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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与台湾的六缘关系

中国人最讲缘，在中国文化里，“缘”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因

“缘”而构词，因 “缘”而交际，因 “缘”而联通，在汉语中，我们随

处可见、俯拾皆是：缘分、姻缘、因缘、缘故、机缘、随缘、尘缘、

三世有缘、广结善缘等等。

因 “缘”而生关系，以 “缘”推度深浅，凭 “缘”连接友谊，增

“缘”展望未来。 “缘”字内蕴深厚的词性在文学、哲学、经济学、社

会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学科中都具有特殊的、重要的解释力， “缘”

在中华文化中具有强大拓展意向。

“缘”其实就是 “因果”，形成事物、引起认识所依赖的、起直接

作用的条件叫作 “因”，起间接作用的相关条件叫作 “缘”。“因缘”指

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一切事物均处于因果联系的网络中，

依特定的条件而产生，因相互的作用而变化。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认识事物就是了解事物间的广泛联系，就是

寻找事物间的关系，也就是寻找 “缘分”，就是 “结缘”，办好一件事、

结交一位朋友，就需要 “广结善缘”。因此，人与人、人与事物彼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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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条件越具备，也就越有 “缘”或 “缘分”。 “结缘”就是弄清关

系、建立信任、增加认同、共同发展。

四川和台湾，一个在中国大陆崇山峻岭的西南深处，一个置身波

涛万里的东南海域，从地理距离看，似乎关联不多。但我们从经济、

文化、社会等方面做一番历史梳理和现实考察，四川与台湾 “缘分”

相当深厚，至少存在以下 “六缘”，即乡缘、文缘、业缘、物缘、神

缘、婚缘。

一是 “乡缘”，这是因血缘、亲情、邻里、乡党等关系所形成的关

系。

因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繁衍蔓延，天下华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

黄帝的妻子嫘祖是四川盐亭人，嫘祖也就是炎黄子孙的 “老祖母”，因

此天下华人当然都与四川有关。

大禹治水，疏导河川，伟业丰功不仅体现在征服自然，更奠定因

势利导而非生硬堵截这一中华文明的核心智慧而培育了天下华人的精

神气质。大禹是四川北川人，因此，天下华人崇大禹则必尊四川。

川人自古勇于开拓，筚路蓝缕走天下，在台湾能够找到川人祖先

的足迹。近年来，在台湾卑南发现的玉玦，竟然与四川广元玉玦极为

相似。广元玉玦与卑南玉玦的相似说明，卑南文化不仅与南海诸地文

化相近，还与四川元坝文化存有一定渊源。广元玉玦的发现牵出了

“至少３０００多年前”四川广元与台湾台东即有联系。 “距今３０００多年

前，中原为商朝后期。当时中原逐鹿，不满商王统治，很多方国举旗

倒戈。彼时广元元坝是否恰好存在一个方国，后因战乱而举族东迁了

呢？因文化差异及地盘争夺等因，一直迁到了宝岛台湾，从而影响了

当地文化呢？”两块玉玦，将川台两地的关系史，上推至少３０００年。

１９４９年，十余万川籍军人赴台。几十年来，他们乡音不改，乡俗

不变，把四川地域文化、乡风习俗带到了台湾，与台湾地域文化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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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交流融合。根据四川侨务志统计，在台川籍人士达１６余万人。

这些川籍人士组成众多 “四川同乡会”，川人通过同乡会，联络乡亲，

凝结乡情，代代相续，川人的子孙，既尊四川先人，又敬台湾亲朋。

特别是 “三通”开放以来，两地间探亲访友，故友新知，亲情浓烈。

因血脉相同，因血缘相融，宗同一个中华始祖，此为 “乡缘”。

二是 “文缘”，这是川台两地在共同创造精神财富过程中形成的关

系。

台湾与四川，有中华民族整体不可分割的关系，有中华文化共同

的精神内涵和文明气质，又在历史进程中结成深厚关系。

近年来，四川与台湾不断推动各具特色的文化交流互动，通过

“天府四川宝岛行” “台湾·四川活动周”中的 “四川·成都大庙会”

