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的影响第二部份讨论生物种群结构自身的变化第三部份以鲱鱼
!

突破

口讨论海洋生物结构和自然环境的关後文又谈及小
-

鱼和真鲷的开发

利用和资源变化三个部份讨论了三种关行文中都提及环境和鱼类变化

对人类的影响而人本身又非作者试图探讨的主体但作者的终极关怀又似

以人
!

本因此本书的篇章?局看似严谨但各部份的连贯性不强关注的

重点也有不同着力点过於分散但是作者以鱼类作
!

探讨环境变迁的突

破口利用传统文献
!

底本引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又充分运用了现代的

水产档案其材料的运用和处理着实令人大开眼界

姚滂

中山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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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研究近年成
!

台湾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是真正质疑历史上

的?客家 ?书写与今日客家族群之间的差距?在坚实的历史材料基础

上重新还原这些客家移民先祖早期移台与定居历史过程的著作
*

?不多

见李文良新著的出版无疑让人眼前一亮

作者关注的台湾南部六堆地区位於今高屏溪（清代称
!

下淡水）的右

岸这眧是台湾社会常
/

的两大客家聚居区之一 （另一是北部的桃竹苗地

区）现在当地的居民也自称
!

客家人不过正如其书名展示的客家二

字被加上了引号表示他对於这一标不假思索地贴在３００年前的移民身

上深表怀疑在他看来今日六堆客家人的先祖们他称和自称的身份经

历了几次明显的变化背後恰恰反映了在清初领台之後至乾隆末期百馀年

间地方社会由开拓至形成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中地方社会如何与国家互

动尤其是国家行政如何执行米商业发展以及地方动乱对地方社会的影

响等是他
&

调的重点

这些客家人到底何时入垦台湾南部地区作者在第一部份提出了这个问

题不只是想要追溯事实更挑战了一些常见的理解模式虽然当地契约文

书表明在康熙四十年代（１７００年代）大量客家人开始入垦该地?且形成

?闽主
1

佃?的格局对此作者
*

有着迥?的看法通过他的描述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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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是地方社会在从明郑到纳入清领的政治转变中不少乡村社会制度

具有延续性包括大规模的拓垦庄园其实延续的是明郑时期的模式清初

乡村最重要的职务 ?管事 ?可能也源於荷兰时代的包
2

制度只是在清

初这一地区被纳入了官府徵
2

的空间范围请垦制度开始实施那些与官

府关密切的府城地主?尽了先机乡村社会眧面的故事可能也因此逆

转显然作者暗示在此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客家人便已经在此活动生

息了作者也怀疑六堆地区客家聚落的开庄传说具体情节虽然?不一

致但核心内容
*

都是在
&

调与清初官方颁发垦照的关很可能是社会转

变之後历史被重新
)

述的结果显示的是他们追求权利与身份合法化的过

程作者的大胆假设以及试图连贯不同政权下的区域历史打破唯契约是

信的思路极具启发意义

在清领的最初时期对於这些客家人大抵很少明确的描述作者注意

到到了康熙五十年代 （１７１０年代 ）也就是台湾县级行政渐次建立的年

代由地方官与闽南士绅书写的县志中开始集中出现了大量?客??客

民?及?客仔?等负面形象的记载这一变化背後反映了地方社会结构怎

样的巨变这是本书第二部份试图回答的问题作者首先追溯了康熙四十年

代以後的土地开发热潮也就是书中的?水田化运动?导致台湾米经济

大盛岛内消费及走私输出增加米价格亦持续上涨在这一过程中由

於业主向佃
3

徵收定额租的惯例导致了六堆地区的佃
3

而非居於府城的

地主分享到了主要的经济利益同时作者根据一份当地一聚落与下淡水

番社的契约指出客家人已经透过努力取得了支配?田底?的权利也就是

可以自由买卖土地而不必仰仗业主的鼻息在这一情癋下他们
&

化了对

於土地的支配权其村落也开始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作者以这群闽籍士绅

历经福建与台湾两地官宦的网络关称其
!

?漳浦政团?他们和地方上

闽籍人士与府城地主们无疑站在同一阵瞃对当时台湾社会状癋颇
!

忧心

也对治台政策的方向颇有影响力对他们而言这一几近 ?反客
!

