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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原住民與漢人跨族群通婚比例提升，且不同族群間通婚往往也象徵著族群與文化的融

合。本研究首先根據國內原漢通婚相關研究進行文獻探討，分析目前研究現況多以人口學、社

會學為觀點，並聚焦於世代差異、社會接觸等外在結構變遷對通婚的影響為討論，另也多以通

婚下家庭、原住民配偶與其子女，在族群、文化認同與身分認定的影響為探討。因此本研究進

一步參考國外跨文化、跨族群婚姻之相關文獻，並聚焦於跨文化對婚姻影響的討論，提出原漢

通婚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優勢。在挑戰方面，本研究主要以原漢文化差異對語言、價值觀、宗教

信仰層面對婚姻的影響為討論；在優勢方面，提出跨文化關係的結合，提供原漢配偶彼此間自

我擴展的機會，在關係中有獨特成長性，促進文化交流、理解與融合。最後綜合文獻探討與結

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作為未來實務與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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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是個充滿多元文化的社會，以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四大

族群為主。隨著族群遷徙與社會接觸，再加上經濟與生活型態的轉變，現今原

住民與漢人跨族群通婚已變得相當常見。過去研究顯示，儘管整體上原住民傾

向於族群內婚，但近年來年輕一代的原住民，族群通婚比率有所提高（高琬涵，

2010；劉千嘉、章英華，2018）。 

族群通婚，這種婚姻的形式不僅僅是個人情感和家庭關係的議題，更涉及

到族群間的關係。近年來，劉千嘉和章英華（2017）的調查研究顯示，原漢通

婚比例的提升似乎呈現出樂觀和諧的族群氛圍，因不同族群間的通婚常被視為

少數族群被主流族群接納的程度，也是文化融合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象徵著

族群與文化的融合與共生。通過婚姻關係，原住民和漢人間的文化、價值觀念

和習俗得以相互交流和傳承，這種跨文化的婚姻也有助於打破族群之間的隔閡，

促進社會的多元共融和共存。然而，跨族群通婚也可能帶來一些挑戰和衝突。 

研究者本身身為太魯閣族原住民，自身家族可以說是內含多元族群與文化，

父親家庭為一大家族，有許多兄弟姊妹，兄弟姊妹的婚姻對象各來自不同族群，

有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其他原住民族，因此從小就能透過親戚們接觸與

認識不同的族群、文化，但也常聽到親戚間對於自身婚姻的辛苦、不滿，甚至

怨懟，以及其中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婚姻困擾、衝突，甚至最後走向分居、離

婚的局面。成年後，研究者目前正交往的對象為漢人，此段關係雖受到家人支

持，但對於未來研究者婚姻對象為不同族群，家人間仍因可能存有的文化差異

而有些擔心。與伴侶交往多年的過程中，從交往到同居，雖難免有些爭吵、衝

突，但整體關係融洽，雖關係中仍能感受到文化差異，但並未形成關係發展的

阻礙，或許也有可能是隨著時代不同、環境改變，現今族群間氛圍比起以往越

加和諧，也或許可能是因尚未進入婚姻階段，所面臨的發展任務不同，尚未遇

到太多困難。因此研究者不禁好奇於不同族群、文化對於婚姻的影響為何？文

化差異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婚姻關係？對婚姻的挑戰可能會有甚麼？相反的，

