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汉族影响下

高山族农业技术的变革

郭 志 超

清代是汉族大举垦 台
, ,苟山族农业技

术大变革的时期
。

本文拟在考察这一历史

变迁的过程的基础上
,

剖析汉族在农业技

术方面影响高山族的若干途径
。

一
、

汉族垦辟同高山族

农业技术变革的历史考察

清代高山族农业技术变革的扩展 与汉

族农垦区的开拓相对应
。

清代汉族的开发区主要在平原地带
,

开发工作百经磨难
。

尽管清政府实行消极

治台
、

汉 “ 番 ” 隔离的反动政策
,

禁止
、

限制汉民渡台
,

设界禁垦
,

但是垦荒浪潮仍

势不可挡
。

正象时人所说 “气运将开
,

非人力所能遏抑者
。 · , ·

⋯究竟 旧 日疆界无

不逾越者
。 ” ①

清代台湾的开发主要有三个时 期
,

依

序是 康熙
、

雍正
、

乾隆时期
,

嘉庆
、

道

光时 期
,

光绪时期
。

与此相对应的开发地区

依次是 西部平原和台北平 原
,

宜 兰 平

原
,

台东平原
。

在新开发 区
,

由于汉族农

业生产技术的直接影响
,

高 山族的农业生

产发生 了变革性的改观
。

农业变革在地域

上的展开恰与汉族农 业 区 拓 展 的 阶 段

相 对 应
,

大 致 为 在台湾 西 部 平 原
、

台 北平 原 的 平 埔 人 于 康 熙
、

雍 正
、

乾隆年间 自南而北陆续采用牛耕和水田植

稻 在东北部 的 宜 兰 平 原
,

这里的平埔

人于嘉庆
、

道光年间开始采用牛耕和水 田

植 稻 在 台 东 平 原 的 卑 南 人
、

阿 美

人于光绪年间逐步 推 广 牛 耕 和 水 稻 种

植
。

下面还从三个区域
, 以牛耕和水稻种

植为测度来考察清代高山族农业技术变革

的历史进程
。

先谈西部平原和台北平原
。

清朝治台

之初
,

由于府治附近的汉族农业区 已开辟

数十年
,

这一带的平埔大已 出现牛耕
,

康

熙年间又有推广
‘ ,

新港
、

目 加 溜 湾
、

萧

垄
、

麻豆
、

卓猴诸社 “ 耕种
,

如牛车
、

犁

耙与汉人同
。 ” ②康熙二十八年 《台湾府

志 》记载 “ 今诸罗之新港
、

萧垄
、

目加

溜湾
、

麻豆
、

哆罗 国
、

大武陇 垄 等社

去府治颇近
,

多事耕 田
,

⋯ ⋯凤 山之小
‘

淡

水等八社不捕禽兽
,

专以耕种为务
,

一

计

输米于官 ” 。

③因之
,

似可推测 康熙年

间
,

凤山八社的农耕水平近似 于 新 港 等

社
,

撰 于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至 雍 正 二 年

一 的 《台海使搓录 》采录并

翻译了风山八社的八首 “ 番 歌 ” ,

其 中

①邓传安 《羲测汇钞
·

台湾番社纪略

②黄叔敬 《台海使搓录 》卷五
。

③蒋毓英 《台湾府志 》卷五 , “ 土番风俗 ” 。



“ 上淡水力田 歌 ” 日 “ 此时 系 耕 田 之

候
,

天今下雨
,

及时耕种
,

下秧锄草
,

好

雨节次来 了
,

播 田
,

明 日 好 来 饮 酒 ”

“放索种姜歌
” 曰 “ 此时是三月

,

好去犁

园
, ⋯ ⋯同去犁园好 种姜 ”

