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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 

 

傳統台灣婦女命運的具體象徵—媳婦仔 
 

一、前言 

 

台灣傳統社會的女性有著怎樣的形象？是大家族的閨秀小姐？還是在田裡

勞動的農婦？是足纏小腳、弱不禁風的楚楚可憐？還是背負嬰孩、溪邊搗衣的堅

忍面容？在台灣如此複雜多元的歷史舞台上，她們扮演了怎樣的運命角色？ 

對 e 世代的年輕人而言，「媳婦仔」一詞是個陌生、模糊或未曾聽過的古早

名詞，而對外國朋友來說，「媳婦仔」更該是前所未聞的；但是，對老一輩台灣

人來說，這個名詞並不陌生，若換成「養女」或「童養媳」，定能喚起更多人的

印象。 

在漢人傳統的農業社會裡，「媳婦仔」與「養女」、「童養媳」都是一種特殊

的女性角色，她們都是經由「收養」的程序，自小離開親生家庭，成為另一個家

庭的成員；所謂的「養女」是指那些被收養來當作女兒的女子；「童養媳」是指

那些準備將來長大後要使她嫁給兒子，而事先收養的女孩。「媳婦仔」，則是福佬

人的用語，和中文的「童養媳」相同，但是在台灣的北部及澎湖地區，「媳婦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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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只是指「童養媳」而已，它也含有「養女」的意涵。這些地區的人們，對所收

養的女孩，不論將來要讓她成為女兒或者媳婦，在未結婚之前，一律稱她們為「媳

婦仔」。 

 

二、「媳婦仔」風俗起源與在台盛行 

 

台灣這種收養女子的風俗根源於中國漢人傳統社會之傳宗接代與重男輕女

等思想觀念，而在清代漢人移民的特殊歷史背景以及經濟社會因素影響下，逐漸

形成、盛行。 

清代，大量閩粵漢人迫於生活，紛紛冒險渡海來到台灣，但因初期清廷為

了治安，施行嚴格限制移民的政策，來台者多以偷渡方式進入，導致人口性別比

例嚴重失調，成年男子婚娶困難、成家不易。1790 年，清廷准許搬眷之後，女

性人口雖然逐漸增加，但早先女口稀少而珍貴，加上民風競尚浮華的結果，娶媳

婦動則千金，嫁女之嫁妝亦必豐厚，而此時的移民經濟能力已不若以往強盛，一

般中下家庭不僅無力負擔兒子的婚娶費用，甚至無法扶養過多的子女。 

在此歷史背景下，經濟考量是此項風俗盛行的最大因素。生家基於扶養困

難、為了解困或減輕生活負擔等種種因素而將親生女兒送走；養家則是為了減省

聘金、婚禮花費、增加勞動力等理由而收養媳婦仔。傳統農業社會需要大量勞動

人力，尤其是清代後期以來，台灣茶業貿易興盛，茶的種植、生產及包裝，都需

要大量人力，此亦是養家收養女孩的一大因素。此外，為了緩和傳統家庭的婆媳

問題、希望擁有女兒以及有關生育的民間俗信等，也是常見的原因。 

正因為媳婦仔本身兼具多方功能，其身份又充滿轉換的彈性，故能滿足傳

統社會不同時期的不同需求，於是早已盛行於閩粵地區「媳婦仔」風俗，隨著漢

人移民傳入台灣，盛行各地，而且時間綿延自清代以迄二次大戰後初期，往後該

項風俗才漸漸衰微。 

    

三、媳婦仔的生活與遭遇 

 

一般來說，大多數的媳婦仔都是在四歲以前，就被迫離開媽媽送到養家。

進入養家之後，有的人備受養家長輩喜愛，有的則受盡冷落或虐待，各有各的遭

遇與生活樣貌，也各有不同的心路歷程。進入養家之後，她們就「屬於」養家的

人，養親有權決定她們的一切，她們本身毫無自主的權利，只能如棋子般任人擺

佈，一生命運幾乎完全操於他人之手。 

從小到大，她們得認份工作，舉凡在家操持家務，洗衣、灑掃、帶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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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煮三餐另加兩餐點心；下田挑秧苗、收割稻穀、曬榖子，進園則種菜、採茶，

