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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轉競賽電落發展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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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ETTLEMENT PATTERNS IN PENG·HU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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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綠論

(一)來i落的定義

「聚落 j一詞無特定約l~涉，可泛指人口紫集的地方

，小至一戶一村，大豆豆城市，皆可稱為聚落。一般可包括

三類對象:村落、鄉街與都市(陳正祥， 1959)。至於三

者的區別，有從人口聚集規模著手者，有從人口密度著手

者，但是卻無法廓清三者在基本性質上的差異。也於三者

基本上都是人口聚集的主兒象，因此若干社會學者從人口聚

集的因素去討論城鄉的區別，為傳統中蹋的誠鄉瀚係搜出

較確切的看法(費孝通， 1948)。

縛統中國約鄉村是屬於自然發展的性質，人口的聚集

主要依據三個原則:生產方式的需要、防禦自衡的需要和

幸免路聯黎的需要。鄉村多半是生產的墓地，在認常生活中

保持辛苦高度的自給自足;但並非完全，有時l1SI各鄉村前生

產的東西可能並不完全相同，於是有害要交換。因位鄉村之

間發生了商業的活動，這種活動另外產生了一種使人口聚

集的力量。鑫於這種l1SI眾所形成的社區，我們可稽之為市

街、鄉鎮或鄉街 o都是倍以生產者之路相互交換為主主礎的

永久性約社盔，故問其位置多半於水陸交通便利之地。主

於「城 j﹒原都是指一倍區域的政治中心，在一個倚靠武

力來統治的政治體系中，在皇權代表的駐紮地點必然要有

一個保衛的 f城鱗 J (城約地點則是依政治和黨箏的需要

而決定的) , l1SI此其中人口聚集的基本原因是在依靠政治

以獲得安全約事實上。有錢的地主們集居其中之後，使這

但社盔的經濟成為純粹僧螢的特性 i

自於一般人對城市皆未譜法聚落稽之，故而較易混淆

的是鄉街和鄉村聚落之類，若從上漲的分類來看，澎湖地

僅除了馬公地區之外，其餘傳統聚落在性質上是屬於自然

發展的聚落。

叫有瞬聚落研究的理論基礎

構成一鉤聚落最基本的間子有二:

i 是 f 人群 j 及其所發展出來的社會報敏 、 制度和習

俗等;

2.是人群所居住的 f 自然環爐 j 。 這些是內在約影響

因素，表現在外的結果便是住鍾的形式和集結方式(林會

承， 1979a )。實質壞壞所呈現出來的形式和特性，一旦

從其所處的環境、文化及於其間所發生約生活方式中被抽

離出來，目j其形式的意義是難0.被了解的( Rapoport'

1969)。

自然環境與人類文化之潤的鞠係戶，在平先人類地環學

約觀點之中，魏文化與環境為二元對立的，其討論多半注

重自然還境如何形成人類文化，其闊的l1SI果關係為何。但

在晚近生態人類學約看法之中，財稅二者為開一系鏡中共

同運作的部分，這{眩耀系可稽之為生態體系，強調文化按3

式與有機環境關係之詞是有著棺!i依賴的關係(黃應賞，

196是 ) 。 篤卡(Ian L. McHarg) 所發展出約環墳運作

模型事質上便對此觀點提侯了最好約說明: r 一館自然的

體系，當它仍是一個自然體系縛，間詩也是一個社會價值

體系，一個根植於居住在此，擁有此一自然糢系的人們所

認知之社會鑽值鰻系......這種認知與實頭將導致一個特殊

的生產方式而這生產方式有時會受制於自然體系，繼之這

個投產方式將造成一個有個性的資源使用及聚慈型態，這

些具有特殊生產方式及特殊聚落型態的人們將有一套特殼的

伶闊的價值觀，這伴隨的價{直觀影響了人們對環境約恕知，

並且從中登展出他們的需要與期望。 J (陳志樁， 1981 )。

至於對社會結構體系約看法，生態人類學者朱利安

H ﹒ 史徒華(Julian H. Steward) 把文化分成二層 :

一為文化核心，其與生計行為和經濟處還有鏘，餘之為第

二層特敏，前者影響後者( J奇路賀 ， 1965)。

經濟人類學者對於生計方式與社會組織之崗的鱗線有

進一步約說明(註 1 )。他們認為一倍社會的生計方式和

經濟活動是提供社會發展約物質基礎，也可0.說是接個社

會給榜的基癮。 E盟成以生產組織(包括生計行為、生產力

、生產資源和生產單位等)為基隨之客觀存在的主體是所

謂的底層結構。至於上層結構貝IJ是指因前者而產生的社會

制度、人君羊組織、政治、宗教以及意識型態等等(註 2 )
。每個社會結構之內部系統選作的結果會決定該社會發展

的方式。故而對於一總社會結構體系內部運作串串係的認識

，有 jljJ於狡們去詮釋社會成長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現象，

包括星空質環攘的形式。

慕於以上約討論，‘善人可以了解到文化及與其所處之

自然盡量壤之闊的關係。那麼聚落型態在這般體系之中封底

有什麼樣的意義?我們如何掌還其與整個社會文化體系之

間的關係呢?

關文﹒林區 ( Kevin Lynch) ( 1981 : 73)提出聚落
的研究內容應包括:活的有機體、群的活動、社會結構、

資訊系統、生態系統、地點的意義、季節和時閉的韻律等

現象。詞時也認為所謂聚落的型態就是這些事件和環象在

空間中排列約結果。依此而言，我們可以發認到「聚落研

呈現的實質型態是由一線按住屋所集結而成的一個集體形

式。這個集體形式並非一線而及，而是逐步建構而成的。

在一般未經整體規割的自然發展約聚草草揍，與經過規翻的

都市或是E誼商業行為而成沿行聚集的鄉鎮，其:'i!問組織和

實質還境建構方式皆有不同。 J (Lynch.1981 :73) 。 因

此本文嚐試由聚落成長的過程來看，因為實質形式的累蟹

和擴張說明的是人口成長所伴隨的現象。所以從空整個聚港

社會發展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贊賞混坦克建構和組

一58-
1



-59-一

同i玲對於賠錢領

，試閱單告解

聚其事憨態的意義

嗡的鞠係。是以， r 策落 J 本身J!

l在其形態和本質上又與一般鄉鎮聚落

市哥哥結構觀點來分析。故;臨進一步J21

淺、經濟慕潑、最主會控制、人群組

建構約過草葉利方式。

對聚落形態和校屋一集結方式來說騁社會

分佈，以及空間組織與社會變數的關係，

。

(21對於社會組織的了解 : 試餾掌握人群雄繁的方式 ，

以及不同社群之筒，透過什麼方式來作為社會整合的鑫髓。

(31也訪談中皇帝納其承綴法民Ij 、 生產方式 、 家庭型態和

社會生活。

(41開澎組 ( 或吾吾基層區 ) 踴墾過程 、 觀厝位置及宗族內

歷代演變狀況，以探究社群內丘克長之軌跡。

(51土地分割方式 : 了解社群之成長法郎和愛質形式上

的特傲。

(61匠師之營建法則 : 探究其在興建行為中 ， 選地 、 勘

測以及對於自然地景的看法。

(71對於居住單元之間約關係和組合法則的了解 o

3 實地勘測jJ題 :

(l)對現場傲地形的踏齡:以了解居住朝舟、駕車字位霞

、聚落外餵型態與周圍地景之關係。

121單元群之配置組5月j方式的測繪 : 在口頭訪談後 ， 獲

知具有周一社群關係之居住單元群，做簡易的測繪 o

(31基本xli兀內部2豈能使用的記錄 、 尺寸大小和材料使

用特性的了解。

二、澎湖聚落特質

(一)澎湖聚落的一般特性

澎湖雖然在八十四億聚落，除了罵公附近的東jlIj澳、

七美以及幾但重要的漁港外，大致均具有共俏的最主綴背景

及自然條件的限制，沛其表現在人群聚集、成長發展過程

和實質處境建構方式上均具有下列乏一般特性:

1 移民社會的特性 .

澎湖居民大部分來自棒、泉和金門，而與原有之社會

是E織和人群之間的關係均已中斷 ; 一方關在移民地之中國

防處之生態環績和人群關係皆與母文化大不相同。故而社

會之凝聚和人群之結合必須針對所遭遇到之問題以新的方

式加以組織。

另一方面，在實質最境藍藍構約過程當中，民Ij傳統經驗

的重量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在技術上因星星母文化的作法，

只有當外在的變動不可能以傳統的方式解決時，才會引起

形式和技衛的改變(陳志梧， 1983) 0 IZSI此 ， 在澎湖可看

到許多質量雪形式的作法和觀念與中國閩南地處十分相似，

但因受到移民地特殊生態壞境和生活方式的修正，在能屑

的空間使用、尺度和材科、技術的演變上，漸漸產生了地

域化約性格。

2. 自然經濟社會 :

澎湖聚落之產生，乃是基於維生之基本需求。反觀市

街或是鄉鎮之游、起都是益於其本身交通或地理位盡讓耍，

而成為生產者與治壁畫者之詞交換產品約活動場所。因此m

街和鄉鎮都需仰線路隘的鄉村所提供之財貨和勞蕩。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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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鄧麗於這種層層生ill!.鞠係中之最筆錢的生產單位(發

孝通. 1948)。澎湖地露殷土壤貧婿，且早期之捕魚均值

夠維生之舟，歷年來飢荒之事持有研閱(練紹馨. 1964)

，其生產僅能糊口，談不上剩餘和經濟上的利益，因此基

本土並沒有產生竄出聚落之外的產品交易行為。在海業技

街改良和漁船lIJJ力機械化之前，澎湖地區城鄉鱗係一直不

能逢佳，實在是因為糧食僅供自己，無哥哥餘可供銷售。其

隨唯一的市街一一馬公之興起，源於台慶郊之建立。在清

季和日據之時，閩南和星星灣商船往來頻繁，馬公成為帆船

中途休息站;加上當方建設和設拾，因此奠定了馬公主主於

其它聚落的商業和政治中心的性格丟在髓。

3.伺質性的社會 :

