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社會人民的獨特性格與多元樣貌：住民志總論 

第一章 綜說 

壹 原住民族 

貳 福佬（河洛）人 

參 客家人 

肆 外省人 

伍 新住民 

第二章 原住民族 

第一節 日治時期理蕃政策 

壹 從牡丹社事件談起 

貳 日治時期的理蕃政策 

第二節 原住民族的人口與分佈 

壹 日治時期的原住民族人口 

貳 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的人口 

參 原住民族的地理分佈 

第三節 原住民族運動：正名與自治 

壹 原住民族運動 

貳 自治：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四節 新部落運動：原住民族的永續經營 

第五節 文化傳承：原住民族的民族教育 

第六節 都市原住民的斷裂與連接 

第七節 平埔正名：返回「原」點的迷思 

壹 平埔原住民族族群的分類 

貳 平埔原住民族的正名運動 

參 平埔原住民族完全漢化的迷思 

肆 平埔原住民族群振興運動的困境 

第八節 「莫拉克風災」與「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代結語 

壹 關於「莫拉克風災」 

貳 關於「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 

第三章 福佬（或河洛）人 

第一節 概說：「福佬（河洛）人」做為一個臺灣族群之淵源 

壹 「福佬（河洛）」人與清代漢人漳泉分類的關係與問題 

貳 「福佬（河洛）人」是「祖籍」群體、還是「方言」群體？ 

參 族群名稱的爭議：福佬？河洛？閩南？ 

第二節 「福佬（河洛）」族群的歷史淵源與地理分佈 

壹 清代福建省「漳州府」、「泉州府」來台移民的分佈 

貳 日本統治時期福建系漢人及使用福建語者的人口比例與分佈 

參 戰後初期臺灣省籍漢人中「祖籍福建」者的比例與地理分佈 



肆 1980 年代以後臺灣福佬（「河洛」）族群的分佈 

第三節 「福佬（河洛）人」做為「族群」的觀念演變 

壹 由清代到日治中期（1920 年代）以前：分歧的地方性認同 

貳 1920 年代到 1930 年代：臺灣漢人集體認同的出現 

參 1950 年代以後：臺灣「本省人」認同的浮現 

肆 1988 年以後：客家運動與「福佬（河洛）人」身份認同的出現 

第四節 當代族群多元主義下「福佬（河洛）」族群的未來 

壹 福佬（河洛）人之間的族群意識分歧 

貳 社會與政治變遷對福佬（河洛）族群未來的影響 

第四章 客家人 

第一節 臺灣客家的定義與變遷：「籍貫」、「語言」、「種族」、「族群」分類下的

客家定義與討論  

第二節 客家族群的地理分佈與特性 

壹 清代「粵籍」或「客」居民的分佈 

貳 日治時期「廣東系」漢人的分佈 

參 戰後初期「祖籍廣東」漢人的分佈 

肆 1980 年代以後「客家」的分佈 

伍 各時期客家分佈的特性 

第三節 1980 年代以後客家如何現身 

壹 客家作為一種社會運動 

貳 客家作為一種行政機構 

參 客家作為一種傳承與分享 

第四節 未來客家存在的理由與可能 

第五章 外省人 

第一節 綜說 

第二節 人口特徵 

壹 人口數量 

貳 來臺時間 

參 省市籍別 

肆 性別比例與年齡 

伍 職業與教育 

陸 居住地區 

柒 小結 

第三節 機會結構 

壹 何時離開軍隊？ 

貳 如何找工作？ 

參 住在哪裡？ 

肆 與腐爛垃圾為伍？ 



伍 小結  

第四節 親密關係 

壹 禁婚政令 

貳 省籍通婚 

參 低階外省軍人的婚姻經驗 

肆 想家的壓抑與突破 

伍 自殺 

陸 自成邏輯的人際互動 

柒 小結 

