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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家庭佣工
�

   历史的轨迹和当代的影响

[美 ]克里斯蒂安娜!哈齐格 撰 � 林周婧 � 崔 � 戈 译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

[摘要 ] � 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国际劳动人口和消费体系的影响已被探讨很多, 可是我们

对一些私人领域,例如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和个人生活轨迹等方面认识甚少。从移民家庭佣

工身上可以知道全球化对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安排的影响。看到除了对其个人前景和两性

关系有所改变外,还进而改变了社会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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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国际劳动人口和消费体系的影响已经被大量探讨过, 可是对一些私人领域, 例如两

性关系、家庭关系和个人生活轨迹等方面却知之甚少。外籍家庭佣工填补了这一空白。很多妇女移民到外

国做家庭佣工,这一行为表明了国际劳动人口和私人生活间的相互联系; 她们的种种活动体现了全球化对家

庭和家居生活安排的影响。外籍家庭佣工的出现除了对她们个人前景和两性关系有所改变外,还进而改变

了社会及文化。她们的变化发展促成一个跨文化领域的形成,其中包含社会的变化发展。

有薪外籍女家庭佣工 � 组成了外来劳动人口中一个最大的女性人群,不仅 20世纪和 21世纪是这样,实

际上在移民历史上历来如此。经济结构重组 (主要是农业和纺织业 ) ,财富的不平均分配和国际劳动人口划

分上的变化都说明了这一点。世界各地由于各种各样的家庭佣工移民体系联系了起来, 不过外籍家庭佣工

的确切人数、变化趋势和历史发展几乎无法确切地知道。∀

这样的移民是否依然不被列入男性统治社会,或者是否被视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 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分

析的角度。对外来移民的主流研究中, 对单身女性关注很少。但是如果把这种移民看成两性共同广泛参与

的过程的话,那么外籍家庭佣工就是一支庞大的队伍。然而实际上无论世界范围内的还是相对地区内的都

很难找到移民潮性别方面的数据。# 绝大部分外来佣工都没有得到政府的管理,对政府来说他们仿佛是 ∃透

明人%,所以通常外来佣工移民在暗中活动。简而言之,对此没有文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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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术语的解释:目前最常用的指代妇女的术语就是家庭佣工、家务工人,或在英国被称为有薪家庭女佣工,这最有可能是最准确的术语。

历史上 ∃家务佣人 %确切含义指该职业的从业人员。本文谈到历史情况时使用 ∃家务佣人 %一词,谈到现今的情况使用 ∃家庭佣工 %一词,谈到

这种体制时使用 ∃家政服务 %一词。

� � � ∀ H eyzer/W ee ( 1994 )指出 ∃很多官方的统计数字未能准确说明女佣这一行业的实际人数, 尤其是那些非法移民过来的 %,第 39页。

H eyzer, Noeleen, G eert je Lyck lama �N ijeholt, andN edra W eerakoon, eds. 1994. The Trad e in Dom esticWorkers: Cause s, M echanism s, and Conse�

quences of Interna tional Labor M ig ra tion. London: Zed Books.

� � � #现有的统计数据经常前后不一致,或已经过时。有些国际研究机构和经济智囊团的调查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参见各种 OECD报告,

移民政策学会的数据,等等。



由于同样的原因,社会研究也非常缓慢地开始了解那些移民的外来家庭佣工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包括对

她们所离开的国家,也包括对她们所迁入的国家。在后者的社会 (西方社会 )里,外籍佣工的出现已经引发

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大量讨论。人们对再生产领域劳动 (包括照顾老人儿童、干家务活、提

供情感和教育上的帮助 )的关注; 其他来源的人员加入外籍家庭佣工群体的过程和种族等级制度的固化;女

权主义要求和运动的一致性与多样性; 对再生产领域劳动和家务劳动价值和技能的肯定;最后但不是不重要

的一个就是移民政策,这些话题都在讨论之列。虽然讨论开始于外来佣工的出现, 但现在讨论的内容已触及

到社会的核心问题。

那些外籍家庭佣工的祖国有同样的问题。这些国家的许多妇女去别国干家务活,因为她们认识到自己

必须养家糊口,也有能力这么做。家人也支持她们做出这样的决定,这很常见。去国外干活来挣钱养家,不

仅可以提高妇女家中的地位,还十分有助于增强她们的自信,而且她们的工作经验和技能也提高了。这一

切, 包括妇女担起家庭的责任,都对两性角色、两性关系有一定影响。拿养育子女来说, 母亲长时间外出工作

对孩子们的成长是不利的,但是人们早就在争论从长远来看这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母亲外出去赚钱可以加

大子女受教育的经济投入 (Hatmachj,i 2003)。� 使孩子能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前途,是这些女性外出务工

最重要的精神动力之一。她们给家里的汇款对本国的经济状况有深远的影响, 因此政府设立了许多可以快

速简单兑换货币的专门地点。这些款项可以帮助国家保持外币的收支平衡, 所以国家经济也依赖于此。到

目前为止,这些汇款主要用于消费,对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的长远作用不大。政府出台了各种经济政策以矫

正投资领域的不良现状。

本文将对过去和现在不同的外籍家庭佣工移民体系做出简介,并提出她们的迁移对原住地社会和前去

工作的社会有何影响。

移民体系

从地区性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可以得知移民制度的组成、发生、维系和组成成分 ( Lu�
cassen /Lucassen, 1997; Jackson / M och, 1996)。∀ 当一种移民现象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成员又维持了很长一

