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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移民的衝突與融合

活動一：臺灣的四大族群

活動一：臺灣的四大族群
 臺灣住民以漢人為最大族群，約占總人口97%，其他2%為
16族的臺灣原住民，另外1%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少數民
族、大陸港澳配偶及外籍配偶。

資料來源：行政院

十六族
的區分

●臺灣原住民
 6世紀以前，臺灣是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Lingustic）
的家園，諸多同屬南島語族的族群，彼此在體質、語言、
文化上各有特色，呈現不同的面貌。

 南島語（Austronesian languages）是目前世界上種類最
多、地理分布最廣的語言。南島語族的範圍東起南美洲西
岸復活節島，西到非洲東岸馬達加斯加島，北至臺灣，南
達紐西蘭，涵蓋太平洋和印度洋區域的諸多島嶼，目前總
人口數約3億人。

 臺灣原住民共有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鄒族、邵族、
排灣族、魯凱族、卑南族、阿美族、雅美族、噶瑪蘭族、
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及卡那卡
那富族等16族。

 截至106年底，臺灣原住民人口數為55萬9,426人（平地原
住民為26萬2,316人，山地原住民為29萬7,110人），其中
又以阿美族人數最多，排灣族次之，泰雅族第3。

●臺灣原住民

●漢民族—河洛族群
 泉州人

 來自福建省泉州府的晉安、惠安、南安、同安、安溪等縣，大
都從事經商、航行、漁業，信仰原鄉的廣漳尊王、靈安尊王、
清水祖師、觀音菩薩、保儀大夫、保儀尊王及各姓王爺等。

 漳州人

 來自福建省漳州府龍溪、詔安、平和、漳浦、南靖、長泰、海
澄等縣，以農作為主，信仰開漳聖王、輔信將軍等。

 河洛族群移民臺灣，帶來原鄉的閩南文化，包括姓氏、堂號、
建築、禮俗、工藝、戲劇、婚喪喜慶、歲時祭典、宗教信仰、
飲食、服飾等，也在臺灣本土化。清代因臺灣移民不准攜眷，
很多漢人男子與平埔族群女子通婚，河洛俚諺說「有唐山公，
無唐山媽」，可見今天多數臺灣人或多或少應都有平埔血緣。
在臺灣發展的河洛族群，接觸、融合了南島文化，以及西洋、
東洋文化，在中國文化中又納入了「海洋文化」，逐漸呈現與
中國「大陸文化」的差異性。

●漢民族—河洛族群

https://www.ey.gov.tw/state/News_Content3.aspx?n=7C222A52A60660EC&sms=3DDA3041F685942A&s=FFD5D521BBC119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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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民族—客家族群
台灣有2300萬人，其中客家人佔18.1%，大約是419
萬7000人，其中以桃園縣有78.5%都是客家人，佔
最多，第二名的新竹71.6%密度最高。

一般來說，客家人移民台灣，大抵較晚，人數也較
閩南人少，他們聚居在丘陵地帶，一方面必須面對
人數眾多的福佬人，另一方面又要防範鄰近強悍的
原住民，因而他們必須衝冒煙瘴、病毒與大自然搏
鬥，才能謀生，在有限的資源下，客家人不僅把沼
澤地闢為良田，把山坡地開出梯田，更能把滿是大
小石礫的石岡或河床，闢出良田，以挖塘、築陂、
開圳方式，專業而充分的利用水資源，所以客家人
不但刻苦耐勞，不怕艱難去改善環境，還講究人與
環境的良好互動，由此可知，客家族群在台灣墾殖
史上，最大的貢獻就是台灣內山的開發。

●漢民族—客家族群

●戰後移民(外省人)
民國37年至44年間，大批軍、公、教人員及少數民
間人士隨著政府遷臺。這批移民及其後代即民間慣
稱的「外省人」，透過通婚與就業，融入臺灣飲食
文化、文學、政治等各個領域，處處可見。

外省人男性和臺灣各族群婦女的通婚情形相當普遍。
這使得第二代外省人與其他族群間的文化疆界，除
語言及腔調仍可供辨識之外，已逐漸模糊。

「外省人」移居臺灣，改變了臺灣的社會生活與文
化語言面貌，影響最具體者莫過於眷村流傳之飲食
文化，如豆漿、燒餅、油條、饅頭、包子、蔥油餅、
牛肉麵、紅油抄手、湖州粽子等。

●戰後移民

2014 08 24【台灣演義】台灣族群爭鬥史

臺灣族群問題發生的原因

早期的生存之爭：

原-漢之爭

閩-客之爭

臺-日之爭(殖民宗主國-被殖民者)

