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客通婚—賽夏族女性在客家家庭的生活

簡介
受訪者趙虹瑛女士為賽夏族女性，家中共有

十一個兄弟姊妹，部落位於新竹縣五峰鄉，緊臨

泰雅族部落，與泰雅族多有接觸、交流。

1.家庭背景：部落工作機會少，以換工、以物易

物的經濟模式，經濟狀況不佳，從懂事開始便

幫忙家裡的農作，在十六歲時因為需要幫忙家

計到平地工作。

2.家庭教育：爸媽都認為雖說生活艱苦，但該知

道的知識也一定要學，所以家中的十一個孩子

都有念到小學畢業。

3.宗教方面：母親是天主教，父親受到漢人影響

信奉道教並非部落傳統信仰，故受訪者從小到

大也是信奉道教，與客家人並無太大差異。

小學畢業後在家裡幫忙務農，因為部落裡沒有其他工作機會

只好到平地工作，十六歲時到了竹北台元紡織廠工作，離開

部落後常會受到一些歧視言語的對待，被稱呼「番媽」、「

番人」等不尊重的稱呼，心裡其實不太舒服但聽久也習慣了

。在十七歲時遇到攜手四十餘年的丈夫，相互陪伴了三年，在

二十歲時步入婚姻，且在不久後就生下了第一個孩子。

婚姻
決定要結婚時受到了雙方父母

的反對，受訪者的母親認為兩個族
群之間許多的文化信仰習俗習慣都
不太相同，害怕女兒不適應持反對
的立場，而父親則是因為自己的妹
妹也嫁給客家人，認為兩個族群結
婚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婆婆對於
原住民也有刻板印象，認為原住民
常不務正業、愛喝酒，生活方式有
很大的不同也反對兩個族群通婚，
但在雙方的堅持之下兩人還是結婚
了。

婚後的生活經濟雖然也不太寬
裕，但在丈夫、婆婆的照顧之下過
得很幸福，在教育孩子方面兩人因
為丈夫工作性質早出晚歸，在孩子
的教養上未出現太大的狀況。本來
雙方父母反對結婚的原因，在婚後
都沒有出現，彼此的相處和諧，宗
教生活習慣上都很相近，沒有什麼
太大的衝突出現。

婆媳關係
在婆媳相處上十分融洽，雖

說婆婆在剛開始對受訪者有刻板
印象，但開始相處之後慢慢了解
受訪者也把受訪者當成女兒真心
疼愛。兩人雖然在語言溝通不通
（婆婆只會說客家話，而受訪者
只會說國語），但靠著比手畫腳
、別人幫忙翻譯溝通，也能夠互
動。隨著時間受訪者慢慢學會了
客家話，也能夠和其他親戚一起
聊天，大家相處融洽。

族群認同
隨著嫁入客家庄的時間漸漸變

長，慢慢覺得自己比較像是客家人
，但對於自身是原住民受訪者從沒
忘過，雖說嫁入客家庄四十餘年，
但還是會說泰雅族語（因為部落鄰
近泰雅族，故語言溝通都是使用泰
雅族語，並非賽夏族語）。在兩人
的孩子都比較認為自己像是客家人，
因為生活地點是客家庄的關係，故
對於自己是客家人的身分稍稍強過
原住民的身分，但對於自己是原住
民的身分並不抗拒、排斥，時常會
到部落裡探訪母親的親戚，對於部
落的情感也很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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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上趙虹瑛女士嫁入客家家庭後的生活，我們以下列幾個概略的面向

