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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序

　　客家，臺灣人口結構中的第二大族群，也是臺灣多元文化不可或缺的一
環，故對於客家的傳承大計，無論是從客家歷史的追本溯源、客家藝文的發揚

光大，還是從客家建築的保存修整、客家信仰的蒐整研究，乃至培育客家人

才、發展客家知識體系等，都必須透過多面向的努力，方能持續發掘客家文化

的深厚底蘊。 

　　職是之故，本會自2004年起，即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作，分期推動「臺

灣客家族群史專題計畫」(第一期)及「臺灣客家研究專題計畫」(第二、三期)，

迄今已完成並出版《經濟轉化與傳統再造》、《臺灣客家族群關係研究》、

《臺灣客家之區域語言調查》、《年輕世代與客家社會、文化之研究》及《客

家族群與國家政策》等14冊專書，藉以厚植臺灣客家研究的根基，並將成果不

斷累積與分享，以勵來茲。

　　欣見本次第三期「臺灣客家研究專題計畫」中的六項研究主題：「從日據

時期檔案看客家再移民」、「客家文化與空間聚落的研究」、「客家鄉土教學

與客家文化傳承」、「不只是山歌─臺灣客家音樂發展」、「臺灣客家飲食文

化的區域發展及變遷」及「臺灣客家百工圖」等，皆能延續前兩期計畫的執行

成效，而其中的三項主題現已有研究成果問世，又將為這套客家研究系列再添

新猷。

　　在此，謹向懷抱不盡熱誠和深厚學養的撰述老師們致上敬意與謝忱，是這

樣積年累月的著述不輟，才使得一期期的研究與出版，既豐富也深化了臺灣客

家學術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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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誌主任委員

　　過了一山，遙望更高的遠峰，且讓我們大家共同期待更多元多樣的臺灣客

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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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序

　　多元與獨特一直兼容並蓄存在於臺灣的歷史文化中，其之所以多元，以臺
灣處於東北亞及東南亞交叉點的重要地理位置，自史前時代以來，即有許多族

群為追求新的契機與生存空間，於各時期遷徙或移入；而經由不同族群交融薈

萃出多采多樣的文化特質，則建構成為臺灣今日獨特的風貌。所以，多元族群

的文化融合不只是臺灣這塊土地需要被傳承的珍貴人文寶庫，更是臺灣社會前

進創新的養分及沃土。

　　此其中，相對於原住民各族鮮明的色彩，客家在漢人族群中則有別樹一格

的語言、文化特色。所謂「客家」一詞，早現於清初文獻之中，至遲在17世紀

晚期已經見到使用，而臺灣的客家族群，可溯自17世紀漢人移民來臺，其間歷

經生存環境的挑戰、社會文化演變及不同族群融合過程，在對傳統的堅持和外

在現實的適應下，型塑自身的文化、語言，其人口數量方面居於臺灣第二大

族群；惟早年或因清代以籍貫約化分類的影響，或以社會族群械鬥等事件而有

所成見，加上早期的臺灣歷史研究常將客家文化簡約於漢民族中而不顯，使得

過去的臺灣社會中，客家一直有「隱性的族群」之稱，甚至產生文化、語言相

對弱勢、流失的趨向；但在有識之士的耕耘下，臺灣客家的相關研究仍縷縷不

絕，經過民國70至80年代初如火如荼的客家運動沛然成河，並於民國90年客家

委員會成立後承續並開展出更新更寬廣的氣象及格局。

　　而本館長期以來所致力的目標及願景，正是對臺灣文獻的蒐集、保存及歷

史文化的研究、推廣；隨著近年臺灣史研究如繁花似錦的盛況，對不同族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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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討亦蔚為顯學；有鑑於此，本館除於臺灣史相關文獻檔案之研究典藏、

