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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至当代基隆市客家认同的形成

陈丽华

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暨历史所

提要

本文试图透过清初至当代基隆市客家认同的形成过程!探究台

湾社会族群意识的衍生机制!及历史资源如何在社会与学术
T

络中

被反复重构$在基隆市的历史当中!客语人群活跃的历史至少可追

溯到清中期$日治中叶的汉人籍贯调查显示!当地曾是全台湾福建

汀州府籍讲客家话人口最集中的区域$然而!这一群体的族群意识

在当代?不明显!多半消融於以姓氏宗亲会及神明崇拜中!成为一

种集体的无意识$战後来自台湾各地的新客语群体!则纷纷依附於

该地外省'广东人(群体!从而形成共同的同乡会组织$直至$%1#

年代!基隆市都市发展导致会
&

财
#N

夺剧烈!加之邻近的台北市

发展成世界客家中心的刺激!新客语群体才
U

离'广东人(之
V

!

而另行成立以'客家人 (

!

名的独立社团$在当代的学术史
D

述

中!基隆从拥有一个规模颇小的客家社团!到被视为曾存在庞大客

家群体的区域!则是$%%#年代以降地方精英与学术团体将两个断裂

的传统糅合
!

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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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基隆与客家

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位於台湾岛最东北角地区的基隆市!是著名的

'雨都(与'港都($虽然近些年由於气候的变化及台北港的兴起!这两个

名称均渐有名不副实之感)但其盛大的联姓中元普渡和极具特色的庙口小

吃!仍闻名遐迩$这样一个都市!似乎与客家人的关联?不大$然而!在"#

世纪末和"$世纪初客家研究蔚
!

兴起的背景下!这一印象同样也在悄然发生

变化$

当学者开始带着新的学术眼光!重新思量台湾客家人历史时!曾不断追

问的是# '什麽是客家P (以及'谁是客家人P (

!

!$他们一方面质疑当代

客家人的祖先是否客家人)另一方面又试图追溯当代闽南人是否有客家渊

源$他们也不满足於单纯的学理追问!更积极地走访全台各地!寻找散落各

地的客家人遗?!以便弄清楚'他们在哪眧P ($曾经隐而不彰的客家人群

%例如福佬客&也被一一挖掘出来!进入人们的视野$

"

!正是在这一学术背

景下!基隆市与客家人的关渐渐有了更清晰的画面!只是这一画面中映照

出的客家人!似乎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

其中一种论述认为!当地历史上曾有大量的客家人活跃!主要是来自於

福建省汀州府地区的客语人群$其依据在日治中叶的汉人祖籍统计中!数据

显示该地竟有近四分之一的汀州府移民$

#

!管今天他们几乎都不会讲客家

话!不过在研究者看来!仍是客家人势力曾盛极一时的论据$与此历史印象

截然相反的!则是在当代族群认同上!认同客家族群的人群比例?不高$根

据客家委员会"#$#年的调查!该地单一自我认同
!

台湾客家人的人口约
!

""g%##人!仅?总人口的,f#]!远低於全台所?比率的$+f,])而允许多重

认同的情癋下!这一比率虽提高至$#f$]!亦低於全台的$*f&]$在全台的

都市地区!该地客家人口比率亦低於新竹"台北"新北等城市!位居中下

"* 陈丽华

!

"

#

施添福! +从台湾历史地理的研究经验看客家研究5! 6客家文化研究通讯7!创刊号

%$%%*年$#月&!页$"B$,)邱
W

贵"

B

中杰! 6台湾客家地图 7%台北#

X

头鹰出版

社!"##$ &$

邱
W

贵"

B

中杰! 6台湾客家地图7$

罗肇锦! +台湾客家的入垦与分?5!收入古国顺主编! 6台湾客语概论7%台北#五

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页&%)廖伦光! 6台北县汀州客寻?7%台北#台

北县政府文化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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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

!

在笔者看来!上述两种看似矛盾论述
#

生的原因!在於依据资料的
#

生

时间及调查原则的差?$前者关注的是汉人移民的祖籍地!?不关心汀州府

移民群体的语言及认同如何)後者则立基於当代的抽样调查!关注的是已经

经历上百年变化之後的自我认同问题$而更深层的人群分类观念转折!则要

深入基隆历史上的人群及社会变化进行解释$在两次人口调查中间!还要提

及一笔的新发展!是该地$%12年成立基隆市客属社团!仅次於台北"高雄等

地的中原客家联谊会!是台湾都市中较早以'客(

!

名的社团组织$这个社

团折射出客家观念在战後基隆历史上的转折和变化过程$

笔者认为!重新回到历史
T

络中!探究这座沿海都市地区'客家(群体

的变化!既可以看出省籍"种族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当代学术

观念对於历史的重塑!是我们理解战後台湾客家族群观念形成机制的一个极

佳例子$因此!本文试图重新勾勒基隆市的客家画面!以期丰富对於台湾客

家历史的认识$

二# $相忘於江湖 % "基隆市的汀州府移民

追溯历史!基隆及附近地区的发展!可以远溯到$&世纪$这一时期淡水

和'鸡笼(%基隆旧名&由於中琉朝贡贸易"中日贸易!以及後来西班牙人

和荷兰人在此建立贸易据点的关而繁荣一时!不过後来由於外部贸易和政

治势力的改变而衰落$

%

!现在讲述基隆市街的发展!往往追溯到清初雍正时

期在港口附近发展起来的癳仔顶街!乾隆年间又发展出新店街"暗街仔

等$

&

!至道光年间!姚莹描述当时基隆的情癋# '岸上居民铺
Y

七百馀家!

