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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死的那一天，我正準備兩天後的高中會考，嬸婆騎車到教室找我，第六感告

訴我，他出事了。回到家，知道爸爸燒炭自殺了。我是他唯一的女兒，他是個很

疼小孩的好爸爸，從來沒有打過我。也或許是唯一的女兒，他不要我因為他，過

得太辛苦。 

 

我是第一個看到他遺書的人。上頭滿滿都是在擔心我。遺書上寫著希望我可以去

考警察，希望我的未來可以順利美好。遺書上，也寫著他的不甘心。看了很難

過。 

 

他是在工作時認識生下我的媽媽，兩人沒結婚，過了幾年就分開。爸爸只有國中

畢業，交到壞朋友開始碰毒品，進出監獄很多次。在鄉下地方，只要你有前科你

就是只會犯錯，村裡發生什麼不好的事都以為是他做的。爸爸找工作很不順利，

不是不願意找，是因為鄉下工作機會非常少，工廠也少。他送過貨、開過車，後

來喝美沙酮戒毒，身體慢慢沒辦法承受太勞累的工作。 

 

除了每天載我上下學和去喝美沙酮，其他時間他都把自己關在房間，我一開始不

知道原因，他自殺後，我才發現是他心底受傷。 

 

他只能跟家裡拿錢，他是我阿嬤的大兒子，阿嬤對他失望，覺得他沒用，阿嬤的

表現讓爸爸很難過很受傷。我一直都很心疼爸爸的遭遇，他其實有心要改，但因

為很多眼神和態度讓他受傷，失去了要改變的動力。社會看人的眼光都很勢利。 

 

爸爸的遺書最後被燒掉了，因為大人有用問神明的方式問爸爸，爸爸表示放下

了，也希望我把他放下，要我別再去在意這件事，去原諒那些人。 

 

