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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客家》

前言

　　作者序　　客家人在全世界分布很廣。在中國大陸南方多個省分，到處都有客家人的身影存在；
在台灣曾經有一半左右的人口是客家人；在東南亞、印度洋諸島、西印度群島和南北美洲，也都聚居
著數量眾多的客家華人。目前，全球客家人總數，估計達六千至八千萬人之多。　　這個為數眾多的
客家人群，曾經是近代中國和世界一些重要歷史事件或過程的發動者與參與者：康熙晚年和乾隆中期
台灣先後發生的朱一貴和林爽文事件中，客家人在清政府與福佬造反民眾之間扮演的「義民」角色，
對清代的治台政策和後世台灣閩南與客家人群間的關係，影響深遠。　　清末客家人發動的太平天國
反清運動，奠定了孫中山最後推翻滿清王朝的基礎。甲午戰後，台灣北部客家人率先打響了反抗日軍
占台的第一槍。在海外，客家移民是早期開發馬來半島的主力與功臣，更是工業資本主義勃興初期，
開發西方殖民地的重要勞動力來源。　　在現代社會中，客家人群的影響面也不可低估，主要是表現
在文化、商業與學術方面。　　文化方面，「土樓建築」只是其中一項而已，在文學、山歌、戲劇、
信仰、風水堪輿、移民文化（峇峇與娘惹文化）等各個領域，都有其獨特的魅力。　　在學術方面，
客家人歷來注重子女教育，學者、文人輩出，在許多領域都有傑出代表性人物。國際著名的數學大師
丘成桐，是在香港成長的梅縣客家人；著名量子化學家潘毓剛也是梅縣客家人，祖父與丘逢甲結為親
家，全家遷台後，畢業於台灣大學，後到美留學研究。　　商業方面，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客家
商人即已名聞東南亞，在檳榔嶼、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代表性人物有張弼士、張煜南與張鴻南
兄弟、葉亞來和胡文虎等。當代客家代表性商業聞人更多，傳奇人物如領帶大王曾憲梓，文化大革命
時期自梅縣移居香港；在印尼、香港致富的人造皮革大王田家炳，是抗戰前移民越南的大埔縣人。　
　這些商業聞人的特點是樂善好施，但都保持客家人的儉約本色。後者曾捐鉅資在台灣設立田家炳文
教基金會和交通大學光電中心等。　　在台灣，著名的客家代表性人物，有早年的文學家吳子光、丘
逢甲、吳濁流、賴和（自承是客家人，但不會說客家話）、鍾理和、林海音、龍瑛宗，醫學家徐傍興
、邱仕榮，作曲家鄧雨賢和英年早逝的客家流行音樂先驅涂敏恒、吳盛智與林子淵，台灣史學者戴國
煇等。　　目前在各個領域中活躍的有作家李喬、鍾肇政、黃娟、鍾鐵民、張典婉，文史學者陳運棟
，法醫楊日松，考古學家劉益昌，電影導演侯孝賢，陶藝家李茂宗，美術家曾富美、書法家詹秀蓉，
九次世界大賽金牌廚藝家詹煌君，企業家李阿青（台灣資生堂）、吳仁春（萬家香醬油），藝人羅大
佑、羅時豐、胡瓜和奧運跆拳道金牌得主朱木炎等。　　然而，客家人常被罩上一層神祕的色彩。以
往，不論是在大陸或是台灣，客家人的存在以及客家歷史文化的發展，並沒有受到社會應有的關注與
平等對待。　　在中國大陸政治掛帥時期，突出方言人群，成為政治上的禁忌，客家人處於噤聲狀態
；在台灣戒嚴時期，客家方言人群的經濟與文化發展，受到了來自政治上強勢的外省人群與享有經濟
優勢的閩南方言人群的兩面擠壓。因而，兩地客家母語在客家人群中快速流失，客家文化淪為隱性文
化。這種局面直到上世紀八○年代後期，才開始改觀。　　近一、二十年來，隨著中國大陸交通建設
的加速與觀光資源的開發，原來封閉的閩粵贛交界區不再遙不可及，客家祖地豐富的原生態客家文化
開始靚麗地呈現在世人的眼前，大陸民眾對客家人與客家文化的興趣不斷升溫。　　與此同時，在解
嚴後的台灣，客家人的客家意識也水漲船高，客家運動方興未艾，就如何推動客家人的權益與維護客