臺灣全志修纂、史料採錄編輯等之既定業務方向外，又思考如何在臺灣原住民

族、客家族群等通論史專書的修纂後加以深化延展；適逢客家委員會的成立，

以資源共享而分別於民國93年度及98年度與客委會合作進行第一期「臺灣客家

族群史專題計畫」及第二期「臺灣客家研究專題計畫」，規劃有關客家產業、

發現客家、客家語言調查、客家家族、客家婦女研究及年輕世代客家認同調查

等各種主題進行委託研究，期能傳承已有之成果，繼續深入對客家族群歷史、

文化各面向之專題研究及基礎史料的彙整，以助益拓展臺灣客家研究的領域，

並提供更多研究者發表之場域。

　　此項合作計畫於民國103年邁進第三期，名稱續為「臺灣客家研究專題計

畫」，並維持前兩期之合作方式，於5年內進行6項主題案之委託研究；而本期

計畫之方向為基礎史料運用及探討臺灣客家文化，期能耙梳利用相關檔案，賦

予其生命並活化功能於客家研究主旨中，分別有「從日據時期檔案看客家再移

民」、「客家文化與空間聚落的研究」、「客家鄉土教學與客家文化傳承」、

「不只是山歌—臺灣客家音樂發展」、「臺灣客家飲食文化的區域發展及變

遷」及「臺灣客家百工圖」等6個主題，目前均已開展委託案的執行並陸續完成

結案。

　　本書為第三期合作計畫主題之一「從日據時期檔案看客家再移民」的成果

出版，計畫主持人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許副教授世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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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6年10月

謹識館長

由許副教授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邱正略、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臺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程俊源等三位學者共同執筆。本書為有關客家再移民

的研究，這個議題過去常以「原鄉」的推力與「新鄉」的拉力來闡述移民的動

機，較少論及移墾者自身的主動性；是以本書的作者群，設定中部大安溪到濁

水溪之間為研究區域，利用日本時期留存的人口統計、戶口調查及公文類纂等

各類檔案，除以地理資訊系統繪製研究區各時期的客家族群變動趨勢，來觀察

其遷徙與變動狀況，並蒐集整理相關之土地開墾、產業發展等文獻、田野，透

過戶政查詢系統篩選，加以分析、了解中彰投地區客家再移民與產業間的關聯

性，於爬梳其外在的推、拉力外，更希望能探究、呈現這時期客家移墾者選擇

移入地的內在紐帶等其他因素，以及客家再移民在新鄉的生活概況等。

　　鴻銘既掌館務，欣見有關臺灣客家研究專題計畫第三期的各項委託案研究成

果陸續付梓，謹綴數語為誌，爰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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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序

　　移民史和族群史始終是臺灣史研究的重要議題，特別是漢移民從原鄉渡
海來臺及其分布情形，從日治時期以來，便是官學界注意的焦點。早年關注的

是來臺後分布情形，總督府在1926年進行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

揭露了當時漢系移住民分布狀態，不過這個分布樣貌常被前後類推到清代或戰

後，似乎意味著人是「定著」在土地上，族群分布宛若一個電力耗盡的時鐘，

永遠停滯在同一時間，形成一個恆常持續的狀態。

　　這當然是受限於史料因素。清朝統治時期，統治者從不曾全面而有系統的

掌握轄下住民精確人口，更遑論對於相關族群分布情形的調查了解，地方官員

或地方志作者，提到臺灣的族群狀況，多半出諸於粗略式觀察。戰後接收的中

華民國政府，又以「同文同種」觀念，對於族群問題不曾多所著墨，以至於

1926年的調查結果仍相當程度左右著戰後學界對臺灣漢系移住民的分布印象。

　　筆者近年來嘗試在日治時期的調查中尋找其他有助族群分布解釋的可能

性，數年前將1900-1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數據，運用古地圖及現代地理資訊系統

（GIS）繪製出臺灣最早的祖籍、族群別分布圖。距離日本治臺伊始不過五、六

年，竟已能進行如此精密的調查，不得不令人喟嘆與佩服。

　　兩相比較之下，1926年的族群分布面貌不再那麼定於一尊，臺灣內部的族

群樣貌應是變動不居的，至少在日治前期到中期是如此。此情形尤以中臺灣及

東臺灣為然，其背後的關鍵因素即是日本時代一群從其在臺「原鄉」陸續出走

的客家住民，當其移入的是清領時期人跡罕至、尚待開發的地區時，不須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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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便足以改變當地的優勢族群結構。筆者曾協助一位具此背景的好友重建其

