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士頓新市長「台灣孩子」吳弭：移民家庭和職業媽

媽的身份，讓我想做好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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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弭與她的

兩個兒子。作為一位移民女兒和職業母親，她對社會公平特別關注。 圖片來

源：Michelle Wu 臉書 

  

週二晚上，一場改寫美國波士頓市長選舉的歷史誕生。台灣移民在芝加哥出生的

女兒、現年 36 歲的吳弭（Michelle Wu），打破美國最持久的白人男性主政的傳

統地方之一，成為該市歷史上第一位正式當選的女性。 

在揮舞著紫色標誌的支持者陪伴下，吳弭在勝選演講時說，要領導「適合所有人

的波士頓」，「我們準備好成為所有人的波士頓，不會排擠任何人，歡迎所有把

這個城市當作家的人」。她為了向這座城市的多樣性致敬，同時用西班牙語、法

語和中文重複了這一個訊息——「一切都有可能」。 

https://opinion.cw.com.tw/search/doSearch?keyword=%E9%99%B3%E5%AE%9C%E8%90%8D


影片 5 分 30 秒左右，吳弭以中文說：「這些都可以成為現實」 

這句「一切都有可能」不僅象徵波士頓新時代的到來，從她一路以來的關關難過

關關過的家庭和生活困境來看，特別充滿力量。 

移民家庭的掙扎，讓她和需要幫助的人們連結在一起 

吳弭的成長過程中，從未想過有一天會競選公職。她的父母和大多數的台灣人思

維一樣，教導她努力工作，遠離麻煩——然而，她的從政之路卻是從遇到一堆麻

煩開始。 

吳弭說，她的父母是來自台灣的移民，英文不算好，因此她小時候常需要替父母

做翻譯。她的童年生活主要在西北郊區巴靈頓（Barrington）長大，家庭經濟並不

寬裕，常在一些政府的社會安全計劃（例如一項針對婦女、嬰兒和兒童的聯邦食

品計劃「WIC」）幫助下度過難關。高中畢業後，她去了哈佛大學，並在獲得學

位後留在波士頓地區擔任商業顧問。後來因父母離異，母親的精神疾病越發嚴重，

成為吳弭改變人生的轉捩點。 

吳弭回憶，媽媽病發時，會摸著她的臉，尋找她不是機器人的證據，並告訴她：

「你不再是我的女兒，我也不是你的媽媽。」這讓她徹底一夜長大，意識到「當

這種轉變發生時，生命顯得很短暫」。她知道她需要回到巴靈頓，照顧母親與年

幼的妹妹們。 

為了就近照顧家人，她選擇在芝加哥北邊開了一家小茶館。然而，經營過程卻讓

她感受到芝加哥小企業主在獲得檢查和許可方面的沮喪和挫敗。她長期與政府的

官僚體系纏鬥，體悟到小企業主的生存不易，於是她離開茶館，為了瞭解社會體

系而進入哈佛法學院。 

在競選期間，這段家庭困境是她數次提及的過往，也是她踏入公共服務的初衷：

「說正確的話、維持『政治正確』的公共項目是不夠的，要盡可能地消除語言和

文化的障礙，和需要幫助的人民真正連結在一起。」吳弭的成長過程讓她從很小

時就明白，作為移民家庭，她與她的家人和許多其他人在美國的社會中是如何被

忽視、不被聽見。「那些日子，感覺我們是孤獨的，無形的，無能為力的。透過

這些家庭的掙扎，我看到了政府的重要性，以及在你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往往有多

大的脫節。」她說。 



因「母親」身份，成為更好的社會政策改革者 

若上吳弭的競選網站看她主推的政策，會發現她著重在社會公平，明顯的與弱勢

站在一起。 

她從過去經營茶館的經驗出發，為波士頓餐飲業者制定開業指南，並提供低收入

人士法律諮詢服務；她主推的「綠色新政」計畫，包含降低居住成本、為波士頓

市民提供更低廉及可持續利用的房屋，並站出來支持租金控管和租金穩定；也主

張免費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警界改革。這些改革導致 Airbnb 與吳弭在 Twitter 上

發生公開爭執，而她堅持致力讓每位波士頓人能負擔得起居住和交通成本，留在

這座城市。 

此外，吳弭常常談到她作為母親的經歷，如何影響她的政策決定。 

有一段時間，在市政廳很常可以看到吳弭帶著她的兩個兒子一起上班。 她在 2017

年 CNN 的一篇撰文《Why I'm bringing my baby to work》寫著：「每天早上，我都

會在乘坐地鐵時帶雙人嬰兒車上車。將 Blaise 送到市政廳的現場托兒中心，然後

帶著 Cass 參加會議和活動。有時在討論中，只有我一個人站著，哄 Cass 入睡。

我經常伸手拿哺乳罩衫來餵奶，無論是與我的工作人員聯繫還是在觀眾面前講話。

我身邊總是有拍嗝巾。我很累，但很感激：選擇將育兒和公共服務融合在一起，

讓我成為了一個更自信的母親和一個更好的立法者。」 

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吳弭的經歷讓她成為「帶薪育兒假」（Paid Parental Leave）

