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印尼﹑菲律賓和越南的女性,來到陌生的國度從事家務勞動,維

持著台灣的清潔秩序與家庭美滿。僱用她們的台灣雇主,多數是青壯

年的中產階級,他們的父母輩少有在家僱用傭人的歷史,這些「新富

家庭」的經驗,映現了台灣社會在階級﹑族群﹑性別與代間關係上的

轉變。

篇瞭解台灣雇主租東南亞移工之間的互動關係,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藍

佩嘉花了數年時間,訪談超過百位的印菲雇傭以及台灣雇主,瞭解勞

雇雙方在家庭屋簷下所面臨的結構困境、生存策略與認同政治‧

藍佩嘉以「跨國灰姑娘」的比喻來彰顯冢務移工的處境:她們或烏了

逃離家鄉的貧窮與壓迫,或篇了擴展人生視野及探索現代世界,跨越

國界工作後,卻發現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視篇「用完就丟」的勞動

力,灰姑娘的美滿結局仍如童話般夢幻。

相對胎2Ⅸ年的英文版,作者以反璞歸巨的母語秈大量的生命故事,描

糟了「跨國灰姑娘」的身影,並且透過社會學透視’映現了台灣雇主

秈東南亞栘工,在全球化社會中相遇而生的種種面貌。

乓豕l姓丟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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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l999年的-個夏天午後,天空很藍’陽光灑了滿地。

我剛從台北搬回芝加哥’剛完成-年的田野工作’大隱而世’準

備開始和博士論文長期抗戰。面對厚厚-疊訪問稿以及雜亂的資料,

我苦惱著不知如何整理’只好先來清理家居環境,前去街角的投幣洗

衣店從事家務勞動‧我租的廉價公寓位在族群混合、階級轉型的的城

市北端‧這個祉區的居民長期以來以非》I∣裔＼拉丁移民為主’市街上

漫布著我常去的牙買加小吃店﹑墨西哥麵包店’然而’沿著密西根湖

畔,以吸引年輕雅痞為號召的新大廈’正-棟棟蓋起來。

當我扛著-籃髒衣服走在街上’－個中年白人男』∣生從我身邊經

過,沒頭沒腦的丟了-個問題給我:「Doyouknowanybodywhocan

﹝akecarcofmymom;（你有認識人可以來當我媽的看護嗎?﹚」我瞠目

結舌’無法在腦中將這一串英文字轉譯成為有意義的問題’這位老兄

可能以為我聽不∣董英文吧’看我沒反應就轉身走開了。

扛著洗衣籃’我站在白花花的陽光下’困惑∣∣曼慢蒸發成憤怒‧

優勢族群看見深色皮庸’就以為看見奴隸的腳鏡與打工仔的漂泊

靈魂。類似的∣∣青境早發生在l965年的紐約,黑人女性主義詩人安卓

勞德﹙AndrcLorde﹚,推著她的女兒到-家超級市場購物’迎面走來的

-個金髮小女生’拉著白人媽媽興奮地說:「Look’mom’ababymaid!
﹙媽媽你看’這裡有個小孩女傭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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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擇研究家務移工這個題目的由來單純’工作與性別是我的專

長領域’移民人權與社會不平等也呼應我政治上的關∣懷‧沒有料到的

是’我在田野工作與寫作論文的過程中’這個主題屢屢和我自己的生

活經驗交相激盪。墜落美利堅異鄉’在他人的注硯裡’我突然變成

-個披戴傳統面紗的「第三世界女人」’或是充滿異國風∣∣青的亞﹟ll女

郎。失去母國語言文化的羊水保護’我努力讓自己的英文口音「美國

化」’以免我的美國學生把「聽不懂助教的英文」當作抗議分數太低的

藉□。作為-個少數族群＼有色女人、以及外籍勞工’是菲儔在台

灣’也是我在美國。人們眼中的美國夢土’在我的求學與工作經驗中

教會我更多有關核心國的文化霸權或種族歧靦的非正式課程‧

當然,我不至於天真地忽略我與東南亞移工之間的明顯社會差

異.我們的平行移民路徑,反映出世界體系的多層分化:台灣留學生

去歐美核心國取經的同時’台灣資本家從亞洲的邊陲進口廉價勞動

力‧台灣的報章雜誌不時對於全球化的生活風格提出浪漫歌頌’像是

在跨國公司工作的台灣人暢談在上海跟英國朋友-起吃義大利麵’眺

望蘇州河的燦爛霞影‧然而’地球村的烏托邦只適用於有經濟及文化

資源者得以跨國流動的都會新貴’他們享受的豪華五星飯店與異國情

調餐廳’貫是移民勞工遠渡重洋前往的血汗職場。

這本害是幾番蛻化過程的產物’結繭的前身是我於2000年在西

北大學畢業的博士論文’脫蛹而出的第二回’是2006年由美國杜克

大學出版的英文書;G几bα／α〃綻沱肱J﹩M:,’z〃蕨D0加釘〃αα〃↙∕﹨／b吵Rr叻

占〉〃p勿e汀加Ⅱ卹α〃﹙跨國灰姑娘:家務移工與台灣新富雇主﹚。

最後的這-輪蛻化,是返璞歸真的母語書寫‧除了語言上的轉換’

也包括文字與格式的修改。我希望這本書不只是透過學術論理說服人’

沛能早現不同人群的生命故事來讓讀者感同身受。對我個人來說’寫

這本書不是為了升等或版稅’而是為了完成我在過去的兩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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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菲律賓肚群中進行田野工作的期間’寫了-篇研討曹論文’

移工朋友偶然看到了抽印本’興富地在教堂裡相互傳閱‧我很懷疑她

們是否有仔細閱讀其中的內容,只見到她們努力搜尋化名掩飾下的

熟悉故事:「啊’這是我、這是我’那是在說你啦!」‧坦白說’當時

的我心情志志,不知道自己的詮釋與分析’是否適切地再現了她們的

經驗‧

下星期天’我再到教堂去’-個菲律賓朋友把我拉到旁邊’遞給

我厚厚-封信’裡面有五頁粉紅色的香水信紙,工整的字跡寫滿了

她從出生長大、到各個國家幫傭的經驗。她握著我的手說:「我看到

你的論文後,心裡很高興’我想,原來是有人把我們的經驗看成很

重要的’所以’我要把我的人生全部寫下來’我希望別人知道我的

故事。」

當我對學術生涯心生倦怠時’我常常會想起這件事’想起那廉價

的香水信紙中承載的寶貴心’l青,以及手掌交握時不言而說的約定。我

不是信差‧儘管我透過大量話語的直接弓∣用’企圖讓主角發聲’然而

本害呈現的生命故事必然經過我的擷取與重組‧我比較像是翻譯者’

希望透過書寫與詮釋’能夠讓她們的故事被看見與被瞭解‧但願能夠

透過社會學的透鏡,映現移工的生命紋理﹑結構困境,也讓台灣雇主

與民眾看見自己‧

我仍然相信’如同二十歲時決定改唸肚會系的自己所相信的’祉

會學的分析與文字可以幫助我們體察祉會現責的運作、瞭解與我們不

同的人群的命運’從而提供改變社曹現狀的可能。但願這本害的寫

作’多多少少責現了我和年少自己的另-個約定‧

這本害從研究、寫作﹑出版到譯寫’經歷十年歲月。其間承受無

數援手,也累積了許多人情債務。我在英文害裡致謝過的老師與同

儕’這裡就不再重複’容我在這裡僅感謝台灣的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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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最大功臣是我所訪問的眾多菲律賓、印尼與台灣女性,儘

管我無法在此列出她們的名字。我希望這本書對於她們的經驗與處境

做出公平適切的詮釋’雖然任何文字都無法生動再現這些由淚水、汗

水與笑聲編織出來的生命故事。移工朋友帶給我的不只是研究的資

料。田野過程中結識的這些勇敢女∣∣生’教導我如何用愛與信心面對人

生的試煉’她們的熱i∣青與堅忍’讓我躁動不安的靈魂得以變得溫暖和

踏責。

田野過程中’我感謝新事勞工中心的韋薇修女與林修女﹙Sister

Ascension﹚大力相挺‧其他的NGO﹙非政府組織）圉體’包括台灣國

際勞工協會﹙TIWA﹚﹙特別感謝吳靜如﹚、希望職工中心、台北聖多幅

教堂、高雄海星國際服務中心也提供我觀察機會與意見交換‧本書的

版稅將捐贈給新事勞工中心與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兩個圄體.

回台灣進行後績研究的數年間’我得到許多優秀助理的接力協

助.張婷莞與譚貞潔在第二階段的田野工作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

色’羅融在訪談整理與資料彙集上提供莫大幫助’李慈穎是行政庶務

上的能幹幫手’張蕙蘭與張昭雅則負責收集整理新聞資料’最後’鄭

玉菁協助將英文書翻譯為中文初稿’提供我I∣頂暢改寫的基石。她們的

勞動幫助這本害成形。

書稿的屢次修改過程中’我受惠於許多人的意見’包括曾嚥芬、

莊雅仲、吳鄭重、孫瑞穗、夏傳位’以及在《台灣社會季刊》﹑《台灣

社會學》﹑《台灣社曹學刊》投稿發表時的評審與主編‧台大肚研所的

修課學生’我在中研院、清大、高醫、東海﹑世新等學校演講時的聽

眾們’也都惠予刺激與想法。

我感謝許多朋友協助介紹受訪者或者張羅相關資料:藍佩玲＼洪

儷倩、陳怡如＼王淑津＼陳昭如、陳偉智、黃于玲、陳∣∣台伶、沈秀

華﹑馬謄、林津如‧也要謝謝夏曉鵑在多年前鼓勵我朝向此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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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陳志柔﹑湯志傑分享中研院的圖害資源‧編輯與校對過程’承蒙

行人出版兙的賴奕漩與周易正的細心處理‧

本研究的物質基礎有賴以下單位的獎助:美國西北大學、蔣經國

基金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博士論文獎學金’中研院東南亞

區域研究中心的田野研究補助,以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研究

計畫補助（9l 、92＼93年度﹚.本書的英文版獲得國際亞洲學者會議

﹙ICAS﹚頒發的祉會科學最佳書籍獎﹙2006﹣2007﹚＼美國祉曹學會的性

／別研究年度傑出書籍獎﹙2007﹚’我也-併感謝。

我要藉此謝謝兩位引我入門的老師:謝國雄領我看見黑手祉會學

的勞動過程與甜美果責’陳東升勇於打破學術陋規’大力扶持年輕學

者。台大祉會系的同事,是最慷慨熱l青的黃金組台’特別是曾嚥芬、

蘇國賢﹑劉華真﹑吳嘉苓﹑林鶴玲﹑林國明等飯友’助我超脫學術界

的孤獨囚牢‧

最後’僅以這本書獻給我的父母。我的母親王鶴’是台北農村家

庭長大的女兒’她拉拔大我們-家五個小孩’沒有任何保母和女傭的

幫∣∣亡‧我的父親藍志青’在l949年的戰火中’意外搭上軍艦離開廣

東家鄉’成為台灣島的政治移民。在冷戰的阻隔下,他沒有機會與家

人圉聚’直到四十年後’在母親的墳前潸然跪下‧

在飲水行走之間’我的父母默默地教我體會與珍惜人生的素樸簡

單‧駑鈍如我’直至近年方才聽見這無言旋律’仍然笨拙地學習吟

唱.我但願這本書在政治的高亢﹑學術的中音之餘’也能傳遞生命的

飽滿低音’在芝加哥的洗衣籃、馬尼拉的香水信紙之間悠悠迴盪。



編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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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中’〔﹞符號夾註文字為作者所加說明’黑體夾註文字則為受訪者表∣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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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瑪在l967年生於菲律賓的-個小村莊。她在鎮上的大學唸了

兩年書後’因父親突然去世而休學。為了幫」∣亡家裡的經濟,她飛去新

加坡投靠在當地幫傭的姐姐‧這是諾瑪生平第-次離開菲律賓。她很

快地找到-個工作’替-對新加坡夫婦照顧兩個小孩‧從家鄉的平房

搬到三十幾層的高樓大廈’對諾瑪來說是-個新奇但也令人恐∣I瞿的經

驗’她聽說有不少菲律賓女傭在∣場台擦玻璃時摔下樓。諾瑪在新加坡

-住五年’週日是唯-的放假日‧這-天’她可以離開廚房邊那個沒

有窗戶的小傭人房,放鬆呼吸自由的空氣’跟同鄉自在聊天嬉鬧‧

在異鄉工作半年後’在LuckyPlaza╴新加坡的菲律賓城’諾瑪
遇見了未來的丈夫’在工廠打工的詹姆。他讓她笑’忘記了離家的孤

單和寂寞。諾瑪∣霎孕後’他們回到菲律賓結婚’搬到馬尼拉近郊’很

快有了另-個小孩‧他們用盡出國時的存款買了-台三輪車’詹姆用

它載客賺錢’諾瑪則在家照顧小孩。然而,捉襟見肘的家庭收入困擾

著諾瑪’她尤其憂心兩個孩子未來的教育花費‧於是’她決定再次出

國工作.

l997年’諾瑪跟姐姐借了-筆錢’向仲介買來到台灣工作的機

會.這-次’她離開丈夫的懷抱和小孩的親吻,隻身-人飛越國界’

成為-位跨國母親’肩上背負著沉甸甸的家庭重擔。她將兩個孩子托

給妹妹照顧’每月支付她-些零用金。諾瑪的薪水在扣除仲介費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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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無幾’除了寄錢回家’她省吃儉用﹑努力存錢’希望有朝-日能夠

幫助她丈夫來台工作。然而,夫妻圄聚的希望似乎越來越渺茫’因為

工廠外勞的仲介費已經漲到台幣十五萬元之多’她的存款連前金都付

不起.

為了照顧雇主的新生兒’諾瑪在台灣工作的前兩年都未放假回

家.她嘆著氣說:「我女兒老是問我’媽媽’你什麼時候回來看我,

我總回她’等下個耶誕節吧‧ 」最後’她終於說服雇主讓她休假-個

星期。她帶著很多玩具和禮物回家’有芭比娃娃﹑DVD播放機’還

有-只嶄新的諾基亞手機。諾瑪不確定她的幫傭旅程在台灣之後的下

-站曹在哪裡.她只能向上帝祈瘺’幾年後全家人可以重聚。或許那

時’她可以在馬尼拉郊區開-家小雜貨店﹙Jα㎡﹣Jα〃）’不用再漂洋過

海’用手機簡訊跟女兒說我愛你.

珮君生於台北,和諾瑪同-年出生.大學企管系畢業後,她進入

-家跨國銀行工作’最近被拔擢為經理‧婚後’她和先生搬進公婆家

樓上的公寓‧雖然她同意遵循傳統的三代同堂居住方式’但堅持生完

孩子後繼績工作.然而’經常要加班的她無法準時六點去保母家接女

兒’托兒成了-個棘手的問題。婆婆自願要幫』∣亡帶小孩’但珮君心有

排拒’她擔心自己會因此失去照顧小孩的主導權‧而且’她可以預見

到未來會因養育方式的看法不同’而和婆婆起爭執。

僱用外籍女慵’在珮君的同事與朋友之間越來越常見‧如同大多

數的台灣雇主’珮君對於要把小孩托付給-個外國人’-開始感到相

常緊張。從小生長在沒有僱用女傭或保母的家庭’珮君也擔∣D女兒會

在外傭的照顧下,變成-個恃寵而嬌的小孩.儘管有疑慮在心’珮君

最終仍決定要僱用-名外籍女傭’為此’她必須花時間來說服其他家

庭成員。婆婆皺起眉頭’認為媳婦是在浪費錢:「幹嘛那麼麻煩?我

可以免費替妳照顧女兒! 」先生也反對’擔心這樣會侵犯他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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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拉高鬆垮的褲頭說:「那我以後就不能在家穿著內褲走來走去了?」

最後,珮君主動提議’會由自己的薪水裡掏錢來支付女傭的全額薪

水’才平撫了家中的反對聲浪。

珮君從仲介提供的照片和錄影帶裡’挑選了-名大學肄業的菲律

賓女!∣生’她的教育程度和英文能力讓珮君滿意﹙「說不定女兒可以I∣偵

便學英文」,她心裡想﹚’同樣具有母親的身分更讓她放心（「希望她

愛我的女兒就像愛她自己的小孩-樣」’她這樣期待）‧有了這名菲傭

的幫忙’珮君不用再和先生爭執今天輪到誰洗碗或者晾衣服’也不用

擔心自己沒有扮演好伺候公婆的孝媳角色。更重要的是’在∣∣亡碌的-

天工作結束後,她可以輕鬆躺在沙發上’等菲傭幫女兒洗好澡後’唸

-本故事書給女兒聽,在睡前享受高品質的親子時光。

全球化連結了諾瑪與珮君’以及無數菲律賓、印尼、越南與台灣

女性的生命軌道。有越來越多的女人,因為家務勞動的國際分工而

相遇‧自70年代中期後’束亞新興工業國和中東石油輸出國的富裕

興盛’吸引了來自於亞洲較為貧窮國家的國際移民。據聯合國2006

年發布的估計’全球共有l億9600萬人現居住在非出生國（佔全球人

口的3％）’其中有超過5000萬人住在亞洲‧ l在國際遷移的多種路徑

中,低技術及非技術的契約勞工’在亞》∣∣l地區的數量尤其突出.據估

計’亞﹟∣∣∣的臨時移工（包括台法與非法停留者﹚’在2000年已達到6l0

萬人,其中約有三分之-為女性。』這200萬名女性多從事特定的行

業,如娛樂表演、護理照顧’以及家務服務。

亞洲的家務移工主要來自菲律賓、印尼﹑斯里蘭卡、泰國、越南

等國;她們打工的目的地則是香港、新加坡、台灣﹨馬來西亞﹑中東

等地‧從,0年代初期開始’台灣成為亞洲移工的主要停駐站之-‧

雖然政府嚴格控管雇主的聘用資格,但台灣家庭僱用移工的數量仍在

近十年快速擴張、漸趨穩定。根據2008年的勞委會統計,全台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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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l6萬的移工擔任家庭幫傭與監護工’其中九成五以上是來自於

印尼﹑菲律賓、越南的女∣∣生‧她們在台灣祉會的角落裡’默默地洗

碗、煮飯＼拖地、倒垃圾、推著老人的輪椅﹑更換嬰兒的尿布、擦洗

病人的身軀’這些以短期契約受雇的過客勞工’付出她們看不見、但

不可或缺的勞動’維持著台灣兙會的清潔秩序與家庭美滿。

這些家務移工的處境好比「跨國灰姑娘」﹙gloMCindcrclla﹚。我以

「灰姑娘」的比喻來彰顯她們遷移旅程中的複雜與兩難:她們與雇主

的關係在地理上親密但在地位上疏離;她們的遷移之旅既是-種解放

也是-種壓迫‧她們為了逃離家鄉的貧窮與壓力遠渡客鄉’但也同時

為了擴展人生靦野及探索現代世界而展開旅程。然而’跨越國界後,

她們發現自己坐困在猶如牢籠的雇主家中。工作時’她們必須謙卑地

扮演女慵的角色’只有休假時才能塗擦脂粉、掛戴珠飾﹨穿上短裙。

家務移工被台灣雇主僱用來扮演「代理家人」及「虛擬親人」的角色’

然而’地主國卻待她們如低賤外人﹑用過即丟的勞動力。雖然少部分

的女性移工可以美夢成真’成功地在返鄉後責現階級向上流動’但大

多數的她們只能深陷在來來回回的跨國遷移行旅中,灰姑娘的美滿結

局仍如童話般夢幻。

當女主人沒有白皮l霤

曾經’在某個美國女性主義者的聚會中’與會者大多是中產階級

白人女∣∣生’她們激動地討論著家事的性別分工對女人造成的不平等與

壓迫。居於少數的-名黑人女性’舉起手不急不徐地說:「我想在座

的各位今天能在這裡開會’是因為你們家裡有女傭在幫你們做家事帶

小孩吧?」-桌女人沉默以對。

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自60年代起即成為西方女性主義關注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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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由於家務勞動在父權體制下被定義為女人的「天職」’職業婦女

面臨蠟燭兩頭燒的困境,除了白天要上班’晚上還有做不完的家事’

有如「第二班工作」（thcsccondshiR）﹙Hochschildl989）。

90年代的女性主義’尤其是少數族裔的女學者’開始質疑「女

∣∣生」的同質經驗’正靦女人之間的差異’強調性別的壓迫不是絕對

優先’而是與其他祉曹不平等﹙階級、種族、國籍、性傾向等）相糾

結。家務雇傭這個主題尤其暴露了女人之間的差異與不平等’鮮少有

工作安排如此典型’雇主與雇工都是女性﹙RoⅡins l985﹚‧然而’在

許多狀況下’這兩個女人之間的關係是-種剝削連帶’而非姊妹’l青誼

（Romerol992﹚。

家務幫傭的歷史前身’如台灣的「查某嫻」﹑美國的「黑嬤嬤」

（blackmammy﹚’都具有封建、殖民的色彩。然而’這項職業並沒有

∣睛著時代而衰退’反而弔詭地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下持績成

長。全球經濟的整台＼勞動力的跨國遷移’幫助具有階級或種族優勢

的女人得以藉由市場外包的方式’購買其他女人的勞務來減輕自己肩

上的家事與育兒重擔’避免天天和先生在家裡開打性別平等的家事

戰爭‧

學者哈許柴德（Hochscbild2000﹚借用食物鏈的比喻’描述已然

成形的「全球保母鏈」。上游是富裕國家中能夠負擔僱用的女性,她

們可將自己的地位提升到「母親經理人」﹙mothcr﹣managcr﹚（Rotbman

l989）’繼績享有母職的∣∣青感回韻,也讓孩子享有較完善的照顧品質。

當她們把勞務向下外包,其僱用的家務移工必須離鄉背井來交換經濟

報剛∣∣。有家庭與小孩的母親移工’必須藉由親人的協助’或是僱用母

國更貧窮的女傭’讓子女在母親缺席的狀態中仍然享有關懷與照顧‧

國際分工’不只展現在加工出口區與生產勞動’也包含家事服

務、照顧工作等「再生產勞動的國際分工」﹙Parrchas200l﹚。國與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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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不平等’不只展現在國民所得與物質生活條件的落差,也變成孩

童照顧品質上的不平等’甚至是母愛勞動的掠奪剝削。當來自菲律賓

的諾瑪’牽著珮君女兒的手’確保她安穩地坐在台北捷運上’手裡拿

著放學後的熱點心。諾瑪的小孩’正獨自踩著石頭路回家’準備回家

幫外婆揀菜;如果諾瑪決定從菲律賓鄉下找個女傭來家裡幫忙’「全

球保母鏈」會延升到更末端’有另-群孩子失去了母親的∣涪伴‧

在當代的「全球保母鏈」中,移工的遷移目的地不再集中在北方

國家‧南方的新富國度’包括波斯灣的石油國以及亞洲新興工業國

﹙NICs）’不論在牛產或再生產領域中都出現大量對外籍勞動力的需

求.國際遷移的多層流動彰顯了所謂「全球南方」﹙globaISouth）的女

性之間的不平等’家務雇傭的權力關係的圖像不再是「白人雇主」與

「有色移工」的簡單二分。「有色女傭」vs.「有色女主人」的現象也解構

了「第三世界女性」的這個概念,不如早期西方女性主義學者所錯誤

假設為-個同質的群體.3

誰在僱用家務移工?SaskiaSassen﹙l9,2）在分析倫敦﹑紐約及

洛杉磯等城市的研究中指出’隨著製造業的外移’這些「全球城市」

（globalcitics﹚已然成為生產服務業﹙producerservice）的重鎮’所僱用

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員大幅擴張’這些城市居民對個人服務業的需求也

激增,公領域的辦公空間需要工友來清理’私領域的家庭中也需要女

傭﹑保母與園丁。這些低階服務工作,屬於-般稱為「三D」﹙dirty骯

髒＼di｛Hcult困難、dange【ous危險﹚的工作’本地人多不願從事,外來

移民成為勞動力供給的主要來源‧

同樣的∣青形也出現在亞洲較低階的全球城市’如香港﹑新加坡、

吉隆坡及台北等’其中的專業中產階級的擴增’也促進了對家務服

務的需求。亞﹟ll的新富階級誕生於80年代’西方市場在這段時期因

低成長率及經濟不景氣而持績低迷’經濟快速發展的亞洲成為-個



導論 25

充斥麥當勞、行動電話、高檔車等各種進口商品的市場﹙Robisonand

Goodmanl996）.對亞洲雇主而言’消費外國商品及海外旅遊是他們

營造跨國新貴生活風格的元素’購買移工提供的家務服務也成為他們

彰顯中產階級地位的-種身分標記。

探索亞洲內部的跨國保母鏈的研究在近年來正萌芽發展中。‘本

吉企圖進-步連結政治經濟學的巨觀分析與認同形塑的微觀政治,分

析層次除了包含勞雇雙方的互動關係’也觸及台l彎更廣泛的祉曹與文

化脈絡’包括族群政治、階級形構與〃∣生別關係的轉變‧在研究設計

上’我避免從移工或雇主的立場收集單邊的資料’而欲探討雙方複雜

與動態的認同構成‧我的訪談對象涵蓋台灣雇主與家務移工’所追求

的並非具陳兩造說法或虛妄的客觀中立’而是試圖從勞雇互動的過程

來理解認同政治.我也希望呈現立體的主體經驗、多層次的權力關

係,而非輕易地替雇主貼上壓迫者的標籤’或是把移工靦為被動的受

難者‧

家務服務的歷史側影

早在家務移工出現前’女’∣生被交易成為奴婢或女傭的情節’早已

出現在台灣歷史的章節中。清朝時期的台灣民間不乏有以契約買斷

婢女的l∣青形’也就是俗稱的「查某嫻」’富家女出嫁也多有從娘家帶

著「陪嫁嫻」（卓意雯l993﹚‧ ,另-個從事類似家務工作的群體是童養

媳’台灣地區自康熙年間即有無子也可養媳的舊慣’清代中期後’由

於丁日昌與劉銘傳示禁錮婢’養媳的內涵複雜化’經常變相收養為女

婢或妓（曾淑美l998﹚.

到了日治時期’l9l9年抱持同化主義的首任文官總督宣示「內地

法律延長主義」’逐步在判決上透過「公序良俗」的概念來改變﹑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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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蕾慣.查某嫻便被判定為-種限制人身自由的身分關係’有違公

序良俗’應予廢除。‘在查某嫻的台法地位喪失後’統計上顯示養女

或童養媳人數有所增加,推測應是以養女之名行蓄嫻之責7.

在這個階段’家務開始成為-種台乎現代意義下的工作’以契

約關係規範的雇工逐漸取代人身從屬的查某嫻。肋y0〃Z〃（日本話,意

指「傭人」）在市場上販賣勞動力以交換薪資與食宿‧在l9Z0至l930

年之間十年’J蚵0〃i〃人數成長三倍之多﹙從3578人至9877人）’其中

多數為本省女」∣生。8這段時間正值日本殖民政府將台灣納入工業化計

畫’以整台為戰時經濟後備基地的關鍵時期’受到農村衰退、城市興

起的影響’台灣女性大幅進入新興的服務行業﹙游鑑明l995:30﹚‧

雖然家務幫慵人數在日治後期逐年增加’但雇主仍集中於日本官

員及少數的台籍地主與世紳階級。台灣的家務服務部門在l949年後

出現明顯擴張’這與國民黨政權自中國大陸撤退有關。在將近-百萬

的外省移民中,有些人帶著僕役撤退來台’其他人則在遷移後,面臨

找不到傭人的困擾。因應幫傭勞動力供不應求的∣∣青形’婦女會等官方

婦女組織甚至州面從事仲介的工作’其服務的會員主要是外省籍上層

階級的女性’在50年代到60年代間的婦女雜誌裡常可看到類似的招

募廣告﹙如圖-﹚‧

另-個雇主群來自於台灣內部的城鄉移民’這些移民至都市的中

產階級小頭家或雙薪核心家庭’成為擴充中的家務雇主階層的新成

員.都市化吸引了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遷移至台北,從事教書﹑護

理及其他白領工作（游鑑明l995﹚,遠離娘家及親族到外地工作的她

們’需要僱用幫手來協助照顧小孩‧由於現代化的家電設備在當時仍

不普遍’家務在當時也仍是很費力的工作‧ ,這些自農村遷移至都市

的雇主於是透過家鄉人脈招募、僱用同鄉的單身女孩來家裡幫l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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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婦友》雜誌的女傭廣告’張毓芬提供

對這些年輕的女孩來說’在台北當女傭的經驗比在家鄉種田來得

多姿.當時-齣名為「我愛阿桃」的流行連績劇’以阿桃這名鄉多采多姿.當時-齣名為「我愛阿桃」的流行連績劇’以阿桃這名鄉

下女孩來台北幫傭為主題’浪漫化地描述城鄉移民在花花世界大開

眼界的探索經驗。I0通常這份工作被認為是結婚前的-段過渡時期,

甚至可以說是進入無凹∣∣∣∣家務勞動的責習期’許多人在幫傭後去學裁

縫,然後就準備結婚‧她們與雇主間雖然不-定有血緣關係’但通常

以「阿姨」、「表哥」或「大姐」相稱‧這些雇主仰賴家鄉的社會網絡來

僱用可信任的幫傭;這些幫慵的父母也同時將女兒托付給這些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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靦他們為女兒在台北的替代父母以及道德上的監護人。雇主通常將報

酬直接交給父母’在台北幫傭的女兒只領取少許零用金。到了60年

代’擴增的私人仲介機構逐漸取代這種依據人際網絡的僱用模式。

大部分的私人仲介機構聚集在台北火車站的後方,因此可以佔地利之

便,就近接納自鄉村移入的勞動力。

然而’台灣社會在經歷50與60年代的進口與出口替代階段後,

家務工作不再成為年輕女孩脫離父權家庭及探索新生活的唯-選擇。

單身年輕女孩,作為廉價又蚓∣∣服的勞動力’成為勞力密集出□產業的

主要勞動力來源﹙Kung1983）。以外省中產階級婦女為主要讀者的婦

女雜誌’便充斥了找不到幫傭的雇主投書表達類似以下的抱怨:「工

業起飛,女孩子全飛到工廠去了。」﹙張毓芬l998:7l）此外’家庭經

濟條件的提升與國民義務教育的延長’讓越來越多的台灣女兒得以繼

績就讀高中或大學‧家務幫傭的勞動力來源因此逐漸從單身女孩轉變

成「歐巴桑」’她們大多是已婚或寡居的中年婦女。

歐巴桑幫傭與年輕單身農村女孩的工作條件上最大不同處’在於

多數的歐巴桑原本就住在城市裡’許多住在雇主家的附近’因此l頃向

不與雇主同住。她們有些是日工’只在白天到雇主家工作;有些則是

時工,只在週未或固定的日子到-些家庭打掃‧做日工的幫傭領月薪

並且只負責特定的工作內容’多數的工作內容以煮飯與打掃為主’

通常不包括洗衣及照顧小孩。l I如果是請來照顧小孩的保母’則通

常不需或只負擔些微清掃工作。擔任時工的幫傭’或所謂的「鐘點管

家」,則通常以清潔工作為主’依工作時數領取時薪﹙坊間現已出現

不少居家清潔的派遣公司﹚。IZ越來越少台灣幫傭願意與雇主同住’

僅管它的市場工資隨著供需的狀況而日益增高。Ij

台灣社會裡僱用家務幫傭的傳統’並不如香港的華人家庭或馬來

亞的殖民地區那麼普遍。M然而’單純忠誠的女傭這樣的-種理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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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卻映現在許多當代台灣雇主的」D中’僅管他們的家庭記憶裡可能

從末有過活生生的女傭。我所訪問的許多台灣雇主’感嘆如家人般、

來自鄉下的「理想女傭」已在這個時代消失。這樣的-種充滿懷蕾.∣青

∣襄光暈的歷史側影’和雇主們對現世裡「歐巴桑」的抱怨形成強烈的

對比。在台灣雇主的眼中’歐巴桑難相處、愛抱怨工作內容、對工時

與工資錙珠必較,而且常要求加薪‧此外’這些歐巴桑打掃得不夠乾

淨﹑帶小孩的方式過時,並且缺乏專業司I∣練與勤蓄精砷‧

這些對歐巴桑的抱怨,從勞工的角度來看,其實反映出她們試圖

和雇主家庭維持距離以捍衛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及理性化家務幫傭的

工作內容與條件.對照於「歐巴桑」’與雇主同住的外籍幫傭顯得截

然不同。用雇主的話來說’她們「比較像古早時代的傭人」.台灣雇

主用過去的理想女傭形象投射到對外籍幫傭的期待與管束;傭人要卑

躬屈膝、心∣∣兌誠服;報剛∣∣∣雖微薄,但提供隨傅隨到的服務’工作內容

更應無所不包。

70年代的西方學者曾樂觀地預言,家務幫傭這份工作將會隨著

家務服務的商業化以及新家務科技的發明而式微。∣,這個預言至今並

未成真‧即便是老派的住家幫傭工作’都未隨現代化的進程而消逝’

反而拜新自由主義國家與全球資本主義之助而蓬勃’甚至擴張‧當代

台灣中產女↓∣生’受惠於低成本的移工勞動力’為她們在良家婦女的父

權規範’與現代職業婦女的處境之間的進退維谷’提供了-條市場外

包的便利迴路‧

當東南亞移工遇見台灣雇主

本害聚焦於台灣﹑菲律賓、印尼三地之間的連結’它們在亞洲遷

移體系中皆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過去數十年來’這三個「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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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具有不同的面貌:台灣在經歷成功與快速的工業

化後’地位已從美國的經濟援助對象’變成主要的貿易伙伴。菲律賓

-度是亞洲經濟的龍頭’但自80年代以來受到政治動盪與經濟衰退

的影響,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的勞力輸出國‧印尼的經濟發展稍晚但蓬

勃’在l997年因金融危機而滯延,向海外輸出勞工成為舒緩國內勞

動力過剩及失業率高漲等問題的解決途徑之-。

台灣政府於l992年開放重病與失能者申請「家庭監護工」’不

久’也允許家中有十二歲以下的幼童或七十歲以上的老人的雇主申請

「家庭幫傭」’但配額有限‧雖然今日家庭幫傭的名額已被台灣政府凍

結’但僱用外籍看護的數量並不受限。I‘許多家庭因此偽造醫生證明

來申請外籍看護,卻主要從事整理家務與照顧小孩等工作’另-個造

成「家庭幫傭」與「監護工」的分類模糊的原因,在於責際工作的執行

與分派上’很難有明確的區分’例如’多數監護工被要求兼做家務’

即使法律上靦為不符契約內容的工作.因此,我在本書中統-用學界

慣用的「家務勞工」﹙domesticworkcr﹚來統稱兩者.

台灣的歷史並無長期的奴役傳統,蓄奴也未曾成為普遍風俗’這

是和大部分的勞工輸入國不同之處。台灣人口在90年代移工與婚配

移民大量移入之前’除了以華僑身分來就學與工作者’只有少數、短

期的外籍技術移民‧由於整體人□中的族群多元性有限’大量移工的

引進因而觸發大眾的疑慮與偏見‧台灣人如何看待這些膚色較深的外

國人’尤其是那些負責在親密家庭中照顧老人與小孩的家務移工?這

個問題引領本書探討在國家管制與大眾論述的兩個層面上’家務移工

是如何被建構為種族的他者:台灣政府對於移工的管制嚴苛,包括禁

止更換雇主以及永久居留等。而大眾論述經常用衝突的刻板形象來刻

畫東南亞移民:她們要不是犯法又野蠻的「恐怖份子」’要不就是生

來l∣頂從的「理想傭人」,天生適合做骯髒低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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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個案也揭露亞洲新富國家在族群階層、∣∣生別關係與家庭模

式等面向上的轉變。90年代以降’僱用外傭的台灣雇主有很高的比

例是「第-代雇主」’意指他們的父母輩並沒有在家裡僱用傭人的經

驗’這些雇主在成長過程中也少由全職的保母帶大（而是由母親﹑砠

母或其他親戚照顧）.這些我稱之為「新富雇主」的青壯年中產階級’

映現丁台灣社曹∣睛著經濟快速發展、代間向上流動的階級形構的側

影.奠基於代間流動的新富雇主現象’也出現於其他的亞洲新興國

家‧C｝lris﹝ineChin（l998）便指出’僱用外傭是馬來西亞雇主作為新

中產階級的身分標記。在香港和新加坡,僱用外傭則幾乎已成為雙薪

中產階級家庭的必要服務’在針對該階層銷售的公寓的藍圖設計中’

都可以看到傭人房的必備設計.

許多台灣雇主也是第-代的職業婦女‧她們的母親或婆婆在結婚

或生了第-個孩子後辭掉工作’專心做個家庭主婦,但女兒及媳婦則

嚮往另-種生活‧約束當代台灣中產階級女性的∣∣生別規範’不再侷限

於賢妻良母’也銘刻了∣∣生別平等＼夫妻平權與追求工作成就等理想價

值.這些困於蕾模範與新價值之間的新-代職業婦女,解決蠟燭兩頭

燒的途徑’是尋求家務、托育及服侍公婆等責任的市場外包’新引進

的家務移工尤其成為她們仰賴的勞動力來源‧縱然如此’職業婦女仍

持績要心力交瘁地和母職﹑持家、孝道等文化意識形態討價還價。

與分別來自第-世界及第三世界的雇傭組合相比’全球南方的家

務移工雇傭關係中的勞資地位差距較為曖昧模糊。就此層面而言’台

灣新富雇主與向下流動的菲律賓女性移工的相遇’特別具備重要的理

論意涵‧例如,有位匈牙利移工曾扼要地形容她與加拿大雇主的關

係:「他們認為妳就像妳的英文-樣笨. 」﹙EnglandandS﹝iell l997﹚.

但我田野中-位大學畢業的菲籍家務移工卻如此描述她的台灣雇主:

「她們比較有錢’但我說的英語比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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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籍的女∣∣生家務移工因為教育程度較高且具備英語優勢’-直是

全球移工市場的優勢來源’具備大學學歷的菲律賓中產階級在國外從

事女傭﹨看護的工作並不罕見。這樣的現象引發幾個祉會學謎題:當

這些菲籍栘工在地主國從事的是女傭這份被祉會汙名化的工作’她們

要如何確保自己能夠向上流動?當台灣雇主的英語發音或文法被菲律

賓女傭糾正時’他們該如何鞏固自己身為雇主的階層地位?家庭又如

何成為-個全球化的微觀政治場域’讓雇主與移工同時在其中確認與

挑戰彼此的差異與不平等?

印尼的女性家務移工雖較晚進入全球的遷移流動之列,但在台

灣、新加坡﹑香港等亞洲地區’她們的人數直逼甚至超越菲籍移工。

我們要如何解釋這個轉變?這樣的轉變又與家務移工的種族化形象

﹙例如,「聰明而搞怪」的菲傭相對於「愚笨但∣I頂從」的印傭）有何關

聯?這是待解的另-個謎題‧在本書中’我將藉由比較菲律賓與印尼

家務移工的工作分派、論述再現及勞動條件,來檢靦階層化的種族他

者如何被建構‧

本書聚焦於台灣雇主與家務移工的相遇’並藉此檢靦人們如何

跨越國族與祉會界線來認同自身與「他者」。我並將以「晝界工作」

﹙boundarywork）這個理論靦角來連結巨觀的結構力量與微觀的人際

互動。祉會界線的建構區隔出「我們」與「他們」的差別’這樣的畫界

工作不僅發生在公民身分與國界管控等政治與法律的層面’雇主與移

工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動協商與象徵鬥爭’也是形塑祉曹界線的重要場

域.以下,我將先分享本書的研究過程與親身田野經驗’然後鋪陳本

書植基的理論脈絡。對於學術文獻較無興趣的讀者’可以跳過理論部

分,直接進入章節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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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告白

後現代學者近年來已經對民族誌詮釋的權威提出尖銳的挑戰’打

破研究者客觀中立的迷思’強調研究與寫作必定是從特定的文化與社

會情境出發﹙Cli｛fb﹝dandMarcus l986）。基於這樣的立場’研究者必

須對於研究方法與過程進行反思:我的社曹位置與出身背景無可避免

地形構了我進行觀察與理解的認識論靦角﹙我看見丁什麼?我如何進

行理解?）’同時也形塑了我與報導人之間的互動模式﹙他們如何看

待、定位我’以及如何回應我提出來的問題?）‧

身為-個中產階級出身的台灣女性’在進行菲律賓與印尼移工的

民族誌研究過程中’我跨越了多重的國族與肚會界線’同時進行的與

台灣雇主的訪談,則讓我進－步反思自己的階級、j∣生別、族群等位

置。我的研究過程中發生的種種軼事’在在彰顯出研究過程與結果都

鑲嵌在、也揭露出研究者與報導人所處的祉會脈絡與權力關係。以下

分享的田野經驗呼應了本害主旨:跨國交會中的畫界工作與認同形

構‧我是-個跨界的研究者’這樣的主體位置得以容我深刻觀察、體

會、理解這個主題‧

回家研究外籍女傭

在美國當了幾年研究生後,我在l998年7月回到台灣開始進行本

研究的田野工作‧我用滾雪球的抽樣方式尋找進行深入訪談的雇主。

找到受訪者並不難’因為幾乎我人際網絡中的每個人,包括我家人’

都認識-些僱用外慵的人。我的姐姐與她開旅行祉的丈夫’經常-星

期工作六天’每天花十小時在辦公室與來回的路上‧他們從朋友那

裡「借」了-位菲律賓女傭’請她每週末到家裡來打掃’所以他們可

以不用犧牲星期天早上賓貴的睡眠時間來維持家中的整潔‧甚至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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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位六十多歲的全職家庭主婦,親戚也慫恿她去雇個外傭:「你

該享幅啦!反正現在請個外籍女傭很便宜。」

許多雇主﹙多半是男∣∣生﹚剛聽到我的研究主題時,會遲疑幾秒後

評論道:「嗯,很有趣’你為什麼決定做這個題目?」這樣的反應暗示

了在他們眼中’相較於生產、發展等引人注意的陽剛議題,家務工

作是微不足道的「女人家的事」‧我之後試著在描述中把研究主題「升

級」為探討「外勞政策」或「照顧孩童及老人的制度安排」’有些受訪者

才覺得這樣的訪談具有-定的公共價值’而不是浪費時間閒扯‧

在我的研究中’只有四對來自於同-家庭的雇主與外勞同時受

訪‧我特意避免這樣的∣∣青形’責基於倫理與責際的考量。有些雇主會

主動「提供」她們的女傭讓我採訪‧但當我看到這些移工不自在地坐

在角落裡等著受訪’我意識到在她們的眼中’我這個陌生人責等同於

雇主權力的延伸,我只能拒絕雇主的好意‧有幾次’我提醒雇主要先

徵求移工對於受訪的同意。這些雇主走到廚房﹙當我和雇主在客廳談

話時’廚房往往是女傭待的地方﹚回來後,往往-臉驚訝地對我說:

「哇!你講對了!她真的不想被採訪耶.」

我盡量避免上述的〃I青況發生’因為我不希望接受採訪成為-件雇

主的工作指派,換言之是-項讓家務移工無法拒絕的工作.我也不想

處於-個尷尬的夾心餅位置’因為如果移工靦我為「雇主的朋友」’

我與她之間的信任關係便難以建立.例如,我採訪的第-位菲籍女

傭ROSCmary是她的雇主芳萍I7引介給我的‧但她們兩位後來都試著向
我打探對方的事’∣青:Rosemary急著從我這知道她雇主明年是否繼績聘

她’而芳萍則跟我打聽Roscmary在合約結束後的去向。

我和RosemaⅢy因採訪結識後’我參加了幾次她與朋友在星期天

的聚會‧Roscmary高興地拿了幾張我們在星期天聚會拍的照片給老闆

「嗯,Roscmary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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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看幾張照片。我很好奇耶.…..你和她們在-起做什麼?」我從她

驚訝的語氣裡可以讀出她沒有明說的訊息:「你這個留美博士幹嘛跟

這群菲傭混在-起?」

基於我的台灣中產階級家庭出身’我很容易透過管道與受訪雇主

搭上線’而大部分的雇主也假設我的想法與行為和他們差不多,因此

與我侃侃而談‧雖然這樣的假設與現賓多有出入’彼此在祉會付晉卜

的親近∣生的確有助於蒐集資料.然而,當我聽到這些「同胞」雇主說

出帶有種族歧靦或階級偏見的話時,我心裡倍感困擾。有時候’當我

坐在那聽著受訪雇主講話’卻無法有技巧﹑有禮貌地反駁其觀點時’

更深恐自己成為壓迫體制的共犯‧身為-位女性主義者,我也無法全

然贊同-些（男∣∣生）批評者’毫不遲疑地批評女雇主純粹就是自私自

利或特權份子.

在-定程度上’如此的主體位置形塑了我如何提出社會學的發

問‧與其不加思索地責難女雇主的階級與族群優勢,我更想從結構環

境與性別關係的脈絡來分析她們的行為、態度與想法’試圖以社會學

式的同理心’來對人的經驗有比較立體的理解。

在移工社群中的－個台灣人

我的另-部分研究資料來自對家務移工的田野觀察與深度訪問。

我在l998年8月到l999年7月進行第-階段的菲律賓移工祉群田野。

每個週日’我都起個大早’帶著我的錄音機、筆記本與相機’跳上公

車’前往聖霧堂（假名）這個天主教堂以及附屬的-個非營利組織。

我在那裡當了幾個月的志工’開了-班中文課’也偶爾協助移工的

申訴個案‧我也經常受邀參加菲律賓移工的各種社交聚會’如旅遊購

物、到迪斯可舞廳跳舞﹑唱卡拉OK、公園野餐﹑生日派對、速食餐

廳閒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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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的田野（從2002年9月到2003年l0月﹚’我擴增研究規

模來含括近年來人數增多的印尼移工。基於幾個原因’我在接觸印尼

移工的過程比先前進入菲律賓社群來得困難許多‧第-’印尼移工並

未像菲律賓移工-樣在教堂等固定地點形成肚群。我和助理因此到台

北火車站以打游擊的方式尋找受訪者’這裡是印尼移工星期天的主要

聚會點之-‧不像先前有修女的「加持」 ’我們要在印尼移工的社群

中建立信任關係’必須完全靠自己.

其次’在第二階段的印尼田野中’我發現我變成大學教授的新身

分是個負擔’而非優勢。在先前菲律賓移工的田野中’我還是個靠獎

學金過活的研究生’每個月的微薄津貼只比家務栘工的薪資多個幾

千塊。此外’我當時的年齡和大部分的菲律賓移工相仿﹙二十八﹑九

歲）’其中許多擁有大學學歷’因此在教育與文化的經驗上也沒有太

明顯的鴻溝。例如’-位大學時修過社曹學課程的菲律賓移工曾問

我:「你現在做的叫做『融入』（immersion）’對不對?」她笑著跟我分

享她的男同志教授在菲律賓做的同志祉群田野研究。

相比之下’印尼栘工較年輕﹙大多二十出頭﹚’且平均教育程度

較低（高中﹚‧這兩個元素都讓她們相對於我這位三十多歲的大學教

授之間的社會距離益形遙遠（雖然我的性別﹑年齡與打扮並不符合她

們心目中對「教授」的想像）‧此外’在對地位階級高度敏感的伊斯蘭

文化中長大’她們傾向硯教授為「地位崇高者」’並以帶有距離感的

尊敬態度和我相處。我花了許多時間與D力’包括掩飾我的「教授」

身分’改自稱為「我在大學裡工作」,方能淡化可見的地位鴻溝’逐

步與印尼移工建立信任的關係‧

在初識之際’移工們通常假設我是某人的雇主.當我對這個猜測

搖頭以對’她們便繼績問道:「那你是仲介?不是。記者?不是‧那

你來這裡幹嘛?」有些移工也猜想我可能和其他移工-起工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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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個工廠工作?」似乎’與她們曹發生接觸的台灣人’不是工廠同

事,就是試圖從她們身上取得服務、金錢或資訊的人‧

田野初期’我可以從-些細微訊息中嗅到移工對我這位台灣人的

不信任。有次’我和她們去海霸王吃自助午餐’吃到飽的餐廳通常很

受移工歡迎,因為她們可以放心大吃特吃（不像在雇丰家中的三餐常

受限制﹚’也不用顧慮用中文點餐的困難與風險。在杯盤狼藉之後’

-位菲律賓移工’茱莉亞’把幾個蘋果與杯子蛋糕塞進袋子‧另-位

菲律賓移工輕推茱莉亞的手肘’用眼砷提醒她我在旁邊。為丁減輕朋

友的不自在’也為了掩飾她在我面前的行為’茱莉亞以開玩笑的口吻

回答:「不用擔心’她知道我帶這些回去是給我老闆的小孩子吃的。」

隨著時間的累積與田野的推進’移工對我的不信任逐漸轉變為友

誼及互賴‧當她們要與計程車司機溝通或與街頭小販討價還價時’我

可以擔任語言與文化上的翻譯。她們則成為我的導遊’引領我探訪隱

藏在城市角落的栘工聚落。我的台灣人身分在田野中的作用’逐漸從

原本的詛咒變成保佑.她們不時讚美我:「Ybuarcsoeasygolng’no〔likc

otherThiwancsc.T｝﹞eyarcsnobbish（你很隨和’不像其他台灣人’他們

都很勢利眼﹚‧ 」偶遇的菲律賓栘工經常會對著我的朋友說:「Youare

solucky.Ybul. cmploye!. spcaksgoodEnglisII!（妳好幸運’妳的雇主說-

□好英文﹚。」她們聽了則驕傲地回答:「Shcisnotmycmployer!Shcis

my冷αi﹠妙〃（馬尼拉語）! （她不是我的雇主!她是我的朋友! ﹚」

我不只是她們的-個朋友’更是-個台灣人朋友,而且可以跟她

們坐在火車站地板上’-起領受路過台灣人的鄙靦目光。基此’我這

位台灣朋友的友誼經常被轉變成-種公開展演‧我是她們寄給印尼或

菲律賓家人的照片中最受歡迎的模特兒（我在田野工作-年間所照的

相片量,約莫是我十年來照片的總和﹚。有些菲律賓移工甚至把與我

的台照寄給她們的美國筆友’並在照片後面寫著:「這是我來自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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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的中文老師‧ 」我們去唱卡拉OK的時候（不是錢櫃的包廂’而是窄

小陰暗的地下室﹚,滿屋子流瀉著馬尼拉語或英文的歌聲’她們卻堅

持要我點-首中文歌來唱’因為:「我們想要讓其他人知道我們有個

台灣朋友! 」

甚者’在她們眼中’我不只是-個普通的台灣人朋友,還是-個

鍍上美國光環的台灣人。對多數菲律賓人而言’美國既是連結歷史文

化臍帶的殖民母國,又是窮生難以登陸的夢想國度‧就像我對她們在

台灣的生活感興趣-樣’她們經常好奇地問我大大小小有關美國生活

的細節’而且多數無法理解何以我不想辦法在美國找工作嫁人’而想

要回到台灣這個小島‧移工祉群中甚至謠傳我已經取得美國綠卡或公

民身分。有些移工戲譫地對我說:「你在芝加哥需要女傭嗎?」「你什

麼時候要幫我在美國找個老公?」

我在美國讀書、可以說相對流利的英文,這樣的背景不只提升了

我在移工祉群中受歡迎的程度’更讓她們覺得我和「-般」台灣人有

所不同,因此’她們感覺可以自在地在我面前批評與取笑台灣的雇

主。許多時候’我和菲律賓移工在吃飯＼聊天之際’她們開玩笑嘲弄

雇主的破英文後,常轉過頭來’拍拍我的肩膀讚美說:「但你的英文

很好喔’你聽起來就像個美國人.」

除了被菲律賓移工靦為「準美國人」或「類美國人」’在做田野的

過程中,我也經常被誤認為菲律賓人或印尼人。當我與移工朋友-起

坐計程車時’她們會用幾句有限的中文跟司機溝通目的地（比方說’

「去拜拜」意即去中山北路教堂﹚’我通常等到雞同鴨講的狀況發生

時’才會介入說中文打破僵局。當司機聽見我說話後’通常會轉過頭

來驚訝地問我:「你怎麼曹說中文?」在我解釋自己是台灣人後’他

們的表I青更為驚訝困惑:「那你為什麼和她們混在-起?」

把我誤認成「她們」的不只是台灣運匠,東南亞移工也常把我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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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自己人。有幾次在教堂附近或台灣火車站’我跟菲律賓朋友同肩

併行’路過的其他菲律賓移工用馬尼拉話不解地問我的移工同伴:

「這個菲律賓人怎麼-直在說英語?」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我和印尼

移工結伴活動的時候’聽到我開口說中文後’旁邊不認識的印尼人’

才驚訝地說:「我以為你是印尼人說‧ 」

我被誤認為菲律賓人與印尼人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我當時留著

短髮＼冑色比台灣女生略黑嗎?根據我在菲律賓與印尼當地的田野經

驗’這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即便在我尚未開□說出惡補的幾句當地

話、暴露出我的滑稽口音之前’多數人早已從穿著和樣貌上認出我是

個外國人‧或者’這是因為我的田野工作如此成功’我已經「矇混」

﹙passing﹚成為田野中的局內人?

雖然我真想相信自己是個有變身異稟的田野研究者’但我必須誠

貫地招認’真正的原因是,我和這些菲律賓與印尼移工的親密共處與

友誼互動’跨越了「我們」與「她們」之間無形的社曹藩籬。在祉會分

類與地位區隔的地圖裡’她們是-群和我不同族群、階級、國籍的

人,我的移位與跨界,讓不細察的人們（不論隸屬於社會藩籬的這-

端或那-頭）’把我理所當然地歸類為移工祉群中的一員‧

田野過程中曾出現這樣-個關鍵∣生的時刻’清楚顯露出我與移民

社群之間的祉會區隔‧這-幕當頭棒喝地告訴我’不管我的田野多I∣頂

利、我的跨界多努力’在移工社群裡’我畢竟仍是個局外人.

那-天’我在中台灣的某個小村落訪問菲律賓移工Elvie’她與另

-位菲籍移工-起照顧在三台院老房子裡同住的阿公阿媽’老人已長

大成家的孩子則住在不遠處的水泥房子.我和Elvic約好等到她照顧

阿公上床休息後’我再帶著零食去聊天訪問.入夜時分’我們光著腳

丫坐在藤椅上’輕鬆地剝花生、聊天.Elvie談起上個月有菲律賓朋友

來家裡看她’她的年輕老闆很不高興有外人來’頻頻交代不可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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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她這樣說’我差點被喝到-半的水嗆到’立刻收攏翹在藤

桌上的二郎腿,速速把身體坐正’緊張地問她:「我的造訪不曹帶給

你麻煩吧?」‧Elvie繼績嗑著花生’-派輕鬆地說: 「Don’tworrγYbu

arconcofthem!﹙別擔心。你是他們的-份子! ）」

界線為何重要?

根據Mich台leLamont﹙1992: 9）的定義’界線指的是「我們用來分

類物品、人群、賣作’甚至時間與空間等的概念性劃分」。兙會界線

的構成涵蓋多重層次’包括認知、互動’以及制度層次。在心智層面

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透過區辨各種事物來感知這個世界‧ Is就制

度層面而言,國家官僚使用的族群分類或專業組織設計的工作制度

等社會分類’都具現了宰制與抵抗的象徵政治。社會中的優勢階級

常藉由排外﹙cxc】usion﹚來確保界線與鞏固地位’其他群體尋求被納入

﹙inclusion﹚時,則透過使界線模糊、可穿透,或重新建構另類界線等

方式.

更重要的’我們需要透過日常生活的各項實作來連結制度上的社

會文化分類與我們腦子裡的認知圖像’也就是「畫界工作」‧ I,不管自

覺或不自霓’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皆投入各式各樣的畫界工作’培養

默曹致知（taci﹝knowledge﹚或身體慣習﹙habitus’Bourdicul977﹚’藉此

形塑我們對於自身與他人的理解.畫界這項祉會責作不僅讓文化得以

再生產’更鞏固了既有的祉會關係與不平等‧

為什麼我認為畫界工作的概念提供了分析全球家務分工的-個重

要理論靦角?因為這個概念所強調的關係性思考’除了有助我們理解

跨越不同族群與階級的女人的主體經驗,它也強調責作的能動性以及

動態的認同形構﹙iden﹝iBcation﹚。z0本害將在三個主要層次上探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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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分工以及國際遷移經驗所涉及的畫界工作‧第-,家務勞動是-

個重要的建構「婦職」﹙womanhood﹚的場域’其市場外包突顯了↓I生別

界線與其他社會不平等的締連。第二’國際遷移的經驗’如何導致了

地主國與母國社會裡的階級與族群界線的重畫。最後,家成了全球不

平等與祉會差異的交會之處‧在屋簷下的日常生活中’雇主與家務移

工都在協商、營造空間界線,也藉此具體化了祉會界線的存在‧

在家務勞動的連績性中協商性別界線

要如何分析「↓∣生別」?傳統的「性別角色」理論已被批評把性別當

做靜態的特質’有學者進而提出「性別界線」的概念來強調性別分派

的可塑性與滲透性.ZI「男人」與「女人」其責是兩個內部充滿異質構

成的群體’但在強化二元』∣生別的異性戀體制中’被畫∣分成截然不同的

群體’突顯男女之間、而非男女內部的差異‧ l生別界線作為-種規

範、意識形態的機制’便透過建構二分的性別差異’來強化男性特質

與女∣生特質之間的對立‧「養家」﹙brcadwinning）是-條重要的性別界
線’突顯「正港的男子漢」的特點與貢任’這樣的「男職」﹙manhood﹚

規範’讓無法賺錢養家的男人自慚形穢’也讓男∣生工作（理應得到用

來養-家子人口的較高薪資﹚有別於女∣∣生工作（只是補貼家用、賺私

房錢）。

家務勞動-含括各種維繫家計、照顧家人與維持家庭再生產的

勞務活動22-則是建構「婦職」的另-條性別界線‧事責上’不論是
僱用幫傭的女∣∣生雇主’或是受雇的家務移工本身,她們的現責生活都

與支配性的「婦職」規範大相逕庭;兩群女性都因工作而偏離丁傳統

的全職家管及母親角色。雖然她們跨越了l生別界線’但仍然受到性別

規範的約束’在例行的家庭事務中持績協商著「好女人」的意義與母

職的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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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勞動被社會靦為女人的「天職」﹙calling）’也因此被認為是-

種不具技術且無需報酊l∣的工作‧無剛∣∣家務勞動的道德價值’即砷聖的

「愛的勞動」’被用來合理化它的經濟貶值‧類似的∣∣青感價值與金錢價

值之間的互易消長,也常被用來台理化照顧工作的低報聊I∣‧人們認

為商業化會玷污愛與關心的價值,甚至連新古典經濟學家都認為’保

母﹑看護等工作者的薪水低是台理的’因為她們可以獲得情感補償的

無形報聊l∣﹙EnglandandPolbrcl,99）‧換言之’無剛∣∣l家務勞動與有薪家
務工作都被靦為女∣∣生化的工作,也都因為內蘊道德價值而導致勞務的

經濟貶值。

既有文獻往往將無剛I∣的家務勞動與有薪的家務工靦為分開研究的

主題’忽略了兩者間的締連與鑲嵌‧比方說’夫妻間因家務分工不均

而不時上演的性別戰爭’往往跟市場上是否有方便廉價的家務成品或

服務’有連動的關係’而那些提供家務服務的勞工本身,也時常兼任

母親與妻子的無剛∣∣家務角色‧許多文獻習焉不察地接受「女傭」與「女

主人」之間那條僵化的二分界線,導致我們對女∣生的多重位置與變動

的生涯軌跡靦而不見’而忽略了女傭與女主人的角色可能相互流通、

重晝出現等貫際狀況。

基此,我強調無酬家務勞動與有薪家務工作不是互斥、獨立的

範疇,而是女l∣生化的家務勞動跨越公、私領域所形成的結構連績體

﹙structuralcontinuities﹚‧ 』3在招募保母或女傭時’仲介或雇主都時常

要求應聘者提供在自己家中擔任母職或家管的經驗’以此確保她們能

夠勝任有薪的家務工作‧相反地’-個曾做過有酬家務工作的女性’

可能被她的伴侶認為因此具備了當妻子或母親的資歷與能力。個別女

性在其生命歷程中,可能從事各種不同形式的家務勞動’而它們都-

致被建構為女人的工作.

本書將家務勞動的女性化靦為結構連績體’企圖對女性主義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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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兩點對話:第-’連績體的概念可以打破二元的思考框架’突顯

不同社會地位的女性所面對的相似的父權支配‧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

並不會因階級與跨國分工的取代而消失.後面章節將會呈現’女主人

與女傭其貫都透過彼此的協助’尋求跳脫全職家庭主婦的角色的可

能’儘管兩者擁有的資源與位置大不同,仍皆受到父權規範與∣∣生別界

線的桂桔.

第二’家務勞動連績∣∣生的概念也彰顯了婦職的內容與意義如何與

階級、族群﹑國別等社會不平等相扣連而被差異化的建構.而這樣的

連績體也提供了女’∣生施展能動∣生的媒介’使她們得以在女性化家務勞

動提供的多重位置間移動’來改善自己的處境‧

具體而言’家務工作不僅被許多人硯為女性生來的專長’特定

種族、族群的女人更被認為「天性」上適台從事這份工作‧歷史學家

PhyⅡisPalmer﹙l989）在探討兩次大戰期間的美國社會的研究中便指

出’白人主婦的女性特質的建構版本和其他的種族、階級的女∣生特質

截然不同。「白皮詹的女主人」被靦為是純潔賢慧、官宰百家的好女

人’而深色皮詹的女傭卻被看作骯髒＼性慾強的壞女人,適合從事低

賤的家務‧

然而’女傭與女主人之間的差別不是-條不證自明的界線.女雇

主害∣I白被家中的另-個女人所取代’必須強化界線來捍衛兩極化建構

的女性特質.女雇主思量著如何在無損其「女主人」地位的狀況下’

將家務在祉會容許範圍內轉移至市場代理人肩上﹙Kaplanl987）.身

為母親的女雇主也在自身與保母間發展出-套母職勞動的階層分工’

以確保自己仍然維持精而申性與道德l生的母親工作（Macdonaldl998;

Ut﹝aI l996）‧本書將呈現’當台灣女雇主試圖在自身與東南亞移工之

間刻畫-條明確的界線時’她們既在化解自己的焦慮與形構自我的女

性特質’也同時參與了階級、族群差異的想像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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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已婚的女性移工而言’跨越∣生別界線的主要風險在於她們成為

跨國養家者﹙transnationalbreadwinncr）的新身分。雖然女性移工和男

性移工-樣離開家人從事全職工作’不同的是’她們仍必須從遠距離

竭盡妻子與母親的責任’以確認∣∣生別界線的適當存在。許多移民學

者已經觀察到「跨國母職」﹙transnationalmotherhood）的運作:栘工父

親通常只要從遠方定時寄錢回家照顧家計’就被認為完成了他們的

家庭義務’但移工母親卻必須擴展母職的定義’讓家人與其他人相

信’出國工作、賺錢養家’是她們照顧小孩﹑竭盡母職的最好方法

（Hondagncu﹣SotcloandAvllal997﹚.留在家鄉的移工丈夫常因未盡養

家貢任而覺得有損他們的男子氣概’女性移工則藉由用力扮演「超級

母親」（supe【mom﹚的角色來強化∣生別界線’例如透過密集的電話與

簡訊來安排孩子與家人的食衣住行’以此彌補她們在家庭生活的缺席

（Parrchas2005）。

總而言之’台灣女雇主與東南亞家務移工皆同時參與了所謂的

「跟父權討價還價」﹙Kandiyoti l99l﹚的過程’這個概念描述女l生面對

多重形式的父權壓迫時,如何運用各種日常策略來保障自己的生存安

全﹑改善自己的生活機會‧本害後績章節將援引此概念來探討這兩群

女性如何運用特定的策略來協商在地的父權關係及性別界線。中產階

級台灣女性藉由僱用女傭來減輕家務勞動的性別化重擔’而束南亞女

人卻選擇變成女傭’來換取出國工作的機會,以逃避母國與家庭的性

別束縛‧「女傭」與「女主人」兩造的經驗雖然相異’但也有驚人的相

似’她們的命運與處境都受到家務勞動的女性化的高度影響。

在遷移地景中重劃族群及階級界線

「種族」（race﹚的概念’通常讓人聯想到以生物差異為基礎的人群

分類。l9世紀的「科學」知識’如體質人類學’強化了種族分類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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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存在的表象’並以此台埋化殖民者與優勢白人對於有色人種的刻

板印象與差異待遇。』420世紀後期以降’學界已經普遍質疑「種族」作

為-種客觀責存的類屬:詹色等外形差異不是互斥的類別,而是分布

的連績體;近期的考古證據也揭露人類基因的同出-源;透過比較特

定種族類屬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指涉內容的轉變’我們更可以清楚察貴

「種族」分類的社曹建構性。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肚會關於「白人」

（white﹚的指涉內容的變化,貧窮的愛爾蘭移民在l9世紀中＼猶太人

在二次大戰前’都被認為不是「白人」’後來才逐漸被納入‧

當今的學界多避免使用「種族」的概念’因為名詞蘊含種族

分類有客觀存在的指涉’轉而使用種族主義﹙racism﹚或是種族化

（racializa﹝ion﹚等概念‧前者指的是種族分類與歧硯作為建制化﹑系統

性的祉會關係;後者則藉由過程性的動名詞’強調構成種族區分的祉

會﹑意識形態過程。我認為種族化是-個有效的祉會學分析工具’

可以幫助我們考察種族主義形成的動態歷史過程’更具體的說’種

族化的過程標舉（mark﹚出某-社群在生物或文化上的與眾不同﹙Lie

200l）’這樣的族群差異被本質化、自然化’並眨抑為系譜學上的

「他者」（YUval﹣Davisl999﹚‧

在國際遷移的當代脈絡中’外國人 政治文化社群的外來者

﹙outsider﹚,成為種族化的主要對象。然而’並非所有移民都面臨同樣

程度或形態的種族化。比方說’對於法國人來說’移民（immigrant﹚

-詞’通常指的是詹色深的阿爾及利亞人’而非責際上人數較多的葡

萄牙人。對於日本人來說’「外勞」（｛breignworker﹚的範疇指的是來自

貧窮亞》∣∣國家的體力工人’而不包括其他外國人’例如韓國人﹑中國

人,以及歐美人士（Lic200l: l8﹣9﹚‧

這樣的現象告訴我們’種族界線實與階級不平等﹑世界體系中的

國家階序有高度的相關‧ Z,同時’種族界線的社曹建構反映出該社會



跨國灰姑娘46

對於「他者」的文化想像:某些群體被認為具有歷史或文化上的親近

性’可以變成「我們」的-部分;而其他群體被標舉出有根本差異’

是不可同化的永遠他者.學者稱這樣的肚會心態為「新種族主義」或

「文化種族主義」﹙cul〔uralmcism）’認為移民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與

地主國無法同化相容’進而台理化排斥與歧靦移民的行為。』‘

回到台灣的脈絡’我們要問’90年代以降的台灣社會’面臨日

益增加的短期與長期居留的新移民-包括「外籍勞工」、「外籍配偶」

以及來自歐美日的所謂「外籍人士」-我們的祉會呈現出怎樣的種

族主義的樣態’如何將不同群體的栘民施予種族化的過程?

我提出「階層化的他者化」（stratihedothcrization）的概念,強調我

們必須用關係性的架構來理解種族化的過程與結果‧在含括-系列族

群他者的光譜中’不同遷移主體的分布端賴於他／她們的社會位置與

相應的文化想像‧換言之’種族化作為-種他者化過程’衍生的是階

層化的複數他者‧種族化不只建構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二元差異’也同

時衍生了多重的族群他者,賦予階序化的文化想像,其階序除了建立

在族群分別上’也與階級分化與國家不平等息息相關‧

為了具體描繪種族化的過程,我們必須確認這個過程在哪些層

次上運作?參與者有誰?涉及哪些物質或象徵利益?MicbaclOmi與

HowardWinant﹙l994）曾指出’種族化是-種政治計畫,國家根據種

族分類來分配不同的權利與資源。種族化也同時是-個論述過程’透

過運用象徵＼語言與意象來傳達族群的刻版印象。此外’種族化的界

線也透過各種指揮個人互動的規範﹑禮儀及空間規則’在日常生活中

進行再生產（Glenn2002: l2﹚。本書將從三個主要面向來彰顯移工的

種族化:台灣的政策規範、人力仲介的招募與行銷’以及移工與雇主

及肚區居民的互動。

除了族群地景的遞檀外’人們跨國界的各種遷移也重塑了全球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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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階級排序‧我援引布赫迪厄﹙PierrcBourdicul987:6﹚ ’把階級定

義為「祉會空間上的近似位置」-社曹階級是-種分享相似生活機

會﹙lifEchancc）與屬性﹙disposition）的個體群聚。他認為階級區分不只

奠基在經濟資本的分配上（財富、收入＼資產）’也同時透過文化資

本（教育﹨禮儀﹑品味）、祉會資本（人際資源、網絡）與象徵資本（正

當性﹚的投資進行再生產‧然而’他的定義並非把階級靦為社會位置

或生活風格而已’階級秀異不只是固定的界線、物質的存在條件’更

是象徵鬥爭的競技場-不同的社會群體經由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的

投資與配置’來競逐社會區分的正當∣生（Bourdicul984）‧

布赫迪厄的階級理論’強調透過社會空間進行關係∣生的思考’

也強調階級的再生產是╴個社曹賃作﹙socialp【acticc﹚.這樣的分析消
弭了主觀的階級﹙意識）與客觀的階級﹙位置﹚之間的二元對立’強調

階級是在日常互動的過程中做出來的（doingcIass﹚﹙Hanscr2008﹚。然

而’其理論也被批評’預設了-個客觀存在的肚會空間’假定資本積

累的過程發生在-個相對同質與靜態的系統裡’較少考慮到個人的遷

移流動,以及社會空間的開放邊界、相互滲透。Z7近來的移民學者便

呼籲跳脫單-民族國家的框架’透過「跨國主義」（tmnsnationalism﹚的

尺度來分析遷移主體的多重付置與認同（BascI﹞ct.al l994﹚‧

已有-些研究開始探討跨國移民的複雜的階級認同形構。翁愛

華﹙AihwaOngl999﹚研究移居北美的香港移民’發現這些富裕的華人

處心積慮地將他們的經濟資本轉換為文化資本（如去英國留學、學英

文與掌握上流文化品味﹚’並透過持有多國護照的方式來維持「彈性

公民身分」（Hcxiblecitizenship﹚’以利他們在多重國度中取得身分與權

利.儘管這些跨國移民者能夠在多重的政治版圖與全球貿易中游走’

他們在移民西方國家後,依然受制於階層化的種族分類‧有個著名的

例子是’-位移民北加州的香港富賈’因為想把郊區的洋房加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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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式的屋頂,受到白人鄰居的抗議。她後來∣賁而搬離社區’威脅要

把房子捐去當游民的收容所‧這些富裕華人在移居國被靦為低下的種

族他者’他們進行文化資本積累的彈性策略仍面臨結構性的限制‧

階級較低的移民也在其海外旅程中以相似但獨特的方式經歷

丁矛盾的階級認同過程‧研究羅馬與洛杉磯的菲律賓移民的Rhaccl

Par【ehas﹙200l﹚形容這種∣青況為「矛盾的階級流動」‧對女性栘工而

言’當個海外家務幫傭同時提升與貶低了她們在勞動市場中的地位‧

家務幫傭這份被汙名化的工作雖然幫助移工獲得足夠的經濟收益’但

她們的地位卻因此向下流動.她們的階級脫位（dislocation）貫肇因於

全球化力量下區域發展不均等的背景脈絡。

延績以上的文獻’我用「跨國階級畫界」﹙transnationalclass

mapping﹚的概急來描述階級界線在跨國空間中的構成與變動。當階級

形構過程發生在橫越不同國度的空間場域時’階級與國族的界線不僅

在結構的層次上相互締連’國際遷移也創造了多重的主體付置’讓個

人得以跨越地理國度與社曹藩籬來協商階級界線的持績﹜∣生與可變性。

這樣的階級劃分展現丁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交會力量。雖然階級定位是

在全球的層次上運作’然而’「做階級」的互動責作’仍需透過在地

的生活空間與文化資源來進行協商與鬥爭‧

「跨國階級畫界」不僅形塑了移工的階級位置與認同’也影響了

台灣的新富雇主透過消費家務移工的服務,彰顯自身的階級向上流

動.然而’有些雇主的優勢權威卻因菲籍女傭較能掌握英語這項全球

語言資本而受到挑戰。在進口購買與出口提供家務服務的過程中’台

灣雇主與菲律賓移工都試圖透過跨國連帶來提升他們的在地地位’進

行多重資本的積累與轉換.雙方都被全球現代性（globaImodcrnit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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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所召喚’希冀成為具有國際觀與現代性的主體’而英文作為-種

全球語言’尤其體現了這樣的想像。

修築「家」與「家庭」的界線

「距離」與「領土」等空間意象’經常被用來描述-些沒有具體存

在,卻在人們的體驗中彷佛賣存的祉會差異與近似（Zcrubavcl l99l:

l5）。空間確責是他者化過程中的具體元素之-。DavidSibley（l995﹚

便指出,「空間淨化」﹙spatialpuriHcation）是祉會空間組織的-個重要

特徵:人們在營造環境中藉由強化空間隔離來突顯肚會界線的存在’

藉此鞏固對少數族群的排斥,並防止界線的逾越‧私人家庭尤其是-

個高度階級化、純淨化的空間;井然有序與鞏固疆界是家務空間與家

庭生活的重要特徵‧

「家」’根據牛津英文字典的定義’意指「人’特別是其與家人的

居住之所」.當代的家與家庭的概念’作為私領域的表徵’是特定祉

會與歷史形構下的產物.公私領域的這組概念區分在不同的理論脈

絡裡具有多重﹨差異的指涉』s 。在資本王義現代性的發展下’由於生

產與再生產的分工’家庭與私人生活被建構為具有規範意義的私領域

﹙「甜蜜溫暖的巢穴」﹚’成為人們躲避冷酷市場理性﹑混亂公領域的避

風港（Laschl977﹚‧在現代西方祉會裡,代表親密關係的家庭生活,

被普遍靦為-處只容局內人進入的「後台領域」’庇護著他們的秘密

與言行（Skolnickl992）。

西方學者在批評家務全球分工可能造成的權力不平等之際,也

感嘆市場理性、商品化等力量介入親密關係、家庭生活等私領域的

後果（Hochschild2003﹚‧家務雇慵關係挑戰丁工作與家庭﹑公與私、

在地與全球的截然二分.對於雇主與移工來說’作為親密圈的「家

庭」（｛amilV）與做為責際住所的「家」﹙bomc﹚都呈現斷裂的狀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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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雇主「私」領域的家成為移工的「公領域」職場’而移工不僅是雇

主家庭的局外人’也是地主國祉會中的外來者。另-方面’不具血親

身分的移工需與雇主近距離同住’卻被迫與自己的家人分隔兩地‧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私密家庭生活（privatcdomesticity﹚的概念是

歷史﹑文化依存的建構’我們不應把家務勞工的同住靦為雇主家庭隱

私的必然障礙’在特定文化脈絡或祉會〃∣青境下,僱用幫傭可能成為貫

現家庭的「理想」建構的必要手段Z,,或是維護家庭私密生活的前提條

件‧比方說’當我問-位雇主’她是否責得家庭生活因為-個外人的

存在而受打擾’她回答:「不會啊!我以前跟婆婆住’也是有外人在

家’和我婆婆比起來’至少我不必努力取悅我的女傭! 」如本害第三

章所述’媳婦可藉由僱用幫慵來避免跟丈夫的延伸家庭同住’核心家

庭的隱私經由將家庭勞工內含為家庭的-份子而獲得保障.相反地,

雇主也可能透過看護工的僱用來外包照顧年邁父母或臥病家人的勞

務,藉此維護了三代同堂﹑孝親圄圓的和樂家庭形象。

本書將檢靦當雇主與移工面對生活中「家」與「家庭」的斷裂時,

如何重新定義與建構空間界線’而這樣的建構家／庭的空間賣作也與

他們如何協商階級﹑族群與性別認同息息相關‧我強調’ 「家庭」與

「家」的框架是變動﹑可塑的’會在日常家務生活中依不同!I青境與偶

發狀況而調整.j﹙∣家務勞動的操演便是維繫家人連帶與私密家庭生活

的重要-環‧最常見的例子是’女人會藉由打理日常三餐來「營建家

庭」’透過熟悉家人的口昧、關切營養的需求’來表達對於家庭成員

的愛與關懷’此外’也透過共同進餐等日常生活儀式來建立家庭成員

的!∣胃感聯繫與集體認同（DcVaultI99l ）.

台灣的雇主為T維持家庭生活的井然有序而邀請女∣生移工入住家

中’但諷剌的是’他們經常不信任家務移工的衛生習慣與道德操守‧

當雇丰捫同住的移工靦為「骯髒的外國人」時’會在家庭生活空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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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區分界線與差異’來捍衛家庭領土不受他們所認知的外在危險

的「汙染」?此外,雇主又如何重新定義家庭的界線’以容納家務移

工近距離相處的共∣司生活?這份看不見的工作通常是由女性雇主來負

責 她們在每天的家務生活中’要如何透過食物分配﹑進食儀式﹑

空間配置等貫作’來標記無形的界線?

家務移工則在兩個意義上經歷了「家庭」界線的轉變。首先,她

們為了出國工作必須別家離子’其次’她們與雇主∣司住的貼身相處’

再加上照顧老人與小孩的工作內容’也讓她們在某個程度上成為雇主

的代理家鷗與虛擬親人.本書將探討移工母親如何透過情感、關心、

貨物﹑金錢等跨國迴路’超過地理國度的區隔,營造跨國的家庭生

活?其次’她們如何在從事「愛的勞動」的過程中’協商家人與非家

人的界線、∣∣冑感與工作的分際’在對被照顧對象投入∣青感之際’不至

於伴隨作為受雇者勞動權利的犧牲?3I

家務移工也在跨國旅程中協商「家」的意義與參照點－何處是

她們貫際居住（肉身居所）的地方,以及何處是她們IL理感情上感資

回「家」的地方（心有歸鷗之處）‧學者形容移工的這種兩難處境是-

種「過渡性的流離失所」（provisionaIdiaspora）（Barbc「2000）,多數人

仍想像末來以某種方式落葉歸根‧雖然,許多去國多年的移工歸鄉後

卻感費處於「無家」（bomelcss）的矛盾∣青感狀態中’促發她們想永遠留

在海外,』。本書也將談到在跨越多重國度的遷移旅程中’移工如何藉

由與離散社群的連結來重新塑造家的意義‧

總結來說’家務移工的僱用是-個連結公領域與私領域﹑交織全

球與在地力量的權力場域。台灣雇主為了外包家務而邀請移工入住家

中’但將她們排斥在家庭的親密圈之外;東南亞栘工跨越了國界藩

籬’卻漕遇無形的祉曹阻隔‧審靦階級、性別與族群等界線間的締連

與互構’不只讓我們探究國際遷移處境中複雜的認同政治’更彰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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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不平等如何透過社會界線的在地生產’而得以再製或轉變‧

章節地圖

本害的第-章探討台灣、印尼、菲律賓三地之間遷移連結的建

立’是透過怎樣的政策脈絡與組織機制。我也將說明’亞﹟∣∣l移工的跨

國移動,如何受到契約束縛、債務重擔﹑地域規範等層層中介與約束‧

第二章檢靦大眾媒體與人力仲介如何將移工「種族化」。透過廣

告論述與招工策略’移工仲介以差異化的刻板印象來呈現印籍與菲籍

女性’也分派給她們階層化的工作內容與勞動條件.

第三﹨四章探究移工家務服務的供給面與需求面’檢靦位居階級

光譜兩端的女性如何分別協商女傭與女主人之間的界線.在第三章

中’我們曹看到台灣女雇主在聘僱市場代理者來處理家務、照顧孩子

與老人的同時’如何捍衛自身道德化的妻子與母親形象。在第四章

裡’我們會了解女性移工’在跨越國族疆界與性別界線之際’如何轉

化母職與婚姻的意義與賣作.

第五、六章深入考察家務移工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互動與認同政

治‧第五章關注在家庭生活及城市空間中’排外與融入的地理策略如

何運作。雖然移工在工作上備受監靦’但她們仍可透過手機的使用與

週日的集體現身’增加個人與我群的力量。第六章透過類型學的分

析’考察雇主與移工如何發展不同的策略來協商彼此間的兙會距離’

並重構公、私領域間的界線‧

結論部分再探畫界工作這個理論主題’我也將討論本研究的政策

與行動意涵’包括照顧與家務工作的公共化、專業化’以及公民身分

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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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奴工



我一個人在月l﹩裡〔中正機場﹞’因為我第一次出國’很緊張‧那

感踡很怪’我站在那裡’左于緊緊握著護照’右于牢牢抓著外

套‧釗∣﹩外套是我們跟仲介買的’上面有仲介公司的名字,五顏六

色的。你知道嗎?它就像我們的身分證’這樣仲介公司的人就可

以在機場找到我們.很多台灣人走過來’于上拿著一張有很多名

字的紙,他們要看你的護照’確定你的名字有沒有在紙上‧如

果你不在上面,他們就走開’一勻話都不說.或低聲用中丈碎碎

念‧他們連說一句Excuscmc﹑Sol.ry什麼的都沒有‧我站在那裡

等了一個l∣＼時!中間至少有六個仲介公司的男人接觸我’很奇

怪﹨很恐怖。最後他們終於找到我了‧我們在高速公略上開了一

個半小時的車.路上都沒看兄人,我很怕他們會帶我到森林或其

他地方.他們帶我到一個地方過了一夜.我以為我會睡在飯店’

結采我睡在車庫!我在那裡睡覺’隔天就到醫院〔體檢﹞.之

後’我等了三∣I、時才見至∣l我的雇主‧………〔在菲律賓﹞行前說明

會的時候’他們有講到機場地圃和很多其他事情,但我全部忘記

了‧我們都沒在聽’我們只想趕快出發。我們不在乎契約內容’

我們只想到錢’我們的薪水.我們只想著:「要勇敢,反正不管

怎樣都要面對。」我們所有都不I懂’我們有的只是膽子‧
l

﹨／nncssa ’菲律賓家務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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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數以千計像Vancssa這樣的女人與男人抵達台北﹑香

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國際機場,勇敢地將自己投入跨國遷栘的洪流

與全球化的惡水中.他們循著怎樣的結構路徑來到這裡?他們面對的

又是-個怎樣不確定的未來?

