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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美華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七年多前，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開始「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畫，

其下有好幾個子計畫，筆者擔任其中「少數民族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團

隊的召集人，開始和一群學者與研究生定期討論相關的學術議題，並且透過

學術會議和工作坊鼓勵團隊成員撰寫與發表論文，希望透過這樣的學術活

動，把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台灣學者集合起來，彼此切磋琢磨，更希望藉此

鼓勵更多研究生投入相關研究。

約莫五年前，人文中心周惠民主任鼓勵我們出版專書。這給了我們團隊

一個具體的目標，在2014年11月出版了《漢人在邊疆》一書，目前這本《邊

民在內地》則是與前書呼應的另一著作。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收入十

篇專論，討論清初至民國時期邊民在中國內地活動的情況；第二部分則是一

位新疆哈薩克人的口述史，描寫他在台灣求學、工作，從老外變成新住民的

故事，還搭配了一篇來台新疆人的介紹。這些專論與口述史，在張廣達先生

為本書所寫的緒論中都有介紹，筆者在此就不贅述。



ii　邊民在內地

台灣是個移民社會，先是原住民在此生活，後來漢人也在不同時期從福

建、廣東遷移而來，其間又經歷過西班牙人、荷蘭人、日本人的佔領統治，

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帶來了大批大陸各省軍民及各界精英，居住在全

島各地；近二十年來，來自東南亞與大陸各省的新住民也加入了台灣這個大

家庭的行列。這樣的特殊歷史發展，雖然過程中不乏爭鬥對立，但更有彼此

扶持合作、相依共榮的經驗，讓台灣成為一個文化豐富多元的美麗之島。在

此，來自不同族群背景、不同生活習慣的人變成鄰居、同學、朋友、創業夥

伴甚或結成連理，不同地方的飲食出現在家裡的餐桌上，不同族群的詞彙在

日常生活中混用，使得每個台灣人身上除了自身家族帶來的基因外，也都受

到此地其他族群文化的影響，逐漸形成台灣人的一種特色。當離開台灣在外

地旅遊、求學或工作時，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誰是台灣人。台灣仍然是

個移民社會，但本土的認同已經非常強烈，不管原住民、漢人或新住民，幾

乎都毫不遲疑地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他鄉成了故鄉，邊陲成了核心。台灣的

例子，呈現了族群互動的珍貴，沒有不同文化的衝擊與磨合，無法產生新的

機會與力量，台灣就因為擁有多元族群，才能展現出強韌的生命與絢麗多彩

的文化。

中國歷史也是如此，廣闊的土地上出現了不同的人群，因為居住環境與

生產方式的不同，形成了迥異的文化，其中包括漁獵、游牧，還有更多人從

事的農耕。在歷史長河中，特別是在歷史上的移民浪潮中，華夏中國的邊界

是流動的，所以與現今中國領土內曾活動過的人群的互動關係有時是國內關

係，有時則是國際關係。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同一血緣或民族組成的政治體，

而正如許倬雲先生所概括指出的，乃是由政權、共同的社會經濟生活、文化

觀念、文字系統維繫在一起的多族群共同體；多族群的龐大複雜體系是中國

歷史上的常態。因此，我們在研究中國歷史時，必須特別關注不同人群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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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間的互動，尤其是漢人與其他少數民族間的互動，不管後者是來自蒙古、

滿洲、西藏、新疆或是雲貴等地。唯有正視各族群在中國歷史及其形塑上所

扮演的角色與貢獻，才能真正認識今日的中國，才有可能找到一條各族人民

攜手前進、通往未來美好幸福的康莊大道。本書的出版，除了提供讀者有關

大環境變化下邊民在內地從事政治、社會或文化活動的個案研究外，也附帶

著筆者期待引發讀者思考台灣、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何去何從的小小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