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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1858~2008年間的日本華僑社會為研究背景，以歷史研究方法，從兩

個部分進行討論。在第一部分，以全日本的華僑社會為論述對象，以華僑人口數、

居留資格、職業結構、經濟發展、社團、學校、報業等面向切入，討論日本華僑

社會的整體發展狀況。第二部分進一步以山口縣的臺灣人移民為主要論述對象。

並以實地田野調查，探究在日臺灣人的移居動機、生活適應過程、認同等問題。 

此外，再以該地華僑社團－「山口縣華僑總會」為出發點，進行歷史縱斷面

與空間橫切面的觀察。從時間縱向觀察言，在於了解華僑總會的成立背景、過程、

運作方式及歷史意義。就空間的橫向觀察言，則從華僑總會的活動內容、與當地

社會知互動關係、成員之參與認同，觀察山口縣華僑總會之於華僑的社會意義。 

關於山口縣華僑社會的特色，有以下幾點： 

第一，日本華僑社會整體的性別結構，呈現出女多男少的發展趨勢，山口縣

之情況亦是如此。此外，文中 16名受訪者皆為女性，突顯了女性華僑在人數上

的優勢。然而，大多數的受訪者多因國際婚姻，於婚後隨配偶來到日本山口定居。

這些於 1980年代以後來到日本的新移民，在性質上已與過去的老華僑有所不

同。 

第二，在「華僑三寶」方面，山口縣有華僑社團，而未有華僑學校或華僑刊

物。「山口縣華僑總會」雖受限於有限之會員人數，但因為成員皆為來自臺灣的

女性，發揮了「臺灣同鄉會」與「姊妹會」的功能，並朝多元化、當地化、國際

化方向發展。 

第三，相較於其他華僑集中城市如東京、大阪等地，山口縣在人數上相對稀

少。此外，該縣未設有僑校或發行僑報，關於華僑文化的傳播，也不易進行。相

較於橫濱、神戶、長崎等地，以「中華街」作為精神象徵，山口縣華僑社會則相



對缺乏的地方特色。然而，「缺乏特色」也正是該縣華僑社會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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