、

① 此
,

凤山

又社 已有牛耕是可信的
。

康熙末雍正初
,

大甲溪 以北的崩 山八社 及 甲 东
、

大 甲

西
、

宛里
、

南 日
、

猫孟
、

房里
、

双寮
、

吞

霄
、

后垄社
、

新港仃社
、

猎 叭社
、 一

勺至

阁社
、

中港仔社
、

竹堑社
、 “ 拼种

、

犁
、

耙诸器均如汉人
”

②
。

但估计大甲溪 以北的

这些 “ 番社 ” 推广牛耕的理度要比新港等

社低
。

据此可以推断 康熙末雍正初
,

西

部地 区大部分平埔人已开始采用或推广了

牛耕技术
。

在 台北平原
,

康熙 四十八年

汉族移 民开始进入开垦
。

依据汉族农耕技

术对平埔人影响的进度
,

至 乾 隆 年 间
,

台北平原的平埔人也采用 了牛犁技术
。

十七世纪初
,

平埔 人还只 是 “ 治舍种

禾 ” 。

十七世纪中叶
,

亦有平埔人种旱稻

的材料
。

清廷理 台以 后
,

有关西部平埔人

种稻的材料不少
,

但未言明是水稻
,

还是

陆稻
。

明确记载平埔人水田植 稻的材料甚

少
,

兹举如次 康 熙五十六年修定的 《诸

罗 县志 》的卷首有 “ 番人 ” 插秧的 “ 番俗

图 ” 《台海使样录 》说
,

在 欠杰巅
、

大

武垄
、

喉 ’巴年等 “ 番社 ” , “ 有填筑薄岸

为水 田
,

播插 稻 殃者 ” ⑧ 同 弓所录 的凤

山 “ 上淡水力 田歌 ” 的歌词有 “ 天今下

雨
,

及时拼种
,

下殃锄草 ” 。

另据
,

清代 “ 番 人 ” 典卖 田 园契 约文

书丫 乾降
、

嘉庆
、

道光年间 “ 平埔番 ” 典

卖水 田 的材料
,

这些 “ 平埔番 ” 社最北至

大甲溪流域
,

契字上多写明 “ 承祖父 自

垦水田一段 ” , “承祖父遗管下有水田一

份 ” 。

④

概括上述
,

可知 康 熙迄乾隆
,

南起

高屏溪流域
,

北至大
一

尸溪的平埔人采用 了

汉人的水田植稻技术
。

在大 甲溪 以北的西

北部平原
, “高阜居多

,

低下处少 ,, ⑤
,

水稻种植甚少
。

台北平原的平埔人植稻情
之

况不详
,

如果根据甚晚开发的宜兰平 原的

平埔人 已 于嘉庆
、

道光年间掌握水 田植稻

的记载
,

作 出台 匕平 原的平埔人至晚在乾

隆年问掌握 了水稻 种冬汽的推断 应不会偏

离事实
。

在宜兰平原
,

痴庆 , 年 始 开

发
。

此前
, “ 诸 香 恰 丈 射 鹿

、

伴 鱼 为

生 ” 。

⑥入 垦后
, “ 间有汉人救之耕种

,

稻谷 以为宝贵
。

以短刀代犁 锄
,

并 无 牛

只 ” ⑦
,

嘉庆后期
, “始知置备耕牛

、

农

具 ” ⑧
。

据道光时南迁的部分宜兰平埔人

到新移居地后教授阿美 人水田 植 稻 的 事

实 ⑨
,

可以 推断宜兰 的
一

平埔人至晚于道光

年 间已经掌握水田植稻
。

在台东平原地 区
,

白北而南依次是奇

莱 花莲
、

秀姑峦
、

卑南
。

清代初期
,

卑南 人 “ 日 食 薯 芋
、

黍 林
、

金 瓜
,

⋯ ⋯鹿
、

魔
、

鱼
、

酒 则上珍矣
。

