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移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２－３戰後的人口移入                                              朝淦老師排版整理與授課 

戰後的移民潮 移民的返

鄉探親 
婚姻移民 

國際移工注入 

臺灣 國共內戰與人口遷移 槍林彈雨下來臺的大陳義胞 被遺落的異域「孤軍」 眷村及眷村文化 

 
 

「
本
省
人
」
之
稱
不
脛
而
走
，
成
為
一
般
人
習
慣
用
語
。 

 

臺
灣
外
省
人
的
類
屬
，
是
二
戰
後
，
臺
灣
重
回
中
國
統
治
之
後
才
出
現
的
分
類
。
國
民
政
府
給
予
臺
灣
行
省
的
行
政
地
位
，「
本
省
」、 

●
補
充
：
外
省
人 

↓
當
時
採
軍
籍
和
戶
籍
分
開
制
，
難
以
精
確
估
算
出
外
省
人
來
臺
數
量
，
根
據
資
料
，
一
般
推
估
軍
民
總
計
約
在
一
百
二
十
萬
左
右
。 

２
二
戰
後
，
中
國
大
陸
內
部
政
經
情
勢
混
亂
，
加
上
國
共
內
戰
爆
發
，
使
中
國
大
陸
各
省
人
民
往
外
遷
移
。 

１
國
民
政
府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十
月
接
收
臺
灣
後
，
來
臺
處
理
接
收
事
務
的
官
員
、
軍
公
教
人
員
和
眷
屬
等
。
一
般
稱
為
「
外
省
人
」 

●
背
景
： 

 
 

「
不
願
受
共
產
暴
政
，
毀
家
抒
難
，
拋
棄
祖
墓
家
園
，
義
無
反
顧
，
投
奔
自
由
」，
因
而
被
冠
以
「
義
胞
」
的
尊
稱
。 

 

當
時
撤
退
來
臺
的
大
陳
島
民
，
每
人
只
能
背
二
、
三
十
斤
的
行
李
，
可
以
說
是
舉
鄉
遷
臺
。
當
時
他
們
被
詮
釋
為 

●
補
充
：
大
陳
「
義
胞
」 

 
 

↓
政
府
建
立
「
大
陳
新
村
」，
作
為
居
民
在
大
陳
島
聚
落
的
延
續
。 

 

Ｃ
同
年
在
美
國
第
七
艦
隊
的
協
助
下
，
大
陳
島
全
島
軍
民
全
數
撤
離
抵
臺
。 

 
 

 

撤
退
大
陳
島
軍
民
近
三
萬
人
來
臺
。 

 

Ｂ
韓
戰
停
火
後
，
一
九
五
五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對
浙
江
外
海
的
一
江
山
展
開
攻
勢
，
政
府
基
於
各
方
考
量
，  

 

Ａ
韓
戰
爆
發
後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無
暇
顧
及
臺
海
局
勢
。 

２
撤
守
： 

１
背
景
：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撤
退
來
臺
後
，
尚
保
有
浙
江
、
福
建
沿
海
一
帶
的
島
嶼
，
以
制
衡
中
華
人
民
共
合
國
。 

 

以
泰
北
孤
軍
為
主
角
的
小
說
《
異
域
》
是
柏
楊
的
代
表
作
。
於
一
九
九
○
年
改
編
成
電
影
上
映
。 

●
補
充
：《
異
域
》 

３
透
過
媒
體
與
作
家
對
「
孤
軍
」
報
導
，
臺
人
展
開
人
道
救
援(

包
含
農
業
技
術
援
助
、
各
項
基
礎
建
設
等)

。 

 

（
未
能
來
臺
者
與
泰
國
政
府
協
議
成
為
合
法
泰
國
居
民
） 

２
一
九
五
三
、
一
九
六
一
年
撤
退
來
臺
，
政
府
安
置
於
桃
園
龍
潭
、
高
屏
地
區
、
清
境
農
場
等
地
。 

１
背
景
：
國
共
內
戰
後
期
，
駐
守
雲
南
國
民
黨
軍
撤
退
至
緬
甸
、
泰
北
邊
境 

↓ 

引
發
國
際
爭
議
，
緬
甸
向
聯
合
國
控
訴 

 
 

因
童
趣
且
色
彩
繽
紛
的
筆
法
，
成
為
熱
門
景
點
，
為
眷
村
轉
型
的
成
功
案
例
。 

 

Ｃ
眷
村
轉
型
：
近
年
興
起
眷
村
轉
型
風
潮
，
在
保
存
傳
統
文
化
的
基
礎
下
，
添
加
現
代
、
創
新
元
素
，
如
臺
中
的
彩
虹
眷
村
，  

 
 

 

會
將
各
種
食
物
一
起
下
鍋
燉
煮
，
製
成
滷
味
，
以
延
長
保
存
期
限
，
形
成
有
別
於
傳
統
臺
菜
滷
製
食
品
風
味
的
佳
餚 

 