最品的剩餘、商業活動的發生是社會被雜化的丟在礎。

這些條件澎湖皆不具鏘，加以個人所擁有的生產技衡和知

該皆相筒，茵此社會分工的現象幾乎不存在。在澎湖這種

旱忍粗放、捕魚為主的採築經濟社會，不易ill!.生教會給級

觀分的現象。

這種男漁女耕約伺質的特姓不僅是其社會的特質，且

說明聚落內部未因功能之分化那有不同之重建質形式和設施

。其實質環境是在相似的條件下運用相伺乏營建技衛和其

遇之營建法則一再重暑蓋其實質組繕元讀者。

4. 自然成長約來答 :

此種特性主要是說明其集居行為鼓未透過預先的安排

或規劑。計劉主要是作為社會政治或宗教控制、管環的一

種手法，其主要回約在增加不同領導與機縫之權利，這些

都婆在特殊社會階級的主導之下才會ill!.!t o 哥哥較原始或同

聖穹的社會，別是將此過程隱含在潛藏無數傳統經驗和價般

的社會機構之中(如鐵屬、宗教 ) (Fr晶肘 . 1968 )。

因此其質質之表環主要是居民對其切身精題的一種直接反

跤，放在聚落整體形態上出現較自然之趨向 o

5 回 獨立約生活圈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知澎湖每一個聚落都是獨立的個

髓，亦可辛苦成是一個獨立的生活戀，至於其意義可鼓下7lJ

之特點來說現:

(l)一個獨立的生態單元

聚落本為居民依生活需要研自然集聚孺成者。「白鵝

村係依耕般地的書記霞，天然的形態、交通運輸等，或因其

它驛史與她還條件 · ffii自然發達之村落。.... J (戴炎姆
• 1979:128) 。

這讓自然村在生產上~n依賴也濁的生態條件而生活，

我們可以用澎楊大倉織做為一領典型說明這獨關係〈軍車 1

)。

大倉的聚落位於該島的爾鐵低下避風約地區，有一抄

臻的港灣停泊漁船，以供出海捕魚，夏利用淺礁地形築石

站以便因風波較大無法出海捕魚縛，仍有漁獲 o lm濁的淺

礁是各種魚菌殺育生息的地方，可資各種螺氣蝦蟹約成妥

，布成為另一種動物蛋白質的來諒。學問只能栽植花生或

蕃薯，其根藥則可進一步作為雞禽豬的飼料; f駕車白大小

，只可供養活數戶人家，所以必績不顯地到外地工作，甚

至移民出去。銀合歡是陵地上唯一的撥叢，可做為柴薪的

主要來源。海底的磁瑚石(聽結石)其IJ為建築之主要材料。

大致上，澎湖約每一倍聚落都是這綴約一倍獨立的生

產單元，文閉皆有明顯的自然陸菇，在一街小島只有一個

策落者，島糗本身便是一個獨立之範盟，如:大倉、桶盤

、小門、吉具、為嶼、真貝、東吉、 E畫吉、東嶼坪、西頓

坪、花旗等;在一個大烏有數個聚落的情況之下，學田、

草原便成為聚落之路厲。每一聚落各自依附其港口和軍慰

生產的作物，在早期撥了較特殊之物品如稻米、建材、鹽

等偶而至馬公或閩南、金門等地去銀質之外，日常生活所

需情取之於聚落;各種活動皆在聚落之內螢住。

(2)一假自治約單位 :

中圓的村落，古來與政府潤的連繫不甚密切，僅於特

屁事件發生峙，或賦稅、力役等公課徵坎特始有接緝。舊

時認治幾乎不及於人民，以故「澎湖聚居，推年大者為畏

，澳中凡平等大小事件，悉聽鄉老處分。 J (林盡鞋. 1958)

4(!;人

~/
大倉聚落與海蠻地區觀係劉令

資料來iJj: (台大都計妄. 1983 )

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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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以自然聚落設一行改單位

，一自然形成的聚落gp稽之為 f

，合數社為一噢，地方事2年皆

。

'季風對於陸地之影警車甚為強烈，居

處建造廈字(林豪. 1958) .於是面

部微地所形成之在草地遂成為最佳的

「澎湖首長號水鄉，而四面汪洋，水

lI'~)l 1放以資抱住 ， 故澎湖之人其

..::.，或一換而得一并幸焉，或一

.....必有井荷後可築屋。 J (林

可知在發拓初期，井水對居民之重

水之處，話:為人防聚集之地。

澎湖地形多小水灣，早期直接可做為小型漁船停泊之

天然屏障;又出於無人工之港澳設施(如:紡設提等)•

因此對其漁船停泊處，多告要求沙質或激石之海灘，以使於

拖船上岸.j)J兔浪高擊拍漁船。旦港澳最好能遊風，以函

l¥i者避風之效果最佳，若非如此，則選擇梅灣三側有凸起

之梅的I .作為天然之屏鵝。

豆豆於旱白，闖不語學水利等資源取舍，隨處皆有1銷書里

，因此對於聚落仗竄之選擇不造成決定性的影響。

(;.)整體面己還特性

澎湖聚落盤磁配竄在平函{軒昂上與中國大陸南方地區

之統式配置平面稻類似。這種佈昂的方式，岡樣在金內地

區的聚落中常見到(爾 2 )。此種你為形成之路函，一股

說法為下:

1 氣候調節之說 .

中間南方約村落，惡本 t也是以三合臣之為主憾的住宅

，它縱向排列密集而工漿。\'l'i策的作用可減少海射熟，巷

道縱橫交錯立的I取得良好之通風。這種村落多半還摔向陽

坡地，自古低後高，跟坡而楚，郎使驕陽烈 EI .巷道且可形成

之陰影和氣流可促使聚落內傲氣候之串連斃。澎湖聚直在亦具

有這種配鼠的特性. ti俊冬夏之極拳E且有相當大的誨節作

用，若聚落縱巷與夏季季風平行. &1)核巷可作為擋斂冬季

東北季風之活動場所，反之亦然。(陸元鼎. 1983 )

2. 訪樂之說 :

人們集譜的店的之一乃是為了防禦葫白白街的話娶一。tl:

取此種佈局的方式，的條可形成較多的轉角，不很便於防

守，且可惜由~~道設施來封鎖巷道。很是澎湖在歷史發鐘

之過程中，無先使民攻哥皇之凶擾，且無械門之箏的'的使

早期有海綴之說，也有些記載澎湖居民出於生計之所遍，

其地本身即為海置在絨寇投機犯罪者戴怒之所(區l!紹馨. 196是

) 0 IZSIJ比其平甚至格局本身雖具有防禦之功能 ， 但波非單為

此項因素而特別發展出來的。

3. 主主術之沿設

澎湖早期之營建工箏，多半仍延製閩南師傅之技毒草，

出於匠ffrIj營態法則世代相傳，因此校其技衛和材料之使閉

上，仍沿用原有之作法。這些主技諧和作法一且成為傳統之

關定法貝址(口訣) .即使對其功能和源起無法知之菸誅，

亦能透過匠人之系統而牢不可破。筆者認為:此的素雖然

無法解釋此種佈局方式之緣由. {且其對於原有方式之維持

卻有一定的功效。

就實際形式而言，澎獄的聚落基本上只有居住單元和

廟宇三種皇宮燈元索 o而廟宇除了在位設上的重要性之外，

並未對居住單元書是燈記還有主導性的影響 o因此聚落盤體

配置特性可以說是居住單元的集鶴形式 o這種形式具有下

列之一般特性:



中閩南方

一亡~_-1正句屆己內午三

諾離離輯議豆J

主
是一

圓 2 梳式配置單單

三、影響聚落形式的社會組織及4'J 皮

聚;在內部社會組織

移民社會的發展，因其所遭遇的處境與其母文化不殺

相同，憑此呈現出獨特的吾吾貌，澎湖移民平於星星灣，但是

有關社會組織方函的研究大多以星星灣本為為主，而缺乏對

澎湖一般性的篩類，故在這方面的討論，配合以星星灣社會

約研究作為參考和比較的基髓 o

就建論言，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入機鞠係以Ifn綠

為吏，故而中國社會結構以宗族為主幹應是無窮置疑的。

但是人類學者近年來在整灣所作之研究發現牽灣的村飪在1

雜姓居多，宗接並不發途，由使有也不像鵲粵二省那樣具

有競模及鍛哥華的組緻(註是)。究其主要療衛為移民初級

，都是單身的壯了，不容易舉家還徒，再加上校比例極端

地不平均﹒以致無法發展出路大的宗族組織(註 5 ) 0 fISI
鈍，當時人群關係的結合，係以原 E雪地 f 祖籍 j關係結伴

移民而共同蹋墾研組成的地緣組織為主。至土著化社會形

成之後，地域化的宗接才歡顯出環(詮 6 )。

澎湖早期移民的狀況與學灣很類似。由於樹商人口壓

力大，澎湖地近，自然成為移民的主要地區之一。而早期

移民多半隻身來澎，或約集數位鄉黨好。友一向前來吾吾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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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釣人聚居一處。也有隻身的來，居住一