家母語及客家文化，強烈挑戰當局。經過了長期的抗爭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大學客家研究機構、
客家電視台和各地客家文化園區等先後設立，大大提高了客家人在台灣的能見度。　　伴隨這種轉變
而來的是兩岸客家學術研究的空前活躍，客家研究論文大量湧現。尤其是有一些大陸學者，他們超越
前人，突破自清中葉以來幾乎為所有客家人接受的中原傳人理論，從地方考古、人口動態、畲族（唐
宋以後與北方漢人南下移民幾乎同時出現在閩粵贛交界區的少數民族）研究到族譜調查等多個層面，
提出新解，為兩岸學界的客家研究開拓了全新的思路。　　遺憾的是，這些研究多局限於學術界的範
疇，且多側重在個別地域或專門領域（如民間信仰、習俗、語言考證、政策討論等）。迄今為止，除
了上世紀末有大陸學者以客家是漢、畲兩族融合的新觀點，推出介紹客家源流或歷史考證的數本著作
外，對想要通盤瞭解客家的普通讀者來說，不論他們是客家人還是非客家人，都不容易找到一本綜合
介紹客家歷史與現況的通俗讀本閱讀。　　此外，客家人在全球各地分散居住，他們與住在台灣和大
陸的客家人一樣，都源自共同的祖先，只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移居他處。迄今市面上也同樣缺少介
紹他們總體情況的論述。近年來全球客家人之間的交流互動日趨頻繁，對這些海外客家華人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發展遠景，也值得解。　　作為一個長期住在國外的台灣客家人，一直以來面對客家人由
何而來、往何而去的困惑，我在多年前就已經有了在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上，操筆寫出一本客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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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論以解答自己的疑惑的念頭。我也相信，我並不是唯一有這種困惑的人，很多客家人，包括非客家
人在內，都會想知道客家人真正的來龍去脈。　　幾年前為了撰寫《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和《閩
南人的海上世紀》，我曾經下了一點工夫，研究福佬人移民南方的歷史，發現他們和客家人在唐朝末
年時本來就是一家人，只是從北方流亡到南方福建後，因住在不同地區而出現分野。移居沿海地區的
變成了福佬人，留在閩粵贛山區的變成了客家人。但最後到了台灣，又都住在一起了，不過，許多客
家人已被福佬化了。　　在對明代海洋貿易史和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的研究中，給了我更多的啟示，
即是明朝中葉以後，一連串的中外海上接觸及相關歷史事件，不但塑造了福佬人在台海兩岸的強勢經
濟地位，也實際上促成了客家人走出山區，成為一個成熟的民系。　　有了這樣的基本理解，在《閩
南人的海上世紀》出版後，我開始著手撰寫現在這本《千年客家》。為了更翔實理解客家人的活動蹤
跡，也同時在數年時間內，陸續重點考察了閩粵贛三省客家祖地和多個海外客家人活躍的地方。因此
，本書的完成，比以往所寫的幾本書用了更長的時間，但我認為這是必要而且值得的。　　本書一開
頭，借用了生命科學界學者的研究成果，探討客家人的漢族血統和其他民族的血統，結論是漢族血統
居多。　　關於客家人形成的過程，本書敘述的時間跨度長達千年以上，涵括了客家先民從唐末而非
東晉五胡亂華時期開始向南方移民的歷史。但是直到明朝中葉以後，才開始在閩粵贛交界區形成客家
民系。　　而「客家人」稱呼的出現，則是在清朝初年粵東客民向珠江三角洲方向遷徙以後，到鴉片
戰爭後始在西洋人傳教士當中流傳。本書對這段客家形成歷史過程的說明，與許多學者有關客家是在
