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去日本 Working Holiday!

享受工作

      享受生活
撰文 林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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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習以為常的生活環境，需要莫大的決心與勇氣，還需要內心深處最真實

的自己；一旦跨出了這一步，請相信自己所選擇的道路，這往後的一切，將

成為無可替代的人生經歷。

契機：別人的勇氣，化為

自己的力量。

徘徊流連於書店中，企圖尋找一點

人生動力時，我偶然買下了一本書，書

籍簡介提到「她的故事，讓每個人都想

出發尋找自己的幸福！」，在讀完整本

書之後，我的內心也確實強烈地呼應著

這句話。

那時的我，早已對當下的工作與生

活方式感到厭倦，不斷思索著理想中的

未來到底是什麼模樣？我適合做什麼工

作、過什麼樣的生活？是否該與現實妥

協，繼續汲汲營營只為求溫飽？是不是

就這樣一輩子滿足於所謂的小確幸中，

而非放膽追夢？腦海裡不斷浮現的問題，

全都因為讀了那本書而豁然開朗，開啟

了我人生裡一扇關鍵的大門。

到國外生活一陣子吧！離開台灣、

離開我所熟悉的一切，到別的國家體驗

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嘗試各種類型的工

作、使用不同的語言、認識其他文化背

景的人、欣賞更多這個世界的自然風貌。

試著去了解，在離開舒適圈後的自己，

能達到多大的極限；試著去發掘，內心

最真切的渴望。

啟程：來去日本 Working 
Holiday!

在出發之前，需先瞭解可以長期體

驗當地生活、文化的制度，除了一般所

熟知的留學及當地就業外，尚有政府與

各國簽署的打工度假協定。相較於前面

兩項，打工度假制度可提供為期一年體

驗在地生活、文化的機會，但門檻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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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而其宗旨在於「促進我國與其他

國家間青年之互動交流與瞭解，打工係

為使度假展期而附帶賺取旅遊生活費」。

在考量自身條件與目的後，我選擇以打

工度假的方式到日本生活一年。

為符合當初決定要到國外生活一段

時間的初衷，我給自己訂下兩大原則：

「不做辦公室工作」及「不過都市生

活」，藉此讓自己能身心靈充分投入在

深刻體驗異國生活、回歸自然的主要目

標上，並全程以 WWOOF、Voluubeit、

Helper、等打工換取食宿的方式進行。

過程：體驗生活，成就自

我。

我的旅程從日本最南端的沖繩開始，

在一個專門收容流浪貓狗、兼營動物醫

院和貓咪咖啡廳的 NPO 組織，成為每天

要照顧上百隻貓的超級貓保母。對從小

就喜愛動物，卻因故無法飼養貓狗的我

來說，既是美夢成真也是一大挑戰。由

於貓咪咖啡廳裡的貓數量龐大，除了基

本的餵食外，往往一天六小時的工作時

間都在不斷清潔籠子及飼料碗，不時還

會有被貓抓傷的風險。然而，透過每天

與這些可愛、逗趣的貓咪互動，讓我即

便是再辛苦、再難過，也能因此獲得療

癒。起初做起事來不太靈活順暢，但藉

由當地員工的耐心教導與彼此交流後，

也慢慢學習到貓的習性、疾病的種類與

預防治療、飼料的調配、清潔與照護等

知識。

離開沖繩，我來到日本最北端的北

海道，開啟長達 7 個多月的鄉村生活，

接著到櫻桃小丸子的故鄉靜岡縣、歷史

古城京都，最後又回到最南端的沖繩。

這段期間，我曾是餐廳服務生、採莓工、

Housekeeper、農夫、肉品加工員；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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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田園餐廳、民宿、Guesthouse、養

雞農家、蔬菜農場、溫泉旅館、火腿專

賣店。

當我進行著艱辛的農場作業，如跪

在地上拔一望無際的蘿蔔田、用布擦拭

再秤重近千顆大南瓜、篩選裝箱數以萬

計的馬鈴薯、小心翼翼摘下鮮嫩的莓果、

努力除盡隔天又會冒出頭的雜草、想辦

法在不被母雞啄傷的情況下迅速撿起雞

蛋等，我同時也了解到如何去養育、收

成這些農產品。操著還不太流利的日文

幫客人點餐、向客人介紹餐點、一手撐

起疊滿餐具的托盤一手整理桌面、趕在

客人入住前打掃完十幾個房間、用菜瓜

布和抹布清潔馬桶便斗，這些餐飲旅宿

業的工作，讓我深刻學習到日本的服務

精神。另外像是爬上屋頂除雪、把絞肉

灌進腸膜裡做成香腸、帶客人去摘莓果

等等，也都是我從來不曾接觸過的工作。

在這些地方，我不僅學習到各式各樣的

工作技能，更實際體認到原來以往那舒

適便利的生活，是經過多少人的辛苦與

用心所累積而成的。

收穫：用專業的精神，

過專注的生活。

盡心照顧每隻貓咪好讓牠們能盡早

被認養、堅持自然農法只為種出最營養

美味的農作物、手工燻製各種肉品不忘

結合在地特色、設身處地為客人著想使

其有賓至如歸之感、一塵不染以示對客

人的尊重，在日本的 365 天，我見識

到日本的職人精神以及備受稱揚的服務

態度，只不過這次我不僅僅是個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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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努力學習與實踐這些精神態度的勞