附近也有他人定居，於是共同枝頭墾地

i事設上約商討 ( 註 7 )。因此早期

布組成聚落應該是很自然的事。

記救星電筆者在自野訪談中，都未間有

食之不認祖籍閣總械門的事件。城門

半是為了爭奪較學股的土地或是為了

。在以種植71<蔚為吏的社會盆中，土

有的資漲，容易導OE競爭。此種競爭

權"內常是一些社會組織產生的必要悔

1:75)。人們為了利益和資源的爭取，
件。在主運灣，徊局關籍乏居民為了防

村落街的話動和宗教組織。人數較少

近勢力較大的祖籍關罐，產生了地域

土地貧癖，作物以草草吉、花生為吏，

多餘約商業價值，無法進入市場運作

平均的經濟和發遠不如植水稻草也區，{Z;j

望著源引起大續接械肉。E!l為沒有對外

於恆籍強烈之認筒，或是為了防禦沛

，皆未在澎湖出現。基於上述討論，

之間沒有相互依存的關係，也無聯頭

L主義獨立約個鐘 ， 是o其內部之社會

中，筆者整理出下列幾種親織

:人和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由幸免屬關係

F之中 ， 地走象不過是血路的投影 ( 費

於斯、長於紙，人與土地之詞係牢

論中，我們可得知移民社會初期，

移民社會進入到土著化階段時，唐

!大，宗旅組織才豆豆漸形成 o所謂豆豆

係，也就是一領單系繼樹群來自某

i鼠之樹可以清楚地追溯其系譜關

此宗族成員的資格是兵有排斥做

此與民族大不相同。民接是童在於

哥哥係，只是基於間姓基礎研組

的條件，公共土地財遲至是維持一

，沒有公共財產的收入，要維持祟

。再者，系譜宗族的公共財;;Ii有密切的

財漠，宗旅成真為了其權利必特別技

說辛苦互補闕係，都是宗旅發展約

。有些學者認為稻米經濟、

約發殷有密切關係(接英章. 1973 )

前述之生產性格，卻有筒樣發達之宗

族組織，至於到底基於例種因素，尚有待進一步之研究。

在澎熾聚落中，不論是在以單緻形成約來游或是以幾

個主要姓氏為主三所形成的聚落，血緣組織都是社會組織中

投茲本的結合擊民IJ 0 這種血緣性的結合除了旅諧和祭給公

業外，最主要的就是表澆在宗蔽的祭品巴上。在澎湖聚落中

，只皇室有宗族團體存在，就必定會有宗祠的設立。

現在說澎晶晶聚落之情形，分單的L村與多姓村來做進一

步討論:

(1)軍校村

也可稽之處血緣村落(陳紹譽， 1979:462) 。 係指聚

落內部皆為向一宗族成員所絲織ffij成者 o這積聚落在澎湖

共發現自倒，分別是:許家(許)、大倉(草草)、二故(

練)、核礁(會)。澎湖單姓村的來跟有二:一務是在移

民之初'1lIJ摯地因無其它姓氏之人與之共處，因此發展成

為問質做很高約聚築群;另一種規象~IJ是在澎湖移民Wi會

進入成熟期的階段'E!l宗族內次體系的人數增加. fl草有之

土地(耕地)不敷使用. G盟i也組織和領域使產生分裂 ， 必

須建新加以整合，於是宗族內分出一小群人. 5尋覓{血地哥哥

裂。他們有的與其它姓氏之人群集結，有的剝獨立發展成

為單姓村的狀態。的者因移民入澎時筒較卒. i占得先機 ，

的此多半分布在土地寫傲的湖區鄉，如:許家村等等

，後者包晚期才聽始墾鼠，的此只得離島或較差之處，如

大倉、橫磯、二散。這種學姓村的領主主範關與該聚落之祭

品巴憾相筒，在生活裂態上所表現的同質性和社會凝聚力是

指當高的。

(21多姓村 .

又可稱為地緣村葾(陳紹鑿， 1979:約8 )。換言之，

是雜般人居住於向一地域內市形成之村落，在澎湖是較普

遍的例子。問一村落之申，各姓氏之關澎祖(或閱基組)

(設 9 ) .在詢盤之初'E!l何時前來，故共間商議割地，

庭分了各密的勢力範i詞，較晚來者且IJ只有在邊是象地區除墾

他人剩餘之土地 o初玲也許街大的土地上只散居了三、五

戶人家，戶與戶之詞都是豆豆函，待各自繁衍子慕之後，陸

緻建星星，而形成踴顯的聚集隘(訣10 ) 0 聚落內部之分區

{使建成在此等單士群背景之。雖然是多姓聚集，很各姓氏個

體都有格當的組織和競擻，同一姓氏之成員都出自局一宗

族，有「清楚的旅譜可街，且有祭假公業和宗祠之設立。

~姓村在早期藉鼓地緣關係悶凝聚，在後1插曲i明顯發

展的各別的血緣級織，而藉祭拜同一草申般所形成之祭紀圈

閱係將不同之血緣蠻聽加以整合。 E哥拉i多姓村的一倍祭早日

潤之中，常;包含了數徊不闊的血緣鷗體 o

2.祭紀組織 :

在聚落內與血緣組織放行的，就是祭紀的組織。在先

前曾討論直到間一聚落之入群均拜何一村廟，中，I廟的書是把組



敏是J2H叩頭」為單位(說11 ) 0 ，甲頭 J乃是將全村底

fI;平均分成若干組，每一組為一甲，的季輪流管理廠內的

祭品巴事宜。這種甲頭組織與前述的祭蛇頭主主義不筒，祭#巴

姻係I~一種「領域 J .有百， fjl~章 」 主要是一種 「 紡織 J 。

在田野中發現，每一聚落皆有甲頭組織，其分甲的方

式與血緣閻健的分布和地環役置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詩 12

) 0 表 l 是因野調查獲得的各聚落甲頭組織之名稿與其內

容，可以看出叩頭組織的劉分方式有下列數額:

(1)學姓村:

由於全村皆屬同一血緣，因此申頭之翻分係以 ' 8尋份

j 為主 ， 如二依 ( 練 〉 依凶E毒分盟中 ， 稱之為大房亭 、 二

房甲、三三吾吾甲、自房甲;橫礁(會)依五房分為p:g甲，再

依各房所在約方位稱之為JR fjl (四房)、商學(三房)、

中甲(大房和五房入口較少故合併為一甲)、北甲(二了，房

)。此外肉有許家(許)的東甲(深并頭房)、西 fjl (西

宅房)。

(2)多姓fl ;

在多姓村中 . fjl韻的蓋亞1分依下列兩種方式:

a.依各姓氏童醫分甲頭 :

值 3

也於各般民辛苦明顯的集中趨勢，問此直u分甲頭時，最

佳的方式是以各姓氏血緣團體為標擊，如內按的東fjl ( 薛

)、商甲 ( g )、三E fjl (五)、陳甲(大陳)、中甲(小

島主)、洪申(洪)、書房 fjl (哥華)、下寮 fjl (郭、才)。

若姓氏人數太少自j合併數姓為一甲，如被頭的中甲、南寮

的中甲、鳥姨的中 fjl o若姓氏人數太多且In耳依房份分閉，

如惕，、港聚落中以陳姓居主是為吏，李、會二姓只是少數，因

此在分申峙，李、會二姓合起來仍不夠一亭，而加上一些

練姓，成為三合fjl (李、陳、會) ; I曹、姓內部劍萬分二fjl

:一合甲(大房、二房)與二合甲(三房)。

b 依村縮寫參考點 ， 根按方位分甲頭 ﹒

方位做為直j分甲預約標準，有時也可微為綸助姓氏關

體的方法，如岐預約吾吾母(據)、北甲(部) ;寫寮的土

甲(趙) ;為姨的東母(英、部)、西甲(皇宮)。

甲車員的區城界線主k非絕對，莓，有不同的甲iill並列縛，

在邊接地帶往往有範園蠶蠱的環象。因為廟內祭紀時，講

求各單頭的人力必須平均，函lit在某些特殊情況之下 ' fjl

頭的範圈可能膨脹或縮小，跨越不閑人群之藩籬，以加多

或減少人力來單單付各積變化。待事情過後，則恢復!竄來耶

防衛組織

起呵?

五德F敢在聶兄弟

相鄰建錄以門道招遠，王牙慧個~P耳邊通

構盤顏氏二房

同房以姥磁石搭車里起所有建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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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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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交錯立主行，有JJ!J於街一聚落殷氏的共識和內聚力的增

加。

3.助黎組纖 :

澎湖在清統治之時，設有澳甲制，換句與保甲約目的

ijl頭組織灰白緣鵑係

申

頭

名

稱

頂甲、下甲、尾甲、芝仔尾甲

東甲、J¥j'fl、 E草原、中睜

大房甲、二房甲、三房甲、個房甲

東'fi e四房)、J¥j甲(三房)、中甲(大、五房)、北甲(二房)

*甲(雜)、西'fi e顏)、中平(洪)、南甲( J寶康 ) 、 北 Efl e 包

、顏)

東甲(薛)、西'fi e呂)、中甲(小陳)、擁甲〈大陳)、審房

(誇)、洪申 u其)、三E甲(王)、下寮甲(郭、方)

東甲(張)、中'fi e紀、盟主、王)、西'fi e 蔡 )

北甲(郭)、南睜(陳)、中原(雜)

一合'fi e陳大房、二房)、二合甲(陳三房)、三合'fi e脅、李)

南甲(陳)、北'fi e險、朱)

際 頭甲(許)、1:甲(趙)、申明(黎、接)

東甲(黃)、中甲(李、翁)、語句(李、翁)

東北甲(盧)、東需'fi e詐、大前星星)、西F輯用(詐、深井頭)、

中寮甲(詐、大爺聽)、萬平(自)、商北甲(雜)

東甲(歐、章)、西申(顏、蘇)、南甲(陳)

頂'fi e吳)、下'fi e歐溺)、g§ Ep e 敏是語 )

中甲、東甲、西申

頭甲(郭、楊)、二甲(陳)、三原(張、郭)、四甲(鄭、郭、

謝)先五甲、六原(鄭、串串)

中甲、項原、下甲

東甲(吳、郭)、西'fi e魏)、中甲(雖J

東原(深并頭房)、西'fi e西宅房)

東甲(林、張)、g§甲(練、洪)、南甲(鄭)、北甲〈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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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影學甲頭

