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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文化局策劃製作的《文化金

門全紀錄》叢書一套四本，蒐錄江柏煒、

楊天厚、林麗寛合著《文化的載體：金門

影像紀錄》；楊天厚、林麗寬合著《和諧

的天地：金門古早醮儀文化》；黃振良著

《無言的證人：金門戰地標語》以及黃振

良、董群廉合著《和平的代價：金門戰地

史蹟》四本著作。四書作者都是學有專長

的教師，也是著作等身的金門資深文史工

作者。這一套叢書也是金門縣文化局繼

《金門文史叢書》、《金門鄉賢人物列傳

叢刊》等系列叢書之後的再次文化出擊，

與叢書同時發行的還有一套同名影音光

碟，其大寫金門文化歷史，為金門留下文

字與影像的用心，令人印象深刻。

以金門 150 平方公里的面

積和五、六萬餘常住人口

而言，僅是中國東南沿

海一個不起眼的小島，

然而島嶼以及島嶼居民

卻以堅韌的生命力，承

繼傳統又與時推進，呈現

令人驚艷連連的文化百態，

未悉是地理環境使然或是歷史的

偶然，上天在金門植下無數個驚嘆號。

以古代科考而言，金門島小人稀，

然而科舉時代的金門卻是魁星高照，有一

句諺語「無金不成同」，意即沒有金門，

同安便不成為同安了，主因是金門籍出身

的進士在同安縣所佔比例極高，明朝萬曆

以降，金門籍進士四十餘人，以當時金門

全島約略七萬人口，出產的進士比例之高

令時人難於置信，此外所謂「開同進士」

陳綱、號稱「開臺進士」鄭用錫和「開澎

進士」蔡廷蘭，都是金門苗裔，當代人莫

名所以，最後只能以「太武鍾英，浯洋毓

秀」（太武指金門最高山太武山，金門舊

稱浯洲，浯洋指金門洋面）或「靈怪異

哉」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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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金門文人如此多采，現今的金門士

