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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湾光复后，陆续有 13 家大陆同乡会在台湾成立。1949 年后，随国民党迁台人员纷

纷在台湾组设大陆同乡会。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数量多、分布广、时间久，至今仍有 486 家大陆同

乡会存在，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大陆同乡会一度因应国民党当局政策凸显其政

治功能，亦发挥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及文化功能，创办至少 181 种刊物，维系了同乡感情，保存了故

乡文献。大陆同乡会组设时间不同，其宗旨也存在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强调其政治归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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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3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开始与台湾出版机构合作，收集整理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 下文

简称“大陆同乡会”) 的文献资料。大陆同乡会多有文献出版，涉及家乡地理、历史、人文、习俗，也

有回忆录、纪念文集、人物传略，还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时评和论文等，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文

献价值。目前，社科文献出版社已建成“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 下文简称“同乡会数据

库”) ，并完成陕西、湖北、福建、山东、东北、河北、河南、山西、甘肃、广西、广东、浙江、江苏、湖南、贵
州、江西、四川、云南库数据资料。同乡会数据库简介称:“1949 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国民党党政军

人员、学生以及文化界人士等约 120 万人到台湾并定居下来”，“为了联络乡谊、互相济助，成立了

300 余个同乡会组织”。［1］数据库“汇集 1949 年后台湾大陆同乡会组织创办的 100 余种，10，000 多

期，约 6 亿字文献资源”。［2］大陆同乡会数量多、时间长、资料杂，收集整理工程浩大，社科文献出版

社及相关专家学者功不可没。但笔者所接触到大陆同乡会资料，与目前公布情况存在较大出入。
因此本文拟就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的数量、分布、成立时间及刊物等基本情况加以考证，希望能对

同乡会数据库有所补充完善。此外，有台湾学者将大陆同乡会定位为“政治性移民的互助组织”，

本文结合成立时间、会员构成等，亦希望有所讨论。

二、相关研究及资料的运用

目前，学界对于战后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的研究还较少，较为重要的有: 李效玲的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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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之研究: 以台北地区同乡会组织为例》，研究光复以来台北地区所设立同乡会的发展、组
织结构、内外关系、主要活动以及社会功能等; ［3］钟艳攸修订其硕士论文出版《政治性移民的互助

组织: 台北市之外省同乡会( 1946—1995) 》，同样集中探讨台北市的外省同乡会，论述同乡会的产

生背景、发展历程、数量与形态、组织与精神象征、会员与经费、主要活动与功能变迁等; ［4］徐丽娟

的硕士论文《台北市江西同乡会之探讨》，对台北市江西同乡会做个案研究，分析其创立、发展、主
要活动、事业及《江西文献》内容特色，探讨台北市江西同乡会与台湾社会变迁; ［5］李映发的《四川

人在台湾———高雄四川同乡会史》，论述了高雄市四川同乡会发展演变、慈善事业、出资助学、联谊

活动、制度规范及两岸交流等，并收录重要乡亲文萃; ［6］张洁和计慧珍的《温州－台湾民间交流研

究》以台北市温州同乡会的《温州会刊》为中心，考察了温州和台湾之间的民间交流; ［7］陈海忠和林

瑜的《台湾地区潮州同乡社团述略》探讨台湾地区潮州同乡会的发展与现状。［8］此外，台北市湖北

同乡会、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等编辑出版了会史，台北市闽南同乡会、台北市浙江同乡会、台北市广东

同乡会、台北市湖南同乡会、台北市海南同乡会、高雄市浙江同乡会等出版过周年纪念专刊。台湾

地区的“中国地方文献学会”编印《中国地方文献社团荟要》介绍中国地方文献学会、大陆各省市县

旅台地方文献社团、台湾省市县地方文献社团等，并探讨研究中国地方文献的理论与方法。［9］总体

而言，同乡会编辑的会史、纪念刊及《中国地方文献社团荟要》大多为资料汇编或同乡会沿革，徐丽

娟、李映发、张洁、计慧珍、陈海忠和林瑜的研究属于个案研究，李效玲和钟艳攸的研究集中在台北

市，目前尚缺乏对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全面详实的梳理，也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在台湾，同乡会属于人民团体，其创设要依据“人民团体组织法”，根据不同层级，向台湾内政