段时间时,这种移民就形成了某种体系。出现移民体系既由社会结构决定,又源于和维系于参与其中的人以

及他们的活动。不同国家经济之间的依赖, 不平等的发展 (如美国墨西哥之间, 德国波兰之间 ), 中心边缘辐

射效应,加上殖民主义、历史移民问题、文化相似性,还有相邻的地理位置, 都使移民体系得以发展。然而移

民体系要进一步扩大,这些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还必须通过私人与私人的关系和一些推理得来的关系联结

起来。认同与记忆是移民体系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那些在移民体系内迁徙的人维持着这种认同和记

忆, 移民体系内部的整体社会环境也维持着它,各种四处传播、不断招揽来新成员的信息同样维持着它。移

民过程中成功的事例总比失败的事例流传得广。迁移出去的人与原住地的人常有联系, 国家的政策和机构

也为移民大开方便之门。所有这些对于维持一个移民体系都相当重要。移民体系涉及的面很广,比如它把

南亚与波斯湾或北美联系到一起。它也可能涉及到十分具体的历史时期或地区,比如 20世纪 20年代德国

女孩移民到荷兰; 19世纪与 20世纪之交波兰妇女移民到芝加哥; 斯洛文尼亚妇女移民到埃及 (H enkes,

Knothe, Barbi&c / M ick lav i&c i&c - B rezigar)。

罗波塔! 爱斯皮诺莎 (Roberta E sp ino za)在∋世界妇女( ( Ehrenreich /Hochsch ild, 2002: 325)# 中归纳过四

大移民体系: 1、南亚向波斯湾; 2、南亚向欧洲; 3、东欧、非洲向西欧; 4、墨西哥向中北美洲。把这几个移民体

系加以区别并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考查,就可以更好的了解移民是怎么成为体系的,也可以更好的

了解这其中女性移民的经历。经过这样的研究我们会进一步看到移民体系的错综复杂。

我们目前了解得最多的移民体系涉及到各个亚洲劳工输出国、劳工输入国和中东地区。尽管在北半球

人们并不十分关注这个体系,也不认为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密切, 这一体系很可能包含的人口非常多,

涉及到的外籍佣工原住地国家有孟加拉、缅甸、印尼、中国、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佣工所迁入的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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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文莱、波斯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和加拿大 (H eyzer/W ee 1994: 36)。� 其中有的国

家比如巴基斯坦,既是佣工的原住地,又是别国佣工迁来工作的地方 ( N ijeho lt 1994: 10)。∀ 区分这两种社会

的显著标志就是巨大的财富分化。据估计, 这个移民体系在 20世纪 80年代有 100万到 170万的妇女成为

外籍家庭佣工 (H eyzer/W ee 1994: 40)。

第二个移民体系中欧洲是外籍家庭佣工前去工作的地方。这些妇女可能来自英法以前的殖民地, 也可

能是从中东欧国家去德国 (波兰 )和奥地利 (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意大利和希腊是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阿尔巴尼亚妇女做家庭佣工的地方,假如她们能安全度过亚得里亚海的话。# 早就有人研究过意大

利和菲律宾也有密切联系 ( Parre �nas, 2001)。) 欧洲内部的南北移民潮从另一方面也使劳工市场供应充足。

来务工的女性有的通过中介机构进入欧盟, 有的来寻求政治避难,有的打旅行签证的主意, 常有些人被视为

非法入境。

第三个移民体系中佣工移入地是北美洲,移民的佣工来自菲律宾、拉美地区、加勒比海地区,例如多米尼

加、牙买加、萨尔瓦多、瓜地马拉,不过最多的来自临近的墨西哥。∗

然而,在拉丁美洲和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地区,妇女外出务工与上述地区不同。该地区本身是一个自给自

足的移民体系,富裕的地方吸引着很多劳工离开贫困地方来务工。像过去一样,妇女从乡村和城市周边流向

城市,文化因素使这一迁移从未停止。上世纪 70- 80年代拉美大约 20%的女性劳工做家庭佣工, (M om sen,

1999: 81, Pappas- De luca, 1999: 100)。+ 80年代在波哥大, 家庭佣工占总人口的 17. 4%, 其中 98. 2%是妇

女。这个数字说明的只是住在主人家的佣工数量 ( Castro, 1989: 106)。, 在布依诺斯艾利斯这一百分比从 40

年代的 30. 5%下降到 80年代的 20. 6%。但实际数字从 40年代的约 370万 6千增长到 80年代的 567万

( Gogna, 1989: 84)。− 虽然有人做出与上面的发展趋势相反的预言。家政服务,常以一种前现代的工作类型

出现,在拉丁美洲过去和现在从来也没有走过下坡路。

与南美洲的情况相同,非洲的这一情况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这种移民以家族关系为依托, 收养孩子,

从乡村出来投靠城里的亲戚, 一边给他们做家务一边学门手艺 ( Sanjek, 1990), 所以非洲的家庭佣工主要来

自内部移民,即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或者在文化同构的国家之间,或者是从边远农村地区向中心城市流动。