鎮日不得清閒，幾乎等同於女婢一般；倘若不得養親喜愛，還得時時忍受無理的

打罵責罰和苛待，甚至是身體凌辱；在行動上或教育上，也比一般女孩受到更多

的限制；萬一養家遭逢困境，最先被犧牲的也往往是她們，被迫成為娼妓從事特

種行業，或被轉賣，或嫁人為妾等等都是很常見的事。 

在婚姻方面，她們的遭遇往往也比一般女子更為艱難與不幸。通常媳婦仔

到了適婚年齡時，家長就安排在過年除夕那天晚上，讓她和事先預定的對象同床

共眠，就這樣完成婚禮，俗稱「送做堆」。沒有慣例的婚姻程序，沒有歡慶的喜

宴，更別提美麗的白紗禮服、豪華禮車以及浪漫的蜜月旅行了。雖然「送作堆」

的夫妻中，不乏相偕相敬的例子，但是從小長期的相處使雙方缺乏新鮮、浪漫感

受，且婚前有意或無意的區離，也影響婚後的親密感與婚姻品質，如果雙方個性

不和或性關係不良等，極易導致外遇、離婚等悲劇。據研究指出，童養媳婚的離

婚率確實遠高於一般嫁娶婚。然而她們的婚姻方式及對象，是別人早已預定好

的，她們只是執行者而已，就算極不願接受，也無拒絕的機會與能力，許多人就

是在無可奈何的心情下步入洞房的。 

 

四、傳統婦女命運的具體縮影 

 

綜觀媳婦仔的生活與遭遇，雖然有人能被善待，但是受到不平等待遇者也

不在少數，難怪許多人感歎：「甘願做散赤人查某囡，不願做好額人媳婦仔」！

從她們身上，可清楚看到傳統婦女在男性中心社會下所遭受的歧視與低落的地

位。她們被家長以「物品」般「賣」給養家，從此屬於養家，養親對其身體有主

宰權，可以使之勞動、任意加以責罰或再次將她們「轉賣」他人，有時甚至還會

遭受身體的侵犯。她們對自己的身體並沒有自主權，這反映出女性生理人格被操

縱與控制的無奈。其次，她們從小即被迫由「女兒」身份成為「媳婦仔」，長大

則成為人之妻、婦、妾、婢，甚至淪為娼妓。在各種身份的轉換中，她們從未有

自主權力，這種身份的不得自主，即是女性社會人格之被歧視與壓迫的反映。媳

婦仔從小被迫與家人分離，形成孤立的處境，且在社會承認其身份地位的情況

下，任何加諸於她們身上的一切拘束均被合理化。在毫無反抗能力、機會之下，

她們被迫接受一切，甚至認同於客觀環境所施以的約制，並內化為主觀的角色期

待，這種心理層面的不自主，導致所謂「媳婦仔型」與「媳婦仔體」等人格特質，

這反映出女性心理人格被壓抑與箝制的悲哀。 

在上述身體、身份與心理三層面的壓迫與束縛之下，她們只能被動的任人

擺佈，默默承受一切合理與不合理的待遇，進而以「宿命」的人生觀，將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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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的一切哀傷與無奈合理化而忍受之。 

 

五、「媳婦仔」風俗的消失 

 

1920 年代以後，由於交通建設、現代教育推展、衛生環境改變，經濟也大

為發展，台灣社會逐漸近代化，二次大戰後，在艱困中仍逐步邁向現代。教育程

度的提高與工業化的發展，提高年輕男子的自主權力，得以反抗父母的威權；戰

後經濟發展也使媳婦仔的工作機會增加，使她們更有能力反抗養家的約束。再

者，戰後的法律也保障婚姻自主權，父母便難強迫年輕男女結婚。「送做堆」的

童養媳婚，因而在年輕男女的反抗與家長的妥協中逐漸消失。 

而隨著家庭經濟的改善，家長不必擔心無力撫養女孩﹔家長也不再擔憂無

力負擔婚禮花費而預先為子弟收養媳婦仔。教育的普及、嬰幼兒死亡率的減低以

及智識水準的提高等因素，更使基於迷信而將收養或出養女孩的風氣逐漸消失；

戰後，節育政策的推展、女子經濟能力提高以及思想觀念的改變等等，使家長不

再將女孩視為「賠錢貨」而輕易送人，許多有意再收養媳婦仔的人家，已無可收

養的對象了。媳婦仔風俗便在台灣社會經濟變遷之下，自 1920 年代起逐漸消退，

至 1970 年代已幾乎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