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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 舉 出 推 動 臺 灣 與 新 住 民 文 化 融 合 運 動 最

不 遺 餘 力 之 人，你 一 定 無 法 不 提 到 陳 凰 鳳 

女士。你可能不知道，她創造了許多推動新住民文

化的第一次。她是臺灣推動越南語文教學的先鋒，造

就今日的越南文學習潮、及越南文被編入臺灣方言

行列的歷史成就；她創辦了臺灣第一份越南文報

刊、製作並演出臺灣第一部越南語電視節目，更在

104 年獲選第 50 屆廣播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最佳主

持人；她也是第一位呼籲臺灣社會看待外籍配偶為

臺灣母親而非臺灣媳婦的人。其實，一直以來驅使

她不斷致力於新住民運動的原因很單純，她說：「新

住民每個人來到臺灣都帶著夢想，希望大家都能獲

得幸福，再繼續把幸福傳遞給下一代。」

★ 意外發現新住民在臺灣困境　  
    語言不通是誤解形成主因

來自越南的陳凰鳳與先生於越南相識、相愛，並

結為連理。婚後原打算定居越南，但孩子相繼出生

後，考量到當時越南採鎖國政策的政治情勢，希望

孩子能接受更完整教育體系的陳凰鳳夫妻，於 90

年時決定搬回臺灣。初到臺灣的陳凰鳳，原只想先

將家庭生活安頓好，多花些時間陪伴子女，沒想到

卻在隔年的某天，當她在看電視時，意外看到一則

外籍配偶因與夫家溝通困難而自殺的新聞，令她十

分震驚，進而使她開始關注當時臺灣外籍配偶的議

題。她搜尋其他相關新聞，一則比一則可怕的報導

映入眼簾，她逐漸明白當時的新住民在臺灣社會是

被視為較低階層的弱勢族群。帶著疑問與不安的心

情，她開始思索是否可為當時的情況做些什麼，為

了孩子的教育環境，也為了與自己一樣來自其他國

家的新住民夥伴。

　　第一次與新住民姊妹親身接觸，是在陳凰鳳的先生

發現一個關懷新住民的非營利組織—「伊甸基金會

外籍配偶關懷小組」後，建議她藉由擔任第一線志工與

接觸實際案例，深入了解新住民姐妹在臺灣社會生活的

狀況。即便當時的她對非營利組織和志工的概念完全陌

生，她仍決心一試。初期在伊甸金會擔任志工時，她需

要協助打電話關心新住民姊妹，但往往志工服務的時間

也是新住民姊妹外出工作的時間，故難以真正聯絡上她

們，進而提供關懷協助。直到後來她參與伊甸基金會舉

辦的新住民相關講座，並於婦幼醫院特別為協助新住民

看診而成立的婦幼門診擔任志工，才有機會與這些因為

婚姻仲介來臺灣的新住民姊妹進一步接觸。她發現，語

言不通是造成新住民姊妹在臺灣生活遭遇困難的主

因，直接影響了她們的日常生活，例如婆婆請新住民姊

妹去買米，她買成麵（越南語發音為「米」）；先生請她

拿「報紙」，她卻拿成「包子」等。語言問題造成了諸多

她們與家人間的誤解與爭執。    

推 動 越 語 教 學 先 鋒
— 陳凰鳳的幸福聯合國專訪

文 / 秘書室役男  羅翔耘、約僱人員 孟翎　　圖 / 陳凰鳳

以親切笑容與同仁進行對談的陳凰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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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語言到文化　
    相信有接觸管道就能理解尊重

