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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看老魏笔走龙蛇，台湾的风土人情历历在目，宝岛的山川景物尽收眼底；听老魏夹叙夹议，娓娓
道来，又可进入厚重的历史隧道。
他广征博引，信手拈来，妙语连珠。
论理，鞭辟入里，议论风生；状物，绘声绘色，兴趣盎然⋯⋯更可喜的是，他不是堆砌资料，就事论
事，而是就事论理，以自己的识见取舍资料，去粗取精，由表及里，抽丝剥茧，升华为自己的结论。
比如对台湾的民间信仰、民俗祭祀的寻根，都很有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特别是在谈到台胞的移民文化特征时，作者认为，台湾同胞的祖根意识和原乡意识发展成为包容更加
广泛的民族意识，这才是本质。
又认为台湾的移民社会是大陆传统社会的连续和延伸，台湾同胞那强烈的祖先崇拜、叶落归根的观念
尤其突出。
　　在差不多30年当中，老魏接触过大量台湾同胞，无论是生活在祖国大陆的，还是在岛内的，对他
们无不怀着骨肉深情。
他对台胞的至情至爱，这《我看台胞》就是明证。
字里行间，流淌着他对台湾同胞的深情；笔端所及，进发出他对台湾同胞感同身受的理解。
非如此，老魏不会在书中对我们的台湾同胞作出那么多的肯定，对他们的命运和苦痛寄予那么深的同
情，对他们身上的劣根性批评得那么有理有据，对他们的苦恼那么地忧心忡忡，对台湾的未来又抱着
那样光明的期许。
　　突出写人，是《我看台胞》的一个特色。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看台胞>>

作者简介

　　魏秀堂，1940年9月生于山东省临朐县一个农民家庭，　1955年离开家乡赴省城济南求学，1965年
毕业于山东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
之后一直从事对外和对台报道。
最　初当过几年翻译，1973年起改做编辑、记者。
担任过《中　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中文编辑部副主任、　主任，是大陆首批赴台采访
的记者之一。
1992年起享受政　府特殊津贴。
1993调任《台声》杂志总编辑。
高级记者。
　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胁会理事。
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
1997年起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总编室主任兼　编委等。
2000年退休。
2001至2002年奉派在朝鲜外文出版　社任专家，回国前被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二级友谊勋章。
　事迹和简介刊于十几种名人录等辞书。
多年来，除写过大　量通讯报道外，也发表过报告文学和翻译作品，还出版过　专著《在希望的土地
上》、　《澳门面面观》、　《两岸交流　纪事》、　《话说台湾人》；与他人合著的有《扎根在这
片　土地上》、　《黄河万里行》、　《首批犬陆记者台湾纪行》、　《澳门风物》、　《解读台湾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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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历史的研究中发现，台湾汉人的村落居民的构成，祖籍是一个重要的界限。
在处于经常发生械斗的情况下，不同籍的居民是很难混居的。
经常发生的，则是不同祖籍的乡人之间的械斗。
这样的大规模械斗发生之后，也往往引起各人群的大举迁徙。
这样又使台湾在祖籍人群的分布上更趋于集中。
经过时间的累积，台湾的这个移民社会才逐渐本地化，丢弃了原来的祖籍分类意识，而逐渐培养出新
的地缘团体。
大约在1 860年以后，几乎再也没有大规模的、以祖籍人群为分类单位的械斗事件了。
到了清末时期，台湾汉人的社会意识已经逐渐抛弃祖籍观念，而以现居的群落组织为其主要生活单位
。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村落的寺庙神和宗族组织担任着最重要的整合角色。
　　按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很少有人丢下祖先的牌位和坟墓而远离家乡，即使在生活困窘的时候，也
是家中只有一个男人到海外去谋生，而较少举家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
很多移民来到台湾后只打算停留一段时间，一旦赚够了钱就返回家乡置地建房。
一些人在台湾买下了田产并住了下来，也还是和家乡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到日本占领时期被迫中断
，因为日本殖民当局要台湾人忘掉自己的祖国）。
当他们初来台湾的时候，大都和自己的亲族或同乡一起结伴，到达之后住在同一个地点，并且以他们
的姓氏给村庄命名。
所以在台湾，很多村庄里都住着一个大姓。
这就是台湾开发初期同族聚居盛行的来源。
这些不同祖籍人群大都供奉着他们特有的神祗，并以他们的庙宇为团结的象征。
比如，漳州人多供奉开漳圣王，泉州人多供奉观音佛祖，同安人多供奉保生大帝，安溪人多供奉清水
祖师，客家人多供奉三山国王。
以这些寺庙神的信仰为基础，台湾的汉人社会发展成了村落或超村落的社会组织。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其他还有相当多的可能性，如方言、祖籍地缘、宗教信仰、宗族关系等也会成为群体意识的认同标准
。
以亲属团体--宗族来说，同一宗族的成员往往集中于一个乡镇，又加上械斗事件的频繁发生，同一祖
籍地的移民也会有集中居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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