第五節 政治參與 

壹 同中有異的獨特性？ 

貳 如何解釋？ 

參 限制與討論 

第六節 「外省人」的內在差異與未來發展 

第六章 新住民 

第一節 移民政策 

壹 移工：藍領、白領 

貳 婚姻移民：大陸、東南亞 

參 藍領勞工移民的政策與法規 

第二節 移民者生活狀況 

壹 移工：歷史發展、產業分佈、國籍、人數 

貳 歷史發展與基本資料 

參 婚姻移民：歷史發展、人口分佈、生活狀況 

第三節 族群關係 

壹 移工：勞資關係 

貳 婚姻移民：家庭結構 

第四節 結語 

第七章 族群關係 

壹 以原住民為核心的族群關係 

貳 以福佬（河洛）族群為核心的族群關係 

參 以客家族群為核心的族群關係 

肆 以外省族群為核心的族群關係 

伍 以新住民為核心的族群關係 

陸 民主轉型與臺灣的族群意識變化 

參考文獻 

原住民族 

福佬（河洛）人 

客家人 



外省人 

新住民 

族群關係 

  



 

  



臺灣社會人民的獨特性格與多元樣貌：住民志總論 

第一章 綜說  

第二章 人口轉型與人口成長  

第一節 臺灣的住民源流 

第二節 人口轉型  

壹 人口轉型的現象 

貳 人口轉型的原因  

第三節 臺灣死亡率的下降 

壹 死亡率下降與壽命延長 

貳 存活曲線矩型化與死亡年齡集中 

參 死亡率下降的原因與流行病轉型 

第四節 臺灣生育率的下降 

壹 生育率下降 

貳 人口週期與人口控制 

參 死亡率下降對生育率的影響 

肆 現代化與生育率下降 

伍 家庭計畫與生育率下降 

第五節 臺灣人口轉型的後果 

壹 人口年齡組成的轉變 

貳 人口轉型的社會經濟後果 

第六節 二度人口轉型與超低生育率 

壹 二度人口轉型理論 

貳 超低生育率與其解釋 

參 臺灣低生育率的商榷 

第三章 婚姻與家庭 

第一節 家庭的形成 

壹 初婚年齡與年齡別未婚率的變遷 

貳 晚婚與不婚的影響因素 

參 跨國婚姻的興起 

第二節 家庭的解組 

壹 離婚率的變化 

貳 民法親屬篇離婚相關規定之演變 

參 跨國婚姻的離婚率 

第三節 婚姻生命表 

壹 婚姻狀況年齡別風險發生率 

貳 婚姻生命表 

第四節 家庭型態的轉變 

壹 家庭型態變遷的原因 



貳 近二十年來家庭結構的變遷 

參 老年人的居住安排 

肆 同居現象 

第四章 人口組成與分佈 

第一節 臺灣人口年齡組成的變化及其衝擊 

壹 人口總量與年齡結構 

貳 人口老化及其相關問題 

第二節 臺灣人口的性別組成 

壹 出生時性比例 

貳 勞動力的性別組成 

參 老年人口的性別組成 

第三節 臺灣人口的教育程度組成 

壹 教育組成的變遷 

貳 年齡別教育程度差異的變遷 

參 性別教育程度差異的變遷 

第四節 臺灣的人口密度與人口分佈 

壹 人口密度與人口問題 

貳 臺灣的都市化過程  

參 地區的分類 

肆 縣市人口的特徵差異 

第五章 人口遷移 

第一節 緒論 

壹 人口遷移的意義與類型 

貳 人口遷移的理論 

第二節 境內的人口遷移 

壹 區域的人口移動 

貳 臺北都會區的形成 

參 差別遷移（differential migration）之研究 

肆 人口遷移理論之適用性 

伍 臺灣原住民族的遷移歷程 

第三節 國際的人口遷移 

壹 國際人口遷移的影響和類型 

貳 白領遷移 

參 移工 

肆 婚姻移民 

伍 赴中國工作者與臺商 

第六章 人口趨勢 

第一節 臺灣未來的人口數量與人口年齡組成 



壹 人口推計 

貳 未來的人口數量 

參 未來的人口年齡組成 

第二節 未來人口組成的衝擊 

壹 對教育的影響 

貳 對勞動力的影響 

參 對社會福利的影響 

第三節 人口政策 

壹 提高生育率的政策 

貳 引進外籍人力的政策 

第七章 結語 

參考及引用文獻. 

