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作為「總體社會事實」： 

以金門作為文明歷程裡的個案研究 

摘要 

本文係在「農業、食糧與鄉村的治理」的子題下，透過「總體社會事實」(fait 

social total)的概念來研究「水利」，並聚焦在金門的個案上，區分明清時期的帝

國時期、民國時期的國民國家早期，冷戰期間的戰爭體制，與民主轉型後的全球

化等四個時期，來呈現「水利」對於理解金門社會之關係形態與變遷。本文指出，

水利不僅在社群單位內部具有社會交換的「禮物」性質，經常還成為社群之間緊

張的來源，而社群即在此一緊張之間建構了認同，從而不單單讓水利在人類社會

之間具有普遍性，它還牽涉社會、政治、心理，及經濟與宗教等各個層面，而成

為「總體社會事實」。而以金門為研究對象，因為從空間的層面來說，它在水利

上是個封閉的系統，是個相對容易處理的個案；而從時間面向上來說，它卻在相

對短的時期裡，歷經了明顯而豐富的政經體制變遷—文風鼎盛之海濱鄒魯的中華

帝國時期、高密度海外僑民參與置縣的民國時期、高強度軍事現代化的戰地政務

時期，以及觀光設置、金酒之鄉與兩岸通水的民主時期—不僅出現了國家與地方

之間的關係糾結，而軍事緊張及經社發展複雜的狀態，水利建設本身也與金門社

會內部之宗族關係，與農業食糧生產關係密切。從文明歷程的角度來處理金門的

水利，本文在理論層面上將能對「總體社會事實」的社會交換，提供了一個更具

體的研究對象，也為華人社會之聚落治理提到了一個相對清晰的、物質性的基礎，

而在具體層面上則為金門之社會發展提供一個網絡式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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