民居後一望平田!约将千亩$惟三面丛山峻岭!土
#

无出!故无大行商!不

能设口$ (

'

!该地与台北盆地的关亦极为密切! '淡水据北台之枢!OO

其水自矱笼山而来!历八堵"五堵!经圆山"关渡而入於海$旁流支
T

!交

从 )相忘於江湖 *到 )分庭抗礼 * "%

$

%

&

'

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编! 6%%年至$##年全国客家人口基础资料调查研究 7%台北#行政

院客家委员会!"#$$ &!附表]B%,"附表]B$$,$

陈宗仁! 6矱笼山与淡水洋#东亚海域与台湾早期史研究 %$2##B$1## &7%台北#联

经出版社!"##& &$

伊能嘉矩! 6大日本地名辞书A台湾之部7%东京#富山房!$%#% &!页"+$

陈培桂修! 6淡水厅志7%台北#台湾银行经济
Z

究室!$%,+年据同治十年r$*1$ s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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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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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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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於艋艵"大稻埕之间($

(

!这段描述淡水的话!点出基隆与淡水之间经由

水路发展出的密切关$

不过!相较於台北平原地区的繁盛!基隆港市地区的发展?不突出$该

地最古老的庙宇庆安天后
[

建於清中叶$而直到晚清!现在号称基隆三大庙

的另外两座庙宇奠济
[

%拜祭开漳圣王&"城隍庙才建设完成$进入日治时

期後!在日本殖民政府筑港和市区改正等措施之下!基隆的发展才日渐繁

盛$日本领台之後人口逐年上升!$%"#年全台行政区划变革之後!周边$%个

庄亦划入该行政区划!其人口总数超过2f*万人$$%"2年!基隆街从基隆郡独

立分出设市!人口已近&f%万)至日治末期的$%2+年!基隆市人口已达$#f*万

人)近"#年的时间人口增长近一倍$战後由於都市发展"交通建设等!基隆

人口的成长更见迅速!"#$#年统计人口约
!

+*f2万人$但近年来由於港口淤

塞"经济不振!已经出现人口下滑趋势$

)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日治时期至

战後!基隆市人口中的日本人或外省人所?比例颇高!均在三成左右$

*+,

!

历史上基隆市的人口当中!有多少客家人呢P可以
?

!日治时期开始有

客家人向都市移民的过程!但其数量尚非常有限$从日治时期基隆人口统计

的数据中!便可以鲜明地看到这一点$在$%"&年时!基隆市种族上的'福建

人(%通常以讲闽南话
!

特徵&达22g#22人!而承认
!

'广东人 (%通常以

讲客家话
!

特徵&的人口仅有",,人!只?汉人总人口的#f,]$次年的统计

籍贯
!

'广东省(者!更只有#f"]$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部份登记
!

广东种族者!实际上是福建省籍$

*+-

!

虽然广东人所?比例甚低!但基隆市
6

有另外一个?於全台的鲜明特

色!便是来自汀州府汉人的人口比例极高$在$%",年所进行的汉人祖籍地调

查中!当地汀州府移民有%g%##人!在基隆市的总人口当中!?"+f&]的高比

+# 陈丽华

(

)

*+,

*+-

连
\

! 6台湾通史 7%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卷&! +疆域志A淡水

县5!页$$&$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室编印! 6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7%台北#进学书局!

$%2, &!页*"B*+)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编! 6%% 年至$## 年全国客家人口基础资料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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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更是当时全台所有行政区中汀州府人口最多的$

*+.

!汀州府虽然在清代的

行政区划上属於福建省管辖!但是语言上
6

与广东嘉应州等客语区域相近!

该地移民现今亦多被视
!

'客家人($在当代客家研究者看来!这无疑是值

得深究的现象!研究者根据此份资料!指出基隆和淡水在清末和日治初期!

聚集了相当多的客家族群$

*+/

!

为何基隆市会成为汀州府移民最多的地区呢P笔者猜测可能主要有如下

原因#其一!就移台过程而言!这些永定县移民可能是与漳州府移民一起来

的$当地最早的街道癳仔顶街!据说就是由来自八里坌的漳州人雍正初年建

立的$而$%",年人口统计也显示!当地来自漳州府的汉人人口达"#g###人!

几?当地总人口的一半)而福建泉州安溪"同安与三邑加起来也只达漳州人

口的一半$另外根据梁肇庭的研究!早在$,至$1世纪!福建汀州府的客家

人!便在靛蓝"蔗糖和木材等
#

业发展的吸引下!与漳州"泉州"延平等地

移民向闽南沿海地区大量移民$

*+0

!清初开海禁之後!客家人亦大量来台!虽

然在客家移民当中!嘉应州最多!惠州府其次!汀州府人数最少!但是很有

可能他们亦随着为数
.

多的漳州府移民一起!移居北台湾$

其二!就台湾内部移民而言!汀州府人很可能来自於周围北台湾从淡水

三芝至宜兰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北部海岸地区$按照战後初期6基隆市志7

的记
<

! '本市居民大多从八里坌"淡水等海岸逐渐经由金包里"万里移

入!一部份向宜兰方面移垦!其後又从宜兰逆移入基 ($

*+1

!这些地区便分?

着
!

数不少的汀州府移民!尤其是号称'小基隆(的三芝!早在雍正年间!

来自汀州府的江氏已移居此地!乾隆年间扩展至淡水及三芝八连溪一带$翻

查$%,#年的6台北县志7!其中便曰# '乾隆二十五年!永定人江庆玉来此

八连溪地!是
!

本乡开闭之始$ (

*+2

!而同书记载中!永定客家人开垦的还

有诸多聚落$至嘉庆"道光年间!江氏家族更开枝散叶!向宜兰"新竹及北

从 )相忘於江湖 *到 )分庭抗礼 * +$

*+.

*+/

*+0

*+1

*+2

其次
!

台中州大屯郡 %大部份属於台中市 &+g&##人!淡水郡+g2##人!海山郡"g2##

人!嘉义郡"凤山郡"g$##人$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6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
"

调

查7!页2B&$

罗肇锦! +台湾客家的入垦与分?5!收入古国顺主编! 6台湾客语概论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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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其它地区扩展$

*+4

!估计在之後的人口流动当中!有不少亦到达同样位於

北海岸的基隆市$

其三!则可能是由於日治时期当地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不断有新移民

补充$如在战後初期编写的地方志记载中!除了外来官宦和流寓外!本地各

类人物有六十馀位!其中便有一位日治中叶移居当地的福建汀州府上杭人!

以及一位汀州府永定县的僧人$

*+5

!这显示即使在日治时期!仍不断有来自原

籍的汀州府移民流入$

然而!管基隆市汀州府移民比例如此之高!在历史上!甚至直到今

天!他们
6

从未彰显出特殊的客语群体认同$这一方面与台湾清初以来以省

籍分类人群的传统有关!当地人在日治时期的种族分类中!选择成
!

'福

建(种族!从而与其它来自广东省"讲客家话的群体分道扬镳$另一方面则

与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群整合机制有关$在这两点上! '客家(无论是

语言的意义!还是族群的意义上!均未曾得到凸显的机会$

基隆的汀州府移民籍贯上认同福建!而非广东!可能有两重原因#其一

在於以福建籍作
!