Ｂ
眷
村
美
食
：
由
於
當
時
政
府
有
配
給
麵
粉
，
所
以
各
類
麵
食
、
餅
類
成
為
眷
村
的
主
要
菜
色
。
另
因
當
時
生
活
條
件
較
為
困
頓
，  

 
 

 

不
斷
提
醒
民
眾
，
進
而
達
到
凝
結
團
體
意
識
的
效
果 

 

Ａ
反
攻
標
語
：
時
常
見
於
眷
村
的
公
共
領
域
，
是
一
種
深
具
時
代
意
義
的
象
徵
與
宣
傳
手
法
，
利
用
斗
大
的
文
字
，  

５
眷
村
文
化
： 

 
 

如
「
自
強
新
村
」、「
四
維
新
村
」、「
光
復
新
村
」
等
，
一
般
通
稱
為
「
眷
村
」。 

４
眷
村
：
政
府
廣
建
住
宅
供
外
省
移
民
居
住
，
並
多
以
勵
志
性
或
勉
勵
性
的
名
詞
做
命
名
，  

３
居
住
地
區
：
主
要
聚
居
於
都
市
地
區
，
以
臺
北
市
比
例
最
高
，
其
次
為
高
雄
市
、
新
北
市
。 

２
成
員
職
業
：
多
為
軍
公
教
人
士
。 

１
成
員
來
源
：
眾
多
來
臺
的
外
省
人
中
，
以
沿
海
省
籍
比
例
最
高
（
福
建 

Ｖ 

浙
江 

Ｖ 

江
蘇 

Ｖ 
廣
東 

Ｖ 

山
東
）。 

３
解
嚴
後
：
Ａ
蔣
經
國
認
為
該
開
放
大
陸
探
親 

 
 

 
 

Ｂ
當
年
（
一
九
八
七
年
）
開
放
一
般
民
眾
可
赴
大
陸
探
親 

２
在
黨
外
人
士
與
人
道
主
義
分
子
的
協
助
下
，
展
開
老
兵
返
鄉
探
親
運
動 

１
因
兩
岸
政
治
問
題
，
來
臺
外
省
人
長
時
間
無
法
與
家
鄉
親
人
聯
繫 

Ｂ
如
南
洋
風
味
的
「
娘
惹
餐
」、
越
南
河
粉
、
泰
式
打
拋
豬
等
，
今
日
常
見
於
臺
灣
大
街
小
巷
。 

 

Ａ
這
批
婚
姻
移
民
在
臺
灣
落
地
生
根
，
成
為
臺
灣
新
住
民 

２
二
○
一
九
年
外
籍
配
偶
人
數
已
超
過
五
十
四
萬
人 

 

指
父
親
或
母
親
是
外
籍
人
士
的
國
民
，
他
們
的
婚
生
子
女
便
稱
為
「
新
臺
灣
之
子
」。 

●
名
詞
解
釋
：
新
台
灣
之
子 

 

 
 

（
３
）
臺
灣
男
性
轉
向
對
外
尋
找
對
象
，
形
成
當
今
眾
多
外
籍
配
偶
與
「
新
臺
灣
之
子
」
的
現
象 

 
 

（
２
）
專
業
婚
姻
仲
介
公
司
出
現 

 
 

（
１
）
臺
灣
積
極
推
動
南
向
政
策
， 

與
東
南
亞
國
家
互
動
頻
繁 

 

Ｃ
一
九
九
○
年
代
以
後
： 

 

Ｂ
一
九
八
○
年
代
後
：
臺
灣
工
廠
轉
往
東
南
亞
地
區
發
展
，
部
分
派
駐
在
外
的
臺
人
，
與
當
地
女
子
結
婚 

 

Ａ
一
九
六
○
到
一
九
七
○
年
代
初
期
：
少
數
東
南
亞
女
性
藉
由
婚
姻
介
紹
來
到
臺
灣
鄉
村 

１
外
籍
配
偶
的
出
現
： 

 
 

 
 

 

吃
飯
慶
祝
，
如
同
臺
灣
過
年
般
的
熱
鬧 

４
影
響
：
隨
著
東
南
亞
新
住
民
及
國
際
移
工
的
增
加
，
每
年
在
伊
斯
蘭
教
開
齋
節
期
間
，
會
有
許
多
穆
斯
林
聚
集
在
臺
北
車
站
一
起 

３
從
事
製
造
、
營
造
、
屠
宰
等
工
作
，
以
及
社
福
勞
工
，
從
事
家
庭
幫
傭
、
機
構
看
護
等
行
業 

２
人
數
：
至
二
○
一
九
年
，
在
臺
外
籍
勞
工
人
數
已
達
七
十
萬
人
，
以
印
尼
人
數
最
多 

 
 

 
 

Ｂ
一
九
八
九
年
以
後
，
政
府
推
動
十
四
項
建
設
，
勞
力
短
缺
，
正
式
引
進
第
一
批
低
技
術
外
勞 

１
背
景
：
Ａ
勞
力
密
集
產
業
面
臨
低
技
術
勞
力
不
足
的
現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