⋯ ⋯耕作

无牛
,

亦无桃褥
,

仅用一锄
,

阔三寸
,

柄

长一尺
,

屈 足伏地而锄
。 ” ⑩分处奇莱与

秀姑峦的崇艾八社 阿美 人 更 落 后
,

①黄叔敬 《台海使搓录 》卷七
。

②黄叔敬 《 台海使样录 》卷六
。

③黄 叔敬 《 台海 使搓 录 》卷 五
。

④《 清代 台湾大租调 查 书 》第三幸第 卜竹
, “ 典

卖字 ” 。

⑤黄叔敬 《 台海使 陇录 》卷 ,’
。

⑥陈淑均 《 噶玛兰厅 志 》卷了 “ 风 俗
·

希

俗 ” 。

⑦陈淑均 《 噶玛兰厅 志 》卷三
, “ 规 制

·

番

社
·

附考
” 。

⑧姚莹 《 东西势社 番记 》。

⑨李亦园等 《 马太安阿美族的 物 质 文 化 》 ,

台湾 民族学 泪日创听冬冈之 三
,

页
。

⑩黄叔敬 《 台海使样录 》卷七
。



“ 野居草食
,

皮衣革带
,

不种桑田
。

其地

所产
,

有鹿
、

糜
、

野黍薯芋之属
,

番人终

岁倚赖
,

他 无有焉
。 ” ①这种状况直 至同

治年间无很大改变
。

所变化者
,

一是阿美

人和卑南人通过 与汉族商人的交换
,

获得

了一些铁原料和铁农具 二是道光以 后个

别地 区的卑南 气和阿美人受到新迁来的平

埔人 西拉雅 人
、

噶玛兰人 农业技术的

影响
。

光绪元年
, “番界 ” 废除

,

汉族移 民来垦受到鼓励
,

台东开发终于展

开
,

但已不如其它地 区开垦的 规 模 和 速

度
。

到清代末年
,

台东地 区的汉

族人 口 已有三万多人 ②
,

其中 大 部 分 务

农
,

少部分经商
。

在 “开山抚番 ” 前几十

年
,

台东地区已有一些汉人居住
,

但 “ 系

以从事与先住 民交易者为多
, ” 对这一带

阿美人
、

卑南人的农业技术的改进影响甚

微
。 “俊至清廷招募垦 民开拓后

,

始有所

帮助
。 ” ③光绪年间

,

卑南人和少部分阿

美人开始采用或推广水田植稻
。

卑南人已

采用牛耕
,

并有汉族农 民拥有的大多数农

具
。

阿美人一般未采用牛耕
,

虽然他们的

农具得到很大改进
。

④

但是
,

清代汉族农业技术对高山族的

影响还有一定的局限
,

那就是住在 山区的

高 山族所受到 的影响甚弱
。

其主要原因是

汉族的农垦未及 山区
,

以及清政府的封山

虐政
。

下面以清代前后期山地高 山族生产

状况的简单 比较
,

来显示农业生产的发展

与停滞
。

先看康熙至乾隆的情形
。

康熙朝 《诸

罗杂识 》说 “ 生番 ⋯ ⋯惟知采捕璋鹿
,

听商贾贸易
,

鲜食衣毛 ” 。

《台 湾 风 土

记 》说 “ 内优之邦尉社 按高山族朱欧

人之一部
,

⋯ ⋯偎芋为粮
,

捕鹿为生
,

茹毛饮血
,

不知稼墙
。 ” ⑤ 《台 湾 使 搓

录 》说 “ 诸番傍岩而居
,

或丛处内山
,

五谷绝少
,

祈树潘根 以种芋
,

⋯ ⋯深山捕

鹿
,

不计 日期
。 ” 乾 隆朝 《番 社 采 风 图

考 》说 “ 种黍林
、

薯俱 以刀 斧 掘 地 栽

植
。

⋯ ⋯或将坚 木 炙 火 为 凿
,

以 代 农

器