人其實亦不遑多讓。數年前有一項統計，謂

取得國內外博士學位的金門學者接近兩百

位，近年來國內大幅增設博士班，再加上

留學國外者，其數目應不止兩百位。這些

金門籍學者散落在國內外各大學和研究機

構，其中任教於臺大的金門籍教授就不下

十餘位，現任生命科學系系主任何國傑、

外文系系主任劉亮雅都是傑出的金門籍臺

大教授。擔任過工學院院長的土木系教授

楊永斌前次在臺大校長遴選時，曾獲得全

校第一高票，惜在主管機關圈選時意外落

選，雖未當上臺大校長，楊永斌教授的學

術地位還是得到高度肯定，今年（2007）年

奧地利國家科學院即頒授楊教授為海外院

士，不但是臺灣第一，也是亞洲地區第一

位學者獲此榮銜。

說起院士，不禁令人聯想到另外

一位金門籍的生物化學家王應睞博士

（1907-2001），王應睞出生於金門山后王

家，早年在家鄉接受私塾教育，17 歲前往

福州協和大學就讀，後轉往南京金陵大學

化學系，1937 年考取庚款獎學金前往英倫

留學，1941 年獲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回國

後歷任國立中央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研

究員，中共建政後，1955 年獲選為中國科

學院院士，歷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

等職務，為中國生物化學的奠基者之一，

其領導的研究團隊曾完成世界首例人工合

成牛胰島素，殊為可惜的是與 1979 年的諾

貝爾獎擦身而過。除了中國科學院院士，

王應睞另獲比利時皇家科學、文學與美術

學院的海外院士、匈牙利科學院和捷克斯

洛伐克科學院名譽院士。

科場以外，許多古代金門人馳騁疆

場亦有傑出表現，清代不少金門人棄文就

武，武將當中不乏總領兵權的提督或總

兵，金門俗諺「九里三提督，百步一總

兵」，即形容清代金門武將之盛，其實今

日金門人之投筆從戎者，其表現不讓金

門前賢，迄今為止，金門籍的中將便有 4 

位，少將 20 位以上。

至於奔向蒼茫，向海借路的金門人

亦有不俗事蹟。17 世紀西人來到東方，

他們最熟悉的是東南沿海的澳門、漳泉和

舟山群島海域，早期西人所繪中國海圖的

數量，除開香港澳門和臺灣，應數廈門和

金門為多；荷蘭據臺，來臺捕烏魚兼作番

產貿易的漢人，也以金門、小金門和廈門

為多，早在荷蘭人抵臺築寨之前，小金門

（烈嶼）人即已來到臺灣與當地的西拉雅

族貿易，且「往往譯其語」，殆是最早懂

得西拉雅族語言的漢人。

康熙平臺之後派遣杜臻巡視閩粵，杜

臻即謂「烈嶼地皆斥鹵，島民航海為生，

遠出澎湖東番，走死地如騖。」荷蘭人興

築熱蘭遮堡的磚塊不少就是由金門、小金

門的漁船載運來臺。明鄭長期以金門和廈

門為根據地，許多金門人即追隨鄭成功父

子來臺，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在民國四十年

代的〈安平採訪記〉云：「在安平的山仔

頂，所見的纍纍墳墓，墓碑上所刻的地望

以金門、烈嶼為最多，同安次之」都是早

期金門人開闢臺灣的佐證。再者，明代最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96年9月號．93 

早移入澎湖群島的十大姓氏，從金門移殖

而來者便十有六七，臺灣漢人農業由澎湖

開始，澎湖農業則由金門人移入，在在說

明金門人是開闢臺澎的前鋒。

金門自來號稱僑鄉，明代即有金門

人「寄寓琉球」，清代五口通商後，金門

島民更是相率走向東洋和南洋，日本神戶

復興號和長崎泰益號的第一代號主，都是

在道光年間前往日本，後來也都發展成為

當地著名的商號，其營業直至二戰因局勢

不利而停歇。復興號王家於日本發跡後在

故鄉起造大厝十八間（今金門山后民俗文

化）供族人居住，泰益號經營的海產商圈

遍及東亞和東南亞，1940 年代之前，日本

與臺灣的貿易，尤其是海產和中藥材的生

意，第一把交椅可能是泰益號。至於前往

南洋經商有成的金門人更不在少數，新加

坡大華銀行集團主席黃祖耀，創辦馬來西

亞最大綜合商業集團的楊忠禮機構創辦人

楊忠禮，他們不是金門出生，便是第二代

金門華裔，至今仍然熱心當地金門僑社，

關注金門原鄉。

中央社金門特派員倪國炎曾報導金

門有三多：樹多、路多，宗祠多。金門面

積約一百五十平方公里，各姓宗祠就有

一百六十二座之多，密度之高為臺灣地區

之冠，尤其是蔡姓聚落瓊林村，以「七宗

八祠」堪稱金門第一，瓊林之所以宗祠

多，與其人才輩出有關，小小一個瓊林

村，明清兩代出了 6 位進士，7 位舉人，

武將 6 人，為光宗耀祖，宗祠也就越蓋越

多，高密度的宗祠多少寫出金門人的普遍

心理：慎終追遠，不辱先人之外，還要步

武前賢，兀立在村落的宗祠除了呈現建築

之美，衝向天際的燕尾似乎時時刻刻都在

俯視著子子孫孫。

金門宗祠多，宮廟亦多，再加上民居

建築，大致構成金門聚落的模樣，在這些

屋簷下生活起居的百姓，少不得要為每天

開門7件事煩惱，一年當中的節慶、祀典或

科儀除了馨香一柱表達敬天法祖、謝天謝

地的心意之外，酬神或賽會的高甲戲、南

管，在沒有電視機的時代也是庶民生活的

調劑，這些光影都是許多金門人記憶的一

部份。

而戰爭，又為金門抹上另外一道痕

跡。民國 26 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旋即

在 10 月間佔領金門，許多金門人為躲避日

軍向內地或南洋逃亡，及自民國 38 年國軍

自大陸撤守，金門又歷經了古寧頭大戰和

八二三炮戰等等戰火的洗刷，單打雙不打

更是把金門長期鎖住成為前線和戰地。

民國  38 年初抵金門的國軍先是暫借

民房安頓，祠堂或空屋容納不下，百姓住

家的大廳亦成了營房。金門傳統的閩南式

三合院或四合院的建築，大廳在房子的後

半截，裡頭擺設神龕，除了祭祖拜神，兼

為飯廳和生活起居的場所，借住民居的軍

人白天出操或構築工事，晚上就在大廳打

地舖，而老百姓白天為顧三餐打拼，晚上

就在廂房歇息，形成一個門牌兩套生活方

式的特殊景象。軍民雜處，我家就是你

家，村落幾乎就是半個軍營，軍隊為強化

政治教育，除了政治課和精神講話，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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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標語、國徽、隊徽亦開始在村落出

現，民居的牆壁即是現成的底板，或用油

漆刷，或用水泥敷，出現頻率最高的標語

應該是「反攻大陸」、「反共抗俄」和

「解救大陸同胞」等，在軍隊陸續撤出民

宅回歸軍營後，這些不動如山的精神標語

只是風化衰老，卻依然繼續停留在民居的

牆壁上。

在兩岸氣氛緊張時期，駐守金門的

軍隊在極盛時期達十萬人，三步一崗，五

步一哨，軍人數目多過老百姓的戰地生活

風貌於焉浮現，放眼街上儘是著草綠色軍

服的阿兵哥，為供應阿兵哥生活所需，街

上或村落的雜貨店、撞球室、小吃店應運

而生，修補鞋襪或洗軍服也是婦女賺取貼

補家用的活兒。在戰地政務管制下，村落

改為戰鬥村，民眾納編為自衛隊，一般民

眾在日常生活上受到若干的限制，單打雙

不打的炮聲陪伴四五年級生的成長。但是

隨著冷戰消解和兩岸關係的和緩，民國81

年金門解除了戰地政務，近年來國軍在實

施精實政策下，金門的煙哨味逐漸淡化，

部隊逐步的裁撤，軍人走了，然碉堡、坑

道、軌條砦、防空洞和各種軍事據點依然

散佈山間海岸，從前沿海岸線佈下的地雷

至今還在設法清除當中，軍民一體的特殊

戰地生活，連同沒有軍人據守的碉堡、坑

道都成了那個時代的記號。

《文化金門全紀錄》四書記錄了前述

事蹟的林林總總，在《金門影像紀錄》和

《金門古早醮儀文化》兩書中，3 位作者

以文字和圖照描述金門人與土地的關係，

為庶民百姓和曾經駐足島嶼的人們留住些

許身影，《金門古早醮儀文化》一書中還

蒐錄了金門少見的高甲戲歌詞，尤其難能

可貴。《金門戰地史蹟》和《金門戰地標

語》則在捕捉急速消失的戰地光影，許多

戰地史蹟在有意無意間日漸荒蕪，在社會

快速變遷的步調裡，也許再過若干年，金

門百姓日常生活當中的節慶科儀，也許如

同許多被拆解的軍事據點，雖不會馬上隨

風飄散，但難免變調凋零，《文化金門全

紀錄》叢書以及同名的影音光碟，其大寫

金門文化歷史的企圖心令人喝采，唯既然

號稱「全紀錄」，吾人自然期待還有續

輯、三輯，甚至無數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