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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摘要  

義大利文豪卡 維諾曾表示，有些人誤以為自己是先到的居民，而其他人― 如外

籍移民是後到的人，所以叫做移民。觀察日益多元化與國際化的現代社會，我們

每天都有機會和不同族群、甚至不同國籍的人一起工作與生活，尤其在引進外籍

工作者和海峽兩岸人民交流之後，越來越多來自菲律賓、泰國、印尼的外籍勞動

工作者、外籍配偶等新住民居在台灣。類 移民的現象普存於各個國家與地域。  

網際網路無國界的特性，網路內容可以涵蓋各地人文風土民情，使得不同

地域的上網使用者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多元的內容，而形成文化傳播的效果。  

  有關網際網路對人們跨文化適應的影響，值得進一步觀察。根據新近公布的

全美人口普查(http://chinesecensus.com/content.asp-category_id=5703.htm)，華裔已經

成為在美國人數最多的亞裔；美國擁有華人人口最多的三個州是︰加州（98 萬），

紐約州（42 萬），德克薩斯州（10 萬 5 千），本研究以美國德州首府奧斯汀的華人

移民為訪談對象，訪問來自台灣、中國大陸的華人移民各 15 位，合計 30 位。主

要審視的問題如下：  

1. 華人移民在適應另一環境文化時，如何消除疑慮？  

2. 華人移民如何運用不同的疑慮消除策略（消極、積極、或互動策略）

來消除疑慮？  

3. 網際網路在華人移民的疑慮消除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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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erica i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More and more immigrants have entered 

America and begun a complex process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dominant society and 

culture. It is important for both the immigrants and host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use of uncertainty 

reduction (passive, active, and interactive) strategies upon uncertainty reduction and 

adaptation as well as the role of internet in uncertainty reduction strategies.  

With the higher birth rate and immi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as well as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minority” has provided a forum for 
immigrant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struggle for their rights. More than 50% of 
the new immigrants are from Asia (http://chinesecensus.com/content.asp -
category_id=5699.htm, 2003).   

This research will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use of uncertainty reduction 

(passive, active, and interactive) strategies upon uncertainty reduction and adaptation 

as well as the role of internet in uncertainty reduction strategies.  

This study, used in-depth interview with 30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Taiwan and 

China, will explore the following directions: (1) what uncertainty reduction means 

with regard to Chinese immigrants’ adaptive experiences; (2) what affec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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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s or behaviors toward adaptation; and (3) what is most helpful for them in 

adapting to American society.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美國是一典型移民國家。美國華盛頓智庫“移民研究中心”的移民報告顯

示（華翼網新聞中心，2008 年 1 月 16 日），2007 年每八位美國居民中就有

一位移民。  

義大利文豪卡 維諾曾說，有些人誤以為自己是先到的居民，而其他人―― 如外

籍移民是後到的人，所以叫做移民（李新穎譯，2000）。觀察日益多元化與國際化

的現代社會，我們每天都有機會和不同族群、甚至不同國籍的人一起工作與生

活，尤其在引進外籍工作者和海峽兩岸人民交流之後，越來越多來自菲律賓、泰

國、印尼的外籍勞動工作者、外籍配偶等新住民居在台灣。類 移民的現象普存於

各個國家與地域。  

 當人們對現有的環境感到不安，會藉由不同方法來消除疑慮。換一個新環境， 

乎是一種充滿希望與安全感的選擇。然而，即使換了環境，在適應新環境文化

的過程，極可能又感到不安。換言之，疑慮消除( uncertainty reduction )與否，

和適應( adapt )任何環境文化的程度息息相關。  

跨文化傳播的論述，較少探討適應論與疑慮消除之間的關係（Neuliep,  

2006）。由於疑慮消除理論屬於人際傳播領域，現有研究未重視傳播媒體在其

理論中的角色。另一方 ，有關適應論與傳播的論述，則同時重視傳播媒體與人

際傳播兩領域的探究。然而，從人際傳播著眼的適應論研究，較偏重交友的數

目、聯繫頻率等浮 取向，有關人際間進一步的互動策略則較被忽視（Huan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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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前秘書長-卡菲‧安南(Kofí Annan)在第一屆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指出：

「我們正以生活、學習、工作、溝通以及從事商業活動的方式，穿越歷史性的轉

變。我們一定要以自主的方式決定自己的命運。科技帶來了資訊時代，現在則取

決於我們是否建造資訊社會的時候了。」（http://www.intgovforum.org/）。  

網際網路無國界的特性，網路內容可以涵蓋各地人文風土民情，使得不同地

域的上網使用者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多元的內容，而形成跨文化傳播的效果（黃葳

威、簡南山，1999）。  

目前國內網際網路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向：  

首先是針對網際網路所形成的所謂虛擬社區的現象進行研究，包括虛擬社

區的發展過程，虛擬社區所提供的學習與經驗分享成效，網路社區中個人匿名

性以及隱私權，所帶來的網路色情、犯罪以及法律上的相關問題（蘇芬 ，1996；

黃登榆，1997；孫秀蕙，1998；高玉泉，2003；黃葳威，2007；葉蔚明，

2007）；  其次有關網際網路多媒體呈現方式，對於在網際網路上廣告與行銷效

果的研究，包括閱聽眾的資訊流動，互動式廣告行銷的效果等（郭貞、賴建都，

1997 ; 谷雅慧，1997 ; 賴建都，1998；洪于潔，2007；潘家鑫，2007）；  

再者如探討企業資訊密集程度以及資訊流程，如何透過網際網路的技術來

促進企業經營的成效（張元琦，1996；謝效昭，1998；何國華，2007）。  

  關於網際網路對人們跨文化適應的影響，值得進一步觀察。根據新近公布

的全美人口普查(http://chinesecensus.com/content.asp-category_id=5703.htm)，華

裔已經成為在美國人數最多的亞裔；美國擁有華人人口最多的三個州是︰加州

（98 萬），紐約州（42 萬），德克薩斯州（10 萬 5 千），本研究以美國德州首府

奧斯汀的華人移民為訪談對象，訪問來自台灣、中國的華人移民各 15 位，合

計 30 位。 

主要審視的問題如下：  

1. 華人移民在適應另一環境文化時，如何消除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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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華人移民如何運用不同的疑慮消除策略（消極、積極、或互動策略）

來消除疑慮？  

3. 網際網路在華人移民的疑慮消除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  

  

貳、文獻探討適應與傳播  

 從適應的觀點來看，族群團體成員同化或多元化的程度，大多取決於成員進

入主流社會的意圖，或居住新環境的長久與否。適應研究的對象包括移民、短

期遷移者(如短期受訓人員或外籍工作者、觀光客)、長期遷移人士(如國際學生、

長期外籍工作者)。學者塔孚特(Taft, 1977 )指出，遷移者未必需要深入去適應

地主文化，但其與移民族群多少都需要適應地主文化，這是由於兩族群在地主

社會中均扮演”陌生人”( strangers )的角色。  

  德裔美籍學者顧隸剛(Gudykunst, 2003)將適應定義為：個體與環境“全完的

契合”(a good fit)。他們認為適應乃個體對自己調適程度的主觀認定。而另一方

 ，高登（Gorden, 1974）及金洋詠（Kim, 2001）進一步分析，適應包含個體內在

與外在特質的調適。內在部份有：價值觀的認定、態度、知覺，與知識；外在

特質則包含：表達感情的方式、言行、及與社會的傳播互動。換言之，適應是

一個體對自己認知、行為、與環境的調適過程。它包含認知及行為的共同取

向。  

 艾倫等(Allen, Dowson, and Brown,1989)學者強調，有關族群文化認同的議題，

應該從多層 的角度來探討。蘇伯威(黃葳威，1999；Subervi-Velez, 1989: 228) 