家族南遷彰化北斗的歷程，當地即因20世紀上半有不少客籍住民移入，形成一

個新的客家移民村。隨後身邊類似經驗者時有所見，但究竟有多少類似的「再

移民」個案，則始終欠缺更多的認識與理解。

　　2013年文獻館及客委會擬從日治時期所遺留的檔案來探究「客家再移民」

的相關議題，為執行此研究案，筆者遂邀請長期從事中臺灣族群及語言研究的

邱正略、程俊源兩位老師共同參與。衡酌以往相關研究，有以全臺為範圍，偏

向宏觀性介紹；有以某一小區域（特別是鄉鎮）或家族為對象，著重在微觀調

查。範圍過大則不易深入探討，範圍過小則容易見樹不見林，難凸顯出地區特

色。此外關於移民動機，研究者最常指出的是「原鄉」的推力與「新鄉」的拉

力，移墾過程中，移墾者的主動性似乎少被提及。筆者等認為，設定一個可行

區域，利用官私檔案文獻來探究特定時期客家移民的移動範圍、時間、移民數

量，以及外在的推拉力之外，是否有相關人際網絡、族群特質等內在因素影響

其移民行為應是可行的方向。對於筆者而言，不論生活或工作的空間都在中臺

灣，從事在地研究不但在史料掌握或田野調查上較能事半功倍，同時也具有更

加「認識自己」的意義，於是敲定了「大安到濁水溪間」，也就是今日中彰投

三縣市作為研究的空間範圍。

　　筆者先以大數據—官方戶口統計、族群調查數字來說明客家外移區與中彰

投客家人口增加的相互關聯性；再從檔案中尋找其可能動因，浩如煙海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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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曾令筆者們備感吃力，所幸在兩位共同主持人通力合作下，計畫得以準時

完成，且在先前既有的研究成果上略有所長。

　　為了透過戶籍資料進行更詳細的族群判斷，在不牴觸個資法前提下，團隊

嘗試求助於相關戶政事務所，意外得到友善回應。書成之際，特別要感謝臺中

市西區、太平區，以及南投縣水里鄉、魚池鄉等戶政事務所對本計畫的大力協

助，提供資料查詢上的便利。

　　原先的研究計畫雖順利在2015年上半年結案，其後卻因筆者個人行政事務

及私務耽擱，加上逐章逐字重新修改，又耗去不少時日，前後總計超過四年。

最初源自好友追尋自己「身世」所引發的興趣，卻衍生出這段長達四年的研究

歷程，這是當初所始料未及的。

　　大學時期，對於經濟史研究滿懷憧憬，從碩士到博士始終不改其志。進入

大學職場不久卻在語言學者洪惟仁與地理學者韋煙灶的鼓勵與建議之下，一頭

栽進族群、語言、歷史的跨領域研究，且樂此不疲。原先的經濟史反成了「業

餘」興趣，以致在某次研討會上，擔任主持的戴寶村教授介紹筆者時提到：

「我記得他以前是研究貿易，不知何時開始轉換跑道？」筆者趕緊回以「從前

算錢，現在算人口，都與數字有關，不算轉換跑道」；感謝洪、韋兩位長期提

攜與協助筆者的忘年之交。

　　計畫執行期間，客委會范佐銘副主委、文獻館劉澤民副館長、政大臺史所

戴寶村教授、臺灣藝術大學邱彥貴教授、暨南大學林蘭芳教授等，在每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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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諸多嚴謹而不嚴苛的意見，提醒筆者思慮未及之處，尤其劉副座對於

公文類纂史料嫻熟程度一般人實難望其項背。幾位亦師亦友的學界先進，如周

樑楷、張四德老師在史學理論上的觀念啟發；吳學明、孟祥瀚、黃卓權、王志

宇等老師，各自在族群史、區域史、宗教史研究上有其獨到見解，計畫執行與

寫作過程所提供的卓見，都讓筆者銘記在心。文獻館編輯組江孟雲小姐鉅細靡

遺、不厭其煩的校正體例和細節部分，是筆者必須自覺汗顏的。

　　雖然計畫主軸在利用文獻檔案看客家再移民，但為瞭解紙本背後「有溫

度」的故事，研究團隊仍進行若干實地訪談，感謝這些願接受訪談的再移民後

代，每每聽到其先祖南下異鄉尋找桃花源，其不足為外人道的艱辛過程，都不

禁為之動容。感謝參與計畫的助理們，近兩年的行政往返，都由芸儀一手包

辦；為讓文字史料更易被接受，書中繪製大量的GIS地圖，這些圖幾乎都是出自

漢廷及筠婷之手，而且還必須忍受老師的吹毛求疵，一次又一次的修改。

　　最後，這個研究成果也應該同時歸功於正略、俊源兩位夥伴，只是在最後

成書過程，為讓體例和語意一致，筆者擅自刪修了部份成果，書中若有任何疏

漏之處，理當由筆者一力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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