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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統計資料顯示，當今全球至少有一千萬名無國籍者。無國籍

者因不具備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身分，導致在醫療、教育等方面均難得到最基本的人權保障。

同時由於受到居住地法律制度的框限，使得無國籍者常常感受到在就業、工作上的不便，以及

被當地社會排斥的失落感。

對於擁有某國籍的人們來說，「無國籍」似乎是個陌生的名詞。有時因誤解的緣故，還會

對無國籍者給予污名化，將之等同於犯罪者來看待。其實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與無國籍者相關

的難民、移工等議題，正越來越受世人所關注。

陳天璽女士所撰寫的《無國籍：我，和那些被國家遺忘的人們》，是一本瞭解無國籍者生

活所遭境遇的入門書。本書前半部除了記述她曾擁有三十多年無國籍身分的生活史之外，也夾

敘她身分認同轉變的心路歷程；後半部則介紹其他無國籍者被法律剝奪權利、遭社會排斥融入

的實例，還有她具體關懷無國籍者的行動實錄。讀者可從本書真切實際的內容描述，看到國籍

制度帶給無國籍者的種種壓力與影響。

* 本書簡介

一、〈序言〉

本書作者在序言裡，先用一件發生在她 21歲時，因自己「無國籍」身分，而遭中華民國和

日本先後拒絕入境的往事，來說明她思索自己國籍歸屬的開端。過程大致是她雖因父母均屬中

華民國國民之故，而擁有中華民國的護照，但出生、居住均在日本，所以沒有入籍中華民國，

且因未先申請入臺簽證，因此被拒絕入境；而當作者以具日本永久居住資格申請入境日本時，

卻因「再入國許可書」過期之故，而被拒絕入境，所幸後來透過繳費補辦的方式才得以進入日

本。

自由譯者│芥菜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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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章 中華街的拉拉〉

作者在本章記述她於 1971年出生於日本橫濱的中華街，父母均為由臺灣前赴日本定居生活

的華僑。「拉拉」，是由作者於襁褓中受洗教名「克拉拉」的簡稱而來。

由於 1972年日本與中共建交，遂斷絕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也不再承認中華民國國籍的

合法性。對於這種外交變故，當時居住在日本的華僑或是選擇歸化成為日本人，或是選擇變更

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然而作者的父親因為有對日抗戰的痛苦記憶，又與中共在意識型

態上有所差異，所以決定全家人既不歸化日本國籍，也不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而是選擇

成為「無國籍」，這也為作者一家人往後的生活帶來重大的影響。

三、〈第二章 生存於日本與中國的夾縫之中〉

作者在本章提及她小學就讀於橫濱華僑學校時，因教育緣故深信自己是中華民國的一員。

但在偶然的情況下，她從圖書館裡看到中日戰爭的史料集，內容刊載許多戰爭中血淋淋的照片。

她幼小的心靈無法明白為何身為中華民國人，卻要生活在曾經與中華民國為敵的日本。中日兩

國過往彼此仇恨的歷史，帶給她情感認同上的衝擊。

四、〈第三章 無法融入日本社會〉

作者在本章描述她小學畢業後直升華僑學校國中部的歷程，嗣後之所以選擇進入日本的高

中就讀，是為了將來能直接參加日本大學入學考試的緣故。她在日本高中就讀時，因無法融入

同儕之間交往的小圈圈文化，遂油然而生不見容於日本社會的感覺。

五、〈第四章 渴望飛向世界〉

作者在本章介紹她進入日本筑波大學就讀後，藉由申請到沒有國籍資格限制的獎學金，前

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遊學，因而視野大開的經歷。在那次的遊學過程中，她遇到也和她

同有著「非日本人，卻長期生活在日本」所生情感認同困擾的外國友人，讓她覺得有必要加以

研究「認同」這個問題。因此她開始接觸「跨文化教育」的課程、閱讀有關「認同」的文獻，

甚至還訪談在日華僑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後來因考慮到「無國籍人」在日本社會求職會遭受歧

視的緣故，她選擇繼續升學研究所，暫時避開「在日本就業不易」的這個棘手問題。

六、〈第五章 香港及美國的研究之路〉

作者在本章先簡述了她進入研究所就讀後，前往香港中文大學做學術研究的經歷。由於在

日本生活多年的緣故，讓她的行為舉止活脫像個日本人。因此她發現自己被香港同學或朋友定

位成「日本來的人」，而非中國人。透過他人對作者身分的看法，作者也逐漸形成自己是身分

上的中國人，但人格卻由日本文化塑造而成的認同感。

之後作者又前往美國哈佛大學做博士論文研究，期間接觸了針對難民、移居者給予支援的

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因為體會到以無國籍身分要申請加

入國際 NGO會有所限制，作者開始認真思考取得日本國籍這件事。只是後來作者下定決心去

政府機關申請歸化取得日本國籍時，卻受到行政人員予以言語羞辱，讓她一氣之下暫時放棄申

請歸化。但她也打定主意，要著手研究日本政府如何處理對待無國籍人士，這個與她切身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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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

