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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聰榮 
 

現  任：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副教授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監事 

 

學  歷：澳大利亞國家大學亞太歷史系博士 

 

經  歷：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社會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副教授 

 

代表著作：新秩序下的混亂 

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 

                  

授課大綱：1.重寫台灣移民史 

2.移民台灣史與民族主義 

3.移民台灣史與族群運動 

4.移民台灣史與多元主義 

5.移民台灣史與現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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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義： 

移民台灣史的基礎論述 

 

移民故事 • 移民國家：美國五月花號加拿大英法聯軍 

• 澳洲紐西蘭: 囚犯與貴族共創新天地 

• 昔日大帝國：英國大不列顛、法國、俄羅斯 

• 新移民故事 

• 日本：單一民族論的量變到質變 

• 東南亞國家的雙向移民 

 

法  國 • 移民博物館(La Citéde l‘Immigration) 

     • 法國社會關注移民問題 

 

重審台灣史 • 一部台灣史就是台灣移民史 

• 原住民 

• 荷西時期 

• 明鄭時期 

• 清領日治 

• 1949 

 

參考文章：東南亞台灣人 

• 楊聰榮、藍清水〈從歸僑到外籍─印尼台灣人移民的歷史過程, 

兼談客家文化的影響〉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第三屆

『跨界流離』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 年十月七、八日。 

• 〈從越南觀點看越南台灣人(Vietnamese-Taiwanese)：越僑全球

化與移民精神〉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第二屆「跨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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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國際學術研討會：公民身份、認同與反抗」，台北，世新

大學國際會議廳，2005 年 11 月 20 日。 

 

移民觀點的台灣人 • 鄭成功：1661 移民 

• 施琅：1683 移民 

• 朱一貴：1709 移民 

• 吳沙：1773 移民 

•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71 移民 

• 北白川宮能久: 1895 移民 

• 八田與一：1910 移民 

• 蔣介石：1949 移民 

• 張忠謀：1985 移民 

 

移民台灣史與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 •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一種信念，以為一群具有共同特色

的 人 ， 有 權 建 立 民 族 國 家 ； 「 民 族 運 動 」 (nationalism 

movement)則為如何將一群鬆散的人結晶為民族。 

• 民族主義，亦稱國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為包含民族、種族、與

國家三種認同在內的意識形態，主張以民族為人類群體生活之

「基本單位」，以作為形塑特定文化與政治主張之理念基礎。

具體的說，其主張為：民族為「國家存續之唯一合法基礎」，

以及「各民族有自決建國之權」。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無從區

分。開化的社會過去大多強調民族共同體，而 近則著重於由

國家或政府陳述的文化或政治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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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獨立運動 • 民族主義者以明確的準則為基礎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

區別，並據以判定「孰為民族之一員」。其準則可包含共

同的語言、文化、以及價值取向，但於今 主要者或為族

群意識(ethnicity)，即種族上之歸屬與躋身其中之地位。民

族之「認同」與以上兩者以及族群上之「歸屬感」皆有相

關。民族主義者視民族性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

他自主性團體般可自由加入。民族主義亦特指民族獨立運

動之意識型態，即以民族之名義作出文化與政治主張 

 

國家結構的主流 • 因民族國家已成為國家結構的主流，民族主義對世界歷史

和地緣政治影響巨大。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至

少是名義上的─民族國家之中。「民族」(nation)一詞常

錯誤地被等同於這些國家政府(state)。民族國家之目的在

確保民族存續，保持身份認同，並提供民族文化與社會

性格(ethos)可支配的地域。民族國家大多訴諸文化與歷史

神話以自證其存續與「法統」(legitimacy)。民族主義者

認可「非民族國家」的存在，早期的民族主義運動往往

是針對帝國。 

• 梵諦岡是為了天主教的領導權，而非民族，所存在的主權

國家，而伊斯蘭教徒尋求於全球各地所建立的哈里發為

另一個非民族國家的例子。具民族認同，並以民族國家

為法統之任何人皆可稱之為「民族主義者」。如今所謂

之「民族主義」一詞涉及以政治活動（或涉及軍事）支

持民族主義者的主張，其中或包含分離主義、民族統一

主義(irredentism) 。 

 

民族運動 • 「民族」(nation)與「族群」(ethnic group) 一般人對其內涵有相

當的誤解，而政治人物也多或誤用或濫用，因此爭議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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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會妨礙大家的政治溝通，甚而族群間的整合。民族是政治