部门或各市县的社会局 /处申请备案，［10］登记注册方可成立，并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因此，

台湾内政部门和各市县社会局 /处的统计资料最为客观全面。此外，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大多有连

续刊物或周年纪念专刊等出版品，少数同乡会还编辑会史，个别同乡会因应信息时代而建立网站。
综上，台湾地区政府部门统计资料、大陆同乡会出版品和网站，为本文主要资料来源。

三、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的数量与分布

资料是学术研究基础，掌握资料多寡决定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对大陆同乡会的研究，首先

要掌握其数量与分布的基本情况。同乡会数据库称“成立了 300 余个同乡会组织”，但根据台湾内

政部门 1992 年统计，截至 1991 年底，台湾地区所设同乡会为 657 家，其中台北地区 306 家。［11］根据

钟艳攸统计，截至 1995 年 12 月，台北市曾有 339 家( 次) 外省同乡会成立案，有 13 家同乡会撤销后

再度重组，实际有 326 家同乡会，其中又有 30 家同乡会撤销，故现存 296 家。［12］2013 年，台湾内政

部门再次统计，截至 2011 年底，台湾地区所设同乡会为 758 个，［13］这个数字包括台湾地区各市县

之间的同乡会。笔者根据台湾内政部门和各市县社会局 /处公布的资料统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共 486 家，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1 和表 2。

同乡会成立后，会因各种原因解散、注销。如台湾地区陕西省同乡会，一些县市“虽曾一度成

立，或因人事更迭，而停止运作，致遭主管机关解散，或因未依章程如期改选其理、监事，而陷于停止

活动”。［14］又如 1988 年，台北市“定远、新疆、镇江等三个同乡会，因停止活动逾两年”，而被注销

“立案证书及图记”。［15］台北市浙江省平湖县同乡会、台北市浙江省嘉善县同乡会、台北市随县同乡

会，均因“未依人民团体法召开法定会议，会务停顿已逾 2 年”，分别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1 月 27
日和 2015 年 10 月 7 日，“依法解散，并注销该团体之立案证书及图记”。［16］因此同乡会数量不断变

化，当在情理之中。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3 月，至少有 132 家大陆同乡会注销或解散。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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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5 年台湾光复至今，台湾地区至少有过 618 家大陆同乡会，远远超过同乡会数据库所说的 300
余家同乡会。同乡会注销后，其资料有限，故下文将重点分析现存的 486 家同乡会。

表 1 台湾各县市大陆同乡会统计表 单位: 家

台北市 高雄市 台南市 基隆市 台中市 花莲县 新竹市 桃园市 台东县 澎湖县 苗栗县

228 35 25 23 21 15 14 14 12 12 10
新北市 嘉义市 宜兰县 南投县 屏东县 云林县 彰化市 新竹县 金门县 连江县 全台

9 9 9 7 7 5 4 2 1 1 23
合计 486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台湾内政部门、各市县社会局 /处相关资料统计，时间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表 2 大陆同乡会统计表 单位: 家

福建 广东 江苏 浙江 湖南 江西 山东

86 49 45 41 40 32 28
河南 湖北 安徽 四川 陕西 河北 广西

27 26 24 19 10 8 6
贵州 云南 海南 重庆 山西 上海 天津

6 5 4 3 3 2 2
辽宁 内蒙古 甘肃 青海 跨区 其他 合计

2 1 1 1 11 4 486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台湾内政部门、各市县社会局 /处相关资料统计，时间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台湾地区现存的 486 家大陆同乡会中，全台的大陆同乡会共 23 家，接受台湾内政部门监督管

理; 各市、县的大陆同乡会共 463 家，接受各市县社会局 /处监督管理。台北市为台湾地区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外省族群聚居众多，共有 228 家大陆同乡会，约占各市、县 463 家同乡会的一半。相

较而言，台北市周边的新北市和桃园市，大陆同乡会分别为 9 个和 14 个。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同乡

会虽然设在台北市，但其会员却辐射到周边地区，甚至全台。诸如台北市龙岩县同乡会，会址在台

北市林森北路，并在台北市社会局登记注册，但其会员遍及台湾 18 个市县。2008—2015 年间，该

会会员分别为 385、378、367、364、342、351、331、336 人，台北市会员分别为 176、170、171、165、157、
157、148、151 人，［17］历年台北市会员都不足该会会员一半。此外，受内政部门监督管理的 23 家全