其中又有可能帶來相較於同族群、同文化婚姻下的優勢？綜合以上，從觀察到

的社會現況到自身經驗出發，便是研究者進行此篇研究的動機。 

本研究根據國內原漢通婚相關研究進行文獻探討與分析，以了解目前原漢

通婚之研究現況與成果，並進一步參考國外跨文化、跨族群婚姻之相關文獻，

聚焦於跨文化對婚姻影響的討論，嘗試提出原漢通婚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優勢，

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作為未來實務與研究之參考。 

二、文獻探討 

（一）原漢通婚之名詞釋義 

原漢通婚係指原住民族和漢族之間的婚姻關係，簡單來說是指原住民與漢

人間的通婚。然而不同的地區和文化背景，原漢通婚的形式和影響因素可能會

有所差異，因此，在本研究中，針對原漢關係的討論，參考了王浦昌（2003）

以及劉千嘉和章英華（2017）等人的觀點，採用泛原（包括父系和母系不同的



原住民族）和泛漢（包括外省、客家、閩南等漢族）的定義。這樣的分類是基

於以下假設：原住民各族不同族群間的差異，與漢人間不同族群間的差異，將

小於原住民族與漢族的差異（劉千嘉、章英華，2017）。 

（二）原漢通婚相關研究之現況 

1.  外在結構變遷對原漢通婚的影響機制 

（1）社會接觸、城鄉差異與族群差異對於原漢通婚的影響 

根據高琬涵（2010）的研究結果顯示，城鄉差異是影響原住民族群通婚機

制中最具影響力的因素，其發現城市地區的原住民通婚率高於鄉村地區的原住

民通婚率。而城鄉差異也有可能受到社會接觸的影響，因社會接觸有助於縮短

族群社會距離，也就是說當社會接觸越頻繁，原漢社會距離越近，通婚的機率

也越高（劉千嘉，2011），此部分也反映在劉千嘉和章英華（2018）進一步探討

原住民不同族群間差異對通婚影響的研究中，他們發現邵族、噶瑪蘭族、賽夏

族與漢人通婚的趨勢比其他原住民族群更高，這是因為這些特定族群與漢人社

會的距離較近。 

（2）教育程度、性別差異對於原漢通婚的影響 

由上述可見，社會接觸、城鄉差異與族群差異對於原漢通婚的影響是環環

相扣的，除此之外，教育制度變革，加上原住民運動興起、多元文化意識抬頭，

越加和諧的族群氣氛下，個人能越自由地在婚姻上的進行選擇。此部分也反映

在不同性別、教育程度對原漢通婚的影響。例如，在教育程度方面，有研究顯

示，教育程度越高的原住民，通婚比例也越高（高琬涵，2010），另外儘管過去

研究顯示族群通婚比例呈現性別差異，即原住民女性相對男性而言有較高的通

婚率，但近期劉千嘉、章英華（2017）以調查研究發現，教育影響著原住民男

性有較高比例的通婚現象，且男性相較女性通婚傾向隨世代遞增。 

（3）世代變遷／差異、婚配類型之代間傳承對於原漢通婚的影響 

隨著歷史變遷，經濟與社會的改變，台灣從過去族群隔離狀態到原住民人

口原鄉外移，社會接觸增加、原漢社會距離縮短，亦改變了以往的婚姻型態

（劉千嘉、章英華，2018），此部分也影響著後續原漢通婚的發展，產生了世代

變遷，更形成了婚配類型代間傳承的現象。例如，在世代變遷與差異部分，年

長者世代傾向於族群內婚，也就是同族群通婚較高，而年輕世代則相反，族群

通婚率較高，且也呈現越晚近世代同族婚比例越低、原漢通婚比例越高的現象

（高琬涵，2010；劉千嘉、章英華，2017；劉千嘉、章英華，2018）。另外劉千

嘉和章英華（2017，2018）的研究也顯示，親代通婚子代越易通婚，原漢通婚

有著代間傳承的傾向。  

2. 原漢通婚在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身份認定之影響 

國內有許多研究探討原漢通婚下的家庭、原住民配偶與其子女，在族群、

文化認同與身分認定之影響，本研究將相關文獻依年份進行排序，整理如表1。  

 



表 1 原漢通婚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身分認定之相關文獻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謝若蘭、