主 ?演

变也造成了地主们的普遍焦虑表达其声音的地方志中才有对於 ?客

民?的一片声讨之声作者也
&

调康熙五十年代文献中出现的?客民?

特徵可以概括
!

祖籍潮州府（当时的潮州府包括雍正年间分治出来的嘉应

州）维生方式以佃耕佣工
!

主?且聚居好事轻生健讼乐虽然

具有共性但作者认
!

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客民?变化成
!

今天语言甚

至文化上具有同质性的客家人之间的过程

康熙五十年代客家人的负面形象书写
*

在康熙末期的朱一贵事变後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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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逆转和国家褒封制度相连的?义民?身份开始成
!

这群客家人整个清

代不断
&

调的标这一转变和地方社会的关是本书第三部份的主要内

容对於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变如何在下淡水这个特定空间展

开对於不同人群有何影响作者有很精彩的描述这一部份也应该是迄今

学术界讨论朱一贵事件最
!

详实的研究林正慧的研究已指出了语言区分在

此次事变中的关键作用（林正慧《六堆客家与清代屏东平原》台北远

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在此基础上作者更试图带领读者回到

历史现场还原当时的社会氛围下淡水地区事变的主导者是在今天六堆

范围内活动的广东潮州人杜君英带领的是一个泛闽南语的群体他们攻入

了府城?和闽籍的领袖朱一贵分裂其後部份人随杜君英北逃部份起事

者则试图逃回下淡水但遭到了泛客家话群体的截杀这一举动使得客家人

成
!

功名显赫的义民也使得下淡水地区的族群关有了明显的消长客家

人通过修建名
!

忠义亭的庙宇供奉清帝牌位在村庄门楼上悬?皇帝牌匾的

方式将义民身份扩散和继承下来成
!

整个地域社会共同的身份象徵而

官府
!

了台湾社会的控制治理也乐见这些人不断透过协助官府镇压叛乱

来维持其义民身份由此?义民?身份被客家人不断
&

化从而与闽南人

区隔开来至此下淡水平原的?客仔?变成了?义民?

但是整个清代在六堆地区活动生息的客家人先祖虽曾有短暂时间也

自称
!

?客?但一般都以?
1

人??我
1

?自居的也就是表达靠对广

东祖籍地的认同究竟此时?
1

人?的认同是怎麽回事是如朱一贵事变中

基於共同语言组合起来的群体还是建立在省籍基础上的地缘群体作者认

!

这一身份认同的形成实际上与乾隆初台湾科举考试中
1

籍学额的确立

有关清代各县的科举考试名额依据的是县的人口数与文化程度而
'

有

考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问题因此台湾闽籍人士可以藉词排挤来自广东省的

移民乾隆初期在巡台御史的帮助下在台的广东人取得?
1

籍?的科举学

额这样
1

民便必须同时拥有台湾和祖籍两种认同才能在闽省辖下的台

湾府参加科举考试因此也
&

化了他们的祖籍认同正如作者指出的清廷

管理地方社会和进行人群分类时?
'

有近代族群划分时的种种技术?用

省籍的分类便是最便捷的方法但这一分类让语言上相近的福建省汀州府

民和语言上接近闽南话的潮州府民同时感到困窘作者猜测很可能在这

两个群体内部发生了重新选择祖籍认同的过程因此在近代的人口调查

中该地这两个群体的比例才变得非常之低这一新颖的见解再次打破了

日治时期之後近代政府将人群身份固定之後重
)

历史的迷思他也
&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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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名额的取得意味着经过清领之後六十馀年的
,

取以六堆
!

主的

客家群体（他们大了本地童生的数目）终於获得了稳定的社会地位

本书之所以将研究的时间下限放在乾隆後期的林爽文事变（与朱一贵

事变均
!

台湾历史上的三大民变之一）後是因
!

在这一时期义民信仰在

台湾被扩大化了北台湾的客家人仿效六堆也发展出义民庙宇但之後两

者的发展之途
*

迥?北部发展成信仰中心而南部始终是忠烈祠性质的场

所作者对两者本质差?的分析已经跳出了六堆的范畴将视野扩展到了

全台的客家社会以此作
!

