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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壠研究與「大武壠族」正名的省思 

 


 

 

〔摘要〕 

 

本文係以研究史的形式，省思大武壠研究三項互為影響的議題：族群分類紛

歧性、大武壠神靈信仰核心特質以及大武壠生活區族群人口擴大化與文化融合的

現象，以遷徙、再聚群以致融合的過程，討論與其傳統文化的關係；進而從眾多

的研究中凸顯其文化豐富性與特殊性，回應 2009 年莫拉克風災之後，大武壠地

方社會族群意識建構與正名的主張。 

 

〔關鍵字〕大武壠、西拉雅、馬卡道、祀壺、族群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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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ivoan and the reflection 

 in the Study of Taivoan 

 

CHIEN Wen-m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written in the form of historical research, considers three issues which 

affect each other in the Study of Taivoan： the diversity of ethnic classifications, the core 

traits of Taivoan’s religious beliefs, and the phenomenon of ethnic population growth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aivoan living area. 

Through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regrouping and integration,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with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furthermore, highlight its cultural richness and 

particularity from numerous studies in response to the claim of Taivoan’s local society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ctification of name after Typhoon 

Morakot disast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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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2009

〔沈淑貞等 2013：

25-26〕 〔簡文敏 2017〕 2016 8 1

2016  10  6 

〔劉正元 2018a：

138〕  2009 

 

 

Taivoran Taivoan Siraya

1 1

                                                      
1 對於大武壠的故址、範圍與遷徙，主要的文獻如《安平縣雜記》（1959）中對於「四社番」 

起源、居住範圍、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有詳細記載；伊能嘉矩(1908)對「四社熟番」各 

社的分佈調查；Ferrell( 1971)指出早期的地名、部落、人口與語言文化獨特性；胡家瑜 

(2014)製表與今地名對照；此外，劉正元(2018b)、洪麗完(2007)、簡炯仁(2000)、林清財 

(1998)、潘英海（1998）、盧嘉興(1965)等皆有全面或局部討論，本處說法係以前述文獻 

為基礎，加上筆者田調統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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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大武壠故居與遷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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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2018 〔王民亮 2018〕

 

 

1987

1.

2. 3.

 

 

一、族群分類紛歧 

 

2  

                                                      
2 如1.《邂逅福爾摩沙》（The Formosan Encounter）：Blussé, Leonard, Natalie Everts & eds,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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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ell Georgius 

Candidius

 〔Ferrell 1971：221-225〕 Siraya

Taivuan Takaraian Makatao Pangsoia-Dolatok

                                                                                                            
Dutch Archival Sources, 1623-1668, 4 volumes. (Taipei: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1999-2010). 中譯版：林偉盛(譯)，《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第

1冊)1623－1635》(臺北：順益博物館，2010)；康培德(譯)，《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

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第2冊)1636－1645》(臺北：原民會、順益博物館，2010)。2.《熱

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 Blussé, Leonard, 

M. E. van Opstall en Tsao Yung-Ho met medewerking van Chiang Shu-Sheng en W. Milde,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4 delen. ( 's-Gravenhage: M. Nijhoff, 

1986-2000)；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全4冊(臺南：台南市文他局，1999-2011)。

3. 《東印度事務報告》(Generale Missiven van Goveneur-Generaal en raden aan Heren XVII der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台北：聯經，2000)。

4. 《巴達維亞城日記》(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Het Department van Kolonien 

ed,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 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India, 1624-1683, 31 delen. ('s-Gravenhage: M. Nijhoff, 1887-1931); 村上直次郎(譯

注)，《抄譯バタビヤ城日誌》．上、中卷(東京市：日蘭交通史料研究會，1937)；村上直次郎

(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全三卷(東京都：平凡社，1970-1975)。中

譯版，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一、二冊(臺北市：臺灣省文獻會，1970)；程大學(譯)，

《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臺中市：臺灣省文獻會，1990)。5.《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

總督書信集》：江樹生(譯註)，《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2)1627-1629》(南投：臺灣文獻館，2010)。6.《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Plcard-book 1629-1643) 、

〈臺灣婚姻登錄簿〉(Formosan Marriage Records，1650-1661)、〈臺灣洗禮登錄簿〉(Formosan 

Baptism Records，1655-1661): 韓家寶、鄭維中(譯著)，《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

登錄簿》（臺北市：曹永和文教基金會，2005）7.《早期荷蘭傳教史檔案》(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原由19世紀荷蘭學者 J. A. Grothe編摹6冊，第

