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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多元文化背景 
透過電影瞭解臺灣

她是傅明明，臺灣華特迪士尼股份有限公司電影

事業部、迪士尼頻道、行銷部的總經理，也是嫁來臺灣

25年的臺灣媳婦，父親是英格蘭裔與捷克裔混血的美國

人，母親是美籍香港人，本身就具備著多元文化的背景，

「我在香港長大，母語是廣東話，雖然外表是長這樣，但

香港非常多外國人，所以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的，而現

在來臺這麼多年，也早就已經覺得自己就是個臺灣人了。」

傅明明的興趣就是看電影，唸書時常常翹課跑去看電影，

「我什麼類型的電影都看，大學時臺灣的電影很紅，是

香港電影圈討論臺灣文化的很大宗來源，我很喜歡侯孝

賢、楊德昌等導演的電影，每一部都去看了，雖然其實是

看不太懂，比方為什麼要去金山挖礦？因為香港沒有那

種環境啊！香港那時很封閉，非常商業化，非常現實，每

個人都在想著如何在一個外國統治的環境下賺錢，不談

政治的，我是看了臺灣電影才瞭解原來有兩岸問題等等

的議題。」

25年前，當時的公司派傅明明到新加坡開會，遇見

來自臺灣分公司的張志龍，「當時的環境和現在完全不

同，機票、電話都很貴，只能靠寫信和傳真聯絡，有時問

一個問題要 5天才會有答案，遠距戀愛非常困難，如果

沒有結婚基本上就無法見面了。」於是對傅明明一見鍾

情的張志龍，和未來的太太第三次碰面的第一天就求婚

了。就這樣，傅明明踏上人生最大的一個轉折，結婚並且

搬來臺灣。

從香港移居臺灣 
語言是最大挑戰

公司為傅明明在臺灣安排了職位，「香港很近，而

且待在外商公司，其實不論在臺灣或香港，工作氛圍並不

會有太大落差，加上先生的全力支持，所以我決定結婚

來臺灣生活時，其實是滿開心的。」然而，結婚第一天，

語言就成了問題，張志龍笑著說：「之前我們溝通都用英

文，結婚第一天太太就說，你的英文實在太破了，我無法

文 / 秘書室科員  柯元蘋       圖 / 傅明明、張志龍、秘書室  丁周平

接受，只講了半天英文之後就改用國語溝通。」語言不通

成了傅明明最大的挑戰，也是她對離鄉背井最深刻的感

受，當時她連電話都不敢接，「雖然在認識先生後就開始

學習普通話一段時間了，但來臺灣才發現，在香港學的普

通話和在臺灣用的國語其實還是完全不同的，嚴重感覺

到自己是異鄉人。」例如婚後有天先生終於忍不住問她，

為什麼每天晚上都叫他「去死去死」？傅明明疑惑的說，

「我是叫先生去洗澡，去洗去洗。」然而兩人差異極大的

背景也成為戀愛的新鮮感，張志龍笑著說婚前沒有花時

間培養相似性，反而使婚後蜜月期可以長久維持。

而因為夫妻在同公司上班其實還是有許多不便，

剛好迪士尼公司在徵人，於是傅明明轉換了跑道。「我大

學學的是市場行銷，對顧客行銷、電影上市和商品發表

等等都很有興趣。這是一間快樂的公司，工作內容又都是

我的興趣，每天上班都像去玩，不知不覺就做了20年，

每天都還是很新鮮。」來臺後她也愛上夜市美食，並經歷

了從原本在香港出門就有捷運搭，到臺北正在興建捷運

的交通黑暗期，以及一個她覺得頗具趣味的差異，居然

是「印章」！傅明明笑稱：「一開始很不習慣去公家機關、

去辦事情都要帶印章，我沒有印章啊，香港都用簽名的，

但是我現在收集了一系列不同用途的印章，把它們一字