自己的身份表徵!在当时的国家体制下更为有利)其二则

是其移民已经居於台湾几代!语言早已经转变$现在有关基隆市客家移民史

常常
,

调的!晚清时期以基隆籍身份中举的总共有三人%二文一武&!其中

一位光绪十五年%$**% &的文举人江呈辉%即江
^

玉!$*1"!$%$1 &!在入试

时其填写的祖籍便是福建汀州府的永定县$

*+6

!他其实是成年之後方赴基隆!

其活动区域原在淡水三芝"台北大稻埕一带$他的侄子即音乐家江文也!透

过戴宝村收集的
Y

籍资料可知!在日治时期的
Y

籍登记当中!其种族栏均填

写的是'福(!亦即福建种族$

*7,

!在科举考试的年代!其福建的省籍身份!

无疑使其少了广东省移民必须面临的障碍)同时经过时移世易!其语言亦可

能被
!

数更多的闽南话群体所同化$

江呈辉家族无疑是当地最显赫的汀州人代表$江呈辉在当地是以整个社

+" 陈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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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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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士绅领袖!而非单一府州县士绅的身份活跃的$$*%&年後回到原籍!他

仍活跃於教育界和文化界!台湾的报纸亦对他有持续的关注$$%$1年江呈辉

在永定高头病逝後!在
_

门曾
!

他开追悼会!?在永定高头举行盛大的葬

礼$

*7-

!在基隆!他亦留下
!

数
.

多的痕?$基隆最重要的节日庆典均和他有

关!三大庙中有两个也和他有关$

然而!似乎共同语言与籍贯的因素!仍持续影响着这一支汀州江氏认同

的建构$追溯史料记载!会发现江氏至少参与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宗族活动!

其一是与其它地区江氏宗族的互动)其二是以江氏的名义!参与基隆的联姓

组织%详见下节&$直至日治时期!基隆江氏与桃园大溪的江氏仍然保持密

切关$$%,$年印刷的6%江氏&平和本派传下族谱7!是桃园大溪地区的

江氏编辑的!其家族宣称祖籍
!

漳州府平和县大溪!而其更早的祖先!则追

溯到宋元之际死於兵难的永定高头人江万里%一世祖&!其$2世祖仕香公渡

台!居住於桃园大溪一带$不过在当地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江氏非常清晰地

选择将自己定义
!

漳州人!他们在嘉庆十八年%$*$+ &也参加了当地大萵癳

街上只有漳州人才有份参加的合股团体福仁季$

*7.

!

在族谱的首页!有一份$%"*年由江呈辉之弟江
^

和撰写的序言!描述江

姓的缘起!?曰'皍幸家族制风行於世!吾台各姓後先成立!惟我江氏独保

向隅$汀漳泉台宗亲同此!感觉因有宗亲会之组织!嘱和草就缘起($

*7/

!既

然曰'汀漳泉台(!即包含福建各地及台湾的江氏宗亲$但是从实际参与的

人来看!其实主要是福建汀州府永定与漳州府平和人士的联盟$按照罗香林

的定义!前者是福建八个纯客家人定居的县市!後者则是一部份住民为客家

人的非纯客住县$

*70

!两支江氏均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永定高头的江万里!显

示他们承认具有共同的来源$

由於历史及地域的因素!可能大部份汀州移民仍未对客家有所认同$从

基隆发展的历史来看!基隆市虽然有高比例的汀州人!但?未形成统一的社

从 )相忘於江湖 *到 )分庭抗礼 * ++

*7-

*7.

*7/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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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更从未参与客家族群的社团与客家意识的建构$那
>

!汀州人在当

时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表达自己的认同!又如何参与基隆的区域整合过程呢P

三#庙宇与字姓会"不同来源群体的融合机制

从基隆市庙宇的发展"宗教祭祀活动及相应形成的姓氏组织上!我们依

稀可以见到汀州籍人士%尤其是士绅阶层&活跃的身影$今日的基隆号称有

三大庙宇!即拜祭天后的庆安
[

"拜祭开漳圣王的奠济
[

和拜祭城隍爷的城

隍庙$

?

起来!这三座庙宇均是道光年间以降才陆续兴建的!?不是整个基

隆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庙宇%社寮岛的天后
[

据
?

可以追溯到$*世纪中叶&!

不过!由於位於市街地区!?且由当地最重要的士绅群体大力倡导!遂奠定

这些庙宇在当地社会生活中不可动
`

的地位$而其中!汀州人江呈辉活跃的

身影亦处处可见$

在这三座庙宇当中!根据日本人石坂庄作的记载!原本是第一大庙宇的

天后
[!

$*+#年由
B

长歧"何聪等向基隆堡"三貂堡"金包里等地募金而

建$其後!当地重要的士绅谢集成"许梓桑等均曾参与其中$

*71

!现在在庆安

[

中有自修中心的设施!便名
!

'崇基书院($在书院的金色招牌下!还供

奉着孔子"仓颉和太上老君的牌位!号称是当年崇基书院废?後!由书院移

至庆安
[

的$这是清末时当地所建的书院!江呈辉便是负责人!但这座书院

是否曾实际运作值得怀疑!因
!

马上台湾便被割让日本!江本人亦渡海回到

中国大陆$

第二座庙宇奠济
[

则被视
!

漳州人群体的拜祭中心!据
?

由林本源家族

献地!市
&

士绅张金发"赖武等$*1&年募金建成)$*%%年再由张金发"江忠

良募款重修$而第三座庙宇城隍庙!按记载由江呈辉和秀才张尚廉$*%+年募

集*g###元所建!可能?未完工!$%$$年再由许梓桑等募款&g1##馀元完

成$

*72

!

在今日离基隆庙口夜市不远的巷子中!还有一座福德祠!号称位於以前

的百年官道上$这座庙宇据
?

是江呈辉所建!我到访该地时!年轻的庙祝
6

,

烈否认这一点!

?

早在他之前这座庙宇就已经存在!显示地方社会对於庙

宇起源的不同观点!背後很可能显示当地江氏亦有不同来源$

+2 陈丽华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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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组织上!江氏亦同样积极参与同姓会的建构$基隆市每年农七

月十四的中元祭活动!已经成
!

全台知名的民俗活动之一$按照当地人的
?

法!其时乃是'地官(生日!整个祭祀活动亦围绕其庆祝活动展开$该活动

的历史据
?