更提出一種比較彈性的方式，審視適應論：  

適應不必限制為地主文化要素( host cultural elements )逐步取代原 

有文化要素( original cultural elements )的型式 ; 取而代之的是，它非常可能是一

種複雜、毫無限制的互動、擴展的型式，個體將選擇最符合其利益與所處環境

的調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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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全有或全無”的取向，這表示跨文化經驗可被視為結合認知（知識、

信仰、態度）與行為、多層 的結晶體( crystallization )。因此，本研究將從適應

的角度出發，檢視跨文化的傳播議題。  

傳播對跨文化議題的影響日益重要。傳播學者金洋詠(Kim, 2001)表示，適應

是一種互動且持續的過程，而個體藉這樣的調適與新的社會文化環境互相傳播

溝通。此觀點對既有的適應論與傳播研究，影響至深。  

夏農與韋伯( Shannon and Weaver, 1949 )認為，傳播包括每個能夠影響他人

心意的程序。它牽涉的範疇有寫作、演講、音樂、戲劇等；事實上，所有的人

類行為皆可視為傳播。一般文獻分別從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兩層 ，檢視傳播

的取向。大眾傳播被定義為影響大眾的中介訊息( Rogers, 1994 )。它包含對傳

統媒介（報紙、雜誌、收音機、電視、電影）與新傳播科技（有線電視、直播

衛星、電傳視訊、影碟、數位化資訊系統、錄影帶）的使用。大眾傳播甚至可

被視為媒體與大眾之間的互動。  

關於人際傳播的概念取向，大致有以下兩方 —它可被定義為兩人與多人

間的互動( McKay and Gaw, 1975 )、或兩人之間 對 的接觸( Rogers, 1994 )。李

登與羅傑斯( Reardon and Rogers, 1988 )將人際傳播限制為兩人之間 對 的傳播 ; 

小組傳播則為二至二十五人之間的傳播( Williams, 1992 )。馬凱等( McKay and 

Gaw, 1975 )學者將小組傳播視為人際傳播的一種，他們不認為 對 是人際傳播

的必要條件。本研究則將人際傳播定義為至少兩人以上 對 、或間接接觸 

的資訊交換。  

對 接觸是直接的個人接觸，它需要接觸雙方處同一環境且可看到彼此

的肢體語言。間接接觸則不然，溝通雙方可藉由電話、電子書信、傳真機、留

言等進行接觸。間接接觸可能成為間接的”對”接觸，譬如經由電子會議、影像

通話機 ，但溝通雙方只能以有限的”肢體語言”進行互動。  

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在 1. 傳播的管道形式、2. 訊息傳遞的潛在接收者數

目、3. 回饋的潛力等三種基礎有所區別( Readon and Rogers, 1988；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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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李 登等認為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不應該被區分、而應進行整合。他

們並指出未將新傳播科技應用於上述兩種傳播，值得商確。  

事實上，不同型式的傳播有時可同時並存。例如，任何形式的傳播都需經

過個人傳播(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即個人本身製碼與譯碼的過程。而

人們可一 交談、同時收視或收聽傳播媒體的內容。  

  本研究將採李 登等對人際傳播的定義，即兩人之間 對 的資訊交流。 

對 接觸乃一直接親身的互動，其需要溝通者雙方置身同一環境、且彼此可配

合肢體語言進行傳播。  

間接人際傳播(mediat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則被本研究定義為：

兩人以上經由媒體的傳播互動。它是不需要 對 的人際傳播（可透過電子書信、

電話、傳真機、留言等進行）。它是一種經由間接途徑的人際傳播，而其中潛

在的傳播對象數量則不及大眾傳播。  

相關研究大致從人際傳播、個人傳播、或大眾傳播的觀點檢視適應論。然

而，適應論中人際傳播的理論取向，多限於交往頻率或交友數目等表 角度。

但這種有限的取向，卻無法反應人際間的親疏程度。  

其實，人際傳播也包含間接的互動、並可從較深入複雜的取向探討，如溝

通內容的親密程度、彼此採取的溝通策略等。類 較深入的取向實質得適應論

研究繼續驗證。  

  

疑慮消除理論、媒體使用、與適應論  

疑慮消除理論原屬於人際傳播的理論範疇，它來自資訊學說中傳遞者和接

收 者 的 概 念(Shannon and Weaver, 1949)， 由 伯 格 與 凱 樂 伯 斯(Berger and 

Calabrese, 1975)提出，後經顧棣剛及許多跨文化和語藝傳播學者( Berger, 1987; 

Gudykunst and Nishida, 1994; Gudykunst and Hammer, 1988；Gudykunst, 2003) 延

伸擴大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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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體為了適應一個不同的環境或不同的人際關係，會嘗試消除各方 的疑慮、

不安或不確定感。在適應這些新的人際關係或環境的過程，需要經過一種尋求

訊息及減少壓力的循環行為模式(Ball-Rokeach, 1973)，且必須不斷重 地進行。

尋求訊息係指每個人如何加強其預測與解釋他人行為的能力，這也是疑慮消除

理論的主要概念(Berger and Calabrese, 1975)。它是一種減少疑慮(或增加信心) 

的認知過程(Gao and Gudykunst, 1990)。  

  伯格(Berger, 1987)同時強調，人們交換訊息的質對疑慮消除與否，較交換

訊息的量對疑慮消除與否，具較大的影響。因此，檢視人際間的互動，不應限

於交往朋友數量的多寡；檢視閱聽人與媒介之間的互動，也不應侷限於交友的

數量多寡。人們傳播、溝通的形式因而引起注意。  

疑慮消除(即知識獲取或資訊尋求)策略先後由伯格等學者(Berger, 1979,  

1987, 1988; Berger and Bradac, 1982; Gudykunst and Hammer, 1988)驗證發展而 

來。他們提出三種個體消除疑慮的策略：被動、主動與互動。他們的研究取向

呈現了不同階段的理論發展。  

  顧棣剛等( Gudykunst and Hammer, 1988, Gao and Gudykunst, 1990 )學者應用

疑慮消除理論，來驗證人們適應的結果。他們發現疑慮消除顯著影響人們對新

社會文化的適應。大部分的疑慮消除研究，都在討論比較日本與美國大學生，

這些研究注重地主國學生和外國學生的初步接觸，然後再比較不同地域的研究

結果。可惜少有探討遷移者或移民，在 臨一新環境的初步接觸(Huang, 

2002 )。  

再者，過往研究往往忽略個體對不同文化產生疑慮的異同。人們置身於一新

環境，必然對不同的次文化與他人感到懷疑不安。他們如何消除疑慮更值得注

意。  

在另一方 ，近二十年來適應論中所探討的媒體使用角色，一直未被疑慮

消除理論重視、或被忽略。因此，本研究將探討疑慮消除理論、適應論、與網

路媒體使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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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疑慮消除理論和適應論的相關文獻中，個體由一個文化遷移至另一個文 