組織的因素

位 1 (2) 1(3)
姓方!房

氏 i 攸 份

O
O

。
。O

O

O

O

O

叩
頭
敏
一
囚
一
四

個

五

J\

聚

落

次
撥

鄭、張

林、蓋章、洪

X

洪、鐘

方、郭

×

眾

落

主

姓

陳、顏

許

陳

倉

OO紀、盟主、三E

皂、謝

李、洪
OO郭、陳

OO李、會陳

O

O
O

O

O
O

朱陳

OO

O
O
O

O

O
O

O

O
O

O

2弋

占

/\

旦、處

蘇、主藍

吳

郭、楊

筷、謝
、豆豆

O×

林、張

辣、缺

*甲、西甲、中甲

OO

O

O鄭

許



澳If]組織

門道組織

r~道綴織

聚草草=祭紀關=血緣組織(姓)

Ej3頭組織吾吾份(血緣組織)

問支兄弟

周 4 橫礁 ( 含 ) 房紛及用頭組織 ，令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第三層次

此種紡織規模可小至一戶，大至十數戶，

織更小的單位，亦可說為一種加強的鄰畏組織。

4.小結

本節主要在討論聚落中的社群擬聚約力氣為何，以及

其間的關係。將這些關係歸納起來 ' oW清楚地看出聚落

社會組織與空崗組織相對應的驕係。不同的i設群聚落內會

有各自的領域範燭，這些詞關在空間的分布是聚落分區的

基{髓。由於單姓村與多姓村稍有不伺，故分別說瞬之。

(II單姓村 :

如前所述，學姓村是由同血緣團體所組成，我們可

以自核礁(會) (閱 4 )及許家(許) (閱 5 )二個例子

來絲露平。這些單姓村間為一血緣圈罐，且同亞蓋一個祭和燭

，因此平頭的是且線是與其房扮約部j分相對應的。合數個單

頭為一祭品E圈。學投村中的社群組織可以自下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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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皆為路禦自治之組織。每一卡家為一甲，成為連坐和

防衛的鄰里單位。但是BJ年代久遜，在質質形式和分佈範

踏上，這種組織已不復過知。主革灣在鄭成功設屯臼之時，

為了防番而設 r ~豈 J '經清代沿用，成為整戶與耕錢用以

保護生命、的圈及牛雙的主實質設線。除了寫隧之外，民間

亦發行設民隘。在星星灣約鄉餒，由於治安不良，當於聚落

中的街頭巷尾白行設立隘肉，在i封閉街道，防止外來說賊

的侵入(教炎輝， 1979:101 )。

在澎湖聚落中，亦有類似的防禦方式，位與 f隘門 j

稍有不崗，其方式係在居住單元之間設有問道，橫排者自 j

封防渡巷，於位自內椒通;直 f條者划封閉核巷，前線划為設

後阿以相遇;塊狀者則更可封閉相關巷道，內部觸過;甚

至有合其學問以間翰關起，而自成一單元，除可作為訪禦

之設施外，亦有利於劉清其土地接有之能瘤。(國 3 )

此踴居住單元筒設有門滋滋為防止盜賊侵入及函~r，高內

外鎮按之方式，大致上彼此皆有一定的血緣關係，這種血

緣關係反映在質質環續上的特性，可由聚落成長過程中進

一步說明 o (參見本文悶)。

圓 5 許家 ( 詳 ) 房街及甲頭紡織令



蟬
韓
國
曙
腦
征
尚
且
串
串
啦
啦
製
郎
對

FE

D
V國



聚落=祭紀問z地緣組織

甲頭組織血緣組織(或房份)澳甲組織

何支兄弟門道紐織

\21多姓村

多姓村係Ell數個血緣團體所組成之地緣組織，我們可

自絞鐵(國 6 )、丘絡(瞪 7 )、與仁(閱 8 )、沙港(

窗 9 )、內按(閥10 )來驗解。這投聚落中廟宇的叩頭組

織，主要以血緣越館為基本單位，若詞一血緣i頭鍵人數少

，民Ij可併入其它血緣密鐘之中，或閱仗霞相近1盯合為- tp

計算。若問一閥體人數多，即j亦如同單姓村一樣，再翻分

房份成為叩頭級織的單仗。此外，同一姓氏之內，同房之

間或同文兄弟之詞有時亦以門道相道，成為防禦約組織。

多姓村內的社群組織可以樹下爾得到較清楚的說明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第三層次

一鈞一

重重 9 沙港姓氏分佈及甲豆豆紡織 ，令

國 7 主德姓氏分佈及早該組織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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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單位，以米食為友要莘學。亞哥爾人有所謂「一

位仕 J 的說法 。 完將後的向組兄弟 ， 若是選總綴共食生活

, fllJ一豆豆被認為屬於同一個家庭 。 若是另恕總娃 ， 民IJ是所

食 J '的被認為是不是道於同一家庭(王忍興，

談結果，澎湖地展的家庭裁態主要是以 f折衷

心家庭」為主。所謂核心家庭是指一對

女研組成者，當于女長大完婚後各自分家，折

年老父母與一對年報夫婦住在一起研組成之家

庭，其主要特徵為至少有兩代，而每代僅有一對配偶存在。

至於澎湖地反之家庭中住益的勞作與分配方筒，最常

昆的是在兄弟未結姆分家之後，兄弟各人負責自己的住話

，雖然也可以一紛出梅，但是漁獲得公平均分。若兄弟不

利，也可以和村人的誨，多半也是探取合股約方式 ' 131此

可以說家庭是該社會中經濟生星星的義本單位。在兄弟分家

之後，年老父母的供養，有的行翰食劍，即在完婚後的兒

家輪流吃飯，有的住在祖膺，但兒子都要分出一些魚、或

間縷的收nJi:給父母。若是兄弟之中有一人經濟情況特別好

，則父母由他供養(當:1 3 )。近年來惱人口大攘外移，因

此父母的供養成為留鄉辛苦的責任，但在外地工作的兒子，

丹也會寄錢因家。是以，父母的奉鑫以平均分撞撞給兒子

原則。

由於家庭作為一個經濟生產的基本單位，是家庭成員

張的物質基髓。因此人類學者E. R. Wolf認為 . 在

食供給稀少的地方，或是稜聚食物能力較低之社會中，

核心家經更大的單位俊不能長期存在( Wolf' 1966 )

。在生!!it力發展較低的帶役，諸如評、集、特獵社會，人力

一的有效資源，土地的使府是勞力的主體(茲笑章，

I) 。 叢生一海產品 :ll: ~但有使用價值的成即使產類型 ，

生產者有一種共萃的過程，因此不致於irE生一種社會

或權力築中，甚至未形成擴展家庭的組織。但在生產

展較高的階段，諸如農業社會，海要絞多的人力投入

，關此土地變成勞力的工具 c農業社會的工作摺髓，

每一仗成員的利益，至少在收穫紡詞是緊窮地連繫在

更重要者，為了提供生護者在非勞力生產期悶的生

，必須要有足夠的食物留存下來，否則無法違章j此

，這種社會中，土地成為勞力約工具(莊英章， 1980

也就是說，生!!it是季節性的，消費卻是終年的事。農

;但每報單HR時螢的勞力本身，而且還要擔負培養和儲備

:努力的贊閉(費孝通， 1948)。但是土地所需勞力的

著農業技術而改變的。一個租車水稻的社會，其!t

具有穩定性和持久性的，土地本身的鑫分踩會逐年

但經過一設總間，靠著7](泊中的水所帶來的鑫分可

5土地本身之不足 。 同時技衡的改進和集約式的經營

可以使問~函的白地單位在五稜的產生主益不斷增加，且可以

吸收更多的人力。偎在澎湖，學自耕作的慶嫂惡劣，灌溉

缺乏，土壤磁簿，農民窮函，施胞不足，關此星星作物的單

位面積產益普遍很低(陳民j悴， 1955) .故展年來必須不

斷開拓耕地 ' 0維持不斷增加的人口，ffij土地的墾拓早在

清季已達飽和(燦紹縷.1964)。此外，漁船動力機械化

之前，漁f輩收入少而不穩定，因此澎海歷來飢荒之事時有

所閱(險紹主孽， 196是 ) 。 在AU重物質條件的限制下 ， 鐵車畫

家庭的讀態是不易出現的。擴展家庭在縛統中國不只是集

中資源和勞力的組織，更防止了分家il百後衰傲的命運。對

於家庭中永久性的成員，必須長期供憋在食住行的游足，

因此家庭經濟不只是對他們確有必要，更要有能力供養他

們。土地、住宅和食錢就構成支持擴展家庭的濃濃。在中

弱，雖然擴展家庭是頭想中的情形，但多半只見於中鹿和

宮燈。一般的農民或工人是無法維持約(註14 )。

2.承織法fllj

承繼的性質可說是一種社會的繁衍。詣，發一葷的社會

成員老成凋謝之後，新一擎的成員必須依據承繼的法則來

接綴其原有之社會地位和人發路保。承綴含有爾街走主義，

一是財產的承繼，一是祭胞的承機。前者是兄弟均分父母

的財irE;後者是從子平均分攤祖先之祭飽。在澎湖地眩，

三者皆以 F均分 j為際郎(詩15 )。父母的財~均分，原

則上是兒子都已完婚後才施行。均分的內容不外乎是住處

、漁船、漁兵、田地、星星兵、和牛隻等等 o父親的房屋在

兒子們分家嗨，街拙籤的方式決定何人繼承，未拾中辛苦其Ij

El行建置。'§於「均分 j是依照物品的「價艘 j計算，先

將各項物品估價，再分l役，然後按兒子數配成價錢相等的

股東組，最後搧籤決定。若是對於分得的物品不漏怠，尚

可兄弟互相調整或交換，這時就像作貨貿一樣，以現金互

相交易 o

一塊較目丘吉克的眩，在倍(車上是三倍般一般的血，在說

兵之中，漁總被認為是較貴葷的工晨，因此其價值也較高

，故「均分」豈宜非依「盤 j計算，而是很撿物的「值 J來

電分的。

是且先的第紀三主要係搭公媽(祖宗牌位)的供事。分家

之後，公嫣牌錄取輪流供毒草的方式，也有~jj1J子是;持公聽

牌放在組廢 (1竄來閱盡說且所藍藍的房于)之中。3'IJ祭拜峙，

大家一齊擊備姓趙在居民瘖中舉行 G祭紀的任務其愛與財產

的繼承有關時，在澎湖，只要是分得了父親約財產，就負有

一份祭紀的責任。

(E.)營建R建祟物F且令法頁'J

1.單元之營建初級合法fllJ 0

居住單元營建的過程，可反映居民之價值蝦，肉串考可

以說踴方位、朝向的意義及戶與戶之筒的關係。(詮16 )



