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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民國 109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採訪：杜泰生主編

受訪：丁連淑華鄉親、丁念慈鄉親

本期（38）我們要來拜訪的是今年高齡八十歲的丁連

淑華女士。丁連淑華女士出生台北市大龍峒，可以說是土生

土長的台灣人。當年她不顧家人反對，執意嫁給來自湖北棗

陽的丁家成鄉親，成為棗陽媳婦。她就是我們這期訪問的主

角。雖雙腿不方便，得靠輪椅，但平時作息正規律，思考細

膩，爽朗健談。對於同鄉會舉辦的活動，她都必定參加，這

也辛苦了我們丁大小姐。由於，丁連淑華二女兒因工作忙

碌，僅逢年過節回家。並在金錢上，常給母親奉上豐厚之孝

親費。小女德天，工作繁忙之際，除了照顧母親日常生活與

醫療資訊，無暇陪伴母親遊玩。就由大女兒每月一次，與看

護換手，親手照料母親，並安排一點訪友的行程。

在約定時間點，我依址來到天母的一棟一樓樓房，丁

連淑華女士特別另租住的住所（因原住屋是在二樓，輪椅進

出不便），路程約 10 分鐘。

棗陽有您真好
杜泰生採訪整理

民國二十七年照片裡的人坐在中間包小腳是淑華她的外婆，
外婆後面是她的母親，外婆右邊是三姨媽抱著她表哥其他的
二、四、五姨媽和大舅及小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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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鈴進門後，念慈喜相迎，奉上飲料、水果招待，邊

喝著飲料和兩位鄉親就開心聊起來了！

  杜：丁媽媽能先簡略說說您娘家嗎？

淑華： 我媽媽的娘家家境尚可，但都將女兒送出做童養媳。

我媽媽本要婚配的對象，不幸早逝，所以招贅了赤貧

的爸爸。因此，我的娘家是赤貧的。

  杜： 丁媽媽，您具有中國女性的固有美德，不但加夫姓，

還改籍湖北棗陽，非常難得！

淑華： 主編你過獎了！我是土生土長於大龍峒的本省人，生

於日據末期，與一般台灣百姓一樣生活拮据，我其實

沒讀過什麼書，全是靠著堅強毅力，半工半讀念補校

的。

  杜： 丁媽媽有著不服輸的個性，幾歲時去念補校呢？

淑華： 學裁縫是小學畢業之後去學，後來成了車西裝的師傅，

才去讀夜校，因為半工半讀，讀高中時已經 24-5 歲

了，生了念慈之後，還背著她去上課。勉強把高中讀

完。

民 國 100 年 到 廈 門， 親 友 們 相 約 齊 聚                  
前排右二丁連淑華、中間二姑媽、左二嬸嬸



232   杜： 您以前介紹不少台灣親友到棗陽工作

的事吧！

淑華： 這段故事說了很長，台灣和大陸本是

一家嗎！有能力就互相幫忙。沿海福

建和廈門，現在過得都非常富裕！

  杜：所以我說：丁媽媽比棗陽人更愛棗陽！

念慈：可惜我不會說棗陽話！

  杜： 我也不會說呀！我知道你能說善道，

文采好，會唱京劇、歌仔戲、詩詞樣樣行，記憶一流，

真是全方位「女才子」！

念慈：別誇我了！杜大哥才厲害，教數學、做導演…

  杜：大妹仔真會說話！（湖南話說出口）

念慈：自從棗陽文獻革新版後，更有看頭 .....