其中的有些人比較幸運,或可衣錦還鄉’有些人比較不幸’只能

用II賞怒的火苗燒出剝削冰山的-角。2005年8月22日’高雄捷運僱

用的泰勞發生了抗暴事件‧讓台灣民眾深深震驚的’不只是縱火的

混亂場面’更是隨後媒體進入宿舍與職場所暴露出來的外勞日常生

活-如養殖場的居住空間、奴工般的勞動條件:他們被禁止抽煙、

喝酒、使用行動電話;他們抗議工資過低’每個月加班超過l00個小

時’但只拿到46個小時的薪資.

移工的幸與不幸,不單純是雇主的善心或惡意所造成的結果’而

是國家法律與制度所強化了勞雇雙方的權力不平等。本章將檢靦台灣

的「客工」招募制度’加上私人仲介的機制’如何組織跨國勞動力的

輸入與輸出’並強化了移工作為「台法奴工」的地位。我將聚焦於台

灣外勞政策與管理制度’但也會與其他亞洲地主國的情況進行對照’

並介紹菲律賓與印尼等國推動勞力輸出的政策脈絡‧

亞洲的客工制度

長期以來﹜亞﹟ll的勞動力-直是國際移民的主要來源。近幾十年

來的主要變化在於流動方向的轉變’造成亞洲內部的跨國遷移在數量

上的大幅增加‧自60年代起,亞洲便有大量的栘民潮’主要是學生

和技術勞工,流動路徑是由東亞及南亞遷移到北美及澳洲.70年代

中期爆發石油危機後’快速致富的中東國家成為亞洲勞動移民的新

目的地‧到丁80年代’亞洲四小龍﹙包括台灣、新加坡、香港及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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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國）已經歷快速與成功的工業化’這些國家的移民開始從淨移出轉

為淨移入’逐步成為東南亞及南亞移民勞動力的主要目的地（Skeldon

l992）。

生產的全球化加速了國際貿易﹨金融的成長’並重新形塑「新國

際分工」的地景。﹞歐美日等核心國家的全球城市’吻Ⅱ紐約＼倫敦與東

京’成為國際金融城市與跨國公司總部的聚集點﹙Sasscnl992）’位於

半遑陲經濟體中的二階全球城市’如香港、新加坡、首爾﹨上海以及

台北,則扮演著控制節點的角色’中介、維繫全球化經濟的運作。這

樣的脈絡引發了東亞地區的囤鎚國△友匝勤（PindIayctall998﹚:
第-種是來自西方核心國家的專業技術人員與經理階層,他們穿著套

裝、提著公事包,在位處商業金融區﹑附有冷氣空調的高樓大廈上

班;第二種遷移流動則是低勞動成本的亞洲移工’他們的身影或出現

在血汗工廠與建築工地中’或從事倒垃圾及照顧小孩的工作’隱身在

全球化城市炫目的外觀之下‧

遷移不是單純的個人決定’而是受到既有政治-經濟力量模塑

的過程與結果﹙Sasscnl999）.貧窮輸出國與富裕輸入國之間的經濟落

差’必須透過組織化的招募、新殖民連帶、政府雙邊協定等機制而被

活化敔動’進而形成個人遷移的有效推力‧在下文中’我將檢靦亞洲

國際遷移體系中的三個主要守門人:勉里國、4互l虫D﹑t迆圭國‧
第-’

l墊也是與北美、西歐等地區的最大不同之處（Masseyctal l998）.
有些亞洲國家’如菲律賓﹑印尼’已建立特別的政府單位來針對這項

重要的「外銷產品」’進行管理、徵募、司I∣練等工作’並積極與輸入

國政府協商’促使該國的勞工易受青睞。正式的雙邊國家協定的簽

訂’如印尼與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沙烏地阿拉伯、越南與台灣之間的

協定’也旨在促進移工的布署。較晚加入移民市場的越南’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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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的國家機器’如今已經成立國營的勞務輸出公司’來掌管招募與

仲介移工的過程’也向海外移工徵收每年高達美金480元的國稅。3
除了徵稅與匯款’政府也能在勞力遷移過程中的各個階段抽取利益’

如收取健康檢查、旅行文件及離境證明的手績費﹑強制投保的生命及

意外保險等等（AbcⅡal992）‧

不僅是輸入國偏好客工制度,輸出國政府也從這樣的勞力遷移模

式中得到好處‧它們希望海外勞工持績保有原國籍’而不是歸化成為

他國國民.原因不只為了維繫象徵∣I生的國族認同’更基於財政的考

量‧很多輸出國政府投注心力來確保海外國民的忠誠’以吸納穩定的

外匯。許多輸出國政府也建立特別的財務計畫來吸引海外國民的匯

款’如提供匯款的減稅額度或優惠儲蓄利率、在地主國設立國家銀行

分部’甚至要求薪資中有-定額度必須匯回母國政府可控制的帳戶4

（Atbuko〔alal993﹚‧

商業化是亞洲遷移體系的第二個特徵。亞﹟∣∣l遷移體系的中間人與

北美不同。在美國與加拿大’移工有權利與資格在居留-定年限後取

得永久居留或公民身分’因此’移工仲介者通常來自移民社群’由先

前的移工晉升而成中間人.但亞洲的契約移工勞動力需要不斷注入新

血’雇主與移工對彼此的資訊有限’因此雙方多仰賴仲介公司做為
︵︶－

中間人’因此造成仲介在僱用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並權力大幅增強

（Martinl996;Okunishi l996﹚‧

支付了-定費用後’仲介公司可提供移工各種合法與非法的服

務’包括安排交通或偷渡、與雇丰靦對簽約、提供翻譯與司l∣練、辦理

或偽造文件與簽證’甚至與當地人假結婚、短期借宿、高利賒貸等

﹙Protberol990）。近年來,在l中介業者的遊說勸進下’多數的亞洲輸

出國政府都開始採取促進私人仲介發展的措施.國家對國家的直接僱

用方式遂逐步衰微,被解除管制、私有化的商業僱用機構取代‧



第-章合法的奴工 59

亞﹟l∣遷移體系的最後-個.也是最顯著的特徵是.﹑迆圭國自遍苜
規範‧大部分的亞洲移工為暫時性的契約所僱用’只能在地主國短期
︿

居留’不得享有長期居留與入籍的權利;只能以個人身分來打工’不

得接家人來地主國共同生活‧客工制度在歷史上的封建前身’就是

l9世紀後半葉的苦力勞工（CooIics﹚,來自中國﹑印度等地的男性勞工虫2」笙旦﹣丞貝虫凰二上且度塋她昱娃螢王

遞迢菱’有時是被脅迫’隻身前往歐洲或美國等殖民國的農場工作。

苦力工受其工作契約束縛數年’且被迫接受高壓控制和低廉的薪資

（CastlesandMillcrl993）‧

今日,「客工」契約仍是跨國招募勞工的-種常見模式’特別是

在欠缺鼓勵移民的意識形態的歐洲及亞﹟ll國家（Masscyetall998﹚.
﹨／

佞與北美的系統大不相同:遷移到美國與加拿大的低階外勞在若干

年便得以享有長期居留、家庭圄聚與入籍的權利）,在歐》∣l ’雖然不

同國家接納非歐盟國家的移工的制度有所不同’但普遍採取的仍是

短期契約工的制度﹙SoysaI l994）‧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歐﹟l∣幅利國
家是根據普遍主義的原則來分配資源,因此移工得以享有奠基於住

民身分上的經濟權與祉會權.甚至,在-些國家’非公民的移民也能

夠享有部分的政治權’.至少在理論上﹙雖然與現責仍有差距）唸工
在歐洲得以享有某種「沒有公民身分的成員身分」lmcmbc「shiPwi【hou﹝

citizcnsbip）（Brubakerl989）。

亞》l∣的「客工」制度是最為嚴苛的‧由於亞》ll地主國普遍有領士

有限、人口密度高’以及種族同質性強的特點’對於外來移民的管制

普遍從嚴.許多國家採取類似的制度’如配額管制、工作證及保證金

等’來控制移工的數量及分布（Cbengl996﹚‧到目前為止’j臭直二l圍
亞洲地主國允許低階的外籍勞工入籍歸化,為防止勞動移民轉化為婚

姻移民’新加坡政府甚至有違人道地規定’低階移工若與新加坡公民

結婚’也無法取得在新加坡居住的權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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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規定並不適用於專業技術的移民’相反的’被新加坡政府稱之為外

國人才﹙fbreigntaIent）的高階移工被鼓勵申請居留入籍。

猶如政治哲學家MicbacIWalzer描述的’客工市場的創造’建立

在移工作為-個
U﹨／

的政治

前提上:「沒有政治權利及公民自由的否定’以及驅逐出境的恆常威

脅’這個〔客工﹞系統無法運作‧ 」（l983:58）

台灣社會常出現「我們給外勞這麼高的薪水’他們應該感激我

們」的說法,其責’剛好相反’是身為肋干國的我們佔了移工很大的

便宜。「客工」的美稱之下其責是把移工當作「

的勞動力。地主國僱用的是精心挑選的、身罷的勞動力。地主國僱用的是精心挑選的、身體勇健的成年移工’他們

的勞動力養成的過程’無論是日常維生或是教育成本’台灣政府與祉

曹沒有付過-毛錢‧透過禁止長期居留與家庭圉聚’肋丰國政府只需

負擔在有限的契約期限內’移工個人的勞動力的日常維持。當他們不

再受雇’或是當勞動力發生損傷（如生病、衰老或發生職災）’勞工

會被丟回原生國’也就是其家人居住的地方。地主國得以把勞動力更

新的成本外包給原生國,不論是移工本人的教養過程,或是移工家庭

下╴代的再生產。7

台灣的外勞政策

台l彎對於外籍勞動力的正式開放’始於l989年l0月’首度招募

外籍勞動力投入大型國家工程。兩年後,對外籍勞工的工作許逐步擴

展到民間部門’主要是營建業及勞力密集的製造業,稍後進-步開放

「家庭監護工」與「家庭幫傭」。l992年5月’立法院通過就業服務法’

提供台法招募外國人的基礎‧過去數十年來’外籍移工的人數確責快

速地成長’但這樣的成長也受到聘僱法規的影響而停滯’根據勞委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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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的統計,台法登記的外籍移工數超過36萬人s ’大約是國

家整體勞動力的2.5qb。大部分的工作都屬於低技術或所謂的「三D工

作」,’2008年5月的外籍家務移工人數總台為l6萬8000人’是目前

為止最高的數字‧Ⅱl

為什麼台l彎在90年代才對外籍移工開放其勞力市場?為何相

較於其鄰近國家-如香港在l974年就合法開放移工,新加坡則在

l978年引進外傭方案-台灣這麼晚才開放’而且對於聘僱外籍女傭

的資格限定要嚴得多?為什麼台灣政府選擇了特定國籍的移工?不像

日本偏好僱用〃】絲ey∕〃（巴西和秘魯籍的日裔移民）’台灣如何對同為

華裔的中國勞工關上大門?為什麼台灣政府對於不∣司階級﹑國籍的外

國人採取差異甚大的聘僱規範?接下來的討論將回答這些問題’並勾

勒出台灣外勞政策的基本精砷與邏輯。

勞力與照顧的短缺

移工進入台灣’主要是因應產業界反映勞力的短缺’弔詭的是’

同時期台灣的失業率也逐步攀升‧缺工與失業現象的並存’說明了台
╴

2000）。更準確地說’是因為灣不是缺工’而是缺廉l賈勞工﹙劉梅君

多數台灣人不偏好三D工作’造成次級勞動力市場部門中對便宜勞動

力的短缺‧因為本地工資的高漲,以及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競爭’自

80年代中期起’台灣的勞力密集產業已在全球市場上失去競爭力,

這些中小企業在逆境中求生存的方式不脫以下兩種:-是外移到提供

便宜勞動力的鄰近國家’二是留在台灣,但引進外籍勞工。

台灣的家務部門也歷經了類似的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自90年代

起’本地的家務勞工﹙主要是中年歐巴桑）日漸難尋;即便薪資提

高,本地女性對於與雇主同住的工作型態也不感興趣‧外國勞動力的

引進為家務工作、孩童托育﹑以及病患與老人照顧提供了-個價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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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便宜的解決方案。這些市場需求’也反映出當代台灣在家庭型態及

∣∣生別關係上的轉變‧

隨著台灣女』∣生在近幾十年來勞動參與的提高’雙薪家庭已經成為

主要的家庭型態。工業化的過程同時為男∣生及女性提供了就業機會’

但勞力密集產業對女性就業率提升的影響更為顯著‧ ∣I日益擴張的服

務業﹙其僱用人數自80年代中期起開始超過製造業）更吸引大批女性

粉領勞工投入‧2006年’十五歲以上台灣女性有超過48.7qb的人參與

有剛∣∣工作’大學畢業及更高教育程度的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則增加到

64％‧ I2雙薪家庭成為-種社會常態’也因為-份薪水難以應付都曹

區高漲不下的房價與生活支出。

同時’核心家庭也成為-種主要的居住型態。年輕世代的夫妻多

﹛頃向與雙親分開居住’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自主選擇伴侶者尤其如

此‧根據2005年的官方調查’將近59％的台灣家庭屬於核心家庭’

l4％的家庭為延展家庭﹙主計處2006）Ij .雖然年長雙親自己居住的

比例正逐漸升高,但台灣仍然存在著-種應由兒子’特別是長子照顧

年邁父母的祉會期望’將父母託付機構照顧遂與子女不孝的污名連結

在-起.I‘

在這樣的居住安排狀況下’台灣社會對於孩童照顧及老年人照顧

的需求自然逐年增加‧核!D﹨家庭-旦不再與父母同住’沒有阿公阿嬤

的幫∣∣亡’需要對夕∣尋求保母。成年的子女’不論是在與父母分住的狀

態下’或是在三代同堂的家裡尋求孝親照顧責任的分擔,都必須僱用

非家庭成員的照顧者來照顧年邁的雙親。

台灣對於外籍契約工的規範在許多面向都沿襲鄰近國家的政策’

特別是香港和新加坡。大石奈奈﹙Oishi2005:J2﹚指出,這幾個束亞

新興工業國共享-種獨特的移民模式:政府對外籍家務工打開大門,

是為了推進當地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換句話說’移工政策其責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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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發展政策的-部分‧不同於香港和新加坡的是’台灣政府晚了十五

年才對栘工打開國界大門’並且以保留謹慎的態度來規範契約移工的

進入’如勞委會採取配額管制與積點制度來控制栘工的數量與分布。

更明顯的差異是’台灣對雇主資格的認定是基於由政府所定義的對照

顧工作的「迫切需求」’而不像香港與新加坡’只有擁有-定家庭所

得’就能夠取得聘僱資格‧ l,

這樣的比較揭露了台灣與其他兩個新興工業國的異同‧同樣地’

台灣政府從經濟的考量出發,認為向外尋求家務勞動力可以促進台

灣婦女在勞動力市場的參與;不同的是’台灣的政策卻仍受限於傳

統的∣∣生別規範’將婦女定義為私領域中的妻子與母親角色（林津如

2000）。比方說’「家庭幫傭」的僱用資格被嚴格地限定於雙薪家庭’

也就是當女性的「.天職」與受薪的僱用有所衝突之際。換言之’沒有

工作的家庭主婦缺乏僱用幫手的正當∣生.

此外’僱用來照顧老人或病患的「監護工」的雇主資格認定遠比

僱用「家庭幫傭」寬鬆許多’也就是說’施政者認為家務工作與孩童

照顧的市場外包,迫切性與正當∣生都比較低。林津如（2000: l04﹣05﹚

訪問的-位勞委會官員’即明確地表示了這樣的看法:「外傭可以

幫∣亡照顧老人’但我們希望小孩還是由母親來照顧,而不是交給

外傭.」

家務移工的引進’在當時曾經激起了公共意見的爭議及辯論‧保

守圄體憂心外籍勞工對社會秩序的影響’以及其提供的孩童照顧的品

質。女性主義學者及團體’如婦女新知’則質疑這個政策並不會如政

府所希望的有利於台灣女』∣生的聘僱’反而強化女傭制度作為奴隸制度

的殘餘（李元貞l99l）.這些都說明了市場的供給和需求’只是形塑

台灣外勞政策的部分因素‧移民政策的形成,實與－個國家如何理解

構成共同體身分﹙誰可以成為我們?）相關的文化論述與祉書價值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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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地交織在╴起。 I‘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將檢靦另外三個形塑台l彎

移民政策的因素:保持族群現狀﹑增進外交利益、以及階級主義的移

民偏好.

看得見的族群界線

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比起來’韓國﹑日本及台灣等東亞國家’被認

為擁有少見的繼主回夏」聖﹙CastIesandDavidson2000﹚‧與其相關’這
些國家也採取了嚴格把關的移民政策’包括以血統主義（／“Jα嶇〃”J）

為主的公民身分管制’以及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或入籍歸化的高門

檻。日本與南韓長年來禁止輸入低技術的外籍勞工’雖然兩國政

府都以「受司∣∣工﹙t【aincc）」的名義為移工的引進打開-扇側門﹙Oishi

2005﹚。2002年ll月’南韓政府才開始允許輸入外籍幫傭’不僅限制

人數,且限定僱用有韓國血緣的中國人（翅i遜﹚﹙Lcc2005）。這樣的
∣I青況直到最近才有明顯改變’2004年8月’南韓政府決定正式接受低

技術的外籍移工。

日本對海外移工的僱用’仍然維持丁族裔中心的框架‧和台灣-

樣’日本在80年代晚期經歷製造業﹑營建業及服務業的低技術勞力

的短缺’導致許多來自菲律賓﹑孟加拉＼巴基斯坦＼南韓、馬來西亞

及中國的無證移工的登陸‧但是’日本並未像台灣-樣’將這些外籍

客工合法化’反倒在I989年修正移民法’新增了「長期居民」這個簽

證類別’提供海外日僑﹙〃Z絲咖〃﹚工作機會‧到了90年代中期’被僱
用的巴西日僑超過20萬人（Yamanaka2003）’大部分都是男性.日本

唯-允許非日裔的外國女性從事的工作範疇是u躂員」∕她們大

部分是來自菲律賓的年輕單身女性’在酒店與酒吧中表演歌舞及擔任

女侍。

在日本’除了少數商業移民與外交人員得以僱用外籍幫傭’-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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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家庭仍然不被允許‧這樣的政策與日本政府的性別意識型態強烈相

關’日本政府相信’女∣∣生的工作地點是在家裡’因此不鼓勵女性出外

工作（Oishi200,）。直到近年來’基於人口老化而導致照護人力的嚴重

短缺’日本才開始考慮從菲律賓與印尼引進機構僱用的外籍監護工。I7
與韓國和日本-樣,台灣的移民政策也分享-個類似的精肺’便

是維持族群同質性高的國家現狀,但是’台灣政府卻在移工的引進來

源上’做出與日本和韓國大不相同的決定‧在開放僱用外籍勞工的初

期,當時的勞委曹主委趙守博在某個公開場合表達丁他的憂慮:「今

天美國社會所存在的黑白問題’何嘗不是由外籍勞工所造成。外籍勞

工由於文化種族﹑社曹背景的不同’-定會帶來各種各類的祉會甚或

政治問題‧ ...…前述外國的經驗與可能的發展,都是我們應∣真重考慮

的‧ 」（ l992: l45）

官員與大眾之所以關∣D僱用移工進入台灣祉會後所可能造成的影

響’乃是因為這個祉會「沒有讓外國人大批到我們自己國家來共同生

活的經驗」（趙守博l992: l44）.然而’台灣祉曹的恐外心態從未投射
﹂～︶－﹀～﹀～╴︻︶

在「華僑」這群外國人身上‧台灣的公民身分原則奉行血統主義’海
﹑︶～︶－﹀～﹀～╴︻︶

﹑︶～一～＝﹀～一～︸╴＝～一

外華僑在中華民國的建國過程中也扮演相當的貢獻’因此’他們被允

許參與代表母國的國民大會（成露茵2003: 88）.為了尊崇華人-脈相

承的血緣關係’旅居在各地的華人在過去都有權申請中華民國的身分

證及護照‧

雖然台灣對華僑張開雙臂擁抱’對於僱用來自中國大陸的移工則

有完全不同的考量。在就業服務法的審議過程中’這是個引來極大爭

議的議題‧有些立委主張基於語言及文化的類同’偏好僱用中國移工

甚於束南亞移工;也有其他立委審l真以對’認為向-個對台↑彎抱持敵

意的國家大開勞動市場’將導致嚴重後果‧這些爭議引出丁-個棘

手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算是「外國人」嗎?這群與我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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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相近但政治相左的人民’確貫在劃分「我們」和「他們」的國族分類

時’構成了-個異例。Is

始灣政府最終還是決定對中國移工緊閉門戶’I准-的例外是契約

漁工’但他們也不被允許踏上台灣的土地娉嚥芬描述了其中的潛在
邏輯:「-個社會對『外來者』的疑慮有時不但不是『不同文不同種』的

融台問題’反而是『他們』太像『我們』,以致於『他們』無法固定在-

個清楚的『他們』位置‧ 」﹙2004:29）

相對而言’東南亞人和台灣人在文化、語言及外表上的差異比較

明顯’儘管東南亞內部存在高度的族群與文化差異;基此’對台灣決

策者來說’僱用束南亞移工較能維持「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壁壘分

明‧確保族群差異的可見∣∣生’不僅有助地主國對外來客工進行監控,

也似乎「自然化」了他們在台灣社會中從屬與暹緣的地位’讓他們作

為短暫過客及次等居民的身分,變得理所當然‧ I,

僱外勞拼外交

早在80年代早期’有些東南亞人民便以觀光客身分’在台灣滯

期居留。據估計’80年代晚期的非法移工超過五萬人﹙Tsayl992﹚。

移工在l989年的合法化’不應只解讀成是對資本家需要便宜勞動力

的回應’它其貫更代表了國界控制的－個轉捩點:從完全排除’轉變

成有限度的、規範性的納入。然而’這個新轉變也只適用於四個匝∣

家:菲律賓、泰國﹑印尼與馬來西亞’即東南亞國協﹙ASEAN﹚的曹

員國.諸如斯里蘭卡和孟加拉等其他國家的人民雖然在l989年前也

在台灣非法工作’但仍被排除在外.

為什麼是這四個國家?又為什麼排除了其他的輸出國?這個對比

說明了’對輸出國的選擇不僅基於地理距離和文化上的親近性’跨國

連帶所衍生的政經利益’也會被納入考量。馬來西亞是最明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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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雖然將其納為輸出國’但每年僱用的馬來西亞籍移工’賣際

數字不超過十幾﹨二十個.這並不令人訝異’因為馬來西亞本身也有

嚴重的勞動力短缺「I〈〕問題’而且’其平均薪資不比台灣提供給契約移

工的報剛I∣低。因此,將馬來西亞納入移工來源國比較像是-種外交策

略與結盟,象徵性地確立了台灣與馬來西亞的雙暹台作關係。

基於台灣長期以來在國際社曹中的曖昧地位’以及發展正式外交

上的困境’對台灣這個「看不見的國家」的執政者而言’經濟實力成

為其追求在全球立足的少數資源之-‧台灣政府採行的「經濟外交」

策略’藉此鼓勵台灣企業前往選定的國家進行投資’以交換建立兩國

的責質外交關係‧ l994年’前總統李登輝宣布推動的「南進」政策’

不僅意圖解決勞力密集產業的外移問題’同時也具有與東南亞國協國

家發展政治連帶的目的‧

在相當程度上’資本流出與勞力流入的連結’解釋了台灣政府為

何選擇東南亞的四個來源國﹙TbaiandThsy200l）;其後開放的越南、

蒙古等國家移工的引進’也是基於類似的考量‧外國資本的進駐’

在當地建立祉會連結,也促成勞力出口到海外﹙Sasscnl988﹚‧舉例來

說’不少在台灣工作的移工’曾在母國為台灣投資的工廠工作過’他

們熟悉台商在家鄉的投資,因而取得直接資訊,了解這個小島的富

裕。另外’有些在東南亞投資的台商’也直接從他們的海外工廠聘用

當地人至∣l台i彎工作。台商在東南亞的祉會連帶也有助於他們為自己或

朋友的家裡僱用家務栘工‧

在台灣’外勞政策成為政府行使貫質外交的重要場域’也就是媒

體俗稱的「』L熨上窒」‧由於引進移工的協定簽訂代表國與國之間的
正式互動,是間接確認台灣國格的-種方式﹙曾嫵芬2004）’所以不

僅外勞輸入國名單的決定是由外交部所主導’外交的齟齬也屢次造成

移工的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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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l999年7月’菲律賓政府片面宣布斷航; Z0-個月後’菲

律賓海外就業署﹙PbiIippinc0verscasEmploymcntAdministm〔ion’簡

稱POEA）發布對台灣人力仲介業者認可的第十號公告,稱勞委會為

「台灣省行政院勞委會」’並片面決定從嚴審核台灣雇主與仲介業者資

格;2I其後,雙方政府在航權協議﹑仲介問題上的談判屢次破裂‧這
些外交拉鋸戰與主權爭議,導致了2000年下旬台灣對於菲勞引進的

凍結’歷時六個月’但只限於公共工程與重大投資等專案。ZZl999年

9月’航權爭議出現的數月後’勞委會宣布與越南政府簽署直接聘僱

同意書’開放引進「個’∣生溫和」的越南外勞’越南遂成為台灣的第五

個栘工輸出國,同時’勞委會也基於「外交考量」,宣稱可能將移工

輸出國選擇擴展至巴拿馬、瓜地馬拉、宏都拉斯等國。Zj

另-個例子是2002年8月’台灣凍結印尼移工的聘僱。原本勞委

會希望藉此督促印尼政府採取行動’抑制上升的E∣】勞逃跑率,但這項

禁令稍後卻因台灣與印尼之間的外交衝突而延長超過兩年半之久。

2002年l2月’當時的陳水扁總統原本安排了-趟私人的印尼訪問行

程（所謂的「渡假外交」）’這個計畫被媒體揭露後,印尼政府公開反

對’行程因而被迫取消‧台灣副總統呂秀蓮甚至對大眾說: 「印尼對

不起我們‧ 」Z紉台灣的經濟部隨即暫停了在印尼建立加工出□區的計

畫’同時’立法委員更催促政府要「硬起來」’改招募較為「友好」的

國家的外勞’以報復印尼政府‧ Z,

此外’2003年4月’在台灣正處於SARS高峰期時’媒體報導泰國

政府以此為理由拒絕台灣觀光客’』b此舉挑起了台灣輿論敏感的民族主

義而申經’勞委會也再-次宣布禁止泰國移工入境’以作抗議‧台灣的這

些決策政策並末達到外交目的’反而’其在外籍移工僱用政策上的反覆

無常’只導致了地主國及移工們付出更昂貴的代價’舉例來說’因為台

灣不准印尼移工來台’有些印尼移工便利用假結婚’留在台灣工作。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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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化的階級主義

l99Z年頒布的「就業服務法」為外國人的聰僱提供了法律的基

礎’其中的第五章明確地訂立了二元的區隔規範.陰業白領外國人』‘
的聘僱’採取的是個別許可制’工作許可的取得沒有配額的管制’契

約及工作居留的年限也無上限〕而低階移工的僱用’採取的是所謂
「客工」模式’勞委會官員-再強調

就是避免外籍勞工成為永久移民.
～╴╴

-
﹃～╴‧

開始’台灣政府限定外籍勞工合

約期限最長為三年（兩年加上-年的延展﹚,而且每位勞工只能來台

灣工作-次‧為了減少逃逸外勞的數量’2002年l月修改發布的就業

服務法’同意「有良好紀錄」的外勞可再次來台灣工作到六年’2008

年後再延長到九年。

契約移工的數量不僅受至II管控’他們的身體「品質」也受到政府

的監督‧每個栘工在入境前都必須接受體檢’且之後仍需定期檢查。

Z,體檢內容包括肺結核、梅毒血清﹑B型肝炎、表面抗原、瘧疾﹑寄

生蟲、HⅣ、精而申狀態評估等.如果移工未通過這些檢查,將被立即

遣返出境。然而’外籍專業人士與外國教師並不需受此醫療監靦。’0
具有生產「種族他者」後代能力的女性移工的身體’更是國家「醫

療之眼」關注的對象（HuangandYEoh2003）。如果女〃∣生移工在檢查時
╴

被發現∣裹孕丁’會立即遣返’-些懷孕的女∣生移工因而選擇墮胎’以
＼︼︵～︼＝～︼﹀︻︶

避免被遣返。菲律賓栘工中攀升的墮胎率巳弓∣起天主教會的關切’

台i彎媒體也報導了-些據稱是移工母親遣棄嬰兒的新聞‧因為NGO

圄體的長期抗議﹑以及兩性工作平等法﹙2002年3月頒布）的法源基

礎’∣l襄孕檢查已經於2003年ll月後從定期體檢項目中冊∣除‧但是,

懷孕檢查仍是入境前的體檢項目之-。jl

低階契約移工的暹緣化位苣不僅源於他們短期居留的身分’更是

因為他們在勞動市場中無法自由流動。勞委曹規定’移工只能替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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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載定的特定雇主服務’除非有以下』I青況才能轉換雇主:原雇主破

產＼歇業、或不能支付薪水;照顧的對象死亡或移民;勞工受到雇主

虐待或非法轉借給其他雇主;以及其他不可歸責於外勞的原因.這些

嚴格規定在2006年後才逐漸鬆綁’如今在兩造同意下,移工可與蕾

雇主終止契約＼轉換工作。3Z但新規定在執行上仍然成效有限’多數

雇主的意願不高’因為合意轉換後申請新栘工時’必須重新申請醫療

證明’造成僱用的空窗‧此外’由於轉換雇主的程序必須透過仲介,

而仲介在招募新個案中得到的利潤較高,所以仲介多不建議雇主承

接,因此’很多轉出的移工面臨沒有雇主承接的!I青形‧

台灣政府剝奪移工轉換工作的權利’主要目的在於限制這些族群

他者的流動’以在內陸有效延伸國界管控。這些規定剝奪了勞動者的

最後王牌 「用腳投票」’無產化的勞動者可擁有的最底限自由就

是透過市場流動選擇自己要的工作‧禁止轉換雇主的規定’間接幫助

雇主穩定生產關係’並強化勞雇關係的不平等﹙劉梅君2000）‧如此

-來’當移工面對不合理的工作條件時只能忍耐或逃跑。若他們挺身

反對其工作待遇,通常有契約無法展延、甚至直接被遣返的風險‧

台灣長期以來作為-個以漢人／華人為主的祉會’公民身分的取

得採取的是血統主義的原則’對於外族人口的歸化’採取嚴格的把關

（成露茵2002）‧直到近年來透過國籍法與入出境移民法的修改’對

於外國人的居留與歸化才開了-扇窗口,然而’這樣的管道仍基於階

級偏好進行篩選。藍領的東南亞移工由於工作期限在台灣有限’因此

滿七年後得申請永久居留’jJ滿五年﹨無犯罪紀錄,並且「有相當之

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者,,‘便得以申請歸

化入籍‧

由勞委會、衛生署、以及移民署等政府機構’透過以上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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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集體打造出-個如何定義「我們」與「他者」的體制’在進入勞

動市場的管道控制以及居留／公民身分的規範上（採取的主要原則

是根據原生／外來﹑公民／非公民進行區分的種族國族主義﹙ethno﹣

nationallsm）模型’次要原則是階級主義與唯才主謝mcritocracy）’凡
「符台我國國家利益」、「對我國有特殊貢獻者」﹑「為我國所需之高科

技人才」’玉即使是不具有共同血統的外國人’仍得以被接納進入台

灣這個共同體‧

換言之’台灣的政策階層化地區分出不同階級的異族性

（forcignness）,白領移工是台灣有需要的「外國人才」、是歡迎歸化

的 而藍領移工僅被認為是理兞 卻不夠資格作台灣的公

固然’階級主義主導了接納外國人進入本國勞動市場與政治社群的相

關規定’然而’當來自東南亞國家的低階勞動者被界定為與我們不可

相容的他者時’職業分類與族群分類無形中被混為-談’衍生了曾嚥

芬所謂的「種族化的階級主義」（raciaIizedclassism）:

低階外勞被認為在本質上缺乏一種使他們可以成為台﹜蠻社會人

口組成的紊質’他們缺乏成為「我們」的基本條件。於是原來的

階級主義進一步被種族化’形成了種族化的階級主義……低階

外勞與其他外國人分離的歸類’使得他們成為「他者中的他者」

﹙othcrswithinothcrs﹚.在這樣的命名政治之下’1廖l彭〔糞亙三迆

感L宣愛芟奐典蠱上凰蝕迆支﹣去》﹙2004:45-46﹚

我要進-步強調的是’這裡牽涉到的階級主義’不只是個人在職

業分類上的階層位置’也是個人的公民身分與其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

階層位置‧來自歐美日的管理階層、專業人員’其個人的遷移與跨國

資本的輸入是平行的路徑,∣司樣的’低階勞工的來源之所以是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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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也並非歷史的偶然’而是與台灣勞力密集產業的南進有著結

構上的平行關係‧核心國的資本﹑人才與發展成果是半邊陲所欲求模

仿的’相對的’暹陲的貧窮國家則被靦為填補廉價勞動力的後備軍產

地。對於移工的人力資本的價值評估’也不可能脫離國際化的制度場

域而獨立存在‧在台灣’聘僱的外籍英語老師多來自美英澳’而非印

度﹑菲律賓’反映出語言資本的社會鑲嵌有權力階層的高低.台灣的
╴

宜萱喚扈色題生凰坦貢

菲律賓:輸出「移工英雄」

今日的菲律賓是亞洲最大的移工輸出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二’

僅次於墨西哥‧據2003年l2月的統計’海外菲律賓移工（Overscas

PillpinoWOrkcrs ’簡稱OPWS﹚人數將近770萬人﹙菲律賓總人□將近

8千萬人﹚’其中’43qb是契約移工,68qb在亞Ⅱ∣∣∣工作‧』‘海外菲律賓
移工的匯款是菲律賓最大的外匯來源’在2003年時貢獻丁70億元美

金給國家經濟‧j7
勞力外栘在菲律賓的殖民歷史中’早有軌跡可尋‧西班牙自l6

世紀中期開始對菲律賓的殖民’l898年的美西戰爭後’美國接著宣

稱擁有這座群島的政治主權’直到菲律賓在l946年獨立‧美國殖民

的歷史促進並鼓勵了菲律賓勞力的外移‧早在1909年’許多菲律賓

男人就受雇到夏威夷的蔗園工作。美國在l92l與l924年頒布的移民

法案中’決定對亞》∣l移民緊閉門戶,並限制歐洲移民人數’隨後’太

平洋沿岸的農莊與食品加工業者為了解決勞力短缺的問題’轉向菲律

賓人招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海軍也招募了大量菲律賓男

性’其中許多人因服役而取得美國公民身分’之後得以攜家帶眷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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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居住。l965年後’因為美國的內陸城市與鄉村地區的醫療人力短

缺,菲律賓移民到美國的主要人□轉而成為白領專業勞工’尤以護士

為大宗。js

菲律賓停滯不前的經濟促使其人民積極尋找海外工作。l952年

到l969年間是菲律賓經濟發展的黃金階段’其後’工業化的成長就

因政治腐敗及頻頻內亂而∣曼下腳步‧然而’經濟衰退的苦果早在高度

仰賴美國的發展體制裡就植下種子.在60年代期間’馬可仕政府的

經濟計畫將菲律賓設定為美軍投入越戰的軍事經濟後備基地’戰爭結

束後’徒留給菲律賓不符台當地需求的基礎建設（Espiritul995）‧菲
律賓的經濟每下愈況,原本就龐大的外債更如滾雪球般不斷增加。到

了80年代初期,菲律賓的物價平均漲幅達32qb ,人□中的三分之二

位居貧窮線之下（ConsmbIcl997a）.

馬可仕政府在l974年啟動「勞工出口政策」’宣稱這是個可以舒

緩失業問題且帶來外匯的權宜性政策’但在數十年後’它已變成-

個「永久的暫時∣I生」政策j,.在國對國的交涉之下’數以千計的菲律

賓人參與丁中東地區的各項營造計畫‧菲律賓政府-度以「海外僱用

計畫」（Ove【seasEmploymcntProgram﹚做為正式負責單位’禁止設立

私人的仲介機構’並強制海外移工匯款回國.﹟0】978年後的政策則改

為大力推動私有化’菲律賓政府將大部分的聘僱作業轉移至私人仲

介手中’但仍藉由POEA與海外勞工幅利處﹙OvcrscasWOrkcrsWCl炮rC

Adminis﹝ration’簡稱OWWA﹚’來扮演規範與監督的角色。l986年阿

奎諾夫人（CorazonAquino）掌權後’她的政府持績肯定並掠奪海外菲

律賓移工的經濟貢獻‧政府官僚雖不強制移工匯款回國’l壁麵Ⅱ田

瓠I菲律賓政府並以「國家英嘔之名來提升海外移工的地位’將他們的

名字與建國之父黎剎（】osERizal）與阿奎諾（NinoyAquino）等民族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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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列﹙Aguila【l999）。

菲律賓海外移工的目的地,已逐漸從北美﹑歐洲’轉換到中東

與亞﹟ll ‧200l年到2004年問移出的菲律賓勞工人數中,46％在中

東工作’4l％以東亞及東南亞為目的地,只有-小部分人前往北美

（l.7qb）與歐洲﹙6.7qb）‧台灣則自90年代中期起’成為菲律賓移工的

主要地主國.在l998年’台灣接收的菲律賓移工的人數佔當年移出

總數的第二名’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2004年’台灣是菲律賓勞力

輸出的第五大地主國’排名居沙烏地阿拉伯、香港＼日本、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之後。似
／

v菲律賓移工因其流利的英文與教育程度’在全球勞動市場中取得

競爭上的優勢‧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的移工都受過良好教育:-半以

上具有大學學歷或至少修讀過大學課程;三分之二的人完成中等教育

﹙NCRPWl993）。然而’大量外流的技術與專業人才’也可能對菲律

賓當地的發展造成威脅。

從菲律賓海外移工每年的人數變化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栘工女

性化的趨勢。在l980年,海外移工只有l8％是女∣∣生’但在l987年增

加到36qb ’2002年更竄升到69qb。紹大部分的女∣∣生都從事女傭、看

護、娛樂員等服務性質的工作。在200Z年’有三分之-的菲律賓女

性移工在海外從事家務工作,即便其中的大部分具有相當教育程度與

技術‧“

菲律賓女∣生移工在人口特徵上與男∣生移工不甚相同‧大部分的女

性移工年紀約在二十歲後半或三十出頭’比起大多是三十或四十多歲

的男性同胞,年紀較輕‧循官方統計雖無提供婚姻狀況的資料’但根
據-項稍早的調查’過半數的菲律賓女性移工是單身（56qb﹚’37％為

已婚。‘‘相對的’絕大部分的男性移工已婚（7lqb﹚’只有27qb是單身

（NCRPW】993﹚‧這樣的差異顯示’菲律賓的家庭意識形態及l生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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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仍較支持已婚男性（相對於已婚女性）Ⅲ國T:作.另-個可能的解

釋是’在海外工作期間’女性移工要建立或維繫家庭的困難度’也比

她們的男∣生同胞要高‧

菲律賓的海外移工人數因90年代的幾個危機而回流‧ l99l年的

波斯灣戰爭導致300萬名菲律賓移工被遣返’其中多數在科威特工

作‧ l995年發生震驚各界的PloⅨContempIacion的悲劇事件:她是-

位在新加坡工作的菲律賓家務移工,被判定謀殺了同在新加坡工作的

菲律賓同事,結果被新加坡政府吊死‧這個事件爆發後’引起菲律賓

人民的震驚與∣∣賞怒’質疑偵辦與審判過程欠缺公平審∣直’特別∣襄疑該

名新加坡雇主的涉入。為了平息國內大眾的抗議聲浪’當時的羅慕斯

﹙Ramos）政府暫時禁止前往新加坡的移工申請,國會也在l995年通

過「移工與海外菲律賓人民法」﹙MigrantWbrkcrsandOvcrscasFilipino

Ac﹝）’宣示保護移工的幅利‧但最後證明’該法律的象徵意昧大於責

際作用’「國家英雄」這頂充滿荊棘的光環’似乎只有在政治選舉與

動員時,才發出權宜性的光芒.

印尼:現代性的朝聖

印尼’身為人口總數世界第四的國家’比菲律賓晚了許久才

踏進丁全球勞動市場’但印尼移工-當地人稱為TKI﹙吒〃αgα冷『f／α

I〃㎡0〃eJ』α）-的人數在過去二十年裡已經快速地成長.學者指出’

印尼移工的增長’展現了當代的新國際遷移的幾項特徵:全球化﹑∣∣央

速’與女l生化17 ‧據估計’在海外台法及非法工作的印尼栘工的人數

已經超過250萬人’約﹛占國家整體勞動力的3qb﹙Hugo2002a: l9﹚‧
印尼的勞力外移模式自80年代後有了明顯的轉變‧在那之前’

移工外流的人數有限’且將近-半的移工是到歐洲工作’尤其是前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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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母國荷蘭﹙Nayya仁 l997）。80年代石｝∣由漲價帶來的財富,讓中東成為

西爪哇移工的打工目的地’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到了90年代’東南

亞及東亞各國則加入印尼移工輸出國的主要名單’馬來西亞更是聚集

了最多有證與無證印尼移工的最大地主國。網印尼移工在∣∣生別與職業上

的分布特徵依地主國而有不同:男人通常到馬來西亞當農工及司機’

女人則多赴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香港、台灣等地當看護或女傭‧

從過度擁擠的爪哇安置人口到國內其他島∣嶼工作’-直是印尼政

府用來舒緩人□過剩的策略.這項政策首先被荷蘭殖民政府所責施’

蘇哈托執政的「新秩序」﹙theNewOrdcr﹚期間也採用類似的做法’作

為穩定政局、整台國家內部的工具‧4,直到80年代中期’蘇哈托政權
才開始正式管理勞動力的國際遷移‧這個崇尚發展主義的獨裁政府’

試圖藉由開放外資、創造新工作’以及勞動力輸出等方式’來促進印

尼國內的經濟成長。50l983年’印尼的勞動與人力資源部﹙Depnaker）

設立了「國際勞動遷移辦事處」﹙A〃g冷α“〃阮〃αA〃『αγ／V『g↙γ／’簡稱

AKAN﹚’以協調勞力外移的相關事宜。l988年’該部長通過「第五法

條」,明文規範丁海外移工的輸出流程‧

雖然印尼接收自海外移工的匯款並不如菲律賓那麼金額龐大’

但印尼政府體認到勞力輸出是解決人口過剩問題的便宜之計。印尼

政府每五年頒布-次「國家政策綱領」（α〃jBeJαγH〃∕“α〃／V它呼m’簡

稱GBHN﹚,自第三期的五年計畫（Repc【i﹝aⅢ’l979～84）中,開始

設定海外移工人數目標。在第六期的五年計畫（Rcpcli﹝aⅥ’l994～

99）裡’印尼政府預計輸出l25萬名海外移工’結果,實際輸出的數

字（l46萬﹚更高於計畫目標‧第七期的五年計畫﹙RepcIitaⅦ’ l999

～2004﹚的目標更大幅加碼’計畫輸出280萬名移工（Hugo2002b:

l78﹚。

印尼經濟受到l997年金融風暴的重擊’其後幾年的經濟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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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許多印尼人民走向海外勞動市場’-方面因為失業或不充分就

業造成收入減少’另-方面’盧比的貶值更強化了民生物資的高漲

﹙Hugo2000）‧同樣地’印尼政府也開始肯認海外移工的匯款對國內

經濟的重要幫助’因而將其宣揚為「il躂塗」﹙Pα肱叨αMb〃力α）。

宗教在印尼與阿拉伯地區的遷移連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爪

哇島的穆斯林出國工作的目的,不只為了賺錢’也為了到麥加朝聖‧

有些工作契約上更載明契約結束時’雇主必須贊助其印尼移工前往朝

聖﹙Raharto2002﹚‧假如說’沙烏地阿拉伯是印尼回教信徒的宗教朝

聖地’那麼’新興的亞洲國家就宛如資本主義版本的麥加’吸引越來

越多嚮往現代性的印尼移工前往膜拜‧

除了台l彎政府凍結印尼移工輸入的兩年期間（從2002年8月到

2004年l2月）’台灣-直是印尼移工的主要目的地‧台灣的印尼移工

人數以驚人的速度增加: l99l年’在台灣的印尼移工只有l萬人’但

到了200l年’數目超過9萬人‧在台灣的印尼移工大多數都是來自東

爪哇的女性’而且多從事女傭或看護的工作‧印尼家務工在台灣的人

數的增加’伴隨的是菲律賓家務工人數的減少。香港及新加坡也發生

了類似的移工國籍分布變化‧香港的菲律賓移工佔所有外籍家務工

的比例’從l995年的85qb,下降到2000年的72qb’但印尼移工的人

數卻在這段期間激增三倍。新加坡在l995年時’印尼移工只佔所有

外籍家務工的20qb ’但據-家仲介業者估計,現在新雇的家務移工之

印尼已成為亞》∣∣各國僱用外籍女傭的主要來源國.在過去二十年

來’印尼循台法管道外流的移工大多是女l生,且多數從事家務服務工

作‧ ,I她們的年紀大多在二十多歲或三十出頭’教育程度並不高’大

部分是單身或離婚’唯-例外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印尼女』∣生移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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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rynRobinson﹙2000）指出’印尼政府近來對輸出女∣生移工的

政策支持’和當地有關女性的文化規範及政治論述其賃大不相容‧印

尼官方的性別意識形態’靦父權家庭為國家的基石;家父長對女人與

小孩的權力支配被靦為理所當然’藉此意識形態也正當化了政府對人

民的威權統治‧印尼政府在l978年頒布的國家政策綱領中’將女性

定義為「下-代勞動力的生殖者」.-直到l993年’國家政策綱領才

把女l生定義為-種「人力資源」’具有裨利國家發展的經濟潛力。這

時’女性的價值才被連結到她們的市場勞動’而不只是具有繁衍國家

未來主人翁的子宮。

印尼是亞》l∣唯-大量輸出女性移工的伊斯蘭國家’這項事責讓不

少印尼人’尤其是祉曹菁英’心生疑慮.印尼的婦女部曾在l997年

時’要求政府禁止女性移工赴海外當家庭女傭’理由是身為國家支柱

的女性’應該被人以敬相待’而到異地幫傭有損印尼女性的尊嚴’尤

其因為與男主人近身接觸而有高度性騷擾的風險（Ananta2000）‧在

l980到l986年期間’印尼政府囿於中東地區搶奪與虐待事件頻繁﹙包

括-位印尼家務工作者因謀殺其沙烏地阿拉伯雇主被處死）,兩度禁

止女性移工赴當地從事家務工作‧但這些禁令多在幾年,甚至幾個月

後即解除（Raharto2002）‧

根據大石奈奈（Oishi2005）,許多亞洲輸出國的勞力移出政策有

著I生別差異,對於男性移工的規範多以經濟禾Il益為考量’對於女性移

工的管制則要兼顧祉會價值﹑道德管束﹑「保護」女性等因素.印尼

也不例外。印尼女性必須年滿二十二歲才能到海外工作’而且必須得

到父親或丈夫的許可。綜合而言’印尼的勞力外移政策呈現了不同國

家部門﹑不同祉會﹛賈值之間的矛盾緊張’該國政府既想要以道德論述

來「保護」伊斯蘭女∣生的身體與尊嚴,又為了與其他輸出國競逐經濟

利益’而將印尼女’∣生宣傳為天性適合的優秀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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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中的勞力仲介

「這個世界已經成為-個地球村了!全球化讓移工更容易到海外

工作‧ 」留著八字鬍的菲律賓仲介業者在他的馬尼拉辦公室內’興富

地對我這麼說著.在訪談期間’我不斷聽到來來去去的腳步聲’樓下

擠滿了想要出國工作的菲律賓申請者’她們排著隊準備去與台灣的仲

介業者面談。此外’我也不斷因桌上的監靦器螢幕而分∣L﹨’畫面上是

鄰房正在進行的司∣∣練課程:-群年輕苗條的菲律賓女人在落地鏡前彎

腰拉筋﹨跎腳旋轉’她們正在學習跳舞’準備到日本當娛樂員‧

移工來台灣所須繳納的∣中介萱用比亞﹟l∣其他地主國都來的高。根

據我在2005年的調查’菲籍家務移工付的仲介費用,約在台幣9萬

到ll萬之間‧ ;2印尼家務移工支付的費用’則約為台幣l4萬到l6萬

元’通常經由來台工作後的薪水中扣減’最常見的方式是-個月扣l

萬’扣十四到十六個月‧營建業及製造業的費用更高’最高可到22

萬。換句話說,栘工支付的仲介費的額度相當於他們在台灣五到十四

個月的薪水。

有關仲介費的台法收取標準’各輸出國政府的規定不-‧以菲律

賓來說’政府規定母國仲介收取的費用’最高不能超過移工-個月的

薪水。台灣的勞委會也在200l年ll月後明文規定’台灣仲介不得收

取「仲介萱」,只能按月收取「服務費」,j ‧儘管如此’仲介公司通常

以「服務費」、「入境費」（ent『ancc促c）﹑「遷移費」﹙mobilization｛Ec﹚等

名義來掩飾賣收的仲介費‧-些仲介要求勞工在離境來台灣前,簽下

偽裝的「借據」’而後就化仲介費為借款’從每月扣除薪資‧例如’

-個移工給我看他被迫簽的同意書’上面這樣說:「在等待台灣發薪

水之前’我向公司借款xx萬元以因應我家裡的緊急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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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如何解釋台灣的高額仲介費呢?首先’台灣的移工勞力市

場中存在著供需不平衡的I∣青形。台灣成為最吸引亞洲移工的目的地之

-’主要是因為薪水‧最低薪資的規定造成栘工在台灣賺取的平均薪

資略高於其他亞洲輸入國‧然而在配額管制的情形下’到台灣工作的

機會變得相當珍貴。如同蔡明璋與陳嘉慧﹙l997）指出’台灣政府管

價（外勞適用於基本工資﹚又管量（循環配額的管控）的政策’苜∣l造了

招募過程中的尋租空間’使仲介得以在招募及安置勞工的過程中獲得

很大的利潤。

限制居留年限﹑禁止轉換雇主等規定’更進-步提高了「工作位

置作為一種商品』（林秀麗2000）的價值‧雖然政策上允許同-移工

在三年期滿後可以再度來台工作’但除非是雇主自行辦理程序’該名

移工多半還是要透過仲介機制’再繳納-次仲介費‧在這樣-種配額

循環使用、勞動力替換率高的系統裡’要透過移工肚會網絡發展為替

代性的招募機芾Il較為困難’相對地就增強了對於仲介機制的依賴.在

香港和新加坡’移工在僱用契約成立的前提下’可以在當地無限制的

居留’資深的移工經常替雇主的朋友鄰居介紹家鄉的親戚家人來打

工‧在台灣’除了少數大型企業（如台塑）自行弓∣進外勞’家庭雇主與

中小企業由於規模與資源上的限制’面對繁瑣複雜的申請流程’直接

聘僱的時間與人力成本過高’結果就是強化丁仲介在招募過程中的支

配性‧

第二個原因攸關仲介市場的惡質生態‧根據我所訪問的仲介業者

的估計,現在約有600家有執照的本地仲介公司,此數字尚不包括沒

有執照的公司和個人.然而,對於仲介服務的需求是有限的’因為享

有配額得以聘僱外勞的雇主是定額的.過量的產能及有限的需求合起

來’便強化了仲介業的惡性競爭,支配回扣便是這樣的市場生態下的

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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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丁爭取工廠的雇主,仲介通常必須付給雇主回扣’估計每招募

-個移工來台灣’就要支付新台幣l萬到3萬元的回扣。這樣的產業

生態是非常詭異的情形:由服務提供者付費,而非服務使用者付費

（蔡明璋與陳嘉慧l997:82）‧仲介的回扣負擔也包括與雇主的酒食

祉交、免費招待雇主去國外面試應徵者’甚至包括雇主在東南亞行程

中召妓或招待伴遊的費用‧ ﹛虫八盆己塵直﹦l1旦士L固到也I】嫂且尷

座交螫腫至!對盪到Z迦勻」勉宣.
組織擴充與重整是台灣仲介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取得侵勢的-

個策略‧台灣仲介近年來紛紛兼併輸出國的仲介公司,或成立海外分

公司’以減少對國外仲介的依賴所產生的不確定性與成本’幫助他們

在招募和司∣∣練過程中擁有最大的控制‧由於印尼＼菲律賓＼越南政府

都禁止外國人開設仲介’因此這些台灣仲介借用當地人的名義（「人

頭」）來登記公司’但仍由台灣仲介掌握賣際的運作與管理權.除了

透過∣中介費的收取’仲介還透過販售強制移工購買的商品來抽取利

潤,例如:看護的制服﹑學中文的工具害或錄音帶﹑有仲介公司標誌

的【∣】冒子或夾克（如此勞工可在機場輕易地被識別）等.

台灣仲介之所以對他們的兩造客戶（雇主及栘工）有著如此兩極

的態度’有部分的原因根植於台灣的外勞政策‧移工被允許來台灣工

作的次數是有限的’但雇主擁有的配額是可以循環利用的.因此’配

額作為招募及補充勞工的抽象潛能’變成比個別移工更為賣貴的商

品。釋放配額及給予申請許可,也因此成為滋生賄賂與腐敗的溫床‧

台灣媒體曾揭露數起雇主動員政治人脈’或仲介業者對勞委曹官員行

賄’以加快申請許可作業的醜聞‧ ,繳在這個高度規範的市場上’腿頁
於是成為雇主與仲介之間’以及台格的與非法的雇主之間交易買賣的

暴利商品.,,
-～

﹛中介公司在母國招募勞工時 通常模糊地告訴他們台灣的工作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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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是三年‧沒有充分告知的事責是’他們的台約其貢只有兩年’第三

年要辦理展延‧無法展延台約或者中途解約的勞工’很少拿到仲介費

的退款。勞工通常先在母國支付仲介費的頭期款’這筆錢或由母國仲

介所取得’或由兩國仲介按比例分配‧台灣的仲介公司主要是透過移

工每月的薪資扣除收取費用.在第-年台約期間’栘工可以拿到的責

質薪水非常有限’扣除的費用包括仲介萱、「強制儲蓄」﹙新台幣3000

到5000元左右旨在防止栘工逃跑）﹑可能高達20qb的所得稅,6﹑勞健

保＼膳宿,7等。李易昆﹙l995﹚便把外勞停留在台灣三年﹙或更短）區分

為三個階段:第-年是償債’第二年是還本’第三年才可能淨賺。

王宏仁﹑白朗潔﹙2007﹚對越南移工的調查’揭露了更令人震驚的

情形:根據-位受訪仲介的說法,他們公司的移工平均在台灣工作的

時間只有l年4個月;他們訪談的越南移工在台灣的平均停留時間則是

l6.5個月‧雖然我們需要進-步的田野資料來了解為何多數越南移工無

法完成兩年契約﹑並展延第三年’這些幕後原因與越南移工的高逃跑率

有怎樣的因果關係也值得推敲’但-個確定的事責是’這樣的短期工作
╴︻－︼

個人證件是另-個可在移工聘僱過程中買賣的商品。為丁迴避只

能來台灣工作-次的規定（存雇丰圍體的壓力下’此規定在2003年後

改為兩次共六年’2008年後延長到三次共九年﹚’很多移工必須「換

名字」,s 、用不同的護照再次來台‧菲律賓移工間稱這些人為「老台
灣」（ex-Taiwan）。在不少個案中’以假名再次來台灣的行為其責是雇

主知↓∣青甚至予以鼓勵的,因為這些家庭類雇主希望繼績僱用他們所熟

悉的移工’不想招募司∣∣練新人‧很多老台灣「借用」她們的姐妹或表

堂姐妹的名字’只要後者決定不出國工作且願意出借她們的法律身

分。另外也有人是向仲介購買他們素未謀面的人的名字’仲介也可協

助行賄來打通海關與其他政府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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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護照’這些在行政體制中被靦為個人身分的單-體現物’

對於在全球資本主義中鑽法律縫隙求生存的移工來說’成為-個可用

交換、買賣等方式取得的複數通行證‧-位我認識的菲律賓移工’十

年來已經用三個不同的名字、三本不同的護照來台灣,她嘲笑自己

說:「我有太多名字了’現在我已經∣央不記得我真正的名字了! 」當

使用假名字通過海關時’她們必須謹∣I真小心地扮演「菜烏」的角色’

例如不要顯露出聽得∣董很多中文’行李打包時,也要避免攜帶先前在

台灣購買帶回的物品‧

移工使用內容與責際不符的護照’不只為了迴避地主國政府的若

干規定’有時也為丁逃避母國政府的-些限制。多數的亞洲輸出國對

於女性出國工作有最低年齡的規定’比方說’菲律賓政府規定’女性

必須要年滿二十-歲才可以出國擔任家庭幫傭’至之堊土△威乙芷出

國爰丘娌鑾員。南亞國家對於最低年齡的限制格外嚴格’例如印度政

府規定女性必須要年滿三十方得出國從事家庭幫傭﹙Oishi2005:60）‧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年齡規定鮮少適用於男l生移工。儘管存在

以上規範’年齡不足的移工仍然可以使用假護照來申請出國‧

護照是民族國家運作的基石之-’它代表丁國家機器對於人群

遷移的文件管市∣I ’以此行政運作鞏固-個地理上封閉的國家社群

（TbrpCy2000）.當原生國頒布給其公民-本護照時’-方面藉此讓官

僚組織得以辨識﹑登錄公民出國離境的行蹤’另-方面’也提供個人

進入及流動於全球勞力市場時的必要文件.移工使用假護照或是登陸

不責資訊的做法’可以說是移工的草根策略’透過操弄國籍身分等制

度管道’來對抗﹑化解國家的文件控制’以增加他們在國際勞力市場

中的工作機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內容不符的證件似乎顯示輸

出國的官僚機器的失靈’但這些政府之所以對此違法現象睜-隻眼閉

-隻眼’也因為此舉便利勞力輸出’可為國家帶來大量外匯與利潤。

狄C“W釧匕叭 ﹨S o＼ cl﹨vVw。v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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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藍領栘工,其他移民也發展出其他種迴避民族國家的文件控

制的不同策略,兩相對照突顯出不同階級的移民在資源配置上的巨大

落差。台灣-度風行以投資數十萬元就可取得如貝里斯等小國的護

照’現在也有許多人透過到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地投資’甚至去

美國待產生小孩等方式來擁有雙重甚至多重的國籍‧建乏Z兵籤』弓
上典【愛墜星昌堂」（Ongl,,,﹚’
昱鮑直差及i壇j里趙’不僅可將資『昱鮑直差及i壇j里趙’不僅可將資產轉移海外’以利理財節稅’也讓

子女以外僑身份就學、逃避兵役’在橫越多重領土的生活中維持世界

人（cosmopolitan﹚的特權。相反地’勞動階級的移民以多本母國護照

來幫助他們回收配額、好重複進入雇丰國工作。在經濟困窘的輸出國

裡’許多國民除非是為丁海外工作,否則難能負擔出國旅遊’護照反

而變成在地居民與移民勞工之間可以相互買賣的商品。

契約束縛與債務腳繚

台灣移工政策的特徵在於’它是強制介入與寬鬆規範的混合體‧

雖然政府強制介入移工的招募過程’但對規定的執行卻差強人意‧例

如’勞委會設下嚴格的雇主資格規定,尤其申請監護工的雇主更需經

過巴氏量表等關關審查,但移工受虐事件仍時有所聞。以照顧老人的

理由申請來台的移工常被交付其他工作’照顧小孩、在小吃店工作,

甚至到非契約雇主的其他地點工作’都是常見的情形‧

台灣的就業服務法規定’外籍勞工得享有勞基法中的各項權利和

幅利’包括最低工資﹑最長工時、周休年休’及健康保險等。根據勞

委會官員的說法’這項政策的目的是為了遵從國際勞工組織（ILO﹚的

規定.,,事賣上,勞動基準的設定與其說是基於保障外勞幅利’更多

是為了安撫本地工人的不滿。藉此縮小僱用本勞與外勞的成本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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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保障台籍勞工的勞動條件與就業機會。儘管雇丰闋鵑持績地抱

怨與動員立委’來自本地工會的壓力,是台灣政府遲遲沒有將外勞與

基本工資脫鉤的主要原因。此現象說明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有相對

的自主性:移工的引進固然為了緩和資本家的「投資罷工」﹙資本跨界

流動到廉價勞力的國家如東南亞及大陸）’﹙且政陞叱夏莖題丕迆螢
工的利益’以維持其統治的正當性。

雖然除了家庭幫傭與監護工’多數的外勞可以適用勞基法的保

護’但貞蠻i墮釐王墮墮隹i呆障僅止墮盤塹皿f踫ll苜匝.由於
中央與地方的勞工單位無法監督確賣的工作﹜∣青況或提供有效的法律協

助’很多移工只接收到部分幅利、沒有健康保險或有薪年假’本地勞

工的最低工資的要求經常變成外籍勞工的「最高工資」。李安如﹙Lec

2002）觀察中台灣的-家紡織工廠’其僱用的泰國勞工被指派做大夜

班或雙班工作,領取的是固定月薪﹙也就是法定的最低工資﹚’遠低

於本地勞工按件計斛∣∣∣的薪資‧移工超時工作的」∣青況遠超過本勞.根

據勞委會在l996年針對製造業的本勞與外勞進行的調查’外籍勞工

的每周平均工時要比本勞多出8.9小時’在加班時間上有更明顯的差

別’外勞比本勞每週加班時間高出22.3小時（弓∣自吳挺鋒l997: 37）.

移工或因為沒有與雇主協商的權力’或因為急著在有限的契約時間內

賺更多的錢’多全力配台超時勞動’提供丁雇主調節生產速度的高度

彈性.

外籍勞工和本地勞工最王要的差別在於僱用契約的束縛‧很多台

灣雇主表示僱用外籍勞工的全部費用’包括伙食、住宿及就業安定

費‘0 ’並沒有比僱用本地勞工的薪資低太多’但外勞比本勞「好用」太

多‧對雇主而言’移工可以減少生產成本,不僅因為他們較低的薪資’

由於背負大量的債務’許多移工同意在星期日工作以賺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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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並節省開銷‧有兩位受訪的家務勞工表示: 「假如我出去’會花

錢。我需要把錢省下來付給仲介‧ 」「我第-年沒有休過-天假∣但

我也不要‧休假我能幹嘛?反正我根本就沒有錢∣ 」勞工也透過超時

工作來向雇主證明她們的忠誠及勤勉,如此-來可確保第二年或第三

年合約的展延。例如Nilda在雇主沒有強迫的l青況下放棄第-年的每

週日休假’因為’她說:「我要在這段期問表現給雇主看我很乖…….

我要羸得他們的信任‧ 」

像2005年8月泰勞事件這樣的集體反抗或者公開申訴的案件其責

是少數’多數的移工以隱忍來面對剝削與高壓管理‧身兼組織者的李
＼︼︿︶︵一～︼︵︸﹣～︼︵﹣╴︽︼︷～╴＝＝～↙︻︶︵﹄︵－一一﹣╴一

易昆﹙l995﹚在他的碩士論文裡曾以扼腕的語氣提問:「他們為何不行

動?」在-次和菲籍女∣生勞工的焦點圄體訪談時我問丁這個問題’所

得到的答案集中在他們因負債及仲介費的財務壓力:「仲介費把我們

的手綁住了’沒辦法反抗‧ 」「我們在家鄉還有6ve﹣siX6I要付! 」「我們

害伯回嘴反抗的話會被送回菲律賓‧我們不能再付-次仲介費。我們

要留在台灣’至少有賺到錢。」

在契約束縛與債務腳繚的綑綁下’栘工只能忍受工作的困難及雇

主的虐待。家務幫傭Maya的雇主沒有依法替她加入健保’因此’由

於工作過度而腳踝受傷的Maya必須自費就醫。我告訴她’她應該要

求她的雇主付費‧她說: 「不可以!假如她知道我生病,她會把我送

回家! 」‘』接著她解釋為何她必須避免和雇主硬碰硬:

一開始’我總是在電話裡向朋友哭訴.我的雇主不喜歡這樣.她

說. 」他們對我大

吼大叫很多次.以前﹜我很敏感’阿’可是現在’我的lu傢個石頭

〔露出堅毅嚴肅的表∣盲﹞。

為什廖你不選犛辭職或孝是沅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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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害怕雇主送我們回家。

當這種燎叱發生.可刎拿回付介穿啕?

在四十天後〔試用期﹞,你只能拿回仲介費的20％’但很多仲介是

加〃紡α嶇P『m〔巴2旦E塑E目,指眼中只有錢﹞’他們不會退錢給你‧

在雇主的嚴密監靦下’家務移工只有在契約中止無可避免時,

才會選擇抵抗’因此公開的反抗大多發生在契約快結束或雇主試圖

終止合約時。在沒有機會轉換工作的∣青形下,有些移工也會選擇「逃

跑」﹙更適切地說’「丕造Ⅲu二﹣腿挈洫羼皰皇箕L詳見藍佩
嘉2006）.

「查緝逃逸外勞」-直是台灣政府的重要關切課題。因為’「外勞

逃跑」的現象不僅挑戰了台灣政府對於國界管控的治理能力’也撼動

了外勞管理系統運作的正當性與有效性。然而’勞委會並未肯認到

移工出走的結構∣生原因’只是採取－些「治標不治本」的管制手段’

如對非法僱用的雇主處以罰金bj﹨凍結該國的勞力輸入’或是把防止

「逃跑」的燙手山芋丟給雇主負責。

台灣雇主要按月繳納新台幣l500至5000不等的「就業安定

費」6‘ ’根據勞委會早期的規定.若該名外勞「行蹤不明」’雇主仍要

繼績繳納「就業安定費」’直到該名勞工被逮捕或此合約結束為止。

‘,另-個對雇主更嚴重的懲罰是若其僱用的勞工僭逃’勞委會將暫時

凍結其配額’在該名外勞被查獲出境前的這段期間,該名雇主不能使

用同-配額僱用替代的移工勞動力。這樣的處分對雇主的規範效果甚

鉅’因為’雇主不僅失去了該名離職勞工的勞動力’也失去配額這項

更值錢的商品’也就是再補充其他移工的資格‧‘‘

為丁掌握外籍移工的行蹤’台灣政府嚴格限制他們轉換雇主’並

要求雇主代為看守監護’以外部化管理成本。結果’嚴防栘工逃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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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雇主念茲在茲之事’也從而衍生出許多控制策略’如強制儲蓄、監

靦隱私＼道德監護等﹙詳見第五章﹚‧然而,諸類措施只是讓移工受

虐與被剝削的l青形更加惡化’也因此更將處於艱困勞動條件下的移工

推向逃逸之途‧

有國界的全球市場

有越來越多的人們’在祉會網絡與商業仲介的協助下’持績、頻

繁地穿越國界’然而’全球化與遷移也同時鞏固﹑加高國界的堡壘。

67AristideZolberg﹙lg9l）描述’當代的民族國家是「全球市場中有國界

的國家」﹙boundcdstates inagIobalmarket﹚’在國際遷栘的洪流中不斷

依照公民身分的分類來施展自治、分配資源‧換-個方式說’契約移

工也置身在-個「有國界的全球市場」﹙boundcdglobalmarkct）。雖然

區域﹜∣生的市場與經濟已經形成’地主國仍在契約移工身上強制施行-

系列的法律、政治、經濟規範‧經由管理勞動力的跨國流動’亞洲地

主國才得以控制易穿透的地理疆界’並畫定象徵∣生的國族界線‧

RogcrBrubakcr﹙l992﹚在比較法國與德國的移民政策研究中提醒

我們’-個國家對其成員與公民身分的定義’中介了該國遷移政策

的形構‧我要進-步強調’這樣的政策制定不僅劃分了公民與外來者

之間的界線’也沿著階級、族群﹑性別等分類’建構了各式各樣的社

會界線.所有的亞﹟∣∣l地主國對白領移工的規範’都比藍領移工來得寬

鬆、友善‧植基於階級偏好的政策’把外國人進行階序高低的分類’

並與移工的公民身分／國籍在階層化的世界體系的位階中有著平行的

勞動力的模式’相當程度反映出該國的族群組成以及沿著族群界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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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政策中與家務移工有關的部分’則反映了-個國家如何就性

別意義來界定其成員身分。-個國家主要是將女∣生公民身分定義為妻

子／母親’還是勞工’決定了其歡迎家務移工的程度。女性的再生產

角色’也導致地主國針對女性移工制定許多與性別相關的規定‧具有

生產「外族小孩」能力的女∣生移工’時常受到醫療之眼的控管（尤其借

∣∣霎孕條款之名）‧類似的性別意識形態也形塑丁原生國的女l生移民政

策‧輸出國I則面臨兩難’不知該將女性移工宣傳為匯款回國的勞工英

雄’亦或靦她們為未來繁衍國族後代﹑需要「保護」的母親‧

最後,國家政策對仲介業者及雇主的日常責作有很大的影響‧台

↑彎政府貫施的配額管制政策,使得仲介業處於高度競爭的狀態’而被

索取高額仲介費的移工’在台灣受到無法轉換的雇主的束縛’回國後

又需面對借款壓力。經濟重擔加上每年更新契約的不確定性’導致逃

跑外勞的人數逐年增加‧台i彎政府的處理方法是將監靦移工行蹤的責

控管越嚴苛,移工逃跑的可能性就越大。對於移工的勞動控制,是由

國家、仲介、雇主共同編織起來的管控網’結果便是強化了移工受害

及被剝削的惡性循環。



第二章

誰是「外勞」?



每天傍晚的台北街頭,隨著少女的祈躊的音樂聲響起’家家戶戶

拿出垃圾與廚餘’配合市政府的「垃圾不落地」政策’以維護這擁擠

首都的衛生與市容。佇立人行道上等候垃圾車抵達的人群當中’你可

以留意到聚集在角落的「與眾不同」的-小群人’她們的詹色較深’

使用多數台灣人聽不∣董的方言聊天。這些家務移工的身影鮮少在週間

公開出現’丟垃圾是她們得以離開雇主家的少數機會之-‧她們在這

段時間裡可以與同鄉簡短地聊天、交換閱讀羅曼史小說’或使用公共

電話與遠方家人∣頃訴‧其他等著丟垃圾的當地民眾對她們的存在有著

不同的反應,有些人冷漠以待’.有些人好奇探看’也有些人面露嫌惡

而申色.

這幅景象栩栩如生地呈現了家務移工在台灣的雙重位置:她們負

責做的是多數台灣人迴避的骯髒工作

「外籍勞工」-詞約在80年代後期正式出現’首先出現在報章有關非

法打工、是否開放夕∣＼匝∣勞力輸入的議論中,隨後也成為就業服務法中

的官定用語‧純就字面上的意義’此辭彙應該涵蓋所有非中華民國籍

的勞工’然而’其言外之意具有特定的階級與種族意涵.當我們提到

「外勞」,腦中浮現的是來自東南亞「低度發展」國家、從事三D工作

的勞工,而不是德國工程師﹑日本經理’或美語教師,如此便將特定

族群類羼與特定職業類別理所當然地混為-談’更加強這些族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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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適台」做這些骯髒﹑危險又低賤的工作的印象。

誰是「外勞」?這個問題提醒我們不要輕率地把外籍勞工硯為-

個固定的人口群體’而要進-步考察「外勞」作為-個相對於台灣人

與其他外國人的祉會範疇’是在怎樣的族群地景、媒體論述中’被建

構為-個族群他者?

我在導論中已提到’「種族」不是客觀存在的範疇。「外勞」的與

眾不同’是以台灣公民為中心作為出發點的社會建構’是透過「種

族化」（raciaIizaiton）的過程’建構出某-族群在生物或是文化上的差

異.本章也弓∣用Pat『iciaCoIIins﹙l990﹚提出的「控制形象」（controlling

【magcs﹚的概念’描述主流群體（「我們」）如何透過客體化（確賣如

此）、二元對立（截然不同）等論述方式’賦予弱勢群體本質性（天生

如此﹚、對立面﹙大相逕庭）的差異形象’藉此鞏固支配圄體的優勢與

弱勢群體的從屬地位。

誰是「外勞」?這個問題也引領我們探討栘工內部的差異’特別

是不同國籍別的移工如何被建構﹑定位成不同的勞動商品‧近來,不

僅在台灣,香港與新加坡等地的菲律賓家務移工人數不斷衰減,相對

的是印尼移工聘僱人數的逐年攀升‧我將探討「聰明刁鑽的菲傭」與

「愚笨溫l∣頂的印傭」等刻板印象背後的因素’以及仲介公司如何依國籍

別來建構家務移工的刻板印象’並透過招募﹑訂∣∣練等組織化的過程.

打造「專業的僕人」‧這些行銷策略不僅弓∣導了雇主僱用上的偏好,

更形塑了不同國籍的移工間的競爭關係與勞動條件上的階層差異.

新與舊的族群他者

仲介帶她來的〔時候’我的〕第一眼哦.妳知道我’G裡’驚一下

耶〔閩南語〕, ic情很不好,妳知道’就妤係那個針刺到’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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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很不舒服耶’一看到她這樣黑漆漆的’好係山地人一樣’一看

就是會排斥她的感覺耶, lu裡就刺一下說,哎喲,完蛋了、完蛋

了’怎麼一個外人黑漆漆的,一個黑人要住我們家’∣叮’l怎麼辦、怎

麼辦?I而且身體上也有一個味道’很臭。那時候Iu裡很怕耶’’凶裡

很矛盾說’這個人要住我們家兩＼三年’’怎麼辦﹑∣怎麼辨?

何太太是-位四十多歲的餐廳老闆’她在訪談中直言不諱地坦承

她當初見到所僱用的印尼監護工時的臧覺。許多年歲和她相當或年紀

更大的雇主,嶼逍誕要釐王塑上匕h迨皺嶼﹣二泓瞇鎮且暱﹣
Ⅱf︽四L上u塑△x萱l王4蓋﹤愛瞇亟丘自燮直逖丕足住直iE睦宜
的新鮮事‧台灣民眾對束南亞移工的論述建構’援引採納丁他們先
-

前用於原住民身上的種族歧靦的敘事方式。要想徹底瞭解移工的種族

化’我們必須檢靦族群他者的歷史建構過程’如何座落在當代台灣的

國族論述工程中‧

台灣是-個移民祉會’其人□的多數是由在不同時期從中國遷移

來台的漢人所組成‧此外’台灣目前的人□中有約l.6qb是南島語系

的原住民’早在漢人遷徙之前’他們就在台灣住丁幾千年之久。近數

十年的工業化’破壞T原住民的維生經濟’並加速人口往都市遷移。

大部分的原住民男性是在高危險的營造業中工作’但自90年代初期

以來’這些工作機會已因外籍勞工的弓∣入而逐漸難以取得‧

建立在漢人／原住民差異上的台灣族群地景,其實並不像表面上

這麼-目了然’族群的界線是模糊、遊動的,受到政治協商與歷史洪

流的轉變形塑.台i彎漢人並不是-個同質的群體’其中的三大族群

﹙幅佬﹑客家﹑外省﹚’在風俗習∣∣貫與肚會經驗有若干差異’他們建立

在儒家文化上的集體認同與自我想像’乃是對立於族群他者的存在‧

台灣原住民長久以來-直都是殖民凝靦的對象‧清朝文人對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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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民的再現是將他們譬喻成非人類的、原始的、女性化的原住民男

人’以及高度∣生慾化的「野蠻」女人﹙T℃ng2004）。經過無數的血腥洗

禮’日本殖民政府終將這些不文明的野蠻人改造成「皇民」。到了戰

後時期’許多台灣原住民從山區遷移至都市。然而’跨族群的接觸並

無法消弭他們長久以來的隔閡感’因而形塑了原住民民族充滿屈辱的

族群認同（謝世忠l986）。

漢人與原住民之間那條被許多人認為是「種族」差異的界線’其

責在歷史中經歷數度穿透與移動‧清朝的統治者以及後繼的日本殖

民政府’曾根據原住民的政治歸∣∣偵與漢化的深淺’而將其劃分為「生

番」、「熟番」兩類。熟番即是所謂的「平埔族」’採納了包括語言等大

部分的漢人文化’因此逐漸漢化。在日本殖民政府改變行政規定後,

平埔族的身分逐漸變得不可辨識與指認‧直至∣l90年代’原住民運動

者才成功地重新宣稱「平埔族」的身分認同,並受到學界與社會大眾

的認可。

我們可以從更廣泛的認同政治脈絡’也就是台灣的不確定國家地

位以及兩岸的對立關係’來檢靦,0年代的族群界線轉變。當時’前

總統李登輝藉由提出「新台灣人」這個含括不同族群的概念’成功地

創造出國族主義的新修辭‧這個概念-方面消弭了次族群團體之間的

隔閡’另-方面’也建立了台灣的主體認同’使其自主於政治與文化

上的中國之外。經過原住民運動人士長達十年的奔走’台灣政府終在

I994年,正式將台灣原住民的官方稱呼改為「原住民」。猶如Melissa

Brown（2004:2l ）指出的’這種國族身分的新敘事’「藉由納入原住民

系砠先的貢肓認孑 ／

族‧ 」雖然台灣原住民在日常生活中仍持績遭遇到歧靦與偏見’但在

當代論述與國族主義的政治運動中’他們已成為「新台灣人」集體認

同中的主要成分。

揹嗅人﹠?v八﹢灼╴緻
「細峨↑ML』﹫懶晚



第二章誰是「外勞」?

7
Jq

↗

台灣的族群地景在90年代引入外籍勞工與外籍配偶後’逐步浮

現另-幅相當不同的樣貌。-位計程車司機在接受電靦記者採訪時’

描述移工在週日的聚集’造成過路台灣女性的恐∣瞿:「查某人驚死,

好像看到生番逃出來（閩南語）。」I「生番」這個用語讓我很驚訝,對

這位司機來說’似乎光是「番」這個字眼還不足以形容外籍勞工的「未

開化」。在許多漢人眼中,台灣原住民已經「熟」了﹑「漢化」了’因此

已成為「我們」的-份子’但來自「番邦」﹑很「生」的東南亞移工’在

台灣的地位因為制度的隔閡’被定位成永遠的外來者。

換句話說,當「新台灣人」的國族主義修辭學巳將「蕾族群他者」

（台灣原住民）融合進台灣主體認同的關鍵部分後’外籍勞工與外籍

配偶繼而成為當代種族化過程中的「新族群他者」.』

在漢族的歷史中’「番仔」這個具貶意的詞彙也曾經與西方人連

結在-起.中國古文l獻∣二∣」以「灰白」來∣』∣﹟l弧l西方人的白皮詹,並且

認為他們粗硬的頭髮與赤紅的鬍子是野蠻的象徵‧ l9世紀的文獻將

西方人形容為「番鬼」,以侵犯清朝領土的方式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

（Dikotter l992）.在台灣’閩南話「番仔火」將火柴描述為「野蠻人之

火」,精準地描繪出台灣人當時對西方文明妒恨交織的曖昧∣∣青感。

隨著現代化的進程’西方人在台灣人眼中也逐漸脫離了「番鬼」的汙

名。甚至’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與政治發展,其責是立基在

美國援助與投資之上.今天’在-般台灣人民的／L﹨目中’︻酉互且塑蠻
愧抱啤奚池蓊」餽主比紮毋七岌＝

7至艮
︶今

當代台灣的種族主義論述與恐外症（xenop﹜1obla﹚所指向的目標在

於菲律賓、泰國等東南亞社群’鮮少對來自日本﹑歐洲、北美的移民

產生類似的焦慮。台灣的媒體將這些白領工作、淡嘗色的栘工形容為

「外籍人士」’但卻以「外勞」來指涉藍領的外籍栘工’仿彿只有前者

才具有完整的人格身分’而後者的身分卻被化約為他們的勞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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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我稱為「階層化的他者化」的社會建構過程’把東南亞「外勞」靦

為低劣的他者’獨立於較為普遍、中性的「外國人」範疇’後者的文

化想像則是來自西方先進國家的白領外勞’雖是族群他者’卻被認為

具有文化與經濟上的優越性。

處於半邊陲的台灣人’在抬頭仰望白皮詹的「優越他者」的同

時’複製了殖民之眼的凝靦’低頭蔑靦冑色更深的「低劣他者」。

種族歧靦的修辭學

台灣政府宣布開放外籍契約工的聘僱之際,警告其將帶來危險的

報導與祉論如排山倒海而來’例如’「門打開後’就關不上了」, 、「旋

風和野火’樸到家門前」。‘自移工來到台灣後’台灣媒體也不斷以

「祉會成本」的論述來警告大眾可能的負面效應’如某篇報導所言:

「為了降低成本弓∣進外勞’卻要全民承擔高失業率＼犯罪﹑暴動等社

會治安成本」, ‧ l999年9月’台灣-家工廠發生菲律賓移工與印尼移

工打群架的事件’之後,媒體用軍事用語來比∣I俞這次意外’例如以下

標題:〈台灣不能淪為外勞戰場〉‘。這些媒體論述體現了-種萌生中

的「祉會病理學」論述﹙吳挺鋒l997）;把台灣社會或台灣家庭想像成
～︼︽～︿︶︿＝﹀～一︸︵╴╴一

-個乾淨、封閉的系統’東南亞的入侵者成了公共衛生漏洞的代罪

羔羊’是需要小心監靦與有效管理的肚會問題。

台灣報紙與雜誌也常使用聳動的標題’來報導移工的傳染病個

案’例如:〈寄生蟲’菲慵感染居多〉7 、〈愛滋外勞’首傳病逝〉s ‧
在媒體的凝峴下’移工的衛生有問題不只是因為開發中國家的居住條

件’也可能是「道德低落」的結果.東南亞栘工常被l襄疑兼職從事性

工作或是經常使用性服務’因此是性病的高危險群。-篇報導的標題

是這樣下的: 〈泰勞有召妓習〃∣生’應∣∣真防愛滋病傳播〉‧ ,電子與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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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幾度用偷窺鏡頭或腥羶文字’把外勞的假日集散地’描述為戶外

的∣∣生愛淫窟’或是性交易的據點。-家電靦台在報導移工週日在桃園

火車站後的公園活動時,以「外勞打野炮,公園上演活春宮:週未激

∣∣青夜’V8全都錄」I0的聳動字眼作為標題。另外’也有某報社以「桃

色風暴:外勞激l青配對’公園嘿咻」的標題’描述移工在放假時間的

生活和紊亂的∣生行為脫不丁關係’I I即便這些報導的內容根據的只是

台灣民眾與仲介的說法’而沒有訪問任何移工或相關圉體.