彭尉榕

（2007） 

以花蓮縣為田野調查之

範圍，訪問出生於日治

時期直至六零年代的原

客通婚者（指婚姻關係

中具有客家認同的男性

以及「曾經」有原住民

身份的女性）及其子

女。 

1. 第一代原住民婦女婚後身份雖均已

喪失，但對於自我的族群認同依然為

原住民。 
2. 優勢族群的認同較難以鬆動，大多

數的客家男性在婚後並不願降低自己

的族群位階去認同原住民。 
3. 族群界線的鬆動出現在原客雙族裔

身上。  
4. 原客雙族裔族群身份的變更連帶影

響認同有意識的轉變，尤其是更改為

原住民身份者。  

高元杰 
（2009） 

原漢通婚家庭 

1. 在族群歸屬與文化歸屬上，漢族籍

或原住民族籍成員皆有清楚的歸屬。

在族群歸屬部分其子女深受漢父系血

緣中心主義之影響；在文化歸屬部

分，漢族籍成員與原住民族籍成員看

待彼此文化有不同看法，漢族籍成員

以另一半文化賦予新的意義與內涵，

而原住民族籍成員看伴侶文化傾向主

流文化，另外於子女而言，則採取多

元文化認同。 
2. 原漢通婚家庭的認同歷程大多以較

為弱勢族群的原住民成員經歷。 
3. 社會負面的觀感為原漢家庭文化傳

承的壓力，1/2血緣成了原漢通婚子女

在文化認同與適應的特殊保護色。 

吳孚佑

（2014） 

以2007年調查的「台灣

原住民社會變遷與政策

評估調查研究」為分析

資料 

1. 族群通婚對於原住民族群文化認同

有顯著負面影響，且女性相較男性有

較低的族群文化認同。 
2. 相對剝奪感與正面的原漢意象有助

於提升原住民的族群文化認同。 

吳怡玟

（2016） 
原客通婚之泰雅族女性 

探討原住民女性與客家族群通婚的生

命經驗，除探討研究對象在族群認同

的心路歷程，也描述該女性如何克服

族群通婚中的困境，以及如何在身處

文化階級的歧視下，仍活出自我精彩

的生命故事。 
劉千嘉、

章英華

（2014） 

原漢通婚家庭雙裔子代

族群身分之父母 

1. 即使《原住民身分法》通過後，負

面的社會氛圍影響著父母讓子女承繼

原住民身分的態度。 



2. 在父系社會脈絡下，雙裔子女從父

親處承繼原住民身分的機率遠高於從

母親處承繼的可能，但當原住民母親

有強勢的資本時，子女從母承繼原住

民身分的可能性將提高。 
3. 城鄉差異與社經地位影響子女從屬

原住民身分的傾向。 

杜曉梅

（2015） 
原漢雙族裔 

原漢雙族裔經常在面對主流文化和非

主流文化間，常因社會環境、周遭他

人想法，在「原、漢」二種身分中遊

走，並不時產生自我與身分認同的矛

盾，此種認同歷程具可變性與流動

性，更是一種自我認同的深層內化。 

劉千嘉、

章英華

（2020） 
原母漢父之子女 

1. 原住民族基本法通過後，近半數原

母漢父子女從屬母親族群身分，然受

父系原則影響，唯兒子與獨生子女較

不易從屬母親族群身分，但若手足數

量越多，子女從屬原住民身分的機率

越高。 
2. 族群身分的福利與權利保障有助於

從母姓的選擇。 

王前龍、

卓勤怡、

張如慧

（2021） 

來自通婚家庭，並於

2001 年原住民族基本法

通過後第一批取得身分

的原住民學生為個案 

1. 升學保障有助通婚家庭子女突破父

系社會傳統以取得法定身分。 
2. 相關教育政策的支持，有助於探索

並提升族群認同，且族群認同與涵化

亦受國家政策影響。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表中所列出的文獻可看出，原漢族群間的通婚除受到國家政策、教育政