可以追溯到清代咸丰年间!

!

了消弭漳"泉移民的械!由张廖

简"

B

"刘唐杜"陈胡姚"谢"林"江"郑"何蓝韩"赖"许$$姓每年轮值

主普!当时形成的各姓组织便是後来宗亲会的基础$

*74

!字姓轮值主普坛祭祀

活动的传统历经更迭!由於城市的发展和历史变迁!参与组织已经扩展到$&

大姓氏宗亲会!由$2个姓氏宗亲会加上一个联姓会%

&

部包含$"个较小的姓

氏&$由於部份宗亲会是联姓组织!所以实际参与的达"*个姓氏$

各姓氏宗亲会?不是当地唯一的社会组织!亦不是和宗教祭祀活动相关

的唯一的姓氏团体!但
6

因其历史悠久"规模庞大!而成
!

当地最引人注目

的团体!亦成
!

学者研究当地社会组织的焦点$陈燕如在研究中发现!这$$

姓的成员!与晚清至日治时期基隆市街庙宇的倡导士绅!存在着高度重合!

显示这一活动是由当时在基隆?有重要位置的士绅们联合主倡的$而各姓人

口的多寡"入垦基隆时间的先後!关联性则远远
=

有前者大$

*75

!从一开始!

这些姓氏组织便带有
,

烈的地域色彩!联合基隆及周边地区同姓者的意义逐

渐超越同宗的意义$不少宗亲会早期以拜祭远祖或神明的形式维持运作!亦

暗示成员来源的多元$

*76

!

那
>

!在这些姓氏宗亲会当中!是否可以见到客语群体的身影呢P在

"#$,年参与基隆市中元祭活动时!笔者曾就此询问各姓氏宗亲会的负责人!

得到的答案不一而足$有人称其实各个宗亲会
&

部都有客家人!因
!

这些组

织都包含很多不同来源的人)有人则称江姓宗亲会"刘唐杜姓宗亲会以及後

来加入的联姓会当中的邱%丘&姓宗亲会"锺萧叶姓宗亲会等!眧面有较多

的客家人!後两姓是战後方搬来基隆$

较早期的江姓宗亲会!按照江姓宗亲会的总事江纯仁的介绍!现在宗

亲会有会员二百多
Y

!在诸宗亲会中算相当少的$

&

部的江姓主要有两大支

派!其中一支是早期来源於福建永定的江氏!以济阳
!

堂号!人数较多)另

从 )相忘於江湖 *到 )分庭抗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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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支
!

日治末期至战後来台的福建惠安籍江氏!以淮阳
!

堂号!人数较

少$近几十年由於台北等地江氏成立独立的宗亲会!较少年轻人参加!募款

范围亦在缩小!维不容易$

据引述自新北市三芝乡江氏族谱的记载! '咸丰年间筹组江氏协会%宗

亲会前身&! %江呈辉的先世&曾参与规划与贡献 ($

*8,

!所谓的江氏协会!

现在以江姓宗亲会
!

人所知!亦是最早参与一年一度轮流基隆盛大的中元祭

主普的姓氏之一$其联络宗亲的范围!与传统宗亲的网络范围有关$据$%1+

年的记载称#

本 #癸丑 $年轮由咱姓值各其事%推念 # 原文如此%笔者注 $

&

数无多%且部份分?於台北县三芝&贡寮&顶双溪&瑞芳&九

份&金包里等处%欲求达成此一盛举%端赖较有充裕财源%遂即於

六十年度即发动各宗亲日献一元以上之专款作
(

主普费用基金'

*8-

!

从捐款名单来看!成员包括现在基隆市六区%范围远大於日治时期的基

隆市&"台北市及新北市三芝"瑞芳"中和等八个区$在基隆市区
&

!居住

在仁爱区的人最多!捐款额亦最大$从战後的发展来看!其主要成员已经发

生一个汰
$

的过程!传统的江氏已经逐渐让位於战後移居台湾的新江氏成

员!不过!其主体仍然是早期便移民该地的江氏成员$按照连明伟的研究!

'基隆的江姓人家大多
!

漳州人!约有一千馀
Y

!宗亲会
&

会员约三百馀

Y

($

*8.

!再根据6江氏大族谱7的记载!会发现来台拓垦的江氏!福建人当

中漳州府平和籍的人士特
"

多!其次
!

汀州府永定!亦有少量漳州府诏安县

人!分?在台湾各地$

*8/

!这可能亦解释了後来基隆的江氏和全台各地江氏的

密切联络!学者便观察到! '每逢中元祭典!除台北县市及高雄"新竹等地

的江姓宗亲会均有参与外!香港及世界江姓宗亲会及六桂宗亲会也都有所赞

助($

*80

!

+, 陈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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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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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隆市江姓宗亲会会馆
&

!亦有东峰公神明会$正面是拜祭神明的神

龛!两尊大神明?肩坐在上面!右侧居尊位"带着官员式帽子的是东峰公!

他号称是入闽十三世祖!明正德年间带领子弟击贼而亡)左侧带类似道士帽

的则是江大人爷$据江先生
?

!主神历史比较久!有*##多年了)江大人则

有+##多年历史!其来源是当地被疑有癚情"冤屈而死的江县令及其养女!

!

惠安各姓氏五大宗族都拜%陈"郭"骆等&的神明!分灵迁台亦有,#年$

显然!在神明拜祭上!同样融合了早期江氏及後来江氏两支不同的传统$就

认同而言!早期江氏一支可能会讲客家话!但年代久远!现在连1#岁以上的

老人家都不会讲了$而晚期的江氏!参加的是闽南同乡会!完全
=

有任何客

家认同$

刘唐杜姓宗亲会今天也被认为是会员有较多客家人的字姓会$其会馆面

对基隆海港!视野开阔!空间宽敞$眧面?满会所的相关资料!亦有
.

多年

轻人参与其中!感觉颇有活力$据会中人士介绍!该宗亲会是由金矱貂石的

人士组成#唐姓各地都有!金山比较多)杜姓以八斗子特
"

多)刘姓则金

山"瑞芳的较多!大部份不是客家人!但战後的确有越来越多客家人参与其

中$根据第三届会长刘阿进%$%1&!$%11年在任&的介绍!战後初期试图凝聚

!