台大陆同乡会也大多设立在台北市。因此，台北市是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最为集中的城市。总体

而言，大陆同乡会在台湾的分布，除了嘉义县之外，遍布全台湾各市县。大陆同乡会在台湾地区数

量多、分布广，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大陆和台湾历史、文化渊源深厚。
表 2 依照中国大陆目前行政区划加以分类。钟艳攸认为台北市的大陆同乡会多以 1949 年之

前的“各层行政区域为组设单位”，“显示其政治归属性极强”。［18］这个判断显然过于简单。首先，

同乡会是以地缘为纽带而组设的社会团体，而行政区划通常以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作为分界，这就

导致行政区划往往具有延续性。1949 年后，中国大陆虽然对行政区划有所调整，但变化不多。就

目前的同乡会名单来看，除台北市热河同乡会、台北市绥远省同乡会、台北市察哈尔同乡会、台北市

西康省同乡会之外，其余的同乡会归属均与大陆当前行政区划高度重合，仅凭大陆同乡会的行政区

划难以决定其政治属性。其次，台湾当局虽然失去对中国大陆的实际控制权，但从未放弃法律上的

主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明确将“中华民国”分为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台湾当局囿于“意识形

态与政治干预”的影响，行政区划停格在 1947 年的“历史地理”。［19］台湾当局沿用 1947 年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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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大陆同乡会组设，故不能简单以此强调大陆同乡会政治归属性。此外，近年来大陆同乡会还

有根据大陆行政区划更改同乡会名称的，如河北平津同乡会更改为河北京津同乡会。再如常德旅

台同乡会 1983 年在台北市成立，后“为配合湖南省行政区域重划”，于 2015 年向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申请重新立案，经核准更名为台北市湖南省常德市同乡会。［20］因此，大陆同乡会本质上是社会团

体，地缘是维系同乡会的重要纽带。在两岸对峙初期，大陆同乡会因应台湾当局需求有所政治配

合，仅为同乡会社会功能的一部分而已，不应夸大其政治归属性; 而且，随着两岸关系缓和与发展，

大陆同乡会政治功能也在发生变化，更不能简单强调其政治归属性。
钟艳攸统计台北市大陆同乡会，截至 1995 年，江苏省同乡会 45 家、福建省同乡会 39 家、浙江

省同乡会 38 家、江西省同乡会 37 家、湖南省同乡会 29 家、广东省同乡会 26 家，福建和广东两省同

乡会的数量并不突出。［21］同样，截至 2017 年底，在台北市 228 家大陆同乡会中，福建省同乡会 29
家、江苏省同乡会 28 家、浙江省同乡会 25 家、广东省同乡会 24 家、湖南省同乡会 19 家、江西省同

乡会 14 家，福建和广东两省同乡会在数量上也没有绝对优势。但通过表 2 可以看出，台湾现有的

486 家同乡会，覆盖了大陆 25 个省、市、自治区。此外，台湾地区还有 11 个跨区域的同乡会，如台

北市河北京津同乡会地域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台南市、台中市、桃园市和台东县都有两广

同乡会，而花莲县大陆各省市同乡会总会更是囊括了大陆各省市。在 486 家同乡会中，以福建省

86 家同乡会最多，广东省 49 家次之，江苏省则为 45 家，浙江省 41 家，湖南省 40 家。从这个角度可

反映出福建、广东两地与台湾渊源更为深厚，两地同乡会在全台分布更为广泛。
综上，从 1945 年台湾光复至今，台湾地区有超过 618 家大陆同乡会，现存 486 家大陆同乡会。

除嘉义县之外，大陆同乡会遍布台湾各市、县，逾半大陆同乡会集中于台北市。现存大陆同乡会中，

以福建省、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为最多。大陆同乡会在台湾地区数量多、分布广，在一定

程度上证明了两岸历史、文化渊源深厚。

四、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的成立时间

同乡会数据库较为关注 1949 年后成立的同乡会组织。［22］其实，早在清代台湾就有同乡会馆组

织存在。［23］日据时期，大陆同胞在台湾筹设“台湾中华会馆”，同样为同乡组织。［24］台湾光复后，大

陆同乡会也随即在台湾组设，钟艳攸统计 1945—1949 年间台北地区大陆同乡会共 8 个: 台北市闽

南同乡会、台北市莆仙同乡会、台北市福州同乡会、台北市宁波同乡会、台北市山东同乡会、台北市

广西同乡会、台北市江苏同乡会和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25］虽然《台北市志》称“光复后，各省县同