南部非洲的工作一直都和移民密切相关,实际上由于空间的分隔和 ∃种族%隔离,流动导致就业, 就业导致流

动。当矿工做临时的工作以及有意识地在村庄和矿山之间轮流工作时, 这种情况无论过去和现在也适用于

他们,家庭佣工亦是如此。 20世纪 90年代末, 在南非从事家务劳动已经成为第五大正式工作 ( LeRoux,

1999: 185)。. 因为交通不便而且每天的工作时间长,女性劳动者不论是从乡村到城市的,还是住在边远地

区的,都得住在雇主家里,或者说这使得住在雇主家里成为最好的选择。

殖民历史也是促成非洲人向欧洲移民务工的原因之一。埃塞俄比亚人、厄立特里亚人、索马里人去意大

利, 塞内加尔的妇女去法国, 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妇女去英国。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也常有说法语的非洲移民。

这些移民中有一些本来是难民或是来寻求政治避难的。可是他们中的许多妇女经常一边等待欧洲北美当局

批准她们的难民身份,一边去做家庭佣工赚钱。所以说难民与务工移民的区别并不十分明显。

奴仆制度的推理性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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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体系不仅可以通过主体的结构变化来解释, 这样的体系也有其历史范围。经济结构的重组过程,历

史上奴仆制度背景以及女性的社会角色都支撑着移民体系。这些大环境的成形有历史原因, 而各个不同的

社会也有各自的具体情况。

美国、加拿大的家政服务主要体现了移民功能和排斥异己的心态。这两国都是白人定居的社会,在体制

上极为相似。但是由于两国所走的历史道路毕竟不同,移民政策也不同, 所以两国的家政服务也不相同。美

国曾经实行过奴仆的师徒契约制、移民入境制、奴隶制、种族等级制、种族隔离制、非法移民入境制和绿卡政

策, 这些无不说明了家政服务方面存在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随历史的改变而改变。在加拿大,家政服务呈

现下面这些特点:其人员有从法国来的已定婚的女士,有从英国来的单身女性。招募她们是为了教化刚建立

起来的社会,作为哺育这个新社会的母亲,她们确保国家未来掌握在白人手里; 还有从西欧北欧招募来的妇

女, 通过∃住家保姆%计划招募来的妇女。所谓∃住家保姆%计划即政府出台一些政策吸引加勒比海地区和菲
律宾的外籍移民,来为夫妻双方都工作的家庭照料家务, 从而弥补政府在对本国幼儿提供照顾方面的不

足。�

在∋西属美洲( ( Spanish America)一书中, 正如库斯尼索夫 (Kusnesof)的历史记录 ( 1989)指出的那样,家

政服务既是殖民时代生活方式的产物, 又是从乡村向城市移居的产物。社会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来家

庭由男性统治的,是权利集中的基本单位,妇女只能在男人的保护下生活, 或者说只能接受男人的领导。殖

民时代这种观念开始逐渐演变,一直到 20世纪,社会的观念形态甚至强调妇女有能力出去工作,而家政服务

在这时成了贫穷单身妇女最理想的工作。她们在雇主家里工作,从男主人那里可以得到足够的保护,从雇主

的家庭生活中可以学习知识可以为自己未来的婚姻做准备。 16世纪到 19世纪的殖民时代, 除了低技术含

量的生产和城市里的各种服务行业以外,家庭生产∀是生产的主要地点。有大批佣人受雇于此行业。在大

都市里 (布依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加拉加斯 ) 20%的家庭雇用家务佣人,一个到几个不等 ( Kusneso ,f 1989:

22)。#

外籍家务佣人的大量出现,或许就是因为她们的大量出现, 家政服务领域内出现其他人员进入这一行业

的过程和家长统治有所改变的现象。17世纪西班牙移民过来的妇女以订立契约的仆人身份出现时,勤劳的

妇女也被雇佣,处于一种半奴隶状态下工作;后来黑人和解放了的奴隶也进入雇主家庭干起了这一行; 许多

人还源源不断地从乡村涌向城市。当劳动阶级的妇女和其他来源的妇女开始占据这一行业时,原来在亲属

关系基础上的雇主对家庭佣工的家长统治随着时间而改变了。此时, 家政服务工作和 ∃处于阶级 /种姓 /肤

色制度的底层的人%联系起来了, 在西班牙裔美国人的社会中占了主流,并且引起主仆关系的逐步疏离和这

一工作作为服务性职业的地位的丧失 ( Kusneso ,f 1989: 22))。

到了 20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城市各项服务的改进,再加上男人工作机会和工资待遇的改善,家政服

务似乎萎缩了下去。可是,随着二战后白人妇女工作机会的增多, 对家庭佣工的需求又增长起来。与此同

时, 农业发展前景不看好,很多妇女不断地来到城市找工作。这里不太需要不熟练的女产业工人,所以家政

服务依然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

和其他地方一样,拉丁美洲家庭佣工的流动有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在里面。一方面农业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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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两国家政服务方面的文献很多。例如关于美国的,参见 Katzm an, Dav idM. 1978. S evenDays a Week: Women andD om est ic Service in

Indu stria lizingAm erica. New Y ork: OxfordU n ivers ity Press; Rom ero, Mary. 1992. M a id in the U. S. A. New York: Rou tledge; G lenn, E velynN akano.