等文化活动，举办了七届 “巴蜀文化精品台湾展”，自贡恐龙化石、三

星堆金沙珍贵文物等赴台展览，藏、羌、彝民族和四川民俗特色的歌

舞交流团赴台演出。以 “文化”为主线，通过 “川音、川艺、川味、

川景、川灯、川茶、川酒”等内容，全面展示了天府之国源远流长的

历史文明、独具特色的人文风情，以及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台

湾文化也入川展示，连年举办的台湾美食节在让川人大快朵颐的同时，

也体验到台湾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

在两地都享有盛誉的著名艺术家，可与毕加索媲美的大画家张大

千，是四川内江人。因大千先生这一四川 “特产”，四川与台湾两地在

艺术、文化方面的交流形成独特景观。台湾著名作家琼瑶，她的小说

改编的影视剧风靡两岸，形成了独特的流行文化现象，在推动两岸文

化交流、相互了解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琼瑶是湖南人，出生在四川，

她在川台关系中发挥了特殊的推动之功。

川台两地民众在文化中交流中感受相同的血脉，在艺术交融中凝

聚浓浓的情意，在加深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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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巨大作用、产生重要影响，四川已成为台湾与祖国大陆文化交流

最密切的西部省份，此为 “文缘”。

三是 “业缘”，这是通过共同的利益而形成的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丰富的资源和大

量的劳动力，形成了优越的投资环境。近年来，两地经贸合作实现突

破性发展。四川抓住灾后恢复重建、西部大开发、台资西进等良好机

遇，大力推进对台经贸交流与合作，加快建设西部台商投资新高地，

取得重大突破，在招大引强的同时，注重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已

初步形成电子信息、食品饮料、建筑建材、百货零售四大优势产业集

群。以平台建设为支点，加快建设和发展成都海峡两岸经济科技产业

开发园、成都新津台湾农民创业园和攀枝花盐边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国

家级涉台园区，连续四年举办 “中国西部海峡两岸电子信息产业合作

研讨会”。以环境营造为保障，四川省先后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促进沿

海台资企业内移四川的意见》《关于促进台资企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

意见》等政策，切实维护台商的合法权益，有力推动了四川与台湾的

经济交流与合作。截至２０１３年上半年，全省累计登记注册台资企业

１６２０家，项目投资总额１０８．８４亿美元，利用台资９２．０１亿美元，投资

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企业１６１家，各项指标均位居西部首位。特别是富

士康、仁宝、纬创等一批台湾知名电子信息产业重大项目相继落户四

川，并带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发展，使台商在川投资规模迅速壮大，投

资领域不断扩大，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投资的信心更加强。加上早

期来川的统一、顶新、旺旺、台玻、远东等台湾知名企业在川投资力

度不断加大，这些台资企业不仅自身得到发展，在市场上处于领先地

位，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推动了技术进步和

产业升级，促进了四川省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台

湾已成为四川第三大境外投资来源地和第六大贸易伙伴，成为四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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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川作为西部重要的物流、商贸、科技和金融中心，对西部地区

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越来越强。川台两地都认同 “投资西部，首选四川。

投资四川，辐射西部”。川台经贸合作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此为 “业

缘”。

四是 “物缘”，这是因 “物”而延伸的联系，因物而集合的人群之

间形成的关系。

四川虽深处大陆内地，但自古就是通商海外的重要起点和要道。

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发源于四川，将蜀地丰富的物产带到海外。

随同丰富物产的输出，四川和台湾因物而发生越来越广泛深入的关系，

比如川茶、川酒、蜀锦、川菜以及其他土特产在台湾地区广受欢迎而

极大促进两地商贸发展。因大熊猫等珍稀动物入台而增进两地文化交

流，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大熊猫 “团团”“圆圆”赴台，让四川与台湾增添了

一份特殊情缘，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入选全国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地震后来川旅游的台湾游客逐年增加，２０１２年已经达到３４．４２万人次。