國1 1 營建法則

1.岱入口考慮

漸高

(1)方位決定:

a.首先依據墓地的地勢來決定住屋大致的朝向 ( 南北

!詞或東西向)。其原則是所謂的「主任山飯局 j ﹒山是謂靠

背，因此背後的地勢一定婪較高;局性為水，通常是較低

建處、或道路也隨之。

b.若幫I後或左右已有往家 ， 民IJ大致上是遵館前人之方

位，以求得聚落的一致性。

C.大致的方位決定之後 ， 再依據!li.\ 7J<之流年來決定興

建之年分。如:今年(甲子)以東西向為佳，次年(乙丑

)則以南北I何為佳;若決定為南北肉，自Jj單路適合南北肉

之年份始能與態。

d.再依接主人之生辰八字 ， 決定正確的興建時間 ( 丹

、自)或是對方位稱稍的修正。(研J :朝南編間 5度...... )

(2)出入口的考慮 : (簡11 )

澎湖的聚落並沒有事先規劉道路，所以建築基地出入

口的考慮就成為墓地本身必須考潑的事。建築物有三個問

(主函一個，左右的l各一個) ，因此對於本身!IlIJ線的處理

方式如下

,
f
t
t
',

聶巷 2 .懿後高低關係

a.迂回之巷道 ( 本文稱為核巷 ) :依接每戶基地之大!

小，自行留設。主要考慮留設婚喪活動時出入之大小和寬

度。章是IZSI積肉聯繫約是每戶之大門， IZSIJ昆對於禮儀的考慮

成為必須遜守的原則。

b 但t商之巷道 ( 本文稱為直巷 ) :依接營建設郎中吉

兇尺寸的原則，相鄰二丟在地須協商，各在其土地上留設一

半，一般約各留 1尺牢，合共 3尺，為輔助姓之聯絡道路 o

13 相互關係 ( 爾11)

在建築住盛時，除了依上述原則考慮聚落整鶴的方位

外，其與周恩已建築的居住單元亦單單考慮下列之原fflJ :
ι懿後對齊 、 左右併1IJ :墓地內興建之位置鐘畫畫配合

己畫畫之住處，必須前後對齊、左右並列，以取得通道之連

綾。

b.前低後高 : 最重要的原郎為後在幸的房子一定要較起I

者篤篤。主要約原巨直是其一般的風水概念認為j£身明闊的

經宗牌位一定要望得出去，不可被剖面的屋頂擋住。因此

配合微地形之考慮，而形成漸次昇高的側面景觀。

C.單元梅側門的連繫 : 側r~ IZSI {\i:近廚房 、 儲藏室和正

一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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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前之抱慶、因此常是版發性動線所必殺，且I直巷約空間

常是絞陰涼處，各家主婦因此常在側門閥話作家萃，成為

戶與戶之間覆蓋害的社交空間。

'£於澎撈聚落中所謂的通道，您是居住單元留設下來

的空鉤，封'.;11'事先有一設定的道路系統得線以營態住房。

若就J!tiJij論，且Ij居住~Ji;群之間，依擾營建法則，將

成下烈的通道系統: (劉11)

(l)綴巷係指居住單元互關的通道。因考慮正函儀典

蝕的需要所留設者 o

仿)葭巷:係III居佼單元側面的通道。扇係側在語，較為

要;當聚落成多排發展時，就成為聯絡前後的輔助性建

議道。有時且為通往聚落背後約恆地或通往巷口的捷徑

在臨港的聚落中，海灣成為直巷的端點。

(3)側門邊繫 : 當居住~元成排並否有時 . 1側門經常棺對

而成為居役軍元之闊的第三條連繫通道。由於居住單元

同向龍鐘，故泛F司經常對著聽筒居住單元的背面，連繫

不方使。尤其在具有血緣關係的居住群話中，個1)00之間

達繫，就成為他們自己內部約通道了。

、聚終成長模式

川成長的概念

澎湖的聚落§明清移民以來，除了東街換(設17)和

~.~主主要的撥撥〈註 18 )之外，均處於一種穩定悶悶質的

:經涵構之下，長期以來，從早期人口約不斷增長到中期

約飽和，以致於後期再度往外移民，聚落約整錢變化，

以說是厝住單元約累積而已。 這種聚落內部的擴張謂之

義 J .與「變遷 J的意義不筒。「變選」是擔國社經

力盔的改變，所帶來的結構和組織的改變，可以說是「質

J 約改變 。 而 「 成長 」 別是t旨在穩定浦開質的敢綴能構之

時進行的形式的絮歡和擴張。若以成長的競念來看澎

的聚落，員。會發王克聚落內閣時跨向瘦的改變哥哥不斷增加

:寮便是居住單元;居住單元事質上所代表的主主義是一

合約正在本單位一一家庭，哥哥居住單元的累殼，可以說

族的成長，是以透過居住單元之悶的關係，或是單元

閥哥哥係的研究，可以掌握社會網絡如何反映在聚落整

閉上。

求的方式

澎湖聚落的成長主要是闖為人口增加的結果，人口成

分為自然成長與社會成長(移淺入遜)二種方式，澎

概E藍社會成長的方式，其遷入的情形就像畫畫灣本島

多半都是雙身而非大批的來(設的) .於安底之後

疋繁衍促成人口之激增間成為以自然成長為主要方式

以l社會性成長的方式終也、轉為自然成長，故有鞠聚落

勿方式.Ji:(討論自然成長的方式為主。

耍了解人口自然成長與聚落成長的關係，最好的1甘法

可能，弦是追絲一但家族歷代演變的過毅，查主主人口增長時

住居興建的方式與法則。但是在食際的憶里子調直是中卻是相

當主體難;因為有的家庭根本沒有接譜或失散(註20 ) f前難

以退潮，有約家庭有家譜卻8年代久遠，無法一一指出躍

代住宿的演變情形。而可獲得的資料大部分是片斷約資料

，這是一般研究聚落問題之閻難所在，但是由於澎湖聚落

較多，性質大部分相近，透過較多的實例，使得這按片斷

的資料得以組織海來;故而對於整但家旅歷代變化釣了解

雖不夠完整，但是卻可掌握共肉之法制，使我們得以描繪

出其成妥的概略軌跡和原則。

在先前串串於社會綴織的討論當中，我們知道澎做聚落

之社會組織基本上是以血緣關係所形成之宗旅幽鰻。f:i;I此

對於整個聚落成長過程的瞭解，便要追溯到路澎極開墾之

情形。根皇室各宗族的族議記載和族內替老的訪談，對於當

初聽星星之敘述多不是大批歸來或舉店主運移，前是先到先佑

，或相約割地，然後在自己約土地上建徑。這二者在聚蓓

初始時約直是象，都是在一大片土地上，二、三戶人家分散

l居住 ， 戶與戶之崗是學圓 。 之所以會有這讓土地道j分各窮

散居的攻象出蔑，主要是因為澎湖在綴懇切期，該地1lIl先

使民之騷擾，且自然威營或入為限制均較少。所謂忽然的

威脅是指自然壞境檢惡，或是III野獸的迫害。在盡灣早期

開拓史之中，海部EI3於漢人與平埔展之問屢有互相傾札的

寧件，為了對抗，使迫使移民採取集村約形態(富懷芳郎

• 1943)。此外，為了防禦野獸的錢麓，也較易使移民築
厝對抗。

但是在澎做這恆地區，前述三者均不存在，故此集法

就沒有絕對的必要。'£於人爵的限制，是指官方對土地開

墾的干涉。在蜜灣鄭氏持劫和清額之持踢，規定移民拓墾

土地必須先向官府報墊，取得許可後才能認墾。這種方式

主要是政府為了吸收民間的資本，囡此以舉首船來聽狸。

換言之，土地約開拓先由資本雄厚約富室向當府報墾'取

得懇權後再錯1m來開墾﹒形成一種土地相{恆的串串係(掏憲

文. 1957 )。毯此在清代議灣土地所有形態可分為三種:

一是由農民「自動 j關重甚而成者，主撥亦趨農民既有，這

稜土地約數覺十分有限，因星星灣約土地開墾其所遭遇之遮

蓋盡千百倍於當時之澎湖。二是土地所有權為墾首所有，但

實踐居住耕種於該土地上之農民是沒岩土地所有權的。這

些個地區口所謂「官莊 J 、「蹉隘 J 、「屯固」、「島主患白

j 之類 ， 充分顯示其對縷的性質 ( 臆草草文 . 1955)。若是
土地均非私有的情況之下，集居或散居與否自然就會受到

較多的限制，而無法線接自己的意廠來進行。

在澎f扭豈是無自然的威脅又無人為的限制，因此將土地

畫畫為已有，且為就近照顧自己的土地，百百分散居住便是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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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蓋章的事。l1SI為在自給經濟中，不論是踩集、漁獵、游

