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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近年來以臺灣為主體之研究，蔚然成風，除了因政治環境的開放，許多

學者辛勤的投入研究與新史料的發現，不無關連。其中區域研究的成果頗為

豐碩，實地調查的田野所得，使區域的研究開闢更多面向的研究領域，走向

多樣化與精細分工的新風貌。至於在小區域研究方面，因為小區域研究是明

解臺灣社會的重要基礎，是值得再開發的研究空間。以新埔為例，從事新埔

地區之相關研究雖有不少佳作，卻以建築學的聚落空間分布，傳統民宅建築

與人類社會學的義民信仰成果居多，以歷史的觀點和方法從事區域開發為研

究對象的討論，目前仍待更多的參與研究。 

在教學上，教育部自九十學年度開始實施「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

行綱要」，新課程中強調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打破

傳統「學科組織」、分科教學的方式，使用協同教學，將課程統整為七個「學

習領域」，並預留「彈性教學時間」，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自主設計，

實現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1然學校本位課程的理念最終希望落實的是：學

校根據所在社區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背景，發展因地制宜，因地施教，具

有學校特色的課程。2因此教學活動主張以學生為本位，結合鄉土教育，以

學校本位的理念，讓學生從日常生活環境中，學習與體驗，認同土地與文化

傳統的傳承，進而培養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筆者由於任職於國民中學從

事歷史教學，因此嘗試以本鄉的人文與環境為起點，透過田野實查，進行新

                                                 
1 歐用生：〈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的內涵與特色〉，收於《邁向課程新紀元（二）》
臺北：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2000，頁 9。 

2 賴進貴：《地圖、鄉土和社區》，臺北：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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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地區漢人社會的初步研究，希望作為日後鄉土教學自編教材之參考。 

二、研究目的 

新埔地區不臨海，又非在條件優越的內陸平原上，因此，開發速度遠較

竹塹城與新竹沿海平原晚。且因清代漢「番」3政策的搖擺不定，使本區遲

至乾隆年間，始見漢人較具規模入墾本地，並興築水利。乾隆晚期，入墾本

地之人口劇增，墾務由鳳山溪中游北岸往南岸發展。嘉慶以後，並擴及鳳山

溪支流霄裡溪流域，及至嘉慶晚年，本地之開發大致完成。同時，一方面透

過村廟的建立，義民爺信仰，形成大小祭祀圈；另一方面，利用傳統社會對

血緣關係的重視，設立蒸嘗，建立宗族組織，成為整合社會之機制。至日本

時代，新埔地區在人口與經濟上產生較大的變革。本論文，即針對上述的發

展過程，從事較細緻的說明。 

 

 

 

 

 

 

 

 

                                                 
3 蓋「番」在清代文獻俱作「番」，日本時代則作「蕃」。故本文為行文論述之便利，
使用「番」字並無貶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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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時間斷限 

一、研究範圍 

本文在「空間」的界定上，主要以現行行政區的新埔鎮為討論範圍，即

鳳山溪與支流霄裡溪流經的二十一里：雲南里、內立里、寶石里、犁頭里、

上、下寮里、北平里、南平里、新埔里、新生里、新民里、田新里、旱坑里、

四座里、五埔里、巨埔里、鹿鳴里、新北里、清水里、照門里、大坪里。選

擇以行政區域作為探討對象，係因採行政區的劃分，便於日後自編鄉土教材

之需要。再者，因清代對小區域之調查資料與統計付之闕如，難以進行實證

性的論證。遲至日本時代，始對臺灣進行全面的人口、產業等數次之國勢調

查及各種調查統計，期間，臺灣雖歷數次地方行政制度與區域的改制，異動

不大，新埔鎮現今之行政區域在大正九年（1920）確定下來，其前身為新竹

州新竹郡新埔庄，下轄十八村落，即今新埔鎮轄地。因此以行政區為範圍，

在研究上資料利用較為便利。 

二、時間斷限 

新埔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研究，在時間斷限上，始自清康熙二十三年

（1684）領臺起，迄至1945年。然為說明漢人入墾新埔之背景，須進而分析

本區之地理環境與原住民之活動及其與漢人互動之關係，因此造成本文部份

論述可能超出清代時間的上限。此外，本文不以「朝代斷限」為標準，蓋就

地方社會的發展而言，有一定程度的延續性，故為對新埔地區的社會經濟進

行較長時期的觀察，因此本文研究時間斷限上，主要是以漢人的入墾開始至

日本時代1945年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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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成果回顧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目的是為研究清代至日本時代在新埔地區的開發，包括經濟、

