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日據時期檔案看客家再移民：二十世紀上半大安到濁水溪間的客家再移民」  

說明：在臺灣，客家族群的分布，除一般熟知之北部桃竹苗、中部東勢、卓蘭以

及南部高屏六堆地區等三大區域外，尚有散佈全臺各處所謂的再移民，這部分之

研究調查一直較為薄弱；本項主題係運用日據時期檔案為主要研究素材，搭配田

野調查，探討客家再移民的形成、歷程及聚落情形。研究團隊設定大安溪到濁水

溪間的區域，亦即日治中期以後與新竹州相鄰的臺中州來進行本項研究。 

 

綱要：本研究主要是利用日據時期的文獻來精確觀察本時期客家移民的移動範

圍、時間、移民數量，以及透過官方檔案所留存的土地開墾申請紀錄來爬梳外在

的推拉力之外，是否有相關人際網絡、族群特質等內在因素影響此時期客家的移

民行為，應是此時可待補強與努力的方向。基於上述的背景，研究團隊設定大安

溪到濁水溪間的區域，亦即日治中期以後與新竹州相鄰的臺中州來進行本項研

究，擬利用日據時期的人口統計、戶口調查、公文類纂及其他相關調查資料等，

以觀察此時期客家族群在島內之遷徙與變動狀況，大致擬從移出及移入二方面探

討之。 

 

撰寫大綱： 

一、前言 

二、日治官文書對客家人的界定 

三、桃竹苗客家人的外移 

四、中彰投地區的客家人分布與變化 

（一）人數與分布的變化情形 

（二）在新鄉的墾殖 

五、客家人南遷的動因 

（一）在臺「原鄉」的自然及人文條件 

（二）移入地的有利條件 

（三）移民本身的選擇與遷徙能力 

六、結論 

（一）中彰投在日治時期客家再移民浪潮中所佔的重要性 

（二）關於日治時期客家再移民推拉力的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