動者。

這一年所做的工作固然辛苦，甚至

體力上的耗損有時很驚人，但卻不似在

台灣般，讓人覺得工作就單純是在「工

作」，與個人生活分開。儘管他們工作

時很嚴謹，但卻樂在其中、享受工作，

同時他們也很懂得生活；幾乎每個人都

有許多本職以外的技能或興趣，如田園

咖啡廳的男主人自學木工蓋了餐廳和員

工宿舍，民宿的老奶奶擅長織布畫、園

藝，溫泉旅館的社長曾是滑雪選手、還

會木工裝潢，靜岡民宿的女主人有和服

老師資格、收藏了許多和服，養雞農家

的媽媽會說義大利文、製作各種果醬。

每日工作之餘，或許是帶著釣竿到屋後

河邊釣魚、上山採野菜，，或許是靜靜

坐在搖椅上看一本書，或許是躺在馬路

上看著滿天星星，或許是彈著吉他與客

人一起唱歌；工作的疲憊、挫折、甚至

不滿，都能因為種種生活中的感動而煙

消雲散。

除了那極盡專業的精神外，我還體

悟到何謂在工作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

體現生命。

74 台灣勞工季刊︱40期︱



撰文 蔡曉薇

澳洲的背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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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九月，我開啟旅澳的背包客生活，出乎意料

的兩年，走了六大洲、八大城市、無數個小鎮，把

國民外交的自我使命留在兩個食宿交換家庭，青春

的汗水則揮灑在六個農場、一個包裝工廠、一個血

腥的羊肉場；而現在，我滿載快樂、祝福與希望回

到家鄉。

農工初體驗

風情萬千、適合情侶在街道上散步

的 Melbourne 是我的第一站，熱情的人

們與昂貴的浪漫是我對這城市的註解，

身為背包客不能亂花錢的強烈想法，讓

我成為 35 號電車的常客，外加一張如捷

運悠遊卡的 MyKey，我參加了免費的殭

屍節遊行、夜守海灘等待小企鵝回游上

岸、去了很殺底片的彩虹小屋，一直到

前往 Rochester 蕃茄農業重鎮之前，一

切都是孤單的美好。

搭上州際鐵路來到 Rochester，開

始展開我「Working Holiday」的生活，

與馬來西亞工頭 ( 仲介 ) 聯繫上之後，住

在沒甚麼網路訊號的露營場地中的一間

平房，認識第一批台灣人，有工作的時

候每天都三點起床四點上工，下午兩、

三點下班，在早晚溫差極大的農地，有

時候頂著幾近 40 度的高溫在蕃茄車上丟

苗、走在葡萄園裡剪枝，看著海市蜃樓

的幻像，想著晚餐該煮些甚麼，有時候

穿了保暖衣、厚重的外套，還是敵不過

低溫下碰冰水的痛楚，敵不過其他勞工

的偷懶，最後只有好好洗個熱水澡的心

願支撐著，偏偏露營場地的淋浴間在房

子之外，我們必須穿著滿佈泥濘的雨鞋，

帶著大包小包的換洗衣物加吹風機 ( 我是

女生所以比較多東西 ) 完成這在台灣非常

簡單的例行公事；沒工作的時候大家就

窩在家裡看影集、聊天、做甜點並研發

新料理，看似愜意的生活底下，其實大

家都有自己的擔憂，因為農場工作是季

節性、看天吃飯，不穩定且存不到錢，

每個人都煩惱著下一站去哪 ?

勞工心聲3TAIWAN
LABOR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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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體會到「天下無不散的宴

