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機
來新竹念書後同學間皆說中文或閩南語，在新竹市也較少接觸到客家族群，因而對客家風情有興趣，因此選擇新竹

北部湖口鄉作為訪查的地點。在探訪完湖口老街後，中午進入一家客家餐廳，店內充滿客語和中文夾雜的交談聲，十分
熱鬧。當時來幫我們點餐的小姐卻有著特別的口音，讓我們感到好奇，進一步的詢問與聊天後，發現了她精彩的生命故
事。

採訪對象
本次採訪對象為湖口老街「清香飲食店」來自中國四川重慶市的老闆娘楊明紅小姐。清香飲食店是湖口老街上老字

號的客家菜餐廳，擁有高知名度與人氣，每到用餐時間總是座無虛席。

湖口老街歷史沿革

新竹縣湖口鄉位於湖口台地西部，湖口台地上溪流與埤塘遍布，是早期重
要的稻米生產區。而湖口鄉位處丘陵和台地的交接，是竹塹城居民北上的交通
要道，現今仍為桃竹苗地區南北交通重鎮，許多主要幹道也通過此地，也因此
造就其豐富多元的族群文化。湖口舊稱「大湖口」或「大窩口」，原是平埔族
竹塹社的屯墾地。也因為竹塹地區客家人擅長於山窩建立灌溉系統，逐漸發展
成聚落，於是產生「湖」、「窩」混用的情況。

清代乾隆時期開始有漢人進入湖口開墾，其中以廣東省陸豐縣客家人佔的
比例最多，故當地通行的客語為海陸腔。由於位處山地和平地交界，也漸漸發
展成貨物的集散地。光緒年間，劉銘傳所鋪設的鐵路延伸經當時的大湖口，火
車站就設在老湖口地區，街頭、橫街、新街（今日的湖口老街），均因車站而
繁榮起來，使得老湖口很快便成為當地的政經文教中心。然而，在昭和四年，
日本人認為楊梅到湖口間路段坡度過陡，且地基不穩，因此將鐵路路線改為從
楊梅以西丘地，經伯公岡(今富岡)到下北勢的新站。人潮漸漸流向新湖口，老
湖口的地位漸被取代。但也因此老街的風貌被完整的保留了下來，讓我們有機
會一窺當時風采。

族群組成

客家人
根據「客委會99年至100年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中推估符合《客家基本法》
中客家人定義的民眾約有419.7萬人，占全國民眾的18.0%。新竹縣為全台灣客家人口
最多的縣市，客家人口比例高達71.6 %(約為36.7萬多人)。其中，湖口鄉就佔了約5.6萬
人，全鄉約75.4%的人是客家人，目前應持續成長中。

原住民 湖口鄉的原住民人口比例也是新竹縣偏高的，僅次於尖石鄉和竹東鄉。根據104年最新
的資料顯示，山地、平地原住民人口總數為1202人，佔全鄉約1.5%。由於清朝開放開
墾，平埔族道卡斯族已和漢人通婚、同化因而消失了。所以按照原住民族群分布區位推
估，這邊的原住民應是賽夏族或泰雅族居多。

新住民
隨著時代變遷，台灣新住民的人數也日趨增加，又以外籍配偶所占多數。新竹縣外籍配
偶約有1.2萬人，其中中國籍的就有約6600人左右。



採訪內文

經歷
我來自中國四川重慶市，高中畢業後就到台商公司擔任秘書、會計

的工作，認識了當時是台商的老公。我們是自由戀愛，我的父母也都認
識我老公很久了，所以那時候要嫁來台灣雖然很遠但其實我父母很放心，
覺得嫁到好的老公有好的依靠。

19歲戀愛、23歲結婚，然後就跟著老公回來台灣接手婆婆的餐廳。
我算是很幸福的，婆婆打下了很好的底，所以回來接手沒有什麼問題，
老公又是廚師，我根本不需要煮飯，在店裡面就是發揮我的所長，幫忙
處理帳務和其他的事情就可以了。公公婆婆都很體諒我，我嫁來18年了，
都不曾在台灣過年，每年過年都是和老公小孩在重慶和我的家人過，對
我的小孩來說，坐飛機是很稀鬆平常的事，他們10幾歲的時候就能夠自
己搭飛機回重慶過寒暑假。

飲食及信仰差異
四川那邊都是吃辣的比較多，但是我本身的飲食習慣就比較沒吃那

麼辣，來台灣之後都吃我們店裡自己煮的菜，都是很真材實料的東西，
也沒有什麼適不適應的問題，像是我們店裡的豬腳就很好吃，我去吃外
面的還會覺得不習慣呢。以前在重慶的時候是沒有宗教信仰的，嫁來台
灣之後會幫忙準備拜拜的東西、跟著一起拜拜，但是我還是沒有所謂的
宗教信仰，只是跟著一起拜拜而已。

家庭相處
我的公公婆婆都是客家人，從他們每年都讓我回重慶過年就知道他

們其實很開明也很體諒我，平常我也是很努力工作，他們都有看在眼裡，
我覺得人是互相的，你努力工作就會獲得應有的回報。我的公公婆婆會
用客家話跟我說一些觀念或要注意的事情，我嫁來這麼久了也聽得懂他
們在講什麼，也會講一些客家話，但是主要還是用國語回答他們，老人
家是有他們的智慧的，我覺得可以從他們的話裡得到一些啟發。

子女教育
我的孩子從小就知道我是大陸人，我都教導他們別人如果問不需要

去逃避這個事實，也沒有必要，就自然回答媽媽是大陸人沒有關係。我
覺得給小孩子的教養態度要很正面積極，不要讓他們因為媽媽是外籍配
偶而感到沒自信。不過因為我們是做餐廳生意的，所以小孩在假日的時
候要來店裡幫忙端菜，但是寒暑假我都會安排他們出國去玩。

休閒&人際活動
我本身興趣很多，是一個比較開朗外向的人，會去做一

些運動、跳舞、打毛線、縫十字繡等等的活動，我不會去跟
別人聊八卦什麼的。現在我大陸的朋友比較少，台灣的比較
多，左右鄰居也都是好朋友。印尼越南來的根本語言不通，
所以沒有特別花時間去接觸。每個人的生活環境都不一樣，
那些嫁到台灣來的很多像印尼越南的她們的老公的經濟條件
很多都不會說非常好，每個人的家庭環境是不一樣的，能像
我這樣這麼幸運的也不是很多。我的朋友都是很正面的朋友，
因為我們這個年紀朋友是選擇性的，正面的朋友多交往，負
面的朋友少接觸。不過現在網路很方便，我會用微信跟自己
的國高中同學聊一聊。

我不會因為自己嫁得好就介紹四川那邊的同學或朋友也
嫁來台灣，畢竟這是責任的問題，我不會去做這種事情，太
麻煩了。我會區分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就算是有朋友特別
拜託，也不會答應。知人知面不知心，這種責任太大了。

人生觀
我覺得是我們要用正面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整個環境，

而不是怨天尤人或是抱怨這個不好那個不好。很多人都會問
我適不適應台灣生活的問題，我都會說能像我這樣這麼幸運、
幸福的人真的很少，而且我每天都用正面的態度去過生活，
所以其實不會有什麼不適應的問題，因為我是個會去順應環
境變化而調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