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徐樺姿 

父親是新竹客家人，母親是印尼客家華僑。「我媽媽來自印尼！」為說出這句話，徐樺姿

花了廿年。身為新住民二代，她從小對母系血緣難以啟齒；直到大學終於跨越心中高牆，

挺起胸膛走遍全台尋找和她一樣的新二代，告訴他們「別害怕，大聲說出我是新台灣之子。」 

 

    我是到大學才漸漸跟朋友分享我的媽媽是印尼人，這是我從來都不敢跟朋友提起的事

情。在我跟朋友說出這件埋藏在我心中 20 年的事之後，我才知道每個人都有一些自己才能

夠體會的故事。 

    我有一個朋友，有一天我跟她說，其實我有一個從來都不敢跟人家說的事，那就是我

媽媽是印尼人，我對這個身分感到很排斥，所以小時候有一點自卑，過得有點畏畏縮縮。

她就說，她也有一個從來都不敢跟別人講的事情，那就是她現在的爸爸是繼父。繼父對她

很好，可是繼父的家人時常會把她當外人。我另外還有一個朋友，我跟她分享我的祕密，

她也跟我說她從來都不敢告訴別人，媽媽是在市場做生意的，她的想法就認為在市場工作

就是比較差，所以不敢跟同學講。 

    這些跟朋友彼此分享的祕密，讓我發現原來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讓人比較自卑而

不敢說的事情，可能因為身材，可能因為家庭職業，或可能是家人關係，而不敢說出口。

我則是因為媽媽的身分。現在我覺得，當我們把這些事情想開，其實反而更放鬆、更快樂。

人生有些機緣，會讓你學會放開自己。 

    在我國小、國中、高中的每個學期初，都會有老師會問同學：「有沒有誰的媽媽是外

籍配偶？」國小三、四年級時，我記得我舉手過一次，結果班導師把我叫去，說學校有辦

輔導課，可以讓外籍媽媽去上中文。我記得那時還有一個同學跟我一起舉手，等到五年級

時，老師又再問一次，可是那個同學已經不舉手了，我也就不敢舉手。後來漸漸的，我發

現有幾個同學也是，可是他們都不敢承認，我也一樣，因為有時在班上，別人言語間好像

多少有點排斥我媽媽的國家，就像現在我有同學身材比較魁梧，同學就笑他：「你這樣娶

不到老婆。」就有人開玩笑說：「沒關係啊，你可以去越南花錢娶一個，才四、五萬。」

他們可能是開玩笑，可是在我們心裡聽起來不舒服，雖然我們也知道爸爸媽媽結婚的方式，

是爸爸到印尼去認識媽媽，再花一筆錢把媽媽娶回家，可是當聽到同學用買賣的字眼在講

我們，心裡並不好受。 

   我後來敞開心胸的過程，最主要是參加大學的山野社，爬了大大小小的山，也經歷很多

身體的磨難，每次爬完一座山，累到都說下次不爬了，可是不知為什麼，爬山真的有種魔

力，讓你想要繼續爬下一座，看不同的風景。我參加這些活動後，覺得「人命就一條」，

因為我親眼看到有些同學差一點失足掉下山。真的，人不就一條命？為什麼要活得不快樂？

為什麼要因為媽媽的身分每天提心吊膽畏畏縮縮怕別人發現？身體的苦都過得去，何苦過

不去心裡自己造的那座牆？  

    我媽媽一直以來都把錢省下來給我們讀書，捨不得花錢回去看家人，這是住在同一個

國家的親人體會不到的心情，對新住民來講，跟老公吵架心情不好，也不能回娘家，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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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的事。回娘家的前四天，又碰到我阿公住院，二姑姑跟我媽媽說：「你們不要回去，

你是媳婦，要留下來照顧阿公」，那時我媽媽很難過，機票都買好了，行李都準備了，姑

姑冒出這樣一句話，讓她百般為難，阿公的情況又真的不太好，後來還好找了臨時看護，

暫時解決了這件事情。 

    到了印尼機場，阿姨來接機，我媽媽一看到，就完全把我們拋下，不顧一切立刻飛奔

過去，抱著阿姨崩潰大哭，因為她們太久沒見了。那時我想，如果我離開親人好幾年，我

一定也會這樣，有時心情不順，沒有依靠，沒有避風港可以獲得安慰，想想我的媽媽，真

的是這樣。 

    有一天下雨，我看到外婆跟媽媽搭著肩走在前面，默默的，我就開始掉淚。如果我 10

年才可以看到媽媽一次，我該有多難過？像我每次回高雄讀書，我媽媽只是載我去火車站，

她就會掉淚，她是這麼感性的人，我難以想像她 10 年才見一次外婆，心裡一定非常難熬。

每天晚上的親子時光，媽媽、外婆跟我，睡在同一張床上，一起聊天。我媽媽一個人來台

灣這麼的累，她也很認真、很努力，想要當一個台灣好媳婦，我怎麼會這麼排斥她？心理

的愧疚感開始無限放大。20 年前，媽媽她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適應生活，為什麼

要因為身分不受接納？我在家裡，一直不敢讓媽媽知道我在外面是排斥這個身分的，我心

裡很愛她，可是以前真的無法接受，那個當下，我就覺得自己很壞。 

    後來，為了新住民媽媽，與跟我一樣的新住民第二代，我開始執行圓夢計畫「心捧馨」。

這個計畫預計要在台灣尋找 101 個新台灣之子，並且用媽媽的母語跟媽媽說我愛妳。最後

我找到 105 個小朋友。我會設計這個計畫，是希望我們不要管外界怎麼看待我們，至少小

朋友自己的心態要去關愛我們最愛的媽媽，不管小朋友會不會講媽媽的母語，但「媽媽我

愛妳」這句話很重要，媽媽聽到應該也會很滿足。每次我聽到小朋友對媽媽開口說愛妳，

我心裡就覺得「哇～媽媽一定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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