因九寨沟、峨眉山、乐山大佛等旅游胜地吸引大量台湾游客来川旅游。

这些广泛多样、丰富多彩的关系而集合各行各业的人群，因此而建立

起各种行业协会、专业行会、研究会等，在推介四川丰富物产和资源

的同时，有力推动着两地关系的发展，两地关系因 “物”而生 “缘”，

此为 “物缘”。

五是 “神缘”，这是因共同的宗教和民间信仰、共奉的神祇而形成

的关系。

四川宗教资源丰富，大邑县鹤鸣山是道教的发源地，成都青羊宫

是著名道观。峨眉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历史上出了许多高僧大德。

现在台湾南投县的中台禅寺的住持惟觉和尚是四川营山县人。四川的

著名宗教场所也是台湾信众的祭拜之地。关帝、诸葛亮、哪吒等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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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在两地都有深厚广泛的信众。四川梓潼的七曲山大庙是文昌帝君

的祖庭，台湾民众对文昌帝君敬奉有加，文昌文化已经成为两岸交流

的重要纽带，前来朝拜文昌帝君、交流文昌文化的台胞逐年增加。

川台两地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方面的共同之处和交流关系，形成了

两地的特殊 “神缘”。

六是 “婚缘”，这是因通婚、结亲而产生的特殊关系。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和发展，两岸同胞往来日益密切，

迄今两岸婚姻已超过３０万对，两岸婚姻已成为融合两岸同胞感情、增

进两岸同胞了解的一条重要纽带。四川省台办连年主办以 “川台情·

家乡美”为主题的 “在台四川新娘故乡行”活动，台湾新住民关怀协

会和台湾中华两岸巴蜀文经交流协会共同组织在台四川籍 “新娘”回

川参加活动，川籍 “新娘”通过与四川省台办、省妇联、省律师协会

和省公证协会等单位交流座谈，共话家乡美，共叙川台情。通过故乡

行活动，让在台四川 “新娘”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了解家乡的独特

魅力和发展潜力，向两岸的亲人介绍四川，宣传四川，进一步推动川

台交流合作。

四川省民政厅婚姻登记处有关人士透露，１９９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８

月２５日，台湾同胞与四川同胞在四川省民政厅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

记共计１８０００多对，占全省涉外婚姻总数的一半左右。川台婚姻中，

男方是台湾同胞的占同期婚姻登记总量的９９．３９％。四川新娘与台湾夫

婿，这是 “婚缘”，更是 “亲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婚缘”是最

大、最重、最特殊的缘分，“累世修行”才修来 “夫妻之缘”啊！

川台两地，因 “乡缘”而同宗共祖，因 “文缘”而文化相融，因

“业缘”而共同发展，因 “物缘”而共享资源，因 “神缘”而传播善

因，因 “婚缘”而亲情深厚。在这 “六缘”的推动下，两地交流日益

广泛深入、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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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台湾两地 “六缘”关系说，是植根于五千年华夏优秀传统文

化基础上，吸取道家 “六亲和睦”的观念，以儒家的伦理为理论根据，

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立足现实，面向海外而创立的新理论，也

是对外开放、发展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经验总结。

四川是移民大省，有多元文化的优势，有较强的兼容性、开放性

和广泛的延伸性。四川与台湾 “六缘”关系的提出，有利于两岸深化

交流合作，促进四川开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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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大陆与台湾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共同植根于中华民族

的共有精神家园。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使大陆与

台湾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心相系、情相融。不论是几百年前跨越

“黑水沟”到台湾 “讨生活”，还是几十年前特定历史背景下迁徙台湾，

广大台湾同胞都是我们的骨肉血亲。我们的血脉里流动的都是炎黄祖

先的血，我们的精神上坚守的都是中华民族的魂。

天府之国四川与祖国宝岛台湾，一个地处西南腹地，一个拱卫东

南海疆，虽山川阻隔，但血脉相连。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来，四川

与台湾交流日益密切，本章旨在从川台之间的人文溯源以及始于台湾

光复，盛于１９４９年当代中国最大移民潮中的川人大迁徙，对川台关系

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以窥见四川与台湾交往的辉煌历史篇章。

第一节　同文共祖———川台族群人文溯源

宝岛台湾地处东南海滨，面积达三万六千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一

大岛屿。因其地处海路要冲，历来被视为藩篱东南、控制全洋的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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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清人称之为 “闽、粤、江、浙之保障，燕、齐、辽左之咽喉。”①