牧、或是農業，若無其他的頭毯，純從車持發技街上的需要

，每伯農家最好是住在他所經營的土地上，這樣他們可以

兔於蓋章轍和往來跋涉，而且易於衰守他的割地(贊孝通，

1948 )。澎紛在總讓初期這樣的草草 j分土地和散居的方式，

為後世子聽集居一處獎下了丟在糙。這種同一宗族住在一起

約觀念可能是受到母膺地的影響。自鑄在路罵和金門等地

之統式配置是詞一旅人集龍的型態(詳見二~日) .澎淑

早期移民很可能就打算把這種意象和作法在移民地繼續呈

琨出來。此種說法似乎可以為澎湖地道自闖關始的各自散

居的環象發展成為後來同一宗族集居一處的現象，提棋道

切的說明。

根攘附錄中對於聚落內詞一宗族成真的分佈狀況和土

地所有權的範燭，可J2l歸級自各宗族發展的共間原則。開

澎麗(或閱丟在組)在來落內覓地定居之後，其所生的兒子

代表宗接內各房之房髓，函此依據房份(或柱份) (註21

)將土地都分﹒每子總承一挽土地，兄弟個入在自己的土

地上興建住屋，後世子孫，屬於閉一房成真使於該房的土

地內擇地蓋章麓，漸漸形成明顯的集居約現象。因此舅份(

或柱份)成了土地分割的基本單位。

除了以上資料外，我們尚可以經由對於三代成長的例

子的除解，來補充說切問房內的成員位屋成長的方式。這

些個案都是造機到三代前，當一個家庭其成員逐漸增加峙

，如何分裂成長，質質處境依什麼樣的原員I)來配合，以及

新逮住處和懷有故居之間的鏘係為何?

an童例的i康解 ， 新建的住星星都是儘量以兄弟前後成詐

或左右立HI)為ffii則，除非是其份內的土地忍不夠鐘霆，必

須向他房或其他姓氏買地，或是兄弟所擁有之土地分散，

否則是依照此等串串係來與嫂，成為援基本約集清群。

{三.)Jii..長棋久: (實例參克的錄)

從總錄約田野資料中，可以誼會解，聚落約自然成長，

館舉的說是「血緣關係 j及「土地分割方式 J :It詞 星星作的

結巢，造成聚首喜內位層分佈和分厲的特性。追溯各聚青年吾吾

墾初期，各宗族間鐘之 F開澎組 J .與伺屑一聚落之人，

互相協商塾i定自己的土地純圈，然後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將

其子碌的土地預先分割好。通常分割的方式是以 f房份」

;;Jt r 柱份 J 為吏 ， 各E毒份或柱分得相當'的土地 ， 各 「 盟員房

租 j在自己的土地肉，依再下去的分支平均分配。因此在

澎湖所踩行釣退還土地約繼承方式是所謂的「分認式繼承

J (設22 ) .此種方式的缺點是土地一再分割下去，每人

所發得之土地越來越少.11SI此常E且建她不夠用迫住他處開

裂的情形。通常在分家時都jQi)jj(抽籤的方式以示公平，未

主111早租借者則在自身所分得之土地上興建自己的住宿，於

是間房租或間柱鼠的子揍. k亞研分得的土地悶在一處 ， 使

會形成明顯的集居現象。

壞分別就「土地分鶴方式」及「血緣關係 J對於聚落

了實質星星坡之影響詳述之下。

1 土地分\I;1J方式 :

根據此種關素，會產生下列二種居住單元的成長模式:

(l)條狀發展:

所謂條狀發展係指建地之土地分部依長條形齒j分，其

寬度大致上可容一或二線住宅單元。在附錄中的實仍有:

許家于社(許) (姆國 1 )分有大山、二的、三地三個柱

份，二:依(陳) (的劉 7 )有個房、內按目家有三房 OM

餾 4 )、輿仁紀民(附國 5 )等。皆是以海(或控)為單

位並狗，以便於公平獲得面港和前對主要大街約機會﹒這

種土地的分割方式，簡單清晰，各房的土地界限分明，在

缺乏揖tl嚷:技術約時代徑，可能是最簡單的方式，這種土地

分部方式主要是希望子孫約發展，在密集約土地利用之下

，如許家上站:許氏、內按的自氏是由懿往後增長，與仁的

紀氏住自古董，之殼的陳氏二房游後擴展等等，都是條狀發

麗的例子。但這種發護方式郤不容易維持長久，尤其入了

發達的房份，常l1SI建地不足，刻必須另行覓地興建，或向

外還移，或在向真是落中使用星草地，或向他房或他族衰變交

換 . ffij無法維持最初各房之間治生產的界跤，晚期Ill)至2單是塊

狀發展的境象。如:與仁紀氏的三房向黎民質地與楚，內

按呂家二勢和三房利用厲地再發展，大房員I)到外地(高雄

)發展。又如沙港釣空空jI1J之中(附隘 3 )草草省所據有的土

地乏內，其部j分土地的方式，約略可看出條狀分割之傾向

，老二、老六的土地為長條形，老三、老lJll和老七飽受限

於擁有土地約形狀'.13.三者之間有互相交換之情形. I1SI J吐

較無清楚的秩序苟言。

(2)塊狀發展 ;

所謂塊狀發展，係指土地分割依據塊狀的方式平均分

配，這種方式主要是有充分的腹地可供證餒，在路澎麗(

或認華是且)時期，將土地(包括忍地)平均分配，各吾吾貝司

分別在自己的土地土成家，同房子孫Ill)聚集市屑，實例中

如:綴礁(會) (附關 2 )分有瓦房，各傍分別發展，其

中的第五房叉分三位，各柱分別荷建.又如:沙搭上fd:棟

氏. !卓分三房，因世代久遠，不易機源. j)且第二房中之第

十代接陳省(附額 2 ) .分得一份塊狀土地，據訪談得知

，其他房中街可分出數很塊狀的土地，是為塊狀發展的例

子 o這種土地分割方式，使得聚蒞內居住單元之分布較為

鬆散，在各房人T未充份發達之莉，宅屋F甘近之土地仍可

作為單個裁植。

以上這之極發盟主模式皆是忠實例中皇帝納出來。除此之

外，有些聚落中的例子，雖然無法由其中詳細瞭解其原有

之土地分翎方式和成長約過程，但是可以自訪談和戶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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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中得知，在聚落中，重量於同一姓氏之法住單元，不是

成明顯大片的聚集圈，便是呈幾倘簇群分佈fE聚落當中。

例如:五戀的歡隘氏，各房分成幾儡塊狀在聚落內發展(

附麗蓮 9 ) .又如輿仁(國 8 )蔡氏聚集在上蔽，下社員IJ主

要以接投為主;內按各姓聚集而倍(劉10 )。由此可知，

這些分佈約形態支婆受到土地分割方式之影響，通常在同

一爵的土地部分妥話之後，後世子孫便在這塊土地內還摔

一塊土地建屋，不寫進行土地細分，但是從一些少數約塊

狀分割方式例子中(如:橫礁)由於每一房分得約土地較

大，因此房之下的分艾文採取塊狀或條狀的土地分部方式

。旅立足這種土地分割方式大約進行到各房的分支為止使不

會再進行下去。

扇鈍，同一宗族內或是在同-00聚落之中，會有塊狀

緩和條狀發展問時進行的現象 o因為雖然土地的分割有

種方式，但是這三釋方式悶樣都可以游足統式記霞的結

2.血緣關縣、

血穆串串係是土地分部J方式之基本原且時，或可說澎湖之

鼠，依畫畫血緣關係中人群親疏的等級來從事主實質環境的

展和利用。在時一個姓氏圈發之內，屬於同一輩份之成

，處分人群草草疏層次的標準如下:

間宗酪體/向房(閱柱)成真/伺胞兄弟

這三億層次也反映在聚落住處分布特性上:

(1)筒京國鰻:

其在聚落內的分{布特性，又因學姓村或多姓中才冒百分為

情況。

a 學姓村 :

在單姓村之中，由於3':村均屬偶一宗誤. E盟此在1條狀

↓分部方式之下，國土地所有權集中，憑此成為方格狀

佈瀉，如:許家和二眾。至it:採取塊狀發展者，如

i礁 ， 在0;<:樹是明顯的分盔 ， 各分臨代表是房份的直是異 。

b.多姓村 :

fEif姓村2章中，各血緣閻體除了前述之三他路級之外

學姓村多出了不開姓氏之差別。在腹地較大之處，

1按 ( 隘的 ) 。 各姓氏間盡量有較充分之發展土地 ， 因

:分陸聚集的狀況十分明顯。但在臨港的聚落中，腹

者，如:外按、古具、路1l'.等，密築發展的結果，

法在空間分佈土保持各姓氏之筒的距離，但是屑一

為有共悔之規翻看1協商，且其所處微地形各不相

住壓方閩、朝肉、形式和總部作法、材料處溼

慈道寬度和要藍燈街巷系統等都會出現共同的特徵。

即使與其它的社群比鄰而處，其重建質形式所表現的

，使得不同群模之差別，依舊十分明顯。

121房份關係

分房或分拉是聚落內部土地觀l分fE初始時最根本的依

錢，故而同房(或同位)的成員，由於土地既有權集中，

因此在分佈上有明顯築中的趨勢。在條狀發展的聚路中，

直向為間房之關係，橫向員IJj奇不同房之差異。間房之謂正主

於此等關係，時常設霞滾向的門道，以表示彼此的串串連，

問時也成為互助防衛的組織，如內按呂家(國 3 )、通樑

林氏等(附關 8 )。至於在塊狀分數方式中，各房份之獨

土地的界限較不清楚. I2SI J吐伺房成員 ， 有的乾脆符其份肉

之土地用咕咕石牆國起，設立出入殉道，以對其土地據有

模有明顯的標示。類似此種伊j子如沙港陳氏(的軍事 3 )、

瓦E開張苔寓 。

13)同胞兄弟

同胞兄弟在血緣約翰係徑是最童話密的層級. E盟 !It位底

的距離最近(開房組兄弟除外)。在條狀發展的例子中，

兄弟厝呈前後排列的關係;在塊欲發展的實例中，兄弟曆

則左右上七鄰。也於相近所以彼此間常設門道、買司糖、或是

側門拍過，這種食質的作法，充分暗示了彼此之約翰性。

這種關係在聚落E但是最常見見最易被調查者既識?辜的實質

形式上的特性，如:五德歡陽氏(附國 9 ) .沙港陳氏(
俏麗君 3 )。

(四川、結

澎湖居住單元成長模式其實是維持社群倫理位序觀念

和鐘恕的變通措施。這種空間觀念最易蠶徹的常況是在當

賞、{士串串或是地主之大家庭中，其食質護主竟約成長方式，

是以一個房筒或是一條誰能為單位，依接成員藐疏遠近的

關係﹒內外正儒之原則來進行擴張(哥哥華山. 1970) .其

所形成約層層包被的院落是需要特殊之社會階級和雄厚的

經濟能力才能維持下去的。

在澎湖地喂，透過土地分割方式和統式配鏡約概念，

為主主後盤子張預留話後伺居一處的可能。立統式配置雖然

是一個以三合院居設單元為正在本組合E單位的集居群，但外

觀形貌上有岩一進進的院落，似乎是可以說為一基本的築

清單元o間一社群的人們借著這樣的方式來漏足其自我認

同和內部整合的目的(註23 ) 0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進一步的結論到:0;<:閱本是

混然中糙的，伯人們為了血緣約主任檬挖空獨創分了方向和

位置;血緣關餅、愈近者，在空間的距離上也就愈近(註24

)。在澎湖，人群聚集主婆是由於社會的需要，不同之社

群底性，決定何者應該聚集在一起'12SI此在質質形式的表

現上﹒社會關係遠比幾何形式來得軍耍。

五、結論

自於澎湖聚落至4年仍無較完整之基本調查與研究，而



是由「況營 J ;來界定，豈是沒有贊賞的形式，胡i是居民意象

中的興紋。在這個層次乏中空問組織和幾何形式都是社會

組織的投影，不何社群所佔畫畫的領域是聚海內部分區的基

礎。

3.住宅單元約層次 .

