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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係以霧社事件為切入觀點，觀察自霧社事件發生以來賽德克三族群的

互動關係為何。以霧社事件為經線；以三族群的歷史發展為緯線，在三族群互動

模式的觀察上，筆者整理出自事件之後實際影響三族群關係的幾個探討面向，作

為本研究章節的枝幹，以構成本研究論文分析的脈絡。在此筆者要特別說明的是，

探討三族群當代的互動關係可以從很多面向探討，舉凡從廬山溫泉的開發探討三

族群的互動關係、從清境農場爭奇鬥艷的觀光民宿發展探究三族群的互動關係、

從選舉行為的動員挖掘影響三族群互動的事實，諸如此。然本研究是扣緊霧社事

件發生以來對三族群跨越時間、空間，延續性的影響作為其分析的焦點。實在也

是能力所及，無法在本論文中一併探討，更待他日盼望能如願完成兼具分析深度

與影響廣度的研究論文。 

隨著筆者的研究脈絡，可以發現三族群的互動關係經比較研究可以歸納出日

治時期與民國時期的異同性。就政策面的分析，日治時期的理蕃政策作為理蕃警

察奉為圭臬的信條，擁有絕對的權威管理三族群及霧社地區的各族群，強制勞役

的非人境遇是此時期賽德克人的共同歷史記憶。理蕃政策的最終目的無非就是另

被支配者步入「皇民」的歷程。比較民國時期的山胞政策，在「去日本化」的一

體兩面便是迫使被統治者走向「中國化」的歷程。政策制定的目的都企圖以維持

社會秩序穩定之虛，行終極同化之實。就族群關係分析上，皆仗勢其「殖民地觀」

與「抗日史觀」，操弄三族群間的互動關係。在日治時期理蕃當局以統治者心態自

居，漠視三族群傳統部落政治關係，強行介入之下直接衝擊 Gaya/Waya 社會生活

規範下的社會關係，導致三族群關係日益複雜、混亂。進入民國時期，執政者承

載著自中日甲午戰爭以來的挫敗，尤有甚者經歷慘無人道的生物戰與化學戰，在

如此的歷史背景之下隨著國民政府移植到臺灣。適逢歷史抗日事件，漸漸的「抗

日史觀」便成為擴大三族群歷史傷口的催化劑。由此可知，歷經日治時期乃至於

民國時期，三族群的互動關係都在執政者主動介入之下而被動的互動著。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筆者試圖建立一套賽德克三族群互動關係發展脈絡之輪

廓。首先，其操作步驟歸納如下： 

. 必須建立在三族群關係發展的脈絡下進行探討。 

. 觀察與分析三族群關係發展歷程中被支配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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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與分析三族群關係發展歷程中轉變關係的外在因素。 

. 觀察與分析三族群關係發展歷程中跨越藩籬（宗教、政治等因素）

的事件。 

第一點即為本論文之探討核心；觀察三族群歷史中互動的情形。第二點則為

本論文中所論述關於第一章日治時期對三族群互動關係的影響，本論文係以霧社

事件為切入觀點分析，並以事件中味方蕃襲擊隊被編組、操弄的過程來論述。第

三章民國時期因著「抗日史觀」的操弄，產生三族群被切割為「親日」、「抗日」

不同的歷史評價。第三點即為本論文第四章，筆者所觀察到基督教派在三族群間

所產生的互動關係。關於第四點是本論文中沒有探討，但是筆者認為卻是一個值

得深入觀察與分析的面向。當筆者意識到基督宗教對於三族群關係中所帶來的愛

與饒恕僅止於各教派內的事實之時，便認為賽德克族正名運動似乎是一超然並跨

越黨派、教派藩籬的一個現象，因為筆者認為當三族群的互動關係要昇華到以「族」

為集體權的概念時，首要之務便是要饒恕歷史中的敵人、包容記憶中的仇敵，並

且超越教派與黨派的束縛，如此三族群才能建立賽德克族這樣的互動關係。 

根據以上的論述，本研究將三族群關係發展的歷程歸納為以下幾期： 

.    三族群關係的三族群關係的三族群關係的三族群關係的穩定穩定穩定穩定期期期期：此時期的關係，上溯至神話故事時期，從賽

德克人的      世界觀、生命觀當中開始發展三族群間的關係，亦即為

最原始、最傳統的三族群互動關係。 

.    三族群關係的被動期三族群關係的被動期三族群關係的被動期三族群關係的被動期：以霧社事件作為分析點，探討三族群在歷經

日治時期乃至於民國時期，三族群關係的變遷。此所謂「被動」即為在

可觀察到的影響因素，例如理蕃政策中的味方蕃襲擊隊、「抗日史觀」下

親日、抗日的區分等等，所呈現出三族群關係的被支配情形。 

.    三族群關係的過渡期三族群關係的過渡期三族群關係的過渡期三族群關係的過渡期：此時期為探討轉變三族群關係的種種因素為

何。在互動關係上是相對於被動期，開始有所謂的主動修補關係的情形。

此時期的互動關係呈現出選擇性的互動。以本論文的分析為例，基督教

派的傳入，致使三族群的互動關係因著教會的連結而不彼此、不分族群，

「在耶穌裡我們都是一家人」的概念導入，更是修補了教派內三族群的

關係。但跨教派的互動關係就不見得如此了。 

.    三族群關係的主動互動期三族群關係的主動互動期三族群關係的主動互動期三族群關係的主動互動期：此時期的關係為展望未來發展，凝聚集

體意識之後，賽德克人逐漸拋開歷史恩怨，彼此想像成為一共同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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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由此而生。當「族」的概念普遍建立之後，彼此的互動關係便相

