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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文是屬於長期環境史的研究，以蘆洲為主要的研究區域，探討蘆洲人與自然環境間近三百年的互動關係，藉以瞭解蘆洲人的生活型態，並試圖建構蘆洲的區域性格。


蘆洲自然環境的概況為：在地形上低窪平坦，氣候上終年有雨，水文上河溝紛歧、海潮與大河環伺，土壤上肥沃適農，生態上水生物種繁多。這五項自然因子之間，不但緊密相牽、交互影響，更是構築蘆洲人文環境的基礎構造，長期制約著蘆洲人的行為模式與生活型態。因此，蘆洲人只能以順應調適的態度，來面對此般自然環境的挑戰，從而創造屬於他們的人文環境。


蘆洲人文環境的成立，是構築在自然環境之上的。在蘆洲這塊環境極不穩定的河濱沙洲上，雖有水源土地之利，亦有洪水海潮之害，蘆洲人自降臨河洲之初，就展開了不斷與淡水河周旋的悠久歷程，人力雖難以對抗浩浩蕩蕩的自然變遷，然蘆洲人歷經常年失敗而習得的經驗與智慧，仍成為與自然對抗的重要籌碼。蘆洲人對抗自然的方法是消極順應的，同安移民選擇蘆洲做為墾區，就是基於當地的自然環境與原鄉同安極為相似，其後的農墾工作或水利開發，因應自然而做出改變的例子處處可見，而農墾有成後的聚落構築，也是受水患的逼迫而逐漸退居內陸高地，在蘆洲人的心中，調適自然似乎就是對抗自然最好的方式。因此，蘆洲的族群、農墾及聚落，即為建構於自然環境的基礎上，依附貼近土地、逐步發展而成的。


在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長期的交融互動之下，蘆洲人逐步發展出來的一套「與水共生」的生活型態，並以之為內涵，形塑蘆洲獨有的區域性格。從蘆洲長期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發現到自然環境的影響是無所不在的，其中特別是淡水河的水患，從深層刻劃著蘆洲人的生活型態，引導蘆洲人必須不斷作出調整與改變，來適應水患頻仍的環境。蘆洲人並非試圖去挑戰或對抗自然環境，而是以順應、調適或趨避的方式來面對自然，因而逐漸發展出「與水共生」的生活型態，以求取在這塊土地上安家落戶的終極目的。因此，蘆洲境內一切的人文景觀，處處可以找尋到防水、避水，甚或是親水的人文痕跡，此即蘆洲人在自然環境的長期塑造下，所創造出來的屬於自我鄉土之區域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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