用語，族群則為文化上的概念，但兩者的基本結構是相依的， 

都是建立在一群具有共同血緣或文化特徵的一群人。 

• 族群或民族的形成，無形的勝於有形的特徵，主觀的意願重於

客觀的特色。民族要成立，必須成員有強烈的意願，覺得他們

必須有一個國家，並且由自己人來治理，  此即「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想像的共同歷史與經驗 • 以血緣來定義人群，即體質人類學所謂的「種

族」(race)，但是一群血緣不同的人，也可以因

為共有的語言、宗教，或生活習慣而結合成族群

或民族，比如美國的黑、白人。尤有甚者，除了

上述觀察得到的外觀特徵外，抽象的或想像的共

同歷史與經驗，也可以當作是族群或民族的基

礎；而且這些往往比前者來得珍貴，比如共同被

日本人統治、二二八經驗。但是，光有上述的客

觀條件存在，並不保證這群人會凝聚成族群或民

族。族群的出現，要這些人在主觀上有一體感，

覺得與他人不同。 

 

民族主義 • 在回顧過去的一個世紀時，民族主義在 20 世紀形成蔚為壯觀的

歷史畫卷，深刻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在世紀之末又出現

一次引人注目的勃興。蘇東劇變之後的幾年間，至少有 20 個新

的國家出現在原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埃塞俄比亞

的土地上，每個新國家都聲稱代表著在原帝國或聯盟體制下受

到壓抑的民族（但每個新國家都仍然是多民族國家，這是民族

主義歷史上一再重復的現象）。在庫爾地區、在巴爾干、在車

臣，在愛爾蘭、魁北克、巴斯克，在中東、非洲、南亞、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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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地方，為民族主義理想而進行的斗爭到處存在；不同的

民族社群之間的對立和衝突也到處可見。與民族主義有關的事

態導致了世紀末幾場 大規模的戰爭︰海灣戰爭、波黑內戰、

兩次車臣戰爭和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正如有人所說︰在 20

世紀的 後十年間，民族主義不但沒有消亡的跡象，反而出現

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廣泛和 強勁的發展。 

 

台灣沒有民族主義 • 相較於亞洲其他國家，台灣尚未出現真正能凝聚全

民的民族主義思想。 

• 印尼 

• 越南 

• 菲律賓 

• 泰國 

 

民族主義 • 民族主義須要更長時間的發展與磨合 

• 民族主義如果能夠得到外籍配偶新移民的支持，才能穩定堅

實壯大。 

 

移民台灣史與族群運動 

 

族群分類 • 所有的族群分類概念都是人類心智的歷史產物，並非一成不變

的事物。 

• 族群特性並不是孤立存在，必須放在族群關係中來理解，也不

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環境而變動。 

• 巴特(Fredrik Barth) 認為，族群的邊界是持續變動中，但是邊界

的持續存在則是構成族群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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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邊界 • 從族群理論的角度來看，即使台灣已經漸漸採用四大族群(或

五大族群)來做為人群區分的基本分類架構，我們仍然必須時

時回頭檢驗，族群的要素為何？什麼構成一個族群的要素？

我們必須承認當今廣泛使用的族群觀念，雖然是具有很大的

彈性，然而什麼構成族群仍然要由本地脈絡來界定。族群的

邊界經常是我們反省族群概念本身的 佳途徑。 

 

族群理論 族群理論(theroy of ethnicity)是由西方社會理論的發展而傳到台

灣，在英語世界中，ethnicity 及 ethnic group 的詞彙出現現代的

意義，不過是由二十世紀的五十、六十年代開始。而傳到台灣

來， 多不會超過二十年， 初由學術界引進，是在英文的族群

理論的脈絡引入，現在台灣社會已經到處充滿族群一詞。 

 

族群理論中所討論的族群 族群理論中所討論的族群，具有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有名稱做為區別與其他群體關係(acommon 

proper name to identify the essence ofthe 

community)，第二，相信有共同祖先。第三，分

享共同的歷史記憶(shared historicalmemories)，

第四，具有共同的文化特質(elements of common 

culture) ， 第 五 ， 有 共 同 的 發 源 地 或 祖 地

(homeland) ， 第 六 ， 有 團 結 的 意 識 (sense of 

solidarity)。第七，可能有聚居的情況。 

 

介於族群邊界的族群 介於族群邊界的族群，在概念上，我們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以原來的族群分類來界定，另一種是將這些處