七、〈第六章 無國籍的宿命〉

作者在本章描述了她對在日本的無國籍人士進行訪談研究後，所獲得的成果。其中，「美

亞人」（指沖繩美軍基地的男性美軍與當地日本女性所生的孩子）因涉及到血統主義的國籍認

定問題，而被迫成為無國籍孤兒。所幸經由有識之士的奔走呼籲，日本國會才修正《國籍法》，

使只要是日本女性所生下的子女，皆可取得日本國籍，從而解決了「美亞人」之前因無國籍身

分所衍生的種種問題。

八、〈第七章 私生子的國籍〉

作者於本章介紹在法律上沒有婚姻關係的日本籍父親與外國籍母親所生的子女，即「私生

子」的國籍問題。從日本的統計資料來看，日本男性與菲律賓女性移工非婚生子的比率甚高，

這種結合所生的子女被稱為「Japanese-Filipino Children」（簡稱 JFC）。作者前往菲律賓首府

馬尼拉採訪 JFC及其母親，瞭解到 JFC的母親因各種的困難，只好離開日本回到馬尼拉，而她

們所帶回的孩子幾乎均取得菲律賓國籍。JFC取得父親所屬日本國籍的機率甚低，甚至連見日

本生父一面都顯有困難，他們是日本國籍政策下被犧牲的無辜者。

九、〈第八章 申請歸化〉

作者在本章提到她想繼續研究無國籍者的相關問題，但由於自己是無國籍身分的緣故，無

法自由地穿梭於國境之間，導致連訪談無國籍人士的田野調查都無法順利進行，因此她決定再

次申請取得日本國籍的歸化手續。雖然歸化手續十分繁複，但作者細膩地描述取得日本國籍的

種種歷程還有認同心態的轉變，最後她排除萬難終於取得日本國籍。

十、〈第九章 海外難民〉

作者在本章介紹她與日本 NHK電視台導演，一同前赴海外採訪因二戰緣故流落在汶萊的中

國裔難民的經歷。這些海外華人在汶萊受著不公平的待遇，但忍氣吞聲只為好好地在汶萊生存

下去，因此對於作者想採訪拍攝他們的生活處境一事，起先非常排斥。在作者解釋如果不讓更

多外面的人知道這些難民的生活景況，受不公平待遇的情形就不會改變之後，難民們知道作者

是真心為他們著想，遂同意接受訪談和拍攝。

十一、〈結語〉

作者在本章描述了她透過與日本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無國籍人士接觸的經驗，還有從研究無

國籍者的過程中得到以下的認識：「人的認同並非僅限於國籍，除此之外，人往往會對於自己

的成長環境還有心愛的人產生認同感。」作者最後問自己到底是哪國人，她回首來時路，認為

不管是過去的無國籍身分，還是後來取得日本國籍，她就是她，不在乎擁有哪一個國籍，她要

為自己昂首闊步地生存下去。

* 無國籍孩童的權益維護－不只是日本，連臺灣也要嚴肅面對的重要議題

本書作者在第七章提到菲律賓女性移工與日本男性所生無國籍孩子所面臨的國籍與社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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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無獨有偶的是，在臺灣也有相似的情形發生，且越來越成為值得政府與社會大眾予以關注

的議題。

現今約有 60餘萬名外籍移工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生活，而女性移工粗估有 33萬人。外籍女

性移工來臺灣工作，其中有些交了男朋友並懷孕生子，後來卻遭到男方拋棄。外籍女性移工

所生下的小孩，因我國的法律規定而無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最終成為「滯留臺灣的無國籍孩

童」，也因此衍生了一些社會問題。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統計，2015年在全臺的 14個

縣市裡，有 50名無國籍孩童需要被安置。但這只是能掌握到個案數，預估還有數百名的無國籍

孩童，是尚無法被追蹤發現的黑數。原則上「滯留臺灣的無國籍孩童」是不能取得合法居留證，

因此無法享有就醫、就學的基本權益。目前的解決辦法是由各縣市社會局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開案，協同移民署核發「暫時居留證」、教育部以「寄讀方式」的幫助，才能

使無國籍孩童享有健保醫療、就學等基本權益。（注 1）

目前在臺灣，對無國籍孩童的基本權益保障仍是有限的。例如無國籍孩童以「寄讀方式」

就學，並不能取得畢業證書，而且《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保護無國籍孩童的權益只

到 18歲。如果無國籍孩童未能在 18歲前隨同母親被遣返回其母國，或因被臺灣人收養而歸化為

中華民國籍的話，那麼 18歲以後的他們，因著無國籍身分、沒有學歷等問題，往往只能在臺灣

找沒有勞健保、不用身分證就能被僱用的低等勞力工作。有些社會熱心人士試圖透過立法委員

來修正《國籍法》，讓社政單位可以代表無國籍孩童向法院申請進行剝奪生母親權的相關法律

程序，進而讓無國籍孩童取得被收養、歸化國籍的資格；或是在《國籍法》裡附帶「特別屬地

主義」的規定，讓無國籍孩童能取得中華民國國籍。這些的修法討論內容，已獲國內部分政黨

的重視，預計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來做修法的預備工作。（注 2）

* 結語

藉由本書言簡意賅、深入淺出的介紹，除了可以讓國人瞭解「無國籍者」生活所遭的底層

境遇之外，也有助於除去過往對「無國籍」相關議題的誤解。對於移民、移工研究有興趣的讀

者而言，本書更是值得拜讀的佳作。

本書除了翻譯者的譯筆通達流暢之外，也僅出現極少數的錯別字、漏字，例如本書第 3頁

後段的「再此就不多言了」，「再」字應修正為「在」；第 268頁前段的「其他必要續」，正

確文意應是「其他必要手續」，因此漏了一個「手」字。附記如上，以供編輯者再版本書時做

改正之用。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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