化，可被視為新環境文化中的”陌生人”。正如顧棣剛學者(Gudykunst and 

Hammer, 1988 )所提，要了解個體與地主文化之間的傳播，必須認清個體在其中

扮演”陌生人”的角色。  

上述學者並提出舒維茲( Schuetz, 1944 )對陌生人的定義為：一個成人個體，

他/她嘗試能長久地被新環境文化所接受、或至少片 地被此新環境文化所包容。

這表示置身地主國的陌生人，被視為在原有文化已成長成人、 後遷移至新的

地主文化，但卻未包括孩童。然而，即便是一個六歲大的孩童，仍可能在遷移

至新的地主文化環境後，被其父母以原有文化的方式教育成人。  

顧氏等學者( Gudykunst and Hammer, 1988; Gao and Gudykunst, 1990； 

Gudykunst, 2001 )將適應定義為：個體與環境的完好契合。他們以為陌生人在

適應地主文化的同時，其自身也與所處環境形成完美的契合。他們測量完美契

合的方式，是以個體主觀地認為自己一般適應情形，所作的認知判斷。事實上，

如前所述，個人適應的經驗，可被視為結合認知（知識、信仰、態度）與行為、

多層的結晶體。例如，個體可能適應地主文化的教育方式、但不適應其飲食習

慣 ; 個體可能在心態上珍惜傳統音樂，但實際上卻聆聽流行音樂。  

  早期研究較偏重傳播行為或傳播網路的組成。然而，極少的研究從一般深

入複雜的層 著手，如疑慮消除策略的使用。幾乎沒有研究去探究疑慮消除策

略、積極策略、互動策略、與傳播媒體的情形，及個體對網路媒體的態度。  

疑慮消除策略先後由柏格等（Berger, 1979, 1987, 1988; Berger and Radac,  

1982; Gudykunst and Hammer, 1988；Huang, 2006）學者驗證發展而來。他們提

出三種消除疑慮的策略；消極、積極、與互動。他們的研究取向呈現了不同階

段的理論發展。  

 消極策略的研究取向有：1. 不打擾的觀察對方( Berger, 1979, 1987, 1988 )，即

觀察地主環境人們的互動；2. 閱讀有關地主環境人們的書籍、觀賞相關電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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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Gudykunst and Hammer, 1988；Huang, 2006 )。換言之，消極策略的運用

可經由直接觀察、或使用媒體的間接方式減少疑慮不安。  

消極策略的運用包括出席一些觀察對象也出現的場合。譬如，一些國際學生

在地主國求學、但不與地主籍教師或同學交談。而國內欲赴大陸投資商人，所

參加的大陸習俗介紹暨投資說明會，雖可尋求大陸人情風土卻未直接有所接

觸，也符合消極策略的應用。  

顧隸剛等(Gudykunst and Hammer, 1988)雖提及媒介使用的角色，卻未印證

於其研究。事實上，消極策略的運用不僅限於人際層 的資訊需求，也包括經

由大眾傳播媒體等間接途徑取得。本研究將透過媒體使用而觀察對象蒐集資訊

的方式，亦視為消極策略的運用之一。  

本研究採取間接人際傳播的取向：兩人以上經由媒體的傳播互動。它是不需

要 對 的人際傳播（可透過網際網路、電話、傳真機、留言等進行）。有關收

看與地主文化相關的電視節目、閱讀相關報紙或網路內容等，均屬於消極策略

的 

範疇。本研究便將上述間接取向與直接地觀察對象納入討論。  

  積極策略的研究取向如下：1. 向其他同為陌生人者打聽對象( Berger, 1979,  

1982, 1987; Gudykunst and Hammer, 1988) ; 2. 從第三團體間接獲知對象的相關 

資訊( Berger, 1988；Huang, 2006)。此種策略進行過程中，資訊尋求者與所尋求

對象之間並無直接接觸。  

  適應論中最普遍的積極策略，是向其他同為陌生人、但熟悉地主環境人情

世故的遷移者，打聽地主環境人們的消息。此外，人們亦可藉由媒體採取間接

積極策略。移民經由媒體叩應節目、讀者投書( Huang, 1992, 2006)，或透過網際

網路表達他們對地主文化或居民的看法，可視為間接積極策略的運用。  

 互動策略的研究取向包括：1. 詰問、表達自我、分辨溝通真偽。2. 資訊尋求者

與對象 對 、直接的溝通。互動策略在本文中也包含間接的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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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 對 的互動策略方 ，詰問係資訊尋求者直接詢問對象有關的問題；

自我表達指向對方交換、透露個人自我的經驗；分辨溝通真偽則牽涉到資訊尋

求者，區別對象意見真偽的能力( Berger and Bradac, 1982 )。  

正如同消極、積極策略的取向，互動策略也有直接、間接的方式。後者未

必是 對 的接觸。例如、資訊尋求者與所觀察對象可經由電話及電子書信互相

溝通。  

換言之，移民經由媒體不同的回饋管道（如叩應節目、讀者投書、網路互動

區等）表達對地主文化或居民的意見的同時，也獲得地主居民的迴響且相互討

論，便屬於間接的互動策略。  

  傳播學者史陶瑞（Storey, 1989）談及詰問與表達自我時，將詰問視為一種

尋求資訊的方式，自我表達則係給予資訊。兩者皆有助於疑慮的消除。一般而

言，個性外向者較易扮演給予資訊的角色。適應論研究發現個性外向者較易適

應地主社會（Kuo and Lin, 1977）。另一項研究則指出，遷移者與地主居民的互

動，直接影響其適應與否( Kim, 1977a, 1988 )。這個假設也獲得顧隸剛等學者支

持；互動策略的運用有助於適應( Gudykunst, Yang, and Nishida, 1985 )。  

在另一方 ，社會滲透理論（Social Penetratipon Theory; Altman and Taylor, 

1973）也主張，人與人間越親密越容易溝通；彼此溝通內容的親近程度，可反

映彼此適應的程度，可反映雙方彼此適應的程度。這種說法也可應用於地主居

民與外來者的關係。比較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方式、與由傳播媒體獲知地主

文化的間接方式，前者應該能代表地主居民與外來者的關係較為親近。  

的確，跨文化研究也發現人際傳播對適應新地主文化，較傳播媒體使用的成

效大（Kim, 1977a, 1977b, 2001）。換言之，主動接觸地主居民（類 互動策略）

較只使用與地主文化有關的媒體，更能適應地主文化。  

新事物傳佈的研究文獻，亦證實在推動新事物的開始，傳播媒體對人們知曉

新事物或觀念與否，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人際管道則對人們是否接納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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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觀念，有決定性的影響(Rogers, 1995)。翟菲等人(Chaffee and Mutz, 1988；黃

葳威， 

2004)也強調，人際管道較媒介管道更能改變及影響人們。這表示常採取人際溝

通的方式，比使用媒介的間接方式，更能適應新的地主文化。  

換言之，較常採取直接互動策略者，較採取間接消除策略者，更能適應新地

主文化。  

本研究目的之一，是為了解傳播媒體中網際網路在疑慮消除策略中的角色。  

 一般而言，大眾播媒介可提供有關（主流）文化的資訊(DeFleur and Dennis,  

1981;Gao and Gudykunst, 1990; 黃葳威，1994 )。從功能的層 來看，大眾傳播媒

介具備守望、聯繫、娛樂、傳遞文化（或社會化）等功能；它既為社會整體、

也為其中的團體、個人傳遞不同的次文化(Katz, Blumler, and Gurevitch, 1974；

黃葳威，1999)。人們使用了大眾傳播媒介，不僅有較多的話題與他人分享，

也可 

更熟悉所處的社會文化。  

 肯定傳播媒介重要性的人，較常使用傳播媒介或與傳播組織聯繫。譬如，肯

定新傳播科技重要性的人，較傾向接受新媒介；個體對媒介具正 評價的態度

也影響其文化認同與適應(Shoemakers, Reese, and Danielson, 1985)。這表示個體

對媒介的態度，直接影響其對媒介的使用與適應環境文化的程度。  

  議題設定理論的文獻顯示，個體對公共事物愈懷疑不確定，愈會使用傳播

媒體( McCombs and Weaver, 1973; Weaver, 1977 )，但疑慮消除理論卻未探討其與

媒體使用的關係。傳播媒體的重要性雖為疑慮消除研究文獻所忽略，卻在適應

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適應論中檢視傳播媒體角色的取向包括：  

1. 使用媒體時間或頻率的多寡( Chaffee, Nass, and Yang, 1989; Choi and  

Tamborini, 1988; Huang, 1992 ; Kim, 1977a, 1977b; Lam, 1980; Lee, 1984; Nagata,  

1969; Subervi-Velez, 1984; Won-doornink, 1988) ;  

