當嚴重

的，這自然無法與美濃地區同日而語，由於桃園縣的族群分布，北半部以桃園市為主，

大多為福佬人，南半部的客家人自然也就以中壢市為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中心

。 

於是筆者帶著過去經驗所產生的問題持續延伸對客家庄或代表性客家聚落群的

研究，並進入筆者自身的環境─中壢地區，進行長期的區域考察工作。進行田野調查

時，是尋找與本研究主題相符合的對象，也就是「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在取

樣上尋找具有代表性的個案，也就是採設定對象的取樣方式，所選擇的樣本以配偶及

配偶父母皆為客家人的家庭，盡可能保留客家語言與文化傳統(如飲食、祭祀禮俗

等)，並且盡可能以與客家公婆同住的閩南婦女為主要訪談對象，同時田調的過程中，

本人也到受訪者的家中，實地瞭解其家庭的實際情況，並對所敘述的內容進一步瞭解。 

12

因此在相同的問題設計下，會不會因為區域的差別性，而產生不同的觀點？這就

是進入中壢一帶客家社區可以重新探究的問題。進入中壢一帶客家社區的調查中，發

現中壢地區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與美濃有很大的差異，中壢地區雖然是客家人較多

的地區，但並沒有濃厚的客家文化，於是筆者又轉往楊梅一帶進行田野調查，楊梅的

。 

                                                
11
在 Malinowski主張的觀點中，研究者應當先有一個比較鬆散的疑雲問題(foreshadowed problems)，

並以此為起點進行廣泛的描述性觀察(轉引自胡幼慧 1996：178)。 
 
12「尤其是二次大戰後，臺灣進入民主選舉的政治生態，福客各半成為桃園縣政治生態界的「恐怖平

衡」，而中壢市也就一扮演著政治中心的重要角色，然而，除了政治利益的衝突下，中壢人堅守客家

族群的權益外，有關客家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卻幾近完全棄守，二十世紀末的中壢市，商市間

甚至完全聽不到一句客家話，大多數的家庭語言也漸漸被福佬語取代，中壢一帶的客家人卻很少自

覺，劉還月認為一個新的福佬客區，也許就要在二十一世紀初成形。」(劉還月 20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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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比中壢來得更傳統，個案訪談的結果也與中壢有所不同。 

筆者進行地區性的田調，一方面，也是想觀察所謂族群通婚的現象，以及客家人

對通婚所持有的態度是否也隨區域差異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也針對受訪者所言內

容，進行現象面的觀察。並從女性視角來探討族群通婚，個體的改變與家庭、族群的

關係。 

     

三、深度訪談法： 

通常人類學的民族誌(ethnography)是結合訪談及參與觀察法，對於所探究的社

會文化現象進行資料收集的工作，約莫到了一九八○年左右，這種質性研究導向的深

度訪談法，在因緣際會下才再度被社會科學研究社群所接受13。質性研究的訪談依訪

談問題的設計嚴謹度，將訪談劃分成三類：(一)結構式的訪談(standardized 

interview)；(二)無結構式的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三)半結構式的訪

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14 。  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又包括：非正式的訪談(informal interview) 與正式的訪談(formal 

interview)。15

    由於筆者最先進行美濃個案的訪談，因此利用美濃田調經驗為基礎，擬定研究範

 

                                                
13「訪談法在一九二○年，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家就結合觀察、文件檔案與訪談三種方法，來進

行都會區生態(urban ecology)的研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訪談法進一步被大量運用在臨床

診斷與諮商輔導的工作，但第二次世界大戰量化研究取代訪談法，成為社會學主流研究方法。」(潘

淑滿 2003：135)。 
14「結構式的訪談是研究者以預先設計好的問題，去瞭解受訪者的想法、意見和態度，重點在於收集

到正確的資料。無結構式的訪談在進行訪談的過程當中，毋須預先設計一套標準化的訪談大綱作為訪

談的引導指南，強調在自然的情境中，了解複雜現象或行為背後的意義。半結構式的訪談不像結構式

的訪談要針對每個討論的議題預先設計的非常清楚的問題，而常以半開放式詢問問題，半結構式訪談

的大綱只是為了讓訪談進行的更順利，所以在引導式的問題之後會緊隨著開放式的問題。」(潘淑滿

2003 年：140-145)。  
15
研究者在進行質性研究的初期，經常會透過非正式的談話和受訪者建立友善的關係，這些初期所收

集的資料，對後來的研究會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所以訪談者必須隨時問問題、聽答案，並詢問質疑的

地方。當研究者與受訪者建立較為熟悉的關係，或訪談的議題有較明確概念之後，訪談就會趨向正式。

正式訪談進行過程，每個問題都可以依受訪者特色或訪談當時的情境，彈性運用與調整。過程中盡量

讓受訪者在自然的情境中，充份表達其看法與意見(潘淑滿 200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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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最初在美濃地區是先透過非正式的談話和受訪者建立友善的關係，然後進入正式

訪談，然後再針對問題進行深入訪問，開始時屬於無結構式的開放性訪談，應用自然

的情境，與受訪者自由的互動，經過美濃地區的田野研究工作訪談資料整理之後，問

題也比較清楚的浮現。 

但筆者無法確定，如此相同的問題在不同的區域是否會得到同樣的結果。因為這

個疑點，於是便將田野調查的工作，轉向桃園南半部地區，一方面中壢為筆者本身的

居住地，方便於進行社會與人類學的觀察法，由於中壢為都會型地區，而閩客通婚普

遍，有利於取樣，最重要的是情境有了改變，這些通婚的閩南婦女受訪者態度是否也

會改變，是研究觀察的主要重點。經過中壢地區的訪談樣本後，筆者又考慮在楊梅一

帶尋找類似個案進行訪談，這主要是楊梅的區域特性又不同於中壢地區，而且區域差

異也代表情境的差異，本研究採集美濃、中壢、楊梅三個主要區域所收集的樣本，進

行分析比較。 

在地區的方面，因為包括了不同區域的田野考察，筆者首先以美濃地區的田野經

驗為基礎，設計問題大綱，針對設定好的研究對象進行深入訪談，研究的訪談採取半

結構性訪談導引取向，訪談者提供提綱挈領的問題，引發受訪者訪談的情緒，使其在

有限的主題下充分自由發揮。因此，中壢、楊梅的訪談就針對所設計的問題大綱進行

訪談。 

潘淑滿(2003)認為完整的質性研究訪談是由一系列的步驟組合而成，這些步驟包

括：(一)發展研究主題階段；(二)研究設計階段；(三)訪談工作之預備階段；(四)訪談

進行階段(潘淑滿 2003：147)。本研究第一階段，筆者是在第一次美濃田野調查中所

產生的問題意識而發展出研究主題，透過研究主題的確定之後，才擬定研究設計的訪

談大綱，研究的問題設計包括六大方向：(一)生活差異的衝突；(二)語言溝通的困境(三)

族群差異的衝突；(四)改變和調適歷程；(五)決擇與族群認同；(六)族群未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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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大致如下(詳見附錄)： 

    (一)生活差異的衝突包括：重大節日與祭祀儀式、風俗禁忌、飲食習慣、價值觀

念、對族群的認同感、客家人對閩南媳婦的角色觀感，以及其他意見等。 

    (二)語言的困境方面的訪問問題，如「您會客家語嗎？多久學會客家語言？」「不

會客家語時，與家人或鄰居相處，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三)族群差異的衝突的訪問問題，如「您認為客家人的性格跟原本自己閩南人的

性格差異為何？有沒有難以接受的地方？客家人的性格優缺點？閩南人的性格優缺

點？」「會感受到客家人的排外嗎？客家族群對於娶了閩南人的看法為何？您認為客

家人對閩南媳婦的看法為何？」「內心是否曾發生族群認同的問題？認同自己是客家

媳婦嗎？您認為當客家媳婦和當閩南媳婦的差異是在哪裡？如何才能成為標準的客

家婦女或媳婦，依您的觀點與看法？」 

    (四)改變和調適歷程的訪問問題，如「您覺得自己嫁到客家家庭最大的改變是什

麼？」「關於前面所提到的不適應狀況如何調整？適應？多久後您覺得真正適應並融

入客家家庭？」「您覺得嫁入客家家庭到現在最難調適的部份是什麼？您如何克服？」   

    (五)決擇與族群認同的訪問問題，如「您覺得自己應該完全接受客家文化成為客

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還是保留自己就是閩南人的特質，讓家人來瞭解閩南文化？」

「進入客家家庭之後，接受了兩種不同性格與文化的家庭，你希望是完全融入客家文

化？還是保留自己的閩南文化給下一代？」 

    (六)族群未來的影響的訪問問題，如「您認為閩客通婚下，您的小孩是什麼族群

的人？如果孩子問您，他自己是哪一個族群，你會如何回應？他們的反應如何？」「您

教育下一代時，會強調客家文化嗎？還是強調閩南文化？或是淡化族群意識？您對此

的想法是？」「你覺得自己有影響原本的客家家庭嗎？你影響了什麼？」 

    當研究主題與問題設計完成後，筆者再次進入中壢地區進行第二階段的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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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由於發現美濃與中壢的田野訪談經驗差異甚大，特別是受訪者所表示的觀念與

態度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筆者又再次選擇楊梅地區，進行第三階段的田野調查的訪

談。在三階段的田野調查的訪談經驗中，美濃地區階段，筆者使用較開放的訪談方式，

並沒有特別設計問題，只是知道受訪者的閩南婦女身份，而得到一種觀察者的發現，

發現一些族群通婚時，女性角色所經歷的一些改變過程。 

第一階段的美濃田野調查的經驗提供了筆者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的形成；第二階

段，中壢田野調查的訪談則是帶著問題意識，並設計研究問題，針對取樣的受訪者，

進行訪談；第三階段，楊梅田野調查的訪談則是經過前兩次差異的比較後，再追加的

田野調查，至於選擇楊梅區域的主要原因，一是楊梅離筆者居住地不遠，方便田野調

查，二是楊梅剛好是介於美濃與中壢之間，楊梅沒有美濃鄉村濃厚的客家風情，也沒

有中壢都會區嚴重的福佬化，筆者試圖在美濃與中壢差異極大的區域，尋找一個中間

值的區域樣本，因此考慮在楊梅進行田調工作。 

 

 

 

第五節  研究對象、範圍與架構 

 

一、研究對象：本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包括美濃地

區 2位，中壢地區 6位，楊梅地區 5位，共 13位，年齡從 30~60歲，婚齡從 4~39

年，教育程度從國中到大專，其中有七位與公婆同住。 

    二、研究範圍：礙於研究者本身時間空間的有限，研究的範圍主要以北部區域為

主，即中壢、楊梅一帶，其他區域，例如先前美濃的田野調查經驗，為本研究的初期

參考，選擇上考慮以客家村的區域，以及客家人比例較高的地區，做為田野考察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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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 

 

 

表 1-1 研究對象資料列表 

 

 

 

 

 

 

 

 

三、 研究進程(研究流程圖) 

編

號 

個案 地區 年齡 婚

齡 

教育 

程度 

職業

類 

與公婆同住 小孩人數 

A1 小美 美濃 57 25 高中 家管 同住 3 

A2 小英 美濃 42 7 大專 教育 同住 1 

B1 小融 中壢 41 12 大專 教育 同住 2 

B2 小珍 中壢 35 4 大專 公 曾同住 0 

B3 小惠 中壢 34 5 大學 商 同住 0 

B4 小淑 中壢 45 22 大專 教育 否 2 

B5 小兆 中壢 43 18 大專 家管 已逝 2 

B6 小婷 中壢 40 10 大專 商 是 2 

C1 小娟 楊梅 60 39 國中 家管 同住 2 

C2 小華 楊梅 52 25 高中 工 同住 3 

C3 小青 楊梅 42 18 高職 工 同住 4 

C4 小絹 楊梅 41 14 大專 工 是 3 

C5 小錦 楊梅 40 22 高職 工 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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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流程圖 

 

 

 

 

 

 

 

第一期田野調查工作：美濃地區 

與人群互動並進行觀察 
進行個案的訪問工作。 

第二期田野調查工作：中壢地區 
進行鄉村與都會區的差異比較 

進行資料整理，發現研究問題，

設計問題綱要，規劃研究方向 

 

第三期田野調查工作：楊梅地區 

以楊梅地區做為比較對照組 

將訪談內容資料歸納，並探討其現象背後的相關族

群理論，嘗試以族群理論如情境論等詮釋田調的訪

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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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文架構 

    論文共分成五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包括：研究動機、研究背景、研究預期、

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對象、範圍、架構等的討論。 

第二章為文獻與理論探討，文獻探討共分成五小節，討論面向包括了閩客通婚及

客家通婚的女性角色、族群通婚研究、族群身份認同與客家身份認同、閩客女性研究、

困境與調適歷程，所探討的族群理論主要包括：原生論(primordialism)、情境論

(situationalism)等。 

第三章為個案說明，主要說明個案的情況，並從十三個案選出較具代表性的八個

個案。在美濃地區所訪談的個案共有兩位，在中壢選擇三個訪談個案，楊梅地區也選

擇三個訪談個案，訪談主題包括：族群差異、生活衝突、語言困擾、改變和調適歷程、

對下一代教育的影響等等。 

第四章為個案分析與討論，首先由困境與調適過程進行討論，其次從個案例子來

探討自我改變歷程中的抉擇與轉變，接著討論她們對族群身份認同的態度如何？最後

則是探討閩客通婚與族群融合的未來發展樣貌。 

第五章為結論，綜合個案探討中所發現的現象，包括影響個案面對困境的態度與

處理方式、個案閩南婦女的態度與改變，以及其對下一代教育的影響是什麼。若從女

性對家庭教育的影響層面來看未來客家文化的發展，而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存在於閩

南婦女對族群文化所持有的態度與看法，從訪談資料的整理，來歸納出個人觀點。 

 

 

 

 

 

第二章 文獻與理論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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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文獻探討共分成五小節，討論面向包括：閩客通婚及客家通婚的女性角色、

族群通婚研究、族群身份認同與客家身份認同、閩客女性研究、困境與調適歷程。所

探討的族群理論主要包括：原生論(primordialism)、情境論(situationalism)等。 

 

 

第一節 閩客通婚及客家通婚中的女性角色 

 

在探討閩客通婚議題的文獻中，王雯君(2004)於《閩客族群邊界的流動：通婚對

女性族群記憶與認同的影響》研究中，探討了閩客通婚的女性對於族群認同的看法，

並且從女性的族群記憶觀點來分析閩客族群邊界流動的過程，其於 2005年發表的〈婚

姻對女性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閩客通婚為例〉，也是以閩客通婚中的女性角色來

切入研究的主題，其主要探討的主題，就是閩客通婚以後，女性在不同情境中改變族

群認同的過程。 

因為近年閩客通婚的情況普遍，因此閩客的族群互動，以及閩客的族群身份認

同，漸漸受到重視，特別是對於閩客通婚的女性而言，其感受將更為深刻，而女性角

色亦是族群建構的重要關鍵，王雯君除了分析婚姻對女性的文化適應與族群認同的影

響以外，也討論她們對下一代的族群認同以及語言教育的觀感，其研究發現不同族

群、世代的閩客通婚女性，對族群認同的態度呈現多樣性的變化，她們的族群身份認

同會隨情境的改變而轉變。 

    然而，王雯君所探討的女性角色是雙向的比對(閩女嫁入客家；客女嫁入閩家)，

研究的重點是在於女性對族群的記憶與認同，而本研究則是選擇單項(閩女進入客

家)，探討的重點在於通婚女性在面對族群融合的情境下，如何經歷內在衝突與其調

適歷程，並深入受訪者的內在心路歷程而加以剖析，以內在衝突與調適歷程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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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女性在經歷族群通婚後的改變過程以及其行為抉擇，討論對象以客家家庭閩南婦

女為主，探討閩南女性的調適方式，同時也藉由通婚中的女性角色，來瞭解她們對族

群文化的影響程度。 

此外，近年來臺灣的跨族群通婚的下一代，已經成為臺灣的重要族群人口，因此

通婚女性在臺灣生活所面對的種種問題，已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特別是客家庄裡的

外籍配偶數量也日益漸多，如林素朱（2003）由閩客通婚的經驗看婦女在家庭中的角

色和地位，她以自身的經驗說到自己十二年的閩客通婚是在觀念衝突與調整中渡過

的，但是她發現了客家族群近年來有很大的轉變： 

這十二年來，我這個閩南女性經歷了一個客家族群在現代社會中的重大轉變。我

看到了這裡的客家人從不太習慣閩客通婚，到接受甚至歡迎閩客通婚，再發展到

目前外籍新娘滿街跑的情形，不禁讓我訝異客家人觀念的改變和心態的調整，原

來也可以有這麼大的彈性。(林素朱 2003：136)  

從林素朱這位閩南籍媳婦的自身經驗，可以瞭解因族群的不同，生活習慣和價值

觀念是必然存在著差異，然而隨著時代資訊的進步，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通婚現象

趨向普遍，這樣的客家族群通婚現象，與過去客家人的排外意識，已經有很大的轉變。

客家族群的觀念逐漸開放，在面對不同族群的加入，客家族群的文化變得更多元更豐

富，但也可能面臨逐漸被淡化被稀釋的危機，而這些新加入於客家族群的其他族群女

性，會為客家未來的文化發展帶來怎樣的變化，這是值得探討的。 

在客家族群通婚中，一些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不僅扮演著生物傳承的角色，同時

也肩負著客家文化傳統的延續，她們慢慢的成為了客家文化傳承中重要的角色，林瑞

珍(2004)的研究對象是嫁入臺灣客家庄的廣東梅州女子，其發現台灣南部客家人與廣

東梅州的兩岸客家通婚現象中，有高度族群文化親近關係，容易產生共同的族群血緣

身份認同，因此廣東梅州女子比其他外籍配偶較能傳承客語與延續客家文化，儘管在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E%97%E7%91%9E%E7%8F%8D&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E%97%E7%91%9E%E7%8F%8D&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E%97%E7%91%9E%E7%8F%8D&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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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文化中她們屬於弱勢地位，但她們仍然擔任著傳統價值與文化傳遞的重要角

色，所以不可忽視通婚女性對文化傳承的影響力。另外，張亭婷(2007)在研究外籍配

偶與客家飲食文化傳承的關係，發現外籍配偶的烹飪方式會受限於客家家庭對於食物

料理的看法，如客家家庭中若不習慣異國料理，那麼外籍配偶就必須入境隨俗的學習

以客家菜為主的烹調，如果客家家庭對異國料理接受度較大，那麼異國口味就容易發

揮在家庭烹調之中，其中與公婆同住與否是影響外籍配偶在傳承客家飲食文化的重要

條件，因為客家婆婆往往會教導外籍配偶家中的食物料理方式，以傳承客家的飲食文

化。 

    客家族群的通婚對象，除了閩南婦女與外籍配偶之外，尚包括原住民女性，彭尉

榕(2004)針對原客通婚中的花蓮地區原住民女性進行研究，發現原住民婦女婚後必須

面臨的問題包括：語言溝通、宗教信仰、性別分工的差異性，以及婆媳的問題等，研

究發現族群身分的認定與認同的轉變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如世代觀念、地

域差異、政治法令、優惠政策以及族群意象等。 

當然，以上的研究都與客家族群通婚中的女性角色有關，其中主要對象包括有：

閩南女性、外籍配偶、大陸配偶和原住民女性，從這些個案中，可以發現客家族群對

於通婚對象，所包括的族群越來越廣。這些研究內容都提供了客家家庭通婚中所面臨

的問題，同時也提供這些通婚女性進入客家家庭後的觀感與態度等資訊，當這些通婚

女性進入客家家庭之後，對下一代的影響也必然是存在的，有關閩客通婚的下一代，

鍾易達(2006)以生命歷程研究及敘說分析為研究方法，進行探索自我以及族群認同的

生命故事，藉由父、母與子三者生命故事的探索，探討生命經驗與社會文化脈絡間交

雜的關係，並了解相互的影響，其中的家庭組合(閩母、客父)，也恰巧和本研究的家

庭關係相同，我們可以從鍾易達的研究中，瞭解閩南媽媽對下一代族群身份的認同的

影響是存在的，閩客通婚的下一代，不只是單單採取客家父親一邊的客家族群身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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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閩南母親這一邊的閩南族群身份認同也同樣重視，由此可知通婚的下一代會對父

母血緣關係的族群身份同時進行思考，該論文內容至少說明了母親的族群身份也是會

影響下一代的族群認同，所以通婚的下一代是可能產生多重的族群認同，而這部份也

是本研究訪談與探討的內容之一，筆者針對閩南婦女的族群身份認同及下一代教育問

題提問，希望瞭解受訪者所持有的態度為何。 

    上述相關研究的對象雖然不同，探討的角度卻有類似之處，她們均為嫁入客家家

庭中的女性，這些婦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主要包括媳婦、妻子與母親，在這三種角

色中，她們面臨了怎樣的衝突與困境，這是研究雷同之處。綜觀以上研究，除了王雯

君與本研究關聯性較強，其餘則為次要相關的研究文獻，然而在王雯君的兩份論文當

中，探討的範疇是以族群身份認同為主題，而本文則是深入閩南婦女個案的困境與調

適歷程，並嘗試了解個案的困境、調適歷程與族群身份認同關係，這點是過去研究較

少著墨之處，因此筆者認為有開發的空間。 

 

第二節   族群通婚研究 

    

閩客通婚在過去較少被討論，以過去閩客族群的互動經驗而言，客家人與閩南人

在外形上差異不大，只有語言差異是唯一容易辨認族群的方法，所以客家人多半選擇

隱藏自己的身份，故客家人又被稱為「隱形的客家人」，雖然客家人與閩南人外觀特

徵差異不大，但在家庭關係中，不可否認的是彼此族群文化的差異性是仍然存在的，

所以對於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而言，她們是以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家族內的閩客

族群差異呢？這便是本研究關心的議題。 

閩客族群之間在長時間的互動之後，族群之間可能逐漸淡化原有的族群界線而走

向融合，也可能彼此仍持續保有族群特色而共存，或者是產生了另一文化特色。隨著

閩客族群的通婚，無論是族群人口、文化、觀念的形成都微妙變動著，這些微妙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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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族群關係研究重要課題。 

相關於臺灣族群通婚的研究中，最早有王甫昌的研究(1993)〈光復後台灣漢人族

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1993)〈族群通婚的後果：省籍通婚對於族群同化的影

響〉、（1998）〈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等。王甫昌主要研究省

籍通婚，探討族群通婚後的族群之間的變化。王甫昌將省籍通婚議題分別以同化論

(assimilation)與多元論(pluralism)的觀點來論述，認為省籍通婚會產生同化與多

元的發展結果。王所指稱同化論的主要論點是認為族群通婚會導致族群之間的同化，

不同族群在長期相處之後，文化會漸漸融合、心理上也會產生認同感，所以通婚是消

弭族群之間的界線最重要因素，例如 Stephen(1991)與 Steven(1985)等研究就認為族群

通婚的確對於下一代子女在族群身份認同及文化同化上有顯著的影響力，因為通婚不

僅是生物性的同化，對族群的影響也是多層面的，通婚為下一代提供族群同化的條

件，使下一代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如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語

言等(王甫昌 1993)。 

相反的，王所指稱多元論者如 Cohen(1983) 與 Abla(1990)的觀點，則認為通婚雖

然可以造成族群的文化同化，但是未必形成族群認同的轉移，所以不同族群之間的互

動只是對多元文化差異的彼此包容，但是族群界線未必因此消失，弱勢族群的族群意

識反而容易增加，即使族群有融合的情形，少數族群仍然認為自己屬於一個獨特的族

群，由於個人主觀的族群認同仍然足以維持一個族群的存在，因此個人主觀認同是一

個很重要的因素(王甫昌 1993)。 

族群發展理論固然是本研究中重要的理論基礎，但在探討女性在通婚過程中價值

觀念、態度的轉變，以及她們所處的困境與調適歷程，所強調的仍然是過程，以及對

現象的觀察，並不是結果的理論驗證，特別是在族群認同上，仍然存在著許多變因，

王雯君(2005)認為，無論是同化論或是多元論皆不應該假設人們只能有單一的族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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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式，所以王雯君從族群情境論的觀點，發現個體在不同情境下，其族群身份認同

會進行改變。此外，國外學者的研究，如 Coolies White Stephan與 Walter G. 