。 ” ⑥总的说来

,

当时 山地高 山族的生

产或以原始农业和狩猎业并重
,

或以狩 猎

为主
,

原始农业为辅 农具有铁质刀斧
,

还有掘土棍 , 农作物主要是块 根 基 植 物

芋
,

薯
,

黍
、

林等谷物次之
。

再看清后期的材料
。

《树祀林志 》记

载北部山 区的高 山族说 “梗稻少种
,

惟

黍
、

芝麻则多种植
,

故其每以黍为饭
,

以

黍蒸熟置酒
,

鸟兽之肉蟠炙
,

带血而食
,

⋯ ⋯其耕种则无犁耙
,

皆 用 锄 子
。 ” ⑦

《新竹县志初稿 》记载 “顶山番 ⋯ ⋯以

来耙起土
,

无犁耙之器 ” ,

种有早稻
、

番

薯
、

粟
、

番麦
、

芋麻
。

⑧至于孤悬台湾东

南海域
,

从未有汉族农 民涉足的兰屿
,

这

里的雅美人 “ 红头屿番 ” 从清初到清

末
,

皆以种水芋和近海采捕为生 ⑨
。

清代前后期的材料相 比较
、

变化一览

①蓝鼎元 《 东征集 》卷六
, “ 纪台湾山后崇艾

八社
’, 。

②陈荣波 《 清季台湾东部之 农 耕 形 态 》 ,

载

《 台湾经济史九集 》 ,

页
。

③④同上书
,

页
,

一 页
。

⑤引刘 良璧 《 台湾府志 》卷六
, “ 风俗 ” 。

⑥六十七 《 番社采风图考
·

种芋 》

⑦《 树祀林志
·

番俗 》

⑧《 新竹县志初稿 》卷 四
, “ 风俗考

·

番俗 ” 。

⑨参见黄叔敬 《 台海使搓录 》卷七 , 夏献纶

《 台湾舆 图 》 , “ 红 头屿
、

火烧屿 ” 。



可察
。

不过
,

须考虑到 当时人们对 山地高

山族的了解还有 局限
,

早期山地的材料当

有疏漏
。

考虑到这点
,

我们对清代前后期

山地高山族农业生产变化 的印 象 和 理 解

是 农业在生产音吕 的 比 爪 叮 显 增

加 农业还停 留在祁耕阶段
,

但铁农

具在农 具比重大有增加 厂久作 物 见种

也增多了
,

婆琴中
,

番薯 创禹旋花科
,

不 同

于薯损科 应是从平地新 引 迸 的
,

黍
、

粟
、

玉蜀黍 按 康熙年同台湾的地方志

已有 番麦 即玉蜀黍 的记载
、

稻 旱稻

是推广 的
。

总之
,

山地高 族生产的发展

要比平 埔人以及卑南 人
,

阿美 人 缓 慢 得

多
。

另外
,

我们也注意到
,

从康熙末年开

始
,

山地高山族不断从汉族商人手 中购进

火药枪和弹药
,

迄洁后期
,

山地高山族的

火药枪 已甚多
,

这是狩猎技术 的 一 大 变

革
。

狩猎技术变革提高 了劳动效率
,

所节

余的劳动时间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条件
。

点状
、

片状分 布于平户地区
,

一些平埔人

由于游耕移居的习惯
,

便在汉人村落中渗

入 “ 番社 ” 群落
,

如 “ 番社岁久 或以为不

利
,

则更择地而至新社以居
,

⋯ ⋯先时 旧

社多弃置为秽墟
,

近则胃之汉 人 ” ①
。

因

此
, “ 番居 ⋯ ⋯民居 ⋯ ⋯多杂处 ” 。

⑧另

外
,

平 埔人的 “ 香社
” 公 仃地和 “ 香人 ”

