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 章 清帝國時期社會文化的變遷 

 

1. 移民分布 

省分 福建省 廣東省 

省分簡稱 閩 粵 

移民來源 漳州、泉州一帶 潮州、惠州一帶 

2. 移墾社會的特色 

特色 性別比例懸殊 分類械鬥頻繁 

背景 渡臺禁令造成社會人口結構不均 語言與祖籍差異產生隔閡 

結果 漢人與原住民通婚 
因利益衝突而糾眾鬥毆 

例如：閩粵械鬥、漳泉械鬥 

3. 宗教信仰與宗族組織 

項目 共同信仰 原鄉信仰 

宗教

信仰 

媽祖、王爺、土地公等神明以及有應公廟 泉州 漳州 潮州 

清水祖

師 
開漳聖王 

三山國

王 

宗族

組織 

類型 唐山祖 開臺祖 

血緣關係 未必有血緣關係的同姓者 有血緣關係的同姓族人 

祭祀對象 原鄉的同姓祖先 開臺祖先 

4. 清代臺灣社會文化的變化 

時間 前期 後期 

社會 械鬥不斷 文風逐漸興盛 

宗教文化 原鄉信仰、共同信仰、宗族組織 西方宗教與文化的再傳入 

5. 原住民的社會文化變遷 

項

目 
內容 

平埔族

群 

1. 官府的壓迫：由於常受官府欺壓或不當差遣，因而多次反抗官府 

2. 土地的流失：漢人來臺後，透過買賣、欺騙等手段取得原住民土地，使平埔族群

的生存空間大幅縮減 

3. 傳統文化的改變：平埔族群與漢人長期接觸，學習漢人的耕作技術及漢語，改用

漢姓，傳統生活方式、語言與宗教信仰漸趨式微 

高山族

群 

1. 劃界封山：清初實施，隔離漢人與原住民，但隨著漢人拓墾範圍擴大，番界也逐

漸向山區移動 

2. 開山撫番：此政策等同侵入原住民的傳統生活領域，引發群起反抗 

3. 被迫遷移：武力鎮壓後，許多原住民被迫遷移他鄉，傳統文化因此面臨挑戰 



 

不打不相識？客家風雲之閩粵械鬥  一年  班  號 姓名    

 

中國大陸的福建、廣東等地因人口過多，謀生不易，人民為了生存紛紛向外地發展，即便有渡臺禁

令的管制，仍有不少漢人前仆後繼，勇渡黑水溝來到臺灣尋找生存的希望。 

來臺移民容易因語言或祖籍的不同而產生隔閡。移民為了爭奪生存資源，如田地、水源或商業利益

而產生摩擦衝突時，會各自糾集同祖籍、姓氏或職業的人「打群架」，此即「分類械鬥」。有些流傳

至今的諺語，如「仙拚仙，拚死猴齊天」、「輸人不輸陣，輸陣歹看面」都是反映清初臺灣分類械鬥

的頻繁。這些械鬥中，以不同祖籍的閩、粵械鬥較為常見。 

請依據影片，回答下列問題： 

 

 

1. 臺灣社會一般俗稱的客家人，是指哪些群體呢？ 

  

 

2. 清帝國領臺時期，臺灣的科舉員額起初為何都是給閩籍人士呢？ 

  

 

3. 閩粵械鬥看似用祖籍區分，實際上用何因素來區分械鬥雙方較為恰當呢？ 

  

 

 

 

 

 

 

 



漢人移民來臺時，為祈求一路平安，常帶著家鄉信奉的神明。移民在經濟稍微寬裕後，感念

神明庇佑，建廟奉祀。它們不僅是人們重要的心靈寄託，也是地方、村落的聚會中心。 

請走訪學校或住家附近寺廟，探查以下問題並於課堂中分享： 

 

 

   

1 寺廟名稱  

2 
寺廟主要是供奉哪一位神明？ 

 

3 
廟宇建於何時？ 

 

4 
是否與早期移民有關？ 

 

   心得及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