Stephan(1988)也發現通婚下的子女容易產生多重族群身份的認同，他們不侷限於單

一的族群身份認同，而 Alba and Chamlin(1983)則認為，通婚下子女的族群認同取

向可能與其成長年代的觀念、教育文化以及居住環境等影響有關係(轉引自王雯君

2005：125-126)。如前述鍾易達(2006)以自身經驗做為研究內容，發現了自己客家父

親與閩南母親，影響他在族群身份的認同，容易面臨多重選擇(如客家與閩南的兩種

身份認同選擇)。 

因此族群通婚提供了個人在選擇族群身份認同時更多可能改變的因素，通婚女性

對族群通婚所持有的態度是採取自我族群身份的移轉(例如偏向於夫家的族群身份認

同)，或是增加自己另一個族群身份的認同(例如使自己有兩種以上的族群身份)，或

仍然強烈堅持原本自己的族群身份(例如保有自己血緣關係的族群身份認同)，這些都

有助於我們更瞭解通婚女性對下一代教育的態度為何。 

然而從族群通婚研究中，也發現了學者在理論上的轉變，從同化論、多元論，一

直到情境論，學者們愈來愈重視到個人的主觀認同，並從個人的主觀來思考族群身份

認同的問題，這使得單純以血緣做為族群身份認同的因素，已經顯得不足夠了。因此

筆者也藉由個案的主觀認同來進行討論，這樣的主觀認同是指她們在情境的改變下，

對族群身份認同態度上轉變的可能性。 

 

第三節   族群身份認同與客家身份認同 

 

    由於近代族群理論的論述受「認同」（identity）概念影響而有變化，因此族群研

究理論典範也從過去的「原生論」(primordialism)漸漸轉變到所謂的「情境論」

(situationalism)。原生論的學者認為人一出生時的根本賦予，例如血緣、祖源、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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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經驗、文化語言或宗教等，才是族群團體形成與凝聚的主要原因，因為這些因素促

使彼此情感像親屬關係般根深柢固。然而 1960年代以後發展的情境論則認為血緣和

共同文化未必是導致族群認同與凝聚的唯一原因，族群身份認同有更多內涵需要被重

新解釋，特別是當社會形成普遍的族群通婚之後，族群身份認同會走向多元的選擇，

因此族群認同概念將從過去的僵化，轉變成為更有彈性的思考模式(王甫昌 2002；王

雯君 2004)。王雯君(2005)指出族群認同將不只是存在客觀本質論的血緣文化認定，

更著重在主觀自我認同的選擇，特別是情境論的認同論述強調族群認同不再只是固定

不變的文化內容，而是會隨著社會脈絡改變，而通婚族群，也會在不同文化互動下改

變族群身份認同態度。Joane Nagel（2003）認為個人的族群認同會受情境影響而進行

妥協，個人的族群認同不僅是決定於個人主觀的因素，外在環境對個人也會產生影

響，所以個人可以擁有多重族群身份認同的組合，在面對不同的情境下，個人可以選

擇適合的族群身份認同，所以族群認同的形成是情境下的妥協與建構(轉引自王雯君

2004)。 

    情境性族群認同包括結構與認知面向。結構面向的情境認同受到族群關係互動的

外在社會情境影響；認知面向的情境認同，指向個人的主觀認知，這與個人對文化的

瞭解或學習有關，個人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下，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身份認同。情境論述

者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族群身份的認同是可以因為情境而改變的，情境論

者強調了個人主觀認知的意義，認為主觀認知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種族群身份認

同的轉換概念也影響了族群界線的移動，使族群界線不再是固定不變(王雯君 2004)。

如果說族群身份認同並非一成不變，那麼族群團體的本身又該如何界定？族群團體是

一個確定的實體嗎？王甫昌(2002)的族群研究就指出族群團體並不是一個存在實

體，而是被族群意識所界定出來，所以僅僅以客觀文化特質或血緣連帶並不足以構成

一個族群團體，它需要主觀族群意識的社會建構，所以王甫昌又進一步指出所謂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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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ethnic consciousness)是需要某一族群成員對自己族群特質與存在產生覺知，同時

表現出忠誠度，因此族群團體是族群互動過程中所建構出來的主觀意識。但族群區分

仍然需要某些重要的文化特質為基礎，溫美芳(2006)認為族群意識往往是弱勢的群體

透過某種族群運動建構而產生，其發現了客家族群容易透過某些特徵屬性、族群記憶

或儀式活動等，激起彼此的族群認同意識。溫美芳亦指出客家人經過跨族群婚姻這層

社會邊界的流動後，仍然能喚醒自己客家認同記憶，以及強烈的客家族群認同感，其

研究分析客家族群的認同情感，發現了父親的客家人身份，容易對子女的認同感產生

顯著影響，家庭中的客家身份認定、客語教導、親友互動，及對客家文化之關懷，演

唱客家歌曲、參加客語課程等等，都對個體的族群認同感有正面的影響。可見客家族

群的認同情感與家庭、文化、語言有多重密切的關係。 

    建構一個族群意識的認同因素，包括了血緣、教育、文化等面向。謝淑玲(2005)

發現客家族群在通婚上，仍然存在著對配偶高度的客家認同期待，這樣的客家認同，

除了血緣、祖源，當然還包括了對語言、文化、生活等等的認同，因此謝淑玲發現「大

陸」配偶的客家認同相對於「印尼」配偶高，大陸配偶在相同客家祖源與語言文化下，

比較能適應臺灣的生活，因此相同的客家族群背景有利於不同國籍的婚配。其指出客

家認同，除了認同血緣屬於客家族群外，也包含著對客家話、客家宗教信仰與客家文

化等多面向的認同。 

而本研究對於所謂客家族群身份認同的觀點，認為「情境論」與「原生論」相比，

「情境論」的認同觀點則提供更廣泛的探討空間，這種客家族群的身份認同是不一定

從血緣上來認定的，它還包括了語言的學習、文化的傳承、生活的傳統模式等等，特

別是情境論可以展現在閩南女性本身的主觀意識與個人的多重選擇上（因為情境論主

張個人可以擁有的多重族群身份認同的組合選擇）。由於客家的族群意識存在於弱勢

族群的危機感中，客家通婚中男方家庭普遍的期待是配偶能融入於客家文化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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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閩南女性在嫁入客家家庭之後會不會隨婚姻家庭的需要，而改變或增加自己的族

群身份？這是研究中所要探討的方向之一。不過隨著社會觀念的開放，女性自主的意

識抬頭，「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觀念淡薄，過去傳統客家婦女的勤儉刻苦、相夫

教子、服侍公婆的特質，也隨著新一代客家女性價值觀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再加上閩

南人屬於臺灣多數族群，閩南女性並不同於外籍配偶（註：外籍配偶在客觀族群環境

上屬於弱勢），閩南女性會選擇男方家庭「客家族群身份認同」的期待，並與客家家

庭形成語言與文化的融合，還是她們要堅定自己原有的族群特質，讓客家家庭發展出

多樣的族群文化風貌？或者是她們會跳出客家人與閩南人的族群框架，而以更大的族

群概念─「都是臺灣人」的觀點來做解釋呢？ 顯然在通婚邊界流動中的女性，必須

面對更多的選擇，當然這也影響了閩客通婚的下一代，他們是如何解釋自己的族群身

份。  

    本研究主要採取前人在族群通婚研究中所使用的族群情境論的觀點，來探討客家

家庭閩南婦女所持有的族群身份認同態度，嘗試著分析閩客通婚對閩南女性的族群身

份認同的影響為何。 

 

第四節  閩客女性研究 

 

在閩客女性差異比較部分，莊英章(1994)就提到傳統的客家婦女展現與眾不同的

風格，在於客家婦女不纏足的習俗，這使得她們可以不讓鬚眉地下田工作，與男性在

經濟市場上一較長短，同時客家婦女不侷限於家庭及子女養育的任務，可以較不受其

丈夫的支配。而閩南婦女則因纏足的限制，一切的活動幾乎均限於家屋中，較沒有能

力可與男性競爭或改變附從依賴的處境。然而客家婦女不纏足，從事勞力活動，並未

帶來客家婦女在家庭中較高的地位，張維安（1994）在客家婦女地位研究中發現，勞

動參與對客家婦女地位提升影響不大，客家婦女在家中地位，反而是不如閩南族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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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如客家人牌位所登載的是家族世代男性的謚號，而女性卻往往有姓而無名，僅

賦予「儒人」尊稱，客家女性充其量只代表生產養育功能的附屬，客家婦女在夫家扮

演生殖後代的功能性角色，在整個宗族身份與社會文化中根本無地位可言，一切權力

的擁有者、資源的分配者、實質意義的地位者都是以男性為主，所以不論意識形態、

制度文化、生產活動等方面，都可發現傳統客家社會中男尊女卑的事實(邱彥貴、吳

中杰 2001)。 

不過關於纏足與否已經不再是閩、客婦 女的主要差異，倒是現代化男女平權與教

育一般的提升，閩、客婦女不再像過去差異鮮明，因為閩南婦女不再受纏足習慣的影

響，客家婦女形象也慢慢的在新世代中轉變為新的圖像。有關當代客家女性角色的研

究部分，可以發現近代客家女性身份逐漸的提升，賴碧華(1992)研究客家已婚婦女家

庭角色與生活滿意度，分析結果發現客家已婚婦女的家庭角色不論在決策權力、金錢

管理及財務分工上，與過去的傳統客家女性比較後，發現均有偏高的趨勢。關於客家

女性的傳統美德形成的背景，李竹君(2002)認為所謂客家女性的傳統美德是一套女性

在面對社會環境所衍生的一種外在形塑和生存策略，事實上客家女性形象並非一成不

變，因為客家女性勞動是受到父權思想及現實生活的壓迫，因此李竹君發現了現代客

家女性意識抗拒和改變的可能性，例如在家事分工上、宗族地位上，或是財產繼承權

上，現代客家女性在發現傳統習俗性別不平等的待遇下，不再一昧的承受，而是趨向

於追求男女平等的立場。 

客家女性受傳統性別影響，承擔較多的勞動和不平等的待遇。這些不平等隨時代

觀念的改變而有所轉變，現代客家女性的思想已經和老一輩的客家女性不同，陳明惠

(2005)的研究是以美濃客家女性為樣本，將她們共同與差異性做分析與比較，發現客

家女性並非同質性，其中學歷高低、原生家庭的社經地位、外來文化接觸都影響了美

濃客家女性的價值觀念。陳明惠認為客家女性角色特質隨著時代背景、情境差異改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B3%B4%E7%A2%A7%E8%8F%AF&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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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如世代差異下，年輕女人是違反傳統規範(如女性必須承攬所有勞動性家務、繼

承權只歸屬於男性、宗祀男女地位的平等問題等等)，老女人則是捍衛傳統價值，其

中學歷愈高的客家女性愈有機會與能力擺脫客家文化傳統的規範，因為她們容易獲得

更高的社經地位，而不需依賴家族傳統，可見在世代變遷下，客家年輕女性與年老女

性的觀點呈現差異性。而葉怡文(2004)亦從性別與族群的角度，來檢視台灣客家婦女

的社會地位，認為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女性意識的覺醒，台灣客家婦女的傳統觀念

也受到影響，客家女性有比以往更強的女性自覺。陸緋雲（2002）則從女性主義等多

元角度探討客家婦女社會地位，發現客家婦女的地位比過去更高，也更具獨立自主

性，不再是一昧依附於傳統價值。然而客家女性雖然希望擺脫舊觀念與形象的束縛，

但仍然是具有高度的客家認同，林善垣(2005)以客家歌謠合唱團的個案研究為例來探

討台灣客家婦女，研究發現客家女性的認同是客家族群認同先於女性族群認同，可知

客家女性仍然有高度的族群身份認同意識，而本土化運動也使客家女性積極傳承客家

文化與語言。 

以上研究的共同點都發現客家女性的傳統印象有了轉變，如年輕的客家女性未必

把勤勞節儉視為客家女性必要的條件，年輕的客家女性比年長的客家女性，更具有女

性意識的覺醒性，年輕的客家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立場，年長的客家女性以傳統勤勞節

儉為美德。這些研究都給予客家女性的角色定位有更新的詮釋，研究者都極力擺脫過

去客家女性的傳統印象，而給予客家女性有更新的圖像，如高社經地位與高學歷的新

世代客家女性，已經不再是過去勞動的傳統客家女性印象。 

雖然如此，傳統的客家婆婆在遇到現代的閩南籍媳婦又會產生怎樣的觀念差異

呢？而面對客家婦女傳統圖像時，閩南籍媳婦是否也被要求刻苦耐勞、勤儉持家呢？

在過去客家婦女的形象是非常鮮明的，她們的刻苦耐勞、勤儉持家等等，都是客家婦

女被刻印的形象表徵，閩南籍媳婦要如何看待客家人心中所喜好的客家媳婦？閩南籍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E%97%E5%96%84%E5%9E%A3&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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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婦會努力使自己成為傳統形象的客家媳婦，去融入於客家族群？還是會排斥這樣的

比較心態，堅持自己仍為閩南女性？族群通婚會因而改變族群身份的認同嗎？閩南女

性在嫁入客家家庭後，面臨族群文化的差異，她們會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讓自已同

化於客家族群的文化中，還是她們將可能改變客家族群的文化？隨著閩客通婚的接受

度提高，族群不同所產生的文化差異，是彼此消長的競爭，還是多樣風貌的族群融合

呢？這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第五節  困境與調適歷程 

 

在皮亞傑認知發展理論中，關於適應(adaptation)一詞是指個體認知結構與基模

會因環境限制而主動改變的心理歷程，在適應過程會發生調適(accommodation)歷

程，調適歷程是個體為了符合環境的要求，主動修改自我原有的認知，使自己適應環

境(張春興 1996)。張春興（1996）更進一步指出在生活適應的意義是個體為了滿足

自己的生活上需求，必須排除障礙，克服困難，調適的意義則是個體為了與生活環境

維持和諧狀態，所呈現出態度﹑觀念等等的改變歷程，所以適應是個人面對所處的環

境或社會變動時，為了滿足自身的需求，所進行的改變，這改變的過程，就是一種調

適歷程。 

因此，針對生活中發生的困境而言，顏錦珠(2002)認為調適與同化是一種策略，

有助於個人去順應環境並維持心理平衡的歷程，當個人為了適應外在環境，就必須運

用各種技巧，以增進個體與外在環境的和諧關係，這些包括了心理的與情緒的層面都

能處在一種良好的狀態中。顏錦珠以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的生活經驗為素材，分析她

們在異鄉適應歷程的轉變，首先是困境挫折的發生，這些包括人與環境應對的困境，

她們除了一般的婆媳相處問題，也容易產生對新環境的茫然與不安感，因此她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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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處於一連串的調適歷程，其中包括了語言溝通、價值觀念的調整、不同文化習俗的

適應、如何融入於臺灣在地生活、重新學習等等，她們必須經歷一段調適歷程才能順

利展開新的人生階段。本人也發現這些調適歷程的產生主要是來自於生活的困境，這

些困境造成了個人內在的衝突，因此個人為了尋求生存，必須發展出一些行為策略(如

學習語言、融入於在地的文化風俗、嘗試與公婆相處融洽等等)，其中調適歷程(如調

適文化差異與調適個人心理上茫然與不安感)就是一種解決困境與適應環境的方法。

莊彗君(2003)則更精確的指出順應（accommodation）、適應（adaptation）與調適

（adjustment）三詞語的意義，順應是指個體為順合環境需要所發展的行為，調適則

是個人適應一般性及可預期性之環境，並取得心理平衡的過程，其中適應著重在心理

層面，而調適則包括了價值判斷。由此可知，「調適」包括了較廣泛的範疇，除了心

理狀態也包括了思考層面。因此莊彗君在婆媳衝突的研究中將調適意義定義為婆媳之

間為了維持和諧互動歷程與滿足身心需求所做的努力過程，另外也說明「調適的心路

歷程」是指當事人經歷衝突與調適時的一種心理狀態。因此莊彗君歸納了婆媳衝突的

心路歷程以及調適的心路歷程，其中衝突的心路歷程是指心理和情緒狀態，如婆媳衝

突的心路歷程為生氣、後悔、委屈、害怕、鬱卒、難過、質疑、矛盾等，而調適的心

路歷程則是體諒、忍耐、順從配合、堅持溝通等行動。蔡沛婕(2001)深入探索已婚女

性角色轉換(從女兒、妻子、媳婦)的心理歷程，及初為人媳之生活經驗及調適歷程，

研究發現當代女性面臨角色轉換的困境會自然發展出因應家庭成員的相處方式，其相

處方式也因個案而異，特別是轉變為媳婦的角色，她們在經過自我內在調適後，會開

始經營家庭成員良好的互動關係，而這樣的自我轉變歷程是她們必經的調適歷程。 

從以上研究，我們發現困境、衝突的發生是形成調適行為的因素，因此在研究調

適行為與歷程時，必須先探討其面對的困境、衝突為何？產生這些困境、衝突的背景

又為何？在婆媳衝突的研究中，許詩淇(2004)認為外在的婆媳衝突並不多見，內在衝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94%A1%E6%B2%9B%E5%A9%95&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A8%B1%E8%A9%A9%E6%B7%87&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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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婆媳關係較常見，也就是外在和諧但內在不和諧的「表面和諧」是較常發生的現

象，因為婆媳互動初期，會以表面和諧，並且避免外在衝突，作為雙方的首要考量，

在婆媳關係偶發的內在衝突發生時，若有轉化的方法，雙方將容易形成實質和諧關

係；相反的，婆媳關係如長期停留於表面和諧，缺乏內在衝突的轉化方法，則婆媳關

係將停留於表面和諧關係，因此婆媳的內在衝突的轉化方法為影響婆媳關係的重要面

向。關於家庭衝突與困境的背景，蘇芳儀(2004)深入受訪者的情境脈絡中，瞭解台灣

籍婆婆與外籍媳婦相處的心理歷程，其中種族差異在家庭中凸顯出來，特別是生活最

基本的語言溝通及飲食習慣上，往往需經歷磨合期，而隨時代不同，台灣婆婆原本存

有尊長的權威地位期待，也與事實存在著落差，可見面臨時代的轉變，婆媳關係的規

範逐漸在轉型中。而鄭玉秀(2003)發現台灣歷經現代化之社會變遷後，現代已婚婦女

因教育程度提昇及經濟獨立而自主性增強，對婆婆能提供健康知識並調整其生活態

度，而婆媳權力也有提前轉移的現象。 

閩南籍媳婦在嫁入客家家庭後，難免因為族群文化或生活習慣不同，而有婆媳相

處上的問題。閩南女性嫁入客家家庭後所面對的困境與調適歷程，是本研究主要的探

討主題，其所面臨的困境與調適歷程不限於婆媳衝突，而且本研究所探討的婆媳衝突

是以族群差異所導致的因素，如排外意識或其他先入為主的不平等刻板印象等，其中

最主要原因可能與客家族群較強烈的族群身份認同有關，閩南女性很可能在不同面向

呈現膠著的困境，筆者將逐一分析這些狀況，以及閩南婦女在面對這些困擾後的態度

與選擇，這樣調適歷程很可能都會因為情境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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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個案說明 

 

本章主要進行個案情況的說明，本研究進入美濃、中壢、楊梅三個地區，訪談個

案對象共十三位，分別為美濃二位、中壢六位、楊梅五位，如表 3-1所示： 

表 3-1 研究對象列表 

 

    然而一方面由於十三個個案說明使篇幅過長，一方面也由於時間不足，部份個案

提供的說明不夠完整，因此本研究只選擇其中訪問較為完整的八位做為個案的代表

(美濃二位、中壢三位、楊梅三位)。 

在美濃地區所訪談的個案共有兩位，訪談方式由受訪者自由表述，無預先設定問

說

明 

編

號 

個案 地區 年齡 婚齡 教育 

程度 

● A1 小美 美濃 57 25 高中 

● A2 小英 美濃 42 7 大專 

● B1 小融 中壢 41 12 大專 

● B2 小珍 中壢 35 4 大專 

● B3 小惠 中壢 34 5 大學 

 B4 小淑 中壢 45 22 大專 

 B5 小兆 中壢 43 18 大專 

 B6 小婷 中壢 40 10 大專 

● C1 小娟 楊梅 60 39 國中 

● C2 小華 楊梅 52 25 高中 

● C3 小青 楊梅 42 18 高職 

 C4 小絹 楊梅 41 14 大專 

 C5 小錦 楊梅 40 22 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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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只是在互動與對話中提問以瞭解受訪者的心路歷程。在中壢與楊梅地區所選擇的

三個訪談個案，其訪談方式是依主題提問，包括族群差異、生活衝突、語言困擾、改

變和調適歷程、對下一代教育的影響等等(訪談大綱請參考附錄)。 

此外，參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資料，發現美

濃、中壢、楊梅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數百分比，分別為美濃鎮高達 92.7%，其次為楊梅

鎮 67.5%，中壢市 56.8%，如下表： 

 
表 3-2 九十三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資料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單位 

(萬人)  
 總計(萬人)  

 多重認定為客

家人(萬人)  

 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數百分

比(%)  

臺閩地區  2,261.6  441.2  19.5  

高雄縣 123.7   24.3  19.6  

美濃鎮  4.6  4.2  92.7  

桃園縣  182.7  73.3  40.1  

中壢市 34.0  19.3  56.8  

楊梅鎮  13.5  9.1  67.5  

竹東鎮  9.3  6.9  74.0  

 

在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數百分比上，本研究的三個地區，以美濃地區最稠密，其次

為楊梅鎮，最後則是中壢市，此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數百分比差異因素，是筆者考慮進

入田野調查的因素之一，一方面也可以觀察客家人口分部區域的稠密差異對個案是否

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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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美濃地區個案說明 

      

一、個案編號 A1 小美 

 

 個案編號 A1，年齡 57歲，婚齡 25年，共育有三子，並與婆婆同住。小美的先

生是在工作場合的培訓團體中認識小美，他認識小美以後，就請托媒人，小美的母親

就把她的婚姻做主了。 

 不過小美在婚前並不會煮飯，「因為我是么女，茶來張口，飯來伸手，我到結婚

前除了外面住宿，要不很少很少會洗到衣服，因為我家裡做生意，我小時候家裡就有

請女工人會洗衣煮飯，其實我到結婚前都不會煮飯。」不會煮飯的小美自然無法得到

婆婆的認同，不過調適能力很好的小美很快的就學會了客家菜，調適改變了相當多，

「我很聰明，她﹙婆婆﹚不會刻意敎我，她就會罵我，她邊炒就邊罵，她用客家話罵

我:只會吃不會煮，我看她口氣表情就知道，她就是在罵我啊！不過我看了兩次就會

了，後來就換我煮給她吃了。」    

她的客家婆婆認為閩南婦女比較懶惰，這使得小美因此比較不受婆婆的喜歡，甚

至於這段婚姻婆婆也反對過，其中反對的原因就是因為她是閩南婦女： 

小美：他媽媽(婆婆)反對，他爸爸在他三歲就走了 

訪問者：他媽媽(婆婆)反對的原因是什麼? 

小美：閩南人很懶。 

訪問者：他媽媽(婆婆)反對有沒有造成阻礙? 

小美：沒有讓他(小美的丈夫)退縮，我大伯有幫忙說服，說這個時代不一樣了，

我也不知道，他跟我說他媽媽很喜歡我，都在亂講，結果嫁過來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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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說閩南人不好，因為比較懶。 

 

小美的困境除了族群的背景，還有生活上的語言問題，不過小美很快的就學會客

家語，調適了語言上的問題： 

訪問者：那妳嫁過來時，有沒有在語言溝通上和婆婆有問題?多久才學會客家話? 