乡会在台北市寥寥可数”，［26］但同乡会数据库简单强调“1949 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容易让人误解

大陆同乡会似乎是 1949 年之后才开始组设。
台湾光复前，在台湾的汉人以福建和广东籍居多。因此，光复初期，福建、广东同乡会的筹设，

肩负着与前来接收台湾的同乡人士联络沟通之责。闽南同乡会、湖北旅台同乡会、广东同乡会和台

北市宁波旅台同乡会都在这样的背景下组设。郭庆霖、吴漫沙、郭秋兴、林良德、郭毓晖、陈三绵、骆
长成、李清标等同乡，宴请来台接收的同乡党政军公人员陈达元、陈清文、张开箴、陈泗孙、吴春熙、
黄南阳、苏铁花等，鉴于“台湾割离祖国五十年，今国土重光，本于爱乡爱国热忱，遂共同发起组织

‘闽南同乡会’，以团结新旧旅台同乡会情感，共谋同乡福祉，并协助政府推行三民主义，建设新台

湾”。［27］1946 年 3 月，闽南同乡会在前中华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出席同乡数百人。1946 年 11 月，张

慕陶、瞿荆州、孙必亨等 20 余人欢迎闽台监察使刘文岛来台，决定成立湖北旅台同乡会。［28］1947 年

8 月，宁波同乡会在首次筹备会议记录中记载“拟筹组台北市宁波旅台同乡会”，“可作后日来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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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之处”。［29］在 1945—1949 年间，除了钟艳攸统计的台北地区 8 个大陆同乡会外，还有台中市福

州十县同乡会( 1945 年 12 月) 、社团法人基隆市闽南同乡会( 1946 年 1 月) 、台南市福州十一县市

同乡会( 1947 年 1 月) 、社团法人基隆市广东同乡会( 1947 年 7 月) 、台南市潮汕同乡会( 1948 年 5
月) 。由此可见，1949 年之前大陆同乡会在台湾北、中、南地区都有分布，但比较集中在北部地区。
此阶段同乡会会员多数是光复前基于地缘、血缘关系就在台湾谋生或经商之人士，以及国民政府前

往台湾接收的官员等。此阶段同乡会大多以联谊乡情、团结互助为宗旨，政治色彩并不明显。
伴随国民党当局迁台，大量军公教人员涌入台湾，大陆同乡会在 1949 年后“如雨后春笋，纷纷

筹组”。［30］1950 年，国民党当局为了规范同乡会，根据“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制定《台湾省某

某同乡会章程准则》，分总则、任务、会员、组织、会议、经费及会计等，共计 6 章 28 条。该准则规定

同乡会“以联络同乡情感，团结同乡力量，发挥互助合作精神，改善乡土习俗，并协助政府举办公益

与生产事业，以增进地方福利，促进建国大业为宗旨”，在任务中要求同乡会“对于反共救乡及地方

建设事项，得向政府提出建议”。［31］在此之后成立的大陆同乡会，章程多半参照国民党当局的规定

格式。1953 年，台北市浙江同乡会组设，规定“本会以联络乡谊，交流情感，团结力量，响应讨毛救

国，促进社会建设，发挥互助合作精神，协谋同乡福利为宗旨”。［32］1954 年，台北市南安同乡会成

立，规定“本会以联络同乡情感，团结同乡力量，发挥互助合作精神，共谋全体会员福利，并促进海

内外同乡协助政府推行国策，重建家乡，完成复国大业为宗旨”。［33］1974 年，台北市福建省同安县

同乡会成立，规定“本会以联络同乡情感、团结同乡力量、发挥互助合作精神、期以奠定雄厚基础进

而抱持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推己及人慈爱为志旨，共谋全体会员福利，更为服务广大社会群众，缔

造各阶层之和谐，并促进海内外同乡协助政府推行国策，共创福利之社会为宗旨”。［34］由上可见，大陆

同乡会在强调联络感情、互助合作的同时，都还强调“推行国策”或“复国大业”。在两岸对峙的历史

环境下，大陆同乡会章程受到《台湾省某某同乡会章程准则》限制，其政治色彩明显，也是情理之中。
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方针。1980 年代初期组