策、社會氛圍與觀感影響族群、文化與身分認同外，文化差異似乎也在其中具

潛移默化的影響。面對現今以漢文化為主流文化，原住民為非主流文化之台灣，

族群與文化的差異，對原漢通婚的家庭、原住民配偶與其子女面臨了許多認同

與文化適應的挑戰，但也同樣帶來新的轉變與契機，隨著時代更替與環境改變，

發展出多元文化共融的樣貌。 

（三）國外跨文化婚姻之相關研究 

        綜上所述，國內原漢通婚研究之現況，多以人口學、社會學為觀點，較少

以原漢通婚跨文化婚姻為主題之親密關係研究，相關之心理變項研究也較少，

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參考國外親密關係研究中，針對跨族群、跨文化婚姻的文獻

為探討。 

        Bratter和 Eschbach(2006)比較不同種族間與同種族間，夫妻在婚姻上所產生

的心理困擾程度，發現異族通婚相較於同族通婚有較多的心理壓力傾向，這些

心理壓力可能包含性別差異、族群通婚率、種族優勢對文化的影響等，另在關



係滿意度上也相對於同種族、同族群的婚姻來得低。可見跨文化婚姻關係可能

受雙方文化差異影響，許多研究也顯示不同價值觀、態度、社會支持、少數群

體壓力源（例如歧視）或其他壓力、曾經複雜的歷史脈絡等，都可能是影響這

些跨文化關係品質與滿意度的因素(Hohmann-Marriott & Amato, 2008; Kroeger & 

Williams, 2011; S. Maffini et al., 2022; Uhlich et al., 2022)。 

        另也有國外研究，進一步探討婚姻中的文化適應議題。有學者針對因婚姻

關係而進行移民的跨文化婚姻研究發現，當面對主流文化時，高文化適應壓力

將可能在身心健康上造成負面影響(Chen et al., 2013; Crockett et al., 2007; Yang & 

Wang, 2011)，而有其他學者也顯示跨文化婚姻，有較多的適應性壓力與較高的

婚姻衝突(Kim et al., 2021; Negy et al., 2010)，整體在關係品質上相較不穩定也難

以維持(Hohmann-Marriott & Amato, 2008)，更有研究表明這些關係有潛在的親密

暴力風險(Chartier & Caetano, 2012)，除可能影響心理健康外，甚至有可能進一

步導致關係破裂(Bratter & King, 2008)。 

即使上述許多研究指出，跨族群、跨文化婚姻的整體關係較為不穩定，但

近期也有相反的研究發現。Canlas、Miller、Busby和 Carroll(2015)比較了同種族

和異族亞裔白人夫婦的關係穩定性，發現異族夫妻與同族夫妻有相似的關係滿

意度和穩定性，另外也表示同理心和社會認可對關係的影響在跨族與同族夫妻

是相似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以台灣原漢通婚為主題，進行相關文獻之搜尋，並

分析與歸納目前國內相關研究之現況。本研究以「原漢通婚」、「族群通婚」、

「通婚」、「族群內婚」、「跨族群婚」、「文化認同」、「族群認同」等為關鍵字，

搜尋「Google學術搜尋」、「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華藝線上圖書館」、

「EBSCO 資料庫」檢索相關文獻，並以期刊文章類別之文獻為主，但因過去國

內原漢通婚相關之期刊文獻較少，因此本研究也搜尋「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

值系統」進行檢索，最後搜尋符合本研究主題之中、英文文獻，以此了解國內

原漢通婚研究之現況，並進一步參考國外跨文化、跨族群婚姻之相關研究，聚

焦於不同文化對婚姻的影響，提出跨文化婚姻在原漢通婚下可能面臨的挑戰，

以及創造出的優勢，以作為未來實務與研究之參考方向。 

四、研究結果 

  綜合文獻探討，由於國內原漢通婚文獻中較缺少原漢文化差異對婚姻影響

的討論，也較少琢磨在原漢跨文化婚姻之親密關係研究，因此本研究聚焦於跨

文化對婚姻影響的討論，提出原漢通婚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優勢。 

（一）原漢通婚跨文化婚姻的挑戰 

        參考上述國外跨文化婚姻之親密關係研究，原漢通婚可能相較同族內婚感

受到較多的心理困擾與婚姻衝突，因此本次以雙方文化差異在語言、價值觀、

宗教信仰層面對婚姻的影響為討論，另多以原住民文化為說明，以補充少數族

群之文獻，提出原漢通婚跨文化婚姻的挑戰。如下： 



1. 語言 

        美國語言學家 Edward Sapir 曾提出語言是文化載體的觀點，其認為語言不

僅是一種交流工具，也與文化有非常緊密的關係，強調語言在傳播文化價值觀、

習俗等方面具重要性（Sapir，1985）。台灣原住民擁有自己獨特的語言，也包

含著多種語系，但隨著過去歷史脈絡、社會氛圍與現今主流文化的影響，原漢

通婚原住民配偶與其子女可能隨著周遭環境改變，適應當地主要溝通與使用的

語言，造成不常使用母語或是母語流失的情形。另外若原漢配偶間其中一方配

偶不熟悉或不擅長使用另一方配偶家庭或所處環境之語言，就有可能形成語言

溝通的阻礙，不僅影響著社交，也影響著個人在文化上的適應。 

2. 價值觀與宗教信仰 

Park(2007)曾提出一個人的信念、動機與目標主要受宗教與靈性影響，而

Shiah(2020)也表示宗教就是造成文化最大的原因，並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人們的