小美：有，我ㄧ個月就學會(客家語) 

訪問者：一個月?妳一個月就會講了?是不是因為妳在之前的地方就聽過客家話？ 

小美：沒有，因為那時候我婆婆開雜貨店，人家講我們也腦筋比較靈活，講白一

點，可能我語言能力也比較好，我也會察言觀色，如果我會害羞不敢向

大人問，我嫂嫂有個小女孩，差不多五六歲，我就會問她，她就會糾正

我，我不會時會抓著她跟她學。 

  

    由於小美是旗山人，因為旗山跟美濃曾經閩客械鬥過，在訪談中發現小美的婆媳

關係似乎受到這樣的影響。客家婆婆習慣以「河洛嬤」一詞稱呼她，但是「河洛嬤」

一詞似乎顯得並不友善，「她(指婆婆)心情好的時候會叫我小美，跟別人都叫我河洛

嬤，她只要跟別人講時都叫我河洛嬤，心情不好時，會講那個河洛嬤，又不知道跑哪

裡去了，而且口氣很不好，就這樣，她心情不好就叫我河洛嬤，心情好就叫我小美，

但是我沒有氣她，因為這是我生命的轉捩點，我認命，我從開始的為什麼、不服氣、

我的不甘心，到後來的認命。」 

由於美濃曾經有過閩客械鬥的歷史，可能因為如此，所以婆婆存在著對閩南人仇

視的心理，這樣的因素影響了她的婆媳關係： 

因為我要跟她和平相處，我不怨她，我就想說因為妳那個時代被閩南人嚇到了，

用這個理由我找台階下，因為她是恨閩南人，不是恨我，剛好我是閩南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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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客家人，我前世欠她的。 

 

小美說婆婆小時候受到長輩的影響，所以很討厭閩南人： 

婆婆 3、4歲時，在河邊玩水，老人家叫不回來，就會說待會”河洛嬤”來了，

就會被抓去，她就被嚇到，每個小孩都很害怕，說好像閩南人一來打架，小孩

抓的抓殺的殺，所以她就很討厭閩南人。 

 

從「河洛嬤」一詞可以知道受訪者小美，面臨的並非單純婆媳之間的問題，其中

存在著早期閩客械鬥歷史所影響的族群對立意識。當然這樣的歷史背景容易造成對嫁

入客家村的閩南婦女小美一些較不平等的對待，這使她很容易就產生了困境： 

我那時候一直解不透，想為什麼差別待遇這麼多，我沒有不好，我也想把妳(婆

婆)當作我媽媽，為什麼相同是媳婦，我的東西就很害怕不敢吃呀﹗甚至拒絕

我的熱情，但是說坦白的，我很用心，為了得到她的肯定，我要在這裡立足，

我想辦法投其所好，我買包包給她，讓她去日本玩去大陸玩，因為她家有錢，

那時我大伯和我先生的生意都有起色，很有錢，我會想辦法去討好我婆婆，但

是我婆婆很少，幾乎沒有在我面前說過我的好。 

   

 由於這樣的因素，也讓嫁入客家村的小美比較難獲得客家婆婆的肯定，這使得小

美比另外兩個是客家籍媳婦的嫂嫂更為辛苦： 

小美：因為我車禍，我婆婆去另外兩個嫂嫂那裡輪住，她那時候才知道我的好，

那兩個媳婦都沒有跟她住過。 

訪問者：那兩個嫂嫂是客家籍的客家媳婦？ 

小美：對，那她(婆婆)打從心裡覺得那個才是媳婦，當她去住的時候，別人的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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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模式，他老人家在講，別人沒有跟她回應，不像我是一杯水都以他為主，

我是很卑微的，很貼身的，要這樣的融入她的生活，一點的問題我也立刻

賠不是。 

訪問者：那大概結婚多久才發生意外，她才發現妳的好？ 

小美：二十幾年。 

    對小美來說，最初相處的困境對她是一個艱難的考驗，也一度讓她陷入低潮，「但

是我沒有氣她，因為這是我生命的轉捩點，我認命，我從開始的為什麼、不服氣、我

的不甘心，到後來的認命服氣，好﹗我欠妳的，我信念的轉捩點，當我問為什麼？找

不到答案為什麼，同樣是侄嫂為什麼我的待遇差那麼多，為什麼人家煮給妳吃就好

吃，我煮的就不好吃，有一次很傷心難過的時候，我騎摩托車跑出去。」儘管小美心

中覺得委屈，曾經一度想不開，但是她一想到孩子，就轉了念，宗教也帶給她一個新

的力量， 

「我騎車本來要跳下去中正湖，但是我捨不得，因為我想到我的孩子，哭紅了眼睛去

找退休老師，我就問她說我怎麼辦，我要怎麼還，她就說好！我教妳怎麼還，妳就去

廟裡唸大悲咒，回向給妳婆婆，那妳不能有怨，我回家就唸，我婆婆也看到了，我就

回向給她身體健康，我是正向的，我沒有怨，因為我想要化解，每次我婆婆說我不好，

我都不會出去講。」 

小美在面對婆媳的問題主要還是靠著自我調適，轉變自己的念頭與心境，她不會

怨婆婆，婆婆對她苛刻的要求，她會想說，是因為老公三歲就失去了爸爸，婆婆母兼

父職，要頂起這家的擔子，很辛苦，也很可憐，所以今天婆婆會偽裝自己來呈現她的

威嚴，這是正常的，「她一定是要這樣保護她自己，所以我不怨她，我就用這正向思

想，我不跟她唱反調，她說什麼只要我覺得對的，我都盡量配合她，山不轉路轉，路

不轉人自己轉，我叫我婆婆改變來迎合我不可能，我就自己改變，我要在這裡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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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要改變，就這麼簡單，如果我不改變，就無法在這裡立足，就是要離婚，可是離

婚就沒有小孩，所以退回來，我只能配合她，她講再多難聽的話，就是把她當聖旨，

這叫認命了，沒關係，我欠妳的我趕快還一還就好了，所以轉換了我的心境。」 

事實上小美儘管面對族群、語言、烹飪等問題，她一直努力克服這些問題，並努

力與客家婆婆相處，希望贏得婆婆對她的認同，例如透過與鄰居的相處「我為了要我

婆婆接受我，我從鄰居那邊著手，於是我有 10幾個婆婆，把她們都當婆婆，像有一

個婆婆到我家時，我一定會說伯母請坐，吃檳榔，喝茶，稱呼要叫她，茶、水，要檳

榔的給檳榔，要香菸的給香菸，好了，就說您慢慢休息，我要工作，我就去掃地呀！

或做小孩的工作，我不會跟她們聊，但是我都聽得到她們在說家裡媳婦的問題，我會

聽到鄰居的伯母偷偷告訴我婆婆，這個河洛嬤很乖耶！乖乖的，不會說我不好，我對

大家都很好，我由別人去，然後讓他們來感動我婆婆。」有時小美會買衣服給婆婆，

討婆婆的歡心，「像我買很多頂級的衣服給我婆婆，我自己都沒有穿那麼好，我都很

省，我先生那時候做業務經理，我為了博得她的芳心，因為我想說我婆婆很早就守寡

了，我先生 3歲嘛！想說買些頂級漂亮的衣服給她穿，我們家境那時候也慢慢好了，

她高興就拿來穿，她不高興就丟在我房間門口，我老公就說:這不是媽媽的衣服，怎

麼在這裡？我就說:大概是掉了。我也不敢說她在生氣，等到她生氣完，我就去跟婆

婆說不要生氣啦！他氣消了後又拿去穿。」 

 小美與婆婆關係變好，是後來婆婆住院的時候，小美努力照顧婆婆，像對小孩子

一樣，一直哄她： 

我說妳(嫂嫂)先回去，我來幫忙媽媽(指客家婆婆)擦澡，衣服放著我來洗，妳回

去休息，我嫂嫂跟我說她(指客家婆婆)早點都沒有吃，我說沒關係，我會餵給她

吃，我嫂嫂餵她吃她都不吃，我婆婆就一直討著要喝茶，因為發燒，我知道老人

家最怕死時沒人要理她，她一下就要茶一下就要茶，我乾脆泡大杯一點，就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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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她大概三五分鐘就要喝一口茶，我就抱著茶不離開，我就像對小孩子一樣，

一直哄她。 

 

小美因為宗教的力量改變了她的態度，那時候她藉由唸佛改變心境，她覺得可能

是菩薩告訴她要盡孝道，要化之前的怨，於是她都沒有不耐煩什麼，很心甘情願的照

顧婆婆，終於也得到婆婆對她的讚美：  

就一直哄她，她刁難我也哄她，我怕她覺得我走掉，就哄她，叫她要安靜喔！不

要吵到別人，我去洗衣服一下就回來，沒有走，洗的時候，離開我的房門我就聽

到隔壁病床的屏東人，客家人，他們兩個人談話，對方問這是妳的女兒嗎？不是

呀！是我小媳婦呀！要知道，什麼都會，這孩子，讀書都第一名，小孩都敎得很

好，我第一次聽到她稱讚我，我從來沒有聽過她稱讚過我，那時候我好高興。 

 

小美的付出慢慢的得到婆婆的肯定，也因此婆媳關係也更好了，她回憶著一段過

去說著： 

她回到老家，她自己腳一跛一跛的，她叫我名字的聲音就是很友善，那時候聽到

很高興，我手斷掉我出來，那麼大的太陽，她來這裡以前她的地方，很高興的叫

我名字，她從那麼遠的地方，就為了來看我，那要走多遠的距離，走來看我的身

體，以前都是我倆一起賣，她說我媳婦身體不好，我來賣我來賣，我很感動很窩

心（哽咽），那時候手痛都感覺不到了，就好像飄在空中，那種喜悅，你知道嗎？

那種好像久旱逢甘霖。 

 

最後婆婆接納了小美，也對小美更加疼惜： 

她要走的時候已經 11點多了，怕被太陽曬，那麼大的太陽，我就趕快叫我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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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她回去，那時候她也知道我手痛不能用給她吃，所以在生病的時候，我感受到

她接納了我，所以那時候在長庚醫院，她在病榻上，我就想說她早上也沒有吃，

已經 11點了，我想說買點稀飯給她吃，跟她講我還沒有吃，她很心疼我，叫我

趕快去買來吃。 

 

小美回想當時婆婆對她的肯定，有很深的感動，那時婆婆 78歲，但是骨質疏鬆，

身體很弱，小美準備了豐富的魚肉飯菜餵婆婆： 

以前我東西要給她吃，她都不敢吃，因為我是閩南人，我都拿兩雙筷子，一雙

她的，一雙我的，我會先餵自己吃一口，說好吃才餵她，她才吃，我就哄她吃

飯，我嫂嫂餵她吃都不吃，我哄她吃時，她的眼睛像刀子一樣，看妳的心有沒

有真誠，我的想法是她是看我的真誠度。 

終於她的孝心讓婆婆進一步的肯定了： 

我們四目相望，她(婆婆)説：小美，妳怎麼那麼能幹！妳怎麼那麼能幹！怎麼

那麼好！我回答她：妳很棒！把我教得那麼好，肚子又生了那麼好的兒子，我

也不曉得我怎麼把她哄到那麼高興的離開，其實她的身體不能碰，都會黑青，

很可憐，照顧她很辛苦，所以不能怪我嫂嫂，我婆婆人很好，嘴巴比較壞，她

心很好，她很同情乞丐，會拿麵包給他們，我到現在沒有說我婆婆不好，她人

很好，也讓我盡了孝道，客家人說認命，只要認命就站得住腳，站久了，這個

地方就是你的，我想我應該已經成功的做到一個客家媳婦這樣一個角色，婆婆

最後對我的認同我很感動。 

小美得到了婆婆對她的肯定，她驕傲的說：「一切都是為了要融入這個環境，不

融入不行，我是 90年模範母親代表，那裡有一張照片，我那個時候 4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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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編號 A2小英 

 

個案編號 A2小英，年齡 42歲，婚齡 7年，共育有一子，亦與公婆同住。個案小

英是南投水里人，她民國八十年參加童軍團長研習認識客家丈夫，「他已經在美濃當

老師，我在福隆貢寮當老師，剛好在阿里山認識，可是我ㄧ聽水里就很巧，所以就會

問，一直聊天，然後剛好他又是服務原住民學校，那很巧，我以前大學常常去原住民

部落，所以對原住民的東西會很有興趣，可是聊起來後就說再見了，………完了之後

就沒有再聯絡了，可是在大陸營的時候又碰面了，有一次又很巧，我有一次回南投水

里吃早餐，剛好又碰到，他帶美濃學生去玩，大概是 81年的時候，碰到大家就覺得

很自然，就更熟了。」 

但是他們卻認識九年後才結婚，過程中客家婆婆最初並不贊同這個婚姻，主要是

擔心小英的家庭遺傳基因問題，「這中間其實很坎坷有起伏，因為我姊姊在國中的時

候精神分裂，我們已經交往到要論及婚嫁的時候，他約好要來我家提親，因為我姊姊

精神分裂，所以通常有人到我家我都會先跟他說，我姐姐只是嘴巴會唸，她沒有什麼

暴力，結果從此以後他媽媽就反對，因為老人家覺得這是會遺傳的。」 

 因此她的客家婆婆另外安排自己的兒子相親多次，「因為中間我們有斷，有一兩

年沒聯絡，又偷偷連絡一兩年，就是這樣吧！他還跟我說，他相親相到花名在外，因

為我婆婆會叫他去相親，就是我們中斷這段時間，那時候我就把他當朋友，我們也知

道不可能在一起了，可是我們也會覺得有點遺憾，我們經過不在一起，完全斷得很乾

淨，然後後來就有點捨不得又在一起，可是又覺得不可能，就昇華成為朋友，所以那

時候他都會跟我講，今天他又去相親啦！」 

一方面也由於美濃地區本身的傳統與保守性，小英認為美濃客家人容易存在「要

娶美濃人，要嫁美濃人」的觀念，「有呀！會有這種觀念，他們家就是這樣，其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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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想要這樣，他們甚至覺得美濃人要娶美濃人，要嫁美濃人，我們學校有個主任，

他是北部客家人，他們家族移民到美濃，很多美濃女子拒絕他，就因為他是北部客家

人，所以我覺得早期的美濃人很保守。」由於客家人為少數族群，這種希望保留純正

客家血脈的心理因素，使得客家婆婆希望能娶到純正的客家媳婦，不過她的兩個兒子

娶到的卻都不是，「可是那時候我婆婆也會這樣跟別人介紹我們這些媳婦為“河洛

嬤”，他們也會有點哀怨，覺得感覺娶到兩個不純正客家人，他們會有這樣的遺憾，

因為在這裡他們都希望能娶到純正的客家媳婦，可是我們會覺得說，我們讓美濃越來

越不純，因為以前美濃百分之九十五客家人的純度。」 

 然而，小英最後還是和她的客家先生結婚了，主要還是他們兩人對這段感情的堅

持：「因為我老公一直不結婚，我婆婆一直逼他去相親，那麼多好女生都沒有在一起，

她可能看他兒子年紀到了，對她也是一種壓力，那時候因為我們結婚已經 35歲了。…

我媽也看我年紀大了，當一個女兒慢慢到 34 歲未嫁，要嫁了就很高興，她只是說因

為之前不要，拖那麼久現在又要嫁，要想清楚。」 

 小英嫁入美濃客家村後，第一個得克服的是客語溝通的問題，「我知道要從聽說

學起，所以我很認真去聽它，然後仿說，一開始很刻意就學不起來，可是過了半年嫁

過去，我婆婆是全客語，你馬上就講，就突然就講得出來了。」不過剛開始小英對客

語腔調不太適應，甚至於感覺是在罵人「我婆婆個性比較堅毅，比較強勢，所以她有

時候講話好像在兇你，我後來才發現是語言，就感覺好像她在罵人，所以內心會覺得

怎麼一直在罵人，可是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想說她已經讓我們在一起就不錯啦！很感

恩啊！我那時候嫁過來，我老公就有給我心理建設，他說我媽媽比較難相處我也搞不

定，我兩個嫂嫂都沒辦法和她相處，他就覺得說，我又是曾經是被反對過的，所以他

一直跟我講說不結他也不會介意，想說只要是在一起就好，也不用結婚的儀式，只是

後來調校成功，就結婚了，心裡就已經準備好說一定要經過一段痛苦。」好不容易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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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客家家庭的小英，在生活上還是得面對生活上的婆媳問題，「可是這之間，還是有

很多婆媳之間相處的問題，那些該有的婆媳問題都還是出現，我們還是去面對，因為

每個人還是會碰到。」小英婆媳之間的問題發生於婆婆對傳統美濃媳婦的期待，這種

期待造成了她的壓力，「我在社區不敢聊，因為都不熟，怕到時候又傳到她耳朵，可

是我學校有一個老師，在地的女老師，她每次問我，我都說很好呀！她就寫一張紙條

給我，問我如果想大哭，或是想要躲起來，她列了她家地址電話，她說她家三樓沒有

人，叫我可以去那裡，屬明說身為一個美濃媳婦的感覺，後來才知道原來她們知道我

的感覺，像我們在一個房子裡面住，我真的沒有自由空間，沒有自己時間，想要自我

放鬆都不行，她會管控時間，如果回家太晚，我婆婆會生氣，所以妳一定要讓她看到

傳統美德，妳五點半下班，回到家東西一放，妳就要馬上去廚房，她就會覺得這才是

媳婦。」由於老人家設定的標準是早期全職的家庭婦女，這樣傳統客家的婦女形象已

經根深柢固，對於職業婦女來說是比較吃力的，「我覺得不是事情，而是說妳已經忙

了很久，可是她一直要把妳當成早期全職家庭婦女，這時候可能比較辛苦，因為老人

家設定的標準，在她們心中婦女就是要這樣，可是她忘記我們還有一個職業，所以我

覺得，那種傳統的概念，客家婦女形象應該是要怎麼樣，它已經根深蒂固，所以當妳

不是，就很難接受。」 

所以小英剛結婚就很緊張，剛上完班很累了很想坐著休息，一坐下去就會很不對

勁，因為婆婆覺得媳婦一回到家就應該去掃地，「加上我婆婆有個麻煩性格，像我們

老房子樓頂一定會有壁虎屎或是蜘蛛網，也不可能每天清，一段時間就會有壁虎屎這

樣，我ㄧ回到家就會趕快去煮飯洗碗筷，忙完後就躲在房間休息到 9點多再出來拖

地，可是她早上就會看到壁虎屎，她就會覺得媳婦很懶惰不去清理，……因為她已經

習慣說那應該就是媳婦該做的，可是我去上班，她可能一整天對我的印象就覺得媳婦

很髒，我ㄧ回到家就去煮飯洗碗，她就會看到說壁虎屎還在牆壁那，可是我還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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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哪裡，可是我不可能一回到家就把全家看過哪裡有髒東西。」 

不過勤勞彷彿是客家婦女的一種象徵，勤勞與否也常形成客家與閩南婦女的比

較，小英認為刻板印象是存在的，「我覺得刻板印象還是有存在，在我們這一輩，有

一個朋友，他是客家人男的，娶的是閩南女生，他就問(某甲)說，你老婆是哪裡人，

(某甲)說我老婆是客家人，對方就說:『你老婆應該很勤勞吧?』，(某甲)就說哪有，

對方就說可是我娶得那個閩南老婆很懶惰，連孩子都不帶。我們這一輩都還有這種感

覺，感覺客家媳婦比較勤勞節儉，其實那是老一輩想法口傳，跟族群無關。」 

嫁入客家家庭的小英經過了一段自我調適，渡過初期壓力較大的階段，也慢慢適

應了客家村的生活，也發現婆婆越來越願意接受她這樣的閩南媳婦，她除了決定去做

客家媳婦，也努力學習客語，也希望把客語傳承下去，「要嫁過來的時候，我的貢寮

師生都在笑我，睡那麼晚的人，怎麼會去那裡五點起床煮早餐，我有堅決的意志，我

決定去做客家媳婦……你就會感受到一個人，慢慢的對你接納，我婆婆慢慢的改變她

的態度，也越來越願意接受我這個閩南媳婦，我覺得努力有了成果。………我們要跟

小孩子說客語，慢慢來，我 35歲才學，也學會了，所以，希望所有的客家人能說客

語，也希望能傳承下去。」 

 

 

 

第二節 中壢地區個案說明 

 

一、個案編號 B1小融 

 

    個案小融，41歲，婚齡 12年，為教育工作者，育有二子，與公婆同住，她和配

偶是師專學生時代，就已經認識的同班同學，並經由慢慢認識的戀愛過程才結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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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娘家不是很同意，但是看到對方父母非常有真誠，就接受了。「我們交往的時候，

我並不知道對方是客家人，他沒特別說，也沒聽他特別說客家話，不過從我先生的身

上發現他並沒有那些客家人的缺點(小氣、愛計較、不容易相處等)，所以我覺得不能

用那些刻板印象來以偏概全，因為未必客家人都那樣。」 

    個案小融雖然嫁入客家家庭，不過她後來竟然發現自己的祖先也有客家血統，也

發現婆婆也有閩南血統，「我後來有發現，我好像是客家人，我聽我那邊親戚說，我

們的祖先很久以前有客家的血統，這倒是讓我非常的驚訝!我聽說我們的祖先就是客

家人和原住民，後來又跟閩南人混合，因為我在閩南村長大，大家都說閩南語，所以

我一直以為我是閩南人，嫁來之後才突然發現，我其實也不太清楚，後來我又發現我

婆婆她有閩南血統，她爸爸是客家人，媽媽是閩南人，但可能是從小在客家庄生活長

大，就隨我公公變成很客家的人，我公公是道道地地的客家人，呵呵，你沒問我，我

倒是忘了。」 

  從小融的個案，可以發現在她的原本的家庭與現在的客家家庭，其實都曾經經歷

過閩客通婚，也因此她們在血緣上融合了閩客族群的血統，但是由於從小環境的教育

與影響，使自己認為屬於某個族群： 

所以之前跟小孩子研究祖譜真的很有趣，我發現自己，先生，其實嚴格來說都不

是道地的閩南或客家族群，可能都是後天或從小生長的環境讓我們自己以為自己

是哪一個族群吧!關於族群認同，其實我倒是很喜歡他們的客家認同，對客家人

而言，雖然彼此不認識，常常因為都是客家人，說客家語言，就變得跟親兄弟似

的，感覺你就是他的親人，一切可以互通，你知道那種感覺很棒的。 

 

    由於世代的閩客通婚經驗，使雙方家庭對族群通婚的態度很開放，小融的婆媳關

係少了族群差異的隔閡，「公婆那邊就不覺得閩南有什麼不好，接受度蠻大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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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兒子都娶閩南媳婦，我父母兄弟這邊，也有親戚娶客家媳婦，也相處得很好，其

實我覺得好像都混在一起了，我們年輕人交談都用國語，除非特別情況，才用客家話

和閩南語，其實我們彼此都懂一些，只是說得不是很好……他們幾個兒子都娶了閩南

人，其實我婆婆很敬重我，可能跟教書這工作有關係，她一直對教師這樣的職業很尊

敬，之前我婆婆對我很好，講實話我也很敬重她，因為我們從小教育也是這樣，我們

家一樣要對長輩很尊敬，對禮貌很重視，從進入他們家，我就是一個算很傳統的媳婦

吧!一切以他們的意見為意見，可能是這部份都有一定的認知，所以我們相處得很好，

她對我真的很好。」 

    此外，也因為家族常有的閩客通婚，所以她的客家家族對閩南文化接受度比較

高，「回去客家鄉下的時候，我有個叔婆不會講國語，原本以為她只會講客家話，所

以我只對她笑，沒想到她竟然會講台語，所以我就用台語跟她溝通，雖然很有限，但

是你可以感覺那種溝通的誠意，她們會說台語，讓我很驚訝!從此我發現不一定和客

家人就要用客語，其實很多客家人聽得懂台語，而且我發現他們幾乎都聽得懂台語，

溝通並沒有想像的困難，我在想很可能是他們家族一直有閩客通婚的關係，所以對閩

南文化接受度很高，而且兩種特質融合，你並不覺得很客家。」 

    在小融個案中，也發現都市與鄉下的客家家庭，婆媳關係有些不同，「我和家人

相處的問題倒是沒有，總而言之，順從就好了，我婆婆對我算很好了，像我婆婆有一

個姊姊，我叫她阿姨，那位阿姨就不一樣了，阿姨沒讀什麼書，不像我婆婆還有在學

校工作，看的世面比較多。那位阿姨有一次來住我們家，就嫌東嫌西的，說我這個做

媳婦的不夠勤勞，不夠早起，她用鄉下婆婆的方式來要求我，我婆婆就跟她說：『這

是我家的媳婦，我來管就好了，不用你管。』那個阿姨要求她的媳婦就真的很徹底，

把她當傳統客家媳婦般要求，因為她媳婦是越南籍的，所以我覺得自己比較幸福。」 

世代通婚的經驗與婆婆開放自由的態度，都有助於小融的婆媳關係，不過小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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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對客家語言與文化的認同與學習都是相當積極的，例如在客語的學習上，因為教書

的關係，剛好有一次機會是學客家話的研習，因為地點太遠，學校找不到人參加，也

因為小融是客家人的媳婦，又會開車，就安排她去學習，學了二個多月，雖然還不會

說，但是能聽得懂一點點了，由於客語有分海陸、四縣她搞不太懂，也因為沒有環境，

所以學得很慢。「因為我們在家裡都說國語，所以我沒什麼機會學客家話，但是我不

排斥學客家話，多學一種語言都是好的呀!不過我沒學會，因為也沒機會用，先生公

婆他們不太常用客家語言，也可能考慮我不會客語吧!不過我們鄰居客家人也不常用

客語交談，除非真的是遇到故鄉來的，我想慢慢學吧！希望十年之後，我會說一些，

會聽懂一些。」 

小融也非常重視下一代的客語教育，她表現的比先生、公婆還積極，「我有教孩

子客語，只是我客語會的很有限，想學但是沒環境，我家人不太說客家話，先生公婆

反而不是很重視，我倒是比他們重視，因為他們以後要和客家親戚溝通啊!而且本身

就有客家血統，就應該要學習客家話，不過說真的，學客語沒有那個環境，小孩子的

語言跟媽媽會比較多，他們的台語就還可以，因為我有教閩南語，但是我並沒有刻意

教他們，他們也是自然就會，刻意教有一點奇怪，但是教材我都有，一些歌謠啊!小

孩一直跟我說：『媽媽我可不可以不要學客家話，我學閩南語就好了。』我說不行，

因為我覺得他們算客家人，所以一定要學，至少也要會聽吧!不過我不會強迫他要怎

樣，我比較希望他們兩種語言都要會一些，因為他們閩南語學得比較快，所以偶爾會

加強一下客語，例如給他們看一些客家電視台，小融覺得語言流失很可惜，因此她希

望孩子能在互動中自然的學習，「既然是母語，就是要自然去學會呀!我鼓勵他們和老

人家相處，和親戚互動，老人家自然的語言會教他們啊!我會希望這樣的語言學習很

自然，是在人群互動中學會的，而不是透過教學課程，那樣太刻意，很死板也很奇怪，

語言是自然的，如果以尊敬大自然的態度來欣賞語言的美，也是很棒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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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下一代的教育，小融則是採取兩種文化的融合，「我都有讓他們學，客語、

閩南都有，還有我喜歡帶他們去看古厝，認識祖譜上面的故事。…我努力融入客家文

化，當然也希望我的下一代都能瞭解客家文化與閩南文化都屬於他們的文化。」 

小融對家族有高度的歸屬感，特別是宗族的客家血統，「我喜歡當客家媳婦的原

因是他們有分輩份，他們很強調長幼有序，像我小孩是”康”字輩的，你只要看他們

中間是什麼字，就知道是哪一代的。我還記得我小孩出生還不到一歲的時候，祖墳在

山裡面，要走很長的山路，都是爛泥巴，我婆婆問我說妳確定要帶孩子去掃墓嗎?我

跟她說他是劉家子孫，本來就應該掃墓，我背著他沒關係。我們慢慢走，有一個家庭

的感覺是很棒的，我常常鼓勵我的孩子要去掃墓，要去祭祖。對於祭祀要準備的東西，

我覺得蠻特別的，我不會覺得不好，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困擾，因為公婆的要求不高吧!