社會不同面向的發展，因此採取歷史學研究法，以時間脈絡為主軸，用歸納、

分析、比較、綜合的研究方法，重構當地人群內部的客觀特徵，如神明信仰、

教育文化、地方產業等。 

此外，以歷史文獻作為本研究之基礎,盡量在公私立所藏之古文書及文

獻中耙梳，藉由資料的整理聯結來重構歷史的原貌，釐清疑點。本文主要參

考文獻資料以台灣銀行出版的文獻叢刊為主，張炎憲、李季樺所輯之《臺灣

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一竹塹社》及國學文獻館所藏的族譜，臺灣分館的《淡

新檔案》義民廟私藏古文書等均是重要史料來源。希望透過文獻的整理能掌

握較周全長期之清代新埔地區的社會民情概況。同時配合田野調查法，以補

文獻之不足。 

自然環境是人類活動的舞台，人、地關係互為因果。因此，本文亦將以

地理學的「空間」概念，運用地形、氣候等自然研究方法闡述本區人類活動

的經驗累積。 

 

二、研究成果的回顧 

有關新埔地區的研究，雖累積了不少成果，但主要是地理學、社會人類

學以聚落空間分布、傳統民宅構築、義民廟的祭祀圈研究為多。然歷史研究

方面，扣除地方志的編纂外4，不僅數量甚少，且主要是散見於以臺灣為範圍

之開發史研究中。現將新埔地區的相關研究分類為聚落建築、義民廟、土地

                                                 
4 新埔在清代編修的地方志曾簡略提及本區之發展，如鄭用錫的《淡水廳志稿》，陳培
桂《淡水廳志》，鄭雲鵬《新竹縣采訪冊》，直至日本時代，才有以新埔地區為主的

開發記錄與介紹。故甲午戰後本區相關的開發史撰寫大致上以日本時代的資料為基

礎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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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三方面，以進行簡要的介紹： 

1.聚落建築研究 

這類的研究係藉由聚落空間使用的分析，社會結構與空間分配的關連，

歸納出清末新埔聚落景觀與生活空間的變化。如；洪心光〈清末五分埔聚落

空間構成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其運用《土地申告書》與地籍圖進行五分埔庄空間聚落的復原，並歸納出清

末五分埔的聚落空間結構與社會結構的互動關係；蘇仁榮〈日據時期新埔街

莊的形成與發展〉，（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則著重在歷史變遷中過程中，新埔街庄的實質空間因應日人政策下所做的回

應；張興國〈新埔市街祠堂建築之空間分布之意義〉（《新竹文獻》第六期，

2001）強調新埔祠堂的風水與空間分布；又或者，透過建築物的測繪調查，

重構新埔傳統民宅建築特色與處理手法，如；張甡壽〈清末新埔客家傳統民

宅單體建築構成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及都市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9）。 

2. 義民廟研究 

新埔義民廟研究頗多，基本上分為兩方面：一為義民廟與地方社會的關

係；一為義民信仰本身的探討。以「祭祀圈」為概念與婚姻、語言、籍貫等

進行枋寮義民廟及其相關區域社會、經濟的論述尤多。計有：黃清漢〈新埔

義民廟祭祀圈結構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6）論文中提出義民廟的建立和客家人有密切的地緣關係。且祭祀圈經過

縮小放大等五個階段，其輪值順序係受到開墾順序，社會聲望，閩粵族群分

布的比例等因素影響著重於空間與地理的探討；賴玉玲〈新埔枋寮義民爺信

仰與地方社會的發展〉，（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文中

則是論述藉由義民廟的中元祭典活動，地方菁英得以家族世代繼承方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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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祀，成為重要事務的決策者，並伴隨義民嘗藉宗族發展形式，延續家族聲

