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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與國家》

内容概要

「臺灣客家人的族群認同從何而來？」
本書採取歷史人類學的觀點，以六堆為研究對象，
重新思索近三百年來國家因素對臺灣客家族群認同形塑的影響。
六堆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客家聚落，也是桃竹苗地區之外的第二大客家聚居區。不過，「六堆」並不
是一個可以在地圖上找到的地名，它其實是高雄市及屏東縣境內十二個鄉鎮的合稱。其地域名稱來自
於清代當地人士組織的軍事性地域聯盟，至今還可清楚分辨不同地域的堆別。
本書採取歷史人類學的觀點與方法，試圖描繪及說明臺灣六堆地區的客家族群認同，如何經歷清帝國
、日本到戰後中華民國三個不同政權的治理，在這近三百年的時間中逐漸形成與演變的歷史。臺灣客
語群體的地方文化和認同在清帝國統治時期，已與其祖籍地華南社會存在差異。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
，則使得臺灣「客家」的想像逐步形成，只是更大程度和語言文化聯繫起來，血統色彩則較為淡漠。
而血統色彩強烈的所謂「中原客家」族群觀念，則是在進入二戰末期以及戰後，才逐漸深入臺灣社會
。
本書特別著重在「族群」與「國家」之間的互動，作者在本書指出，國家既是行政治理的機構，同時
也是文化理念的集合體，而族群意識的衍生和表達，深深地植根於不斷變化的國家意識當中。它並不
僅僅透過制度性因素表現出來，亦透過禮儀和象徵表現出來。不同國家政權治理下的禮儀和文化元素
，如何在臺灣六堆巧妙地、選擇性地納入歷史記憶的框架，成為晚近表達客家認同的方式，亦為本書
的論述重心。
【名家推薦】
本書透過各類歷史材料的蒐集與整理，將具體的人物行動與反應鮮活地刻畫出來，但是又往往經過不
同材料的交叉比對分析，而不致流於只是當事者的片面說詞。這些嚴謹的鋪陳與論證，往往是以流暢
而引人入勝的敘說方式進行，而不會流於一般學術論文的艱澀。這充分展現歷史人類學取向的優點。
⋯⋯這是一本論證嚴謹、又有相當可讀性的著作，值得向客家研究、臺灣研究的學者，以及一般讀者
推薦。
――王甫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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