�佳儀（化名） 日記

佳儀父親死後，阿嬤照養她基礎的生活，但戶口名簿裡，佳儀成為孤單一人的戶

長。過去3年，佳儀努力拋掉心碎的記憶，全力衝刺考試，同時在村裡的冷凍蝦廠

打工賺錢，儘管摳門的鄰居老闆吃定她沒人撐腰，時薪只給100元。



去（2017）年，她北上就讀大學，沒參加學校社團，為了省錢，每天下了課，買晚

餐回宿舍，待在小空間裡讀書，不曾和同學出遊。她從未向同學吐露自己的出身和

爸爸的故事，不讓同學知道有個吸毒和燒炭自殺的父親，希望能走一個和父親截然

不同的人生。

但爸爸的身影會時不時地入夢裡。她會想像爸爸走頭無路寫下遺書的無助，但她也

會想起她在後頭環抱著騎著摩托車的爸爸，他們刻意避開鄰居的眼光，繞進小路，

那路上只有父女倆。

佳儀爸爸的遭遇，並不特殊。不幸經常降臨在弱勢者身上，這些年尤其又挑中這群

男性。

2000年前後，一群教育程度偏低的男性，面臨全球經濟結構重組，使得台灣底層男

性的權威受到挑戰，就像佳儀爸爸一樣，不知不覺遠離自己理想的人生，走入一個

無解甚至絕望的命運。



佳儀北上讀書，但潮濕的氣候讓她很不適應，常常生病。（攝影／余志偉）

被拋出原有產業鍊的中低技術工

深入研究台灣經濟與社會轉型的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指出，全球後工業化

及產業轉型過程中，發達國家的製造業被外包至海外工廠，台灣雖然沒有像美國或

歐洲有清晰的 ，但地理上，中南部的工廠抛出一批批中低階男性藍領。

底層男性不如女性較能適應服務業的經濟體。「不像教育程度較高者，有足夠知識

能力和資源跟上轉型的腳步，他們長期在工廠與其他男性相處，重複操作同一套技

術，原有的能力用不上，讓他們的地位和權威很快地瓦解，」林宗弘分析。

被拋出原有經濟體的藍領底層男性，在工作市場和婚配市場，都顯得手足無措，處

於被決定的命運。

鐵鏽地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4%88%E5%B8%A6


婚配原本是社會階級流動的方式之一，但當這群男性的工作被業主以外籍移工取

代，而他們的工資與同階層女性拉近後，也讓最低階藍領男性的婚配吸引力降低。

1981年前，男性長期是家戶的經濟支柱，收入確保了他們在社會和家庭裡的地位和

權威。不過，1981年到2017年， 的比例，從64.2%拉

高到85％。 

即便低階藍領男性結了婚，比其他階層，則更難維繫家庭的穩定。

台灣離婚者的面貌近年大幅轉變。過往認為教育程度高者離婚率高，但中研院副研

究員鄭雁馨分析內政部釋出的離婚資料檔案發現，台灣社會的高離婚率已轉由大量

中低教育程度者撐起，其中有為數可觀的比例是外籍配偶組成的家庭。

2017年12月，內政部出爐第一份 ，揭露台灣人

與東南亞新住民共組婚姻後，離異的驚人比例。

這份報告顯示，在2008年至2016年間，歸化為台灣籍的東南亞配偶有55,855名，

其中離婚人數達13,769名，離婚率高達24％，相當每4位與東南亞外籍配偶結婚

者，就有1位以離婚收場，遠高於台灣總體離婚率的14％。

漂洋過海來台的東南亞新住民中，有人幸運遇到不錯的夫家，但為數不少的新住民

趕上台灣經濟極劇烈的轉變，來到台灣後，她們遭遇並目睹「藍領男性」的處境，

也明白在這樣家庭中的女性和孩子，遭遇什麼樣的苦楚。

重男輕女的跨國婚姻裡，她們眼中的台灣丈夫

今年40歲的阮理厚，22歲從越南胡志明市嫁到雲林縣莿桐鄉。儘管已離婚長達10

年，阮理厚談到前夫時，聲線因情緒而高亢。她說前夫在家中沒有地位，夫家把她

女性工資平均佔男性工資

《外籍配偶歸化後婚姻狀況之研究》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node_file/7471/%E5%A4%96%E7%B1%8D%E9%85%8D%E5%81%B6%E6%AD%B8%E5%8C%96%E5%BE%8C%E5%A9%9A%E5%A7%BB%E7%8B%80%E6%B3%81%E4%B9%8B%E7%A0%94%E7%A9%B6.pdf


當成生產和賺錢的機器。為了讓一家三口從丈夫的原生家庭中獨立，阮理厚曾在北

台灣的工地奔波，攪拌水泥、搬磚頭，打著每天1,200元的零工。

「我早上坐貨車去工地，連續下雨或沒工可打就回莿桐，連續3年。我去外縣市工

作後，接到他打電話來，每通電話都說『小孩子補習費到了，水費電費要繳了』；

房子登記他的名字，他居然這樣跟我開口。有次我回家，看到他在家裡打麻將，卻

把小孩給別的女生帶，我猜到他有精神外遇了，而我還在幫他打工！」阮理厚幾乎

記住所有的細節，彷彿一切昨天才發生過。

阮理厚描述她在台灣18年來觀察到的跨國婚姻樣貌：「台灣有句話，『江山易改本

性難移』。現在娶外配的男人，素質可能好些，但之前娶外配的都是比較鄉下、人

長得比較粗比較黑、做農的、學歷不高的、沒有時間交女朋友，卻想傳宗接代。

100個有99個都是沒能力，是個混混，水準不夠高，台灣娶不到，就去國外娶，花

幾十萬娶個外配回來，思想與觀念都是很懶沒想到將來。外配來了後，我們想做什

麼都不被尊重。」流暢地夾雜中文和台語，理厚的話語裡藏著受過的傷。

靠著漢越及越漢兩本字典，大量看電視學中文，離婚後，她自學美甲，如今在斗六

市開設美甲工作室，也擔任移民署的美甲講師。阮理厚說，希望自己過來人的故

事，能鼓勵這群受壓抑的新住民。



阮理厚自己開了一家美甲店，同時她也是職訓局和許多學校的美甲講師。（攝影／余志偉）

台灣男人與東南亞女性的婚配高峰，約在2000年前後。根據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祕