数不多的刘姓"形成社会组织的人是刘猛!他的籍贯不清楚!日治之前出

生!至少父亲便已经在基隆做生意!他继承父业经营杂货商"石炭"船舶搬

运工的承包等$$%+$年地方志记载!他'深得理财之道!获利颇巨($

*81

!他

最早主持该会!但其时尚未登记$正式有记
<

的基隆刘唐杜第一任理事长的

是金山人刘春柏%$%2,!$%,,年任&!台北帝大医学部妇
#

科毕业$第二任理

事长刘木生%$%,,!$%1&年任&!台北师范学校毕业!是基隆国小校长$第三

任理事长刘阿进则是新竹竹北中兴村客家人!从小接受日本教育!?曾赴日

本就读军校!二战後方才返回台湾)$%&+年他迁居基隆!经营西药房!在做

基隆市议员的时候被拉入会$$%1#年代时还只有一个姓氏!後来查
a

大陆的

资料!发现三个姓氏都是由刘氏分出来的!遂再联合成
!

刘唐杜宗亲会$

*82

!

继任者是刘阿月%$%11!$%*%年在任&!任刘唐杜第四至第六任理事长$

联姓会由
Y

数较少的各姓氏构成$在这些姓氏的历史简介当中!可以看

到不少关於早期移民或移入者中有
b

籍或潮州籍的记载!例如基隆市的
0

从 )相忘於江湖 *到 )分庭抗礼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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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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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乾隆中叶亦有
b

籍移民
0

梅怡入垦基隆 ($

*84

!不过这些早期移民情癋

的记载!往往抄自综述性的姓氏源流!他们与今日的基隆各宗亲会之间的关

"各籍所?比例及变动情癋等!其实极
!

模糊$不过!无论从联姓会成

员!还是研究者的立场而言!这个问题都不重要$相对於早期的各姓氏!战

後这些联姓会的移民色彩更
,

!如何联合不同来源同姓人士!才是更
!

重要

的问题$

管如此!在当地人的印象当中!联姓会当中的邱%丘&姓"锺萧叶姓

两个宗亲会!其成员便大部份是客家人!而这些人移民基隆的历史均非常

晚!不少人更是战後才移入$据记载!基隆的邱姓多是北部的桃竹苗一带後

来移入者! '丘"邱姓移民大多是来自
b

籍($

*85

!锺萧叶姓宗亲会是$%,+年

才正式成立!不过之前的$%&2年便开始参加联姓会的活动$研究者便观察

到! '虽此三姓多
b

籍!而非矱笼中元祭欲融合之漳泉二籍!然锺萧叶姓入

境随俗且认同矱笼中元祭慎终追远"族群融合之主旨 ($

*86

!据该会总事叶

秋林介绍!锺萧叶三姓联合的宗亲会是全台唯一!拜祭三山国王%大王&!

神像有两尊!分
"

由理事长和炉主拜祭$叶秋林加入该会之後的先後任理事

长叶广成"刘邦常均是客家人!?且曾在客家会担任职务$现在会员四五十

个!最活跃的是叶姓!

*9,

!从早期记
<

来看!叶云特便是其中之一!而他战後

最早加入的组织?不是这个宗亲会!而是广东同乡会$

四#战後初期的 $广东同乡会 % "籍贯下的合流

日治至战後时期基隆市的客家人故事!与之前的本地住民?
=

有太大关

$当时!有少量桃竹苗一带的客家人来到基隆做生意!从事铁路"煤矿等

行业$但是直到$%+1年!其人数尚不足*##人!只?汉人总人口的$f"]"整

个城市总人口的#f%]$

*9-

!战後初期经济复盨的背景下!来基隆寻求机会的客

家人日益增多!外省客家人亦纷纷盠入!成为该地人口最多的群体$到了战

+* 陈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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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年!该地广东省籍人口有2g$%*人!虽然较战前的数字翻了几倍!但

只约?总人口的+f#]!且其中大部份可能都是外省人$

*9.

!$#年後的$%,%年!

广东省籍人口已经跃升至基隆市总人口1f,]!而最大宗的福建省籍
!

"$f,]!其次浙江省籍?$%f,] %以工人"船员为主&!再次
!

山东省籍?

$2f,]$

*9/

!

在早期基隆不同来源"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域
&

的客家人
&

!或多或少存

在非正式的人群组织!?不一定有名有号!

6

因同音相近!彼此联络$这些

大大小小的组织成员!有的进入战後正式组织之中!便把早期渊源连到自己

的小群体之上$事实上!这类的多头组织可能实在不止一端$根据基隆当地

研究者的调查!在日治时期!基隆因煤矿"金矿繁荣一时!大量各地客家人

移居基隆$当时基隆社会上也已经有一批客家人在商界"教育界"公务和金

融等机关活跃!彼此有联谊活动$而战後移居台湾基隆"在政府任职的广东

人!也自行形成广东人的组织$

*90

!

基隆市的本省和外省客家人不但在战後初期建立关!前者更与後者汇

流!形成共同的组织*** '基隆市广东同乡会($现在这个组织依旧存在!

在基隆市南荣路沿坡而建的公寓中$根据其会史记载!该会早在$%21年1月便

已经成立!当时还是非正式登记的联谊组织!参加者是居住在基隆市的广东

乡亲!主要活动是每盷六晚在珠海楼集会餐
D

$

*91

!而据同乡会总事潘淞浩

的介绍!该会曾经有会员$g###多人!老兵很多!後来大部份过世!现在约

"##人左右$

*92

!

从早期名单来看!该会会长主要是广东省籍的人士!包括客家人$最早

期的会长巫明福!是广东丰顺客家人!接任的岑长发则是广府人$

*94

!其後

$%&#年代上半叶任会长的何盖民和姚
c

洲!均是在近代历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的人物$何盖民是广东新会人!很早便与海员工会及国民党有关!曾任职

从 )相忘於江湖 *到 )分庭抗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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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海员总工会!战後来台则是海员工会选出的第一届立法委员$

*95

!何盖民

任会长时!基隆市广东同乡会尚未正式登记!至$%&$年後!则走上组织化之

途!每
d

会长任期两年$首任正式会长姚
c

洲!便连续出任两
d

$他是海丰

县汕尾镇人!曾就读於
_

门市集美水
#

航海学校!留学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

水
#

专门部!回国後曾从事多项与水
#

有关的事业!$%+&年後致力於广东汕

头和汕尾地区创立和经营水
#

技职学校!日本侵华时期曾屡次迁校!被视
!