於邊界上的族群，視為自成新的一種類屬。即一群人

由一個族群類別變為另一個族群類別，原來的族群特

性已經隱去，我們以隱形族群稱之，以前述族群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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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來談，表示族群標誌已經不明顯。另一種看法

是，原有的分類不能用來形容介於族群邊界的族群，

而另外發展新的分類詞彙，在本研究中稱為中介族

群。 

 

族群的標誌（maker） Manning Nash 認為族群的界定通常是存在某些族群

性的核心因素(core elements of ethnicity)，可以用來

區 別 特 定 的 族 群 界 限 ， 可 以 作 為 族 群 的 標 誌

(maker)，其舉例以語言是族群區分的標誌，語言能

力的取得與族群有直接關係，母語能力是在族群社

會生活中取得，這與長大成人以後所學習的語言不

相同(Nash, 1989: 26-27)。 

 

族群特性是在實踐中展現 Joshua Fishman 認為族群特性是在實踐中展現。

族群文化遺產創造行為與表達方式，透過語言，

族群文化遺產可代代相傳，歷久不衰。故族群的

存在，是要在行動及表達中得到認同，並且傳

承。Fishman 的說法，在本文的討論中尤為重

要，因為衹有在行動及表達中才會使族群文化傳

承，而族群的持續有賴文化傳承(Fishman, 1980, 

84-97)。 

 

外省族群 • 外省人視為外省族群，是一種擬制的用法，是為了比擬在台灣

島上的其他人群分類。而外省人被視為一個族群，是台灣獨特

的政治環境造成，外省人之中的所謂共同特質，其實是政治議

題的族群化而被放大，使得關於這一人群及其後裔的討論，一

直和台灣本地政治議題有高度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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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關係 • 族群關係 

• 原漢關係 

• 閩客關係 

• 本省外省關係 

• 台籍外籍關係 

 

移民台灣史與多元文化 

 

族群與多元主義研究範疇 • Nation, Nationalism 

• 國族、民族主義、國民國家 

• Ethnic, Ethnic group, Ethnicity 

• 大熔爐到馬賽克 

• 台灣與南島及東南亞的族群與認同關係 

 

族群中心主義 • 族群中心主義：衹以自己的角度看別人 

• 要求別人依自己的標準 

• 無法設身處地 

• 打破族群中心主義 

• 接納外人 

 

五大族群？ • 台灣現在所流行的四大族群的說法也並不是存在很久，可以

說是 近這些年因為族群問題受到矚目而產生的理解方式，

也許不久我們開始要界定五大族群，因為 近的一批新移

民，根本無法以原來的四大族群來涵蓋 

 

文化相對主義 • 客家人 

• 文化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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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省人 

• 擬制族群 

• 原住民 

• 多元一體 

• 新移民 

• 原生僑生 

 

第五大族群 • 以「新住民」、「新移民」、「東南亞新娘」、「南洋姐

妹」、「台灣越僑」或「印尼媳婦」稱之。 

• 儘量避免使用台灣習以為常的「外籍新娘」。 

 

台灣新族群分類 • 台生台灣人 

• 東南亞生台灣人 

 

族群分類 • 所有的族群分類概念都是人類心智的歷史產物，並非一成不變

的事物。 

• 族群特性並不是孤立存在，必須放在族群關係中來理解，也不

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環境而變動。 

• 巴特(Fredrik Barth) 認為，族群的邊界是持續變動中，但是邊界

的持續存在則是構成族群的重要因素。 

 

平等態度看待東南亞人 以平等態度看待東南亞人，誠心與其從事各種互惠

共榮的合作，以善意與東南亞各國重修友好關係，

建立有是非公義的合理史觀。透過此種正確史觀的

建立，台灣才能重新定位自己在東亞的地位，做為

聯繫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樞紐，並從平等地人權保障

出發，尋求此區域共同的國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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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到東南亞 探討台灣的文化特質又不能只做「內視鏡」檢視便可竟其

功。台灣人不了解自己，也是因為他不了解周邊的世界。切

實做到對照比較的功夫，對台灣的文化特質才有可能精確的

掌握。因此，把視野加大，擴及所有台灣人相關的文化社群

（尤其是東南亞的華人移民社群），亦是當務之急。 

 

移民台灣史與本土價值 

 

台灣本土價值 • 台灣清領是異族統治，日治是殖民，國府是專制，本土價

值即深化以台灣為中心點思考的價值觀，主要意涵是團結

內部，凝聚台灣主體性，以對抗外來勢力的壓迫。 

• 本土價值的歷史意涵是對抗國內的反本土勢力，現在政

治、社會、文化各領域全盤本土化。以台灣為國家認同的

民眾超過七成，本土價值已經成為社會共識。 

 