現代的權力(決策)之爭：必然帶來經濟、
社會地位的變化。

影片解說：台灣族群衝突的原因與現象

臺灣族群問題發生的原因

原漢衝突：

大陸閩粵兩省，是臺灣的僑鄉，許
多閩南客家的先民，也渡過黑水溝到臺
灣發展，也無可避免和原住民產生衝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c1xrP-Ugc
http://mod.cycu.edu.tw/media/show/id/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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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族群問題發生的原因

閩客衝突：

閩客先民移民臺灣，初期合作與原住民
爭，將原住民擊退後，閩客兩族又產生
矛盾（基本上是生存之爭），閩客之間
也產生集體械鬥。

閩客械鬥，客族敗退後，同屬閩南族群
又發生漳、泉之爭。

臺灣族群問題發生的原因

殖民、被殖民衝突：

日本推行皇民化之後，對於臺灣民族精
神與文化意識更是有長遠的影響，甚至
流傳至今。在1996年首次總統民選之後，
臺灣社會還是存在著省籍分歧，尤其在
有心人士的操弄下，將問題更加檯面化。

重大衝突事件：

霧社事件：
不准在這
打獵！

動畫：霧社事件

影片：《賽德克‧巴萊》五分鐘精華版

重大衝突事件：

霧社事件：

2.長久隱忍欺壓
的賽德克族人，
在莫那‧魯道的
兒子得罪日本警
察後，害怕被報
復與處罰，便聯
合其他部落，在
學校運動會中展
開反擊。

重大衝突事件：

霧社事件：

3.最後日本政府集結大
批軍隊武力進攻霧社山
區，結束了霧社事件。

重大衝突事件：

二二八事件：

民國36年2月27日，專賣局專員與警察
查緝私菸時，打傷菸販和擊斃一名路人。
在2月28日當天，民眾舉行遊行抗議，
卻遭到政府掃射，死傷慘重。自此引發
一連串的群眾示威抗議與族群衝突的事
件。

動畫：三分鐘看懂二二八

影片：二二八事件

天馬茶房前，寡婦林
江邁遭緝私員傅學
通等人以槍托敲打頭
部，導致流血過多而
暈倒在地，緝私員的
惡劣舉止引起圍觀群
眾的激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NcxeWBjEe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fbH6i_uy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_KaTdL9u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VC23Zvg1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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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衝突事件：

二二八事件：

近年來，對於二二八事件，政府透過公
布真相、道歉、賠償與訂定紀念日等方
式，彌補社會裂痕。

●嘉義市二二八紀念碑的碑文內容。

●為推動
族群和諧，
許多縣市
設立「二
二八和平
紀念碑」。
圖為臺北
市二二八
和平紀念
公園的紀
念碑。

3-2移民的衝突與融合
活動二：新住民的故鄉

大陸港澳及外籍配偶
臺灣地區自解嚴以後，隨著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
化、社會多元化的發展，以及全球化與國際化的帶
動下，國人與國際人士互動交流機會頻繁，與大陸
籍及外籍通婚的情形日益普遍，這些臺灣媳婦及女
婿，落地生根，成了臺灣的新住民。

根據內政部統計國人與外籍人士結婚，自民國76年
1月起至106年12月底止，大陸、港澳配偶及外籍配
偶共計53萬512人，其中以大陸、港澳配偶為大宗，
達35萬3,684人，占該人口數之66.67%，其次是越
南籍配偶10萬418人，占18.93%，印尼籍2萬9,451
人，占5.55％為第3，另泰國籍有8,703人，菲律賓
籍9,075人，柬埔寨籍4,300人，日本籍4,750人，
韓國籍1,600人等。

大陸港澳及外籍配偶

大陸港澳及外籍配偶 大陸港澳及外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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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港澳及外籍配偶

不容忽視新住民台灣掘起新力量

資料比較

國名 面積 語言
宗教
信仰

國旗 教育
特殊
節日

與臺灣
相似處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繪本導讀：
 內容簡介：

 蜜蘋果長成之前，必須先習慣這塊土地，
接受了泥土的養分之後，才能慢慢慢慢的
發芽開花……

 小惠的媽媽故鄉在越南，媽媽會聽會講中
文，可是不太會寫，爸爸種的蜜蘋果跟媽
媽一樣來自外地，不知道它們能不能順利
長大？

 這個故事不光光只是一個外籍配偶的故事，
每個父母子女，都可以找到自己對應的地
方。從大地吸收養分，適應環境，並且把
一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的身上，而小女主
角把毛毛蟲拍掉的這一幕，我不會怪她虐
待毛蟲，因為她不是因為好玩而驅蟲，她
有需要真心守護的東西。這是我一直想寫，
卻因為文筆不好可能鋪陳得不夠完美，但
周圍的人事物幫我補足了，一個生命與愛
的故事。

作 者：陳盈帆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2/01/05

蘋果甜蜜蜜-文化部-兒童文化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WjZjPEXEqE
https://children.moc.gov.tw/book/218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