主要是家族能夠團聚，那種團結凝聚的感覺很好，兄弟沒有分伙，所以一定要回來祠

堂祭祖，在同一個祖墳拜拜，所以我們家族都會見面，感覺很好很熱鬧，所以我反而

覺得這是很棒的事。」 

    在烹飪上小融也融合了客家菜和臺南風味，「因為我從小在臺南老鄉長大，我們

的飲食習慣喜歡甜甜的、酸酸的，他們習慣吃鹹的，特別是醃漬過的，我剛開始也有

點不習慣那種口味，我覺得閩南人菜色比較有變化也比較精緻，因為煮法上不太一

樣，後來才慢慢改變，他們吃的口味喜歡簡單，肉燙熟就好了，白斬雞就可以了，然

後要有醃菜類的，這是飲食習慣的不同，我後來也配合他們的口味，融合了客家菜和

臺南風味，他們也慢慢接受這種融合的台菜，也蠻有趣的，朋友都說我的菜色很特別，

我就說這是台客菜，其實有一些混搭的煮法。」小融的廚藝很好，台客菜的混搭煮法

也讓家人都接受了，使她很有成就感，兄弟親戚來也是如此，她覺得也可以算是一種

融合，「最重要的是他們(先生公婆)都接受了，也覺得蠻有成就感的，我並不排斥做

菜，做菜我還蠻拿手的，他們那邊有兄弟親戚來，我不但會煮客家風味，也會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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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嚐臺南風味，而且還會彼此切磋廚藝，我也蠻喜歡和我婆婆研究客家菜，她也對臺

南小吃蠻有興趣的，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融合，這跟你問的衝突好像並沒有發生，

而且反而是一種菜餚的學習，如果沒有到客家家庭，我也不會自然學會客家菜。」 

    不過在家人的相處上，小融也經歷了她自己內在調適歷程，「倒是我後來慢慢有”

修”的觀念，如果沒有”修”的觀念，……，我不會計較太多，也比較容易跳出來看

事情。」小融認為自己太順從公婆，而把自己的想法忽略了，夫妻之間的溝通也出現

問題，「以前會覺得是犧牲，現在不會了，過去我太順從公婆，把自己的想法忽略了，

現在婆婆有不對的時候，我也會告訴她，我不像以前一樣盲從，如果她錯了，我順從

她，反而會造成更大的錯，所以我會用比較緩和的方式讓她瞭解。……那時候我認為

犧牲最大的是，我為了要成全老人家，真的，我自己的家庭，造成夫妻之間溝通的問

題，是我很大的犧牲。例如我沒辦法在我公公婆婆面前牽著我老公的手，倆小無猜的

去散步，我要牽就牽我公公婆婆的手去散步，我想這是我的爸爸媽媽，我沒辦法夫妻

兩個人單獨出去，這是我個人的關係，也不能怪我公公婆婆，我的婚姻也是在這樣的

狀況下受到影響。」小融的擔心和顧慮是什麼?她認為自己太在乎一個家族整體，有

時候當好了媳婦，卻忽略了妻子角色。另一方面客家男人比較不習慣共同做家事，可

能與傳統客家婦女一手攬家事所造成，「可能我太在乎一個家族整體，太重視孝道的

傳統，反而忽視和我生活的另一半，也許是這樣我們的感情越來越淡，很多事很難兩

全，但是我盡力了，媳婦和妻子的角色，我都想努力做好，有時候當好了媳婦，卻忽

略了妻子角色。但是我不怪誰。對了，有一點，我覺得客家人講話都好衝，而且男生

的自我意識很高，我和先生婚前協調家事的問題，我說家事我們倆一起做，我老公是

能夠認同，但是他是這樣認為，家事他會幫我做，他說家事原本就是我們女人的事，

是他幫我，真不知道這是什麼論調，可能是我以前看我爸爸都會幫媽媽晾衣服，但是

我爸爸也很掙扎，因為聽說男生晾在竹竿下穿來穿去好像不是很好，但是我爸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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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他覺得我媽媽很辛苦，這一點，可能客家男人比較不習慣共同做家事。也可能客

家婦女都一手攬家事吧！所以我也只好調整我的心態。」族群的差異，不僅會出現在

婆媳問題上，在兩性關係也是有影響的。 

在族群個性的差異上，小融倒是因為到市場買菜的時候發現的，「性格差異倒是

有一次經驗，我在關西的客家人街上買東西，跟我以前在閩南人的世界買東西差很

多，以前我跟媽媽去市場買東西，絕對不會看老闆會不會偷斤減兩，但是在關西這裡

就不一樣，婆婆常常要我注意老闆秤斤，有一次我們要拜拜去買雞，買回去之後才發

現太貴，婆婆一秤才發現減輕了三五兩以上，反正差了一百元，被貴了一百元，我真

的沒想到，婆婆還蠻在意的，去跟老闆說，老闆才補了些東西，這樣會貪小便宜，倒

是我第一次發現，覺得還蠻有趣的，後來我真的慢慢注意客家人在買菜跟賣菜，真的

還有點斤斤計較哩!這比起來跟我以前在閩南市場的風格不太一樣，閩南市場有些老

闆還會加送你一些菜，讓你貪到便宜，好變成他老客人，跟他買更多的菜，而且還會

半買半送，可能性格不同，做生意的方式也不一樣吧！這點差異我倒是覺得很有趣。」 

在族群身份認同上，小融蠻能夠認同自己是客家家庭的一份子，對客家媳婦就是

要具有勤勞、勤儉、簡樸的特質，「我認同自己是客家媳婦啊!而且我可能真的有客家

血統，我覺得當客家媳婦和當閩南媳婦是有些差異，我覺得要成為標準的客家媳婦就

是要勤勞，我覺得客家人有一些特質很好，很勤儉，應該說很簡樸，很勤勞，我也覺

得這是做人的基本，一個人如果能克勤克儉，他就是一個成功的人，但是也不要太過

了，虐待自己也不好。」 

    在族群身份認同上，小融則是採雙重身份認同，她能認同自己的客家人身份，同

時也保有閩南人特質：「我覺得我剛好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說我是閩南人也 ok！說

我是客家人也 ok！而且我覺得我可能兩種血統都有，我覺得這兩種族群都很棒!是因

為我沒有什麼樣族群的感覺，因為不論是什麼族群都應該要共融，我的想法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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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會保留一些閩南人的特質，雖然我也接受客家文化，願意接受客家媳婦，

但我還是想保留閩南人特質。」 

 

 

二、個案編號 B2小珍 

 

 

    個案小珍，35歲，婚齡 4年，並無育子，曾經住在竹東的客家村，後來又遷移

至中壢地區，小珍在竹東的客家村適應的情況並不是很好，所以才離開，「我和先生

離開竹東已經很久了，竹東那裡算是客家鄉下，說真的我很不適應，感覺自己很像外

來人，不知不覺就會被孤立，尤其是那些鄰居和親戚都用客語講話，我聽不懂，也不

是很想學，但是在那種環境下你就是被迫要學，而且要適應他們的生活習慣，好比說

吃飯吧！那對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困擾，因為我不懂客家菜的口味，所以我根本沒有

出到任何的勞力，給人感覺我好像很懶，這些總是會給人比較，我很不喜歡這種比較，

反正他們其他的媳婦(指客家媳婦)，比較會做菜啊!我怎麼比得上，而且別人(指客家

媳婦)的廚房我也不想去碰，我們又沒有那口”灶”，所以我真的很不想回去，那真

的是……吃飯圍爐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負擔，光是吃飯做菜這一點，我就無法適應婆媳

關係了，偏偏婆婆就最重視這個，還好我們已經搬出來了。」 

    最初她們各自的閩南與客家家庭，其實都不十分認同閩客通婚，「(閩南)家裡是

有意見的，因為知道是客家人，父母親覺得客家人比較勤儉刻苦，生活習慣也不太一

樣，怕我會不習慣，會跟公婆有磨擦，所以並不是很贊成。」至於客家家庭也並不怎

麼喜歡閩南媳婦，「我個人覺得他們(客家家庭)並不喜歡閩南媳婦，當然他們不會在

我面前說，但是他們家有四個兄弟，老大娶閩南媳婦，就是我，二弟娶大陸老婆，老

三老四都是娶客家媳婦，其實我覺得他們父母就不是很公平，因為公婆要我們放棄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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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權，讓給老三和老四，二弟就說：『誰叫大哥要娶閩南人當媳婦，所以他比較吃虧。』

你認為呢?如果是你，你被人家那樣說，心裡會是什麼滋味，所以算了。」 

小珍認為竹東客家村落，都會希望娶到的是客家媳婦，「之前我們住在竹東客家

村落，鄰居他們都會希望娶到的是客家媳婦，她們覺得客家媳婦比較好，如果你不是

客家人，她們常常會問你學會客語了嗎?是哪裡人呢?而且客家人大部份覺得閩南媳婦

不夠勤奮，她們會比較。我婆婆就常常會比較，所以我很不喜歡。例如老二的大陸新

娘比較懶惰，因為她睡得很晚。老三那個小嬸很會做人，她會在婆婆面前幫我婆婆做

事，或是做婆婆喜歡的事情。至於老四那個小嬸是個很傳統的客家人，標準的客家媳

婦，也蠻勤勞的，例如家族聚餐，吃飯的時候，她都會出現幫忙煮飯，算是很傳統的

客家媳婦。我覺得客家人都喜歡傳統的客家媳婦。所以在四個媳婦中，她們最喜歡的

是老四、老三，所以客家人還是喜歡客家媳婦，所以他們最後都把繼承權給她們，很

不公平。」被迫放棄繼承權是小珍認為最不平等的待遇，「我覺得最委曲的是房子的

事情，他們要我們放棄繼承權利，而且是我老公簽的，氣死我了，他們怎可以這樣，

都是自己的兒子，難道就因為娶的不是客家媳婦嗎?這是我覺得很不公平的地方。」 

    在受訪者小珍的感受中，她認為客家家庭有要娶客家人當媳婦比較好的想法，這

也造成她心理層面上的困擾，「說是沒有說，但是感覺就是有差別，也有差距，人總

是會比較嘛!我覺得是有的，娶到客家人當媳婦，他們會覺得比較純正，可以延續客

家傳統，所以我們比較吃虧，我也覺得有差別待遇，……可能我不是他們理想中的媳

婦，如果他們說我不喜歡的，我會擺臭臉，我覺得他們還是比較喜歡客家媳婦的感覺，

好像他們自己人比較親，我不喜歡那樣被比較，這樣不太公平，所以算了。」所以小

珍認為造成她與客家家庭的公婆相處困境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她不是客家人。 

    除此之外，小珍也出現很多調適的問題，如在客家傳統的祭祀或拜拜牲禮的準備

上，「祭祀或拜拜，一定要準備雞，而且雞還要比較大小，像我回公婆家，就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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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例如拜拜的時間都很早，還有儀式很麻煩，我就很不喜歡，還有很怪的是他們一

定會要他們兄弟各自準備一些拜拜祭祀要用的牲品，我通常是不太理會這些的，也不

會準備，我只負責人現身，人去就很誠意了，我先生他會去準備，但是這一點我婆婆

知道，她常常很不滿意，但是我也不理這些，我覺得我有去就很好了。」 

當然失去房子繼承權的小珍，在團圓圍爐時，內心也會更感受到不平等，「其中

我最受不了的一件事，就是我婆婆和公公說過的一句話：『一人一口灶。』(閩南語)。

意思就是說兄弟分家要各自努力，既然已經各自過各自的生活，但是又要一起回去過

年。我婆婆就很怪，都要求我們要準備東西，他們兄弟之間分得很清楚，自己的生活

自己顧，我很難想像像過年還各自過各自的生活，我的公公婆婆又沒有生病，應該做

起父母的責任，應該招呼兄弟一起吃團圓飯，而不是叫別人回去又不招呼，又常說”

一人一口灶”要各自準備，可是我們回去又沒有那口”灶”(受訪者的意思是指沒有

房子的繼承權)，像他弟弟都有”灶”，我們過去根本很像外人，當然也可能是我的

原來的家庭都是父母在招呼，所以我們理所當然覺得應該如此，至今無法適應，所以

回到客家家庭去是我很大的惡夢，因為要準備那些菜實在也很頭大」。 

    生活上許多價值觀念的差異，也是造成婆媳之間的代溝，小珍目前為止一直都還

沒有適應婆媳關係，到目前情況是互不干擾，「其實我媽媽有教我怎麼做，可是我不

肯妥協，例如我媽媽說你這個做大嫂的要招呼他們，或訂餐廳一起來圍爐，但是這是

不可能的事，雖然錢我願意出，可是公公婆婆他們非常的傳統，他們就是一定要媳婦

自己做菜，當然他們都住在一起很方便，但是我們又不住那裡，他們除夕夜更不可能

去餐廳，也不希望我們花那個錢，他們會覺得很浪費，而且他們有個習慣是一定要在

除夕夜前拜拜，自己準備牲禮和菜，當然他們的客家媳婦都會全力配合。其實一直到

現在我都沒有辦法融入那個客家家庭，我覺得好不容易出來了，要再回去適應那樣的

生活，我沒辦法」。在小珍的觀念中，她認為族群通婚的雙方應該是平等的，要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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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與瞭解，自然的融合，她認為不需要刻意去改變自己來迎合別人，「也許就是不

肯妥協，不想去改變吧!我覺得應該公平，不一定要我去改變，雙方都可以彼此欣賞

改變啊!另一半如果願意多瞭解閩南文化，不也是很好嗎?但是我不會要求啦!我只是

覺得改變也好，融合也好，都是自自然然的過程，不需要刻意去改變自己迎合別人。」 

    另外讓小珍感到困擾的問題，就是語言的隔閡，她是這樣說的：「會聽不懂在說

什麼，尤其是回竹東家，親戚在一起常常會這樣，尤其是以前左右鄰居，如果還是住

在竹東的客家村，可能會被迫學客家語，不過現在我和我先生搬到桃園，比較沒有壓

力。我婆婆她雖然沒有明確要求，但我可以感覺他們會強迫我學習客家語，因為親戚

會說客家語，鄰居也會說客家語，所以常會帶給我困擾，學習語言對我來說是一件很

困難的事，真的是非常的討厭，是有一種被孤立的感覺，我很不喜歡這種感覺，會和

家族有距離感。……完全不考慮第三者聽不聽得懂，不在乎對方的感覺。是的，語言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隔閡。」語言溝通是讓小珍無法適應的地方，她不會去勉強自己去

學習，「最難調適的部份喔！應該是在語言溝通，你知道嗎？回去竹東老鄉，他們一

定會用客家話，我呢？就變成聾子啞吧!那種感覺我很不是滋味，所以我無法調適，

我也不會去勉強我自己去改變，去學，因為我已經沒有住在那裡了，當然如果一直住

在那裡就另當別論，我可能不會是現在的我，當然會怎樣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會不一

樣。」 

    由於種種困境與調適上問題，小珍並無法接受自己是客家人以及客家媳婦這樣一

個角色，「我不接受我是客家人或客家媳婦這樣的說法，因為我不是客家人，也不是

傳統客家媳婦，我就是閩南人啊!……我從來沒想過要當客家媳婦，也從來不認為自

己是客家媳婦，標準的客家婦女或媳婦傳統的印象就是感覺要很勤勞、很勤奮，要一

直做一直做，所以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客家媳婦。」 

    因此小珍希望自己的家庭就是應該要有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她希望是兩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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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彼此接納，「我可以接受客家文化，但是我無法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我覺

得對我而言太難了，我寧可放棄，我覺得我們自己的家庭就是應該要有閩南文化和客

家文化，我覺得他們都可以學習，例如去外婆家也可以懂閩南語啊！看布袋戲啊!歌

仔戲啊!也可以學客家歌啊!同時都接受兩種，學習兩種不是比較好嗎?所以我當然會

保留自己的閩南人的特質，但是不是分族群那麼清楚啦!就是都去瞭解啊!這不是多元

的社會嗎? 」 

    在族群認同上，小珍的態度很明確，她認為自己就是閩南人，認同的問題是下一

代才會出現的，因為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閩南人，不過先生和婆家都很重視客語，

也因此她希望搬遷到自由度較高的中壢市區，離開竹東客家村給她的種種生活壓力，

「我沒有什麼族群認同的問題，但是如果有人問我是什麼人，我當然會說我是閩南

人。我覺得認同問題要到第二代才會有，我的孩子才會出現認同的問題，因為父親是

客家人，母親是閩南人，倒是老公說他是客家人他一定會教小孩子講客家話，至於我

不會特別一定要求孩子學會閩南語，但是我老公那邊的觀念就很強，老二、老三、老

四的小孩一定要學會客家語，我的老公也一定是這樣的觀念，我的觀念是順其自然，

他要教就教，因為我不會講客家話，我也沒有動機想學，如果我住在竹東那裡，很可

能就被迫無奈要學客語，就算不會說也要聽得懂別人說什麼，不然會好像外地人，格

格不入，所以我覺得在都會區比較自由沒有壓力，在客家庄生活的壓力比較大，常常

聽不懂鄰居或親戚說什麼。」 

    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小珍則是以先生為主，因為先生很重視客家文化，「如果老

公要讓他們認識客家文化，就授權給老公，如果學校需要教閩南文化，我就會補充我

熟悉的部份讓孩子瞭解，我覺得他們可以吸收的比別人更多，這樣比較好。我不會去

強調什麼族群意識，就是自然而然。」 

在族群的認同上，小珍認為：「如果我們是住在原來那個客家村落，我就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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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客家人，但是他們如果是被我父母他們帶大，我就會覺得他們是閩南人，我覺

得這個跟從小生長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生長的環境會決定他們的族群，但是，若是

我自己帶，我可能不會特別去說什麼族群，我可能就跟他們講說，我們就是臺灣人啊!

臺灣人本來就有閩南跟客家族群啊!」 

 

三、個案編號 B3小惠 

 

個案小惠 34歲 ，婚齡 5年，無育子，與公婆同住。小惠的先生是大她二屆的學

長，訪談時，小惠娓娓道來她們的交往過程，「當時我以為他原本就坐在我後面，所

以當他說：學妹，我是修妳們班經濟學的外系學長，可不可以請妳幫忙，若老師有調

動課程時間時，打電話通知我好嗎？我說：好啊！那他又說：那如果我接到課程異動

訊息要作確認，可以打電話問妳調動的相關細節嗎？我沒有懷疑的說：好啊！便寫給

他我的電話了，自此之後就開始交往了，其中經歷了他畢業、當兵及進入職場，直到

他覺得年紀已經到三十左右，應該要成家立業了，就買了禮物放在車上，在下班開車

途中，突然拿出來送我，並問我要不要結婚了？……幾個月後他跟我回高雄老家時，

突然找我媽談，並說服我媽勸我結婚，當我媽跟我提時，我跟她講我們的狀況，但他

一再跟我媽保證一定會改進他自己，加上我年紀已三十，我媽要我直接決定訂婚日

期，當時我實在沒信心，我想再一年觀察看看。最後還是這樣半推半就結婚了。」不

過最初小惠的父母對客家女婿並沒有好感，「交往差不多三年，我媽知道他是客家人

後，馬上問我客家人好嗎？因為我們是屏東的閩南人，當然屏東縣內有許多客家人，

所以父母親多多少少會接觸到客家人，普遍來講，他們對客家人是帶有些不太好的印

象，如：客家人比較自私自利，也很難溝通、較堅持自己的想法，還有客家男生有小

氣的傾向等等。」至於客家家庭父母的想法，小惠認為，「依我的觀察，他們對閩南

人的想法好像是比較會玩樂、花錢、不勤儉，也比較懶散，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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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小惠對於客家先生的看法是「剛交往時，當然看不到那些客家人那些問題，但是

時間一久。這些通通跑出來且愈來愈明顯，好不容易決定結婚，我認為以後儘量去做

好及配合他們，應該不會太難，但實際上加入客家家庭後想說已成為這家庭的一份

子，以為他們只會對別人自私，也只會對別人小氣(除了我)，但事實卻不是這樣的。」 

婚後小惠覺得閩南與客家人生活上最大的差異是在飲食習慣和價值觀念上，在飲

食習慣上，「客家婦女常會做醃製食物，剛開始我常常聞到怪怪的味道，且看起來也

不太衛生。客家菜較閩南菜重口味，用餐時常常看到每一道菜不是一大鍋就是一大

盤，不知道是不是習慣這樣煮法，所以常常會吃不完，且客家食物有時會有特殊沾醬

或煮法。」在價值觀念上，客家婆婆較節省，「例如洗澡這件事，我娘家的觀念是覺

得洗澡最重要的是先沖熱身體五分鐘再用肥皂，這樣才不會著涼感冒，所以從小在教

導我們洗澡時，就會叮嚀我們，但婆婆認為洗澡只要花五分鐘就好，為什麼要洗五分

鐘以上，要先沖熱五分鐘的水實在太浪費，冬天亦同，當然我也有提出這樣我可能會

著涼感冒，但她還是只覺得自己身體很好沒關係，我也要跟她一樣的省錢，只要花五

分鐘洗澡就好，後來我還是照自己的方式，因為我覺得身體比金錢重要的多了。」 

    小惠覺得大概結婚三年後，自己才能真正調整自己的心態，大多時候，她希望能

保持一點距離，才會避免磨擦，這些改變和調適歷程與家庭觀念及價值觀有很大的關

係，「之前我的家庭觀念是溫馨及大家要互相扶持的，不過，不曉得是遇到客家家庭

還是正好遇到這種個性的家庭，比較只顧自己心情做任何決定及講任何話，對家人亦

不關心。我詢問過我先生，他說他從小時候爸媽就是這樣，我想這對我先生的家庭教

育也影響非常大。」小惠認為家人團聚的感覺要比金錢消費更重要，但是公婆則認為

全家在外用餐消費是一種浪費，「舉例來說：我希望在有特別的節日時家人可以一起

出去吃飯或到處走走，聯絡彼此的感情，常常邀請他們一同前往，但每一次一定會被

公婆潑冷水，他們認為不需要或者是浪費錢。後來連邀請也都不想再問了，只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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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生去，但婆婆卻又有事沒事的說我們都沒想到她，然後又說：外面比較好吃，她