设的大陆同乡会已逐渐淡化政治色彩。1984 年，花莲县云南同乡会成立，其宗旨为“加强乡亲情

谊，互助互爱，敦亲睦邻，宏扬云南讨袁护国精神，拥护政府”。［35］1987 年后，伴随着两岸关系缓和，

两岸人员往来与互动日益频繁，维系故乡文化、加强文化传承成为大陆同乡会组设宗旨之一。据不

完全统计，1996 年以后成立的大陆同乡会至少有 38 个。2008 年后，同乡会宗旨更是强调两岸交

流，并且与大陆互动频繁。2012 年 12 月，中华海门同乡会在台北成立，其任务为“会员联谊、相互

关顾; 促进海门语系华人之乡情; 举办公益社会服务; 建立家乡交流平台; 奖助后代子孙”。［36］2013
年 10 月，台北市石狮市同乡总会成立大会在台北市举行，石狮市委书记张永宁前往参加并致词祝

贺。邱国泉会长表示，“将秉承同乡会宗旨，进一步团结所有旅台乡亲，同聚乡情友谊，增进感情;

同时，发挥自身优势，为促进狮台两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为家乡建设发展贡献力量。”［37］2015 年 3
月，台北市石狮市同乡总会在台南市召开年度会议，筹备升格“台湾石狮市同乡总会”，福建泉州石

狮市副市长蔡天守率当地乡亲约 80 人赴台观礼。［38］2015 年 4 月，南投县云南同乡会成立，其宗旨

为: 将持续与海内外各云南同乡团体密切合作，联系同乡情谊，促进两岸交流与发展。［39］2015 年 9
月，台湾平潭同乡会在台北成立，理事长林亮镛接受采访时表示: “十几年前，平潭人为了讨生活，

跨海来到台湾各地发展”，［40］这说明该会会员为台湾“新住民”，而非 1949 年前后迁往台湾的军公

教人员或其后代。
钟艳攸在其硕士论文中将政治性移民定义为“受到政治迫害、国土沦亡而徙居外地者，并非因政

策决定而迁徙的居民”，［41］后在其专著中修订为“受到战乱因素影响，或因国土分裂而徙居外地

者”，［42］显然其定义“政治性移民”为 1949 年前后因国共内战从大陆移居台湾的军公教群体。台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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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初期成立的同乡会并非政治性移民，钟艳攸亦将 1946—1947 年概括为非政治性移民时期。［43］1949
年前后组设的同乡会或多或少具有一定政治色彩，但同乡会毕竟是社会团体，联络乡谊、团体互助、传
承文化是其主要功能，配合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活动仅为其功能之一。尤其 1987 年之后，大陆同乡会

推动两岸交流与发展，其迁台初期的政治特性已发生根本改变，仍强调其政治性移民属性有待商榷。
此外，随着岁月的流逝，因政治因素迁往台湾的军公教人员逐渐凋零，大陆同乡会会员已经有

数量众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加入。以台北市龙岩县同乡会为例，该会 2014 年会员共 328 人，1950
年( 含) 之后在台湾出生的 163 人，［44］占全部会员的一半。因此，我们更应加强对不同时期大陆同

乡会组设的宗旨、会员构成、活动及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才能全面认识大陆同乡会的发展与演变。

五、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的刊物

大陆同乡会大多发行刊物，除了公布同乡会会务、搜集整理地方文献外，还报导大陆各省现况，

具有较高参考价值。根据钟艳攸问卷调查，在 130 家同乡会中，约有 62%同乡会定期出版刊物。［45］

在另一篇文章中，钟艳攸罗列了大陆同乡会出版的刊物 119 种。［46］张围东在介绍台湾地方文献刊

物时，认为在 1962—1978 年间，同乡会刊物总发行 20 种，［47］显然没有关注到钟艳攸的研究成果。
同乡会数据库认为，大陆同乡会组织多附有文献社，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出版刊物，借刊物发行

