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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文化，目前主要有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與新移民等五

大族群，這些族群除了原住民較早居住於福爾摩沙島，其他族群都是晚近才從鄰近的國家來到

臺灣，經過數代在臺生活後，逐漸形成「日久他鄉成故鄉」的情形，即便如此，這些外來移民

對於祖先的原居地（原鄉），往往有一份難以切割的情分。

過去學術界經常透過「原鄉」（Self-belongingness）的概念，討論族群情感的凝聚，「原

鄉」的概念為何如此重要？臺灣是一個移民人數眾多的海島型社會，對於多數的「移民」來說，

在他們心中往往都有一個「原鄉」的存在，而這個所謂的「原鄉」也許不見得是一個具體存在

的地方，「原鄉」也可能透過許多物體的媒介，而文字書寫經常是表達「原鄉」的一種方式，

美國民族主義理論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媒體、語言、與資本主義

連結構思，闡明印刷資本主義（printed capitalism）是建構現代民族想像共同體的基礎，他認為：

「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使我們社群想像的空間，超越了面對面的社群，而交感的連結，也擴

大到非面對面的人群，共每日生活中的共同經驗，塑造了現代的社群想像。」（注 1）在文字書

寫的範疇中，透過印刷技術將文字書寫不斷的複製，創造出了一個讓身處各地的「原鄉人」有

了共同連繫的場域，而族群也因此被「想像」或「創造」出來，人與人的連繫也透過這樣的情感，

不斷的維繫下去，而離散（diaspora）到各地的人們，也許他們因為時代背景與社會情境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掙扎與抗爭，但也因此達到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的目的。有鑑於此，本篇

閱讀選粹將以「原鄉」作為主題，介紹近年與「原鄉」概念相關的幾本書籍。

綜觀近幾年臺灣出版界也出現不少具有「原鄉」色彩的書籍，這些書籍雖然往往不以「原鄉」

做為書名，但其中所涉及的族群情感卻擊中「原鄉」的核心概念，討論著人群的情感與認同的

問題，因此本篇閱讀選粹即以「原鄉」主題相關的書籍為探討對象，挑選出七本書籍，第一本

討論臺灣的日本記憶，第二本則從區域概念討論原鄉，第三本至第七本則是從「族群」的概念

出發，客家族群有一本，而外省及原住民族群則各有兩本書籍，這些著作都具有濃厚的情感層

面，讓我們能設身處地去體會不同族群的原鄉情感。

《戰後臺灣的日本記憶：重返再現戰後的時空》／允晨文化

「原鄉」不僅是一個存在的實體，它也是一種記憶的再現，其中充滿著認同與情感的面向，

情感、離散與文化互動
臺灣社會的「原鄉」書寫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教師│廖經庭



20
每打開一本書，就是敞開一張地圖，精神的旅行從此啟程。
陳芳明

閱讀選粹

ISBN

在東京未來大學所澤潤教授以及大阪大學林初梅教授主編的《戰後臺灣的日本記憶：重返再現

戰後的時空》一書中，可見到族群認同的流變性，這是一本論文集類型的書籍，作者們分別從

日語、臺灣民謠、歌仔本、石原裕次郎、現代臺灣電影、臺灣職業婦女菁英、日治時期歷史建築、

灣生日本人同窗會等面向，介紹「那個時代」的臺灣社會，因為某種程度上政府管制的不統一，

造成日本時代的漂泊心靈很容易的浮現出來，而在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禁止的日本歌謠，又透過

翻唱的形式普及於臺灣全島，在著作權尚未被嚴格執行的年代，臺灣到處也都很容易取得日本

歌謠錄音卡帶，而近年來臺灣賣座的本土電影，如《賽德克．巴萊》、《大稻埕》及《KANO》

也紛紛出現「日本元素」，也是某個程度上對日本時代的記憶。

「日本元素」不只表現在歌謠、電影等文化創作上，空間規劃也隱含著日本情感在裡頭，

臺北市不僅有高樓大廈以及繁華街景，鄰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青田街是傳統的日式巷弄，透