2. 喜好的節目內容( Hur, 1981; Hur and Proudlove,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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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動機( Ryu, 1977 )。  

柴菲等(Chaffee, Nass, and Yang, 1989)學者表示，適應主流文化的程度與使用

主流語文媒介的頻率相關。愈常閱讀原有文化語言的報紙，愈常討論原有文化

中 

的政治議題(Chaffee, Nass, and Yang, 1989; Grant, Hsu, and Huang, 1993 ; Lam,  

1980)。這些研究發現使用傳播媒體與否，直接影響人們適應的程度。  

至於對媒介內容的喜好，研究顯示，亞裔美人較常收看或閱讀與原有文化相

關的新聞、記錄片(Hur and Proudlove, 1982)。另一項調查發現韓裔美人喜好的英

語媒介內容依次為：消費資訊、國際新聞、社區新聞、娛樂內容等(Lee, 1984)。

有關亞裔美人同化情形的研究也獲知( Ryu, 1977; Huang, 1992 )：他們使用英語

媒體的主要動機，是為獲取資訊及學習英語。以上文獻均反應了一項事實：大

部分的移民或遷入新環境者，使用媒體的主因在於獲取資訊。  

跨文化傳播文獻對於主流文化語言、及原有文化語言的傳播媒體──如廣

播、電視、電影、報紙、雜誌等探討，不遺餘力。但探究傳播科技與跨文化適

應的文獻仍待累積。  

  

參、研究方式  

本研究以美國德州首府奧斯汀市的華人移民為訪談對象，訪問來自台灣、中

國的華人移民各 15 位，合計 30 位。  

表 1: 受訪美國華人移民資料  

編號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移民時間(年)   教育程度   來自   結婚/子女  

1.    C1   女   32   2   大學   中國   已婚  

2.    C2   女   31   4 個月   大學(廈門大學)   中國     

3.    C3   女   30   1 年多   研究所(北京大學)   中國     

4.    C4   女   31   2 個多月   大學   中國     

5.    C5   女   36   5 個月   大學   遼寧   1 子  

6.    C6   男   37   8 個月   中學   中國   1 女 1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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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7   男   40   12   研究所   上海   1 子  

8.    C8   女   30   7   大學   北京   1 子  

9.    C9   女   30   5   中學   廣東     

10.    C10   男   66   7   大學   廣東     

11.    C11   男   60   5 個月   大學   南京     

12.    C12   女   66   2.5   小學   北京     

13.    C13   男   12   1   大學   中國     

14.    C14   女   36   5   大學   中國     

15.    C15   男   69   3   大學   北京     

16.    T1   女   41   2   大學   高雄   1 女 1 子  

17.    T2   男   56   21   中學   台南   2 子  

18.    T3   女   18   5 個月   高中   花蓮     

19.    T4   男   21   1   大學   彰化     

20.    T5   女   31   2   大專   台北   1 子  

21.    T6   男   47   7   大學   台中   1 女 1 子  

22.    T7   男   55   19   中學   基隆   2 女 1 子  

23.    T8   女   37   6   大專   台中   1 女  

24.    T9   男   41   2 個月   大學   高雄   1 女 1 子  

25.    T10   男   25   16   Education College   台南     

26.    T11   女   73   11   大學   台北     

27.    T12   男   25   1   大學   台北     

28.    T13   女   38   4   研究所   台北   2 子  

29.    T14   女   18   7 個月   高中   高雄     

30.    T15   男   11   3 個月   小學   高雄     

  

  深度訪談問題如下：  

1. 請問您當初抵達美國的第一印象是？  

2. 請您回想一下，當您初次踏上美國這塊土地，您如何學習美國美國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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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您曾與誰交談？談些什麼？什麼時候？在什麼地點？  

－使用傳播媒介嗎？告訴我們您最喜歡的電視節目？最喜歡看報紙(中

文報紙及英文報紙)的那些內容？使用網際網路？  

－其他的方式？如何？為什麼？  

3. 在學習美國文化方 ，上 那種方式最能幫助您適應美國社會？為什麼？  

4. 就您個人的經驗，上 那種方式影響您對適應美國文化的態度？那種方式

影響了您與美國人的人際交往互動？  

5. 身為一名華人移民，您個人對於疑慮消除、減少不確定情況的經驗是？

根據您的經驗，如果您重新來過，重新第一次踏上美國土地，您會如何

處理疑慮的消除、減少不確定的情況？  

6. 一般研究顯示，英語能力愈佳，愈容易主動與美國人交談。然而，有關

華人移民的研究卻發現，英語能力與和美國人交談無關，您個人以為，

為什麼華人的經驗不太一樣？－有關華人移民研究又發現，居住美國的

時間愈久，愈不常使用英語傳播媒介，也愈不希望與美國人有交往互

動，就您個人經驗，您以為如何？－過去研究反映，移民對傳播媒介的

態度，會影響其疑慮消除的方式及 

文化適應；您認為網際網路扮演了什麼角色？  

7. 您對於剛才提出的問題，還有那些意見要補充？  

  

肆、深度訪談結果  

1. 對美國的第一印象台灣移民部分：  

來自台灣的美國華人移民，對於居住美國的第一印象，分別從社會人文環

境、自然生態環境及人際社交互動等三層 建立。大部分的台灣移民會先留心美

國的社會人文環境，其次注意美國的自然環境，再來留意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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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台灣移民對美國社會人文環境的第一印象，像是對生活品質的重視、沒

有大城市太喧鬧繁華的景象，但也不落後、生活單純、不以追逐金錢的價值觀

為依歸、生活環境很舒適、較少種族歧視問題等。  

美國的自然環境也給予台灣移民深刻的第一印象，諸如四季分明、氣候舒

適、空氣清新、乾淨美麗的大自然(視覺空間較具整體感的建築物)。  

至於對人與人互動的第一印象，從海關人員的和善有禮、守秩序、注重個人

隱私，到與多元文化不同族群的和睦共存，「人與人之間的禮節、尊重和互助程

度是台灣遠遠不及的」，一位全家移民到美國已四年的中年財務分析師這麼形

容。  

其中年輕一代台灣移民即便透過網路資訊先查閱移民地區社會風土人情，待

親身進入新的國度，在與他人相處過程仍有「百聞不如一見」的感受，這是透

過網路所沒有的經驗；但已經由互動網路探知一二的移民，較早期以報紙、電

視單向傳播為主要媒體使用的移民，在第一印象的「新鮮」感受略小。  

  