排開，覺得滿好玩的！」

友善有禮、豐富多元 
文化是臺灣最大優勢

傅明明認為在外商工作，臺北和香港沒有什麼不

同，生活方面的差別反而更多。「香港就是個小都市，什

麼都發生在這裡，週末全家出遊，只能去飲茶或逛商場，

但在臺灣就可以有很多活動！這裡有鄉下有城市，有山

有水，可以跑很多地方，生活範圍更廣。我們很多外國的

朋友或同事來臺灣，不管是長住的或短暫停留觀光的，

他們原本對臺灣的印象可能就只有 101，但我們帶他們去

看臺灣的秘境。臺灣是一個非常小的島，卻有那麼多地

方可以去看，那些都是你不來就不會知道的，阿里山有

神木，北投有溫泉，有瀑布有深山有海岸有峽谷，很少有

同一個小地方居然有這麼多不同的地形、生態、風景，外

國人會說，真的嗎？在美國可能要開車 3天 3夜都是同

樣的景色，這裡 30分鐘能從溫泉到海邊！」

傅明明並且提到，所有這些外國朋友都異口同聲

說，臺灣人情味很好！「他們最喜歡這裡的人文，禮貌、

尊重、安全。同時，在驚訝於天然資源的豐富性時，他們

也會看到臺灣人文的多元性，臺灣有原住民、有古文明、

有客家文化、有新住民等等，香港是個非常一元化的地

方，臺灣有很棒的多元文化，增加了我們的能量，比起其

他國家，我們更應該引以為榮！」傅明明舉例，像蓬勃的

在地文創，是她在新加坡或香港所未見的，她和先生都

認為「其實臺灣的文化應該是臺灣最大的優勢！」

傅明明也提到先生在中年後轉換跑道，現在同時

從事藝術相關活動，她開玩笑說：「我覺得男生都會有中

年危機吧！不過主要是臺灣整體產業在轉型，他看到未

來，整個市場改變了，所以離開製造業。現在他找到自己

的興趣，從事和藝術、創意有關的活動，其實也和臺灣整

體文創氛圍的興起有關。」張志龍認為，長期以來臺灣

不斷接收不同的文化，島雖小，但人文和地形非常豐富，

臺灣文化的深厚和對藝術的多元品味是亞洲數一數二，

文化及教養也都在進步中，政府應鼓勵市場更自由、更

開放、更活絡，讓更多外商及新的構想進來產生刺激，將

保護本土的心態轉型為培養競爭力。傅明明則認為，臺

灣不管在生活環境的安全、孩童的學校教育、人文的豐

富性，都很吸引人，然而在吸引外來人才這方面，稅賦和

薪資的比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還不足，他們也期待今後

的臺灣能越來越好。

擁抱臺灣系列－

多元優勢
－從文化看臺灣

帶著淡淡微笑的傅明明，看似有點嚴肅，說起自己來臺後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時卻露出孩子般

開心的表情：「婚後花了不少時間努力讓自己的國語越講越好，搭計程車的時候，司機常常沒有

注意看照後鏡，等收錢的時候轉頭一看，發現是個外國人啊，嚇了好大一跳整個彈起來，我就很

驕傲的想，原來我的國語已經可以騙得了計程車司機了呢！」

傅明明 ( 右 ) 與先生張志龍同樣認為豐富的多元文化是臺
灣最大的優勢。

傅明明 ( 後排左 ) 一家人。

傅明明 ( 左 )26 歲時認識先生張志龍 ( 右 )，嫁來臺灣是她
人生中最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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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共事並努力是件很棒的事情。」蘇姍娜強調，在工