過日式木造房屋的保存活動，這個區域不僅可以獲得活化，人們對日本文化的情感也可以延續

下去。

文化互動不是單方面，兩者的文化也會產生互動激盪的情形，灣生日本人的同窗會便是最

好的例子，灣生日本人在臺灣生活的記憶，往往是透過積極參與與共同詮釋而形成，許多日治

時期創設的臺灣學校，成為一個延續記憶的場域，日本畢業生大舉訪問在臺灣的母校，強化了

集體記憶的效果，不少灣生日本人大規模訪問臺灣母校的情形，是形成今日學校記憶的一個重

要元素。透過本書各個面向的爬梳與分析，讀者可發現歷經過日本時代的臺灣人，經常會將日

本文化視為「原鄉」情感的一種寄託，而這種情感透過各種媒介的集體記憶，留存在臺灣島嶼

上。

《臺灣客家政治風雲錄》／聯經

客家族群從中國來到臺灣後，「離散」到臺灣各地，自從客家族群意識抬頭以後，客家族

群的「原鄉」意識也開始受到矚目，何來美先生是臺灣著名的客家籍記者，何先生的採訪、評

論與文史寫作受到肯定，因此何先生是臺灣少數能夠從「政治」層面來剖析臺灣客家社會的能

手。

在《臺灣客家政治風雲錄》一書從「日治（據）時期」、「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客家

政治地位與社會運動」、「客家地方政治生態」與「總統大選與客家」等五個大面向進行論述，

從「客家地方政治生態」這個面向可看到許多強調族群原鄉情感的例子，臺灣的漢人族群中以

閩南及客家族群為主體，因此作者也整理出臺灣許多地區受到族群脈絡的影響，而呈現不同的

政治生態，例如在閩、客人口相當的桃園縣，早期有「北閩、南客輪政」的現象；四大族群人

口相當的花蓮縣，縣長、省議員職務是「閩客輪流」；高屏六堆客家人相對較少，因此安排一



2121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民國 106 年 9月號第 225 期

　情感、離散與文化互動：臺灣社會的「原鄉」書寫

席省議員及副議長給客家人。政治雖然強調現實性與利益性，但加上族群的因子後，往往又多

了情感性的一面，不同的族群「離散」於臺灣各地，但在民主的臺灣社會中，臺灣人民的投票

行為取向又往往受到族群原鄉意識的影響。若要瞭解臺灣當代客家政治的概貌，本書是絕佳的

一本書籍。

《邁向屏東學：認識論、社會結構與社區營造》／開學文化

「原鄉」情感不僅侷限於族群互動，地域社會的人際互動，也構成了此地方社會的組合要

素。

國立屏東大學曾舉辦十二屆的「南臺灣社會發展研討會」，該校特別精挑細選十五篇有關

屏東研究的代表論文，經由原作者增修後編輯而成《邁向屏東學：認識論、社會結構與社區營造》

一書，從「認識論」、「社會結構」與「社區營造」等三個面向，這些論文都可讓讀者瞭解屏

東社會如何形成，又如何形成現在所謂的「屏東」地理環境的概念。

筆者介紹兩篇頗具意義的論文，首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陳秋坤教授討論清治到日

治這段時期屏東地域社會結構、權力結構與「屏東人」概念形成的問題，他指出日本殖民臺灣

以前，南臺灣社會充滿相互動抗，彼此維持一定界域的社會勢力，下淡水溪流域的客庄、閩庄、

平埔族等，依據同鄉關係、宗親組織、宗教信仰或婚姻結親等方式，集結成具有排外性意識的

族群；而日本人來臺以後，開始推動警察治理政策，重新塑造新的農村機制，庄級行政村落進

而揚棄「阿猴」舊稱，改用「屏東」作為新的鄉土認同對象。換言之，陳秋坤教授透過文獻展

現出歷史的縱深面，可知地域性的認同感會隨著時代的背景與脈絡，而出現變化與流動的情況，

也就是說，現在「屏東」這一個地方概念其實是從日治時代，才被慢慢形塑與建立。

此外，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李文良教授則以雍正年間的下淡水為例，探討清帝國的邊疆