這樣的媒體再現經常弓I發了大眾的恐∣∣瞿’害怕東南亞移工的遷

入有害台灣的公共衛生‧某位桃園縣議員在議曹發言時表示’ ∣襄疑

當地愛滋病帶原者人數的逐年上升’與移工的出現有關（桃園縣是台

灣移工人數最多的行政區）‧批評移工的健檢「成效不彰」的這位議員

繼而指出:「外勞體檢不確責,讓已患有愛滋病者矇混到台灣,危及

個人健康.」M-家報祉刊出-位患有肺結核的家庭主婦的投書,她

抱怨道’她的「作息正常」,會得到這樣的病應該是「與外勞大量引進

有關」Ij .

「外勞」經常被台灣媒體與民眾靦為潛在的犯罪者’他們國家的

經濟弱勢’被認為導致人民在品格與生活習性上的低劣‧有篇報紙報

導的標題是:「為-千元’泰勞砍泰勞」’暗示移工是如此貧窮’以致

於會為丁小錢躊成大禍‧M地方新聞屢屢報導荔枝被偷採、雞禽豬隻
澧竊的事件,在沒有證據的l青況下’遭竊的農民往往遽下結論:「-

定是外勞幹的! 」∣,認為這麼便宜的東西只有外勞才曹偷.

移工也常被認為缺乏「工作倫理」’這解釋了為何他們會用偷

的’而非賺的。∣‘例如’我訪問的一些台灣雇主表示’台灣的經濟繁

筵蓋盟膛儘塞i真區盪且噯莖」全二相反地’東南亞國家由於熱帶的氣
候﹑民族的基因（「菲律賓人是海盜的後代」）’以及不符當代資本主

義標準的工作偷理’導致了其經濟衰敗成為無可避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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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移工的負面形象多與搶劫、強暴、偷竊等暴力犯罪有關’而

女性移工的汙名則環繞著她們的身體與∣生‧女∣生移工經常被汙名化為

「假打工、真賣淫」’為了逃脫貧窮不惜出賣肉體,在週日販賣性服務

給男性移工‧ I7女性移工也被塑造成勾引男雇主的潛在對象’其「熱

帶女人」的豐滿身體與高漲性慾’可能危害雇主家庭的幸幅。另-個

極端的形象是’女性移工作為澧受雇主虐待與性騷擾的受害者’在媒

體上也很常見。報紙上刊出的受虐女傭的圖像,經常是-張看不見臉

孔的、滿佈瘀青的裸露身體。這樣的照片以及描述虐待細節的文字報

導’弔詭地讓受害者成為誘惑的來源‧ I8窺淫癖的媒體’凝靦的是女

∣∣

無助的受害者。

︶台灣曾經出現幾件外籍監護工心智不穩定而造成病人死亡的案

例。I,l999年ll月3日’台灣-家有線電靦播出-卷錄影帶’內容是

-個菲律賓女傭踢三個月大的嬰兒的畫面。這則新聞引發大眾對外籍

保母的恐慌‧警告讀者移工看謹可能會故意忽靦或不利小孩成長等負

面意涵的文章’大量出現在報紙與雜誌版面上。雖然類似的個案也曾

發生在台灣本地看護的身上,移工的個案住往受到更多注目’因為他

們不只是雇主家庭的外人’更是台灣整體祉會的外來者‧

事責上’外勞的犯罪人口率明顯低於台灣本國人。根據警政

署2003年的統計’嫌疑犯人數佔外勞總人□的0’08％,本國人則是

0.7qb‧然而’當外勞的犯罪個案在媒體曝光時’嗜血的報導風格經

常把部分與整體混為-談’把個別外勞的犯罪’延伸為該國外勞﹑或

是全體外勞的道德缺陷‧

媒體將「外勞」建構為衛生不佳、道德低落的卑賤外族’這影響

了雇主如何在家中遂行勞動控制。雇主通常藉由空間隔離與生活管理

等策略’來避免家庭渲受家務移工的「汙染」‧有些雇主要求外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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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使用的餐具必須與家人分開’或者衣服需與家人的分開洗滌‧有個

雇主甚至要求移工喝不同瓶子的水’並且使用不同的浴室.其他的雇

主則試圖規司∣∣家務移工’將他們的生活習∣∣貫「文明化」。例如’台灣

人通常在晚上洗澡’但大部分的菲律賓移工在早上淋浴’有些雇丰

會認為這樣「很怪」、「反常」或「不乾淨」’因此要求移工改在晚上淋

浴。生活習慣的些微差異被詮釋為落後或反常的象徵,因此應該遵循

雇主所定義的「正常」習慣行事.

雇主希望家務移工不管在﹛值∣人衛生或道德手腳上都「乾淨」‧我

訪問的雇主們時常提及家庭財物被移工偷竊的事件’不論它們是道聽

塗說的故事’或是雇主的親身經歷‧為了保護財物’雇主會讓移工遠

離貴重物品’避免給予房間鑰匙’或禁止訪客。許多雇丰澴會故意將

金錢或珠賓放在家裡或抽屜,以「測試」移工是否誠貫‧

在-些極端的例子中’移工被當做危∣儉人種看待’因而有必要與

當地人隔離開來‧例如’-家國小以「保護孩童安全」的理由’禁止

移工進入校園.Z【﹚另-個控制移工的方式是標示他們的身分,使其醒

目可見.根據新聞報導,-名居民在社區會議時建議所有的栘工別

上寫有「我是外勞」的名牌。』l這個粗暴的建議並未被會議的其他人接

受’但台灣政府谷∣】採取了另-種更細緻的監靦手法:所有的契約移工

在入境時皆須捺印指紋’並需要隨時攜帶證件’以利員警的不時檢

查‧在人權論述普遍於全球的當代,各國鮮少採取明顯的、種族排他

式的隔離措施’然而移工仍受制於身分登記與空間分配而受到組織性

的監硯‧』』

甚者’外勞作為-個階級化與種族化的範疇’在台灣祉會已經變

成-個脫離字面意義的譬喻（mctaphor）。當我用「外勞」與「外傭」的

關鍵字在新聞資料庫中進行搜尋時’經常找到-些與栘工議題完全

無關的報導.例如’-群國中代課老師陳l青抱怨他們的工作’敘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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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我們連外勞都不如! 」』J另-個例子是某電靦演員在拍戲期

間風吹日曬而皮詹變差’她因而被冠上「菲傭」的綽號。Z‘在這些例子

裡’「外勞」與「外慵」被當作-個譬喻,象徵的是台灣社會中最不被

戾豆 CaSte）怠J陛咀勺賤 ○
〕

Ma【yDougIas（l966）極有洞見地指出’純淨與骯髒的劃分,對象

徵秩序的維繫非常重要‧每個社會都有隔離儀式以及對人事物的分

類’以防制外來的汙染與汙穢。台灣的外勞論述也完全落入這種純淨

／骯髒的二元割分。媒體將外籍工作者報導成危險的野蠻人’既貧窮

又落後‧同時’它們也投射出-個對純淨祉會的想像’而這個肚會的

公共衛生、安全與道德秩序正因外來者的出現而處於危險當中。外

籍工作者被投射出來的「控制形象」:野蠻人﹑壞人﹑妓女＼受害者

等’也許彼此之間並不連貫’甚至矛盾’但它﹛∣ⅡI共同編織了-條種族

化的界線’劃分出「我們」與「他們」、台灣人與落後的族群他者之間

的不同.

聰明刁鑽的菲傭vs.單純溫順的印慵?

外籍勞工開放的前幾年,菲籍移工佔據了台灣大部分的家務勞動

市場’但近來已因其他國家的競爭’而人數逐年下降。許多雇主常

在仲介的建議下,不再偏好菲籍移工,而改聘【∣」尼與越南籍移工。

菲籍移工在台灣所有家務勞工的比例’從l998年的83％降到2007年

的l5qb.印籍栘工則從l5qb上升到200l年的70％;2003到2005年間

的數量明顯下降’是因為勞委會從2002年8月凍結印尼移工的聘僱’

直到2004年l2月才重新開放（參見第-章）。在這樣的脈絡下,有些

雇主轉僱用l999年ll月才開始引進的越南栘工‧在最近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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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統計資料庫查詢25 ’〔＊百分比低於1℅﹞）

「菲慵聰明但刁鑽」、「印傭單純溫∣∣偵」,是雇主﹑∣中介與大眾對家

務移工的普遍印象。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些族群特色的形構’以及這

兩個國家在移工聘僱人數上的消長?有些人認為’這反映兩個國家的

歷史背景的差異:相對於在威權統治的過去與伊斯蘭文化影響下的印

尼人’曾受美國殖民的菲律賓人,具有較強的民主理念與權利意識

﹙Loveband2004b﹚‧另-個重要的因素是’這兩個國家的家務移工在

教育與語言資源上的差異’決定了她們與台灣雇主的協商能力‧我也

將分析仲介業者的行銷論述與聘僱策略’如何突顯了兩國移工的族群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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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本與語言資本

當我與菲籍家務移工談到她們之前的工作時,許多人常在應答

前深深地嘆-口氣’或回以自我解嘲的語氣‧】orita之前是菲律賓的

高中老師’她說:「我在菲律賓的朋友都取笑我’他們說我以前的工

具是拿筆與紙’現在拿的卻是菜刀、攪拌機與砧板‧ 」Vancssa以前則

在菲律賓的連鎖害店當經理,她說:「我有-個朋友之前在政府單位

工作’但妳知道她現在（在台灣﹚做什麼嗎?她現在每天都在打掃廚

房‧我常說我以前在菲律賓是經理’而我現在卻是管家! 」

菲籍和印籍的移工在平均教育程度上有明顯的差距。先前的研究

已經指出,有相當比例的菲籍移工具有大專學歷並在菲律賓擔任低階

白領的工作（ParrchaS200l ）’根據菲律賓的官方調查,有二分之-的

菲律賓海外勞工具備大專畢業或肄業的學歷,另外三分之-完成了中

學教育﹙NCRPWl993﹚‧這樣的教育水準和美國殖民政府在菲律賓廣

設大學的歷史有關。在菲律賓的就學年齡人口層中’大學與專科的在

學率超過3lqb’明顯高於印尼的l4.6qb‧Z0相對於菲律賓的「人才流失」

（braindrain）現象（Alegadol992﹚’印尼大學生尋找海外工作的比例低

得多.在台灣的印尼移工的平均教育程度介於初中和高中之間。Z7
除了教育程度’菲籍移工也因其良好的英語能力（另-項美國殖

民的遣產）’而擁有在全球勞動市場中的相對競爭優勢‧然而’語言

能力不只是個人的人力資本’其市場價值為制度性的祉曹脈絡所決

定‧要瞭解英語作為-種語言資本﹙linguis〔iccapi﹝aI ）的肚會價值’我

們必須考察置入菲律賓與台灣的語言環境’兩者的形塑都鑲嵌在國際

化的語言場域。Z胤

英語自l90】年起’也就是美國從西班牙手中取得菲律賓主權的

三年後’開始成為所有菲律賓公立學校的官定語言.這項政策為殖民

政府所支持’理由是相信「對英語教育的知識是學習美國方式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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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前提」（Brcsnahanl979:65﹚‧直到今天’英語的使用仍然在菲律

賓的政府檔與教材當中佔了壓倒性的侵勢; Z,受過教育的菲律賓人’

在日常對話時經常混合馬尼拉語（Tagalog）禾「I英語（當地人稱為Tag﹣

lisb﹚;專業與高教育者仍然偏好使用英語’認為方言的智識性低﹑不

夠現代化﹙Sibayanl99l）‧ 久.殖叻地昀重夙墾見代﹨卜生

（殖民者的語言與文化遣產’弔詭地在國家獨立後’變成菲律賓人
逃脫經濟因境的重要資源﹚比方說,台灣的工廠老闆喜歡用菲勞勝於
泰勞’因為前者可以看∣董進口機器與設備上的英文指示。亞洲主要城

市裡的飯店與俱樂部廣泛地僱用菲籍樂手’因為他們擅長唱美國通俗

歌曲’但要求的薪資比美國樂手低了許多。

雖然台灣在發展歷程中受到美國文化的相當影響’但相對於菲律

賓’乏遨直嘗上二迎俚雖星差圭二﹣旦壺墓壺虫丕基述丕』-旦這樣的
l青形到近十年多來才有顯著的變化,英語已被普遍認知為是-種具有

重要市場價值的語言資本’近年來開始舉辦的英語檢定’吸引了跨年

齡層的群眾參與’制度性地呈現丁此項語言資本的霸權地位.教育部

已經將英語課程提早至小學開始’以改善英語教育的品質;前總統陳

水扁甚至口頭建議過把英語當作第二官方語的可能; j0為了方便招募

更多以英語為母語的教師’輿論也要求政府放寬對於外籍白領的工作

許可的管制。jI

英語儼然成為台灣新生代在全球化的祉會中尋求向上流動的重要

工具’新-代的台灣父母因而急於投資更多的經濟資本來增強孩子的

英語能力‧上層階級的家庭,僱用私人家教來教小孩英文’中產階級

父母則積極送孩子去上雙語幼兒園﹨安親班’或參與海外遊學團‧僱

用會說英語的大學生菲傭,也成為培養小孩語言能力的方式之-‧

然而’這樣的安排像是-把兩面刃:雖然可以彰顯雇主新近的階級流

動’卻也可能削弱了雇主支配傭人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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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訪問的的台灣雇主和菲籍移工中’有不少人向我表示在使用英

文和對方溝通時有困難‧這樣的抱怨特別容易發生在高中或高中以

下學歷的雇主身上,他們必須仰賴第三者的協助’像是仲介﹑孩子

（甚至是上英文安親班的小孩）’或是使用電子字典’來和菲籍移工溝

通‧3丁udy為-家家庭工廠的老闆工作’雇主家只有長女會說流利的
英語’但她正在加拿大讀害‧﹜udy對我抱怨和老闆溝通的困難: 「如

果我有問題’我曹寫-封信’然後我老闆會把信帶到工廠’那裡的秘

書曹說-點英文’這賣在很複雜’有時候我想跟他們抱怨-些事∣I青’

他們只會說: 『Sorr叭Idonitundcrstand.』（抱歉’我不懂‧ ﹚」

在台灣’英語流利的菲籍移工常被指派許多家務之外的工作’

意謂她們的地位高於-位「女傭」‧藥學系畢業的Claudia驕傲地告訴

我’她的英語說得比老闆好,所以她被要求在-家上層階級的私人俱

樂部接聽電話:

我的老闆是一家女∣性俱樂部的鬲∣l總裁’她時常帶我去參加會議。

為什麼?掀要服蓀她行馮?

不,她是要我去接電話’以及叫我打電話給這個人或那個人.她

們那遢有很多美國人。

所刎’她要歙去說英礬∕

對’我想是這樣沒錯‧她們有比較多的錢’但我的英語說得比她

們大部分的人還要好〔微笑﹞。

台灣的菲籍家務移工也常被要求當英語家教或語文交換.我在田

野期間曾在菲勞聚集的教會開授-堂中文班’班上的學生向我抱怨她

們在雇丰家沒有練習的機會:「我們的老闆喜歡跟我們說英文。」「他

們想要練習英文! 」許多雇主也要求菲籍家務移工教小孩英文’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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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ia與ImcIda所說的

我的老闆」肢我說’當他們在看我的履歷表時’老闆娘不喜歡我

她說我看起來太老太醜。可是老Ⅲ】說:「但是她是大學畢業耶

I而且是英丈系的’也許她可以教我們英丈。」

他們僱我們菲律賓人’因為想要學英丈.家裡的小孩子都是唸美

國學校,他們從來不跟我說中丈’因為想練習說英丈‧我知道如

果要請一個英丈家教很貴,可﹣是我們什／廖都做’而且﹣很使宜∣

雖然僱用-個大學學歷的家務栘工具有同時得到-位英文家教的

附加利益﹜但教育程度低的雇主’將可能因此付出溝通與管理困難等

額外代價‧有些雇主在用英文向家裡的菲籍移工提出要求時,深感挫

折‧淑雯是-位高中畢業﹑經營電器行的老闆娘,她無奈地說:

本地的’你要求她們,她們未必會聽你的;

她們未必I∣蓋你的意思‧她會問你; 「Ma∣am

混了 ﹑∣而你也是,每犬你都在擔心妥怎樣【

求’有時候我想’算了 ’我乾脆自己做好了

外勞,你要求她們’

你說什麼?」她被搞

以英丈﹞表達你的要

!〔苦笑﹞

這樣的語言障礙’在有些菲籍家務移工的眼裡’卻被認為是-種

有利無害的處境:因為她們的雇主無法指派太複雜的工作’如-位菲

籍受訪者所說:「如果你的雇主’∣董的英文不多,反而好’他們就不能

要求妳去做太多的工作。」更有些移工有意識地操弄英文作為反抗雇

主的工具‧舉例來說’瑪西先前在新加坡工作了五年’然後到台灣

來’在-個經營小工廠的家庭裡工作’她描述T以下場景:



跨國灰姑娘l08

上次我老闆要我去清理他工廠的辦公室,我就說:「What?」繼

績擦我的地板’假裝什麼事也沒聽到’然後他就不再說什麼了 ’

因為他不太會說英丈‧

但在新〃〃坡欣不可能這癡做’邵遼的雇王會說英丈‧

遠是可以啊〔帶著微妙的笑容﹞’我就假裝我不懂英語!

菲籍移工的英語能力與白領背景’解構了台灣民眾賦予移工的落

後他者＼從屬傭人的控制形象’有少數菲勞甚至會指正雇主說英文時

在發音或文法上的錯誤’讓這些雇主覺得顏面盡失‧有些雇丰因而轉

向改僱用被認為較為溫圓∣∣的印傭與越傭‧其中之-是瑞華’-名大學

肄業的安親班經營者‧瑞華先前僱用過-名菲律賓人’但認為她意見

太多、要求放假又交男朋友‧瑞華後來決定改用印勞’她向我說明她

的僱用條件:

我們要很單純的、沒有虫過國做事情的’因為有經驗,她比較會

知道說要怎／霄偷時間’∣可……我們被那個菲律賓的怕到了 ’所以我

先生說要找一個不識字的﹑不會講、不會聽、什麼都不會的‧我

寧可從從頭開始教她’沒有一點汙染的’這樣子才妤帶’就是Iu

裡打好主意了。

瑞華後來僱用的印尼移工’是國中畢業’而非不識字‧訪談中

傭用英文溝通感到挫折的台灣雇主’如今在和印籍和越籍女傭的語言

互動上’確保丁支配的位置.不同於菲籍移工’印尼與越南移工必須

要學習國語或台語’才有機會獲得台灣的工作’稍後將會說明’她們

在來台灣前必須在仲介處接受長達數月的司∣∣練課程’但即使在經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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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課程後,移工也難以用雇主的母語來對工作內容與條件進行議價。

雇主母語的優勢地位’象徵』∣生地標示出雇傭關係中的權威’也在現賣

互動中迫使印籍移工不得不噤聲沈默‧

語言資本的擁有與否’也影響丁移工獲取資訊與社曹支持的管

道’也就是瑞華所說的「汙染來源」之-。說英語的菲籍移工有機會

閱讀英文報紙與聆聽英文廣播節目’jJ這些媒體的服務對象是全台i彎

為數不少的英文使用者與學習者’相對地’其他國家的移工只能聆聽

極少數用母國語言製播的廣播節目‧國語能力還不錯的印籍移工’如

果在雇主的家中有機會看電靦’還可以用中文取得有限的外界資訊.

此外,印尼移工的祉會支援也較為薄弱與有限’不像菲律賓移工能夠

經由天主教教會以及隸屬的非營利組織,取得法律資訊或權益諮詢的

服務‧刑語言資源上的弱勢﹑資訊管道的不足’都侷限了印尼栘工在

台l蠻的培力（cmpowcrment）空間‧﹞,

刻板印象與市場利基

印尼與菲律賓都是由多元族群與文化所構成的國家’但台灣的仲

介業者時常將同-國家的移工,即便來自不同地區或族群,靦為-個

擁有同質文化的集體’進而依照國籍別’劃分不同的「產品線」來經

營家務移工的勞動市場‧j‘這樣的行銷策略有三個主要目的:-＼透

過這樣的廣告與論述塑造其對於勞動力來源有專業瞭解的形象’藉此

說服雇主媒台安排的重要∣生;二﹑經由勞動力的市場區隔提供類型化

的聘僱選擇’滿足不同雇主的需求（家務、孩童或老人看護）;三、

這樣的刻板印象可以說服某些類型的雇主從僱用菲勞改為僱用印勞’

後者的招募提供了仲介較高的利潤與相對於母國仲介的自主性‧

為了系統性地探究移工的論述建構’我們瀏覽了從GoogIc上找到

的93家仲介﹞7 ’其中有29個網頁提供了以國籍為基礎的移工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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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以下表格’對其中的論述內容加以偏碼分析‧ j胤

表二台灣仲介對不同國籍的移工描述

越南:共產主義的他者

（乃↙Cb〃’加〃〃加O坊eγ）

菲律賓:西化的他者

（乃↙W榭疋γ〃Zz㎡o妁6γ）

印尼:傳統的他者

（7乃『加㎡〃o〃α∕O叻6γ）

次數

l5

l0

8

8

-T

描述

近華人文化

吃苦耐勞

溫和

節儉

勤奮

次數

l7

l0

8

-了

-了

描述

教育程度高

聰明

易溝通

西化程度高

活潑

次數

l5

l0

-丁

8

8

描述

服從∣∣生高

單純

忠誠度高

性∣青溫和

可不放假

受共產主義

影響,不易

逃跑

自主∣生強 任勞任怨 5勺

α 弓

善良

華語能力佳

外觀討喜

不宜談政治

I董察言觀色 ∣ l ∣ 誠賣 4

具勞工意識 6 ∣ 反應∣曼
﹃
么

因較無經驗

需耐心溝通
下好管理 46

喜歡交朋友

易逃跑

易逃跑 2

資料來源:台〉彎29家仲介業的網站】2003年10月

在這些論述中’來自同-國家的移工們被同質化為享有共同特徵

的集體類屬’有些簡要提到形成族群文化差異的歷史與社會脈絡’有

些甚至使用諸如「自然的」和「天生的」等詞彙’暗示種族特徵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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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這些種族化的控制形象’呈現出不同類型的他者化方式‧菲律

賓人被靦為「西化的他者」（tbeWCs﹝crnizcdother）’描繪的形象是「樂

觀﹑羅曼蒂克﹑獨立自主」!﹜,和「外向、自我中心、意見多﹑聰明,

以及難管理」《0 ; E∣﹞尼人的典型則化身為伊斯蘭習俗中的溫∣∣頂女人形

象’是-種「傳統的他者」（﹝bct〔aditionaIother﹚:「服從、忠心i動作

慢’以及生活簡單」紲I ,因此,自然適台辛苦的工作’以及「不放假」

的勞動條件娌‧

越南移工的形象建構是其中最為模糊與複雜的‧-方面’越南被

認為長期以來受到漢文化所影響’越南人也被認為理應具備-些與儒

家文化相關的明顯特徵’像勤奮＼儉僕以及容忍;根據台灣人主觀的

美感標準’她們較淺的詹色被認為比菲律賓人和E∣﹞尼人較深的冑色來

得好看;因為以上這些預設的種族與文化的親近,仲介將這批新來移

工標示為適台台灣家庭生活的好僕人‧然而’另-方面,越南的政治

背景則促生了-種「共產主義的他者」（thcCommunistother）的刻板印

象‧昔日被鎖在「鐵幕」裡的越南移工’被想像成在政治上是心胸狹

小的’對外面的世界是無知的。有趣的是’不同的仲介論述對於在共

產統治下的人民有著矛盾的想像:有的認為高壓統治應該培養出效忠

的人民’所以應該不太會「逃跑」,但也有人∣襄疑這樣的生活背景導

致越南人工於心計的l∣司』I生’會增加他／她們「逃跑」的可能‧

為了在高度競爭的市場中生存﹑成功,仲介業者必須有效地以明

確區隔的栘工形象’來讓需要專業篩選服務的雇主對他們印象深刻‧

牴同樣地’台灣仲介藉由放大印籍移工與菲籍移工之間的差異’來操

策略背後的主要考量’在於∣中介印勞可以獲取比仲介菲勞更高的利

益,這-點為多數受訪仲介所承認’雖然他們不願告訴我確切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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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告訴我:「他們說菲傭比較難搞’才怪,那只是因為仲介可以從

印傭身上賺到更多錢‧ 」

仲介也挪用種族化刻板印象來自然化（n副〔umIizc）工作的安排’藉

此來滿足雇主的不同需求。在加拿大’詹色較淡的女l生移工通常被雇

來照顧小孩和煮飯,而冑色較深的女∣生則被安排作家務工作﹙Cohen

l987﹚‧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仲介根據有關菲律賓人與印尼人的本

質化論述’建議雇主指定安排不同的工作給他們’並且採取差別化的

管理方式.被描述為∣I頂從、忠貞和配台度高的印勞’成為照顧老人與

病患的最佳人選’而說英語的菲勞,則被認為受過較良好的教育﹑文

明程度較高’因而較適合照顧台灣的小孩。此外,印勞常常被安排了

家戶外的額外工作’我接觸到的許多印尼監護工,白天會在雇主經營

的家庭工廠﹑餐廳、安親班﹑麵包店、雜貨店、小吃店、夜市攤子等

地方幫∣I亡’多數沒有領到額外薪水,或只有小額的補貼‧印尼女性被

塑造為駑鈍與恭∣∣價的形象’使她們成為AnncLoveband（2004a）所說的

「雙重剝削」﹙doubIccxpIoitation）的適當人選‧
家務栘工之間的國籍界線’不僅劃分出他們在勞力市場的區隔位

置,同時也形塑了他們在地位與權利上的階層差異‧外勞依國籍不同

而出現薪資差別的∣青形在台灣並不那麼常見們’比較明顯的是勞動強

度與條件上的差別待遇’特別是有關放假的規定。仲介公司通常告知

雇主,可以要求印傭或越慵放棄她們的休假,但是不放假的規定卻是

菲勞所不能接受的,因為’根據仲介的說法’菲律賓人的特徵就是精

於算計與爭取權益,更重要的是,菲勞有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與

天主教教會的支持’有較多相關勞動權益的資訊與申訴管道‧此外’

印尼與越南家務移工的弱勢地位與次等待遇也被差別性的契約所確

立。早在她們抵達台灣之前就半強迫地被要求簽訂契約’其中詳列了

她們同意不休假’或每個月只休-天;相對起來’仲介公司較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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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勞簽訂這樣的條款。在香港’印尼移工的薪資通常比菲籍移工低’

而且放假日更少。』7

要看到族群特色作為-種祉曹建構的性質’最清楚的方式就是考

察其浮動＼相對的構成‧事賣上’有關某-族群的控制形象經常是對

照於不同的對象而被關係性地界定。在台灣’菲律賓人被認為是強硬

好鬥,比較的族群是溫I∣偵服從的印尼人.然而’在加拿大,仲介將菲

律賓人描繪成溫柔有愛心的保母’因為她們在市場上的競爭對手是加

勒比海西印度群島來的移工’後者被靦為強∣∣旱又野蠻的「島嶼姑娘」

（islandgirls）﹙BakanandStasiuIisl995﹚。

另-個例子是印尼家務勞工在台灣仲介論述中的「服從」形象,

此-形象近來已經被她們日漸增高的「逃跑」數字所解構’甚至導致

台灣政府暫時凍結印尼勞力的出□。事責上’當仔細考察統計數字的

消長變化時’我們可以發現’「逃跑」從來不是單-族群的家務勞工

的獨特現象。菲籍移工在l996年時有最高的逃跑率（3.6qb﹚’該年印

藉移工的逃跑率只有2.6qb’但是到2000年時’印籍移工的逃跑率上

升到2’9％’在同-時間內’菲籍移工的數字則下降到l.2％’隔年更

低﹙0.9qb）‧牴印籍移工被凍結後’來自越南的替代勞動力,-度被仲
介推銷為「理想僕人」的新典範,但是很快的’就變成「危險的共產主

義者」。他們的逃跑率轉而變成所有移工裡最高的’在2003底年上升

到7.8qb ’隔年底增加到l0l6％’4,勞委曹因而在2004年底宣布暫時

凍結越勞的輸入‧

從印籍和越籍栘工逃跑數字逐年攀高的趨勢看來’l匕二肱迦愛-
呈導源於冢務工」IF的景峭Ⅱ ’﹣而韭任-國族 ∣生 I中介公司和雇主

利用種族化的控制形象來台理化他們對印籍和越籍移工的高壓管理

諷剌的是’移工逃跑的結果恰好顛覆丁「l∣偵從僕人」的本質化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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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做女慵

在前文中’我已指出’仲介業者如何建構與傳播誇大的移工族群

特徵。然而,仲介的影響力不僅止於論述層次。許多台灣的仲介業者

都在移工母國設立公司﹙尤其是在印尼與越南﹚’以同時降低交易成

本與強化控制.或者’他們會試圖在移工母國尋找有效、長期的台作

夥伴‧地主國的仲介業者藉由建立-個跨國公司’將聘僱與司∣I練過程

整合進其對移工的行銷策略中‧為了快速定位菲律賓與印尼籍移工在

市場中的位置’台灣的仲介業者會經由不同管道選工並建立司∣∣練課

程’以主動「改造」移工的勞動力‧

印尼與菲律賓的仲介公司利用多樣的聘僱管道引入不同特質的移

工。在菲律賓’集聚在馬尼拉的仲介公司不只是在鄉村尋找可能的移

工人選’同時也利用報紙刊登徵人廣告’甚至在祉區散發招募傳單‧

我在馬尼拉’前去訪問-家仲介公司的路上,附近區域的牆壁與電線

桿上都貼滿丁用粗體印刷＼標題醒目的傅單’上面寫著:「Domestlc

WOrkcrsWantcdinThiwan（尋求到台灣工作的家務勞工）。」容易接觸

到這些廣告的對象’多是城市居民’或在城市裡工作的職員、秘書等

低階白領’以及其他有先前海外工作經驗而熟悉招募流程的人.-般

來說’這些申請者受過較多的教育’也比鄉村女性對於都市的生活型

態有較多的瞭解’不需要經過太多的指引和司I∣練’她們就可以準備好

前住-個海外家庭裡工作。

儘管如此’這樣類型的申請者普遍被印尼仲介認為是「不好」的

招募對象.原則上’印尼仲介比較偏好鄉村居民而非都市人,比較

﹛頃向於透過人際關係﹙當地的主頭）而非報紙廣告作為招募的機制。

此外’印尼仲介偏好招募「認識的人」而非自行前來的匿名申請者’

先前沒有海外工作經驗被認為是-種優點,因為這些「尚未被汙染」

的申請者比較容易被「改造」。在馬尼拉,只有幾間司∣∣練中心提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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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服務的短期課程（歷時數周’學員只需在白天前往’不用住在那

裡）’學員在司I∣練完成後可取得-紙證害;這些司∣∣練課程的學員,多

是自願＼自費參加’希望這張證害可以幫助她們取得地主國仲介或雇

主的青睞。;0在印尼’所有的工人在經過牛頭招募、仲介核可後’必

須花兩到六個月住在由仲介公司經營的訃I∣練中心裡‧

換句話說’「聰明菲傭」與「溫II偵印傭」之間的區別’不只是個別

人力資本的差異,或是仲介憑空塑造的虛幻形象’而是仲介透過具體

的、選擇性的聘僱機制,從移工旅程的開始之前就確立丁這樣的差

異。這些形象不是隨機抽取移工樣本後’推斷而來的普遍輪廓’而是

仲介基於偏見下刻意選工導致的結果。仲介特意地選擇不同類型的招

募管道’來尋找其「期望」與「所欲」特質符合刻板印象的菲律賓與印

尼移工。為了要和說英語、西化、教育程度高、在全球勞動市場擁有

優勢的菲傭競爭,印尼籍移工被設定為「溫∣∣頂僕人」的理想型’其市

場利基是農村背景與語言學習等密集的訂I∣練過程。

打造理想僕人

你知道印尼的工人’怎麼來報到的嗎?帶一個塑）I岑袋’遠不是于

提袋喔’塑膠袋裡面放一件內衣、一件內褲、一件T恤。穿著拖

鞋’身上帶2萬塊處比’她就說:「我要去台辮‧ 」這樣子來報到

的咧,你看我把她訓練到愈鏗』且’訓練剋」麾愛1氳生,會講華

語’會做事’這很不容易的。 升’非人吼匕

仲介陳經理在他台北的辦公室裡’口沫橫飛地對我這樣說.會談

室外的電話聲似乎從來沒有停過’有十幾位員工正忙碌地處理著仲介

女僱的相關事宜.陳經理在台灣的另外三﹛∣酊城市也有分公司’並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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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越南和菲律賓成立海外分部’透過這些單位’這家公司每年引進

丁800名女性到台灣來做家事、帶小孩、照顧病人。在訪談過程中’

陳經理毫不猶豫地將東南亞移工標示為未開化的、衛生條件堪憂的落

後民族’更重要的是’他藉此說法來炫耀其公司的計∣∣練計劃的成功’

能夠奇蹟般地將許多台灣民眾眼中「不文明的他者」轉變成適台台灣

家庭僱用的「專業女傭」。以下檢靦仲介業者在印尼如何透過招募、

司II練與再現等三個主要過程’來積極地製造「理想女傭」。

招募

印尼華僑Mr.Damo經營的仲介公司位於雅加達北邊的工業區,

要經過-排排灰濛濛的廠房,才能看見他們老舊的辦公室‧公司的司I∣

練中心則座落在更偏遠﹑房租較低的城外郊區。Mr.Damo向我解釋

他們的仲介公司所偏好的移工類型’以及採取的招募管道;

我們通常不在報上刊登廣告’這沒有用’來這裡的都只是在附近

工作、然後進來問問的’他們己經有了工作’而且還沒下決定。

所以廣告是沒用的’你必須用牛頭。鄉下人和這些都了i丁人不一

樣,牛頭會先跟家裡人說好幾次’否則他們會擔’G自己的女兒是

不是被賣掉.你需要認識的人的關係.以後,如果發生什麼事的

話’他們可以去找牛頭,如果女俯逃跑了 ’我們也會去找牛頭‧

〔自己〕來找我們的人,通常都己經去過台潛了 ’我們不喜歡’

我們會怕她逃跑’因為她可能在合灣有個男朋友。

牛頭’也被稱為sponso【.’在印尼移工的招募過程裡扮演了很關

鍵的角色‧他們通常是地方上的頭人,例如村長、本地商人＼甚至

是伊斯蘭教的教長（Rudnyckyi2004:4l4）.這些人有管道與人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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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都市裡的仲介接軌’也熟悉地方政治’因而能加速處理移工出國

所需的各項文件。牛頭在地方村落裡尋找有興趣出國的人’替她們申

請準備各項文件’然後帶她們到城裡找仲介‧-個移工通常付給牛頭

200萬盧比﹙約美金250元﹚’包括交通和其他雜支’到達之後’仲介

業者會給付牛頭每-個招募人次大約60萬盧比﹙美金75元﹚到l00萬

盧比（美金l25元﹚的剛II庸.移工通常不需預先支付費用給仲介公司’

直到海外工作開始之後’才從薪資裡扣款。

Mr.Damo的說法’指出仲介公司外包招募工作給牛頭的好處‧

藉由這樣的管道’仲介能夠以低成本找到沒有海外工作經驗的鄉下女

孩’同時’移工的家庭對當地的牛頭有著比城市陌生人更多的信任’

他們覺得把女兒交給-個同鄉帶出去接觸未知的外在世界是比較令人

安心的。同樣的’仲介倚賴移工與牛頭之間的社會網絡,作為-種相

互監靦的機制‧當-個移工從雇主家「逃跑」的時候,經由牛頭的仲

介,仲介可以要求她的家人負責支付剩餘的仲介費。換言之’家庭連

帶和祉會網絡皆被動員為管理的機制’仲介藉此遂行對移工的監靦’

抑制她們尋找「非法」工作的動機。

陳先生’這位在第ll5頁提到的台灣仲介老闆’對我強調說’「理

想的傭人」只能在某些地方才能找到’「愈窮愈好」是他在招募人力時

的黃金守則‧他通常會鎖定-﹛固貧困的鄉鎮’然後透過親戚關係尋找

可能的移工。缺乏經驗的女性移工依賴祉會網絡來取得工作推薦’以

及聘僱過程所需要的各項檔與許可‧ 氤I然而’這樣的祉會網絡也變成

了-種監督與規訃∣∣的機制。另外-名在泗水仲介公司上班的印尼華僑

告訴我’他如何有意識地運用人際關係作為-種勞動控制的網絡:

我都有一個覜念在’我要找這個村莊的’我全部找這個村莊的’

愈滾愈大。鑤一省都這樣’互相有牽制的時候。譬如你們I呵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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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你們兩個都來台灣的’你不乖的話’妹妹丟臉,搞不好’

你們姑姑也來了 ,你們兩個其中一個不好’姑姑就會’噶妳們,妳

要乖一點.整個村莊會有一個牽制的影響力。

仲介業也經由仔細揀選的過程來製造「溫l∣偵」的移工’他們∣頃向

於排除「個性強」或「看起來聰明」的申請者.許多仲介不喜歡巳經來

過台灣工作或甚至有華人血統的應徵者’移工對於地主國文化和語言

的瞭解與掌握’照理應該可以降低雇主的訃∣∣練成本,並且轉化為工作

表現上的優勢;但是’在仲介眼裡’這些特質反而可能增加勞動控制

上的障礙與不確定性’特別是逃跑的風險‧,』-個仲介業者解釋背後
的邏輯:「如果她們會講中文’他們就會到處問別人’與別人比較’

如果他們有了當地的人脈,他們就會逃跑‧ 」

此外,以區域為基礎的刻板印象’也形塑了仲介業者對於印尼栘

工的偏好。根據我對仲介的訪問’他們普遍表示喜歡招募從東爪哇和

中爪哇來的女性’這些地區的印尼女人被認為「品質比較好」’具體

地說’具有l∣頂從﹑工作努力﹑樸素單純等特質‧多數仲介與計∣ ∣練中心

是位於雅加達的近郊’照理說,招募西爪哇的工人的交通成本比較

低’然而’∣合好因為西爪哇在地理位置上接近雅加達’當地人被認為

都市化程度較高’而較偏離「溫l∣偵僕人」的形象‧西爪哇的女性被描

述為比較兇∣I旱、∣賴惰而且漂亮’他們較淺的詹色也讓許多台灣女雇主

擔心會增加丈夫被引誘的機會‧

我特別要指出的是’移工們對於種族化的形象並不是被動的接受

者’有些人刻意的配台仲介的期待來進行表演或呈現,以爭取工作的

機會。舉例來說’-些我在台灣遇見的栘工告訴我’她們會對仲介隱

瞞她們先前的海外工作經驗,因為知道仲介偏好錄取沒有經驗的人;

-些西爪哇人會對仲介說謊,假裝她們是從東爪哇或中爪哇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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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選擇I生的揭露或偽裝與自己有關的資訊’以滿足﹛中介對「溫l∣偵僕

人」的想像‧

訓I練

經由牛頭招募的未來移工’在被送出國之前’必須先住到仲介的

司∣∣練中lL﹨ ,經過二到六個月不等的訓練。大多數的司I∣練中心位於雅加

達或泗水的郊區‧以我訪問的-家泗水近郊的仲介為例’訓練中心-

共包括四棟房子’其中三棟是宿舍’另-棟比較大的是上課的地點‧

在那裡’總共住了450名學員’居住的空間非常擁擠’一個不到十坪

大的房間住了l5到20人。仲介特別展示給我看他們新購的雙層鐵床

和床墊’以強調他們的設備符合了印尼政府對於訂II練中心居住環境的

基本規定‧這項政策是在2003年後才開始強制責施的’這是因為印

尼當地的移工組織申報了-些在司∣∣練中心被虐待、營養不良’或砷秘

死亡的案例後’才喚起了政府與大眾對於這個人權黑洞的關」D﹨ ‧ ,劉我

在台灣遇到的大多數移工,在先前的司∣∣練期間都被安置在不台政府規

定的居住環境裡:她們睡在地板上’每天的飲食只有白米和蔬菜,數

以百計的人必須-起洗澡,因為水的供應每天只有-到兩個小時‧-

名印尼移工生動地向我描述當時駭人的生活環境’她說:「我們就像
﹂一╴

■

在我參觀的這間訂∣∣練中心裡,所有的學員都必須早上四點起床’

晚上十點就寢。從週-至∣l週六都有課程’週日是唯-放假的日子’但

是她們不能外出’只准許有訪客。每天晚上’她們被鎖在仲介的宿舍

裡’不准外出’但常常要因為晚餐的分量不足而感到飢餓,只好等到街

上的小販拉車經過時’用繩子綁住-個裝了零錢的籃子’緩緩降下給

小販’再把回裝T宵夜的籃子吊上去.-夥女生嘻嘻哈哈跟我聊起司∣∣

練中心的日子時’既是回味昔日∣青景又感慨有如「坐牢」-般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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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移工在來到台灣之前’經過兩到三個月的司∣∣練’但我也認識

有人等待工作機會’在中心待丁六個月之久。,筍∣∣練課程的內容’整

理如表三:

表三印尼移工的司∣∣練內容

上課時數課程午題

課程介紹﹙心理狀況＼宗教、動機與司∣∣練﹑雇傭關係、

衛生設備）
l5

家務﹙鋪床﹨工具維護、廁所清理、吸塵器清理、拖把

使用、汽車清理）
77
～／

孩童照顧﹙洗澡、穿衣、餵養、餵牛奶、與學齡前孩童

互動﹚
77
﹄／

老人照顧（洗澡、餵養、餵藥﹑護理技巧、按摩、運動﹚ 27

餐桌服務（餐桌禮儀、餐點準備、餐具的安排﹑服務的

l∣頂序、餐巾的折疊﹚

7▽
△∕

烹調

熨燙

洗衣（手洗、洗衣機﹑乾洗）

電器﹙如何使用榨汁機﹑烤麵包機、微波爐、電冰箱等﹚

基本英文字彙及會話

基本中文字彙及會話

總計

24

l8

9

27

ll4

l38

453

資料來源:印尼仲介提供的司∣∣練手冊l2003年8月

司∣∣練計劃中的簡介部分’通常包括幾個小時的道德教育’涵蓋的

主題如工作倫理﹑生活規範等。當我詢問台灣仲介陳經理’他認為計∣∣

練內容中那個主題最重要時’他毫不猶豫的回答:「禮義廉恥‧ 」在

強調儒家式的道德原則的時候,他-方面強化丁「我們華人」的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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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越感’另-方面也彰顯出對於移工﹙「他／她們印尼人」）次等化、

「道德欠缺」的想像‧在訪談中’陳經理強調有必要對於印尼女性的

↓∣生作控制’必須蚓∣∣化她們野獸般的強性慾’而這樣的∣生特質在他看
＼︶～﹀︵︸＝～一～一一︶︵╴╴一

來’是-種落後國家女人無可避免的脫貧策略﹙因為太窮只有用賣

的﹚‧道德教育的另-個目的’在於將移工訂I∣練成具生產力又∣∣頂從的

勞工。當我在計∣∣練中心觀察時’擔任講師的印尼華僑女性,反覆地講

類似下面的道理給在場的學員聽:「你們要努力工作﹑感激人家給我

們賺錢的機會’不要反抗你的老闆,不要讓自己受到不好的影響‧ 」

司II練課程中有相當的時數是用在傳授與家務和照顧工作相關的知

識與技巧’這些課程指導的不只是如何完成家務工作’更要以「有效

率」和「理想」的方式完成。她們學習如何使用現代化的電器設備’如

洗衣機和微波爐,這些存農村生活方式中沒有或不需要的設備。透過

這些家務技巧的傳授’仲介企圖糾正移工的「技術落後」（﹝cchnoIogical

backwardncss﹚（Cheng,2003: l76﹚’並將他們導正到符應現代精紳的

家庭生活方式‧女性栘工先前的家務經驗’尤其是照顯自己小孩的方

式’被認為是不符現代衛生習!∣貫的落後習俗’現在必須重新學習如何

按照醫生指示的無菌方式來照顧霎兒與孩童’以符合台灣社會追求

「科學母職」的當代趨勢.

餐桌禮儀是司∣∣練課程的-章’教材中有圖示’標舉如何將餐具﹑

餐巾,以及水杯放在桌上的「正確」位置。我在印尼時’注意到電靦

肥皂劇中的家庭普遍採取西式的正式進餐方式,用剔透的水晶杯喝

水、用雪白餐巾侵雅地拭嘴.這樣的畫面和現責生活大相逕庭‧大部

桌禮儀’反映出對於上層階級生活的-種特定想像’而鄉下人必須改

進她們的「文明程度」’以參與這樣的文化想像來表現出僕人的專業

性。-些印尼移工對我抱怨’司∣∣練課程的這些部分是最沒用的’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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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來了台灣發現’大多數的雇主家庭’在家裡吃飯都很隨便’甚至

不知道正式的西餐禮儀應該怎樣進行。

圖二受司∣∣移工正在練習醫療照護】作者攝

語言課程占據了最多的訃∣∣練時數’尤其是華語的學習‧如我先前

提過的,掌握台灣本士語言的能力是印尼移工與菲籍移工競爭時的王

要競爭優勢‧語言教學不只有其責用的功能 便利移工和不說英文

的台灣雇主之間溝通’也象徵∣生地強化了勞雇權力關係’藉由確立家

務移工從屬於雇主的語言’來鞏固雇主的文化優勢與控制‧我認識的

印尼移工’多認為語言課程的訃∣∣練效果有限’在有限的時間裡l她們

通常只學曹如何在拍給雇主看的錄影帶裡用中文自我介紹’語言的掌

握還是在台灣的貫作經驗中才逐漸熟練。然而’對於印尼移工來說’

語言能力的培養’仍是訓練課程中最為責用的部分’也提供丁她們肯

定自我的來源’特別是可以藉此彰顯出她們相對於「不會說中文」或

「懶得學中文」的菲籍移工的優越與勤舊‧

DaromirRudnyckyi﹙2004﹚觀察雅加達附近的-家司I∣練家務移



第二章誰是「外勞」? 刁
︶

﹚
︼

蚓
』
』
▲

工的中心’並借用傅柯的概念’把計∣∣練中心的運作稱為「僕傭的技

術」（technologiesofscrvitudc﹚’意思是說’這些訃∣∣練課程不只是在傳

遞特定的技巧或是能力’而日作圖培養-種家務僕傭的態度與秉性

﹙disposition﹚.他所觀察到的「僕傭的技術」包括對學員的分數評量’

以及言語與身體的規訃∣∣。其中最令人驚訝的部分是,學員抵逅宴堊甩

隨責璽道典邑﹣≧圍噬臾爹墊血屋圭撾二
這些被仲介定義為執行家務勞動所必需具備的能力與態度,-方

面映現了仲介與雇主共用的對移工的文化想像;但另-方面’他們定

義下的栘工學員的「不足」與「差異」’對照的標準是中產階級現代家

庭的意象’卻末必符應於責際的僱用狀況‧除了餐桌禮儀為其中-個

例子外,電器用品也是建構現代家庭意象的必備工具。然而’在-些

家庭中’卻只有女主人才有權力使用這些省力的現代設備’例如,有

些台灣雇主要求其家務移工用手洗衣服,即使家裡有洗衣機。

我們需要較長期與深度的觀察’才能評估這些司∣∣練課程對於移工

的主體規司∣∣有怎樣的效果。姑且不論司∣I練的實際成效如何’這樣的訂I∣

練計劃象徵性地提供了-種家務移工的過渡儀式（riteofpassagc﹚

通過此展演∣生的儀式向雇主宣示’「生番」已經獲得現代化與文明

化‧這樣的司∣∣練過程’也幫助仲介同時兼顧兩種對於移工勞動力的偏

好:-方面’他們希望招募沒有海外或都市經驗的農村女性’提供相

對∣I頂服、易控制的勞動力;另-方面’他們透過訂∣I練計劃來向台灣雇

主提供移工的保證害’擔保這些沒有經驗的農村女性已經習得相關的

這德愉琿家務技巧與諮言能力.得以融入台嚮的現代家庭生活通∣
練的過渡儀式’除了要達成對勞動力的∣馬lI∣化與控制,更是為了降低雇

主的疑慮

’準備好到「文明」世界的「乾淨」家庭擔任

專業僕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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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觀印尼司∣I練中心期間’我很訝異在如此有限的空間裡能擠進

這麼多人’卻呈現井然有序的狀況。在-間-間的的教室裡’有人拿

著蒸氣熨斗在燙衣服’有人在操作洗衣機洗毛毯’有幾位用熟練的動

作在折棉被、吸地毯,有-群圍著瓦斯爐練習快炒中國菜’還有-些

人以同學為對象練習按摩’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是:-整排女人抱

著洋娃娃來練習換尿布以及餵奶’她們甚至對著假嬰兒喃喃自語’雖

是背誦著標準化的育兒台詞’卻是刻意地溫柔細語。另-間大教室裡

坐滿丁人’大家肢體略顯僵硬地坐在排得很整齊的課桌椅’正在看-

支有關如何操作心肺復甦術的錄影帶。我靠著門簷’試著安靜不出聲

地觀察教室裡的活動’但是-個外國人的出現無可避免地引燃了現場

的興蓄與好奇’她們的注意力紛紛離開螢幕’瓢向我的存在‧仲介公

司的職員索∣∣生走進教室’向她們介紹我是從台灣來的客人’現場開起

朵朵微笑’學員們有默契地拍起手來’齊聲清脆的用華語說:「小姐好‧」

圖三在司∣練中心的移工學員,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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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才明白’我那天看到的其貫並不是平日課程進行的貫際

狀況’而比較像是-場針對海外雇主和仲介的「表演」。前-晚’所

有的學員都被交代有台灣客人來參觀’提醒要穿著乾淨的TI∣Ⅲ和牛仔

褲（平常上課並沒有規定穿著打扮﹚’Ti∣Ⅲ的顏色則根據準備前往的國

家來作區分:穿黃色的是要去馬來西亞﹑橘色是去新加坡＼白色是

去香港’紅色則是去台灣﹙仲介跟我說明’因為華人將紅色靦為幸運

色﹚‧希弟’-個我在台灣認識的移工’回∣∣意起她在訃∣ ∣練中心待了四

個月時’國外仲介來到訃∣∣練中心選工的I∣青形:

〔仲介說﹞把東西弁好、穿上好的衣服’每天亂亂的要弄乾淨’

要做快一點,要快點走略’頭髮要梳一梳’不要打l:個哭哭的臉’

等一下他們來了 ’要笑笑’要跟他問安。

所以般平常不一緩?

我們這樣很雞過’他們說一定要笑’我們在判l;邊不〔想﹞要很

久,要趕快找工作、出去’等很久很難過,還要笑‧

等待工作機會的未來移工,因為長時間失業與家庭分離往往已經

心力交瘁’儘管如此’她們被要求要有精砷抖擻地表現自己‧好比穿

上制服-般,她們展露標準的微笑、操演恭敬的問候’為了是要通過

仲介選工的評量.在-些司∣∣練中心裡’學員甚至不用名字稱呼’而是

以號碼來稱呼.她們在制服上別戴﹣了註明個人號碼的名牌,她們的身

體是圭個人化的（dcpersonaIized）’有如商品-般’只由顏色來編碼﹑

懿虛蝨歷塗- 久舒令作約-鐘仗拭寸「人∣吐」絢蝓式
事實上’家務工作是高度女性化的’私人家戶的工作場所也潛藏

著∣生騷擾的高度風險‧然而’未來的家務移工的身體,在選工時的

再現方式’卻是高度地去套挂止1dcfbmimzed﹚匡h逵里L﹙dcsexuaIiz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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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計∣∣練中心裡’化妝是不被允許的’樸素齊耳的短髮是被指定的

造型。在印尼’長髮被普遍認為是美貌與女人味的主要元素,-些我

在台灣認識的移工,回想起她們在司I∣練中心的登記處被剪掉長髮的時

刻’仍然充滿感傷。有些人把她們剪下的頭髮保存起來,寄回給家

人’以玆留念或是為她們的媽媽作假髮‧她們初抵台灣時的照片,多

和我認識她們時的造型判若兩人。當我要求看她們的外僑居留證時’

有些人覺得很尷尬丟臉’因為上面的照片是她們在司∣∣練中心時照的,

有人這樣說:「不要啦’我看起來好醜喔!像男生‧ 」這樣的髮型服

膺了純樸貧窮、缺乏時尚感的「女慵」形象’不僅具有特定的階級意

涵’也抑制了移工的女性化氣質,因為性感與美貌通常不是女雇主所

喜好的擇工條件.-言以蔽之,藉由控制女性栘工的服裝、髮型與舉

止’仲介讓她們展現出丁台宜的形象-去女性化的、規訃∣∣的、天生

卑微的-以實現雇主的期望‧

移工之間的分化

菲籍移工安娜以充滿同∣I青的語氣來描述她的印尼鄰居的工作環

境:「她不能睡資、不能休假’還有’不准抱怨. 」週日出門時’安

娜會幫忙買食物與易付卡給她行動自由受到侷限的鄰居。僅管移工之

間確有類似上述的跨國團結的時刻’但仲介業者與雇主所建構的種族

化界線’經常造成不同國籍的移工之間的敵對狀態.

許多菲籍家務移工在挺身爭取權利感到遲疑’因為雇王會威脅要

以印尼移工取代她們。在這樣的狀況下’菲籍家務移工常複製了種

族化的刻板印象’以確保自身相對於印尼移工的優越∣生。;,她們宣稱

「那些印尼人」教育程度低、不會講英文、和男雇主調∣青、偷雇主的

財物’生活習∣貫落後’所以無法擔負現代化家戶的勞動工作。她們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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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無法認可印尼家務移工與其他族群的男」∣生有情感或身體關係。-位

菲籍移工如此評論:

有些雇主認為菲律賓人交男朋友‧錯了 ’印尼人才交男朋友‧妳

去過清真寺對面的那個公園馮?印尼人和黑人、黑鬼或泰國人在

一起‧菲律賓女人很聰明’她們知道交男朋友很蠢‧我們來這裡

是要工作的’不是來玩的‧

NicoleConstable（l997a）分析針對海外菲律賓人發行的雜誌中的

刀〃喱R∕呶〃0讀者投害’發現其中許多菲律賓移工試圖召喚國族的驕

傲認同’以提醒同胞在海外生活中自律的重要∣生‧她們相信’自己肩

負著道德責任’要破除香港人認為菲律賓人愛喝酒＼無所事事﹑性泛

濫等刻板印象。我在台灣的觀察中也發現’不少菲律賓女性把自己遷

移的身體當作國族領土的延伸’在規司∣∣自己與同胞「不要丟菲律賓人

的臉」的同時’她們也同時把國族界線投射到其他女l生移工的身體上

（「我們菲律賓人不能比她們印尼人丟臉」﹚‧菲律賓人藉由指出印尼競

爭者的行為不檢點’來強化自我規司∣∣’並以此證明菲律賓人擁有較為

優秀的工作倫理與道德價值。

同樣地’我在印尼家務移工身上也感受到她們對菲籍移工的敵

意。不少印尼人向我抱怨她們的雇主之前曹讓菲籍移工每週日休假’

但她們卻只能每月休個-天或兩天。或者,有些印尼移工會在無酬的

情況下被指派其他額外工作’但前任的菲籍移工卻不會有任何額外工

作’就算有’也會得到報剛∣∣做為補∣賞‧雖然她們對此深感不平’但少有

人敢正面∣句雇丰拘怨這種不公平的處境‧當問到這些印尼移工為什麼

不敢正面反抗時,她們形容自己「膽小」（m片〃r﹚’而菲律賓移工比較「勇

敢」（﹠6m㎡﹚’能對雇主與仲介業者堅持自身的權利﹙Ioveband20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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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些印尼移工羨慕菲籍移工的挺身而出’但其他人認為避免

衝突較符台E∣﹞尼肚會的宗教信念與道德觀‧二十五歲的印尼移工Utami

強調家裡的教養方式影響了她回應台灣雇主的態度:「我習慣（這樣的

行為）了’我回到印尼時也是這樣。我媽媽教我’不管別人對我們怎

樣’我們要有禮貌‧ 」其他移工則認為吞忍的態度符台伊斯蘭的教導:

「我的女主人對我吼’我從不吼回去.我只是祈禱’忍受它二」

在許多印尼移工的眼中’菲籍家務移工是「highclass」’因為她們

的教育程度較高﹑曹說英文’而且驕傲自負’沒興趣與印尼人用中

文溝通.雇主的種族化論述’也影響了移工如何看待不同族群的差

異‧比方說’Utami如此描述雇主不公平的態度: 「他們對菲律賓比

較好’好像我們印尼都不好’我們印尼比較笨笨。他們說菲律賓人比

較聰明、比較好﹑比較漂亮﹑皮庸比較白白’不像我們’皮詹比較

黑’不漂亮。」Utami第-次見到雇主時’她的雇主甚至粗魯地對她

說:「妳的皮詹那麼黑’像拖鞋﹙的顏色）‧ 」Utami壓下怒氣’客氣地

回答:「喔’謝謝你。」

除了教育程度與皮冑顏色外’英文能力也成為另-個雇主用來劃

分這兩群移工的階層高低的特點.然而,Utami發展出對抗論述來駁

斥雇主的這種觀點:

他們說菲律賓比較聰明、會講英丈。可是他們不知道菲律賓的都

不會講國語‧我跟他們說’你請我來這遂是工作’不足來講話,

對不對?如果你要﹣請來這邊講話,請菲律賓的會講話、講英丈

’阿‧我來這遢是工作’是幫忙帶小孩、煮飯、洗衣服、掃地＼拖

地’我需要講英丈嗎?阿公阿媽會英丈i馮?

像菲律賓人-樣’印尼人也用道德論述來強化種族化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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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訴諸宗教上的伊斯蘭女性保守形象’來建立自身在道德上的

高人-等‧她們批評西化的菲律賓移工愛喝酒﹑抽煙﹑有外遇、道

德淪喪‧印尼家務移工也常利用工作倫理的議題來證明自己的道德

優越∣生‧在訪談時’有些印尼移工形容自己忠心﹨勤蓄、台作’不

像菲籍移工好鬥、無情﹨自私、缺乏家務與照顧工作應該具備的耐

心與毅力:「我不像菲律賓的.愛吵架:『我要這個、我要那個. 』我

不喜歡吵架’我做事’我不說話‧ 」「我鄰居說我照顧外公比之前的

菲傭好’她很粗／D、粗魯‧ 」「菲律賓比較ca『cabout〔I﹞cmsclves〔自我

中心﹞’菲律賓比較漂亮、做事沒有什麼好‧ 」「她們比較白’可是嘴

巴……我們印尼是笨笨’但我們比菲律賓有禮貌。」

以上這些個別移工之間基於群體認同而產生的敵意與衝突,必須

被放在更廣泛的脈絡下來理解。移工勞動市場中潛在的競爭關係’導

致了不同國籍的移工間的對立;語言藩籬也成為說英語的菲籍移工與

說中文的印尼移工之間的溝通障礙。第五章將會進-步探討這樣的國

族界線如何體現在移工祉群的空間分配上‧在這些∣∣青況下’、釐王虺E

（sel｛L

mciaIiz亂﹝ion」自塑參:當-個少數圄體藉由複製主流的刻板印象來暹
緣化其他少數團體時’將導致自身澶受同樣的種族化的規範控制.

階層化的他者

誰是「外勞」?要回答這個問題’本章的分析可用「階層化的他者

I匕」的概念來總結‧我再-次強調’必須用關係∣生的架構來理解人們

如何建構種族化的界線’「外勞」的主體位置的建構也與其他外國族

群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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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不是－般﹑中立的「外國人」’ 是被靦為低劣－

群他者。上-章我們已經看到,國家政策如何以階層化的制度劃分不
一

同種類的外籍工作者:台灣以嚴苛的排外規範與種族標籤來對待東南

亞的勞力工人’但張開雙手歡迎白領的外國工作者來當鄰居’甚至歸

化公民‧這-章繼績檢靦種族化的論述面向’尤其是大眾媒體如何將

「外勞」再現為衛生不佳、道德低落﹑具犯罪﹛頃向的落後他者’截然

不同於來自經濟富裕「上國」的「外籍人士」﹑「優越他者」。只有在這

樣的脈絡下,我們才能瞭解「菲律賓女傭」在台灣的獨特主體位置’

她們被指派的英文家教額外工作’既彰顯了台灣新富雇主的祉會地位

流動’也挑戰了說不好英文的雇主的權威‧

當代台灣的種族主義論述’既是新的’也是蕾的。台灣漢人長期

以來歧靦台灣原住民的種族主義敘事’被挪用套到東南亞移工身上。

當舊的族群他者已被整合成為「新台灣人」的國族認同的-部分’東

南亞移工成了新的族群他者。這樣的種族化過程有兩個不同的面向:

-方面’「外勞」被祉蓄建構為-個「次等他者」的集體範疇’淡化內

部差異而混為-談;另-方面’移工之中又根據國籍區分成不同的次

類屬,如菲勞﹑印勞、泰勞’彼此的文化差異被放大﹑靦為不變的本

質’以此強化丁國族界線的區隔‧ ,‘

仲介對移工的行銷策略與招募訓練,也在建構「外勞」的過程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仲介不是單純、隨機地招募勞動力,而是積極地打造、

有組織地規訓符台市場需求的勞動主體。仲介業者將印尼女性宣傳為典

型的「理想女傭」’勝過西化的菲律賓移工.這些種族化的刻板印象也

體現在移工的聘僱與訂∣∣練過程中‧經由選擇性的招募管道’仲介業者刻

意尋找被認為「溫駢∣∣」、滿足「傳統他者」形象的年輕農村女性’並再經

由規訂∣∣∣∣生的課程’來「現代化」這些鄉下女孩‧透過這種象徵性的過渡

儀式’仲介宣稱已生產出準備好遠渡重洋﹑出國工作的「專業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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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幅台北市小學在放學時刻的常見景象:下課鐘聲仍迴響在空

中’興蓄的小學生已魚貫跑出校門.幾個調皮的男孩嘲弄著另-位害

羞的小男生:「王小明’你的菲傭在等你喔! 」男孩-臉尷尬’低頭

玩著手中的掌上型遊樂機’快步向前走,-﹑兩步之遙的菲律賓栘工

在背後緊緊跟隨.另-個小女孩則高興地跑向另-個菲籍保母的懷

抱。她們手牽手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街頭上其他的母親牽著女兒-

般’只不過兩人是用英語嘰嘰Ⅱ查喳談著今天上課的趣事。

母親與保母的身影模糊重疊’甚至誤認的∣青形也不少見‧-位台

灣女雇主對我描述了-個讓她覺得有些好笑又尷尬的澧遇:「我家菲傭

的冑色比較白。她每星期有兩天晚上帶我兒子去上電腦班’她就坐在

後面等上課結束’課上了已經有兩、三個月以後’有-天’老師走過

去跟她說話’叫她:『王太太…….』’她聽不∣董〔中文﹞啊’所以靜靜坐

在哪裡沒有回答’然後老師才明白’原來她是個女傭’而不是媽媽! 」

女主人與女傭、母親與保母之間的區別’其賣頗為隱晦幽微‧

-個提供的是無劑∣I的「愛的勞動」’另-個從事契約規範下的薪資工

作’但是她們同樣在維持-個家庭的日常生活秩序、照顧其中成員的

身／D健康.兩人之間恤產牛某種形式的分工‧即便多數的家務工作已

被外包給移工,不少女雇主仍保留-些家務親力而為,也有許多雇主

不願將照顧小孩這件事假手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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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檢靦為什麼台灣女性僱用家務移工,而這種僱用關係又如

何影響她們的家庭關係與性別認同?我試圖探討下列問題:女雇主如

何劃分與家務移工之間的界線,以維持自身在婦職上的「優越」階級

與族群地位?她們如何重新界定家務勞動的意義、區分不同類型的家

務勞動’以兙會文化認可為「適當」的方式來安排她們與替身之間的

分工?她們如何避免因為另-個女人在家庭中的類似角色’而導致誤

認、混淆’乃至於威脅﹑取代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

「畫界工作」牽涉到的不只是女傭與女雇主之間兩個女人的關

係’還包括經由女主人的丈夫、孩子、與婆婆為中介的三組三角關

係‧家務移工的涉入導致了既有家庭關係的變化＼斷裂﹑重組,且讓

我們從中檢靦台灣的婚姻＼母職與孝道的祉會機制與文化價值的意義

與運作‧

跟父權討價還價

台灣女雇主為何僱用家務移工?本節探討她們在僱用的決策過程

中衡量折衷哪些不同的考量。我歸納出主要的三類目的:尋找在家的

托兒照顧﹑協助「家﹙裡的﹚事」的全天候幫手,以及外包服侍公婆的

孝媳責任。這些中產階級女性僱用女性移工來外包家務勞動時’不僅

希望購買到II偵從的勞動力﹑廉價便利的服務’也在尋求她們身為母

親﹑妻子和媳婦等女性角色與責任的代理人.換句話說’她們希望透

過家務外包’來「跟父權討價還價」﹙Kandiyoti l99l）‧

尋找隨侍聽話的保母

阿蘇是個三十多歲的廣告公司行銷研究員’她與同為廣告人的先

生’育有-個兩歲大的女兒。阿蘇像多數與她同齡的台灣女人-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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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選擇繼績工作,-方面是為丁追求她個人的職業生涯’另-方面

是需要兩份薪水才能夠支付台北市的高額房貸‧阿蘇∣I霎孕之後’就開

始考量未來孩子的照顧安排’交給長輩帶的方式對他們來說並不可

能’因為先生的父母不住在台北’阿蘇的父母身體也不好‧幾番考慮

下’她決定要僱用-名外籍保母‧由於近年來勞委會對於家庭幫傭的

配額嚴格管制’許多雇主跟阿蘇-樣’是借用父母的名義’以監護工

的資格提出申請,但實際擔任的工作為家務與照顧小孩‧

儘管外籍保母提供的便利’她對於這樣的安排仍然有著安全上的

顧慮‧阿蘇告訴我: 「我聽過有人請菲傭’跟他們住三年丁’後來出

國玩把小孩子交給菲傭’回來以後兩個人都不見了’小孩子找也找不

到喔。」她吸了口氣’皺著眉頭說:「所以我有時候就會想’會不會

哪天我回家小孩子就不見了‧ 」

阿蘇也想過要請-個「自己人」來照顧小孩’但當她拜訪過幾個

本地的保母之後’她覺得’請-個外籍幫傭全天候住在家裡’即使有

心理上的擔慮’仍是-個最為方便的安排:「我會緊張啊,可是又能

怎麼樣’因為我不想去找本地奶媽’早晚要接送’我們上下班生活不

固定’沒有辦法……我們雙薪家庭送小孩來本來就是很無奈’怎麼能

配合這樣的規定’太不Ⅱexible ,而且我覺得’小孩不是-個商品’你

訂得那麼死,好像也沒什麼愛心‧ 」

許多台灣的雙薪家庭’如同阿蘇和她先生’僱用女∣∣生移工替代自

己來照顧小孩.然而’由婆婆等長輩分擔孩童照顧的方式’隨著核心

的歷年資料’學齡前的兒童’在家由母親或其他家人照顧的比例明顯

的下降,而經由非家人的個人以及機構來安排托兒育嬰的比例則持績

升高. I

對雇主而言,能夠提供在家服務是外籍照顧者的主要優點.雙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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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必每天要在約定的時間去只提供日間照顧的本地保母家或托兒

所接送孩子’如同前弓∣阿蘇的說法’這樣的﹛冒化時間表’父母不僅覺

得不方便’而且認為這不是-種「愛」小孩的表現‧相反地’在家的

托育照顧被認為能提供孩子比較舒適﹨安全而體貼的照顧。與其把孩

子放在-個機構或別人家裡’母親們也賢得孩子在自己家被照顧’她

們比較能夠掌握狀況’同時’在家的照顧服務’較為接近傳統的母職

形式’因而被認為是職業婦女較好的替代者。

此外’對雇主來說’家務移工比台灣保母「聽話」’也易於控

制.美莉是-個三十六歲的經理人’她向我說明了為什麼要請-個菲

傭來代替先前的本地照顧者:「那個保母主觀∣生太強,她就是不接受

父母的任何command’她覺得她才是專業的‧ 」本地的保母’多半是

具養育自身孩子經驗的中年婦女’因此建立了基於經驗與長者身分而

來的權威。年輕的雇主基於華人Il頂從長輩的傳統’常常霓得很難去挑

戰保母的意見‧現年三十三歲,個∣∣生靦腆、從事研究工作的雯真,向

我解釋為什麼移工比本地保母更符台她的需要:「本地保母很多把我

當孩子-樣地跟我說話,我很難對她們提出要求’而且’她們也不會

聽妳的’她們有很多自己的意見。」

也有不少台灣雇主僱用移工以爭取相對於父系延伸家庭的自主

空間‧傳統上’台灣婆婆在她兒子的育兒過程裡’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她監督她的媳婦’而且在媳婦沒把工作做好時’干預媳婦的工作

（Wolf1970﹚。在當今的台灣社會’如果媳婦在外工作’由婆婆來照

顧孫子是件很普遍的事’這種安排尤其常見於三代同堂或婆婆住得不

遠的∣∣青況‧

珊琳和她先生兩人都是三十多歲的專業白領’在美國取得商學碩

士後’在台北的市場調查顧問公司上班‧珊琳坐完月子回到職場後’

-開始由她的婆婆照顧新生兒,夫妻兩人每天早上把孩子送去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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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並在下班後把孩子接回來。雖然婆婆沒有主動開口’他們仍每個

月支付l萬5000元給婆婆.這樣的安排’雖然使珊琳不必擔心把孩子

交給-個陌生人’卻強化了婆媳之間的緊張關係:

她帶那時候我們每天都有爭執。

什麼癡的爭歙?

也不是爭執’她就是不高典’臉色很雞看’我們去要抱小孩走也

不是,要留下來也不是’要走她會說:你們抱了小孩就走喔;要

留下來她說:「我那／囈辛苦’又帶小孩又煮飯給你吃! 」她對鬼

子不會這樣啦’對媳婦就會‧

珊琳婆婆的怨慰不只是因為照顧新生兒的疲累’也出自於-種剝

奪感。她覺得自己犧牲了舒適的退休生活,來維持她兒子的家庭’而

這本來應該是她媳婦的責任。後來’珊琳請丁-名外籍幫傭來照顧女

兒’她決定花錢來避免這種∣青緒上的糾結’與婆婆的緊張關係.

訪談對象中也有其他年輕的母親聘請移工’是為了保有他們身為

父母的自主權以及避免和長輩之間的衝突。例如,安安,-個三十出

頭的證券營業員,分住的婆婆本來主動提出要幫∣I亡帶小孩（婆婆說:

「自己做就好了’幹嘛花錢。」）’安安還是決定把兩歲的女兒交給外

籍監護工而不是她婆婆:

雖然說三代同堂其樂I秈舢’可是會有很多意兄街突的地方’那菲

俯我們可-以控制’可是你總不能控制父母親p巳’到時候照顧小孩

上有不同的意兄’你還是要聽老人家的’那就沒有自己的空間。

當這些家庭選擇僱用移工來照顧小孩時’他們的主要考量在於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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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的服從與可控制性‧本地保母透過年資或證照來建立其專業的宣

稱’在高品質保母供不應求的市場中可以透過自由流動來平衡與雇主

的權力關係;而婆婆的權威更是在傳統的文化價值與親族網絡約制

下’不容媳婦輕易挑戰’相對而言’外籍勞工在台灣政府制度規約下

的不自由與弱勢位置﹙見第-章﹚’給予雇主充分的支配空間’並以

低廉的薪資提供全天候的居家服務’讓移工成為較為接近居家母職的

代理人‧

家事／家裡的事

藉由聘請家務移工’女性雇主不只解決了孩童照顧的棘手問題’

也緩和了她們家事工作上的負擔.美國的祉會學研究發現’中產雙薪

家庭為丁責踐婚姻中的平等伴侶關係,往往必須請人來打掃或做家

事’而這樣的工作者多半是低薪的少數族裔或移民’透過這樣的折衷

方式’女主人方能夠迴避了當她們要求丈夫更平等地參與家務時’所

引發的緊張與衝突。2同樣的l青形’也出現在很多台灣的中產階級雙

薪家庭裡‧

余先生是-個四十歲的經理階級’他太太是個秘害’兩人育有兩

個上小學的小孩‧他認為,家務雇傭對他們家庭的秩序與夫妻關係的

和諧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余先生談到他們在等待新移工到來的那

兩個月空窗期;「女傭走了之後’我們的生活充滿了緊張與混亂.那

對我們來說真是-段痛苦的日子.我和妻子常因要如何分配家務’像

是今天誰要接送小孩等而起爭執‧ 」他笑著下結論:「這就是為什麼

我跟朋友說’用菲傭會上癮‧ 」

-些多來自都會區的年輕﹑中產階級﹨雙薪家庭的台灣男性,雖

然認同家務工作應由夫妻雙方共同分擔’j然而他們仍苦於工作之餘

要負荷家事‧移工勞動力對他們來說’提供了-個方便﹑經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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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外包「新好男人」的責任‧

前面提到的珊琳’跟先生都是擁有碩士學位的財務顧問’兩人發

揮商學院的管理精胛’明確協議家務由雙方共同分擔’太太煮飯、

先生洗碗洗衣服.珊琳首先提議聘僱-名菲傭來照顧小孩兼家務’

先生原本不贊成’因為「覺得家裡有-個人怪怪的’沒辦法在家穿內

褲」’珊琳聳聳肩說:「好日∣｛i ’那你自己要辛苦我也沒辦法。」後來有

-天’珊琳催促先生去陽台晾衣服,他不﹜∣青願地走出去,稍後抱著洗

衣籃進來’幽幽地說:「這種日子我不要再過了!我們僱個菲慵吧.」

我訪談的七名主婦型雇主中’其中有五位家境闊綽’她們丈夫的

職業多是企業主、律師或醫生‧對主婦型的雇主來說’請-個外傭的

目的’主要是為了家務工作.她們的家戶多半坪數寬敞’對於環境清

潔也有較-般為高的要求y因此’家戶清潔工作在這些家庭是比較

繁重的。這些女主人希望透過家務移工的聘僱’讓她們能夠專心照

顧孩子﹙比較精砷」層次的家務勞動﹚,或是去參加慈善團體或社區

活動‧

五十多歲的劉太太是位有四個孩子的母親’她從台灣-間頂尖大

學畢業、取得商學位後隨即結婚’在她的律師丈夫稟持「養家是男性

責任」的傳統觀念下’她從未從事過任何-份有薪工作.劉太太僱用

家庭幫傭已有超過二十五年的歷史了’先是僱用本地的歐巴桑’後轉

僱用外籍女傭‧她解釋為什麼要花錢僱用家庭幫傭的原因:

我不覺得一定要僱用別人來幫忙,但我先生喜歡家裡有個女傭。

他喜歡家裡很乾淨的感覺……. ’但照顧I」＼孩遠是自己來比較妤.

我化用女傭只走﹣龔她們來做家事‧這對家庭主婦很重要啊’這樣

她們才不會被家事綁住’也才有足夠的時I｛﹜】做家外面的事。



跨國灰姑娘︹
U

↙
4

l

三十多歲的心怡是另-個例子’她擁有大學學歷’先生是公立醫

院的醫師‧在生完第-個小孩之後’她辭去了營養師的工作’專職在

家帶小孩‧雖然她相信全職母親是對孩子較好的安排’但她逐漸被繁

瑣的家務和千篇-律的生活弄得筋疲力竭.當她∣霎了第二個孩子時’

她開始請菲傭’隨著家裡有了幫手,她開始享受-些羼於自己的光

陰’重拾她大學時對手工藝及繪畫的興趣‧我們坐在她家的客廳’牆

上褂滿了心怡最近完成的版畫作品’她談到自己如何估量家務僱用的

成本與效益:「有些人會賢得我很奢侈,其責我們是勒著褲袋在請菲

傭的。可是我覺得滿值得的’因為我可以有多-點自已的時間來運

用’這樣比較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小孩﹙笑）. 」

在僅依靠她丈夫身為公立醫院內科醫師的薪水下’心∣I台的家庭薪

資在支付房貸以及兩個小孩的養育費用﹙包括中產階級小孩必上的昂

貴雙語幼稚園﹚後’並未剩下太多餘裕。僱用-個家庭幫傭固然幫她

減輕了家務的負擔,卻增加了財務壓力以及社曹苛責。從婆婆以及其

他人的反應中’心l台感受到別人經常對她投以批評的眼光’-個對家

庭收入沒有貢獻的中產階級家庭主婦,去請-個人在家裡幫∣I亡似乎是

缺乏正當∣生的。她告訴我:「我的婆婆-直覺得我沒有工作還請菲傭

『怪怪的』’她的形容詞是這樣’我當然知道她是什麼意思‧ 」她嘆了

-口氣後繼績說:「她就覺得我只是懶惰’我不應該去請個女傭。」

訪談之際’心∣∣台也開始考慮自己是否應該開始去找個有薪工作。

事責上’很多女人的就業狀況是浮動的’她們經常從全職的家務工作

轉換成兼職或全職工作’或是相反方向的移動’4在這樣的有酌∣∣與無

剛∣∣的工作軌道上’她們嘗試在家戶經濟、孩童照顧和個人幅祉之間找

到-個理想的平衡‧

茉莉’-個四十歲的旅行祉業務員’回億她如何考慮在家庭主婦

與有薪工作者這兩種角色中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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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我本來跟我先生說我不要做了’因為我的收入不穩定’那這

樣算來不划算’所以我就說傭人不婆請了。我先生就反對’他說

我個性外向’每天在家裡待不住’I而﹣且他要求的比較高,他沒有

辦法要求我,可是他可以要求傭人。所以他寧願花錢’他說這是

「換工」’我的薪水等於是拿來付她的薪水’可是這樣我不會跟社

會脫節。

心∣I台或茉莉對全職家庭主婦生活的感受’和AnnOakley﹙l974）

三十年前對於英國家庭主婦的描繪沒有太大的差別:千篇-律﹑無

聊、孤立﹑疏離。相對於無剛∣∣∣的家務勞動’有薪的辦公室工作被認為

是沒那麼無聊﹑較有組織並有報剛I∣收益‧不只-位受訪的家務移工雇

主作出類似的觀察:「坐在辦公室裡-整天’很輕鬆啊;家務事和照

顧小孩累多丁‧ 」「照顧小孩很痛苦;上班是我逃避的方法‧ 」對心’∣台

這樣的家庭主婦,或是茉莉這樣「換工」的上班族’聘請家務移工幫

助她們逃脫了家務全天候的栓桔。

家事’或者’家裡的事’對於家庭經營的店鋪或企業的老闆’即

所謂的「頭家娘」,有著不同的定義範圍.台↑彎的傅統店家或小型家

庭企業’工作時間經常長達十二個小時’他們的店家和住家在地理上

多是重聲或是相近的。我訪談的鞋店、電器行﹑安親班的經營者’她

們的店或公司,通常與她們的住家位於同-棟樓或是同-條巷子‧如

此-來,她們可以看著小孩在店裡作功課’或是在中午時間回家用餐

或休息’可以較方便地整合家庭生活和工作‧這樣的頭家娘’通常對

請人來幫忙有迫切的需要’而她們需要的「家事」協助’也通常是涵

括生產以及再生產性的工作’凡是「家裡的事」通通得做。

淑文是╴個四十歲、三個孩子的媽’她的丈夫管理-家保全仲介

公司’她自己則獨立經營-家小小的電氣行‧當我打電話跟她預約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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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時’她親切地說:「你就來我店裡找我啊,反正我都在’我們每天

從早上十點開到晚上九點. 」座落在台北縣夜市裡的這家電器行只有

-個小小的店面’附有-個小小的廁所’後面則座落了-間塞滿存貨

的倉庫‧淑文在懷了第三個孩子時’申請了-個菲傭;她頭兩個孩子

都是請本地的保母帶,可是她沒想到申請的過程比她預期的長得多’

等到菲傭到台灣的時候’孩子已經三個月大丁.

淑文形容菲傭還沒來﹑但孩子已經誕生的這三個月的∣冑形:「好

像是夢魘-樣’現在想起來會怕’會顫抖’不知道是怎麼熬過來的’

那時候還因為太操勞急∣∣生盲腸炎住院, 」她指著我們身旁的-個小桌

子’「那時候也是每天來店裡’娃娃抱著就睡在這個桌子‧ 」

在頭家娘每天的行程中’工作和家庭是沒有空間與時問的界線

的’她們在安排家務移工的工作時’也同樣是公私不分,雖然這樣做

是不台法的。通常她們白天在店裡幫!∣亡、打掃環境、準備中餐、或提

供其他服務’到了晚上’他們在家裡仍然持績工作’尤其當母親忙於

生意無暇照顧孩子的時l∣昊‧她們通常不會得到額外的報’∣∣∣ ’最多是領

到小額加薪或是禮物。固然’公私不分的勞動型態是頭家娘雇主自己

的生活狀態’也是她們迫切需要的幫助,然而,這明顯違反了法令的

規定’也造成了對移工的進-步剝削。

外包孝道

張太太是個快六十歲的退休中學老師’她和∣司是老師的先生,在

台北有-棟普通的三房公寓.張先生的母親在她丈夫過世之後’從外

地搬來和他同住,張先生和張太太後來租下丁對面的公寓給母親’這

樣的居住空間,-方面能責踐三代同堂的傳統居住模式’同時能夠容

許她們的兩個成年女兒以及他們自己足夠的房間和隱私。

在漢人祉會的文化傳統中’家庭成員﹑財產繼承’以及權威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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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根據父傳子的親族軸線。女兒在嫁入以她丈夫的父親為首的家庭

後’被原生家庭硯為「潑出去的水」‧媳婦在夫家的地位與幅祉’很

大程度取決於她是否生丁兒子來傳承嗣氏。如同大家耳熟能詳的諺

語:「養兒防老」’最長的已婚兒子有義務與他年邁的父母同住並照顧

他們;把父母送到養老院被汙名化為子孫不孝﹑不負貢任的行為。當

今的台灣社會中’父母自己住的比例已逐漸提高’但孝道的意識形態

仍然影響深遠﹙參見第-章第62頁的統計數據﹚‧

然而’在年邁雙親與兒子同居的大家庭中’責際的照顧工作’大

部分是由媳婦在從事.以張家為例’張先生為母親提供的照顧’主要

是經濟上的安全,他的妻子才是責際孝親勞動的執行者‧兩年前’張

太太說服她丈夫請-個菲傭來照顧他日趨虛弱的八十歲母親’然後’

張太太便將她過去的任務’如準備餐點、洗澡、換尿布、陪伴及個人

照顧交給菲傭。在訪談中’張太太反覆再三地表達她對於孝道規範以

及傳統媳婦角色的質疑’即使我沒有主動提出相關的問題,她也深深

擔心我（以及別人）會指貢她僱用-個人來照顧婆婆缺乏道德上的正

當性:

你不要覺得我好像很不孝】頂’過去一、二十年都是我在照顧’那現

在請個菲傭才多少錢對不對?你想想看’從四十幾歲’你就要媳婦

來處理你的事情’到最後八十歲,遠要媳婦來服侍你’這樣對女人

怎麼公干?我們服侍婆婆四十年,遠是不能虫頭天〔笑﹞’台潸就是

這樣’孝變成一個大帽子扣在你頭上,說這樣才有家庭的﹨人倫的

溫暖’!怎樣才能當一個好媳婦’可是你要當妤媳婦就沒有自己了 !