作上能擇己所好，並從中獲得成就感是很重要的，這

也是為何學校一直以來希望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面

向，多方嘗試，舉凡音樂、戶外的露營生活體驗、社

區服務關懷等等書本外的活動，都會安排在校園學習

的一部分，而就算是靜態的語文、科學等學科學習，

也重視讓學生以實際操作進而理解的學習方式，種種

的學習設計都是為了讓學生能自行發掘所好並進一步

精進，培養對某些領域的熱愛，讓學生們在未來需要

做生涯規劃時，能清楚知道從事什麼樣的工作能獲得

充實的成就感。

當被問起對臺灣教育的看法，長期從事教育工

作的蘇珊娜表示，「我希望臺灣學生的負荷能減輕一

些。這或許是一個全世界普遍的現象：學生們往往無

法在『學習』及『享受童年』間找到適當的平衡。但

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孩子們也需要時間放鬆玩耍。

所以我希望孩子們能夠享受學校的學習，而非被成績

分數所定義，壓得喘不過氣。每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

也都有各自所長，因此教育應該是因材施教，而不是

讓孩子們覺得自己即使做了最大的努力卻還是什麼都

做不對。」

溫暖的人文美景 
友善的多語環境

蘇珊娜說來到臺灣純粹是緣分，來臺前知道的

資訊不多，種種的想像是由朋友口述及網路上片段的

景物照片拼湊而成：藍白鮮明的中正紀念堂、高聳的

101大樓、繁忙的街景等。而來臺後，蘇珊娜對於臺

灣的美感受更深刻，時常在閒暇之餘探索不同地方的

人文美景。「臺灣人總會在我需要幫忙的時候，熱情

的給予各種幫助，即使他們根本不會講英文，甚至拿

出手機打電話給會講英文的朋友，只為了幫我忙！」

種種在臺受到熱情幫忙的小趣事不勝枚舉，蘇珊娜憶

起初次考機車駕照，因為不諳規定，穿了夾腳拖鞋到

考場，身旁的男生熱心的為她翻譯，還主動說若有需

要可以把自己的鞋子借給她考試，臺灣人那竭盡所能

幫助他人的真誠讓她感到驚訝又溫暖。

雖然，和蘇珊娜成長的南非、美國的高度多元

文化相比，臺灣或許相對文化結構較單純。但身為一

個在臺灣生活的外國人，蘇珊娜也感受到臺灣文化上

因為越來越多外來人口移入，使得城市本身漸漸注入

其他異國文化的變遷。同時，她也可以感受到政府積

極地創造友善外國人的環境，不論是各處林立的英文

或多語文標誌、多語文的外國人在臺生活熱線、及

到各機關洽公時服務人員往往都能用英文進行詳盡解

說，在在都使外國人更容易適應臺灣的生活。因此，

蘇珊娜認為方便的交通、友善的人文環境是我國吸引

外國人的優點；她笑著說：「尤其是對外籍老師們！

教師這個職業在臺灣頗受尊敬，在此從事教學可以感

受到為人師表的尊嚴，這是在我以前生長的文化中沒

有過的深刻感受。」出於在這塊土地上種種美好的經

驗及熱愛，蘇珊娜計畫未來仍要留在臺灣生活並持續

進行深耕教育！

文 / 臺北市服務站辦事員  呂品靜       圖 / 蘇珊娜、秘書室 丁周平

從南非移民美國 
臺灣是未來的家

出生於南非的蘇珊娜，高中前都生活在南非，

高中時才和家人移民到美國，畢業後，也曾在南加州

的公立學校當老師。或許由於父親就是學校老師，自

幼蘇珊娜就立志追隨父親走上教育這條路，她笑著