發現語言是造成新住民姊妹生活困難的嚴重問題

後，陳凰鳳開始於中山社區大學開班，免費教授新住

民姊妹中文，希望協助她們快速融入家庭與社會。學

生家屬對陳凰鳳課程的態度從一開始的懷疑，到後

來因為媳婦回家後逐漸能以中文和家人聊天，是課

程效益最好的證明，因而逐漸對她產生信任，甚至

有婆婆詢問陳凰鳳可否也開授越南文課程，讓他們

也能藉由學習越南文來拉近與媳婦之間的距離。

然而在教授越南語的過程中，陳凰鳳發現除了語

言，文化衝突也是另一個大問題。例如她發現學員

當中，有先生願意讓新住民姊妹來上課的原因，竟

是以一種上對下的心態，希望妻子學習中文後可以

學會「如何當一個好老婆」；也有先生來學越南文

的目的，是想聽出妻子在電話裡的對話是不是對他

不忠。這讓陳凰鳳不禁思考，連配偶都以這種不平

等的眼光看待新住民姊妹了，更何況是社會大眾？

雖感難過，卻也讓她更確信必須從文化與教育方面

著手改變，她希望提供一般民眾接觸新住民文化的

管道，讓大家先有機會認識，才有可能進而喜歡、並

接納與尊重。

在經過一番努力後，當時政大外語學院陳超明院

長聽聞陳凰鳳的認真教學，想聘請她至政大任教，在

她擔心自己沒有博士學歷無法受聘之餘，陳院長卻

對她說：「我們需要的是一位人才，而不是一張文

憑。」這段話深深感動了當時的她，也促使她繼續

努力往理想邁進。之後，陳凰鳳持續嘗試推廣新住

民文化，首先是參與國立教育廣播電臺的節目，與

新住民姊妹談談心路歷程，並將越南語學習資源放

上部落格，後來甚至以個人名義申請經費，在華視

教育頻道推出越南語教學節目，希望提供社會大眾

更便利的管道觸及越南語言及文化。她始終相信，誤

解的產生源於缺少接觸的機會，當彼此有了溝通的

管道，便能了解，進而尊重、甚至喜歡上彼此的文

化差異之美。      

★ 迎戰挫折　
    將淚水與委屈化作向前動力

然而，在推廣越南語言及文化的這一路上，陳凰

鳳雖曾受許多貴人相助，卻也非一路順遂。她無奈

地與我們分享過去在組織節目時遭遇的種種困難，雖

然偶爾會面臨不理解的語言，陳凰鳳始終堅持理

想。她說：「每個新住民都是帶著夢想來臺灣，我

希望新住民認真生活也過得快樂！」

即使曾數度面臨挫折，但陳凰鳳只要想著還有一

群新住民姊妹需要她撐著、還有一群人在背後支持

她，她就會忍住委屈的淚水，將這些苦水化為繼續

向前的動力。在一次次面對並解決挫折、一段段與

自己內心對話的過程之中，陳凰鳳學習到，自己必

認真教授越南語課程的陳凰鳳。

製作廣播節目時笑容滿面的陳凰鳳。

在電視節目錄製現場的陳凰鳳（前右 2）。



5

新
住
民
發
聲

Immigration Bimonthly   |   June 2017

須更努力培養使人信服的能力。而一次的失敗並不

代表永遠的失敗，只要她還有力氣，就會再尋找更

好的溝通方式，再嘗試第二次、第三次。她甚至曾

自掏腰包，把過去從事翻譯和配音員的酬勞投入做為母

語節目製作資金，後來節目成果得到了華視的支持，她

最終也以此成果得到贊助單位之節目製作補助經費。 

★ 努力平衡事業與家庭　   
　 肯定臺灣對新住民轉變是文明展現

談到陳凰鳳的家庭生活，她曾說「感謝丈夫是最

好的朋友與情人」。雖然相識之初偶有因文化差異

產生的小衝突，但她感謝先生總是用開放的心態面

對新事物，用孩子般的好奇心與她討論與比較文化

間的種種差異，讓他們之間的話題總能綿延不斷。至

於如何兼顧忙碌的工作與家庭生活，陳凰鳳與我們

分享，孩子也曾因為覺得她投入太多時間在工作上

而對她不太諒解，甚至對她說：「媽媽你那麼忙，怎

麼有時間理我？」傷心之餘，她試著與孩子溝通，好

好地和孩子訴說她的理想與夢想，並決定花更多時

間陪伴小孩。例如每週日一定花時間陪伴家人，要

常下廚，讓小孩點菜；每天上完課回家也要記得和

小孩說晚安，並簡單聊聊學校生活等。她希望在推

動新住民運動的過程中，也不能忘了投入時間陪伴

最重要的家人。

當我們聊到來臺灣定居前後的看法轉變，陳凰鳳

提到，結婚前 8 年的她，只把臺灣當作旅遊地點，喜歡

臺灣四季分明的氣候型態與美食。定居臺灣後，她才開

始主動了解臺灣文化，發現許多有趣的生活習慣與文化

差異。她舉過年習俗的例子說明，如臺灣過年時需要以

形體完整的雞、魚來祭拜，越南雖然也要以牲畜祭拜，但

習慣把三牲先切好擺盤；又如越南過年沒有初 2 回娘家

的習慣，每天都可以回娘家；而越南發紅包的時間則是

在初 1 一早，而非除夕夜。即便存在這些文化差異，陳

凰鳳仍早已深深愛上這塊土地，她認為臺灣的交通系統

十分便利完善，人民親切有禮，特別是服務業專業又貼

心的態度令她印象深刻。然而她也肯定近年來臺灣政

府與人民對國際旅客與新住民態度的轉變，她說：「十

幾年來，政府與媒體的努力，使臺灣逐漸轉變為一個對

新住民更友善的國家，政策不斷改善是文明進步的展

現。」她相信有了接觸不同文化的管道後，友善的臺灣

政府與人民便會更願意尊重與接納。相較來說，越南政

府對新住民議題的政策表現則較保守，過去較無具體

行動，近幾年才開始關注此議題。

★ 職場上將持續協助新住民發聲 
　 實踐夢想、獲得幸福

最後，我們請陳凰鳳女士分享她在職場上的心得

與未來努力的方向。談及近期大家熱烈討論的新南

向政策，她認為此政策以人為本，希望從文化和語

言著手，讓新住民發揮母語優勢及雙語能力，透過

此政策讓新住民更清楚地找到在臺灣的定位、表現

的舞臺與付出的機會。她也希望社會大眾撕掉刻板

印象的標籤，將新住民二代一視同仁，藉著新南向

政策提供所有臺灣青年更多發展可能性。至於談到

她本人的日後規劃，陳凰鳳首先希望能盡快完成博

士學位，近年來她總是為了完成許多理想而被迫延

宕修課。此外，她也希望成立東南亞學習網，培養

新住民姊妹成為老師，結合更多人的力量一起推廣

新住民語言及文化、希望推出讓臺灣小孩學習越南

文的節目、恢復以母語報導臺灣新聞的節目等。即

使未來可能面臨更多挑戰，陳凰鳳絕不會放棄，她

會抱持初衷「協助每個來到臺灣的新住民實現夢

想、獲得幸福」，繼續溫柔並堅定地打造臺灣與新

住民的幸福聯合國。

陳凰鳳（左 4）及新住民姊妹一齊擺出加油打氣手勢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