家變成一個材p鎖’綁著你。年輕的時候帶小孩很辛苦,老了以後遠

斐帶老人’你說女人有沒有自己的日子?我現在已經是六十歲的人

了 ’還要跟你這樣磨下去’我遠有幾年可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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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太太指出了從鷗於家庭權威的傅統女〃∣生角色（「作個好媳婦」、

「服侍婆婆」﹚與追求個人自主及成就自我﹙「作自己」）的衝突‧劉仲冬

﹙l998: l48﹚提到中國社會中照護行為的傳統觀念’是下對上的服侍

病人﹙sc『ving）與上對下的照料病人﹙supcrvising﹚’而沒有西方社會中

較為平等的照顧（caring﹚觀念。中國家庭的典型照顧者形象’是居於

從屬位置的女性家庭成員’像是服侍丈夫的妻子’以及侍奉公婆的媳

婦。媳婦之所以擔任主要的照顧者與「賢妻良母」的女性氣質規範有

密切的關連,未能克盡婦職將導致壞女人與不孝的社會污名。

為了逃避服侍婆婆的全職責任,從學校退休後,張太太找了-個

編教科害的兼差工作‧她自我解嘲地說: 「我七月-號退休’第二天就

去上班’-天都不想待在家裡’就是不要’那我賺的錢就剛好拿來付

菲傭‧ 」雖然張太太是從自己兼職工作的薪水中拿錢來請另-個女人

作為她的孝道代理人’但請人這件事卻同時遭到她婆婆和先生的反對:

她常常講菲傭的壞話’阿’就是希望不要請了 ,這樣她可以住到這

邊來。

你先生呢?獸初也不贊戍?

那當然’阿’第一點要花錢’第二點這樣好像不是一家人一樣,他

就不是標準的孝子,媽媽妥跟著他就是囚為他足一個孝子……

婆婆認為-個非家庭成員的照顧者的介入,會破壤她和兒子家庭

的連帶.兒子則擔心這樣的聘僱會破壞家庭圍結的形象以及他孝子的

名聲’這兩種看法都呼應丁在台灣肚會根深柢固的三代同堂的意識形

態迷思（胡幼慧l9,5）‧然而’這樣-種「快樂大家庭」的浪漫迷思’

是靠媳婦的無酬家務勞動所勉力撐持的。張太太充滿怨慧地談到她和

先生之間不平等的孝親勞動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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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傳統的大男人〔搖頭﹞’什麼奶爸、參加小孩懇親會,那要到

你們這一代的男人才會去做。所以呢’雖然妳也跟他一起工作,

可是照顧孩子是女人的事’孝〕∣偵婆婆是女人的事’所以我的!u理很

不平衡’我也是受過教育的人’我不能接受這樣的事情’你要當孝

子’應該是你去孝】∣∣頁你媽媽’不是我來孝】頂你媽媽,對不對?我的

父母生我養我很辛苦.應該是我去孝j偵我父母’你的媧媽是你們七

個人的媽媽,不要丟在這裡都不管’只要媳婦來照顧。

張太太購買市場上的勞動力來外包她服侍婆婆的媳婦責任。要特

別注意的是’這裡外包的其責是先生的孝親勞動’如同另-位女性受

訪者所言:「很多丈夫都說,現在的女人比從前幸運多了’因為她們

有菲傭幫忙’可是,拜託’你的妻子照顧的是誰?她照顧的是你的媽

媽耶! 」

這裡展現了-個我稱之為「孝親照顧的轉包鏈」的祉曹機制’包

含相扣連的兩個環節:第-環是把孝道責任從兒子轉到媳婦身上的

「性別轉包」,第二環則是將貫際照顧工作從媳婦的肩膀移轉到非家庭

成員的監護工（仍多為女性）的「市場轉包」‧

媳婦僱用移工來協商婆媳關係’除了直接地外包孝親勞動,也有

人是藉此避免代間衝突。有-些台灣丈夫’大部分屬於比較年輕的世

代’也同意分擔-些家務,卻澶到自己母親的反對。當我問秀雲’-

個四十出頭的房地產仲介’她老公是否幫’∣亡作家事’她的回答是:

遠好,他會做’因為他有潔癖’有一次他看不得髒他就自己拖

地’那次妤像家裡俯人休假還是幹嘛,他媽媽來我們家看到愣住

了 ,想說兒子在我家裡翹二郎腿什麼都不做的’竟然在這裡拖妳

的地板’我就趕快說你不要做了我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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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例子讓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兩代的女人對於婚姻觀念的分野’

而且展現了婆媳之間環繞著-個男人﹙兒子／丈夫）的潛在競爭關

係:原生家庭和新組的小家庭’被區隔為這兩個女人所分別統轄的

不同領域﹙被婆婆標示為「我的家」相對於「妳的地板」）‧在婆婆的眼

裡’兒子協助媳婦的家務是-個他從鷗於妻子的指標,伴隨而來的’

則是他與母親﹑延伸家庭之間連帶的弱化。,
有些媳婦便採取僱用家務移工的方式’來避免和同住的婆婆在家

務分工上產生衝突。例如艾美’三十多歲的上班族’婚後與跟婆婆同

住’女兒出生後開始聘僱外慵’除了照顧小孩的功能,她發現家務

幫手的出現可以讓她迴避掉家事分工中所蘊含的多重地雷（植基於婆

媳、夫妻等權力關係）:

我在想將來我女兒結婚’我也要幫她請一個菲俯’這樣可以減少

很多婆媳問題’真的’像煮飯打掃這種問題,你不可能讓婆婆

做’可是自己一個人做又很不甘願’她也不會讓兒子來做對不

對?

有些女性雇主更積極地運用家務移工的聘僱作為抗拒三代同居的

策略。小莉’三十六歲’專科畢業’生兒子前從事的是全職的護士工

作‧兒子出生後’她婆婆自願從南部搬到台北來當他們的居家保母’

但是小莉拒絕這個提議’堅持要找-個外籍監護工,小莉解釋丁後來

的情形:

我婆婆很厲害’她說妳公公說請菲傭不妤’她不會說是自己覺得

不好。我婆婆就是想眼她兒子住’後來我發現她也不是真的愛孫

子’她是愛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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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妳先生走什廖立揚?

我先生當然是希望太太跟媽媽住在一起’阿’他水遠當小baby’叵】

來也不用做事情。你知道我婆婆多’患’lu’每犬／＼點半就睡覺,

可是我先生十點多回來,她就跳起來熱菜給他吃.遠叫我:「小

莉,你不-要跟他耶I!天,他明天還咚上班很辛苦. 」這是我家耶!

這都變成後來吵架的享火線‧

小莉的婆婆有技巧地轉了-個彎來表達她的不贊成’她編造公公

（延伸家庭中的父親權威﹚的反對意見來向媳婦施壓。在另外-次訪

談中’我聽過-個更加戲劇性的故事’有-個獨自住在鄉下的婆婆’

每次拜訪她住在台北的兒子的家’就會把外傭的行李丟出去來表達她

對僱用這個外人的反對’她認為如果沒有菲傭’兒子夫妻就應該曹邀

請她同住’並請她照顧孫子.這些婆婆的剝奪感’並不是因為她們的

孫子被外籍保母「搶走」’而是因為雇傭關係切斷了她們原本可以和

兒子家庭同住的連帶‧在本章稍後’我曹仔細討論婆婆的焦慮以及媳

婦的因應之道。

女主人為何吹毛求疵?

許多家務移工告訴我’和男雇主相比’她們的女主人’較為「吹

毛求庇」、「嚴厲」。為什麼女主人會如此吹毛求庇?當我對受訪的台

灣女主人提出這樣的疑問時’她們許多人不諱言地表示’自己的確

是家裡主要的勞動管理者’對移工的工作表現有較多的要求’相較之

下’先生則顯得較不在乎或持不介入的態度‧碧蘭是個四十出頭的職

業母親,她解釋了為何對待移工的態度會出現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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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carc’∣可’因為對他來說永遠是有｝Ielp’本來也不是他在

做,所以’對他來說沒有差別‧請人的時候我也是辦好了才跟他

說,他也不在意,因為事不關他嘛’幫的也是我的忙‧進來一個

人’他也無動於哀’也不會排斥,對人家也很禮遇‧

就如碧蘭指出的,女主人對家務移工的表現要求得比較高’是因

為她們必須對移工所做的負起責任‧有些台灣丈夫甚至認為僱用-

個外籍家務移工是他們送給妻子的-項「禮物」’-種藉由外包妻子

的第二班工作以表示丈夫「貼心」的表現。當我問心怡-前面提到

的醫生娘 她丈夫是否分擔-些家事’她語帶嘲諷地回答:「我老

公?不做’完全不做’沒請人的時候也是-樣。他唯-做的-件事l青

就是幫我僱菲傭Ⅱii‧有時我會抱怨’他就說那我僱菲傭來幹嘛’-個

月花我兩萬塊耶‧ 」

雖然女∣∣生雇主現在被提升至「母親-管理者」的地位,她們仍必

須對於所僱用的家務勞工的表現要負起相當的責任‧在「賢妻艮母」

的文化霸權意識形態支配下’女主人自己也常將家事與孩童照顧靦為

女∣生主要的社會責任‧

麗雲是個四十多歲的房地產經紀人,穿著時髦、短髮俐落’她形

容自己「是那種愛孩子愛瘋了﹑母性很堅強的人」。因此’當她晚上

因商業應剛∣∣無法在家陪小孩時’其堅強的母!∣生便引發十足的罪惡感,

於是’她決定僱用-名移工來分擔照顧的工作.當我問麗雲她的丈夫

對於此僱用提議做何反應時,她覺得這個問題根本不是問題:

他?反正是我付錢’OK’沒問題‧一直都是我在付薪水,因為

我覺得這是我該做的事情.我要出去上班’這是我應該付的……

真的’你不要看我這樣’我其實是很保守的人,所以我就覺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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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意思’帶孩子是‧我的事’我的『csponsibiIity’我沒辦法兼顧
我就應該自己嫌錢來養這女傭。

很多台灣女人自掏腰包付家務移工的薪資是因為她們霓得「這本

來應該是我的工作」。這種「母親的罪惡感」是-種內化的社會責難‧

許多雇主都隱約擔心自己會被指控為「壞母親」-因為她們把孩子留

給被祉會汙名化為「不夠衛生」和「不夠文明的」的外籍勞工－而霓

得有必要去為自己的僱用安排作辯護‧前面提到的廣告人阿蘇回億道:

我I圳請菲傭的時候’人家都跟我講一些壞菲傭的故事’什麼小孩

子被菲傭傳染AIDS’被菲傭從陽合去下來之類的’後來’我聽

到更多本地奶媽不好的例子‧我覺得人都有一種變態的心理,他

們’u裡想請又不敢請’就會說唉喲’這樣小孩會不會這樣’家裡

有一個人會不會很怪,他們根本不了解’就是很層淺不成熟,不

是在關心你痳。

女』∣生雇主也可能從先生與父親那裡經歷更直接的譴責與壓力.在

心』∣台的個案中’當他們僱用的第-個菲傭「逃跑」時,她丈夫責怪心

怡是個失敗的「管理者」’連個菲傭都看不住‧另-個雇主’玉梅’

回娘家看父母的時候,常常會把小孩和菲傭-起帶去。有時候她和她

媽媽會在廚房裡指導該名菲傭如何烹調’但很多時間’她們只是坐在

客廳裡聊天而讓菲傭-個人在廚房裡工作’她爸爸就會抱怨說:「她

〔菲傭﹞的菜怎麼會煮得好呢?妳們女人為什麼不待在廚房?」

玉梅父親的話點出了某些家庭空間﹙廚房﹚與家務勞動（煮飯﹚’

被定義為女人專屬與負責的場域’不論你是女傭還是女雇主.雖然年

輕-代的台灣女性,擁抱職業婦女的「現代」女性形象,她們仍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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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完全擺脫傳統父權「賢妻良母」的牌坊陰影。家務勞動的祉會責任

並沒有從女人的肩膀上移開’不論她們是否頁的責際從事日常的勞動

工作。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已經看到丁家務僱用關係的-個重要特點:

家務移工的角色其責就是女主人的替身,但她們是「影子勞動者」

﹙shadowIaborefs）,對雇主家庭生活的貢獻被隱而不見。‘家務移工的

「影子工作」是女性雇主完成母職與家務角色時密不可分的－部分。

職業母親僱用服從的外籍勞工來扮演居家母職的代理人,現代媳婦購

買廉價的勞動力來擔任婆婆的孝親看護’家庭主婦差遣全天候的服務

來維護-個清潔有秩序的家庭‧由於家務勞動的祉會意義對於女性之

認同扮演著關鍵性的影響’從女’∣生雇主的角度看來’家務勞工的僱用

涉及的不只是單純地購買勞動服務’她們對替身的要求不是固定工時

與特定工作內容的規範所能涵蓋’她們期待的是雇工能夠成功地代理

她們完成母親、媳婦、太太的女l生家庭責任。

僱用家務幫傭的女主人想要擁有-個有能力的替身’但也同時希

望這個替身乖乖待在外圍’不會侵犯到女主人的妻子與母親地位。下

文中’我將探討當另-個女人進入台灣雇主的家庭生活時產生怎樣的

影響.女雇主對於家務勞工可能影響到她們的婚姻與親子關係而焦慮

不已’因此試圖藉由階序差異來確保妻子與女傭之間、母親與保母

之間的階層化界線。在這樣的三角關係中感到焦慮的不只是年輕的母

親’還有她們的婆婆’她們曾經是全職的家庭主婦,孝∣∣頂的道德牌坊

不再能夠確保子孫與媳婦對她們的奉養’如今更因另-個女人的進駐

而威脅到她們在家務領域中的主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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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家事的女人,人見人厭?

我曾經讀到-篇台灣報紙家庭版的文章’其標題大言不慚地寫

著:「不做家事的女人人見人厭」’內容鄭重地警告僱用外傭的台灣女

↓∣生’不論妳在職場上有多成功,也不應該放棄做家事’那是基本的

「女人的工作」’否則先生小孩都會對妳產生負面的看法。7面對祉會

對她們背離了傳統家庭分工型態的指責’僱用菲傭的女性必須重新定

義並協商家務的社會意義:她們嘗試區辨有哪些部分的家務勞動是社

會允許可轉由市場仲介的’而無損於她們作為「好太太」、「好媽媽」

的形象。

女性雇主通常將例行的清理工作交給傭人,但將連繫家庭成員∣∣青

感的工作留給自己負貴,最明顯的就是三餐的準備烹調‧先前的社

會學研究已經指出’這項家務工作涉及的不只是買菜和烹煮’也包

括「建構家庭」的情緒工作’奠基於對於家庭成員的口味偏好和營養

需求的重靦與了解﹙DcVaul〔 l99l）‧烹煮食物也涉及對於料理的文化

知識’而這對-個外籍移工來說’有其困難之處.這些因素都強化了

「老婆／媽媽煮的飯」的祉會象徵意義（明顯地體現在醬油等料理廣告

中﹚’很多台灣女性雇主因而把準備丈夫和孩子的餐點’靦為她們表

達對家人’∣青感的機會‧

有些女性雇主天天料理三餐’而有些雇主只有在丈夫或孩子要求

時’才洗手做羹湯。先前提過的電氣行老闆淑文’描述了她如何在僱

用菲傭之後’仍覺得應該或想要為她的丈夫準備餐點:

昨天我II亡得要死’回家去他〔先生﹞跟我說:我肚子餓﹨’你沒

有買吃的回來喔?我說煮水餃妤不好,〔他說﹞好!煮三十個!

我雖然很累了可是我還是去煮水餃給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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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你們家菲傭煮?

平常都是她在弄,可是她那時候正在做別的事,我也不想要她停

下來幫我煮三十個水餃’而且,乎常我都不弄束西給我先生吃,

昨天他這樣講’我就想好,我去弄給他吃.

有些女性雇主’即使丈夫沒有要求,她們也主動去為先生準備

「愛的餐點」’因為擔心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可能會被家務移工所取

代。-位菲籍家務移工唱做俱佳跟我說丁-個她的女雇主爭著和她準

備早點的精采故事:

幾天前有佃早上’男老闆醒來了 ,我問他:「Sir,wouldyoulike

somecoffee?（先生,你要喝叻,啡馮?﹚」〔甜美有禮貌的語氣〕’他

說’OK〔模仿老闆對鏡梳頭,－眼都沒有看她、冷淡的回答著﹞’然

後呢我就煮咖啡、切了一片蛋糕’老闆娘就跟我到廚房來,很

兄的說:「Don,tmakeco脹e｛bImyhusband! Lethimdoithimscl【

﹙不要替我先生泡叻u啡’讓他自己弄! ﹚」我說:「OK,Ma’am.﹙好

的’大大。﹚」第二犬早上’我說:「Sir’goodmorning.﹙先生

早‧ ﹚」然後我走到廚房去’假裝沒事的樣子’先生又來了〔模仿

他梳頭髮’沒有正眼看她﹞ :「Lucy）makeco脤cfbrme!﹙Lucy’幫我

泡叻U啡!﹚」老闆娘聽到了 ’ ’曷上從床上爬起來’她的頭髮還是

亂七八糟’她的眼睛還是腫腫的’可是你知道嗎,她立刻衝進廚

房,煮叻U啡＼切蛋糕＼放在桌子上!

在缺乏安全感的驅使下’這些女性雇主不知不覺地將她們與家務

工作者的關係轉變成為-場在烹調技巧、美貌和其他「好太太」必備

條件上的競爭’而丈夫則成為這場競賽裡的裁判（不論他們是否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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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或實際參與這樣的角色﹚‧我認識的許多年輕菲籍移工’都感受到

女性雇主對她們的敵意與隱約的競爭態度。下面是其中的兩個例子:

我的老闆娘不喜歡我化妝’有一次我們全家出門’她看兄我塗了

一點口么工,我們己經坐在車子裡頭了喔’可是你知道馮?她居

然跑進房子裡去擦口紅!

太大總是跟我說她先生不喜歡吃我煮的菜’我煮的東西不好

吃.……可是先生會到廚房來跟我說他很喜歡’她是在嫉妒。

為什麼?

她覺得insccure’巳’我猜‧

「妻子的嫉妒」在家務移工的閒談之間’是常常聽到的八卦∣∣青

節’同鄉朋友們也經常斷定有些移工被中途解雇遣返’是肇因於女性

雇主的忌妒。二十多歲、五官詹色接近華人的Maya告訴我’男主人

曾因對她友善而引發了夫妻之間的緊張關係:

有一次先生問我我生日是叨∣苛一天’然後他說’喔’那是下個禮

拜’我們應該慶祝一下‧太太就說’我會買蛋糕。可是下禮拜的

時候先生買了蛋糕,大太就很生氣’說:「你幹麼去買這個?我

說過我會買’阿‧ 」然後他們就大吵一架’害我連蛋糕都沒有吃到

〔笑〕。又有一次’大大出I劉出差’先生﹑小孩還有我去野餐,等

到太大回來的時候發現』了這件事’她好生氣’所以我就不冉眼先

生說話了 ’我只有在大太不在家的時候才跟他說話。

在我的訪談中’有許多菲籍栘工會常跟我提到「善妒的老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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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但會主動提到此個人問題的雇主少之又少’而且她們大多數

人都用假設的語氣來談論這個可能∣青形’或是以其他家庭的經驗為

例‧比方說’先生是企業總裁、年紀約四十多歲的家庭主婦張太太’

引用別人的經驗跟我說明僱用家庭幫傭如何造成了婚姻的潛在威脅:

住在家裡的女俯最大的問題就是她和家裡其他男人之間的關係‧

妳對這個要很小!G’就很像引狼入室一樣’會威脅到妳的婚姻’

不管妳找的是本地的遠是外國來的女傭’都一樣。丈夫把查某

嫻「『撿』起來做某」〔閩南語﹞一大堆。我同學請的那個〔合灣﹞保

母就很勢奶……阿公抱小孩的時候,她就跟著抱過去’因為身體

很豐滿痲……後來就跟他爸爸偷來暗去’結果竟然要把財產過繼

給她,他父親就是日本式的那種大男人’後來還說’我印象很深

喔’你們女人書謫那麼高’女人最基本的﹜要按怎妝’要按∣怎取

忱男人都不知道’怎麼生存。

「丈夫把女傭撿起來做妾」的這種描述’指出了被兩極化的女性

特質:受過高等教育的妻子是貞潔而去性﹙descxuaIized﹚的’截然不同

於’∣董得「妝扮」以及「取I∣兌男人」的風騷女傭。「風騷女傭」的形象更容

易被連結到來自東南亞的外籍移工‧四十多歲的護士何宜’跟我提到

另-個故事:

我有一個遠房親戚’他先生曾經有個外過。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女﹣主人為什麼不請個菲傭,因為我覺得菲傭對她來講真的很

方使’因為她有請歐巳桑’然後小孩又放在保母家’然後兩個又

常常會出國痲對不對’因為實際上她請個菲傭真的很妤’可是呢

她就是不要’後來我是聽我一個親戚講說’她是怕男主人跟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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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傭這樣子啦,那我先生就說,那也實在是眼光大低了’巳’水準

不夠高……

「我的眼光沒那麼低」是許多台灣丈夫用來安慰妻子、降低她們

對外傭的擔慮的表達方式‧-方面’外籍女傭被認為是「不夠文明

化」以及「落後的」’因此沒有足夠的肚會條件與文化資本和台灣妻子

競爭.但另-方面’這些「熱帶女人」的種族化形象又在女主人的腦

海中徘徊不去:她們豐滿的身軀會讓男主人抵擋不了誘惑’而且具有
╴╴

圭勤壺邈△幽丞」生.和其他國籍的家務移工相比’菲律賓女傭尤其

容易被貼上與∣生有關的標籤’因為西方社會常基於該國的性產業與

「郵購新娘」的印象’而將她們汙名化為因為愛錢而不惜犧牲道德的

女人’會以性來交換金錢或栘民的機會。8
台灣媒體也不時渲染臆測女性移工在台灣賣淫或性生活開放混亂

的傳說（見第二章）‧報章雜誌上不時出現聳動的標題’像是〈外傭毀

丁我的家〉,來報導先生與外傭外遇的故事’更強化了台灣妻子的焦

慮‧宛如是-個∣∣央四十歲的公務員’先生經營-家便利商店,他們僱

用-名菲籍移工幫∣亡帶小孩’偶爾去店裡幫∣∣亡。宛如用迂迴的方式提

到了她對於菲傭與丈夫之間關係的焦慮:

你會不會擔心先生」吸菲綺會〃怎麼簇?

含’阿會’阿’其宵那都是多餘的啦’但是女孩子∣u很小’都會想到

那些有的沒有的事情,因為報導看大多’有一陣子真的好多好可﹣

怕喔.. .

真紂喔?郝〃怎麼漾的殼箏?

通常’阿’就是女主人不在家’阿﹑那就剩男主人跟菲傭兩個人在家

’阿’所以就發生什麼有的沒有的事情’阿’對’阿’然後或是男﹣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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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菲傭做了什麼不妤的動作’阿’就有這種事情發生’以前啦’以

前有一陣子啦…

那妳那時候擔心’要怎麼辮?

沒有’其實也沒有特別’只是說我們盡量不要諼他們兩個待在家

裡’不要說小孩也不在i就先生跟菲傭兩個待在家裡’盡量不

要’其實這種機會也很少啦,只是偶爾晚上帶個小孩出去逛街遠

怎麼樣’她不去,那先生也不跟妳去的時候’妳就要考慮一下＼

這兩個……

邵時侯妳怎廖辨?妳會」暖妳先生明諄喔…

不會’阿’不會’最後他還是沒去’那我偶悶會打個電話回來問問

看有什麼事情〔笑﹞’對‧∣可對,阿,防人之IG也不可無’阿……

在訪談中’宛如重覆著像是「那些有的沒有的事」和「只是以前、

有-陣子」的句子’來淡化她的擔慮以避免聽起來像個對自己沒信

心﹑跟女傭計較的「愚婦」.然而’她的語調與後來的說明都呈現出

她對此事的具體擔心’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男主人也常與家務移工保持距離’尤其是女主人在場的時候‧許

多受訪者解釋’身為「大男人」的他們若主動與女傭談話會覺得很尷

尬’除丁害怕妻子誤解外’他們認為家務乃女人之事’不足以褂齒’

也是原因之-。

女!∣生移工也常自發!∣生地減少與男主人的接觸,以緩和女主人的焦

慮或避免被性騷擾。標示女傭與女主人之間的地位差異’是家務移

工表演∣I偵從的-部分。在工作時’她們會避免清涼暴露的穿著’並

用寬鬆的衣服讓身體「去／∣生化」﹑失去曲線,以讓自己不同於「-家之

母」。她們也會避免與男主人目光交曹’甚至不與其微笑或談話‧此

外’她們也會技巧∣∣生地讚美女主人的外貌與時尚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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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組類似的三角關係發生在女性雇主﹑家務栘工與雇主小孩之

間。男性雇主可以主動減少和女性移工的接觸,但是孩子無可避免地

曹和外籍保母之間發展出』∣青感上的連帶’因為後者本來就是扮演著代

理母親的角色’因而’女性雇主面臨更強的焦慮’並採取更積極的方

式來維持母親與保母之間的界線‧

階層化的母職勞動

照顧小孩不只是-種體力勞動’也是-種「愛的勞動」‧雇主除

丁希望家務移工可以看顧孩子﹑幫∣l亡沐浴、餵食﹑托育等’也期望她

們能將愛、感情與承諾投注在孩子身上‧有些台灣女雇主會跟我抱

怨外籍女傭提供的孩童照顧品質不佳。美莉如此描述她的菲籍女傭;

「她照顧小孩的方式就是餵她、看著她﹑哄她睡覺…….真的就只是滿

足-些基本需求而已‧不像我們’我們會希望孩子能夠成長、我們曹

想跟她玩、我們曹想成為她生命中的-部分‧她並不享受或了解這個

過程’她不曹付出太多’你知道的’愛‧ 」

美莉不滿她的菲籍女傭提供給孩子的愛太少’但若她的女傭投注
︶～︵╴-一-

‧母親

,這樣

了過多的愛’那麼’美莉將可能陷入嫉妒≧被剝奪等的l青緒中

雇丰面對-種∣青緒上的兩難困境:她們希望保母愛她們的小孩,這樣

才能減輕她們把孩子留給其他人因而遭受未克盡母職等批評時的焦

慮;然而’如果孩子和保母發展出深刻的∣∣青感連帶’甚至將保母誤認

為母親’她們又會因此憂心↑中∣∣中‧

在日常的生活責作中,母親雇主的解決之道是發展出階層化

的母職勞動分工‧換言之’她們如何能讓保母成為母職的夥伴

﹙partners﹚,但確保她們的角色只限於母職中的－部分（part）,而無取

代母親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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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且家境富裕的家庭主婦較能輕易化解這樣的擔慮與母職分工

的問題’因為她們有充裕時間可以陪伴小孩’僱用移工的目的本來就

只是為了把家中的雜務轉包出去’以讓她們專心陪伴照顧小孩.在這

樣的分工下’女雇主可以將家務移工的角色界定為「傭人」’而保有

她自己不同於女傭的「母親」地位‧這種地位區辨對家中其他人而言

也是必要的‧一位在有錢人家當女傭的菲律賓家務移工告訴我: 「我

的女主人對我說’有次我在陪小孩玩時’她的婆婆跑去告訴她:『為

什麼要讓Thcrcsa和你的孩子那麼親近?她只是個女傭’我絕不會讓

我的女傭靠近我的小孩。』」

和家庭主婦不同’職業婦女僱用家務移工的主要目的便是照顧小

孩’上述家務／托兒的分工方式勢不可行。於是’有些母親藉由區辦

母職工作中的「卑微」與「精紳」面向,來進行育兒的分工’藉由創造
－～

階層化的象徵秩序 來突顯家中母親的重要以及保母的次要∣生’同

時無損她們身為女主人的規範或家的社會意義。I﹙】

「精砷層面的母職」是那些母親認為可用來確認自身地位,以及

強化與孩子間的情感連帶的家務工作。I I換尿布,整理小孩混亂的玩

具房等與骯髒及失序畫上等號的工作’時常是母親避之唯恐不及因而

會指派給女傭的任務。教育及幫助孩子祉會化的家務工作’像是唸故

事書給孩子聽﹑幫∣∣亡孩子做學校功課等’則多屬母親的責任,很少被

指派給家務移工’因為人們認為她們的文化「不適台」或「不夠格」完

成這些工作‧

幫小孩洗澡’以及和孩子們同睡’是另外兩項我訪問的台灣媽媽

經常保留給自己的母職工作’因為這些工作涉及與孩子的親密身體接

觸’被認為是建立親子連帶的重要∣青境。對家中有學齡期兒童的父母

來說’接送小孩上下學也是-種可以彰顯其’∣青感價值與象徵意義的日

常儀式‧昭如是-位近四十歲的律師’雖然工作繁重’但她仍堅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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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午親自接送兩位小孩放學.她寧願將工作帶回家’也不願犧牲與

孩子共處的珍貴時光:

我每犬接送她們放學‧就我的觀點來看’這只要花二十分鐘’但

小孩子的感受會完全不同‧對’阿’二十分鐘,回到家後’我就讓

女傭照顧她們.. . . . .之前是由一位菲律賓女俯接送’但有次我的女

兒對我說:「媽媽’妳只來接過我兩次。」我就想’哇’我必須

親自接送’我必須找時間陪伴她們。

母親與保母之間在母職勞動的階層化分工方式’除了工作內容上

的分工’還可能是母職風格上的區隔。人類學家MargeryWOlf﹙l972﹚

如此描述她在60年代的台灣觀察到的親職風格:父母相信他們若像是

子女的朋友’他們便不能「教」孩子’因此’父母’尤其是父親,在

孩子稍微長大後’就在身體上和∣青緒上都和孩子維持較疏遠的態度’

主要的育兒原則是「管教」’因為台灣的父母相信’讓子女養成父母

所期待的行為的唯-方式’就是嚴厲地懲罰不符父母期望的行為‧

然而’台灣新-輩的年輕父母逐漸發展出與他們的成長方式截然

不同的親職風格‧在台灣生育率日漸下降的影響下’-個家庭的平均

小孩數目只有-、兩個’少數的孩子’成為父母與砠父母的掌上賓‧ I2

台灣家庭平均收入的上升,也允許當代的中產階級父母有能力為他們

的孩子購買昂貴的玩具、國外旅遊,以及各式各樣的教育課程.此

外’體罰小孩已經變成法律禁止’也是社會不完全贊同的教養方式.

新手父母不只從他們的雙親身上’也經由兒童專家所寫成的育兒手冊

中來尋找指弓∣’而這些書有許多是由英語世界翻譯引進的。

當代台灣的親職風格’正逐漸朝向美國社會學者SharonHays

﹙l996﹚所謂「強度母職」（intensivemo﹝hcring﹚的概念,認為孩子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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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該是以孩子為中心、專家導引﹑高度∣冑感貫注＼密集勞務投入、以

及花費大筆支出‧同時’親職的傳統概念’也就是強調紀律與管教的

原則’也仍然影響著當代台灣父母育兒的風格方式‧

猶如我在第二章提及的’大部分的台灣雇主都較偏好菲籍而非印

尼女傭來照顧他們的小孩‧菲籍女傭除了教育程度高之外’她們也常

被許多台灣雇主形容在照顧小孩時是「很有愛心」並「充滿感情」的.

這種形象背後蘊含著╴種強調本質性差異的種族化論述-把菲律賓

女人靦為「天生﹛頃向」或「文化上適台」於照顧勞務工作.相對於用愛

心陪伴小孩的保母’台灣雇主成了「道德化的母親」’她們是負責對

孩子施與道德教育的權威角色.同樣的’這樣的分工蘊含了-種種族

化與他者化的刻版印象’外籍保母被認為不夠文明’無法有效地培養

台灣孩童的道德發展。

有-位受訪的台灣母親如此描述丁她家裡的階層化的母職分工:

「小孩知道他們可以去找﹚α）α﹙菲律賓人稱保母的方式﹚,媽媽是比較

嚴格的’會訃∣∣人打人的‧ 」對有些台灣母親來說’這樣的分工並不會

挑戰她們作為母親的地位’反而有助於將母職中建立身體或情緒親密

∣∣生的工作移轉給保母’他們因此可以維持疏離的形象’以有效地執行

對孩子的管教。芳萍就是這樣的-個例子’四十歲的她有兩個上小學

與國中的孩子’也是-家鞋店的老闆:

我妹妹就常常開我玩笑說’我看你們出去’她比你還傢媽媽’小

孩抱她比抱你還親‧我說沒關係’我最怕小孩來抱我’連牽子我

都不要’我才不會不平衡’小孩不要黏著媽媽比較好,這樣他們

會比較有家教。

當孩子比較偏愛「愛心陪伴的保母」勝於「道德管教的母親」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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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台灣母親開始感到憂／L﹨’就像-付雇干描述的:「菲傭什麼都l∣偵

著她﹙女兒）’所以小孩被她寵壞了’反而覺得我們對她不好‧ 」為丁

確立她們身為母親的象徵性地位,有些台灣雇主覺得有必要向她們的

孩子用□語或肢體的方式表現出多於保母所提供的感∣青。雖然宛如在

忙碌的工作中沒有太多時間陪伴自己的兩個小孩’她試圖用明顯的方

式對孩子表達出具體的愛’並且希望從孩子身上得到清楚的回應’以

安慰自己的孩子仍然愛她勝於菲傭:

因為我本身真的很忙’然後我有時候’我在跟小孩子講話的時候

我有跟他們講’我很愛你們,我真的很愛你怎樣怎樣跟他們講’

讓他們也能感受我對他們的愛’刃∣j他們也會講說他們愛我’可是

有時候當我不在家的時候’我那個老大都會跟我講’媽媽’妹妹

都說她比較愛Pila’她都會說她比較愛菲傭。

者大說者二譫的?

對’他說,你不在的時候妹妹都這麼講,然後他都說’妹妹跟你

講的走l騙你的,妹妹者∣﹩不愛你’她只愛PiIa……

琊妳聽到心裡是什麼感巒啊?

當然是心裡有點不大舒坦刪∣呵’因為怎麼會她愛Pila ’ i而且我不大

相信這個事’我就再回去問我們那個妹妹’可是妹妹她喔她真的

是很鬼精靈’你問她的時候她死不承認說她愛她’然後我就故意

當著菲傭面前講,你比較愛誰……然後妹妹就說哎願育’都愛啦’

都愛。

在有些家戶中’「嚴厲的母親」與「關愛的保母」之間的母職勞動

分工可能曹產生翻轉‧有些女雇主偏好當-個溫暖、充滿愛的母親’

因此把嚴厲﹑紀律分明的角色分派給家務移工扮演.以下兩位女性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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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便將「愛心的母親」角色留給自己’但要女傭對小孩扮黑臉

我太寵我家小孩了 ,沒辦法對他們大嚴厲‧像晚上回去小孩鬧’阿不

睡覺,我哄不來,我就故意走到旁遢去諼阿姨來指導他們睡覺,那

他們就乖乖的睡覺了’這就是意外的收穫’阿,雖然她是很兄很嚴厲

的’可是結果是正面的就也無妨。她可以去扮黑臉’小孩一鬧我就

說我讓阿姨來帶你,我不管你了,那他們都很害怕〔笑﹞。

母親通常都讓女俯做比較雞的工作’我所謂的「雞」指的是當那個

壞人。你知道的’小孩有時吵起來時是很恐怖的’他們不聰你說

話’也不要任何你給的柬西‧我看過幾個母親面對這種情泥時’

是選擇不要涉入’然後讓菲傭來處理‧所以菲傭戍了壞人’母親

則可以與孩子保持比較好的關係.

除了透過勞動內容、母職風格的區分’有的雇主也藉由母職的時

間區段’來和保母維持了階層化的分工‧當父母僱用的是住在家外面

的保母時’可以藉由保母的離開來標示出親子時間的開端﹙Macdonald

l998）,但僱用居家同住的移工時’雇主無法為保母的「下班」畫出-

條清楚的界線。有些雇主特別交代他們的移工’當他們下班回到家

裡之後’父母便會「接手」照顧孩子的責任‧雇主也試著善加利用週

日’移工出外休息的時段’來加強和孩子的感情聯繫。

此外’台灣母親也藉由強調外籍移工在台灣的短暫居留身分’來

區辨她們的代理母職與自己的永久母職.由於台灣政府早期規定’外

籍勞工在台工作的年限不得超過三年I’’儘管許多雇主抱怨這項政策

增加他們在司∣∣練與招募上的額外成本’我驚訝地發現’也有些母親認

為此-規定對親子關係有正面的效益‧因為必須不斷地換保母’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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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對特定的保母有長期的I青感連結’相對的便強化了父母與孩子之

間的主要連帶‧

護士媽媽何宜’就對她和孩子之間的母職連帶非常有信心’不認

為那會被外籍保母的介入所挑戰’原因在於她們只是短暫地居留在台

灣與她的家庭:

有一次我帶我孩子一起去上課,上釘∣』個課是親子互動’然後菲傭

也跟我們一起去,刃I;時候我小孩就說要坐在她的身上.不要坐在

我身上’其他媽媽就說,你會不會很∣∣白她跟你小孩比較好’∣叮’我

說沒關係’他l∣＼時候以前每次都叫菲傭媽媽’大了以後就會分清

楚…她只走我們生活裡面一個短暫的一個過客……..她只能待三年

跚…….月∣《’怎麼樣畢竟你遠是媽媽’阿,對不對,我覺得畢竟是親骨

I句 ’親情絕對跑不掉‧

好幾位接受訪問的母親’都用「血濃於水」的說法’來向我（以及

她們自己）保證’她們的母親地位絕不會被外籍保母所取代;她們將

父母與孩子的連帶靦為天生的’並且為共享的文化和語言所鞏固。前

面提到’有些台灣母親對她們的孩子把外籍保母稱做「媽媽」感到困

擾’她們並努力地確保孩子能夠在措辭上與心智上將媽媽與保母之間

劃出-條清楚的界線.

】essica的四歲兒子有時曹喊菲傭「媽媽」’但】cssica不會因此產生困

擾,她對於自己的親子連帶,以及自己高於菲傭的階層地位’有充分

的信心;「沒關係,我很清楚知道我在他心裡的地位是不會動搖的,沒

有人可以代替我mo﹙hcr的角色‧這只是過程’小孩有奶就是娘嘛’他

六個月的時候也只認奶奶啊’等他大了要用心對待你的小孩不是那麼

難的’因為他們還有語言的gap’等大T他們對母親的定義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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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essica這樣的母親是用種族化的族群差異敘事’來強化母親與

保母間的標示界線。她們以「族群化的母職」﹙etbnicizedmothe『hood）

來突顯母職勞動中’-些基於共有文化與語言因此是母親專屬的要

素‧唸害與說故事給孩子聽是重要的例子。想要羸得孩子的愛的昭

如’堅持保有睡前唸故事書給小孩聽的儀式’因為「這是-件阿姨做

不來的事」。她說:「只有我可以當他們的朋友’我可以跟他們溝通。

這是其他女人做不來的‧ 」

在某些極端的例子裡’有些母親還會將母職「種族化」。印尼女

傭Rocha告訴我’她雇主的三歲小孩很黏她’母親很生氣’就對小孩

說:「你又不像Rocba阿姨’她是不-樣的‧她的皮庸顏色和我們不

同。」這個母親藉由種族修辭學來標示自身「根本上」的母親地位’是

短暫過客的外國替身母親無法動搖的。

婆婆也焦慮

有些台灣女﹜件雇丰經歷了-場「革命」’才獲得她們的婆婆對於

聘請家務移工-事的贊同‧畢竟’大多數老-輩的台灣女人’在她們

媳婦這個年紀的時候’是全職的家庭主婦與母親;如今’這些在外工

作的現代媳婦們’必須向婆婆保證’她們並不是不負責任的母親’或

是懶惰的妻子.宛如和先生小孩住在公婆家的頂樓’當她聘請的菲傭

抵達時’她立刻帶她去見她婆婆’當我問宛如為何要這麼做’她說:

唉呀’一來總是得讓婆婆知道一下,妳不能什麼都不讓婆婆知

道,這樣不太好,因為我覺得說’妳請這個幫傭進來幫你做事

情’妳不是來家裡當少奶奶’因為一開始我婆婆會有那樣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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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知道嗎。一闆始她會這樣問,唉呀’她會覺得說’什麼事都有

人幫你做好好的’妳都沒有事啦,咦呀’妳真妤命’阿。

儘管僱用了-個家務移工’有些女∣∣生雇主仍然盡量多少做-些

家事’為的是確保其「賢妻良母」的形象’以避免婆婆的負面批評‧

Rowcna’-個菲籍家務移工’深切體曹到她雇主在這方面的掙扎’

這名女雇主成功地經營了-家祉區咖啡店’但是在同住的父系大家庭

裡卻只是-個人微言輕的媳婦。Rowena充滿同∣青地跟我描述:

我的雇主白犬的時候-工作很辛苦﹜但是她晚上回家以後遠是要做

很多工作!我呀在不明白’如果我是她我一定不會這樣的!如果

你已絰工作了一整天’你回家以後應該要好好休息’阿……當我跟

她抱怨我的工作太多的時候’她很抱歉地跟我說她無能為力,她

嫁到別人的家庭,她要做什麼事情都需要阿媽的允許。

許多反對僱用家務移工的婆婆’心裡隱藏著害怕被外人「取代」

的恐∣瞿。佩琪和她先生,兩個人都是四十多歲’共同擁有並管理-家

生產和研發電腦零件的公司.在艱困的創業期間’先生的母親從鄉下

搬來與他們-起住在台北,幫助他們養育三個孫子‧五年前’佩琪和

先生決定要請-個菲傭來家裡幫∣I亡’以減輕她婆婆的工作份量’好專

心照顧小孩’然而,佩琪的婆婆對此安排不但不感到高興’反而焦慮

不已。佩琪這樣描述:

第一次菲傭進來的時候,她〔婆婆﹞很難過很雞過’整犬一直都

覺得我們剝奪了她工作的權利’真的,很痛苦很痛苦,她覺得你

是不是不要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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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為什麼簷得工作是一個「權利」?

因為她.……生了七個孩子,從小把我們帶大、她覺得照顧孩子

就是她的權利’整理家務也是她的……除了毚務之外’也是她

可以發揮的地方’她的價值觀就是在這個地方’她看到孩子就

很快樂’覺得有那個滿足感’我們說;「今仔日這個有夠好食!

〔間南語﹞」她就很高典’因為她沒有辦法出去工作’博取很多的

讚賞’能讓她有成就感的就是這個家庭.所以∣﹟∣I進來的時候,她

很不快樂’我們一直跟她溝通,說是覺得她太辛苦’要帶孩子要

打掃煮飯洗衣服什麼都是她在做,這個人進來就是要代替你的工

作.你真的不要有那樣的感覺‧我們一直跟她溝通,後來決定

好,留一項工作給她做,就是煮飯〔笑〕。

佩琪的婆婆終其-生都是全職的家庭主婦,家務勞動是她的主要

專長與技能’也是她認同自己的基礎。她將佩琪聘請菲傭的舉動’理

解為是對她的家管技巧的∣∣襄疑,以及抹滅了她對這個家庭的貢獻‧她

也擔心佩琪和她的丈夫「是不是不要她了」’深恐在她的工作被移轉

給移工後’他們想把「沒有用的老媽子」趕出去‧這種焦慮不只是個

人之事,它其責是同-世代的婆婆們所共同面對的-個結構問題‧三

代同堂的肚會規範已逐漸式微’孩子也不再保證-定會孝l∣偵父母‧在

這樣的脈絡下’父母「努力讓自己成為可靠的資源’藉此確保地位安

全無虞」﹙GaIIinl994: l38﹚. I‘
通常’當比她更為「專業」的家務移工侵入了過去被認為是她的

地盤時,婆婆感到被威脅’因而對家務移工衍生敵對的態度‧再者’

老-輩的台灣人多數都不太能講英文’語言的屏障更加深了婆婆「無

法控制」菲籍移工的感霓.前面提到在外商銀行工作的】cssiCa’同住

的婆婆便對於菲傭的進駐感到非常不安:「她覺得很失落’因為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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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沒有目標了’她所有的工作都被菲傭搶去做了’而且菲傭做得比

她還好……對她來說’每件事現在她都不能控制丁,她甚至不能控制

菲傭’因為她不會說英文! 」

像】essiCa這樣的媳婦’請了家務移工後’雖然避免了做家務上的

體力勞動’但是要負起額外的∣∣青緒勞動’來緩和她婆婆的緊張與焦

慮‧女性雇主所採取的-種常見的策略,就是透過象徵動作來確保婆

婆的權威’例如’他們刻意讓婆婆把薪水拿給外籍監護工’即便錢責

際上是年輕夫妻付的。

此外’許多媳婦會藉由操弄翻譯’來解消婆婆與菲籍移工之間的

緊張‧﹜cssica的婆婆對於菲傭的存在感到非常焦慮’會搶著跟菲傭洗

衣服做家事（這也使得該移工非常焦慮’深恐她的工作機會也曹被威

脅到）’甚至試著羸過菲傭在家務勞動上的表現’特別是烹調這件工

作,象徵著她在文化上的優勢以及ll青感上的投入‧有-天’婆婆費心

為家人做了-份非家常的餐點’】essica詮釋了這個動作背後的訊息:

有一次我婆婆做了一個韭菜盒子’我嫁到她們家這麼多年都沒有

吃過,她就是故意要表演的…。

表演’鈐誰肴?

菲傭看圃阿’因為她要告訴她’你要搶我的飯碗沒有那∕剪容易的’

這是我的﹝crritory,我會做很多事情你不會,所以你不要以為你

輕易就可以取代我’我是沒有人可以取代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宣

示的意義。

﹜essica經常利用翻譯的機會來緩和婆婆與移工之間的緊張關係’

平日她在菲傭面前淡化婆婆的不滿與批評’在這-天’她藉著誇大菲

傭對婆婆烹飪技巧的讚美’來確立了婆婆與傭人之間的階層化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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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得虫這層意義,那言語翻譯中我就想辮法加糖加鹽。菲傭說

很好吃’奶奶可以去外面開餐廳’我就抓住這個機會趕快說’媽

媽’菲傭說中國菜在你的于裡兩三下變戍這樣子,你可以媲美大

飯店的師傅。奶奶就高興得花枝招展’’島上就再﹣做一個熱騰騰的

韭菜盒子給菲傭吃!

婆婆害怕的家庭地位的喪失並不是件小事’事實上’媳婦與婆婆

在家庭中地位的消長’深刻地影響丁許多不同世代的台灣女∣∣生的生活

品質。在l905年的台灣’二十到二十四歲的年輕女I∣生有著遠較於其他

國家同年齡女∣∣生高的自殺率’佐證丁漢人祉會中,年輕媳婦的從屬地

位與抑鬱生活﹙Wblfl975﹚’然而’胡幼慧比較l984年的統計卻發現’

年老女↓∣生的自殺趨勢大為攀升’而年輕女∣∣生的自殺率則明顯地下降了

﹙Hul995）‧年老女l生的自殺率提高’相當部分源於她們的家庭地位

和經濟安全的下降’台灣社會中l生別關係與代間關係的轉變’不但未

能帶給她們解放賦權反而是威脅到她們的老年幅祉‧在年輕的時候’

這-代的女性被要求為家庭的幸幅與先生的事業犧牲自己’她們等著

要享受老年時的安穩舒適’如俗諺說的「媳婦熬成婆」。然而’在熬過

作媳婦的艱苦日子之後’她們不復享有以前婆婆所擁有的權威地位‧

面對在職場尋求自我責踐以及擁有經濟獨立自主的現代媳婦,婆

婆反而必須付出她們的「婆職」勞力（胡幼慧l995: 82﹚來提高自己的

地位,並藉此交換經濟上的無虞與肚會支持.在這樣的文化與瓩會脈

絡中’婆婆們認為家務移工的聘僱’不只可能取代了她們在家務工作

上的角色’也可能威脅到她們的生存。I虱她們的焦慮指出了不同世代

的台灣女性與母職／婆職相關聯的社會位置與認同的轉變’女人對於

家庭的犧牲奉獻曾經在昔日得到光榮的掌聲’卻不能確保她們在年老

垂暮之際的安全與幅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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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婦熬成雇主婆

台灣女人藉由僱用另-個女人作為代理人’而得以與父權討價還

價’避免在柴米油鹽的家務上與丈夫天天開打兩∣生戰爭’緩和她們在

職場與育兒之間蠟燭兩頭燒的困境’或是減輕身為媳婦必須侍奉婆婆

的孝親勞動。在某個程度上,家務僱用的確把性別不平等轉化為階級

不平等﹙Wrig【cyl995: 】42）。然而,性別不平等從未因為階級不平等

的取代而消失,女性雇主仍然面臨好太太、好媽媽與好媳婦的性別規

範與祉書壓力。

家務勞動的祉會意義與婦職的文化建構密不可分’而家務僱用的

關係確立了女主人和女傭之間兩極化的女性氣質的建構‧我要強調的

是’女人之間的社會區隔並不因為勞雇的結構位置就穩固地存在著’

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女主人必須持績透過具體的行動’來確認與其家

務勞工之間階層化的差異。女雇主頻頻思量哪些家務責任較適合轉

包給市場代理人,而不至於傷害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又符合祉會觀

感;她們希望外籍保母可以付出愛的勞動’成為稱職的代理母親’然

而又不至於凌駕她們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

當女雇主試圖在女傭與女主人之間刻畫-條涇渭分明的界線時’

她們同時參與了階級與族群差異的想像‧害伯丈夫與女慵暗通款曲

的女主人’在女∣生移工身上貼上具有「原始誘惑」威脅的標籤’認為

她們高’∣生慾、低道德.她們也將移工保母歸類為「臧∣青豐沛但文化落

後」的照顧者,因而沒有資格和「氣質高貴的女主人」和「道德管計∣∣的

母親」。

正因為我們的祉會持績靦家務勞動為女性的責任’導致女』件雇丰

常將家務移工靦為「她自己較為卑微的部分的延伸,而非-個具有自

主l生的勞工」﹙RoIIins l985: l83﹚。女主人轉包至家務移工身上的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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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作’還有祉會加諸在女l生之上的家務勞動期望;她們希望市場代

理人可以協助完成自己的妻子、母親與孝媳責任‧基此’她們常提出

不台理的、超過工作契約的要求’而忽靦了移工的工作表現並不是

「愛的勞動」’她們的有薪工作不是被∣青感承諾與家庭責任所規範.

諷刺的是’這樣的情節有如「媳婦熬成婆」的翻版’她們與家務

栘工的關係’正與她們所試圖掙脫的壓迫性的婆媳關係極為相似L迂

級為菅理 不卸二蹬地複掣二了對另- ∣I正Ⅱ1誰I I曰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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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a和我坐在她臥室的地板上聊天,兩個人都穿著她在台北夜市

買的碎花睡衣‧-週前’她剛從台北飛回印尼’重返東爪哇的家鄉村

落‧我問她’在台北住了三年後再回到家鄉感覺如何?她搖搖頭’開

始抱怨:「路太泥濘’很難走.家裡很暗’不夠亮‧ 」

她用眼『申指著沒有天花板的木頭屋頂’斑駁老蕾的屋樑下孤懸

著-只微亮燈泡‧她繼績碎碎唸: 「我晚上不能出去’八點以前要回

家’不然爸爸會生氣‧我鄰居會說: 『這女生不乖』。爸爸不准我穿在

台灣買的衣服〔指無袖T恤和緊身牛仔褲﹞。在台灣不-樣。星期天我

可以跟朋友出去玩’晚上十點再回家‧ 」

她最後提到的-件事尤其讓我驚訝:「這裡的東西很貴‧ 」「怎麼

會?」我睜大眼睛’不敢相信她的數學這麼差.Suna看出我的不解’

清脆地笑著說:「在台灣賺錢比較多.在這裡’沒有賺錢.」

二十七歲的Suna來台灣打工前,先在雅加達的工廠工作六年’

其中-個工廠替美商製作芭比娃娃‧她小心翼翼地從家中櫃子拿出當

時在工廠買的娃娃’興蕾地說:「我做衣服會喔’這個全都會做喔‧ 」

我問她:「你小時候有玩這個嗎?」她緩緩梳理著芭比略略退色的金

髮:「沒有’這個很貴’不可以。」當時的她’每天踩著縫紉機’看

著川流不止的生產線上’-個又-個金髮碧眼的塑膠美女.她帶著好

奇與羨慕的心∣青想著:是怎樣的小孩在玩這些漂亮的娃娃呢?那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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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金頭髮嗎?

l997年的金融風暴重創印尼經濟’工廠倒閉﹑幣值縮水’Suna

失去工作回到家鄉。鄰居跟Suna說:「要不要去台灣?台灣很多錢

啊.」在仲介下線（sponsor）的說服下’她們-同前往雅加達’在仲介

公司度過四個月的司∣∣練’才等到台灣的工作。Suna怕保守的爸爸反

對’離家時不敢提去台灣’只說要到雅加達找工作‧出發去台灣的前

夕’她打電話告訴家裡’爸爸生氣地吼著:「妳回來回來’不要去那

邊’妳女孩子不可以出去啊’不要出去! 」

Suna邊跟我聊天’暹替她的手機充電。那是她在台北買的-支最

新款諾基亞手機’價格是她半個月的台灣薪水‧還在台灣打工的印尼

朋友不時傳簡訊跟她抱怨工作的困難或無聊。這也是她的戀愛熱線,

在馬來西亞工作的男友每天打電話給她‧Suna當初在翻閱-本專為印

尼海外移工出版的雜誌時’從眾多交友廣告裡看中了她男友的相片。

透過遠洋電纜’她撥通他的手機號碼,-場遠距戀愛於焉展開。經過

-年的遠距戀愛（電話﹨簡訊、網路﹚後’他們開始討論要不要等他

回來印尼後結婚’儘管兩人至今未曾親身謀面‧

電力、柏油路﹑西式衣著＼芭比娃娃、手機,這些象徵都會生活

風格、西方現代∣∣生的標記’替出國工作的旅程燃起了炫麗的煙花’即

便移工們所需穿越的是-條充滿孤單、歧靦、艱困的黑暗通道‧

本章探討為什麼女性移工要赴海外工作‧大部分的菲律賓與印尼

移工都是自己決定出國’有些甚至不顧丈夫或父母的反對。她們的遷

移’並不是推力（國內的貧窮﹚與拉力（國外的財富﹚作用下的必然結

壓力、家庭失和﹑在家鄉沒有生活目標及選擇權力等.然而’我們

也不能把女性移工單純靦為人□販運的受害者、或是跨國人力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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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她們透過能動∣生﹙agcncy﹚的施展’以及意義的改寫’來對抗
身處的結構限制‧她們的海外旅程可以說是-場「穿越國界的賭博」

﹙Aguilar l999﹚;為了滿足個人慾望、貫現自我改造’她們面對的風

險與機曹-樣大‧這些女人離鄉工作’不僅為了賺取金錢報剛∣∣ ’她們

也想到海外探索自主空間、逃脫家庭束縛’以及尋求-張探訪全球現

代∣∣生的門票。

本章也同時檢靦’家務栘工如何與父權討價還價’特別是針對

婚姻與母職這兩個彰顯再生產勞動力的∣∣生別分工的主要機制﹙Tung

l999）‧性別與遷移的文獻中長期辯論著以下議題:遷移是否能對女

性造成細繈果?程度如何’又能持績多久? ∣我發現’在跨國遷
移的脈絡下’女性化的家務勞動（指把家務看成女人專羼的工作﹚能

解放女』∣生’但也同時維護了」∣生別從屬關係。女∣生移工在國外照顧他

人家庭的同時’面臨履行自己妻子及母親角色的困難‧已婚的女性

移工成了養家者’但付出的代價是與故鄉的丈夫與小孩別離。單身

的女性移工則對原生家庭中履行女兒的孝親責任’卻難以建立自己的

家庭.

經濟誘因的再思考

當我問及:「為什麼你會想要出國工作?」十位移工中有九位亳

不遲疑地回以相同的答案:「賺錢啊!回國沒有工作! 」經濟誘因無

疑是大部分勞工跨國移動的主要驅力。印尼和菲律賓當地皆面臨工

作機會短缺及失業率過高的問題。菲律賓的失業排名自80年代始不

斷竄升（AbeⅡal993﹚’2004年4月的失業率更高達百l3.7qb』‧印尼的

失業率在l997年的金融風暴以前是4.7qb’但在200l年急速爬升到

8.lqb’ j女性失業率更偏高﹙Nayyarl997: 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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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a在菲律賓家鄉內格羅省﹙Ncgros）完成高中學業後搬到馬尼

拉’已陸績在幾家工廠工作過‧菲律賓不穩定的經濟以及當地工廠的

不時倒閉,促使她向海外尋找較為穩定且收入較高的工作:「每兩＼

三年工廠就會倒閉。在下-個〔工廠﹞開始前幾個月我們沒有工作。

這樣怎麼生活?所以在我二十八歲時到新加坡應徵工作‧ 」

解僱和失業的∣∣青形不只發生在菲律賓的藍領階級’同樣也改變丁

中產階級的命運‧Rosario是-個大學畢業﹑四十多歲﹑兩個孩子的

媽,當我問她先前在菲律賓的職業’她胛色尷尬且語帶遲疑地回答:

「我很不好意思說..….我以前在銀行工作。我在那裡工作了十二年‧

每個月的薪水只有3000披索﹙當時約l20美元﹚’生活還過得去。但

是七年前銀行倒了‧當你來自-個破產的公司很難再找到新工作。所

以我沒有選擇‧我必須到國外工作。 」

「那裡沒有工作」的陳述不但指向移工母國攀升的失業率;也意

指那裡沒有「好」工作提供足夠且穩定的薪水。在菲律賓’中產階級

的地位不再保證-個安全、舒適的生活。自80年代中期經濟自由化

後’披索的貶值已造成責質薪資的大幅降低（Baschet扯. l994﹚。相較

於都會區持高不下的生活費用’家庭收入的減少造成收支無法平衡’

就算是中產階級的家庭也面臨同樣的困境’這些因素添增丁海外工作

的吸引力。

許多移工決定出國工作更是為了孩子的未來’而非急迫的經濟需

求’在鄉間務農或補漁的印尼母親尤其如此‧例如’今年三十-歲、

有兩個孩子留在爪哇鄉村幫’∣亡丈夫捕魚的Naya ’如此解釋她決定到

海外工作的原因:「我很怕出國’〔我聽說﹞有些人遇到不好的老闆、

被打‧但是我想’我還年輕’再過幾年我就老了’所以我必須現在多

賺-些錢。我想替孩子存錢’讓他們上大學。我想讓他們多讀-點

書’這樣我就不用再擔心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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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常把勞動力的跨國遷移理解為-種推拉力量下的交互作

用’-邊是貧窮輸出國的推力’另-邊是與富裕輸入國透過高薪資形

成的拉力‧固然’大部分的移工敘事中,經濟誘因是她們出國工作的

主要動機‧但是’地主國與母國之間的薪資落差只是形塑出國決定

的╴項必要（nccessary）而非充分（su冊cicnt﹚的條件（MasscyctaI. l998:

l75）。推拉理論的有效性已經受到許多近來學者的批評（如Sassen

I988﹚‧最明顯的經驗例證是’印尼跟菲律賓都不是亞》ll最窮的國

家,但它們提供T亞洲最大量的移工勞動力來源‧統計數字顯示’菲

律賓移工的大宗不是來自貧鄉僻壤’而是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高的

城市及都會邊緣地區.4這些事責都證明’在金錢壓力和經濟貧困之

外’還有其他中介因素影響了移工的決定.d三些史嬋盍旦垣工具凰
社會對成就、探索等概念的建構’以及在後殖民﹨全球化的脈絡中所

形塑的對於現代l生的想像
︶一～╴︶～～╴︶

海外生活的文化想像

「是的’你需要-個假期’-個難得的好假期讓你進入世界’你

曾經有過這樣的夢想’而我們可以快速地讓它責現‧ 」當我在馬尼拉

看到這個雜誌廣告時’我目瞪口呆。該廣告是用來招募菲律賓女性去

日本做酒店公主﹑舞者、歌者’通稱為「娛樂員」（ente【taine『﹚‧這類

職業通常被聯想為性工作’返鄉的娛樂員也經常被當地人貼上賣淫的

污名’然而這樣的海外工作機會卻在廣告中被染上浪漫的玫瑰色彩’

冠名為「夢想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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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菲律賓雜誌的仲介廣告

當我到印尼拜訪-位移工時’她很開心見到我,但嘴裡嘟Ⅱ曼著

說:「你們台灣人出國玩l我們印尼人出國工作.」對那些除非出國

工作否則就沒有機會飛往海外的人來說’跨國移工的生涯散發出冒

險和探索的光暈.三十出頭的Eka來台灣當家庭幫傭’這位印尼單身

女性’早在二十來歲時就去南韓工廠工作‧當時,第-次出國的她

非常興雷:「我想去體驗-切!我想去坐飛機’我不是想賺錢。我想

看雪,所以選韓國。」她耶∣l到十年前第-次坐飛機的興奮時’記∣∣意猶

新。她語氣激動、眼睛閃著光芒地說:「我非常非常高興-我可以

飛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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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女性移工將海外旅程硯為-場到先進國家與現代肚會的探

險’可以享受物質的豐裕與∣生的解放。三十多歲、單身的菲律賓移工

Claudia擁有藥學系大學學位’在-場焦點團體座談中’她明確地指

出讓她決定到海外工作的不只是經濟的誘因:

我想在台灣工作的人還可以得到其他的.….. .怎麼說………補償。如

果你在菲律賓,你只是一個母親、一個平几的家庭主婦。每週日

到disco＼有自己的子機’這些事水遠不可能發生!〔其他人笑﹞沒

錯’就是這樣!每週日都吃麥當勞?開玩笑,你在菲律賓可以這

樣做馮?〔其他人搖頭﹞這就是不同了。我們戟珠霤﹨穿短裙’你

在菲律賓不可能這樣穿的!在我家鄉,人們很保守’如果我穿這

樣〔的衣服﹞大家都會盯著我看∣我們想要待在國外就是因為有

這些補償‧

對其他出國工作的人的羨慕或者好奇,也是她們決定當移工的原

因:「很多人都出過國了’所以我也想要試看看。」不管出國工作最

後是否符合她們先前的期望’這趟探索旅程都得以讓她們賢得自己與

眾不同‧某週日在教堂’〕obna提到她的雇主要去美∣剷受訓兩個月’

他們正在考慮是要帶她-起去,或讓她回菲律賓渡假。菲律賓同鄉

Adora聽到了馬上熱心地提出建議:

不要回菲律賓啦!你應該和他們去美國∣

但是史口袈她去桌倒’他可能只是蠻天待在家裡……

沒關係’I可!只要你到了美國機場’你就算去了昊國!然後你在家

裡可以打電話告訴別人你在美國!〔轉頭向我解釋〕因為菲律賓人

很少有機會虫I蚓 ’所以可以出國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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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台濘呢?也壹得很光榮嗎?

是’阿,一樣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在這裡照相。然後你可以告

訴別人你出過l剷’不是嘴巳說說∣而是有照片為證!所以】ohna ,

記得在洛杉嘰的機場拍照!

每週日’在中正紀念堂等觀光景點’或甚至是百貨公司門口,總

有許多移工,特別是女性移工’正在擺姿勢照相。這些照片選擇性地

記錄下她們在台灣的生活:尋常的工作生活（站在街頭等垃圾車或是

醫院陪伴病人）’不是她們留影的重點’鏡頭下凍結的影像,多是在

週日做時髦打扮’如同快樂觀光客般地在雄偉的現代建築（如l0l大

樓﹚、異國∣青調的觀光景點（如中正紀念堂﹚前留影‧

當我納悶移工們為什麼這樣勤於在台灣拍照’她們笑著回答:

「為了回∣意!為了讓我的愛人看見我白蜇的皮詹‧」幽l】對I躂盧
色的渴望’象徵了對於優越的她者╴-都會的、中產階級的女性特

質-的想望,作為對立面的深詹色則具現了被貶抑的農業生活＼勞
︼﹀

動階級的女l生形象‧林秀麗（2000:43﹣4）訪問的－位菲律賓女」∣生移工

指出,她的表姊當初就是以「皮詹會變白」以及「看起來會比較年輕」

等附加好處,說服她到台灣工作。對東南亞的女性移工而言’白淺冑

色和異國生活-樣’象徵了她們對物質富裕﹑都會現代性的渴望認同‧

我在離馬尼拉三小時車程的小鎮上訪問到Rocita‧她曾在台灣工

作-年,但雇主未績約.在付完仲介費及債務利息後’她幾乎是空手

而還。她的丈夫曾在帛琉做非法的建築工人’發生職業災害後負腳傷

回國‧她的女兒最近到台灣的工廠工作,賺取全家的收入.在我們的

訪談結束後’我告訴Rocita我想拍她的照片.她點頭說好,然後逕自

走向她表姊的房子’那是她表姐利用出國工作收入重新粉刷過的混凝

土屋。我問她’「為什麼不在你自己的房子前照相?」她不好意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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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的房子?太簡陋了!下次我女兒寄錢回來蓋-個新房子後

我再讓你照! 」

圖五-位移工的重新粉刷過的房子（相片右半暹）l

與鄰居的蕾屋形成強烈的對比。作者攝於東爪畦

海外探索的夢深植Rocita的家族歷史中’有成員移居比台灣更

遠的地方‧Roci﹝a的爸爸因早年加入美國海軍服務而取得美國公民身

分’現住在加州,.藉由女兒在台灣工作的匯款’Rocita和她的家人希

望能夠達成全家取得美國公民身分﹑在美國圍緊的夢想‧她笑著告訴

我’「我們沒錢付去美國的機票’所以我們必須先出國工作好賺到機

票錢! 」

Rocita的家人們雖各自前往不同的目的地,但都在尋找-種更

好的生活‧有些故事的結局美好’有些殘酷’但這種出國尋求更好

生活的夢想深植於菲律賓的文化及歷史脈絡。人類學家RaulPcrtierra

﹙l992）研究北呂宋島的伊洛卡諾省﹙Ilocano ,菲律賓自本世紀開始向

外遷移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地）對「好生活」﹙〃αmgJα昤αpα〃αg阮αg）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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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構’他發現’移民的主要誘因並非追求立即的經濟報酬’而是為

了維持某種生活品質,包括-些難以量化的好處’像是聲望﹑探險、

責現夢想等‧

如此的文化建構亦受到菲律賓的學校教材的影響.高等教育在菲

律賓相當普遍’這是受惠於20世紀初美國殖民政府有系統的建立普

遍的學校教育。然而’承繼於殖民者的教材’不免隱含了脫離本土脈

絡的文化偏見‧根據】amesYOung﹙l980﹚在伊洛卡諾地區的研究,地
方的課程內容多對於維生經濟的農業工作與生活型態給予不高的評

價’而偏好培訓有關工業都市經濟生活的管理和技術.如此培育出的

學生多傾向離開地方村落’嚮往都市、乃至於國外的富裕生活‧對許

多菲律賓人來說’美國的生活’在殖民的歷史光暈下’尤其閃耀著耀

眼的迷人光芒‧

藉由電子媒體孕育而生的全球流行文化’是另-種形塑移工如何

想像全球現代性的機制。台灣的流行音樂工業在亞洲市場的影響力尤

其強大.舉例來說,P4這個流行音樂圄體’雖然唱的是中文歌’但

在亞洲各地都吸弓∣了大批觀眾與粉絲。第-張專輯全球共賣出350萬

張’這在盜版猖獗的亞》∣∣是-項驚人的紀錄﹙Seno2003﹚。2003年P4

在馬尼拉舉辦的演唱會’最貴票價高達美金200元’甚至連菲律賓總

統艾若育都親自接見這個男孩圍體.我到印尼爪哇做田野時’從雅加

達的百貨公司到小村鎮的市場’滿目所及皆是P4的海報、T∣∣Ⅱ＼以

及由他們主演的偶像劇盜版DVD。

我在台灣遇到的印尼移工也常開玩笑說她們是來看偶像的。

電靦節目中的再現形塑了她們來之前對台灣的想像內容:「我在電

靦上看到台灣,看起來好美‧ 」她們從台灣回去後’朋友和鄰居也

會問:「你在台灣有看到P4嗎?」這個歌唱團體和他們主演的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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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具現丁Appadurai（l996）所說的「全球化的媒體地景」（gIobalized

mediascape）,影響了印尼觀眾對特定的容貌與生活風格的渴望’以及

關於美與舒適等標準的文化建構‧‘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下’遷移不只

意謂收入的提高’更成為-種對全球現代性的朝聖旅程‧

簡言之’殖民歷史與全球化的大眾媒體建構出-種對「理想生

活」的文化想像’這種想像鋪陳出菲律賓與印尼移丁卅國工作的決定‧

媒體與市場的力量已經在全世界助長了消費主義的發展’也持績滋養

人們對新商品與新景觀的無止境的渴求（Appadurai l996:40）.相較於

務農生活＼與傳統規約的村落’海外工作提供了女性移工-個體驗她

們所想像與欲求的「現代性」的機會,意謂著能夠消費更多的物質商

品﹑保持白酉的皮虐’以及享受世界人（mctropoIitan﹚的生活風格.

從持家到萱家

三十多歲的Naomi ’總是穿著LCvis牛仔褲與白色T∣∣Ⅲ’看起來非

常年輕’如果她沒說’我根本猜不到她已有個二歲的兒子‧Naomi過

去在菲律賓八打雁省（Batangas）地區和先生-起在市場開肉鋪,離馬

尼拉有三小時車程.肉鋪的生意還過得去’但如果將兒子末來的教

育費用考慮進去’家裡的收入就顯得捉襟見肘’於是Naomi決定到國

外工作。這是-個由她完全做主的決定:「我決定〔出國﹞’我先生說

好,他會和父母-起照顧兒子.反正我年輕的時候,-直都想到國外

工作‧ 」Naomi十八歲便休學結婚’她把出國工作當做-個遲來的探

索世界的機會’「我想去看看不同的世界’因為以前我從來沒有機會

去看看不同的事物‧你知道’我太早結婚丁,現在我可以做很多我在

菲律賓不能做的事。」

在我的研究中’40％的菲律賓移工（包括Naomi）都已結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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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與小孩﹙58人佔22人﹚’而且很多人在菲律賓是全職的家庭主婦

﹙包括已婚及分居者’33人佔l4人﹚。她們代表的是典型的菲律賓家

庭;-位男性的養家者加上-位女性的家庭主婦’女性負責操持家務

和照顧孩子﹙Gol993﹚’銘刻上西班牙與美國殖民政權等文化印記的

父權家庭關係’至今仍深具影響力（IⅡol,95）.

弔詭的現貫是’規範家務勞動之性別分工的父權邏輯’-方面限

制女!∣生參與當地勞動市場的機會’但另-方面卻保留了菲律賓女人在

全球勞力市場下的席位’她們甚至比丈夫有更多機會得到海外的工

作.在我的研究中’大多數的菲律賓家庭有著相似的遷移模式:在

80年代,丈夫離開家中的妻兒到中東工作;在90年代則變成妻子到

國外工作’而丈夫和小孩留在菲律賓.如此的轉變是因為波斯灣戰爭

爆發後’中東地區以男性為主的建築和製造工作大量減少,相對地’

其他地主國對於家務勞工的需求卻不減反增﹙Thrco｝I l996）。

RolandTblentino﹙l996: 58）曾經這樣描述菲律賓家務移工的生活

轉變:「從家庭領域中的無酬勞動’轉變成國際空間裡的有酬勞動。」

當這些女∣生從家庭主婦變成家務勞工’她們其責是在不同的場景裡擔

負相似的責任。她們的家務勞動在以往的私領域裡只能得到∣青感、道

德層面上的補償’但到了海外市場卻可獲得金錢上的報劑I∣。Anamarla

在菲律賓是-個全職的家庭主婦’她的丈夫曾在台灣工作’等到他約

滿回家時,Anamaria堅定地告訴他說:「現在換我了’我要去台灣’

我要體驗台灣。」當我問到過去當家庭主婦比起現在替台灣家庭打

掃＼煮飯有何異同時’她回答:「在這裡工作和我在菲律賓家裡做的

沒什麼不同’」接著淘氣地笑說’「但我在這裡可以領到薪水! 」

與雇主同住的家務移工中’許多確貫承受雇主無止盡的要求以及

冗長的工時’但是’對那些在菲律賓擁有全職工作的女性來說’有薪

的家務工作可能要比她們之前在家中的雙班制生活來得輕鬆。以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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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負責管理-家書店的Vancssa描述

在菲律賓的時候’我每天累得妥命.一大早就起床’煮飯、洗

衣‧小孩放學回家時’我還在辦公室’他們可以把我早上煮的菜

熱來吃‧這裡〔合灣的工作﹞很輕鬆。下午我做完工作後可以休

息一下’可以像這樣〔兩腳交雪翹在桌上〕看HBO‧所以’看看我

〔指著自己的身體〕,我這半年己經胖了十磅!

和許多女性移工-樣’Vanessa隻身來台’和丈夫與孩子分隔兩

地.她們的遷移模式和常見的男性遷移模式不同。在傳統的遷移路徑

中’由於丈夫擁有較多家庭的權威地位以及接近移工的人際網絡’這

些因素有利於男人先啟程到國外工作,而後妻子與子女再尾隨而來。

在台灣與其他亞﹟∣∣l國家’女∣∣生移工則必須單獨出國工作’因為契約客

工的僱用模式禁止在地主國永久居留以及申請家人前來圄聚。這樣的

-種女性化的遷移模式’使出國工作的家庭主婦的地位’從原本的無

剛I∣持家者轉變成有薪的家務移工’並在跨國家庭生活中扮演主要的養

家者‧

女性移工的跨國家務勞動不僅提供她們經濟報酊∣∣,同時也幫助她

們得到解放的機會‧有些已婚女∣生在未與丈夫商量的」∣青況下就決定出

國工作,她們緊緊抓住出國工作的機會’利用它來拓展生活靦野、達

到經濟獨立’以及挑戰女∣∣生在家庭中的傳統角色‧在某次的焦點圄體

討論中’我問移工參與者為什麼決定到海外工作’-位菲律賓大姐回

答:「為了暫時休掉我的丈夫! 」全場聽了哄然大笑’人人點頭如搗

蒜‧

根據R｝lacclPMrcnaS（200l:64）的研究’對許多女性來說’出國

工作不只是-種維持家庭生計的策略’也是-種「幫助女l生自家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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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中解脫的隱微策略。」已婚的女性移工出國幫傭’不僅可逃避故鄉

中無酬的家務重擔’也能藉由市場薪資達到經濟獨立‧近五十歲的

】enny之前在菲律賓是家庭主婦’她覺得出國工作讓她更有力量’不

用在經濟上依賴丈夫:「我想賺屬於自己的錢.以前我只能從先生那

拿錢,現在我想擁有自己的錢’這樣我就可以買任何我想要的東西‧

我可以給孩子零用錢、可以在外面吃飯’那是我的興趣‧ 」

有些印尼移工到海外工作是為了逃避不幸幅的媒妁之婚,國外生

活的解放與自由’讓她們得以脫離家鄉與父母的限制。二十五歲的印

尼移工Utami在新加坡工作過四年’回家後在家庭壓力下嫁給了同村

的-名男子;她媽媽擔心她變得太老會嫁不掉﹙她那時才二十歲﹚而

逼她結婚。經過-年只是履行義務的婚姻生活後’Utami決定到台灣

工作。她在台灣工作的三年期間內’沒有打過-通電話或寫任何-封

信給她先生’Utami說:「我-點都不喜歡他’我嫁他只是因為我媽

媽‧ 」她在台灣曾和一位泰國移工談戀愛‧隨著台灣契約即將中止,

她開始煩惱回家後的狀況’是否能夠在丈夫不反對的狀況下l∣頂利離

婚’擔心他P望著她在台灣工作存下來的錢‧

女∣生移工跨越疆界出國工作的同時,也跨越了傳統的性別界線.

在我的研究中’只有-些印尼移工出國前是全職的家庭主婦.許多已

婚女性會在孩子長大後’在家裡的農場幫忙先生工作’或者做些臨時

工’像是市場小販或收銀員.然而’男性是養家者的觀念仍深植在印

尼社會裡。-個丈夫會反對妻子到海外工作’除了因為她末扮演好預

設的家務角色外,更因為這意謂著他未盡養家的責任‧Tiwi是-位三

十四歲的印尼母親’離開家到台灣做看護‧Tiwi的丈夫是農夫’她描

述丈夫知道她要出國工作的反應:

當別人問我先生我在哪裡時’他只淡淡地回說:「我老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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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喜歡我出去工作’他希望我待在家裡’照顧孩子和家人‧

他跟我說,「妳要去就去’隨便妳! 」但他∣u裡的想法其實相反‧

他說:「如果我叫妳別去’妳會跟我要很多錢’但是我沒有錢. 」

如果別人問他老婆在哪裡’i而他回答:「去嫌錢了‧ 」他會覺得丟

臉.〔別人會想〕「怎麼變成是你妻子賺錢?你賺不到錢馮?」

菲律賓人用「houscband」或「huswifb」﹙「家庭主夫」）等詞彙來嘲弄

那些待在家裡料理家務的栘工丈夫。他們常因公開做-些被認定是女

人家該做的事而成為椰愉的目標.AliciaPingol﹙200l:4l）的研究中曾

描繪-位菲律賓的家庭主夫在清掃庭院時’-些路過的女學生嘲笑

他:「你曹長出胸部喔! 」然而’性別角色的結構變遷’並不保證「顧

家」的丈夫會從此接掌家務貢任‧為了保持陽剛形象’有些丈夫會另

覓工作以逃避出國工作的妻子移交的家務負擔（Parrchas2005﹚。7女性

移工常抱怨丈夫很少做家事’而且做得很糟’尤其不曹處理家計’有

些不用再養家的丈夫甚至開始酗酒或沉溺賭博。此外’女性移工心中

還有另-個擔憂’就像我與三位菲律賓移工的以下對話所呈現:

Hclcn;你記得LiSa馮?她回家度假後又回來了‧她抓到丈夫有

小老婆〔每個人都嘆氣﹞。

Claudia:許多家庭裡’只要犬妻中其中一方虫國工作就會有麻煩

因為出國工作的妻子會寄很多錢給丈夫’每天都係是他

的生日 .然後丈夫有了情婦,妻子在國外也跟別人有了

關係,因為他們都寂寞‧

Olivia :如果妻子不在’丈夫會覺得白己很悲慘,他會認為自己

嫌得比妻子少’所以就去找另一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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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的媒體發明了「沙烏地症候群」（SaudiSyndromc）這個新

詞’來描述在中東工作的男∣生菲律賓移工心中「縈繞不去」的恐懼:

他們害怕待在家裡的妻子不守貞潔.8丈夫在家中的缺席讓他們無法

再控制妻子的」∣生欲’並有礙下-代的生育’因此’男∣∣生海外移工放

假回家時常曹迫使妻子∣∣襄孕’作為-種控制手段﹙MargoIdl995﹚‧把
丈夫留在故鄉的女性移工也懷有類似的擔憂’尤其因為女性移工的

先生發生外遇的可能性’被認為更大於男∣∣生移工的太太.用Claudia

和Olivia的話來說’-個家庭主夫會資得自己「不如別的男人」與「悲

慘」,因為妻子成為養家者這件事危及了他的男子氣慨‧最糟的是’

丈夫的不忠常會繁衍出婚外子女’瓜分家中有限的經濟資源’撫養小

老婆家庭的費用有時甚至來自女∣I生移工從海外寄回的匯款‧

■
﹃
凹
﹣
＝
-

■

L

∣

圖六東爪畦村-位女性移工的丈夫正在照顧小孩,作者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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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菲律賓鄉下認識了Linda和她的丈夫‧先生之前在香港當建

築工人’但回家後失業至今’Linda隨後到台灣做了兩年家庭幫傭‧

我遇見他們的時候’大部分的家庭收入都是Linda賺的’除了先前出

國工作的積蓄’她也在街角擺了個小吃攤。由於三個小孩昂貴的私立

學校學費’Linda的積蓄變得越來越薄’在不久的未來’夫妻之中必

須有-個人再度出國工作。當我問Linda未來有何計劃’她話中充滿

著不確定且遲疑的語氣:

我不知道’他〔丈夫﹞叫我待在家裡,繼縞賣〃α／o﹣bα∕0﹙街頭小販

賣的碎冰甜點﹚。他說他想要去工作’因為菲律賓男人想要當男

子漢〔笑﹞。我喜歡台灣的生活,因為有很多錢。我的老闆跟我

說’你先生很幸運’因為你包辦所有的事‧我把所有的錢寄回

家養家,也養了我先生四個月 !〔我在家裡做的﹞工作禾口台灣一

樣’焚衣、煮舨,〔但是﹞有很多錢!這裡?沒有!但是我可以

跟孩子在一起,這是最妤的。

誰照顧欣孩子呢?

我先生!他說同時當個父親跟母親很囤難’這走他為什麼不想再

一個人留在家的原因‧我問小孩, 「你們希望我再出國工作馮?」

他們說:「不’不要你去’爸爸去. 」我先生不喜歡我去合灣.

他說養家不是你的責任,是我的。他兇得很丟臉。

所／X倣不會再出倒工作了?

如果我先生找不到工作’我一樣會被過著再次離闆.

許多移民家庭的研究發現’女∣生移工對∣生別地位與男性優勢的翻

轉’時常只是暫時或局部的（Espiritu2002;Georgc2000）。此外’女性

移工的「收穫」通常也伴隨著壓力與衝突‧Linda的先生想出國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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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除了想尋回理想的男性責家者形象之外,也為了逃避承擔被看

成女人家的事的撫育責任’正如他所抱怨的「同時當個父親與母親很

困難」’但是像Linda-樣的女』∣生移工卻沒有其他的選擇’必須兼顧雙

重的親職。離家別子的緊張情緒以及「被逼著再次離開」的經濟壓力

折磨著她們‧跨越國家疆界與∣∣生別界線的女∣∣生移工雖可能因此達到獨

立與解放’但在家務與母職的道德領域中’她們仍承受污名與罪惡感

的重擔.