望與地位，辯證信仰與社會發展之關係；林佳玲〈家族與寺廟—以竹北林家

與枋寮義民廟為例（1749-1895）〉，（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2002）

則是論述林先坤家族倡建義民廟並透過義民廟的公共場域維持家族於地方社

會中地位不墜的相互關係；莊英章〈新竹枋寮義民廟的建立及其社會文化意

義〉（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俗與文化組」，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1989）透過古文書資料，企圖論證研究區內拓墾與信仰之關聯；

羅烈師〈竹塹客家地方社會結構的拱頂石—義民廟〉文中以人類社會學探討

祭祀區中客家農村、經濟結構及宗族活動之關聯性；5至於侯怡弘〈義民廟的

社會功能--婚域的探討〉；6鐘靈秀〈義民廟與地方發展〉；7曾振名〈褒忠義民

廟的社會功能：從宗教組織看新竹客家人之都市化〉,8等人是以岡田謙的祭祀

圈理論，從社會人類學觀點出發，配合田野調查，討論其語言、婚姻等了解

新埔義民廟祭祀圈的區域現象。 

著重於義民廟歷史源流之探討，計有：莊吉發〈義民與會黨〉；
9邱彥貴

〈從祭典儀式看北台灣義民信仰〉；10林衡道〈褒忠義民廟〉11〈重刊新竹縣新

埔鎮風物座談會記錄〉；12蔡懋棠〈褒忠亭義民廟的拜拜〉；13陳宇卿、蔡兆翼

〈新埔的開發沿革與宗教信仰〉；
14林仁煥〈新埔義民廟在鄉土教育之意義〉；

                                                 
5 羅烈師：〈竹塹客家地方社會結構的拱頂石—義民廟〉，（收於鍾仁嫻主編：《義民心
鄉土情》，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頁136-150。） 

6 侯怡泓：〈義民廟的社會功能-----婚域的探討〉，《人類與文化》17，1982，頁 92-98。 
7 鍾靈秀：〈義民廟與地方發展〉，《人類與文化》17，1982，頁 83-91。 
8 曾振名：〈褒忠義民廟的社會功能：從宗教組織看新竹客家人之都市化〉，《中國民族

學通訊 》15，1977，頁18-19。 
9 莊吉發：〈義民與會黨〉，（收於鍾仁嫻主編：《義民心鄉土情》，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2001，頁126-136。） 
10 邱彥貴：〈從祭典儀式看北台灣義民信仰〉，（收於鍾仁嫻主編：《義民心鄉土情》，

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頁150-185。） 
11 林衡道：〈褒忠義民廟〉（收於《臺灣勝蹟採訪錄》，第二輯，臺中，臺灣省文獻會，

1978）。  
12 林衡道：〈重刊新竹縣新埔鎮風物座談會記錄〉，《竹縣文教》5，2001，頁9-20。   
13 蔡懋棠：〈褒忠亭義民廟的拜拜〉，《臺灣風物》26（1），1974。 
14 陳宇卿.蔡兆翼：〈新埔的開發沿革與宗教信仰〉，《臺灣文獻》32（2）171-179，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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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鍾仁嫻主編的《義民心鄉土情》16  

3.土地開發 

新埔地區的開發，大都附屬在竹塹地區之中，如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

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17宋增璋《臺灣撫墾志》；18盛凊沂〈新竹、桃園、.

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上)(下)； 19；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20其中施

添福論文集一書中論述了竹塹地區的拓墾歷程，墾區莊組織，並在富田芳郎

的研究基礎上，建立竹塹地區散居村落的概念基礎。至於盛凊沂〈新竹.桃園.

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一文則以清代歷朝為序，分區說明桃、竹、苗，漢移

民土地開墾的背景與歷程。 

上述前人累積之研究成果，對本文的研究具有參考或啟示的意義，有助

於吾人對 於新埔地區的開發與社會變遷之研究。 

 

 

 

 

 

 

 

 

 

                                                 
15 林仁煥：〈新埔義民廟在鄉土教育之意義〉，《竹縣文教》23，2001，頁7-10。  
16 鍾仁嫻主編：《義民心鄉土情》，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  
17 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劄記(二)，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清代臺灣
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縣：竹縣文化局，2001，頁 233-240。 

18 宋增璋：《臺灣撫墾志》上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0，頁 191-297。 
19 盛凊沂：〈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上)(下) ，《臺灣文獻》31（4），1980，
頁 171-172。 

20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發行，1984，頁
13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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