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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家族與社會

宗族〈照丁份的才仔會和照股份的祖公會) ，逐漸轉變為源於來臺
開基祖在臺灣本地所形成的、隊「房份才為組織法則的「閱摹祖」

宗族。 I

( plural. socieiy ) · 

的中介角色，

操於椅蘭人手中。

鄭成功率其宗黨部屬移住臺灣時'\

由於採取了寓兵於晨的政策而奠定了

哩，



，主四 i

主;

很大的影響。

投靠有資本的墾戶給于種籽和農具，

宿
制
而

必
。酬

蟬
，
開
請申府官向

、，

心，見頁55.15OO@此類契字也以《清代學灣夫祖調查嘗嘗

第二章台灣漢人移民社會的建立論自 .63

官府鑒撞些流民的治安問題，也都交給墾戶自行負責 o 尤其是靠近

生番之地需要自衛的武裝力量，此種開墾組織更屬必要，靠託種組

織個戶乃可獲得權利和生命的保障。所以墾戶和個戶的關保軒在此

種邊疆環境下，有一部分已超出了純粹土地租個的經濟關像今而略

具有行政和司法的主從關係 o 因此墾戶本只是土地的業主，i而且是
;這一開墾組織之首，故也稱為工墾首J 0 個戶由於實際從事墾殖，

往往於墾成之後對土地享有超出一般個戶所具有的支配權"這可以

從個戶也被稱為「墾戶 J:的黨黨中表現出來。吾人實可稱呼!lt種開

墾制度為「墾首制」。現替我們已經很難再重建造一種閱墾組織的

實際酌情形。當田芳自隨主堅臺中盆地北面的嗨，神悶和大雅一

帶，以岸裡大社通事張達表竭墾首的墾區，為我們提供一個

的例子(富田旁郎， 1949，.}司駒-164) 0 嘉慶元年( 1796) r 宜蘭

的吳沙與淡水人柯成、何器可梅隆盛等共同出資，廣招三籍難民進

入宜蘭拓翠，也是一個轉軌抖。

墾首大戶在此邊疆淫豆豆滋;~顯然佔著極重要之角色。他們挾其

資本和勢力，得到官方的協助與保護，割接一方，形間小諸候。墾

首對其墾個不但有收租權，而且更具備替官府執行監督之權。何時，

他也是官府徵稅的對象，無形中靠著官成而維持其權勢。在út種環

境下， ~田戶唯有依附有力墾首;否則，即使一些零細墾戶墾成熟田

之後，也難免為豪強所橫領。一股小民由於不知官、法，開墾主初並

不覺得全部領7墾照。有許多奸黯之徒，往往見某地既經開墾'乃

/ 

j
J
I
l
-
-
』
F
J
F
d
i
p
l
e
-
-
F
J
F
I

且可_:;":;，'

1心l占~

':;@j九九《噶瑪蘭廳志)) ，卷 7'<雜識﹒紀人> '頁 329-330 ;又見《噩灣文化

叫:需:>) (下) ，頁320-322 0

--- - -
_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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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閉雙組織與

謹首制的拓墾形態

看，這些「流民」一

而不必擔，心會受到官

越番界閱墾以外"按進

?一清政府除了規定漢人捧得私

, .lJlL f 各直省實在可墾荒抱，無

人口數字顯然過高，依接他的夕雌法( ~:lf.trapola:也g) '1811年間人口應
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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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防租J
l 只lk取個租〈即

大租」的。顯然一

心之

。

。至

?, 

! 可花吧令 1γ 令
?咒弋 ., 、

ι J 

" 
I .1 

這F'. 



仲家族蚓土會 I , . I 
觀其將成之際，、赴官廳申請給照， l將廣大泛地與全接為已業t，~L大
可數百甲，少則數十甲。無照者究竟無法與有財眉善訟明好承認
其為業主，繳納抉租。這種大租戶，常不費絲毫之1.J1力，便坐收鉅

利〈伊能嘉矩， ~928 [中 J: 如) 0 I _ 
墾首的存在、僅為官方所承認，而且因此而質生的開墾組織儼

然已經是一種社會制度。迄至道光年間，大墾首樹也犧仍然是漢人

向番地開墾的主要力量。清代臺灣的開墾組織顯然頗具規模。墾首

大部分是由一些蘿有雄厚資本的富豪所組成，他們通常領有數百甲

的田間，指揮數1卡個個人，對外可以防番，對與別握有警察權。此

種以大資本家為拉的「墾首組織」可以說是單現灣學閱拓臺灣的最

主要形態。 I

嘉矩斤編臺灣
島......