广东水
#

与航海教育的开拓者$$%21年!他应集美学校校友之邀到台湾基

隆!出任集美渔业公司董事长!从此在基隆经营生意$

*96

!这两位人物!均与

海运事业息息相关!也与基隆地区航运业发达的特性相关!其早期参与聚会

的广东同乡!可能职业亦多与此有关联$

不过!从$%&#年代中叶开始!情癋发生了变化$$%&&年以降的二十馀年

中!广东市基隆同乡会的会长一职!大部份时间乃是由移居基隆的桃竹苗一

带客家人担任$大东旅社负责人徐荣汉!以及永泰西药行负责人陈运财!分

"

是第三"第四任会长$基隆市议员李阿土!则分
"

出任第五"第七和第$#

任会长$第$$至$+任会长!则是由新竹客家人"西药业及市议员刘阿进和警

察"茶室及饭店业者叶云特出任$

*:,

!

移居基隆的桃竹苗一带客家人!开始与基隆的外省客家人逐渐认识!在

日常接触中建立关$前任总事潘淞浩曾举一个例子!他大约是$%&#年代

移居基隆!其梅县的中学同学邱则汉毕业於警官学校!被派到基隆市警察局

服务!因
!

登记猎枪的关!认识了从花莲搬到基隆的客家人刘兴富!双方

讲话的口音差不多!因此结识!日後关亦笃$这样因
!

日常接触而认识!

?因语言关而接近的例子还有很多!潘淞浩後来便同样参加台湾客家人定

期的聚餐活动$

*:-

!

以上出任基隆市广东同乡会会长的客家人!职业各不相同!但都是在当

时社会较有地位的客家人$尤其常被人提及的!基隆地区客家人多从事西药

2# 陈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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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在其中亦有体现$

*:.

!

!

何从事西药行业容易成
!

地方领袖P出生於新

竹竹北地区的刘阿进!便是$%&#年代上半叶追随其叔父来到基隆!以开西药

房维生$据他介绍!当时基隆有很多桃竹苗地区坐火车上来卖菜"矱鸭鹅等

的客家人!当日往返$当时基隆社会秩序?不好!这些人遇到纠纷!往往会

向其求助调解$

*:/

!因
!

打架殴者往往要到药店寻求帮助!药店亦往往成
!

各种消息汇聚的中心!有能力经营药店者!就常扮演调解者角色$在这一背

景下!一些具有一定政经基础和社会地位的客家人!便成
!

桃竹苗一带客家

人的代言人$$%&#年代以降!刘阿进便常常担任这样的角色!据他介绍!当

时社会治安?不好!基隆又多山!小贩"码头工人等亦多!常有打架纠纷发

生$当客家人入纠纷!便需要他这样的人出来调节!还有如下几位人士会

出面#妇
#

科医师刘鼎栋%新竹人!亦是刘阿进的叔父&!建筑公司董事长

0

胜泉%桃园人&!议员李阿土!基隆警察"北投饭店业主叶云特等$初期

?无定期聚会!但後来有聚餐的形式$

那
>

!这个组织到底有多少人!不同来源的人?多少比例P由於时间久

远很难有明确答案$不过根据刘阿进的
?

法!在他$%1$年担任会长之前!该

组织还是外省广东人
!

主!大部份是客家人!也有潮州人$其後他拉了不少

本省客家人进入!渐渐演变
!

本省客家人
!

主的局面$

*:0

!这大概亦引起外省

广东人的不满$

这样一个本省'广东人(%客家人&"外省'广东人(%包括客家人&

融合的局面!随时间的演变!尤其是基隆市区发展带来的问题!衍生成矛盾

的根源!?最终导致二者的分道扬镳$

五#分庭抗礼"客家
!

颖而出

当代基隆市的客家同乡会!位於基隆繁华逼仄的市区的一栋大
_&

$会

所办公空间面积?不大!

e

的上方悬?着会长和历
d

理事长的照片!下方是

$%*+年购买会馆的捐款名
<

!总共有"##位左右的客家人
!

此捐款!还有近两

年义民祭等活动的照片$

相较之下!基隆市广东同乡会的会
#

要显得更
!

丰富$早期基隆市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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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会?
=

有固定的会所!而以聚会地点'珠海楼(!以及会长个人住所
!

会所)直到$%*#年$月!方迁至离开港口稍有距离的南荣路的现址$

*:1

!会所位

於沿山而建的逼仄大
_

内!是一座由两栋住
Y

打通的宽敞会馆!大厅中摆放

着长形桌椅!至少可以容纳几十人开会$左侧是办公和纪念的空间!眧面安

放着'国父(孙中山的铜像!根据
e

上的碑文!也是$%*+年购置会馆同年设$

左右两侧
e

上还摆放着老照片"各种匾额和献词等$在同一栋大
_

中!它还

拥有另外六
Y

房
#

!出租给他人收取租金!目前每年可收租金2"万馀元$

而广东同乡会之所以拥有此地的会所及房
#

!则要追溯到该同乡会与

'广东义地(的关$此地具体的历史渊源?不清楚!据同乡会的资料记

载! '我
b

籍先贤秉於爱国情操!认保国守土乃民之天职!外侮犯境岂有坐

视之理P乃纠合相亲群起抵抗!因而壮烈成仁者多$嗣经善心人氏醵资殡葬

於基隆市南荣路山麓!?
f

<万善同归"广东义地"皇清光绪戊子年

%$*** &=石碑一面($

*:2

!由此猜测!当与清末以来当地
!

防列强入侵!

从开山抚番到中法战
N

等一系列事件有关!这些地很可能是中法战
N

时!在

基隆牺牲的广东籍移民或义勇的葬地$据该会前任总事潘淞浩"主任秘书

朱家声告知!该义勇墓地原本有自己的管理人%守墓人&!战後因
!

同籍隶

广东!在广东同乡会成立後!便由其管理$管理人还曾写一纸证明!将该土

地捐赠给广东同乡会$

*:4

!$%1$年由於基隆市政府进行都市更新计划!拓宽南

荣路!要求该会将葬地搬迁$当时遂发动捐款!购买了瑞芳四角亭现地!原

址则改建
!

居住社区!本来分得$1

Y

房
#

!其後陆续卖掉九
Y

!目前剩下八

Y!

会
#

$

*:5

!