土地認同 • 連雅堂台灣通史序：「夫台灣固海上荒島爾！篳路藍縷，以啟

山林，至於今是賴……洪惟我祖先，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植

斯土。」 

• 先民唐山過台灣經營開發艱辛歷程，是台灣人民先後橫渡黑水

溝，在這塊土地落地生根、辛勤耕耘、共同發展的 佳寫照。 

 

本土運動 • 本土價值引導人民凸顯台灣主體意識，爭取正當權益 

• 從民國六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校園民歌運動開始，本土文

化意識逐漸崛起 

• 到了八十年代的教育改革，確立了明確且正確的本土文化之教育

理念，強調教育應該重視本土經驗與認知，從鄉土社區開始，

再將視野擴展到全世界。 



 
「夏季學校」第 19 回 2016 年 7 月 21-24 日 

 
 
 
 
 
 

 
 43

 

本土思想 • 本土法學 

• 本土心理學 

• 本土管理學 

 

陳芳明：古典與本土 • 古典文化與傳統文學，是穿越世代的共有智慧，也

是橫跨國界的共享遺產。在現存的意識形態、國家

認同、政治信仰發生之前，古典與傳統早已巍然成

形；不僅開啟多少創造性的思維，也建立無數普遍

性的觀念。如果說，古典與傳統在每個生命孕育之

初就已植入基因，亦不為過。以近數十年的政治立

場，來審判數千年的古典文化，不免是荒謬而荒

唐。 

• 愛爾蘭在歷史上不斷反抗英國統治，卻從未拒絕對

英國文化的接受。美國獨立革命成功，在文化上仍

然與英國文學緊密銜接。主張脫亞入歐的日本，從

來就是持續接納中國儒學的薰陶。中國曾經發生驚

濤駭浪的文化大革命，反而激發向傳統回歸的強烈

慾望。古典與傳統的力量有多大，絕對不是膚淺的

意識形態或政治信仰能夠估算。 

 

當本土成為主流價值──借鏡澳大利亞國家認同的發展 

• 一種以澳洲經驗為核心的澳洲史觀發展出來，澳洲也重新審視澳洲所

在的地理位置，檢討澳洲與亞洲的關係，從而放棄長期以來為人所詬

病的白澳政策，改變單一文化傳統的政策，而改為採取多元文化政

策，另 

• 外一個改變的來源，來自澳洲原住民，由於對澳洲原住民的歷史處境

有反省，到後來接受澳洲原住民的文化，在澳洲文化認同中居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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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地位。本文認為在這個轉變之中，構成刺激澳洲建立自己的獨特

文化中，亞洲移民所形塑的多元文化，以及澳洲原住民本身的獨特

性，是其中的關鍵因素 

• http://www.tisanet.org/Activity/20060610/conference/2-4.pdf 

 

在地觀點 • 印尼 

• 越南 

• 泰國 

 

本土化的思考 • 有次跟一個設計師聊天，他對於將本土引入設計的概念非

常不以為然，又講一套台灣應該國際化之類的說辭。我想

類似這位設計師的想法，應該很多人。但是我跟他解釋，

為何本土一定要指閩南或本地文化？例如，九二一大家都

有共同經歷，那是否這個經驗可以成為創作元素或是靈感

來源？ 

 

這不就是很本土嗎？ 

 

新的本土價值 • 當我們同在一起 

• 如果能夠敞開胸襟接受外籍，其他更早的移民也都可以包

容了。 

 

移民台灣史與國際化 

 

國際化 • 國際化的意義 

• 國際化不等於英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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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化不等於美國化 

 

全球化 • 全球越來越相似 

• 交通、通訊、餐飲、生活方式… 

• 全球連動 

• 金融市場、氣候、環保…. 

