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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計畫期中精簡報告】94-2412-H-009-006- 

計畫名稱：歷史、生態與區域發展－屏東高樹與梅縣白渡客家聚落的比較研究 

計畫主持人：莊英章 

報告提交日期：2006/05/29 

    本計畫第一年預計完成的重點包括：1.）文獻蒐集與閱讀：地方文獻方面，

重點工作是蒐集梅縣與屏東六堆地區的方志、族譜、古文契書以及歷史檔案，並

進行初步整理與判讀。在理論部分，主要以生態、區域經濟發展、歷史人類學以

及市場理論為重點。2.）先期田野調查：田野調查的重點主要在於兩地的自然生

態、市鎮及墟市、宗族的形成背景與發展、民間信仰與儀式、客家與其他族群的

互動，以及在歷史變遷的脈絡下，上述要項與人口移動的關係。 

今年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計畫主持人與博士生助理前往屏東高樹拜訪地方

耆老及文史工作者。選定田野點後，計畫助理於四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再度南下

高樹，進行資料蒐集整理，以及初步訪談。目前在高樹蒐集的資料約二百餘筆，

正持續處理中，資料狀況與名稱等內容如附件所示。由於採集的資料相當複雜多

樣，我們根據研究計畫的主要方向，目前處理的部分是有關族譜、土地及婚姻契

約、嘗會資料，以及帳簿資料，至於風水、民間信仰，及醫藥資料將留待日後完

成。以上資料上限可追溯到清同治年間，下限則是在日治末期，內容最豐富的是

有關嘗會、神明會、紅白契，以及帳簿資料，大多數集中於高樹劉家十六世祖懷

郎公創永昌號前後的資料。從這批資料大致可以看出來自嘉應州白渡鳳嶺村的劉

姓宗族成員在屏東平原創業的經過，而豐富的嘗會等資料也可以與Myron Cohen

的美濃研究成果進行對話。因此，本計畫在理論閱讀方面，除了持續研究計畫所

列的參考書目外，也著手閱讀 Cohen 教授的近著 Kinship, Contract, Community, 

and Stat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ohen教授長久以來除了持續美濃客家的田野工作，並逐漸將研究主題擴大

至中華帝國晚期及其遺緒，共產時期的華北家庭，以及近代中國鄉民如何被國家

及菁英塑造的過程。在理論的層面上則是轉為著重歷史人類學的方法，強調地方

史料與田野研究的結合。他在 1997 年得到 CCK的獎助，進行 ”Meinung during 



Ch'ing: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a Community”研究計畫，主要就是根據地方

