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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北市永和區擁有許多不同的族群，分別因殊異的脈絡，先後來到這裡。然即便共同生活在同一塊土
地上，看似休戚與共，卻大多仍過著彼此互不相識的生活。
本書針對永和目前最為鮮明的族群：漢人早期移民、韓國華僑、金門人、大陳義胞，以及租屋人口作
為史料爬梳、蒐集的對象；彙整從十七世紀末期漢人移民起始，各個族群的起源、遷徙歷程，以及遷
居至永和所留下的歷史軌跡，試圖藉此描繪出這橫跨三世紀的發展。期望能夠透過族群的遷徙史及版
圖，了解彼此不同的面貌，並作為未來研究移民史的參考資料，為永和各個族群的過去與未來帶來更
為完整、系統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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