 

國際接軌 • 在全球在地化浪潮之下，透過「國際接軌」提升國家競爭力儼

然成為世界潮流，而「在地行動」即為與國際接軌之關鍵步

驟。故各國無不致力於推動國際化基礎設施，以追趕世界之腳

步。然而，國際化之內涵複雜，舉凡語言環境、公共資訊、法

制規範、人員流通、社會融合皆屬其範疇。以人為本的「生活

環境」更為創造友善國際生活環境之基礎條件。 

 

特殊的意義 • 東南亞的相關知識對台灣應有特殊的意義，而不僅僅是世界

上諸多地域研究領域中的其中之一。這些意義有些可能很明

顯，例如從地理上關係來說，東南亞是台灣的鄰居。或者由

早期的歷史來看，台灣的文明歷程更像是東南亞的一部分。

然而有些意義卻未必清楚，如歷史上的互動，以及早期住民

在語言、文化習俗及器物，甚至血緣關係，尚待研究者進一

步地探索。 

 

新區域主義 • 新區域主義下的貿易合作協定 

• （1）民族國家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目標函數是多元的； 

（2）不同規模國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比較優勢存在差異； 

（3）區域貿易協定的形式會影響參加國的成本與收益。 

 

開放型區域主義 • 開放型區域主義是一種擺盪在多邊與雙邊主義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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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式單邊主義」（Concerted Unilateralism），透過

同 儕 壓 力 的 共 修 過 程 （ 樂 善 ） ， 把 選 擇 性 自 由 化

（selective liberalization）的正果也普渡給非會員國 

 

ASEAN • 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成立於 1967 年 8 月 7 日，由泰國、

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與印尼等五國，共同在曼谷舉行會

議，發表《東南亞國家協會成立宣言》，亦即《曼谷宣言》。

1984 年汶萊申請加入，1995 年越南加入，1997 年緬甸與寮國加

入，1999 年 4 月柬埔寨亦成為東協十國 後成員。 

 

10+1 • 東協加一 

• 東協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 

• 2001 年在汶萊的東協高峰會中，東南亞國家領袖與中國總理朱鎔基

同意在 2010 年成立一個世界 大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東亞共同體 • 日程 

• 在 2008 年以前開始啟動，2015 年實現（東盟或其他新成員不

遲于 2020 年） 

• 東亞合作是在“10 加 3”的框架下進行，主要還是一個地區對話

合作機制 

• 新東亞區域主義 

 

外籍配偶與語言發展 

 

語言上的弱勢團體 語言上的弱勢團體如何界定？由於語言能力本來就有個

人差異，所以必須加以界定清楚，這裡所說的弱勢團

體，並非指語言能力絕對能力的差異所形成的區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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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共同的社會處境而造成集團成員語言能力水平發

生系統性的差異。弱勢現象並非由個人天賦的差異所造

成，因此其中存在因為社會結構的扭曲而造成徧差，因

此而造成了社會不公義的現象。 

 

台灣的社會語言環境 • 族群外語是台灣新移民的語言，目前台灣以越南

語、印尼語及泰語為大宗，相較美國、澳洲等地，

台灣新移民使用語言，和台灣的共同語比較起來，

更為弱勢，是討論語言弱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族群外語 東南亞的配偶的數量增加，則其互相之間所使用的族群語，也是

東南亞國家的一種語言，故其語言對台灣本地人來說，即是一種

族群語，也是一種外語。在此不妨稱之為族群外語。族群外語與

本地族群語不相同，若本地族群不強化族群語，則其地位會弱

化。 

 

族群外語 • 而族群外語則有另一個國家做支撐，即使目前該族群不設法在

台灣傳承其族群語，其語言的地位及發展仍然可以維持。族群

外語在台灣也漸漸受到重視，不同社會機構會提供相關的語言

翻譯服務，或是出版以其語言所寫的手冊。目前在台灣被認可

的族群外語，通常有越南語、印尼語與泰語。 

 

口音歧視 • 擺脫過去語言受到污名化的影響。然而，無疑地過去長期的影

響仍然存在，講福佬話的人被認為是沒有水準，模彷「台灣國

語」而認為代表是鄉下人，這種情況仍然不時在電視節目中出

現。這是慣用福佬話的人，受到的口音歧視，很可能在過去長

期的發展中，有不少人因為口音的問題，在取得權力與爭取資

源上，受到不公平的對待。這些情況仍然須要我們警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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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不公義 • 弱勢現象並非由個人天賦的差異所造成，因此其中存在因為

社會結構的扭曲而造成徧差，因此而造成了社會不公義的現

象。這時就須要社會政策對弱勢團體的輔正，因為社會政策

對於弱勢團體的討論，主要擔心弱勢團體的弱勢處境，會造

成惡性循環，即弱勢會更弱勢， 

 

族群語的語言弱勢 現在新的語言弱勢來自新移民，除了強化新移民學習台

灣各種相關語言的管道，對於其中較重要的語言，如越

南語、印尼語及泰語等，應該在一定的範圍內給予尊

重，至少在重要的機構提供翻譯服務，以提供語言的地

位，減少因為語言弱勢而造成不公平現象。 

 