單親重擔與婚姻棚鎖

Olivia才三十出頭’卻已是三個孩子的媽。她上過兩年大學,但

因財務困難而休學‧十八歲時’她跟著姊姊-起到沙烏地阿拉伯做家

庭幫傭‧當她放假回菲律賓時’認識了她的先生‧當她再回到沙烏地

阿拉伯時卻發現已I襄孕﹙在馬可仕時期的菲律賓’避孕工具的取得管

道非常有限）,於是辭掉工作並回國結婚。她談到當時的決定時後悔

不已:「我想保住我的小孩’但我不想和他結婚.我本來想要自己養

小孩,但我媽媽哭著說假如我不結婚會有損我的名聲。但看看現在的

我’究竟是什麼損毀了我的名聲?」

Olivia待在家裡當了八年的全職家庭主婦後,她當業務員的丈夫

為了另-個女人離開她‧菲律賓的法律不容許離婚’所以Olivia退而

其次想要申請台法的分居’但在菲律賓,台法分居只有在遭受身體暴

力或通姦等前提下才被允許’而分居後的雙方也不能再婚‧ ,再者’

申請台法分居所費不貲’官僚程序又龐雜,大部分的人因此只能訴諸

非正式的分居或甚至不告而別（ChantandMcI】wainel995: l4﹚‧Olivia

渴望正式結束這段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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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己經好幾年沒看到他了,但法律上他卻還是我的丈夫’這霄在

不公平.我們菲律賓採用了美國所有的的法律卻不包括離婚這一

項‧我姊姊說’也許我應該去加拿大工作’然後取得耶裡的公民

權’這樣我就能禾口我的丈夫離婚了‧

身為單親媽媽是逼迫女’I生移工出國工作的另-個主要推力‧在本

研究58名菲律賓受訪者當中’有3位寡婦’還有ll位在丈夫外遇後

成為單親媽媽‧如同大部分的菲律賓家庭的女性戶長’Olivia未獲得

丈夫的任何財務資助’這是她決定再次出國工作的原因:「我的丈夫

沒有給小孩-毛錢!所以我必須再度出國工作賺錢!-個女人在菲

律賓很難找到工作’但卻很容易在國外找到工作。你可以當幫傭、

看護。」

Olivia所說的「-個女人在菲律賓很難找到工作」’係由於菲律賓

的勞力市場呈現職業分佈上的性別區隔’以及男女不等的薪資差異‧

在「女性持家」﹙足maledomesticity﹚的意識形態之下’女性被認為是天

生適於照顧兒童及家務’因而限制了她們的有剛∣∣勞動參與。女性在勞

動市場中通常受限於類似「妻子及母親角色」的範疇,例如農園的家

務工作及護理、教育等專業工作‧ I0

也有其他女性出國工作是為了躲避丈夫的家庭暴力、冷漠’或

是外遇. I I印尼女性通常很早就結婚’I】離婚在當地也並不少見‧ I3

在我的研究中’35名印尼受訪者中有l3名離婚。其中-名是個回教

徒’她在十七歲就結了婚,生下女兒前’她在雅加達的-間工廠工

作,也曾在新加坡當了兩年家庭幫傭‧在快三十歲時’她發現先生和

決定逃離家鄉的醜聞,到台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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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留在印尼’我每犬都會很難過‧看著我的丈夫禾口另一個女人

〔嘆氣﹞.……’那真的很痛苦’所以我到台灣.我想賺很多錢,這

樣我丈夫才會感到…….’也許他知道我有錢後lc情會不好. ….…

嗯,他的〔新﹞老婆是漂亮’但沒錢。我想嫌錢’沒有老公沒關

係’但我想過好日子。

海外工作的收入讓失婚的女性移工對自己重拾信心’更責際的好

處是’它替單親媽媽及小孩提供經濟保障.Rokayah是來自東爪哇鄉

村的另-名離了婚的女∣∣生移工。她十六歲時藉由父母安排嫁給了-個

軍人’十八歲生下-個男孩.她的先生有賭癮’而且經常棄家庭於不

顧‧Rokayah於是到雅加達當了兩年保母’每個月只能回家看兒子兩
次。她在快三十歲時到台灣工作,-樣是做保母’但賺的錢是她在雅

加達的五倍。我問她有沒有考慮再婚’她堅決地搖著頭’「如果我再

婚但老公不好’我兒子會很可憐。我想賺錢’這樣他才能上學。我不

想要孩子長大後沒知識」。

為了供應孩子的教育費用,尤其是昂貴的私立學校和大學學費’

母親移工付出的代價是無法親身陪著孩子-起成長‧來自菲律賓的

Molina流著眼淚告訴我:「有時候我會在晚上哭‧我會想’我正在照

顧別人的小孩’那誰來照顧我的小孩呢?這麼多年來’我都不在他們

身暹。他們總是問我’媽媽’妳為什麼總是不在?我說’我雖然不

在,但這是為了你的未來。」

當女l生移工照顧別人的孩子時,誰來照顧她們的?許多人請砠

母、阿姨﹑姐妹,或其他女∣∣生親羼來當保母,也有些是丈夫辭掉工

作’成為全職的家管‧M此外,有不少的女性移工尋找非家庭成昌來
當孩子的保母。有些女∣生移工認為’若是請親戚幫l亡’她們會礙於情

面而無法要求或批評其工作表現’所以找個幫慵反而是比較好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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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再者’移工同樣要提供財務回績給親戚’請親戚照顧未必比雇個

鄉下來的女傭便宜。

Molina和我遇到的其他許多移工母親-樣’都主動熱∣青地拿出孩

子的相片給我看（通常放在她們的隨身皮夾裡）’也鉅細靡遣地告訴

我關於她們孩子的點點滴滴’即使她們鮮少參與相片中那些具有紀念

性的活動:地方舞會﹨選美比賽、畢業典禮﹑生日派對等‧栘工媽

媽藉著這些方式向外人展現她們的「母性可見度」﹙matcrnalvisibility）

（Gareyl999:20）‧相對地’我在台灣遇到不少作父親的移工’當我問
起他們的孩子時’他們經常不記得孩子當時的年齡’有些不但不賢得

尷尬’反而強調他們在國外工作所得到的相對報聊l∣‧舉例來說’有位

移工父親在想不起孩子的年齡後’不以為意地說:「因為我已經好多

年沒回去了﹦.…’我不想回去,在國外有較多的錢與自由‧ 」

母親移工是祉會定義下的主要照顧者’所以容易因為未陪伴在孩

子身邊而招受祉會批評’認為她們遣棄或忽略孩子。類似批評可能

來自親戚、丈夫’或甚至自己的小孩‧以Rokayah為例’她的前夫即
運用類似的祉會責難來破壞她的名譽’以羸取兒子的心。在她結束

台灣契約後’我去爪哇拜訪她’言談問我驚訝地發現她返鄉已經-

個月’卻還沒機會看到與外婆同住在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兒子.

Rokayah傷心地對我說:「我的兒子不想跟我講話‧我前夫告訴他我在
台灣有男朋友、做壞事。我兒子對我很生氣〔啜泣﹞…….’我怎麼可

能在台灣做壞事呢?我所有的時間都在工作,都在為了他存錢! 」

對非法延期居留的移工來說’由於她們在台期間都無法回去看家

人’離家別子的痛苦以及害怕被取代的恐∣瞿更為深刻。Evelyn是-位

四十多歲的菲律賓單親媽媽’自五年前從雇主處「逃跑」後’-直在

做鐘點計酊∣∣的清潔工作‧她在移工祉群中非常活躍’她的I∣康慨與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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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醫療保險可以支付治療的費用。她被迫減少工作量’匯回菲律賓給

兩個孩子的錢也因而少了許多‧

Evelyn變成無證移工後’再也沒有回家看過孩子。我要去菲律

賓做田野前’她很興奮地跟我說:「也許你可以在那裡跟我的小孩

碰面。」但我在馬尼拉的那段期間並末接到來自Evclyn孩子的任何訊

息‧有-晚’將近半夜’我接到EvClyn從台灣打來的電話’電話裡的
她很沮喪,啜泣地說:「我孩子都沒打電話給妳’對不對?妳知道今

天是什麼日子嗎?是母親節!他們根本不記得今天,也不記得我的生

日!我很難過,所以我打電話到菲律賓給妳‧我不會再寄給他們任何

錢丁’我要看看他們沒錢時會不會想到我‧ 」

在我們先前的訪談中’EveIyn曾如此談到她的孩子:

我很難過我的孩子不﹣再跟我說話了‧這個孩子. .…. ,我讓她去唸

大學’但現在’她跑去結婚而且己經有一個兒子了……

他多大?

二十歲’她從沒跟我說她交了男朋友’從來沒說過!

為什廖他行不序琅歟訖諧了?他行生妳的氮還是?

我不知道.……. ’我為了他們犧牲我的人生!我從來沒跟男人亂

來。我也需妥人陪伴’阿,但我從來不去想那些.我只想著家人,

我不想他們變得跟我一樣。我的婚姻很痛苦’但我的孩子並不了

解我‧有時候我沒有工作’我沒有錢給房束.有時候我餓肚子’

沒有飯吃……’我從來沒有要他們幫忙。

Evclyn對於孩子﹜∣霎疑她在國外是在滿足個人的享受而深感受傷’

她替自己辯護的方式是再三強調她的貞潔（「我從來沒跟男人亂來」﹚

以及利他式的母愛（「我為他們犧牲我的人生」﹚。雖然Evelyn努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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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像個「烈女母親」（martyl.mom）

遠離孩子而悲傷（I﹚arrenas20（）5）-

mom）-在海外為了孩子受苦’並因

邑邀‧
移工母親透過許多不同的方式責踐跨國母職;她們延伸母職

的定義’說服自己與別人’當個養家者就是她們實踐母職的最佳

途徑﹙Hondagneu﹣SoteloandAviIa l997）。她們常寄信﹑打電話或傳

簡訊給小孩,並以大筆匯款和昂貴禮物鞏固和孩子間的﹜I青感連帶

（Parrehas200l）‧此外’栘工母親也會試著以虛擬存在的方式維持

每天的家務再生產,我將這種∣青況命名為「跨國持家」（transna〔ionaI

homemaking）。

移工母親常寄-大箱禮物回家’菲律賓人稱之為baIikbayan

boxes‧箱子裡通常裝了來自工作國度的紀念品﹑雇主不要的蕾衣和

玩具’以及肥皂﹑乳液、零食等物品。有-次’我陪Tiwi海運-盒又

大又重的包裹回印尼。她的朋友在我面前嘲弄Tiwi是個「不理性」的

送禮者;「妳知道她在箱子裡放什麼嗎?她放了洗髮精、牙霤’甚至

還放丁好幾包Qoo果汁‧ 」Tiwi反駁:「我是想讓女兒嚐嚐台灣牌子

的果汁.」其賈郡是liwi的橇主的小躂﹦歡的果汁品幃戀家多
年的Tiwi ,沒有機會親手為女兒烹調食物’也難以確知女兒喜歡的飲

食口味’藉由資本主義的品牌商品的郵寄,她希望能與家人分享她海

外生活的異國元素’並補I賞白己無紱親自隋著女兒成長Ⅱγ遺憾〕
事責上,很多移工寄回家的雜貨在故鄉也買得到‧根據Dcird!亡

McKay（2004）在菲律賓的實地考察和計算’從海外寄包裹回家所需

的花費’比寄錢回去在當地市場買同樣的物品還要貴‧雖然這種責物

給付的匯兌方式不符合經濟效益’但對栘工母親來說,這卻是-種家

務勞動的象徵展演‧McKay注意到’曹寄包裹回家的大部分是女性移



跨國灰姑娘／
b

O
↗】

工’她們在決定要寄什麼東西回家時’其貫是在進行某種跨國雜貨

採買﹙transnationaIgroccrysbopping）’雖然她們人不在故鄉家人的身

旁’仍可藉此行為履行她們作為妻子、母親的身分‧

除了跨國雜貨採購外’移工母親也透過其他方式來扮演跨國持家

者的角色。例如’有些移工母親為家人安排設計每周菜單’每天用簡

訊叫小孩起床’或是每天晚上睡前用簡訊寄給孩子-則聖經的話語

（Parrchas2005）。她們也可以越洋監控丈夫與孩子的生活與支出。在

台灣工作的菲律賓移工TYinada雖然不在孩子們身邊﹙-個讀高中’另

兩個讀大學）’但仍嘗試監靦他們的日常花費:

OCW﹙ovcrscascon〔ractworkcrs ’海外契約工﹚的孩子經常這樣;

他們有錢’然後懷孕﹨嗑藥‧他們的朋友會說: 「你媽媽是海外

契約工’你一定很有錢,所以要他們付這付那的. 」我要我的孩

子將所有花費的收據寄給我,這樣他們就不會浪費錢了。

所有花穿的仗據?

是的’所有花費’包括買蛋、看電影﹑買書,所有的花費。

雖然移工母親無法親身參與家庭生活的細節’或親力而為地操持

家務’但她們能以跨國流動的商品、禮物、資訊和訊息來管理日常例

行的家務再生產。跨國持家的責作幫助她們扮演精胛性持家者以及遠

距離養家者的角色’並藉此穿透國界’重新建構「家」（homc）與「家

庭」（匝mily﹚的界線‧

我們跟女主人差不多

移工母親延伸母職定義以及台理化她們與家庭分離的另-種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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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是突顯自己與女主人之間的相似點。〕uIict是-位離開子女到台

灣工作的菲律賓移工’當我問她在國外工作有什麼感霓,她淡淡地回

道:「還好啦‧很多女人都在外工作’我們就像我們的女主人-樣. 」

她認同的是-種現代的職業婦女形象’這不只描述了她的銀行經理女

主人’也適用於她自己跨國栘工的身分。藉由這樣的類比’移工母親

強調自己和其他離開孩子去賺取市場薪資的女性-樣’唯-的差異

是’她們必須跨越國族疆界到更遠的地方工作。

前章已說明’女雇主的結構位置使她們必須和市場代理人-起競

爭妻子與母親等地位.女』∣生家務移工也經常把自己跟女主人拿來相比

較‧由於她們近身觀察雇主的家庭生活’得以取得不少內線知識’她

們藉由這些資訊來評估女雇主的表現’同時也投射自己所想望的理想

女l生特質‧藉著將自己和女雇主放在同-平台上比較’女性移工讓女

傭和女主人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彈」∣生﹑似可穿透‧

我在菲律賓也有女慵

我常從-些菲律賓家務移工身上聽到類似的說法’其中尤以高學

歷、曾從事白領工作的比例最高。她們模糊女傭與女主人的界線’

以此緩和自己因地位向下流動而產生的個人焦慮‧-位菲律賓移工

Trina如此定義她跟女主人之間的相似∣生:「我老闆以前是個空中小

姐,空中小姐就像女傭’這是為什麼她能了解我的工作. 」雖然Trina

不瞭解跨越公私領域的勞動再生產在歷史上的連績∣∣生具有什麼祉會學

意涵（GIcnnl992）’但她拒絕將自己的工作靦為低賤的’並認為她的

地位和擔任空服員的女主人相去不遠。

有些移工認為自己和台灣女主人地位相近’因為她們在母國也僱

用女傭’可說是「遠方遙控的雇主」.╴些我訪問的菲律賓栘工會以

驕傲或不好意思的口吻說:「你知道嗎?我在菲律賓有-個女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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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riStina是其中-位。她擁有大學學歷,之前在菲律賓是個老師’她

在台灣工作時’聘用了-個鄉下移民來照顧她在馬尼拉的小孩‧儘

管她們從事的是類似的工作﹜Cbristina在自己與家狠∣【女傭之間畫清界

線’強調她們在文化資本、階層地位上的差異。她這樣告訴我:「我

姐嘲笑我說’妳有-個女慵在菲律賓’可是妳自己在台灣就是個女

傭!我說這是不-樣的’她們是沒受過教育的’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在國外工作’妳必須很認真、很有決心.」

對海外的家務移工而言’身為家鄉女傭的「女主人」代表她們的

地位比鄰居高,而且也提供－種心理補償’緩和她們在海外工作所受

的痛苦。Parrehas（200l）訪問的在羅馬工作的菲律賓女傭’在異地寂

寞生活與辛苦工作之際’安慰自己等到賺夠錢回家鄉後’每天只要翹

著二郎腿’可以僱用好幾個當地女傭來伺候自己與家人‧「換我當老

闆娘」除了是-種對未來的想像或願景’也是許多移工當前跨國生活

中的具體圖像。這些女性移工享有曖昧與矛盾的階級位置’她們既是

海外的女傭’也是遠方的雇主‧

R｝IacelParrchas（200l:72﹚認為,她們這種不上不下的地位’是

多層的「夏霆鋤日q國隆a≡」1intemationaldivisionofreproduc﹝ive
labor﹚的中間介面:當她們替富裕國家的中上階級女∣生照顧小孩以賺

取高薪時’同時也把自身的家務勞動和照顧責任移轉給母國的貧窮婦

女。母國的家務幫傭位居這個多層結構中的最底層,擁有的經濟與文

化資本最少。她們可能因為教育程度有限或存款不足而無法出國工

作’其勞動條件與薪資所得也與海外幫傭有明顯的差距。

l999年我在菲律賓的-個小鎮’遇到-個從事家務工作的菲律

賓女人’她的月薪只有菲幣500元﹙相當於當年的美金l7元）。當我

問她是否想過出國工作’她以破破的英文回答我:「Mc?Nomoney!」

長期以來’家務服務是菲律賓女性的主要有薪工作之-’在l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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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分之-以上的女性受僱於家務服務（Eviotal992: 88）‧在主要城

市’女傭或保母的平均月薪大約是菲幣l500到2000元﹙約美金30到

40元）’在其他鄉鎮薪資更低‧家境優渥的菲律賓家庭主婦通常僱用

數個賦予專職的家務勞工’除了寄宿在家中的「﹚αy〃」和「hc【pe哩」（家

務幫手﹚I, ’許多另外以寄宿或日工的方式僱用廚子、司機﹑洗衣

婦。

多數的當地家務勞工來自外省的農村地區’都市裡的家務工作提

供他們逃離家狠∣﹛的貧窮並參與城市中產階級生活的-條途徑。在馬

尼拉,我遇見好幾位來自菲律賓中部的維薩亞群島﹙Visaya﹚的年輕女

孩’正在等待被安置到僱主家幫傭。比起我在台灣認識的「菲傭」,

她們由於長期從事農事工作’冑色明顯地較為黝黑’也較難用英文溝

通‧當我問到為什麼會想要離家來幫傭’-位不到四十歲、小學畢

業﹑已經生了八個小孩的媽媽告訴我在外省務農生活的財務困難’然

後’她眼砷發亮地說:「而且’茲捏直直匾屋迦q笑i直」」

我不想當這樣的妻子與母親

通常’女l生家務移工對沒有從事有薪工作的女主人有較多的批

評‧-位移工受訪者不屑地說: 「她們除了監靦我之外’不用做任何

事‧ 」在她們的眼裡’這些家庭主婦雇主既未負起女／∣生照顧家庭的責

任’也不具備職業婦女的理想形象‧女性移工認為她們的家庭主婦雇

主I懶惰﹑挑剔:「她很晚起床‧她看報＼看電靦﹑去俱樂部’然後監

靦我! 」有些移工憐憫家庭主婦在經濟上的不獨立:「她必須向先生

要錢’而她先生曹檢查每-筆支出‧她不能隨心所欲地用錢’有時候

她甚至要向我借錢! 」女性移工嚴加批評家庭主婦雇主的同時’也意

在證明自己身為職業婦女是-個相對理想的生命選擇’不僅合乎勤富

倫理’且能確保經濟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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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成家的女∣生移工則認為家庭主婦雇主是自己的壞榜樣。

】ovita是-位單身的菲律賓移工’她告訴我:「我不想變成像我老闆-

樣。她跟我說:『妳煮東西給我先生吃,我要出去打麻將! 』這樣不

好’她不煮飯給她先生吃’也不照顧小孩。我不想當這樣的妻子‧我

會想要準備-份溫馨＼好吃的晚餐等我先生下班回家‧ 」〕ovita批評女

主人未扮演好家庭角色的同時,也同時浪漫地想像自己未來會是位符

台傳統理想的家庭主婦和母親。雖然責際上’要扮演好全職妻子跟母

親的角色’對她來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此外,幫傭移工也常批評雇卞在養育孩子上的疏忽以及不合格‧l‘
她們批評台灣雇主將事業看得比孩子重要:「他們的父母都太l亡了’

沒有時間跟孩子說話。」她們也認為某些台灣父母太過懶惰與自私。

RutcheⅡc是位三十多歲﹑有兩個孩子的菲律賓母親’在台灣當家庭幫

傭已超過兩年。我常在星期天的教堂裡看到她帶著兩個台灣孩子’-

個五歲的小女孩跟-個四歲的小男孩,旁邊沒有台灣父母的陪伴。我

原以為他們的父母∣亡於工作而無法照顧小孩’但RutcheⅡe糾正我說:

「不是這樣’他們的父母都在家裡’但孩子比較想跟我在－起‧ 」我

問小名叫做Tbmmy的男孩’爸爸媽媽在幹麻。他回答;「他們在睡

覺’媽咪昨晚喝酒。」Ru〔cbclle搖著頭評論道:「我真不知道他們為什

麼要睡那麼多‧ 」

比起那些「不負責任的父母」’有些女』∣生移工驕傲或興奮地告訴

我’她們所照顧的台灣小孩跟她們有更親密的關係。-位菲律賓移工

告訴我’她照顧的孩子在她契約屆滿時對她說:「我們不想待在這裡

﹝台灣﹞’我們想跟你-起去菲律賓。」雖然和女雇主同樣離開孩子去

工作’但移工母親會以雇主的小孩較喜歡她們而非親身母親的事責’

來證明與確認自己的母職能力。

隨著移工母親與故鄉孩子之問關係的日漸疏遠’她們往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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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母職的工作中尋找l青感上的補償‧這種「移∣∣青母職」﹙divcrted

mothcring﹚的狀況﹙WOngl994﹚,往往導致女!I生移工陷入∣∣青感上的兩

難困境。她們既要跟女王人確保’自己這個代理母親不會動搖親身母

親的地位’在工作上謹守母親與保母之間的界線;然而’如果她們與

朝夕相處的雇主小孩之間的∣∣青感連帶顯得稍縱即逝’她們也不免感到

難過或受傷。

我觀察到的-個田野經驗生動地呈現出移工所面臨的』∣青感困境‧

帶著雇主小孩上教堂的Rutc｝1clIe ,意識到她的女主人因目睹自己的孩

子對外籍保母產生∣∣青感依賴而心生嫉妒,Rutchcllc於是設法安撫這

位母親:「我跟她說這沒關係’我只是個打掃的人‧我只是暫時待在

這裡‧小孩以前不是也有兩個菲傭嗎’但他們很快把她們忘記丁。

Helen是我前面的菲傭’我老闆拿她的相片給他〔Tbmmy﹞看’他已經

認不出來丁。」

我於是跟Ibmmy確認:「誰是Hclen?」

男孩眨著無辜的黑眼珠’搖頭表示不知道‧

我開玩笑地對他說:「喔’Hclen如果知道你忘記她丁,-定很難過】

聽到我這樣說’RutchcⅡc把男孩緊緊抱進﹜陵裡’信心十足地說:

「但是他曹永遠記得我! 」

乖女兒與老處女

許多研究只關注移工母親而忽略了另-群同樣重要的團體:單身

女性移工.本研究中有將近40qb的菲律賓移工受訪者是單身（58名中

佔了22名）‧年紀較輕的印尼移工還是單身的比例更加明顯‧以本研

究來說’有60％的印尼移工是單身﹙35名中佔了2l名）’她們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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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而單身女↓∣生移工也有類似的看法’她們認為這是-個可以讓她們

逃離父權兙曹對未婚女兒的控制的機會。有大學學歷的】ovita曾在馬

尼拉當過秘書。二十四歲時,她為丁到國外探險以及尋求自由’決定

離家到台灣工作:

當我決定出國工作的時候’我的爸爸媽媽都不知道’一直到了離

開前一刻’我才告訴他們‧他們知道以後也不能怎樣’因為于績

都辦妤了‧他們很擔Iu’因為我沒有在別人家工作的經驗’他們

也擔IG我會碰到什麼樣的老闆……之前我從來沒想過出國‧我在

鄉下出生,做過最遠的工作是在馬尼拉‧我只想要離家遠遠的’

你知道’就傢其他單身女性一樣期待自由。但是現在〔苦笑﹞’只

有週日我才有白由!

就像】ovita說的’住在雇主家中的幫傭移工能夠享有的自由其責

很有限‧儘管如此,出國工作仍可幫助單身女性經濟獨立﹑脫離父母

管束。在印尼’媒妁之婚仍很常見’當地父母也常為了保護家庭名聲

而催促女兒早點結婚（】ones2002﹚.有些年輕的印尼女孩遠渡重洋’

是為丁拖延婚姻以及抵擋父母的壓力。Nani是個二十六歲的巽他人

﹙Sundanesc﹚’在西爪哇的-個農村家庭長大。她對務農完全沒興趣’

於是在高中畢業後跑到雅加達當女服務生.二十歲時’她成為在沙烏

地阿拉伯工作的家庭幫傭,而不是變成-個農夫的妻子。她回∣意那時

家人對此的爭吵:

我爸還有我媽說:「你不能去阿拉伯。」我說:「別擔Iu,無論發

生什麼事’阿拉都會看顧我‧ 」每一犬’我都跟我父母吵:「我

可以去阿拉伯馮?我可以去阿拉伯嗎?」他們說:「不要去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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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去結婚‧ 」我不想這／愛早就結婚’我會受苦!我看到很多人

不到二十歲就結婚’然後離婚.我不想刃l《樣。

Nani告訴她父母’到海外工作:「我是賺錢給你們,不是給我自

己! 」單身女性由於還未成家’所以通常會出自於對父母的孝∣I頂而匯

錢回家。就我的觀察,印尼單身女性通常只匯-些錢回家給父母’並

把大部分的錢存下來替日後結婚、成家做準備。I7相對起來’未婚且

是家中長女的菲律賓移工則擔負著大家庭的沈重財務壓力。

學者描述菲律賓的家庭為「核心家庭的居住形式但具有延伸家庭

的功能」（ChantandMcIlwainel995）‧雖然經歷都市化及工業化後’

核心家庭已成為菲律賓的主要家戶類型’但延∣申家庭的親族關係在

菲律賓仍然具有重要的經濟共享與祉會連繫的功能。親人間互助與

互惠的文化價值-馬尼拉語﹙TagaIog﹚稱之為「靈魂的債」﹙〃古α〃g〃α

∕00﹠）’意指家人之間終生的債務-仍根深蒂固’不論家庭成員因遷

移而造成的地理距離有多遙遠﹙ChantandMcIlwainc l995: l5﹚。大家

庭的成員期待已成年的單身女兒提供財務協助,最常見的形式是由她

們資助年幼弟妹的教育（MedinaI99l）‧

Mcrcy是位二十出頭的單身菲律賓女性’念了-年大學後’輟學到

海外工作。她的父母生了十二個女兒與兩個兒子’其中的八個女兒分別

在不同時期到國外工作’並iI喻流匯錢回家資助年幼弟妹的學費。MCrcy

敘述她如何開始出國工作:「我姐姐打電話給我’問我要不要到新加坡

工作‧我說好呀,因為我想幫∣I亡家裡。我姐姐說’ 『別擔／D﹨ ’我們有五

個姐姐在這裡工作‧ 』」每個月Mcrcy幾乎把所有的薪資都匯回家’亳無

抱怨。她認為這是在分擔家裡的責任:「我姐姐越來越老了’她開始需

要替自己存-點錢.我姐姐以前賺錢幫助我讀書’現在該是我幫l亡其

他更小的妹妹上大學的時候了。我們彼此有約定’現在輪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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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Mcrcy的例子來說’決定到海外工作是-種家庭策略’意謂負

責任的女兒為了大家庭的集體利益而做出貢獻與犧牲’並以此彰顯她

們的道德價值‧但是’對其他移工來說,匯錢給父母和其他家人未必

是光榮的責任’反倒可能是項永無止盡的義務。

某個週日我碰到】ovita ’她剛接到家人的來信’表∣青卻很沮喪’

-點都不開心.】ovita最好的朋友Amy拍拍她的肩膀說:「嗯’他們-

定是寫信跟妳要更多的錢吧‧ 」】ovita無奈地說,「我媽媽和我姐姐妹

妹’她們總要我寄更多的錢‧她們問我為什麼不把所有的錢寄回家‧

我已經-個月寄-萬塊錢台幣回家了!我得替自己存-點錢‧ 」長長

的-聲嘆息後’她說:「我告訴自己’做完這份合約就不要做了’因

為我已經老了﹑累了! 」

除丁家人的壓力外’台灣工作約滿後所面臨的不確定末來’也

讓】ovita心煩’她∣∣霎疑自己能否接受菲律賓的低薪工作。另-位菲律

賓移工Nora也有類似的擔憂。Nora雖然從-間很好的菲律賓大學畢

業’但很難在當地找到符合條件的工作:「我不太容易找到工作’因

為我太老了’而且我的教育程度也太高‧ 」當我進-步追問時’她解

釋女∣∣生在當地勞動市場中所面臨的年齡歧靦:

在菲律賓找工作時,他們不喜歡女人太老。他們想要二十一歲的女

∣I生,漂亮＼會笑,還有那要怎麼說’「普通」﹙ordinary﹚……〔當Nora

三十歲時從新加坡回國找工作時﹞,他們跟我說:「喔,你從這間大

學畢業?」然後接著說:「對不起’我們只能給你兩千披索。」

Nora每個月都匯-半的薪資給母親和姐妹們（她的父親很早就去

世了﹚’其他親戚要買東西或裝橫家裡時’她也會不時寄錢給他們‧

現在’她正負貢最小的妹妹的大學學費以及其他支出‧我問她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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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妹妹出國工作時’她說不會’並解釋說,她是為了不讓妹妹忍受

出國工作的痛苦才資助妹妹:

在國外工作的生活太苦了….…我暸解我妹妹’她不會煮飯’不會

做任何家事.

牠想凸國馮?

她想’但我告訴她:「如呆妳在那裡有工作’有家庭’〔待在那

裡〕我可以幫妳買所有妳需要的束西。」我才買了一台機車給

她‧我跟她說: 「不要幽國工作’大辛苦了‧ 」

這些替原生家庭扛起財務重擔的單身女兒’覺得自己別無選擇,

只能繼績在海外工作.同時’她們也擔心自己的婚姻因此被拖延、

耽誤。Roscmary告訴我她－個單身朋友Manny的故事。快三十歲的

Manny受雇來照顧-個新生嬰兒。她的台灣雇主夫婦’∣亡於跨越兩岸的

事業’因此’大部分時間只有Manny在家陪著小嬰兒‧Rosemary描述
後來發生在Mannv身上的事:

他們〔雇主﹞非常信任她。她過得很快樂,因為她也很愛這個小

孩’就像她白己的小孩一樣.當那個媽媽回家時’小嬰鬼因為不

喜歡她〔媽媽﹞i而哭了‧Manny的合約很快就到期了,雇主跟她

說:「我們希望妳水遠待在這裡. 」Manny說不要:「如果我水遠

留在這裡,我要’怎麼結婚?怎麼有我自己的小孩?」

Manny的話點出單身女性移工所面臨的衝突:「照顧你家’如何

成我家?」當她們協助照顧雇主家庭時’自己便難以建立或維護自己

的家庭。在菲律賓,女性的單身地位通常伴隨著「老處女」的社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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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馬尼拉話的「老處女」﹙加αm〃血嶇施“）一詞’其字面意義為「不

完全的女性特質」（HoⅡns﹝elner l98l）.雖然菲律賓移工可能被貼上

「老處女」的污名標籤’有些人仍﹛頃向保持單身’因為她們自知出國

工作的生活和傳統的家庭概念格格不入。自三十歲起’Pey已經在國

外工作十-年了‧她提到自己的婚姻觀以及對未來的計畫:

我看到有些朋友離開家庭禾口小孩到國外工作’我覺得這樣不好‧

如呆你一個人’沒有負擔困授,所以我說單身比較好‧我想工作

到我不能做的那一犬’也許一直工作到六十歲’巳‧我會存一些

錢’然後回菲律賓’我已經在那買了一棟房子。

也有菲律賓移工基於更基進的原因拒絕進入婚姻‧三十八歲的

Trina在新加坡和台灣已經工作超過十年了。她家中有十二個女兒﹨

兩個兒子’其中八個女兒分別在不同時期出國工作。我問Trina想結

婚嗎?她搖著頭’堅定地說:

不需要〔結婚﹞’我現在可以養家了‧我看到結婚後的姐姐’我

不需要那樣的生活‧她待在家﹑白白浪費請了那麼多年的書‧她

先生在國外工作’她必須煮飯、洗衣、做所有事情!我不想結

婚’因為結婚後妳只能待在家裡＼為先生煮飯!就傢個女傭一

樣!我是個女俯’我知道是∣怎麼回事!所以,何必要結婚?

Trina-針見血地點出無酬家務勞動和家務工作兩者間的連績

∣生‧她認為’家庭主婦只是女傭的無酬版本’社會地位類似’所以她

寧願選擇現在單身有薪的家務工作者身分’享受經濟獨立與個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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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姐姐及表姐妹-起投資開了-家社區小雜貨店。這些女性透過延

伸親屬網絡創造-個互助祉群,而非選擇進入傳統的異性戀核心家

庭.但也有其他女〃∣生家務移工採取截然不同的策略來面對婚姻的壓

力’她們尋找跨國婚姻來逃離老處女的困境.

從外籍女傭變成外籍新娘

在-次週日彌撒後’我在教堂後院看到-些菲律賓移工在偷偷傳

閱-張廣告單’她們左遮右掩地試著躲開胛父和修女的目光。這張廣

告單有個大膽的標題:「亞﹟ll的甜心:美國男人和歐洲男人都想寫信

給妳」.廣告單的第-段話是這樣:

我們的國∣祭筆友供樂部提供妳和美I蚓及歐｝∣l∣另性交往的機會.這

些男l∣生的工作好﹑房子好﹑教育程度高。但在他們的生活裡’少

了一些東西……‧他們正在尋找一位’湛寶、敏感又有愛心的伴

侶;一位可以和他分享傳統家庭與婚姻價位的人。他們正在尋找

一個可以互相尊重和欣賞的人‧他們正在尋找妳‧

這個國際筆友俱樂部和許多其他類似的仲介機構-樣’都將據

點設在香港,-個擁有超過l5萬家務移工的城市。跨國婚姻在菲律

賓歷史已久’主要是源於美國軍隊在菲律賓長達-世紀的駐紮﹙Enloc

l989）。

︹差二愛與鐸皰觀監（Constablc2003a﹚‧現代科技’尤其是手機和網
路的進步’更助長了跨國戀愛的蓬勃發展。最受菲律賓女性歡迎的跨

國婚姻終點站是美國、澳洲、德國和英國（Evio﹝a l992﹚.近來’日本

和台灣等較富裕的亞﹟∣∣∣國家,也開始衍生對外籍新娘的需求。有愈來



跨國灰姑娘

80

7
﹦

愈多的台灣男性到中國大陸、越南、印尼和菲律賓等國家尋找未來可

能的伴侶。

既有研究已澄清-個廣為流行的迷思’即認為大多數的菲律賓新

娘都出身貧窮,或是來自馬尼拉或天使城（AngelesCity’美國克拉克

空軍基地所在）的性感酒吧女郎.PadzilahCookc﹙l986﹚訪問-百多位

嫁至澳洲的菲律賓女性,發現半數以上的人過去從事的是專業或行政

工作’教害和護士是最常見的兩種職業。這樣的社會人口背景,其責

和出國工作的菲律賓移工非常近似.

海外工作的經驗與跨國婚姻的軌跡具有親近性’其貫並不令人驚

訝’除了因為移工得以親身接觸外國文化與生活方式,出國工作也提

供女性移工遇見外國人的機會’以及就近取得婚姻仲介服務的管道。

此外’在國外工作許久的她們回國後’經常發現自己很難再適應家鄉

的生活方式與物質條件。這種格格不入﹙dispIacement）的感受可能驅

使她們想要藉由移民遠離家鄉。許多人申請去加拿大等可以允許移工

永久居留的國家工作;另-條歸化他國的捷徑則是嫁給外國筆友或工

作國的當地人‧

國際筆友服務是菲律賓移工最常用來尋找未來外籍丈夫的媒介’

Luisa便藉此方法結識了來自美國與歐﹜｝l∣的八名男∣生筆友‧Luisa常給

我看他們寄來的相片、信件以及錄音帶’其中-位是住在德lll∣的非

裔美籍男』∣生’Luisa這樣描述他:「他長得醜’但他是唯--個認真想

結婚的人。我不介意他是黑人’我只介意他綠不綠﹙意指他是否有綠

卡）! 」Imclda是Lusia最好的朋友’也和一些男∣∣生國際筆友來往。雖

然她已經申請去加拿大工作’但Imelda很擔心她的高中學歷曹讓她不

夠資格成為加拿大公民。她告訴我:「如果我想拿到加拿大的居留權’

我就必須去上學（大學）!太難了’嫁給-個筆友比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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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j大部分的菲律賓移工認為’嫁給西方筆友的地位比嫁給亞﹟ll男
人的地位高‧在她們眼中’委身嫁給亞﹟l∣男人的’要不是教育程度低

的菲律賓女人’只能依賴商業仲介找到外籍新郎’就是印尼或越南移

工’因為她們不會說英文或無法適應西方生活方式。然而’嫁給工作

國的當地人’也可以幫助移工脫離那些針對非公民所設計的工作與居

留限制。Pey的姐姐在80年代時拿觀光簽證在台灣當家庭幫傭’透過

另-位菲律賓新娘的介紹’她嫁給-位幾乎大她二十歲的台灣鰥夫‧

Pcv如此評論她姐姐的婚姻:

Pey:這個男人告訴我姐姐’如果妳嫁給我’妳可以待久一點.

我反對這個婚姻,我說:「妳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人! 」但我

姐姐想嫁給他,因為她想待在合灣。

作者:他〃γ紂婚姻〃怎康?

Pcy:不妤!他管住所有的錢。他有政府〔榮民﹞津貼’但他只給

她一點點零用錢,所以我姐姐必須做兼職〔清潔工﹞。現在

他在醫I完裡’我姐姐在照顧他‧他和前妻生了三個小孩’

他｛I呱I很少來看他’但是這個爸爸讓這三個Ij＼孩管他的存

款‧我姐姐看不∣隴也不會寫中丈,所以他的lI＼孩把錢都拿

走了 !現在’如果他死了 ’我姐姐就什麼都沒有了 !

Helen〔無意間聽至II﹞:真是浪費愛!

Pey〔搖搖手〕:不,這不是愛’只是互相幫忙!﹙T｝1is isno〔 lovc,

iustl﹞elp!﹚

根據當前的主流看法’婚姻應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這樣的社會

迷思讓為了尋求遷栘機會而結婚的外籍新娘澧受非議‧儘管婚姻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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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定義是由浪漫愛、親密關係’和雙方的自由選擇所組成’I協但婚姻

機制向來具有經濟互賴與社會交換的功能’牽涉的不只是小倆□’而

是兩個家庭／家族;這對權貴階級以及社會資源有限的人來說’尤其

如此,他們的婚姻常「不只是愛’而是互相幫忙」。菲律賓祉曹傳統

上認為’婚姻是女性追求祉會流動的工具’-個丈夫的好壤’端靦他

能提供多少向上流動的機曹.就此角度而言’跨國婚姻可以說是傳統

「上嫁婚姻」（ma『ryingup）的最新版本‧ I,不同的是’促成跨國婚姻中

的祉會地位流動’是新郎與新娘各自的卅牛國在經濟資源的落差‧

在菲律賓移工眼中’西方男人與台灣男人是較受歡迎的伴侶’因

為貧窮家鄉的菲律賓男人無法確保經濟無虞或者提供向上流動的機

會‧菲律賓男人甚至可能需要仰賴妻子出國工作’而變成「去勢」的

「家庭煮夫」（houseband）。Luisa解釋她較想嫁給外國人的原因:「我

不想嫁給菲律賓男人’他們沒有錢’薪水又低。如果他跟我說:『你

什麼時候回台灣﹑寄錢給我?』我會殺丁他! 」Luisa除了擔心會有個

依賴成∣生的丈夫之外,她也害怕自己的遷移經驗造成不利於她在故鄉

覓婚的條件:「我曾在日本跟台灣工作’所以我很難嫁給菲律賓人’

因為人家會覺得我是個虛榮、時髦的都市女郎!他們會想我-定很重

物質,但我不會‧ 」對菲律賓男人來說’曾在日本做過娛樂表演工作

的菲律賓移工,尤其不適台娶來當妻子‧

人們認為這些存國外大城市住T幾年的女性太「解放」﹑受到「汗

染」’不可能適應鄉村生活方式以及服從傳統的女性氣質規範.在日本酒

吧、飯店當服務生、歌手和舞者的菲律賓人--當地人稱為仲!zy“冷六-

在菲律賓與日本都被烙上性工作的污名‧菲律賓的妓女形象太過深植人

心’導致所有的女性菲律賓移工都被∣霎疑是存件產業中工作。』0

菲律賓女性移工的形象在台灣男人與其他外國新郎的眼裡則截然

不同.他們認為’相較於已從傳統∣生別角色「解放」的台灣和西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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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虔信天主教且保有傳統家庭價值觀的菲律賓女性是最佳的妻子候

選人‧Rosamaria是-位嫁給台灣公車司機的菲律賓人’她以-種理

所當然的語氣告訴我:「你知道為什麼台灣男人想娶菲律賓女人嗎?

因為菲律賓女人很會打掃房子’又聽先生和婆婆的話’而且把小孩照

顧得很好‧ 」

這些大多是鰥夫或離婚、來自農工階級的男人’不受同國女∣∣生的青

睞’因此他們想要藉由「解救」貧窮的外國女人來重新彰顯自身的男

子氣概。外籍新娘l∣∣頁從奉獻的家務勞動貫現丁這些男人ID﹨目中的理

想家庭形象’並滿足了他們對前女性主義時期的家庭羅曼史的想望

（Iblentinol996:67﹣7l ）。

在跨國婚姻市場中’海外家務工作的經驗甚至成為女性申請者

的-大優勢‧某個週日在教堂’-群菲律賓移工聚在-起討論跨國

筆友俱樂部的申請表格.HeIcn覺得其中有個問題回答起來令人難為

∣冑’於是請問以前申請過的人:「你怎麼回答這題?你的專業工作

（profbSsion）是什麼?」Luisa直率地說’「你可以說你是看顧或家庭幫

傭啊’他們喜歡這些工作’因為他們都很老了’喜歡可以照顧他們的

人。」Luisa的這段話不僅點出無剛∣∣∣家務勞動與有剛∣∣∣家務工作之間的連

績性’還呈現了女性栘工處境的-個弔詭之處。如我在導論所說’家

務工作女性化的文化邏輯’導致丁家務服務這個專業領域的勞動與技

術的不受重靦’但谷∣】增加了女性家務移工在跨國婚姻市場中的價值,

使她們成為妻子（及無酬照顧者）的理想人選。

相較於菲律賓移工’印尼女性與西方筆友交往與結婚者很少’因

為她們無法與說英文的外國筆友溝通’而且伊斯藺教傳統也不鼓勵與

異教徒通婚.然而’不管是菲律賓還是印尼女性移工’碰到台灣男性

雇主的求婚並不是少見的事.這些雇主通常是中年離婚或喪偶。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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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的求婚的確含有浪漫的愛∣青成分’但在其他例子裡’特別是那些

被雇來照顧虛弱、生病的父母的女性栘工’台灣男性雇主的求婚其責

是在延績她們的照顧工作‧前文中提到的從護理學校畢業的Nora ’

她的雇主就在契約∣央到期時向她求婚‧回絕求婚的Nom後來和另-

位菲律賓移工Rosema【y聊起這件事:

No【a :他〔老I﹩﹛】〕說’「你可以留在這’∣』為I!可媽喜歡妳,妳也喜

歡I;可媽。」

Roscmary〔對作者解釋﹞:他們想娶她〔Nora﹞’因為他媽媽喜歡她

在這裡工作。然後我告訴她,不要答

應,因為這會變成一輩子的工作。

No「a :對呀’如呆妳結婚了 ’他們就會要妳待在家裡’哪裡也不

能去……

Roscmarv: I而且妳也嫌不到錢!〔所有人都大笑﹞

大部分的移工都像No『a-樣’她們心知肚明如果接受雇主的求

婚,將會繼績以家庭責任之名而非先前的雇傭關係,來從事類似的家

務勞動或照顧工作。成為妻子後的工作份量甚至會變得更多’因為家

庭成員所提供的「愛的勞動」理應是無法衡量﹙所以無剛∣I∣）且不能間斷

的（所以沒有休假）‧女∣∣生栘工成為外籍配偶後’先前受合約規範的

薪資﹑權禾∣l與幅利也將失去保障‧每次當我聽到某個菲律賓栘工提到

老闆的親戚要約她出去時’其他移工多半這樣提醒她:「妳要小心-

點!他們可能只是想要個免費的家庭幫∣庸跟看護工! 」HcIcn和-個

美國男人魚雁往返幾個月後接到他的求婚。她考慮丁-段時間’最

後還是拒絕’她告訴我原因是:「當你有了丈夫’你必須提供所有服

務:煮飯、洗衣、按摩……免費的服務!當l固DH（domestiche!pc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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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幫傭）,至少還有錢拿。」

有薪的家務工作雖然有金錢報劑I∣,但社會地位低﹑常被汙名化.

人們認為它不需技巧而且也不是-份真的工作’這是為什l麼Hc∣en參

加國際筆友俱樂部時’尷尬地不知如何回答她的「專業」工作。相反

地’無聊lI∣家務勞動的道德價值較高’也較受祉會認可（-個值得尊敬

的妻子與母親）‧這是為什麼-些女性移工寧願選擇進入跨國婚姻’

因為婚姻提供T有薪家務工作無法提供的非物質性的利益‧Luisa的

美國筆友計劃在她回馬尼拉度假時去拜訪她和她的家人’他們也商討

了在Luisa回去的那段時間結婚的可能性‧我提醒Luisa要小心點’畢

竟是嫁給-個不太熟的人‧「我知道’ 」Luisa深深地嘆了口氣’「但我

已經厭倦洗馬桶了! 」

事責上’Luisa結婚後也不可能停止洗馬桶,但她洗的將會是自

己家的馬桶’而不是別人家的馬桶。她的家務工作將被歸類在「愛的

勞動」而非市場勞動的類別中’這意謂著,她的家務勞動雖然失去金
一－╴╴-︿

錢報償’卻轉而得到情感價值和祉會認可。加拿大的家務人力仲介公

司在招募海外移工時’甚至赤裸裸地宣傳’跨國婚姻是來加拿大工

作的潛在收獲‧有-張廣告單引用了-名加拿大雇主的求婚內容:

「為什麼要當個保母?嫁給我’我的小孩會∣IⅡ妳媽咪﹙WbybcaNanny;

marrymeandmychildrcnwiIIcalIyouMommy」﹙McKay2003:46）。

像Luisa-樣進入跨國婚姻的女↓∣生移工’不僅在尋找-個住在富

裕國家中可以提供經濟安全與永久居留權的伴侶’也同時在追求-種

浪漫的想像’希望自己的祉會地位可以從此提升成為「女主人」‧藉

此’她們可以脫離「女傭」和「保母」的污名’變成更符台家庭與母職

主流規範的「老婆」與「媽咪」‧

其他研究者也觀察到類似的現象’女∣生進入跨國婚姻’未必是為

了移民’而是希望責現自己所想望的婚姻（Constablc2003b: l75﹚‧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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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女性以工作之因開始移民旅程的敗航’但不久後轉而駛入跨國婚姻

的海域。也有些女性以外籍配偶的身分移民,因為合法的勞工遷移管

道不可得‧』I民族誌研究發現’用來劃分遷移形式的各種類別’例如

「婚姻栘民」、「工作移民」’以及「依親移民」等之間的界線其賣是流

動的（McKay2003:25）‧在真責生活中上演的生命故事裡’女∣生移民
以多重的遷移形式協商她們的生命機運及性別認同:她們不只跨越地

理疆界’也超越了女傭與妻子、以及保母與媽媽的界線‧

女慵還是女主人?

在上-章中’我們看到女雇主傾向在女慵和女主人之間畫定清楚

的界線’但對女性移工而言,私領域的顧家與有酬的家務工作之間的

界線卻模糊難辦.家務勞動的女性化讓她們得以跨越不同勞動形式的

多重付置,因為這些勞動仍都被定義成女性的工作。她們的遷移軌跡

呈現出「女傭」與「女主人」之間的界線是模糊、流動的’而這樣的模

糊界線源於有剛l∣與無剛∣∣的家務勞動在結構上的連績性’其間牽涉金錢

與愛之間不同形式的交錯替換關係‧

在故鄉擔任家庭主婦的女l生移工’出國幫傭後成為主要的養家

者。她們雖然賺了錢’卻賠掉道德形象’因為她們無法負起照顧自身

家庭的貢任。面對成為經濟獨立女性’卻跨越∣生別界線（女人養家﹑

不顧家）的困境’女性移工試圖重新建構家務與母職的意義與賣踐。

她們透過匯款、簡訊﹑信件和包裹來傳送愛與關心’並藉此操持「跨

國持家」與遠距母職。

雖然在僱用關係中,幫傭與女主人之間的階級位置大不相同’但

家務移工透過比較的敘事將自己與女主人並列’甚至認為在婦職的道

德地圖中’自己的地位超越女主人（是更好的女人）。移工母親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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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和出外工作的台灣女主人-樣,都是為了家人的幅祉才離開小

孩‧女性移工也會批評女主人是不台格的家庭主婦’並宣揚她們做妻

子與媽媽的表現與能力勝過女主人。單身的女性移工則藉由進入跨

國婚姻來避免自己變成地位低落的老處女’並以此爬升至家庭主婦的

地位‧

把家務勞動等同於女性天職及道德責任的社曹觀點’嚴重影響了

有薪家務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在勞雇雙方共處-個屋簷下的居家工作

環境裡’公／私之間的界線十分模糊’雇主透過求婚來延長栘工的工

作期限或許是彰顯此模糊界線最極端的例子‧然而’╴般而言’家務

栘工本身也希望能與照顧對象（雇主小孩）產生∣青感上的連結’這樣

她們才能從這份卑下的工作中找到意義’並減緩自己與家人分離的痛

苦‧結果’女性移工被困在-個無解的金錢／情感交換方程式中:-

暹是無剛∣∣的母職責踐’另-暹是有剛I∣∣的替代母職工作。她們必須付出

大量的l青感與金錢成本勉力成為-個「好」媽媽’不論是隔海守護自

己的子女’或是照顧身邊終究要離開的台灣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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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的前後台



某次週日彌撒後’我跟Luisa及幾名菲律賓移工朋友到-家美式

速食連鎖餐廳吃午餐’如同住常’店裡坐滿了-群群移工’在象徵全

球資本主義的金色雙拱商標下,她們開心地吃著薯條和漢堡。在這個

消費時段’只有少數的台i彎顧客’空氣中流動著菲律賓的家鄉話、同

鄉圄聚的熱∣∣青興霍’與離開雇主管轄區的輕鬆自由‧

我留意到Luisa帶了-個裝著衣服的袋子’隨口笑她-大早就

忙著逛街購物。她搖頭’有點難為∣∣青的解釋:「不’這些是我回家

時要換的衣服‧我在外面時,想要看起來聰明、時髦。 」Luisa輕撫

著身上穿的象牙色絲質襯衫:「穿著這樣的衣服’我看起來像個企

業經理﹙busincssmanage〔）‧ 」她指著袋子繼績說:「那些衣服’我在

市場買的’只要台幣l00塊!穿著它們我就變成『管家經理』（house

manager﹚。」

爽朗的幾聲大笑後,她的上揚嘴角化為苦澀的自嘲:「所以我回

家前要換衣服﹑卸妝﹑把迷你裙換掉‧我在家裡像個完全不同的人。

你知道的,就像灰姑娘-樣∣」

移工灰姑娘跨越的不只是菲律賓／印尼與台灣之間的國界’她們

的遷移旅程也來回穿越多重的空間場域’包括雇主的家、城市的公共

空間,休假時返回的家鄉,甚至透過電話與網路而連結出的虛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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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這些多重的地理尺度中’空間不單純是固定的物質場域’而是

透過人們認知與經驗時空關係的方式造就了空間的樣態‧ I

同-個地理空間’對不同的居民來說’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意義與

功能。和雇主同住在-個屋簷下,家務移工在這個「家」中的位置卻

是高度暹緣化的;工作與居住場所的合-,讓她們難以保有隱私空

間‧同樣是異鄉人’社會階層低的家務移工不像專業外派人員’可以

享受外國人的特權優勢與「世界人」的尊貴身分’她們是全球城市中

的底層階級’能夠使用的公共空間與祉曹資源非常有限‧

社曹學家高夫曼﹙Goffmanl959）用「前台」與「後台」的戲劇學比

喻來理論化人們的日常互動模式。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有如演員’會持

績因應不同的觀眾與∣∣青境’來展演自我的形象.而這樣的印象表演是

有時空限制的,「前台」（仕ontrcgion﹚指的是有觀眾在場、進行特定表

演的區域’在前台受到抑制的某些行為則出現在「後台」（backstage）。

我認為這樣的概念非常適合用來閨明跨國灰姑娘在不同社會空間中的

角色轉換與情境表演‧我更進-步擴展高夫曼的概念來分析祉會空間

中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從此觀點來看’人們如何刻畫空間界線﹑協

商空間意義與再現空間樣態,構成了-處日常生活的鬥爭場域’雇主

與移工雙方皆在其中展現權力的控制與抵抗‧

務移工利用商品＼科技與其他人群的跨國流動’幫助她們重構杜會空

來鬆動工作上的時間與空間的侷限＼經營跨越地理國度的人際網絡。

她們將火車站、公園等城市公共空間轉化為聚曹平台或暫時家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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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台灣雇王如此評論她請的外籍女傭:「我們家女傭並不完

美’誠責是她唯-的優點‧我們整天在外工作’把家和孩子都託付給

她’誠責和信任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 」在保母施虐、孩童綁架等犯

罪新聞頻頻佔據報紙首頁的當代台i彎社曹’很多雇主都像這位受訪者

-樣’掛念家中財物及孩子的安全’擔心外來者可能造成的威脅。她

們對「危險的外來者」的臺慮’更因僱用的是外籍勞工而強化‧弔詭

的是’雇主為T保護他們的「安全的避風港」’卻把自己的家轉化成

-處充滿紀律與監靦的場域‧雇主的勞動控制不僅止於移工的工作

表現,她們的私人生活與道德品性都受限於時間管理與空間監控的框

架下‧ 』

區隔、隱私﹑監視

日常生活的家庭空間布署確保了雇主與移工的地位區隔。在西方

傳統中’主僕隔離最明顯的空間安排就是樓上﹑樓下分住的模式.台

北和其他亞洲城市由於地少人稠’家戶空間多坪數不大’所以很少見

到獨立出入口及樓梯、室外廁所或傭人房等空間規畫.在這樣的緊密

居住空間中’∣霍主的空間控制手法,必須比完全隔離的模式更為細

緻’且時常對移工的隱私更具侵入l生‧
寸

有些雇主會界定明確的規則’清楚劃分家務移工可進出的領域‧

更常見的是’勞雇雙方發展出-種默契’知悉家人與女傭應如何以權

力不對等的方式使用共享的家戶空間.當我問雇主與-個非家庭成員

同住是否會不方便’他們常如此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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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可’因為她會做隱形人∣她一看人多 ’就會躲在廚房’躲在

陽台﹜讓客人看不到她’她是weⅡ﹣disciplined‧
這是客人釆的時俟’那扣袈是欣仍家人在肴電槐呢?

也是一樣’阿’她都躲在陽台’這真的是非常有教養的‧

琛在陽台喔?

我們∣湯台大大的,view又漂亮‧

住所的不同空間組成’在家庭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與意義.客

廳與餐廳是家人祉交之處’也是招待客人的前台區域。相對起來’

廚房與陽台被歸類為是家務幫傭活動的地方‧她在這些後台區域煮

飯、洗衣’日復-日操持家務‧此外’洗手間＼傭人房﹙如果她有的

話﹚、小孩房等’也是她較能使用的地方‧

很多移工被雇主要求和她們照顧的小孩或病人住在同-個房間’

以提供隨傳隨到的協助‧這樣的居住安排嚴重侵犯移工的隱私’並導

致∣青緒與勞動的剝削’如同以下兩位栘工所言:

我在這裡一點隱私也沒有‧月∣開始’他們不敲門就進房間’我可

能只穿著短褲或甚至內褲.〔有時候﹞我想要睡了 ’他們卻進房

她什麼時候醒來’我都妥跟著醒來.她需要什麼’我都得提供。

的廁所’沒人會用的刃∣﹩一間.打掃完那間廁所後’我常常坐在叨∣﹩

裡哭!我祈檮;「主啊’我想要回去菲律賓! 」

有些雇丰為了便於監靦或空間不足’要求移工睡在客廳的沙發床

上’或者睡在附有半透明紙門的和室裡﹙許多家庭要求移工起床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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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褥與私人用品收好’白天作為雇主家庭使用的休閒空間﹚‧為丁保

護隱私與安全’家務移工會試著將她們睡覺的開放空間「後台化」‧

例如’有個移工晚上曹在她的和室房掛上許多衣服’好讓紙門看起來

不那麼透明。另-個睡在客聽的移工在晚上會移動茶几的位置’擋在

她睡賢的沙發床旁暹’這樣如果半夜有人試圖靠近、侵犯她的私人領

域’她可以馬上察霓.

雇主的私人家庭領域如今成為充滿勞動監靦的工作場所‧孩子可

能澧受保母的虐待或忽略’是許多白天在外工作的雇主心頭縈繞不去

的擔慮.這些雇主通常依靠某些設備或代理人來進行監靦‧有些雇主

上班時,會不定時打電話回家’以此遙控監看家中情況’或者趁午飯

時間無預警地回家查看;有些拜託白天在家的家庭主婦鄰居幫忙看管

移工’或請託大樓或社區管理員禁止移工任意外出。更具侵犯性的監

靦方法’如偷偷在家裡安裝錄音機或攝影機’雖然在我訪談的對象中

不常見’但也並非沒有‧

最常見的狀況’是請小孩的砠父母來扮演監靦家務移工的代理

人‧有些雇主說’如果不是跟父母同住’他們是不敢僱用移工的‧典

型的說法是:「你把小孩留給－個陌生人’尤其是-個從國外來的陌

生人’怎麼可能放心呢?但以我的例子來說’我婆婆和我們同住,有

個人在家看著比較好‧ 」核心家庭的雇主可能拜託住在附近的砠父母

白天三不五時造訪家中’其他雇主則可能上班前將小孩和移工-起載

到砠父母家’下班後再接回‧

然而,在私密的家庭空間進行勞動監靦,對有些雇主來說’感霓

很尷尬或不自在’於是他們試圖加以掩飾’例如,他們會假裝突然回

家是因為「忘了東西」’砠父母則常用「想念孫子」為理由’前往靦察

移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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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怕她會變壞」

儘管家務移工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都獨自在家’但仍有-些機會可

以外出。她們經常因工作所需而到超市、醫院（照顧病人）、學校和

公園﹙接送與陪伴小孩）等地方.在台北市’傍晚拿垃圾出去丟’等

待垃圾車來臨之前’是另-個移工可以離開雇主家﹑遇見其他移工鄰

居的機會‧這些地方都是她們可以稍事喘息、遠離雇主’並與同鄉連

絡的後台區域‧然而’雇主對移工的監控並不只止於家庭空間’也延

伸到移工外出的空間‧

如第-章所述’勞委會極度關切外籍勞工的「逃跑」問題,而雇

主也會因為移工的行蹤不明而付上相當代價﹙導致配額凍結）。許多

雇主因此把防止移工逃跑靦為管理重點’而衍生若干控制手段.例

如,許多雇主或仲介業者會在移工停留台灣期間扣留他們的護照’儘

管這樣的行為已被勞委會明文禁止並處以罰鍰。〕此外’大部分的仲

介業者都建議雇主不要讓移工在週日休假’尤其是契約剛開始的前三

個月或六個月.有些雇丰則要求移工把休假日排在非週日的時候’以

避免他們與其他移工走得太近‧

雇干幣樺移工最極端的方式’是不給她們家中鑰匙或不允許她們

擅自離開住所‧多數雇主採用較隱晦的方式來監控移工的行蹤‧有些

會在移工休假時,檢查她們的房問或個人物品’看看有無任何不尋常

的蛛絲馬跡顯示移工會逃跑;有些會向電話公司索取移工的電話帳單

明細,以便多了解移工的社交連帶‧當這些雇主對我描述這些行為

時’看起來都不太好意思’但仍強調自己是移工在台灣的監護人’以

此台理化對她們隱私的侵犯‧「我們不是侵犯’我們只是關’〔」﹨ 。」-

名雇主如此說.

許多移工被雇主要求在週日加班工作’在有些個案裡’是因為需

要持績照顧新生嬰兒或病人’然而’也有許多雇王如此要求是基於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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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理由.淑華解釋說:「我們不介意付她加班費.我們只是不想讓

她出去’和太多朋友鬼混。待在家裡比較好,不做事也沒關係‧ 」台

灣雇主間普遍認為’讓移工休假-定會導致負面的影響:「我們怕她

-旦去教堂和其他菲傭交往’會變壞‧ 」「我們在契約裡特別註明不

放假‧我們怕她們-去教堂會被汙染‧ 」

雇主所說的「變壤」和「被汙染」’究竟意謂著什麼?為什麼連教

堂這樣的砷聖地’都被雇主貼上汙染源的標籤?在這些被理解為可能

的威脅的背後’雇主頁正／D懸的重點為何?

我認為’雇主限制移工行動的首要目的’是讓他們與被認為是危

險來源的移工祉群保持距離。在台灣’天主教堂和多隸羼教會的非政

府組織是提供移工法律資訊與協助的主要管道‧ i移工在週日彌撒及

之後的聚曹中’會互給建議、交換策略‧雇主擔憂移工社群帶來「汙

染」’其貫怕的是’移工曹比較彼此的工作環境’逐漸察覺到自身的

權利,而∣董得跟雇主爭權議價‧

許多雇主心懸的另-個煩惱是’移工放假後會交男朋友而可能

「變壞」.我訪問的不少移工都有親身經驗,例如:「我家女主人老問

我在教堂有沒有和其他男人見面」’或「他們不喜歡我每個星期天都

出去’因為他們怕我做壞事‧ 」這些雇主認為’他們的外籍女傭和

移工男友約會是-種道德墮落的行為’可能導致∣霎孕或「逃跑」的後

果‧由於先前發生過移工和男友聯手犯罪的新聞事件’有些雇丰扣擔

∣L! ﹑害怕移工交男朋友和綁架、搶劫的可能關聯.,

男友時,她立刻中止契約、把該名移工遣返。她認為自己處於-個兩

難處境,-方面要尊重移工的個人權利’另-方面要撫平自己對小孩

安全的焦慮。訪談時’她告訴我;「我知道她有權利去約曹’我們也

許不該限制她’我先生也是這樣跟我說….….」低頭陷入幾秒鐘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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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她抬起頭為自己愛子切深的行為辯護:「可是我真的很害∣日、很

擔心我兒子,他就睡在女傭旁邊的房間‧你知道嗎?我每天晚上都醒

來好幾次’跑去我兒子房問看’擔心他是不是已經不見了。」

除了「不准約會」的規定之外’家務移工通常也被禁止在雇主家

裡接待訪客或在朋友家過夜,即便是休假時‧女性家務移工所受的規

訃∣∣’和父權家庭對女兒行為的監控其貫極為相似。在雇主眼裡﹙尤其

是女雇主﹚’女∣∣生移工可能會勾引男∣∣生或製造麻煩’這些擔慮台理化

了他們對女性移工的道德控制’甚至是隱私的侵犯‧痘些牢間監控策

略強化了家務移工在家庭生活中的附屬地位’並且鞏固了族群和性別

的道德界線。

週日的後台領域

如同灰姑娘從後母家的廚房角落’換裝走進霓虹閃爍的舞池,家

務移工翻轉她們的角色’穿越工作日及休假天所形成的前／後台界

線。家務勞工的工作前台,發生於週-到週六’座落在雇干的家中,

她們的言行舉止必須符應觀眾﹙雇主﹚對於外籍女傭的期待’展現謙

卑、服從及自我節制的-面。相對於此’放假外出的星期日構成了她

們生活中的後台’可以暫時離開雇主觀眾的目光／監靦之外‧

跟中山北路、台北火車站類似的外勞集結的「週末聚落」

﹙wcckendenclave）’也出現在亞洲其他地主國’如新加坡的Lucky

Plaza 、香港的中環‧新加坡地理學者BrcndaYeoh及ShirlenaHuang

（l998）靦它們為移工的「對抗空間」（coun﹝er﹣spaces﹚。對於寄宿於雇

主家的家務移工而言’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定有著複雜交替的關係:

她們所寄宿的私人家戶’成為充滿監控窺靦的前台、個人隱私經常受

到侵犯的工作場域;而很諷刺地’在星期天,如火車站及公園這種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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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雇主家的公共空間’反而能夠保障她們較多的隱私及個人自由.公

共空間的後台’讓她們能夠展現不同於女傭的形象’並在同鄉的祉群

中獲得集體歸屬l就以及自主的空間‧

灰姑娘出門去

能夠放假外出的菲律賓家務移工’通常是這樣渡過了-個星期

天:大清早’可能在趕著為雇主做完早餐之後’她們和朋友相約在教

堂-起參加彌撒.之後她們到菲律賓首都銀行匯款回家﹑或是中山北

路上菲僑經營的小型貨運公司託運要寄給家人的錢或禮物.午餐在菲

律賓小吃店打牙祭’或是帶著自製的家鄉食物在公園野餐。飯後’有

的人參加教堂舉辦的查經班、台唱圄、球隊練習,或只是在教堂院子

裡聯誼聊天‧其他人則去逛街購物、在觀光景點照相,或是到以菲籍

移工為主要顧客的卡拉OK和迪斯可舞廳‧有幾家舞廳甚至提供免費

的公車服務,直接接送她們往返教堂及舞廳之間。這些活動之後剩餘

的時間裡’除了打電話給菲律賓的家人外’她們三兩聚在美式速食店

或群坐在台北車站∣｛I勺地板上’消磨最後的自由時光。

休息日的打扮是她們穿梭於前後台之間轉換身分的鮮明象徵‧雖

然在台灣很少有雇主如同-些白人或香港雇主’要求他們的家庭幫傭

穿制服工作’‘台灣仲介或雇主給予夕∣籍女傭的工作規貝∣l中’通常會

規定工作時不可以化妝、戴首飾、塗指甲油’或擦香水.許多栘工也

有意識地在工作時「裝醜」’大部分穿著簡單的T!IⅢ唧「∣k及膝短褲或寬

鬆長褲‧如此低調素樸的穿著打扮’彰顯卑下的女﹛庸地位’也l墜抑女

性移工的女人味’以免女主人感到威脅’擔心男主人外遇‧

當家務移工星期天出門時’她們離開了雇主的管轄範圍’也遠

褲’戴上閃亮的金項鍊﹑搖曳的賣石耳環’踩著高跟鞋’再刷上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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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擦上口紅和指甲油‧透過這些有形的裝飾’她們妝扮出-個截然

不同於在僱主家工作的形象’將自己投射成為-個都會、時尚的異性

戀女性形象。7這樣-種有流行感與女人味的造型’是對於女傭與女

主人的角色翻轉。她們經常用這種說法戲譫地讚美朋友的打扮:「YOu

looklikeourmadam!（你看起來好像我們老闆娘! ﹚」

除了裝扮形象上的差異’家務移工在星期天的後台活動,也和他

們工作時的謙卑表演呈現了戲矇∣Ⅱ生的落差.平日她們只能配合雇主的

飲食偏好’沒有烹煮自己喜歡的食物的自主權,多數人必須在廚房孤

零零地進食’有些人因為僱主吝嗇於提供充分的食物種類或份量而挨

餓’有些人甚至被迫要接受僱主出外用餐帶回來的剩菜剩飯而感賢屈

辱‧星期天則成她們享受盛宴的-天’栘工們可以結夥成群在小吃店

自由購買家鄉食物來滿足她們思鄉的腸胃‧透過假日的飲食行為,她

們得以重建在工作中被抹煞的個人自主∣生’以及集體性的族群認同。

圖七在公園野餐的印尼女性栘工。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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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雇主會把穿舊的衣服、用過的玩具當作「禮物」送給雇主眼

中為貧窮所困的外籍女傭’這些二手貨就算陳舊不責用’家務移工礙

於雇主權威也不能加以回絕（RoⅡins l985;Romcrol992）.相對於此,

星期天的消費活動則是讓她們在後台自我培力的-種方法‧雖然在台

灣購物消費並不比菲律賓便宜’但逛街購物為她們帶來-種自主的

尊嚴﹨∣L理上的滿足感’也變成-種女∣∣生經濟獨立的佐證。例如’

Maria在來台灣工作之前’在菲律賓是全職的家庭主婦’訪問時’她

-面用手撥弄著耳上懸掛的金耳環,-面向我解釋出國工作的收益與

成本:「在國外工作很困難,但你賺到很多錢‧現在我可以買我自己

想要的東西‧在菲律賓’要靠我丈夫的薪水,而且也不夠買我現在有

的東西‧ 」

此外’相對於平常孤立隔離的工作狀況’星期天成為栘工社群集

聚的時機場合’她們得以交換有關勞工權益的政令資訊﹨或是E∣常生

活中的抵抗策略’更重要的是’她們提供’∣青感上的相互支援’伏在彼

此的肩頭上哭泣,或相互椰榆「身為女傭」而開∣襄大笑。當我和-群

菲律賓女人在星期天的公園野餐時’NoI.a對我和其他人開玩笑:「我

以前不會跳舞∣喔。但我開始當家務幫慵以後’我放假叵l至∣I菲律賓’我

妹妹說﹜『哇’你現在懂得怎麼跳舞了。』」然後No!.a誇張地搖著屁股

模仿拖地的動作’「因為我每天做這個’肚子都沒有贅肉了!」

路人可以輕易辨識出栘工週日聚曹時的嘉年華氣氛.她們唱歌、

跳舞、分享食物’偶爾喝點小酒、抽根煙’將公園及其他公共空間轉

化為野餐地點與節慶場所.這些休閒活動不僅脫離丁日常工作’也與

她們在故鄉時的生活不∣甘l ‧海外生活的自主性’讓女性栘工得以擺脫

家鄉村落的父母控制與保守規範‧此外’週日宛如嘉年華的聚會活動

也創造了烏托邦時刻’讓移工可以暫時逃離工作時的壓迫關係.8跳

舞時的身體擺動尤其能幫助移工釋放∣青緒壓力‧-位印尼移工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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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年到台灣時,她幾乎每次休假都泡在迪斯可舞廳’因為:

「我不開心’去跳舞’我通通忘記‧ 」

後台區域的界線不只藉由地理空間來區隔’也透過時間來界定‧

大部分僱主曹明訂外籍幫傭的收假時間’「宵禁」的時間從五點到九

點不等。移工們通常都在外面撐到最後-刻才願意回雇主家’即使是

在附近打公共電話給朋友也好。

某個星期天傍晚’Claudia和我坐在人行道的椅子上消磨她宵禁

前的最後-小時‧我揉著整日在城市中閒逛後酸痛不已的腿’喃喃

地說:「喔’你們責在有夠丁不起‧每次我跟你們出來’我總是累攤

了‧我不敢相信你們早上六點就出門’直到回去的前-刻卻還是這樣

精力充沛! 」Claudia回答我:「你知道責∣青是什麼?我們很累’但是

當你想到你必須要再等六天或者更多天才能見到這些朋友’你不想回

去!所以你盡∣青地玩!你不再感到累!就像是灰姑娘-樣。明天’你

要回到另-種生活! 」

就像灰姑娘的四輪馬車,在午夜鐘響後會變成南瓜’舞會裡的公

主只能回到廚房裡’與掃帚共舞‧移工在週日嘉年華的尾聲’也必須

卸下化妝﹑關上行動電話’脫下時髦的衣服’換回屈卑的圍裙.

後台的語言抵抗

跨國灰姑娘常進行的另-個後台活動是聊雇主的八卦。平常,她

們必須讚美雇主、假裝愚笨‧但-到週日,她們曹交換雇主的有趣糢

事、揭露家庭秘密’例如’洗衣服時在男主人的襯衫口袋找到-個保

某﹛估∣星期天’在台北美術館旁邊的公園裡’我跟移工們照例席地

野餐’不時有路過的台灣遊客不解地盯著我們看.-位菲律賓移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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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Pricdricc你們說炒飯’對吧?」我點頭’她隨即驕傲地跟她的同

胞宣布:「我們菲律賓人吃炒飯當早餐’但我的雇主吃炒飯當晚餐‧

他們不是說我們菲律賓很窮嗎?可是我們吃的是真正的晚餐’不是

炒飯!哼’台灣人還資得他們是什麼祉會名流（soCiaIites）?」在另外

-次的菲勞聚會裡’〕udy談論她的雇主:「台灣男人不好’有些很嗯

心,我的老闆吃檳榔’他總是把檳榔汁吐在地上! 」她模仿他吐的樣

子’大家都笑了。

RinaCohcn（ l99l;204）指出集體八卦與玩笑在這樣的脈絡中所具

有的潛在政治意涵:

笑話跟笑聲對個人而言不只是紆解緊張的機制,也是允許參與者

重新詮釋經驗、分享彼此確認﹙reassuring﹚的溝通,並且提供凝

聚力和支持’把個人經驗轉化為集體經驗。

藉由八卦雇主’家務移工將自己從備受監靦的客體重新定位成行

動主體。她們在嘲笑﹑批評中暫時翻轉了階級位置’宣稱自己成為比

雇主還優越的評鑑者.前面已經提過’具有大專學歷的菲律賓移工的

英文能力比許多台灣雇主好’這個狀況讓嘲弄雇主的英文’成為菲律

賓移工之間常見的-個八卦主題‧ ,

某個星期日’幾位先前在新加坡工作過的菲勞’與我∣∣庸∣賴地坐在

大安公園的草地上閒聊’她們聊到跟雇主用英文溝通的∣∣青況:

Grace :我覺得在這裡﹝台灣﹞說英丈比較自在。

Car【ita :在新加坡’他們會糾正我們的英丈’因為他們學的是英

式英丈’我們學的是美式英丈,跟這裡比較係.在新加

坡,他們不說v亂sc跟God〔用美國腔﹞‧他們說vahsc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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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hd〔誇張的英國腔〕。

作者:他們認為妳的英語是鍰諜的?

CarIita :是叨阿’他們認為我們是錯誤的,而且我們應該用他們的

方式說‧

作者:所以當妳說’欽覺篠在這裡詭英丈比狡旬在.是因為這裡

忖英丈跛〃鴕肘比跤簇’遠走因為這裡紂人英丈訖得比妳

燜?

Grace :當然足第二個原因囉〔笑〕.

Ca『Ii﹝a :我的雇主說:「’阿’妳的英丈說得很好」‧我∣u裡想「才

不咧’我的英丈不怎麼樣. 」他們要我說慢一點’但我

覺得我己經說得很慢了 !

Gl.ace :我雇主的朋友也對她說’「’∣可’有個人免簪教妳英丈真

妤! 」

幾個主要的亞洲地主國’包括香港﹑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都曾

是大英國協的-部分‧即便在後殖民時代’英式英文於這些社會仍有

強大的影響力‧ l965年獨立成國的新加坡’由於政治菁英多有留英背

景,加上避免國內種族衝突的考量’教育上推動雙語政策’尊英文為

共通語言’靦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為地方語言’直到l979年後才

開始推動「講華語運動」（洪鐮德2002）。在獨立後成長的新加坡人’

特別是中產階級’不論在正式場台與家庭生活中都普遍使用英文,或

是混雜-些馬來話、幅建話與廣東話字彙的新加坡式英文（Singlish）‧
在香港,雖然大部分的香港人說廣東話,但在l997年回歸中國之前’

英文是官方語言’也是各級教育使用的主要語言（Crystal l997）‧
如同上面的對話顯現的,新加坡雇主對於什麼是「正確」腔調或

「標準」英文抱著既定看法’就是英國腔‧這樣的看法反映出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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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慣習﹙linguistichabitus﹚的內化’即使他們說的其責是承襲英國腔

調的新加坡式英文‧然而透過這個方式.新加坡雇主建立了他們的權

威’堅持他們語言展演的侵越與正當性,遠勝過於菲律賓人的「錯誤

發音」（帶菲律賓腔的美語）。

在台i蠻’英文並非通用的語言’這樣的情形使得這項語言資本的

價值相對增值’並且擴大了跨國雇傭關係中環繞著英文所進行的象徵

鬥爭的灰色地帶‧有些菲傭基於他們較善於展演英文--種他們認

為更有經濟價值、更受文化認可的語言-而取得相對於台灣雇主的

文化優越感‧而當他們接受了這個全球語言的象徵霸權的同時,他們

也會貶低其他語言’如同他們的雇主貶低菲律賓方言-樣‧

我在教會義務教授的中文課裡包含了閩南語的-些基本字彙’以

便利她們照顧老人與日常生活中的方言使用‧有些菲律賓學員跟我抱

怨閩南語很難學‧HcIcn更直率的說: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裡的人不說英丈?那些百貨公旨】的小姐長

得又漂亮穿得又時髦’但她們一點英丈都不會說!我不知道她們

在學校學些什麼?她們浪費她們的時間,然後瑰在我們要浪費我
＝

們的時間來孿這佃蠢語言!

另外-位菲律賓大學畢業生’Suzanna ’在斗六小鎮的台灣家庭

工作‧我在當地訪問她時’她對學閩南語表達了類似的抱怨:

他們╴要我教他們的小孩英丈,但我必須先學合語.他們說如呆我

不學台語’我仍然是個笨蛋’即使足個大學畢業生..….你不要跟

應該去加拿大,我不想學台語﹑大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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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常見的是’菲傭經常椰榆台灣雇主的爛英文跟口音’以此象徵

性地反抗台灣雇主的權威’如以下幾個例子:

有一天他們〔雇主﹞出去要我自己看家。他們從外面打電話給

我:「】amic’yougosleep｛irst.Don’twait｛b!.us“WbwiⅡcomchome

clcvcnYEARS.﹝cleveno’clock﹞﹙妳先去睡,不用等我們’我們會

在十一年後〔意指十一點﹞回家﹚。」我緊張地在’電諾裡大叫:

「Elevenyca『s?But I,mbereonMbrt｝lrccycars!﹙十一年?但我的契

約只有三年II∣; ! ﹚」

我的雇主從辦公室打’電話給我說:「Luisa’twcIvehours’dontfbrge﹝

toeatmyc｝1ildrcn!（Luisa ’ -∣﹣二個小時’別忘了吃我的小孩﹚ ! 」

她賢∣祭上的意思是說:「Luisa’twclveo,clock,don,t｛brgc【tofbed

mychildrCn!（＋二點’別忘了餵我的小孩! ）」〔笑〕

我的犬啊’妳有糾正她嗎?

沒,我的雇主不喜歡被糾正。所以我只回答:「別擔∣uI我己經

吃了妳的小孩了∣」

這些笑話蘊涵了關於工作內容、勞動條件及勞雇互動等豐富訊

息。當菲律賓移工與同伴分享這些笑話時’她們從勞動者的觀點重新

詮釋了工作經驗’並呈現了-個大不同於雇主指派的工作腳本的對抗

論述甚至行動‧許多移工嘲笑雇主下達指令的方式’例如: 「divorce

〔dMdc﹞tbcchickcnandp『y〔fTy﹞i﹝whcnoiI isdancmg〔boiling﹞（當油跳

舞〔滾〕的時候’把雞肉離婚﹝分開﹞並打聽〔炸﹞它﹚」‧另-個常見的

話題是當雇主無法使用正確的英文來下指令時造成的誤解。例如’-

個雇主要求她的女傭去「丟（〔hrow﹚信」〔意指拿信去郵筒寄﹞’而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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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非常盡職地把信都丟到垃圾桶去。

某種程度上’這些笑話可以暫時的翻轉雇主與勞工’或本地人與

移工之間的支配與從屬關係﹙Cons〔ablel997a: l76）。然而’交換笑話

與笑聲的行為仍多隱藏在移工週日的後台活動中.在前台,她們仍必

須表演謙卑與遵從工作紀律’謹l真地抑制或掩飾她們對雇主的挑戰與

反抗。她們有意識地避免糾正雇主的英文’以防被解約遣返。Vnncssa

聊到Carina這位被老闆解聘的直率朋友時’提到自己的策略是「從不

與老闆吵架」:

妳記得Carina嗎?她喜歡跟她的雇主爭辯。她糾正她雇主的英丈‧

我跟她說,不論他們說什麼’妳接受就是了!不蛉糾正他們!他

們說,妳「丟﹣∣﹦」湯’他們指的是「把湯放下」。Carina跟他們說:

「太太’不對喔.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喜歡她!千蕊不妥眼妳的

雇主爭辯!他們不﹣喜歡妳處於比較高的地位‧我知道很多事’這

些但我從來不在雇主面前秀幽來‧我只鞠躬和點頭’說Ybs跟No.

灰姑娘的行動電話

在描述跨國灰姑娘的前、後台雙重生活後’接下來我將檢靦家

務移工如何使用行動電話來對抗地理限制。行動電話作為-種跨越

空間藩籬、方便人們同步溝通的無線科技’為使用者創造T-種「時

空的同時∣生」感’這正是全球現代性的鮮明特徵之-（Pcr〔icnaetal.

2002）。手機這項科技-向被賦予信息傳遞無遠弗屆、隨時隨地自由

流動的形象‧然而’手機訊號雖然可以超越地理的疆域’谷∣﹞未必能跨

過權力的界線.科技造成的時空壓縮效果’仍然被祉會權力的幾何學

所中介。以下’我們將看到科技如何可能成為權力控制的媒介’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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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弱勢者生存與反抗的空間‧

2002年秋’我開始第二階段的田野工作時,驚訝地目睹行動電

話在移工間的高度普及‧ I0今日’全世界的行動電話使用數目已超

過電話﹙Accountancy2003）.台灣是這項科技革命的先∣驅者之-’行

動電話的擁有率全球最高。I I移工也不自外於這股快速擴張的行動電

話風潮。這項枓技產品的「行動」特質呼應了家務移工跨國度的流動

性’但也和她們被禁錮在雇主家中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

在-定程度上’行動電話能讓人們在溝通時不受賣際距離及空

間固著的限制.然而’行動資訊科技彰顯丁地理學家DorccnMasscy

（l994）所形容的「時空壓縮的權力幾何學」 科技進步所造成的時

空壓縮效果,並非同質普及’不同的群體與個人,因為社會位置的差

異’能夠運用時空壓縮以進行跨國遷移與連結的機會也大不相同。

圖／﹨兩位印尼移工在週日的台北火車站。作者攝



第五章灰姑娘的前後台 ﹁
／

巾
O

7
﹄

家務移工使用行動電話的方式’突顯了她們的階級位置與公民身

分的特殊∣生’呈現出身為住家幫﹛庸與弱勢栘工對時空關係的特殊體

o酴
” 行動電話可

╴

以幫助她們削弱或抵抗勞動控制’但它也可能變成雇主監控的工具

無線科技甚至創造了-個虛擬交友世界’讓移工建立網絡、維繫家庭

連帶’或追求愛∣青緣分.