达到维系同乡感情、保存故乡文献、抒发思乡感情、宣传会务等目的，并整理列表 112 种刊物。［48］这

些刊物中，有的直接隶属于同乡会，有的则是单独成立的文献社。个人认同这种广义的界定，因为

文献社也是以地缘为纽带的民间社团，在人员上与同乡会往往高度重合。但笔者所掌握资料，大陆

同乡会数据库在统计与分类上仍有商榷之处。
同乡会数据库将《蒙古之友》《蒙藏季刊》《蒙藏通讯》列为同乡会刊物，但这几份刊物系台湾当

局“蒙藏委员会”发行，并非同乡会刊物。1972 年 6 月，台湾当局“蒙藏委员会”筹划蒙藏工作推展，

成立蒙古通讯社发行《蒙古通讯》，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分寄海内外蒙胞，以沟通意见促进团结，

并借此使海内外蒙胞了解政府对蒙藏的各项措施”。［49］1982 年 2 月，《蒙古通讯》改名《蒙藏通讯》，

办刊目的是“报导政府重要措施”，“加强海内外蒙藏同胞之联系，增进相互间之了解与团结”。［50］

1985 年，“蒙藏委员会”恢复《蒙藏通讯》为《蒙古之友》; 次年，单独发行《西藏之友》。时任“蒙藏委

员会委员长”的董树蕃强调出版二刊的四大宗旨: “贯彻反共国策，扩大政治号召; 配合国家建设，

加强政策宣导; 增进情感交流，厚植复国力量; 阐扬民族文化，激发国族意识。”［51］2009 年，《蒙古之

友》《西藏之友》合并为《蒙藏季刊》。可见，上述各刊虽然强调蒙胞和藏胞情感交流，但报导台湾当

局各项政策，加强宣导等政治功能为其主要宗旨，与大陆同乡会刊物不同。此外，从《蒙古通讯》到

《蒙藏季刊》一路演变，其发行单位始终为台湾当局“蒙藏委员会”，其官方背景与大陆同乡会的民

间社团性质不同。同样，《闽园》也是台湾地区福建省政府所创办的刊物，创刊宗旨为“加强省政研

究工作，发扬本府团队精神，激励同仁战斗意志，并联络海内外闽籍乡亲，贡献智慧，加强团结”。［52］

《闽园》创刊号上，《当前福建省政府的政治地位》《福建省政府委员简介》《省府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等文章占据主要篇幅，其发行人兼社长为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吴金赞，这些都表明《闽园》政

府背景浓厚，完全不同于大陆同乡会民间社团的刊物。因此，大陆同乡会数据库将《蒙古之友》《蒙

藏季刊》《蒙藏通讯》《闽园》列为同乡会刊物是不合适的。
《苗友》创刊于 1962 年 6 月，原为苗栗地区刊载客家文物掌故为主的客家杂志，后因杂志在全

台均有影响而向台湾内政部门申请发行《中原》，但同时保留《苗友》，两者成为姊妹刊物，共同发扬

客家精神，弘扬客家文化。［53］台北市中原客家联谊会虽然成立于 1952 年，但直至第九届干事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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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发行客家刊物双月刊，经台北市政府批准，1987 年 12 月 12 日创刊《中原客家杂志》。［54］适逢

台北市中原客家联谊会筹备台北市客家崇正会，所以《中原客家杂志》就成为该会会刊，也是以客

家文化为核心的刊物。因此，《苗友》《中原》《中原客家杂志》都是以客家为纽带，联络在台湾的客

家人，弘扬客家文化，传承客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与同乡会杂志弘扬地方文化、联络同乡乡情性质

相近。台湾内政部门定义“同乡会”为“指原籍贯或出生地( 以省市、县市区域为准) 相同者于他行

政区域组织之同乡团体，或区域同乡团体联合海外同乡团体组织之世界同乡总会”。［55］可见，同乡

会以地缘为纽带，而客家是以族群为纽带，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同乡会数据库将《苗

友》《中原》《中原客家杂志》列为同乡会刊物也不甚合适。
台湾大陆同乡会数据库将其整理的 112 种同乡会杂志列入大陆不同的省份地区，但在划分上

有值得商榷之处。《西北杂志》在发刊词中介绍，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

及西安市”，“西北地区的旅台人士，乃组织了一个同乡联谊会，刊行《西北杂志》”。［56］因此，《西北

杂志》是西北地区的联合刊物，并非陕西省一地刊物，数据库将《西北杂志》划入陕西并不合适。
195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撤销热河省，将热河省所属行政区

