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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分野(3) 

：台灣的平埔族 
● 林柏維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台灣的原住民在日治時期被分類為兩大區塊：高山族、平埔

族，現今被認定的原住民大都屬於高山族，而平埔族已和漢族移民相混合。 

台灣原住民分布圖說明 

平埔族 高山族 

 

代號 名稱 代號 名稱 

A 凱達格蘭族（Ketagalan） 1 泰雅族（Atayal） 

B 道卡斯族（Taokas） 2 賽夏族（Saisiyat） 

C 巴則海族（Pazeh） 3 布農族（Bunun） 

D 巴布拉族（Papora） 4 鄒族（Tsou）或曹族 

E 邵族（Thao） 5 魯凱族（Rukai） 

F 貓霧拺族（Babuza） 6 排灣族（Paiwan） 

G 洪雅族（Hoanya） 7 雅美族（Yami）或達悟族 

H 西拉雅族（Siraya） 8 卑南族（Puyuma） 

I 馬卡道族（Makatao） 9 阿美族（Ami） 

J 噶瑪蘭族（Kavalan） 10 太魯閣族（Truku） 

 馬卡道族屬於西拉雅次族。 11 撒奇萊雅族（Sakizaya） 

  12 賽德克族（Seediq） 

  13 卡那卡那富族（Kanakanavu） 

  14 拉阿魯哇族（Hla'alua） 

 

清代漢族以其漢文化的本位主義，對原住民做了粗略的分類：深居內山未服教化

者為生番（大都為高山族）、雜居平地尊法服役者為熟番（大都為平埔族），而生番中

                                                
 林柏維，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 

歷史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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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接受清政府「撫番政策」之教化，乃至「薙髮結辮、漢姓漢名、漢服漢語」者則

為「化番」。 

1758年（乾隆23年），台灣府當局要求平埔族「薙髮蓄辨，以昭一道同風之盛」，

後又行賜姓改名措施，定潘、陳、劉、戴、李、王、錢、林等，因「潘」與「蕃」發

音接近、又「潘」字裡有「田」也有「水」，所以改姓為潘者最多，生活服飾幾與漢人

無異；1年歲久遠後，平埔後代但知有漢不知己為平埔，甚乃漠視、歧視。 

面對漢族強勢文化的進入到平埔的消失歷程，誰？願意承認自己是平埔的後代，

抱著不知是否真實的族譜，振振有詞地、追根溯源地說自己的遠祖來自穎川、西河，

是否十分諷刺呢？ 

平埔族已是農業族群，但並未放棄漁獵生活，嗜酒、精於紡織，能歌善舞，其社

會制度原為母系社會，在信仰上相信靈魂不滅，偏重祭祖靈，西拉雅族之「拜壺」尤

為特殊，巫師是女子的專業（西拉雅族稱之為尪姨）。2 

由於平埔族日趨漢化，許多平埔族在荷治時期就已消失或漢化，目前我們尚能從

民間不分地區的特殊祭禮（大內平埔夜祭、東河吉貝耍嚎海祭）3或地名（如：麻豆番

仔田、社口、漚汪、阿里史）尋找平埔族存在的遺跡。 

日治以來，學界對平埔族之分類頗為分歧，一般皆以伊能嘉矩之十族分法為準；

然而日月潭之邵族究應屬平埔或高山之鄒族則有爭論。 

噶瑪蘭（Kavalan）、道卡斯（Taokas）、巴則海（Pazeh）、巴布拉（Papora）、貓霧

拺（Babuza）、洪雅（Hoanya）、西拉雅（Siraya）、凱達格蘭（Ketagalan）等族的名稱

已為學界所通用，至於雷朗（Luilang）屬於凱達格蘭族，馬卡道（Makatao）應屬於西

拉雅族，邵（Thao）應該是高山族鄒族的分支。 

邵族（Thao）：2001 年，被承認為台灣原住民族第十族，主要分

布於南投縣魚池鄉，人口約六百人，可說是全世界最小的族群，過去

一直被政府畫歸到鄒族，可說是漢化未完成的平埔族。邵族屬父系氏

族社會，頭目（俗稱毛王爺）也是部落祭儀職的決定者，採長子世襲

                                                
1 黃煥堯《清代台灣番人與治安之關係》，頁 390-394。 
2 李亦園《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頁 58-71。 
3 可參見石萬壽《台灣的拜壺民族》、劉還月《尋訪台灣的平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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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祖靈是邵族的信仰中心，他們認為最高階的祖靈居住在Lalu島的大茄苳樹上，一

般祖靈則居於祖靈籃（即公媽籃，內置祖先的衣飾），因此，族裏的重要祭儀都以祖靈

籃為祭拜對象；祭師被稱為「先生媽」，由六名女子擔任。 

卲族的生活方式為農耕和漁獵，浮嶼誘魚、魚筌誘魚的漁獵方式是邵族獨特的方

式，而從摏米發展出來的杵歌和杵音，則是邵族的代表性音樂。 

邵族的重要祭典有：三月的播種祭（進行盪鞦韆的活動）、七月的拜鰻祭（由狩獵

祭轉變過來）、八月的豐年祭。 

噶瑪蘭族（Kavalan）：是蘭陽平原最早的原住民，卻在2002年被

承認為第十一個台灣原住民族，現在主要散布於花蓮、台東兩縣。 

1796年，吳沙入墾蘭陽平原後，噶瑪蘭族開始流離失所的歷史

，1830年代，加禮宛社（今冬山鄉）人率領族人遷入花蓮平原的北

埔，建立一個新的加禮宛社，迫使阿美族和泰雅族遷出北部平原，

1878年，新加禮宛社聯合撒奇萊雅族抗清失敗，在總兵吳光亮的「

勒遷分勢」政策下，被迫散居各處，幾同亡族。 

在傳統裏，噶瑪蘭族為母系社會，女耕男獵，巫師皆為女性，有與阿美族相同男

性年齡階級組織，聚落大都為靠河的小型集村。噶瑪蘭族重要的祭儀活動有：新年祭

祖、治病儀式、喪禮出草勝利儀式、入倉祭、海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