的整理，其中所!有關南北各地的開發時期是逼真的始墾者或墾首

之鈕，土地清白全島田園十分之六，核定應繡金之大租權者共
三萬六千餘人 (1程家穎，凹的 57-60) 0 

1 't 

人開墾，曾

因充公歸官者。，_.

在內，稱為「官扭扭，

官莊〈位於新

莊的演變， ~ 

從清代官

挂廚共有之站，稱為「

人佔有之土地均為 f l 

數申報官府以請陸科。:

「舊額田園 1是指明

以後經宮發給氫照而曲研

巴如前述。

(Ï) ((臺灣私法)> '第一卷i〈上) ，頁吋3以下。
@ ((噩灣拉法>> '第一卷〈上)，頁35i-354o l ! 

或為民

含正供

為學和

這類官

@向上，竟357 ;又見兩臺海關記事》汀(8)' <舊慣語詢筆酌情3-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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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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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臺
主

之所，並無大漫步117.Jc揖就灌溉?年間依例抽的

人勤勞，即說處黨坡擊者11引水灌蓓，鑫闢掛種，

是以個戶xx前來商譚..~... '.遞繡定大租肆征。 J (頁)

條 J '道光29年， lS49) 

第二章 台灣漢人移民社會的建立及呻﹒ 71

均每戶的耕地面積因此再度往下層細分乃是必然的現象。所取臺灣
漢人的土地分配過程乃有這樣的說法: í 千萬人聲立，'+數人眾之，

而農戶一人。墾照所給者或干數百甲，淡水是也 o J而號稱恃戶

的宜蘭也不例外，所謂 F萬人墾之，千人京之，地數千甲，給墾者

奇數十甲，並無業戶，以民為個?搗瑪蘭

實際上也已經把清代畢灣鄉村社會的階層
忙著一經過這一分化的過程，土地收審h物的

事變說後來的自層關J餘，其中墾戶轉化為

怯前整個結構則是多出了現耕個人lc 見著

表2-2 最能俞強期地租結構的轉變

官廳于墾(荒草?再戶(早期〉
官廳→大租彈?有3、租戶一現耕個人(晚期〉

根接這種租個關條，偎設土地的實際收穫量為100石，挪麼小

租戶從現耕個人身上約收取其中的40-60石，但其中的10-1 石要再

擻給大租戶，政府再從大租戶收取2-4石左右的正供。顯然接從前

述的三層分配關條再復雜化成此種四層關餘，而仍然有利口圈，只

有從增加單位面積的生產量著手。而7.K稻耕作正是實現此!理想的

最普遍方式。

,
JI--

/J 
、

ι 

@方傳麓， <稟告總督孫爾準書> '道光4年( 1824) 。又見〈閱

字，. ((彰他聽芳、)) (台灣文獻叢刊第156種) ，頁4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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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 J

三只 { 而

.:':r, 

在漢人之間，他向或者是挾有權勢的官吏，ι或者是第接轉唐啟富窘，

或者是豪強霸佔土豪，有的更是兩者兼具。否悶:他們也是很此

依穎共存。官府早借助私人資本而閉關疆土增加稅收 1月墾首或太租

戶則更假官吏之 以維持其大租權。如既周知，大租額中是包含正

供額的，無大租且無正供。而納正供是業主的義務?新以官吏必氯

維獲貍首或大租岸的業主權。

光緒年悶，星(銘傳清丈田賦賣行新謂「留六誠四 J之法，即從

大租額中扣除四還給個戶(小租戶〉繳納正供，也即承認原個戶

之業主權。如此來，雖然大租戶仍然保留六成主委租額，但因與
官無閥， r無靠戚，便難以收足J@'。大租權黨專頡官方保護的

情形也可從番大革的例于得到說明。原來由漢本持社F胞膜或具

頁之鈍，順口番人或番挂繳納翻，業主權建議審人手中。但

後來漢人的勢力你壓倒番人，往往背棄當初的鞠轍!j1京ii玄忌~':l!慨:
番租是番人唯一司生路，最後終不得不由政府特蟻嘲;芳耳周珈1頭騙吾抽b似恥保搭@。否

則番人只好棄地運徙，遠至埔里或宜蘭。 1J:. i~ 

水稻耕作與土地。度
。-﹒

自康熙末年以悴，臺灣由於人口木為增加'0;:績之敲陸各省米糧

不足，曾使稻米備大為提高〈周卦， 1966: 118-13jl) 0 煎糖生

產過剩，價格相對莒落，如施鹿鬥等均把糖業資本轉投資於7水k利的

閔發，巾咐以雌促進水稻可戶作〈森嘲 l川

@閥見《愷臺窩齣的傳慨統中戶僻阻吐掛會齡)) .蹄幟鋒卸， <啃清末耕的鹿麟港 錢攤糧>'汙，慣頁凱酬恥9蚵仲4μ 。

@略慨參觀見《臺灣私…如) ，頁枷 " 