中國移民部分：  

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對於美國的第一印象，包括自然環境的品質，如空氣新

鮮、氣候較冷、環境綠化、很乾淨、天空總是一片藍藍、沒有污染；其次是對

於人文環境的印象，地大物稀，公共設施不錯，沒有太多高樓大廈，房屋分佈

於綠樹中間，街上人不多。將近一半的受訪人士表示，由於中國地大人多，相

形之下，美國是地大人少，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不多，但美國人很和善，比較溫

和有禮。  

15 位來自中國的受訪人士中有 14 位提及美國的空氣品質，他們的形容是：

空氣新鮮、環境綠化、很乾淨、生活環境舒適。對生活環境肯定的大陸移民，

部分受訪者便想將家人帶來美國，或考慮申請小孩來美國求學。不過，一位當

初以小留學生身份來美國的女性受訪者，憶及自己四月間坐校車上學，適逢雨

季，路上沒有人，商店傍晚五點半就休息，覺得蠻荒涼的，因此很想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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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隨女兒移民來美國的老先生，對美國的第一印象是政治民主，這也是所

有受訪人士中少有先注意政治制度的。他說：「美國政府會廣泛聽取民眾意見，

聽取意見之後反 推敲，之後再採納那些比較正確，那些不正確，這方 比

較好；但是也有一些在民主的招牌之下有一些問題，比較專斷獨行。」  

「美國給人的印象是地大物稀，大陸地大人多，美國人比較稀少，資源也比

較從其他國家運來。沒有美國那麼繁華，美國一切幾乎靜靜的，人和人之間不

同一般大都市接觸那麼頻繁，到美國後每天工作，回家就做自己的事，人和人

的溝通較少。」以留學生身份來之後找到工作的一位男性受訪者這麼說。  

另外幾個受訪人士也認為，美國的人比較和善，在飛機上也覺得被照顧地很

週到，有基本的人情和禮節。  

少數在中國有使用網路經驗的華人移民，對美國生活環境與人群互動，留下

深刻印象，一位青壯年移民表示：網路已經算方便了，但還是有點「隔靴搔

癢」。  

  

2. 如何適應美國的生活台灣移民部分：  

受訪的台灣移民各從觀看電視、看報紙、上網、聽廣播等傳播媒介使用方

式，或與同學、親友、其他華人朋友聊天，或努力工作，認識與學習美國的生

活方式。  

比較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兩途徑，前者在台灣移民學習美國的生活上扮演重

要角色。受訪台灣移民會藉由觀看英文電視新聞、閱讀華人報紙、使用美國政

府網站、聽華語廣播等，獲悉美國的風土人情與生活方式；其次，透過學校同

學、親友或其他華人朋友的經驗分享，認識美國的生活方式。  

即便一開始的英語程度有限，也透過看卡通、電視影集，與其他網友的聊

天，來學習美國的生活。其他網友包含原來母文化社會的親友、少部分的新文

化社會友人（含華人）、及網路上不認識的網友。其中與原有社會文化親友的聯

繫，透過視訊或 MSN，提供相當的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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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參加華人社交團體(如華人教會活動)也有助於台灣移民認識與學習美

國的生活方式。工作場所的同事也成為台灣移民獲悉美國生活的學習管道。  

  

中國移民部分：  

15 位來自中國的受訪人士分別透過學習英文、看電視、使用網路、看報紙

等主要途徑，學習及認識美國的生活方式與風土人情。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受訪

人士透過使用網路，閱讀網路電子報、找工作、看時事或股票訊息、或者用電

子郵件與中國的朋友和美國新認識的朋友聯絡。  

受訪者中年齡在 45 歲以下的中國移民，會藉由網路、學英文、看電視或收

聽廣播、看報紙等適應美國的生活型態，「我來了一個月就先上英文課，也可認

識多一些人，又去參加西方教會或華人社團」，一位來到美國 5 年多的女性受訪

者如此表示。  

另一位才來 1 年多的女性受訪者說：「學習英語、看看有沒有工作機會，有

時聽英文廣播，看中文報紙，上網找工作，寫 e-mail 給朋友聯絡。但之後我覺

得急著找工作也不是很好，還是先讀書吧。」這些受訪人士較常看中文報紙或

華人電視，尤其是兩岸互動的消息，也會看英文台的資訊頻道，如 Discovery，

或看電影頻道，大多配合字幕機學英文；英文報紙只有部分已經在工作或經商

的受訪男士閱讀，其餘大多上英文電子報看時事，或上中文電子報獲知兩岸動

態。  

相較之下，年齡較長的受訪人士由於多半來自美國幫子女帶小孩，他們比較

多由看電視或與其他華人朋友打電話，或週末逛街時認識美國的生活環境。其

中少數男性年長者會偶 上網，女性年長受訪者則趁週末子女載著外出逛街、買

菜、或去公園玩時接觸新的生活環境。  

部分經商或在美容院、餐廳工作或從英語班認識新朋友的受訪人士，才在工

作或學習場所與美國人或其他國家移民結識聊天。一位已到美國居住 7 年多的

受訪者說：「一開始來很寂寞，人少語言單調，朋友少較枯燥，後參加英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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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不同的移民朋友，對移民法和美國社會法律較瞭解，應酬也較多，逐步瞭

解美國歷史，以後就適應了。上網有時就是看看新聞、簡單時事和股票訊

息。」  

整體觀察，大陸華人移民受訪者傾向由上網或看電視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看

華文報中有關華人移民社會的資訊、或美國的經濟與社會治安、教育制度等，

看華人電視是為了知道兩岸的新發展，上網則可大概知道美國的時事，且與中

國友人或其他華人移民用 e-mail 聯絡。不過，有幾位受訪家長不諱言，年輕或

青少年一代常上「不該上的網」，且都半夜上網，比較會令他們不放心。  

  

3.傳播與美國生活適應台灣移民部

分：  

來自台灣的美國華人移民適應美國的生活方式，可以分為積極、消極兩種。

所謂積極方式，是指台灣移民主動與美國友人交談、學習在美國生活的基本技

能 (如英文、開車)、認識瞭解美國的風土人情、法律制度等。消極方式如沉溺於

華人圈、華文連續劇，轉移對新的文化環境的注意力、與來自陌生人或文化衝

擊。  

台灣移民適應美國社會的積極方式，包括藉由上網了解美國當地的新聞、或

上圖書館查美國相關資訊，參加英語班學習語文、加入中僑等社團活動、學習

開車認路等。這些積極方式以人際親身互動居多，其次如加入新移民的社團或

宗教團體活動；經由使用傳播媒介來適應美國生活的較少、其中也以上網為

主。  

由於參加英語班學習語文，語文班的英文老師也成為台灣移民最樂於接觸的

美國友人，台灣移民藉由與英文老師的互動學習美國文化。在美國求學的台灣

學生移民，則有較多的機會與學校國際學生輔導相處。  

也有一些女性台灣移民會帶孩子到圖書館查資料，一方 讓小孩與美國孩

童接觸，一方 收集美國福利、移民規定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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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移民使用電腦的情形相當普遍，有的直接查閱美國當地的電子報，有的

則上網了解台灣的社會動態。電子郵件往來對象以華人朋友為主，除非工作或

功課作業等原因，才與美國友人聯絡討論。  

加入華僑或教會等社團，參加為移民舉辦的演講或聯誼活動，也是部分台灣移

民適應美國新生活的方式之一。  

不可否認，有一些婦女、老人移民來到美國，沒有工作或學習活動，便整

天沈迷於台灣的連續劇，接觸的友人也以華人為主，不太直接 對美國新的文

化與人際關係。  

網際網路也成為部分台灣移民逃遁現實的情緒轉移途徑。一些台灣移民雖然

來到美國，仍上華文網站獲知家鄉社會動態，電子郵件往來對象仍以華人友人

為主，他們仍與母文化社會保持相當的聯繫。  

  

