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市府結合協會舉辦國際越南節，吸引許多姊妹共襄盛舉。

跌倒後會站起來的人不算少，但跌倒後不僅自

己重新爬起，還拉著其他人一起大步向前的，恐怕

就不是那麼常見了。

新住民權益逐漸獲重視

據 2017年 3月內政部統計，俗稱「新住民」
的外籍配偶人數在臺灣已超過 52萬人（不含陸港
澳），若再納入新住民的下一代，即「新二代」計

算，整體人口逾百萬，無疑是組成臺灣當前多元社

會的重要份子。

絕大多數新住民為來自東南亞的女性，然而來

到臺灣後，除了需克服語言與文化隔閡，還得面臨

內部（家暴、婆媳相處）與外部（歧視眼光、就業

困難）雙重壓力，所幸隨著時代推演，新住民的權

益與問題逐漸獲得重視，越來越多官方及民間團體

伸出援手，幫助她們更融入臺灣社會，總部位在臺

中火車站附近「台灣新移民協會」正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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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看待新住民  共築第二故鄉
台灣新移民協會

初次拜訪協會理事長麥玉珍，不難感受到她是

一位樂觀開朗且熱心助人的女性，但同樣身為新

住民的她，創辦協會前卻擁有一段血淚辛酸史。

17、8歲時，麥玉珍與越南家裡工廠的年輕小伙子
交往，基於「門不當戶不對」，遭到母親強烈反對，

正巧當時認識來越南做生意的前夫，母親說，臺灣

人有錢，嫁過去會過得很好，因此促成這段姻緣。

現實總是讓夢想幻滅，與前夫溝通不良，加上

家暴，讓麥玉珍來臺前 8年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
也不敢找同鄉朋友傾訴。離婚以後，有次她去探

視小孩，小孩要她不要買東西給他，因為爸爸告訴

他，這錢是「跟男人睡的錢」。

來臺不順  將苦難轉為力量
尖酸刻薄的話語猶如一把利劍深深刺痛了麥玉

珍，她不禁思考，離了婚的外配只能做特種行業

嗎？正正當當在工廠上班、在警察局當通譯為何

要被誤解？ 2002年，麥玉珍決定成立越南同鄉會
（即台灣新移民協會前身），「我想證明給小孩看，

媽媽是好的，不是因為不要他而離開，也不是要做

那種行業才能在臺灣生存。」

麥玉珍聯合幾位姊妹用手寫越文傳單，到越南

小吃店或夜市去發，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她們從彰

化出發，繼而在 2008年於臺中創立全國性的新移
民協會，但初期對文書工作不熟諳，以及與總幹事

之間的法律糾紛，使她陷入背債和跑法院的惡夢，

一度甚至發生精神問題回越南休養。

回首過往坎坷，麥玉珍以「自己比較健忘」來

面對，在親切笑容的背後，很難想像曾有這些折磨

過往。現在，她將磨難轉化成力量，灌溉協會茁壯

成長。

走入社區  重建新住民自信
麥玉珍指出，協會會員已突破千人，積極參與

的姊妹也有百餘人，去年實地踏訪沙鹿、石岡、太

以美食為主題，踏訪社區與當地民眾分享。

越南姊妹穿上傳統服飾，參與臺中市社區文化季活動。

麥玉珍（左）走過家暴陰影，積極為新住民爭取權益。

平、清水及霧峰等地社區，以文化交流為主題，透

過分享旅遊資訊、吃美食或跳舞與民眾（特別是老

人家）互動，鼓勵當地新住民走出家庭，與協會姊

妹一同成為老人的關懷師。

同時，麥玉珍更常常扮演婚姻諮詢的角色，她

說：「我會聽聽雙方的說法，問他們要的是什麼，

願不願意給重新認識對方的機會。」

協會開辦美容美甲、理髮及親子教育等課程，

提供新住民學習進修的管道，而姊妹們貨真價實的

改變，都看在麥玉珍眼裡，「很多姊妹原本不敢來，

怕來了被婆婆罵，她們對自己很沒自信，結了婚從

未被人稱讚，連自我介紹都說不出來。很多時候姊

妹去適應婆家、老公、家庭或孩子，但又有誰問過

她們想要什麼樣的生活？」談到這裡，總是帶給人

正向能量的麥玉珍不免感觸良深。

來臺 20年，麥玉珍歷經風雨，進而創立台灣
新移民協會，展現的堅毅與勇敢令人動容；她曾經

跌倒，但支持她的信念始終不變—「因為沒有人幫

我，所以我要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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