控制機制與社會的互動發展，他認為清廷經由平定朱一貴事件而形成的義民旌表，成為官府新

地方控制的手段，不僅穩定社會功能，也回過頭威脅官府對地方的控制，粵籍義民勢力過於擴

張，造成地方社會內部勢力的失衡，反而頻繁釀成社會的紛爭。林文良教授的這篇論文對於現

今臺灣史研究也有其反思性，過去臺灣史界認為粵籍「義民」的出現，是清朝政府為了攏絡粵

籍臺民，或是讓臺灣島內各族群彼此制衡，而刻意營造出的一種統治方式，但李文良教授卻也

指出「義民」的攏絡方式是一把雙刃劍，清治時期臺灣地方社會也因此呈現不穩定而多混亂的

局面。本書多篇論文從歷史層面出發，讓讀者意識到「原鄉」的認同改念並非一陳不變，它充

滿著多樣與動態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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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新頭殼》／方舟文化

今日臺灣社會有客家、閩南、原住民、外省與新住民等五大族群，其中外省族群的出現與

國共內戰的歷史有關，民國三十八年（1949）有上百萬的外省族群來到臺灣，這段特殊的「歷

史背景」出現了臺灣的外省族群，外省族群的形塑乃源自共通的「歷史記憶」，雖然外省族群

的「原鄉」包含中國數省，但外省族群的「原鄉」不見得是一種具體實存的行政區，透過共同

的緬懷與記憶，也是一種勾勒出這群外省族群的畫面的一種方式，而本書不僅在緬懷「那個時

代」的外省族群，也對外省族群有了不同以往的反思。

作者管仁健是一位超人氣的部落客，他也是一位籍貫山東莒縣，生於臺灣臺北，成長於北

投的「外省族群」，作者的父親是一般人慣稱的「外省人」，但作者的父親是個育幼院的老師，

因此作者沒住過眷村，反而都租屋住在幾乎都是講閩南語的巷弄內，因為這樣的背景，讓管仁

健能用更多元的視野，來看待臺灣的外省族群。

這本書提到許多關於外省族群的許多「秘辛」，例如在書的封面便清楚標出「年輕時的郝

龍斌，為何不爽郝柏村？」、「好學生不說方言，說國語人人有責？」、「馬英九為什麼每天

晚上都睡得很好？」、「為祖國而戰的李登輝兄弟錯了嗎？」、「條仔姐為什麼要用臺語演

講？」，書中內容可讀性高，是一本極具娛樂性的書籍，但筆者認為這本書不只是好笑有趣，

讀者透過本書的閱讀，不僅可以瞭解戰後以來的臺灣社會，也可以瞭解當時臺灣社會如何互動

與往來，而這本書也是一本「部分」外省族群的「集體記憶」，就族群的分類本質來說，外省

族群的出現與客家、閩南等族群並不相同，因為外省族群並沒有統一的語言、文化，因為特殊

的「歷史背景」造就了外省族群的出現，因此這段共同的「歷史記憶」乃是維繫外省族群的重

要方法，但過去我們都認為外省族群都是「砲口一致對外」但作者以其特殊而又邊緣的外省族

群身分，討論（或者也可以說是「批評」）外省族群的心態、思考模式，讓讀者可從不同的面

向來反思「外省人」的族群或階級性。

本書最引人入勝的地方莫過於透過許多有趣的故事，述說外省族群在臺的生活樣貌，本書

有五個主要的大標題，即：（1）「天龍」，一種特別的心態，一種莫名的優越感；（2）「語言」，

討論臺灣的語言控制的現象，作者發現一九七○年代是臺灣查禁方言最嚴格的時刻，外省小孩

通常扮演「抓扒仔」的角色，只要被檢舉就會被罰錢；（3）「二二八」，是本省族群與外省族

群間最敏感的話題，作者認為這個悲劇是接收人員以戰勝者的姿態，鄙視臺灣人與臺灣文化；

（4）「軍事」，從軍事角度討論外省族群的社會情境；（5）「半山」，介紹外省族群的思考

模式。

客家族群可以利用實體的「粄條」、「花布」、「祠堂」等凝聚族群意識，但外省族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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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要透過其他非實體的面向進行瞭解，對於想瞭解外省族群在臺灣的社會情境來說，本書是一

