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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客家事務行政 

科  目：客家歷史與文化概要 

程雄老師 

一、在客家聚落發展過程中，宗族一直是重要的文化象徵符號與族群組織，以外觀而言，請說明

有那些主要特徵？較常表現在那些領域？現今又面臨那些挑戰？(25 分) 

：★★★ 

《破題關鍵》：嘗會、蒸嘗 

【擬答】 

臺灣客家宗族組織常以「嘗會」來表現，是一種「以契約認股作為重要基礎的組織」，是一

種「集資共有財產的團體」，在客家社會中非常普遍，「嘗會」是不可被忽視的一環。 

 

一、嘗會表現的領域：祭祀、土地開發與金融互助 

臺灣客家社會可見的「蒸嘗」分兩種，第一種是以鬮分字作為基礎的祭祀組織，又稱

「血食嘗」、「小嘗」或「私嘗」，也有學者稱之為「小宗族」，其主要目的在祭祖，成員

幾乎都是有具體系譜關係的人，其所追溯的通常是早期來台開墾的祖先，這種祭祀組織的建

立，通常都是在分家時，留下一部分的財產為家族共同的產業，不再分割，主要是依房分配

會份，共同管理、共同利益，各房並有輪流擔負祭祀工作的義務。 

另外一種祭祀祖先的組織是以合約字為基礎，在有些地區又稱「大賞」或「公嘗」。此

類嘗會多半會以某一位「唐山祖」作為名稱，成員間不一定具有血緣關係，但同姓幾乎是其

選擇成員的基本條件，「合約字」與「分字」最大的不同，在於「合約字」的組織雖然會以

「祭祀祖先」作為內部成員維持聯繫的方式，其目的卻不是在強調彼此之間的親族關係。 

除了「蒸嘗」，另一種在臺灣客家社會中非常普遍的嘗會，就是「神明會」，或稱「神

明嘗」。此類嘗會的成員通常具有不同的姓氏與祖籍，而其祭祀的神明則多半帶有地域性的

特色，有些是來自原鄉的神祇，如三山國王，有些則是移墾社會的地域性神祇，如「伯

公」。 

許多位學者的研究都指出，嘗會不僅僅只是人群為了祭祖、信仰而聚結成的組織，它還

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層面。首先，許多嘗會都有類似小型錢莊的功能，讓成員可以用比市價

低的利息進行借貸。另外，嘗會擁有土地的比例，在客家社會中相當高，顯示嘗會作為一個

獨立的經濟體，在土地產權的結構中，可以持有與買賣土地。這樣的特色，加上當會具有的

集資功能，使賞會比個人更能在村落，甚至跨村落的經濟體系中，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而這樣一個資金雄厚的經濟體，也使得藉由嘗會連結在一起的人群，更容易參與且被整合到

更大範圍的經濟活動中。 

 

二、嘗會的特徵 

首先，嘗會的多樣性提供了一個非常彈性的空間，使得血緣、地緣、信仰以及串聯其中

的經濟關係，都可以在嘗會的組織形式中，相互轉換，或是交疊進行。一個人可以同時屬於

不同的嘗會，而不同嘗會間，也常常可以看到人群關係相互重疊的現象。這樣的重疊性，不

但讓關係的拓展更為容易，也提供了資源進一步整合以及使關係強度、緊密度加倍相乘的基

礎。簡單來說，嘗會成為一個可以不同形式來整合血緣、地緣(包括同姓、同祖籍、信仰等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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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元素)以及經濟資源的重要「社會設計」。這個「設計」，對於早期(主要在清領時期)以移

