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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報告

這次的法鼓講座很特別，被一開始MV影片-⌈媽媽早安⌋感動到，原來生活在台

灣的新住民是多麼不容易，不管是工作，或結婚，年紀輕輕的便離家背景來台灣，不

但要克服陌生的環境、說不輪轉的語言，還要跟另一半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外出工

作、教育下一代，看不懂、聽不懂全都是新住民需面對的問題。夏教授當初因寫論文

的關係間接種下了與這些新移民交流的因緣、善根，就牽聯擴展 20幾年。現在所看到

的成就，全是先前不斷的挫敗再不斷成長。

想當初這些新移民是如何被汙名化，外籍新娘、假結婚真賣淫，社會問題的製

造者，浪費社會福利資源等等的標籤，然而都沒有人去關心，這些新移民相對幫了台

灣很多黑暗面的問題，如 : 後代子孫香火傳承、長者照顧、基層勞力，農業耕種，若

沒有這些新移民台灣可能會有嚴重的斷層，社會亂象....等等問題。夏教授於1995年高

雄美在濃開始成立中文識字班，一步一腳印不急不緩慢慢耕耘，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已變成他們的常態。夏教授採取以一位從旁輔助者的態度讓這些新住民能全程的參

與、有投入感，讓她們帶著孩子來上課，孩子從小也參與母親的學習心路歷程，利用

家庭訪問更了解姊妹們的生活，需要什麼幫助，要如何改進，再進一步地讓識字班變

得活潑，促進更多討論，也讓民眾戲劇的融入學習行列，這些新移民女性南洋姊妹以

簡單而有力的戲劇訴求具汙名化和平等對待。時間使南洋台灣姐妹會開始慢慢成長與

茁壯，角色的轉換，如今她們開始可以傳授他們的文化，中文班-培養更多東南亞文化

種子師資，南洋姊妹們教授母國語言，南洋姊妹餐桌上的家鄉美食...等等，它們已經

又跨出屬於自己的一步。

現在整個南洋台灣姐妹會歷程培力方法，不但具有實用需求、改造需求、擴大

參與各項社會活動，還能進而能盡一己之力幫助弱勢群體，回饋社會大眾。現在新移

民不單單是台灣的問題，也是全球的議題，大家應該有共識 : 整個地球都是一家人。

你的鄰居可能有新移民住戶，你的親朋好友也可能是別的國家的新移民，不要以為事

不關己，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共業，不管是誰我們都需要 turning you to be you 訓練你

成為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