台湾自古与大陆就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证

明，其土著居民同大陆古越族有浓厚的血缘关系和相同习俗②。大陆居

民从三国东吴黄龙二年开始入居台湾及澎湖岛以来，从此日益频繁。

元至元十八年 （１２８１）始设专门政权机构澎湖巡检司，隶属福建省晋

江县。明末清初的四川和台湾因战争等原因，人口稀少，全面凋残。

在川台两地亟待重建的关键时刻，居住于闽粤赣边的客家人，为了寻

找更好的生存空间，一支西迁天府之国四川，另一支东渡美丽宝岛台

湾，为两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掀开了川台两地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一、共同的祖源根脉

水有源，树有根。川台两地的客家人有着共同的祖源根脉。所谓

客家人，是指原籍为河南地区的中原汉族，在东晋战乱时南迁，开始

成为具有 “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后来的几次迁徙行动中，逐

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

支系。客家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客家语系是汉民族八大方

言之一。

客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

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目前主要聚居在广东、江西、

福建、四川、广西、湖南、台湾、海南、香港及海外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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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湘棻：《犀烛留观记事》，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８２页。

沈莹 《临海水土志》云： “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的正白，乃是石也。”见
《太平寰宇记》卷７８０。翦伯赞： 《台湾番族考》，见叶圣陶 《开明书店２０周年纪念文
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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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的起源存在多种说法，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在 《客家源流考》

中指出：“客家先民源自中原，迁居南方，后又再度迁移，总共有五次

大迁徙。”① 历时１５００余年。

第一次大迁徙是在公元３１７—８７９年间，东晋怀帝时，由于西北方

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形成对汉民族影响深远的 “五胡乱华”之局，中

原地区的不少官员和平民，也纷纷渡过黄河南下居住于淮河流域。

第二次大迁徙是在公元８８０—１１２６年间。唐朝末年，黄巢举兵起

义及 “五代十国”，天下大乱，客家先民又从淮河流域的皖、赣、江浙

等地居所，迁往江南南部、福建西北及广东北部。

第三次大迁徙是在公元１１２７—１６４４年间，金元相继入侵，宋高宗

南渡，在这过程中，许多客家人卷入保卫宋室、抵抗元兵的勤王战争。

宋亡后，退往更偏远的广东东北部，形成了客家在闽粤赣边的大本营。

第四次大迁徙在公元１６４５—１８４３年间，这次迁徙是因闽粤赣边的

客家人口激增、生存环境恶劣，为谋求发展，客家人逐渐向四川、广

西及台湾迁徙，进一步扩大了客家人的分布范围。

第五次大迁徙是在１８６６年以后，发生于太平天国起义末期。太平

天国起义军主体是客家人，失败后，许多客家人迫于政府压力及谋求

发展空间，纷纷向地理位置偏远的海南岛及东南亚等海外地区迁徙。

川台两地的客家人根在中原，源在闽粤赣边，是客家人第四次大

迁移时，从客家大本营向不同方向出发的同根本源的骨肉兄弟。

　　二、相同的历史背景

客家人是我国汉民族中的一支重要民系。据罗香林先生考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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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台北）南天书局，１９９２年版。



家先民源于中原，自西晋永嘉之乱 （３０７－３１３）始不断南迁，在经历

了永嘉南迁、唐末黄巢之乱、宋室南渡三次大规模的迁徙时段后，逐

渐定居于闽、粤、赣三省交界之地，形成了客家大本营。然而经过元、

明两代三百余年的休养生息，造成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占之地、

山多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乃思向外迁移。① 因人口激增与耕地贫

瘠的矛盾导致客家人企望走出大本营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恰在此时，

四川与台湾为客家移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台湾自明天启四年 （１６２４），荷兰殖民者逐步蚕食台湾至崇祯十四

