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987306013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9	、訪客IP：18.207.127.179


  	姓名	
      	  徐靜蘭(Ching-Lan Hsu)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名稱	
      	  清代臺灣北部霄裡地區客家七姓移墾之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Han Migration of the Seven Hakka Clans to the Xiaoli Region in Northern Taiw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相關論文		★ 行政法人決策制度設計之研究－以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為例	★ 陸生來台就學之內容分析-以自由時報、聯合報、大紀元及台灣立報四電子報為例
	★ 大專院校學生司法救濟之研究	★ 我國國立大學合併政策之內容分析
	★ 屏東客家文化園區行銷策略之研究	★ 客家族群在臺灣播遷之研究—以苗栗何子報家族為例
	★ 親子語言互動對客語學習成效之影響－以基隆地區國小學生為例	★ 台灣客家意象之實證研究-族群之組間與組內的差異分析
	★ 客家族群的家庭價值觀和網絡類型之實證研究:族群之組間與組內的差異分析	★ 土地徵收被徵收人之程序與實體權利保障之研究
	★ 原客通婚與族群認同─以復興鄉前山為例	★ 環保抗爭事件之研究:以三峽瀝青廠為例
	★ 1930 年代梅州客家人移民海外歷史印記 －以印尼客屬華僑華人際遇為例	★ 兩岸地區人民身分地位之研究：以戶籍制度為中心
	★ 國中補救教學政策執行現況及改良途徑之探討─以桃園市為例	★ 《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制訂與應用之研究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本論文以清代臺灣北部霄裡地區的漢人移墾歷史為研究範圍，從移墾背景、


族群互動、信仰及水圳開發等四大脈絡，深入探討客家七姓從初期移墾到落地生


根於霄裡當地的史實。主要採用歷史研究、文獻分析、田野調查等研究方法，透


過實地訪談、族譜及古文書契等相關史料的蒐集與整理，說明清代臺灣北部霄裡


地區客家七姓的拓墾情形。


本文首先探究霄裡地區人文環境及地理條件，如何吸引漢移民的入墾；漢移


民與霄裡社彼此的互動，如何影響客家七姓的聚落發展，以瞭解客家七姓各家先


祖來臺緣由及各家族人發展，企圖以拓墾、族群互動、水圳開發及三官大帝信仰


等研究議題，深入了解霄裡當地客家七姓的開發歷程與社會組織的運作。


霄裡客家七姓族人在桃園臺地的拓墾歷程中，逐漸凝聚共識，形成當地社會


認同，取代原鄉祖籍認同。霄裡客家七姓聚落的發展過程，亦是當地凱達格蘭族


霄裡社，從原住民社會優勢逐漸轉為漢人優勢的過程。另外，中壢臺地崁崖下湧


泉帶連成一線的霄裡客家七姓聚落，即為今南桃園中壢地區客家人移墾的北界。


此外，霄裡玉元宮奉祀的三官大帝，原屬於霄裡大圳的三官祠所奉祀的神明，之


後形成玉元宮、永昌宮、三元宮與元聖宮等四宮輪祀三界爺爐的祭祀圈。
	摘要(英)	This research thesis centers on the history of the Han migration of the


seven Hakka clans to the Xiaoli region in Northern Taiw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analysis of the early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Xiaoli of


the seven clans was based on four key areas, i.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migration,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s, religious beliefs, and waterworks.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on-site interviews, family trees, and historical


texts, to elucidate the migration history and conditions of the seven Hakka


clans in the Xiaoli regi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Hakka


migration to Taiwan and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each clan.


Subsequently, the native peopl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s impacts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settlement of the seven clans were investigated.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land development,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irrigation, and


religious beliefs are aimed at elucidating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even cla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aoyuan mesa, the seven clans


slowly came to identify with the local society, moving from identification by


the towns of origin on the mainland to a local identity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ven clans replaced the dominance by the native


Ketagalan tribe in Xiaoli. Furthermore, the spring water under the cliff of the


Chungli mesa resulted in the linear development of settlements of the seven


clans, which formed the northernmost boundary of Hakka migration in


Southern Taoyu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the San-Yuan god


in the Yu-Yuan Temple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San-Guan temple in Da


Chun, Xiaoli, has subsequently been worshipped in the religious sphere,


formed by Yu-Yuan Temple, Yong-Chang Temple, San-Yuan Temple and


Yuan-Shen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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