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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訪談資料 

訪談對象(編號) 張先生（澳 01） 彭先生（港 02） 陳先生（本 01） 葉先生（澳 03）

訪談時間 2006/10/14 
2007/05/12(a) 
2007/08/19(b) 
2007/10/21(c) 

2008/05/25 

2006/10/15 2007/10/21 2006/11/05 
2007/05/11(a)
2007/10/21(b)

訪談地點 中庄新村家中 中庄新村家中 中庄新村家中 中庄新村家中

人群分類 港澳 港澳 本省(中寮島) 港澳 
性別 男性 男性 男性 男性 
年齡 48 59 65 69 
遷入時間 1967 1967  1967/11 
訪談對象(編號) 葉媽媽(澳 04) 孫爺爺（外 01） 陳先生（本 02） 朱媽媽（澳 05）

訪談時間 2006/11/05 
2007/05/11(a) 
2007/10/21(b) 

2007/05/12 2007/02/22 2007/02/15 

訪談地點 中庄新村家中 中庄新村家中 陳家前 朱家前 
人群分類 港澳 外省 本省(妻本地) 港澳(福建汕頭)

性別 女 男 男 女 
年齡  81 60 81 
遷入時間 1967/8 1971 1991 1968 
訪談對象(編號) 吳爺爺（外 02） 謝媽媽（澳 06） W 媽媽（本 03） X 先生（澳 07）

訪談時間 2007/3/13 2007/05/11 2007/08/19(a)
2007/10/14(b)

2007/08/19 

訪談地點 涼亭前+吳家 謝家 涼亭 張家 
人群分類 外省(湖南) 港澳(澳門) 彰化人，嫁外省 港澳 
性別 男 女 女 男 
年齡 76 55 (民 41 年生) 夫 80  
遷入時間 1970 1967/05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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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編號) 陳爺爺（外 03） 韓先生（外 04） 謝先生（澳 08） 黃先生（澳 09）

訪談時間 2007/10/09 2007/08/19(a)
2007/10/21(b)

2007/10/21 2008/03/05 

訪談地點 陳家前 韓家 慈人宮 黃家 
人群分類 外省(廣東梅縣) 外省(廣東)+閩南 港澳 港澳(母本省) 
性別 男 男 男 男 
年齡 86  來台後出生  32 
遷入時間 1986 1967 1967/第 5 批  
訪談對象(編號) W 爺爺（外 05） 韋小姐（澳 10） 劉爺爺（外 06） 胡爺爺（外 07）

訪談時間 2007/10/21 2007/05/11 2007/10/21 2007/10/21 
訪談地點 涼亭 謝家 涼亭 涼亭 
人群分類 外省 港澳 外省 外省 
性別 男 女 男 男 
年齡     
遷入時間     
訪談對象(編號) 劉先生（澳 11） 馬小姐（外 08） W 媽媽（本 04）  
訪談時間 2008/05/25 2008/03/03 2007/05/12  
訪談地點 劉家 馬家前 W 家前  
人群分類 港澳 外省 本省  
性別 男 女 女  
年齡  34   
遷入時間  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