對於順暢。然此時期還得經過觀察與分析，因此筆者於此採取保留的態

度。待賽德克族穩定發展之後再觀之互動情形，始可加以確定。見圖圖圖圖 5-1-1 

賽德克三族群關係發展圖。 

圖 5-1-1 賽德克三族群關係發展圖 

賽德克三族群關係發展圖

 

資料來源：由筆者自行繪製而成。 

根據以上之論述實為筆者在觀察霧社事件的影響以來所得之研究結果。三族

群的歷史發展自霧社事件之後可歸納出四個時期不同的互動模式。在確立三族群

歷史發展以來的互動模式之後，本研究提出關於賽德克族的族群關係理論。其目

的在於回顧賽德克族的歷史發展，對於族群關係的探討並不能用現有的族群關係

理論加以論述。因為根據本研究的探討，現有之族群關係理論並無法完全解釋三

族群互動關係的複雜性。因此，必須要從賽德克人的觀點中檢視三族群的互動關

係，而嘗試提出賽德克族的族群關係理論。見圖圖圖圖 5-1-2 賽德克族族群關係理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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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賽德克族族群關係理論圖 

賽德克族族群關係理論

Gaya/Waya中心理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而成。 

賽德克族族群關係理論又稱 Gaya/Waya 中心理論。本研究理論歸納成以下四

點作為論述： 

. 賽德克族的世界觀為，人、自然、超自然。 

. 在賽德克族的社會當中 Gaya/Waya 是作為至高無上互動關係的 

   準則，同時管理人、自然、超自然。 

. 在同心圓中，因人的中心思想與信仰為 Gaya/Waya，且人作為 

   實踐 Gaya/Waya 最重要的媒介，因此位居同心圓第一圈。 

. 同心圓第一圈到第三圈都在 Gaya/Waya 的規範下由人主動互動 

   著。 

在此族群關係理論之中便可同時展現出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

與超自然的關係。事實上，賽德克族的互動關係便是維繫在 Gaya/Waya 之上。從

歷史的流變中，或許 Gaya/Waya 已經面臨不同時代的衝擊而表現在當代賽德克人

的互動關係中消失殆盡。但根據本研究的發現，Gaya/Waya 依然在賽德克人的互

動關係上影響著。筆者引頸期盼，藉由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希望能夠替日後有致



                                                                   結論 

 195 

於研究霧社事件者開啟另一研究視野。 

最後，本研究除了整理出賽德克三族群關係發展之輪廓之外，更重要的是，

本研究在霧社事件研究領域中的創舉，同時也是本研究之論文價值所在，係關於

味方蕃襲擊隊的研究。翻開日本殖民地史，在武力爭討這個部分，味方蕃襲擊隊

絕對是臺灣原住民的共同歷史記憶與歷史經驗。這樣的編組在名稱上或許有異，

例如「搜索隊」、「奇襲隊」、「襲擊隊」、「我蕃」、「友蕃」、「味方蕃」，即便如此，

其最高指導原則皆建構在「以蕃制蕃」的戰略戰術運用。理蕃警察操弄這樣的組

織，導致族群關係的序亂。味方蕃襲擊隊的研究為甚麼如此重要，以賽德克族為

例，它是最主要造成三族群間關係決裂的原因之一，而且更直接影響到民國時期

以來「抗日史觀」的論述依據。其思考邏輯為，因為日治時期親日的賽德克人幫

助可惡的日本人殺自己的同胞；又抗日的賽德克人英勇的抗日行為，表現出中華

兒女不屈不撓的精神，因此我們要高舉抗日者的英勇事蹟。 

本研究即突破文獻資料的限制，分析出三族群及其他族群被編組為味方蕃襲

擊隊的形成原因、執行任務過程以及影響與分析。筆者注意到這個問題，實在是

因為這件事對三族群來說衝擊太大了。然而以往的研究並沒有針對此問題做深入

的探討，而且日人的資料中對於味方蕃襲擊隊的記述實在太少了，乃至於現今霧

社事件的研究呈現被隱藏、被遺忘甚至是被扭曲的論述，無法用客觀的視野探討。

筆者認為假若味方蕃襲擊隊的歷史觀點沒有呈現出來的話，那麼霧社事件的研

究，就像是少了一塊拼圖即能拼成的圖像。 

本研究以賽德克族為例，但更希望日後能有通論性的論文，是探討臺灣原住

民族各族之味方蕃襲擊隊動員之比較研究與分析，相信屆時便能提出關於臺灣殖

民地史的本土觀點以及臺灣原住民的被殖民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