信念與行為。原住民的宗教和信仰與漢人有所不同，在原住民的宗教信仰上，

各族均有不同的人類起源、族群發祥地傳說以及亙古流傳的神話故事，形成不

同的宇宙觀（王嵩山，2001），而「泛靈信仰」為大部分原住民的傳統信仰，

「泛靈」係指天地宇宙萬物皆有其靈，包括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及祖靈等。另外

「敬畏祖靈」也受原住民傳統信仰的重視，藉由崇拜祖靈表達原住民子孫對祖

先們的尊敬、守護與感念（陳雨嵐，2004）。 
原住民秉持萬物有靈的觀念與祖靈信仰，發展出許多祭儀活動，包含宗教

儀式、祭典和民俗節慶等，原住民視之為十分神聖、莊重的文化活動，從中除

感謝自然神與祖靈給予的庇佑之外，傳統祭儀也體現了原住民的生活。王嵩山

（2001）在書中寫到原住民對於宗教信仰與傳統祭儀的精神，在族人歷經每個

階段過程中也可看到。原住民藉由儀式，在個體歷經出生、成年、結婚、喪葬

等的人生關口，祈求神與祖靈協助族人順利跨入新階段。因此原住民通常與大

自然和土地有著深厚的聯繫，他們的宗教和信仰與自然界有著緊密的關聯，此

部分也體現在原住民的藝術、文化表現與生活。 

 即使受族群接觸與宗教傳播影響，現今原住民族多信奉基督教與天主教，

但部分文化仍保存其文化精神而存在，也能看到西方宗教與傳統信仰並存之色

彩，發展出文化共融與多樣性。然而在原漢通婚的影響下，原漢配偶間可能因

雙方宗教信仰不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觀、習俗、習慣與生活方式，這些都有

可能比起同族或有相似宗教信仰背景之配偶，在婚姻中需更多的討論、溝通與

磨合。 

        以上僅針對語言、價值觀與宗教信仰在原漢之文化差異進行探討，實際上，

不同地區和不同族群間仍存在許多文化上的差異。儘管如此，文化因此具差異

性，雖在婚姻上的挑戰可能相對同族群婚姻來得多，但卻也能促進跨文化交流、

理解，甚至是文化的融合。McElroy-Heltzel et al. (2018)的研究發現，文化謙遜

有助於跨文化婚姻之關係滿意度提升，文化謙遜意旨具有以他人為導向，而非

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際關係立場，其特點是尊重個人的文化背景，並且沒有優越



感(Hook et al., 2013)。具體來說，婚姻關係中若能尊重彼此的信仰、習俗和價值

觀，承認雙方差異並接受配偶原本的樣子，這有助於增加彼此的親密感，進而

提升關係滿意度(Hendrick & Hendrick, 2006)。 

（二）原漢通婚跨文化婚姻的優勢 

  儘管文化差異可能對跨文化婚姻帶來挑戰，但同時也能創造出獨特的優勢。

近期有學者探討促進跨文化婚姻的成功因素，發現跨文化親密關係提供配偶間

自我擴展的機會(West et al., 2022)，而這種自我擴展的程度能夠顯著正向預測親

密關係的品質。 

  自我擴展係指關係中的個人將對方視為自身的一部份(Aron & Aron, 1996)，

透過積極分享彼此文化、討論其中的差異，打開新視角、擴充文化知識與身分

認同，以在關係中有獨特性的成長。以下列出原漢通婚跨文化婚姻中自我擴展

帶來的優勢： 

