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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林安泰古厝的歷史研究 

2.1 臺灣的泉州移民 

 清代泉州府位於中國閩南地區，共包括了南安、晉江、惠安、同安、安西五縣，面積約等

於臺灣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四縣總和，其地勢山多田少，全境十分之七土地被山脈丘陵佔

據，但沿海富港灣之利，因此部分受困於農耕地不足的泉州人改轉向海上貿易發展，泉州港因

此蓬勃發展起來。明初以來，由於東南沿海倭寇、海盜為患，明太祖一方面為維持治安，一方

面想抑止元代的重商政策，恢復為傳統重農政策，遂實行「片板不准下海」之海禁。至清康熙

23 年(1684)實施嚴格的「渡臺禁令」，包括赴臺貿易需發路照、偷渡者嚴辦、渡臺者不得攜眷，

此政策造成泉州港沒落，泉州人轉趨土地墾殖和手工藝發展，然而面對可耕地不足的窘境，一

次又一次的旱荒和飢荒造成泉州人生計日艱，轉而帶著媽祖神像冒險度過波濤洶湧的「黑水溝」

移民來臺灣，然而海上航程並不是人人順遂，故有「六死三留一回頭」之諺語。至乾隆 25 年(1760) 

才廢止渡臺禁令。乾隆 49 年(1784)清政府公告開放蚶江與鹿港對渡，一時形成中國與臺灣間貿

易與移民的大熱潮，此後，移民臺灣得以攜家帶眷，移民者也由早期的農民轉變為各行各業的

人士，「蚶江對渡」因此成為開發臺灣的重大關鍵。十七世紀以來，移民臺灣最多數的泉州人—

包括三邑、同安、安溪地區的移民對臺灣的開發有重大的貢獻。 

 

 

 

 

 

 

 

 

 

 

 

 

 

 

 

 

 

 

 

 

 

 

 

 

 

 

 
【圖 2-2】清代大陸原鄉至臺灣移民路線圖 

資料來源：李乾朗、閻亞寧、徐裕健著，《圖解台灣民居》，新北市：楓書坊文化，2017，P.77 

【圖 2-1】原鄉移民來

臺渡口 

資料來源：李乾朗、

閻亞寧、徐裕健著，

《圖解台灣民居》，新

北市：楓書坊文化，

2017，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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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籍移民來臺後多分布於西南沿海地區的城市與農村，居住於濱海及港口要地。泉州府的

三邑、同安人原本擅長經商，因此從事工商業的人數相當多，清代臺灣的商業中心，包括最著

名的「一府、二鹿、三艋舺」以及淡水、大稻埕，多為三邑、同安人所開闢。至於泉州府內稍

晚才大量移民來臺的安溪人，由於原鄉多山，擅長於墾山、種茶，安溪人抵臺後對北部丘陵地

的開發和種植茶葉，都有很大的貢獻。 

 

 

 

 

 

 

 

 

 

 

 

 

 

 

 

 

 

 

 

 

 

 

 

 

 

 

 

 

 

 

 

 

 

 

 

 

【圖 2-3】先期移民分布圖 

資料來源：黃永松主編，《漢聲雜誌》，臺北市：

漢聲雜誌，1978，Vol.20，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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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三邑移民 

泉州府中的南安、晉江與惠安三縣，因往來方便，語言風俗相近，通稱三邑。三邑人與同

安人的原鄉居住在富港灣之利的沿海地區，很早就發展出經商能力，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因

原鄉耕地狹小，無法隨人口增加而拓展農耕；其二，三邑中的晉江曾經擁有歷史上的世界貿易

名港—泉州，因此便自然發展出以貿易維生的長才。 

大批三邑人率先移民到臺灣，因為在原鄉培養出貿易的才能與眼光，他們紛紛選擇近海、

具港口之利的地點居住發展，很快就在臺灣沿岸港口發揮出他們經商的才能，臺灣開發史上最

為輝煌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就是三邑人為首經營的。在移民熱潮的清代，由貿易商組

成的集團「郊」，在中國、臺灣間以貨船互通物資，形成輝煌一時的貿易活動。當時的行郊，

大部份由三邑人組成，實在地控制了臺灣的經濟命脈。 

然而由於三邑郊商的保守排外，引發了死傷慘重的「頂下郊拼」和「漳泉拼」等械鬥事件，

又阻斷了外商在艋舺設立洋行的機會，再加上淡水河的淤淺，艋舺在同治年以後便漸漸喪失在

臺灣北部的重要地位。 

2.1.2 同安移民 

同安原鄉背山面海，擁有優良的港灣，同安人很早就習於航海，向外移墾、貿易。他們從

廈門、劉五店和澳頭等港口登船，冒險渡過臺灣海峽險惡的黑水溝，到臺灣來發展新生活。同

安人在臺灣的聚落，可以以臺北的大稻埕和大龍峒為代表，也是重要的商業和文化區。 

「大稻埕」在百餘年前只是淡水河畔一個荒僻的農村，因為有一大片曬穀場而得名。至清

咸豐 3 年(1853)由於艋舺的「頂下郊拼」事件，原居於八甲庄的同安人因不敵三邑人之攻擊，遂

逃往大稻埕並定居於此，後因看中此地靠近淡水河，有航運之利，便積極發展商業，為大稻埕

的繁華奠下基礎，日後更取代艋舺在商業貿易上的地位。 

2.1.3 安溪移民  

安溪位於泉州府的西北部，是泉州府五縣中唯一不靠海的縣分。安溪縣氣候屬亞熱帶，溫

暖潮濕，全縣的耕地面積占總面積十分之一不到，多集中在已開發的山坡谷地，糧食產量以稻

米、甘藷為大宗。境內山地土質為碎石黃壤，最適宜種茶，是全國著名的茶區，以鐵觀音最為

有名。 

清朝乾隆、嘉慶年間，泉州安溪人大量移民來臺，然此時臺灣中南部平原已大致開墾完成，

唯有北部尚待開發，也因安溪人原鄉所在幾乎全是起伏山區，世代以墾山種茶為業，他們到了

臺灣除了平原之外，也紛紛開發與原鄉地理形勢十分相近的丘陵山區。此時的安溪移民多數直

接由淡水登岸，以便就近在北部發展，其聚落以星點散置的方式散佈在臺北盆地周邊之北投、

樹林、鶯歌、三峽、汐止、瑞芳、平溪、景美、木柵、深坑、石碇、新店、坪林及古亭、大安

等地。1 

                                                 
1
 黃永松主編，《漢聲雜誌》，臺北市：漢聲雜誌，1978，Vol.20，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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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人開發的聚落呈點狀散村型態分布，為其一大特色，且多數散布在河谷丘陵地帶，與

他們原鄉的景觀非常類似，推測應是當時臺北盆地多屬沼澤地區，不利於墾拓耕植，而可耕作

的精華地區又已多為三邑、同安移民佔據，安溪人遂往盆地邊緣山區發展；另有一說是安溪原

鄉多山，墾山本是安溪人的特長，故選擇臺北盆地周邊發展。 

  

 

 

 

 

 

【圖 2-4】泉州安溪原鄉地勢多山 

資料來源：黃永松主編，《漢聲雜誌》，臺北市：漢聲雜誌，1978，Vol.20，P.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