域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因此，数据库将《热河通讯》划入河北也过于简单。

此外，同乡会数据库所列刊物中，还有个别刊物笔者在台湾各大图书馆查询不到。因此，本文

剔除同乡会数据库中非同乡会刊物，对个别同乡会刊物重新分类，并补充个人所见同乡会刊物，共

计 181 种，具体列表如下:

表 3 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刊物一览表

福建

福建会刊、福建会讯、福建文献、福建杂志、福州月刊、福州之声、古田会讯、古田文献、会务通讯
( 惠安) 、晋江会讯、晋江杂志、连声、林森会讯、梅溪会讯、闽声、闽台、莆仙会刊、浦城乡亲、同
安、乡音( 武平会刊) 、永春文献、长汀会讯、汀州会讯、福建月刊( 2 种) 、闽光杂志、龙岩会讯、
罗星塔、闽西、八闽会讯

30

江苏

常熟乡讯、丹阳文献、丰县文献、阜宁人、海门县讯、海门乡讯、海州文献、江苏文物、江苏文献、
江苏文献季刊、金坛乡讯、南京通讯、南京文献、沭阳文献、苏讯、泰兴、无锡乡讯、武进乡讯、萧
县文献、宿迁季刊、宿迁文献、扬州乡讯、宜兴乡讯、江苏乡讯、睢宁乡讯、如皋文献、青溪乡讯、
淮阴文献

28

广东

潮讯、大埔会讯、大埔会刊、会讯( 高雄市潮汕同乡会) 、高雄市潮汕同乡会会讯、高雄市广东同
乡会会刊、广东文献季刊、广东之声、嘉应五属年刊、岭南特讯、台北潮人、台北市东莞同乡会会
刊、台北市梅县同乡会会刊、台北市五华同乡会会刊、文昌文献、台北市蕉岭同乡会会刊、台北
市兴宁同乡会会刊、广东报导、高雄市南澳同乡会会讯、龙川同乡会刊、梅州年刊、台北市惠州
同乡会会刊、台南市潮汕同乡会会讯

23

浙江
高雄市浙江同乡会年刊、乐清会刊、宁波同乡、青田会刊、嵊讯、台浙天地、桐庐乡讯、温州会刊、
义乌乡情、永康同乡会会刊、浙江月刊、舟山乡讯、富阳年刊、虞声

14

湖南
东安文献、湖南文献、湖南文献季刊、零陵人讯息杂志、零陵讯息杂志、宁乡文献、湘乡文献、湘
学新报、湘资会刊、湘阴会讯、台南湖南乡讯、会讯( 台北市湖南省湘阴县同乡会) 、湖南会讯

13

江西
赣风、江西文献、宁都文献、萍乡文献、瑞金文献、乡情报导( 台北市江西省萍乡旅台同乡联谊
会) 、瑞金简讯、兴国文献、寻邬文献、贵溪乡讯、黎川乡亲乡情、广丰人

12

河南
安阳文献、河南同乡、洛阳文献、鄢陵通讯、豫声杂志、中原文献、乡讯( 台南河南同乡会) 、内乡
杂志、台中市河南同乡会会刊

9

湖北
鄂城县刊、湖北文献、黄安文献、监利文献、江陵同乡会讯、阳新文献、枣阳文献、黄冈会讯、会务
通讯( 屏东县湖北同乡会)

9

山东 古城阳、鲁泗会讯、山东会讯、山东同乡会会刊、山东文献、高雄县山东同乡会会讯、东牟简讯 7
安徽 安庆乡讯、皖声、安徽文献、安徽同乡会刊、皖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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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海南 海南文献、海南简讯、海南同乡会会刊、海南杂志、南风 5
贵州 贵州文献、黔灵报导、黔人季刊 3
上海 崇明县乡情报导、浦东、松江乡讯 3
陕西 华县文献、陕西文献 2
四川 四川文献、高雄四川同乡会年刊 2
重庆 江津 1
山西 山西文献 1
甘肃 甘肃文献 1
广西 广西文献 1
云南 云南文献 1
河北 河北会刊 1

跨区
川康渝同乡会年刊、东北文献、河北平津文献、河北京津文献、西北杂志、两广之声、乡情报道
( 全国各同乡会联谊会)