  



 

  



臺灣社會人民的獨特性格與多元樣貌：住民志總論 

第一章 綜 說 

第一節 考古學與人類文化 

第二節 自然環境及其變遷 

第三節 遺址與自然環境的關連 

第二章 臺灣考古學史 

第一節 日治時期（1896-1945 年）：發現與奠基 

第二節 戰後前期（1945-1963 年）：傳承與轉變 

第三節 戰後中期（1964-1986 年）：科學與民族主義 

第四節 當代與未來發展（1981 年~迄今）：多元與分化 

第五節 史前文化體系的建構過程與意涵 

第三章 舊石器時代文化與其延續 

第一節 總 論 

第二節 史前文化體系各論 

第三節 臺灣舊石器時代的二種型態 

第四節 小結：漁獵生業與變遷 

第四章 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 

第一節 總 論 

第二節 史前文化體系各論 

第三節 農業初期的生業 

第四節 小結：文化類緣關係與變遷 

第五章 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 

第一節 總 論 

第二節 史前文化體系各論 

第三節 小結：農耕的發展與生業的改變 

第六章 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 

第一節 總 論 

第二節 史前文化體系各論 

第三節 小結：多元的文化發展與變遷 

第七章 金石併用時期文化 

第一節 總 論 

第二節 史前文化體系各論 

第三節 小結：複雜的海外交通體系與互動關係 

第八章 臺灣史前文化與原住民族的關係 

第一節 十三行文化與北部族群 

第二節 番仔園文化與西部族群 

第三節 靜浦文化與阿美族 

第四節 蔦松文化與西南部族群 



第五節 小結：史前文化與原住民族再論 

第九章 結 語 

第一節 多元傳承的考古學傳統 

第二節 史前時代的互動體系 

第三節 史前臺灣是南島語族原鄉之一 

第四節 臺灣史前史可與現生原住民連接 

第五節 考古學研究與文化資產 

第六節 史前文化與當代社會 

引用與參考書目 

  



 

  