那麽!原本安葬於此的广东义勇!现在又葬於何处呢P广东同乡会在新

北市瑞芳区!还拥有一座拜祭往生同乡的'广东山庄(!面积超过三千馀坪

%包括广东公祠一千馀坪&!每年的清明节和中元节举行盛大拜祭活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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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门楼颇类似忠烈祠的格局!公祠内则摆放三百馀面牌位$

*;,

!红纸书写的牌

位上!登
<

往生者的姓名!右上角则书写籍贯!我们可以找到汕头"潮阳"

揭阳"惠东"陆丰"番禺"茂名等诸多广东地名$据访问该地时该处管理员

介绍!可以放进来的主要是广东和广西人!其中潮州人最多!因
!

比较
=

钱!做工的多!老兵也很多)梅县其次$根据会中资料!上述人士均是战後方

陆续入祀的!至於清末广东义勇的下落!会中已无?可寻$据主任秘书朱家声

称!该山庄内原有无名无姓的骨灰?二三十!或许与这些义勇有关$

*;-

!

而基隆市广东同乡会会
#

日渐充盈的过程!与客家人逐渐被排除在同乡

会之外"另组客家同乡会的过程几乎同步$在该会"#$$年
!

纪念建国百年出

版的专刊中!收
<

一份资料室提供的章程!在组织编制中便对入会资格和方

式做了如下规定#

凡居住本会区
-

年满二十岁以上属广东之男女及会员之配偶%

填具入会申请书一份%缴交国民身份证影印本一份%二半身照片

二张&缴纳入会费一百元%具领会员证後成
(

会员'

*;.

!

这一规定虽然可能是後来经过修订的!但是对於我们了解该地'广东(

和'客家(的分道扬镳则相当重要!因
!

今日访问广东同乡会和客家同乡会

的早期负责人!均提到广东同乡会章程中的'广东籍(一事!亦即参加的会

员!必须是设籍在广东者$由此便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桃竹苗等各地

客家人!其籍贯一栏?非是'广东(!那
>

他们是否有资格参加呢P

$%1#至$%*#年代基隆都市的扩张!与都会地
#

价值的增加!显然是广东

与客家同乡会分裂的关键$据刘阿进透露!当时广东同乡会发展成具有财
#

的组织!想选会长的人多了起来$在他想连任之时!同时有四五人想要选会

长!於是想要
N

夺会长之职的梅县客语人士!想到这个办法!要求必须有广

东籍身份才可参与$虽然最後投票自己的票数仍然过半!但是亦
g

定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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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统计!该公祠一"二楼共有龛位*$2个!其中往生者购买的龛位数
!

2##个!尚在世者

购买的龛位数
!

$#+个$不著撰人! 6基隆市广东同乡会广东公祠一二楼安厝闲人灵骨

预定长生龙位清
-

%会务人员&7%基隆#基隆市广东同乡会手写稿!时间不详t截至

"#$%年%月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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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透露同乡中亦有人对自己的
g

定非常不满!不理解他
!

何把财
#

放?掉$

曾有人想提出告诉!结果最後亦作罢$

*;/

!事实上!广东同乡会是否能
5

合法

拥有原安葬广东义勇的土地!本身也经过剧烈的
N

$据同乡会主任秘书朱

家声告知!一二十年前该会早期领袖之一"潮阳人许银地曾告知!该义勇墓

地原本的管理人将土地捐赠给广东同乡会後!股东有办理过
Y

!但
6

引发管

理人之子与同乡会的
N#

官司$由於对方也无法提出明确权状!经过与对方

妥协%少部份房
#

过
Y

给其子&!才终於合法拥有这部份财
#

$

*;0

!

管排除了本省客家人!外省人中的客家人直到今日!还在基隆市的广

东同乡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该会自己也深刻认识到会
&

不同语群的

问题!所以在章程中曾特意针对此点作出规定#

惟本会情形特殊%

(

加
1

广东族群团结%发扬互助合作精神%

俾各族精英均有参与改革会务机会'理监事选举提名%得视当时籍

贯比例%理事以七&五&三%监事以二&二&一
(

原则'

*;1

!

上述文字中?
=

有
?

清楚到底是哪些籍!但是透过访谈可知!代表人数

所?比例由高至低的分
"

是潮汕话"客家话和广东话的群体$所以该会当

中!以潮汕话群体最有权势!在分裂之後担任会长的主要都来自潮汕语群!

客家话群体其次!广东话者最少$从"#$&年基隆市广东同乡会第",

d

荣誉理

事长"顾问"理监事及职员名
-

来看!在总计+#人当中!来自梅县"蕉岭"丰

顺客语地区者便达$+人!与潮阳"潮安"汕头"普宁"惠来等广东靠海地区
3

大部份讲潮汕话者各?一半!而来自南海"顺德"合浦和增城者则最少$

*;2

!

台湾籍的客家人被迫从广东同乡会分出之後!立即另外成立一个组

织***基隆市客家同乡会!分庭抗礼的意味浓厚$该会亦名同乡会!显然便

深受广东同乡会影响$今日的总事巫赐银称!他们是全台客家组织中唯一

叫做'同乡会(的!因
!

会所用这个名字买的!所以更动不易$

*;4

!这样一种

对於双方分裂的记忆方式!

,

调的似乎是权力
N

的面向!台湾客家人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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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
,

迫离开该组织的$实际上!新兴意识形态对於这一选择的影响亦极

大!它成
!

基隆台湾客家人在这一分裂过程中亦有主动性的证据$

从政治环境和外交背景来看!$%1#年代正是客家意识如火如荼发展的时

代$$%1$年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香港召开!两年後在台北召开!随後$%12年

台北成立世界客属总会$基隆市广东同乡会中的台湾籍客家人!积极参与这

些活动!叶云特当时便以基隆市中原客属联谊会会长的名义参加!刘阿进"

李阿土等亦在其中!只是籍贯可能
!

呼应其广东同乡会成员的身份!写的乃

是其广东省的祖籍陆丰与饶平等$

*;5

!另一方面!他们也未放?在广东同乡会

中的职务!刘阿进%市议员&与叶云特%家具工厂负责人&分
"

於$%1+年及

$%1&年出任广东同乡会会长$

*;6

!

而台湾籍客家人的
h

踏两船!或多或少引起广东同乡会
&

其他成员的

非议$独立发展後!初期其组织尚以基隆市中原客属联谊会
!

名!扩充会

员!显示尚不
U

来自於台北潮流的影响$约$%1#年代登
<

的会员通讯
<

!载

有来自基隆市各区的会员&&,人!大部份都是桃竹苗人士!少量
!