1994. ∃ From Serv itude to ServiceWork: H istoricalC ont inu it ies in the RacialD ivision of Paid Reproductive Labou r. % In: V ick iL. Ru iz and E llen Carol

Dub ois, eds. Unequa l S isters: A Mu lti- cultura lR ead er in U. S. W om en 'sH istory, 2nd ed. N ew York: Rout ledge. Pp. ???. 关于法国的,参见 Barber,

M arilyn. 1991. Imm igran tD om estic Servan ts in Canada. Canada 's E thn ic G roups. O ttaw a: C anad ianH is toricalA ssociation; Daenzer, Patricia M argot.

1993. R egu lating C la ss P riv ileg e. Imm ig ran tS ervan ts in Canada, 1940- 1990 s. Toron to: Can ad ian S cholars 'Press; Bakan, Ab igail B andDa iva S tasi�

u lis, eds. 1997. N ot On e of th eF am ily: F oreign Dome sticW orkers in Canada. Toronto: Toron toU n ivers ity Press.

现代欧洲早期家务佣人在家庭生产中的出现,参见提勒 /斯考特, 1978。佣人占欧洲前工业社会城市人口的 15- 30% ( p. 16- 65)。

Ku zn esof, E l izabeth. 1989. ∃ A H istory of Dom est ic Service in Span ishAm erica, 1492- 1980. % In: Ch aney / C as tro, M ucha cha sNoM ore, 17-

36.

Ku zn eso,f E lizabeth. 1989. ∃ A H istory ofDom estic S erv ice in Span ish Am erica, 1492- 1980. % In: Chan ey/ C ast ro, Muchachas No More, 17-

36.

有关拉丁美洲家政服务的编史主要受玛戈! 史密斯的研究影响。她的研究首次出现在其博士论文中,后发表为文章 ( 1973 )。她认为家

政服务可以看作是农村妇女生活跟上现代化的机遇。随后的研究中家政服务也常带有妇女解放的意义,在拉丁美洲现在不总被当作是压迫妇

女的行业了。 ( Pappas- Delu ca, 1999; Radcliffe, 1999)。她认为妇女的职业介绍所更是这样。



重组使得人们不得不向外迁移,尤其是妇女离开乡村, 土地所有权政策的改变使妇女逐渐丧失对土地的保

有。这一点 Pappas- Deluca( 1999)为智利指出过。拥有土地的机会十分有限, 一直都被认为是妇女离开去

城市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R adc liffe, 1999)。� 其他原因有男性就业率降低迫使妇女必须出去工作, 农村的

妇女工作岗位也越来越少,她们只有去城市寻找出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 上述经济方面的因素和文化意

识形态的因素结合了起来,于是我们得到这样一些概念,除了父权统治下女性的传统角色外, 还有现代化、解

放和自我实现。智利的妇女一直利用移民到城市来消除对她们的限制与约束。她们被吸引到城市还因为她

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城里找到工作,例如像做家庭佣工。她们还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经济独立和社会生活

的独立,能够远离乡村的无聊生活,能够在城里找到朋友交往。即使在一个文化保守的社会里她们的行动也

被看作是一种解放 ( Pappas- Deluca, 1999)。∀ 有时,家政服务的工作还使女性不必完全承担母亲的责任,甚

至不再去承担母亲的责任,令她们超越仅仅做母亲这一单一的社会角色。据 Radicliff介绍,厄瓜多尔也有许

多妇女移民做家庭佣工,使自己成为∃白人% # ,即更像一个白人, 一个城里人。她指出在安第斯山区是否为

白人不是看表象的,而是通过穿着规范、持有现金和操西班牙语体现的。 ( Radc liffe, 1999: p. 92))

在南部非洲,移民到城市做家庭佣工还与农业经济结构性变化和土地所有制紧密相关。农村的男人要

么去找工作而离开,要么为遗弃家人而离开 (常常两个目的兼而有之 ), 留下妇女独自抚养孩子。可是她们

没有什么收入来源,既无工作经验又无教育背景,移民到城里做家庭佣工是唯一的选择。同时,农村经济结

构性变化也促使乐意进城务工,而城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正纷纷走出家庭工作赚钱,这样,城市对家

庭佣工的需求就增长起来。

后殖民时代的南部非洲经济逐渐转好, 虽然表现得还不很明显。想雇家庭佣工的人越来越多,情况各不

相同。政府一直对这个行业视而不见, 没有对工资水平做任何规定。佣工薪水的多寡和工作条件的好坏全

由雇主随心所欲。∗ 工作条件怎样取决于雇主家庭属于哪一种类型。在男主人说了算的家庭里她们可能会

遭遇性骚扰;在家里占统治地位的女主人对待她们可能像对∃孩子一样%, 或是对待伙伴那样。住在白人家

庭的佣工工资会高一些;由于不能和主人同住一室, 她们住在佣人房里, +因此也有一定的隐私。在黑人家

里工作,佣工常被当作 ∃家里的一员%, 当然这是为了在无形中更多地剥削她们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M iles,

1999)。,

南部非洲的妇女去做家政服务有以下理论依据 (目前有对南非、斯威士兰的调查; 而在赞比亚殖民时代

刚结束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务佣人主要是男人 ):

   做家政服务佣工可以得到雇主提供的食宿, 她们就可以省下吃住的费用。

   与住在农村的简易房和住在边远地区擅自占地的房子相比,住在雇主家里十分安全。

   她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份工作收入让子女受教育,从而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

   对她们自身而言,这份工作是个跳板,一边做工一边等待更好的机会, 或者等赚够钱买台缝纫机自

己做点小生意。在加纳,家庭佣工变成街头小贩是很有可能的 (M iles, 1999: 207)。−

由于缺少专门的职业介绍所   这对家庭佣工来说可是太宝贵了,因为雇主经常克扣工资    她们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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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cliffe, Sarah. 1999. ∃ Race and Dom est ic Service: M igrat ion and Iden tity in E cuador. % In:M om sen, G end er, M igration andD om estic S ervice,

83- 97.

