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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是我最大的優勢！」眼前這位夏威夷大學博士班的臺灣留學生─何景榮，一身嬉哈
打扮，很難讓人聯想他是來自新住民家庭─媽媽來自印尼，爸爸是在中國大陸出生、臺灣成長
的外省第二代⋯

新臺灣之子

檀島逐夢

 

那個保守的七０年代，『外籍配偶』對臺灣

人來說，還是個陌生的名詞吧！也因為這樣，

中文程度非常有限的媽媽，三十多年的生活，並沒

有感受到特別異樣的眼光！」景榮侃侃而談他的成

長過程。從小名列前茅，就讀政

治大學博士班時，在父親的鼓勵

下，選擇出國唸書，為減輕父母

親負擔，他積極申請並獲得教育

部公費留學獎學金及美國國會

「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

印尼出生、臺灣成長的景榮說從

小家裡的餐桌就是多元文化的縮

影，在不同文化薰陶下，培養他更開闊的心胸和國

際觀。大學主修政治，讓景榮積極投入公共事務，

他曾擔任議員助理、學術教科書編譯、參與非營利

組織在印尼亞齊的重建工作，即便是負笈海外，每

逢辦事處舉行大型活動，也可見

到他活潑、勤快的身影。有次辦

事處處理漁船急難救助案件急需

印尼口譯人員，說著一口流利印

尼話的景榮義不容辭地答應協助

，翌日清晨五點，搭著水上計

程車，不畏風浪跟隨船務人員代

理出海執行任務。

雙語環境自小薰陶
餐桌是文化縮影

文/國際事務組專員 鄭翔徽(前駐美國檀香山辦事處移民秘書)

圖/新住民子女何景榮

成績優異的何景榮(右)申請獲得美國國會「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

圖為景榮參加美國舊金山傅爾布萊特新進學人大會與友人的合影留念。

 

 

快樂家庭不分國籍
多元從尊重開始

      談到家庭生活，景榮說父母親是透過親戚介紹認

識結婚，因為當時父親不懂印尼話，母親中文程度

也很有限，結縭三十多年來，「爸媽想吵架也難

吧！」景榮半開玩笑地說。三十多年前沒有中文學

習班，媽媽的國語是看連續劇學的，他從小在雙語

環境成長，有時還得充當父母的翻譯。「以前我很

好奇為什麼他們會結婚，後來我發現到快樂的家庭

背後，是由很多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元素組成，包含

寬容與感謝。」他也提到來自印尼的媽媽在教育孩

子的方式與在臺灣成長的爸爸略有不同，「媽媽希

望孩子快樂學習，爸爸會特別督促孩子的學業表現，

所以我是『臺印文化』交流的成果！」景榮也有感

而發地說「其實新住民家庭和一般家庭並沒有特別

不一樣，只是一般大眾容易忽略異國文化為整個家

庭和孩子帶來學習多樣化的優勢。」景榮希望臺灣

的社會能以更寬廣的心胸接納新住民，主動瞭解並學

習尊重不同文化，讓多元文化成為臺灣的特色之一。

      因為夏威夷位處東西方交滙點，是美國最具多元

文化的一州，所以景榮選擇來檀香山攻讀社會學博

士學位。景榮說美國雖然是「移民大熔爐」，但在

移民輔導的工作上，臺灣做的比美國出色，「現在

的新住民家庭比以前幸福很多。」他說這幾年政府

扮演火車頭的角色，積極帶動非營利組織投入移民

輔導工作，公務員的服務態度進步了，而且政府投

入很多資源，讓新住民找到歸屬感，「至少媽媽在

閒暇時，可以去新住民會館找同樣來自印尼的姊妹

聊天。」景榮開心地說。

     景榮說他喜歡稱新住民為「新臺灣人」，不管是

不是已經取得身分證，在這塊土地落地生根打拼，

就是「新臺灣人」啊！眼前這位「新臺灣之子」樂

觀地打造自己的人生，在異國逐夢，希望將來學成

歸國，貢獻所學，並以自己的經驗，鼓勵更多「新

臺灣之子」力爭上游。筆者也不忘打個廣告，鼓勵

他參加移民行政特考加入移民署的行列，讓新臺灣

之子為更多「新臺灣人」服務！

政府扮演火車頭
移民輔導投心力

何景榮（左二）全家福，媽媽(左一)來自印尼，爸爸(右二)是臺灣人

，景榮自小在一個多元文化的家庭裡成長。

新臺灣之子景榮認為「不論來自哪裡，只要在這塊土地落地

生根打拼的就是『新臺灣人』！」圖為景榮受邀參加美國

夏威夷國際獅子會晚宴。

大學主修政治的景榮（右一）積極投入公

共事務，也曾與其他夏威夷大學同學於檀

香山辦事處的國慶酒會上擔任服務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