年 （１６４１）占领台湾，实行残酷统治，直到清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郑成

功收复台湾。荷兰占据台湾长达３８年之久。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实行鼓

励垦荒政策并以此为据点对抗清廷。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清廷派施

琅率军统一台湾后，康熙下诏：“命郑克塽家口亲族及刘国轩、冯锡范

本身家口，俱令遣发来京。其伪官并明裔朱恒等，俱于附近各省安插

垦荒。”② 仅 “在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最初一年里，从台湾移回大陆的人

口不少于５万人”③。而郑氏据台时人口仅１１—１２万人，强制移出５万

人，使台湾人口骤减近半。由于清廷担心台湾再次成为反清据点，以

“靖边患”为由对于大陆沿海居民迁台采取消极政策，并几度实行 “迁

界”政策，禁止内地居民渡台。此时，台岛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未开

发状态。而闽粤地区民众受到本地生存条件的限制与台湾富庶的诱惑，

仍大量私自乘船渡海，且一直未曾断绝。其中来自闽粤山区的客家人

就是一支重要的移民方阵。据当时文献所载： “台民皆徙自闽之漳州、

泉州，粤之潮州、嘉应州，其起居、服食、祭祀、婚丧，悉本土风，

004

①

②

③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圣祖仁皇帝实录》，《清实录》卷七百八十四，中华书局影印，１９８５年版，第５

册，第２３９页。

陈孔立：《台湾研究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５９页。



!
"
#$
%
&
’

与内地无甚殊异。”①

众所周知，四川历来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省份，自 “秦移万家实

之”②，至明代初年的洪武大移民，巴蜀地区一直是移民的输入地。明

天启元年 （１６２１）始，此后６０年间，巴蜀大地战乱不断，先是永宁土

司奢崇明叛乱，紧随其后，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张献忠屠戮四川、割

据一方。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清军入川与农民起义军、残明军队和四川

地主武装对垒攻伐，未得喘息的四川，又成为三藩之乱的主战场达８

年之久，于１６８０年始告平息。四川兵连祸结前后近半个多世纪，在瘟

疫、虎患交相作用下，人口逃亡屠杀殆尽、田园荒芜废弃，天府之国

沦为人间地狱。康熙九年 （１６７０）德阳知县李若璋上任所见情景为：

“人民稀少，景物荒凉，署中止草屋数椽，城窟存虎豹之迹。”③ 面对如

此残破的巴蜀，清廷开出了 “招民垦荒”的良方，一时间，鄂、湘、

闽、赣、粤、陕等省移民齐聚巴蜀大地，这就是影响巴蜀历史进程的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来自闽粤赣边的客家人成为迁川移民中的一

支重要方队。

上述可见，迁徙台湾和四川的客家移民是基于相同的历史背景、

共同的生活区域、一致的迁徙原因为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而选择了不同

的迁徙路径。形成了客家移民东渡台湾和西进四川的伟大壮举。虽然

客家移民在四川与台湾生存、融合等有所不同，但从社会的发展效果

来看，客家移民的到来对于川台两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

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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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丁绍仪：《东瀛识略》卷三，第３３页。

常壉：《华阳国志·蜀志》。

嘉庆 《什邡县志》卷３７ 《政绩》（民国铅印本）。



　　三、共同的精神家园

闽粤赣边系指今天的江西赣州，福建龙岩、汀州，广东梅州等三

省交接之地，不仅是客家人的生成地和大本营，更是川台客家人的共

同祖地，共有的精神家园。有学者指出，“四川的闽粤移民主要来自于

闽粤山区，小部分来自于沿海，而台湾的闽粤移民主要来自闽粤沿海，

小部分来自于山区”①。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川、台客家人的真实祖籍

来源呢？

当前，学界认同的四川客家人的分布范围，成都东山客家祖籍来

源多为广东嘉应州五属 （梅县、蕉岭、平远、五华、兴宁）和惠州府

的龙川、连平、河源等州县。仪陇县客家祖籍来源于粤北的韶州府一

带。沿沱江流域一带的客家人祖籍多为福建闽西一带。西昌黄联镇客

家人，祖籍多来自广东长乐、福建武平和江西龙南等地区。② 同样，我

们在对四川客家移民家谱统计中也证实了上述论断。③

据台湾学者丘昌泰先生统计，台湾客家人的祖籍地包括：永定、

上杭、武平、连城、长汀、宁化、南靖、平和、诏安、云霄、龙溪、

漳浦、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丰顺、蕉岭、兴宁、长乐、

平远、梅县、海丰、陆丰、河源等闽粤市县。④

以罗香林先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 《客家学导论》中对客家人在

闽粤赣边分布为参考依据，我们可以发现，川台客家人在各自的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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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正刚：《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江西高校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陈世松、李映发：《四川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陈世松主编：《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丘昌泰：《台湾客家人的 “福佬化”族群同化理论的观察》，转引 《移民与客家
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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