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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帝國邊區的比較視野看來，清代屏東平原客庄聚落的地權結構顯示公共產

權特別發達。包括祭祀嘗會田業和神明組織購置的以租粟為主的田業，約佔全聚

落總田地面積 70-80％。其次，客庄從 1700 年代發展出來的半軍事化民團組織「六

堆」，結合村庄管事、宗族領袖和家族長老等掌管田業和社會救濟組織的精英，

形成屏東平原一股有機的政治經濟勢力。本文認為，客庄先民因清初政府獎勵墾

戶佔墾政策，先以佃戶身份，向閩籍業主墾戶接洽土地租佃生產關係。稍後，運

用投資工本改良土地的途徑，轉化為田主階層，並建立排外性的聚落。由於客庄

居民的墾地，位居屏東平原最富地下水源的農耕地帶，促使客庄享有豐富的自然

資源；稍後，因緣於頻繁而長期的閩、粵分類械鬥事件，逐漸建成兼具防衛與攻

擊的民團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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