  杜： 我也希望文獻的內容，吸引更多鄉親們了解一代又一

代的棗陽人！

念慈：完全贊同！

  杜：丁媽媽！您能不能大概說說你的家族！

淑華： 我父親是搬家工人，母親沒讀書思想落後，沒出去工

作是家庭主婦，只認為有錢就是最好，要我嫁給一個

跟我爸爸一樣搬家工人，只因那個人有一個很不錯的

房子，我不要母親就罵我，後來聽說那個人賭博輸，

就把房子賣掉。哈！真有意思！

  杜：真難為您咯！後來呢？

淑華： 我表妹嫁給軍人是家成部下，知道家成人品好、學問

好愛讀書，知道我也喜歡讀書就介紹我們認識，那時

我先生是少校，我們交往一段時間他說要結婚，我覺

得他人不錯，雖然薪水少，又要租房子，但是我可以

工作生活是會苦一點，過日子應該沒問題。

丁家成鄉親



233  杜：那時的軍人薪水都不高！

淑華： 婚後為了賺錢養家，我回到成衣工廠工作，有了小孩

後，就在家裡接一些鄰居要穿的外套了、裙子、洋裝、

長褲來做，賺點錢貼補家用，因為我男女西裝大衣都

會做。

      念慈道給我一杯飲料 我喝了一口 迫不及待地問：

  杜：說說買房子的事吧！

淑華： 結婚時我先向人租房子在永和居住，約三年也存了一

萬多元。在永和看上了一間平房兩房一廳前面有一塊

地有種花也種樹，要價一萬多元，大家買賣價位已談

妥約好時間拿訂金，結果陰錯陽差慢一步被別人家早

一步買走了。婚後約五年我的存款已有四萬元，房子

也漲價了，正想買的時候，我父親突然腦溢血病故享

年 57 歲，我姨媽希望我們搬回娘家去照顧母親和用

錢買來的弟弟。

  杜：丁先生同意搬回娘家嗎！

淑華： 我先生二話不說一口答應，但說：母親的房屋整個要

修理，舊廁所類似茅坑的全換新的，客廳的是古代兩

片大門又沒窗戶要改成玻璃門窗，外面要裝鐵架，要

買冰箱和洗衣機，這樣一來我的四萬多元也用完了！

  杜： 那個年代可是一筆鉅額裝修啊

淑華： 又過了幾年我再存了幾萬就在板橋江子翠以現金六萬

貸款六萬買ㄧ間公寓二樓，媽媽也在我家附近買一間

四樓。又隔了七年在石牌買一間公寓二樓總價七十一

萬，三分之一貸款，三分之二現金，我就把江子翠的

房子出租。

  杜：丁媽媽真是會理財！

淑華： 搬到江翠時大女兒、二女兒已進入國小，小女兒尚未

棗陽有您真好 (8)



234 出生，我就想出多賺點錢的方法，於是就想到我先生

的同學在北安國中當校長，我就去拜訪她，表明我想

做制服賣給學校，校長說可以，但是要公開招標，要

同樣的布料和相同樣式，大家來比較價錢，如果我比

別人價位低就買我的，但是她會給我現金不開支票。

這樣一來我就很方便，我以現金買布會比別人開支票

便宜，而且我自己打版，買一台裁衣機自己裁，一次

可以裁幾十件，然後買幾台工業用的電動縫紉機 請

幾位會做衣服的朋友到我家裡來車衣服。

  杜：太有生意頭腦了！

淑華： 附近會做衣服的家庭主婦家裡有電動縫紉機的人，我

就送去裁好的布片和其他副飾如線和拉鍊一起捆綁起

來，一捆大約七八件，我用腳踏車載去給她們做，如

果做好我再送幾捆去，同時把做好的衣服收回來整

理，大女兒很不錯也會幫忙送。還有樓上樓下的鄰居

也來跟我學做衣服，我一個一個慢慢的教她們學會

做，她們每家也去買一部電動縫紉機放在家，她們每

人都很高興自己學會了一技之長會做衣服有能賺錢。

  杜： （忍不住握拳伸出大拇指，做出了不起的手勢）丁媽

媽除了自己賺錢，也幫大家發財！

淑華： （滿得意地）後來北安校長也介紹其他的國中校長，

那個時代很多學校都是國中，如松山國中、大直國

中、大理國中等。有幾家是我自己去開發的，像我母

校大龍峒國小及我家附近的盲啞學校，我自己去拜

訪，這一來可把我忙壞了！

  杜：後來搬家後，學校生意還接嗎！

淑華： 江子翠買的房子小，於是搬到石牌後，就不做學校的

生意了！以前台灣電視綜合節目，有個節目五個燈，

主持人邱碧治蠻有名，也曾經是國大代表，住石牌時



235她跟我合作開一家工廠，專門做外銷成衣跟貿易商接

單，就在我家前面租間一樓房子，買了幾十台電動縫

紉機，請幾十個女工來做衣服，貿易商都給支票，可

是我們發給工人是現金，起先是賺一點錢，後來貿易

商卻跳票，所以工廠無法經營下去，就不做了。

  杜：做生意都得承擔風險！

淑華： 我曾經做了一件事，始終感到很安慰，我就來敘述與

大家分享。

  杜：洗耳恭聽！

淑華： 今年（109）三月接到大陸侄兒 ( 外子弟弟的兒子 )