宋朝時期就已形成的立論，有所不同。　　尤其是本書著重於明代以後中西接觸過程中，海上貿易對
客家地區的經濟衝擊及其對客家民系的形成的影響。其中最直接的衝擊是嘉靖末年饒平張璉的作亂及
其所帶動的畲族作亂。　　明代畲族的動亂也是本書討論的重點，平遠、鎮平（今蕉嶺）與平和等縣
都是亂事平定後安頓投降亂民的新設縣地，也都是形成客家民系的重要縣分，由此說明了畲族的動亂
對這些地區漢、畲族人民融合而為客家人的影響。　　清康熙平定台灣後，立即解除了沿海遷界令，
粵東和閩西客家人開始陸續移民台灣和廣東境內客家以外地區。這是清代第一波以程鄉（今梅州）客
家人為主的國內移民。　　清中晚期後，又有往東南亞和西印度群島及南美洲的另一波國外移民，這
波海外移民以嘉應州（雍正十一年由程鄉升格改名）和惠州兩地客家人為主，其中包括許多契約勞工
，即俗稱的苦力在內。事實上，史上著名的豬仔（即苦力）貿易，是以被騙售海外的客家勞工為主，
其中包含了不少太平天國亂事結束後，逃亡海外的太平軍戰士。　　十九世紀的這些苦力，和成千上
萬前往海外尋找生活出路的自由客家移民在海外的發展，以及客家男子與土著婦女所生混血客家華人
後代，在本書中也做了系統論述，以展現全球客家人的完整輪廓。　　本書結束前，以三個客家人的
故事來展示不同時空下客家人的奮鬥人生。其中葉亞來是開發吉隆坡的功臣，在熱帶叢林中結束了華
人客家移民間的爭鬥，並奠定了吉隆坡成為現代城市的基礎。　　流亡千里達太平軍戰士的後代陳友
仁，拋棄了美好的生活，回到中國加入了孫中山的革命陣營，在巴黎和會上爭取中國的權益，並在國
民革命軍北伐時期，從英國手中收回了九江、武漢租借地。台灣平鎮市的客家人戴國煇，則是以知識
人的真情，回報他一生熱愛的台灣。　　留學日本時期，他選擇以研究台灣史來探索台灣的前途，後
來應李登輝總統之邀，離開居住了四十二年的日本，在其身邊為台灣與大陸的關係獻策。終因理念不
合而受排擠，不久病世，但求仁得仁。　　本書最後以探索客家人的前途結束全書。其中建議客家人
師法猶太人，以新的思路永續客家人的生命力，包括放棄以通曉客家話作為認定客家人身分的標準，
並以中文和英文作為客家人的共同書面語文，以利全球客家人的相互溝通。　　此外，可設定全球客
家人日，將客家精神傳承下去，在全世界發光發熱。　　在寫作過程中，本書力求言而有據，但因所
涉史實數量繁多，如有疏漏或錯誤，尚煩讀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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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本帶有世界觀的客家史！
客家人真的是中原傳人？
客家人也參與了海洋貿易？
客家人的移民足跡遍布了全世界？
客家人是世界歷史發展中的重要角色，更是近代資本經濟發展的幕後功臣，
讓我們循著這條不曾有人走過的軌跡，重新發現客家，認識客家。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作者湯錦台耗時五年，親自走訪中南半島、祕魯等地，實地拜訪當地的客家後
裔，考察當地留下的客家史蹟，寫下了客家人海外發展的歷史軌跡，是認識客家人必讀的歷史佳作。
印象裡，客家人總是依山而居，但他們若不是海上的民族，為何能順著海洋足跡，來到台灣，甚至遠
抵南洋、美洲各地？就連史上留名的劫掠海盜中，也有客家人的蹤影？
本書作者不僅破除許多傳統上對客家歷史的誤解，更親自前往南洋與美洲各地進行田野調查，讓我們
除了台灣的客家，更進一步認識世界上的客家。
過去，有客家人是北方正統「中原傳人」的說法，但事實上，客家人是經過千年以上的歷史演進才逐
漸形成的民系。它主要是在閩粵贛三省交界山區，由漢、畬兩族的山區居民，為了共同反抗統治者壓
迫，經過數百年的戰鬥，慢慢融合而成的團體。