以向

原來，

「一九五抽 J 0 

個人得的石}稱為「
一再言明將來開成水田

不得增多減少，是為「

作物的豐歉而有不同， ~ 
期，無埠9月以資灌溉， ~ 

施顯然使此種情形改觀

除業主和個戶間「言
熟若逸而忘競之一風J 0 

台灣漢人移氏社會的建立次轉型﹒ 69

@ <<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真的以下I{ 9 、 12 、 19 、鈞、 35等條) ，試舉

一例 :f糊糊，照的j一旭帥，挺得屯，個耕得λ五......。

若帥田'奉艾丈甲，每甲納租用字(」侃起kj2條〕啦阱，
1770) 。

@間上，頁143以下〈例如106至112條斜，試舉一倒: r其蝸縣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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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數

，
宋

-
v

見

@ <<臺灣私法)) ，第i卷〈上)， '頁削-457 。

-
1
1

，

i

門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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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2-3 1899年薑灣大小租戶統計 4

類別 i臺北 臺 中 臺 南 宜蘭 主閃』 計

大租戶 '. 1, 172 \ 8 ,395 9 ,131 - 18 ,698 
小租戶 23 ,153 59 ,593 56 ,666 4 ,296 143 ,708 
個戶 '42 ,717 72,702 69 ， 65是 7 ,229 192 ,302 
不詳

10至159 10 ,159 - - -
合計 77 ， 201 時恥的iÕ 1135 ， 451 日， 525 1 364 ,867 

.1'-、;...... ,., 

賀科東聽:':華灣總督蔚l~于改繪聲府第三統計害)) (1899) ，卷三片

目幾乎與個戶齡丘矣。但接祖糙的分配是很不平均的，往往少數的
人擁有絕大多數的小租主雖已浦大多數的小租戶所擁有小租馳的比

率反而少得多。隨後，曰:推銷告者在土地制度上取消了大租戶的階

層，而小租戶不但獲得保哥~t1潛在改善強化固有之保甲制度睛，更

進一步鞏回了這}階層的報翱位。也勢力較大的小租戶會任著

日本當權者和村民之間的講練~'i 而且在其他宗教和蛙會的功 E上，

他們也是居於領導地位。

然而，構成村落址會主出主體的，乃是廣大的「窮民個戶」皆眉，

他們真正很少有機會力爭土游。地主的剝削，社會的擾攘不食，使

他們「到處流離，衣食不無窘迫 J 0 社會的安定也沒有改善社種情

況，他們的處境總是隨著時代而日趨困難。十九世紀末葉，但於經

濟的成長和人口的壓力，使土地的價值增加，地主們時常在回契期

滿鑑改換個戶， )在l獲得較有利的條件。雖然個戶們接稱尚能』持其

最低的生活水準'但是從1盯0年代以後，小租額實際上已經日倍，

自接後的1900年，小租權的買賣價格已經三倍於1850年代扣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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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說，早期從墾戶手中膜得土地的個戶|乃是一面透過
水利的開發，穩 了土地的生產力，而向業主要求更有利的的大租

額，即從抽的租們成結定租。這時個戶也多負擔了?層水租。另一

方面由於個戶對地本身投入了大量的勞力，而使土地更適合於一

年兩作的水稻耕f'ij ，無形中又倍增了土地的價值。此種價值乃是個

戶勞苦的成果，見所有權自屬於個戶本身，因此乃建立一種與大租

權之來源完全不同性質的小租權。

論及中國稻{地區的一回兩主制，一些學者往往把臺灣的大小

租關條與福建的-i田兩主制混為一談@ ，但筆者題1為這兩者在發生

的過程上有基本不同。清水泰次 (1954 )、機頤愛子( 1964) 

的研究指出，江南之一回兩主告仍是地主層分個酷，而有所謂

「田骨」和「田皮戶分，這些所有權的分化其餵拳拳納稅原因，
即所謂包攬包納，敗者是典押的結果。清代來臺各自義的內地官吏往

往也是以福建的習\來比擬臺灣，如鹿港廳知事陳盛韶即說道: r管

荒埔者收大租，即悄地所謂田骨也 o 墾荒埔者股d獨善即內地所謂

田皮也。 J@ 但如上所分析的，臺灣大小租純是最多是個戶層分
化的結果，而不是他層為納稅原因冊產生的例;良知見仁井暉，…06 

@參見《臺灣私法》 1，第一卷(上) ，頁269 ;戴炎輝， <臺灣大小租業及
墾個之關保> ' <<盧灣文獻)) '14卷2期 (1963 )。

第二章|台灣漢人移氏組會的建立.ðft轉型﹒ 73

" 