席」，就是我們之中有人離開，同住在

一起三個月，從客套的打招呼到宛如家

人般的情感，有人哭著相送，有人笑著

祝福，而這也是我學習以「擁抱」代替

語言的開始、在失與得之間學習自我平

衡。

吃遍 Tasmania 水果

拜 網 路 之 賜， 得 知 12 月 適 逢

Tasmania 櫻桃季的時節，買了機票推著

行李箱再次出發去新地方，有「澳洲紐

西蘭之稱」的塔斯馬尼亞是一個鳥瞰之

下為心型的島嶼，土地面積比台灣大 2

倍，以生態物種豐富與國家公園密度最

高為名。

資訊流通發達的 21 世紀，真的不用

害怕找不到地方住、找不到工作，只有

好與壞之差，拜臉書社團之功力，順利

的讓我與朋友在背包客棧住一個半月後，

搬到 sharehouse，這是一個集香港人、

中國留學生、台灣人一起的房子，在這

裡，我吃到最多樣化的亞洲料理、聽到

最多的方言、感受到「出門靠朋友的」

甘心，地方之大沒車等同沒腳，靠著朋

友開車一間間農場去問工作、留資料，

終於在櫻桃開季之前得到錄取揀選櫻桃

的好消息；採兩班制的櫻桃工廠，下午

兩點上到晚上十點，與蕃茄農場不同的

是櫻桃廠永遠處在低溫狀態，手腳永遠

冰冷，戴上頭套與手套，藉由好的眼力

在濕濕冷冷的櫻桃上分級次挑選出來裝

箱，也因為一整間房子的人都在做櫻桃，

永遠有吃不完的櫻桃，我們做了醬、派、

蛋糕，一顆顆飽滿的櫻桃增添小島風光。

屬於冬天產物的櫻桃就在 2 月份結

束，再次陷入找工作的煩惱之中，為了

不再這方面花費太多心力，我選擇入住

「工作旅社」，一種用昂貴的住宿費換

取工作的背包客棧；在這耐心等了一個

半月才得到摘蘋果的工作，等待是值得

的，因為入住的都是外國背包客與少數

的亞洲人，二十四小時生活在一起，絕

大部分只用英文溝通，讓我在英文對話

上有很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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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室內的工作，蘋果農場佔地

很大，基於品種和用途的不同，有的蘋

果樹很高且分支眾多，平均都有 200 公

分，以計件來算薪水的蘋果，對女生來

說就是一份很吃力的工作，扛著梯子且

爬上梯子摘蘋果，下雨時更要注意梯子

穩固性，而胸前還背著袋鼠袋 ( 放蘋果的

大布袋 )，強壯的手臂與寬大的肩膀指日

可見；

Eat apple a day keep doctor 

away ！一天吃七顆蘋果是我最自豪的

事情，假日做蘋果派變成打發時間的樂

趣，之後更為了想吃遍澳洲水果的動

機，接下草莓、杏桃、西洋梨的農場

工，每一份都很累且賺不到錢，我卻覺

得心靈更富有，擁有文化差異下的同理

心、深刻感受世界大不同的驚奇與快

樂，換來更多地球村的朋友。

雪梨不怎樣

透過朋友介紹鹽巴包裝工廠，我來

到 Sydney，參觀建築史上的奇觀 - 雪梨

歌劇院，走在可以承載電車、公車、汽

車、自行車的雪梨大橋，感受這個美麗

的城市；鹽巴工廠是我做過最無趣的工

作，半人力半機器的包裝制度，工作時

數依照訂單量多寡而不穩定，伊朗籍的

老闆愛用韓國背包客與印尼留學生。凡

事總有意外發生，不到三個月工廠因為

訂單不夠多大量裁員，而我是其中一位，

提早為雪梨之旅，畫下句號。

肉場我也來

毫無預警被裁員並沒有打消我繼

續旅行的念頭，這一站我來到高原小

鎮 -Wallangarra，羊肉屠宰場，屠宰場

必定血腥，但卻也是薪水最好的一份工

作，廠內百分之八十都是亞洲人，絕大

部分都是台灣人，來到這裡像回到家鄉

一樣的親切，僧多粥少的工作環境，導

致每個新人都要在工廠規畫「等工區」

的區域等待，有點像台灣設置的吸菸區，

勞工心聲3TAIWAN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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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天氣好壞，有去等就有希望是當時

大家互相勉勵的話，男生又比女生容易

等到工作，因為需要壯丁趕羊、推羊、

扒羊皮，吸羊毛、修肉、切腿等等，女

生則是包裝居多，幸運的我在一個月後

進到冷凍庫工作，處理出貨的業務。

每天都在 -2 度溫度下工作的我，穿

上七件衣服、兩件長褲、兩雙厚襪都還

會手腳冰冷，很多時候連寫字都要忍耐

手指頭的痛與麻，如果不小心很容易被

重達 25 公斤的羊肉砸到腳，更由於長期

待在低溫場所，關節都會酸酸的，一碰

就痛，只能晚上入睡前泡熱水減輕疼痛

感，迎接新的一天工作日，雖然羊肉廠

造成身體某些不適甚至傷害，我卻慶幸

待過這裡，看到在合理的薪資之下員工

只會更努力工作的景況，縱使在些許抱

怨之後，大家也都還是回到崗位上繼續

當小小螺絲釘。

歸來

兩年的旅澳生活在搭上廉價飛機回

台的那一刻，讓我找到心中盤旋已久的

答案，每個人選擇當背包客的動機不同，

但都代表願意為自己的人生做改變，不

斷的努力嘗試，這是一種正向的力量。

當有些人問我，青春歲月中的兩年你只

是在國外當勞工不覺得浪費嗎 ? 我現在

可以回答了 : 一點也不浪費，給我祝福的

人讓我更感恩所有，與我同行的人給了

我更多勇氣，縱使人生方向一樣不明確，

但我清楚的知道我會一直走下去，走的

更自信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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