私有地大 星租让
、

典 火 与汉人
,

使得两族

人 民在生产
“ “ 儿乎 达队。垄 ,加作

,

便 」平 埔

人详细观奈汉族农民生产的全过程
。

高 山族饮恭汉族先进 的农作 技术
,

如

不谙农事的台北平 欧 “ 淡水吞 ” 护卜埔人

凯达加兰部 在汉 民 入 浅后
,

也 跃 跃 欲
“ 云欲事耘籽 ” 圣

。

把 “ 汉人教之耕
” “ 视为宝贵 ” ,

函 “
渐摩 日深

,

知勤

试作

二
、

汉族农业生产影响

高山族 的几个途 反

汉族先进的农拼文化流向高山族原始

耕猎文化的途径是多方而的 生产技术的

学习和引进 以通婚为渠道接纳汉族劳动

力 高山族内部人 「流动产生生产技术的

扩散 生态环境 的变迁促进生产系统 的变

化
。

一个民族针对外来文化 的接受有轻重

缓急的选择
,

最容易按受
一

自当然是那些具

有直观利益的物种
、

工具
、

技术等
。

直接

的观察学习
,

引进先进农具
,

这是高山族

接受汉族农业生产技术的第一个途径
。

在平原地 区汉族与高 山族的聚落杂处

相当普遍
,

这给高山族汲引汉族农技提供

了有 利的环境条件
。

早期汉族的农垦 区呈

稼墙 ” ⑤
。

先时
,

平埔人 “ 铁锄掘地仅寸

许
,

百锄不如一犁深 ” ,

因而
,

视 引进

牛耕为珍要
。

《番社采风图考 》的 “ 耕种 ”