中國移民部分：  

受訪人士隨著個人背景及生活職業的差異而有不同的適應學習方式，一般可

分為三種方式：以人際相處溝通為主，以人際溝通兼用大眾傳播雙管齊下，或

大量接觸大眾傳播等。  

大部分受訪者採取雙管齊下的方式，讓自己在較短的時間內適應。其中有不

少受訪人士認為，透過人際溝通的學習適應比經由廣播電視、報章雜誌來得有

效；所謂的人際溝通包含與美國當地人士的相處，或當地其他華人的相處。  

一位與先生和小孩一起移民美國的女性受訪者說：「剛來時朋友邀請我上華

人教會，大家語言可以理解，彼此互相幫忙，適應起來較有信心，從一些節慶

活動去了解外國人的文化習俗。從上社區大學的英文課，交到一些外國朋友，

英文老師介紹其他一起學習的朋友，或交換閱讀報章專欄，看一些移民適應生

活的經驗，幫助很大。」  

從教學研究轉業經商的一位男性受訪者，由於工作關係須主動向美國人詢

問、建立關係，因而藉由人際相處聯絡、迅速適應美國的生活。他指出：「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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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做生意這樣，很多事情要去問，稍微熟悉一點，大家吃飯也會聊，這樣學得

好；倒是，沒這段經歷反而學不快。」儘管適應得不錯，他旅居美國 10 多年，

最後還是娶了也來自中國的小留學生妻子。  

一位 60 多歲的男性受訪者，傾向由大眾傳播媒體認識美國。他認為：「美

國電視上反映的問題各種都有，有社會中好的一 ，也有批評的一 ，又如風土

民情、物產等，所以看電視看報紙可了解一個國家的發展現況。」僅極少數受

訪者主張：只需透過傳播媒介使用即可認識適應美國社會。  

  

4.與美國人的溝通方式台灣移民部

分：  

英語流利程度、直接與美國人民聊天、參加親子懇親座談、或加入針對不同

族裔學生舉辦的跨文化國際家庭聯誼等團體活動，均直接影響受訪台灣移民對

美國社會的適應態度、及與美國人民的相處互動。  

多數受訪台灣移民說明，華人移民會聚集在一起，主因在於語言溝通容易；

與老外(說英語的國際人士)相處沒有信任的問題，主要是來自語言的障礙，以及

思考方式的差異。一位在美國經商的中年受訪者說：「即使我們的英文流利，思

考方式仍有別，像我與我的會計師溝通，若遇上觀念問題，我會要求要有中英

文翻譯人員協助。」  

一些參加過美國政府提供的免費英語課程的受訪者，藉由上課認識了來自不

同國家的新移民，彼此也有相處聊天的機會，一位來自台灣的女性年輕受訪者

表示：「女生共同的話題像衣服、飲食或共同的興趣，比較大的差異是美國文化

有些忌諱，太政治性或個人隱私的話題都不合適，美國友人會直接了當地請大

家換個話題。」  

有關美國教育制度或稅制等公共事務的座談會，也吸引台灣移民參與。受訪

的台灣移民家長都關心子女在美國的升學情況，類 懇親活動，也拉近家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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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家長的距離，大家關心子女教養的共同話題，至於台灣的政治社會話題，

關心的人有限。  

鄰居之間守望相助的風氣普遍，一位受訪的台灣家庭主婦新移民說：「我們

家鄰居很好，向我們剛來帶著孩子，隔壁的美國鄰居會來關心孩子，家中有物

品損壞，鄰居也會過來幫忙。」  

美國中學和大學在假日舉行的國際學生聯誼活動，也拓展外來移民學生對不

同文化的認識和參與。一位曾參加跨文化營會活動的年輕學生移民指出：「一開

始大部分的亞洲人都只 自己國家的人聊天，後來營隊輔導強迫大家與不同的新

朋友接觸，大夥兒便散開和其他族群的人士聊天。參加營會讓我深刻體認融入

一個完全不同文化的社會相當不易。」  

  

中國移民部分：  

  除了文化背景有別之外，英語熟悉度及角色階級的對等性，皆影響中國移

民與美國人的溝通方式。多數受訪者由於參加了社區辦理的英語學習班，而有

較多機會認識美國人或當地其他移民友人。他們由於一同學習語言、美國法

律、文化，會在上課或搭乘巴士時相互聊聊天氣或一些學習的概況，偶 下課後

會相約去逛街、參加派對活動。值得注意的是，基於解決問題或找工作的原

因，會促使多數受訪者主動與英語老師或美國人溝通。  

一位來美國 3 年多的男性受訪者表示：「我遇到幾個美國人，它們主動 我

說話，有時是等車時，他主動 我聊起來…一次是在社區活動中心，我想知道

會有哪些活動，對方主動告訴我，給我幾張免費的卡片，讓我先試一下，確定

一下。 

但總個來說，我的朋友仍以華人居多。」  

正在美容院見習的女性受訪者說：「上英文課和職業訓練可認識其他新移

民，但未必是華人，有印度、俄羅斯、或白人，我覺得也不太可能交往，不太

容易有相同背景。當工作的時候與他們交往不是太難，工作時雙方地位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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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白人交往還是有障礙，因為文化不同，也沒有一些共同有興趣的話題，就是

幾句問候;美國這裡人會很有禮貌，但對華人來說不太容易深交，因為文化互相

就不確定。」  

「身處新環境，遇到中國人覺得很珍惜，彼此感情也很真，大家都比較有

愛心」，陪伴子女來到美國居住的女性受訪者這麼表示。另一位男性受訪者

也持相同看法，「由於語言不通，與外國人交往不容易，我來到這兒後，和

台灣人交往比較容易。」  

銀髮族華人移民比較常接觸的美國人，是居家附近的左鄰右舍。會說一些英

語的，帶著孫子女走在路上，遇到美國中年婦女，這些鄰居會主動與華人打招

呼，聊聊天氣一些輕鬆的話題，很有禮貌但很少深談。不常說英語的，則從表

情等肢體語言溝通。另一位不太說英文的爺爺級受訪者說：「嚴格來講，我主要

以中文為主，其他就讓小孩去講。我和那些左右鄰居的關係不錯，雖然有些時

候講不明白，但可用表情表達。」  

  

5.華人移民的疑慮與不確定感台灣移民部

分：  

來自台灣的美國華人移民，對於居住於美國的不確定感來自於生活節奏的

緩慢、工作待遇的減少、工作機會的不確定、生活圈與人際交往的改變、生活

習慣的不同等。  

不少受訪台灣移民均表示，美國的生活步調不如台灣快，比較輕鬆而緩慢，

乍由台灣來到美國，常不適應生活步調的改變。  

其次，能移民到美國的台灣移民，在原有社會已具有一定社經地位和成就，

來到新的環境，一切歸零，重新開始，個人定位與價值觀產生極大的轉變。以

收入為例，台灣的工作穩定，收入所得遠高於美國的工作所得，一位由台灣提

前退休移民美國經營餐館的婦女移民說：「移民的不確定感來自經濟部分，生活

事務適應的不確定感不見得那麼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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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移民不習慣購物方式的改變，一對中年夫婦表示：「在美國買一個東西