說，小時候就會把弟弟和布偶當學生，假裝自己是老

師。進入杏壇後，她擅長的教學領域是英文及歷史，

尤其是古文明；而內心對東方古文明起源的嚮往，或

多或少也是後來選擇來到亞洲體驗文化的原因之一。

蘇珊娜對於到不同國家旅行、體驗異國生活非常感興

趣，亞洲各國幾乎都遊歷過了，而當初選擇來臺灣，

最主要的契機是由於朋友曾來過，故推薦她來這個方

便又友善的國家，因此她便規劃來臺工作居留個 1年

左右，轉換生活後再回美國。沒想到來到臺灣後，漸

漸發現這塊土地的種種美好，也就這麼住了下來，轉

眼間已過 4個年頭。即使蘇珊娜和美國的家人分隔兩

地，獨自在臺灣生活，但從她的話語間，可以感受到

對臺灣文化的喜愛，她很開心即將能申請永久居留，

這裡是除了美國之外，蘇珊娜打算一直生活下去的「家」。

教育是因材施教 
而非努力卻受挫

蘇珊娜的工作一直都在教育的領域。從畢業後

在美國境內公立學校當教師、來臺後短暫在私立語言

補習班擔任 1年的老師、到後來輾轉進入美國學校任

職，最後到擔任校長一職，這些階段對於她都具有十

分不同的意義。在南加州的第 1份工作，是在教學資

源上最具挑戰的工作。由於這間學校的學生多半來自

貧窮家庭，很多甚至是靠政府的救濟補助生活，學

生家長對孩子的教育參與度並不高，而美國在教育上

又秉持免費義務教育的精神，在無法從家長處獲得資

源、純然靠政府補助的狀況下，教師們必須在極有限

的資源裡提供孩子們相對高品質的教育環境。

而來到臺灣的第一年，蘇珊娜在私立語言補習

班教小學生課後英文，臺灣學生迥異於美國的教育生

態讓她大開眼界，「這些小學生在上了一整天的課後，

晚上來補習仍然蹦蹦跳跳的，這在美國根本不可能發

生！美國的學生的學校生活在下午 3點就結束了。」

但也由於這段工作經驗，讓蘇珊娜深入瞭解了普遍臺

灣學生一天的學校生活，以及他們的求學壓力是多麼

繁重，「因此後來我來到美國學校，更知道該給學生

多少的課業負荷，因為以臺灣目前的教育生態，孩子

們往往在白天一整天的正規教育外，晚上還會被送到

補習班學才藝、加強課業。」

而現階段在馬禮遜伯大尼美國學校擔任校長，

學校整體的教育方針及教育環境也十分符合蘇姍娜的

理念，「我們學校是非營利組織，所有的資源最後都

會受益在孩子身上，另外，能與和自己有相同理念的

初次見到馬禮遜伯大尼美國學校的蘇珊娜校長，高高瘦瘦，以

極為親切的燦爛笑容迎接我們，她說：「這或許是一個全世界

普遍的現象：學生們往往無法在『學習』及『享受童年』間找

到適當的平衡。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孩子們也需要時間放

鬆玩耍。所以我希望孩子們能夠享受學校的學習。」

美麗之島
擁抱臺灣系列－

－從教育看臺灣
為了 10 月閱讀月活動，師生一起佈置圖書館。圖為校長
與自己扮成警長的海報合影。

馬禮遜伯大尼的學生與林口啟智學校學生共同參與運動會。

2013 年時蘇珊娜參加臺北的划龍舟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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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成為「打工仔」