7

其他 察哈尔省文献、热河通讯、绥远文献 3
合计 181

说明: ( 1) 同乡会刊物刊名不能体现同乡会名称的，在( ) 内加以说明; ( 2) 《同安》为封面刊名，封底为《台北市

福建省同安县同乡会会讯》，无版权页，故以封面为准; ( 3) 《福建月刊》共两种，分别为福建月刊出版委员会 1970 年

创刊和台北市福建省同乡会福建月刊社 1992 年创刊; ( 4) 《南风》为“中华民国南风学会”出版，学会由海南旅台大

专毕业同学组成; ( 5) 《西北杂志》封面写为“西北”，版权页写为“西北杂志”，故以版权页为准; ( 6) 《察哈尔省文

献》仅创刊号为《察哈尔文献》，故用《察哈尔省文献》。

资料来源: 作者统计。

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的设置，是遵循 1947 年行政区划，因此刊物名称也是沿袭当时行政区划。
1949 年后，大陆行政区划有所调整，如察哈尔、热河、绥远、西康等省的撤销合并，又如晚近设立的

重庆直辖市，如果沿用 1947 年行政区划，已与中国大陆现实情况不相符合，尤其是热河和察哈尔省

在 1949 年后划归 2 个以上省份，因此，笔者将《热河通讯》《察哈尔省文献》《绥远文献》归类为其他

省区的同乡会刊物。其次，《河北平津文献》《河北京津文献》《东北文献》《西北杂志》《两广之声》
《川康渝同乡会年刊》等都包括 2 个以上省、直辖市，故将其归类为跨区域同乡会刊物。表中所列

同乡会刊物为笔者所见，尚有待今后补充完善。在 181 种刊物中，以福建、江苏、广东、浙江、湖南和

江西为多，基本和这 6 个省份的大陆同乡会数量成正比。这 181 种同乡会刊物，基本为连续出版，

或为月刊、季刊，也有年刊、不定期刊等。伴随时代发展，同乡会刊物有所转型，《台浙天地》纸本发

行至 2014 年 6 月第 33 期止，自 2014 年 9 月第 34 期起改以电子版发行。无论是早期的纸本刊物，

还是如今的电子刊物，大陆同乡会刊物种类多、数量多、内容丰富，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六、结 论

同乡会是联络同乡、凝聚乡情、互助救济的重要组织。1945 年台湾光复，先前基于地缘、血缘

关系就在台湾谋生或经商之人士，国民政府前往台湾接收的官员，以联谊乡情、团结互助为宗旨组

设同乡会，其政治色彩并不明显。1949 年后，因政治因素迁往台湾的人员纷纷组设大陆同乡会。
大陆同乡会具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各项功能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初期

大陆同乡会的政治功能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与发展，以及会员中迁台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增加，已经

发生转变，因此，不能简单用迁台初期的“政治性移民”来研究大陆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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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台湾内政部门、各地社会局统计数据以及政府公报等资料，可以发现台湾光复后就有大陆

同乡会的组设，到目前为止至少有过 618 家大陆同乡会，虽有注销或改组，当前仍有 486 家大陆同

乡会存在。这些大陆同乡会遍布除台湾嘉义县之外的各市、县，逾半大陆同乡会集中于台北市。全

台同乡会，福建省、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较多。大陆同乡会在台湾地区数量多、分布广，

覆盖大陆地区广，证明两岸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大陆同乡会在台湾创办至少 181 种刊物，在维系

同乡感情、保存故乡文献的同时，也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与发展。
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是研究台湾历史及两岸关系的重要宝藏，本文仅从数量、成立时间及出版

刊物进行初步考订，抛砖引玉，希望更多专家学者加强对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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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mination of the Number，Time of Establishment and Publication of the
Mainland Townsmen Associations in Taiwan

Wang Yuguo

Abstract: Ｒight after the recovery of Taiwan，13 mainland associations were established in Taiwan one after another．
People who moved to Taiwan with the KMT authorities have set up mainland townsmen associations in Taiwan in succession
ever since 1949． So far，there are still 486 associations there，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t one time，the associations highlighted their political func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policies of the KMT authorities，but played their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At least 181 publications were
founded to maintain the feelings of fellow countrymen and preserve the documents of their hometown． However，the political
attribute of the associations cannot be simply emphasized as they are set up at different time and with different purpose．

Key Words: Taiwan，association of mainland townsmen，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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