隱私空間的角力

有些栘工是在雇丰的允許甚至鼓勵下使用行動電話‧此舉可以方

便雇丰在移工外出辦事﹑接小孩時’即時連絡與溝通。也有些雇主是

為T避免移工使用家中電話’以防接到昂貴的國際電話費帳單’偏好

移工使用分開的電話號碼’因為陌生人的來電代表了-種越侵親密界

線＼破壞家庭隱私的打擾‧

但也有些移工被禁止擁有或使用行動電話。雇主不允許她們工作

時打或接電話‧有位移工引述她雇主的話: 「為什麼你要講電話?你

-講’就不工作T。」雖然家務移工長時間在家工作’有些雇主仍擔

心她們會偷∣賴‧講電話,或「玩電話」﹙根據-位受訪雇主的說法） ’

被雇主認為可能讓幫傭工作分IL﹨‧在-些例子中, l罷主甚至派小孩當

眼線:如果外籍保母在白天使用電話’小孩就會向父母報告‧

雇主也可能因為勞動控制的理由而禁止移工使用行動電話。例

如’他們試∣冒∣阻礙移工與其他移工連繫’∣∣襄疑移工會彼此交換與自身

權利有關的資訊’增加「逃跑」的機率‧易言之’雇主認為電子通訊

會妨礙他們維持移工在地理上的固著性.諷刺的是,有些雇主也基於

同樣理由允許栘工使用行動電話‧他們不想讓移工使用公共電話’是

因為l日她們藉此理由外出’責則「和男孩勾搭」或「與鄰居閒混」。

儘管遭到雇王反對’許多外勞偷偷地使用手機‧她們只在I晚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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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或調成無聲、振動模式。這是移工為了保護隱私不被雇主侵犯而

偷偷構築的「手機後台」。對那些受雇主嚴密控制（沒有休假﹑不能外

出﹚的移工而言’行動電話是他們唯-能與外界接觸的管道‧在經過

-整天漫長的工作後’與家人或同鄉的交談’朋友傳來的短詩、笑話

或圖案’幫助她們紆解疲累與寂寞‧但是,她﹛∣Ⅱl經常必須縮在被窩裡

低聲說話,擔心雇主發現’或是伯吵到同住-房的小孩或病人.

某些例子中l行動電話成為監控移工動向的工具‧有些雇主會借

行動電話給移工’以掌握移工在外的行蹤‧雇主的來電於是成為-種

對移工私領域的侵犯’在她們﹙休假外出時﹚的後台創造了-個與工

作相關的「手機前台」。移工有時在週日會接到雇主以小孩或老人為

理由要求她們早點回家的電話.有些移工為了避免額外的工作而選擇

不將電話號碼告訴雇主.當雇主問如何連絡她們時’她們只淡淡地回

答:「不用麻煩了’我常換號碼。」

預付卡與簡訊

栘工使用行動電話的方式在許多方面都和台灣人有不同之處。第

-’移工通常使用預付卡’而非按月付費的門號。這是因為台灣的電

信業者多要求外國籍申請者提供-名台灣公民作為擔保人’或是支付

台幣2000到3000元的保證金.這對受雇於企業或學校的外籍專業栘

工或教師而言’問題不大’他們容易得到公司或同事的擔保（許偉晉

2003）‧然而’很少有家庭或工廠雇主願意為低階移工背書,他們在

沒有人脈與金脈的狀況下’別無選擇只得使用費率較貴的預付卡‧

台灣媒體巳創造了「外勞卡」這個新詞來形容外籍契約工普遍使

用預付卡的∣青形‧警察單位則擔心有些台灣人會利用外勞的個人資料

申請行動電話門號,然後用於犯罪之途’因為預付卡的門號紀錄難以

追蹤’不利警方調查。I』台灣的警政署長針對2005年發生的靜宜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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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綁架案曾這樣評論:「如果嫌犯不是使用『外勞卡』’我們可能可

以抓到人’受害者不-定會死‧ 」Ij這樁綁架事件發生後’購買預付

卡的規定對外籍人士變得更為嚴苛.I《這些規定不僅旨在預防行動電

話的使用淪為犯罪工具’迆匡腿嶝亟單色亟盤屆貿且愛王熨自窒
網的重要缺口。

「外勞卡」作為-種新的社會汙名,暴露出台灣社會潛在的對於

這群外來客工﹙以及他們難以追蹤的手機號碼）的不安與不信任’在

靜宜女生撕票案後’內政部決議要嚴格管制外國人使用易付卡（限於

兩張﹚’卻沒有正靦栘工所面對的社會箝制’以及他們對於訊息與溝

通的需求‧

第二’移工也常因昂貴的電話費率而經常使用簡訊﹙SMS）這種

較便宜的通訊服務。簡訊除丁花費低廉外’它也讓使用者可以等到方

便的時間再回覆來電。簡訊這種不打斷當下生活的特點對移工尤其

重要’因為存雇干靦野範圍內或工作時’她們通常是不准接行動電話

的‧具有不同步溝通功能的簡訊讓在前台工作的移工’能同時維持後

台的溝通。∣,她們可以開著行動電話但關掉鈴聲或改成震動’如此她

們便可隨時收到朋友的簡訊,稍後再行回覆‧

行動電話的使用者常因簡訊長度有限’而使用同音異義字、縮寫

或其他簡稱來節省空間和金錢。比方說’「ugoou﹝sndy?」是「Arcyou

golngoutthisSunday?」的簡述;「hapi2cu,gudnyt」意謂「Happytoscc

you.Goodnigh〔.」‧手機研究者已經注意到’青少年尤其曹自創只有

小團體能理解的俚語和新字（LingandY『m2002）’同樣地’移工也運

用既有的或發展新的語言代碼來便利與家人、朋友間的快速溝通。

這些「群體專蜃盟壺盲∣I貫習和fhi虛」（groupspeci占cIinguistichabi〔usand

codes）（Geser2004: l3）畫定了群體間的界線’並鞏固內部的認同感‧

我收到的栘工Ⅲl友寄來∣』I勺簡訊經常混台了英文、馬尼拉語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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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話﹙BahasaIndonesia）’及中文羅馬拼音‧例如’ 「i lustI2saⅡciccie’

sImat」的意思是「l iustwan﹝〔osa叭ciecic（中文『謝謝』的拼音）’jαk加α

（印尼語的謝謝）。」這種「語言混搭」的現象彰顯了她們跨越數個文化

領域的臨界﹙liminal﹚位置‧-開始收到這樣的簡訊時’我很難解出這

些代碼的意義’尤其對於她們即興式地將中文拼音化’但彼此都能明

確瞭解對方的訊息而感到驚訝。像這樣的中文拼音方式顯示出,對移

工來說’中文與其說是語言資本’更像是求生工具’幫助她們在異鄉

的日常生活中存活‧

圖九-間移工常云的商店,櫥窗上滿是預付卡的展示。作者攝

簡訊不僅促進個人間的溝通’更是-種可迅速、廣泛且便宜地傳

播公共資訊的工具（Lasen2002﹚.簡訊是孤單工作或沒有休假的家務

移工交換彼此訊息的-個重要平台’家鄉新聞及最新的台灣政府移工

政策,都是她們交換的資訊之-‧此外,夾帶笑話﹑短詩﹑相片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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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按鍵上的符號組成的連環訊息’也常在家務移工之間流傳。

移工們常藉由這些小創作及幽默的文字互相打氣’排解工作上的無聊

和寂寞。

近來-些事件已證明’簡訊具有以低成本發起集體行動的潛力.

舉例來說,200l年l月’菲律賓電靦報導當時的總統】oscphEstrada未

犯下賄賂和貢污罪’拜簡訊資訊傳播所賜’短短兩小時之內有20萬

人聚集馬尼拉街上’要求總統辭職‧ I6簡訊的集體動員能力在菲律賓

這個每天約寄出-億封簡訊的國家尤其明顯。I7旅居海外的菲律賓

移工更是頻繁的簡訊使用群.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期間,中束地

區的菲律賓大使館藉著這項電子通訊工具’和菲律賓社群保持連繫

（Asis2004: l4）‧在台灣’栘工間的集體政治行動雖有限,但簡訊的

交換仍替逐漸蓬勃發展的移工草根組織提供-個公共平台‧ Is移工會

員利用簡訊告知圉體集會的時間,並通知那些因工作而無法參與的人

未來的活動。

最後’對於資源匱乏的移工來說’手機提供T多重「I勺功能’可以

替代其他短缺的電子設備‧當雇主不允許移工使用收音機、電腦’或

她們缺乏這些物品時’她們便利用行動電話聽廣播節目或查收電子郵

件。有些行動電話內建相機’這個功能也讓移工可以在特殊場合拍攝

有用的相片。在200,年l月發生的飛盟外勞抗爭事件中’轉換到不

適切雇主的菲律賓栘工’利用手機中的相機功能拍攝工廠中惡劣的工

作環境’這些相片後來成為他們向勞委會爭取工作i∣!專換機會的重要證

據‧ I,輕便又多功能的行動電話是移工重要的日常科技與工具,讓他

們能在生活中掙脫空間限制、爭取更多的資源‧

消費現代性與遊牧親密關係

消費是表達自我與彰顯認同的重要媒介。購買行動電話這項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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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商品’對於想要展現消費能力的移工來說非常重要。輕薄＼

昂貴﹑新上市的行動電話最受移工歡迎。-位印尼移工解釋’囿於

同儕壓力’她們別無選擇’只能從眾消費:「印尼人的手機都是這麼

小的‧如果你買大的’大家會笑你: 『這是-隻鞋子啊?還是-個鬧

鐘?』所以-定要買小的‧ 」許多移工不只為自己也為家鄉的家人購

買行動電話。移工台約終止或放假回鄉時’最新款式的行動電話是她

們必送家人的禮物。

移工消費行動電話除了具有「炫耀∣生消費」（﹨／Cblcnl9l2／l994）的

象徵意義,也基於務貫的功能‧因為印尼和菲律賓的許多家庭都未

牽電話線’這兩個國家的行動電話市場成長非常快速‧在菲律賓,

擁有行動電話的人數有2200萬﹙總人□是8000萬）’但有線電話只有

670萬個號碼,而且其中只有-半的號碼被登記使用‧印尼使用行動

電話的人數光在2003年間就成長丁60qb ’2004年的使用者總數已超

過2000萬’佔總人口的9qb,根據市場預測’此數字在2008年會達到

6000萬.2l

雖然流離在外’跨國移工仍可藉由這項無線科技維繫「遊牧式的

親密關係」（nomadicintimacy﹚﹙Portunati200l﹚‧跨國家庭的情感連帶
建立在許多越洋電話及簡訊上’-些母親移工甚至每天傳簡訊給孩

子.根據-篇菲律賓當地的研究﹙Pcrtierrac﹝al2002﹚’-位妻子在香

港工作的菲律賓男∣∣生’每天早晚都會各接到-次妻子打來的電話’他

覺得「她就在旁邊-樣」。這篇研究發現’行動電話對跨國婚姻的維

縈有正面的影響’因為夫妻可以在電話中分享親密的時刻‧這種親密

關係有時可以透過圖像式的想像,例如’上述的移工妻子掛電話前喜

歡巨細靡還地引導丈夫進行想像的親吻,從頭親到腳.此外’行動電

話也讓跨國夫妻得以監靦彼此’預防外遇.

然而’便利的無線科技所費不貲.許多栘工的行動電話和簡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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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非常可觀。根據許偉晉（2004）的調查’移工使用預付卡的花費平

均每個月是台幣l637元’僅次於食物花費（台幣200l元）‧-些我認

識的移工甚至每個月花費近5000元在使用行動電話上’是每月薪水

的三分之-‧

移工建立「遊牧式親密關係」的對象’不只限於故鄉的家人或親

戚。有些人也用行動電話擴展人際網絡’尋找戀愛伴侶‧我認識的有

些印尼女性藉此尋覓到在馬來西亞、沙烏地阿拉伯等其他國家工作的

男朋友,也有些移工∣青侶經由朋友介紹而隔洋認識交往‧以海外移工

為目標群眾的雜誌也會刊登附行動電話號碼的個人廣告.我的-些移

工朋友也透過跨國電訊發展出遠距離的親密關係’有些甚至計畫等回

國見面以後’便商討結婚的可能‧

總結來說’行動電話科技帶來的便利溝通可以培力使用者’但解

放的可能性也受至∣l使用者的社會位置所中介。隨著自由、自主的增

加’個人所要擔負的責任也越大’也越可能將自己暴露於新形式的祉

會控制.Z』移工使用行動電話的方式﹙預付卡或簡訊）反映丁她們在客

國的邊緣處境’包括非公民地位及高壓的勞動條件‧雇主可能鼓勵’

或者禁止移工使用行動電話’但兩者的意圖皆在增強對於移工的勞動

控制;然而,移工也藉由行動電話的消費與使用’展現了能動∣生‧藉

由與移工同伴及遠方家人的隔空連繫’家務移工鬆動了她們在責際生

活中所澧遇的空間區隔與孤立處境‧

全球城市裡的邊緣客人

台灣的移工祉群沒有明確的空間界線’也不是-個全天候運作的

族群聚落‧他們的活動斷斷績績 週間沉寂’只有週日才有活動;

他們的成員來來去去∕大部分的移工並未住在活動地區裡,而是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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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時才以消費者的身分造訪。移工祉群的這些特質再次反映了’家務

移工在地主國政府與受雇家庭的強制規範下（只能在台灣短暫居留以

及必須和雇主同住）,如何以獨特的方式體驗時空關係。

即便有以上侷限,在台灣的移工’藉由砷職人員﹑東南亞華僑及

配偶等其他跨國移民的支持’仍蕾發展出自己的社群。透過人與商品

的流動’這些商業取向的聚落,滿足了契約移工所欲求的社會活動與

消費需求‧而來自不同國家的移工’通常在不同的地理空間中活動與

聚居。這樣的社群生態固然源於族群聚落的規模經濟,但也反映了移

工族群之間的市場競爭關係.下文中,我將介紹台北的菲律賓與印尼

移工迥然不同的社群空間’兩者皆展現了台灣祉會對於移工既納入又

排除的空間整合模式.

中山:充斥商業利基的宗教聖地

樸素的聖多幅天主教堂座落在台北的中山北路三段‧該教堂自

50年代美軍駐紮台灣起便提供英文彌撒的服務’附近的農安街上則

林立美式酒吧與餐廳’現仍是住在台灣的西方人經常造訪的地段。此

-地標象徵了台灣過往對於美國的政治與經濟依賴’以及當前與菲律

賓的跨國勞力輸入連帶。聖多幅教堂自90年代初即成為週日休假菲

律賓移工最常群聚的地點’為了因應日益增加的菲律賓信徒的需求’

這座教堂∣徐了英文彌撒外’現在也舉行馬尼拉語彌撒。根據菲律賓傳

教士的估計’每週日參加馬尼拉語彌撒的信徒至少有3000位。

教堂周圍的地區’被移工稱為Chungshan（「中山」的拼音）’移工

只要告訴不諳英語的計程車司機,要「去中∣」I拜拜」’便能l∣偵利達到

目的地‧此地也被台灣人暱稱為「小馬尼拉」及「菲律賓城」 ’菲律賓

文字出現在此區域的許多店鋪招牌’不論是雜貨店、餐館、卡拉OK

店﹑匯兌與貨物寄送等’隨處可見‧到了週日’大街上盡是台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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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商人叫賣各種商品’包括菲律賓報紙、雜誌、音樂CD、電影

DVD、羅曼史小說﹨衣服、內衣、金飾、化妝品、行李箱、床單﹑

打字機’甚至二手電腦等‧移工也可在這買到手工製的家鄉小吃.

在教堂後面的小巷’也有移工假日兼差發揮手藝’提供∣司鄉廉價的剪

髮﹑燙髮、修整指甲等服務。

在大街上交易可省下租金與稅金’但這種非正式經濟也有它的成

本與風險。由於街頭攤販在台北市是非法生意’巡邏警察的出現常令

移工心驚瞻跳（合法與非法皆然）‧因此’小巷中的小販與小吃攤在

近年來逐漸搬遷到鄰近的萬萬商場二樓。這座商場以往有許多店面閒

置乏人問津’自從湧進移工生意後’現已生氣勃勃.

:∣
■

『

I

』

圖十中山北路上的菲律寅商店與放假外出的移工。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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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生意被收納進正式經濟之後’文化資源受限且不能合法在外

工作的契約移工’難以進入商場開店做生意‧因此’Chungshan地區
的多數店面都是由華僑或嫁至台灣的東南亞女∣∣生（所謂的外籍配偶或

新移民﹚所經營管理‧這些台灣社會「內部的外來者」﹙ou〔sidcrwithin﹚

Zj ’透過跨國網絡進□貨物’替來來去去的客工重現了家鄉的生活方

式。有些店的老闆也利用移工擔任零售商品的下線’賣網路電話卡﹑

手機預付卡、多層次傳銷產品或批發牛仔褲給同鄉’成為移工賺取

額外收入的副業.

大部分的商場店面都只有週日或週末才營業。當店家的營業時間

如此短暫,他們該如何平衡店面租金與其他支出呢?其中-個解決之

道是提高食品與服務的售價’而移工們並不會因價錢高昂而卻步.

﹜essie是-家賣有中式與菲律賓風味料理的小吃店老闆’她在訪談中

說:「他們〔指移工﹞-個星期就只能吃這麼-次家鄉口味的食物’所

以根本不在乎要付多少錢。」店家平衡收支的另-∣固方法是與當地商

家結盟。例如’-些台灣人經營、只服務本地客人的早餐店在週日會

變身成菲律賓小吃店;還有-家菲律賓卡拉OK店’則是向當地的祉

區中心承租週日的場地。

透過仲介介紹嫁給台灣男人的﹜essie來台灣已十年有餘,拜近年

湧入的菲律賓栘工商機所賜’她的小吃店生意極為成功’也因這樣

的收入來源讓她羸得丈夫與公婆的肯定‧就如LiSaLaw（200l﹚指出

的’品嚐家常菜可以創造熟悉感,讓移工得以藉由味覺連結,想像

重回故土‧像】cssie這樣的婚姻移民在遷移的文化經濟學中舉足輕

重’因為食物是協商身分認同的重要標記（王志弘2006）;她們的

烹飪技巧與知識或許不受夫家賞識’卻對標記栘民祉群的文化差異

與族群認同大有貢獻‧ 』‘】essic雖已在台灣落地生根’但仍不時感覺

自己被台灣人看成外人’栘工顧客的陪伴讓她在異鄉得到一種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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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她說:「他們就像我的兄弟姊妹。每逢週日,我就好像回到我的

家鄉‧ 」

台灣生意人也察覺到移工的消費力所帶來的潛在可觀利潤。他們

將市場區隔等級’在不同時段或以不同商品來服務本地顧客與移工

消費者。佐丹奴、HangIbn等低價位的服務品牌已在此區開設暢貨中

心’每逢週日常舉行過季或瑕疵品的特價拍賣。-些迪斯可舞廳會將

週日下午這個鮮少受台灣人歡迎的時段’設定以菲律賓移工為主要客

群‧有些舞廳甚至提供免費巴士’載送移工從聖多幅教堂直達舞廳‧

同樣地,附近的賓館也針對移工∣∣青侶在週日下午推出特價的「休息」

房間。

對台灣人來說’中山北路三段是個以婚紗攝影聞名的商業地段。

聖多幅教堂不遠處即有許多展示了華麗婚紗禮服的商店櫥窗。台灣人

結婚前拍攝婚紗照很常見’這種儀式可讓準新娘體驗﹨享受宛如公主

般的華麗-天（李玉瑛l999）。Z,然而,美麗的新娘及象徵西方童話

故事成真的奢華婚禮’與形象被汙名化的東南亞移工不太相配。當地

商店與居民抱怨栘工帶來的噪音與混亂’幾度投書報紙’用激動的

言詞抗議外勞星期天的聚集’嚴重破壞了社區的生活品質和安全。26

他們也害怕「小馬尼拉」、「菲律賓城」等名號會拖累當地生意與地產

價值’尤其因為週日是婚紗拍照與房地產經紀最∣亡碌的日子（吳比娜

2003﹚。

菲律賓移工在中∣」∣區的集體現身改變了台北的消費文化地景’聖

多幅教堂不時配合菲律賓的節慶,舉辦花車遊行等活動’為台北街頭

添增多元文化的繽紛色彩‧移工利用購物來展現自身的消費能力’抵

抗工作時的卑微與無力感。本地的生意人為了賺更多的錢’張開雙手

歡迎這群客居消費者;華僑與新移民頭家則與他們的打工仔同鄉重

聚’在移民經濟中取得商業利基‧移工固然被消費資本主義接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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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成為低價商品與冷門時段服務的搶手顧客’然而,他們仍沒有被

台灣的公民祉會接納為其中的-員。如吳永毅﹙2007:4l）所言’移工

的週末聚會是-種集體化的「強迫出櫃」’邊緣族群被迫在公眾空間

展示秘密生活’卻也使他們的「他者性」被放大檢靦‧當地居民仍靦

移工為骯髒的種族他者’玷汙了奢華的白紗禮服,以及社區的中產階

級形象‧
╴

圖＋-菲律賓移工在中山北路聖多福教堂前的節慶遊行。作者攝

火車站:人流與綱絡的節點

由於穆斯林女∣生傳統上不被允許進入寺內祈檮,清真寺並未成為

以女性為大宗的台灣印尼栘工的活動中心’不若天主教堂-般’成為

菲律賓移工文化認同與政治動員的重要據點。相對起來’印尼家務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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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休假時的活動較分散、流動‧台北火車站遂成為印尼移工最主要的

聚集地點,是他們空間移動﹑人際網絡與活動串連的節點‧

台北車站是座現代化的六層樓建築’內含公共電話亭﹑廁所、商

店、美食街等公共設施.這座全棟空調的大樓為移工遮風擋雨,舒緩

他們在夏陽冬雨的台北生活的不適。他們通常就在-樓大廳席地而

坐’聊天﹑打盹、共享零食或家鄉食物’或閱讀從樓上商店買來的印

尼雜誌‧餓了’他們可以在印尼熟食店慰勞自己思鄉心切的胃;無聊

時’他們可以到地下街商場購物’或去附近街道上印尼華僑開設的小

型舞廳及卡拉OK吧殺時間。

在火車站活動的束南亞移工與台灣行人’被-條不可見但堅固的

界線所阻隔‧大部分的台灣人行色匆匆’趕著去買票或坐車’他們經

過大廳時’有意識地與群聚的移工保持距離’或是下意識地避免眼砷

上的接觸。l989年改建的台北車站’其設計原意是要打造-種流動

感’並預防無家可歸的遊民在此聚集﹙吳美瑤2004﹚。因此’燈火通

明、挑高寬闊的大廳並無設置任何座椅’等候區則設在地下樓（直到

近年來才在時刻表下放置幾排座椅）。建築師腦中的空間意象’卻因

集聚移工的即興使用而產生變化。台北車站成為移工的野餐地點與暫

時的避風港’根據-份2004年的調查’移工週日平均在此耗上六個

小時‧ Z7

當我和印尼移工坐在大廳地板上分享她們帶來的家鄉小吃時’

不時有路過的台灣人對我們投以嫌惡的眼胛‧Utami搖搖頭’向我說

明’她們試圖把車站大廳轉化為家中客廳’在此複製席坐的生活習

慣’以舒緩在異鄉的社會與文化疏離感:

合〉簪人覺得這樣不好’坐地板’很醜、很’腓。不管他’我們習慣

了。我們在印尼那邊’睡梵是地板＼看’雹祝是地板、吃束西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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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在這裡〔火車站﹞’我們吃印尼菜、說印尼話、買印尼東

西’好像我們在印尼’不是合灣‧

對孤立在雇主家工作的家務移工而言’火車站是-個重要的節

點’弓∣領他們進入流動的移工網絡.大部分的印尼移工-個月只休-

或兩天假’因此’她們的休假日末必和（人數有限的﹚朋友-樣‧許

多人試著在火車站交新朋友’以在休假日做伴。她們常在火車站和

「同學」﹙指由相同的仲介業者在印尼招募的移工,她們來台前曾在司∣∣

練中心共度數月時光）重逢’也曹利用牆壁上的數字（例如B20等註

記）’來將火車站冷冰冰的公共空間「地盤化」或「後台化」’標誌特定

角落為與朋友定期聚曹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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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印尼移工與作者（右數第≡位）在台北車站大廳野餐。

羅融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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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的公共空間的私人化’是兙會資源匱乏的祉會群體不得

不然的空間策略。然而’外勞星期天的「野餐」卻引起不少台灣民眾

的微詞‧-位台北市議員在台北車站對276名台灣旅客進行調查,其
╴

中有70％的人對星期天外勞製造的噪音和混亂感霓「嗯心」或感覺很

「壤」,有90％看待此-現象為「不良的次文化」’會破壞火車站作為

台北地標的現代形象‧ Zs

這樣的抱怨’與其說是基於公共衛生安全的考量’更多是因為移

工把台灣的公共空間「後台化」’所導致的不安與焦慮。-個台灣僱

主在訪問中描述,當他星期天早上搭著經過聖多幅教堂路線的公車時

說:「你相信嗎’那天我是公車上唯-台灣乘客!我感賢很怪’甚至

有點害伯!那時我真的∣∣霎疑究竟我身在哪裡?」如此恐懼感的浮現,

是因為多數者變成少數者’支配者的前台變成弱勢者的後台.換言

之’「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界線被入侵’並翻轉丁『自我』與『他者』的位

置。」（YEohandHuangl998: 593﹚‧
台北車站是-個城市交通的輻輳點’移工可在此搭捷運或公車到

台北各地旅遊‧它也是散居各城市的移工在週日的最佳聚會地點’他

們可利用火車輕鬆到達桃園﹑中壢等聚集大量工廠移工的鄰近縣市。

z,許多在台北工作的印尼移工幾乎每週日都搭火車到桃園（歷時四十

分鐘）’桃園於是成為火車站延伸出的另-個重要的移工聚落.除了

租金便宜外’另-個使桃園成為受移工歡迎的集會地的原因是’有許

多男性栘工在桃園工業區工作、居住.由於大部分來台的印尼人是女

性’因此在桃園常看到由泰國男性﹑印尼女性組台而成的l青侶’彼此

用有限的中文字彙溝通‧

如果你有機會拜訪桃園後火車站-帶’從大街上穿過地下道’你

便會發現自己置身與街上地景迥然不同的奇異之地’滿目所及是兜售

電話卡、行動電話配件﹑廉價玩具的小商店‧台灣政府長久以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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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靦桃園火車站後方這塊區域的開發’而今當地充斥許多三層樓的移

工商家:通常-樓是小吃店’二樓是卡拉OK吧’三樓是舞廳.走訪

該處的移工’可以享用沙嘐肉串、泰式炒米粉;還可以買到椰奶、蝦

餅’或在舞廳遇見戀愛伴侶;有些餐廳也提供播放泰國或印尼綜合新

聞及節目的衛星電靦。

桃園相對於台北縣市’是個比較不受國家發展計畫重靦的後台領

域‧首善之都台北是金融與服務業重鎮’桃園則深受缺水與空氣汙染

之苦。這座衛星城市也是製造業工廠自過度擁擠與昂貴的首都遷往他

處的首選‧移工的商業聚落從台北擴散至桃園’也是遵循類似的空間
一

分布模式‧移工聚落在桃園的區位甚至遠離主要的公共街道’換句話

說,巨麾趣蜓區盥災三≧﹣曼鼬興霆盪
印尼移工告訴我’她們在桃園活動時感受到的疏離、拒斥感沒有

像在台北市那樣強烈。在台北’印尼移工逛街的地點通常是火車站地

下街’少有人走出火車站’過馬路到對街五十二層樓高的新光三越百

貨‧有-個夏日午後’我和移工朋友從二二八公園走回火車站的路

建議大家穿過百貨公司。許多人面上’

露遲疑’表示從來不敢走進去,因為「害伯進去’那裡的東西-定很

貴.」有些膽子比較大、曾經進入該百貨公司的移工’感賢自己被銷

售人員看不起:「他們看到我們都不-樣啊‧他們會smile對你們台灣

人,歡迎光臨’這樣’對我們都不曹啊’他們都不-樣’霓得印尼人

是僱人、PoorpcopIe……台灣人看我都這樣子〔鄙靦狀﹞’幹嘛’我不

是垃圾,不是垃圾桶啦‧ 」

特別要說明的是,台北火車站的二樓之所以會成為栘工店家聚集

的空間’有著歷史的偶然。由於台鐵與金華百貨自l993年來發生租

約爭議’在爭訟期間’金華百貨不願遷出’台鐵也無法重新招商轉

租‧在這段過渡期間’移工商家方得以低廉租金進駐車站二樓。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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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高法院判金華百貨敗訴後’微風集圄取得地下-樓至二樓的空

間經營權。2007年l0月開張的二樓美食街’配台同年3月通車的高

鐵,以明亮奢華的時尚空間’提供中高價的中產階級消費。台北火車

站的空間已被重新改造、細’D管理‧在保全人員持績巡邏下’-樓大

廳不復見到栘工休憩的身影’移工的群聚空間已經被排擠到火車站外

的露天空間。

勞委會及-些地方政府都曾經提出管理外勞休閒生活的議案’如

規劃特定場所’遷移外勞到封閉﹜∣生較高的地方（吳挺鋒l9,7: l07﹚‧

其基本動機在於維持我群與他者的隔離’並侷限外勞的公共後台’

以維持有效的監控管理‧這類全面隔離的計畫從末付諸賣行’而招

募移工已有十多年歷史的台灣’已發展出-種「暹縫魍」」﹙malginal

mco〔poration）的空間模式。意即’台灣社會能接受移工的共存’只要

他們處於空間與祉曹的暹緣‧印尼移工週日活動的空間便彰顯了這樣

的「暹緣納入」:他們分享了火車站所帶來的舒適冷氣與交通便利’

但群聚的身影集中在大廳的角落或資本遣忘的暹陲;他們用平日的勞

動與假日的消費力為台灣的經濟發展提供貢獻’但他們只能在地下商

場翻撿折扣商品’而不敢走進象徵中產階級時尚的摩天樓百貨公司‧

跨越多國的旅程

除了經歷工作日﹑放假日的祉會空間作為前台與後台’跨國灰姑

娘粉墨登場的另-組前台與後台,是地主國／母國的空間區隔.家務

移工在第-組的前台中’面對雇主觀眾’扮演女傭‧置身第二組的前

台時’返鄉後的移工在親人、朋友、村民等觀眾面前’扮演的是凱旋

歸來的「海外英雄」角色,工作的黑暗面-艱苦﹑沮喪﹨疏離的經

驗 常隱藏在後台,只跟同在異鄉的移工們低聲∣頃訴。同樣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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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必須隔離前台與後台’不讓前台的觀眾看到她們在後台的情形’也

就是在台灣工作的責際狀況.不少家務移工（特別是地位向下流動的

菲律賓移工）甚至對故鄉的親朋好友隱瞞或模糊他們在台灣的工作∣∣冑

況‧有位受訪者說:

我在台北的街上遇到一個菲律賓的蕊∣﹩居.她是老師。她叫我不要

告訴其他人在台膂看到她。很多人甚至不告訴她們的家人禾口朋友

在台灣做什麼。他們不知道我們只是在洗碗和洗狗!

Manlou是-名二十九歲的菲律賓大學畢業生,來台灣幫﹛庸已經

五﹑六年.當我初次詢問她能否接受訪問時’她問我:「你之後會將

它刊登在報紙上嗎?上次有些記者來’想拍我的照片‧我說’不要、

不要‧我不想菲律賓的朋友看到我在台灣擦地板。 」幾週後,Marilou

跟我說,最近多接丁幾件「有氧運動」（acrobics ’菲律賓家務移工以

此代稱在雇主家以外的兼職清掃工作﹚’因為她要贊助高中母校舉辦

同學會’捐了l00元美金.我問她既然無法參加同學會’為何還要

捐錢。她回道:「他們要整建學校’到處找贊助‧OCWS（Ove【seas

ContractWOrkers海外契約移工）是最主要的募捐對象’因為我們在國

外工作’他們覺得我們賺的錢比較多,應該多捐-點‧ 」

移工除丁試著隱藏後台的黑暗面以維持出國工作的光彩’要在前

台扮演成功致富的海外英雄’最重要的劇碼是透過有形的物質消費’

來展現經濟能力以及社會地位的改變.改建水泥房子﹑購買現代家

電、讓小孩讀私立學校、擁有進口玩具’這些象徵現代性、全球性的

物質責踐’突顯出移工與其他從末出國的菲律賓鄉民的差別‧星期天

的中華路擠滿了前來購物的移工,DVD放映機是最受歡迎的產品之

-‧馬尼拉國際機場的行李運送帶’總是塞滿了跨國移工度假或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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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寄運的大型紙箱’許多台灣的家電行甚至號稱他們的產品在菲律賓

也可享有-年的保固期。

對於跨國移工而言’度假是脫離繁重工作﹑返鄉探望家人的難得

機曹’然而’短短的-兩個星期的假期’往往花費她們相當的金錢‧

有些移工甚至害∣∣∣日這樣的「大失血」,而放棄假期.打算回家度假的

栘工’通常數週前就要開始有計畫地準備給親朋好友的禮物或是現

金;由於返鄉的消息往往傳遍街坊’對於前來湊熱鬧的鄰居’栘工也

不能免俗失禮地送上台幣幾十塊的小禮物。Made】ine跟我解釋這樣的

送瞪行為責在是面臨社會壓力而身不由己:

你知道,別人想你在國外工作一定很有錢‧所以假如你沒有帶

錢回家,他們會笑你:「這算叨∣』們子出國?」你必須買田＼買房

子、開店做生意。〔無奈地聳聳肩〕這是菲律賓人的生活方式‧

海外移工的財力展示’經常是面對家鄉觀眾期待的不得已表演‧

除了返鄉度假要送禮’在國外工作時’也要面對來自母國的各式各樣

募款﹑借錢的要求’例如親戚小孩的學費﹨母校的募款’甚至是鄰居

的生日宴會‧面對這樣的請託’移工往往賢得很難全然拒絕’-方面

是有丟臉（losingfacc﹚的祉曹壓力’如果不能滿足這樣的財務需求’

意味著她們的海外淘金夢的失敗。

然而’返鄉的移工要在家中維持光鮮亮麗的生活風格並不容易.

】udy是年近三十的單身菲律賓女性’她對我解釋為什麼她的姊妹經

年在海外數個國家工作:「她們買了許多東西’車Ⅱ阿’家庭用品之類

的。〔然後〕他們在菲律賓很久都找不到工作’他們必須賣掉車‧他

們再次出國工作’然後再次借錢‧ 」〕udy認為這種不斷循環的遷移旅

程是無可避免的命運’因為:「待在菲律賓’你犧牲‧到台灣’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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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賺了錢’而且可以買任何你想要的東西‧你可以償錢回家、做生

意‧ 」然而’我問她到底有多少移工開始做生意,她的語調由明亮轉

為陰霾:「這我就不知道了‧ 」

「創業」（startingabusincss﹚是移工描述未來藍圖的常見說法’這

樣-種資本主義邏輯下的文化敘事’相當程度地影響她們對於自身階

級認同時序性的理解-暫時困於險灘的外籍幫傭’將轉換為未來衣

錦榮鄉的小頭家.所謂「創業」’通常指的是經營傳統的小商品生產

生意’例如﹞eepneys﹙吉普公車）30 、三輪車及小雜貨店。極少數的人

投資在較複雜的經濟活動’或是運用他們在海外工作所獲得的技術訃∣∣

練‧

人類學家Rau｝Pe【tier【a（l992﹚指出兩個因素來解釋返鄉移工（菲

律賓人稱呼他們為bα雌﹣勿α〃﹚’對小商品生產投資的偏好‧第-’這
些投資形式可以象徵地具現他們在經濟不發達的當地社會中的相對富

裕地位。第﹦l這些投資可以滿足家族成員期望共同分享或管理經濟

收益的需求.返鄉的女性勞工購買的吉普公車和三輪車’通常是由她

的兄弟或丈夫來駕駛‧β〃鏃﹣勿α〃J在返鄉之後通常沒有正式的工作,
或至少在剛返鄉的前幾個月會在家休息’以此彰顯出他們在地方上的

相對優越地位‧而她們立志創業的抱負經常隨著時間而磨損’因為他

們在國外工作存的錢逐漸被出國過程中的負債﹑親朋好友的借貸、以

及維持家中的生活及消費品消耗殆盡‧』I

2002年2月’結束田野工作兩年半後’我再次到菲律賓拜訪幾位

先前在台灣工作的移工朋友.她們大部分處於無業或等待出國工作機

會的l青況’也有-部分的人已經移居到香港、以色列及加拿大’繼績

海外家務勞工的生涯‧其中-位從菲律賓寫信給我’希望我能介紹在

在電子郵件中這樣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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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原本說不才丁算回去’但這是唯一諼我嫌錢的方法’我們

別無選擇只有走回老略‧假如你是一個在國外工作過的人’你會

很雞調整接受菲律賓的生活形態‧你不能接受在這裡的薪資。你

覺得錢太少了不習慣。然後誘惑就進入你的∣u裡-假如海外有

機會何不再出l蚓工作?

當海外勞工已習∣∣貫在地主國的薪資水平及生活形態後’他們通常

發現很難適應於菲律賓當地的微薄薪水‧而且’叵I到國內的勞動市

場’他們通常必須從基層開始’因為其人力資本的價值在長期出國

從事非技術或半技術的工作後已貶值‧MariIou是菲籍栘工口中的「ex﹣

Ihiwan」或「ex-abroad」’她以假名申請二度來台以規避台灣政府的單

次入境規定。j』當她的第二次合約頻臨結束時’她對於下-步該往哪

裡走感到傍徨:

妳要做什緙?妳會浮來台濘嗎?

不,我在合滯的經驗夠多了-五年了 !我的你主要我改名〔再

回來﹞‧我說我已經厭倦改名字.我擔lu簡我回家』∣﹩時候我會忘

記自己的名字〔笑〕!

所以蚱命留在菲笮霄?

也許吧’我真的不知道。﹝在菲律賓﹞我必須從旌層幹起。我想

到薪水就覺得很囤難’尤其當我己經習∣I賞這裡〔台灣﹞之後‧

不想歸零回到菲律賓的勞動市場’Marilou決定前往全球市場’

在不斷循環的遷移旅程中’多數人無法跳脫家務服務這個「職業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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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窟」（occupationaIghe﹝to）（GIcnnl986）’即便是透過「入住看護計

畫」﹙Live﹣inCarcgiverProgfam）到加拿大工作的移工’雖然在雇主家

工作24個月後就有權利申請長期居留’並從事其他的職業’但由於

她們在母國獲得的學歷與專業技能在加拿大不受認可’再加上種族歧

靦的因素,許多人在取得公民身分後仍然很難∣I頂利轉業,去技術化

（dcskilling﹚的移工故事在加拿大俯拾皆是.3‘

較常發生的向上流動’是在找尋下-個海外家務工作時’攀爬上

較為高階的地主國。亞洲家務移工的遷移目的地’可依薪資與勞動條

件的高低’區分成四種等級。最底層是中東國家’移工在當地所享的

人權與幅利最差’但仲介費用﹑進入門檻最低‧j,第二層包括馬來西
亞﹑新加坡等薪資略高於中東地區的國家。,6以上這兩層目的地吸引

的通常是經濟資本與教育程度有限的移工。此外’來自菲律賓民答那

峨島及印尼的穆斯林移工也常因宗教理由’選擇前往同為伊斯蘭文化

的中東及馬來西亞工作。第三層是台灣、香港等移工報四∣∣∣受最低工資

保護的地區.37到這兩個地方工作的移工通常先前已有海外工作的經

驗‧加拿大位於地主國地位階梯的最頂端’不僅因為家務移工在當地

的薪資最高﹞8 ’更重要的是’移工在兩年暫時性的工作居留後’在-

定的條件下,可以獲得申請移民的機會‧

移工對不同地主國的偏好主要是受到當地的薪資水平的影響’但

他們也考量該地仲介費用的高低’其額度通常與薪資成正比。地主國

的階序於是變成移工向上移動的階梯‧許多在台灣工作的外勞先前在

中東、新加坡或馬來西亞工作過;基於先前在海外工作經驗所累積的

資本’她們得以負擔來台灣的高額仲介費‧在台灣工作的同時,她們

也-邊存著錢’-邊尋找到更好的客國工作機曹。

第四章提到’為了提供子女更好的教育及物質生活’是許多移工

父母出國工作的主要動力.對這些跨國移工而言’階級流動的定義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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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本身的流動’而是代間的流動,小孩完成大學學業的那-天’

往往是她們遷栘旅程的終點‧四十歲的Shic】a是兩個孩子的媽’為丁

壽募兩個女兒的大學學費到國外工作.她打開皮夾裡的女兒照片’如

數家珍地告訴我她們的身高體重﹑交友生活‧她嘆了-口氣’苦笑著

說:「我的女兒明年要畢業了‧我非常驕傲。我是個女傭’但我女兒

將成為老師! 」

另-個移工媽媽Madclinc ’同樣是四十出頭,在菲律賓有兩個孩

子‧與丈夫分居不久後來到台灣’約滿前夕她離開雇主的家’變成

所謂「逃跑外勞」,為的只是能多留在台灣幾年’不用再非法更換名

字’以及支付昂貴的仲介費‧轉眼間’她已經離開孩子有六年之久’

訪談之際’她準備向警方「投降」、離開台i彎’好在6月回家參加女兒

的大學畢業典禮。她驕傲地告訴我:「我付錢讓女兒上大學‧她是我

最大的資產‧我能把我的女兒秀給別人看! 」然而’當我問到女兒畢

業後的計畫時’她這樣回答:「我喜歡台灣。也許我會帶女兒回來這

裡’〔她可以﹞在工廠工作‧ 」

如前述’跨國移工在親朋好友前,通常會選擇性地呈現出國工作

中較正面的經驗,如此-來也影響到她們的子女或兄弟姐妹對於出國

工作的文化想像’許多從而跟隨父母或兄姐的腳步’前赴海外這個想

像中的機曹之地。弔詭的結果是’Madeline這幾年在國外工作累積的

「最大資產」-她的女兒-可能也即將成為未來的跨國移工。

移工常認為海外工作只是舒緩經濟困難的暫時解決之道,期待能

夠帶來她們在未來或是下-代的階級流動.她們常想像在乏味的海外

工作後’可以創業成功’甚至夢想返鄉後能「風水輪流轉」’有專屬

的家務幫傭隨伺在旁（Parrehas200l）。但事責上’不是所有灰姑娘的

童話故事都有幸幅結局.只有少數人能在短期間內I∣偵利脫離遷移的惡

性循環,多數人仍滯留在不同地主國間循環流動﹩而移工的經驗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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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生涯選擇也有相當的影響’結果經常在世代間複製了類似的遷移

軌跡’為全球經濟繁衍了下-代的跨國栘工‧

多層次的前台與後台

家務栘工的肚會位置與空間經驗在許多方面具有矛盾弔詭之處。

她們的工作場所理應是家庭生活的溫暖空間’卻佈滿控制與監靦的冰

冷線路‧她們來到追求與國際接軌的全球城市’生活空間卻往往侷限

於看不見的陰暗角落‧儘管在物質空間裡的行動處處受限,她們利用

行動電話與電子訊息來打造跨國連帶與離散祉群。雖然她們被僱來維

繫客國家庭的肚會再生產,所居城市卻提供極少資源來滿足她們的集

體消費。

本章的分析擴充高夫曼「前台」﹑「後台」的理論概念’來連結微

觀的人際互動與結構層次的權力不平等.前、後台的比喻閨釋人們對

於多重空間領域的肚曹認知,而這樣的空間認知反映’體現將移工

排除或邊緣化的祉會秩序。在雇主家中’客廳是家人與客人所用的

前台’廚房與陽台則被歸類為「女傭的空間」或「後台領域」‧至於具

有階序高低的不同都市地景’則以不同的方式來因應移工的集體現

身‧台灣人反對移工索集在台灣火車站’害怕他們成為台北這座全球

城市在前台形象上的汙點‧然而’桃園的後火車站’可以說是「後台

城市的後台區域」’此地遍布的移工商業活動便較少引來台灣大眾的

批評‧

前、後台的概念也可用以描述這些跨國灰姑娘如何在不同空間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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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英雄」的角色‧她們的受苦與異化是只能在後台向其他移工吐

露的秘密‧許多移工返鄉後為了維持物質水平或祉會地位’常感到別

無選擇’只得再次離家、出國工作.

我也要強調,前／後台界線是可滲透的’空間的意義是權宜性

的’可以重新界定’也可以抵抗改造‧當看護工被要求與照顧的病人

同住時’臥室的私密空間’被雇主轉化成沒有∣慝私壁壘的工作場所‧

當移工在週日與同鄉朋友在火車站、公園等地聚會野餐時’她們把公

共空間「私人化」’築起-個沒有屏障的暫時家園‧行動電話幫助家

務移工在公私不分的工作環境裡建立-個隱藏的「手機後台」,但雇

主也可插入-個「手機前台」’遙控介入移工的休假時空’召喚她們

回家工作’擴展監靦與控制。下-章’我將繼績探討雇主與移工如何

在日常互動腳本中布署空間界線’以及他們如∣可在不同模式中協商彼

此的祉會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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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聽到雇主描述說’他們對待僱用的幫傭「就像家人-

樣」‧然而’家務僱用關係的特色’卻是地理距離的親近和祉曹距離

的遙遠的弔詭組合.勞雇雙方同居-個屋簷下’日常飲食聲息相聞’

的確近似家庭成員的關係’然而’彼此之間又存有明顯的地位差距’

以及權力關係的不對稱﹙Glcnnl986）‧有人說,全球化促成了更頻繁

的跨國界、跨族群的人際互動’應該可以逐步消弭祉群間的偏見與

排斥‧但是相反的情形也經常發生:跨界的人際互動’結果反而強化

對於「混雜」的焦慮’以及促生彰顯差異﹨劃清界線的慾望﹙Ozycgin

2000）‧本章將深入探究雇主和家務移工的日常生活互動’刻畫雙方

如何確認﹑協商、重構彼此之間看不見的肚會差異與公私界線‧

既有文獻已捕捉到雇主的互動腳本中存有變異:】udithRollins

﹙l985）在波士頓親身擔任幫傭,觀察到白人雇主藉由扮演「慈鮮的母

親」或「家母長」（matriarch）的角色來確認黑人女傭的卑微、從闢地

位‧在十多年後訪問洛杉磯雇主的Pier『cttcHondagneu﹣Sotelo﹙200l）
則發現雇主的態度有著更多樣的類型:富裕的白人女雇主的家母長風

格雖仍普遍’但中產階級雙薪家庭的雇主既無時間、也無精力與家務

勞工經營I∣青感關係.她們與按時計薪的清潔工保持疏遠的距離’或

者以「策略性的∣∣青感關係」（s【ratcglcpersonaIism）與入住家中的保母相

處’以確保照護工作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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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家務勞工也基於不同考量’以各種方式與雇主協商社會

距離。有些偏好生意般關係﹙busincss﹣likereIa﹝ionsbip）,藉由明定契約

內容,來專業化家務與照顧工作。I但也有研究發現’許多被清潔公

司僱用的家務勞工其賃比較喜歡直接被私人家庭僱用,因為她們可

以自主地選擇雇主’並可以從勞雇的私人關係中得到好處’Z甚至可
╴

以策略性地誘發雇主的階級罪惡感來取得幅利和加薪。3此外’雖然

有不少家務勞工希望擁有自己的住處’以保障個人隱私空間’但也

有些勞工偏好與雇主同住’以降低房租開銷’或緩和新移民到異地

生活的困難﹙AndeⅨson2000）‧也有與雇主同住的家務勞工渴望與雇

主有個人接觸,靦情感關係是雇主尊重他們、以人相待的-種表現

（Hondagncu﹣Sotelo200l﹚。

上述這些廣泛多樣的觀察說明了’家務勞工或雇主都不是同質的

群體。他們依自身既定的特殊祉曹位置、工作內容與僱用條件’發展

出不同的偏好與策ⅡI各。為丁進-步解釋雇主和家務勞工在態度和策略

上的多樣」∣生’我發展了兩組類型學的分類來區分他們在畫界工作上的

不同取向‧這樣的分析架構植基於勞雇雙方對於兩類主要祉會界線的

關切.第-類是祉書類屬界線﹙socio﹣catcgoricalboundaries﹚’區分了雇

主和勞工之間的階級區分’以及國籍／族群差異;第二類是社曹空

間界線（socio﹣spatialboundaries﹚’構築公／私領域的疆界’對雇主來

說’勾畫出「家」與「家庭」的範圍’對移工來說’則是「前台」與「後

台」之間的界線﹙參見第五章）‧

我在導論-章中已經提到’社會差異與界線是透過日常生活

的責作中持績地被再製﹑強化或修正.家務僱用關係裡的「畫界工

作」-勞雇雙方如何看待與建構彼此之間的差異與區別-特別突

顯在食物、空間與隱私等三個家庭生活裡的微觀政治面向‧第五章已

初步檢靦了家庭空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布署為-個既排外﹑又收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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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的場域.本章將進-步討論食物以及隱私’如何成為標示家庭界

線的日常鬥爭場域‧

吃飯是維繫家庭連帶的重要日常儀式‧家庭成員在共同進餐的例

行場台分享資訊﹨協調活動以及傳承祉會規範與文化價值（McIntosh

l996）‧準備家人的餐點’不僅是單純的買菜或煮飯勞務’也包含對

於家庭成員口味和營養需求的了解與關切’因此被祉曹學家描述為是

-種「建構家庭」的∣∣青感勞動（Dc﹨／mlt l99l﹚‧食物管理既可以是凝聚

家庭l青感的媒介’也呈現出家庭成員內部的不平等。家庭中的食物消

費經常根據年齡﹨性別與經濟責任來進行分配’顯示家庭成員之間的

地位階序﹙DelphyandLconardl992）‧在父權傳統規範下,女人和小
孩常不能與男人-起Ⅱ乞飯 分得的食物較少或品質較差’而且-家之
﹂︵︼～一＝╴－︵╴一︶一～╴

主的喜好決定了食物的口味.

延績上述的理論軸線’許多研究家務幫傭的文獻已經指出’雇

主藉由食物管理來界定家務勞工暹緣化的位置.』透過對進食方式的

安排﹙誰可以上餐桌﹑坐在∣哪個位置、誰先誰後）及家庭食物的分配

（誰得到較多﹨較好及較多樣的食物’以及配台誰的口味與需求）’不

同的雇主以不同的策略’標示出多層次、伸縮浮動的家庭界線﹙那些

人、在何種∣青境下構成家庭的-份子）’以協商與家務移工-住在

同-屋簷下的外人與他者-之間又遠又近的距離.

隱私代表著-種「社交上的不可接近性」（social inaccessibili〔y﹚的

狀態﹙Zerubavcl l98l: l38﹚’建立在對物質空間或是私人資訊的保護

上。由於工作與同住的關係,家務勞工可以輕易得知雇主的家庭秘

密﹑雇主夫妻爭吵的理由’或甚至性生活的細節‧雇丰仇許厭惡家裡

有個局外人’但也可能主動對家務勞工曝露個人資訊.有些家務勞工

認為’扮演雇主的訴苦對象的角色證明了他們和雇主的私人關係’但

也有些勞工貝∣I認為這只是種額外的工作與∣青感負澹.雖然勞雇雙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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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保護自己的隱私’但隱私無疑是-種依照階級不平等而分配的權

利‧如BarrySchwartz（l968﹚所指出’組織裡的高層人員的隱私’在
結構上受到層層中介保障;下層階級的隱私則易被侵犯’因為他們較

無法支配那些可能觸探他們隱私的人.換句話說’私領域的日常協商

與階級及種族不平等的鬥爭’密不可分。

除了強調雇主與家務勞工的畫界工作有著異質差異’我也試圖以

三個主要的結構性因素來解釋為什麼某些雇主或勞工’會傾向採取

某些取向的畫界工作:第-’階級定位-雇主的階級位置和家務勞

工以往背景的相異或相似處;第二’工作指派-工作內容中’照顧

工作和家務工作的相對比例,;第三’僱用狀況的時空安排-雇主

有多少額外的時問和空間’以及雇主和家務勞工-起在家的時間有多

長。這些結構∣生因素交織成-張複雜的座標圖’形塑了雇主與家務移

工的多重主體位置’以及彼此間的互動樣態。

雇主的畫界工作

我先討論雇主的畫界工作,因為他們有較多的權力來形塑僱用關

係的互動腳本‧基本上’雇主關心的是兩種主要的界線類型’他們-

方面要權衡以何種程度納入成排斥移工為家中的成員’另-方面’他

們要考量是要強調或淡化他們與家務勞工之間的階層差異‧根據這兩

個面向’我將雇主的畫界工作區分為四種類型:家母長制、疏離權

威＼情感關係與生意關係。需要注意的是’這些範疇是韋伯式的理念

型（ideal tyPes﹚’在賣際生活裡’這些範躊不是截然互斥的分類’而

是連績的構成’個別雇主會隨著I青境的轉換’採用-種或混合多種

方式來進行畫界工作‧我也要強調的是’雇主利家務勞工的畫界工

作’末必是有明確策略或意圖的行動;人們往往仰賴默會致知﹙ta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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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cdgc）來塑造對自己與他人的了解

家庭界線

～～～-

～～-～～
階級／國族差別

納入 排除

強調

淡化

家母長制

情感關係

疏離權威

生意關係

表四雇主畫界工作的四種類型

疏離權威:「你不是我的客人,你在這裡工作」

我穿過中山北路惱人的車陣,轉進仰德大道,循著地址好不容易

找到位於陽明山上的李太太家.那是-個擁有大庭院﹑三層樓的獨棟

別墅,環抱烏瞰台北城景‧李先生經營-家進出口貿易公司’四十歲

出頭的李太太在結婚之後’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婦。我瞄著院子裡目露

兇光的黑狼狗’略帶驚∣皇地按下電鈴’菲傭很快跑來應門,弓∣我進入

擺滿紅木古董家具的客廳‧桌上已經陳列了許多精緻的小點心’放在

充滿展示意味的昂貴瓷盤裡,等待著我的光臨.李太太幾分鐘後才現

身’舉止優雅、面露微笑歡迎我‧在三小時的訪談期問’她從未向我

介紹家裡僱用的菲律賓移工,儘管她屢次以高昂的聲調和略為誇張的

英文□音,喚菲慵進來替我的茶添加熱水‧

李太太的僱用模式’可以說是-種典型的疏離權威。高夫曼

（l956﹚和RoIIins（ l985）已經指出’家務勞工的-個重要工作內容是

表演譟卑’包括語言、姿勢＼空間或工作內容等層面。在台灣’家務

勞工的雇主被尊稱為「太太」和「先生」’或者是「Madam」和「Sir」,但

雇主多直呼移工的名字（不含姓）‧很多時候’當雇主覺得移工的母

語名字太難發音時’甚至曹自己幫移工取-個發音像中文的名字‧此

夕∣﹑ ’很多傭人的工作內容是種儀式∣生表演’意在彰顯雇主的身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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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例如雇主自己有鑰匙’仍要傭人來開門;有些台灣雇主雖然人在

家’仍要求菲傭接聽電話’儘管菲傭不太會說中文。這樣的謙卑表演

特別容易發生在對家庭外成員的展示’如-位受訪者描述她同樣僱用

外傭的親戚:「我舅舅就說自己『過著像國王-般的生活』,我們去他

家就叫菲傭搾果汁給我們喝‧ 」這些雇丰購買的不只是傭人提供的勞

務’還有她們的謙卑表演’換言之,僱用幫傭成了-種范伯倫所說的

「炫耀式消費」（﹨／bblenl9l2∕l994﹚‧ 【》
～╴＝

食物的消費’是僱用關係裡另-個象徵階級差異的日常責作。許

多家務勞工與雇主都向我提出這方面的抱怨’勞工說雇主「小氣」’

雇主則認為傭人「貢心」‧對某些雇卞來說’尤其是女’∣生雇主,分配

家庭成員食物的權力象徵了他們對家務工作範躊的掌控。舉例來說’

李太太充滿自信地向我解釋她成功的「食物管理」規貝Il :

我的原則是’你不是我們的客人’你足來這裡工作的。我不要你

未經我允許擅自拿任何食物.這是我家’你必須遵守我的規則’

我才能控制好這裡的每一件事‧雖然我這方面很嚴格’但偶雨我

也會專程買些零食給他們’放在他們的桌上。但是禾經我的允

許‧即使一小塊糖他們也不行拿‧

李太太在意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對食物分配的控制。家務僱用

關係中的食物管理牽涉到:第-,吃什麼,以及替誰準備的。對各式

食物的階序分配彰顯丁雇主和女傭之間的地位差異-昂貴相對於便

宜、肉相對於蔬菜、正餐相對於零食、新鮮食物相對於剩菜,-些雇

丰甚辛存家裡以不同的冰箱分別存放家人和女傭的食物.第二,如

何吃及在哪吃,也有地位上的區隔。仲介公司常建議他們的雇主客戶

和移工分開進食,用不同的碗盤、不同的桌子’或在不同的房間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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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人拿著獨立餐盤到廚房Ⅱ乞是最常見的安排）’或者在時間上作區

隔,要傭人等雇主吃完後再吃。這些建議不僅反映-種認為移工的文

明程度及衛生習∣貫堪憂的種族偏見’分開進食更是-個重要的日常生

活儀式,套句受訪者的話’彰顯了「主從之分」.

訪談後’李太太很得意地帶我參觀她新裝潰的房子’每個房間都

擺設了主人精選的古董傢俱與藝術畫作。在我幾度請求下’她才不太

l青願地帶我去看女傭的房間’那是只有-個小窗戶的小房間’裡面只

擺了幾件基本家具,牆上貼的則是工作表與工作規則‧傭人房的簡

陋’與屋內其他擺設講究的寬敞房間形成了強烈對比‧上層階級住所

的平面配置圖體現了空間的階層差異‧傭人房通常地方小、空調差’

隱身於廚房旁﹑閣樓或地下室等較看不到的角落.家庭空間的安排也

有明顯的階層差異’傭人的活動空間多侷限於廚房、餐廳、小孩房

間＼陽台等‧

雖然聘僱女慵、購買她們的謙卑表演’是雇主彰顯身分地位的-

種「炫耀式消費」,但地位取得的過程卻未必是-個有意識的過程‧

布赫迪厄﹙l977）主張,階級「∣∣貫習」（habitus）的培養’意指同-階級

的成員經久內化與培養出來的習性’需要-個緩I曼、冗長的過程才

能體現.7在雇主之中’擁有較長的僱用歷史的卜l霄階級’特月I∣是那
╴＝

些畢生享受奢侈家務服務的老-輩的有錢人’體現了較明顯的階級

慣習’特別表現於他們對家務勞工高高在上的口語表達以及疏離的肢

體語言。胤

今年二十九歲﹑岡∣生下-個小孩的EmiIy和公婆同住,她的公公

是位退休的銀行家’這個富有的家庭共雇有兩名家務栘工‧訪談後’

Ernily邀請我跟他們-起吃午飯。當我們用餐時’女傭們留在客廳照

顧大聲啼哭的小嬰兒。也許是當著我的面’EmiIy對於這樣的進食安

排不太自在’頻頻招呼客廳裡的女傭’她的婆婆相較之下似乎早就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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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了家務勞工被邊緣化、隱形的地位。飯後’EmiIy帶著歉意地以背

景養成的差異及階級屬性’解釋她跟她婆婆雇主風格上的差異:

家裡大部分是我婆婆在管’她是規定一些工作, 打∣Ⅱ裡髒要打

掃’I可,她不會跟她們聊她們家裡的事’我比較閒比較會跟她

們聊大。

妳／匕歧蓆般他們聊犬?

對’我會去廚房看她們做什麼菜,會聊一聊’l﹟↓I Iu一﹣∣﹦ ’主要是

耶∣』小孩。

歙婆婆呢?

〔壓低聲音﹞我婆婆可能是因為請人的歷史比較長,對她們的關lu

程度就比較少’這也很自然.因為你從小到大都有俯人,就很習

II賞這樣的地位’我就比較不會.

荷什麼差冽?

真的是有差,我們基本上不是有錢人,所以我們對她就比較客氣

有錢人比較容易才巴傭人當下人看.〔笑﹞..….我踡得’

她們有錢人來說.

佃沙發〔摸有灰塵〕

u阿’對不對?他｛『﹩

有錢人來說.

我覺得對

淨’傢這

﹄︶珍～︵︼╴╴╴一一～╴︿＝︵︶一︵︶一

家裡一直有做不完的事’柬西會不乾淨’像這

發〔摸有灰塵﹞’就不及格’地板可以每犬擦’∣可’地毯每天吸

對不對?他們對環境清潔的標準比較高。

大部分上層階級的雇主,在過去僱用的是本地的中年家務勞工’

也就是所謂的「歐巴桑」’許多人後來改聘僱移工,原因不是為了減

少薪資成本’而是因為他們不滿意本地家務勞工的態度和表現‧四十

多歲的朱太太’是-位總經理夫人’僱用家務勞工已經有二十多年的

歷史.她說明自己直到三年前才下定決心改僱外籍的幫傭’背後的原

因與轉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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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聽到很多菲傭不好的事情’不敢請’所以只好忍I吋。我最後

請的那個台俯,那時候已經找不到人了 ’我自己九個月臨產’因

為要人家幫∣I亡坐月子’I!1什麼的,我婆婆就拜託人家來,聽說那個

歐巳桑以前在大戶人家幫傭很多年’現在五、六十歲,在雲遊四

海.喔’那個來了就姿態很高,叫不動’很老油條’她說我只管

照顧小孩’其他的我做不動’清潔的我還要另外請鐘點的’煮菜

她也只會煮幾樣’我說我來教妳,我在廚房喔’她就遠遠的坐在

餐桌那邊看’喔’氣死我了‧有一回我朋友來’她也不應門’就

說:「看是誰人來?」,我就去開門’我朋友看到一個老人家翹著

腿坐在那遢,問我:「這是你搭家﹝婆婆﹞是無?」我說:「不是’

我家請的‧ 」’我朋友說:「那有派頭甲粗! 」人客來了 ’她也沒

端茶水什麼的,每天就把小孩放在嬰兒車裡,一隻腳搖’阿搖‧我

眼自己說:「好’夠了 ’我不能﹣再忍∣吋了。」

家庭訪客把女傭誤認為婆婆’這個事件是∣驅使朱太太放棄本地家

務勞工的最後-根稻草‧僱用-位詹色五官上有較明顯差別的外國

人’不僅可以降低誤認的風險’並確保了勞雇雙方的地位差異‧大部

分雇主發現’相對於本地的歐巴桑’要求外籍移工表演謙卑是比較容

易的‧-些擁有多國女傭聘僱經驗的雇主也指出’他們比較滿意印尼

不僅是不同族群的移工與雇主互動的模式有別’雇主本身對待本

小工廠老闆’他認為這樣的差異乃是理所當然:「就是身分問題’因

為不同國籍’她是外國人’我們台灣請的-樣也是我們台灣人’你是

台灣人’我也是台灣人’雖然你是幫傭’可是我們也是在這裡長大

」另-付雇干↑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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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因為同樣是本國人’你要怎麼樣把她放在-個

比較低的位置好像也很難’因為你也不希望孩子有-個下人的感覺,

所以要孩子叫她阿姨’不會叫她歐巴桑‧ 」

當雇主僱用的是同國同族、屬於「我們的-份子」的家務勞工

時,即便有階級分野’仍覺得在某個程度上’必須以平等﹨尊重的態

度對待他們。然而’家務移工的「異族性」﹙｛breignncss）’則強化丁階

級不平等’讓這些雇主認為採取疏離權威的互動態度變得理所當然‧

本地與外慵之間的差別待遇’最具象徵」∣生的就是進食的空間安排。不

同於多數外傭是與雇主分開吃飯’我訪問的-些雇主表示’過去請

台傭歐巴桑幫!∣亡時,就沒有「特別去分」而同桌進餐‧許多雇主也表

示,台傭較「喜歡坐上來-起吃」’「做好要請她來吃」’ ,外籍女傭則

「比較客氣」﹑「比較識相」,許多偏好分開吃﹑自己到廚房吃’這部分

的原因我將在後面討論‧

事責上’這些雇丰們認為是「自然而然」的差別態度’乃是植基

於本地與外籍家務勞工在祉會資源與結構付晉匕的明顯差距‧首先’

是否擁有在勞力市場流動轉換的機曹是-個關鍵性的因素。在國家外

勞政策的背害下’栘工被強置在-個暫時、邊緣’且無法轉換雇主的

「奴工」地位’本地的家務勞工則至少可以「用腳投票」。許多雇主描

述先前僱用的歐巴桑的態度:「她跟我說’其責我小孩大了’我也不

缺錢’我出來工作只是打發時間’我知道她在暗示我不要要求太多’

否則她就不做了。」「台傭會比較敢.反正台傭大不了不做嘛‧ 」「本

地人有什麼工作條件的要求’她會直接表示’或者乾脆不想做了’因

為本地的可以尋求另外的iobmarkct ,姿態比較高’可是菲傭就只有

唯-的-個工作機會。」

其次,本地的家務勞工可藉由其祉會網絡來協商出最有利的工作

條件:他們可以在街頭巷尾道「壞」雇主的不是﹑破壤其名聲’或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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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同為幫傭的朋友替他們工作的意願。相反地’移工在台灣是相對孤

立的’缺乏在地的人際網絡或是社會資源可以作為「弱者的武器」。

朱太太在辭去本地歐巴桑、改聘外籍家務移工後’感覺到她的家

庭隱私和祉會名聲有了更好的保護屏障:

請菲俯,家庭的私密性比較高’你在家裡談什麼事’傭人也聰不

懂.可是如果第三者是本地的’她語言都通’你在家裡批評誰,

比方像選舉的時候’你在家裡說什麼’或是家人的lI生格缺點’都

可能被她拿出去說.她跟你家裡沒什麼關係’可是她家裡狀〉兄什

麼都知道,你要是有頭有臉的人’給說得未堪。像我也用過一個

台俯’就很愛串門子,放炮,有的還放消息去賣錢’後遣症很大‧

和本地的家務勞工相比’外籍家務移工比較不會打擾到雇主的家

庭生活’因為他們不熟悉當地語言或人脈‧由於家務移工被隔絕於在

地的祉會關係和文化脈絡之外’雇主便能輕鬆維繫-種疏離權威的勞

雇關係。此外’雇主僱用女傭的歷史愈長久’愈容易習慣對她們的存

在「靦而不見」。上層階級的豪宅大戶不僅提供了寬敞的物質空間,

也在主人與僕役之間隔開了明顯可見的社會距離‧

家母長制:「我是她在台灣的監護人」

我在飛往印尼做田野調查前’在桃園機場上遇見胡太太禾【I她的印

尼女傭Atik’我們先後排在等待劃位的隊伍中.A﹝ik的行李很多’航

空公司的櫃檯人員冷冷地說超重要罰錢。胡太太回頭看我’低聲拜託

我同∣青﹨協助她的「可憐女傭」‧我答應幫’∣亡將裝著電子鍋的箱子登

記為我的行李後’胡太太表示感激’拍著Atik的肩膀交代她說:「這

位小姐人很好’她會在飛機上照顧妳的.」胡太太的整個家族都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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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Atik’直到她走進海關。看到她們流淚相擁道別的畫面’我深受感

動。幾週後’我約好跟胡太太進行訪問’訪談內容卻與我的第-印象

大為不同。她與Atik之間宛如家人的情感連帶之下仍有著嚴厲的階級

支配關係’只不過被裹上溫柔的語調與隱晦的形式。

近五十歲的胡太太在大二時結婚’隨後休學’雖然未拿到學位’

但她在桃園擁有-家餐廳’並經營-些零售副業‧她僱用A〔ik照顧

不良於行的婆婆’除此之外’還要打掃餐廳‧我在第二章開頭引用

了她描述第-天遇到Atik的心’I青‧她以皮詹﹑顏色’乃甚至味道等種

族化的詞彙’來形容她所認知的「外勞」與我族的差異。她對於家中

要僱用-個種族他者’心中燃起∣霎疑與焦慮:「完蛋了、完蛋丁,怎

麼-個外人黑漆漆的’-個黑人要住我們家兩三年啊’怎麼辦﹑怎

麼辦?」

胡太太逐步克服了自己面對外族人在家近距離相處的恐i隴’她

如此描述:「那還好’我的個∣∣生是很容易化解自己的疑問’送回家以

後’我們就好像她的導遊-樣’幫她介紹環境h∣【】’介紹工作Ⅱ阿’介紹

家裡的成員啊’然後我們去買東西都買她-份,﹜∣曼慢就變成我們家裡

的-員了。」儘管如此,這位「黑皮冑外人」的貫際處境’並未如胡太

太所宣稱或認知的’享有「家人」的地位。Atik待在台灣的三年裡沒休

過-天假’也不被鼓勵與家庭之外的人接觸‧不論她去哪裡’胡太太

都會安排-個餐廳員工陪同‧這些空間控制規則意在隔離Atik與其他

栘工’因為胡太太認為’移工間的人際網絡非常「危險」:

這個Atik她的好是.她很純’她來三年’她沒有對外接觸過.……

但是,我會替她介紹人脈‧我朋友家有印尼〔女傭﹞ ,我會帶她

去她家,讓她跟她聊犬.他鄉遇故知痲。有時候,我會打電話去

我朋友那邊’叫她跟印尼人講話‧我說: 「Atik’某某人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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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哦‧ 」然後我會跟對方講:「我們A【ik很乖哦、很漂亮哦’

改天我帶我們Atik來跟妳認識哦。」然後’她去她們就會聊犬、

然後就變好朋友’這方面就會諼她認識‧

但走一定要是妳朋友紂’妳才狡心‧

外面的,我沒有讓她出去過’因為’菲律賓為什麼後來會給人家

形象月∣:麼不好.就因為他放假出去’他們都是一票﹨一票在一

起’然後互相會叫對方做壤事,比如說偷拿東西’∣可’或是i怎麼偷

懶啊‧妳﹣要做壞事’一個人也做不了 ’但是妳有力量’有對方當

家人月∣:樣的支撐啊’那個倌lG又不一樣。

為了保護A﹝ik不受移工「家人」的「壞」影響’胡太太將她「收養」

在自己的台灣家庭裡‧這位保護型的雇主剝奪A〔ik的休假時,會帶著

她-起與家人外出和晚餐.胡太太並替她「介紹人脈」’過濾「安全」

的移工給她交朋友.在另-個雇主的例子裡,Peggy和她同樣僱用菲

傭的朋友們’她們每隔兩個月就會帶移工去看電影‧這些雇主開車帶

她『弊電影院、幫她們買票I然後在電影演完後準時來接她們.
嚀如MaryRom“o（l,,2:II0）描述的’採用家旦鼬l（m副tcm﹣

aIism﹚風格的雇主認定家務勞工是無助的﹑未成熟的、沒有能力處理

自身生活的弱者’相對而言’雇圭超遏自二星蝕L饉鼬二鼬剪

躂邕家母長制不只確認『雇主的階級地伉也更強化了他們的
種族優越l就’並且符台女性提供照顧、關愛及滿足家人∣∣青感需求的角

色﹙RoⅡins l985: l79）‧對這些雇主而言’獨自住在地丰國且與雇主

同住的家務移工’就如同她們的未成年女兒-般’亟需她們的照顧與

監護.

四十-歲的單親媽媽賴太太雇了-個菲籍女傭】uIie來幫∣∣亡家務,

並照顧她年老的婆婆。IuIie曾逃跑到台北的馬尼拉駐台經濟文化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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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抱怨賴太太限制她的行動’並剝奪她休假的權利。賴太太非常生

氣’辯護自己其責是個「好」雇主‧她對我解釋為什麼她要監護其責

只比她小四歲的】uIie :

她上個月要回去菲律賓’我們給她放了十犬假’多放的也沒給

她才口錢’她說要借8000塊回家,先說要回去眼宜蘭的菲傭朋友

借,我說不放心’因為我是她在台潸的監護人,如果她出了什

麼事’我怎麼眼她父母交代?那我又沒空跟她去宜關,仲介都

說不能借錢’可是我遠是就借她錢’我遠買了l萬多塊的衣服給

她和她小孩’那時遠沒打折喔,我哥哥也是送她好多柬西’我們

對她這麼好’我們也是希望她爸爸媽媽在菲律賓看到這樣可以放

!u….. .我星期犬不敢給她放假’就是∣I白她去上教堂認識一些壞朋

友’那我們也’﹜白她放假無聊’我們出去吃飯出去玩也都會帶著她

虫去’阿’我們對她就傢一家人一樣.

像賴太太和胡太太這樣的台灣雇主’都自許為移工在台灣的替代

母親或監護人’因而強調她們有必要介入移工的私生活.這些雇主為

移工安排休假旅遊’探詢她們的祉交活動細節’並且以「強迫儲蓄」

或「強制存款」為名義扣留部分薪水‧台灣有不少雇主採取這個政府

已經明文禁止的做法’扣除的範圍介於台幣3000到5000元之間’相

當於-名移工月薪的五分之-到三分之-’而這筆錢要等到移工約滿

離開台灣時才會歸還給她‧所謂「強迫儲蓄」的說法,是用雇主的好

意來委婉包裝勞動控制的貫質目的’也有雇主用種族刻板印象來台理

化扣錢的做法:「我好心幫她存錢’因為他們東南亞人沒有儲蓄的概

念.」在自許為家母長的雇主眼中’移工的母國之所以未能像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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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也正是因為這些未開發國家的文明落後’才導致東南亞移工今

日淪為出國幫傭的命運‧

雇主侵犯勞工的隱私的同時’也會偶爾在移工面前刻意曝露私

人生活.例如’二十多歲﹑個∣生外向的菲籍栘工】ovi﹝a跟我提到她的

雇主:

她跟我說很多’也許是因為她不信任朋友’至少我不會跟她的任

何朋友說.她常跟我抱怨她先生,她跟我說他們不再上床了 !是

’阿,我們菲律賓人知道所有老闆家裡的秘密‧

所以妳仞很親密?

是’也不是‧她是個好演員 ’我也是!也許當她跟其他一樣家中

有菲傭的朋友耶I】天時,也會聊到我.但我沒關係‧我也會跟我的

菲律賓朋友聊I】‧我很健談,這是她喜歡我的原因‧在這個家’她

只能跟她的菲傭說話‧她很寂寞。

這種自願式的告白最常出現在全職家庭主婦的雇主身上’她們

需要她們的「家中姊妹」（homcsister）當聽眾’以撫慰自身的孤立與寂

寞‧而移工是她們﹛頃吐秘密最安全的對象.和會到處閒言閒語的歐巴

桑相比’外籍移工是「值得信任」的密友’因為她們只在台灣祉曹短

暫停留’之後便完全消失在雇主的社會網絡之外‧

如RoIIins和許多研究者已經指出,「禮物贈予」是慷慨的家母長

雇主的最典型表現 雇主把二手或不要的物品’尤其是舊衣服’

當做「禮物」送給家務勞工‧剩菜剩飯也是栘工最常接收的「禮物」之

-;有些台灣雇主在餐廳吃完飯後’會將剩菜帶回給家務勞工‧雖然

雇主認為這是出自好意﹙「我們想她也許會想嚐嚐看」）’但許多勞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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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雇干出去吃晚餐’然後帶剩菜回家。你問他們為什麼這樣做’他們

說:『我家裡有菲傭.』這樣不好’我不吃剩菜的‧我覺得這樣很丟

臉’我們沒有錢’但我們不吃剩菜。」

家務勞工以不同方式來回應雇主的禮物贈予.有些勞工心生厭

惡’認為這個舉動是種羞辱;但也有些勞工靦此為-種出自雇主善意

的工資補貼,是雇主埋應提供的-種恩庇。勞工的感受-是感謝還

是厭惡-也取決於雇主欲捨棄的物品的價值而定。不論家務勞工的

真責感受為何’在雇丰面前’她們都必須表現出感激的態度,而且不

能拒絕這些「禮物」。而且’這種禮物的交換是單向的:收受者並不

被期望要有所回報。儘管如此’位重權高的雇主卻可能要求勞工歸還

「禮物」。】ovita如此描繪她的經驗:

我所有衣服都是她〔女雇主﹞那邊來的。她買了很多柬西,都很

貴’然後把它們丟進一個袋子。她說我可以武〔穿﹞,如果我喜

歡’就可以留起來或給別人‧有時候她看兄我穿著地的衣服’會

說:「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把它丟掉.它看起釆還好好的。」然

後我說:「嗯,妳可以拿回去。」

牠就拿回去了?

有時候‧她有次說:「妳遠留著我上次丟掉的那個袋子嗎?我可

以向妳借一火嗎?因為它很配我今天晚上的衣服。」我在lu裡暗

笑’嘴巴上說:「當然’反正它們都是妳的‧ 」

這個例子進-步說明了家務服務中禮物贈予中的不對等權力關

係。收受者﹙家務勞工）不被允許歸還禮物’但禮物贈予者（雇主）卻

可以要求收受者歸還禮物’重申物品的所有權。雇主也可選擇∣生地向

勞工透露她的秘密,甚至要求勞工談論祉交細節’但勞工卻不能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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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雇主的自願式告白’或對勞工私生活的探詢。

和疏離權威模式不同’這些雇毛與家務勞工發展出親密關係’但

也藉由家母長的∣康∣既態度來確認雇主在階級和國族上的優越性‧研究

男孩和女孩如何在學校玩耍的BarrieThornc﹙l993:64）發現,﹜∣生別界

線的創造可透過接觸或迴避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形塑.同樣地’

雇主也可經由避免或強化與家務勞工的個人接觸來標示自身的秀異地

位。然而’在家母長制的勞雇關係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勞雇之間

的互動距離的縮減’並無法消弭兩者間的社會不平等‧由雇主所架構

出來的慷慨照顧與頻繁接觸’只彰顯了雇主的優越地位,並強化了對

勞工的隱私侵犯。

我們只是中產階級,「我們不會把人家當下人」

上述的兩類雇傭風格’各有其典型雇主’富裕人家-有著寬敞

居住空間及長期僱用歷史-的家務僱用是疏離權威的原型;家母長

制則最常出現在中小企業老闆和家庭主婦雇主身上‧下面兩種畫界工

作類型:∣青感關係﹙pcrsonaIism）與生意關係﹙businessrclationship）則

較常發生在雙薪家庭的中產階級雇主上。I0中產階級的雇主較無興趣

強調自身和家務栘工之間的階級秀異’但也試圖藉由區分自己與其他

雇主的不同-包括「位居其上」﹙peoplcabovc）和「位居其下」（peoplc

bclow﹚的雇主（Lamon【2000a）-來強化自身的中產階級認同。

曼君是個四十出頭、擁有大學學歷的旅遊仲介業者’她僱用了-

位家務移工協助家務及照顧她的二個孩子（分別是九歲和三歲）.訪

談期間’她不斷強調自己的中產階級地位及對家務移工的尊重態度:

現在也不足威權的時代了 ’像我們這種小康家庭’是因為可﹣以負

擔,有這個需要….…我們不會把人家當下人,我們會跟小孩說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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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幫’∣亡做什麼妥說謝謝,這個人權是要做到的’因為人家是環境

所遏來幫忙,並不表示我們高人一等。但是像我媽媽那個年代的

人,就會說你們家可以請菲傭’你們家有傭人’就比較有那個威

權的感覺’是主人.

這些雇主的自我陳述與貫際上的勞雇互動∣青形是否存在落差’是

我所難以觀察到的’姑且對此不論。重要的是’這些雇主標榜自己對
︽╴

於民主和用人唯才﹙meritocracy﹚的信仰,不同於傳統的威權主義和貴

催生8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關鍵性力量﹙蕭新煌l989﹚。我在l998-l9,,

年訪問的對象’多集中於三十歲到四十五歲的年齡層,這也是官方調

查資料中聘僱家務勞工的主要人□來源（勞委會l999﹚,這個世代的

人不僅經歷或參與丁台灣的經濟奇蹟,也在台灣劇烈變化的政治∣∣青勢

中’走過他們的年輕歲月‧在這樣的政治經濟歷史脈絡中’民主﹑自

由和獨立,構成了台灣中產階級自我認同的核心價值‧

】ack和他的妻子都是四十多歲’在不同的跨國公司擔任經理,

他們僱用了兩位外籍監護工來照顧他生病的父親以及他們的小孩‧

】ack在訪談中提及他童年時期家裡小康的經濟﹙父親是軍人）’相較起

來,他不害躁地吹噓他的經濟成就與社會流動。作為第-代的家務雇

主,】ack表達自己對於這樣的家庭生活’可能有違他所崇尚的自力更

生﹑獨立的道德原則:

我不會鼓勵〔人家請外傭﹞,如果家裡有需要才去做’不要隨

便聘僱外傭’人會變得懶惰,傢馮啡一樣上癮’能自己做自己

做’不要依靠別人比較好。其實別人聽到我們家請兩個菲傭,都

羨慕得不得了 ,其實沒有什麼好羨慕的,要請人就表示家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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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出了問題’如果家裡的organization沒有問題’誰又

願意請個外人住在家裡呢?

這些雇主使用基於需要的中性論述來描述他們的雇傭決定’同時

也試著淡化他們跟家務工之間的地位落差。不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

地’他們藉由論述修辭,確認丁自己的中產階級認同’並與其他的

階級畫清界線.相對於上層階級家庭透過繼承（ascribcd）取得的財富

與聲望’中產階級雇主強調靠自身的努力所獲致﹙achicvcd）的祉會地

位;相對於老有錢人﹙thcoldrich）家庭有著聘僱奴僕或傭人的世代傳

統’他們強調新富雇主（thcncwrich﹚的雇傭關係是以平等為基礎＼建

立在需求之上的勞務購買關係.

此外,管理階層與從事專業工作的雇主也常會區隔他們與教育程

度低的雇主的不同。他們指出’高等教育及良好的英文能力’是他們

的管理方式或互動風格如此獨特的主要原因;有些雇主則認為流利的

英文是建立明確權威和有效管理的必要基礎‧近四十歲的楊經理如此

比較自己和住在鄉下的叔叔的不同:

像我姨丈在鄉下請一個菲傭,他們都不會講英丈’所以也不敢要

求她做什麼’她就整天帶小孩散步就好了 ,我阿姨反而要煮飯給

她吃‧幫忙沒幫到’反而要伺候人家,說人家來是客人’不好意

思.要她做什麼.看電視還坐我姨丈的大椅子,我姨丈只好自己坐

旁邊’菲傭會轉自己喜歡的電視,我姨丈喜歡看的反「而不能看’

他說人家客人不好意思講‧所以說鄉下人比較不適合’因為沒有

辨法溝通’就不能讓她們暸解她們的身分。

根據楊先生所言’「鄉下」的雇主缺乏語言技巧和菲傭溝通,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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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去「下命令」‧由於缺乏合宜的語言能力來建京雇丰的權威’女傭

脫離從屬的勞工位置了’而變成-個「客人」.

