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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大廳，一名等候產檢的外籍新娘大腹便便，左手撐腰，右手摸著肚子，神情疲

憊。這是她的第二胎，兩歲多的兒子把醫院當成操場，肆無忌憚的跑跑跳跳，她

沒力氣管，偶而用夾雜越南鄉音的國語，輕聲威脅著「再吵！我打你喔！」「我要打

嘍！」男童理都不理。

看那模樣，似乎隨時可能臨盆，問她怎麼沒人陪她來？她說，老公要工作，婆婆

年紀太大，連孩子都找不到人幫忙照顧，只好帶著一起來醫院。問她生產的時候，怎

麼辦？她茫然的說「不知道！」「誰替妳坐月子？」她搖搖頭，答案還是不知道。

婦產部產科衛教師湯琳玉說，台灣本地婦女有明顯的晚婚晚育傾向，不少人年過

30才懷第一胎，懷孕的外籍新娘就年輕多了，大部分才二十出頭，其中不乏七年級生。

人生地不熟，她們多半由丈夫陪同產檢，總是怯生生的，什麼都由老公代為作答，臉

上一味掛著甜甜的、惶惑的笑，不時穿插一句「沒有啦！」「好啦！」尾音微微上揚，

呼應著將為人母的愉快心情。

遠嫁異鄉的年輕少婦，最需要老公的呵護，湯琳玉觀察發現有些男子太過粗心，

不懂得憐香惜玉，似乎真的把嬌妻當成傳宗接代的工具，對有關懷孕生產的一切滿不

在乎，很少互動，她們即使坐在擁擠的候診室裡，身影也顯得格外孤單。正因無所依

傍，一旦生下孩子，不免把小嬰兒當成與這塊土地唯一的聯結，那種依戀，如同在大

海中漂流的人撿到浮木，以為能夠救命。

她表示，最令她感動的是初當媽媽的外籍新娘幾乎都是餵嬰兒母乳，本地產婦在

嘗試餵母乳時，常會擔心乳汁分泌不足，寶寶吃不飽，或者因為寶寶吸吮太用力，疼

痛不適，極有挫折感，情緒起伏較大，外籍新娘卻把餵母乳當成天經地義，什麼也不

問，光是看著寶寶在懷中起勁的喝奶，她們就滿足了。

台灣男子與外籍新娘生育的下一代被稱為「新台灣之子」，從外籍新娘往往一生

兩三個的產量看來，所謂的「新台灣之子」日後在台灣勢必會形成不可忽視的力量，

為了幫助他們身心健康的成長，湯琳玉認為大家對於外籍新娘必須多付出一分關愛。

她說，以醫院為孕產婦設計的「媽媽教室」為例，外籍新娘言語不通，忙著操持

家務，在乏人陪同下，幾乎不太可能到媽媽教室學習如何當母親，假使外籍新娘較多

的社區，能夠選擇一處方便她們自行前往的場所，定期開辦媽媽教室或才藝等課程，

只要先點亮了一盞燈，接連會有更多的燈為她們開啟，她們在光明中教育出來的「新

台灣之子」，方可為這塊土地灌注更美好的生命力。

瞧！她是 新台灣之子 的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