是構成社會主主基本的單元家庭的生活1E筒，也是

構成策落最基礎的資億元素。人口的成長很使住處不斷的

增加。

至於聚落形式發展所遵循的原則有1所受到的影響因素

，概略言之可包括下予台]數點:

1 華於自然環境特色影響了聚落的生活和生ii'方式 。

聚落位置的選擇除了這三者之外， Ii~受到人類基本生存需

求的限制。

2 生產方式和~直至性格是社會結構的基礎 ， 向持社會

的級織方式衛受到母文化的影響。

3 採舟母文化的形式原形 ( 三合院獲築形式和統式配

詮約空間概念)作為您給居住單元和聚器重要體形式的車在悔。

4 家庭製態的維持與生產主方式 、 主主姦闕係和生產性格

有哥哥，支持三合院形制約維持。

5 移民開墾過程中未透過官方的干涉 ， 致使土地所有

撥在有為間一血緣關鍵成員得主1聚居一處的丟在路。

6. 由l路關係和親統將次是各鉤住盤聚築和組合的原則 。

7 土地t采用分割式承繼法則 ( 有塊狀和條狀二種 ) •

根接血緣關係的際例來達到統式配屋里的結果。

(隨地大小、傲地形走向、接話鏡模〉

目前澎湖地區除了馬公及少數幾個重要的漁港聚落之外，

均受到整灣工業化及都市化影響，人口大量外流，與數百

年前做為海泉地復多餘人口之遷入袍的環象完全格反，致

使傳統住瘦的無人諸位缺乏維護浦大壘毀潑，有人居-住者

則又改以鋼筋混凝土式約「販蔚 J .的此傳統聚落約面貌

亦正在改變中。向轉岱於人口大畫畫外流.jjj!有因血緣關係

荷建構的主實質草草纜的觀念也正在改變。故間，本研究針對

澎傲地區贊賞環頃， 1£ f團作一次較正在1麓的的野調查和資料

整裂的工作。

本研究主婪的工作在於:

1.透過對澎湖傳統聚蓓的錯解，布將發質形態與其屜

會組織和生態環法形成有意義的樹蓮。

2 初步建立一成長模式 . J2l瞭解一種非級計齒j之自然

成長的聚落，如何累積和建構其實質單單燒 o

3 提供基礎的田野調查和分析 ， 可室主 日後的研究及若

干相關順設的驗證及比較。

澎湖聚落的設間組織，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路次

1 地景的獨次

是一個生態的單元，包括旱函、港口、住宅群等 o其

領誠的翅協主是自然的邊界。這個生態系統除了提供聚落的

物質基礎、主草草學聚落的生活和投產方式之外，地長的形貌

尚是聚草草裂態的修正閻素。

2.聚寫的層次 :

是特擋在生態單元中住宅群的苦苦份。這個領域的範傻

聚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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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m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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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1:: 1 : 在終濟人類學中可分為法囡之生產組織論紋 ， 美獨

之文化唯物論派以及英E眉之生產組織論扳 o這三倍

地區之學者的共通點乃特別強調投產組織和生!¥.之

社會關係。雖然他們強招生產的重要性，位對於如

何界定初民社會的It!¥.郤有不同的見解。

t 2 :至於混旅組織，學者們的看法不一，有認為同時是
底層和上層結構者，亦有主張是經濟、政治、意草草

形態共同作用的結果 o

t 3 :角頭在須把E蓋層級之中，屬於最正在潑的單位。在一
個聚落之中，又可分數億角鎖，每一假角頭又有一

共闊的主神，因此角頭大約等於現在的「鄰」。

t 4 : r 畫是灣漢人要來自 rlIJ ~哥爾省 ， 串串粵兩地在聚落的

組成上，且有以自錶或何一姓氏為基石的傳統。換

言之，地緣與血緣經常是一致的。因此一村一姓，

或以某一姓氏的居民占絕大多數的村落特別多。

J (許嘉明 ' 1973 : 1 87 )

r 移居盜灣時 ， 也於舉族而遷的情形受到很大約

限制，所以，以血緣鴻基礎的村搭崩然有，大部分

則均以地緣做為認同樣瀑布聚居，顯然的事實楚地

緣村落法多於血緣村落。 J (許嘉明. 1973 )
: r 竹山移民初期的社會是j丘地緣關係為基串連 ， 而

非以i主l緣關係為基礎. ......直到移民的第二階段，

由於人口的壓力增加，漢人被迫再向山區鋪墊，何

時平原聚落的不同關籍和姓氏械門經常發生，宗族

組綴因而形成 o由此可見，宗族組織的形成立全非邊

還環境的刺激所致，而是移民的第二階段因入口增

加，血蓋亞群擴大而形成的。 J (經英章. 1973:136)
:Jlt方衛多半也訪談及各姓氏族譜所得之資料而來。

: r...道光以前的分類械門，一般僅限於1軍泉人群之
戀，此一哥華翔的客籍居民，出於人單勢簿，餘了逃

往肉面且籍人群聚居的村草草避難之外，總是儘蠱堅持

中立的立場以求自保。..至於這光以後，泉、客

二個人群正面對壘，在龐大的泉州人群疲力之下，

客家人意識iiJ模憑本身的群體關結，街不足以言很

重要泉人勢力，遂與附近的海州人群攜手合作，組成

起祖籍人群之七十二聯茲的地域組織。 J (許

嘉明. 1973: 186)
f 開澎組 j 是指曾先來到澎湖鉛歸宿建立宗族者 ，

而遷往澎做它處再另建基業之宗族內的分支祖先稱

為 f 閱蓋在朝 J 0

註10 : 容見的錄 。

設lI : rEfl頭 J與 f角頭 j不柄。「甲頭 J是在間一三位祭

神之下E育部分之人群組織: r 角頭 j 則是各有其主

祭神。

諒1 2 :在防野謝主主中，有些聚洛因銳近人口成長U:f鐘，原

有接地不足哥哥相互E草地交換，致使申頭組織紊亂，

要草地理位置無相鞠性，而重新以人口數量草草l分，故

與i盟有之甲豆豆組織創分方式和性質稍有出入。

諒13 : 此情形多半也是近年才有 。 據簡早期一般人民生活

皆十分清苦。

註I吐 : 星星孝通認為中圓鄉土社會主主本社群是以核心家庭為

主。( 1948:38)
註15 :此F!J田野調J!i'資料而來。

註16 :此部份之資科也因野訪談中獲得，主要報導人皆為

澎湖之地理fjjj、土71<.師、大木作!iui導及當地之替老。

詮17 : 東西澳地展 ， 主要因受到駐軍和主軍事建設之影響 ，

聚落已不復j車貌。

設18 :正要是指龍門、吉、飯、E島港屬於重要漁游墓地﹒經

過港口之重要建設和漁市場交易集散之功能，聚首喜

之改變較迅速，故無法家每聚落原有之情況。

註19 : r .一位移民社會要有足夠的人口建立宗脹，

在理論上至少須兵備下述二個條件之一:舉族遷移

或足夠的世代繁衍。一般都認為畫畫灣在軍人社會總舉

族遷徙的例子。。在中蹋人的觀念之中，一個

已經充分發展的宗簇，除非函絡重大約威脅是不可

能星星接而遲到一個情況不明的邊草草地盟，從箏不安

定的閑書區工作，所以墜榕在軍人社會之宗族唯有透過

長時期的繁衍及發饅始晃規模。 J (莊英章. 1977

:179 )
註20 :據訪談得知，日按時代推行 p是民化運動 J﹒民索

有許多被迫改姓或銷毀旅譜的例子。

訣別:開澎關是指第一個到澎湖來的宗簇始組 o開澎祖所

生之乎是為「傍 J 0 土地財務和權利義務必須依照

「房份 J :來分。「房 j之下再分文稱「校 J﹒「校

份 J的權利義草草也與「房紛 J相同。

註22 : r 戶 ， 全部Rt!¥.僅有一個繼眾人者稱為完整式纖

承人，好幾個人饑承者，稱為分部式繼車( Part

ible inheritance) J (Wolf' 1966)
設23 :同樣的情形在金門有許多相同的例子，如金門山后

村之主宅 o r l.li后的主文盒放居是由的揉合院住宅

所組成，…'這樣約組合是倫理的組合。是在一

種統一的意志下所食徹完成的建築群。“ J (李

乾郎. 198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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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錄澎湖各宗族閱體發展進程與土