南部"东

部及个
"

大陆省份者$

*<,

!至迟到$%*+年购置会所时!已经登记
!

基隆市客家

同乡会$

*<-

!据现任总事巫赐银介绍!自己接手时!会中总共有登记在
-

的

会员六百馀人!目前实际缴交会费的
!

一百馀人$除每年办活动向政府申请

经费外!会务经费大宗主要来自於理监事和顾问的固定捐款$十馀年前开

始!客家同乡会
&

部亦逐渐分裂!不少人分出去另外成立组织%即客家文化

协会"世界客属基隆分会&"申请政府计划或活动等$

*<.

!

近年来!随着客家意识的兴起及地方政治的运作!客家同乡会角色日渐

重要!在基隆市政和客家相关活动中时常可以见到其身影!与各级政府负责

客家事务的部门"桃竹苗等地客家政治人物有较多互动)近些年
N

取经费举

办客家天穿日"义民祭等活动!最近基隆市也
N

取到建立客家文化会馆%原

信义区旧图书馆&的机会!建设经费得到行政院客家委员会及市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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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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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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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年底即可
+

用!发展呈现欣欣向荣之势$

*</

!而广东同乡会则面临老

一代会员逐渐凋零"新会员招收不易等问题!虽然拥有会
#

!但由於是社团

法人!转卖和维护问题均颇
!

棘手$如今该会对外主要与位於台北的世界广

东同乡总会"基隆市的潮州同乡会等有联络$

*<0

!无论两会未来的发展如何!

至少在当代的形势下!两会已经渐行渐远!

=

有多少交集的空间$

六#结论"谁的客家认同&

纵观"#世纪台湾客家人形成的历史!期间既有从清初以来几百年移民历

史的影响!亦有进入日本殖民地时期以後种种近代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从

基隆市的例子中!可以鲜明看出'客家(从
i

构走向历史实体的过程中!人

际关的边界和想象如何不断重建!以及历史元素如何被重新组合!从而形

成有
"

於台湾乡村地区的独特客家族群面貌$

基隆市有讲客家话的人口活跃!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中叶时期$而其来源

地的东北海岸汀州府移民更可以追溯至清初$学者早就注意到这一群体的存

在!也发现早在清前期!他们便在新北市新庄地区建立一系列寺庙"书院等

设施!形成独特的文化风貌$不过!分散在台北盆地的其它汀州人聚落!或

再移民至其它县市者!其认同则往往要视乎当地的社会"语言环境而定$

*<1

!

从基隆清代以降的发展历程来看!当地拥有极高比例的汀州府移民!虽然他

们及少量漳州府移民早期可能讲客家话!但是在当地既未形成独特的籍贯认

同!更未有明显的主客之
"

乃至族群特徵$这让我们联想到朱希祖曾在罗香

林著6客家研究导论7序言中提到! '地方之分主客!亦古今之通例也!然

时移世易!则主客不分!如鱼之相忘於江湖焉 ($

*<2

!放在基隆市的汀州人身

2, 陈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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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笔记#朱家声!"#$%年%月$%日!基隆市广东同乡会$"#$1年!广东同乡会总事

潘淞浩曾在客家同乡会总事巫赐银的邀请下!参与其义民祭聚餐!是目前
!

止唯一的

v破冰w之举!未来发展则还有待观察$访谈笔记#巫赐银!"#$%年$#月+$日!基隆市

客家同乡会$

廖伦光! 6台北县汀州客寻?7!页$#B"%)赖文慧! 6台湾汀州客二次移民研究#以

苗栗县造桥乡平兴村谢姓家族
!

例 7%新竹#台湾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未刊硕士论

文!"##* &)练肇嘉! 6当代台湾练氏族谱的作与分析#从修谱者角度所作的反身性

研究7%高雄#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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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谓再恰当不过$这与中国大陆华南以及东南亚以胡文虎
!

首的永定人

在客家族群建构中的角色形成鲜明对比$

!

何会出现这一情形呢P这与当地较晚的城市发展的历程有关!也与特

殊人群组织方式的形成有关$从当地的宗亲会组织及神明拜祭上!依稀可以

看到不同时期汀州府客家人活跃的痕?!不过不同於台湾北海岸乡村地区同

姓聚居的汀州社区!基隆都市环境下的字姓会!对於不同来源的同姓者多抱

持开放态度!甚至主动纳入後来崛起的新客移民!故而直到今天!当地盛大

的中元祭典及字姓会花车?行!仍是当地最鲜明的文化特
j

$另一方面!来

自汀州府的客语移民!清代即自认
!

是福建人!在科举考试上亦拥有广东客

语移民
=

有的便利$日治时期!殖民政府更以籍贯登
<

种族!他们自认
!

属

於福建种族!从而消融於讲福老话的闽南人群体中$

客家意识在基隆市地区的出现!是战後不同历史时期新移民群体互动的

结果!更经历一个从刚开始融合於'广东人(!到最後分道扬镳的过程$由

於汀州人不属於广东人!日治中叶他们就自觉地排除在广东人的种族标之

外!从桃竹苗等地逐渐移居当地的移民!跃居到历史舞台的中心!成
!

客家

族群建构的核心力量$大量来自外省的广东人移民%包括客家人&!使得当

地族群互动的情形更
!

杂$战後的客家同乡会既
U

胎於广东同乡会!又与

之分庭抗礼!背後则主要是因为财
#

的膨胀及会务主导权的
N

夺$除此之

外!当时亦有另外一股源於临近都市台北的世界客家建构潮流!影响基隆客

家人的选择$外省广东人通过
,

调'广东人(的籍贯含义!从而排除台湾客

语群体)台湾客语群体则
k

?'广东(的外衣!转而拥抱'客家(的族群标

$前者以广东山庄等彰显自己的认同!而後者则以参与客委会主导的义民

拜祭"天穿日等方式彰显认同!从而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今天!很难再将

两者视
!

同一群体$

整体而言!在台湾的客家历史
D

事中!当代基隆依然扮演比较边缘的角

色$然而!它
6

是一个有意义的观察个案!因
!

它彰显的不止是台湾客家族

群建构的地域性!更凸显出不同时期移民组合变化与近代城市发展的特殊关

联!是一个有
"

於传统客家乡村聚落的近代客家建构个案$

%责任编辑#唐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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