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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客家族群的區域史研究範疇來

看，臺灣東部長期以來一直是學界所漠視的

研究區域，著名的文史工作者劉還月認為：

老一輩客家研究者的保守，加上新一代關懷

層面不夠寬廣（注 1），使得東臺灣的客家

區域史研究被視為「化外之地」。

然而隨著解嚴之後，臺灣社會日趨民

主自由，客家與原住民等弱勢族群逐漸受到

重視，政府遂於民國 90 年（2001）成立行政

院客家委員會，使得全臺各地的客家族群有

自我發聲的機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民國 

92 年（2003）起開始推動「客家文化資源調

查」的基礎工作，希望透過全民參與使得各

地客家庄的文化資源能獲得有系統地調查、

蒐集與整理。黃學堂主編之《客情：東移池

上客家情》（以下簡稱《客情》）一書便是

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補助下完成的文史調

查成果，雖然黃學堂及其調查團隊以關山、

池上與鹿野三個臺東鄉鎮進行田野

調查工作，但《客情》這本

著作基本上是以池上鄉的

客家庄為調查對象。

全書共分為 5 部分：

「池上客家風情」、「客家遷

移的故事」、「池上客家軼聞」、

「老照片說故事」以及「客家人與鐵路的故

事」。黃學堂與李子仁兩位作者在「池上客

家風情」中提到池上鄉的客家鄉親主要是於

日治昭和年間遷徙而來，其移入種類又分為

各會社招募的「會社移民」，以及自主前來

的「自由移民」兩種。基本上池上鄉的客家

人以南部客來的較早，北部客來的較晚，但

到了晚期反而是北部客後來居上，遷入池上

鄉的中部客人數並不多，外省客的人數更

少，均是近百年才遷徙而來。在語言方面，

因本地客家人主要來自北部與南部客家地

區，因此四縣與海陸均為常見的客家方言，

而通曉四縣與海陸兩種客家方言者更不在少

數。在宗教信仰方面，大體而言東部客家族群

的信仰是蛻變、融合與多元的，池上鄉的客家

族群也不例外，閩南、客家與原住民各族群的

神祇，奉祀於同一廟宇的情況非常普遍。

族群的移動經常與家族的遷徙有著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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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的關係，在本書「家族遷移的故事」部