煮的不好吃。」 

    小惠後來也學著下廚，不過與婆婆的互動並沒有進一步改善，「而下面的故事更

是可說明我如何做都是不對的，我結婚之後因有一陣子沒有上班，我認為要主動幫忙

煮飯菜，還特別請教她如何煮菜，她卻說：等我教妳完，我早就煮好了，後來我特別

去請教我自己娘家的媽媽，很努力的煮好讓婆家可以吃，但每次煮好後好聲好氣請公

婆來吃飯，公公會捧場來吃，但婆婆不是視而不見又另煮一堆菜，就是看了說一定不

好吃，我只好自己找台階下說：對啊！還是媽媽煮的最好吃，久而久之過了一年，我

就真的不太想繼續了，想說那就吃她煮的吧！但她後來又跟親戚說，我在家都沒有煮

過飯菜，聽到後真懷疑她是不是有失憶症，難道都忘了自己對我說過什麼或做過什麼

嗎？最後只好當作她就是這樣不領情的個性，也只能調適自己的想法及做法囉！」 

價值觀的不同，長期下來小惠已有些許調適，但整體而言不容易適應，因為價值

觀念會影響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細節問題，不過小惠認為自己已經努力改變了，在家庭

的融合上，小惠因為得不到肯定而產生失落感，間接影響融合的意願，倒是先生有受

到閩南文化的影響，「我一開始有為家庭的融合，族群的融合而犧牲，比如會配合他

們的習慣或習俗希望整個家庭更為融洽，但漸漸地得不到婆婆認同的失落感，間接影

響我融合的意願，相較之下，自己的先生有融入閩南的文化部分較多，所以能改變的

只有自己及自己的先生、小孩，若要改變其他家庭成員的觀念，尤其是長輩來與你配

合，是不太可能的。」 

另外在閩客通婚的族群融合觀點上，小惠則有自己的想法，小惠不認為要依附於

夫家而全盤改變自己，閩客通婚是一種文化的交流。「我覺得閩客通婚對族群融合是

有助益，不過這年代的觀念，現在不管是哪個文化的女人，感覺已不再像是過去嫁給

什麼族群，全盤接受地就要做那個族群的標準媳婦；族群的味道不再那麼鮮明，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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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相互不同文化如何擦出不同的火花。」 

在語言上小惠會一點點客家語而已，但談不上會，有時候公婆會用客家語交談，

但是主要還是用國語溝通，因此語言溝通沒有障礙，在族群認同上，小惠認為自己就

是閩南人，她不接受自己是客家人，也不接受自己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的雙重身份，

因為她認為自己不太會講客家話，也較難認同自己是客家人。在下一代的族群認同

上，她認為是客家人也是閩南人，「若以後有了小孩，小孩子問我，他自己是哪一個

族群，我會說二個都是，因為她媽是閩南人，他爸爸是客家人啊！……客家閩南文化

應該都會有，順其自然地讓小孩去認識。」 

    在文化接受度上，小惠願意接受客家文化，也希望下一代接受多元文化，「我有

接受客家文化，但不會想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是會保留自己就是閩南人的特

質。……因為這二種文化各有優缺點，當然能的話希望把二個文化的優點部分都給下

一代，但老實說，還是比較會希望保留自己的閩南文化給下一代，因為較認同自己的

文化嘛！」 

 

 

 

第三節  楊梅地區個案說明 

 

一、個案編號 C1 小娟 

 

個案小娟，年齡 60歲，婚齡 39年，育有 2子，曾經與公婆同住。她的婚姻是透

過姨丈介紹的，因為姨丈是先生的朋友，那時她快要 23、24歲，在那時候已經算很

晚婚了，那時候雖然有考慮過客家村的生活差異，但是因為有認識的人住在這裡，所



 61 

以就嫁過去，當時父母很關心小娟嫁給客家人能否適應，因為客家婦女比較勤奮吃

苦，父母擔心女兒日子過得太苦，所以婚前曾來到楊梅村看過，雖然有些擔心，但是

覺得未來的女婿很老實的樣子，所以並沒有反對。一方面雙方都是農作家庭，小娟認

為應不難適應，「因 為我們那個時代都要作農，因為我父母老家也是作農的，所以客

家家庭覺得我可以適應作農的生活，我婆婆生前她還是很會種菜，什麼菜都有種，我

們都一直吃自己種的。」 

    在生活的方面，小娟發現客家家庭真的非常節儉，「在重大節日，像清明節就不

太一樣，客家人祭拜的東西很多，而且每次一定要拜三牲，要殺好多喔! 閩南拜的沒

有那麼講究，客家人真的很重視。飲食習慣上也差很多，我婆婆很會種東西，也很會

醃漬，所以瓶瓶罐罐很多，她們很省，很多菜和肉都很會醃，因為可以放很久，特別

是醃菜，所以別人說客家很節省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方面我也學了不少，我如果太浪

費東西，會被唸，所以吃的用的東西都不能隨便亂丟。……在價值觀念上喔!在客家

家庭就是要學會如何省錢，然後要很勤勞，所以像很多客家婦女都會自己種菜，自己

醃菜，就算是去市場買菜也要斤斤計較，她們很會處理食物，在計帳算錢方面都很厲

害。」 

    在客家家庭的生活，小娟必須要使自己變得更勤勞節儉，就是讓自己變成客家婦

女一樣勤勞，她經過了兩三年時間的調整才慢慢的適應。「差異是有，就是要適應，

像六月天，天氣很熱，要割稻，我婆婆就會說要早一點起來幫忙，要準備點心什麼的。

在這裡大家都自己種菜，老人家特別愛種菜，冬天就種高麗菜，夏天種空心菜，拜拜

的時候要準備三牲，對，以前我把拜拜剩下來的菜給貓狗吃，我公婆就不高興，因為

他們很省，其實我們都是苦過來的。……我公公婆婆，他們真的很省，就像我帶小孩

出去理頭髮，我都會買一些東西給小孩吃，或是買玩具，他們如果跟在後面，看到我

買玩具，都會罵太浪費，他們很嚴格，也是因為沒有什麼錢，這個家種一點點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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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吃都不太夠，所以他們很省，小孩子我也都是自己帶，小孩也沒有讀幼稚

園。……像我以前在娘家都吃得很好，在這裡吃的菜都一樣，吃久了都會膩，我有時

候會出去買菜，如果買太貴，還會被罵，可能他們覺得我太浪費了。」 

    在客家家庭，小娟可以感受到客家婦女勤勞的特性，老人家也覺得客家媳婦比較

能幹，「老人家常常有這種想法，他們覺得客家媳婦比較能幹，比較會做事，這樣她

們比較輕鬆，其實客家女性也很怕當長媳，因為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不知道客家人對

閩南媳婦的看法，但是我覺得都是人一樣要做事情啊! 」剛開始小娟也有被叫過「河

洛嬤」，但她並不認為有族群的問題存在，「有，我大嫂有這樣叫過我，說：這是河洛

嬤，我是沒有生氣，但是覺得河洛嬤不太好聽。」不過小娟還是讓自己盡可能成為標

準的客家媳婦，「我已經是客家媳婦了，而且算標準的客家婦女了。……我是前面那

一種的(完全接受客家文化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因為我嫁到這裡，算是客家

村吧！我覺得自己改變比較多，就是去適應客家人的生活。」 

     在語言方面，為了要融入社區和家庭，所以還是得學會客語，「這是客家村，不

會客語溝通當然不方便，而且她們(鄰近)講什麼我都聽不懂，當然不方便，所以我一

定要學啊！不過我講的客語不太標準，但是我聽得懂她們說什麼，會講會聽，和不會

講不會聽，在客家村會差很多。剛開始聽她們說客語，感覺好像吵架，還聽不太習慣

哩! 」在家裡，以前都是講客語比較多，所以小娟因為這樣學會客語，但是現在說國

語比較多，至於她的小孩也都會客語，「其實我們不用特別去教，因為他們都說客語，

所以小孩子都會客語，我的兩個女兒後來也嫁到竹東，她們的客家家庭就一定要教孫

子會客家語，因為那裡的客家家庭很愛講客語，也一定要下一代會說客家語，他們覺

得會客家語，才能傳承客家傳統。……是啊!她們覺得我兩個女兒是客家人，因為她

們會說客語，爸爸也是客家人啊!我也說客家語啊，所以我是不是閩南人對她們沒什

麼影響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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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娟把自己融合在客家家庭之中，因為嫁入客家家庭，又在客家村，小娟理所當

然的認為自己也算是客家人，「我們這時代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給客家人，當然也

算客家人了。……我原本是閩南人家庭出身，但是後半生都在客家家庭，所以也比較

像客家人，……我當然是融入客家文化，因為我都已經嫁到客家村了，小孩子也都是

在客家村長大啊! 閩南文化是去我父母那裡的時候會接觸一些，我兩個女兒也聽得懂

閩南語，但是說不溜，因為我娘家比較遠，不常回去吧!……客家婦女就是比較勤儉

持家，現在我就是傳統客家婦女了，……族群融合我不懂，我知道我一定要改變去配

合這裡(客家家庭)，而我當然改變很多，像是勤勞、節儉、種菜、醃菜，要成為一個

客家媳婦也不難，對了，我也會說客語，其實我會說客語，別人會以為我是客家媳婦，

他們都忘記我是閩南人，因為我已經在客家村那麼久了，別人也當我是客家人了。」 

小娟雖然因為嫁入客家家庭而形成自己是客家人的認同，不過她的族群身份認定

卻是可以因為環境而改變的，「我可以接受啊！我嫁到客家家庭已經很久了，所以也

很像客家人了，應該說有客家人講話的地方，我就當自己是客家人，但是在閩南人的

地方，我就是閩南人。……是啊！都算是，小時候父母那裡是閩南人，現在嫁給客家

人，像我回娘家去，我哥哥他們都會開玩笑的說：客人回來了，『客人』回來了(用閩

南語說客家人為『客人』) 。」小娟認為自己可以是閩南人，也可以是客家人，不一

定要單獨歸屬於某一特定族群，「我覺得都可以，我並沒有說一定要是什麼族群的人。」 

    小娟雖然努力改變自己去融入客家家庭，但是還是因為觀念習慣差異太多，而曾

經藉由都市更新計畫的機會搬出去住過，「我是有努力去改變，但是常會想離開這裡，

因為觀念習慣差很多，所以我就趁著這裡在『都市計畫』的時候，和我先生搬出去住，

想在外地自己打拼生活，當初想說搬出去會比較自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用一切

都要依老人家的意思。……其實我們以前有在外面住了兩年，那時候因為政府要土地

重劃，我也蠻想搬出去自己住的，不過老人家看我們搬出去就不高興，後來我們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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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但是在分房子的時候就變得比較小，因為大的被其他兄弟分去了，財產分也分不

到了，但是我也看開了，照理說我們是老大，應該比較多的，不過你怨老人家也沒用，

他們也難做人，因為老二老三都有生男孩子。……我們搬出去住那時候，我心裡也有

數，如果搬出去住，他們的財產就不會分給我，二年後我們搬回來，果然他們也把房

子分好了，老人家死了，喪事卻都是我們在弄，現在我們真的也沒分到什麼，不過我

也看開了，是當初我自己要搬出去的。我個人其實算一直不去計較，反正家人能怎樣

好，我就是去配合，也很少說一定要怎樣。」 

    在衝突與犧牲的感受上，小娟則是認為客家家庭的男女差異很大，「因為要男生

繼承傳統啊！女生會嫁出去，……在繼承上男女差異很多。」所以她的兩個女兒並沒

有在家族中獲得財產繼承。 

    至於下一代，則是完全歸屬於客家人身份的認同，她的兩個女兒則是都選擇嫁到

客家家庭，成為客家媳婦，對於閩南文化的瞭解並不多，「我有兩個女兒，她們覺得

自己是客家人，我都告訴她們，自己就是客家人，長大之後，也讓她們知道如何當客

家人的媳婦，最後她們都嫁給客家人，不過她們現在不像我們那個時候，公公婆婆沒

要求那麼多，但是她們從小也是這樣辛苦過，所以嫁給客家人都能適應。……她們從

小都在客家村長大，對客家文化都很瞭解，……我想她們就是接觸客家文化而已，她

們對閩南文化不太瞭解。 

 

二、個案編號 C2小華 

 

個案小華，年齡 52歲，婚齡 25年，育有 3子，與公婆同住，她和先生原為筆友，

是經同事介紹而認識，然後進一步交往結婚。雖然有客家、閩南的差異，她覺得不同

族群都有自己的優缺點，一般客家人給人較吝嗇，閩南人比較重視享受的感覺。在兩

種生活差異上，小華認為，「重大節日與祭祀儀式方面，客家人認為年節的祭祀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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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長男或長孫來主持，所以我們要費比較多心力在上面。風俗方面，如在元宵節

的時候，有添丁的人家要辦三牲，還要作新丁粄到神廟或祠堂祭祀，客家人是非常重

視宗親的觀念，所以習俗還蠻多的；飲食習慣上，客家人吃的口味很重，很喜歡醃漬

類，閩南人的飲食是比較清淡的；價值觀念上，客家人看錢很重，也比較節儉，閩南

人比較隨興；對族群的認同，客家人族群非常團結，對自己的族群文化認同度很高；

在客家對閩南媳婦的角色觀感上，一般來說客家人會認為閩南媳婦比較沒有客家媳婦

那麼能吃苦耐勞，……我覺得客家家庭比較重視物質生活，而閩南家庭比較重視精神

生活。……客家人比較容易鑽牛角尖，閩南人比較隨遇而安。」 

至於族群差異，小華雖有聽過「河洛嬤」，但是她不太在乎，「有聽過(河洛嬤)，

但我不會管別人怎麼說，不會因為這些而受到影響。」在楊梅，她不認為客家人有客

家人一定要娶客家人的觀念，「我覺得還好，這裡雖然是客家村，但是閩南跟客家通

婚的情況還是很多，我覺得這觀念應該影響不大。」在族群的認同上，小華努力使自

己成為標準的客家媳婦，「我覺得我是客家媳婦，客家媳婦要勤勞一些，也要比較能

幹，要會省會持家，我應該有做到吧!……我有努力啊!讓自己成為標準的客家婦女。…

就慢慢的吧！先學客語和家人鄰居可以更方便溝通，然後學客家菜，然後一些傳統習

俗等等，像拜拜啊!這些比較麻煩的事，都要自己來，其實喔!剛開始都要自己來，有

點辛苦，但是做久了，就覺得自己樣樣都會，也比較能幹，像我們過年過節都不出去

吃飯，所以我要準備一大桌，剛開始很吃力，又不太會客家菜，但是現在就都會了，

我覺得也算是一種收穫。」 

   小華認為自己學會客語，會客家料理，應該算客家媳婦，她接受自己是客家人的

原因是人生歲月有一半以上要在客家村和客家家庭渡過，也可以說因為她要融入家庭

和這村里，所以要學著適應環境，「我的改變應該就是學會客家語，也學會了客家料

理，也算是一個客家媳婦。……接受啊(接受自己是客家人)！因為我已經嫁到客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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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我的人生歲月有一半以上要在客家村和客家家庭渡過，所以我也可以算是客家

人，至少算客家媳婦吧! 」 

    不過小華認為自己應該還是閩南人，因為祖先是閩南人。她覺得自己雖然有改變

和調適自己更像客家人，但是本質和個性上，她覺得自己是閩南人，「我覺得自己的

個性比較像閩南人，也比較適合，客家人的性格，跟我不太像。……我覺得還是說我

閩南人比較適合，性格上我還是屬於閩南的，比較大而化之，隨性。」在生活上的調

適困難，小華主要是在飲食和金錢觀念上面，飲食上她慢慢改變了家人的飲食習慣，

「難調適的部份是在飲食方面，因為客家人吃得很鹹，又是醃漬的，我剛開始在煮菜

的時候很麻煩，不過我慢慢的調整，我的方法是親自掌廚，從買菜到下廚都費很多心

思，我用比較養生的觀念去做菜，才慢慢改變家人的飲食習慣。」在金錢上，因為全

家人的經濟開支都是由長子來負責，身為長媳的小華覺得壓力比較大，她說衝突倒是

沒有，只是經濟壓力感覺比較大，所以她也調整一些方式，讓大家共同分擔家計，「在

金錢方面，客家人是比較斤斤計較的，我後來用的方式是將家中的開支列表公佈，然

後要求家中有收入的成員共同分擔家計，因為我先生是長子，所以比較辛勞，要負責

掌管家務，剛開始也是很辛苦，我也是進來之後慢慢改變的。」 

    小華在家庭中也經過調適與改變，其中最大的改變就是變得很節省，因為要持

家，要管理家務，「我覺得是彼此配合，我是沒有犧牲什麼，只是學著去適應環境給

我的，要求我的，然後我還是要尋找一些平衡點，如飲食，我可能要學客家菜，但是

又要改變口味，像我們長子要掌家計，因為客家人比較計較，所以我也學著列清單，

讓大家知道錢怎樣用，我想這都是改變，彼此的適應。」另外，小華也適度改變家人

的飲食習慣，「我覺得是飲食方面，他們口味變淡了，全家人的胃痛，也不藥而癒，

家人改變很多，他們變得比較重視營養與新鮮，不會為了節省而吃壞自己的肚子。」     

    小華為了融入客家家庭，經過不斷的調適與改變，但是她始終認為自己性格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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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有些差異，「以我而言，我就比較瞭解客家文化，這是因為生活的關係，我必

須要融入，我改變很多，在客家傳統女性身上，我學到閩南婦女所沒有的，但是我覺

得我還是原來的閩南婦女性格，客家婦女或媳婦，我覺得只是一種角色的學習，我覺

得自己的性格並不是如此。我覺得客家人真的比較拘謹，也節儉，像是客家人的市場，

買東西都要斤斤計較，閩南人，會比較大方。我覺得個性上是有不同的。其實我比較

喜歡閩南婦女的性格，比較開朗，現在的我也有一點客家婦女傳統的性格，是有些不

錯的地方，但是我還是覺得閩南婦女的性格比較適合自己。」小華因為環境需要她必

須努力轉變成客家人的一份子，但是個性上的特質，她還是覺得自己是閩南人特質。

「我想成為標準的客家媳婦之外，我還是可以保留閩南人的特質，客家媳婦有她們的

優點，閩南人也有很不錯的優點。」 

    不過，小華還是希望擁有小家庭的獨立生活，想搬出去住的原因是覺得比較自

由，但也不是離開楊梅客家村，而是就在附近，只是想獨立而已。「我覺得婆媳還是

需要時間適應的，所以我還是比較希望搬出去住，自己成立一個小家庭，再適時的給

予關注與支援，避免造成依賴和負擔。」 

    至於下一代的教育方式，小華採取開放的態度，「自然的瞭解自己的文化，我希

望他們都去認識不同的文化。」至於在語言上，小華嫁入一年才學會客語，「大概一

年，蠻快的，因為這裡的人常常喜歡用客語溝通，不會客家語時，常常需要比手畫腳，

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會有外地人的感覺。」不過在家裡和社區，國語、客語、台語

都交互使用，「大部分還是國語，偶爾會用客語和台語，客家人也很多會說台語，鄰

居如果他們知道你是閩南人，就對你說台語，不過她們還是喜歡用客語，……其實現

在閩客通婚很普遍，媒體對這兩種語言的傳播也很多，現在也有客家電台，學客語其

實也不難，只要有環境，常常聽就會了，像我也是住久了，聽多了就會了，而且因為

閩客通婚很多，所以即使在客家村的客家人也懂閩南語的很多，我以前以為嫁給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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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一定要說客語才能溝通，其實並不一定，她們(鄰近)也會說閩南語，因為還是有

一些閩南媳婦，或是嫁給閩南人的客家婦女，所以很多人都會兩種語言，至少是聽沒

問題，但是這裡的習慣上還是會喜歡說客語，因為客家人多，而且他們很在乎自己的

語言。」至於小孩則以客語教育為主，「有教啊！應該是家裡有在說客語，也多多少

少會教，小朋友自然聽懂客語是沒問題，可是他們不太愛說，還是喜歡說國語，至於

閩南語他們是自己會，可能是在外面也常常聽，我想是因為閩南語比較普遍的原因。」 

基本上她還是希望保留閩南文化，「我會希望保留閩南文化給下一代，因為我覺

得還是要讓他們瞭解閩南不錯的地方，也希望他們有一些閩南的性格。」在下一代的

族群認同上她認為不需要區分，而讓他們自由選擇，「他們要說客家或閩南都可以，

我覺得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族群，不要區分，臺灣人應該是一家親吧！不一定要

分得那麼清楚。」 

 
三、個案編號 C3小青 

 

個案小青，年齡 42歲，婚齡 18年，育有 4子，並與公婆同住，她和先生是在

同一家電子公司同一單位上班，日久生情，她認為客家男人婚前很體貼，事事順從，

是好好先生型，婚後較有大男人主義，但顧家、愛老婆、疼孩子。當初談論婚嫁時，

娘家是曾經有反對過，但是不影響他們對愛情的執著，因為閩南人的觀念是覺得嫁給

客家人會很辛苦的，客家人是非常勤儉持家，但是人情比較淡薄，父母大概怕自己的

女兒太辛苦，公婆要求太多，所以蠻擔心的，不過她嫁到客家家族之後，卻學到很多，

例如知道如何去節儉，如何孝順公公婆婆，以及如何照顧好家人等等。 

在生活差異上，「我覺得差異並不大，對於風俗禁忌我不是很瞭解， 不過客家人

每一餐未用完時，是不會浪費的，他們會一餐、二餐、三餐，一直到食物壞掉不能用

為止，才捨得倒掉，而閩南人就沒有這麼節儉了，而且客家人知道如何理財，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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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比較富有，而閩南人比較注重情義，也比較沒有理財觀念，感覺上跟客家人在語言

溝通上比較沒有共識，沒有那麼親切和融合。」 

在生活差異上，小青認為有差異，「在伙食方面，婆婆會吃不慣我煮的，所以這

部份不是很合，而且閩南人比較沒有那麼勤快，婆婆就會嘮叨，因為客家人真的是很

勤快也很節儉。」 

    在自我的調適上，小青覺得應該是知道如何為家裡小孩付出，「我會為大局設想，

以家庭和諧為重心，事事順從，我想我改變應該很多，反正為了家庭，我覺得個人的

犧牲沒關係的，我也會選擇去融合客家家庭的文化，做什麼像什麼，我覺得我可以當

好自己的角色。」婆媳關係大概一兩年才適應，「與婆婆溝通的問題是最難調適的部

份，老人家的話，只要順從，不要頂嘴，這樣一切就很順了。我很努力的改變自己去

融入，像懂客語，改變煮菜的口味，也變得比以前勤勞跟節儉，當然還有很多瑣碎的

小事要配合。……那些狀況，就是慢慢的讓自己接受，因為就是家裡的一份子，很多

生活習慣就是要改變自己去融入，也許當我買了房子，搬出去自組一個家庭，一切問

題應該都沒有了。」 

小青嫁入客家家庭之後，不僅接受自己是客家人，也努力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

媳婦，「我可以接受(接受自己是客家人)，客家人也沒什麼不好啊!努力、勤勞、節

儉。……其實我很努力達到這樣的標準，可能客家人心中對媳婦有一些標準，但是我

就是想做到和客家媳婦一樣，也很想讓他們知道閩南人的優點，真誠、善良、好相處，

我覺得娶閩南媳婦和客家媳婦是一樣的，客家媳婦可以做到的，我也一樣可以。」小

青的方式是完全融入，以家庭為重的，努力使自己成為客家媳婦，「我認同啊！因為

嫁進來就是客家媳婦，應該融入家庭，客家媳婦和當閩南媳婦的差異不大，而且我也

努力讓自己成為客家媳婦，盡自己所能對父母孝順。……既然已經嫁給了客家人，就

應當瞭解如何做好客家人的媳婦，這才比較重要。」她選擇改變自己成為有客家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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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性格，「我會去改變自己，如勤勞、節儉、孝順、會持家等等，……閩客通婚

