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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佬、客家、外省、原住民與新進外來

移民可謂是當今臺灣社會的五大族群。若從民

族的概念進行概略的分類，福佬、客家與外省

族群是漢人民族，原住民是南島民族，自從清

代漢人大舉移墾臺灣以來，原住民族便備受漢

人的威脅，不僅生活環境日益狹小，連自身的

文化也逐漸消逝無蹤。表面上「漢人」似乎成

為臺灣社會的優勢族群，但細探卻可發現方言

的差異也導致「漢人」內部產生弱強的區別。

主要來自泉州與漳州地區的福佬族群佔據了臺

灣西部海岸的沿海、平原地帶，而客家族群在

先來後到、原鄉環境、分類械鬥、班兵等諸多

因素下，僅能分佈於臺灣西部近山地區的丘陵

地帶，在人數差異的因素下，客家人並無法掌

握建構自身歷史的書寫權力，而臺灣歷史的闡

述權力則掌握在非客家籍的菁英份子手上，以

致於在清代至今的臺灣歷史中，客家族群往往

是在臺灣歷史書寫中缺席的一群人。

本書作者薛雲峰是苗栗四縣客家人，曾

就讀於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新聞研究

所，目前為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博士候選人，有鑒於臺灣客家人一

直甚少機會參與臺灣史的編纂與詮釋，

客家族群幾乎成為了「缺少歷史的民

族」，因此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便邀請薛雲峰先

生以《臺灣客家研究概論》（注 1 ）為藍本，

重新改寫、出版、發行這本著作。筆者認為本

書最大的貢獻在於讓「隱形的客家人」有了再

現（representation）的機會，相信這本書的上市

出版，將可使得國人對於客家人在臺灣歷史上

的定位有更清楚的認識與了解。本書共分為

「歷史與源流」、「經濟與生活」、「社會與

文化」、「文學與藝術」及「當代客家發展」

等 5 個部分作為書寫順序，茲將此5部分之內

容簡述如下：

本書首先追溯臺灣客家人的由來，臺灣

客家人的祖先很多來自廣東潮、惠地區，有別

於過去人們以為客家人都居住於近山的印象，

作者認為客家人可以是「山客」也可以是「海

客」，為了生存，客家人未必非居山不可，故

許多出身潮、惠地區的蕭晚、張璉、吳平、林

道乾、曾一本、林鳳等海上霸王，都是客家

人。時至明鄭時期，鄭成功在明、清變局之

際，以奉明帝國正朔為號召而參與中原逐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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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他的主要根據地如潮陽、揭陽、雲霄、詔