本不錯的參考書籍。

《眷村小子外省掛》∕郭良蕙新事業有限公司

《外省新頭殼》是一位留著外省人血液作者，反思外省族群的一本著作，而《眷村小子外

省掛》則從不同的面向來觀照外省族群，《眷村小子外省掛》作者孫啟元的父親是國軍空軍，

因此他曾就讀空軍弟子學校，母親郭良蕙是位作家，他以母親郭良蕙的名字創辦出版社，本書

即是該出版社所出版，多年前孫啟元已到香港定居，但在臺灣生長的關係，因此《眷村小子外

省掛》這本書有許多對臺灣、外省環境、親人等原鄉的緬懷之情。

這個外省家庭的故事從戰後開始，尤其聚焦於民國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這段時間剛好可

見證臺灣社會的鉅大變化，本書的主人翁是小毛，採取了一個倒敘的寫法，用故事鋪陳當時的

臺灣的發展脈絡，所謂的「外省掛」是相對「本省掛」來說，「外省掛」與「本省掛」都是指

秘密會社（黑社會）組織，「外省掛」與「本省掛」長期存在著矛盾與衝突，因此在北投育英

中學爆發出來，小毛回憶自己小時候坐在幼稚園的情境，他爸爸是國軍空軍，住在嘉義市的「白

川町」，在那他認識了王偉忠與張艾嘉。後來因為爸爸移防到屏東的關係，他也隨著轉學到屏

東的勝利國小，在這裡清一色都是臺灣本土小朋友，也因此小毛也搖身一變成為道地的臺灣小

孩，滿嘴都是臺灣話，但到了國小三年級，即便小毛百般不願意，但他又被媽媽轉到空軍子弟

小學唸書了。

小學畢業後，小毛到了屏東中學就讀初中，並參加了學校軍樂隊，後來又轉到大同中學就

讀初中二年級，當時他發現本省人和外省人非常合不來，他很想和臺灣人做朋友，但臺灣人知

道他的外省身分後，也經常仇視他，這種族群矛盾的印象，在他腦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疑問，

毫無疑問的，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發生唐山人的國民黨警員，在臺北誤傷女煙販，這是造

成本省人與外省人對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小毛面對當時僅在七十個取一個競爭激烈的五所省立高中聯招考試中，考取位於北投的省

立復興中學，開啟了他的高中生涯，當時他也當選風紀股長，並開始決心整頓班上的風氣，他

發現當時在學校唸書的眷村第二代，向心力都極強，並彼此會互相取暖，但也使得本省人與外

省人的族群界線因此而清楚劃分。

本書是一本輕鬆易讀的小說，然而本書基本上仍是依照著戰後臺灣社會的發展脈絡進行書

寫，因此閱讀本書可知臺灣外省族群所面臨的生活樣態，外省族群雖然離散於臺灣各地，但透

過這種歷史記憶的書寫，其族群情感也因此獲得激發，外省「原鄉」也體現在人們的眼前。

情感、離散與文化互動：臺灣社會的「原鄉」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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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失的榮耀記憶》／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原鄉」可以指任何族群／群體的空間經驗，這不僅只是具體生活空間，這個原鄉也是族

群／群體情感歸屬的維繫，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出版田貴實與劉仁祥兩位臺灣原住民研究的專家，