墾身分來到臺灣，在發展新生活時，面對政策(包括土地產權、入籍、科舉考試等)的種種限

制，權力與資源分配都處於相對弱勢的粵籍移民來說，是在新社會建立穩定生活與新關係的

重要基礎。 

第二，這個多樣且具有彈性的組織結構，提供了人群在面對大環境政治、經濟等變化

時，可以援引地緣、血緣(或擬血緣)與神緣建立多樣的人群關係網絡。是一種在國家機器尚

未深入民間社會時，從底層發展出來的、在地社會運作的自主管理機制。 

從「經濟是一種文化設計」的角度來看，臺灣客家人的嘗會，是源自中國原鄉的農業社

會、家族制度之社會設計，這是一種維持家族凝聚的分產傳家設計，既要分產又要維持家族

長久的凝聚。以「嘗」來團結族親、凝聚情感，可能是與客家人的家族觀念濃厚有關。在臺

灣拓墾時，此一「嘗」的概念則產生新式運作的發明：從分產時留下部分做嘗，而後再透過

擬宗族血緣、地緣關係募集開發資金，成立不同形式的會份組織，這些「會份嘗」的運作－

「有如現代的股份有限公司，由每個族親認股入會共同進行墾拓，事後再將其獲利撥專款用

於祖先祭祀，再按股份分利潤給股東，其所依賴的就是對宗族的認同與祖先祭祀」 

總結來說，嘗會在臺灣客家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主要有二，除了顯示原鄉的社會結構在

新社會繼續成為人群連結的基礎，也可以說是移墾社會為了因應環境裡不同人群以及土地、

經濟生活的競爭，將舊有的人群關係設計進一步改良，發展出必須強化同源連結(包括血緣、

祖籍以及新的地緣關係)的新策略。透過嘗會組織所建立的人與土地、人與宗族、人與神的關

係網絡，我們不但可以看到移民人群從流動到根著、在新社會中建立新關係和述說其身分源

流的過程，更能進一步探討人群生活的社會面如何與國家政策、經濟的發展對話與互動。 

 

三、嘗會的挑戰 

嘗會與臺灣客家社會發展以及國家政治環境變化的關係。隨著政治體的更迭，從帝國、

殖民政府到民族國家，客家人群的集結，也從重視地緣大於血緣的移墾社會，轉變為用血緣

或擬血緣來強化地緣關係，對抗殖民政府以法律、政策介入地域社會組織的意圖，再發展到

必須以「族群」概念整合大範圍人群，才得以在強勢的國家干預下，繼續維持舊有(強度已大

減)宗族、地域與神緣關係的社會意義。在這個轉變中，嘗會的功能與角色，隨著人群集結性

質的改變，不再是底層社會結構形成的重要媒介。然而，嘗會所具有的整合與分配經濟、人

脈資源的功能，卻可能還繼續存在，或許正以一種內潛的形式，成為「族群」論述中在地特

色發展所必須依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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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多元族群的發展過程，族群間會相互影響，請說明客家人被福佬化（閩南化）的最早文

獻記載內容及主要的分布地區。客家族群在移民過程中，具有豐富的跨族群接觸經驗，對臺

灣族群關係有何貢獻？(25分) 