書李佩香的粗估，來台後與婆婆住在一起的比例高達7成，家庭的特色是經濟弱勢

與觀念傳統。

李佩香在2002年透過婚姻仲介，自柬埔寨嫁來台灣，定居新北，那一年她才滿20

歲。「1997年我們村莊就有鄰居女生嫁來台灣，我阿嬤交待過爸爸，不能讓我嫁來

台灣，阿嬤有華人血統，知道華人重男輕女。2000年婚姻仲介更多了，村莊家裡左

右前後的女孩都去了。那時金邊混亂，傳聞會打仗會內亂，我爸爸太擔心，看到別



人女兒過去了，反應不錯，平安，沒事，就叫我也去了，他說至少家族有一個人活

著也好，而且他想像台灣的婚姻是彼此尊重的。」

「結果讓我們驚訝的是，在台灣不少家庭重男輕女，結婚了，把南洋姊妹用成像幫

傭的程度，就算嫁到有錢人家，還是做得要死。」採訪李佩香和多位南洋姊妹們對

父權社會下成長的台灣男性，普遍會得到這樣的說法和看法：

台灣男人，我跟你說，沒錢的都很廢； 

有工作做的會挑、會愛面子，不一定做，經濟好一點的人搞外遇； 

看到妳太有能力，就會擺爛。 

只會跟妳睡覺，不會煮飯，不會做任何事，不會教養小孩。 

婆婆們苦過來，對錢看得很重、控制慾強，以為姊妹來「挖錢」的。

內政部資料顯示，與南洋姊妹婚配的男性，年齡較高，普遍集中在35到49歲，而他

們的教育程度普遍低於社會平均：4成2國中以下，5成4是高職和專科，僅有約3%

大學肄業或以上學歷。

這群年齡較長學歷較低的男性，與2000年前後受全球經濟重組而被產業鍊拋棄的不

幸運者，有相當比例的重疊。

他們失業、失婚、陽剛形象受挫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藍佩嘉長期關注新住民家庭，這兩年她進到新北板橋和宜蘭