地分割調查資料

一、許家村干社(許)(的國 1 )
澎湖的許姓，依據澎湖縣、忘記載，法本縣第三大姓。

人數雖漿. j旦澎湖的許藍色源械系也一脈 ， 為金門之衍紋 ，

在各姓氏中最為單純，其主主號為 f為陽 J 0 澎湖縣許氏遷

入定態的年代，約為明崇禎之年位l後。為來B金門之始級

五十郎公，傅奎第四ill後，將宅地依房盤名稱分為六房:

美房深并頭、二房東唐、三房大約廳、個房小jjijl器、五房

後翰、六房自宅、自於土地太小而外移至澎湖。現在居住

於本縣的許氏，絕大多數均t±J 13此六房。

許家村鷗村姓許，分為上做剩下肢。上社為深并頭房

之土地，下社為西宅房之土地。二社各設家綜祭車哥哥哥摹腿

。下社頭宅第一F有三位，稽之為:大山(大柱)、之前(

二控)、三地(三柱)。每人各分得一條狀土地 · EIJ臨大

街的的封上逐漸向後葉。開萃胞的組膺，現今關為家柄。

二、檢礁會l\，(附函 2 )

橫礁關村姓脅，開澎紐約在光緒年間來此，將土地分

為五塊，每房各得一份。其中第五房房租 ( A )懂得一子

( B) .因此總承其房租的住屋。其下再也三于，將所擁

有之土地再分成三份，老三繼承租產，老大、老二卸j各在

其所接手言之土地上建星星。也於懇地充足，未位鄰研]建。其

它房內，也有再按住分割土地的現象.i且各房劉分土地的

方式不一，有用塊狀者，也有用條狀者。宗祠位在村的東

邊。其子孫諦十六直是者稽之為「入另豚J .整繳一筆贊用

給宗駒，當做祭把公業。同宗之成鼠，平時有困難可向宗

鵑借錢，再依本金利息一併償還。

菜譜餾係儘

i:;
立二〕斗::(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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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歸國 2 橫礁會f£;房紛司喜地翻分方設 令



紛關3a i'J>港(項社)陳氏第十代孫(據省)土地位種國

一79-一

堆物

1 (攻)

2 (往街雄)

3 輝宏 (受訪者)

4 (往馬公〉

(按)

6 成物

7(道路公)

第六代

線譜土地領園

三、 i}、其主像成 c1頁社 ) (附國 3 )
沙、港陳氏哥哥澎組練振造為金~~水里異鄉九投孫。於明萬

rtv年街來澎 ， 先在員具 ， 居彼一段時 日之後 ， 再遷到沙港

的頭斂。後來又有發敝人民前來開墾 o關澎品臣之下又忘了分

為三房，各房約分布和範關可參見餾9沙溶姓氏分佈及甲

頭組織圈。陳氏堂號liO穎川 o

至~jr~琨以二鑄的第 卡一代孫陳鶴i宏來看其祖孫三代繁

衍ff'"ti青形 o 詞中所見為屬於二房的第十代孫僚主言 ( 亦部隊

姆2宜之父 ) 的土地 。 陳省共有七子 ﹒ 老大 、 老Ii平天 ， 因

此陳省的土地分為五份。琨已建獻者~四間，老七在馬公

發能因而未建，其餘皆為預壞之旱徊。練省的位屋右個'I j尋

。陳嗡的能屋被老二(2)的得，其餘的土地

也由各子抽籤分得。陳獨宏兄弟為了廓仿真土地界限，因

此將這塊土地周額以姥稻草豆粉設門道的方式，在大房、三

房處也有相同的例子出琨 o



附圓40 內按呂氏宅地配置及房份分!IJ盟

隊簡4 .b 內按自氏愣是華楓房份宅治動j吾吾方法

樹墓吋:343: 馬
系聽關係國

小偷翅4 8 內按呂民宅地位種及農份分你

一so-一

0

，其後族人

。有i¥l遷至望安山寮敢

者，後寫至七美等地;有北遲至白沙鄉大小赤飲者。呂民

主主號為「河東 j 。

內竣呂氏的蹋基施來到內按時，只獲得如隨之土地。

開丟在是且將建地分成三條，銬子各得其一。大房在中詞，二

房ate、三房在右，彼此清楚地呈條狀排列。其中大跨文

分0l柱，故大、二、三五、凹的順序興建位置前後排列。if!

後期因康有建地不夠用，因此在鄰近的困地上再建住盤。

各努子孫繁衍和興衰的情形不一，大房子孫往畫畫灣發展，

tEl此後來往屋的增加便停止，另外二房和三房則向大房買

變或交換，以獲得建路。



、典f二章已家 ( 附 重重 5 )
紀家原由激西鄉遷來此處，在此地至今為止只有五代

位正確遷入詩詞已不可考。其關蓋姐在此娶當地大族蔡

'獲得蔡氏一長條狀土地作為陪嫁，再重且為{庫

。闊葉組之 F又有三房，將極賠前

，大房拾得且且磨和其後的兩塊宅地'

，其東側房舍恆星星路被毀，僅在商側

向蔡氏買一塊房地興建。三房抽得極瘖東側宅地，建屋於

鈍，其後由於人丁興旺，故在聚落之下社另行購買一片土

建度發展。 1暗與鄰近之大族張姓成為下就主要的成員。

二房踴房龍繼承瞌膺，入了亦不多，常有學傅的j1lJ子，二

房且且其下館出一子 ( A ) ，米遠新盤;到了第三代共有兄

三三人(訓， B2 , B3) , B2抽籤獲得房祖底 ， BUil
在洪姓土地內朧地另鏈，原來三房位在路邊的地即重寄給B 3

。 B2之下又分之支( C泣， C22) ，受訪者紀事耳校之父~P

C22 0 C21拾得是且磨 ， C22則在其前建屋 。 紀朝校有兄弟

也人，但一人菇，二人還往讓灣，他自己就理所當然的繼

了其父留下約住竄。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大房(人少〉

房
，
卜F

地

翻
出
世

墓

Hm
妥

開
口
問
一

自
任
遊 AA

理§.L墨笠鎧

第!"l代第五代

'B1(另貿土地於北側}

.....C21一一一-D

'1>2一一一可 rl (~靈台灣)

'--022 一一一十 2紀戰役(受訪者) (年60)

.....031 r 3 (往台北)

B3 一一一斗 L 4(妓)

除國5 b 興仁紀氏成長方去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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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之處。

受訪者郭珠保追繳其祖父一代，

一閱 ( A ) .旁邊則為之房閱房鼠的投鼠。

子，由老三( B2) 抽錢獲得其詞之{主鼠 ， 老大倒在旁

建新盟( B]) 一閣 。 老二 EiJ於單縛 ， 未再有是rr ""-繪煌 。

老大( gn郭珠保之父 ) 生有四芋 ， 其中二人 ( 2 • 4)

父親閱(主，另之人( 1 • 3 )划在其旁逮住壓一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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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諮鶴係爾

穎!I I J 。 關萃飽之下有五房 ， 每房各分配得一條狀的土地

，位後來第五房是民竿夭，於是其土地併入大房。除了這五

條狀土地之外，其周圓的住屋，都是後來子緣人眾，使逐

漸在條狀土地外建壁， {且已無明顯的規則和秩序可言。

七、二泉球九(附屬 7 )
澎湖陳氏居民遍及全縣各地. 1拉開澎始組系也不一 。

三自覺關村姓躁，與抄、游陳氏間為""門前水頭鄉之際氏子孫

。關基租約在清乾Ilif.十六年來到jJlj蜈鄉約二嶽村。堂號「

小

二lX陳氏E草草草房訟宅地會j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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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甜ih |神再面臨htL或

41l!?!蟬且

八、通梅林>\(的重量 8 )
開澎始暇林宗臂，於t~11頤治末年自海搞烏石鄉進來此

處。澎湖縣林氏居民均來自閩南。除了還樑林氏之外， f~j

有來自泉州之林氏，和""內的林氏。畫畫閱皆為福建告哥華組

林祿的後裔。林氏以 f 茵河 j為堂號。林家在i車傑聚落中

只取得了一塊土地。林宗哲共有三子，大房飽林室里，二房

組林敬，三房閥林老。現今已無法指出苔，初齒j分各房的土

地。位知三兄弟的住還在鼓開始姆是橫向並列。很可能三

房各自的土地是條狀 o很大房世代單傅，悶i比其後子王是使

繼承原有羅里盔，不再有重吾土曾建住屋。二房後來毆大隙 · IZSI

此其祖j哥也一直維持原狀，至今都荒潑倒塌。大房與二房

囡土地過多，因此陸綴賀給人了旺盛的三房。三房之中又

分三柱，其中一桂林武也個大錢家鄉，另一桂林藩當代單

縛，至今為止只建了二樣住屋。另一艘林錢，其下有三支

，各在林家約土地上築盔，發展成琨命之狀況。從各房租

益下，似乎未再有土地分割的現象，因懷有且主權之界限已

←峙禪崗，立後來的子孫幾乎都屬三房，大家都有權力在

恤，發展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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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德歐陽仇(附屬 9 )
此村成員為歡氏和吳氏。歐氏遲入時路又較吳氏為亭

，二姓氏各自有其旅諧和室主柄，但一間祭拜保生大帝(成

竅宮)。二姓的分布狀況和土地範皇宮可參見劉 7。據報導

人所言，五德me歐氏之居民在明末清剖，國縣里失守會、鹿

二地，因遭逢兵說，故由合F~雙身來鈍。原居住在雞母總

山之南外游蓋J{i.授，後遷到山站此處定盾。臼按時代，被

迫將本姓歐亞蓋改為歐姓。根畫畫族主III顯示，每代兒子數目不

多，其中並有許多單傅的例子。歐姓開澎親來此，將土地

分為三三份，每房各得一處。大房的範崗約在宗鬧和威蓋亞宮

附近;二房仗於核賞村內道路的南側;三房則在道路之北

。各房內土地再分的情形不甚清楚，但會發現同胞兄弟三

三雨雨立綠卡建屋，在聚落內明顯地是幾倡簇群分布。

兄弟磨例B 兄弟曆j9IJA

一鈞一

約圈9 玄德歐級民房份位霞扇 ，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