：★★ 

《破題關鍵》：林衡道、福佬客 

【擬答】 

「福佬客」的概念，最早由林衡道教授 1963 年於《臺灣文獻》期刊〈員林附近福佬客村落〉

一文中提出。在 2022 年客委會曾表示，希望將具客家血統但已不會說客語卻能說流利閩南語的

「福佬客」正名為「客底」，盼建立客底與客家族群互動交流模式，提升整體社會多元族群認

知。 

由於臺灣客家人與福佬人的通婚與互動關係非常密切，經過長久的族群融合，以致於產生了

閩客族群融合的特殊現象，經過數十年來族群同化結果，終於形成「福佬客」——被福佬人同化

的客家人，這些客家人的祖籍原本是客家，經過同化之後，孫子輩完全不會說客語、認同客家文

化，甚至以為自己是福佬人，因此有「客家祖，福佬孫」的說法。 

福佬客的地域分佈主要是集中在下列地區： 

彰雲地區：彰化平原一帶，也曾有過客家人的腳蹤，彰化的埤頭、員林、和美、田尾、永

靖，都是客家人墾拓過的地區，原墾的客家人，由於人少勢單，大都被同化為福佬客。雲

林的崙背、麥寮，還有少數的部落仍保有操客家話的鄉親。彰化縣與雲林縣是福佬人比例

最高的兩個地區，根據學者研究，員林是福佬化客家人最密集的鄉鎮，該地區閩南語腔調

很特殊，俗稱「員林腔」，事實上，乃是以漳洲、潮洲客家話改說福佬話而來的特殊腔

調。 

中部地區：初期包括現今的清水、神岡、豐原、潭子、石岡、新社、東勢及臺中南屯一

帶，後來受到閩籍移民的壓力，部分留在原地被同化為福佬客，多數則往內山遷移，或者

落腳在新社、東勢地區，或者翻山越嶺，進入埔里盆地，最後流落至南投縣的國姓、水

里、信義等地區。至今，只剩下臺中的新社、石岡、東勢以及南投的國姓、水里、信義可

尋找中部客家人的聚落。 

北部地區：宜蘭縣係以漳州移民占多數，其中以彰浦、詔安、平和、南靖四縣占絕對多

數，其中詔安、平和、南靖都是客家人。此外，新北市的淡水、三芝、石門大都是來自於

汀州府，以永定縣者最多，但武平、上杭者亦有。新莊、中和、三重、新店、泰山、五

股、八裡、鶯歌、土城、三峽等閩籍客家則有不少來自於漳州與汀州客，其中新莊、中和

三重與新店的人數更是不少。 

嘉南地區：在臺南楠西區的鹿田村，也是「福佬客」的大本營，鹿陶洋江家古屋，純中國

福建西部客家式建築，更爲當地人身上的客家血脈做了強而有力的見證。鹿陶洋江家的祖

先，祖籍來自中國福建詔安縣井邊鄉二都下刈社，依江氏家譜記載其開基祖先爲第十二代

祖先江如南，於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渡海來台，遷移到臺灣寶島，至楠西開山建村，至

二十世紀末已傳至第二十六代。另於嘉義縣新港、大埔、竹崎、嘉義市；台南市白河、仁

德等地，經學者研究多曾有客家蹤跡，但現今已難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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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客家人的源流，有許多學者研究，請分別說明「北源說」、「南源說」及「折衷說」的

說法。(25分) 

：★ 

《破題關鍵》：北源說、南源說、折衷說 

【擬答】 

客家人的源流在哪？早年多以民國初年的研究者，羅香林教授的「北源說」為主。但近卅年

來，則陸續出現「南源說」、「折衷說」等新研究。以下分為三段描述之： 

 

一、北源說：以羅香林為主 

羅教授認為客家先民東晉以前的居地，實北起并州上黨(現山西長治縣境)，西至司州弘

農(現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境上)，東達揚州淮南(現江蘇、安徽壽縣境內)，中至豫州新蔡，安

豐(現河南潢川、固始等縣附近)。以中國水系劃分，即汝水以東，穎水以西，淮水以北，北

達黃河以至上黨爲客家先民的居地。在五胡亂華、永嘉之禍期間，客家先民第一次遷移運動

的途逕，遠者自今日山西長治起程，渡黃河，依穎水，順流南下，經汝穎平原，達長江南北

岸；或由今日河南靈寶地，依洛水，除少室山，至臨汝，亦經汝穎平底達長江南北岸。 

兩宋時期展開第二期的遷移，則遠者多由今河南光山，潢川，固始，安徽壽縣，阜陽等

地，渡江入，更徙閩南，其近者則逕自贛北或贛中，徙於贛南或閩南，或粵北邊地。南宋末

時期，發展第三期的遷移，則多自贛南、閩南徙於粵北。 

明清時期，則展開第四期的遷移，則多自粵東粵北而徙於粵省中部，及四川東部中部，

以及廣西蒼梧柳江所屬各縣，臺灣彰化，諸羅，鳳山諸縣，或自贛南閩南而徙於贛西。與最

終第五期的遷徙，則多自粵省中、東部，徙於高、雷、欽、廉等各州，或更渡海至海南島。 

 