图描绘 了平埔人妇女策牛扶犁的情景
,

图

中犁之型制与汉族使用的曲 辕 犁 完 全一

样
。 “ 均如汉人 ” 的 “ 犁耙诸器 ” 多来 自

汉族
。

台湾多野黄牛
,

尤其在西北部 “ 野

牛甚多 ” , “ 番人驰逐得之
, ⋯ ⋯然后施

以羁鞠
,

豢之自豆
,

力 田服扼
,

与家牛无

异
。 ” 驯养的野牛不 又满足 自己的需要

,

还供给因垦荒而急而拼牛的汉族农 民
。

水

① 钟于宣

俗 ” 。

②陈培桂

③周 钟琅

咏 , , 。

④陈淑均

社 ” 。

⑤王必昌

俗 ” 。

⑥周钟玻

咏 ” 。

《 诸罗 县志 》卷八
, “ 风 俗 志

·

番

《 淡水厅 志 》卷三
, “ 建置志 ” 。

《 诸罗 县志 》卷十一
, “ 艺文 志

·

杂

《 噶玛兰厅 志 》卷二
, “ 规 制

·

番

《 台湾县志 》卷 卜二
, “ 风 上

·

番

《诸罗县志 》卷 卜一
, “ 艺文志

·

杂



稻种植 带动了农 田水 利建设
,

高山族 “ 亦

学汉人筑圳
,

从内山开掘
,

疏 引溪流
,

以

资灌溉
。 ” ①例如 ,’匕番湖

,

⋯ ⋯康熙

三十四年
,

番民合筑破于下流
,

名
‘

番 子

破
’ ” ② “水蛙潭

,

在嘉样里尖 山 仔
,

县北四十余里
,

蓄水灌田
,

番所筑 ” 。

③

民族通婚使高山族从汉族吸收 了劳动

素质较高的劳动力
,

这是汉族农业生产技

术影响高 山族的第二个途径
。

清廷治台之始
,

即认为 台湾乃海外

孤悬之地
,

易 为
“

奸究速逃之蔽 ” ,

故不

宜广辟地以聚 民
。

封建政府不 断 颁 布 法

令
,

对大陆移 民东渡实行限制
、

禁止
。

清

政府为 了阻止汉人在台湾世居蕃衍
,

令赴

台者不得携眷
。

这种禁令时禁时驰
,

乾隆

二十五年
,

准 台 民 移 眷 赴 台
,

但 条 件

苛
,

手续繁
,

亦属不易
。

缘此
,

台湾汉族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

康熙末年
,

蓝鼎元略

计 “ 统计台湾一府
,

惟中路台邑所属

有夫妻子女之 民
。

自北路诸 罗
、

彰 化 以

上
,

淡水
、

鸡笼山后
,

千有余里
,

通共妇

女不及数百人
。

南路凤山
、

新园
、

琅娇以

下 四
、

五百里
,

妇女亦不及数百人
。 ” ④

台湾汉 民男多女少
,

使汉 “ 番 ” 通婚

如箭之在弦
,

而平埔人盛行的招赘婚又导

致 “ 与番人结为姻娅 ” 的汉人多流入 “ 番

社 ” 。

大部分平埔人有母系氏族 社 会 的 遗

风
,

婚嫁多行男到女家
。

首任台湾知府蒋

毓英说
“
土番之法 与吾人异

,

重生女而

不重生男
,

男则 出赘于人
,

女则娶婿于家

也
。 ” ⑤《番社采风图考 》的 “ 赘婿 ” 图题

记 “ 番重生女
,

赘 婿 于 家
,

谓 之
‘

有

赚
,

生男 出赘
,

谓之
‘

无赚
, 。 ” ⑥对 于

汉人来说
,

这种招赘婚既可廉 价成婚
,