尾声显然也考虑到这一点不过作者?未忽

略这一变化对於六堆地方社会的影响在全书的结尾作者比较了六堆的忠

义亭与建在当地商业中心的另外一座庙宇———内埔天后
4

的差
"

指出後

者是下淡水商贸发展的
$

物它不涉及族群区隔只谈承平时期的情癋对

一个大部份时间眧不同群体其实合作密切维持稳定的商贸流通局面的社会

来说无疑背後有更深层的象徵意义

纵观全书作者对於台湾史研究的成果积累极
!

熟悉台湾史研究中最

!

热门的拓垦地权社会动乱及族群等主题也一一进入作者的论述作

者将康雍乾三朝１１０年的历史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场域中展开剖析了今日

客家人的祖先们在清初身份从浮动到定型的过程以及背後国家与地方社

会关的变动在台湾历史的研究中不能不
/

是一个新鲜且具深度的尝

试
!

了支持其论点作者不但广泛运用了大量官方档案民间契约等史

料更将族谱碑刻传说庙宇绘饰等文献文物纳入视野展现了其对不

同类型文献与社会关的敏
5

触角不止於此本书行文中处处可见作者
&

烈的问题意识及企图心他有意识地带领我们在文献中作田野不断穿透史

料的限制揣摩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心态以及与书写成果之间的距离以致

能对历史材料背後社会演变的过程往往有所发明因此本书与其说是一

本有关?客家?族群研究的著作不如说是以历史材料中的?客家?书写
!

镜重新思考历史的著作不但激发读者反思溯源式客家族群研究存在的问

题也将台湾史研究引向深入笔者多年来也很关心六堆客家的族群建构问

题
6

毕此书深觉获益匪浅相信对族群史台湾史乃至清史感兴趣的读

者亦不难从中找到有兴趣的内容和对话的空间

如果
/

本书有什麽瑕疵的话作者论述康熙年间的变化可谓每十年
!

一断限且紧扣下淡水地方社会而到了乾隆初之後出现了明显的跳跃

直接进入乾隆後期的林爽文事变中间的社会有什麽变化则一笔带过不免

令读者心存疑惑而乾隆时期才是当地人士从春去秋来的迁徙模式走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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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化的关键时期同时对於台湾的读者而言?六堆?的含义约定俗成而

不需要解释但是对於其他地区的读者则恐怕略有困难这一词背後是

指六个不同的军事单位它从无到有从军事组织演变
!

具有地域含义康

雍乾时期正是最关键的时期重点的还不是名称变化而是背後的客语人群

联盟和社会组织如何形成与演变此外作者以文献档案
!

基础敏
5

地把

握了清前期国家政策对於地方社会人群身份认同的影响解明了下淡水平原

这些我们今日称
!

?客家人?的祖先们变成利用?义民?身份的?
1

民?

的过程然而笔者认
!

从?
1

民?变成
!

?客家?族群还经历了一次

不下於李文良书中所述清初变化的转变而这一关恐怕还需要１９世纪以

後至今六堆地方社会的变化来连贯如作者
&

调的学籍问题乾隆初叶的

,

夺只是一个阶段其後１９世纪上半叶更有
1

籍举额的
,

夺问题正是在此

前後作者书中亦提到韩文公祠的建立背後有明显的联络同属
1

省的闽南

语群体的意味１９世纪後半叶随着台湾的开港西方种族观念也逐渐流

入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上半叶台湾经历了５０年的日本殖民地统治更是对

於?客家?族群身份的塑造影响深远当然这些都超出了作者本书试图解

7

的问题属於题外话了

陈丽华

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

MN

《
>?O@PQ-RSTU*VWXY

———
Z[\]^_K

L

》
2$


2$`a789

２０１０
:

３３３
;



明清江南市镇研究自上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发轫以来一直是区域社会经济

史研究的重点作
!

传统中国晚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域对其
#

部专业市

镇结构功能特点类型的研究关涉着资本主义萌芽传统社会商品市

场城市化等诸多重大主题的讨论相关著作成果亦极
!

丰富
8

滔的这部

专著以苏州地区
!

中心试图跳出已有经济史研究的框架力避城乡二元论

的僵硬思维将明代中後期市镇的兴起和市镇区域的形成纳入城乡关的连

续体中予以考察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以此
!

视角进入到对清

代江南社会关权力结构等诸多面相的广泛关照之中

全书分上下两编每编各三章共六章上编探讨明中叶以来江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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