來電說：伯母，今天是我們結婚三十週年紀念日，你

記得嗎？這時讓我慢慢的回憶起三十多年以前的事。

在大陸尚未開放時，先夫為了要與家人聯絡，他的信

件都從美國或香港的朋友替他轉傳到家鄉給他弟弟。

後來大陸開放之後，他的弟弟就不斷的要求他寄錢回

去買這買那，如要買收音機、牛、蓋房子等等。因此

我決定有機會回去看看，了解他們家鄉的事。

  杜：於是您這個棗陽媳婦就回到棗陽？

淑華： 沒錯！我隨著湖北省棗陽探親團回鄉探親。當時我帶

著很多金子和人民幣及美金，大家從台北坐飛機到了

武漢機場，一出機場門口。哇！一票政府官員來接

機，大家都感覺很威風。接著帶我們去大飯店吃飯，

休息，隔天一早醒來我們就坐車到達棗陽飯店，吃過

飯後各家的親人就來接走返鄉的親人。丁先生有一個

弟弟，一個姐姐兩個妹妹。他弟弟有三個兒子兩個女

兒。到他弟弟的家，一大堆人來都站著，沒有椅子，

我就坐在一張矮竹子椅子。住一兩天親戚不斷的來

往，好熱鬧喔！來的比較近親的，我就送她一個金戒

棗陽有您真好 (8)



236 子或耳環。大家在言談中得知他弟弟的小孩，只有三

兒子還沒結婚，其他的都結婚了，聽說小兒子已看中

一位姑娘，可是對方嫌棄他家很窮，不肯答應。後來

聽說他們有一位從台灣來的伯母，這時女方家長答應

了。

  杜：也太現實了點，後來棗陽姪兒也請您幫忙介紹工作！

淑華： 我先生的侄兒在湖北想到廈門工作。於是老闆要我寫

一封介紹函寄到湖北給侄兒。侄兒們接到我的信，他

們三兄弟就拿著信函，先到廣州給我朋友的哥哥，先

在廣州工作一段時間，後來就轉到廈門工作。這位朋

友兄弟廈門開的這家工廠有一千多個工人，專門做人

工真珠項鍊和手鍊，女生掛在脖子上很漂亮，非常逼

真，如同是真的。有一次我到廣州找老闆娘，她很親

切的招待我，回台還送我幾十條項鍊，我把它分送給

親戚朋友，她們都很高興。

  杜：他們發展應該不錯吧！

淑華： 三個侄兒到廈門工作都很認真。老闆說你伯母跟我們

是好朋友，你們可以回鄉，帶一些親朋好友來工作，

起先來了十個、接二連三幾十個，最後來了兩百多

人，隔了幾年，他們學得一技之長，大家都回家鄉棗

陽，像大侄兒開工廠，二侄兒到他工廠幫忙，三侄兒

開店，就拿大侄兒做的成品去批發，一起出來打拼的

人，個個都很富有了！後來我到廈門看看他們的成

就，侄兒姪女們都跟我說，他們有今天都是我給他們

的，回台還送我紅包耶！

  杜：親戚們都知恩圖報！

淑華： 我盡自己一份力量，幫到他們也是應該的！我也算是

半個棗陽人啊！

念慈：媽是大好人！



237  杜： 念慈你們都很優秀，丁媽媽跟丁伯伯應該感到很安慰

了！

淑華：謝謝！

  杜：這次的訪談真是精采！

淑華：呵呵！鄉親們多多支持棗陽文獻，讓文獻做的更精彩。

念慈： 我認為《棗陽文獻》是我們在臺灣棗陽鄉親的精神食

糧，編輯越來越出色。

  杜： 謝謝您！念慈的文筆好、思想敏銳、題材豐富，請多

多賜稿！

念慈： 這期也投了篇文章「大龍峒的幼年往事」、「小紅和

小綠」，一篇是講述我的童年，另一篇我以兒子童年

角度寫的文章，我看過初稿，你們的美編弄得非常

好。

  杜： 感謝！這篇「小紅和小綠」我已先睹為快，內容非常

具有童話色彩，讓人有如置身童話中，讀者們千萬別

錯過！

念慈： 等下我請杜大哥到附近一家小吃店，那兒的「大餛飩」

非常好吃！

  杜： 好！美食當前，必須去吃！哈哈！

念慈細心幫丁媽

媽稍作整理，便扶著

媽媽坐上輪椅，慢慢

地走向捷運站附近的

小吃店！

享受美食後，我

也帶著滿滿的收穫，

向她們道別。 杜泰生、丁連淑華、丁念慈
訪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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