小漁村的小學裡，觀察底層家庭的教養文化，也間接看到藍領男性的面貌：「我發

現他們普遍都有債，有的是有黑手變頭家的想像，但最後投資失利；有的是工作不

穩用卡借錢，但最後還不了，債務影響了婚姻，有的就離了婚。」

藍佩嘉說，漁村裡，願意留下來的女性只剩新住民媽媽，而父母雙方都是台灣人

的，則多半只剩爸爸。



剩下的男人們，他們的生活，一般中產階級難以想像。

跑過船的50幾歲男人沒了工作，也不願屈就做小工，不想切魚飼料、整理櫻花蝦，

就在家喝酒或看電視。而這樣的父親角色是村裡的日常。

他們生活花費不高，社福團體會送進大量白米，家庭成員要活下去不難；但困難的

是這群在父權文化下成長的男性，陽剛父親形象漸漸被重挫，也為他們的婚姻和下

一代教養徒增變數和風險。

收入減少、再就業困難，有的人喝悶酒、自我封閉，安靜但不製造家人多餘困擾；

但有的人一旦尊嚴被挑戰，會以激烈手段回應家庭和社會。

台灣第一位新住民紀錄片導演阮金紅，2012年拍攝的《失婚記》，描述新移民姊妹

來台卻離婚收場的故事，像是片子裡頭22歲的金蘭說著「以為嫁來這邊（台灣）比

較好啊，男人不會喝酒，但我剛來就被打了」；或是片中外籍配偶孩子的畫圖紙

上，是酒後父親踩踏母親肚子，媽媽哭泣的場景。

39歲的阮金紅來台18年，她就是從被家暴、離異到自立，在一路荊棘裡挺進，《失

婚記》等於是從她們的視角出發，看到被台灣丈夫精神和肉體虐待的景象。

以阮金紅為例，她嫁到彰化夫家不久，就頻繁接到討債電話，才發現另一半從當兵

時就有賭博惡習，且持續換工作，阮金紅得打零工賺錢養孩子。「錢沒有，是可以

接受的，一起努力；可是先生開始家暴，把我甩在地上或拋向牆壁，而且打得剛剛

好，不會有明顯外傷，是有內傷的那一種⋯⋯他吃定我還沒拿到身分證，我一直忍

著。但最後我看到先生用衣架嚇小孩，決定不再忍，忍是反效果的。」金紅回憶。

2008年時，阮金紅向法院申請保護令，也順利爭取到女兒的監護權。



目前定居在嘉義民雄，阮金紅創立了推廣新住民文化的「越在嘉文化棧」，她說，

在新移民眼裡，「另一半薪水不高都不是問題，而是台灣男人普遍媽寶，不懂得尊

重；當女人想做事走到外頭，男人開始有壓力、沒安全感，接著恐懼。」

阮金紅算上幸運，她順利拿到監護權，也遇到一位善待也尊重她的台灣伴侶。

但她不捨有些姊妹的處境：「孩子很需要媽媽的照顧。有些姊妹沒爭取到監護權，

也會想回去看孩子，但回去後，老公不准太太把孩子帶出去，他就是要把媽媽跟孩

子的關係切斷；再不然就是開條件，要妳每個月付幾千元的扶養費，然後常會編理

由說孩子補習不在家，姊妹們只能去學校門口偷偷看孩子。狀況連續幾年，最後媽

媽也只能放棄了。」

在阮金紅周遭，拿到台灣身分的外籍配偶，會想辦法探望孩子；若尚未拿到身分，

又拿不到監護權的，就只能回母國，與孩子天涯各據一方。

這種家事法庭上不利女性的判決，桃園地方法院法官孫健智有不同的觀察。

孫健智說，新移民的離婚官司通常有兩種普遍的現象：一是外籍配偶出境離台許

久，由丈夫向法院訴訟離婚，這時因為外籍配偶無法上法庭，孩子一定判給爸爸。

但若夫妻雙方都能進到法庭陳述，法官目前的傾向是判給媽媽。孫健智解釋：「是

普遍發現爸爸在法庭上的表現不好，低自尊的他們會對新移民有各種懷疑和自覺的

委屈；從社會結構角度上來說，他們的處境值得同情，但怎麼也無法合理化他們的

家暴，或是他們的無用。」

目前擔任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委員的阮金紅認為，新移民離婚增加的趨勢還

沒有過去：「她們來久了，被壓迫久了，但姊妹一直在成長，不管在工作或做生

意，能扶養她與孩子的生活，但夫家可能一來年紀大，二來不願改變生活、不願理

解多元文化，溝通充滿磨擦，缺乏自信就想控制人。離婚還是很嚴重的，會越來越

高。」



不論婚配對象是外籍配偶或台灣女性，低社經、藍領的單親爸爸因為多重不利因

素，面臨比其他階層的單親男性更多的困頓。當社會不斷強化一對好父母或好家庭

該提供的教養和形象，低社經單爸們無力給予，他們傾向把教養的責任外包給母

親，上了年紀的阿嬤成為主要照顧者，而有些單爸，則連後援都沒有。



身處弱勢單爸家庭中的孩子，學習與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他們的孩子只能自己長大。（攝影

／余志偉）

藍領單親家戶的孩子，也經常因為資源和照顧不足，容易被放養；在我們走訪的中

輟學園、安置機構裡，超過5成以上來自這些家庭，其中又有一半以上的家庭組

合，是台灣父親和新住民媽媽。

鄭雁馨長期研究離婚帶來的不平等後發現：「身處弱勢單爸家庭中的孩子，學習與

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他們的孩子只能自己長大。」

就像文章開頭的佳儀，從小沒見過母親，主要由阿嬤照顧，又或像阮金紅在偏鄉看

到的狀況：「我這邊（民雄）有媽媽被趕回越南，孩子跟爸爸的，家庭領著低收

（補助），錢進了爸爸和阿嬤的口袋，孩子只能從小工作養自己。」

那這個社會能怎麼給予他們和他們的孩子，更多的支持和後盾？

走入沉默單爸的封閉世界

其實在2009年開始，政府就意識到單爸的增加。當時政府將實施9年的「特殊境遇

婦女家庭扶助條例」修正為「 」，意識到特殊境遇的家庭裡

有不少單爸，於是以「家庭」置換了「婦女」兩字。

2015年，新北市更特別成立「男性單親關懷專線」，新北市社會局局長張錦麗說，

是因為發現單爸與過往單媽的情況差異很大，於是提供專線諮商。

新北市婦幼發展協會理事長呂慧驕擔任了20年的社工，她在親自面訪單親家庭的經

驗裡，9成單媽願意開門並接受協助，但有高達8成的單爸拒絕開門。單爸們最常見

的反應是：你們來做什麼？我不需要你們關懷我。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5


如何讓單爸也願意向社工訴說、接受補助、參與親職課程？社工們想到的是透過專

線諮商，讓男人們不必露臉，也能對外求助。

目前新北市男性單親關懷專線，每年約有300人次的諮詢者（人數約70位），多半

是做工的男人，但白領單爸也在這兩、三年快速增加。呂慧驕說，相較之下，藍領

工人有經濟壓力，他們需要更多資源的轉介，從經濟援助、育兒指導，到小孩特殊

教育的需求等等。當藍領單爸願意打電話進來，就能卸下心防，而專線裡，他們最

常和社工談的話題是：我為什麼離婚、離婚後心理的壓力、該怎麼照顧孩子、該怎

麼找到工作⋯⋯。

社工們最擔心的其實是和單爸生活和他們下一代的處境。「當大人心情不好時，會

影響孩子的起居生活。有一餐沒一餐，或是好幾天沒洗澡；大一點的孩子，學習還

會落後，」呂慧驕說。

低社經群體的失婚背後，是階級不平等的深化與複製。

有學者認為應該積極訓練底層藍領男性的技職，但也有學者認為這群男性在全球化

的資本主義和陽剛形象的重挫下，身心都被困住，「政策現在治不了困在過去經歷

與傷害的那些人，」林宗弘說。

這群沉默的低社經藍領單爸們正經歷劇烈的拉扯，他們和他們的下一代，需要被看

見，也需要外在世界更多資源的連結。

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人權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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