法令的主要發起人，該法令使波士頓首次為城市僱員提供有薪水的育兒假。根據

報導，法律規定父母雙方以及同性伴侶在孩子出生或收養孩子後，得以休假 6 週 。

雖然「帶薪育兒假」並不足以完全幫助新手媽媽們從艱難的生產後復原，但至少

為她們提供了緩衝的關鍵時間，讓媽媽們得以慢慢調整產後的身心靈健康，尤其

是情緒的康復。 

https://www.michelleforboston.com/
https://www.bostonmagazine.com/news/2018/04/18/airbnb-michelle-wu/
https://www.bostonmagazine.com/news/2018/04/18/airbnb-michelle-wu/
https://www.cnn.com/2017/11/03/opinions/let-moms-lead-michelle-wu-opinion
https://www.bostonglobe.com/metro/2015/04/29/city-council-approves-paid-parental-leave-for-municipal-employees/6JZ4eVovEtrX7CKDWgWKhP/story.html


作為一位職業媽媽，吳弭深深理解育兒政策對父母的重要。圖片來源：Michelle 

Wu 臉書 

然而，帶薪休假的倡議並未包含在拜登的重建美國的法案中，這激怒了許多民主

黨人士。但吳弭並未退縮，依然堅持身披戰袍，繼續改革。 

提拔吳弭走向政治之路的恩師美國參議員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Ann Warren）

如此在選前為她背書：「吳弭一直是一名戰士──作為我的學生之一，現在作為

波士頓市議員。波士頓人可以信賴她大膽、進步的領導力。」 

為什麼吳弭的勝選值得在台灣的我們關心？ 

當大部分的美國媒體以「台裔」、「有色人種」、「女性」、「最年輕」等標籤

字眼大篇幅報導吳弭的勝利時，身為台灣孩子，吸引我的更多是她的勵志故事帶

給我們的啟發： 

1.吳弭樂於自稱是「台灣的孩子」。若深入去挖掘她的報導，看她如何描述自己

與台灣的關係時，會發現這位女孩普遍受到居住在波士頓的台灣僑胞歡迎──她

曾於 2014 年受邀訪台，2016 年擔任台美菁英協會波士頓分會的年會主講人時，

https://www.vogue.com/article/us-has-failed-families-on-paid-leave


也曾主動表示自己是「台灣的小孩」。吳弭說：「我很感激和榮幸自己是台灣與

美國的一種聯繫。無論是父母從小在台灣的童年，以及我多次拜訪台灣的經驗，

我覺得台灣對我來說，就像回家一樣。我希望有天鼎泰豐在美國開分店，請來波

士頓！」（註：目前鼎泰豐的美國分店還沒有據點在波士頓。） 

她當選後，我看到網路上一些言論在挑戰她的政治立場，嘲諷台灣媒體去刻意凸

顯、沾光她的台裔身份，這讓我覺得有些可惜。我認為我們需要多一個思維是：

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已經不完全適用台灣過去的藍綠框架去看待美國現在的台

二代（他們都是美國人，效忠的當然是美國）；但無論如何，只要是支持台美關

係友好與台美人社團親近的台二代，我們都應該樂見其成和支持。這表示又有更

多台灣孩子在國際上展現光彩。 

2.不斷跳脫社會和家庭的限制，成為亞裔孩子的模範。在美國生長的亞裔，成長

過程周圍的「英雄人物」多以白人為主，舉凡電視廣告、電影的男女主角都是如

此。除非影響票房，否則好萊塢製片人並不會關注「少數族群曝光度夠不夠」的

問題。例如直到今年，漫威才開始有《尚氣》以劉思慕作為第一位英雄片的亞裔

男主角、《永恆族》力捧華裔演員陳靜為女主角。 

然而，單一、刻板的角色形象會影響一個孩子在青少年時期，去建立自我信心和

擴張自我的想像空間。如果能看到更多亞裔擔任重要的角色，孩子們能對未來有

更正面、更多元的理想。如同賀錦麗當選美國副總統，鼓舞了無數黑人小女孩一

樣。而吳弭一路走來的移民背景、求學歷程、家庭困境，她的故事絕對會影響很

多在美國的台裔、華裔、亞裔小朋友。 

3.亞裔的發聲管道，多了一位有力人士。這兩年的疫情肆虐，激起許多反亞裔的

浪潮，在歐美的亞裔常常需要擔心受怕無故被攻擊、被歧視，是很不好過的一段

日子。在此時，一位在美國出生，父母來自台灣的新市長脫穎而出，進入立法體

系內，創造新歷史，能讓亞裔的發聲管道多一位有力人士，相信能減緩一些亞裔

在美國的處境。 

吳弭的故事之所以動人勵志，不只是她讓我們看見她的身份和大家並無不同，一

樣是移民的女兒、職業媽媽、有老公與兩個孩子、是個搭捷運上班的市民，也象

徵美國政治歷史的新的改造、成長和進化──這也是期待「更美好城市」的波士

頓選民，希望吳弭能帶來的波士頓的改變，即使，亞裔女性曾經和這座保守的城

市不相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