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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早期漢人的拓墾方式，大多以「血緣」或「地緣」的組織模式來從事土

地的開發。其中，以同姓為結盟基礎的家族拓墾，在全台各地皆有發現。面對小

地域的家族進行研究，可重構一地的開發過程、社會結構及人群組合，甚至對台

灣的開發歷史亦能有所了解。 

    本文嘗試以柳營劉家在光復以前的家族發展為經，家族所面臨的社會脈動與

政權交替之處置方式為緯，以找出兩項要件所共同建構出的家族性格，藉以釐清

家族與政權、地方事務間的相互關係。 

    1661 年．柳營劉家的開台祖劉求成，因其父的關係，遂跟隨鄭成功大軍，

以軍眷的身份隨其母來到了台南府城。而後來到了柳營從事土地拓墾，奠定了柳

營劉家在台灣的基業，也開始了劉家在柳營一帶的社會關係。 

    清朝統治台灣兩百一十二年的時光當中，大部分的時期對於台灣的治理可說

是非常的消極，加上移墾來台逐利的漢人人數愈來愈多，故而整體的社會是不平

靜的。這樣的環境，造就了劉家自組團練武力，以維護其家族的利益。而五世祖

劉全，更由農轉商，從事蔗糖的經營，大量累積了財富。也因此更有餘力能提供

劉家子弟讀書，獲取科舉功名，成就劉家於有清一代出現了多位舉人與秀才的榮

況，奠定了劉家的地方領導地位。 

    日據之後，由於總督府的殖民高壓統治，使得台灣社會的行政控制力趨於嚴

密。不過，殖民當局為有效的達成管理統治的目標，仍須藉助地方領導勢力的幫

助。故而，劉家延續清朝時期的地方領導勢力，到了日據時期，仍與政權互動良

善，成了殖民當局的統治幫手。不過，受到新教育的啟迪，劉家留學外國的子弟，

亦投入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為啟迪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而努力。 

    本文最後將柳營劉家與霧峰、板橋林家作一比較，探討家族的興衰與其經營



模式間的關係，藉以找出台灣家族的發展間的異同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