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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家 

老家是兩層樓古厝，五個房間，一樓老母親和長女住；二樓有三

個房間，一間是我和妻子及兩個幼子住，其餘三房閒置。浴室、廚房、

飯廳在屋外另行搭建，因陋就簡，生活倒也安適。 

妻為越南籍新住民，來澎湖已經十年，因居留證遺失，須重新計

算來台時間目前還沒取得身分證。嫁雞隨雞，妻在最小兒子就學後外

出工作貼補家用，也在學校學習中文。我從獄中寫信回家都是由二嫂

翻譯，念給妻聽。妻娘家為越南鄉下農家，種植稻米和咖啡，也養家

禽、家畜，收入微薄。妻偶爾會用手機打電話回越南，因為家中經濟

困頓，妻來澎湖至今都未回過家鄉。 

我的大女兒寒暑假期間會到社區的廟宇練習舞獅及傳統畫符習

俗，她很喜歡學習且將來還會持續做下去。好心的社工老師指導女兒

寫寒暑假作業，女兒數學表現較弱，幸好她堅持自己完成作業。大兒

子現就讀幼稚園中班，小兒子年紀小還沒上學，平常三個孩子幾乎各

玩各的，偶爾玩在一起也會打架吵鬧。 

老母親之前因脊椎長骨刺開刀，行動不方便，日常生活還算可以

自我打理，粗重的工作就不行了。老母親最擔心的事竟是我這個大女

兒─身材瘦小長不大的問題，同時又煩惱我的大兒子太安靜不活潑，

怕會有什麼問題，我想還好吧，我的基因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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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小姐到監獄看我，問我監獄生活是否適應，我笑著回答說：

不適應也要適應。在監時最擔心家中的經濟匱乏，社工小姐回應會到

我家訪視並協助申請經濟扶助。後續幾次會談社工小姐關心我近來的

生活。我告訴她：老樣子不錯。又一次，社工小姐帶來好消息，我家

已成為家扶中心的經濟扶助家庭，並說明家扶中心的服務內容，日後

有適合的活動會邀請我家人參加，一個非親非故陌生人及福利機構對

家人的照顧和關心與付出，讓我感到窩心。 

妻帶孩子到監獄面會，我入獄時次子剛滿一歲，在監看到他，會

感到陌生，突然擔心起將來出獄後親子關係不夠親密的問題，社工小

姐鼓勵我，只要出獄後多陪陪孩子，親子間有正向互動後距離自然會

拉進。 

我從事民俗祭祀─吹嗩吶工作，此外並無其他專長，社工小姐與

更生保護會高秘書建議我參加職業訓練，日後就業有保障，我認為可

嘗試但要先和妻討論再決定。 

我因酒駕過失致死判刑入獄，民事賠償部分不知將會如何處理？

社工小姐回應法律諮詢並非社工的專業，告知出獄後可陪同至法律扶

助基金會尋求協助，她簡單介紹該會服務內容，並在下一次入監訪視

帶法律扶助基金會的簡介給我。 

社工小姐來了，她看到我家門外有烤肉架，這是今年第一次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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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肉，孩子們都感到很開心，也邀請社工小姐一起同樂。在服刑期間

擔心出獄後與小兒子的關係疏離，出監二個月來和他互動良好親子關

係增進許多，或許是天性，或者社工小姐的方法有效使然，雖然小兒

子平日還是習慣找媽媽，他也會找我，例如上廁所、吃飯。 

    我向社工小姐分享中秋節更生保護會辦理的家庭日活動，我和妻

及孩子們，全家大手牽小手，到老人之家服務孤苦無依老人，看到比

我更可憐的人呢！我分配到園藝綠化組，妻則推著坐輪椅老人去做手

腳按摩，我們做起來都得心應手，當一日志工，能為社會盡一份棉薄

之力，感覺很好，日後可以再繼續為老人之家綠化環境，讓老人們有

一個舒適清新的安老環境。 

    社工小姐追者我問參加職訓的意願及進度，我告訴她，接下來是

民俗活動的大月，若這個時候到台灣參加職訓，便減少工作機會及收

入，計畫農曆年後再參加。社工小姐說每種訓練職類開班時間及人數

限制不同，若有心要參加職訓就得把握機會，學習一技之長，才能改

善家裡經濟。我很為難，孩子們的生活費怎麼辦？ 

大女兒在學校學習落後，也不會主動尋求協助，我在家沒辦法教

她，課本內容對我而言太深，以前不認真讀書，嚐到後果了。因此經

社工小姐找來課業輔導志工，固定每週六下午到我家免費教導女兒課

業，妻和我都發現，女兒功課真的進歩許多。平時孩子課業表現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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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意，我不會要求孩子的成績優異、表現傑出，僅要求孩子達到最

低標準，重要的是孩子品行良好且能快樂學習！ 

妻來台多年仍持居留證，必須通過考試才能取得身分證，但不清

楚詳細規定及考試內容。社工小姐知道之後，幫助妻找資料，教導妻

考試內容，但願妻能通過考試取得身分證。 

女兒長大了，自己住，房間需要一張雙人床床墊，社工小姐找到

中華電信資源，經過一番努力，看到女兒躺在双人床的模樣，可愛極

了。 

後來社工小姐告訴我們，服務時限即將到期，會停止服務，由原

單位輔導員接續訪視，我們依依不捨的與她道別，她真是好心的小姐

呢，希望她嫁好尪，一世人幸福過日子。 

 

後記: 

此係更生人家庭支持性服務方案個案，謝謝更生輔導員暨同仁默

默的付出，也感謝委辦機構不辭勞苦服務貧困更生人。我們的服務電

話 06-9219043 9211699-229．222．230 ，全省免付費電話

0800-7885-95 請幫幫我─救我！請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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