對我有相當大的改變，同時讓我擁有更多傳統客家婦女的品性，而且也更會回娘家去

孝敬自己父母。」 

在語言溝通上，小青大致一兩年才大致完全瞭解客家語，「我會一些客家語，但

是不精通，因為與公婆住，相處一兩年才大致瞭解客家語，……其實用國語，公公婆

婆還是聽得懂，不過用客語他們比較熟悉，我在家裡和先生小孩用國語比較多，和公

婆則習慣用客語，因為他們比較習慣客語 。」也因為在客家村，所以她必須要能用

客語溝通，「因為這裡的人用客家語蠻多的，我也是因為溝通上需要，慢慢的適應他

們說話的腔調，然後才學會的，但是也沒辦法講得很順。」而小孩兩種語言都會，他

們語言是自然學會的，因為有需要所以自然會用，「小孩的客語和閩南語都聽得懂，

但說不清楚，我沒有特別教，但是有環境，所以他們兩種語言都是自然會的。……會

跟爺爺奶奶和鄰居說客家語，至於閩南語其實比較普遍，有些客家人也會。」 

    在族群身份的認同上，小青認為自己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可以的，因為我

綜合了閩南人和客家人的優點，所以我覺得自己都是。」在下一代的教育部份，孩子

以客家人認同為主，不過小青希望他們也能欣賞或接受閩南文化，有更大的包容力，

更寬廣的心胸，「他們是客家人，我會這樣告訴他們，我也很少提到我是閩南人的事，

除了會說閩南語，不過我會說客語，大部份他們會覺得我也是客家人，而孩子沒有族

群困擾，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就是客家人。……我主要會讓孩子承襲客家文化和美德，

但是也會灌輸他們閩南人的優點。……孩子會以客家文化為主，但我會讓他們也欣賞

或接受閩南文化，我覺得就是要包容力更大，更寬廣的心胸，所以我想他們會比較有

接受和適應不同文化特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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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在八個個案訪談中，以美濃地區而言，個案 A1 小美的經驗中，可以瞭解婆婆最

初對閩南媳婦有排斥的心理，不過這種排斥，隨著小美的努力而有了改變；而個案

A2 小英的經驗，則發現美濃地區存在比較保守的婚嫁觀念，小英認為「美濃人有希

望嫁(娶)美濃人」的觀念是存在的，這也使得嫁入的閩南媳婦會需要較長時間的調適。 

    中壢地區，個案 B1 小融對客家文化的認同感與宗族歸屬感很高，也沒有出現因

為族群差異的婆媳問題，倒是與配偶有溝通上的問題；個案 B2 小珍則是一個較為特

殊的例子，她從原本竹東的客家村遷出，她的困境發生在語言溝通、飲食習慣差異、

風俗習慣等各方面都產生問題，也因此使她最後離開竹東的客家村，而到中壢獨立發

展；個案 B3 小惠在價值觀上與婆婆有很大的落差，小惠的觀念也比較接近現代女性

的觀點，特別是都會地區的通婚，她們認為不同族群的通婚，應該彼此相互欣賞與包

容。 

  楊梅地區，在個案 C1 小娟的經驗中發現客家家庭克勤克儉的生活態度與閩南家

庭的差異較大；個案 C2 小華主要是克服了飲食習慣的差異、金錢觀念上的問題；個

案 C3 小青則是以客家家庭為中心，不斷的將自我融入於客家文化。 

  另外從閩客通婚後閩南婦女的個案在族群身份認定來看，美濃與楊梅地區的個案

容易隨婚姻而改變，中壢地區個案 B2 小珍與個案 B3 小惠則是保持不改變。在對下

一代的教育上，美濃與楊梅地區的個案傾向以夫家的客家文化為主，中壢地區的個案

則選擇兩種族群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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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分析與討論 

 

    本章主要目的在於個案分析與討論，首先從困境與調適過程來進行討論，其次從

個案的例子來探討自我改變歷程中的抉擇與轉變，接著討論她們對族群身份認同的態

度如何? 最後則是探討閩客通婚與族群融合未來可能的發展樣貌。 

    

第一節   困境與調適 

 

一、困境分析 

    在 13個個案中所遇到的困境，包括：族群的差異性、對族群性格的刻板印象、

美濃客家族群的保守態度、客家男性與閩南女性對家事的態度、生活消費的價值觀念

與家庭觀念等等，由於個案所遇到的困境有所不同，因此分析列表如下： 

 

表 4-1個案困境分析 

 

編號 個

案 

地區 個案困境 

A1 小

美 

美濃 ◎由於早期閩客械鬥歷史所影響的閩客族群對立意識，所以婆

婆對小美的閩南身份有仇視。 

◎婆婆對閩南媳婦存有比較懶惰的刻板印象，這對小美是很不

公平的地方。 

A2 小

英 

美濃 ◎小英認為美濃客家人容易有「要娶美濃人，要嫁美濃人」的

保守觀念，所以婆婆比較期待純正客家血統的媳婦。 

◎老一輩容易以傳統的客家媳婦的標準來要求，這使職業婦女

的小英倍感壓力。 

B1 小

融 

中壢 小融的困境是與丈夫之間的協調問題，小融因為太順從公婆，

而忽視了另一半，另一方面小融認為客家男人自我意識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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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個案所遇到的困境因素分析，分成以下項目探討： 

客家男人比較不習慣共同做家事，而客家婦女都一手攬家事。

這個經驗與她原本閩南家庭的父母不同，她覺得自己的閩南父

親會幫母親做家事，但自己的客家丈夫卻不主動幫她，意願和

觀念上客家丈夫認為家事原本就是女人的事。 

B2 小

珍 

中壢 

(原

住竹

東) 

小珍的個案較為特殊，也是困境很嚴重的個案。她個人所遇到

的困境非常多，其中包括了語言溝通的障礙，傳統祭祀拜拜的

問題，家庭中對族群差異的對待，繼承權的問題等等。而這些

困境小珍無法克服，並選擇離開原來的客家家庭，與丈夫到中

壢自組小家庭生活。  

B3 小

惠 

中壢 小惠在生活消費的價值觀念與家庭觀念上與公婆差異很大。特

別是金錢上，因為客家父母都比較節省，但是小惠重視的是家

庭氣氛，因此常因為金錢價值觀念產生代溝。 

B4 小

淑 

中壢 小淑遇到的問題有語言部份，特別是家族聚會時，她認為會客

語比較能跟親戚溝通，另外習俗上要準備牲禮，開始不是很習

慣，在飲食上客家屬於重口味，最初比較不適應。  

B5 小

兆 

中壢 小兆並沒有調適上的問題，因為丈夫父母早逝，而丈夫雖然是

客家人，但對客家文化瞭解不多，一切由小兆做主。 

B6 小

婷 

中壢 在生活上的調適問題不大，主要是飲食習慣的差異，因為客家

人喜歡吃很鹹；其次是需要學習客語，因為婆婆喜歡用客語。 

C1 小

娟 

楊梅 小娟的困境主要是在於適應客家傳統的勤勞節儉的生活。 

C2 小

華 

楊梅 小華遇到的問題主要是飲食和金錢觀念，飲食上因為客家人吃

得很鹹，又是醃漬的，剛開始在煮菜的時候很不習慣。在金錢

上因為全家人的經濟開支都是由長子來負責，所以壓力比較

大。 

C3 小

青 

楊梅 小青主要在於適應客家傳統的勤勞節儉的生活，在飲食上，婆

婆不習慣小青煮的，同時也對小青有勤勞節儉的期待。 

C4 小

絹 

楊梅 小絹從小在客家村長大，對客家人很瞭解的，並沒有不適應，

她認為客家人和閩南人分不太出來。 

C5 小

錦 

楊梅 小錦適應問題不大，但是改變很多倒是真的，如比較節儉，對

金錢也比較會規劃，生活上的問題在於婆家規矩很多，因此使

自己的空間變得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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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歧視與排斥：個案中因為族群差異而產生的問題，如個案 A1小美，由於旗

山跟美濃曾經發生閩客械鬥的歷史，因此客家婆婆存在對閩南人的敵意，客家婆婆會

因為小美的閩南人身份而產生歧視與偏見，使個案所面臨的並非單純的婆媳之間問

題。另一方面，由於客家本來就為臺灣族群人口比例的少數，因為擔心客家族群的勢

微，擔心族群面臨被強勢族群同化，具有高度的危機感，在美濃的另一個案 A2小英，

就發現有「美濃人要娶美濃人，要嫁美濃人」的保守觀念，客家婆婆也希望媳婦是客

家血統，因此她們認為對閩南婦女會用「河洛嬤」的字眼，在字面上多少可感受到一

種排外的意識。在另一個個案 B2小珍，則是由原本竹東客家村搬遷到中壢，自組小

家庭，小珍認為住在竹東客家家庭公婆比較期待兒子能娶到純正的客家人，所以她自

己可能因閩南媳婦的身份而受到差別待遇，這樣的差別不平等在繼承權上特別明顯。 

 在其他的個案這樣的問題並不明顯，中壢地區與楊梅地區個案的客家家庭對於不

同的族群差異包容度較大，族群差異並不造成閩南媳婦的主要困境。 

(二)刻板印象：在個案訪談中，客家家庭的閩南媳婦普遍存在傳統客家婦女勤儉

耐勞的刻板印象，她們認為這樣的個性差異成了她們困境中最深刻的部份。一般說

來，客家婦女會給人較刻苦耐勞與勤儉持家的刻板印象，而客家家庭的閩南媳婦也會

認為自己不如客家婦女的刻苦耐勞或勤儉持家，然而在老一輩的客家婆婆眼中，閩南

女性的印象是比較懶惰的，這種心態，如果是在一個客家家庭中，同時有閩南媳婦與

客家媳婦就會產生很強烈的對比，也會讓客家婆婆對客家媳婦大大的偏愛，這樣的偏

愛讓閩南媳婦覺得是刻板印象造成的不平等之處，如個案 A1小美和 B2小珍，她們會

認為是因為族群的不同，而使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在個案中客家村的客家婆婆，

她們會習慣勤勞的傳統居家生活，也因此容易對媳婦有這樣的期待，因此在某些個案

中，如個案 C1 小娟與 C3 小青，她們就必須適應客家家庭中節儉勤勞的生活。而嫁

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 13 個個案中，大多認為傳統客家婦女給外界勤儉持家、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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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勞的形象，是造成她們適應困難的原因，但個案中的閩南婦女也會在個性上做自我

調整，如楊梅地區的個案就會使自己盡可能符合他人對客家媳婦的期待。 

    其實個案中所發生的刻板印象問題，不僅是客家家庭的婆婆會對閩南女性存有比

較懶惰的印象；閩南家庭的父母，也存有女兒嫁給客家家庭會比較辛苦的想法，認為

客家家庭比較節儉吝嗇，在婚前閩南家庭的父母也比較不願意把女兒嫁到客家家庭，

主要原因就是怕女兒吃苦。所以個案中閩客通婚的父母都存在著這種刻板印象，在客

家家庭的一方認為閩南媳婦比較不夠勤勞，而閩南家庭的一方則認為客家家庭會讓自

己的女兒生活比較辛苦，所以，對不同族群的刻板印象，在訪談的個案中，形成了一

個必須要調適的困境。 

   (三)兩性家事觀念的差異：在兩性觀念差異的落差上，個案 B1 小融認為傳統的客

家家庭的家事大部份是由女性來負責，所以客家男人比較不習慣共同做家事，這與傳

統客家婦女習慣一手攬家事有關，因而客家男人理所當然的認為家事是屬於女性的

事，這與小融在過去閩南家庭的認知有所不同，因為她閩南家庭的父親會主動幫忙母

親做家事，但是她的客家丈夫認為家事是女人應該負責的，男人只是幫忙，所以造成

夫妻在家事分擔上產生了溝通的問題。 

(四)飲食習慣：在飲食習慣上，客家菜有獨特的風味，口味偏重，特別是在醃漬

物上，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認為，客家的鹹重口味與自己原本的飲食習慣差異很

大，初期也會在烹調上形成困擾，個案中有些閩南婦女會學習做客家菜，特別是醃漬

物，不過閩南婦女在飲食習慣的調適歷程中，會嘗試改變客家菜太鹹的口味，使家人

能接受改變後的菜色與健康概念，如個案 B1 小融與 C2 小華等，她們都改變了原本

客家家庭的客家菜鹹重口味觀念，變得更清淡或健康。 

(五)價值觀念：在價值觀念上，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大都會認為客家婦女在生活或

金錢上比較節省，這樣節儉的價值觀念差異，如果無法彼此認同，也是造成困境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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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由於節儉與勤勞是客家婦女優良的傳統美德，不過這樣的傳統也很容易形成兩代

價值觀念的差異，這些價值觀念的差異反應在兩代的溝通不良，而形成困境，例如客

家家庭的父母因為節省常不願到餐廳消費吃飯，而希望在家自己烹調，而閩南媳婦則

認為到餐廳較方便圍爐，這樣的狀況就會有價值觀的落差，如個案 B2小珍與個案 B3

小惠等，不過楊梅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在嫁入客家家庭之後，她們會調適自己的價值

觀念趨向於客家婦女的節省特質，在金錢或理財的觀念上會比較謹慎，也會變得比較

節省。 

(六)風俗習慣：在閩客的風俗習慣差異上，個案主要是反應在祖宗祭祀習慣的不

同，個案認為由於傳統客家家庭在祭祀活動中往往要準備牲品，且要準備的東西很

多，因此造成閩南女性的困擾，但是關於祭祀這樣的風俗習慣，雖然有的閩南婦女無

法適應(如個案 B2小珍)，有的則是持非常認同的態度 (如個案 B1 小融)，她們會積

極融入客家的風俗習慣之中。 

(七)語言溝通：語言溝通是閩客通婚困境中重要的問題之一。它也是客家家庭閩

南媳婦初期會發生的共同困擾，她們認為閩客族群之間存在最大的差異在於語言，因

此大部份在客家村個案的閩南媳婦，她們能聽說客語的與否，會影響其在家庭與社區

的融入程度，因為能說客語的閩南婦女，在外表上是很難去判斷其為閩南人或客家人。 

所以，個案中的客家家庭中的閩南籍媳婦，常會感覺到語言溝通上的重要性，這

些地區的個案包括了美濃、楊梅和竹東等鄉下地區，可見語言的溝通在傳統的客家村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為她們除了客家家庭的成員，社區鄰里的成員也會是需要用

客語溝通，所以客語溝通對嫁入美濃、楊梅和竹東地區的個案而言是有影響的，特別

是影響她們融入於客家家庭與社區的程度，尤其是楊梅地區的個案會認為自己會客家

語，就會更容易成為客家人的一份子，因此提高了她們學習客語的動力與意願。不過

在中壢地區的客家家庭閩南媳婦，較沒有客家社區的外在壓力，使用客語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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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於和家庭內的長輩溝通上的需要，因此在中壢地區的個案，她們並不受客語溝通

能力的影響，另外，客語在中壢地區的使用率相對不高，影響力並不大，所以她們學

習動力不大， 

也因為影響力的不同，使個案學習客語的動力與意願有很大差異。有關閩南婦女

的客語溝通困境與調適情況的分析比較如下： 

表 4-2 客家家庭閩南婦女客語溝通困境與調適 

 

    在美濃地區、楊梅地區個案客語的溝通相對來的重要，一方面也是因為環境的影

響，所以閩南婦女大致都能完成客語的學習，在語言上突破客語溝通的障礙。而中壢

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則因為較沒有溝通上的需要，在學習客語的成效上並不理想，這

編

號 

個案 地區 年

齡 

與公婆

同住 

語言溝通的

困境(不會客

語的影響) 

調適情況 

(客語學習狀況) 

A1 小美 美濃 57 同住 影響很大 有意願學習很快學會客語 

A2 小英 美濃 42 同住 影響很大 有意願學習很快學會客語 

B1 小融 中壢 41 同住 影響不大 因為教學需要而學習客語 

B2 小珍 中壢 

(原竹東) 
35 曾同住 影響很大 排斥學習客語 

B3 小惠 中壢 34 同住 影響不大 懂一點客語 

B4 小淑 中壢 45 否 影響不大 不會客語 

B5 小兆 中壢 43 已逝 沒影響 沒機會學習 

B6 小婷 中壢 40 是 影響不大 不會客語 

C1 小娟 楊梅 60 曾同住 有影響 有意願學習學會客語 

C2 小華 楊梅 52 同住 有影響 有意願學習學會客語 

C3 小青 楊梅 42 同住 有影響 有意願學習學會客語 

C4 小絹 楊梅 41 是 有影響 原本就會一些客語 

C5 小錦 楊梅 40 是 有影響 有意願學習學會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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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中壢地區的客語使用率並不高，個案的學習語言狀況來說，主要受到外在環境

需求的影響很大。  

    從個案中發現，留在客家鄉村的閩南女性較容易完成客家語的學習，而個案 B2

小珍，因為無法完成客語學習，而容易產生強烈的困境感，因此選擇搬遷到中壢，因

為中壢地區較不會有客語溝通的需求。 

 

二、調適過程與方式的差異 

由於個案在面對不同困境時，會有不同的面對態度與處理方式，以下整理出個案

在面對上述困境的調適狀況： 

 

表 4-3個案困境的調適 

編號 個

案 

年

齡 

婚

齡 

地

區 

個案困境的調適 

A1 小

美 
57 25 美

濃 

學會客語與客家菜而融入家庭與社區。 

靠著自我調適，轉變自己的念頭與心境。 

努力克服族群、語言、烹飪等問題，透過各種方式與

客家婆婆相處，希望贏得婆婆對她的認同。 

最後由於細心耐心照顧病房中的婆婆而獲得肯定。 

A2 小

英 
42 7 美

濃 

在決定做客家媳婦的意志下，經過了一段自我調適，

也渡過初期壓力較大的階段，慢慢適應了客家村的生

活，最後覺得自己有受到肯定，因而更進一步學習語

言，完全融入客家文化。  

B1 小

融 
41 12 中

壢 

小融較能融入於客家文化，與婆媳之間關係良好，但

她也經歷了自己內在調適歷程，慢慢以”修”的觀

念，不計較太多的態度去生活，也接受客家丈夫較大

男人的自我意識。 

B2 小

珍 
35 4 中

壢 

小珍在困境中的調適，產生很多困擾，因此搬離竹東。 

B3 小 34 5 中 小惠在與上一代公婆因價值觀念的差異太大，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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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個案困境的調適過程中，除了個案 B2 小珍、B3 小惠在調適過程遇到挫折之

外，其他的個案大部份都能夠透過自我轉變，來調適或克服所面臨的困境。從資料上，

發現可以從年齡與區域的差異上來進行討論： 

 

(一)年齡差異  

個案的年齡超過 40 歲的閩南婦女，多半會傾向以家族為重心，她們比較願意為

家庭而改變自己，也比較願意接受自己具有客家人的身份，持這樣想法與觀念，如

惠 壢 得不到肯定而產生失落感，間接影響其融入家家庭的

意願。 

B4 小

淑 
45 22 中

壢 

小淑在語言的部份，因為溝通機會不多，並沒有特別

學會客語，在牲禮習俗上與飲食上是後來才慢慢習慣。  

B5 小

兆 
43 18 中

壢 

小兆並沒有調適上的問題，倒是因為下一代的客家與

閩南文化教育，而重新學習。 

B6 小

婷 
40 10 中

壢 

在生活上的調適問題不大，她覺得要多學習，慢慢適

應。 

C1 小

娟 
60 39 楊

梅 

小娟因為嫁入客家家庭，所以在調適過程中，她把自

己完全融合在客家家庭之中，以家庭為重心。 

C2 小

華 
52 25 楊

梅 

小華覺得自己雖然有改變和努力調適自己更像客家

人，但在本質和個性上，她仍然覺得自己比較有閩南

人性格。在飲食上她慢慢改變家人的習慣，在家庭經

濟上則是要求成員共同分擔家計。 

C3 小

青 
42 18 楊

梅 

小青的方式是完全融入，以家庭為重的觀念，努力使

自己成為標準客家媳婦，成為客家家庭的一員。 

C4 小

絹 
41 14 楊

梅 

小絹從小在客家村長大，對客家人很瞭解的，並沒有

不適應，她希望更進一步學習客家婦女的勤儉能幹。 

C5 小

錦 
40 22 楊

梅 

小錦適應問題不大，但是自我改變很多，特別是節儉

的個性，生活上的問題因為婆家規矩很多，因此婚後

的生活圈變小，雖然她認為犧牲很多，但她選擇配合

客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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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歲的小娟，「我們這時代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給客家人，當然也算客家人了。……

我原本是閩南人家庭出身，但是後半生都在客家家庭，所以也比較像客家人，……我

當然是融入客家文化，因為我都已經嫁到客家村了，小孩子也都是在客家村長大啊!」 

    但年齡在 40 以下，比較傾向以自我為重心，她們認為時代的價值觀念已經改變，

女性不再以夫家為重心，全盤接受他們的文化，而是應該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如

34歲的小惠認為「我覺得閩客通婚對族群融合是有助益，不過這年代的觀念，現在

不管是哪個文化的女人，感覺已不再像是過去嫁給什麼族群，全盤接受地就要做那個

族群的標準媳婦；族群的味道不再那麼鮮明，而是看相互不同文化如何擦出不同的火

花。」。因此她們仍然強烈的堅持自己的閩南人身份，不願意因為通婚而改變自己的

族群身份，她們傾向認為族群文化應該是平等的交流，而不該是刻意改變自己去配合

夫家，她們認為年代的觀念已經改變。另外如個案 B2 小珍在發生調適問題的時候，

考慮以自我為中心，而選擇搬遷來改變環境，而不是自我改變，35 歲的小珍覺得自

己不需要為家族融合而犧牲，「為融合而犧牲，不需要吧!我不覺得要犧牲什麼，我也

不會犧牲，我希望我的老公跟我一樣，但是他不可能跟我一樣，我們會協調出一個彼

此共通的相處模式。」  

    不可否認，年齡的差異，會產生時代價值觀念的落差，因此在面對事件時，也會

有不同的面對態度與處理方式。 

 

   (二)地區差異 

在地區的差異上，可以發現偏向傳統客家鄉村的美濃地區與楊梅地區個案，在面

對困境的態度與處理方式上，大都會傾向融入於客家家庭或社區中。但中壢地區的個

案則比較有高度的自由與自主性，因此比較鄉村與都會的個案，發現她們在族群身份

的認同態度上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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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抉擇與轉變 

 

在研究中發現困境較高的個案中，如個案 A1小美與個案 B2小珍，其所產生的結

果並不相同。在美濃地區的兩個個案中，她們所必須經歷的調適歷程包括：語言溝通、

族群對立、族群個性差異等等問題，而她們都能順利的完成調適歷程，克服困境，並

能融入於客家家庭與社區之中，她們本身不僅更能認同自己的客家媳婦身份，同時也

努力爭取到外界對她們是客家媳婦的認同，在尋求客家認同的過程中，她們可能漸漸

淡化過去閩南婦女的身份，而重新認識客家媳婦的角色期許，然後成為客家人心中的

客家媳婦。如個案 A1 小美：「我想我應該已經成功的做到一個客家媳婦這樣一個角

色，婆婆最後對我的認同我很感動。」 

而楊梅地區的個案也全部選擇積極融入客家家庭，如個案 C1 小娟：「我當然是

融入客家文化，因為我都已經嫁到客家村了，小孩子也都是在客家村長大啊!....客

家婦女就是比較勤儉持家，現在我就是傳統的客家婦女了。……我當然改變很多，像

是勤勞、節儉、種菜、醃菜，其實要成為一個客家媳婦也不難，對了，我客語現在說

得很好，其實我會說客語，別人會以為我是客家人，他們都忘記我是閩南人了，因為

我已經在客家村那麼久了，別人也當我是客家人了。」 

但未必每個個案都能順利的克服困境完成調適歷程，如個案 B2小珍，並沒有順

利完成自我改變的調適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她選擇開放性的都會區如中壢地區，

另外尋求獨立發展，小珍：「我從來沒想過要當客家媳婦，也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客家

媳婦，標準的客家婦女或媳婦傳統的、刻板的印象就是感覺要很勤勞、很勤奮，要一

直做一直做，所以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客家媳婦，我到目前為止一直都還沒有適應婆

媳關係，到目前情況是互不干擾，……離開竹東已經很久了，竹東那裡算是客家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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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的我很不適應，感覺自己很像外來人，不知不覺就會被孤立，……回去竹東老鄉，

他們一定會用客家話，我呢？就變成聾子啞吧!那種感覺讓我很不是滋味，所以我無

法調適，我也不會去勉強我自己去改變，去學，因為我已經沒有住在那裡了，我們最

初是想到都市一點的地方發展，所以搬到中壢，而且中壢這裡比較沒有像鄉下，那裡

感覺很有壓力。」 

    除了積極融入客家家庭或因為調適困難而離開客家家庭這兩種狀況之外，也有些

個案採取較多元的認同，並積極向族群文化學習的態度，這些個案以中壢地區較多，

如個案 B5小兆：「我也沒有認同不認同的問題，如果環境是需要我配合的，要我成為

客家人的一份子，我也可以接受啊! ……我還是會告訴他們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閩