這種艱難的生存環境，形塑了客家剽悍的民風。加上南宋的文天祥曾在此召集民兵，以寡敵眾，力抗
元軍，因此後人對當地的忠勇史蹟，留下了鮮明的印象。
客家人素有忠義之名，不過台灣史上幾次重要的民變民反中，客家人雖然也都身居要角，卻因為彼此
之間立場不同，甚至在政治操弄下相互仇殺，寫下了台灣移民史極為不幸的一頁。
近代之後，客家人開始出現往國外移民的大趨勢，除了東南亞為主要的外移地區之外，在鴉片戰爭之
後，更有數十萬客家農民簽下賣身契，如浪潮般流向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充當勞工，在異國的土地上
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客家人是世界歷史發展中的重要角色，更是近代資本經濟發展的幕後功臣，讓我們循著這條不曾有人
走過的軌跡，重新發現客家，認識客家。
作者簡介
湯錦台
苗栗公館人，大學畢業後赴美唸書，後考進聯合國總部任文件譯審三十一年。公餘喜讀書論政，自一
九七三年起常訪問大陸，探索兩岸問題。
近年潛心研讀早期中西交流史，先後出版了《大航海時代的台灣》、《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和《
閩南人的海上世紀》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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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湯錦台
　　苗栗公館人，大學畢業後赴美唸書，後考進聯合國總部任文件譯審三十一年。公餘喜讀書論政，
自一九七三年起常訪問大陸，探索兩岸問題。
　　近年潛心研讀早期中西交流史，先後出版了《大航海時代的台灣》、《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
和《閩南人的海上世紀》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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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漢族」新民系的誕生明朝中葉粵東畲族人口的增長／王守仁贛南平亂／俞大猷漳潮剿寇與閩粵贛
邊區漢畬界限的消失／進入全球貿易大循環時期的閩粵贛結合區／明末程鄉的動亂與鄭芝龍粵東平亂
／一個「漢族」新民系的誕生第六章　破繭而出清初遷界　人民流離／從粵東山區向外擴散／「土、
客」摩擦／「客家」與「客家人」稱呼的出現／從紅巾作亂到土客械鬥／客家稱呼的普及與客家覺醒
運動的出現第七章　東渡台灣海寇與漁獵者組成的早期移民／荷據與明鄭時期的到台商民與移民／清
初渡海禁令與客民渡台／地域性人羣間的矛盾／義民功能的擴大／自南向北和自西向東的人口擴散／
福佬化、土客通婚和客家稱呼的出現第八章　血汗澆灌了美洲與南洋大地的苦力大軍華工契約苦力的
源起／淚灑西印度群島／血染安第斯山山腳的海岸縱谷／流向南洋大地／在檀香木之島第九章　在動
蕩年代的全球大流動客家人大批初下南洋／發生在沙撈越的古晉慘案／在北婆羅洲沙巴拓荒的太平天
國遺民／馬來半島上的客家移民／新加坡的開埠／在北蘇門答臘的熱帶種植園／環印度洋地區的流動
／二十世紀後半期客家移民類型的多元化第十章　峇峇與娘惹的世界源遠流長的南洋土生華人／早期
海峡殖民地社會中的峇峇與娘惹土生華人／海峽殖民地客家峇峇人群的出現／北蘇門答臘的客家土生
華人／西印度群島、拉美與夏威夷的另類混血客民後裔／美國本土客家第十一章　三個客家人的故事
吉隆坡的開拓者葉亞來（1837-1885）／從太平軍戰士的後代到民國利益的維護者陳友仁（1878-1944）
／熱愛台灣的讀書人戴國煇（1931-2001）第十二章　客家路漫漫維繫客家集體認同的無形力量／處境