要到非常遠的地點，與台灣街頭巷尾林立的雜貨店、便利超商有別。」  

人際生活圈的陌生，也令一些台灣移民感到不確定。移民美國後，除非有其

他親友為鄰，否則與來自大陸、香港的華人移民仍有意識型態的差異，與其他

國際人士也存有部分文化落差，這些都造成生活人際互動的不確定感。  

  

中國移民部分：  

除了語文的限制外，中國移民在適應美國生活所 臨的疑慮或不確定感，分

別來自生活節奏轉緩、沒有目標、角色改變、過去的生活方式、單打獨鬥的孤

寂、及無法發揚中華民族的殷勤傳統使命。  

幾乎所有受訪者在移民之前，會先做某些部分的調整，去轉換自己的生活步

調。對於多數中國移民來說，初抵美國的第一個月，會經歷新鮮感的蜜月期，

蜜月期後(有從一個月或半年後)開始產生焦慮。  

焦慮感的出現通常來自於挫敗感的形成，如英文不過關、沒有申請到學校、

或沒有工作等。部分受訪者會從個人過去的生活節奏來衡量美國的生活方式;他

們一致認為美國的生活節奏緩慢，太悠閒了，加上新移民再重新界定自我定位

與生活目標的這裡，往往有很多的不安與擔心，恐怕選擇錯誤。  

一位在餐館工作的男性受訪者說：「一開始來都想著許多計劃，由於過去在

國內自己開餐廳，來到美國打工當夥計，覺得有一種不平衡，這是一個心理程

度的問題，於是我做了 5 個月後便辭職。我常留戀過去的生活方式，心理又想

來到國外闖蕩，應發揚中國。待業了 9 個多月，我又重新回到餐館打工。」  

由此可見，華人移民剛進入新的環境文化，對於不同生活節奏不習慣，甚至

產生一種太悠閒的罪惡感，這種不安的感覺還延伸到能否發揚華人優良家族或

民族性的傳統使命。或由於不能忘卻過去的表現，而成為適應新生活的障礙。  

曾經在中國教書現在轉業經商的男性中年受訪者說：「因為出來(離開大陸) 

已經沒有什麼選擇，既然來了，加上也有好多同學出國，大家都在一起，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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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條船上，這個大環境(美國)大家都差不多，所以，沒什麼好後顧之憂的感

覺。」他認為，如果沒有什麼同背景的朋友，的確會有單打獨鬥的孤寂。  

相較之下，銀髮族華人移民的生活空間以家為主，外出多半 著子女家

人，如果會說英文，倒還過得去；他們關懷的焦點，在閱讀華文報紙內容中兩

岸關係的變化，仍心繫原生社會文化。  

  

6.如何降低疑慮與不確定感台灣移民部

分：  

台灣移民降低生活中不確定感的方式，包括努力工作、拓展人際社交範圍、

設定新目標、嘗試建立與累積美國經驗，或加入教會活動、與網路相伴等。  

由於經濟收入影響大多數移民的安全感與安定感，一些台灣移民會藉由努力

工作來肯定自我、降低生活中的不確定感。  

一位移民美國已 20 多年的中年移民受訪者說：「新移民降低生活的不確定

感，首先要找到生命中主要的目標，先做好規劃，透過社團或教會認識新的朋

友，或穩定與親友的家庭關係，均有助於降低不確定感。」  

少數台灣移民不適應會回流原居家鄉，相較之下，香港移民及大陸移民較義

無反顧。一位擔任工程師的台灣移民說：「美國人士對於美國經驗相當重視，有

時超乎想像，不是光看移民的能力而是看重你在美國的經驗。所謂美國經驗代

表對美國的貢獻，如透過社團性組織塑造對美國政府的貢獻；其次要試著與美

國人往來，無形中有這些美國人替你背書，也就容易進入美國就業市場。如果

沒有與美國人保持聯繫，即使做得再好，對美國人來說仍是沒有美國經驗。」  

由於一些台灣移民是透過移民公司安排來到美國，略知美國政府對於新移民

的服務或福利資訊，除非其他移民的介紹，一些台灣移民無從得知美國政府對

新移民的協助措施。  

這時類 中僑或華人社團組織、華文媒體便可發揮重要的資訊提供角色。

包括華人社團、華語媒體所舉辦的移民講座，都提供新移民適應美國環境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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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由於美國政府對不同族群移民的服務公平，每年都有一筆款項補助華人，

一位在美國開貿易公司的台灣移民指出：「美國政府撥款協助華人，未必細分台

灣、香港、大陸，款項目前都由中僑拿走，未必補助到每個華人移民團體。」  

大部分參加過美國政府英文教育課程的台灣移民，都肯定這個免費課程的影

響。從事電腦程式設計的年輕台灣移民說：「在這個英文課程可以碰到各個主義

的人，有蘇聯、中東來的，甚至看到伊朗人與伊拉克人在同一間教室上課，還

成為朋友。如果在其他國家，這些人可能彼此為敵，來到美國卻變成好朋友。

美國的反種族歧視法令保障也保護不同主義的人，電視節目內容都配合傳遞多

元文化的價值觀，尊重各個民族文化，這相當令人敬佩。」  

釐清移民的目標、加強英語能力、擴展社交生活範圍、多收集美國生活的資

訊、主動學習基本生活技能，是台灣移民提供打算移民美國人士的建議。  

目前台灣移民有相當高的比例，是太太帶著孩子在美國生活，先生為空中飛

人，在美國與台灣往返。一位擔任會計師的受訪移民認為：「移民最重要的目的

是提升生活品質，如教育環境、自然環境、人文社會環境，這些都必須由移民

融入美國社會逐漸體會；往返台灣與美國之間，可能阻礙了融入美國文化的意

願。」一旦克服對環境的陌生感，熟悉生活日常資訊後，不妨擴展自己的朋友

圈。在美國完成大學、且已工作十多年的台灣移民表示：「移民來到美國，除熟

悉生活方式與語言使用外，可以漸漸將朋友圈延伸至美國友人的範圍，與美國

友人建立友誼，活得更踏實快樂。」  

「如果移民的目標只是取得一個身份的話，單純地住三年當度假就結束了；

若想在美國落地生根，須清楚自己的方向與未來發展的空間。」一位旅居美國

達 

20 年的中年台灣移民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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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身以學生身份來美求學的年輕移民坦言，透過網路與家鄉親友或國際網

友聯絡，可以安撫鄉愁；但還是需要在真實生活結交外國友人，互通有無，接

觸第一手的地主社會消息，才比較踏實。  

中國移民部分：  

受訪人士隨者個人疑慮與不確定感的差異，而對降低疑慮與不確定感採取不

同方式。一般來說，加強英文、找到工作、調整自己的價值觀、主動與外國人

溝通、甚至兩岸三地華人移民多互動、認識美國社會福利與法律制度等，是各

受訪者分別採取降低不確定感的方式。  

從大陸廣州移民到美國的一位女性受訪者說：「先學好英文很重要，美國政

府提供免費英文課程，學好可融入美國社會找到工作，…要調整自己的價值

觀，在美國雖不能賺很多錢，但有較多時間可以 relax 去欣賞大自然，不是人造

的，審美觀也會調整。」  

參加中僑互助會、教會活動、華人媒體所辦的移民講座，也成為中國移民降

低不確定感的方式。華文報紙或英文報紙會提供有關移民的社會福利訊息、醫

療制度，並介紹美國法律制度，華文報也有其他新移民投稿的專欄，都可成為

適應美國生活的參考。  

在餐館工作的一位男性受訪者說：「僑民互助會、教會、報紙都會辦講座活

動，我去了中僑互助會後覺得不如預期，而報紙在移民服務較缺乏親切感。基

本上每一週都有活動，講座完就解散，但教會有小組活動，可直接提出個人的

問題，而不只是抄筆記沒有討論。」主動與人溝通對降低不確定感很重要。  

銀髮族大陸移民比較關心兩岸三地互動，他們會從媒體報導或其他華人互動

來適應新生活。他們認為，媒體應加強華人之間彼此的認識，而不要分從哪裡

移民來的，一同融入美國社會。  

 已居住美國 10 多年的男性受訪移民表示，媒體不需要獨厚兩岸三地華人，而

應加強美國境內各族群的報導，一視同仁。另一位銀髮族男性移民建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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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報導美國政府查緝中國福建來的偷渡客，這對其他大陸合法移民造成負 影