社會政策補助語言弱勢 • 政府應該做的事，即是將語言視為必要的投資，

在須有以社會政策補足因為語言弱勢的情況，都

加以投入。從社會政策的角度，即承認語言的使

用者可以使用語言的權利，如果弱勢族群所使用

的語言並非強勢語言，則提供協助，使得弱勢族

群不致於因為語言弱勢的情況，造成其他社會資

源被剝奪的情況。 

 

社會政策 • 為了要改正這種社會不公義問題，我們須要有政策的投入。社

會政策通常是反省弱勢族群問題時，為了平衡優勢團體與弱勢

團體的權力優劣關係，彌補社會已經造成的社會不公義的情

況。 

 

移民台灣史與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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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運動前身 •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 台灣文化協會 

• 228 事件 

• 白色恐怖 

• 黨外運動 

• 台獨運動 

 

世界性民族自決思潮 • 直到一九二〇年代，因受世界性民族自決思潮，以

及日本所謂「大正民主時期」民主主義風潮的影

響，興起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一九二〇年，在東京

的台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拉開一九二〇年

代各項社會運動的序幕。隨後有「六三法撤廢運

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相繼發動；有

《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

報》等刊物的相繼發行；一九二一年，蔣渭水結合

青年學生及台灣各地社會領袖成立「台灣文化協

會」，從事文化啟蒙運動，例如，一九二六年「文

協」在全台灣舉辦了三百十五次的文化巡迴演講，

聽講人數達十一萬兩千九百多人，啟迪民眾影響不

小。「文協」成為往後台灣的諸多民族運動、社會

運動的大本營。 

 

二二八 • 二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台灣人原以熱烈心情歡迎新政府，

不意新來政權卻以征服者心態臨駕台灣，且官場貪污、牽親引

戚、全面壟斷、經濟蕭條、物價暴漲、米糧短缺、失業激增、軍

隊擾民、治安惡化...，經過一年半的蹂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

四十年，終而爆發二二八事件，事件中，台灣人提出民主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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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然而卻遭到無情屠殺，台灣社會精英犧牲殆盡，民心潰

決。 

• 新的台灣意識再次凝聚，成為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濫觴。 

• 比較當時亞洲國際局勢 

 

白色恐怖 • 1949 年省主席陳誠在台灣頒布戒嚴令，台灣進入軍事戒嚴時

期。戒嚴令頒布的半年後﹐蔣介石政權敗退來台﹐戒嚴繼續實

施﹐人民的基本自由人權﹐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講學

的各項自由，受到嚴重箝制﹐因此有黨禁﹑報禁﹑出國旅行

禁…。戒嚴延續了 38 年之久，直到 1987 年才解除﹐成為世界

實施 久的戒嚴令。 

• 在戒嚴統治的同時，又配合著所謂的「動員戡亂」，使得台灣

籠罩在十足的威權體制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了

憲法的部份條文﹐不僅過去在大陸上的許多法律制度成規﹐一

成不變套在台灣身上﹐而且各種嚴峻惡法﹐紛紛出籠﹐例如

「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 

• 戒嚴統治﹐與「戡亂」體制﹐必須透過嚴密的特務系統來推

行。1950 年起，蔣介石開始為長男蔣經國，從情報、治安系統

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佈置適當的基礎。50 年代中期，

成立了國家安全局，統攝各情報機關(如警備總部、調查局、情

報局)。這些如蜘蛛網般的特務系統，發揮了「白色恐怖」的作

用，在「肅清匪諜」的理由下，許多人因為政治見解不同，或

因批評時政，便被羅織入罪，惹來殺身之禍。 

• 比較當時亞洲各國發展 

 

雷震與自由中國 • 國民黨人和社會上層的自由主義者─雷震、胡適、王世

杰﹑杭立武等人，有感於思想鬥爭的重要，認為要從理

智上建立反共信念，非有一個宣傳民主自由的言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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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於是乃倡議創辦《自由中國》雜誌。雷震曾訪見