安一帶，是不少臺灣客家人的祖源地。滿清佔

領臺灣後，對客家人採取排斥的態度，因此人

數較少且來臺限制頗多的客家人，只能往西部

較靠山區的地方拓墾。康熙 60 年（ 1721 年）

南臺灣發生反清的朱一貴與杜君英反清運動，

下淡水客家人組成「六堆義民」，此後臺灣各

地彷效六堆作法組織義民以保家衛梓。

清乾隆 51 年（ 1786 年）林爽文與莊大田

以「天地會」名義反清，全臺再度陷入一片

混亂，林、莊反清之際，泉州籍義民、漳州籍

義民以及下淡水、竹塹的粵籍義民紛紛組織與

之對抗，亂事平定後，乾隆皇帝頒「褒忠」、

「旌義」與「效順」等匾額給各地義民，作者

認為作亂者與平亂者各種籍貫的人都有，不應

簡化為閩粵或漳泉械鬥。臺灣客家人除了參

與平定內亂外，也曾參加涉外關係，同治10年

（ 1871 年）有琉球籓民宮古島船員因海難漂

流到臺灣南部的八瑤灣（滿州），逃到岸上的 

66 人中有 54 人被原住民殺害，其餘 12 人則被

當地保力庄（車城）的客家人劉天保、楊友旺

所救。光緒 20 年（ 1894 年）日本藉口朝鮮東

學黨作亂出兵朝鮮，清帝國向日本宣戰結果大

敗，史稱「甲午戰爭」，戰後滿清將臺澎及附

屬島嶼割讓日本，日軍進駐臺灣時遭遇臺灣義

民軍的強烈抵抗，稱之為「乙未戰爭」，而當

時主導乙未戰爭的靈魂人物─唐景崧、劉永

福、丘逢甲均是客家人。

在「經濟與生活」部分，作者介紹客家

人在臺灣各地的拓墾過程及經濟產業活動。南

臺灣客家庄的開發一般通說從濫濫庄開始（萬

丹鄉四維村），由此再往中、南、北三路開

發，而此拓墾路線而後便形成臺灣南部的六堆

客家區域。雲林西螺、崙背和二崙地區在早期

則是福建漳州「詔安客」的大本營，廖姓、李

姓和鍾姓都是當地的大姓，其中又以廖姓最

多，不過廖姓有「雙廖」和「單廖」之分：

「雙廖」為生時姓廖、死後姓張，即所謂的

「生廖死張」；「單廖」是生和死都姓廖。在

臺灣中部，有能力大規模拓墾的客家人大抵有

兩個人，一個是在彰化埔心開十五庄圳的黃仕

卿，另一是在豐原潭子開發葫蘆墩圳的張達

京，由於張達京開發臺中盆地的緣故，使得廣

東大埔的客家移民也多集中在臺中一帶。

此外，在臺北盆地也可見到客家人拓墾

的蹤跡，清雍正年間廣東客家人廖簡岳率同鄉

到拳山堡開墾，乾隆年間廖簡岳與鄧宜生兩人

同意由福建南靖的客家人郭錫瑠在墾地上開

圳。至於客家人拓墾桃園地區則起於薛昌桂，

薛昌桂是廣東鎮平客家人，乾隆年間薛昌桂獲

准以「薛啟龍墾號」開墾虎茅莊，範圍大約是

今日桃園市區和鄰近接壤的鄉鎮，薛昌桂以

「合作」方式與原住民共同拓墾桃園地區，拓

墾有成後也陸續吸引更多客家人至此。

在「社會與文化」部分，本書介紹客家

語言與國語政策、姓氏與宗親組織、婦女、惜

字亭、生命禮俗與宗教信仰等。臺灣客家話依

腔調的不同可分為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與

詔安，以及融合四縣及海陸的「四海話」。

「姓」是判斷客家人的重要線索，例如鍾、

羅、徐、彭、范、范姜、廖、張廖、簡、涂、

邱、曾、賴、古、巫等，而客家人遷臺之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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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開墾禦侮，便組成「合約式」或「鬮分字」

祭祀公業。而女性在客家族群中也佔有重要的

地位，一般而言客家婦女有頗高的自主性，此

外早期客家女性的名字後面也都有個「妹」

字。至於惜字亭則具體表現客家人崇尚文風以

及對讀書人的尊崇，從北到南的客家莊都可見

惜字亭的蹤跡。客家人對於土地公的信仰也極

為虔誠，客家人通常將土地公稱為「伯公」，

意味著客家人將土地公視為親切長輩的形象。

除了「伯公」信仰外，早年移民臺灣之時，客

家人即引進各路的大陸「原鄉神」，例如三山

國王、慚愧祖師、定光古佛、觀音、媽祖、恩

主公等，然而隨著客家人在臺灣的長期定居發

展，在林爽文事件的歷史背景下，也興起臺灣

客家人特有的「義民爺」信仰。

在「文學與藝術」部分，日治時期全臺

有近三百個詩社，其中客家人創設的詩社有

苗栗的「栗社」（ 1927 年）、中壢的「以文

吟社」（ 1921 年）及關西的「陶社」（ 1924 

年）等。在客家建築上，臺灣客家人的民宅一

為竹篙屋、單手或三合院，另一則是以三合院

為基礎的一堂二橫或多堂多橫的格局，臺灣並

未出現過中國的「圓樓」或「土樓」的建築，

但新竹縣文化局和臺北縣客家文化園區都蓋成

圓樓形狀，筆者以為這是捨本逐末的結果。臺

灣客家人是好客而且愛氣派的族群，前清時期

臺灣著名的幾座會館大半都和客家人有關，而

臺灣公認的十大古宅中，大溪李騰芳古宅、北

埔姜屋天水堂、神岡筱雲山莊、佳冬蕭宅、等

均是客家人所見的古宅。

最後作者也提及「當代客家發展」，近

代客家意識的抬頭與「還我母語運動」有關，

作者認為此次運動最重要的影響之一，就是促

成往後各黨各派競選重要公職時，不敢不提

「客家政策」。 2000 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後，

隨即於隔年（ 2001 年） 6 月成立「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推動全臺客家事務，例如推動客家

語言政策， 2003 年 7 月客家電視臺開播，在屏

東內埔及苗栗銅鑼成立「國家級」客家文化園

區，推行桐花祭與擂茶等客家文化產業，甚至

自 2003 年起陸續在中央大學、交通大學與聯

合大學成立客家學院，藉以推動客家研究。

綜觀本書的內容與寫作方式，面面俱到

卻又不拖泥帶水，而作者也表現其記者核稿編

輯的功力，文筆十分流暢生動，因此本書可說

是成功達成向國人推廣客家歷史的目標。此

外，作者在本書中也提出的觀點也衍生出許多

有趣的議題，例如本書「前言」部分，作者認

為：「『臺灣客家』是一『社會事實』，並

不需要旁證而自有其外在獨立性、普遍性與內

在制約性。」（頁 1 ）作者所提之「臺灣客家

是一社會事實」論點對於某些學者而言恐怕並

非不證自明，Charles Jones與David Jordan不約而

同都認為全臺灣人（pan-Taiwanese）的共識要

等到日治之後才有的自我意識，任職於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人類學者張珣引用Jones與

Jordan的概念認為族群認同要有歷史過程以及

社會建構的事實，而非僅靠某些先天基因或血

統做基礎即可有認同。（注 2 ）倘若本書作者

與人類學者張珣面對面一同論辯時，相信將可

激盪許多有趣的火花，這對於臺灣「客家研

究」（乃至於臺灣地區的「族群研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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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想必可鑿深研究的深度。

前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委李永得在本書

的序中提到：「本書做了初步整理與串連，算

是一個重要的嘗試，希望年輕學子有所啟發，

並提供完整的臺灣史觀念之基礎。」（頁v）

大抵而言，本書的出版有助於臺灣學子更加了

解客家歷史，對於客家文化的延續與傳播起著

非常大的貢獻。然而作為一本推廣性的書籍，

內容清楚易懂、價格平價合理應是基本的要

求，本書內容兼顧專業性與可讀性，其故事化

的書寫風格再搭配上多樣的圖片說明，使得讀

者閱讀之時的趣味盎然。本書確實符合明晰易

懂的標準，但訂價一本新臺幣 360 元似乎過於

昂貴，本書使用之紙張是成本較高的高級畫刊

紙，在印製上雖然有著高度的品質水準，但過

於昂貴的售價卻可能打退讀者購買本書的意

願，倘若本書售價上能做些調降，相信將有更

多的讀者願意購買此書閱讀。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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