響，也增加其他族群對大陸移民的誤解。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分別訪問 30 位美國華人移民，其中 15 位來自台灣， 

15 位來自中國，以下將依研究問題先後提出研究結果如後：  

  1.華人移民在適應另一環境文化時，如何消除疑慮？  

  根據深度訪談結果發現，受訪華人移民隨者個人疑慮與不確定感的差異，

而採取各種方式消除疑慮。來自中國與香港的華人移民均認為，增進個人英語

能力、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參與團體活動與人相處、認識美國社會制度、使用

網路，可逐漸降低對新文化環境的不確定感。  

其中來自台灣的華人移民，還會從接觸英文媒體資訊、陪伴孩子就學的個別

家庭取向方式，去適應美國的生活;而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認為，還須調整自己

的價值觀，且凝聚兩岸三地的華人情懷，甚或以提昇華人優良家族或民族性的

傳統使命感自許。  

這種華人優良家族或民族性的傳統使命感，或多或少促使華人家庭格外重

視子女在美國的受教權。但也使部分初來的新移民，有「昨是今非」的感慨及

罪惡感。  

相較之下，香港到美國的華人移民，其個人主義或家庭(族)主義意識較強，

透過認識美國的法律、醫療、福利來適應新的生活環境。  

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也帶有濃厚的家庭(族)主義色彩，部份中年或銀髮族受

訪者還抱持強烈的華人民族情懷，努力適應異文化環境。  

  

  2.華人移民如何運用不同的疑慮消除策略來消除疑慮？   

華人移民交互採取主動詢問重要訊息的主動策略、或默默觀察美國友人言

行的被動策略、或藉由學習或工作情境與其他美國同學、同事的互動策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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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鄰舍寒喧或上網搜尋地主國資訊方式的主動策略，來消除移居美國新環境

的不確定感。  

不論來自中國或香港，華人移民中僅部分受訪者由於工作或學習環境，會採

取互動策略， 對 直接與美國友人溝通。其中也有先是美國人主動打招呼後，

才展開互動。  

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較常採取主動策略或被動策略來消除不確定感，其次採

取互動策略。  

中國華人移民藉由參加免費英語課程的機會，會向授課美國白人老師詢問美

國文化制度；或從華文報紙、華人教會活動獲知美國風土人情，也有部分受訪

者從網路電子報(以中文為主，也有英文)獲悉相關資訊；前者可視為 對 的

主動策略，後者則形同間接主動策略。  

台灣華人移民較常採取主動策略或互動策略來降低對新環境生活的不確定

感，其次採取被動觀察方式。  

多數台灣華人移民受訪者也在參加免費英語課程中，有較多機會向美國白人

老師請教美國典章制度；比較不同的是，他們還從英文電視、英文報紙、華文

報紙獲悉相關資訊。因此也兼用 對 主動策略，以及間接主動策略。  

仍有少數受訪華人移民，包括來自中國及台灣的人士，會傾向使用默默觀察

美國人民言行的被動策略，來適應新的環境文化。  

不論新移民或舊移民，來美國的前半年或一個月，會經歷蜜月期，對新生活

充滿新鮮感;當生活中出現較大挫折時，開始進入疑慮及不確定階段， 後透過

接觸媒體、華人友人、家族、或社區活動、教會活動、學習新事物等，逐步調

整自己，不斷重新再出發。  

  

3.網際網路在華人移民的疑慮消除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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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的便捷，可以提供華人移民各式各樣的資訊，華人移民可由電子

書信迅速與不同友人、或陌生人(互動留言版)溝通聯繫，且凝聚成一虛擬的華

人社區。  

整體而言，網路的出現對於上網的華人移民的心理調適，有正 影響；不論收

集美國訊息或與掌握兩岸三地華人資訊，都扮演積極的角色。部分伴隨子女讀書

的婦女移民，沉浸於華人網站可抒解她的思鄉情結，卻也阻撓其對美國環境文化

的認識。所謂間接主動策略，包含透過電話、網際網路電子書信與華人友人或外

國友人溝通。尤其中國華人移民較常採取這種方式。  

「當自己聊天對象已由外國友人，取代過去親友網絡，便表示自己已成為新

社會的一份子。」一位年輕受訪移民表示。  

網際網路可使華人移民免費閱讀英文電子報、或華文電子報，也可與華人友

人或美國友人藉由電子書聯絡。與美國友人的目的在於溝通討論公事或課業，

與華人友人的電子書信往返或 對 相處較可分享個人深入的話題；這形成一

種虛擬但重要的華人網路社群。  

如同學者顧棣剛 (Gudykunst, 2004 )所提，要了解個體與地主文化之間的傳

播，必須認清個體在其中扮演「陌生人」的角色。應證於網路世界，移民個人

和不曾謀 的網友皆如同「陌生人」。一般而言，移民初期仍與就有社會網絡保

持密切聯絡，也嘗試上網與陌生網友探聽地主國資訊。當移民的網友名單逐漸

增多所熟識的外國友人，其跨文化適應又進入新的階段。  

  

圖 1: 美國華人移民的疑慮消除策略  

  

                  透過媒體（含華文、英文）       不打擾 地默默觀察  

                       與美國友人聯絡、溝通                

                              

                             間接互動      對 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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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互動                 間接

被動個人  
                                          

              對 與美國人溝通                     經由使用媒體（含華文、英文）   

                             或僑民講座認識美國文化與人民  

                                            

                                   

                              間接主動     對 主動   

                                                             透過非英文 媒體組織       透過其他國際友

人認識美國文化  

                （投稿、網路留言）打聽有關      與人 民；       美國文化、人民的

意見。  

  

網路分享話題的豐富性與深度，與社會滲透理論主張不謀而合（Altman 

and Taylor, 1973）；移民是否在網路上是否自我揭露、或參與外國網友的討論並

提供個人經驗心得，形同學者提及的回饋潛力（Readon and Rogers, 1988；黃葳

威， 

2004）。  

另一方 ，大量上網、或僅在網路世界自我揭露也有些風險！部分華人婦女

移民指出，以依親方式隻身旅美的青少兒移民，一旦無法調適新生活的壓力，

過量駐足網路世界聊天、遊戲或倚賴其中，過度仰賴網路生活，而取代真實人

際社交互動；類 惡性循環，反倒助長了移民對新文化人、事、物的不確定感，

適得其反。  

網路提供移民認識新文化、排遣疑慮情緒的管道，有助於移民的跨文化適 

應；一旦過猶不及，反產生更多的疑慮，阻擾跨文化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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