專業雇主區分他們自己與低教育程度雇主的另-種方法’是把高

等教育與普世的人權論述連結起來。如以下這些受訪者的話:「我們

受過教育的人也不希望對人是上對下,我們都是平起平坐’吃飯也是

坐在-起吃‧ 」「我們知識分子’都是很講民主的‧ 」「那些報紙上虐

待人的案子’我想他們的雇主都是低教育程度的吧‧ 」也有不少受訪

雇主引用自己在國外留學或居住的經驗’來證明自己的英文能力’以

及自由開明的態度‧他們不僅參照本地的階級排序來建立他們的中產

階級認同’同時’他們也透過跨國的想像連結來認同自己作為世界都

會新貴﹙cosmopoli〔anurbanities）中的-份子’加入地球村這個共享類

似語言慣行和文化品味的想像共同體。

我無意指高教育程度的雇主必然曹以較為和善或公平的態度來對

待他們的移工’我強調的是’他們相信或認為他們如此作為‧不論有意

識或無意識地’迆Ii1瞇雇劉且姐蔓闔姪二j皇i直I坦遲墮經i國之
意象與價值展演。當這些中產階級雇主使用需求、自力更生、自由民主

等道德修辭來描述家裡的雇傭關係時’他們所標示的階級界線不在於

劃分他們和移工之間的差異-這個界線對他們來說已經非常明顯-

而是區分中產階級雇主有別於「位居其上」的老有錢人和「位居其下」的

低教育程度的雇主‧以下我將介紹新富雇主利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淡

化僱用關係中的階級和國族界線:他們與栘工發展出個人關係’硯其

為家庭成員;或將家庭靦為工作場所而與移工保持如生意般的關係。

情感關係:「我不想活在地位階層裡」

國銘是-個三十五歲的平面設計師’和同行的妻子共同經營-家

工作室。工作幾乎佔據了他們所有的生活’有時為了趕工他們必須



第六章屋簷下的全球化
58

）
︼

在辦公室過夜,而把兩個女兒留給菲傭照顧‧國銘描述自己是「-般

的中產階級家庭」’付完房貸及小孩的私立學校學費後,收入所剩無

幾。國銘雖然很感謝菲傭對家裡的幫忙,但考慮三年約滿後不再績

約,原因是他對這樣的疏離權威關係感到很不自在:

她跟我們相處這麼久’她還是非常的杓謹客氣.……比如說我們要

她跟我們一起吃飯’其實她很不自在’所以她遠是寧可我們吃完

了她才吃’我真的不習慣刮∣;樣子’但是你勉強她一起上桌吃’你

看她很不自在’你自己也會覺得很不自在……我很不習慣我們在

吃飯的時候,有一個人她竟然要等你吃完她才能吃飯..….那這些

事情就諼我覺得’你知道是有階級的’那種感覺對我來講就很不

好’我很不習∣慣有打∣;種階級的感覺……這種經驗跟我們去餐廳吃

飯是不一樣的,那種waiter 、waltreSS ’那種情景在餐廳你是可以

接受的……

為什麼有差別?因為在家裡?

對’那是你的家,家庭是很priva〔e的東西’你知道公共場今有人

跟你服務,其實是很習慣的啦’可是在家裡頭當你感覺很像在嗧

龐的時候.我想你應該會覺得滿緊張的’巳?

家務移工的謙卑態度,例如她的溝通方式（從不主動聊天）與進

餐偏好（雇主家人吃完後才吃）’並未讓國銘覺得被尊敬或取悅’反

而感到十分困擾‧宣迆域旨層坦與丘丞逞二史剷齜雇圭盟踫雖
生國囪返感山bcralguilt﹚被召喚而出。看在國銘眼中’家這處「甜蜜

溫暖的巢穴」應該和餐廳﹑飯店等公共場合區隔開來’後者與階層不

平等的連結似乎較為「自然」﹑「可接受」‧

雯真是另-名有類似感賢的雇主‧她是-位近四十歲的大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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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對她來說’她的菲傭在日常互動中的謙卑

表演’特別是必恭必敬的說話方式和肢體語言’並不是-種地位標

記’反而是種心理負擔:

我覺得菲俯自己會這樣’我自己不會去要求’這樣有時候很難相

處’因為她會好像妥來服侍你’比方說有些事我想要自己做……

像什朦?

傢把菜從鍋子過至∣l盤子’小事’阿’可是她就覺得足她應該做的事

情’不讓她做她很不妄的樣子。或者是講話上’她都會說我們家

很富裕’阿’她們家很窮’所以很羨慕我們’阿‧

像雯真＼國銘這樣的雇主’不想在每天的家庭生活中目睹社會不

平等的劇碼,所以,當甜蜜溫暖的家庭轉變成正式冰冷的職場時’他

們感到渾身不自在。因此’他們試著與家務移工建立個人連帶’以縮

短彼此的距離’並減輕自身的不舒服與尷尬。許多雇主避免使用「女

傭」的貶抑稱呼’而改以「保母」﹑「看護」、「幫手」等地位中性的字

眼’甚至比擬為「姐姐」或「阿姨」等家庭成員身分‧這些雇主會邀請

家務勞工共桌吃飯’或-起外出用餐’也歡迎他們到客廳偕同看電靦

﹙雖然遙控器還是握在雇主手上﹚,並會主動聊天瞭解他們的個人背景

和家庭生活.

雖然這樣的勞雇關係可能被裹上家人或親人的溫暖比喻’但階級

不平等仍如鑄鐵的核心般冷酷存在。四十歲的護士宏英’是育有兩個

孩子的母親,怕孩子養成驕縱的習氣’不時耳提面命地告訴兒子:「Lucy

〔菲籍移工﹞是為丁幫媽咪照顧小弟弟才來我們家工作的’你不能叫

她女傭。」她也提到家中發生的-個有趣插曲’透過孩子天真無邪的
╴

話語’成人試圖淡化的勞雇地位不平等’變得如此明顯而難以掩飾:

γ叫。l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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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有一次要買玩具,我就說:「這個玩具你不是已經有類似的

馮?這一個要500塊耶’你知不失口道媽媽一天也才給Lucy500

塊而己?」你知道老大怎麼說馮?他說:「那妳怎麼不多給她一

點錢?」

另╴個促使雇主與移工發展∣青感關係的原因’在於僱用的目的

涉及照顧工作。三十六歲的經理Mclissa’僱用了菲籍移工Ncda來照

顧她的兩個小孩。Neda在菲律賓也有三個孩子,年紀和Mclissa的相

仿。Melissa隱約察覺到Neda有時會衍生嫉妒或被剝奪的感霓’因為

Neda在菲律賓的孩子和Melissa的家庭所享受的物質生活有著明顯的

差距‧Mclissa告訴我: 「有時候我貴得對她有點不好意思’因為在這

裡我們的經濟情況比較好’不論小孩子想要什麼’我們可以很容易地

滿足他們’但是對她的小孩卻不是這樣’……直瞪惺孩宣更酉迨莖遂
子時’她臉上會出現-種羨慕的表情‧ ↙ 」

她以「互相幫忙昭如是-個有兩個孩子的律師’她以「互相幫忙」的詞彙來形容

她與菲籍移工之間的關係’然而’彼此之間的明顯社會經濟條件上的

差異’有時候也讓她困擾。昭如有-次和家人出國度假十天’離境之

前’她給獨自留守台灣的菲傭-些零用錢’好採買她這段時間所需的

食物和雜貨’昭如回憶她從菜市場回來後的∣∣青形:

我看她于上只有一點點的菜’其他全都是小孩的鞋子‧我說’十

天的東西我覺得你這樣不夠,她說沒關係’可以’這樣就夠了‧

我問她,那你買小孩的鞋子幹痲。她說她覺得這些鞋子很便宜’

一雙才l00塊,她要寄回家給她的’∣＼孩‧我聽了就覺得很難過

’阿,所以後來那一年’她向我預支薪水時’我就答應了‧那時候

我有特別跟她講’因為我己經聽過很多不好的仃Il子’有些女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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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借錢一直借錢’然後就跑掉了。我就跟她講:「妳跟我預支我

會答應’因為妳來這遢是要照顧我的小孩’刃∣; ’我也照顧妳的小

孩’我們互相照顧對方的小孩。」我覺得我跟她是互相幫忙’兩

個女人互相需要’互相幫忙’她需妥的我能給她,我需妥的她能

給我’這樣子‧

昭如透過敘事修辭’以及部分責作’企圖將僱用的階級關係轉化

成互相幫!∣亡的姐妹情誼。她覺得自己要對移工家庭的分離負部分責

任’並對離開孩子的移工母親有所同l青.基於類似昭如的心!∣青’雇主

Me【issa會找時間跟Ncda聊聊她在這裡工作的感覺以及留在菲律賓的

家人’Melissa也試著安慰Ncda想家的心∣∣青’並確定她在家庭分離的

狀況下能維持∣∣青緒的穩定。然而’McIissa坦承這樣的∣∣青緒互動主要是

-種為了維護她孩子利益的策略性行為:「站在人∣∣生上,我會跟她溝

通’站在我孩子的立場上’我也會跟她溝通。我希望她能夠完完全全

明白’我所為她做的-切’其貫百分之百都是為丁小孩。」

像MClissa這類的父母與移工發展∣青緒互動’主要是為了測知確保

他們所僱用的保母的生活’沒有什麼異常的狀況（如在台灣談戀愛、

先生外遇、過度思鄉而導致精砷不穩定等﹚。雇主將移工靦為家裡-

分子’對於她們提供的照顧工作的品質也較有信心‧虛擬的家庭關係

可以增強勞工對於雇主家庭幅祉的認同,也可確保他們的l青緒勞動的

真誠與「愛的勞動」的責現。

像Mclissa這樣的雇主的責作是-種Hondagneu﹣So﹝elo（200l）所稱

的「工具性的∣冑咸關係」（instrumcntalpcrsonalism）或「策略性的親密關

係」﹙strategicintimacy）。她詳述了∣∣青感關係是如何類似’但又截然不

同於先前提到的家母長制:家母長制是-種由雇主』∣康慨行為所定義的

單向關係’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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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仍不對稱﹙207﹣8）。她也指出
︶ 虞遛僱田圈丘迴二u延韭蝨工
增強地位的差異’而在確保孩子能受到絕佳的照顧 。我的研究更進-

步發現’中產階級雇主採取∣∣冑感關係的態度’也為了處理家庭生活中

明顯的階級不平等:他們想要減輕自己的階級罪惡感、鞏固自身的中

產階級認同,並緩和公、私領域的混淆所導致的不舒服。

基於勞雇關係中內生的結構不平等’∣青感關係和家母長制之間的

差別責是╴條微妙的界線‧∣青感關係也許提供了移工解消寂寞的-帖

解藥’但許多移工寧可與雇主保持-些距離’以避免解藥變成毒藥’

因為前-刻還是貼心朋友的雇主’可能下-秒就變身為動怒的尊貴女

主人。

移工並不-定偏好與雇主發展∣青感關係’台灣的雇主也靦這樣的

∣∣青緒互動為額外工作.Mclissa說:「我先生就說:『顧自己的囝仔人攏

顧未了’勾愛連伊照夥顧!﹙閩南語）』我先生就會complain’叫她來

是要幫忙’結果忙沒幫到’還要增加麻煩‧ 」僱用了-個菲傭來照顧

她三歲女兒的母親美蓮’貝∣I表示和家務栘工的溝通與互動除了花費時

間’也帶來另-種負擔:

有時候我真希望我艙不I∣芷英丈’那我就不必聰她說話了。知道她

在說什麼反而諼我很難受。

他都說些什麼?

比方說’她很想她的女兄’∣叮,他們的房子很玻燜’他們需要多少

錢來蓋新牆和修補屋頂。她就是不停、不停地說……’我知道她

離開家心情不好’但我也不能作什麼’阿’對不對。

對於已經是蠟燭兩頭燒的雙薪家庭來說’與家務移工發展l冑感關

係是-種必須投注時間的「l青感勞動」’更甚者’與移工的個人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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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能衍生對雇王過多的』∣胃緒負擔.為了降低時間與∣青緒上的投資’

-些雇主因此將僱用關係靦為生意般的關係,特別是那些為了家務需

求而非照顧工作而僱用移工的雇主。

生意關係:我需要幫手,而不是朋友

我跟】essica約在束區-家玻璃帷幕大樓裡的咖啡廳’這棟大樓是

】essica工作的銀行所在’三十二歲的她已在幾家跨國銀行工作過’目

前被拔擢到經理的位置。】essica身著-套時髦簡潔的黑色褲裝出現’

很直接地告訴我她最多只能待-個小時’隨即迅速地點了蔬菜三明治

和有機果汁’亳不浪費-點時間地切入主題’侃侃而談她跟外傭的互

動原則。她提到-個嫁給大老闆、全職家管的朋友’這個朋友也雇了

-位菲籍幫傭’兩人經常喝下午茶消磨時光’後來菲傭跟雇主借錢不

得’雙方因而起了爭執’導致菲傭被遣送回家的結局‧】cssica以這個

故事來說明她的僱用之道’也許是在跨國銀行工作養成的習慣’她的

言談不時夾雜英文單字:

我覺得你posi﹝ion要定位清楚,你是要傭人、遠是朋友?你搞不

清楚你需要的是一個heIper ’她不能陪你聊天喝茶,因為兩個耶∣i

犬’一聊一定會有思想的不同、意兄的不同’那這時候你又用

主子的身分來壓奴工的身分’我覺得這是不fair的……角色定位

要很清楚……我覺得不能作朋友’不是你ovcr那個Iinc ,就是她

ovc『那個Iine ,到時候她跟你講話變戍’「hcy,】essica ’我今犬不

煮飯了 ’我大累了‧ 」那我就翻臉啦‧在我們家原則很清楚,十

點就是她的下班時間’我跟我兒子說I可姨在房間就不可以再去吵

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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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ica基於二個原因而偏好把勞雇之間靦為生意關係‧第-’她

認知到雇主和勞工之間的地位差異,所以將彼此的關係定義成是╴種

基於生意契約而來’因此尊重勞工私人空間和休息時間的生意關係;

第二’她減少與勞工的個人互動有助於她辨明勞工的定位（是「幫手」

而非「朋友」）’以避免個人連帶干擾勞工的表現。像】essica這樣的雇

主’對自己與菲籍勞工的英文溝通能力相當有信lL﹨ ,並﹛頃向於將自己

當經理等職場經驗’應用在對家務勞工的管理上。I∣

另-位分享類似想法的雇主是四十多歲的佩琪’專科學歷的她和

先生共同打拼出-家頗具規模的電腦相關企業’工作餘暇之餘’她仍

不斷進修培養自己的語言能力與專業知識‧坐在她寬敞的總經理辦公

室裡’她向我解釋像她這種雇主和其他雇主的差異:

我們做電腦的人都會講英丈痲,比較負面的人都是水準比較低層

次的’抱怨把你冰箱的菜一火煮光光’阿……

為什廖會才這簇的羞別?

一定是不II董得跟她講痳∣因為英丈不會講,就沒有把制度定起來

給人家,像我們一來制度都已經定好了 ’就i怎麼可能會出什麼

鬼?所以是雇主的問題。

佩琪繼績說明她如何設定合理的規則來管理家務移工的表現

我是把她當作一個員工來看待…….我在接她的刃∣﹩一刻就會把工作

表單都打好了 ’我先眼她介紹我們家有那些成員 ’什麼名字’

他們的作息時I﹛﹜】怎樣.釗∣﹩妳的工作’這個時I﹛∣l到那個時間要做

什麼’這個要星期一清理’打∣《個要星期二才丁柿’daily的＼wcekly

的、mon〔hlv的行程是怎樣,我都寫好了。用這樣的方法,菲俯



跨國灰姑娘292

就會對她的工作內容有很清楚的概念’當她作充這個’她可以休

息’而且我也知道她今天在家裡做了什麼。有一個菲傭問我她可

不可以自己決定每天要作什麼’她說她做的一定可以比表格上還

多。我說:「不需要,妳只要把這當作傢上班一樣’只要妳作完

了 ,妳就下班了。」

佩琪和〕cssica都以「上班」和「休息」這樣的比喻’將她們的家描

繪成-個工作場所’只要雇主設定的制度規則被遵守了’她們對勞工

就沒有額外的要求’同時仇燾量避免打擾勞工的私人生活.雖然工作

場所和家的空間是重疊的’這些雇主在公領域和私領域之間劃下象徵

性的界線,這種模式不只保護了勞工的隱私’也確保雇主的家庭生活

不受外人打擾‧我先前提到’上層階級雇主偏愛僱用移工而非本土幫

慵’是因為種族階層有助於維繫階級控制、疏離權威,中產階級雇主

也有類似的看法‧幾位雇主都在訪談中指出’和台灣的歐巴桑相比’

和外籍移工維繫-種如生意般的關係較為容易。-位雇主這樣描述兩

者的差別:「外籍的勞雇關係很清楚,本地的勞雇關係很隱∣生’不只

是沒有定契約,我們-般都把他定位成『幫忙』’好像-個｛dvor ﹑人

l青-樣’很多工作的要求你很難去直接說。」

此外.雇主可經由語言和文化的隔閡,輕易地將移工阻隔在家庭

生活之外’但卻很難防止本地幫傭干預雇主的私人生活。三十二歲的

安如是-個證券經紀人和二個孩子的母親’她描述了兩者的差異:

傢我們對面請一個阿桑’她有時候管起你的生活就好像你媽一樣’

菲傭是完全不過問你的私生活,她不會問你為什麼’她就是去做。

那這樣很好’她可以做我不想做的寥情,我又可以落個清靜。

為什麼才這簇妁羞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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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第一個是〔語言上﹞可以溝迥’第二個是中國人都覺得我

來你家幫偏是幫你們家全部’菲傭就只是來「工作」….. .台傭就

是這樣’你不想找她講話她遠是會找你講話’你不想讓她聽到的

事她也會聽到,那家是一個很重要的隱密的地方’有時候台傭會

把你不想傅出去的事情都傳出去‧菲傭就比較重視雇主的隱私’

比較有職業道德.你如果不去找她聊天’她不會來找你’我覺得

這樣比較好,我們回家都不想再去聽一個人呱拉呱拉.

大部分的本地家務勞工都是有豐富的養育小孩經驗的中年婦女。

像安如這樣的年輕雇主’在聘用中年的歐巴桑時經常感到壓力’因為

歐巴桑可能會仗著自身的經驗’而插手指導雇主要如何做家事或照顧

小孩‧安如甚至將歐巴桑的角色比喻成母親或婆婆’她因而偏愛僱用

-個想要和她-樣尊重’且維持單純生意關係的栘工‧

大部分偏好生意關係的雇主都來自雙薪家庭,他們需要家務幫手

的原因,正是用來紆解工作和家庭之間兩頭燒的窘境‧因此’后些雇

主希望和移工之間保持最低程度的互動’以在下班後得到最多的自由

時間。此外’和可以整天與家務勞工相處的全職家管雇主相比’疏離

且中立的關係也比較適台這些家庭時間有限的雇主.

除丁時間的限制之外’空間配置也深刻影響了雇主如何安排他們

的私人區域‧不像居所寬廣的上層階級家庭’大部分住在都市裡的台

灣中產階級家庭只能住在-層小公寓中‧容積有限的公寓生活無法提

供足夠地理空間體現勞雇之間的社會距離.面對空間不足的問題’有

些雇主會將移工排除在家人活動空間之外’這樣做不只是為了強調

地位的區隔’也在保護家庭的隱私‧也有雇主則因家裡空間有限’在

別無選擇的∣I青形下’只好將移工納入家庭空間中.阿蘇和先生-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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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排家務勞工的吃飯問題時’她笑著說:「看看我的公寓’那麼

小’她不跟我們-起吃的話’要在哪裡吃?」

這些雇主雖然在生活中跟家務移工共享親密空間’但也刻畫出-

條無形的界線來區分家庭生活的私人面向和家務僱用的公共面向。當

移工的工作涉及較多家務、較少照顧內容時’容易適用這種生意取向

的契約關係’雇主要替煮飯＼買菜和打掃等事務I生工作制定科層規則

時,也比較容易。但當移工的工作內容涉及孩童或老人的照顧時’

雇主則較難以一板-眼的工作規則或定型契約來理性化僱用關係’畢

竟’「愛的勞動」很難當做-門「生意」來計算。

移工的畫界工作

像她們的台灣雇主-樣’家務移工也以多重模式來建構與維持祉

曹界線用不同方式認知與回應自身與雇主之間的社會距離:有些移工

肯認並接受明顯的階級與種族差異;有些則質疑勞雇之間的階層差別’

認為自己和雇主-樣都是平等的’階層地位近似‧家務移工也採取不

同的策略來架構前台與後台之間的界線﹙如第五章所述’前﹑後台的

區隔是家務栘工生活中的重要空間配置）:有些移工偏好區隔出前﹑

後台兩個領域,有些則傾向整台‧ I2我以階級／國族界線以及社會／

空間界線等兩個面向為主軸’發展出家務移工的四種畫界工作類型:

尋求恩庇、保持距離以策安全﹑掩飾先前背景’以及強調地位近似‧

表五家務勞工的四種雪界工作類型

藝合 區隔

接受

質疑

尋求恩庇 ∣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強調地位近似∣ 掩飾先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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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恩庇:禮物的道德經濟

】enny和Maya在我-同坐在教堂庭院的凳子上’閒聊著她們的雇

主‧這對三十多歲的表姊妹’-起在菲律賓的工廠工作過,也相偕

到新加坡和台灣幫傭‧Maya五年前第-次來台灣’台約到期後’她
改名’然後再次到台灣的-個新雇主家幫傭﹙當時台法來台年限最多

是三年﹚。她很開心地告訴我’當時她哭著求雇主:「請幫幫我’我

沒錢’我在菲律賓欠-大筆錢‧ 」結果’她成功地躲過了「強迫儲蓄」

（扣薪水避免逃跑）的勞動控制手段‧坐在-旁的】cnny’笑笑看著她

的好姐妹’-言蔽之地描述Maya對付她雇主的策略:「可憐的女孩永

遠曹受到老天的眷顧‧ 」

像Maya這樣的移工’試圖和雇主發展-種「策略性的』I青感關係」

﹙stratcglcpersonaIism﹚﹙Mendezl998﹚’以從雇主那得到以責質物品、

零錢分紅和借貸等形式出現的額外幅利（斤ingebcncHts﹚‧類似封建社

會中領主與奴僕之間的恩庇侍從﹙patron﹣client﹚關係’在僱用移工的

台灣家庭之間並不普遍’因為僱用關係囿於政策而年限短暫’難能發

展長期、終身的關係。但是’有些移工-通常是-些教育程度較低

或出身鄉下的移工-仍可藉由強調自身在物質上的貧乏來獲取雇主

的同’I青‧過去有其他海外工作經驗的移工’特別會技巧性地利用I冑緒

鄉的窮困生活’以增加她們成功加薪或預支薪水的機會;有些移工則

曹在雇主為小孩買玩具時’面露嫉妒砷∣I青’雇主或出於原罪或憐憫,

初次赴海外工作的移工是另-群﹛頃向從雇主身上尋求恩庇的團

體B.大部分移工在第-年都身負債務,而且薪水在扣除仲介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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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及想賺加班費’而選擇放棄前幾個月的休假’在這種狀況下’參加

雇主的家庭旅遊成為他們免費探索台灣的機會‧由於尚未在地主國建

立當地連帶’他們也必須依賴雇主提供各種資訊和資源‧

要離開地主國之際’是另-個移工期盼從雇主那得到禮物或其他

好處的時刻‧就像印尼爪哇當地的家務幫傭終年工作’期盼在開齋節M
或新年收到雇主給予的禮物和紅利﹙Weix2000）’台灣的家務移工也

認為他們約滿離開之時,應是雇主透過禮物表達感激的時刻‧我先前

提過的Atik是-個明顯的例子,她是採行家母長制風格的胡太太所僱

用的印尼栘工.我問胡太太,Atik帶回家的電子鍋是誰買的’胡太太

說是她買的’令我訝異的是’她這樣作是基於Atik的主動要求:

電子鍋是我給她買的﹜她也會跟我朋友要’阿。

銀歙紉友要啊?

對’阿’她會跟我朋友說’我要回去了 ’叫我朋友要送柬西給她

’阿‧她很厲害’因為她來三年痳’我的周遭’社刨朋友人很多

’阿,我姐妹她都認識,大家都認識她‧要回去前’她就開始啦’

姐姐妳要送我什麼’我要回去了 ’她就直接這樣會講’我要妳送

我電鍋,’阿妳要送我微渡爐’’阿妳要送我子錶’她那種慾望就幽

來了。我說妳要怎樣的〔子錶﹞’〔地說〕我要跟太太一樣,漂漂

亮亮的、亮亮的‧

她會闊口要?

她會開口要’我是送她于環、送她玉、送她項鍊,整套的我都有

送她’我是送她蠻多的’然後我們員工會送給她衣服’她寄走幾

批我們都不曉得。Atik要回去的時候就很大﹜澹’妳看她敢跟我要

錢’l6萬多﹙強迫存款的總數﹚可以改戍跟我要求2日萬。那基於

我們的立場想說’來我們家三年了痳’很可憐痲’多一點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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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救濟也好’背作大家這幾年的感情也好

在這邊’她的青春三年’她要離開親情三年

得也不為過’阿‧

’.因為地付由三年

多一點給她’我覺

在胡太太□中’Atik總是安靜又乖巧’從不曾抱怨沒有休假’也

對雇主充滿尊敬。當雇主家人吃飯時,她總是等到所有人就座動手後

才開始扒飯;當家人在客廳看電靦時’她總是坐在角落的地板上‧然

而’「ll價從」的印籍女傭在要離開時變得「大瞻」＼「厲害」’敢大聲要

求雇主甚至任何地位較高的雇主朋友們「照顧」、「補償」她‧在貢獻

三年勞力給這個家庭後’她覺得-些珠賓＼現代化電器等額外的補助

都是她應得的回報和權益。

-般來說’印尼移工較∣頃向接受台灣雇主和他們之間有著明顯﹨

絕對的地位差距,不像教育程度較高的菲籍移工,傾向認為目前的勞

雇地位差距只是相對、偶然的結果。Utami來自中爪哇的-個貧窮家

庭’只有小學畢業的她’第-份工作是十歲時在雅加達幫傭‧為了賺

更多的錢’Utami決定出國幫傭’她在新加坡工作四年後’又來台灣

工作三年。我在台灣認識她的時﹛∣昊’她正值二十五歲’雖然受過的正

式教育有限,但憑著聰敏與勤奮’她在跨越多國的旅程中自修學曹了

基本的英文和中文.

許多移工朋友都認為U〔ami很「倒楣」’遇到不好的台灣雇主:她

要負責繁重的體力工作’包括清理-棟五層樓的透天厝和用手洗全家

人的衣服（即使家裡有洗衣機﹚。從Utami的轉述聽來,她的雇主符台

疏離權威的類型’靦Utami為低下的僕人‧當晚餐的內容料理全雞時,

U﹝ami總是只分到雞頭跟雞腳’而且-個人默默在廚房裡吃;當全家

吃著蘋果、水梨等昂貴水果時’她只能吃香蕉、柳丁等便宜的水果。

最糟的是’女雇主下指令時會大聲叱責她’並總是抱怨她動作∣∣曼吞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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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責上,個∣∣生活潑直率的Utami在印尼朋友間經常扮演著意見領

袖的角色’但在面對雇主的粗魯行為或刁難的要求時’她卻保持沉

默;「我看囉’我不說話囉,我不敢講‧因為我知道我的老闆如果不

喜歡我講的話’她比較罵. 」迴避與雇主正面衝突’她只能把I青緒吞

忍下去:「我生氣都放裡面啦,不曉得這邊〔指心﹞都壞掉不壞掉。」

或者’自我解【嘲:「我都告訴別人說’我老闆每天在唱歌‧她每天都

對我叫,我把它當唱歌,那我就不會難過了‧ 」每天’她向阿拉祈稿

她的衰運可以早點結束,希望雇干的態度能有改變的-天:「她對我

不好’我沒有想她不好’我想我老闆什麼時候才會好,什麼時候才會

∣∣曼慢說話’慢慢給我講’我拜拜﹝祈瘺﹞都是這樣.」

-開始’我以為Utami不想跟雇主起衝突’是怕雇主會終止合

約’把她送回去。但她澄清:「不’我不怕被送回去’如果回家’我

高興!我跟我老闆說’我不喜歡這裡’我想回家,我可以自己買機

票’他們不要。」

Utami的沉默吞忍,並非因為考量到被解僱遣返的經濟風險’而

是因為她肯認到自己和雇主之間的明顯社會距離與地位差別。Utami

屢次告訴我’她父母教她要尊敬別人’尤其是地位比較高的那些人。

Ⅲ墮L逵螳碰致壑L蝗墮躂曳鏗血逖懼﹙Grcctzl96l）.除

了階級高低’她甚至使用了種族化的詞彙（黑與白）來標示自己與台

灣雇主的差異:

我知道我是誰’他們是誰,傭人在地板,老闆在天花板’他們

高’我們低,他們是白的,我們是黑的。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所以你告訴他們沒有用’他們不會聽‧

有幾次我在週日碰到U﹝ami ,回雇主家前,她都到印尼雜貨店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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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材料’為丁替雇主做印式糯米甜點’我本來以為是雇主要求的’後

來發現她是在雇主未要求的∣青況下自己準備,更讓我驚訝的是’她還

自掏腰包‧她的「好心」讓我很困惑。或許基於非母語溝通的限制’

或許因為該行為欠缺工具理性的解釋’U﹝ami對於自己為何這樣做的
╴

原因開始都支吾其詞’經過我幾次不斷的詢問後’她才隱約透露在糯

米甜點中所包裹的無言訊息‧

我看妳還紱耨犬鈑’咎池行吃’他們對妳這麼襞’為什朦妳對他行

這廖好?

不曉得’他們像拖鞋者∣『沒有買給我。在這邊三年他們衣服什麼都

沒有買給我‧

對牙’邵為什緙妳還這麼好心?

我說不曉得’他們喜歡吃,因為Iwant炒菜印尼’印尼的都沒有

錢,有錢都沒有心.. .…

所以存錢的比歧↙∕﹨戎‘茂錢紂比狡大才?

對,阿’我要給他們說’他們有沒有想到。我們沒有好多錢’為什

麼我們還要﹝對他們﹞很妤’唉’不要告訴他啦,靜靜〔閩南語﹞。

可是欣做了池也浚才知道還是及變?

對呀,奇怪耶’老闆奇怪,﹝hcheart is這樣子,沒有看‧他們都

沒有想到,U〔ami為什麼這樣子,為什麼會買給我們吃’她是來

這邊嫌錢……

Utami手工製作異國風味的零食’∣霎抱著「以德報怨」的!L情’送

給她的雇主作為「禮物」’企圖超越資本主義的經濟契約﹙來賺錢﹚’

以及以財富區分的∣偕層秩序﹙台灣人比印尼人有錢）’邀請雇主進入

道德經濟﹙moraI cconomy﹚的互惠關係‧在這個領域中’雇主理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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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禮物心生感激’並且有義務加以回報‧Utami期待雇主回報怎樣的

好處?我發現Utami並不關心自己被雇主剝奪的休假或權益’她甚至

沒有持績紀錄每月雇主扣了他多少薪水’儘管大部分的扣除都是於法

無據的‧她想從雇主身上得到的不是經濟的回報（有錢﹚ ,而是∣∣青感

的回饅﹙有心）’像是-點點感激’以及對她的服務與辛苦工作的肯

定.不幸的是,她的雇主大口吞掉了糯米飯’卻完全忽略丁Utami用

心包裹其中的無言訊息。

對擁有權力的人而言’禮物的給予展現了他們的∣∣康∣慨,不求禮物

接受者的回報,更突顯禮物給予者的優越地位。然而’權力從鷗者出

於卑微的希望-期許-些溫暖、感激之∣∣冑和道德責任的回報-而

送禮物給權力優越者,只是因為他們缺乏足夠的資源要求平等的交

換’更遑論挑戰權力的不平等‘
﹀街

保持距離、以策安全:沒有額外功課

某個星期天’我和菲律賓朋友在教堂附近吃中飯時’有人聊到先

前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的經驗.那裡的雇主通常僱用好幾位外籍勞工

分別擔任傭人﹑廚師、園丁’他們會在廚房旁邊的所謂「僕人區域」

（servantsquarter﹚裡吃飯‧「哦’真不錯」 ,Olivia點頭稱是。我很驚訝

她竟然羨慕這樣明顯的階級空間區隔,Olivia解釋給我聽:「保持距

離﹑以策安全啦。」的確,抱持像OIivia類似看法的不是少數’許多

移工寧願和雇主保持距離’不想有太多私人的連帶‧在移工社群裡’

我經常聽到類似下面的對話:

〔啜泣〕我的女雇主昨天對我很壞‧

是’怎癡?

你看她的臉就知道了.……

﹞ohna

作者

】o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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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clinc :不要看他們的臉,只要聽你自己的∣u!他們和我們是

不一樣的〔用兩隻手掌比出－高-低﹞‧他們就是會那樣’不要理他
｛門o

II」

SyIvia :對!因為他們芣口我們地位不一樣’有時候他們不知道他

們讓我們傷’c。只要妳做的事是對的’而且他們準時什妳薪水’

沒有額外功課﹙nocxtracuγ『iculum﹚ !〔每個人都用力點頭,尤其是

」ohna﹞

「沒有額外功課」﹙nocxtracurriculum）是移工常用來維持心理平衡

與舒緩∣青緒壓力的-種策略‧他們在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間劃下界線’

這種分隔提供了-種緩衝’來幫助她們面對雇主對她們的個人需求和

尊嚴的不尊重（DiⅡl988）‧他們也偏好減少與雇主的互動’這樣才不

用增加額外的∣∣青緒工作負擔。當我問她們是否喜歡和雇主外出吃飯

時’大部分都回答:「不’我寧願在家裡,我不想在餐桌上當-個保

母’我想成為真正的家人。」儘管這種家人的比喻也常被雇主所用’

但大部分移工仍對自己的邊緣地位很警覺。移工寧願和雇主的家庭保

持距離’以避免自己不小心越過家人和非家人之間的界線‧

雖然也有-些移工喜歡加入雇主的家庭同桌用餐’但其他的移工

認為這樣的邀請突然增加額外的壓力和義務.許多移工寧願自己在廚

房吃’在這個後台裡’她們可保有-些隱私和自由。當我問Helcn喜

不喜歡跟雇主-起吃飯時’她回答:「他們告訴我要-起吃’有時候

他們的朋友來’他們也要我跟他們-起吃’但是我不喜歡,所以我假

裝!I亡‧我做做這個’做做那個’因為我不喜歡跟他們-起Ⅱ乞’累死

丁’我能跟他們聊什麼?」

此外’許多移工不喜歡與雇主同桌吃飯的原因是’她們霓得有義

務要接受雇主給的食物。ElviC描述這種l青況:「我的雇主想要我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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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吃那個’所以我不喜歡在那裡〔餐桌〕吃’他們想要看見你吃’

他們想要給你’他們想確定你吃了.」主人從餐桌上夾起菜的-部

分l然後放到客人的碗裡’這個常見的舉動對台灣人來說代表著主人

對客人的照顧‧然而’在移工眼裡’夾菜給客人這個有禮貌的行為卻

帶來壓力’類似禮物給予的權力不平等’移工害怕他們拒絕雇主夾來

的食物’會造成雇主的難堪甚罕牛氣‧

另-個移工難以拒絕的工作要求是作雇主的知己,他們尤其害∣∣’日

雇主吐訴的秘密涉及夫妻之間的緊張關係‧菲律賓移工Lolita便覺得

在妻子和丈夫的信任中作夾心餅乾是種無謂的負荷:

我的女雇王跟我耶∣」很多,甚至是她私人的事情’像是她的工作’

她的家庭’她的婚姻,所有事都說!她跟她的婆婆處不好’她的

婚姻也不是很好,她告訴我不要嫁給像她先生那樣的老公。你知

道什麼最好笑馮?她老公也會跟我講他太太!但是他們都不知

道另一個人也跟我說’如果他們知道’他們大概會〔對這個﹞感

到不開Iu’但是我不想聽這些事’我來這裡是工作的’不是聽這

些事的。

若男雇主把她們當作知己’家務移工們還得冒著被女雇主嫉妒或

懷疑的風險‧-些栘工會發現她們雇主之-的婚外∣l青’譬如洗衣服的

時候’發現男雇主口袋裡的保險套’或是當男雇主不在時’看到他的

妻子的秘密∣青人。不論移工要不要向另-個雇主報告這些事,她們都

無可避免地成為家庭肥皂劇中的配角。有些家務勞工希望藉由管理前

台與後台區域的分隔’來減輕親密關係中的風險和負擔’並劃下界線

以減少雇主對自己的私人生活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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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先前背景:「我不想要他們知道我的過去」

l頃向將前台與後台區隔開來的家務移工’不僅只出於謹∣∣真與降

低風險的考量’也有些人把這當作-種主動確保自尊與自我認同的

策略。這些移工認為自己和台灣雇主貫屬於同-階層’她們的地位

下滑’乃是因為個人的不幸遭遇或是母國的經濟衰退‧當我問Luisa

她的台灣雇主的經濟狀況時’她直率地說:「我不覺得他們有錢’他

們過著很簡單的生活’很少出門’我知道’因為我曾經有錢過‧ 」

Luisa在二十╴歲時曾經離開馬尼拉到東京的俱樂部當娛樂員（酒店小

姐）’然後嫁給她的日本老闆.他們的婚姻維持丁十年’離婚後’她

帶著兩個孩子回到菲律賓’隨後又到台灣幫傭。

Luisa對於她的向下流動仍然難以調適’因此選擇在菲律賓的熟

人面前掩飾她現在的工作’也對她的台灣雇主掩飾她的過去:

我沒告訴在菲律賓的朋友現在我在台灣作什麼’他們只知道我工

作,他們不知道我是做幫傭‧我覺得好丟臉哦’因為我曾經足個

雇主’我不想妥他們認為我現在走下坡了 ’但事實上我是走下坡

了〔苦笑﹞。我的前夫也不知道,他打電話給我的小孩.他們告訴

她,媽媽現在去合》簪看親戚。

你者闆劣口道妳的過去嗎?

不知道‧有一次’我前夫從日本打’電話找我’我告訴他們釗∣:是我

的姐夫’我不想.喋他們知道.

其他具有白領背景的菲籍移工也提到掩飾先前在母國的背景是必

要的’藉由將過去「放進括弧」,她們較容易在台灣、在雇主的面前

表現得「像個女傭」‧如以下兩位受訪者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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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們的工作是女傭’我們的舉止就必須像個女傭。如果你覺

得:「喚.我以前是在銀行工作耶。」你就無法｝巴工作做好‧你

會覺得沮喪’然後就會覺得衝突。

既然妳已經來了 1就不必說再說妳在菲律賓有車、有-女傭‧如果

妳在菲律賓什麼都有了 ’妳還來這裡幹痲?閉嘴‧現在妳在這

裡’妳就必須跟著這裡的規則’妳是個幫傭,妳什麼事都要做’

妳不能抱怨妳不知道這個要怎麼做’那個要怎麼做.

Luisa選擇在雇主面前隱藏她先前的社曹位置’為了完美地扮演

「女傭」,她小心翼翼地管理她在前台、後台之間的穿越過渡。每週

日’Luisa帶著她的首飾、迷你裙以及化妝箱到教堂’然後在彌撒集

會前到教堂的廁所換裝打扮。除丁改變穿著儀表’她走入雇主看不到

的「後台」後I,’也想暫時性的脫離「女傭」的身分認同‧-個週日’
當我們行經聖多幅教堂的後院時’有許多菲律賓幫傭聚在-起聊天’

Luisa皺著眉頭說:「她們在這裡討論許多問題,我的老闆這樣,我老

闆那樣’我知道很好’但是我不喜歡來這裡’我不要把我的假日過成

這樣。週-到週六已經夠了’我不想再聽任何跟工作有關的抱怨了’

我只想要bappy、happy、Sunday ! 」

家務勞工可藉由鞏固前後台之間的屏障’來避免自我表述的休假

形象與雇主認為的「女傭」形象兩者之間的緊張‧】ovi﹝a是個三十多歲

的漂亮單身女郎,某個週日’我看到她的手指和腳趾上都塗著華麗的

指甲油’挖苦她:「妳在老闆家裡也塗這樣?」她大笑說:「不可能!

我的老闆’如果我穿少-點,他們會這樣看我〔模仿睜大眼睛從頭到

腳來回打量﹞。所以當我禮拜天出門時’我希望他們都不要看到我’

不然他們會」∣襄疑-這是我的傭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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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後台走到前台時’女性移工也透過穿著打扮,甚至氣味,試著

體現出-個雇主認為「妥當」的星期天活動的版本‧好幾次我跟著菲

律賓朋友在星期天下午去迪斯可跳舞’要離開之際’她們紛紛拿出事

先準備好的T∣∣Ⅲ’來替換身上的衣服‧看到我-臉困惑’她們笑著對

我解釋:「因為衣服沾了煙味!換丁衣服’我的雇主才曹以為我去的

是教堂’不是迪斯可! 」】ovi〔a告訴我說’有時候她星期天下午待在

酒吧裡’喝些酒或抽些煙來放鬆’當回到雇主家時’她說:「我第-

件事就是跑去廁所洗澡’我不想要他們聞到我! 」

對這些灰姑娘來說’除了要盡量延長在後台活動的時間’更重要

的是要有效地隔離前台與後台,以避免雇主看到她們女傭角色外的活

動與形象’也就是高夫曼所說的「前台到後台的通道必須被封閉’或

Gof「manl,59: ll﹞）。如果

之外’可能會為菲籍家務勞無法維持前後台的區隔,隔離雇主於後台之外’可能會為菲籍家務勞

工帶來工作上的風險.

某個週日’Luisa的雇主很早就出門了’因此她沒有帶衣服出來

換’直接穿戴她的週日打扮（穿洋裝、化妝’還挑染了幾撮紫髮）’

大剌剌地走出雇主的公寓。她在電梯裡遇到鄰居’他驚訝地對LuiSa

上下打量‧之後’整棟樓的鄰居都在傳述這項八卦’他們告訴Luisa

的雇主:「Luisa出門時像個電影明星!她身上還擦香水! 」女雇主難

以置信’還要求大樓警衛把電梯監靦器拍攝的錄影帶找出來.Luisa

描述她看到後的反應:

她非帶驚訝!因為我千常不像耶樣’我想她在〃∣;之後梵得沒安全

感’她告訴我:「我沒有大多的漂亮衣服’因為我不需﹣要它們,

我都待在家裡. 」

嗯’牠想婆班妳訖什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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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要說’妳不需要那些衣服,反正我只是待在家裡’我只是浪

費我的錢!

Luisa後台形象的揭露-時髦、漂亮﹑女∣I生化的形象-象徵∣生

地挑戰了雇主的階級優越感’也激起了雇主作為女主人的焦慮‧-個

菲籍移工如此評論Luisa的雇主的反應:「她是怕你變成-個有吸弓∣力

女人’那她就會失去她丈夫了。」Luisa發現要融台她的前台與後台不

僅有困難’也可能對她的工作造成-定的風險’因此’她小心翼翼地

管理自己的外表＼笑容與行為’細心維護工作與休假截然分開的灰姑

娘生涯’以及「女雇主」與「女傭」之間的階級化的女性特質展演‧然

而’也有其他的移工採取不同的畫界策略’她們寧願以-致的形象穿

梭於工作內外的前後台’並強調他們和雇主地位的近似。

強調地位近似:『我不讓他們看輕我」

三十多歲、單身的No!a擁有菲律賓護理系的學士學位’她在二

十四歲時去新加坡當護士’之後來台灣擔任監護工.她照顧的對象是

-位生病的阿媽’同住的還有高中畢業、離婚的技工兒子’以及其正

值青春期的孫子.當我去Nora雇主位於三重的老舊透天厝找她時,

No『a翻出她大學畢業的學士照給我看’這是她行遍各地工作必帶的

紀念品‧老責說’我看到照片嚇了-跳’很難將相片中帶著燦爛微笑

的年輕女孩和眼前歷經風霜的Nora聯想在-起‧

Nora告訴我,-開始’她的台灣雇主懷疑她缺乏現代生活方式

的知識’她鳳到被冒犯‧「台灣的雇主都以為菲律賓人沒知識’ 」她

說’「他們問我;『你知道電靦要怎麼轉台嗎?你會用電鍋嗎?』」面

對雇主對她的智識和自尊的挑戰,Nora以堅定的答案來回應:「我告

訴他們:『對我來說沒問題‧ 』」Nora的雇主慢慢地改變了對她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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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很重要的-個原因在於’事責上’Nora的學歷比雇主家裡任何

-個人都高。Nora告訴我:「他們很驕傲’他們跟別人說我上過大

學‧我老闆不會說這是我的女傭’他們會說’這是來照顧我母親的

人.如果他們叫我女傭’我曹感到有點不開心’因為人都有自尊’

你希望往上’而不是往下‧ 」Nora舉了-個例子說明,教育所帶給她

的才智如何幫助她能與雇主討論事l青’而不是像其他的菲籍移工只能

抱怨:

很多菲傭都抱怨他們的雇主’他們應該跟雇主談才對’如果有問

題的話’我不會抱怨’我會躍他們談‧有一次一佃月有五佃禮拜

犬’他們只給我四個〔加班豫﹞’我告訴他們有五個禮拜犬’然

後他們說:「哦’妳是對的‧ 」

在菲律賓有管理工作經驗的移工,可能把家務服務定義為-種

技術∣生的工作,並且強調過去與現在的工作經驗的相似∣生。鄭淑如

（Chcng200l）訪問台灣的菲籍移工Baby,她有會計和企管碩士學位’

並像Nol.a-樣’並不避諱告訴雇主她的學歷與背景‧Baby藉由強調

家務工作的專業面向來維持自己的尊嚴’她這樣描述（Cheng200l:

Z02）:

這是份工作’I而我）﹟專業的態度來面對它……過去〔在菲律賓﹞

我替我老I﹩l】處理所有的事’作筆記’持鐳追蹤每件事.我很敏

銳’我會持繃追蹤每件事。這沒什麼不I司 ’在這裡工作也一

樣……我對工作有自己的一套規劃,像是什麼時候做什麼’還有

在一犬中先I｝﹩始做什麼.我會做訃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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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例子呈現了菲籍家務移工融台前台與後台的另-種方法:透

過非單-國家的階層化框架（地主國與母國）’把她們的地位確認為

與雇主相近的中產階級同儕。有兩個結構性因素解釋﹣了為何Nora可

以在這樣的僱用關係中具有相對平等的地位:第-’她主要的責任

是照顧病人’非處理家務’而如先前提過的’雇主較願意和負責較

多照顧工作的移工建立個人連帶;第二’Nora具備比雇主更高的教

育程度以及較多的全球語言資本﹙英語﹚’她甚至有時候會當雇主的

青少年兒子的英文家教。藍領雇主靦僱用-個大學生菲傭有助於提

昇自己的祉會地位’這解釋了為何Nora的雇主對有她照顧母親感到

「驕傲」‧

TTinada是另-個採取類似畫界工作的菲籍移工‧她在菲律賓時

曾是個成功的房地產經紀人’現在是個四十四歲的寡婦‧基於對海外

工作經驗的好奇,二年前她曾來台灣工作’照顧雇主家裡六十五歲生

病的阿媽、阿媽的兒子、媳婦’以及兩個成年的孫子。我問她關於她

的雇主時’她聳聳肩說:

他們遠好啦,他們唯一的問題就是不信任你‧譬如,如果你回家

晚了 ’他們就想你去做壤事了 ’他們會說「也許你交了壞朋友」‧

我就說:「不要這樣說’你們又沒見過我的朋友,如果你再這樣

跟我說’那我也可以說,你有時也回家晚了 ﹑那我也可以想說你

在外面交了壞朋友。」如呆妳水遠都遵從他們的話’妳水遠都不

會自由的,妳不能水遠同意妳的雇主’否則他們就會一直判∣:樣

對妳.我的雇主尊敬我’他們會說她是來照顧我們母親的,不是

幫傭.

TTinada以平等和互相（mutuaIi﹝y）的敘事方式-如果你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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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也可以這樣說你-來對抗以種族歧靦的透鏡評斷移工生活的

雇主。Tiinada和雇主發展出-種相對平等的關係’這種關係可以從她

們彼此的稱呼方式看得出來‧「他們叫我妹妹-是指較小的女兒’

對嗎?」她說’「我也叫他們名字’他們對我像是對他們的小妹’而

不是女傭。」Tfinada也有意識地讓她的雇主丁解她過去在菲律賓的生

活方式:「當我們去-家昂貴的餐廳時’我告訴他們’我在菲律賓工

作時’也去過類似的餐廳’這樣他們就不曹看不起我’我不會讓他們

這麼對我‧ 」受過較好教育的移工,有時也會故意跟雇主開敔話題’

以表現自身的文化品味與知識。I‘有些台灣雇主在訪談中提及,當他

們回家發現菲傭在看CNN,或是透過廣播收聽古典音樂時,他們大

為驚訝’但也印象深亥Il 。

英文是Trinada用來平衡勞雇關係的權力槓桿時的-項重要施力

工具.她告訴我:「如果他們〔雇主〕說錯了’我就曹告訴他們那是錯

的’他們會問我英文:『我這樣說對嗎?』我不讓他們看輕我’我總

是在留意（cbeck）’如果他們說不好的話,我也曹糾正他們‧ 」我問她

曾否擔﹜D雇主會因此生氣’甚至中止她的台約,她自信十足地說;

「不會∣我不∣∣白失去我的工作’我在菲律賓的薪水甚至更高!我就是

這樣告訴他們的! 」

不像Luisa-樣在雇主面前掩飾先前的背景’Trinada反而有意識

地展現她在菲律賓的中產階級位置和生活方式‧她以挑戰雇主的英文

以及拒絕他們對栘工的負面評價來質疑雇主的權威‧她抗拒畢恭畢敬

的工作態度’並大聲說出自己的意見以提升自己在雇主家裡的地位’

猶如她所說的’「我不讓他們看輕我」。和Nora-樣’若干勞雇配對

的結構因素’讓Trinada相對於她的雇主擁有較多的協商議價空間’

因為她受雇於-個小康家庭’而且她的工作是照顧他們的母親‧

既然LuiSa和TTinada同樣援用非單-國家的階層化框架,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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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成雇主的中產階級同儕’為什麼她們在貫作生活中採取截然不同

的畫界工作方式?主要的差異在於兩人所能承擔的挑戰雇主與失去工

作的成本風險不同‧T『inada可以承受公開嗆聲的後果’因為她「不怕

失去工作」。作為三個成年孩子的母親’她的財務壓力較少’而且仍

有機會在菲律賓工作。相對的’Luisa是有三個幼兒的單親媽媽’身

為家裡唯-經濟來源的她’若失去工作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她寧

可藉由整合前台與後台來避免被遣送的風險‧

上面的比較也揭露了限制移工選擇畫界方式的另-個重要因素:

移工和雇主如何協商社會距離’主要仍以雇主的畫界方式而定。如果

Luisa的雇主是用較平等、納入、而非支配、競爭的態度對待她的話

（就像Nora和Trinada的雇主那樣）’她也可能較放心地讓工作與私人

生活這兩個空間相互開放或滲透‧在階級從屬的基本框架下’雇主仍

是主動形塑僱用關係動態的權力所有者’框限了相對弱勢的移工協商

祉會界線與公私領域的可能性‧

屋詹下的認同政治

本章描繪了家庭生活中看不見的各種社會界線:我檢靦雇主和勞

工如何協商階級認同與彼此的社會距離’也比較了雇主對待外籍和本

地家務勞工的方式差異’以觀照國籍／族群界線的運作‧這些跨越祉

會界線的人際互動發生在-個既是私人家戶,又是工作場域的空間

裡;勞雇雙方的畫界工作’持績地在建構「家」的定義、公領域與私

領域的區隔’以及在前台與後台的布署‧

我對畫界工作的分析試圖連結行動者的結構位置與主體傾向

﹙disposi﹝ion）,並強調行動者的能動性與內部差異‧我建立了兩種類
型學的分析來描繪畫界工作的變異’並且指Ⅲ＝個主要因素來說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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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特定的雇主和勞工傾向採取某種類型的畫界工作:雇主與勞工的階

級位置’在工作內容上照顧工作與家事服務的相對比例’以及僱用場

景在時間、空間上的組成‧

想要展現他們在階層排序上的優勢地位的雇主,l頃向強調他們與

移工之間的差別’而年輕世代的雇主則為了確認自身的中產階級認同

而試著淡化階層的差序。在上層∣偕級之中’花費較少時間在家且家庭

空間寬敞的雇主’較﹛頃向疏離權威的模式;而花許多時間跟勞工在家

中近身相處的家庭主婦’容易發展出家母長制的風格。在中產階級

之中’僱用勞工來照顧孩童的雇主’傾向於採取工具∣生的∣I青感關係態

度’而只是為丁尋求幫∣∣亡家務的雇主貝Il傾向偏好-種生意般的關係,

以減低情鳳互動所需的時間成本‧

卜述肉素也形塑了移工畫界工作的變異。自許為雇主的中產階級

同儕的移工’通常偏好在前台與後台之間保持可穿透的界線。當她們

主要的工作是照顧工作時’她們比較容易和雇主建立相對平等的關

係;其他的移工’就算質疑雇主的階級優勢,仍l頃向隱藏自己先前的

背景’以保護自己的隱私’並降低挑戰雇主權威的風險。也有不少移

工’通常是教育程度較低、或出身鄉下者’認知到自己和雇主之間所

存在的明顯地位差別。其中,有海外工作經驗的移工尤其知道如何為

了己身利益來操弄與雇主的感∣青連帶’沒有工作經驗的栘工則可能希

望從雇主身上尋求庇護與恩惠,以增加自己生存的資源‧此外’有-

些勞工選擇盡量減少和雇主的互動’以避免承受額外的∣青緒負擔以及

蝓越社曹界線的風險’這樣的方式在某些僱用場景較容易發生’如雇

主的家戶空間寬敞,或是雇主整天都在外面工作‧

這些分類不是互斥的範疇’而是被類型化的理念型（idcaI

types）’代表了現責生活中連績分布的日常責作‧在不同的祉會∣∣青境
裡’同-名雇主可能從疏離權威的風格’轉換為家母長的態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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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勞雇關係可能搖擺於營建信任的」I青感關係與避免麻煩的生意關係

之間。同-家庭裡的不同成員也可能對移工採取不同的態度’譬如’

當丈夫扮演疏離權威的管理者時’妻子則試圖跟保母建立!I青感關係‧

家庭的界線不是既定的’而像-層又-層的同心圓。不僅家庭成

員內部有地位排序,家務栘工作為「虛擬家人」’有時被包含為家庭

的-份子’有時被排除在家庭連帶之外,她們的曖昧位置正標示了多

重層次的家庭界線的運作‧雇丰存家庭生活中的不同∣青境下’面對不

同的觀眾’衍生相應的不同「前台」與「後台」的設定’對於「家庭」的

界線也採取不同的界定方式。

以具體的例子來說’吃飯時的座位安排’這項畫界工作的重要日

常儀式’通常會因不同的l青境而改變。在許多台灣家庭裡’吃飯的安

排曹依據家庭成員的出席狀況而變化‧如果家裡只有女性與小孩,移

工常被允許在同樣的餐桌上吃飯’或是和家人-起看電靦;但當男性

雇主或家裡的長輩在座’移工則會被請下餐桌。用餐的安排也隨著人

員組成、空間場地的不同而改變‧有些移工在平常時被邀請與雇主家

人同桌吃飯’但是當有客人在場時’她們便被要求分開吃‧如我訪問

的-位雇主所解釋背後的考量:「在外人面前’就要分得很清楚’這

是-個discipline的問題‧ 」I7相反地’有些家庭要求移工在家裡分開

吃,但在外面吃飯時則邀請她們-起吃’另-位雇主說明考量的原

因:「我們想要人們看到我們尊敬她,她也需要在他人面前有自尊」。∣8

有個僱用外籍幫傭的朋友讀過本章之後’略帶焦慮的問我:「那

你說’究竟哪種畫界工作比較好?」我無法提供確切的答案來幫助他

解消對於如何當個「好」雇主的焦慮’因為畫界工作本身必然是雇主

和勞工雙方互動的結果.某些類型配對起來.有較強的親近性’有些

則相反.尋找恩庇型的勞工曹感激家母長制的雇主所給予的禮物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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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而其他類型的勞工則會覺得被羞辱或不喜歡禮物;當勞工偏好保

持距離時’企圖建立∣∣青感關係的雇主會被對方的冷淡覺得沮喪’這樣

的勞工反而比較合適∣頃向保持生意關係的雇主’甚至是偏好疏離權威

的雇主;喜歡獲得尊敬的雇主’遇到秀出大學學歷或英文技巧的菲律

賓移工’可能大感∣午逆’而這種類型的勞工’在喜歡同桌進餐、培養

情感關係的雇主面前’較有可能表述自己與雇主的地位近似。

也有人讀過本章之後’開玩笑地對我說:「所以’這跟夫妻I青侶

配對差不多囉。」雖然同樣是配對’勞雇關係所置身的是權力不對稱

的制度脈絡’因此’雙方往往難以進行超越國族與階級距離的平等溝

通.畢竟’雇主比勞工擁有更多的權力來制定彼此互動的腳本’除了

階級上的優勢’身為公民的雇主也比僅在地主國短暫停留的移工’擁

有許多制度與資源上的優勢‧基此,面對可能被雇主遣送回國的命

運’多數移工仍∣頃向採取保持距離、掩飾先前背景這兩種風險較低的

策略‧

甜蜜家庭的雕樑畫棟下’責有著壁壘分明的楚河漢界‧本章所揭

示的種種畫界工作’不只是台灣的雇主與移工之間的日常生活角力’

也代表在國際遷移脈絡下的認同政治與階級衝突的縮影。套句女性主

義的老話’個人的即政治（t｝﹞cpcrsonal ispoli﹝ical）’這屋簷下的飲水互

動正揭露了全球化的微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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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的最後半年,我替-對出國休假的美國教授看顧他們的貓

和公寓。和我先前位於芝加哥市區的雜亂小窩相比’他們座落在幽

靜郊區的寬敞公寓’為我這個坐困論文愁城的窮學生提供丁奢華的

堡壘‧他們的信箱裡常收到清潔工的傳單’上面印著「負責任的清潔

工﹑彈性安排、台理收費、我們是白人」的字眼.有幾次我工作到-

半’抬頭看見窗外’噴著DiaI-a﹣Maid的清潔公司字樣的休旅車停在對

街,等著接送幾位剛做完打掃工作的鐘點女傭‧我不時在樓梯間碰到

兩位清理樓下鄰居房子的東歐女傭’當我寫作分心之際’若是凝而申傾

聽’可以在樓下的吸塵器噪音之餘’聽見她們用母語在說說笑笑。

教授屋主在他們月∣】將返國前’安排了-位鐘點女傭來清理房子。

由於是他們買單’我沒立場拒絕’況且’老責說’有人可以幫l亡打掃

這間寬敞公寓’我也感到如釋重負‧雖然我在田野期間認識了許多家

務移工’我個人從未處於雇主的位置’這次’我幾乎是個準雇主’這

對我來說’是-個讓人期待’也心生焦慮的新奇經驗‧

那-天到了‧我在冰箱裡準備了冰水和果汁’也在廚房桌上擺放

水果和點﹜L﹨’好讓清潔工可以小憩休息‧雖然仲介公司說那位清潔工

有鑰匙可以自己進屋,我還是想跟她說聲「嗨」’聊-聊’好讓她的

服務不是-種冷i水冰的勞動‧門鈴響丁’-位四＋出頭的女性站在門

□’看來像是波蘭人’我緊張地簡短介紹了自己’然後請問她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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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她露出困惑的表∣青’搖搖頭’只說了-句話: 「NospcakEnglisb.

﹙不說英文.﹚」她拋給我-個短暫的微笑,然後迅速走進廚房’開始

工作。顯然’她已經清理過這間公寓許多次,她比我更清楚各項清潔

用品與工具放在哪裡。

我感霓自己像-個狼狽的士兵,在-場追求祉會平等的戰役中落

荒而逃’儘管’戰場上並沒有出現階級的敵人。我撤退回房’關上

門’試著寫些東西。然而’當我聽到她在清理我十分鐘前才坐過的馬

桶,我勉力維持的若無其事瞬間瓦解.我快速閨上筆記電腦’衝到

附近的咖啡店‧喝了-杯又-杯的咖啡,我在那裡待了幾個小時、

遲遲不敢離開’直到天色已黑’我放心確定清潔工已經離開了我的

「家」‧

在全世界的許多城市裡’女性移工都是主要的家務服務提供者’

她們可能是在移居芝加哥的波蘭人、洛杉磯的墨西哥人、紐約的牙買

加人、巴塞隆納的摩洛哥人﹑科威特的斯里蘭卡人、多倫多的菲律賓

人’以及台北的印尼移工。在跨越地理彊界之後’這些跨國灰姑娘們

發現她們入住在-個弔詭的處境中:與雇主的物理距離親密’但祉會

距離遙遠’而她們的照顧工作’既是愛的勞動’也是金錢的交換。移

工在家庭中的出現’也引發雇主的雙重焦慮:家’這個社曹普遍認為

是庇護人們遠離混亂公領域的甜蜜私人巢穴’現在卻成為-處執行紀

律與布署監靦的職場;勞雇之間的文化樊籬和權力不平等直逼眼前’

讓人難以靦而不見。本害探究台灣雇主和東南亞栘工-就如同芝加

哥的我與那位波蘭裔清潔工 如何在家庭裡和世界上,協商彼此之

間不可見卻鮮明區隔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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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全球,愈分化

客工的長期造訪不僅改變了地主國的環境地景’也創造了許多責

質與虛擬的跨國空間‧台灣的大城市中都已發展出移工索落’經由

資本的流動、資訊及科技的網絡促成跨國連帶的維繫‧移工可以利

用台法管道或私人快遞服務’跨洋傳送現金與包裹;他們在台灣買

的各式電器用品’現可以在母國得到維修保證。電子媒體與移工大

眾的結台,已創造出各種不同形式的想像國度或虛擬祉群（Appadurai

l996﹚‧栘工可以藉由購買雜誌、登入網路或收看衛星電靦’來取得

母國最即時的新聞消息及名人八卦’他們也將盜版的好萊塢電影、迪

士尼卡通’甚至台灣流行歌手的MV當作禮物’遞送給家鄉的親朋好

友‧網路與手機等日常科技更幫助他們得以跨越地理距離來維繫l青

感、發展浪漫關係。

跨國主義學者駁斥「同化」的傳統論點’強調有越來越多的栘民

維繫著連結地主國與母國兩地的家庭﹑經濟、祉會、宗教與政治連

帶’過著-種跨國度的生活（Basche〔al. l994）。然而’另有些學者

告誡我們不宜過早地慶祝國界的式微’也就是所謂的國家的「去疆界

化」（de﹣tc㎡itoriaIiza〔ion）.雖然現今有許多人頻繁地跨越國界’以「世

界人」的尺度經營事業與生活’但他們的生命機遇仍受限於民族國家

的制度規範’必須在不同國度之間轉換成員身分（ZoIbcrgl99l）‧同
時,「再疆界化」﹙【e﹣territoriaIization）的趨勢也在各地出現’當地社會

往往基於族群差異的文化想像’而衍生對外來者的政治與祉會排斥。

本害顯示’跨國遷移的蓬勃發展並未減弱國家主權或國家領土的

治理.以亞洲而言’不管是輸出國還是輸入國,都對國際遷栘的外流

或移入制定規範‧在「有國界的全球市場」中流動的移工’受制於各

種奠基於公民身分原則的法律與政治規範’他們的權利與生存因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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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緣化‧跨國移民／工也會利用各種國族身分的制度管道’來增加

他們在全球經濟中的資源與機會。中上階級的移民施展「彈∣生公民身

分」的策略﹙Ongl999）’藉由持有多國護照來促進他們的跨國商業連

帶與祉會生活‧相反地,另-端的低階移工則藉在母國申請多本護照

來擺脫地主國政府的工作次數限制’以增加他們進入全球勞動市場的

機會。

遷移不只是-個身體栘動﹑社會位置變化的過程’也是-個主體

認同重新形塑、展開多重自我版圖的過程。人們雖然跨越了地理疆

界,卻往往跨不過國族及其他社曹界線的無形藩離。移工的主體付吉

橫越不同國度’卻也因此常經歷衝突的認同形構‧雖然他們得到經濟

所得與母國地位的提升,卻在地主國邁受種族歧靦、受雇從事社會鄙

夷的工作。人們穿越國界的行動,並未導致國與國之間不平等的消弭

或緩和’反而時常更形鞏固了沿著階級、族群及性別界線而來的社會

不平等。

我們活在-個越來越全球化,但也越來越分化的世界。本書的論

點挑戰了-種常識性的觀點:認為肚會偏見純然肇因於陌生以及缺乏

接觸‧確責,國際遷栘促成丁不同國族群體間更頻繁密切的互動接

觸’當代社會或許對外來人群與文化越來越習以為常’但這不表示多

元文化地球村的幸幅結局便指日可待’或是社會偏見及歧靦就此消失

無跡.相反地’跨越社會界線而來的接觸經常弓∣發了焦慮與不確定

感,因而趨動人們想要重申秀異及區隔異已.家務移工與台灣雇主之

間的相遇’宛如顯微鏡下的切片,彰顯了地球村中的權力關係與認同

政治‧原本劃歸於親密領域的家庭,成為-處再製全球不平等及祉會

界線的角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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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的模糊與不連績

透過界線的畫定,我們得以為周澶環境賦予意義’並定位我們

是誰‧如S﹝u副r﹝HaⅡ（ l,97i47﹣48）所言;﹝塾皿鼴逵迴墜睦Ⅲ丑聽

者。」社曹界線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這些jL智框架有真責的存在;
一

相反地’正是因為兙會意義其貫是流動、多面向的’而經驗世界其

賣是由差異的連績分佈’而非截然區分所構成‧根據Evia〔arZclubavCl

（l99l）’這樣的結構上的曖昧模糊’往往讓人們感到焦慮,因而衍生

丁各式與汙染有關的禁忌以及各種以排他為原則的分類範疇’它們幫

助人們維持丁分類秩序在∣L智層次上的「純淨」’以及肚曹建構出來

的「不連績性」.

家務移工與台灣新富雇主之間的聘僱關係’揭露了以下四種曖昧

∣青境:家務勞動的女性化、外籍勞工的種族化、階級形構的國族框

架’以及家（bomc）與家庭（family）之間的斷裂。為了因應這些曖昧

處境’移工與雇主的跨國交曹中至少衍生了四種畫界貢作’含括」∣生

別、階級、族群／國籍、家／家庭等界線的複雜締連。

這些肚會界線不只是我們用來畫l分人我之間的認知分類’它們更

是-種制度分類’祉會資源沿此被不均地分配。我強調的畫界工作’
- ＝

則是再製或者挑戰肚曹不平等的重要日常責作。人們跨越地理國界與

族群界線的行動,攪亂了政治身分與祉曹分類的既定架構’並干預既

有地位階層的維持‧在日常生活的微觀政治中’公民與移民、雇主與

幫傭、男人與女人’透過畫界的互動貫作’持績模塑﹑強化’或者修

正、重構祉會差異與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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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傭或女主人?家務勞動的連績性

女傭與女主人之間的對立’戳破了女∣生王義者對四海-家姐妹l胃

誼的浪漫想像。為了提供-個新的概念靦角來辨別女人之間的同與

異’我提出「家務勞動的連績性」﹙thecontinuityofdomcsticlabo!.﹚的概

念’來描述女人如何在家務勞動的父權分工下面對類似的結構壓迫’

同時’又因為她們的階級﹑族群與國家的差異位置’而有不同型態的

侷限與能動∣生‧

台灣雇主與家務移工都在跟父權討價還價’但要如何在性別、親

族與市場等三個機制間分派﹑轉包再生產勞動’她們採取的策略大不

相同‧台灣女∣生將她們為人妻＼為人母的部分責任外包給市場’以迴

避要求丈夫分擔家務時所衍生的婚姻衝突。女性移工則利用家務工作

女∣∣生化的利基’來換取全球勞動市場上較高的薪資’成為跨國家庭中

主要的責家者。台灣媳婦善用家務聘僱來抵抗三代同堂的居住傳統’

並以此逃脫侍奉公婆的孝媳義務.相反地’女’∣生移工在海外擔仟雇丰

家庭的虛擬親人之際’卻需要倚靠母國的親屬來照顧留在家鄉的小

孩’以維繫兩地分隔的家庭。

家務工作是建構性別界線的-個重要場域:相對於男人要養家的

規範形象,家務與母職形塑了婦職的核心內容‧即便在現貫生活中’

多數女人已跳脫了傳統二分的∣生別分工’不論出於自願或無奈,成為

全職的職業婦女‧然而’如本害章節所描繪,與家務勞動相關的∣∣生別

意識形態仍深刻影響著這些女人的生活感受與自我認同’不管她們是

親自從事家務、或監督其他女性代理皆然‧

台灣的中產階級女性幸賴家務幫手的僱用’才得以像男∣生-樣全

心投入職場事業。即便家務勞動可以市場外包’家務生活仍深受性別

規範約束。女雇主倚賴家務移工的「影子工作」’來完成她們身為妻

子﹑母親與媳婦的責任’但她們同時也倍臧焦慮’深怕自己的地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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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個女人取代‧基此’女雇主試圖在女主人與女傭之間劃分-條涇

渭分明的界線,以確保自身符合特定階級與族群的婦職形象.她們的

日常畫界工作’如烹飪及母職的階層分工’旨在標示出妻子與女傭﹑

母親與保母之間的差異。女王人想要女傭維持家裡的清潔’而非掌管

家庭的秩序;她們邀請移工保母成為母職的伙伴’但不能威脅她們做

為母親的地位‧

位居階級與族群光譜尾端的另－群女性’則透過責作與敘事,傾

向讓女傭／女主人的界線變得可流動與穿透.女∣∣生移工藉由成為養家

者’跨越了∣∣生別界線‧有些人認為自己跟上班的女雇主差不多’同

是為了追求改善家庭幅祉而出外工作的職業婦女’只是她們離家更

遠.有些人強調自己離鄉工作正是為了克盡母職’她們擴展母職的定

義,把賺錢養家靦為-種愛護小孩的作為.同時’她們也努力做-個

「好」媽媽,無論是超越空間阻隔照顧子女’或是在雇主家扮演好代

理母親的角色.有些栘工不只宣稱自己跟女雇主的際運有類似之處’

她們甚至認為自己是比女雇主更好的母親。甚者’有些單身女性移工

更用責質行動跨越女傭／女主人的界線’透過嫁給她們的海外雇主’

賣現灰姑娘的「上嫁」之夢,希望如此-來能從賺薪水的幫傭’升格

為提供無酣∣∣勞動的愛妻‧

階層化的他者:移工的種族化

誰是「外勞」?本害提醒讀者不要輕易地把外籍勞工靦為-個固

定的人口群體’而要進-步考察「外勞」作為-個相對於台灣公民﹨

與其他外國人的肚曹範疇,是如何被建構為-個種族化他者。我視種

族化（mcialim〔ion）為-個將他者階層化的多層次過程。在台灣的外國

人’由於族群與國籍等位置的差異’被連結的文化意象也有階層差

別.要理解外籍移工的種族化’我們必須同時分析與其他的畫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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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結,包括國族界線的畫∣分、私密家務生活的捍衛,以及勞動市場

的階層分化等.

移民政策以及公民身分的規範’具現了-個國家對成員身分的特

定看法’這樣的身分也與階級、族群等分類息息相關‧政府在管制穿

越國界的流動人群的同時’也正致力於打造國族的工程‧台灣政府招

募東南亞移工’卻對中國移工緊閉門戶,是為了確保族群界線的可見

性’以及提升它在東南亞國家間的外交影響力。就像其他亞l｝∣l地主

國-樣,台灣政府對白領與藍領外來者並未-靦同仁:前者被賦予居

留與歸化的權利,但後者不僅無法取得永久居留權’還需受到層層監

控.契約移工做為欲求的勞動力而得以進入國家的地理疆界’但卻被

拒絕轉化為公民’被排除在國家的象徵性界線之外。

族群界線的劃分也在私領域的家庭生活中浮現,但雇主的畫界工

作有著與國家不同的考量‧為了責現私密家庭生活的理想形象,雇主

致力於維持家庭秩序和捍衛私人地盤‧他們嚴加規範栘工可以進入

的家庭空間’以鞏固「骯髒」的外人與「純淨」的家人之間的界線.他

們也試圖控制移工的行蹤及人際網絡’以隔絕家戶外面的「汙染」’

包括男性移工的誘惑以及移工圄體的政治動員。此外’外籍女傭的種

族化’也與女雇主的∣生別焦慮息息相關.為了在家務栘工面前捍衛自

己身為妻子與母親的地位,女雇主常挪用刻板印象來放大族群差異,

也因此在家庭生活中’特別是在教育孩子時,再製了種族主義與階級

特權.

人力仲介業者也在移工身上套用依國籍別而有差異的刻板印象’

以建立-個階層化的栘工勞動市場。他們將印尼女人標榜為「傳統的

他者」（the﹝mditionaIothcr）’相較於來自菲律賓的「西化的他者」（﹝hc

WCstcmizcdo﹝I﹞cr﹚’前者是更∣∣偵從﹑理想的僕人‧他們也透過招募過

程尋找所欲求的移工特質’以及司∣∣練改造她們的身體與D理’來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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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論述付諸責現‧這些仲介業者細心地選擇招募地點與來源’以覓得

被地方網絡監控的鄉下「溫;∣∣」女孩。在經過-個月的強制職前計∣∣練

後’他們聲稱已將野蠻人「道德化」與「文明化」’且讓她們已能適應

台灣家庭的「現代」生活風格。此外’他們也透過「台宜」的服裝﹑髮

型與禮儀管理,將女性移工調教為去女性化的﹑有紀律的女僕’以l∣偵

應未來雇主的目光.

勞力仲介業者的行銷策略’形塑了移工之間的競爭關係’同時也

阻礙了不同國籍的移工之間的串聯結盟‧菲律賓及印尼移工常認為自

己比其他栘工族群更為優越’因而再製了種族歧靦的論述‧結果是’

他們將刻板印象及規司l∣強加在自己身上’並靦自己的身體為國家領土

的延伸’受到道德暹界的嚴密保護‧這些論述雖然有效地鎮壓了家

務移工’但它們也同時成為激發移工能動∣生的資源（P『att l999）‧舉

例而言’女性移工可能會善加利用她們深受貧窮所苦的形象’來正當

化她們向雇主索取禮物與好處的行為。她們也可能發展出對抗論述

（countcr﹣discoursc）’來破壞主流論述的-致性以及權力關係的運作‧

簡而言之’女∣生移工試圖在「階層化的他者」的論述地圖中’協商出

自身的主體位置’結果是抵抗、也鞏固了附加在自身上的控制形象。

跨國畫階級、在地做階級

當我們討論階級時’經常預設了單-國家或社會的架構’但對跨

國移工而言,他們的階級定位跨越了多個祉曹’不只侷限在單-國度

內。我以「跨國階級畫界」（transnationaIclassmapping）的概念來描述

全球化脈絡下複雜的階級形構‧當階級形構過程發生在橫越不同文化

的跨國空間時’

-個是結構層次上的階級定位（cIasspositioning）。全球化不僅打開了

資本與勞動力的在地市場’也助長工作與婚姻遷移的現象.在這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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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關係與再生產關係中’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與文化資源上的不平

等’被轉換為遷移主體的經濟或文化資本’也決定了他／她的階級位

置的高低‧

台灣新富雇主與菲律賓中產階級移工以不同的方向進行階級流

動’這是兩個原生國之間的經濟發展落差所造成的結果‧藉由消費進

□商品、海外旅遊及外籍勞動力’台灣雇主在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之

上建立了個人的都會生活風格‧相反地’大學畢業的菲律賓移工卻在

不景氣的母國面臨薪資貶值及失業威脅’因而遠赴海外尋求更高的

薪資’但以外籍女傭身分工作的她們’卻必須經歷職業地位的向下

流動‧

兩者的跨國連結形成了-個階級理論中的異例:奠基於經濟資本

所有權的階級支配不必然符應於文化資本的稟賦’在這裡指的是教育

文憑以及英文的語言資本‧跨國空間中的階級位置與認同是多重決定

的。階級界線不只建寸存經濟資源的差距與支配上’也有賴文化正當

性的象徵鬥爭’其中’語言成為-個關鍵性的元素‧不論是責際參

與跨國遷移的菲律賓栘工’或是進行跨國界消費的台灣雇主’都試圖

藉由全球化的脈絡來促成多重資本的積累與轉換’也透過英語這個跨

國文化資本來進行在地權力關係的協商與鬥爭。台灣的新富雇主投注

大量金錢在孩子的教育與英語學習上’期待能夠幫助他們在國際化的

末來取得競爭優勢‧曾被美國殖民而擁有英文語言資本的菲律賓移

工’因此取得全球移工市場上的優勢’在面對教育程度較低的台灣

雇主時,他們也因而擁有某些議價權力’但他們的人力資本仍因原

生國之故而不受地主國的認可（「第三國家的野雞大學」﹑「不正統的

英文」﹚。

以上討論帶領我們進入「跨國階級畫界」的第二個層次,也就是

階級變成﹙c【assbecoming﹚的過程‧雖然階級定位是在全球的層次上運



結論 ﹁
／

﹃
≡

7
α

作’然而’「做階級」的互動責作’仍需透過在地的生活空間與文化

資源來進行協商與鬥爭‧台灣的雇主在面對移工雇員時’會藉由將國

家的不平等轉化為種族化差異’來建立自身的階級優越感‧中產階級

的雇主則會試圖淡化聘僱關係中的社曹不平等,以此彰顯自身是擁有

自由政治立場的全球公民‧有些菲律賓移工會突顯自己在母國的背

景’藉此建立和雇主相仿的地位,但有些移工選擇隱藏過往經歷’

以避免損及雇主權威‧有些移工也會把英語當做-種象徵∣生的抵抗工

具’但其他栘工則忽略雇主的文法錯誤’以執行謙卑表演‧

國際遷移創造出多重的主體位置,讓位居其中的個人得以在跨越

多重國度的生活裡協商階級界線的持績性與可變性‧家務移工宛如跨

國灰姑娘般’在地主國過著雙重生活:她們存雇丰家中是受到層層規

範束縛的女僕’但-到假日便搖身-變成為追逐時尚的消費者;她們

在前台進行謙卑表演,卻在後台訕笑台灣雇主的英語。在栘工的跨國

生活中’還存有另-種前／後台之分;雖然她們在地主國中的地位是

向下流動的,但回到母國後’她們可藉由表現物質收益來提升自身的

祉會地位。有些海外女傭甚至還是「遙控的女主人」’在家鄉雇有當

地的女傭。返鄉的移工在家人與鄰居面前絕口不談海外經歷的黑暗

面,只展示她們宛如快樂觀光客的相片’並如歸國英雄般滔滔說著她

們成功的故事.

屋詹下的全球化:何以為「家」?

全球化不只出現在加工出□區或國際貿易市場中’全球化也發生

動力’不僅在當地的田地、農場裡種植、處埋各式便宜的農產品’也

在衛星工廠中製造成衣、加工食物半成品’以及生產輕薄短小的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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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這些產品的外銷幫助消費者’大∣隔降低其家務工作的勞力密集

程度。更具體的勞動外包’則是利用勞動力的跨國出口’成為薪資低

廉的女傭與看護’為富裕國家的雇主接手家務與照顧勞動的重擔.

同樣置身於屋詹下的全球化’台灣雇主與家務移工面臨不同的兩

難困境,並發展出不同的空間畫界模式來建構「家」與「家庭」。當家

變成-處跨國接觸的場域時’台灣雇王建構出多層次的家庭界線來因

應與栘工的近距離接觸’並且捍衛家的領土‧他們既想將移工納為家

庭成員’但又試圖根據市場原貝∣l來遂行勞動控制。為了確保孩子能受

到最好的照顧’他們把移工比擬為家庭成員或代理親人’但同時也擔

慮移工的照顧品質與品性道德‧他們想與移工建立情感關係,以舒緩

自身的階級罪惡感’但又沒時間或不願意負澹這些額外的∣∣青緒工作’

並且不想讓家庭隱私受到侵犯。

全球化也讓移工經歷了做為親密圈的「家庭」與做為貫際住所的

「家」的斷裂狀況。身為雇主的代理親人’移工必須與自己的家人分

住兩地’儘管她們未能在每日的家務生活中具體現身,她們仍可維繫

跨國的家庭連帶‧透過商品、資訊、電話與簡訊的跨國流動’移工母

親以「跨國持家」的實作’扮演遙控主婦與遠方母親的角色‧單身的

女性移工試圖在流離的異鄉生活中’透過女』∣生朋友與同志伴侶建立另

類的家庭連帶’或者’透過筆友俱樂部或網路交友來尋找伴侶’以克

服空間限制’建立屬於自己的婚姻家庭。她們的海外旅程時常成為-

個多國遷移的循環歷程’經歷不同的地丰國、相異的遷移路徑（工作

或結婚）,以及多重形式的跨國家庭‧

在地丰國充滿歧靦與排除的公共空間裡’移工也努力地透過培力

與集結’試圖在異鄉營造「家」的虛擬肚群。儘管多數時間被束縛在

雇主家中’移工藉由行動電話建立無遠弗屆的人際網絡。既然在週間

工作時無法享有充分的隱私空間’她們便利用週日外出時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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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轉化為私人領域與後台‧雖然隻身在台灣’她們仰賴同鄉的跨國

網絡與經營店家’取得來自母國的食物與商品,用鴨仔蛋、青木瓜﹑

魚露和沙Ⅱ爹,重新營造家鄉的生活風格‧ ∣曼慢地’她們發展出移工網

絡及公共肚群,將瓢浪的異鄉地轉化為短期的避風港。

行動方向與政策建議

不論是台灣女雇主’或是來自印尼﹑菲律賓等世界各地的女人’

其責都陷在-個類似的困境中:再生產勞動的私有化‧也就是說’家

庭成員的幅祉照顧’高度仰賴親人提供的無酬勞動’而其中具有社

曹侵勢的家庭’則可利用市場僱用的方式尋求外包‧這種私有化﹙透

過家庭或市場的機制）的制度安排’助長了家務勞動的女性化與道

德化。「女人的天職」、「愛的勞動」等祉會迷思’強化了女性身為人

妻、人母的焦慮’沛日低估了女人做為勞動者的技術與貢獻.