二、折衷說：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 

《客家源流新論》作者陳支平在 80 年代後期，透過實地的社會調查，翻閱不少客家與非

客家漢民的族譜，醞釀出重新探討客家源流的興趣。 

他認為過去羅香林討論客家源流時，固然主要採用客家人的族譜資料，然而在引證這些

族譜資料，似乎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僅引證能夠說明自己觀點的材料，而把同書中不能說明

自己觀點的材料摒棄不用。二是僅關心客家人的族譜，而極少參證非客家人的族譜。這樣也

就難免限制了全面考察客家源流的視野，陷於就客家論客家的圈子，因此有必要檢討過分強

調客家歷史與文化特殊性的盲點。所以引發作者試圖將閩、粵、贛、臺各地不同民系的族譜

綜合參照，從而對客家人的來龍去脈做新的解釋： 

客家人與非客家人並無分野 

用閩臺的族譜資料引證，也以羅香林所使用的族譜材料舉例說明，非客家漢民的祖先皆是

來自河南中州，認為與其說客家人所追尋的祖先來自河南中州，還不如說福建人更為熱衷

於追尋其祖先來自河南更為符合事實。 

遷徙後環境影響客家認定 

透過大量的譜牒研究，陳支平提出所謂客家的源流，受到環境的影響很大，除了有羅香林

所指的閩粵贛山區的客家人，很少與其他民系相互混雜的類型外，作者還另外探討客家源

流的幾種類型。就是： 客家人與非客家人南遷時原為同一祖先，同祖分支有的成為客家

人，有的成為非客家人； 原為非客家人，遷入閩粵贛山區後，其後裔成為客家人； 原

為客家人，遷入非客家區後漸變成為非客家人； 還有許多現象是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反

覆交錯遷移。特別是客家人的遷移方向，過去多注意到向西南遷移的客家人，他們與當地

人有土客之爭，而並未重視客家人有向福建沿海等其他非客家地區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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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解釋為大部分客家人在福建沿海地區多被福老人所同化，就如同在廣東進入香山縣的

客家人，後來都成為南海系的廣府人，在語言、風俗習慣、意識上也不認為自己是客家

人，土客之爭的例子因而較少，較容易被忽略。 

 

三、折衷說：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 

1994 年 3 月，房學嘉著《客家源流探奧》，指出客家並非來自中原，從客家地區（閩

西、贛南和粵東北）古代的特定歷史人文地理入手，證論「客家共同體，是南遷的漢人與閩

粵贛三角地區的古越族遺民混化以後產生的共同體，其主體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古越族人

民，而不是少數流落於這地區的中原人」。 

 

四、南源說：林媽利「起源南方說」： 

馬偕醫院的林媽利醫師，在〈從組織抗原推論閩南人及客家人，所謂「台灣人」的來

源〉一文中指出：臺灣的客家和閩南之血緣比較接近，但是和北方族群較遠，她認為「從血

型知道，所謂臺灣人就是閩南人、客家人，事實上臺灣人跟北方的族群不一樣，本來就是這

樣，長期的血型研究發現臺灣人的血型接近東南亞，而和北方的族群距離比較遠」；「閩

南、客家人是在一起，血緣很接近，再加入泰國和新加坡的華僑成相近的血緣關係，然後再

和南方漢人及東南亞的族群匯合，可以看到北方的漢人以及北方的族群與南方的族群包含臺

灣人在內有相當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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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說明客家義民信仰形成的原因及其發展的情形。(25分) 

：★ 

《破題關鍵》：朱一貴之亂、義民爺 

【擬答】 

義民廟所奉祀的義民爺，是被「朝廷」表揚的「為保鄉衛國而犧牲生命之客家人」，是「助

官平亂」的英靈，是客家的「偉人」、「英雄」。以目前存留的文獻來看，屏東六堆「忠義祠」

所奉祀的主要是清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之亂時，協助清廷平亂而戰死的客家「義民」，苗栗和新竹