來探討趙虹瑛女士歷經的族群認同以及不同組群間互動的課題：

雙方交流

有人說結婚不是

兩個人的事，而是兩

個家族的事。在建立

婚姻關係前的第一步

就是要獲得雙方父母

親的認可，兩個來自

完全不同族群的家庭，

在一開始當然彼此都

會有一些小小的反對

聲浪，受訪者的媽媽

認為要嫁入一個文化

習俗不同的家庭會很

辛苦，但是受訪者的

爸爸則是認為只要兩

個人相愛就好，因為

她有三個姑姑也是嫁

給客家人，所以爸爸

認為族群的不同並不

是建立婚姻關係的問

題之一。

宗教面向

受訪者的原生部落

是個充滿多元文化的聚

落，賽夏族最初以多神

信仰為主，但是在經過

長時間的歷史洗禮之後，

受訪者的原生部落幾本

上以天主教信仰為根本，

但是部落裡大部分的家

庭卻也有著拿香拜拜的

傳統。本以為賽夏族與

客家人的宗教應該是不

太相同的，可是受訪者

說原生家庭與夫家的家

庭宗教信仰是一樣的，

同樣信奉道教，拿香祭

祀祖先及神明。因此在

宗教面向上，受訪者在

進入現在的這個家庭後

，並沒有遇到太大的問

題。

人際交流

當建立婚姻關係後，

勢必會面對到與雙方親朋

好友人際關係的互動，而

當受訪者進入婚姻家庭後，

她所要面對的可能不只是

婆媳問題，還有與親戚間

的相處。受訪者的婆婆，

對於這位來自不同族群的

媳婦，她並沒有抱持著異

樣的眼光來對待她，儘管

兩人一開始無法以語言溝

通交流，但是婆婆還是很

有耐心的以比手畫腳的方

式來表達她想說的話，我

們認為這樣的一個關係建

立，也是族群間能夠成功

交流的指標，因為雙方都

能夠選擇共同的溝通方式，

進而建立良好的交流模式。

與親戚之間的相處，雖然

一開始也存在著語言的隔

閡，但是在受訪者苦力學

習客語，以及婆婆居中潤

飾協調之下，彼此之間的

相處也才漸漸地更加親密。

語言溝通

當兩個不同族群間相處時，

首先會面對到的問題便是語言交

流的過程，從古至今，許多歷史

間族群紛爭的開始便是始於語言

不同而產生的誤解。想當然爾，

要組成一個家庭，語言勢必也是

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受訪者壽

小學教育，對於國語有一定的基

礎認知，但是在部落生活時還是

多以母語為主，有趣的是，受訪

者的原生部落多以使用泰雅族語

為主，僅有少數祖父母輩的長輩

會使用賽夏族語，而多使用泰雅

族語也僅知因為與泰雅族部落鄰

近，並無法確實求證為何會使用

泰雅族語。受訪者進入婚姻家庭

後，家中成員轉變為多以使用客

家語為主，這樣的轉變當然使得

受訪者無法一時適應，但是經過

受訪者努力不懈的精神後，語言

溝通也不再是這個婚姻關係中的

阻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受

訪者現居的芎林鄉中坑村中，仍

有十幾戶鄰居是原住民同鄉，因

此在與鄰居閒話家常時，仍多以

使用母語為主，這也是受訪者至

今不會忘記如何使用母語的最主

要原因之一。

自我認同
對於受訪者自我的認同，

我們可以先稍微就以下的圖來
解釋說明，我們可以發現在中
間「生物婚姻」那一塊是被包
含在主觀論跟客觀特徵論，也
就是說生物婚姻是一個有可能
改變一個人對於自己族群認同
的契機點。再回到受訪者本身
來看，受訪者最初能夠認知到
在建立婚姻前，雙方族群的文
化習俗、生物婚姻不同，但是
在經過生物婚姻這個條件，緊
接著有了心理認同、態度接受，
以及行為接受這些條件之後，
使得受訪者的自我認同有了些
許的改變，由原本的原住民身
分角色轉變到逐漸認可自己是
客家族群的一份子，當然在內
心的身理本質還是無法完全脫
離原住民的身分，但是在這個
本質的架構下，卻能夠擁有著
不同族群身分的認同，而這也
是做這份研究最有價值意義的
地方。現今的社會，資訊交通
的革新，使得社會擁有多元包
容的能力，人們也不再拘泥於
擁護族群內婚的現象，反而更
能接受多元文化所形成的多采
社會形式。

與趙虹瑛女士於訪談時之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