南人，他們很習慣自己的雙重身份。」又如個案 B1小融：「我覺得我剛好是閩南人也

是客家人，說我是閩南人也 ok!說我是客家人也 ok!而且我覺得我可能兩種血統都

有，我覺得這兩種族群很棒!……因為不論是什麼族群都應該要共融，我的想法是這

樣的。……我會保留一些閩南人的特質，雖然我也接受客家文化，願意接受自己是客

家媳婦，但我還是想保留閩南人的特質。」 

    根據以上個案的研究結果，發現了客家村閩南婦女的三種調適歷程的行為發展結

果：第一種是努力完成調適歷程而定居於客家村，並積極融入客家家庭，成為客家家

庭的一份子，她們傾向認同自己具有客家人的身份(如美濃與楊梅地區的個案)；第二

種努力調適融入客家家庭，但仍然保有自己的閩南人身份，或是採取客家與閩南兩種

身份的認同，基本上她們以多元族群身份認同的態度為主，並積極向族群文化學習，

如中壢地區個案 B1小融、B5小兆等；第三種是無法順利完成調適歷程及客家身份認

同，或是在觀念差異太多的情況下希望獨立的想法，而離開客家村，發展小家庭，並

堅持自己閩南人身份，排斥客家人身份，如個案 B2小珍。以下將這三種行為發展結

果以圖示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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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積極融入客家文化：以美濃地區與楊梅地區為例，大部份順利完成調適歷

程，定居於客家村，積極融入客家家庭，一切以客家家庭為中心，她們有高度自我客

家身份的認同，她們的調適過程模式如下： 

 

       圖 4-1調適過程與積極融入 

 

 

 

      

(一) 多元文化認同與學習：喜歡採取客家與閩南兩種身份認同，以多元族群身

份認同為主，並積極向族群文化學習，希望以包容共存的觀念傳達給下一代，以中壢

地區個案較多，她們的調適過程模式如下： 

 

       圖 4-2調適過程與多元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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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斥現象：以個案 B2小珍為例，無法順利完成自我改變的調適過程而離開

客家村，而在其他地區發展小家庭，並堅持自己閩南人身份，其發展模式就會如下： 

 

 

     圖 4-3調適過程與排斥現象 

 

    以上所發展的行為模式，主要是從所有訪談個案歸類出來的結果。由於客家屬於

弱勢族群，在他們的內部家族或村落，容易產生強烈的族群意識，與較高度的族群認

同感，也因此對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的個案而言，她們通常是要經過客家身份認

同的調適階段，特別是在客家村的閩南婦女，就會積極學習語言去融入客家社區，她

們認為學會客語會讓自己更像客家人，而不會被群體孤立，如個案 C3 小青：「我覺

得學會客語之後，他們就會覺得你是客家的一份子，鄰居也會把你當客家人，我才有

機會和她們聊更多的事，我覺得嫁到客家村，會不會客語還是有差，剛開始不懂客語，

聽她們在說，就會覺得被排除在外，懂了之後，就比較能打成一片。」 

    不過在中壢都會區個案則不同於客家村，在中壢都會區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無

論是否有客家族群身份認同的問題，都不影響她們的處境，原因在於她們較具有自主

性，她們多半可自由決定自己在兩種身份中的認同，對於客家文化她們抱持著多元開

放的態度來吸收與學習，在中壢地區的個案，所表現的是多元的個人抉擇自由；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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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客家村個案的閩南婦女則比較須要融入與同化的歷程，但是在調適歷程發生困

難時，也會發生像個案 B2小珍，產生排斥現象，離開原本客家家庭尋求獨立發展。 

在十三位受訪者中，大致都經歷過調適改變過程，並克服所面臨的困境。在調適

過程改變較多的客家村的美濃地區與楊梅地區個案，她們在自我調適的改變過程中，

比較容易發展出傾向於夫家一方的自我客家身份認同，由於中壢地區的閩南婦女自主

性較高，她們容易發展出多元族群文化的觀念，其中個案 B2 小珍由竹東轉入中壢，

則是因自我調適過程面臨無法突破的困擾，因此遷移至中壢地區，可見中壢地區可提

供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更多元自主的空間，而留在客家村個案的閩南婦女需要較多的

調適轉變，才比較容易融入客家村，所以較容易傾向發展出較高度的客家家族的歸屬

感。 

 

 

第三節  族群身份的認同 

 

    從面對困境的態度到調適過程的轉變，可以發現美濃與楊梅地區的個案在自我改

變的過程中，會慢慢轉向對客家族群身份的認同，如個案 A1小美： 

 

我就自己改變，我要在這裡立足，我就要改變，就這麼簡單，如果我不改變，

就無法在這裡立足，就是要離婚，可是離婚就沒有小孩，所以退回來，我只能

配合她，她講再多難聽的話，就是把她當聖旨，這叫認命。 

 

小美在獲得婆婆的肯定後，也慢慢發展出自己對客家媳婦這樣一個角色的認同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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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現在沒有說我婆婆不好，她人很好，也讓我盡了孝道，客家人說認命，

只要認命就站得住腳，站久了，這個地方就是你的，我想我應該已經成功的

做到一個客家媳婦這樣一個角色，婆婆最後對我的認同我很感動。 

 

在訪談的個案中，可以發現一部份閩南婦女的族群身份認同，是會因為嫁入客家

家庭而有所改變，閩南婦女在自我調適歷程中，她們會以學習語言、改變個性、調整

飲食習慣等等方式，而使自己更融入客家家庭，成為客家家庭中的一份子，甚至完全

接受自己具有客家人的身份，或者是她們在族群認同上會選擇多元的認同方式，也就

是說可以是閩南人，也可以是客家人，例如在美濃與楊梅的客家村個案中，閩南婦女

在嫁入客家家庭之後，在經過了生活價值觀的調適之後會慢慢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客家

身份認同，她們會積極學會客家語，讓她們自己更能融入於客家社區的環境，以便得

到外界或家族中對她們身為客家媳婦的認同，而她們的客家身份認同也會更因此強

化，但是相反的，如果個案的客家身份認同無法形成，也很可能在家族融合過程中產

生問題，而選擇離開原來的客家村，獨立發展為小家庭。 

然而在都會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對於族群認同有較高度的自主性，她們比較

不需要改變自己原本的閩南女性立場，也不一定要接受自己具有客家人的身份，才能

使自己進一步的融合於客家家庭中。所以都會區個案的閩客通婚女性，比較容易呈現

出文化多元發展的特色，另一方面中壢地區個案的客家家庭在都會區頻繁的閩客通婚

率下，客家家庭也較能接受文化多元的觀念，他們的思想也比較開放、自由與民主。 

過去以「原生論/根基論」(primordialism)為族群論述主體的學者認為族群認同

的基礎在於人類一出生時的根本賦予，特別是族群成員之間的原生連帶，如血緣、祖

源、共同文化等是族群團體形成與凝聚的主要因素。不過研究者也認為這些傳統性、

歸屬性的社會連帶是現代的障礙，1960年代以後研究學者逐漸轉向「情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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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alism)的論述方向來詮釋現代社會的族群關係，其中情境性的族群認同感

（situational ethnicity）是很重要的因素，情境性的族群認同會受到族群關係互

動的影響，行動者基於對族群差異的認知與瞭解而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認同，主要是依

他個人主觀認知或情境詮釋，或外在的期待等等因素，族群成員在互動社會中產生區

辨選擇，並隨新的文化或利益考量形成新的族群邊界(王甫昌 2002：1-2;王雯君

2005：122-123)。而 Joane Nagel（2003）認為個人的族群認同是情境妥協下的狀態，

決定在於個體所處的位置、個體自我的主觀認知、外在觀感等，個人擁有一個族群認

同的組合選擇，在不同情境下顯現不同的族群認同，所以個人的族群身份是可以隨個

人主觀或外在情境改變而有多重選擇(轉引自王雯君 2005：123-124)。情境論的認同

認為族群認同不再只是固定不變的型態，而是會隨社會脈絡改變，在不同文化互動下

的選擇與詮釋，因此對於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是否可以發現族群邊界的移動或身份

認同的轉變？她們的族群身份的自我認同又如何轉變與發展？她們採用怎樣的方式

來詮釋自己的族群身份？ 

以下依地區個案的差異來討論閩南婦女的客家認同，首先從美濃地區個案來看： 

 

表 4-4美濃地區閩南婦女的客家身份認同 

     

   在這兩個美濃個案中，她們都努力爭取到外界對她們客家媳婦這樣一個角色的認

編

號 

個案 地區 年

齡 

 (訪談資料) 

A1 小美 美濃 57 只要認命就站得住腳，站久了，這個地方就是你的，我想

我應該已經成功的做到一個客家媳婦這樣一個角色，婆婆

最後對我的認同我很感動。 

A2 小英 美濃 42 我要嫁過來的時候，我的貢寮師生都在笑我，睡那麼晚的

人，怎麼會去那裡五點起床煮早餐，我有堅決的意志，我

決定去做客家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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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與肯定，她們希望能透過融入客家家庭與客家社區來爭取到外界對於她們的肯定，

她們傾向擁有客家身份角色(如客家媳婦)的認同。 

   而同是客家村的楊梅地區個案，也呈現傾向擁有客家身份的認同趨向，從訪談資

料整理如下： 

 

 

表 4-5楊梅地區閩南婦女的客家身份認同 

編號 個案 地區 年齡  (訪談資料) 

C1 小娟 楊梅 60 ◎可以啊！我嫁到客家人的地方，也可以算客家人。 

◎我已經是客家媳婦了，而且算是標準的客家婦女了。 

◎我可以接受啊(接受自己是客家人)！我嫁到客家家

庭已經很久了，所以也很像客家人了，應該說有客家

人講話的地方，我就當自己是客家人，但是在閩南人

的地方，我就是閩南人。 

◎我原本是閩南人家庭出身，但是後半生都在客家家

庭，所以也比較像客家人。 

◎我覺得學會客語之後，他們就會覺得你是客家的一

份子，鄰居也會把你當客家人，我才有機會和她們聊

更多的事，我覺得嫁到客家村，會不會客語還是有差，

剛開始不懂客語，聽她們在說，就會覺得被排除在外，

懂了之後，就比較能打成一片。 

◎我們這時代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給客家人，當然

也算客家人了。 

C2 小華 楊梅 52 ◎我有努力啊！讓自己成為標準的客家婦女，也認同

自己是客家媳婦啊！ 標準的客家婦女就是要節儉要

勤勞。 

◎接受啊！因為我已經嫁到客家家庭，我的人生歲月

有一半以上要在客家村和客家家庭渡過，所以我也可

以算是客家人，至少算客家媳婦吧！ 

◎我的改變應該就是學會客家語，也學會了客家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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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也算是一個客家媳婦。 

C3 小青 楊梅 42 ◎我可以接受(接受自己是客家人)，客家人也沒什麼

不好啊！努力、勤勞、節儉。 

◎其實我很努力達到這樣的標準，可能客家人心中對

媳婦有一些標準，但是我就是想做到和客家媳婦一

樣，也很想讓他們知道閩南人的優點，真誠、善良、

好相處，我覺得娶閩南媳婦和客家媳婦是一樣的，客

家媳婦可以做到的，我也一樣可以。 

◎既然已經嫁給了客家人，就應當瞭解如何做好客家

人的媳婦，這才比較重要。 

◎我認同啊！因為嫁進來就是客家媳婦，應該融入家

庭，客家媳婦和當閩南媳婦的差異不大，而且我也努

力讓自己成為客家媳婦，盡自己所能對父母孝順。 

C4 小絹 楊梅 41 ◎我覺得兩者差異不大，我可以認同自己是客家媳

婦，我希望自己能做好客家媳婦。 

◎可以的，我可以接受自己是客家人，因為我從小也

在客家村長大，我並沒有因為我是閩南人而被排擠。 

◎我並沒有什麼難調適的問題，可能我一直和客家人

相處，也會說客家話，說真的，除了不是特別勤儉的

性格以外，我覺得自己跟客家人沒有什麼不一樣，要

說我是客家媳婦也不為過，沒有人會特別注意我是閩

南人或閩南媳婦。 

◎我覺得客家婦女的獨立性很高，我會希望有這樣的

性格。所以我覺得自己也有一些改變，像是勤勞、獨

立等等。 

C5 小錦 楊梅 40 ◎我也認同自己是客家媳婦啊！ 標準的客家婦女就

是要節儉要勤勞。 

◎我接受啊(接受自己是客家人)！我覺得自己一半是

客家人。 

◎我覺得學會客語之後，他們就會覺得你是客家的一

份子，鄰居也會把你當客家人，我才有機會和她們聊

更多的事，我覺得嫁到客家村，會不會客語還是有差，

剛開始不懂客語，聽她們在說，就會覺得被排除在外，

懂了之後，就比較能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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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楊梅地區的個案中發現，她們因為閩客通婚，而發展出自己的客家身份的族群

認同是非常明顯的，所以個案的客家身份認同很容易因為婚姻關係而產生，這主要原

因是她們的態度是以夫家為重心，以融入家庭為目標，在這樣的過程中，她們會希望

外界認定她們具有客家族群身份，如她們會客家語，使自己更接近客家婦女，而可以

融入社區之中，成為客家社區的一份子，或是學習客家媳婦的勤勞節儉，使自己符合

客家媳婦的標準，以獲得家族的肯定。 

 

然而中壢地區的個案在族群身份認同的觀點上，並不同於客家村的美濃與楊梅地

區個案，訪談資料整理如下： 

表 4-6中壢地區閩南婦女的客家身份認同 

編

號 

個案 地區 年

齡 

 (訪談資料) 

B1 小融 中壢 41 ◎我認同自己是客家媳婦啊！而且我可能真的有客家

血統，我覺得當客家媳婦和當閩南媳婦是有些差異，我

喜歡當客家媳婦的原因是他們有分輩份。 

◎我覺得要成為標準的客家媳婦就是要勤勞，我覺得客

家人有一些特質很好，很勤儉，應該說很儉樸，很勤勞，

我也覺得這是做人的基本，一個人如果能克勤克儉，他

就是一個成功的人，但是也不要太過了，虐待自己也不

好。 

◎我覺得我剛好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說我是閩南人也

ok！說我是客家人也 ok！而且我覺得我可能兩種血統

都有，我覺得這兩種族群很棒!是因為我沒有什麼樣族群

的感覺，因為不論是什麼族群都應該要共融，我的想法

是這樣的。 

B2 小珍 中壢 

(竹東) 
35 ◎我從來沒想過要當客家媳婦，也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客

家媳婦，標準的客家婦女或媳婦傳統的、刻板的印象就

是感覺要很勤勞、很勤奮，要一直做一直做，所以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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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認為自己是客家媳婦。 

◎我沒有什麼族群認同的問題，但是如果有人問我是什

麼人，我當然會說我是閩南人，我覺得認同問題要到第

二代才會有，我的孩子才會出現認同的問題，因為父親

是客家人，母親是閩南人。 

◎我不接受我是客家人或客家媳婦這樣的說法，因為我

不是客家人，也不是傳統客家媳婦，我就是閩南人啊！ 

◎不，我不是客家人，本來就不是客家人，沒有為什麼

啊！ 

◎當然是閩南人啊！我就是閩南人啊！沒有為什麼。 

B3 小惠 中壢 34 問：如果族群認同可以複選，您覺得您是什麼族群的

人？為什麼？ 

答：閩南人，因為習慣。 

問：如果有人說您是客家人，您接不接受？為什麼？  

答：不接受，因為我真的不是。 

問：您覺得您既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嗎？為什麼？ 

答：不是，因為我不太會講客家話，較難認同自己是。 

◎我有接受客家文化，但不會想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

媳婦，是會保留自己就是閩南人的特質。 

B4 小淑 中壢 45 ◎閩南人客家人都一家親，都好。 

◎可以啊！我算客家媳婦，說我是客家人也可啊！ 

◎是的，我覺得自己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為什麼喔！

因為我也有努力吸收客家文化啊！而且我覺得自己蠻

融入的，我跟我先生、公婆都處得不錯啊！是客家人也

沒什麼不好啊！ 

B5 小兆 中壢 43 ◎我沒有族群認同的問題，認同不認同自己是客家媳婦

這問題，我覺得嫁給客家人就入境隨俗啊！ 

◎所以我也沒有認同不認同的問題，如果環境是需要我

配合的，要我成為客家人的一份子，我也可以接受啊！

只是我們家庭很單純，公婆也不在世了，先生又不是很

重視這方面，生意人總是交友廣闊，也不一定拘泥在自

己的傳統觀念，所以應該說我很自由吧！ 

◎我覺得閩南客家都可以，說我是客家人也可以，因為

我隨先生那裡決定，只是我對客語也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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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呈現的族群認同較自主性，她們對於客家身份的認同度

並不一致，這決定於她們個人的自由選擇，而呈現多元分歧性，一部份採取族群相互

包容的態度，不希望特意區分；一部份會堅持自己原本的閩南人身份認同，她們的態

度壁壘分明，特別是在調適歷程中發生問題的個案，更是無法產生客家身份的認同，

因而更堅持自己原本的閩南人身份。  

    比較三個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的客家身份認同度，發現個案中閩南婦女的客家認

同與調適歷程會呈現鄉村與都市的區域差別性，客家村的美濃地區個案中的閩南婦女

在困境的調適過程中，都選擇認同自己的客家身份；楊梅地區個案中的閩南婦女也會

在調適過程不斷轉向自己對客家身份的認同。 

    而自由度較高的中壢地區個案，閩南婦女的客家認同則是隨個人意志決定，他們

對自己是否有客家人的身份認同，在態度上呈現比較分歧的狀態，一種是不希望特意

區分族群的態度，一種則是很明確的堅持自己閩南人的身份。而個案 B2 小珍則因為

在竹東客家村調適過程發生困難，於是遷入較開放的中壢地區。 

 

 

 

B6 小婷 中壢 40 問：如果族群認同可以複選，您覺得您是什麼族群的

人？為什麼？ 

答：閩南人。 

問：如果有人說您是客家人，您接不接受？為什麼？ 

答：沒辦法，我不是。 

問：您覺得您既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嗎？為什麼？ 

答：我是閩南人啊！ 

◎我覺得多融入客家文化會比較好，雖然我懂得不多，

但配合家族比較好，我覺得我應該多吸收客家文化。 

◎族群意識淡一點比較好，要有國際觀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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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閩客通婚與族群融合的未來發展樣貌 

 

在受訪個案中，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對客家身份認同程度也是影響族群融合與發

展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個案中，愈傾向於融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愈容易發展

出自我客家族群身份的認同，這些影響了她們對下一代教育是以客家文化或客家族群

為重心，在之前的個案討論中，發現客家村的閩客通婚的閩南女性傾向於被客家文化

所同化，美濃與楊梅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將自我身份認同，為了融入於夫家家庭，而

有所調整與改變。 

而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則是在保有原本閩南族群身份下，再融入客家文化。

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表現出極高度的自主權，無論是選擇客家身份認同或是堅持

原本的閩南認同，她們能夠依自己的觀點來發展族群融合的型態，特別是她們對文化

的接受態度，表現出較多元宏觀的視野，她們覺得不須隱匿自己的閩南身份來配合夫

家，但大部份仍然對客家文化表示接納與學習的態度，同時也認為下一代就應該接受

兩種文化，她們認為多元的接收不同文化是有助於下一代的人際關係與族群融合的。

如中壢地區的個案 B5小兆： 

      

現代人觀念都很 open，沒有什麼包袱。族群融合的貢獻嘛！大概下一代會有影

響，他們會吸收到兩種文化的特色，會比較容易融合，至少我覺得我們給他們

的比較多不同的東西。……我比較希望是多元的，現代的，豐富的，也不一定

要認定客家人或閩南人，我覺得就是做好自己。…… 也許就是讓家庭的組合更

多元更民主吧！我會希望小孩說他們是客家人也是閩南人，讓自己擁有雙重身

份。……我會互相平衡，將兩種文化都保留給下一代，讓他們都去學都去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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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是客家文化，什麼又是閩南文化，讓他們都能接收到多元性的文化內涵，這

樣他們會懂得比別人多。 

     

    由於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具有高度的族群認同自由，因此她們對下一代的教

育也容易呈現文化多元的發展： 

 

不知道有什麼影響，也許就是教育下一代的觀念，讓他們更多元，更懂得欣賞

不同的文化，教他們要學習別人好的，態度要開放，接受不一樣的東西。最重

要的是不要分你我，要一家人的感覺，也不要對立，說別人是不是臺灣人，哪

裡人，我覺得就是教育下一代懂得多樣的接收，臺灣是很多元啊！很多族群啊！

不管哪裡來，大家都要團結，和諧相處，打成一片，我希望給小孩的觀念就是

這樣。(B5小兆) 

 

 不要有分裂的感覺，以我來說，我就是接受臺灣有不同的族群，態度要開放，心

胸要大，有包容力，不是說會說方言，會說台語客語等等，才叫台灣人，所以

我給小孩的觀念很開放，很大就對了，反正就是這樣。(B5小兆)  

 

會啊，我都有讓他們學，客語、閩南語都有，還有我喜歡帶他們去看古厝，認

識祖譜上面的故事。……我想我會強調每個族群的優點，讓他們都瞭解，也都

學習。……我努力融入客家文化，當然也希望我的下一代都能瞭解客家文化與

閩南文化都屬於他們的文化。(B1小融) 

 

    在下一代的族群認同上，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會讓下一代知道他們具有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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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融合，她們持以對等的立場： 

 

「閩南人」或「客家人」我都沒有意見，他們應該都有吧!因為爸爸是客家人，

媽媽是閩南人啊!所以他們才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啊!兩種身份!………我可以

接受客家文化，但是我無法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我覺得對我而言太難

了，我寧可放棄，我覺得我們自己的家庭就是應該要求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

我覺得他們都可以學習，例如去外婆家也可以懂閩南語啊！看布袋戲啊!歌仔戲

啊!也可以學客家歌啊!同時都接受兩種，………我想我會保留自己的閩南人的

文化，但是我不會特別去強調，其實不管是客家文化或是閩南文化，我覺得就

是自然嘛!讓小孩子自然去學習啊!(B2小珍)  

 

    但是在個案中，筆者認為，族群身份認同會因為區域、情境而改變，個案中閩南

婦女對族群認同身份的彈性與變異性都非常大： 

 

如果我們是住在原來那個客家村落，我就會覺得他們是客家人，但是他們如果是

被我父母他們帶大，我就會覺得他們是閩南人，我覺得這個跟從小生長的環境有

很大的關係，生長的環境會決定他們的族群，但是若是我自己帶，我可能不會特

別去說什麼族群，我可能就跟他們講說，我們就是臺灣人啊!臺灣人本來就有閩

南跟客家族群啊!(B2小珍) 

 

    然而不同於中壢都會地區，楊梅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她們對下一代的教育比較

傾向於客家文化傳承與客家人身份認定，下一代的族群認同也大部份以客家族群為

主，她們很可能在調適過程中慢慢隱匿原本閩南的族群身份，來配合客家家庭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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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兩個女兒，她們覺得自己是客家人，我都告訴她們，自己就是客家人，長大

之後，也讓她們知道如何當客家人的媳婦，最後她們都嫁給客家人，不過她們現

在不像我們那個時候，公公婆婆沒要求那麼多，但是她們從小也是這樣辛苦過，

所以嫁給客家人都能適應。……她們從小都在客家村長大，對客家文化都很瞭

解，……我想她們就是接觸客家文化而已，她們對閩南文化不太瞭解。(C1小娟)  

 

 他們是客家人，我會這樣告訴他們，我也很少提到我是閩南人的事，除了會 說

閩南語，不過我也會說客語，大部份他們會覺得我也是客家人，孩子沒有族群

困擾，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就是客家人。……我主要會讓孩子承襲客家文化和美

德，但是也會灌輸他們閩南人的優點。……孩子會以客家文化為主，但我會讓

他們也欣賞或接受閩南文化。我覺得就是要包容力更大，更寬廣的心胸，所以

我想他們會比較有接受和適應不同文化特色的能力。(C3小青) 

 

  會以客家文化為主，他們爸爸會講客語給他們聽，然後翻譯，我先生很努力在

教，公婆也會常常說。……都讓他們去瞭解吧！反正都是臺灣文化，又不一定

要分那麼清楚。 (C2小華) 

 

    從閩客通婚後閩南婦女在調適歷程中的客家認同影響與族群融合的未來發展樣

貌關係上，在客家村的楊梅、美濃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容易在調適歷程中同化於客

家家庭文化，發展出較高度客家身份與文化的認同感，因此他們的下一代也比較傾向

單一的客家文化傳承；而都會的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她們容易發展出多重族群

文化的認同觀，因此他們的下一代則容易發展出融合性的多元族群文化特色。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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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可以大抵歸如下圖：