Pappas- Delu ca, Katin a. 1999. ∃ T ran scend ing Gendered Boundaries: M igrat ion for Dom estic Labou r in Ch ile. % In: M om sen, G ender, M igra tion

and D om estic S erv ice, 98- 113.

∃在基多,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拥有白人特征与城市的文明进步、发展壮大结合起来了,尤其是他们的社会精英, 在表现基多城为首都

和中心城市的文学创作和其他视觉形式创作时,特别突出这一点。% Rad cl if fe p. 91

Radcliffe, S arah. 1999. ∃ R ace and Dom est ic Service: M igrat ion and Ident ity in Ecuador. % In: M om sen, G end er, M ig rat ion and Dom estic S ervice,

83- 97.

这一点 80年代一直有争议说斯威士兰并非如此 (参见 M iles, p. 208 )。在南非,现在对佣工的工资已有规定,不过规定未必得到了执行。

在雅加达,为西方家庭工作就得从根本上适应西方文化,而西方的生活方式在那里是被人瞧不起的。 E lm h irst, R ebecca. 1999. ∃ /Learn�

ing the Ways of the p riyayi:' Dom est ic S ervants and th eM ed iat ion ofM odern ity in Jakarta, Indonesia. % In: Mom sen, Gender, M ig ration and Dome stic

S erv ice, p. 242- 261

M iles, M iranda. 1999. Work ing in the C ity: The Case ofM igrantW om en in Swaz iland s'Dom est ic S ervice Sector. In: M om sen, G ender, M igra tion

and D om estic S erv ice, 195- 211.

M iles, M iranda. 1999. W ork ing in the C ity: The C ase ofM igrantWom en in Sw aziland s' Dom estic S erv ice Sector. In: M om sen, G ender, M igra tion

and D om estic S erv ice, 195- 211.



工作主要通过自己的关系网。∃除非认识某个城里人,这人又认识别的需要佣工的城里人,这些妇女是很难

找到工作的。% (M iles, 1999: 207) �

她们解决问题的策略是靠朋友间的关系网。大家都知道做家庭佣工是为了养活子女让他们受教育,所

以她们彼此帮助维持尊严。 ∃为了孩子,这些家庭佣工找到了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策略,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政府未能确保斯威士兰这一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不足。% (M iles 1999: 207)∀

做这行给她们带来了矛盾困扰。一方面她们对于外出做工不能照看孩子感到焦虑紧张; 另一方面尽管

男人遗弃了家,但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养家糊口,她们有感到独立的喜悦 ( LeRoux, 1999: 192)。# 在南部非洲,

家政服务正处于十字路口,不同的感受冲击着女性佣工们,不同的道路等待她们去抉择: 是逃离乡村抑郁的

生活去城市拥抱前景与机遇,还是在压迫与贫穷中坚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在英国这个最早出现佣人的国家, 二战后家政服务行业中雇主的社会形象和工作的组织方式经历了根

本性的变化。从前这一行是维多利亚时代、爱德华时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到了 20

世纪 50年代衰退了。到 80年代做家政服务的女性人数再次上升,如今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产阶级家庭, 夫妻

双方都工作且孩子很小的家庭。服务内容有两类最多:照顾孩子和打扫卫生。 ∃ 80年代的一项研究表明,当

代英国 30 40%雇佣家庭佣工的双职工家庭让她们打扫卫生。而且,我们的调查显示双职工家庭中有一小

部分 (不到 15% )雇不止一个佣工, (通常一个看孩子,一个料理家务 )。因此这个行业成为当代佣工社会中

产阶级日常社会再生产的重要一环 ( ( Greg son / Low e, 1994: 50)。) 这个行业在 80年代急剧扩张, 除了包吃

住的和不包吃住的佣工之外还有很多机构也提供此类服务。

这对女性家庭佣工意味着什么?

∃调查研究经常不能说明调查对象的个人看法, 只有结合她们的观点我们才能观察到移民做家务劳动

是怎样给妇女机会去挑战限制她们流动性的社会, 怎样给妇女机会让她们继续前行。% ( Pappas- De luca,

1999: 112)∗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关于移民的分析如此有赖于不同的研究者的角度。人们可以认为妇女

移民是强加到她们头上的剥削和不平等制度下不得不流向四处,也可以看到她们的能动性,看到移民经历对

她们的意义,看到她们是怎样与社会的束缚抗衡去寻求适合自己的机会。

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强调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工农业的重组,认为主要是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农村家

庭手工业经营日益萎缩的实际情况迫使农村妇女涌入家庭佣工的队伍中去。这种研究还列举出家庭佣工汇

回家的那些款项的积极而有限的作用, 人才流失对整个国家各方面的影响, +以及消费型文化和实利主义之

间的发展不平衡, ,从而强调指出以上这些对国家经济的重要影响。这种研究还关注于讨论妇女移民做家

庭佣工是否可以看作现代化的推动力之一, 或者她们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而我们这个以平等为基础的

