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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每一次自我介紹都成為一次行動

劉李俊達
臺北出生、花蓮長大，育有一女二貓的環境工作者

許多人會找命理師改名，藉此改變自己運勢與遭遇。我則是透過從母姓，讓自己感到驕傲，
而且是一次兩個——我和我女兒。

我和孩子的媽沒有結婚。對她而言，孩子跟著她姓，單純是一件開心的事情。對從小就是
媽媽獨力帶大的我來說，則認為這才是比較合理的事情。在我的生命經驗中，看到母職其實承
擔了太多太多，媽媽其實應該得到更多。我們也很快地決定小孩要跟著媽媽姓羅。

改從母姓，表達我的感謝與認同
我媽跟著養母姓劉，在養母過世幾年後、我就讀高中時，我媽希望我能改跟她姓「劉」，

當時我並沒有放在心上。

撫養我媽長大的養母是 1949 年因時局變化而孤身留在臺灣的廈門人，後來她跟一位同樣
是回不去的上海船員結婚生子，生下的孩子跟著養父姓，於是，在那個家就我媽一個人姓劉。
雖然沒有什麼血緣關係，也沒有牌位要顧，但她希望透過這種方式來一報養育之恩。不過高中
時期我對傳宗接代文化傳統相當反感，覺得沒有必要，也沒有採取行動。更何況名字跟著自己
越久，改起來就越麻煩，這件事情就一直不了了之。

直到我的孩子的姓名定下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契機，決定讓自己冠上媽媽的姓氏，從「李
俊達」變成了「劉李俊達」。這給了我媽一個驚喜與欣慰，作為一個媽媽帶大的小孩，大學唸
了些女性主義又長期參與社會運動，自己心裡的認同也能夠更踏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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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自我介紹的時候，常常就會講到「劉是我媽媽的姓，李是我爸爸的姓，我爸沒什麼貢
獻所以擺後面一點」，藉此宣揚我媽的功勞、diss（冒犯）一下我爸，也常常引起大家的會心
一笑。別人問起自己小孩叫什麼的時候，也就會強調一下，她是跟著媽媽姓。

至於為什麼不直接把拿掉爸爸的姓，改成媽媽的姓呢？畢竟已經使用「李俊達」走跳多年，
加上「俊達」實在是一個有點菜市場的名字，直接改成「劉俊達」，很可能會當作另外一個俊達。
但改成「劉李俊達」的話，就很容易說明我是跟著媽媽姓這件事，名字也有了額外的記憶點。

女兒從母姓，挑戰「非婚生」污名
雖然我改從母姓的行動，讓我媽十分感動，但她對於我讓小孩從母姓，一開始還是有點微詞。

畢竟我媽那輩還是希望孫女能夠傳承劉家的香火，雖然沒有實質的血緣關係，卻是她想報答養育
之恩的一股心意。不過，她尊重這是我們的決定，也理解我曾向她說明過選擇從母姓的原因，是
因為想要凸顯跟榮耀實際上負擔起生育與照護工作的媽媽，而不是延續陌生、遙遠而抽象的香火。

如同不把生小孩當作一件傳承氏族血脈的事情，我們也不認為生小孩是一件需要跟婚姻綁
在一起的事情，畢竟重點不在於雙方家庭的相互連結，所以我們選擇共同居住、一起照顧小孩，
但不結婚。比起讓小孩從母姓，讓小孩成為非婚生子女，反而更是一件常常讓人驚訝的事情。

目前臺灣的相關法律仍然以「婚生推定」為預設値，不過也明文規範非婚生子女的權益比
照婚生子女，所以對於小孩而言不會有任何問題。比較麻煩的地方則是無法請陪產假，以及報
戶口時需要多辦一道認領的手續，才能在戶口名簿上載明自己是小孩的生父。

最大的困擾，反而是「稱謂」這件事。面對熟識的朋友，我們都會直接用名字指稱彼此，
不需要其他代稱。但一般臺灣人不知道怎麼描述「有小孩卻沒有結婚」的關係，也不知道該
如何稱呼我孩子的媽，因此常常誤稱為「太太」。這時候我就需要加以澄清，說明她是我孩子
的媽，但我們沒有結婚。與不熟的友人談話時，則會用「孩子的爸 / 媽」、「同居人」或「女 /
男朋友」作為稱謂，我們還在搜尋適合的詞彙來描述這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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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長輩的稱呼倒是最簡單的事情，爸爸這邊叫做爺爺奶奶、媽媽這邊叫做阿公阿嬤（女
方叫我媽媽為劉媽，我則是跟小孩一樣用阿公阿嬤稱呼女方家長）。我自己就是非婚生的，所
以我媽不會有什麼意見，但對年事已高而相對傳統的阿公一開始不太高興，認為有小孩就是應
該要結婚，可到後來也沒有過於堅持，我們猜測讓小孩跟著媽媽姓羅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不過，
阿嬤則說過如果跟著我姓劉，也不會特別反對。我們也討論過如果有第二個小孩，是否要這麼
做。雖然決定沒有要生，但結論偏向：生女生就跟爸爸姓，生男生則跟媽媽姓。

從母姓帶來不同能量
相比許多試圖從母姓的實踐者而言，我們選擇不結婚，反而不會遇到雙方家庭的反對，整

個過程我有著充分的主導權，也沒有任何包袱。不過我覺得一個溝通說服的關鍵，就在於跳脫
香火繼承的觀念，強調這是基於對母職的致敬，否則很容易會陷入母系父系的爭奪。

對於目前就讀小學一年級的小孩而言，跟著媽媽姓，沒有那麼多行動的理由，而是一項理
所當然的事情。因為表哥表姐都是從父姓，從小她就認知到，有人是跟爸爸姓，有人是跟媽媽
姓。當我們問她如果可以自己選跟媽媽姓羅，還是跟爸爸姓劉的時候，她自然的反應則是：「我
就是跟媽媽姓啊！」不過，她還沒有辦法思考到未來到底要讓自己的小孩跟誰姓。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對她而言並不存在「黃某某的爸爸姓黃、張某某的爸爸姓張」的
預設認知。這也讓我們學習到一件事，從母姓本身就是一項教育，不管是對小孩本身，還是小
孩身邊的人都是。

在我們從母姓之後，每介紹一次自己跟小孩的姓名，就是一次性別平等的行動，也都會為
自己感到驕傲。在說到自己的名字時，自然而然就提醒了身邊的人，從父姓不是理所當然的，
甚至也時常可以感受到肯定的眼光。

這也讓我更加感受到，跟媽媽姓所蘊含象徵意義，是能夠帶給人力量的。即便只是幾秒鐘
的自我介紹，都似乎能夠促進一點點改變發生。不需要依靠算命改名，從母姓，其實就能夠為
自己帶來不同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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