的「義民廟」所奉祀的則主要是在清乾隆五十一至五十三年的「林爽文之亂」，以及同治一至三

年的「戴潮春之亂」時協助清廷平亂的粵籍「義民」。 

不過，在清代多次的「叛亂」事件中，協助消廷「平亂」或抵抗「亂黨」而殉難的「義民」

卻不僅限於客家人士。事實上，像「嘉義」地名的由來，便是因為林爽文的黨徒在乾隆五十二年

圍攻「諸羅縣」城時，當地「義民」協助官兵守禦，因而皇帝特賜縣名「嘉義」，其他泉籍移民

所居的村莊也多得「褒忠」的賜名，現今還在的雲林北港「義民廟」所奉祀的也是在林爽文之亂

時喪生的漳泉籍「義民」。 

 

一、客家義民信仰形成： 

清代乾隆年間遭逢林爽文事件，六張犁庄(今竹北六家地區)林先坤公因率子弟兵丁防

禦，並聯合王廷昌公、陳資雲公、劉朝珍公等數股粵眾之力，奮勇抗敵，厥功至偉。征戰

中，犧牲成仁義民軍先烈達兩百餘人，獲乾隆特頒親筆「褒忠」敕旨，以為獎勵。其後林先

坤公邀集地方領袖劉朝珍公、王廷昌公、黃宗旺公、吳立貴公等人，倡議建廟崇祀，以慰先

烈在天之靈。 

義民節傳統的祭典儀式有：起燈篙(豎燈篙)、放水燈、挑擔、黑令旗回娘家、大士爺

等，由位於新竹、桃園地區的 15大庄輪值主普舉辦，迄今超過 220 年。祭拜的儀式遂延續成

為臺灣客家人獨特信仰，也讓義民爺成為標準的臺灣地方神明。由於義民節在農曆七月間，

因此常與鬼月中元祭典一起舉行，結合了中元節普渡眾生的悲天憫人情懷，也融合尊祭保衛

鄉土犧牲生命英靈的神聖意義。每年七月，全臺各地的義民廟都會舉辦義民祭活動，而新埔

義民廟由於是全國各地義民廟的本廟，代表著客家的信仰中心，每年新埔義民廟所舉辦的義

民祭，不但歷史最悠久、場面最盛大、最具代表性、最受到重視，全省義民分廟更會齊聚回

娘家，在祭祀活動中傳承義民爺的忠義精神。 

 

二、客家義民信仰發展： 

新竹義民節的另一特色：黑令旗回娘家，義民軍所用的黑令旗已流傳了 2 百多年，對客

家人而言，它象徵著義民爺的具體存在，也代表著義民爺的精神力量。因此，信徒會將黑令

旗請回家中，以奉獻給義民爺。每年的義民祭前，黑令旗也會回到義民廟，如同回到親屬的

家中一般，為義民節祭典增色不少。 

黑令旗承載著義民爺的神聖存在，同時也是信仰的象徵物品。義民廟所選用的黑色，承

襲了當年義民軍所戴的黑色臂章，象徵著保衛家園的精神。義民廟的主持者林邦雄表示，黑

令旗具有強大的神聖力量，因此，隨著臺灣戰後經濟發展，信徒移居外地工作或遷居都會區

後，都會前來褒忠義民廟，祈求一支黑令旗帶在身邊，期盼著義民爺保佑遊子在外平安無

事。 

在早期的時候，客家在是屬於隱形的族群，因此臺北都會區的客家人，便組成了臺北市

褒忠義民爺祭典委員會，在 1988 年 8 月 19 日迎枋寮義民爺神位北上，安座在現今之大安森

林公園，受旅北客家善男信女祭拜。客家義民祭和文化節的結合，是導因於 1995 年台北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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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加入後，義民祭與客家文化節共同開啟，形成一股力量，加速了文化信仰的深度與廣度。

目的是為了要促進族群之間的融和，以及宣揚客家傳統文化精神的力量，讓現代社會中的客

家與非客家族群，有著能夠彼此互通，串連文化與感情的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