1. 語言和溝通技巧提升，促進雙向交流與理解 

  原漢通婚相比同族群婚姻能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語言和溝通方式，例如雙

方可互相學習彼此的語言，透過不同語言的學習了解其中文化脈絡與思路，以

提高跨文化溝通技巧，不管是配偶間或是面對雙方家庭，尤其是家中長輩，能

促成雙向有效溝通與理解。 

2. 促進自我覺察，提升文化意識與敏感性 

  原漢通婚需要個人對自己和配偶所屬文化的認識和敏感性，以宗教、文化

習俗為例，若其中漢人配偶的宗教信仰為民間信仰，而原住民配偶為祖靈信仰

或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那原住民配偶可能須了解漢人配偶拿香拜

拜或祭祖的含意，而漢人配偶也需了解原住民配偶參與傳統祭儀或上教會的行

為。透過與配偶的互動和交流，個人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體驗另一半的文化，

同時也能夠審視自己文化背景並覺察其對自己的影響，此部分可能也涉及文化

與身分的認同與重新定向。 

3. 擴充新文化知識與價值觀，存異求同 

  原漢通婚的個人需學習與擴展配偶所屬文化的知識與價值觀。雖可能觸及

不同的家庭觀念、教育方式、生活習慣與角色任務等層面，在婚姻中存有許多

衝突、掙扎，但學習新文化、調整舊有文化之認知與行為模式，在婚姻中存異

求同以達到雙方的共識。 

五、結論與建議 

過去研究原漢通婚的現象和影響因素對於深入了解族群關係、社會變遷、

文化融合具有重要意義。家庭、周遭環境與整體社會的氛圍、國家政策、教育

政策、認同議題等都是影響跨族群婚姻的重要因素。婚姻不僅僅涉及個人情感

與家庭議題，當不同獨立個體的兩個人因婚姻而結合，在彼此來自不同的成長

背景下，易因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而產生不一致的看法與做法，若再加上雙

方族群與文化的差異，比起同族群或相似文化背景的婚姻而言，可能為婚姻帶

來更多的挑戰。即使如此，研究者認為挑戰也是另一種創造優勢的機會，因此



本研究除根據過去文獻進行探討與分析外，也進一步參考國外相關研究，以原

漢文化差異層面對婚姻的影響為討論，嘗試提出原漢通婚跨文化婚姻可能的挑

戰與優勢。然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結果，尚無相關實徵研究進行支持與驗證，

因此建議未來研究方向能以原漢跨文化婚姻的親密關係為主題，以及相關心理

變項為研究，而在研究對象上因目前大多以已婚異性戀為主，期待未來可以就

不同婚姻狀態（如交往、訂婚、分居、離婚等），以及不同性傾向為探討。另由

於文化在各地區、環境上仍具差異與多樣性，因此也建議未來能以不同族群關

係為對象，以瞭解與增加國內原漢跨文化親密關係之研究，來提升實務工作者

的文化敏感度，並有更豐富的資料以提供貼近跨文化伴侶在關係適應之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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