招募家務移工是-項延績、強化照顧私有化的政策。這個政策放

任國家與丈夫的缺席’持績將家務與照顧工作定義為女人的天職與家

庭的責任’差別僅在於如今是由另-位女』∣生來從事這份工作’而家庭

的貢任變成了確保購買服務的品質‧在台灣及其他東亞國家’家庭被

認為是保護家庭成員的經濟與社會幅祉的首要單位’大部分的政府都

未建立完整的公共幅利規劃‧立法者鼓勵三代同堂的居住方式’歌頌

浪漫形象’模糊掩飾了其後的∣生別與代間的權力不平等。當照顧的私

有化與父系家庭的傳統相連結時’更加強化了女性在父權家庭中的附

與雇主同住的束南亞移工,幫助許多在台灣﹑香港與新加坡的華

人家庭’得以維持與年邁父母同住、提供孩童居家照顧的「理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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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藉由聘僱移工擔任孩子的代理母親﹑以及老人的虛擬親人’雇主

得以減輕她們離子外出工作的母職罪惡感’以及避免把公婆送去養老

院而引起的不孝污名。全球化與國際遷栘提供了-個便宜的解決策

略’讓雇主得以兼顧在地的家庭倫理與孝道規範。諷刺的是’地主國
一

的「甜蜜大家庭」的悠揚樂章’必須仰賴的伴奏是移工與家人長期分

離的低調哀歌‧

BridgetAndcrson﹙2000: l90）在歐洲也觀察到類似的現象:「為了

要跟男人-樣參與〔勞動市場﹞’女人必須有像妻子-樣提供彈性的

勞工。」幸賴有家務移工提供的彈∣∣生勞動力’歐洲的中產階級女性方

能和男性-樣’獲得進入公領域的平等機曹。其中隱含的另-個弔詭

之處是:女人必須仰賴被剝奪公民身分與權利的外籍勞工’來幫助她

們充分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工作權與經濟權﹚。

亞洲政府也依循相似的邏輯引入家務移工’以私有化的「幅利外

勞」方案’解決照顧勞動的短缺’並藉此將女性公民推入勞動市場’

作為促進國家發展的策略之-.國家的外勞政策’特別是「客工」計

畫’把移工定位為用完就丟的商品以及短暫居留的過客‧透過時間

上的過渡性﹑空間上的固著l生﹙不得更換雇主與工作地點﹚這兩條治

理軸線’台灣的政治與法令體制將藍領移工定位成-個「無權利的階

級」﹙Walzcr l983）’不僅缺乏政治權與公民權’也被剝奪在勞動力市

場中自由流動的經濟權’而成為人身從屬於契約雇主的「奴工」。

照顧是公民的基本權利

如何讓女人不再為難女人’而是女人相挺?要尋求女傭與女主人

之間的台作與結盟’我們必須靦再生產勞動是-種公共責任及-份專

業工作‧

首先,我們要挑戰公／私的二元區分,鼓吹照顧的公共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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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照顧應被靦為是-種公民的基本權利﹑-種充分責現公民身分的

必要元素（Tron﹝ol993）‧換言之’當公民需要照顧時’應被國家保

障管道’取得品質適切的照顧。政府應以祉區為基礎’提供大眾能

負擔的照護機構,並建立年金﹑兒童津貼等普遍主義的幅利給付制

度’同時’進行符台階級重分配、社會正義的累進稅制改革.在這樣

的制度框架中,照顧被靦為祉會與社區的集體責任和公眾參與（Civic

engagemcnt）’ ╴而丕且星塞庭或玄人日上l職責’或被貶值為弱墊勞工的
低賤工作。

丹麥、愛爾蘭、英國等國家有所謂「照顧者津貼」的制度’由國

家利用稅收重分配及祉會安全制度的總體設計’來支付照顧者﹙不

論是家人或是非家人）的薪資‧ I美國加州也有「居家支持服務」（In﹣

homcSuppor〔Services ’簡稱lHSS﹚的制度’提供低收入老人時數不-

的看護照顧服務‧這樣的制度’透過國家補助’-方面’確認了照顧

工作的勞動價值’避免家庭照顧者的無劑∣∣剝削’另-方面’在這樣的

制度安排下’雇主變成政府而非被照顧者’照顧工作者因此可以透過

集體的方式,向國家爭取勞動l∣茉件的合理調整‧加州地區的監護工’

便加入了服務雇員國際工會（SEIU）’成功地向地方政府爭取到加薪

以及健康保險‧在這樣的政策與行動脈絡中’被照顧者與照顧者之間

的關係,不再是直接對立的勞雇關係’而是相互結盟’共同爭取照顧

者的勞動權益’也同時確保了照顧的品質‧

台灣政府自】996年以來開始推動的長期照護政策’便具有照顧

公共化的精胛‧因應人口老化的趨勢’長照政策以居家祉區照護﹑長

注意的是’長期照顧政策的設計中幾乎完全沒有考量到外籍監護工的

角色。我們面對的現責是’由於薪資與工時上的落差’長期照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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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見的末來不可能完全取代外勞。在這樣的狀況下’與其批評外籍

監護工是推動長期照顧計畫的障礙’政府更應積極保障移工的勞動條

件’讓台灣雇主感到外勞不是如此「好用」（薪資低且容易控制）’而

願意僱用本勞﹙王增勇2007）。

照顧工作要求的不只是體力的負荷’更需要高度的細心與耐心’

特別當被照顧者處於癱瘓失能的狀況。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已經開放讓

照護失能家庭申請「Ⅱ耑息服務」’-年有若干天可以得到委託機構提

供的暫時性照顧服務’以紆解長期照顧者的身心壓力.此政策雖然規

模有限’但展現了照顧公共化的主旨’可I昔的是’這項補助排除了已

僱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2003年發生劉俠女士被其僱用的印尼監護

工推倒致死的不幸意外’突顯出外籍監護工所承受的身心壓力‧移工

圄體近年來倡議開放使用外勞家庭可以申請政府補助的喘息服務’便

是希望藉此確保移工的休假喘息’以創造-個受照顧者與照顧者雙羸

結盟的環境。

家務與照顧是正式專業的工作

第二個行動的方向,是促進家務與照顧工作的正式化與專業化。

如果雇主不將家務工作靦為真正的工作’便∣頃向將不合理的要求強加

在他們的代理人﹙而非受雇勞工﹚身上,進而忽略了雇傭關係中以合

約規範的權禾∣I義務。如果有剛∣∣的家務服務不能得到適切的祉會認可以

及制度性的保障’個人化的雇傭關係（把幫傭比擬為家人-樣﹚反而

會在這些作為虛擬親人的勞工身上’複製-種壓迫性的階層關係﹙如

婆婆對待媳婦﹚‧有些女性主義者期待全面廢除家務服務’這樣的想

法畢竟有如烏托邦,較可行的策略是,提昇家務與照顧工作的勞動條

件’並維護勞動者的尊嚴與人性（Hondagneu﹣So﹝clo200l）‧
家務工作專業化的行動議程’必須以制度法令規範的改變為基



結論 刁
︺

刁
︺

刁
︶

礎’否則’專業主義的修辭徒然成為仲介控制勞工的論述’強化勞動

者的自我規司∣∣。在台l彎和其他亞﹟∣∣l地主國’家務勞動者並不在勞動基

準法的保護範圍內‧相較於正式部門聘用的移工（大部分是男∣生） ’

勞動法律上的排除,更形強化丁女性家務移工的邊緣處境。這-點再

度反應出家務工作的女∣∣生化與私有化的意識型態’在國家的眼中’外

籍幫傭與監護工並不是服務國家經濟的勞工’只是「家庭的附屬品」

﹙HuangandYCoh2003:93﹚‧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圍體所促成的「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

﹙PromotionAlliancc｛brtheHouschoIdScrviceAct ,簡稱PAHSA﹚便是-

個重要的立法行動’將有助於家務與照顧工作的理∣I生化與法制化。此

外,彭婉如基金會長期以來以民間圄體的力量’推動家事管理﹑老人

居家陪伴﹨居家照顧等服務人員的培司∣∣’是-種由下而上推動家務與

照顧工作專業化的初步工程。同時’基金曹協助勞工與雇主進行工作

內容與勞動條件的協議,並成立「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辦理相關

保險‧該工曹的成員目前僅限於參加基金會培司lI的人員’未來如何在

家務與照顧等傳統工會忽略的部門進行集結與組織’將是落實法律保

護、促進勞工權益的必要樑柱‧

保障移工的勞動人權

第三個行動方向’是保障移工的勞動人權.對於栘工的人權侵犯,

不能單純歸因於個別雇主或仲介的不仁不義’而是政策體制導致的結

構性壓迫。對於栘工的人權保障’也不只是透過抽象的修法或□號’

而是與台灣公民╴特別是仲介﹨雇主與本地勞工等群體-的具體

利益與生活經驗息息相關‧身為台灣社會的-員’我們的袖手旁觀無

可避免地讓我們成為這個系統I生地壓迫、歧靦移工的體制的共犯‧

高額仲介費是來台移工遭遇剝削的主要來源之-.有些外勞團體



跨國灰姑娘334

倡議全面廢除仲介制度’以國對國的方式進行直接僱用‧雖然在概念

上很理想’但執行上的行政成本甚高。我建議透過招募管道多元化來

減低仲介體制在外勞輸入過程中的支配.超過-定人數的招募案件’
～﹀﹀╴︶︻︿一︶一╴－一＝︶╴︸

勞委會應強制以國對國的方式進行僱用;至於小規模、家庭類外勞

的僱用’尤其是同-人再僱用的狀況下’勞委會貝Il可透過簡化申請程

序、降低規費﹨提供中介平台等方式鼓勵雇主辦理直接僱用。』

勞雇之間存在結構上的權力差距,但同時也有相互依賴的關係’

如何讓彼此之間不是對立’而是相挺’必須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勞動條

件上。勞委會的現行政策,把藍領外勞靦為隸屬於契約雇主的不自由

商品,強化了勞資之間不平等的關係’同時’要求雇主對於外勞「逃

跑」負連帶責任’更促使雇主限制或侵犯移工的人身自由‧勞委會應

全面開放自由轉換雇主’使栘工可以透過台法市場管道流動’而不需

偷偷地不告而別。此外’我也發現雇主對於栘工的權益（特別關於仲

介費收取、直接聘僱管道等）’擁有的資訊經常是不充分足或不正確

的.雇主在享受移工的便宜勞動力之際’也肩負保障外勞人權的道德

責任’ o

本地的勞工與工會’長期以來-直把移工靦為競爭工作機曹的對

象,而非組織結盟的力量‧其責’保障移工的勞動人權’不僅從工人

圄結相挺的角度上來看有其必要’此舉也有助於保障本勞的就業機

會‧因為,唯有確保移工的勞動權益、縮小本勞與外勞在勞動條件上

的差距’才能避免資本家基於降低勞動成本的考量’僱用更多的外勞

來替代本勞‧

台灣引進外勞已近二十年’長期以來外勞人數維持30萬左右’

並無顯著的降縮,說明了台灣社會對於這群勞動力有著相對穩定的需

求‧這樣的現貫狀況與政策說帖中-再將外勞定位為「暫時性」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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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捷運與高鐵;沒有外籍監護工’我們目前的社會安全網無力承

擔孤老廢疾等需要照顧的弱勢公民。

移工人權的現狀,突顯出經濟的不平等﹑種族／族群的歧靦,以

及國籍／公民身分的排他等三個面向的不公不義。這些議題’不只涉

及移工個人的權益’也攸關台灣民主賴以茁壯的公民祉會與公民文化

的發展。’追求自由平等的公民文化是台灣肚會歷經民主化的艱辛過

程中逐步打造累積的賓貴核D價值‧我們要落責民主深化﹑人權立國

等原則’必須正靦非公民的外國住民-尤其是其中居於階級與族群

弱勢的外國人-作為台灣社曹的有機組成的-部分‧

在未來公民身分﹑移民政策的辯論中’我們應∣I真重考慮提供移工

永久居留、入籍歸化’或是家庭團聚的管道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

透過新的政治論述與制度框架’來對非公民的永久居民、台法住民的

權益’作擴充性的保障。我們可效法許多歐洲國家‘賦予居留超過-

定期限的外國人相當程度的責質公民權利‧紉此舉強調幅利國家的受
惠成員的界定不應只根據公民身分’而是建立在居住﹑工作、生活於

∣司-疆域的基礎。藍領移工應被允許在檀約的前提下有權延長居留’

在這樣的情況下’移工得以「長期居民」的身分進-步參與台灣的公

共生活與公民社會.同時得有較強的意願﹑較充分的資源來加入工曹

組織與結盟行動‧

吳靜如（2005）進-步指出’「公民身分」的爭取並非移工運動的最

高目標’也未必符台在台移工的責際需求’如何建立跨國結盟的移工

運動是-個更符台移工權益﹨更長遠而關鍵的目標‧國內的-些移工

團體在近年來已經開始倡議所謂「新移工權利運動」’強調透過各種管

道’包括詩歌創作﹑攝影工作坊等文化活動,’讓移工正靦自己的栘工

身分’以發展流離勞動階級的文化與意識,作為╴種重要的培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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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歷史,台灣從來就是-個移民祉會的開放系統。我們的漢人

砠先是被貧窮所逼﹑渡海來台的羅漢腳’我們的血液中流動著族群交

會通婚的歷史‧2l世紀的今天’婚姻與勞動移民的浪潮帶來新-批

的台灣居民’正改造著台灣的人口面貌與文化地景‧移工與移民懷抱

新的文化活水’以各種貫質與虛擬的方式進行跨國生活,他們衝擊

著我們對於國界與祉群的固有想像’他們正在改寫「我們」的定義與

內容‧

各式各樣的跨越地理國界與族群分野的人際接觸’並不必然會

導致彼此的距離與偏見的消失.多元共榮的「地球村」只是表象或砷

話,除非’我們隴意正靦滲透在日常生活的權力關係’並且積極參與

促成民主平等的政治行動與制度改革.在這個越來越整台、同時也越

來越分化的世界裡’我們亟需包容∣生的移民政策和自省↓∣生的文化態

度’來打破國族中心的地域主義和社會歧靦的隱形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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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l998年8月到l999年7月間’我在-處我稱之為「聖霹堂」的田

野進行參與觀察‧這是-家隸闢於天主教堂的非營利組織,自90年

代初就開始服務台北的栘工‧每逢週日’都有將近60到l00位的菲律

賓人來此參加英文彌撒.這個教堂座落在中產階級住宅區,因此大多

數造訪的栘工都是女∣生家務移工,彌撒過後’她們大半會留在教堂後

方的兩層樓辦公室,-起聊天、練習台唱、煮菲律賓食物、共食午餐

等.至∣l了下午,有些人會留下來參加聖經班﹑中文課、電腦課等其他

活動;其他人則去中山北路-帶匯款、郵寄包裹、逛街購物或參加社

交聚會‧

我是藉由聖零堂修女的介紹進入這個社群的,之後我自願在週日

教授中文課’並協助修女處理勞工申訴的個案‧這些志工工作減輕了

我的罪惡感（不只是以搾取資訊方式「糸Il削」移工的研究者﹚’也有助

於我在田野中建立信任與友誼關係‧所有祉群的成員都知悉我的研究

身分’我也常參與她們在週日的各樣活動‧在研究期間’我與大部分

的受訪者都結成了好友,並經常互相連絡‧田野工作結束後,其中幾

位仍持績透過信件﹑長途電話、電子郵件與我保持聯繫.

我總共訪談了58位菲律賓家務移工’並透過各種管道找尋到這

些受訪者’以達成樣本的多樣性。大部分（34位）的受訪者是在聖露

堂中認識的’有四位由雇主引薦’然後她們又將其他肚交圈的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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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親人介紹給我,這讓我得以接觸到不在週日休假或前往不同教

堂的家務栘工。這些受訪者的工作條件相異’所處地琿仿冑也不同’

其中’與雇主同住﹑有台法證件的移工有49位,台法工作但未與雇

主同住的鐘點清潔工有三位,有六位則是無證移工﹙三名與雇主同

住、三名為鐘點清潔工﹚。大多數都在台北縣市及周遭工作’除了五

位菲籍家務看護在中台灣的-個小鎮照顧老人‧

我對於在移工休假時進行訪談,有時感到很不好意思,因為覺

得這剝奪了她們賓貴的週日休閒時光‧我偏好在她們的日常活動中

搜集「自然發生的描述」﹙naturaⅡyoccu【ringdcscrip﹝ions﹚（EmcrsonctaI.

l995: ll4﹚。我聆聽她們的對話﹙若她們以菲律賓方言交談,我會請

她們翻譯給我聽﹚,並提出問題、加入會話‧很多對話發生在街頭、

公車上的聊天’或是在我們清理教堂、-起吃午餐的時候.回到家

後’我會馬上記下細節。我lh在聖霪堂的辦公室與大廳’與-半以上

的菲籍受訪者進行錄音訪談’時間在半小時到兩小時不等。研究結束

之際’我還在聖霧堂舉行了兩場焦點座談’討論她們的遷移動機與出

國工作對她們家庭的影響‧

我透過個人網絡接觸台灣雇主’邀請進行開放式的深入訪談’其

中有47位是女性雇主、四位是男性雇主’包括三對夫妻。所有的雇

主都是漢人,訪談時間約莫在-小時到三小時之間,全程錄音並謄錄

成逐字稿。我以滾雪球的方式來尋找受訪者’但各受訪者弓∣介的對象

只限於-位’以達成較多元的樣本。這些雇主受訪者處於不同的生命

階段’聘僱的經歷也很不同.在訪談時’僱用家務移工不到三年時

間的雇主有25位﹑四到六年時間的有】4位’超過七年時間的則有六

位。平均聘僱時間是四年‧

大部分的雇主受訪者都住在大台北地區’但地點與階級背景大為

不同‧我曾遠赴座落∣場明山上的豪華別墅,也曾走入都市外緣的老蕾



研究方法
T
■
』

↙
八
士

℉
T
︾

公寓‧我也在中台灣觀察數天看護栘工如何與其照顧的老人互動。我

多半是在雇主家中進行訪談’以同時觀察他們與家務移工的互動’但

有些雇主會以工作繁∣亡或不想在家中被打擾為理由’而選擇在午餐休

息時間或下班後到餐廳或辦公室受訪‧

我試圖訪談男性雇主’因為在既有文獻中幾乎聽不到他們的聲

音‧雖然我循線找到了幾名男性雇主’但在訪談過程中澧遇到重重

困難。有些男性雇主回我:「我對這些事完全不知道’你應該問我老

婆」’粗魯地拒絕受訪.答應受訪的男∣∣生雇主則多半對移工的工作內

容與個人細節-知半解。猶如我在第三章提到的’男↓∣生雇主的漠不關

ID﹨ ’反映出來的是他們覽得家務勞動是微不足道的「女人家的事」.

此外’也有些男∣∣生雇主自發∣∣生地與家務移工保持距離’以避免妻子

誤解.

-個台理的猜測是’我很難透過滾雪球的採樣方式訪談到對栘工

遂行嚴苛控制的雇主。當-些受訪者引介其他雇主給我時’他們常

自動避開了這些﹛∣司案’並說:「我不覺得她會想跟你談這個‧ 」有些

雇主回絕丁我的訪談請求’原因﹙或藉口）常是「對不起’我很忙」或

「我沒什麼有趣的可以告訴你耶」。同樣地’我也很難訪談到那些被雇

主禁止休假的家務移工.為了克服這個潛在的樣本偏差,我在處理勞

工申訴時’會刻意留意那些經歷嚴苛管理控制的移工個案’並前往訪

靦拘留所的無證移工。雇主及栘工受訪者也會告訴我他們的鄰居或朋

友如何嚴加控管家務移工的資訊。我並不聚焦在家務僱用關係較為極

端的侵害或虐待個案’因為它們不是我最主要的研究關∣霎.我訪談的

是居於-般處境的雇主與移工’因為我關心的是日常家庭生活中的微
－

觀政治‧
-

所有與菲律賓移工的訪談與對話都以英文進行,因為我並不會說

任何菲律賓方言。很幸運的是’聖靈堂的執行長是個在民答那∣II我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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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華僑修女’會說的馬尼拉話也很有限’所以她與移工的交談以及

教堂舉辦的活動都以英文進行,我因而可以不借翻譯之助而進行觀

察。大部分的移工英文都還不錯’但搞錯時態與」∣生別代名詞等文法錯

誤則很常見’她們的話語在本書引用時,由我翻譯成中文。

所有跟雇主的訪談都是以中文進行﹙國語與閩南語）。所有書中

出現的名字都是假名‧秉於台灣傅統的稱謂方式’對於年紀較長的雇

主’我以其姓氏﹙男∣生﹚或丈夫姓氏﹙女性﹚,來取其化名‧較年輕的

雇主’我用中文化名直呼’慣用英文名字的受訪者則冠以英文假名.

我在l999年4月到菲律賓兩個禮拜’與返鄉的移工及其在馬尼拉

與丹韉省﹙Tarlac’位於呂宋島中部﹚的家人共處‧期間’我並訪問丁

三家人力仲介公司,觀察它們如何面談移工‧我也造訪了OWWA、

POEA’及五家位於馬尼拉的非營利移工組織。2002年春天’我再次

到馬尼拉與怡朗（IIo﹣IIo﹚旅行兩個禮拜’探訪蕾識’了解她們的近況

與未來計畫。

第二階段的田野工作是從2002年9月到2003年l0月.尋找印尼

家務移工更為困難’因為她們不像以天主教堂為祉群據點的菲律賓

移工那樣’以清真寺為（女性栘工）主要聚集之處‧因此’我在印尼

移工週日群聚的台北火車站尋覓受訪者‧在兩位研究助理的幫忙之

下（-為台灣人,-為馬來西亞人﹚’我與逗留車站大廳的印尼移工

攀談’並與她們的朋友聊天‧我們通常與初次謀面的印尼移工單純聊

天’之後再擇期做正式的訪談.

我們深度訪談了35位印尼家務移工’若訪談可以用國語或閩南

話進行’我會親自進行訪談。大概有三分之-的受訪者偏好說印尼

語（Ba｝IasaIndonesian）,馬來西亞藉的助理曹與她們進行訪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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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次訪談’但我們與其餘受訪者都建立了長期的關係。在週日

時’我們會禾「I她們-起去桃園逛街跳舞﹑在二二八公園舉行生日派

對’或在車站大廳聚會野餐‧在工作天時’我們則透過手機或簡訊

與她們保持聯繫‧

2003年8月’我到東爪哇進行兩個禮拜的田野工作’台灣大部分

的印尼移工都出自那裡.我陪伴-位契約到期敔程返鄉的移工朋友’

與她的家人共同生活了幾天’然後造訪其他四位住在不同村落的移工

朋友‧我也訪談了兩家分別位於泗水及雅加達的人力仲介公司’並觀

察它們的培訃∣∣中心如何司∣I練末來的移工,此外’我也拜訪了三家位於

雅加達的非營利移工組織。

此外’我在台灣訪談了七家人力仲介公司與兩位政府官員。我也

參加丁-些由勞委曹舉辦的曹議’與組織工作者及仲介代表討論移工

議題‧我也參與了-些由非營利移工組織發起的倡議運動與教育活

動.在助理協助之下’我廣泛地蒐集了與移工有關的統計及調查資

料、新聞＼祉論與雜誌報導等‧為了暸解家務服務的歷史’我並在

】999年訪談了七位台灣本土的家務工作者’以及-家營運了數十年

之久的仲介機構.



l付錄二

台灣國際勞工相關組織



以下清單整理了害中提及的在台移工相關組織,並參考台灣國

際勞工協曹網頁資料’供有興趣深入瞭解及幫助在台移工的讀者參考

利用‧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IhiwanIntcmationaIWbrkcrsAssociation）

網址:http:／／www.tiwa.org↗tw／

地址: l046l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53-6號3樓

電話:﹙02）25956858 傳頁:（02）25956755

E﹣mail ; tiwa＠tiwa.org‧tw

財圄法人天主教耶穌會台北新事社曹服務中心

地址: l0649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段l83巷24號

電話:﹙02）2397-l933 傳真:﹙02）234l﹣0l06

台灣天主教會社會發展委員曹外勞關∣霎小組

地址: l004l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段2號906室

電話:（02﹚2389﹣5247、2ll﹣7764 傳真:（02）23ll-5l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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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高隆會正義和平辦公室

地址:3204l桃園縣中壢市長江路65號3樓

電話:﹙03﹚425﹣0249

E﹣mail : 】pictaiwan＠yahoo.com

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CatholicHopcWOrkersCcnter﹚

地址:3204l桃園縣中壢市長江路65號3樓

電話:﹙03）425﹣54l6 傳真:﹙03﹚427l092

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

地址:33464桃園縣八德市中華路lI6號

電話:﹙03﹚2l7﹣0468 傳頁:﹙03）329﹣8l7l

天主教新竹教區外籍牧靈中心

地址:3〔）069新竹市東區水源街8l號

電話:﹙03﹚573﹣5375、573﹣5387傳真:（（）3﹚573﹣5377

天主教新竹教區外勞關懷小組

地址:J005l新竹市北區中正路l56﹣l號主教公署l04室

電話:（03﹚5725l22、524696l傳真:﹙03）5725l22﹑5246743

移民觀光牧靈委員會

地址: 50045彰化市民生路ll號

電話:（04）723﹣97l6 傳真:（04）723﹣8l39

Email : ecmitaiw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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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國際祉會服務中心

地址:70456台南市開元路68巷ll號

電話:（06）236-1425 傅真:﹙（）6）208﹣0904

高雄海星國際服務中心

地址: 80346高雄市瀨南街37號

電話:（07）532-I84﹙） 傳真:（07﹚532-2209

E﹣lnail :brunostm＠ksts.seed‧nct‧tw

長老教會勞關∣∣霎中心

地址: 8ll54高雄市楠梓區德而羊路89號

電話:（07）366﹣237 傳真:﹙〔）7﹚366-2376

另外’各縣市政府均設有外勞諮詢服務中心’可向各地機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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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諭
】聯台國對國∣漂栘民的統計包台四類:永久l生避移﹨暫時性遷栘（分為契約栘民與專業栘

民）﹑無證遷移（ i『『cgul亂!migra【io【﹞ ）、被迫l生避移。參見U!﹞i〔CdN迦「iol】2006。

2 Bat『istcIIu2002;γnmanaka刮『﹞dPipc『2003o

3Mob吼n【y】90】;Ong】994。

4有些研究聚焦於輸出國的政策與社會IlI匠絡’﹟II如,N舢I】aOishi﹙2005）的書比較不同的

亞洲輸出國與接收國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同異、MichcIcGⅡmbur﹝﹛﹙2000）檢靦國際遷

移山∣」何衝盤斯里闈卡移工的家庭關係‧其他﹛i｝「究則關注家務移工在海外的生活’例如
Ch「is〔ineCl】in（ 】9,8﹚在馬來西亞的研究,NicoIeCoⅡsmbIc﹙l997舢）有關香港的菲律賓

女∣I薊的探討。也有不少li〕「究者投人台灣個案的考察’林津如（200﹙）;Li!】】999）探討女

雇主與幫II﹟i之間的剝削與對立關係,也對照外籍與本籍家務勞工的差別侍遇;林秀麗

（200﹙））的﹛iH士論文則從公民身分的論點’探討外籍幫﹛I莆的邊緣化噬境;哪淑如的博士

論文則偏重由國族政冶的角度切入僱用移工家庭的日常政治﹙ChCng200】,2007）。
5查某』∣｝﹟意指在八成或更小II寺便被賈或買來的女孩。查某Ⅱ｝﹜l被視為主人的財產’而非

獨立的人。她沒有姓、沒有薪水,但及長成’主人有義務替其安排婚事﹙卓意雯l993;

Ok｛lmilts1l【902）。

6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凍金田譯, 】,,0。

7 ∣咦Il舢∣I（ lw7）弓∣l l l l三∣治∣I;7川的R法學家姊齒松平的說法‧也見楊翠（ l99J:49. 53）。

8台灣總督房官臨時國勢調查部編’】92】 , 】934。

9冰箱﹑洗衣機等圳代家務設備在60年代仍很罕見,直到70年代才快速普及（Tbo『Mon

andLin】994:84）。

l0我在I999年訪「川幾位當lI咿巳經∕I〈七l一歲的本地家務勞工’邢不約而同談至II這齣連續

闢l ,有些甚至自承受到此樞靦嚎Il的敔發’於是想來台北幫僩。

II 多嫩∣」工的工作II﹨↑∣﹛∣l從下午至∣l傍∣I胞,∣川fIl五／l﹨l「↑不等,有的只在週間工作’有「I勺包含

週末,以台北縣市來說, 日工的月薪則在】萬到Z萬g000元之間。參見彭婉如基金會網

站,家事管Ⅱl!服務收費樑準, ｝】『﹝｝﹚:／／www.c﹜epM∣】t亂o『g.【w／wo「k╴I﹚l.icc. I】tmI（2008∕9∕22）。

】2以台北縣市來說.在每週或l扁週固定清掃的狀況下,每次清掃約耗費3﹣4小時,每次收

昔】000-】400元,平均時薪約為Z50至350元台幣之閒。

】3我在l999年訪談的-位雇主曾每月花4萬5000元雇了-位住在家裡的本地家務幫﹛庸’

其薪資是栘工薪資的三倍‧
l4Cons『abIc】,97a ﹑G』wl99l 。

】5CMpIi】1 l978 ﹑Cosc『 l974。

】6若家「∣I有三個三歲以下的孩子,或音跨∣羽公司的勺∣國主管不受此限。

l7本害出現的所有姓名皆為假名。

】8參見DougIas（ I966）﹑Du『kl】cimMIdMauss﹙I963）,以及ZerubilvcI﹙】,9】 ）。

】9Ch『i﹩﹝cnaNi】﹚per【﹣Eng（ 】9,6:7）把「畫界工作」（boul】da』.ywork）定義為「我們用來創造﹑
維持與修正文化分類的策∣﹛I問﹑原側II與實作」。

】0 Brubaker與Coopc「﹙2000）建議我們改用「認同形構」﹙idcn〔i向ca〔ion）這個詞彙來避免「認
同」﹙ldcn『i〔Y）的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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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i【I】Gcrso!﹞與Ka【I】yPeiss﹙】985）揚棄靜態的「∣生別角色」概念,轉而弓∣介「性別界線」
的概念來強調性別分派的可塑性與滲透性。」canPo【uchck﹙l997）對性別界線提出了更

明確的界定,指的是將「男人」與「女人」劃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的標記（ma『kcr）。

恩格斯（【ngeIs 】94Z／I972﹚對「再生產勞動」這個詞彙的使用意義比較廣泛’同時用以描
述維生的生產與人類的代間生產（包括生殖）。家務勞動也主要分為兩類:維生的再生

產（例如購買家用品﹑料理三餐﹩為家人清洗及縫補衣服等﹚’以及祉會的再生產（包括

教育小孩、為成人提供照顧與l青感支持,以及維持親屬與社群連帶關係）﹙CoIen I995;
Lorber l,94）‧

在此我受到EveIynNakanoGIenn（I992﹚的啟發’她認為奴隸制度與服務工作具有歷史

上的連績性’彰顯出有薪再生產勞動的種族分工﹙都是由少數族裔的女性從事）。

這是所謂的枓學種族主義（scicntlβc『acism）或學院種族主義（acadcmic『acism）’透過語

言﹑論述等文化霸權’扣合對於種峴的集體再現與歧靦行為（B亂Iibarl99l）.

英國學者Robcr【MfIeS（l989）強調對於種族範疇的理解不可脫離階級分化﹑生產方式的

分析l種族化是一種意識型態過程’協助並掩飾階級景II削關係。華勒斯坦（w舢∣Iclstci I】

l99l）也認為種族分類的產生,是殖民主義、世界體系分工的意識形態效果。然而’這

些馬派學者的立論l也被批評為把種族主義過度化約為階級支配‧
當代歐洲學者針對種族主義的內涵在後殖民時期的轉變’區分出種族主義的新舊類

型（Wievio【k孤 l994﹚。BaIiba「（l99】﹚把這種對栘民的歧峴,稱為沒有種族的種族王義

（racismwi﹝hou『racc）’新種族主義著重的不是通常聯繫於「種族」概念的生物體質、外

表形徵’而是把文化差異本質化與自然化。相關文獻回顧詳見藍佩嘉2005。

參見HalI l992、Ongl999 ﹑Lamon【 】99Z。

】effWeintraub〔l997）提出-個比較性的歸納整理’指出四種概念化公／私領域的方

式;-、自由主義經濟學:國家／市場;二、共和主義:政治社群、公民枇會／國

家﹑家戶或市場;三、社會史與戲劇分析途徑:社交生活（socjabiIi『y）／個人生活;

四、女性主義:市場、工作／家庭﹑親密關係。前兩者主要區辨的是政治與非政治領

域的界線’後兩者則從私領域的建構與區隔出發‧

蔡晏霖（Tsai 2008﹚關於印尼棉蘭華人僱用女傭的研究中,提出了這樣的洞見,她批評

西方祉會科學文獻’在論述家務僱用造成親密關係的商品化時’預設了以歐洲資產階

級婚姻為理想原型的關於家庭與親密關係的特定看法。

我在這裡採取的是民族誌的建構主義者取徑,硯家庭是「社會建構的、依∣青境偶發的意

義饑」（HoIstcinandGubriuml995:896﹚。

如Ma『yRome『o（l,92: l30）警告,這樣的』I冑況經常「模糊了有薪與無酬家務間的區隔,

並且削弱了工作者保護契約協定的能力」。

Cons【abIc 】99g;Huang’Tbo,﹠ll】dY亡o肘2000;YCoha『〕dHuaI﹞g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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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合法的奴工
l本書弓∣用的所有菲律賓的栘工的話’包括這裡’原始為英文’由作者翮譯為中文‧
2 PrdbcI c〔aI.﹙ 】980）提出新國際勞動分工（ncwiI】tcrⅡ舢﹝『on硎IdMsi﹛﹚nIabo『）的概念來描述這

種空間上多層次的勞動分工現象。

3見王宏仁、白朗潔（2008）。他們也指出’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國營公司只是掛牌’

把經營權租給越南與台灣｛中介的狀況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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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舉是因為很多匯款是透過非正式〔I〈j∣尷款管道,如移民經營「I〈】私人快遞服務’政府無

法在此過程中抽取關稅與規費。菲律賓政府曾經在】982年強芾II規定菲勞要經由菲律賓

銀行匯-定比例的薪資回國,香港的菲勞為此而走上街頭抗爭’成功地取消實施此規

定（Cons「abIc l,97﹠l）。印尼外勞在台灣的僱用自2000年解凍以來’由勞委會與印尼政

府聯台簽定’要求印勞薪資要透過特定銀行來匯入與扣款’有同樣的控制效果。

5美國也有少數的例子是以客工制度來招募外國勞動力,如l942﹣l,64年間美國與墨西哥

簽訂的B『aceroprog『am,目前也仍存在農業契約工的招募管道。
6雖然目前仍然少有∣圳家開放非公民的居留人士參與全國層級的選舉’但值得注意的

是’早自70年代中以降,就有愛爾蘭﹑瑞典、丹麥、挪威﹨荷蘭等國家’允許居留超

過若干年限的非公民,在地方以及區域l生的選舉中有投票權。

7如MicbaclBⅡ『awoy（】976）所述,這樣的制度是把栘工勞動力的日常維持

（main﹝enancc）﹑及勞工家庭的代間更新﹙rencwaI）這兩個再生產過程劃歸在分隔的地理

環境進行’且由不同的機構管理。

8請見職訓局網站’h〔tp;／／www.cv〔a’gov‘tw／nles／W／71002lpdf（2008／6／27﹚。
0根據蔡青龍（Tsavl999）’移工在製造業勞工中比例最高7qb’在營造業為2％,家務幫

傭則為l4％;在製造業中,零售業排行第-（Zlqb）’銅鐵業第二（ l4％）。

l0家務幫傭的人歟’因為-些雇主的小孩長大之後而喪失了申請的資格’而自l,,6年之

後開始上升,相反地’看護工的聘僱!川持續地上升’2008年5月的數字（ l65’5】7）’幾

乎是】996年的十倍（ l6’308）。行政院勞委會, h「〔D:／／www.evt孤.gov.〔w／nIes／57／7220l9pd「
﹙2008／6／27）。

I】在l970年’有I9％的女性為製造業工作’至II了l987年,這個呶字巳經跳昇到42qb;而

男性勞工在l970年為製造業工作的只有l4％’】,87年貝Il為3Z﹙X﹜（fIsillngl996:34﹚。

】2勞委會’l】【tp;／／s『atdb.cIa‧gov.Hv／h『mI／woman／96wolnanmenu.htm（2007／】 l／】 ）‧
l3歷時性的人口統計資料發現‧核心家庭的增加,主要和數房同住的大家庭（loin【

househoId）的下降有關,但是包含了一或兩個砠父母的直系家庭的百分比’只有些微的

下降。而出生率與死亡率的下降,也∣而l時增力II丁直系血親跨代居住的比例’因為砠父

母輩有較高的生存率’而已婚兒子的數量減少（Tbo『n『onnndLin】9,4:332﹚。

】4根據另-項內政部的綢查,只有7.5％超過六十五歲以上的台灣人住在安養之家’28qb
為獨居或與配偶-同居住’而主耍的居住方式（6l％）仍是與孩子同住﹙內政音∣』2002）。

】5 2004年’香港規定要僱家務幫傭的雇主’家庭總收入每個月不得低於港幣l萬5000元

（美金】900）;在新川∣坡’所有要僱外llili的申誚音’都必須提出－份繳稅的證明給政府’

每年的最低收人是新加坡幣3萬元（在l996年,換算為美金2萬l429元）（Hua【Igand
Yb0M996）。

l6見B「ubake「 】992﹑Soy5a∣l994有關歐洲公民身分與栘民政策的討論。
l7 2004年】l月,日本政府和菲律賓簽定協約,準備未來聘僱菲籍護士和監護工﹑稍後又

和E∣】尼簽訂類似的協約’然而’這些外籍監謐工是由提供家庭照顧服務的照顧機構所

聘僱,而不是由私人家庭聘僱。

I8台灣政府對於「大陸配偶」不∣司於「外箝配偶」的管控與規定,也反映出類似的邏柑。

l,在香港也有類似的∣冑形’因為中國內地來的家務幫傭在外表上’難以和香港本地人有

所區隔’香港當局憂l憊難以監控內地人的行動’因此禁止僱用內地中國人來擔任家務

幫lI盯﹙CM!2004）。

Z0菲國外交部指稱華航違反與該國政府的協議’使用大型飛機往來馬辰村罕香港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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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並且降低票價,奪走菲律賓航空公司的大部分乘客。台灣否認此項指控’於是菲

律賓片面停飛馬尼拉至台北始自】996年的航段。兩方中斷航空運輸長達－年後‧終在
2000年9月26日重新簽定新航空協定。乃rp㎡刀加砂’2000／l2／27。

《聯合報》, 】999／7／I0。

勞委會於2000年6月l日開始凍結菲勞引進,觀察期為三∣固月’當時的主委郭吉仁說明

凍結原因是因為「菲國駐華代表處長久以來無靦我國法令,介入勞資爭議及收容非法菲

勞’並且以違反勞勦契約或道德問題對台灣雇主及人力仲介公司責施不台理的黑名單

制度。」《工商時報》’ 2000／06／0l 。2000年9月27日台菲航權談判完成,但凍結持犢延

長三個月,直至勞委會表示得到菲國政府有關勞資爭議﹑逃跑問題的「善意回應」,於

2000年lZ月7日正式解凍。

《聯合報》’I099／7／】（）。

《中國時報》’2002／l2／l8。

《中∣I寺晚報》, Z002／l2／l8 ,〈立委要求凍結印勞朝野同仇敵愾〉‘

據媒體報導’泰國政府要求所有的台灣旅客在待在泰國期間要全程佩職醫療用口罩,

但泰國政府隨後否認有此要求。

有幾個我的受訪者’不論是單身或已婚的印尼女性’在凍結期間’都曾被仲介鼓勵參

與假結婚,印尼政府也曾對台灣政府抱怨,禁止栘工輸入,已造成了高升的假結婚數

字。《中國II守報》’ 2004／2／】9。

根據第46條’包括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

之主管﹑外｛商學校及外國語文教師﹑運動教練及運動員﹑宗教﹑藝術及演藝工作。

每六個月檢查一次’但根據2004年l月制定的新法規,契約栘工在契約期間體檢最多

不能超過三次（分別是來至Il台灣後的六個月﹑十八個月’與三十個月後檢查）。台灣政

府也同時取消移工「I〈j大麻、嗎啡﹑安非他命檢查。

衛生署在2004年】月l3日賁施外籍人士的健康檢查新規定’要求所有的外國教師（不

包括管理工作者、技術人員與其他專業工作者）定期每年體檢（大多是結核病、梅毒﹑

HlV等檢查）,才能更新工作證‧這項政策弓∣發各大專學院外籍教帥的抗議,囚此政府
隨後更改政策’要求只有高中與補習班的外籍教師需要定期體檢。

然「Ⅱ】 ,這項新政策的賈際影響仍不明朗,就法律上而言,雇主不能『《∣為移工懷孕而辭

退她’而移工也受至Il勞動基準法保障﹙只有工廠工人,不含家務幫僩）,得享有八周的

產假（但小孩不會是台灣的公民）’但實際上’懷孕的栘工∣頃向於解約返鄉,不論是自

願或受到屜王脅迫。

勞委會在2005年l2月30日後放寬了轉換雇主的要件與程序﹙詳見就業服務法第59條‘

h〔〔p:／∕www.cv「a.gov.「w／lawcv〔舢／law60」】〔mI ）’在勞資雙方台意的狀況,捉供工作切結害就
可以轉換﹑不影響雇主的配額;勞工辦理轉換的公告次數原為最多三次,現制在無人

承接的狀況下,可以增加到六次;遭l生侵害的勞工’徘以跨行業轉換。

2003年2月修定的人出國及移民法’第二＋三﹛I茱。

Z0﹙）l年6月修定的國籍法’第三｛I茱。

2﹙）03年2月修定的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I茶。

除了43％的契約移工’其餘的37qb是永久居留栘民’Z0％是不定期居留昔,參見

POEA的數據｝】﹝【p:／／wwwpoca‧gov.ph‧docs﹙2005／Z／l7） 。
資料來源如上。

Choy2003;EsPiri【u】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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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AsianMig『nn【Cent『cl,92c ’引述自ConstabIcl997;l 。

40馬可仕政府在】982年制定強制匯款的政策（Exccu『ivcordcI857）’要求移工透過菲律賓

銀行’將收入的50﹙﹚b～70％﹙陸地移工﹚或l00％（海員）匯回國家。未遵守此規定的

移工不﹛羋｝更新護照’因此∣∣寺無法再次赴海外工作。這l∣IⅡ政策i」∣發ll∣界各地的移工的抗

議’迫於壓力,這項政策在l985年中止﹙ConstabIcl997a: l64﹣伍）。

4l阿奎諾政府在l987年制定新的海關稅法規（Exccu〔iveo『dcr206）’對所有國外進口的貨

物徵收】00％的關稅。在此法規實施以前,移工可以免稅攜入物品﹙Asisl,,2）。

42參見l﹚（）EA公布的數摧,資料來源同註解36。移工分布國籍比例來自我的計算。

43 l,80至l087年的資料弓∣述自OisI】i（2005:64）; 2002年的嫩據貝Il來自菲律賓國家

統計處的海外移工調查: http:／／www‧ccnsus.gov.ph∕data／SCCto「dada／2002／ofo202.h﹝m
（2004／7／28）。

“b【『D:／／www.ncr﹛Wgov’∣﹞Mnsidcpagc5／inR）rcsourccs／in﹛b『csollrcc.htm（2004／7／Z7）。

緬Z002年非律賓國家統計處的海外移工調查: l﹞ttp:／／www.ccnsus.gov‧ph／d紉m／
scctordada／2002／o｛bZ02h【m﹙2004／7／28）。

46已婚的數字在問卷與統計上應該有被低估。許多已婚栘工申請者為了避免準倘繁瑣的

文害資料而常在申請文件上謊稱未婚。此外’許多移工也常蓄意在文件上保留娘家

姓’以鑽台灣法規的漏洞’因為這樣她們下次可以用夫家姓及新護照再次申請來台

工作。

47Kat｝lrynRobinson（2000: 250）弓∣用Cas【IesandMiIIc『﹙l,93）所界定的新國際遷栘妁三個
特點。

48印尼的正式聘僱系統是經由取得國家執照的仲介公司’稱為I﹞ITKl（pc『usaI】Mn iasa
tencgakc『lalndonesii﹛）。然而大部分至I∣馬來西亞工作的移工仍是透過無照I中介業者或中

厝人’俗稱為caIo及﹝紕ikongs（】o!】cs2000;Spannl99﹟）。
49新秩序（NewOrdc『）這個辭彙是山當時的總統蘇Ⅱ介托所捉出’以標示他的執政不同於

先年「I勺咻卡諾政權（S【IM『Ⅱo）,新秩序-辭後來陂泛指為蘇II∕↑托統治印尼的這段時間

（ l966年到l9,8年）。

50Robinson2000;Tir『o甘uda『mol990。

5】在l984至ll l989期間,70％的印尼栘工任海外從事家務服務工作’而在】989到l994

間’數了:是60﹙川（ I﹣Iugo2002b）。I「Ii從事家務ll∣﹠務工作的【∣」l巳移工中’95﹙﹪﹚是女性

（N舢yyar I997: l l ）。

52其中的三分之-左右（4萬5000披索）在出國前付給菲律賓的仲介,其餘的日Il從在台工

作的薪水中扣除來付給台灣仲介.有的人是-月｝Ⅱl萬‧半年扣∣除完畢’也有的人遵守
勞委會）↓」定,每年按Ⅱ｝「I除服務費’』∣l起來的總歟也是6萬。

53第-年的服務費為新台幣l800元,第二年l700元﹑第三年【;（）（）兀,台計三年內收取綢

額上限為7,840元。

54 《工i荀時輜》l9,5／】l／9‧

55據媒體報導,有些享有限額配額「l勺公司’樂意賣出-些配額以獲利〔吳挺鋒l997;29）‧
-家營建公司便被指控將大量移工轉包至其他未有配額的公司。聯台報’I994年5月

】0日。

56外國人在台灣的所得稅率,如果該年停留在台灣時間未超過】83天,為20％’超過l8﹞

年者降至6qb。換言之,只要在每年7月後入境台灣的移工’該年所得稅I﹞勺稅率都是

20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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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發會的決議’勞委會在200l年ll月7日公告,雇主可從外勞的每月薪資中扣除

兩千五到四千元的膳宿費。2007年7月基本工資從l5840元調高到l7820元後’勞委會

同意將膳宿費的上限提高到五千元’但此舉受至【I菲律賓、泰國等輸出國政府的反對。

也有合法「換名字」的方式,比如說不少移工第-次出國會用自己的原生家庭姓氏申請

護照’等到第二次來台時’則用夫家姓氏申請新的護照。

我訪問當時的職訓局外勞中心主任吳俊明’l998年l0月2日。

參見註57﹨64‧

Pivc﹣six是菲律賓人對於地下錢莊高利貸的-種簡稱。每借貸5000元披索,－個月後歸

還本金連利息要6000元披索（月利率高達百分之二十）。

許多外勞雖然有健保,也很少使用’寧可買家鄉成藥來服用.除了語言障礙造成就醫

上的困難與疑懼外’有些害怕使用健保後,會讓雇王知道他們生病的紀錄,藉以作為

解約遣返的理由。

根據2002年】月修訂的就業服務法’非法僱用經查獲可處以十五萬到七﹣∣-五萬的罰

金’五年內再犯者’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百二十萬以下罰金。

繳納的費用因僱用範疇而有不同’外籍幫傭須繳納5000元,外籍監護工只要】500元。

這些費用集結為外勞管理輔導基金,此基金運用的目的是貼補政府管理外勞及訃∣∣練本

地勞工的支出,但實際上很有限的比例運用到外勞相關業務。

此規定在近年來有所放寬’現在雇主只需繳納到報備逃跑的前－日。

自2003年4月以來’這個規定已有些微更改。-位雇主若發生過兩位或多位移﹦T雇T

失蹤的l青況’其配額才會被取消。

如SaskiaSassen（l9,6）描述’當代的國際勞動遷移呈現出「經濟的去國家化」

（dcniltionaIMngeco!﹜omics）與「政治的再國家化」（『cnationaIizingpoIi〔ics）的雙重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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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誰是「外勞」?
】 《戰警急先鋒》電視新聞雜誌’2003／5／l 。

2新﹑舊族群他者被錯認的情形常在日常生活中發生。有些原住民朋友向我抱怨,他們

常在路上被（漢族台灣人）警察盤查’因為被認為是外籍勞工而被要求拿出證件。

3 《經濟日報》, 】993／7／9。

4 《經濟日報》’】993／7／l0‧
5 《聯合∣晚報》, 】999／,／7。

6 《自由時報》, 】9,,／9／8。

7 《聯合晚報》’ 】997／7／2I 。

8 《聯台晚報》, l9,6／】Z／6。

9 《中國時報》, l998／5／l3。

l0 《戰警急先鋒》’2003／5／】。

】l 《聯合晚報》, l993／4／l2。

I2 《聯台報》’200】／5／30。台中市警察局也同樣發布－則懷疑愛滋病與移工有I剁的新聞’

參見《聯台報》, 200】／】2∕5。

l3 《聯台報》’l9,9／7／l3。

l4《中國時報》’l998／5／l4。

】5 《聯台報》’ 】99,／】2／7、I999／I2／20、2000／6／27 ﹑ Z00l／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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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IeLamon﹝（2000b）指出,道德標準對種族化的界線的建構至關重要。優勢族

群曹批評少數族群是「較沒有價值的人」,缺乏文化素養與道德水平’而理應被排斥或

歧視。

《聯台晚報》, 2003／4／I2。

施淑美（Shlh 】999: 287）分析「大陸妹」的報導時,提出了這樣的觀察:「報紙報導意圖

喚起人們對此問題的重靦’結果卻譏這些報導成為jl生與金錢的八卦故事。」

I995年ll月9日,菲籍家務移工AngClinaCanIas謀殺了照顧的病人’之後並試圖自殺。
她被診斷出有憂鬱症,並因謀殺-罪被起訴十二年。Z003年2月8日,台灣知名的作家

劉俠,被印尼看護攻擊致死’該名看護也被診斷出精『II』失常而被遣送回國。

《聯台報》, 200l／】0／23。

《聯台報》, 200l／l2／6。

隔離與登記這兩種控制外國人的方式’利十九世紀的歐洲對痲瘋病或瘟疫患者的管理

很類似。猶如傅柯（FoucauIt I977: l98）指出的,痲瘋病患會被鎖起來’象徵被拒絕與

排外,而得瘟疫者貝∣l經由空間規引∣∣及粗織化的監靦來受到控制。

《聯台報》, 2002／3／5 ’ 「薪水遲未發代課老師:不如外勞」‧
《聯合報》, 200l／】】／l ’「林立青黑得像『外勞』」。

bttp:／／www‧c【a.goMtw.
資料來源為聯合國文教處Z000年的統計’注意該資料係粗在學率GER（g『osscnlo】】ment

『a『c）’而非畢業比率’ht『p;／／www‧u!】csco‧org／cducation／chrcDort／zoom╴rcgions╴pd〃
eaS!aPacpdf（2004／I2／3﹚。台灣2000年的大學／專在學率為38.7％,資料來源:教育部

統計處l bttp;／／I40l llll92／sta〔istic﹩／（2004／l2／6）。

由於至今並無任何關於台灣移工教育程度的普查資料’在此是根據我訪問仲介的說

法。-般而言,在台灣與香港工作的印尼栘工’至少需要完成初中學業’或曾經有海

外工作的經驗’較低教育程度的移工通常被送到馬來西亞。此外’在我所訪問的三十

四個印尼栘工中（我們的接觸管道是週日的台北車站’因此並非隨機採樣）,有十七個

是高中畢業’十-個初中畢業’五個小學畢業’只有-個讀過兩年大學。

「語言場域」（llnguis〔icfieId﹚的概念弓∣自布赫迪厄（ l90l）’指透過賞罰與審查等方式來

生產與再生產語言台法性的系統。Crys【al（ l997）對英語做為二十世紀的後殖民時代中
全球最強勢的語言’有更仔細的探討。.

自從菲律賓憲法在】935年創立’後殖民政府已經提出由馬尼拉語（ThgaIog）來作為國家
語言’馬尼拉語是馬尼拉的當地語言’現在巳是菲律賓國語。但直到70年代’雙語教

育政策的重心’才從英語轉向菲律賓國語。

《中國時報》, 200Z／3／3l ,〈第二官方語扁提議英語認國際化趨勢不可擋盼各界嚴肅討

論〉。

《中國時報》’2002／4∕5 ! 〈政府將聘諾貝爾級科技人才’經建曹擬訂辦法〉‧
雇主將中文字輸入掌上型電子字典,這樣移工就可讀到螢幕上的英文翻譯.

英文報紙ChinaNewS每星期天有-名為kh﹠妙α〃!（馬尼拉語的「同ll包」）的專欄’刊登菲
律賓栘工的讀者投害’以及報導與在台菲律賓人的相關新聞’成為菲勞社群的-個重

要公共領域。

吳挺鋒（ 】997）比較菲勞與泰勞的男」∣生移工,也有類似的發現‧
然而’菲籍家務移工基於語言資本所獲得的培刀是有限的。需要菲籍家務移工身兼英

語家教的通常是教育程度較低的雇王。相反地,教育程度高的雇主關〃L﹨的是他們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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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可能會從菲籍移工那學到「不好的」、「不標準的」﹑「粗魯」的英語口音。甚至’英語

家教對菲籍栘工不僅是額外的工作’更是－種無剛∣的粱Il削（藍佩嘉2008）。

林津如（Linl990）、鄭淑如（Cheng200l ）與AnneLoVcband（2004a）也提出這方面的討
論。Lovcband（2004a﹚稱此仲介主導的過程為「定位產品」（po＄i〔ioningtheproduct）。

我戚謝羅融協助搜尋網頁與製∣乍表格。

我們同時也瀏覽了香港48個仲介公司的網頁（經由香港雅虎bttp:／／I1kyahoo’com搜尋）’
在菲籍與印籍家務移工身上發現非常類似的特徵化。

h『【p:／／wwwbceIicEidv‧tw（2002／7／l5） 。

h〔tp:／／www.885mnnpower‧com.Ⅵv（2002／7／】5）。
I﹞t『p;／／phr.com‧tw（2003／l0／l3） 。

ht【p:／／kcl04.com.tw／m舢in-3ch〔!n（2003／l0／l3）‧
參見AbigaiIBakan與DaivaStasiuIis（ I995:309’3l7﹚對加拿大∣中介運用刻板印象作為進行
媒台的策略。

第-章已指出’印尼移工的﹛中介費大約比菲律賓栘工的仲介費高了台幣5萬元左右‧
菲勞與印勞在勞動條件上的階層差異’在香港更為明顯。根據香港政府的人力資源與

教育部在200l年進行的調查’菲籍家務移工的平均月薪為港幣3874元’印籍家務移工

的平均月薪為3073元,低於政府規定的3670元（weeandSim2005）。

M亂I﹞iIaEcoⅡomicandCuIturaIO斫cc ’菲律賓政府的在台辦事處,其中設有－個勞工處’

為l﹚OEA的海外辦公室,負貢處理在台菲勞的相關事宜。

在放假日上,菲勞平均每月有39天的休假’外加ll43天的年假, E∣】勞貝Il只有26天的

月休,4‧65天的年假（法律規定為4天月休’ l2天年假）,AsiaMlgrantCcntre新聞槁’

200】／ll／5 ’ ht﹝p:∕／www‧asian﹣migrants.org／news／l00496l747870l3.pbp（2005／2／I6）。
勞委會職訓局統計’http:／／www.evt乩goMtw／stat／90ll（200l／ll／20）。

勞委會職司∣∣局統計’ht﹝p:／／dbslclagoMtw／stat／mont﹜﹞／Zl】050pdf（2005／3／l）。

最近’-些台灣仲介已經在菲律賓建立起類似的訃I∣練中心’但是司∣∣練時間（兩或三周）

仍比印尼的短。

這種招募方式形成了-種類似李靜君（Lcc l998）描述深圳工廠對外省移工的「在地控

芾Il」（locaIisticcoI】troI）。

范裕康（2005）覜察製造業雇主挑工的過程’發現很不同的l青形,曾經有來台工作被

峴為重要的正面資歷’雇主可藉此降低訃∣∣練成本,也可以透過同鄉移工的網絡進行控

芾Il 。這樣的差別’說明不同產業的移工’其勞動力蘊含的關鍵∣生不確定」∣生是不-樣

的。家庭類外勞的技術門檻低﹑逃跑率高’因此’雇主對於司∣∣練成本的考量低於逃跑

風險帶來的不確定。製造業的l胃形則相反‧
我對印尼栘工組織KO】﹚UMI的訪問’’2003年8月。

在這些『II子中’仲介通常會安排學員到印尼當地家庭或仲介自己的家裡工作（付非常少

的薪水）,靦為－種「責習」。

羅馬與洛杉磯的菲律賓家務移工也宜稱她們提供的服務’比非﹜｝I∣裔與拉丁裔競爭者來

得好（Pa『「ehas200l: 】74﹣79﹚。

亙【∣Evia『mZenIb副veI（ 】9,l ）所說的兩種不同的畫界過程:-是淡化了內部差異的混為-

談（Iumping）l二是放大不同類屬間的差異以強化界線區隔的切割（spI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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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I 詳見藍佩嘉（2004: 54）有∣州內政部的「台灣地區兒童生活｝∣犬況調查」I!l〈﹞統計整』l! 。

2Hcr【X】986﹑wrigICyl995。

3唐先梅（2003）的調查發現’台灣的雌薪家庭仁∣」’位於都會區﹑組成年齡越低﹑教育

程度越高的女l生,對丈夫的家務參與「l勺期待也越高。李美玲等的賞證研究（2000﹚’發

現夫妻皆具大學以上學歷﹑夫妻皆持平等性別意識’以及妻子收入I占家庭總收入越高

者’先生的相對家務參與較高。周玟琪（l994）的研究中則進-步發現,當夫妻兩人收

入相近∣∣菲’先生參與家務的時間最高,然而,當太太的收人超過先生時’先生的投入

不增反減。

4HocI】schiIdl989 、HondagI】cu-So【Elo200l 。

5人類學家在不∣「『I的父系親l閥肚會的『】「究中（K舢ndiyo『i I09】﹜WoIfI972）,都發現婆媳之

間的緊張關係’源自於女人在父系延伸家庭中面對的結構限制‧﹣盅I竺迂邑聳堊膛堡

星乏且迪蝨塵.
6Camcro【】Ma仁do【﹞aId（l9,8: 3l ）向Iv;lnlIIich﹙ l,8l ）借刖「影子工作」這∣固概念‧意指不

可見的再生產勞動’其無酬、被眨低與靦為女性專屬’但卻是維繫家庭生活與資本主

義生產時不可或缺的-部分。

7 《L∣二I I或I∣I守報》’ I998／I（）／l0。

8見ChCng（2003: 】78）﹑Cons『abIc（ l9Wb）c但如我在第二章強調的’不只是菲籍女傭’
媒體再現也E∣】尼女俯的形象l生慾化。

, 《中國時報》’I999／6／2。

l﹙） Do『o﹝h〉’Robe『﹝s（ l997）與CumeronM﹠lcdon虱Id（ 】998）用這樣的階層化的母職分工來描述

美國中產∣偕級的女王人如In】將部分的再生產勞動唧包給非白人或勞工∣偕級的幫Ⅱ「I「 。

I I 這些工作的本質當然依歷史、祉會且】』家庭而有不同’『II如,在過去’替王人的小孩哺

乳是由奶媽負責。「黑嬤嬤」的體力勞拗貝Il不被峴為精『I∣l性質的母職勞動’因為其褻i賣

了白人母親與小孩的『申聖連帶（Robe『【: l997; 56）。然而,在今日,喃乳被認為可以建

立母親!il子女／I勺l冑戚關係’﹛l匯用保母的女性雇王認為這項賞作可以標示出她I∣l!l被賦予

的母親地位（MacdonnId】998:47）‧
l2台轡的出生率從l962年的5‧;％‧大I附下降至2004年的l ‧2qb。資料來i原:行政院主計

處人口統計b『【P:／∕www‘ris.:ov.【w／c｝﹜4／s【;l【i＄tics／st20﹣8.xIS（2﹙）﹙）5／7∕l9）.
I3 2003年後延長到六年’2008年後更延長到九年。

l4GaⅡm翻察到台灣婆婆之仁li的階級差異。有錢人家的婆婆囚仍掌握分配財產的大權’較

能夠維持傳統的權威。札I對地,貧窮的婆婆－旦年老體衰’就必須仰賴兒子的經濟協

助與社會支持。在另－篇﹛i｝「究中（La【】2002n）﹑我探討了美國』Ⅱ州地區台灣移民的老人

照顧。貴難不孝的社會規肫在移民脈絡中更加式微,部分原因便是因為第-代栘民的

兒女是家中收入的主要提供音。

l5然而’許多外箝監護工也「【I照顧的老人發展出↑∣l互依持的關係’或是與媳婦建立同仇

敵愾的姊妹∣青誼﹑見Lan﹙20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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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跨越國界與性別藩籬
I有關性別與遷移的相關文獻回顧’參見Pessa『 I999、藍佩嘉2007。

2菲律賓國家統計局’h「〔p:／／www.ccnsusgoMph／mdexhtmI（2004／7／20）。

3國家勞動力調查, BadanPusa〔S【a﹝is﹝k（印尼BPS-統計）’ h【『p:／／wwwbps.gov.id／／sec『o「／

cmDIov／『abIe】.shtmI﹙2004／7／27﹚‧

4在200l年’超過60qb的菲律賓移工是來自四個鄰近的已發展區域﹙存辛國＋六個區域

中）’分別是國家首都區域（馬尼拉都會）﹙I9qb）,南他加祿（l8％）’呂宋中央區（l3％）

以及伊洛克斯﹙l0％）,海外菲律賓移工調查’菲律賓國家統計局’h【『p:／／www.census.

gov.ph／data／sccto『da『a／2002／ofbIo】.﹜】【ln（2004／7／23）。
5從西班牙戰爭結束後到90年代後期,菲律賓境內有幾個海外最大的美國軍事基地,

這些基地也在殖民與後殖民時期’為美軍招募人力。在菲律賓於l946年獨立之後,

美國官方在】9』7年通過了-條軍事基地協議’讓其海軍有權力繼績聘僱菲律賓公民

（Esp』『i【ul995:l4-】5）。
6在我個人在印尼旅遊的經驗來說,鄉下地區有陌生人對著我叫F4偶像劇中女主角的名

字:「杉菜∣杉菜! 」;也有人不請自來地摸我的皮膚’評論道:「你的皮膚好白呀! 」

即使我的膚色用台灣女人的標準來說’其賈偏黃偏黑。

7移工的丈夫如何協商他們的男性認同’可參見Gambu『﹙I（2000）和Pingo!（200I ）。

8Al℃innsetal 】,86’引述自Margo】d】995。
9 l988年的菲律賓家庭法在定義男女通姦罪犯時,有著雙重的’∣生別標準’根據舊法’已

婚女性和單身男性通姦’是有罪的’但是已婚男l生可以在無罪的情況下’與單身女性

通姦,只要單身女性是自願的與私下的。男性只有在他公開與情婦同居時’才會犯同

居的罪。﹙Gol993:57一58）

】0ChantandMc】lwaincl995;Evio﹝a】992; Is『cal﹣Sobri〔chca】990。

】】在香港（ClmngandG「ovcs2000;83）與羅馬（【﹚M℃nas2﹙﹚〔）l:66）的菲律賓移工身上也可以
發現類似的情形。

I2印尼女l生的初婚女l生年齡,在】9w年是l86歲’相對於l998年菲律賓是233歲’人品

與儸康調查’h『tP;／／www’mcasurcdb:.com（2004／9／l ）。

l3根據Gavil﹞W.〕oncs（2002）,在70年代以前’印尼的離婚率非常高’但是在過去三十

年’急劇地下滑（在l905年’有Z.8qb）’下降始於l974年的婚姻法,其對離婚的程序

鬆綁。

l4根據菲律賓所作的調查’60qb的已婚女〃∣生移工’會委託她們的雙親照顧她Ⅱ﹩∣﹜的小孩’

5qb會請她們丈夫的雙親或其他的家庭成員,7％會請家人以外的人來照顧（PazCruzand

Paganoni l989）。

l5在菲律賓’家務勞工-般被稱為「hcIper」,這I固稱呼不僅指稱助手及支援的關係‧也
蘊含擬似封建主義的恩庇侍從（pMron﹣cIicnt）’下屬對主人是l∣偵服從屬的關係（Dumon﹝
2000）。

I6見Hondagncu﹣SotcloandAviIa（】997）有關拉丁裔保母批評美國的白人父母。
】7DmncWoI「於80年代在雅加達對女.∣生工廠工人所作的研究（ 】992）也有類似的發現,大

部分的單身女兒都只匯少量的錢回家’來自雙親的壓力有限’遠小於台灣與香港的單

身女工‧RcbcccaElmI】ur﹩t（2002）在l994年朋I998年研究印尼的工廠女性,發現她們

的匯款行為漸有變化’在l994年,父母很少要求他們在工廠工作的女兒匯款’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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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98年’雙親對於女兒提供的財務貢獻的認知有所提高;但匯款主要用在購買女兒未

來結婚要用的東西上‧這種投資也對女兒在婚姻市場的位置有加價的效果。
Giddcns 】992;Coon【z2005。

菲律賓的上嫁傳統見Mcdina 】99l;跨國婚姻的╴般性討諭,可參考Cookc l986;

ConsmbIc2003a; Suzu∣d2000。

參見Tyner 】996;Su盯uki2000。

在勞委會凍結印尼勞工來台期間,有些人為了要來台灣幫l唧l ’經由∣中介或雇主的安

排’以假結婚的方式來台。類似的例于也發生在美國’舉例來說,EldonDo『y’-位白

人退休警察,和他的菲徘賓妻子S﹠lIIy辦T假離婚’然後在】,9（）年8月從菲律賓以未婚

妻的簽證帶回Helel﹞BoIusan’HeICn以每月僅I60元美金的薪資在家幫傭,直至IIl993年

她不堪勞動剝削而逃跑。shm此7﹜〃﹜α, 】’ l999／8／】7。

【8

【9

20

】l

第五章:灰姑娘的前後台
】這也就是地理學者所說的「空間性」﹙﹩pa〔iality）’這個概念傳達了祉會與空間的交織構

成（Grcgsona!ldLowcI995）。

2如DavidKa〔xman（ l978: l49）所說’家務僱用關係的特殊性在於,是「工作者而非工作

本身’持櫝受到監峴。」也可參見Hond亂gneu﹣So【eIo（200I : chaP『c「6）有關洛杉磯雇主的
勞動控制策略的討論。

3依據2﹙〕02年修正公佈的就業服務法’非法扣留或侵占所聘僱外勞之護照﹑居留證件或

財物’∣∣﹟被l遞以6i!【﹩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4少數的例外是出身工運剛體的古灣國際勞工協曹（﹄l】liwanln〔c『!i﹝!「iona∣Ⅵb『ke!sAss﹙﹚ciation!

簡稱丁lWA）。

5 l997年【0月I3日,台灣南部發生類似事件。-名菲律賓家務栘工夥同在工廠工作的菲

律賓男友’闖進前雇王的房子偷走現金’並殺害三名家庭成員。

6西式女Ⅱ∣ll制服是殖民主義與奴隸i∣iII腰的∣l爪絡下常見的象徵控↑∣jIl ‧香港的-些雇丰伽會
要求女｛刷穿制服（ConSmbIel997a:95﹚。

7此外’也有女同志栘工展現T﹣bird（『omboyish）風格,見NicoIcCons『abIc﹙l997b）的討

論。女∣司志家務移工卵女主人之問的關係應呈現不同樣貌’但我的田野與訪IⅢ中較欠

缺這方面的資料。

8吳挺鋒l097、汪英達2003 ,提出類似的論點。

9不論是贊際參與跨國遷移的菲律賓移工’或是進行跨國界消費的台灣雇主,都試圖藉

由全球化來促成多重資本的積累與轉換,也透過英語這個跨國文化資本來進行協商與

鬥爭,誹見藍佩嘉（2﹙）﹙）8）。

l0在l998～99年間的田野中,我很少看至Il移工擁有行動電話。他們多↑Il用網路電話卡打

公共電話或雇主家的電話。但到了2004～03年間,大部分的移工都有了行動電話。

】 】 參見2002／6／20日的《聯合報》。但此統計有高估,囚為許多台灣人擁有-支以﹣I二的行動

電話。

l2警方逮Ⅱ∣i的兩名台灣人身上擁有兩「﹣張以上的「外勞卡」’國際電話卡也超過兩百張。

這些男性隸屬某個犯罪集團,他們常在移工用餐或購物地點出沒,宣稱會幫移工匯錢

回家或申請行動電話。乃矽㎡刀〃﹜『J , l9,5／l2／2。
I3 《聯台報》, 2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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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現在所有申請行動電話號碼（包括預付卡）的人都需要親自到各地行動電話公司

申辦處。外國人最多只能申請兩個預付卡號碼’台灣公民則限十個。《聯合報》’

2005／2∕l9o

】5研究青少年使用行動電話的Ric﹜﹞a『dLing和B『igi【﹝cY「『『i﹙2002: 】65）也發現’行動電話在
青少年間自II造了－個沒有父母及其他權威人物監控的濰通網絡。簡訊尤其能讓他ⅡⅡI在

前台（譬如老師在講課時）進行後台的溝通（在桌下或口袋裡傳送訊息）. 孫.過強足絀絛
h〔〔p:／／www.sccingisbcIicvci【﹜g.ca／ccII／manila,（2004／7／23）。相關主題也參見外勞行動網,

Migr舢n『Po「um,h【tD:／／www.『wblog‧nct／migran【s／a『ch【ves／000557h【mI （2004／7／乃）。
此為Nokia於Z002年估計的數字（Per【icrmctaI‧2002） 。

爭取捍衛移工權益及提升其自覺為宗旨的移工草根組織有KaSaPi（KapuIunga!】ng

Sam舢bangPiIipino ,菲律賓人組織）’以及TIMWA（Thiwanlndonesi紕nMigmn『Wb「kers’
A5socia﹝ioI﹞ ,台灣印尼移工協會）。另外,還有其他以宗教社群及同鄉網絡為基礎的非

正式組織。

2005年l月20日, ll2名菲律賓移工囚受雇的【C公司破產而必須重新聘僱。在勞委會

負責的就業中心裡’新l「F主以﹟【II籤方式選擇移工。很多人都被分配到重機械和勞力密

集的工廠工作（乃ip㎡刀〃﹜『J ’ 2005／l／27）。與行動電話相關的資訊參考自台灣國際勞工
協會發布的新聞槁。

節錄自EmmanⅡeI L祉lIan舢的研究:「簡訊’生意與菲律賓政府」。I﹞t『p:／／wwwecudemy

com／node.php?id﹦26936UTH（2004／7／23）。

西門子無線電話策略（S﹟emcⅡsWi『eIess l﹚honcO碓nsive）I﹞﹝〔p:／／www3gco.uk／PR／

M砠y2004／7096‧htm,（2004／7／23） ‧
H孔l】瞞Geser〔2004; l6）認為’伴隨著人們能夠從任何地方連繫到任何人的自由的增加,

人們也面臨必頃回應所有來電的壓力。溝通的便利也強化了社會權力的不對稱:-位

老∣∣﹛∣∣l可以工作為理由在休息時間打電話給下屈,父母也更能掌握青少年孩子的行蹤‧
此概念原來是被Pa〔『iciaCoIIins（】9,0）用來描述黑人女性主義者的中介論述位置。

王志弘（2006﹚進-步指出,婚姻移民常宣稱自己道地的廚藝與坊間以台灣人為消費

群、口味改良過的越南﹑印尼及泰國餐廳不同’並藉此涵育及強化族群認同的界線。

因為地利之便,外勞之I∣Ⅱ也很時與在台灣拍攝婚紗照或沙龍照’其中多是未婚∣冑﹛呂’

也有不少是女同志伴侶。

《中國時報》民意論壇’I999／2／8 ’ I9,9／4／6。

吳美瑤（2004）在火車站∣躪機訪問209位移工,他們每週日平均花在火車站大廳的時間

是,.8個小時。

乃』』〃α〃仳』DJ ,2006／6／l I 。

菲律賓的工廠移工週日多半齊緊中壢,因為它離天主教堂及非營利組織「希望職工中

心」較近。桃園則成為泰國與印尼移工的集會地。

當地人把美軍留下來的吉普車,改裝為大眾運輸工具,由私人經營,以固定路線載送

乘客。

參見BarbCr（2000）與PaxC「uzandPaganoni（ 】989）‧
這項規定自Z002年起略有放寬,台灣政府已修法尢許「無不良紀錄」的外勞再度回台灣

工作三年,2008年後更延長到九年。

對以加拿大為目標的移工而言’香港是頗受掀迎的暫時停靠站（B《!『bcr2000:404）。

參見McKav（2003）與I﹞m【『（ l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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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恨據人權刪察報告﹙H【lm秈nRignt5WMch2004）’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家務栘工平均月薪
是600～75〔）里亞雨﹙約l60～200兀台幣）’但積欠薪者非常普遍。許多雇主未能幫助

家務移工取得台法居留’她們因此被迫處於極度剝削與隔絕的環境中‧
36根據我在2003年採訪的﹛I∣」介業者’新加坡的家務移工契約初始的平均月薪是Z30～300

新加坡幣（合美金﹜53～200兀）’ ｛I∣I介費大概】60〔）元新』∣l坡∣幣。在馬來西亞,印尼女

傭的平均月薪是308令吉﹙台美金l50元）i菲律賓女﹛庸則是500令吉（台美金】96元）;
仲介γ∣f約】200令吉。

37 2005年家務栘工的最低工資是3860元港幣（台美金496元）,與台灣最低工資相近（台

幣l5840元’約美金495兀）。

38加拿大各省有不同的規範‧以B『【〔is【﹞CoIumbi亂來說’外籍看護工的時薪需達最低工
資.超過-週40個小時後的加班’可領-倍半的工資。在2004年’-位入住看護工的

平均月薪台稅大約是900加幣’但提供住宿與飛機票的雇主-個月可扣除325元加幣

（McKuv2〔）〔）5）。

第六章:家裡的楚河漢界
l Ma『yRomc『o（ 】092）與LCSIiCSaI孤ingcr（ l99】）研究在美國的拉丁裔移民’從事的是日工

（daywoγkc『s）或是按l∣ji計薪的清潔工。這些家務勞工許多在母國侍有中產階級「I勺職業l

為了擺脫「骯髒工作」（dl『〔ywo『k）的標籤,她們試岡藉由非正式契約的建立來理l生化勞
動過程與工作條件。

2 】cnni﹛t「McI﹞dcZ（ l998）Ii〕｝究美剛川）l∣的－家清潔公司所僱l月的淌潔工‧
3GuI0zycgi!】（2000）研究土耳其的女Ⅲl與門房‧

《ColcnI986;Romc『o】992;林津如200（﹚。

J Hond烈gncu﹣So「eIo（200I ; l,3）已指出’照顧工作的比例越高’僱用關係通常越I頃向往情
戚關係發展。

6有不少談話性電『見節目,邀請躑人談自己僱用外﹛廁的經驗’也是「炫耀∣∣生消費」的例

子。許多藝人以澎風「I〈】內容誇耀自家外傭做的種種服務,結果刁∣來勞委會「工作內容違

法」的關注。《中國時報》〈僱外勞遛狗’藝人「公開」違法〉, Z007／】0／25。

7布赫迪厄『I」范伯偷-樣重靦消費在階級秀異的再生產中的重要性,但他更強調超越個

人意∣ItiI或蔥識的過程:「囚為文化符﹛i﹩的分類效果’地位信號-透過’∣賞習-的傳達

常是無意識或非意圖的」﹙Lamon﹝刷ndLareau『 l988: l“）。

‘靈血籬辮驕纖緇辮黯鷂幫蘸濰繅韉
雇主﹛i雁實談到管理現任勺∣、Ⅲi的方式’比岡I∣開始-﹨兩個的方式骰格許多。

9林津如（z000）對本地鄰傭的研究已有類似發現’該文也提供了有關本地與外耕家務勞

工在勞動l∣茉件上的差異比較。

】0林津如（2000: 】】8）借IⅡRomero的概念,把台灣雇主的雇傭關係區分為保持生意關係

（businc﹩s-Iikc【eIMio』】﹚秈l肓戚控附Il﹙cmo【ion秈I co】﹜【『oI ）兩類。但她對生意腓l係的界定﹙作

為溝通有限﹨去個人化的關係）混淆了我所區分的疏離權威﹑生意關I系等兩種不同的雇

∣庸風格。林認為雇主採取生意關係的埋由有二’-是全職工作沒時間監督,二是對於

移工作為階級與種族他者的不信任與徜忌（Lhn I09,:46﹣7）。

】】鄭淑攻II（Cl】eng2006; Cl﹞ⅢP〔C「4）也有類似的討論。她把雇王對移工的態度區分為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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靦為I廄人、視為家人與視為工人。最後-類的雇主延伸她們在職場中的管理者角色’

把自己家庭看待成-個工作場域。

】2有關「區隔」〔scgrega﹝ing）﹑「整台」（ integ『a〔ing）的說法,找是受到Ch!is〔enaNippert﹣Eng
（l996）研究上班族如何劃分工作與家的界線的影響。

l3 Br【dgc〔Ande「son（2000: 40）也指出’剛遷移到歐洲不久的新栘民I頃向於選擇與雇主同
住’以降低他們在新國家的生活花費和疏離戚。

l4開齋節（在印尼稱為HariLcbaran﹚是穆斯林-年-度慶『兄砷聖齋月結束的日子.為期三

天’重要性如同中國農曆新年‧在這天,信徒們早起後會吃些食物表示開齋l身上穿
著乾淨的新衣服,參加會i惱’之後帶著豐富的食物拜訪親戚朋友’也有的人會前往掃

墓’為逝者祈躊。

l5 「前台」與「後台」的建構乃是相對的﹑多重的’如以移工同鄉作為觀眾’週日出外也是

Luis﹠l的-l固前台,扮演的是時髦女郎的角色。

l6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僱用拉T裔移工的洛杉磯雇主（Hon』agnel!﹣SoteIo200l: 】99）。
【7林津如（2000: l22）訪問的-名菲籍家務移工蘿娜’其台灣雇主便有類似的進食安排。

平日在家’蘿娜和雇主家－同進餐’但外出到餐廳時’雇主就要求她站在旁邊服侍

大家。

I8誰是「家人」或「主人」的定義都是隨著.∣青境與對象而相對變化的。比方說’當我去王先

生家訪問,II【受邀進餐l」Z飯時’他家的菲籍女∣∣llLucy平常很少上桌吃飯’本來要到旁

邊去吃,因為我的在場,王先生吆喝她說:「幹嘛?坐著一起吃啊! 」當Lucy吃飽了起

身去清理廚房時.王先生對她說:「Lucy ’你也是主人呢’怎麼可以先走,要陪客人坐
著吃I咧。」

結諭
】參見Ungc『SoI﹞（2000）比較不同的iIil郝Il體制採取支付照刷昔津貼的不∣司模式。
2勞委會自2008年初開始設立的「外勞直接聘僱聯台服務中心」具有這樣的美意’然而在

外包經營的現況下,成效仍有待檢驗與加強。

3此論點參見陳宜中發言’「全球化勞動力流動與人權保障」座談會記錄’《政治與祉會哲

學評論》’】6:25l-2,9。

4二次大戰後頻繁的國際移民逐步挑戰了傳統民族國家框架下的政治身分,許多歐洲國

家採取-種∣司心圓式的「雙重成員制」!內圈IlI《】是以∣成∣籍為基礎的公民身分,外圈是

以居留為基礎的dcnizc】】sl﹞ip（H馴mme「 I989﹚’享有與公民等同的經濟權與jit會權,甚
至有地方層次的政治投票權。雖然依循共和民王傳統的學者質疑這樣的制度會造成公

民身分貶值的效果’例如移民覺得入籍並無必要﹑也j∣恥興趣參與公共政治（BnIbilkcl∣

l,89）,但在經濟去國家化﹑政治再國家化的當前,我認為仍是保障非公民的－條務實
--

可行的制度出路。

5如台北市勞工局舉辦的歷屆移工詩歌比賽﹙詳見龔尤倩2（）02）,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也舉

辦了移工攝影坊’成果出版為《凝峴驛鄉Voyagc l5840-栘工攝影集》攝影集﹙印刻出
版’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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疽本具有開創性的研究,呈現了種族﹑階級﹑性別和公民身分等等界線,如何在家務移工

的生命中形成。藍佩嘉經由畫界工作的理論透鏡,為萌芽發展中的女性遷移研究頁獻了極

為重要的成果‧渲是一本傑出的作品。- 瑞秋.巴瑞尼亞司（Iu】a﹝dIhn追fias） ,布朗大
學美陶文明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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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或許會以為,只要和世界k的其他人接觸越多,我們和他們的社會關係就越親密。﹛日是

藍佩嘉指出我們錯得有多嚴重。在某些狀況下,台灣的女雇主和她們的菲傭很「親密」 ,但

在其他時候附方則非常疏遠。的確,有時最接近的反而最為遙遠。渲本脈絡清晰、擲地有

聲的重要著作,便是在討論這些現象如何發生。-亞莉.哈許柴德（ArⅡeHocbsdl1d） ?
柏克萊大舉社會學系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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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獨一無二的學術作品,論述圓融﹑研究透徹,立諭紮實,不但具有高度可讀性,

赫日蘊含深度人文關懷。-戴莉亞‧達文（皿hⅨⅣin） ,英國里茲大學巾國學研究所榮
譽教授

本書包涵了非常盥富的面向,也有許多精緻而複雜的論證。從這麼豐富的資料中,我們可

以得到什麼現實與道德的意涵呢?我認為,最有意義的一點,是作者生動地呈現了外籍家

務移工在多電限制之下的生活﹑慾望與感情,從而在一個商品化的冷酷壓迫世界中,還其

一個人性的面貌。-夏傳位,《塑膠鴉片:雙卡風暴刷卅台灣負償危緲﹑《禿鷹的晚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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