娘娘這麼描述自己的上一份工作：「其實我在

香港 NGO的工作是相當不錯的，我的職位是 admin 

(管理，administrative officer)，大部分做的是廣告、

辦活動、寫文章，每天都在『玩』，所謂『玩』指辦

理宣傳活動、到學校帶領學生等等。原本以為自己會

很喜歡這個工作，其實同事人都很好，也沒有辦公室

的爭執，我滿驚訝自己不喜歡這樣的工作，所以我發

現我並不是很了解自己，有這麼好的工作我都不能做

了，那我還能做什麼呢？」她自述畢業後成為無目標、

無夢想、無方向的三無人士，生活此時此刻，就像是

迷宮，不曉得自己會走去那裡，「我希望能夠透過在

臺灣遇到不同的人，來尋找到自己的方向。」

娘娘表示，其實當初選擇的唯一條件就是「not 

Hong Kong」，只要能夠遠離香港，其實 anywhere都

可以，臺灣又近、又便宜、語言能溝通，雖然她中文

不太流利，但至少能寫，就這樣選擇了臺灣。

於是她從臺中清泉崗機場開始，繞臺一圈，隨

興選擇每次落腳的地點，娘娘說選擇哪個地點其實並

沒有特別的意義，「我就是希望放空自己。臺灣每個

縣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到每個縣市都可以感受到不同

的事情，於是讓我有了時間、空間來好好想想自己的

下一步。」

踏出自己的舒適圈

娘娘自述自己是個被來自菲律賓的管家照顧 20

年的人，當初來臺灣連行李都沒辦法自己收拾，還是

媽媽幫忙收拾的。還記得有一次管家回菲律賓休假，

結果全家沒人會用洗衣機，只得拿衣服去乾洗。娘娘

興奮地笑著說：「我現在會用洗衣機了！這半年的旅

行慢慢看到自己的成長。我了解到有時候是人要去適

應環境，而不是環境來遷就自己。」

這樣一個女孩子，形容自己「不是一個很了解

自己的人，而且有嚴重的公主病，從來都不清楚自己

文圖 / 嘉義市服務站科員 蔡明勳

本署嘉義市服務站科員蔡明勳 (左)與香港女孩文睿嵐相見歡。

想要什麼，很羨慕別人有自己一直追求的東西，有夢

想，有目標」，這次來臺，她嘗試一直不停的走出自

己的舒適圈，在環島過程中不停轉換地方，「每次別

人問我，你會不會期待新的開始？我說，我不會，我

只會害怕新的事物。要適應新的環境，不是一件可以

隨便就混過去的事。」當初她剛來臺灣時國語講得很

爛，很害怕開口，往往需要有人為她翻譯，但在努力

講了大概一個多月之後，國語開始變得流利。其次，

她在香港的家是由管家在打掃的，來臺住在背包客棧

是要跟別人分享使用空間的，既沒有獨立廁所，還要

跟陌生人睡同一個房間，「剛來的時候對有潔癖的我

來說幾乎無法接受，睡不好，可是後來慢慢也就習慣

了。」再來，娘娘說她很挑食，原本不吃瓜類食物和

便當，但現在已經習慣便當，也敢喝西瓜汁了，享受

著臺灣的美食，覺得臺灣的東西都很好吃，她說：「尤

其臺南有太多好吃的東西了。」

在臺灣看到的風景是人

娘娘在臺灣遇到她在香港未經歷過的人情風景，

例如在花蓮的時候，酒吧老闆很豪氣地把店關起來帶

她出去逛街，這樣人與人之間親切的互動，是她在香

港看不到的。又例如她住在高雄的背包客旅館，每天

有許多人進進出出，「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和我

聊天，我也很珍惜和他們交流的機會，因為我總會有

新的發現，覺得自己原來是這麼渺小，世界這麼大，

我要學的還有很多。」

然後她大笑著說，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都跟男

生有關」！她提起遇到一個住在基隆的男生熱烈追求

她，從基隆追到臺北再到新竹。有一次他約娘娘吃宵

夜，因為對方住在基隆，所以娘娘認為他不會專程為

此跑到臺北，然而對方卻真的來了，還耐心等她到凌

晨，但在深夜遇到警察酒測臨檢，卻發現那個男生喝

了很多酒。那時娘娘並沒有將證件帶在身上，因為在

香港沒有帶證件出門是違法的，所以她十分害怕自己

會被究責，但結果是該名男子被鎖上手銬帶走，而她

就這樣被遺忘在路上，自己搭計程車回旅館。對於一

個自述在舒適圈裡長大、有嚴重公主病的女孩來說，

這樣的經驗確實充滿了震撼。

旅行 V.S. 生活 Fu（感受）不同

對於香港人移居臺灣人數屢創新高，娘娘也表

示了她的看法，她認為「生活」跟「旅行」是不一樣

的，自己的朋友來臺 15天就有了移民臺灣的想法，

娘娘卻反思：「很多人常搞不清楚『旅行』和『生活』，

旅行上遇到的美好很容易讓我們忘了現實中所面對的

問題。的確，旅行也可以是一種生活，那是取決於心

態的。我問她，你覺得 15天足以讓你了解一個國家

嗎？」她認為即使自己已經不斷挑戰踏出舒適圈，目

前臺灣還是可以旅行、卻沒辦法過生活的地方。「因

為在臺灣凌晨 2點到 5點都沒有東西可以吃，而且在

香港，茶餐廳可以點選任何種類的餐點，中餐、西餐

都供應，可是在臺灣沒有這種複合式餐廳服務，在臺

灣，到了火雞肉飯餐館，就只能吃火雞肉飯。」

「出走臺灣後，聽到很多人說很羨慕我有這個

勇氣去追求自由，可是其實我只是逃避現實啊。我只

是想跟大家講，我不是什麼勇敢的人。」娘娘這麼說

道：「來臺灣的目的是為了找到自己的方向，雖然還

沒有找到具體的方向，可是我知道了自己未來能不只

是工作。我不想要有平凡的生活，我很怕『平凡』，

因為這一路上遇到不同的人，這些人都給我不同的意

見，我的夢想就是：不要讓自己過得平凡。」

你可曾想過，每個從境外來到臺灣的人，他們想尋找什麼？

暱稱自己為「娘娘」的香港女孩文睿嵐，她說，想「更瞭解自己」，於是帶著一把吉他和一卡皮箱展開了

為期半年的全臺環島之旅。「確實，不在香港，壓力少了很多。但在臺灣，也不是沒有壓力。給自己多麼

堅定的答案，問上千次，也會變得猶豫。來臺灣後，其實我也試著尋找一個方向，我了解自己嗎？」

本署嘉義市服務站科員蔡明勳 ( 左 ) 特地前往「島呼冊店」
採訪香港女孩文睿嵐。

自稱「娘娘」的文睿嵐 ( 中 ) 在返回香港前，舉行「娘娘的
寶島飄流記」講唱會，與臺灣朋友分享她的心路歷程。

娘娘出宮
－從風景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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