又

可获得土地
,

在 险僻之地还可获得安全保

障
。

作为高 族成员来说
,

他们羡慕汉族

农业技术
,

热望勤劳能干的汉人加入他们

的家族或家庭
,

来改善他们落后的农作
。

这样
,

民族通婚在汉族与高山族之间具有

强烈和持久 的吸 引力
。

汉 “ 番 ” 通婚使两族人 民 “ 往来倍亲

密 ” ⑦
,

结璃的汉人
、 “ 番女 ” “ 同事耕

凿 ” ⑧
。

入赘的汉族农民成为 “ 番社 ” 内

先进生产技术 的传播者
,

他们 的农作技能

成为高 山族农业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

汉 “ 番 ” 通婚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形

式和现象
,

那就是
,

处于 “ 番社 ” 群落中

的汉族移 民点不断娶进 “ 番女 ” ,

久而久

之
,

在文化特征上
,

汉村实际 成 为 “ 番

社 ” ,

但其原先的农耕技术却保存下来
,

并且影响着毗邻的 “ 番社 ” 。

⑨

高山族与汉族通婚悖逆于清廷的民族

隔离政策
,

屡遭厉禁
。

乾隆二年

清政府明令 “ 禁止 民人与番人结亲 ” ,

并以残酷的法律规定企图割断汉 “ 番 ” 通

婚 ⑩
,

但也无法禁绝
。

同治年间
,

仅琅娇
恒春 一带

,

就有汉 “ 番 ” 婚生的后代

①六十 七 《 番社采风图考 》

②余文仪 《 台湾府志 》 卷 二
, “ 规 制

·

水

利
’, 。

③王瑛 曾 《 凤山县志 》 卷 二
, “ 规 制

·

水

利 ” 。

④蓝鼎元 《 平 台纪略
·

附录 》
。

⑤蒋毓英 《 台湾府志 》卷五
, “ 土番风俗 ” 。

⑥六十七 《 番社采 风图考 》 ,

昭代丛书本
。

⑦王瑛 曾 《 凤山县志 》卷三
, “ 风 土 志

·

风

俗
’, 。

⑧屠继善 《 恒春县志 》卷十五
, “ 山川 ” 。

⑨参见阮 昌锐 《 大港 口 汉人的 阿美化 》 ,

台

湾 民族学研究所集刊
。

⑩《 清会典事例 》卷
,

据 《 清会典 台湾事例
·

吏部 》 ,

台湾文献丛刊本
。



“ 土生国千余辈 ” 。

①光结《台 湾小志 》

说 “ 汉吞 互婚交友
,

已不营水乳交

融矣
。 ” ②

汉族农业生产技术影响高山族的第三

个途径是通过高 山族 内部 了、 卜 流动而产生

生产技术的扩散
。

嘉庆
、

道乡创卜间
,

一

飞埔人有 四次大迁

徙 嘉庆年 ’
,

部分 中部平埔人移住

宜兰 , 道光年间
,

部分 中部平埔人移

住埔里 道光年 间
,

部分噶玛兰人南

移 台东的花莲
、

秀姑峦 等地 道光年

间
,

西拉雅人移居台东的卑南
、

秀姑峦等

地
。

③

迁入台东的平埔人用学 自汉族的农业

生产技术影响了当地的阿美人和卑南人
。

如 南迁的噶玛兰人向秀姑峦的马太安社

的阿美人传授水稻栽培技术
。

刃又如 直

到清末
,

阿美人的稻作 以 旱稻为主
,

但凡

与西拉稚人的水稻 田邻近的川 地则多种植

水稻
。

③

部分西部平埔人除
一 ’