所謂離村地畫，他們很少

，甚至遠在中國求陸。至

。例如因討伐明鄭有功的施

@ <<臺祟彙錄己集)) ~聾灣文獻叢刊第凹酌，頁290羽1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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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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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特徵'

的

的地緣團體，

代臺灣漢

其成因，

一
成
類
陳

朱
至
分
(

3

年
的

n
J
J宋
載

口
隆
記

(
乾
有

@陳盛韶， ((間俗齡，卷6' <鹿港廳﹒

-Jj 

吋@:~((彰化縣志)) (臺灣文獻叢刊第156種) ，卷11 ' <雜識志﹒兵寰> ~頁3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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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說組織哩類。峽堅雅

傅立曼 CFre咽m妞，干

@謝金鐘，俯路嗎?假師法的改《皓必餾:>> ( 
叢刊第17糧) 0 I I 

@峙，仰體驗)) (鵲文獻叢刊第83酌，惜字信齋論鵲治事
書> '頁11 0 倍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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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為分類單位昀械鬥事件。從1865年到1895年的三十年間，雖

然仍有械門事件，但分類的形態顯然已經轉變。例如同治年間( 1862 

-1874 )宜蘭平原的西皮褔祿之爭就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伊能嘉

短， 1928 (上J : *54-957) 0 西皮與福據之爭只發生於宜蘭和基隆

一帶，未曾波反他地方 o 顯然這是一種地方性的衝突，而其萌芽

之年代約在同治祥間，距宜蘭之閱闢已經七、八十年。從有關的記

述中，我們也找7付出此種爭門與過去盛極一時的祖籍分類有何關聯。

換句話說，這是源於宜蘭地區的一種特殊的分詩意識。同時，在

其他地區也慢慢;了同籍人五柏械門的現象〈聽熱)9的。到了
清末時期，臺灣、人的社會意識顯然已經逐漸站顆髒觀念，而以

現居的眾落組織為其主要之生活單位。我們可以實轉這是臺灣漢人

社會還漸從一個移民社會轉變成土著挂會的過程之表佳說明。而在

這個轉變過程中我們也可以君出村落的寺廟橄離組織擔任著

最重要的整合角色。

不同祖籍人群大多供奉其特蛇神明，叫織宇為團結之象
;塾，此種現象早刊學者不斷指出。大體，潭卅每每濤:拉開埠聖王，

泉;lîi三昆人多奉祖觀音佛祖，同安縣;人多奉不巴懷ZE夫帝，安溪縣人

多奉祖清水祖師 1:客家人則多奉祖三山國玉。甚至可由一眾落所奉

祖之神餌，推斷某居民之祖籍〈王世廈， 1972) 0 放入群之分類每

與神閉會或祭把自有不可分的關像。施振民。973 )調查彰仕平原
的寺廟分布也顯的祖籍與寺廟神之間的密切關係 σ而許嘉明( 1973) 

的田野資料則指出清代道光年間，在彰他平原的潭卅入和客家人曾
經聯合起來，構訴一個超祖籍分類人群，以對抗泉卅人。王世廈

台灣J漢人移民社會的是主流轉型 .81

，也卓越地說明了此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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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的研究

體與「合約字」

組織之團體，

來作祭犯公業，

國

': i 

有其特

因為世

必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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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是唐以後，逐
!|! 

@峭當巴間博腳枷於趴枷叩削叫9蚵附6臼8ω慨吽另咱闊人付H伊落鞠的酬研究馴取閒版後秒叭伊產鈔叭缸筆輯者採吶申收附版枷的岫K品1
叫 Cα0枷叩叫呦i釘仿t砂圳'y i;仿n 1ì叫步沁川O刊Cα'hi.阿ne.闖叩1惚悶帥eω帥~e vi叫~l，研Hla伊抓(S徊岫，tanfc叫， 1972)才書中再找不
到“Atro肉"這個字怕只說: r今天，在這三十年中，均勢力的削弱
是非常明顯的，顯拉一番努力萊加以解釋。」恥引書，頁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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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甚至是