三、四冊(1628-1661)再由甘為霖(Campbell)牧師編輯Formosa Under the Dutch，中譯版：李

雄揮(譯)，《荷據下的福爾摩莎》(臺北：前衛，2003)。8.《Formosa語馬太福音》(Hagnau Ka 

D’ Llig Matiktik, Ka Na Sasoulat Ti Mattheus, Ti Johannes Appa, Overgeset inde Formosaansche 

Taal)、《Sideia語基督徒教義問答》(‘t Formulier des Christendoms, met de Verklaringen vas dien, 

inde Sideis-Formosaansche Tale): 由D. Gravius牧師於1661、1662年出版「荷語-Formosa語」、

「荷語-Sideia語」雙語對譯的宗教書籍。另如1628年宣教師Georgius Candidius；1650~1660

年代蘇格蘭人David Wright對福爾摩沙宗教的綜合觀察等，對於早期南臺灣平埔族群的文化

與語言的了解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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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kiau  〔Ferrell 1971〕  

 

〔Ferrell 1971〕 Siraya Taivuan

Takaraian Makatao

Pangsoia-Dolatok- Longkiau-

common 

innovation

3  

 

.

〔伊能嘉矩 1898〕

NF 733.7 2720

〔胡家瑜 2014：5-6〕  

 

1959

4   

                                                      
3 本文是土田滋 1991 年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所做的演講，後由黃秀敏翻譯刊出。

土田滋、黃秀敏譯(1992)，〈平埔族各語言研究瑣記（上）〉，《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22，9-33。 
4  佐山融吉與大西吉壽《生蕃傳說集》，頁216-218，余萬居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 

譯，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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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Taivoan Siraya

Aoria ōria

Makatao

Taivoan Siraya

Makatao 〔移川子之藏等 1935：222-225, 

256-257；楊南郡譯 2011：272-276, 312-314〕  

 

〔移川子之藏等 1935：222-225, 256-257；楊南郡譯 2011：

272-276, 312-314〕 Taivoan Siraya Makatao

 

 

1 Blust（1999） Amis

Basay  Kavalan Sir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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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壬癸 2010a〕

 

 

2 〔李壬癸 1992〕

Taivuan 

〔李壬癸 2010b〕

Utrecht Ms St. Matthew

Formulary Utrecht Ms

Siraya St. Matthew Formulary

Taivuan 

1770 1781

Siraya 〔李壬癸 2010b〕

〔顏廷伃 2015：258〕  

 

〔李壬癸 2010a：3〕

〔1991；土田滋、黃秀敏譯，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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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家瑜 2014〕

 

 

 

 

二、大武壠傳統文化核心特質-以神靈信仰為例 

 



大武壠研究與「大武壠族」正名的省思 149 

 

 

〔1961 1962a 1962b 1963〕

〔1987〕

/

 

 

1938 1942a

1942b 1944 1944

〔翁佳音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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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39〕

〔石萬壽 1990：71-72、174〕

 

 

1998 1995a 1995b 1994a 1994b 1987 1987b

〔潘英海 1998〕

5 

 

                                                      
5 潘英海「祀壺」研究引起不同的迴響，如莊英章肯定潘英海的說法強調文化合成之概念，不 

見得漢文化都是占優勢(dominant)，也有從土著文化吸收過來的成分(莊英章，1996:30-31)。

黃應貴在《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紀念論文集》的導論中認為:「合成文化概

念本身忽略文化的整體獨特性與連結性、文化內在的邏輯與主體性、文化接觸或殖民遭遇過

程的外在結構因素對其結果的影響，乃至於將文化與人分開而物化、簡單化了文化所造成的

限制」(黃應貴，1997:18-19)。葉春榮則從涵化的意義，說明整個合成文化說法並沒有超越

涵化的地方。他根據涵化的定義，認為與潘英海合成文化並無差異(葉春榮，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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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廨的神是 kuva，原來有人有七個姊妹，後來變七個紅色

的玉了。大家移到各地時候，分配紅色的玉。現在沒有紅色的

玉了，所以代用壺的水拜神。 

 

「三向開始，先把酒滴於地上一次，再含酒噴於上笴一次。他

們相信太祖是居於笴上的」〔劉斌雄 1987：44〕；

〔劉斌雄 1987：15〕。

7  〔李國銘 2004：172〕

 

 