史料，從貫時限的視野，探討清代美濃的發展過程。這個計畫中，Cohen蒐集了

美濃地區包括契約文書、嘗會算簿、族譜等歷史文獻資料，以及分析當地的碑刻。

從美濃的田野研究可以發現，當地曾同時存在高達四百多個嘗會，幾乎所有家族

都擁有可以轉讓或世代相傳的會份。透過這批資料，一方面可以讓我們瞭解清代

到日據時期美濃發展與變遷，更讓我們認識到似乎從清代開始，美濃已經不純然

是想像中傳統的農村，而具有高度商品化社會的特質。清代的美濃範圍比今日大

上許多，甚至高樹的一部分也屬於美濃的範圍。因此，我們未來也將嘗試以蒐集

到的古文書契資料的分析，與 Cohen的研究進行對話。 

在白渡的田野工作部分，計畫主持人與計畫助理在今年元月六日至十六日赴

梅州市白渡鳳嶺村進行研究，對村落的人口、生態與宗族活動進行初步的考察分

析。然而，由於社會背景的限制，這個完全以劉姓宗族組成的村落完全看不到宗

族或村落的原始文獻資料。因此，我們主要以訪談的方式，試圖描繪鳳嶺在清末

至民國初年的樣貌，以及該村劉姓宗族成員與移居至高樹同一宗族成員的互動。

由於時間的限制，我們目前對鳳嶺村掌握的基本資料相當有限，計畫主持人及助

理預計利用暑假期間，再度赴鳳嶺進行更深入的田野研究工作。 

大體而言，位於梅縣東北的白渡鎮，境內多高山、丘陵、河谷盆地，大致以

傳統農業為主要生計模式，日常生活物資的交換依賴三個傳統墟市，這些墟市至

今依然發揮商品交換的功能。白渡鎮至梅州市區大約三十分鐘的車程，在現代化

公路完成以前，白渡與蕉嶺的貨物往來也可以經由石窟河。發源於福建武平的石

窟河，流經蕉嶺進入白渡，最後由白渡東南方經丙村至雁洋匯入梅江，河道長約

34公里。目前白渡境內的石窟河有兩座水庫及多處電站，已完全失去舟楫之利，

但在民國以前，曾經是蕉嶺五鎮與梅縣白渡對外的重要水道。由於季節性的暴雨

與淤積也使得河岸居民飽受洪氾之苦，直到 2004 年，石窟河上游的蕉嶺仍持續

進行河岸堤圍工程。白渡的鳳嶺村由於交通不便，至今仍相當閉塞，村落建築與

格局並未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而有相對應的發展。村內居民至今仍完全是劉姓宗

族成員，沒有外姓移入人口。就目前族譜記載，鳳嶺劉姓宗族十一世祖孔亮公在



乾隆年間渡台，開始在高樹地區發展，一直到 1949 年以前，兩地宗族成員都有

密切往返，目前村內的劉姓宗祠也是由台灣的劉性宗族成員出資興建。 

目前掌握的資料無法顯示出孔亮公渡台後的生計模式，但是從陳秋坤的屏東

平原地權發展與客家產業的研究顯示，清代屏東平原有閩客各自聚居的現象，萬

巒、高樹的客家移民大多為佃戶，主要是承耕居住在台南閩籍不在地業主的土

地。從高樹劉姓宗族所保存十六世祖懷郎公的豐富資料顯示出，懷郎公早年的生

活仍相當清貧，直到他代管台南陳姓東振租館產業之後，光緒初年起開始大量購

進田產物業。劉懷郎的例子，一方面適度反映出屏東平原閩籍業主與粵籍田主的

勢力消長過程，從一封光緒十三年白渡劉姓宗族希望台灣宗親襄助修橋費用的函

件也反映出，此時台灣的新移民已經頗具經濟實力。 

清末民國以前的白渡石窟河和高樹荖農溪都經常氾濫成災，對於移往荖農溪

流域來自蕉嶺、白渡石窟河流域的粵籍移民而言，或許更能適應這種生態環境。

但在水利利用上，由於兩地的社會結構以及土地擁有型態不同，而產生相當大的

差異。本計畫的第二年將比較兩地客家族群如何在不同的社會結構及土地擁有型

態的背景下，解決生態適應的問題。此外，粵東梅縣、五華、興寧、豐順由於梅

江、韓江水系相通，與潮汕地區的揭陽、汕頭、潮州有密切的聯繫，在 1858 年

潮州開埠後，更帶動梅縣、五華、興寧、豐順的發展。以潮州為中心的梅江、韓

江水系，以及廣州為中心，包括河源、惠州、東莞地區的東江水系都是粵東地區

人民及商品往來要道。我們未來另一個研究重點將在白渡河、梅江、韓江水系的

整體分析架構下，討論白渡的變遷樣貌，以及此類變遷對赴台客籍人士的影響。 

我們在下一個年度，將持續鳳嶺與高樹的田野調查，根據經過整理的契書等

文獻以及先期田野調查資料，對特定主題與對象進行深入訪談。主要重點是從歷

史文化、環境適應、文化接觸與族群互動的假設，在貫時性的脈絡下掌握生態、

歷史背景對高樹以及白渡社會文化基本特質的持續或變遷造成的影響。同時也要

檢視兩地的客家習俗是如何被創造，哪些習俗僅是原居地文化傳統的延續與再生

產，又有哪些習俗是透過特殊的歷史事件、超越既有意識型態，創造出具有地方

意識的客家習俗。同時將完成所有古文契書建檔與數位化。 



 

高樹古文書契及相關資料處理狀況 

資料名稱 數量 年代 處理情形 資料形式 

劉永通派系族譜 1 民國三年 影印 鉛印 

嶺背族譜 1 不詳 影印、數位化 手抄 

劉懷郎分家單 1 光緒三年 數位化 手抄 

高樹鐘家分家單 1 大正十二年 數位化 手抄 

天上聖母嘗會份

簿 

1（68筆） 同治～昭和十

年 

數位化 手抄 

玄天上帝嘗會份

簿 

1（59筆） 光緒～ 數位化 手抄 

永昌號帳簿 1（6筆） 待查 數位化 手抄 

卦單 66筆  數位化 手抄 

保身符 1（42） 不詳 數位化 手抄 

紅白契書 75  數位化 手抄 

祭文 2 不詳 數位化 手抄 

出嗣書 1 光緒十八 數位化 手抄 

祀典帳簿 46 光緒十四～昭

和十一 

數位化 手抄 

劉文和風水書 殘缺 不詳 數位化 手抄 

劉文和禮書 殘缺 不詳 數位化 手抄 

永昌號帳簿 34 道光十二～同

治十年 

數位化 手抄 

開七公嘗會通知

單 

1 昭和五年 數位化 鉛印 

婚契 1 光緒 數位化 手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