與對比／另類思考／客家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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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客家」與「客家人」稱呼的出現　　最早以「客」提到閩粵贛邊外移移民的大概要屬康熙十二
年（公元一六七三年）的江西《南安府志》。該書卷八〈禮樂紀〉中記載：「僅崇義（縣）粵、閩界
聯，乃多僑客。」　　但是「客家」名稱最早大概出現於康熙初期沿海復界之後。康熙十五年（公元
一六七六年），當時的贛州興國知縣黃惟桂謂：「興邑地處山陬，民多固陋，兼有閩、廣流氓僑居境
內，客家異籍，禮義罔聞。」　　這段話的背景涉及明朝開國初期，贛南地曠人稀，但到中期以後，
閩、粵流民開始不斷湧入，至清初達於高峰。當時的興國知縣認為縣民固然頑固粗陋，而閩、粵籍的
移民，也一樣粗鄙無禮，因此說了上述的話。　　然而，不論是《南安府志》中「僑客」，或是黃惟
桂口中的「客家」，應是泛指相對於當地居民的外來者而言，並不是針對這些與江西為鄰的閩、粵兩
省移民所用的專門稱呼。　　中國歷代有關「客」的用法極為普遍，最早是用於對來訪者的客氣稱呼
，《禮記?曲禮下》稱：「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後延伸為旅居他鄉，杜甫《去蜀》詩云：「五載客
蜀郡，一年居梓州」；又被用於受到主人尊聘的謀士如「客卿」，或寄食於貴族豪門之人如「門客」
；再用於為他人奔走活動的人，如「說客」、「掮客」；也用於與「主」相對而言，如「客觀」，或
非專業的，如「客串」但是在用於外來者時，常帶無平起平坐地位的含意，因此唐代身分較婢女略高
的婦女稱為「客女」；漢魏以來大批逃亡在外的流民，常依附於官僚地主或門閥豪族等「主戶」，成
為其佃農，稱為「客戶」，後來宋朝的人口統計即按此區分；到了明清，即將寄居本地的外地人稱為
「客籍」，以相對於「土著」。歷代用兵，則往往使用外省「客兵」或少數民族的「狼兵」和「土兵
」，以有別於本地的「鄉兵」。　　但是，在「客」的稱謂被廣泛使用的同時，直到明代，卻未見任
何文獻提到「客家」或「客家話」的稱呼。即使王守仁、俞大猷和鄭芝龍的三次平叛行動是集中在後
人所稱的客家搖籃地帶，但相關的的歷史文獻，不論是王守仁的喻民告示，俞大猷的文書往來，或是
鄭芝龍等將領平亂後的官府報功奏疏，都不見任何提到「客家」甚至是「客民」的文字。　　即使是
明朝滅亡之後，也還有鄭成功在漳、潮一代的客家地區發動過猛烈的軍事行動，均未見任何奏疏或地
方文獻以「客家」或「客家人」稱呼受到軍事爭奪衝擊的地與人等。因此，可以判定，到明朝覆亡，
甚至到清初鄭克塽在台政權滅亡為止，「客家」的稱謂都還未出現。　　康熙復界以後，廣東各地湧
入了大批粵東移民。這些外來者，如江西興國的閩、粵移民一樣，被冠上了相對於土著或本地人的「
客」的稱呼。這種稱呼，顯然並不是當作「客人」的尊稱，而是有如「客女」或「客戶」等帶有貶義
的稱呼。嘉慶《增城縣志》開宗明義提到：「客民者，來增佃耕之民也。」這個定義與漢魏以來稱無
土無地佃農為「客戶」的傳統意義相同。　　到了清初，圍繞著這些佃「客」，首度出現了「客」字
之後加上「家字」，即「客家」的稱呼。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知縣張進籙修、屈大均
纂《永安縣志》（永安縣即今紫金縣）卷一〈地理五．風俗〉內載：「琴江（地名，在該縣東南琴江
發源地）好虛禮，頗事文學，民多貧，散役逋賦，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閩、潮、惠諸
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就是說，琴江一帶之民稱為「客家」，甚為貧困，常常逃避徭役和稅賦，