 

    圖 4-5 閩客通婚後閩南婦女的客家身份認同與族群未來發展樣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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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章結論綜合個案探討中所發現的現象，包括影響個案面對困境的態度與處理方

式、個案閩南婦女的態度與改變，以及其對下一代教育的影響是什麼。若從女性對家

庭教育的影響層面來看未來客家文化的發展，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存在於閩南婦女對

族群文化所持有的態度與看法。 

    從訪談資料的整理，歸納出以下觀點：一、個案所面對困境的態度與處理方式，

會受時代觀念與城鄉差異因素而有不同。二、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在自我改變與調適過

程中，會選擇轉變內在自我心境，或改變外在環境。三、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在改變與

調適過程中容易發展出傾向夫家的族群身份認同，她們的族群身份自我認同容易受情

境影響（如傳統性別差異的觀念容易使女性依夫家為重，這影響了她們對族群身份認

同的態度）。四、個案中閩南婦女在族群身份認同上、客家家庭的融入程度上及對下

一代的教育態度上，發現城市與鄉鎮的個案發展出不同的面貌。以下分別論述之： 

一、個案所面對困境的態度與處理方式，會受時代觀念與城鄉差異因素而有不

同： 

    在第四章個案分析與討論中，首先，在十三個個案當中，都發現她們有共同或不

同的困境，針對個案的困境歸納出下列問題，其中包括：(一)歧視與排斥、(二)刻板

印象、(三)兩性觀念差異、(四)飲食習慣、(五)價值觀念、(六)風俗習慣、(七)語言溝

通。 

    在調適過程中，則發現個案在面對不同困境時，會有不同的面對態度與處理方

式，而她們面對的態度與處理方式，在資料分析上，可以從年齡與區域的差異上來討

論。 

    在十三個個案當中，除了個案 B2 小珍與 B3 小惠之外，其餘個案較能透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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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方式融入於家庭，同時年齡較輕的個案 B2 小珍與 B3 小惠，也比較強調她們

的女性自主權，她們不認為通婚的女性應該全盤的改變自我去配合夫家，亦不用特別

犧牲自我來成全家族的融合，對於兩種族群的融合她們持以平等的態度與立場，這與

其餘個案偏向夫家家族為重心的態度是不同的。 

    另外區域的差異上，鄉鎮地區的美濃與楊梅地區個案，她們考慮改變自己，如學

習語言、客家菜，使自己變成更勤儉的客家婦女，她們較傾向於融入客家社區與客家

家庭的態度，而在中壢地區的個案是比較分歧的，容易隨個人意願與態度來決定，較

感受不到偏向夫家為主的一致性。 

    在語言溝通上，則明顯出現城鄉的差異性，在鄉鎮地區的美濃與楊梅地區個案，

學習客語的動力與意願較強，效果也較好；在中壢地區的個案則因客語溝通影響較

小，使得學習客語的動力與意願較弱，效果不顯著。 

 

二、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在自我改變與調適過程中，會選擇轉變內在自我心境，

或改變外在環境： 

    在研究中發現困境較高的個案中，發展出兩種行為模式，第一種是以自我內在改

變，努力完成調適過程而定居於客家村，她們是較傾向認同自己具有客家人身份的個

案；第二種是無法順利完成調適過程，或是觀念差異太多的情況下，希望獨立發展小

家庭的想法，而離開客家村，因此比較堅持自己原本的閩南人身份。 

    前者所發展出來的是以夫家族群歸屬為重心，以自我改變去配合或融入家庭，因

此經歷內在自我改變，重視與家族的歸屬感；後者則是堅持自我原本的觀念與態度，

在無法配合與融入的情況下，選擇外在環境的改變，也就是搬遷，從客家村遷出，移

入自由度較高的都會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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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在改變與調適過程中容易發展出傾向夫家的族群身份認

同，她們的族群身份自我認同容易受情境影響（如傳統性別差異的觀念容易使女性以

夫家為重，這影響了她們對族群身份認同的態度）： 

    從面對困境的態度到調適過程的轉變，可以發現美濃、楊梅地區與部份中壢地區

的個案中，她們在自我改變的過程中，會慢慢轉向對客家族群身份的認同。在研究中

發現，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在嫁入客家家庭之後會容易改變自己的族群身份，而去融合

在客家的傳統文化、信念、價值、風俗習慣及道德規範，並感覺自己是這個客家群體

的一部份，隨著個人在族群的時間愈久，她們個人的生命歷程的逐漸改變，以趨近或

同化於客家族群。事實上，族群的基礎建立在文化的相似性(在同一個族群的各個成

員中)與文化相異性(介於這個群體和其他群體間)之上，當一群人為自己主張某個族

群身份，且受別人認定具備那種身份時，就可以說這個族群存在著。在任何一個文化

中，一個族群的成員具有一些共同的信念、價值、風俗習慣及道德規範，一個族群可

能具有的各種標記包括了：一個集團的名稱、共同祖先的信念、一種凝聚感，與一塊

特定土地的連結關係，例如故鄉，這是一群體可能擁有或已經失去的地方。族群身份

指的是認同於一個被社會所認定的族群，並感覺自己是這個群體的一部份，人們依附

於某個族群認同，其重要程度的改變，可能反映著許多社會變遷或是個人生命歷程的

改變。(Kottak 2007：100-104) 

    即使在自主性較高的中壢地區，閩南婦女在保有自己閩南族群認同的同時，傾向

於吸收與接納客家文化，她們以多元化或雙重身份的認定，在某程度上達到融合，這

樣的融合過程，發展出較廣大的族群概念(如臺灣人或新臺灣人)，她們往往不喜歡被

界定在狹隘的族群分界裡(如客家人、閩南人、本省人、外省人的區別)，而希望以更

廣義的族群概念來發展，所以她們認為客家與閩南應該是一體的，一家親的概念。唯

獨少數個案沒有發展出自我對客家身份的認同，但是她們並不排斥吸收客家文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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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能是在調適歷程中出現了問題，因而無法突破困境，如語言、個性等等，在這樣

的情況下她們會強烈的堅持自我原本的閩南身份認同，也對下一代強調自己是閩南人

的身份。 

    訪談的結果認為個案的閩南婦女傾向男方的族群認同，她們容易隨情境改變自己

的認同，更直接的說，族群分界並非她們所重視的，家庭的融合才是她們所關切的。

如個案 B6 小婷： 

 

我會為家庭去改變或犧牲一些，我覺得我來改變比較單純也比較簡單，像我就

會改變購物的方式，比較會精打細算啊！飲食習慣也會配合他們弄一些客家菜

啊!融入很重要，家庭和諧比族群差別什麼的更重要。 

 

    個案的閩南婦女依環境情境的需求，容易接納自己為客家人，大部份嫁入客家家

庭的閩南婦女會認為客家與閩南的差異不是很大，除非族群因素影響很大，例如公婆

偏好客家媳婦，或排斥閩南人等特殊因素，不過在族群差異的困境中，有些閩南婦女

會不斷調適自我去突破困境，爭取外界對她的認同，也就是她的客家媳婦身份。以美

濃個案為例，兩位閩南婦女都是以不斷調適自我的方式，克服族群差異所產生的困

境，最後讓外界或婆婆認同她們是理想的客家媳婦。而在楊梅地區的個案，閩南婦女

努力學習語言及客家菜，或讓自己變得跟客家婦女一樣勤奮，她們認為自己一樣可以

取代客家婦女，而且她們往往不特別強調自己的閩南族群身份，希望與客家村的社區

鄰居打成一片，她們甚至認為會說客語、在客家村長期生活、生活習慣和客家文化融

合之後，一樣可以有客家人的族群身份。 

    從閩南婦女的個案中，主觀自我認同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隨著生活情境的需要

與改變，族群邊界的移動決定在不同文化互動下的選擇與詮釋，她們族群身份認同會



 102 

面臨改變與重組的過程。如個案 C1 小娟： 

 

   有幫助(指通婚對族群融合有幫助)，我們家人都互相學習改變啊！會去吸收對

方優點，我的改變應該就是讓自己像一半的客家人，有些情況下，例如和先生

客家親戚在一起，我就當自己是客家人啊!這樣不是比較融合嗎?回到娘家再回

到閩南人啊! 

 

    有些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對於族群包容度較廣，另一方面接受族群通婚的婦女，在

族群的概念上，也傾向更廣義或包容的角度，特別是她們不喜歡被狹隘定義在某某族

群的固定範疇之中，她們希望能擁有更多族群身份的認同或更廣義的詮釋。 

  不過，從傳統觀念中的性別差異，也可以瞭解到女性一般會以婚後的夫家為中

心，所以通婚的情境，很容易改變女性對族群的認同態度，也就是說以女性的角色來

看，她們多半是將自己依附於家庭或家族之中，正所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樣傳

統觀念仍然在部份個案中存在著，因此無論是怎樣的族群，女性在婚姻過程中，她們

對族群認同態度的改變較大的原因就是在「性別」上的差異，因為臺灣地區的男女婚

姻觀，普遍仍然是以男方的家族為中心，所以女性自然會容易發展出傾向夫家的族群

身份認同。故在探討女性對族群的認同態度改變時，我們必須在回到傳統性別觀念來

思考，雖然這是一個講求男女平等的時代，但事實上在研究個案的婚姻過程中，傾向

以男方為中心的個案還是比較多的。 

 

四、個案中閩南婦女在族群身份認同上、客家家庭的融入程度上及對下一代的

教育態度上，發現城市與鄉鎮的個案發展出不同的面貌。 

在個案中，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對客家身份與客家文化認同程度也是影響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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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與發展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愈傾向於融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愈容易發

展出自我客家族群身份的認同，這些影響了她們對下一代的教育，容易以客家文化或

客家族群為重心。而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表現出極高度的自主權，無論什麼族群

的身份認同，她們能夠依自己的觀點來發展族群融合的型態，特別是她們對族群文化

的態度，表現出較多元宏觀的視野，同時也認為下一代就應該接受兩種文化，她們認

為多元的接收不同文化是有助於下一代的人際關係與族群融合的。16

                                                
16在族群多樣性的互動及共存狀態包括了同化(assimilation)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

模式，同化(assimilation)描述的是少數族群可能經歷的變遷過程，藉由同化，這個少數族群採借了

這個主流文化的行為模式與規範，被整合到主流文化之中。而多元文化主義認為在一個區域之內維持

文化多樣性，是一個可以追求的目標，而且是值得鼓勵的，多元文化與同化模型具有鮮明的對立關係，

在同化觀點中，少數族群被期待融入主流之中，並放棄原先自己的傳統；多元文化則是為人類探尋彼

此瞭解與互動的途徑，這並不是建立在相同的性質之上，而是對於多樣性的尊重，多元文化觀點強調

了各族群之間的互動性，它認定每一個族群的貢獻，並且可以從其他族群學到一些東西(科塔克

(Conrand Phillip Kottak) 2007：100-104)。  

但是在此研究的少數族群是指閩南婦女在面對客家村文化的情境而論，在客家村的少數閩南婦女會同

化或融合於客家文化或族群，這是本研究所採用的觀察角度。而且閩南婦女在嫁入客家村之後的同化

可能性是很高的，她們大多會進行自我調適歷程，讓自己更符合客家族群的期待。 

如個案B1 小融： 

 

 族群的融合本來就是要拋棄個人的成見，但是我覺得不是犧牲什麼，我覺得你選

擇一個不同族群的對象，就要學著去欣賞去融入，將自己原有的特質再融入更

好的，這就是貢獻啊！犧牲也許是必要，但是我不用這種想法，我一直抱持著

互相欣賞學習的態度，同時我也覺得家族應該要有包容力，去吸收不同的文化，

有一些新的文化帶來新的觀念。……閩客通婚對族群融合是有很大助益的，因

為透過長期相處的時間，才能真正瞭解彼此的點點滴滴，透過內化，彼此學習，

非常有價值，如果有機會學習我會願意多吸收一些客家文化來教育下一代。 

 

    儘管在中壢地區以發展多元族群文化為特色，但是對某些閩南婦女而言，她們還

是會努力去學習客家文化，使自己的下一代能擁有更多的文化資產，她們給下一代的

觀念是更具融合性的族群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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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真的能把客語學好，應該就會更融入，所以我還是會多聽多學客家語，改

變方面，我就是學到很多的客家文化，這些我以前都不知道的習俗，我覺得能有

這樣的生活學習機會很好呀！婚前我都不太注意客家習俗文化之類的，因為嫁給

客家人，我常常會留意這些。(B4小淑) 

 

我覺得語言流失很可惜，但是現在社會太競爭了，要學的語言很多，英文日文等

等，還要學那麼多鄉土語言，所以學校不是編成課程去教，既然是母語，就是要

自然去學會呀!我鼓勵他(小孩)和老人家相處，和親戚互動，老人家自然的語言

會教他們啊!我會希望這樣的語言學習很自然，是在人群互動中學會的，而不是

透過教學課程，那樣太刻意很死板也很奇怪，語言是自然的，如果以尊敬大自然

的態度來欣賞語言的美，也是很棒啊!(B1小融) 

  

    個案中閩南婦女在嫁入客家家庭之後的困境與調適改變過程影響其在客家家庭

的融合程度與下一代的教育，在田野調查的經驗中，筆者發現了客家村與都會區個案

的困境與調適是具有程度上的差異，以美濃地區與中壢地區的田野調查經驗而言，發

現受訪者可能因區域的差異，所以反應出的結果差異極大，在此極大的差異中，雖然

年齡世代差異也是一種參考指標，不過在本研究的意義上，主要還是發現了地區性所

形成的差異是比較鮮明的，於是後來選擇了介於美濃與中壢之間的楊梅，如果說美濃

是一個傳統的客家村，那麼中壢就是一個現代化的客家都會區，介於傳統的客家村與

現代化的客家都會區的就是楊梅客家村，它比美濃客家村開放，但又不如中壢那麼的

都市化，也因此發現楊梅的閩南婦女的困境與調適狀態，也是比較介於美濃與中壢之

間，它們沒有美濃來的保守，也沒有中壢來的自由開放。比較高度自由的中壢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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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突顯了閩南婦女的自主性與對下一代教育的多元文化觀點，她們傾向尋找一個更

廣大的族群視野來詮釋族群通婚後的融合現象，但以客家文化或閩南文化而言，都可

能面臨式微消弱，但有可能發展出下一代更多元族群的認同觀點。 

而在美濃地區與楊梅地區的閩南婦女會偏向夫家的客家認同，她們會選擇客家族

群認同來融入家族之中，無論是學習語言或其他可能的改變，她們的族群認同會非常

容易轉變，但她們不太強調自己原本的閩南族群，因此主要以融合而同化於家族為重

心。 

此外在中壢地區也發現了一個自竹東遷移的個案，由於竹東也是傳統的客家村，

個案在無法適應客家村的生活時，亦會離開客家村尋求獨立發展，這個使筆者發現當

閩南女性嫁入較傳統的客家村時，個體必須趨向同化的改變歷程，無論是自我調適或

客家族群認同，都會影響其在客家家庭的融合程度。個案如果無法趨向自我改變歷

程，就會期望在都會區尋求多元文化發展的空間。 

而在下一代的族群文化教育中，傳統客家村的美濃地區與楊梅地區的閩客通婚的

下一代會以客家認同為主。如： 

 

我有兩個女兒，她們覺得自己是客家人，我都告訴她們，自己就是客家人，長

大之後，也讓她們知道如何當客家人的媳婦，最後她們都嫁給客家人，不過她

們現在不像我們那個時候，公公婆婆沒要求那麼多，但是她們從小也是這樣辛

苦過，所以嫁給客家人都能適應。(C1 小娟) 

 

然而在中壢地區閩客通婚的下一代，則可能出現雙重族群身份的認同，所以都會

區的閩客通婚下一代的族群認同會比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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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發現我先生的台語竟然說的比客家語好，小孩子抱怨我說，我們到底是客家

人還是閩南人，我說你們是新臺灣人啦!所以我覺得還是保留一些語言文化比較

好。(B5 小兆) 

 

由此可知，閩客通婚的文化在多元發展過程中，正如文化多元主義者主張：「對

於社會上所存在的不同文化群體，應尊重其自主性，包容其差異性，使之並存而不相

悖。因為，每個不同的群體所代表的文化，無論強弱興衰，均有其一定的價值，吾人

如能彼此尊重、相互欣賞乃至學習，則人類文明必可迅速獲得擴展與提升。」 (引自

劉阿榮 2006：18) 

總之，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在自我改變與調適過程中，會選擇轉變內在自我心境，

或改變外在環境，她們的族群身份自我認同容易受情境影響，容易發展出傾向夫家的

族群身份認同，個案中閩南婦女所面對困境的態度與處理方式，受時代觀念與城鄉差

異而有不同，影響她們在族群身份認同上、客家家庭的融入程度上及對下一代的教育

態度上，城市與鄉鎮的個案發展出不同面貌，這些族群通婚所發展出的不同面貌，讓

不同族群有更多深刻的互動，給彼此尊重、欣賞與學習的機會，豐富了社會文化更多

樣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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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大綱 

 
個案編號： 

 
時間： 

地點： 

訪談次：第    次 

 
基本資料： 

問：戀愛或結婚的經過，如何認識與結婚？ 

戀愛或決定結婚時是否有考慮到閩客文化的差異？ 

閩南家庭的想法？   

    客家家庭的想法？ 

    自己的想法？ 

一、生活差異的衝突 

◎您在婚後覺得閩南與客家人最大的差異是什麼？這些對您生活上的有沒有形成困

擾？例如： 

（1）重大節日與祭祀儀式 

（2）風俗禁忌 

（3）飲食習慣 

（4）價值觀念 

（5）對族群的認同 

（6）客家對閩南媳婦的角色觀感 

（7）其他 

請舉例說明： 

 
二、語言的困境 

◎您會客家語嗎？多久學會客家語言？ 

◎不會客家語時，與家人或鄰居相處，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你在家中最常使用哪種語言溝通？（跟先生、跟小孩、跟公婆、娘家等） 

編

號 

個案 地區 年

齡 

婚

齡 

教育 

程度 

職業 與公婆

同住 

小孩

人數 

配偶 

年齡 

配偶 

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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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沒有教您的小孩客語？有沒有教閩南語？為什麼？小孩的語言能 

力如何？ 

◎您對客家話或閩南話流失的問題的看法為何？ 

 
三、族群衝突 

◎閩南家庭生活與客家家庭生活的差異為何？能否適應？ 

◎您認為客家人的性格跟原本自己閩南人的性格差異為何？有沒有難以接受的地

方？客家人的性格優缺點？閩南人的性格優缺點？ 

◎有被說過「河洛嬤」嗎？能接受嗎？你的感受是什麼？ 

◎會覺得客家人有客家人一定要娶客家人的觀念嘛？(會感受到客家人的排外嗎？) 

客家家族對於娶了閩南人的看法為何？您認為客家人對閩南媳婦的看法是？ 

◎是否曾經因為族群意識與家人發生衝突，請說明舉例，您如何處理？ 

◎家人相處問題有哪些？是否曾經與家人發生衝突？如婆媳相處，您遇到了哪些問

題？最無法適應的問題為何？有覺得委屈的地方嗎？舉例說明。具體說明。 

◎內心是否曾發生族群認同的問題？認同自己是客家媳婦嗎？您認為當客家媳婦和

當閩南媳婦的差異是在哪裡？如何才能成為標準的客家婦女或媳婦，依您的觀點與

看法？ 

◎如果族群認同可以複選，您覺得您是什麼族群的人？為什麼？ 

◎如果有人說您是客家人，您接不接受？為什麼？ 

 
四、改變和調適歷程? 

◎您覺得自己嫁到客家家庭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關於前面所提到的不適應狀況如何調整？適應？多久後您覺得真正適應並融入客

家家庭? 

◎家人相處如何調適？多久後才適應婆媳關係？ 

◎您覺得嫁入客家家庭到現在最難調適的部份？您如何克服？ 

◎請說明您改變和調適歷程？   

 
五、決擇 

◎如果族群認同可以複選，您覺得您是什麼族群的人？為什麼？ 

◎如果有人說您是客家人，您接不接受？為什麼？ 

◎您覺得您既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嗎？為什麼？ 

◎您是否跟小孩講過「我們閩南人」或「我們客家人」這樣的話？什麼樣 

的情況？ 

◎您覺得自己應該完全接受客家文化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還是保留自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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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閩南人的特質，讓家人來瞭解閩南文化？ 

◎進入客家家庭之後，接受了兩種不同性格與文化的家庭，你希望是完全融入客家文

化？還是保留自己的閩南文化給下一代？ 

◎客家婦女一直有很鮮明的性格？您覺得呢？您認為有哪些性格？您會希望自己具

有客家婦女傳統的性格嗎？還是你喜歡原本閩南婦女的性格？ 

◎您覺得閩客通婚對族群融合是否有助益？對於閩客通婚，以您這樣一個身份，是否

因為閩客通婚而經過一些內在改變的歷程？請分享您對這樣改變的看法為何？ 

◎您會為家庭的融合，族群的融合而犧牲嗎？你覺得自己是犧牲而成全家庭和諧，還

是你改變的家庭成員的觀念來與你配合？你犧牲了什麼或改變了什麼？你為什麼

做這樣的決定呢？您會認為自己的犧牲，對自己、對族群的融合有貢獻嗎?還是您

有其他看法？ 

 
六、影響 

◎您認為閩客通婚下，您的小孩是什麼族群的人？如果孩子問您，他自己是哪一個族

群，你會如何回應？他們的反應如何？ 

◎您現在婚後對閩南與客家的族群概念與婚前有沒有差別？ 

◎您讓下一代如何認識自己的族群文化？只認識客家文化？或是閩客都有？您的做

法是？ 

◎您教育下一代時，會強調客家文化嗎？還是強調閩南文化？或是淡化族群意識？您

對此的想法是？ 

◎你覺得自己有影響原本的客家家庭的嗎？你影響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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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93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成果發表 

單位(萬人) 總計(萬人) 
多重認定為客家人

(萬人) 

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數 

百分比(%) 

臺閩地區 2,261.6 441.2 19.5 

高雄縣 123.7 24.3 19.6 

路竹鄉 5.4 0.5 8.9 

桃源鄉 0.5 0.1 10.3 

燕巢鄉 3.2 0.4 11.8 

茂林鄉 0.2 0.0 12.1 

梓官鄉 3.9 0.5 12.9 

永安鄉 1.4 0.2 13.0 

鳳山市 32.9 4.4 13.5 

湖內鄉 2.8 0.4 14.0 

岡山鎮 9.5 1.3 14.2 

橋頭鄉 3.7 0.5 14.5 

田寮鄉 0.9 0.1 15.2 

彌陀鄉 2.1 0.3 15.4 

大樹鄉 4.6 0.7 15.5 

鳥松鄉 4.0 0.7 18.2 

內門鄉 1.7 0.3 18.2 

大寮鄉 11.4 2.2 19.6 

茄萣鄉 3.3 0.6 19.6 

大社鄉 3.2 0.7 20.1 

甲仙鄉 0.9 0.2 20.5 

仁武鄉 5.8 1.2 20.6 

旗山鎮 4.3 0.9 20.7 

阿蓮鄉 3.1 0.7 20.9 

林園鄉 7.1 1.7 23.4 

六龜鄉 1.6 0.5 32.7 

三民鄉 0.3 0.1 35.8 

杉林鄉 1.2 0.7 61.6 

美濃鎮 4.6 4.2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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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萬人)      總計(萬人)  
   多重認定為客家人 

        (萬人)  

    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數 

         百分比(%)  

臺閩地區  2,261.6 441.2             19.5 

桃園縣  182.7 73.3 40.1 

 蘆竹鄉  11.4 1.6 14.2 

 復興鄉  1.1 0.2 17.4 

 八德市  16.9 3.1 18.1 

 大園鄉  7.9 1.6 20.9 

 桃園市  36.0 7.7 21.4 

 大溪鎮  8.5 2.2 26.5 

 龜山鄉  12.0 3.5 29.2 

 平鎮市  19.9 11.1 55.9 

 中壢市  34.0 19.3 56.8 

 龍潭鄉  11.0 6.4 57.9 

 觀音鄉  5.6 3.2 58.0 

 楊梅鎮  13.5 9.1 67.5 

 新屋鄉  5.0 4.1 83.4 

 
     93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成果發表 

     研究主辦單位：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研究受託單位：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主持人：楊文山教授 

     (資料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