撰文編寫泰雅、太魯閣、賽德克等原住民族群的文面藝術，這種文面藝術具有強烈的族群識別

意義，不僅是成年的象徵，也具有表彰個人英勇的意義，同時也是泰雅、太魯閣與賽德克族人

死後回到祖靈懷抱的標誌。

本書分為「總論」、「口述」與「附錄」三大部分，在「總論」中，作者介紹文面對於泰雅、

太魯閣與賽德克族群的意義，有一則神話故事描述了泰雅、太魯閣與賽德克的族人，期望死後

的靈魂能夠越過彩虹橋，到達祖先聚集之地，而文面是能否通過彩虹橋到達祖靈之地的重要記

號，臉上有文面的族人被稱為「真正的男人」與「真正的女人」，這些人將有資格越過彩虹橋

到達祖靈之地。

日本人來到臺灣後，對臺灣原住民採取積極治理的方法，因此從大正二年（1913）開始即禁

止文面，至今已超過百年，目前還在人世的文面老人，都是在父母違背殖民者命令的情況下，

偷偷為他們在臉上紋上族群的榮耀標記，因為文面是必須執行的文化傳統。

在長期的殖民統治下，臺灣原住民往往在他者書寫下成為「在場的缺席者」，無法表達自

己的文化意涵，而長期來，臺灣社會也採用漢人在犯人上施以刑罰的「黥面」來稱呼文面，但

事實上漢人的「黥面」與臺灣原住民的「文面」有著不同的文化脈絡，因此無法相提並論。隨

著時代觀念的演進，臺灣社會也逐漸多元，因此民國八十七年（1998）當時的李登輝總統特別

接見數十位文面耆老，李登輝總統甚至尊稱為「文面國寶」，泰雅、太魯閣與賽德克族人的文

面文化也總算獲得平反的機會。

文面作為一種「視覺上的藝術」，因此無法只透過文字書寫瞭解其面貌，因此本書作者搭

配了許多文面照片讓讀者能夠更加瞭解文面藝術，也讓泰雅、太魯閣與賽德克族人對於他們的

「原鄉」（彩虹橋祖靈聚集之地）有著更多的緬懷，這對他們的族群情感有極大的凝聚作用，

而本書透過大量的口述訪談資料，不僅留下文面文化的珍貴資料，對於該族人而言，其實也提

供更多情感交流的機會。

《KUCAPUNGANE：魯凱族好茶部落歷史研究》／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史館、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

看完北臺灣泰雅、太魯閣與賽德克族的文面文化後，接下來我們將視野轉到南臺灣的魯凱

好茶部落。本書作者臺邦．撒沙勒是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人類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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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於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學院，研究領域是「環境人類學」、「災難人類學」、「生態人類學」、

「觀光人類學」與「南島族群與文化」，這本書可說是作者研究領域的集結。

本書記錄魯凱族最古老的好茶部落，先透過歷史材料討論古好茶、舊好茶、新好茶與禮納

里不同時期的發展，接下來再討論他們的土地流失、文化沒落、語言消失、社會崩解等命運，

由於歷史對待好茶並非友善，因此族人總是在尋找他們的「迦南地」，而這樣的「迦南地」（原

鄉）也反映出好茶族人和土地之間有著長期的依存關係，他們世居的地理空間，蘊含著族群的

生活經驗與集體記憶，其依山而居的經濟活動與物質文化跟聚落周邊的自然環境息息相關，一

但將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文化空間及生活場域中抽離，不僅經濟生活無法維繫，日常熟悉的人際

網絡也會隨之瓦解。

然而民國九十八年（2009）發生莫拉克颱風，水災和土石流將新好茶聚落的家屋全數淹沒，

因此隔年（2010），好茶村民入住禮納里的永久屋，危機就是轉機，當好茶部落居民的生活逐

漸穩定下來後，加上交通便利的因素，大幅提升族人回鄉的意願，年輕族人積極參與部落事務，

也讓家族與宗親的關係更加緊密，好茶部落反而出現了新的發展契機。本書透過紮實的史料爬

梳與田野調查的能力，呈現出好茶部落的發展過程，以及部落的情感維繫情形，有助讀者更加

瞭解魯凱族的社會組織與社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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