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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蘇美智《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有感 

 

  「香港，亞洲的東方之珠，有著絢麗多彩的夜景，是繁榮

昌盛的金融中心、重要的經濟樞紐」，每當提起這個城市時，這

樣的字眼都會不自覺地跳入腦海裡。不過，在香港成功故事的

背後，有那無人言說的一群，那循環不息的悲歌。 

   

  香港擁有三十三萬位外傭，他們或來自印尼，或來自菲律

賓，又或是來自泰國……香港的生活節奏緊湊急促，許多家庭

都需要僱傭工人姐姐，以此照顧老幼以及瑣碎的家務。與此同

時，也有許多問題產生了，「我們該如何對待這段僱傭關係」、



「如何保障外傭的權益」……在這本書中，就講述了許多個外

傭的故事，並且從不同角度看待外傭這條「產業鏈」。首先是從

幾個僱主的角度來講述故事，隨後來到了菲律賓的一條村子了

解工人姐姐的家庭關係，最後探討如何改變對外傭的剝削。 

   

  這本書將我不曾接觸過的事實，原原本本地展現在我的眼

前。外傭是我不曾留意卻陪伴我成長的人物。要知道香港有許

多「港孩」，父母都忙於工作，都會僱傭工人姐姐來照顧自己的

小孩。而我也算是「港孩」之一，從出生開始，成長的過程中

都有工人姐姐的身影。父母為什麼時常缺席當中呢？答案無可

避免是因為無法抽身的工作，自小開始便是工人姐姐陪我玩、

接送我上學放學、給我做吃的、教我做作業……我和她們甚至

比和母親更加親密，可以說我和許多人一樣，都是「外傭的孩

子」。這樣的親身經歷使我對於工人姐姐的印象特別好，從來

沒有想過她們友善親切的微笑背後，也藏著許多悲痛無法訴說。 

   

  書裡面的每個外傭都有不同的經歷和磨難，但是大多數都

是為了家裡可以變得更好，自己的孩子可以上大學，而不遠千

里，來到香港照顧別人的孩子。她們在異鄉無可避免的是被標

籤、被誤解，幸運地話可以遇到一段和諧的僱傭關係，運氣不



好的話，要和僱主鬥智鬥勇，但是卻總是處於下風。不可否認

的是，的確有一些外傭虐待老小的新聞，又或者有些外傭不認

真工作、敷衍了事、脾氣古怪等，但是大多數的她們，卻要面

對無法與自己的家人團聚、錯過子女的成長、自己男人外遇的

痛苦。 

 

  瑞米來自菲律賓的一條小村子，她曾來港打工，十三年間

有十年積極參與爭取外傭權益。有一次，被僱主鎖在房子裡一

星期之久，僱主在走之前要求她把家居上下重新髹油，並且只

留下一堆麵包和罐頭。後來，瑞米才發現自己被鎖在家裡面，

連電話也被鎖了，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她不斷把求救字條拋

出窗外，卻沒有人拾起過，只好乖乖把房子塗好油漆，在未被

告知的情況下，囚禁了一星期，事後仿佛無事發生過一般，連

道歉都沒有收到。這是多麼令人發指，將心比心，為什麼可以

對同樣身而為人的外傭如此殘忍冷漠。瑞米曾是學生領袖，走

在示威浪潮的前列，卻也只能對這正面襲來的不公逆來順受，

自由的靈魂在環境的壓力下磨蝕。 

 

  當然，現在的社會通訊日趨發達，瑞米經歷的這種不幸已

經鮮少發生，但是外傭在其他方面遭遇的不公依舊沒有得到改



善。她們不斷陷入被剝削的循環，被僱傭公司誤導，簽訂自己

無法理解的條文，個人證件被抵押，工作時長超過十七小時一

天，甚至不獲發最低工資，一周沒有休假。依稀記得，小時候

曾聽到爸爸媽媽在聊如何把外傭的工資壓低，現在回想起來，

原來我們也是黑心僱主的一員，漠視外傭的人權和勞工權。 

 

  看到一個個呈現在我面前的，為了生活而不停艱苦奮鬥的

女性，我深受感動，她們有著巨大的能量，不斷地在向殘忍的

生活發起挑戰。單靠她們自己覺醒是不夠的，港府應該改善條

例，真正地保障她們的權益，而不是把責任外判給中介公司。

而我們普羅大眾也應該作出改變，重新審視僱傭關係，放下自

己的諸多偏見，對她們多一分善意。在她們收到不公待遇的時

候，加入一把支持她們的聲音。如此一來，才能夠真正建成一

個共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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