                                                      
6 資料來自淺井惠倫筆記(1996)，筆記註記馬淵東一，受訪者許永46歲、潘水涼67歲（語言）、  

潘清英57歲、潘振成（唱歌）45歲、翻譯巡査張清海。本篇筆記翻譯係請稻垣孝雄老師協

助，非常感謝。 
7 李國銘在＜從 re-present 到 represent---台灣南部祀壺信仰崇拜物的變遷＞裡詮釋這個文化現

象。他認為祀壺的思維邏輯完全不同於漢人的神像崇拜。祀壺信仰的壺體本身，只是一個

操作工具，是一個藉此來操作儀式，以達到讓神明再現的媒介。在這個儀式過程中，「中心

向外邊開放，外邊位階高於中心」的價值觀被充分凸顯。在面臨劇烈社會變遷和強大漢化

壓力下，祀壺祭典也有相當程度的轉變。常見的一個變遷方向是，將祀壺改成神像。一般

認為這樣做，只是代表神明的象徵物有所改變而已。他認為這樣的轉變，已經在祀壺信仰

本質上產生巨大的變化；過去強調神明「再現」(re-present)的「儀式行動」(ritual action)如今

重心則逐漸轉化成呈現「代表」(represent)神明的「形象」(image)。(李國銘 200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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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林清財 2000〕 2000

〔潘英海 1998〕

 

 

    1930

OA266b

 

 

豬下顎：母親的人頭取回時獨缺了下顎，便以豬下顎代表母

親的下顎。 

葫蘆中的小米酒：代表去了蕃社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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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帶回母親的毛髮貝環紀念七姊妹（兄弟）與母親的全部。   

〔淺井惠倫原稿 OA266b，清水純整理，2018〕 

 

makatalaban

〔簡文敏 2018b〕

/

〔簡文敏 2018b〕

2009

〔簡文敏 2017〕

 

三、從文獻看「大武壠化」的問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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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簡文敏 2018a、

2018b、2017、2005、2002〕

〔林清財 2000、

1998、1995〕  

 

                                                      
8 荷蘭時期台南地區六個重要的平埔族群部落，除大武壠之外，其餘五個部落被認為是西拉雅  

((Ferrell，1971:218)，這一時期大武壠人口數約僅占六分之一，遠小於西拉雅五個部落的人

數。大武壠聚落每戶人口數平均比率為 3.8 -4.5之間，其他西拉雅五個平埔族聚落每戶人口

數平均比率介於 5.4-8.5之間，兩者明顯不同，某種程度顯示家庭制度的可能差異。 
9  日治時期 1935 年(昭和 10 年)高雄大武壠生活區熟番人數，甲仙:1801 人，杉林:2244 人。

六龜:2720 人，即有 6765 人，加上內門(如溝坪)與留在台南與其他族群共居者(如南化、楠

西、六重溪、玉井等)，估計約與西拉雅人口數相當。從荷蘭時期人口比 5:1，至日本時期

1;1，大武壠生活區人口數明顯增長較大。 
10 有關大武壠與鄰近原住民之間的遷徙，散見於小川尚義(1944)，＜インドネシア語に於けゐ

台灣砂語の位置＞，《太平洋圏民族と文化》上卷：451-503，黃秀敏譯1993：338-380，台東：

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P.342。小島由道，《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第一冊》（臺

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20）。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等著，楊

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南天，2011[1935]），頁286。馬淵東一，〈高砂族の分類—學史的回顧〉，《民族學研究》

18（1、2）（1953），頁1-11。簡文敏(2002)、潘英海(199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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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敏

2018a、2018b、2017、2005、2002〕  

 

〔簡文敏 2018b〕

〔陳漢光 1963a ：160；劉斌雄 1987：41〕；

〔簡文敏 2017；

顏美娟 2009〕 〔陳漢光 1962a：31〕

11  1.

2. 3.

〔簡文

敏 2018b〕

〔林清財 2000、1998、1995〕

〔林清財 2000〕  

 

                                                      
11 本份資料原是淺井惠倫投稿未被刊登的文件，經由清水純教授翻譯而成。本稿件〈解説浅井

恵倫著「シラヤ熟蕃研究断片」〉預定刊登於《台灣原住民研究》22期，2018:11。感謝清水

純教授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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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漢光 1963a：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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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廷伃 2015：257，潘英海 1994b、1995b，葉春榮 2006：232-247〕

〔簡文敏 2002〕 〔簡文敏 2018b〕

〔簡文敏 2002〕

 

 

〔康培德 1996〕 〔李瑞源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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