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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學界一般認為臺灣邊疆的社會環境，導致了客家群體發展出跨地域的社會組

織，從而引導出客家族群的認同。這樣的地緣組織結構，與普遍被視為血緣關係的

宗族組織之間，似乎並沒有直接的關聯。不過在今日的臺灣社會，客家族群卻以宗

族組織發達和團結著稱。本文試圖從連貫的歷史視野出發，探討宗族組織在鄉村社

會興起的過程與機制，以及與臺灣社會特殊發展歷程的關係，進而推論出客家地域

聯盟的族群認同與地方宗族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臺灣南部的客家聚居區六堆，為

筆者提供了一個最佳的觀察對象，此地自清初以降便以強大的跨地域軍事聯盟聞名

於世，宗族在這一社會內部扮演的角色，便成為有意義的問題。本文認為，自十八

世紀以來興起的跨地域控股機構──嘗會──是六堆地域聯盟的社會基礎之一；而

近代祠堂興建與族譜編修的熱潮，則與殖民地背景下地方士紳的文化創造有關。宗

族建構不同策略的背後，不但折射出地方社會在不同時期的結構變遷，也塑造客家

群體的歷史記憶。這樣一種視角或許將有助於我們理解臺灣客家地域社會的形成過

程，以及族群塑造背後的歷史基礎。 

關鍵詞：六堆、宗族、祠堂、嘗會、客家、歷史記憶 

                                                        
∗
 本文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項目CUHK06「重構西江：明清帝國的建構與

土著社會的演變」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第五輪卓越學科領域計畫「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的資助，特此致謝。同時，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提出了詳細而深入的意見，讓筆者能對文章節奏

掌握更加明確並有更深入觀察，謹在此表達深切感謝之意。 
∗∗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來稿日期：2010 年 6 月 28 日；通過刊登：2010 年 8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