五、結論與討論

? 一句

第二幸 台灣漢人移民社

重構。

本文的目的是嘗試透過這些社

灣漢人社會在臺灣本土逗著性的過程。 j

同之對象。

極盛而趨於減少，同時三

字巴圈;宗族的活動則

立奉租。然而「土著1c

表徵行為，如分類械鬥-

的軌跡。

根攘本文之論證'在鑫灣「土著化」了的漢人誼會，

把臺灣漢人在華南原居地的挂會形態重新在臺灣建立起來。

說，臺灣漢人移民在後期雖然獨自發展出一個「土著社會 J
如華南漢人社會之為土著社會一般， ，(8甘7+-命仕體取酋長且

特別是表現在宗族發展的過程上。

擊，那麼我們也許會發現臺灣和華南的社會有更

們也就毫無展間地更可以說臺灣漢人社會是大陸中

擴展了。

字「土著化」的概念始終是認為臺灣漢人

國本土蛙會的延伸，而其主旨是在討論:在這個前提下，

一一一一 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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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村顧民棘的一峙的見於 i;陳棋炎，之臺中聽大神的家攝制
度報告> ' ((臺灣孟C{盼 '4卷1期 ('f950) ，頁55圓的。

:' 

常復雜，而執行l來有實際上的困難。因此唐山祖宗族的構成，表

現在祭祖公業上、分配方式往往是照股份( sh缸es) 或了份 (per

capita) ， 有時兩種同時使用。照了份的「丁仔公」通常是以某一

位唐山溫為其圓ρ核心。其組成方式大體是由該極之在臺男性子孫

均等出資所構成 1 但由於住居和經濟條件的差異，民個人意願等因
素，並非該祖之斯有男性子孫均加入這個「公 J 0 

唐山祖宗族:t設立過程和分配制度上的此種特殊性，實表現了

臺灣做為一個移注會的性質。例如在社頭和田中的蕭氏宗族，一

個「丁仔會」的祖企業總是以某一代唐山祖看危??iLF叫合其在台灣

之男性後代自由 加均等出資所構成。由於是諾頓鍾的，並非該祖
i 抖 :S~~-~:

之所有男性子孫增加入該公業。這些丁仔會之會紛采留數是固定的，

以當初出資者為、，不論歷經多少世代均不改變這張有時候後闢較

多的丁份往往為十人甚至數百人共卒，而有錦還蹄岩之丁份往往

集中於某一後代， I故也有一人擁有數丁份者。社顫茁fh蕭氏宗族內，

此種丁仔會或了研公共有19個，分別擁有數丁至實樣定的固定丁額。

這些丁仔會可視川「基本」祭祖團體，因為這些往誰會又可以做為

一個法人 (c。中0位。心，再聯合組織成更大的特瞬，稱為「祖
公會 J 0 祖公會主。組成多以股份名義出之，而無設立者之姓名，成

員系譜關係並不重要，其資格完全以出資與否來決定/。這也是一種

半志願性的奈不噶體，而不是包容完整他伽i圳的親屬團體。
我們說「丁俘會」或「祖公會 J是「移植性」的宗旅團體，因

為其所祭不巴的是~未曾到過臺灣的唐山祖為對象。而且，其組成方

式也與典型宗族山織的分支相反，是採取融合(如sion) 的形態。

也就是不罔聞臺祖的後代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以唐山祖為祭祖對象

88. 家族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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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挂會曾經有扭怎麼攘的轉型?東南亞或其他地區的華僑社會固

然也可以說是中願社會的延長或擴展，但在意義』巴與臺灣漢人社

會不一樣。基本拉，臺灣漢人已發展為一土著社會，不僅是「啟」

民，而是已經「拉著1tJ 了，華僑挂會則始終是「連串民社會 J '對

雙方並無本土認六的問題。這一點到了後來東南亞地區的原土著社

會之民族意識覺喂，進而建立所謂「民族國家」之後，即產生了認

間的問題，造成、少悲劇性的結果 o 但臺灣萬人吐會由於一方面土

著化的過程已經可誠，一方面完成後所展現的形態又與華南誼會一

致，因此並無類帶l華僑吐會的兩難問題。這種若現使海我們認為「土

著他」的概念在較臺騙人和華僑臨時更甜話:其惘。從近
代歷史的經驗看，中國本土社會的擴展，其其重溺基礎是建立在
外移址會的「土著化」之轉型，而非僅止於單純的拖理延伸。單純

的地理延伸之棘並不必然產生土著化的漢人捕;1雖然在J心理上
足以構成母挂會中一部分，最後的結果卻不能拉遍遍士有所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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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會產生實質的貢獻。!
我們認為在討論挂會科學研業中國化的問題上不能木注意到陳

*本文〈雕英章同時將〉原蘇禪師、文祟喵微觀及行為科學
研究的中國1t;)) (台先:中研蹺， i982 〉，買281-310 。此屆己說原文略

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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