民主文明的社会不该允许它存在。

可还有一个问题:移民去做家庭佣工有妇女解放作用吗?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与任何女性可以从事的行

业相比,服务行业的环境主要由女性组成,当然少数例外, 如英国管家, 殖民时期的男仆, 中国的男洗衣工。

尽管如此,干家务活的是女性佣工,雇佣她们的是家庭的女主人。妇女完全有能力决定干这行,认为自己熟

悉所作的工作 (这与有些人提出的家务劳动不需要技能可不一样,实际上家务活也需要一定的劳动技能 ) ,

通常也没有男人反对这种女性劳动和付给劳动报酬。除此之外,女性认为这个工作是现成的马上可以做的。

不同的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促成并维持不同的移民体系。不同的动机和动力促使妇女从事这行。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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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iles, M iranda. 1999. Work ing in th e C ity: Th e Case ofM igrantWom en in Sw aziland s'Domest ic Service S ector. In: M om sen, G end er, M ig ra�

tion and Dom estic Serv ice, 195- 211.

LeRoux, Tessa. 1999. ∃ H om e isW here the Ch ildrenA re:' A Qualitat ive S tudy ofM igratory Dom esticW ork ers inMm otla village, Sou th A frica. %

In: M om sen, Gender, M igration and D om estic S erv ice, 183- 182.

Gregson, N icky andM ichel le Low e. 1994. Serv icing theM iddle C la sse s: C lass, G end er andW ag ed Dom estic La bour in Contempora ry B rita in. N ew

York: R out ledge.

Pappas- Delu ca, K at ina. 1999. ∃ T ran scend ingG endered Boundaries: M igration for Dom est ic Labour in Ch ile. % In: M om sen, G ender, M igra tion

and D om estic S erv ice, 98- 113.

这些移民的妇女几乎没有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而且都受过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

这对移民原住地和移去的工作地文化的正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表格归纳出来。参见 Licuanan, 1994: 112 ( L icuanan, Patricia. 1994. ∃ The

S ocio- econom ic Impact ofDom esticW orkersM igrat ion: Ind ividu a,l Fam ily, C omm un ity, C ountry. % In: H eyzer, et a.l Th eTrad e inD om esticW orkers,

103- 101. )



移民体系中人口统计的结果也不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从乡村到城市短距离移民吸引了许多年轻的妇女甚至

是孩子。在非洲和拉美这种事情非常普遍 ( Sanyek, 1990)。� 城里的富裕亲属接纳农村来的穷亲戚, 觉得这

是一种责任; ∀年轻的女人和孩子成为传统的学徒, 给城里的亲属做学徒, 或被他们收养。来自别国的家庭

佣工常是年龄大一些的已婚妇女或单身母亲,她们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 南部非洲是个显著的例外,从

农村移民到城里的主要是些有孩子的已婚妇女。

虽然所有通过移民来做家政服务的妇女都是为了找工作和赚钱, 但她们未必都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

很多还受过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 尤其是菲律宾 ( Constab le, 1997: 77- 79) )和斯里兰卡的妇女, 从城边

地区移到市内的妇女也是如此。对于踏上移民务工之旅的妇女来说, 具备表现为所受教育的社会、文化资

源, 懂得本移民体系如何发挥作用,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支付职业介绍所的费用, 得到家人情感支持和物质支

持, 特别是替她们照看孩子, 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不是需要移民的人就能移民,而是有钱移民的人

才能移民。% ( Ismai,l 1999: 232)∗

移民做家政服务的妇女各有不同的背景和原因。在拉丁美洲,家政服务行业体现了文化历史层面的阶

级结构,体现了城市与边远地区的关系。这里的年轻女孩移民到城市找工作可以当作是个人成熟和自我解

放的过程,因为这样她可以摆脱男性统治和家长的控制。行业的文化传统保护她们不受粗野的污辱,使她们

把这个工作看作为通往城市生活和白人身份的有效途径。在这个传统中,雇主与佣工关系稳定,阶级界限清

楚, 佣工有可能向雇主争取一定的自由和不至于太繁重的劳动量;在城市里,她们与同行有一定的社交,共同

反抗别人的蔑视,就好像反抗把她与社会隔绝开的家庭一样。这个工作让她们远离污辱, 提供她们机会合

作。 20世纪 60 70年代联合式的家庭佣工组织帮助改善了工资与工作环境。天主教会为她们提供合法的

聚会场所,尽管教会的宣扬倾向于雇主,但这毕竟为有需要的佣工提供了住所与帮助。

移民的第二种情况与养家糊口和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关。有些移民体系比较完善, 例如从菲律宾

向香港和北美的,从斯里兰卡和印尼向中东地区的,菲律宾、斯里兰卡和印尼的妇女坚信出国务工可以赚到

更多的钱。有的菲律宾人舍弃像职员、教师这样需要熟练技术但薪水低的工作去香港、加拿大找类似家庭佣

工的工作,因为这样她们能赚到足够的钱给家里添置消费品,给家里盖房子, 让子女受高等教育。穆斯林妇

女移民到中东工作也是为了这些目的。为了不让家庭陷入困顿, +她们走上了中东务工之路; 同时自己可以

摆脱伊斯兰社会束缚她们的传统。

国家间移民的主要动机是想要达到或维持家庭的温饱生活,甚至小康水平。而在南部非洲,城边地区向

市内的短距离移民则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不过, 在这里,为了后代能受更好的教育仍然是移民的一个重要原