下野中的蔣介石﹐並獲蔣的首肯答應設法資助。他們原

先預定在上海出刊這份刊物﹐以為可以影響共產黨統治

下的人心。《自由中國》在台北創刊﹐時間是 1949

年。然而，隨著韓戰的爆發、美國對中共採取圍堵政

策、第七艦隊協防台海、美援的恢復、中美共同防禦條

約及中日和約的簽訂…國際局勢的變化逐漸有利於台灣

的蔣政權的穩定，隨著台灣內部的政治、經濟的變化，

包括黨化政策，這份抱持民主自由的理、以反共起家的

知識分子刊物，漸漸將論政的方面從原本對中共、蘇俄

的批判轉移到對台灣內部問題的反省與檢討。 

 

黨外運動 • 在一般上軌道的民主國家中，選舉有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由

於國民黨入台以來所實施的「地方自治」只是一個「半自治」

的型態，地方缺少財政權﹑人事權﹑警衛權﹑教育權，而中央

民意代表在 1969 年以前，完全不讓台灣人民改選，後修改動員

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只改選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因此在那樣

的政治環境下﹐台灣儘管有選舉﹐但並沒有充分發揮政策凝聚

的功能﹐議會政治的意義並不彰顯。選舉卻有相當程度的民眾

教育的作用。尤其在長期的戒嚴與白色恐怖政治下﹐人民平常

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空間﹐但選舉一到﹐選舉活動提供在野異

議人士一個「體制內」的發言時段，為「民主假期」，提昇了

民眾的政治意識﹐無形中﹐為在野反對人士提供一個民主運動

的運動場。台灣的民主運動幾乎伴隨著選舉活動同步進行。 

 

民主運動 • 1975 神話的結束與民主運動開始 

• 1977 桃園縣長選舉與中壢事件 

• 1979 美麗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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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民主進步黨九二八圓山建黨 

• 1987 風起雲湧解嚴前後街頭運動 

• 1988 憤怒吧！台灣農民走上街頭 

• 1990 野百合三月學運 

• 1992 總統直接民選 

• 1995 馬關條約一百週年紀念 

• 1996 總統首次直接民選 

• 1998 北高市長世紀對決 

• 2000 政黨輪替政權和平移轉 

 

民主運動的性格 • 民主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相伴發生 

• 比較各國 

• 亞洲國家大多是先民族主義再民主主義運動 

• 太平洋國家多是先民主主義運動再民族主義運動 

 

民主運動 • 民主運動擴大參與 

• 如果民主運動能夠得到新移民的支持，才能成為未來社會的共

識。 

 

移民台灣史與僑鄉 

 

金門 • 閩南文化 

• 僑鄉文化 

• 戰地文化 

 

僑鄉 • 僑鄉 

• 僑：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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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者橋也，溝通兩邊 

• 鄉：歸鄉 

• 離開故里才有故鄉 

 

僑鄉：華僑到華人 • 海外華人移民滄桑，可用僑鄉的觀念說明 

• 早期：海禁、災害、五口通商、會館 

• 兩頭家、海外先行者 

• 世界大戰、經濟大恐慌、瘟疫、革命 

• 定居當地 

• 冷戰 

• 重新開放，海外比島內多 

 

僑鄉 • 海外聯繫 

• 華僑到華人：本土化的潮流 

• 水客、僑辦 

• 歸僑協會、校友會、宗親會 

 

僑 • 國際化的先行者 

• 在地國際化 

• 溝通與網絡 

• 冷戰：意識型態對峙 

• 後冷戰時代：人的來往 

 

金門不認同安 • 清領末期漢人移墾臺灣也多經歷過好幾代，使臺灣從原先

的移民社會轉型為定居的在地化社會，對原鄉的認同也逐

漸淡薄，遂有「臺灣不認唐山、金門不認同安」的在地認

同，以及「一代親、二代表、三代散了了」等各自發展的

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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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外籍新娘 • 金門「外籍新娘」包括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高