臺灣社會人民的獨特性格與多元樣貌：住民志總論 

第一章 綜說  

第一節 姓氏源流在華人社會中的傳統意義與功能 

壹、姓氏的歷史源流探討 

貳、複姓、賜姓與改姓的政治社會意義 

參、姓氏形成門第望族於社會政治的消長變遷 

第二節 宗祠與宗親團體的傳統意義與功能變遷 

壹、宗祠與祭祀公業的傳統歷史源流以及社會功能 

貳、宗親團體的生成變化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章節架構 

壹、有關姓氏人口的調查分析 

貳、臺灣宗祠與宗親會的相關調查分析 

參、本篇研究分析的方式  

肆、全篇章節架構綱要概述 

第二章 臺灣姓氏的源流與分布 

第一節 1980 年代之前的姓氏源流與姓氏人口分布調查分析 

壹、臺灣各縣市十大姓氏的源流探討 

貳、金門姓氏與臺灣澎湖東南亞的源流關係 

參、同姓聚落空間的生成變化  

肆、1980 年代之前的姓氏人口比例分析 

第二節 1980 年代之後的姓氏人口分布調查分析 

壹、全國與各縣市前十大姓氏人口分析  

貳、臺灣各縣市前十大姓氏人口比較與分布比例分析 

參、臺灣複姓人口數量排序與縣市分布探討  

第三節 姓氏族群關係以及原住民姓氏探討 

壹、戰後 1950 年代臺灣的姓氏與族群的對應關係 

貳、原住民的姓氏與命名方式  

第三章 臺灣地方社會的宗祠與宗親會之發展變遷 

第一節 臺灣各縣市宗祠的分布概況與功能運作 

壹、宗祠的功能運作 

貳、臺灣各縣市的宗祠概況與活動事務 

參、祭祀公業與烝嘗的功能與變遷 

第二節 臺灣各縣市宗親會的分布概況與功能運作 

壹、宗親會功能運作 

貳、各縣市宗親會概況分析 

第三節 宗祠家廟與宗親認同網絡的建構發展 

壹、姓氏宗親認同與資源網絡的建構流通  

貳、姓氏宗親的全球化連結交誼網絡 



參、以族譜作為交流認同的媒介 

第四章 姓氏宗親的在地發展及其與民俗政治法律的關係 

第一節 姓氏宗親與地方社會政治發展  

壹、姓氏宗親作為地方派系的勢力網絡：桃園縣、新竹縣與金門縣  

貳、姓氏作為派系命名而形成動員網絡的地方勢力 

參、區域地緣關係作為派系勢力運作的認同媒介 

第二節 姓氏與民俗、民德以及法律的關係  

壹、姓氏的聯宗合作與衝突對立  

貳、同姓不婚以及從父姓與從母姓的民俗與法律 

參、姓氏改易的政治干預以及國家有關民眾姓氏的法律制訂 

肆、因姓氏稀少罕見而在生活世界中引生的特殊交往經驗  

第三節 國家與社會在姓氏場域的作為 

壹、國家政治對姓氏的干預影響  

貳、姓氏家族因宗祠議題所引發的民間社會力回應 

參、原住民的姓氏改姓與復姓  

第五章 結語  

壹、臺灣姓氏人口排序變化及其與族群的關係 

貳、姓氏祠堂與宗親會的生成變化與功能變遷 

參、姓氏群體在政治社會的實踐與功能 

附錄  

附錄 1 臺灣各縣市曾入前十大姓氏源流、遷至福建廣東及其堂號整理表 

附錄 2 金門十大姓氏及其分布村落表 

附錄 3 以大姓稀姓二分方式探討 2005 年與 2007 年的各縣姓氏人口 

附錄 4 1950 年代臺灣各縣市的姓氏與族群分布關係  

附錄 5 原住民姓氏與名制類型關係  

附錄 6 原住民的百姓與餘姓相對應於各族之共有姓 

附錄 7 臺東縣鹿野鄉阿美族各部落氏族名稱 

附錄 8 布農族氏族之分佈與漢姓對照表 

附錄 9 賽夏族三次改姓表 

附錄 10 祭祀公業條例總說明  

附錄 11 姓氏祭祀公業或烝嘗分布概況  

附錄 12 臺北縣地方政治派系分析表  

附錄 13 民法第 1059 條於 2010 年 4 月 30 日修訂通過的前後對照說明 

附錄 14 日治時期臺灣原漢姓改為日姓對照表 

附錄 15 修正臺灣省人民回復原有姓名辦法  

附錄 16 原住民的的漢姓與日姓改從對照表  

附錄 17 《臺灣原住民族回復傳統姓名及更正姓名作業要點》（1995 年修訂）  

附錄 18 2003 年之姓名條例  



參考文獻  

  



 

  



臺灣社會人民的獨特性格與多元樣貌：住民志總論 

第一章 綜說 

 第一節 臺語、客語的名稱 

 第二節 國語（又稱華語、普通話）的形成 

 第三節 原住民語的源流 

第二章 臺灣語言分佈的概況 

 第一節 原住民語的分佈 

 第二節 閩南語腔調地圖 

 第三節 臺灣客家住民的語言 

 第四節 北方官話的普及 

第三章 臺灣語言生態的變化 

 第一節 臺灣客家話的流變 

 第二節 南島語的消弱與嬗變 

 第三節 閩南語與客語的轉換 

 第四節 漳州客的失落 

 第五節 四海話的重構 

 第六節 國語推行與客語轉化 

 第七節 網媒語言與 e 世代 

第四章 臺灣語言音系的描述 

 第一節 南島語基礎音系 

 第二節 閩南語音韻描述 

 第三節 客家話五腔平面描述 

第五章 客家話和閩南語的接觸關係 

 第一節 客家話的福佬化 

 第二節 汀州客的福佬化 

 第三節 漳州客的福佬化 

 第四節 潮州客的福佬化 

 第五節 詔安客家話的福佬化 

 第六節 花東四海客的福佬化 

 第七節 南部六堆客與閩南互動 

第六章 臺灣語言的國語化 

 第一節 全面國語教學的語言生態 

 第二節 國語化後的本土語言危機 

 第三節 多元語言文化政策下的語言發展 

 第四節 教學音標與語言態勢 

 第五節 語言公平法與認證考試 

第七章 外來語言的質與量 

 第一節 西荷語的殘存 



 第二節 英語、日語的借入與流行 

 第三節 新住民語的羼入 

第八章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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