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人類學刊﹒第 71 期﹒頁 7-46.2009

軍事治理下的地方社會:以金門華僑網絡為中心之

考察( 1949-1970s) * 

江柏煒艸

摘要

1949 年以降，金門這個+九世紀中葉以來之開放的、流動的僑鄉，成為一個相

對封閉的戰地及禁區，直到 1992 年 11 月 7 日解除戰地政務。一般認為，這樣的封

閉狀態切斷了僑鄉與僑居地的關係。

然而，從官方史料及口述訪談中發現，軍事治理期間以東南亞為主的海外華僑

仍以一些特殊的方式保持與僑鄉的連繫，甚至「福建反共救國軍」在 1950 年代初期

建立一種特殊的僑匯管道來維持地方經濟，且扭注游擊隊的開銷。此外，這個時期

國民政府爭取華僑“四海來歸"是統治合法性的象徵之一，他們接受軍方的邀請組轍勞

軍團訪問戰地。透過這個唯一的退鄉葉道，海外華僑及其僑社組織得以對軍事治理

下的種種壓迫，提出一些異議的聲音，也推動「華僑之家」大廈的興建。本文透過

官方檔案、軍方報紙、僑信及口述歷史的分析，探討 1949-1970 年代之間金門的華

僑網絡，並重新理解國家(軍事政權)興地方社會(金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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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96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海外僑社與僑鄉社會之關係:以馬來西亞金門人社團

為例 J (96-2415-H-507-001-) 研究成果之一部分。同時感謝期刊匿名評審所給予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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