棉、柬埔寨等，她們如何處在曾經是戰地金門，如今金門

戰地政務解除面臨轉型，時代的變遷、社會的轉變，外籍

新娘如何扮演「金門媳婦」角色，讓我們掀開異國姻緣神

祕面紗。 

泰國 • 阿英，是我以前鄰居阿婆的媳婦，嫁到金門已有二十幾年，當年阿

英嫁到金門只有十八歲，當時我第一次初見阿英，是個年輕貌美的

少婦，沈默寡言，卻在生子後突然失蹤了，當時有人猜測她跟情人

跑了、有人猜她回泰國，沒有人知道她的行蹤，五年後，她再度出

現金門，回到丈夫身邊。天未亮，她總是從沙美騎車到金城，載滿

當天做的粽子、爸爸粿（金門傳統點心）、紅龜粿來販賣，穿梭大

街小巷送到客戶。再次見到她，由當年年輕貌美少婦，如今體態發

福歐巴桑，一副做生意的老闆娘。很難想像二十年前如此差距，她

侃侃而談，娓娓道出自己的身世。阿英原籍中國雲南，當年國共對

峙，政局動盪，國民黨失利，大陸淪陷，她父母隨著國軍部隊退守

到雲南邊界，翻山越嶺，山勢險惡，顛沛流離，一路逃到緬甸、泰

國，於是在泰國落腳，她的父母當年逃出家鄉與國軍篳路藍縷、胼

手胝足開墾，落葉生根，如運氣好的話，跟隨部隊回臺灣，剩下沒

帶走的軍眷、難民，只有等待這群亞細亞的孤兒，早已被中華民國

政府遺忘，希望能被接回臺灣，只因她們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在

她十八歲那年，嫁到金門，如願阿英的夢，取得身分證，入中華民

國國籍。她的先生忠厚老實，年紀大阿英十幾歲，因生活適應困

難，語言溝通障礙——聽不懂台語，生子後，放下兩名幼子，在同

鄉姊妹淘慫恿下到臺灣工作，她一心一意只想賺夠了錢好衣錦還鄉

回金門。誰知人算不如天算，她的淘金夢想破滅，被她的同鄉姊妹

淘騙取阿英賺來血汗錢，只有黯然離開臺灣回金門。阿英回金門孑

然一身，她的家人沒有責怪她，反而更寬容接納阿英。家人、鄰居

熱心教導她一些生活技能，如金門傳統美食紅龜粿、粽子、魚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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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粿、年糕等，在她和先生努力工作下，能開創今天局面，她很

感謝大家，說到婆婆，淚流滿面，她感謝婆婆，在她不在時照顧兩

名幼子，因她婆婆是典型金門傳統婦女，任勞任怨，無怨無悔的付

出。 

 

印尼金門人 • 來自印尼的妙枝，嫁來金門已有二十四年。當初家庭生活困

苦，不得已離家背井赴台幫傭，賺些錢寄回家鄉貼補家用，

在台工作期間認識她的先生，經過交往結婚，過不久回金門

工作，兩夫婦一起打拼靠勞力來撫養三名子女。孰料，人生

無常，她先生因一場意外而死亡，重擊這個家庭，也讓李吳

妙枝的人生起了轉折，她原和她的老公的恩愛生活夢破滅。

丈夫過世以及子女生活費不知從何來，真是「屋漏偏逢連夜

雨」，她茫然一無所知，忍著哀慟辛勤的工作，上山、下

海、四處賣菜蚵，到餐廳端菜、洗碗，她總是咬著牙根撐過

去，所以比以前更打拼賣力工作，李吳妙枝也非常孝順年邁

婆婆，茹苦含辛獨立撫養三名子女成人。從李吳妙枝身上看

出一個外籍新娘勤儉持家、謹守婦德，她也實至名歸當選金

門縣模範外籍新娘，接受政府的頒獎表揚。阿玲印尼籍，嫁

來金門已有十三年。剛來聽不懂國、台語，她幾乎是「鴨子

聽雷，聽嘸」，她只能與先生比手劃腳。幸好政府安排她們

外籍新娘，上學校學習中文識字班，學習中文。阿玲學習能

力很強，如今也入境隨俗，能說出一口國、台語雙聲帶，有

時與人對話也會雞同鴨講。我認識她是，她的小孩，與我的

是同年級，接送小孩時常見面，阿玲為人坦誠直爽，時常與

她閒話家常、養兒育女甘苦談，她也侃侃而談，阿玲很滿意

金門的社會福利、很喜歡金門這片土地。但阿玲唯一不認同

的是，對於外籍或大陸新娘朋友普遍受到歧視的現象，加上

走私偷渡的客觀事實存在的情況下，阿玲覺得差人一截，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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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格、尊嚴，身分證取得有限制，阿玲不像龔阿英、李吳

妙枝她們一來金門就取得身分證，阿玲無奈訴說當時剛來金

門時，工作常碰釘子，因為一家人生活費負擔一趟交通旅途

費所費不貲，常常做臨時工，被別人察覺檢舉，因阿玲沒有

身分證，非法打工，她自嘲一番笑著說，金門大部分工作她

都待過，連金門著名貢糖，包裝過；麵線，都會扎一束一束

「麵線角」，阿玲滿自豪、成就感。直到前年阿玲終於拿到

身分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