因 (M iles, 1999)。, 但是无论出于哪种原因移民, 这些妇女由于担负着全家的重担, 必然感觉到受制于人。

她们主动寻找机会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甚至有时是迫于家庭压力这么做的时候, 依然清楚地意识到家庭的

生活状态就取决于她们。她们的收入决定着家庭的未来和孩子的未来。这样的认识使妇女充满了力量,可

以帮助她们在遇到困难离开工作地时重新鼓起勇气回去继续工作, −虽然那里常常压抑她们剥削她们辱骂

她们。

作为资源的外来身份

在家政服务这个领域里最实在的社会文化资源就是佣工的外来性或者佣工与雇主的文化相异性。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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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 Series, N r. 3. Wash ington, DC: Am erican AnthropologicalAssociation.

对爪哇的社会精英人士来说,雇佣仆人与庇护提携穷亲属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这种普遍行为方式再加上责任感把上流社会的精英

和乡下穷亲戚联系起来了00雇仆人就不只是雇仆人那么单纯00乡下的穷人毫无道理地认为,在城里做仆人代表一种特权,有机会学习上

等人的生活方式,找到社会上向上爬的路径,虽然实际上这几乎很难实现。 E lmh irs t, 1999: p. 246

如同当地负责安排工作的职业介绍所规定的那样,移民到中东的妇女年龄最小为 30岁。

Con stab le, N icole. 1997. M a id to Ord er inH ongK ong: S tories of F ilipinaW orkers. Ithaca: C orn ellUn iversity Press.

Ism ai,l M un ira. 1999. ∃ M aids in Space: G endered Dom est ic Labou r from Sri Lanka to the M idd le E ast. % In: M om sen, G end er, M igration and

Dom estic S ervice, 229- 241.

这通常是男人和女人都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造成的 (例如世界贸易解放的范例造成的地方纺织业解体 )。

M iles, M iranda. 1999. Work ing in the C ity: The Case ofM igrantW om en in Swaz iland s'Dom est ic S ervice Sector. In: M om sen, G ender, M igra tion

and D om estic S erv ice, 195- 211.

斯里兰卡的穆斯林妇女常这样在本国和中东地区之间往返三四次。



的外来性是造成她们被严重剥削的主要原因,这样来看以上说法似乎有些奇怪。最明显的例子是看小孩的

保姆和为换取食宿和学习而为某家做家务的年轻外来移民。这些女性被雇佣完全是由于她们来自不同的文

化背景。那些为了学习而来的年轻人想要学习当地语言, 体验当地生活方式, 而雇主则需要训练有素的保姆

(不论是英国的还是外国的 )或者具备语言技能的年轻外来移民, 两厢不谋而合, 各取所需。这体现了这个

行业的核心本质。外来佣工与当地人的文化相依性, 这一点并没有像其可能并应该的那样被视为干这行的

优势,但是外来身份正是她们受雇的首要原因。外籍的女性佣工勤劳, 乐于受雇, 而本地妇女不愿做这种工

作, 至少是不愿以雇主所出的价格受雇。外籍佣工的文化差异性一方面增加了被严重剥削的可能性,另一方

面也掩盖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等级制度, 因为它发生在雇主所处的阶级社会现实之外。外籍佣工需

要赚钱,需要找到住处 (安全和保护 ),需要得到帮助来适应新文化, 雇主需要能住在家里随时提供服务的廉

价劳动力,所以双方正好各取所需。�

同理,家庭佣工也把自己置于与本族等级权力制度相似的文化之外, 因为置身于那样的文化自己不可避

免地又要处于最底层。这样做的时候她会参考自己在本国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她还可能强烈

地意识到本族文化中好的饮食习惯和养育幼儿的习惯方式 (H ondagneu- Sote lo, 2001)。∀

外来佣工去工作的那些地区 (北美洲、欧洲、中东 )在种族、阶级和性别方面的制度和文化很容易使人在

认识当地的历史与现状时形成一些模式化的印象。妇女的角色常与家务活相联系,所以她们常与那些过时

的理念、文化标记性质的东西结合起来。虽然英国妇女总以∃保姆%的形象出现, #但是实际上斯堪的那维亚

地区和德国的妇女被认为讲究卫生、诚实可信而且富于这方面的能力; 与此相对, 人们觉得爱尔兰女性不爱

清洁又信奉天主教;芬兰女人则被看得爱好清洁但不守规矩。) 这就是北美洲人想到这些女性时头脑中参

考的框框。这些模式化的印象在现今人们雇佣家政服务人员时依然影响着大家的选择。在人们的印象里加

勒比海地区的妇女又懒又傲;牙买加的妇女特别难以管束,但她们懂英语有语言优势;菲律宾人既能干又友

善, 是好管家; 拉美的女性有种天生的本领, 能亲近孩子照顾孩子。职业介绍所利用人们的这些模式化的印

象来面向客户,通过提供专门的资料更好地为客户找寻合适地家庭佣工 ( S tiell /England, 1999)。∗ 另一方

面, 求职的妇女也利用这种心理来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价值。

雇主在文化宗教上的倾向给移民到中东的穆斯林妇女带来许多优势。从斯里兰卡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妇

