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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與「外籍勞工」

談到從臺灣之外的國家來臺工作的人士，社會大眾往往會不自覺的出現區別之心。例如我

們會稱呼來自歐美國家的人為「外籍人士」，但卻把「外籍勞工」（外勞）的名號掛在東南亞

人士身上。這樣的劃分也許是因為這些不同國籍人士在工作類別比例上有所落差的關係，但在

臺灣社會的語境當中，「外籍人士」和「外籍勞工」兩個稱謂卻有著價值高低之別。考察臺灣

的這種對於不同國族的人在觀感上的差異的成因（源頭）或許需要很大的功夫，但是扭轉、改

變這樣的刻板印象卻是刻不容緩的一項工作。

* 非我族類的差異對待

這種對於非我族類的差別想像所衍生出的種種差異對待，在現當下的臺灣社會中的發酵與

應對速度已經有著相當程度的不同。我指的是某種異於臺灣人民所慣習的行為（東南亞人士所

為）被批判的同時，一種相對立場的聲音、論述（甚至是政策的修正）也會跟著出現。例如

2013年由一位檢察官在社群媒體上發表了一篇內容為「臺北車站已被外勞攻陷」的文章，指出

擠滿了來自東南亞的外籍人士的車站可能會發生的安全、衛生的問題。文章被報章雜誌批露之

後引發了許多不同面向的討論，由張正撰述的兩篇發表在網路論壇上的文章〈相約臺北車站〉、

〈承認吧！我們總是歧視著什麼〉該是相當持平的針對為何會發生此次事件提出結構性的看法，

並且也草擬了可行的因應對策。他說：「只要想，當臺灣子弟去海外留學打工時，我們希望其

他國家怎麼對待我們的子弟，就足夠了。你希望國外雇主在臺灣節慶時，同意臺灣子弟聚會慶

祝嗎？」這段話點出了兩篇文章的重點、也就是「同理心」去看待這些被異樣眼光看待的人事

將是消弭歧視的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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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東南亞概述

這或許是張正的《外婆家有事》一書出版的意義和價值所在。這本書共分成三章，依序是「遠

眺：在臺灣談東南亞」、「近觀：談東南亞在臺灣」、「思而行：踏出一步，寬闊了彼此世界」。

這樣的安排是有意義的；第一章文章的內容主要集中在介紹東南亞各個國家多采多姿的民俗風

情、生活樣貌，例如〈非主流的東南亞運動會〉、〈揚威國際的羽毛球運動〉、〈揮桿樂，高

爾夫球入侵東南亞〉等文章談的是流行於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的運動（藤球、鍵球、

武術、羽毛球）。此外，〈一曲「啦莎莎揚」，半世紀恩怨情仇〉、〈誰的廟？神明世界何處

惹塵埃〉、〈泰王過生日，全國一起慶祝父親節〉等則是述及東南亞國家歷史淵源、政權轉移（組

成）以及彼此間的恩怨情結。這些文章的視野是寬闊的，讀者在張正的文字帶領下彷彿歷經了

一場知性之旅。

*聚焦臺灣：同理作為互動的開始

而第二章則是把視野拉回到臺灣，聚焦在因為種種原因從各個國家來到此地的東南亞人士

們的生活。透過這些篇章可以知道作者在關懷東南亞人士事務上的行動力；例如前面提到的「臺

北車站已被外勞攻陷」事件，張正在〈我在臺北尋找伊斯蘭〉一文裡提出了詳盡的解決之道，

並在〈臺北車站開齋節，頭巾派對〉一文記錄了 2014年印尼朋友在臺北車站相聚過節的情景。

透過這些文字作者想要說明的是面對遠渡來臺工作的東南亞人士，他們每一位都是有其成長脈

絡、有情緒有感覺的獨立個體。他們在原生國家所擁有、習慣的生活型態包括宗教信仰、飲食，

並不會來到新的國家就能完全入境隨俗或者改變。除了刻意的忽略外，正視這些朋友們的需求、

不以「單純的勞動力」來看待，相信就能讓原本不必要的對立、衝突消失。

* 行動力的展現

第三章主要談的是作者曾經、目前正在積極推動、從事跟東南亞人士相關的工作，這些工

作都非常有意義且有其必要性。例如《四方報》的創辦動機及其心路歷程，張正在〈社會企業，

一起去人少的地方找寶藏〉一文中有十分詳細的記述。另外從〈不只為了十萬元：記第一屆移

民工文學獎〉裡可以清楚知道作者（包括工作團隊）舉辦以「新移民、移工及新移民第二代」

為參加對象的文學獎的初衷、過程的點滴與反思。讀者或許會有這樣疑惑：為什麼要辦理這樣

的文學獎？它的目的何在？在這之前，張正與《四方報》曾經從東南亞人士投書到報刊的文章

中選編出版了《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離：我們的買賣，她們的一生》等書。之後，

在一次聚會中、張正與友人有了要將「在臺移民移工的書寫『典律化』、辦一場移民工文學獎

的點子」。對「移民移工」來說，得獎可能會是提筆寫作的誘因，但這背後最重要的意義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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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提供了「舞臺能讓他們說自己的故事，展現自己的能量。」

其實就現實狀況來看，因為工作屬性的關係來自東南亞國家的朋友們和臺灣人民的互動是

相當緊密的。那麼回到一開始所說的，如何扭轉刻板印象？這本書試圖告訴讀者的是、除了同

理心之外，了解並尊重他們的歷史、文化（信仰）都是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如同張正在書裡提

到了有次為了寫作需要想要尋找談論伊斯蘭教的書籍，讓他發現這類書籍的匱乏。而現在如果

有讀者想要了解東南亞國家的事物、包括了在臺灣的「移民工」朋友們的處境，《外婆家有事》

會是那本可以滿足這方面期待的閱讀首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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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和《圖畫書創作者有約》

彩繽紛，令人印象深刻的愛巢。除了熱情與堅持，相信是作者自身坦誠的人格特質和赤子之心，

使她得以登堂入室，受邀進入作家的生活，彼此成為摯友。

並且由於她的好奇和專業，作家也不吝分享示範他們創作的獨門秘技：我們因而得見 Laura 

如何製作神奇黑邊的 Gouache Resist技巧，和 D.B. Johnson 繁複華美的噴繪手法。當然，還有

Julie 香甜可口的家傳蘋果蛋糕食譜。

 打開書，那些或滑稽突梯，或深沉動人，或詳實精微的故事、人物、場景；以及創作者各

具特色、生氣勃發的談吐和容顏躍然紙上。慶幸能有機會參與嘉綾和眾多傑出作者，這些兼具知

性與感性的聚會；更感謝她的精心引領，讓我們有機會進入這富饒多樣，滿滿情味的繪本文學園

區，一同享受其豐盛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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