先人多是好幾代前（即約明朝嘉靖年間發現鐵礦時期）自江西、福建和潮、惠兩州遷徙而來。　　但
是，這時的「客家」稱呼顯然還不普及，且並非是對粵東一帶移民及其後人的唯一稱謂。事實上，康
熙年間在台灣的一批粵東移民，就被封上「客子」、「山客」、「客仔」、「客民」和「客」等各種
稱呼，但此時「客家」之名尚未在台灣出現。　　據當時的文獻記載，「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
遠等縣之人，赴台僱傭佃田，謂之客子。」「（諸羅縣，即今嘉義縣）各莊佃（原文作「佣」）丁，
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家室；漳、泉人稱之曰客仔。」「（諸羅縣大埔莊在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亂後）
有居民七十九家，計有二五七人，多潮籍（按：當時尚未立嘉應州，潮民是泛指饒平、程鄉、大埔、
平遠等縣之人），無土著，⋯⋯其田共三十二甲，⋯⋯招客民墾之也。」「佃田者，多內地依山之獷
悍無賴下貧觸法亡命之徒，潮人尤多，厥名曰客。」　　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康熙年間官府或較早
到台的漳、泉之民，對於租佃其田地的粵東移民，仍因襲傳統對佃農的稱呼，以「客」的相關貶義稱
謂來稱之。嚴格而言，到這時為止，即使是在台灣，也未出現對整體粵東移民的完整「客家」概念，
因此就沒有「客家人」或「客家話」的說法。　　作為對粵東移民的籠統概念，頂多是把他們所住的
村莊統稱為「客莊」，並冠以從廣東延伸至台灣的負面印象而已，所謂「自淡水溪以南，番漢雜居，
客莊尤夥，好事輕生，健訟樂鬥，所從來舊矣」，即是這種傳統的負面描述。　　在此同時，各地對
移居當地的「客」民，也不一定就以與「客」相關的用詞稱呼。如前述克朗牧師對新安縣地區的描述
，當地居民也有以「崖佬」或「山裡人」稱呼他們的（「佬」字是廣東話的「獠」字演化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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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佬」是諷刺粵東移民以「崖」稱呼自己。　　另據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的《東莞縣志
》，本地人（即說廣府話的廣府人）當時就已稱呼粵東移民為「崖佬」，到康熙五十九年（公元一七
二○年）版本的同一縣志，更進一步改稱為「流崖」（即崖人流民），甚至將「崖」字加上「犭」字
偏旁，以示對粵東移民的輕蔑。　　除了上述稱呼外，不同地方對粵東移民還使用了「棚民」和「來
人」等稱呼。棚民是因移民搭棚而居，故以名之，主要是贛西南、贛北、湘東、浙江和皖南一帶對閩
、粵客民移民的稱呼；「來人」則是廣西貴縣（今貴港市）僮族和循州（今河源、龍川）一帶對粵東
客民的稱呼。　　珠江三角洲一帶也喜歡把客家方言稱為「麻介」話，因為客家話中把「什麼」稱為
「麻介」（ma－gai），聽在本地人耳中，感覺刺耳，故以「麻介」話反諷之。　　然而，「客家」的
稱呼最後還是占了上風，並且得到了客家人本身的認同。同樣是據康熙五十九年的《東莞縣志》，到
這個時期，住在東莞的粵東客民已開始自稱「客家」，這是他們自認為「客家人」的開始；也是客家
人從「客」、「客戶」、「客民」、「棚民」、「崖佬」等各種外在稱呼逐漸向統一的「客家」外稱
和自稱轉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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