女可以多方面地运用自己的穆斯林文化资本。她们更容易保住工作,可以从地方招募处得到交通补贴,只需

交些象征性的招募费。一旦被雇她们还可以通过遵守宗教习俗来博得雇主的好感,稳定或提高自己在家中

的地位。 ∃这些女佣利用本人的外国穆斯林身份,如果这个身份适合她们的话, 更容易在心理上和实际生活

中灵活地融入新社会% ( Ismai,l 1999: 232)。+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因此把移民做家政服务看作一种机制,既能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又能突破个人的自

我局限和种种约束? 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社会文化领域里妇女的角色和家政服务在妇女这一角色的传统

中所处的位置,不仅如此,还取决于研究者和作者的角度和观点。如果认为这样的移民是保证家庭成员生存

和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必需手段, 那么妇女必将感到自己更加有力量。远离男权和父权的直接统治,自己管

理钱财,自主地支配积蓄,这些都会提高妇女的自尊心。能在公共场所有自己的社交,不再陷入孤立无援,不

再是家庭里看不见的人,这些都帮助妇女不再因为自己来自外国、只是个家庭佣工而感到耻辱感到受贬斥。

对组织帮助她们提高工资改善条件的人来说,他们的努力也得到了支援, 因为女性佣工最不满的情况之一就

是劳动得不到认同、感谢和尊重。所以,任何事只要能帮助她们得到认同,使她们被认为是技术工人和重要

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都令这样的移民带有妇女解放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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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富有同情心的女主人会帮助家庭佣工与政府部门协调和学习当地语言。

H ondagneu- Sotelo, P ierrette. 2001. D om!stica. Imm ig ran tW orkers C leaning and Caring in th e Shadow of Aff luence. Berkeley: U n ivers ity of

Ca liforn ia Press.

参见电视节目 ∃超级保姆 %,该节目中常有一位朴实的妇女,操英国口音, 带英式的雨伞,开古怪的英式汽车, 照看一些不听话的孩子。

(Mary Popp ins)

所有这些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例如,参见 M ary! M cC lung的 Pain ted F ires,女主人公是一位从芬兰移民来做家政服务的妇女。

S tiel,l Bernadette and K im England. 1999. ∃ Jam aican Dom est ics, Fil ip inaH ou sekeep ers and Engl ishN ann ies: Rep resen tat ion s ofToron tos' For�

eign Dom est icW orkers. % In: M om sen, G end er, M ig ra tion and Dom estic Service, 43- 61.

Ism ai,l M un ira. 1999. ∃ M aids in Space: G endered Dom est ic Labou r from Sri Lanka to the M idd le E ast. % In: M om sen, G end er, M igration and

Dom estic S ervice, 229- 241.



为了仔细体会这种进步,我们必须看看这些妇女回到本国后在促进本国文化发展上起了多大的作用。

这种文化的改变可能很细微但也很有效, 因为它发生在家庭这一最直接的层面上, 将会协调家庭内部的权

力, 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些妇女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这样她们遭到剥削时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通常,移民做家政服

务只在这些妇女寻求不同的生活目标和人生道路时所处的一种状态,但是,这也是一个现成的帮助她们实现

目标的手段,还是一种一个妇女可以自己掌控的方法。

结语

家庭佣工的这些经历表明,对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划分过于简单化了,这样去理解当今世界的国际政

治远远不够。表面上看有数以十万计的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在为其他更富裕的第三世界国家妇女打扫卫生、

照料孩子。现在,中国政府和妇联发出官方号召,鼓励城市家庭雇佣家庭佣工, 从而分担这些家庭主妇的家

务劳动。在美国和英国,家庭佣工被看作是职业女性的得力助手,帮她们分担了肩上事业和家庭这两副重

担。在拉丁美洲,家庭佣工是妇女从业人数最多的工作。大部分女性家庭佣工在为其他女性工作。那些在

波斯湾地区做家庭佣工的大部分妇女和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工作的菲律宾妇女都被我们仍然认为是∃第三

世界%国家的工作着 ( En loe, 1989: 193)。� 以上是辛西亚 ( Cynth ia)对家庭佣工移民的全球影响所作的分析。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她们的经历,她们所处的移民体系,她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 她们的生活轨迹和这一行

的术语行话对许多假设都提出了疑问, 也指明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单身男性

不能全面地反映移民的共性。这个过程和经历中不止有男性,两性都广泛地参与其中, 对移民的分析也应从

这样的角度进行。通过移民做家政服务是单身女性可利用的机会, 她们也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机会, 过去如

此, 现在依然如此。尽管,这样的移民体系形成源于经济因素和物质刺激,但是这些妇女也充分发挥了自身

的力量,维持这个体系, 适当改变这个体系, 使之为自己所用。她们的充分参与给现有的移民体系带来了一

定的影响,改变了移民的去向,使移民潮有所扩大、增长或减弱。她们的各种活动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环境也

有一定影响。她们的个人行为使世界变得更小, 她们移民去别的国家, 带去了本国的文化; 她们在外国给家

乡汇款、寄包裹,又把世界文化捎回了家,把家人在电视看到的世界更真切地带到他们面前。从一国移民去

别国做家庭佣工仿佛是一桩交易, 这些移民务工的女性将会给交易双方的人民生活带来比我们能认识到的

更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蒋海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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