分，作者介紹何阿坤、官大楨、蔡榮華、李

鑾璋、吳金輝等人，以及魏姓、邱姓及彭姓

等家族的遷移歷史，這些人物與家族遷移史

見證了池上日治與戰後時期的歷史發展，官

大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派往日本組裝

軍機，戰後投入地方自治選舉，曾當選村長

及鄉民代表等職務。此外，從篤信基督的蔡

榮華長老的生命史中，也可窺見當地長老教

會的發展歷程。此外也有些原居於西部的家

族舉家遷來池上地區，定居於池上萬安的魏

家庄十兄弟便以合力開拓聞名於池上地區，

因在原鄉生活不易，在先行觀察之後，遂舉

家遷移池上，子孫繁衍眾多，至今魏氏家族

已佔萬安人口三分之一，是東部地區少見的

大家族。彭姓是池上地區另一個重要的家

族，彭家以經營茶業買賣聞名，彭享任曾擔

任「三井株式會社」的製茶技師，加上早年

住在日本人社區的緣故，因此累積頗佳的人

際網絡，而後成立「享任製茶廠」並決定到

池上發展，遂成為池上重要的大家族。

「客家軼聞」是池上客家人珍貴的歷史

記憶遺產，從這些趣聞軼事可體會早期客家

先民在此拓墾發展的情形。池上邱家有一個

五代人看過的大時鐘，這個大時鐘是邱龍海

先生在日治時期擔任保正時，友人所贈送的

新居落成禮物，屈指一算，這個大時鐘已過

了將近一百二十年的歲月，它也見證了邱家

在池上地區落地生根的過程。東臺灣著名的

歷史事件「大庄事件」也與池上有關，當時

清朝軍隊在新開園的軍營被攻毀，後人遂在

該地設立萬善祠祭拜這些有應公。又如魏建

鼎在池上率十子開墾立基，子孫開枝散葉的

事蹟，在池上家喻戶曉，而其背後的無名推

手便是魏夫人，如今池上鄉元宵節遶境、廟

會野臺戲等活動，都是魏夫人首倡的。

第五部分「客家人與鐵路的故事」則

由邱智華先生所撰寫，這篇文章是邱先生於

民國 93 年（2004）參加「臺灣東部客家文化

資源示範調查研習營」的田野調查成果，藉

由范准增、謝順興、黃習泉、林春正、詹

錦春、李琳翔等 6 位客家籍鐵道員的口述訪

談，將鐵道員的生命史與池上火車站的發展

歷史做了淺顯易懂的介紹，文章後半段也從

數十張的珍貴照片勾勒出早期池上火車站的

景象，以及今日的發展面貌。

本書特色是一種「民眾參與」的歷史

書寫方式，這突顯出臺灣社會近年來強調的

「大家來寫村史」概念。中華民國社區營造

學會在民國 90 年（2001）時曾出版《大家來

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史操作手冊》一

書，提倡「大家來寫村史」運動，在地生活

者所書寫的家鄉歷史，也許無法如同專家學

者們所撰寫的著作般符合學術規範，但在地

生活者對於鄉土情感的濃烈以及社區人際網

絡的掌握，卻是專業史家所難以企及的特

點。歷史注入與當地居民息息相關的鄉土情

懷後，它便不再是冰冷無情，反而呈現出有

血有肉的實體，吳密察便提到：「透過這種

（大家來寫村史）歷史書寫，提煉過往的經

驗並編組記憶，讓歷史成為『自己的』，而

不是與自己無關的『知識』。」（注 2）本

書無疑清楚地回應了「大家來寫村史」的精

神與主張。

本書的完成乃是池上鄉客家文史調查

的工作成果，主持者為南島社區大學講師黃

學堂先生，並邀請臺東大學廖秋娥教授及東

臺灣研究會執行長趙川明先生擔任指導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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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顧問，這批工作團隊成員來自各單位、

各階層、各領域的熱心人士，包括鄉公所幹

事、客家母語教師、郵局退休人員、發展協

會理事長、國小教師、臺電人員、電臺主持

人以及大學文史相關科系學生等。此一田野

調查工作團隊，基本上已充分結合當地資

源，池上鄉客家文史調查最終能累積如此豐

碩成果，進而實現《客情：東移池上客家

情》一書的出版，調查人員熱心的付出以及

工作合理的分配，想必為其主因。

本書另一特色為透過豐富的老照片帶領

讀者感受早期池上地區的生活情景，老照片

渲染讀者情感的力量遠高於文字，而此種影

像的搜集其實也是「大家來寫村史」的具體

實踐方式，顏新珠認為：「透過一張張出土

的老照片，臺灣鄉鎮的歷史輪廓逐漸顯影，

地區性的共同記憶更加喚醒，……地名不僅

只是個地名，而是有血有肉生長的家園。」

（注 3）池上鄉客家文史調查工作團隊在田

野調查（field work）期間深入民間，在池上

鄉各地家戶找到許多珍貴的相片，包括前述

邱瑞祥先生及震峰茶行的珍藏相片，從這些

歷史影像中，讀者可感受早期客家先民移居

池上地區時的生活情形，插秧、曬榖、做埤

頭、築堤防、開闢池上農場、種植鳳梨、種

植甘蔗、客家婦女居家生活、客家婦女服

飾、婚嫁、殯喪禮俗等場景如同幻燈片般播

放於讀者眼前，早期池上客家先民的生活面

貌也因此得以拼湊出來。

濃厚的鄉土情懷是本書最大的特點及優

點，然而筆者閱讀完此書後，也引出幾點心

得與淺見，玆在此提出供作者及讀者參考與

分享：首先，本書作者們的撰寫風格不一，

例如本書探究池上客家人的遷移過程，大多

以第三人稱方式介紹遷移情形，但論述作者

「經營茶葉買賣的彭家」（頁 65）時卻轉用

第一人稱方式，寫作風格的突然轉變使得這

本書顯得紛雜無系統，若作者們能將報導人

的口述訪談資料做較為清楚的整理，再應用

適切的字眼轉接話語，寫作方式統一後應可

增加本書的可看性，而讀者閱讀本書時也不

至於被相異的寫作風格所困擾，閱讀本書應

可更加輕鬆愉快。其次，勞動生產是庶民重

要的集體記憶遺產，本書雖提及池上彭屋族

人與茶產業的關係，以及池上客家人與鐵路

運輸業的關係，然而池上米聞名全臺，池上

客家人與稻米產業的關係也應該做個介紹及

探討。

總而言之，本書雖然非學院派人士的著

作，但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回應了近年來學術

脈絡的轉變，從歷史學觀點而言，便是從帝

王將相史的視野轉向庶民史的關注，歷史不

再只是記載政治、經濟菁英而已，原本沒有

資格載入歷史的平凡人也開始獲得青睞。隨

著臺灣本土意識日益濃厚，想必各地鄉土史

也將日漸受到重視，本書作者群將鄉土之情

融入村史寫作之中，提供有志於撰寫自己家

鄉鄉土史者一套頗佳的調查寫作模式，值得

讀者細心品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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