有 土述 长途迁徙

外
,

还移居到 与山地 , 初 族毗邻的丘陵地

带和边际山区谷地
,

这就 弓起连锁反应
,

山地高山族或 向东作短距离的移动
,

或进

行长途东迁
。

中部
、

南部 山 区 的 情 况 不

详
。

北部山区 冲隋况
,

台湾学者研究的新

成果使我们 了解到北部山 队的情况
,

东北

部山 区的泰雅人东赛德克群
,

在嘉庆迄光

绪年间
,

该族群的宝井
、

补客不 约而 同地向东

部沿海平地或 山 区东缘迁徙
。

在一些新移

居地
,

他们 与当地的噶玛兰人
、

阿美人和

汉人进行接触
,

受其农耕技术的影响
,

还

得便购买铁制农具
,

有 的还向汉人学习 锻

炼技术
,

农业生广甚 有发展
。

⑥

汉族农业生产技术影响高山族的第四

个途径 呈 汉族的 以辟造成生 态 环 境 变

迁
,

进而 引起 砰埔人拼猎了晰六 的变动
。

生态环 晓
一

, 社会生产是互相影响
、

相

互制约的
。

人们在改造 自然的生产斗争中

改变了生态环境
,

而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势

必反作用 于经济系统
。

清 代台湾得到迅速

的开发
,

叹辟浪潮所至
,

生态环境一 改 旧

观
。

原本适应平埔人传统农耕
、

特别是狩

猎的原始生态环境的丧失
,

导致平埔人农

业的增长和狩猎业的 良退
。

康熙统一台湾之初
,

广裹的平原 山 区

还未开发
。

中部腹 池的高 山地 区及其周边

丘陵地带是一片浩恤的原始森林
, “ 荆莽

谬结
,

不可置足
,

林木如峭 毛
,

连 枝 累

叶
,

阴黔昼螟
,

仰 视 太 虚
,

如 井 底 窥

天
。 ” ⑦西南平原 “ 满涂 蓬 篙 ” “多 荒

草
,

高丈余 ” 。

⑧在大肚溪到淡水河的西

北沿海平原
, “ 多旷野平林 ” ⑨

,

有 的地

带 “林莽荒秽
,

宿草没肩 ” 吵
。

东北部的

宜兰平原
,

一 片 “ 深林荒埔 ” 。

台东纵

谷平原和东海岸平地多是 “ 密竹深林
” 。

①《 台湾舆图 》 ,

引 自《 台湾番政志 》 温 占编

译
, 了了。

②龚柴 《 台湾小志 》 ,

③李亦 园 《 从文献资料石 台湾平 埔族 》 , 《 台

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 》第 页
。

④李亦园等 《 马太安阿关放的物质文化 》 ,

民

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二
,

第 臾
。

③陈荣波 《 清季台湾东部之农耕形态 》 , 《 台

湾经济史九集 》 ,

台湾研究 从 刊木
, 扛

。

⑥廖守 臣 《 泰雅族东赛群的部落迁徙与分布 》

《 民族学研究所集刊 》第 冻期
。

⑦郁永河 《 裨海纪游 》卷土
。

⑧林谦光 《 台湾纪略 》 黄叔敬 《 台海使搓

录 》卷八
。

⑨周 钟准 《 诸罗县志 》卷 七
, “ 兵防志 ” 。

⑩郁永河 《 裨海纪游 》卷中
。

⑩姚莹 《 噶玛兰原始 》 ,

见陈 淑均 《 噶玛 兰

厅志 》卷七
, “ 杂识

·

纪文 ” 。

⑩蓝鼎元 《 东征集 》仓
、 、 , “ 纪 台湾山后崇炎

八社
’夕 。



这种原始生态环境
,

对于高山族进行

原始农耕
,

特别是狩猎生产是 十 分 相 宜

的
。

丰草茂林
,

辽阔原野
,

便 于 刀 耕 火

种
,

抛荒游耕
。

莽原密林
,

禽繁兽多
,

使

高山族得于 “ 仰食渔猎 ” ①
。

十七世纪后期兴起的垦荒浪潮
,

使台

湾平地的原始生态环境发生了 极 大 的 变

化
,

鹿群也因之锐减
。

这一状况在康熙
、

雍正
、

乾隆时开垦的鼎盛时期尤为明显
。

《诸罗县志 》载 “ 鹿樟之多
,

由 草 之 畅

茂
,

且稀霜雨
,

故族蕃息肥硕
。

三十年来

附县开垦者众
,

鹿场悉为田 ,

斗六门以下

鹿璋鲜矣
。 ” ②咏 “竹堑 ” 新竹 的诗

叹 曰 “ 年年捕鹿 丘陵地
,

今年得鹿实无

几
,

鹿场半被流 民 开
,

艺 麻 之 余 兼 艺

黍
。 ” ③

马克思指 出 “ 劳动首先是人和 自然

之间的过程
,

是人以 自身的活动引起
、

调

整和控制人和 自然 之 间 的 物 质 交 换 过

程
。 ” ④当 自然向人们提供的劳动对象和

劳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
,

作为人的劳动

过程也将随之变动
。

由于汉族移 民垦荒所

造成的农业类型的经济生态系统
,

瓦解和

代替了狩猎类型的经济生态系统
,

这就迫

使平埔人改变与原来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经

济生活
,

采取与改观了生态环境能够相适

应的生产手段
,

于是
,

他们不得不 “多事

耕 田 ” ,

以谋生计
。

与此 同时
,

他们还向

汉族学习先进的农作 技术
。

这样
,

高山族

的农业生产逐渐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过

渡
。

刀耕火种
,

抛荒游耕已成为被遗弃的

陋习
,

而以犁耕为标志的新耕作方式风靡

流行
。

农业的发展带动 了狩猎业向畜牧业的

局部过渡
。

台湾 “近生番深山 多 产 野 黄

牛
,

千百为群
,

诸番取 之 ” ⑤
,

进 行 畜

养
、

驯习 ,

可以耕田驾车
。 “ 地益辟

,

民

益集
,

番益驯 ” ⑥可 以说明垦辟引起环境

变迁
,

继而推进平埔人农业发展 的历史过

程
。

清代台湾生态环境的变迁是基于拥有

先进农业技术的汉族移民从事垦荒所派生

的现象
,

而生态环境变迁又引起平埔人耕

猎生产比例的重新调整
,

刺激农业技术的

变革
。

①屠 隆 《 平东番 记 》,

见 沈 有 容 《 闽 海 哟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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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周钟暄 《 诸罗县志 》卷十一
, “ 艺文志 ” 。

④《 资本论 》第 卷第 一 页
。

⑤邓传安 《 务测 汇钞
·

台湾番社纪略 》。

⑥朱仕价 《 小琉球漫志
·

海东剩 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