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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鼎元治理台湾高山族的贡献

陈国强 林加煌

蓝鼎元 一 年
,

字玉霖
,

号鹿洲
,

福建省漳浦县赤巅乡人
,

祖父蓝继善
,

父

蓝斌
。

蓝鼎元十岁丧父
,

苦读自学成材
。

康熙 四十六年 年 曾参加福州鳌峰书院纂

订儒家著作一年
。

康熙六十年 年 夏
,

台湾爆发朱一贵起义
,

蓝鼎元随族兄蓝廷珍

前往台湾征战
。

在台湾一年多时间
,

使他有机会参与治理台湾高山族
,

并作出了重大贡献
。

高山族是台湾原住少数民族
,

又称台湾原住民
、

先住民
、

土著族等
,

包括有平埔人与阿

美人
、

泰雅人
、

排湾人
、

农布人
、

卑南人
、

鲁凯人
、

曹人
、

赛夏人
、

雅美人等
,

现有人口

多万人
。

高山族由于大部分居住山区
,

生产生活较后进
。

当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

一 年
,

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时
,

他们还处于较原始的农耕生活
。

在清初
,

他们还

保留原始氏族
、

部落组织
,

以及早期狩猎
、

农耕生产方式
。

康熙二十三年  年
,

清朝政府统一台湾
。

台湾在统一的全国政权管理下
,

社会经

济和文化都得到发展
。

高山族和汉族的友好关系
,

也进人一个新时期
,

清朝官员治理高山族

的政策
,

立论见解不同
。

其中蓝鼎元的
“

积极论
”

和
“

安土重迁
”

论
,

力排众议
,

反对
“

消极

论
” 、 “

安抚论
” ,

以及
“

划界迁民
”

论
。

他还介绍了一些高山族地区的风土人情
,

为我们留下 了

珍贵的资料
。

一
、

他人对治理高山族的主张

清代
,

高山族称为
“

番族
” ,

又分为
“

熟番
” 、 “

生番
”

或
“

野番
” 。 “

内附输响者日熟番
,

未服

教化者日生番
, ‘

又日野番
。 ”

〔’〕当时他们都以社为单位
,

据 《台湾府志》记载
,

高山族在南

部台湾县有 社
,

凤山县有 社 在中部诸罗县有 社
,

彰化县有 社 在北部淡水

县有 社
。

〔〕每个社都有自己的名称
,

有的是高山族语的音译
。

因此
,

他人对治理高山族

的主张可分为对
“

熟番
”

和
“

生番
”

两部分
。

关于
“

熟番
” 。

清朝统一台湾后
,

对台湾
“

熟番
”

的治理
,

一贯采取消极政策
。

主张对
“

熟

番
”

采取立石为界
,

划定保护地区
,

设养瞻地
,

设立通事
、

社商
,

审核并管理汉人向高山族

租田契约纳租
,

严禁汉人娶高山族妇女为妻等措施
。

在蓝鼎元以前
,

他人多主张以消极政策

治理
“

熟番
” ,

略举几例如下

周钟暄的善后策 康熙五十二年 年
,

北路营将阮蔡文
,

曾亲自调查半线 现彰

化市 以北至竹堑 现新竹市 的
“

熟番
”

村落
,

发现当时汉人侵占高山族土地情况相 当普

遍
,

他在竹堑诗中云
“

年年捕鹿邱陵北
,

今年得鹿实无几 鹿场半被流民开
,

艺麻之余兼艺

黍
。 ”

诗中所说
“

鹿场半被流民开
” ,

既反映了当时高山族捕鹿生产
,

又反映了汉人侵开鹿场的



情况
。

当时诸罗县令周神暄为此
,

提出善后策
。

他上疏闽浙总督觉罗满保说
“
、履淳朴之番

俗
,

自汉民杂迁以来
,

民风 日坏
,

事故日多
,

且流亡日集
,

以有限的疆土
,

处
、

多之流民
,

遂致番地日削
,

生产 日减
,

番民之生计日艰
。

益计通事等之唆削
,

税课之 日增
,

番民几至无

以为生
,

为今之讳 宜尽革前弊
,

裁减日供 以苏番困
。 ”

当时分巡台厦道陈殡采纳周钟暄建

议
,

执行善后策
,

致力抚化及保护
“

熟番
”

政策
,

严禁汉人欺凌 同时派遣通事人山
,

招抚番

社归化
,

就如素称凶悍的淡北平埔番
,

也因此来归顺
。

后来
,

分巡台厦兵备道梁文科继任
,

他继续严禁汉人胶削
“

熟番
”

弊病
,

尤其是对淡水番界的社商包揽番课
,

给予禁止
,

交由通事

统一办理
,

这种继承
“

善后策
”

有一定作用
,

但因积弊已久
,

未能全部革除
。

黄叔敬
、

沈起元的
“

恩抚政策
”

康熙六十一年 年
,

清朝新设巡视御史
,

首任巡

视台湾御史黄叔敬
,

在巡守 介番社后
,

曾以 自己调查所得
,

写成 《台海使搓录》一书
,

书中

有 《番俗六考》及 《番俗杂 记》等
,

他认为番民习俗虽不一样
,

但其饮食等与中土人民无

异
,

其中也有知书识礼者
。

这是 恩抚政策的发物
,

继之者为台湾知府沈起元
,

力主恩抚政

策
,

雍正元年 年
,

在朱一贵起义被镇压后
,

台湾增设一县 彰化县
、

一厅 淡水

厅
。

沈起元对治理高山族
,

曾具体提出恩抚政策主张
“

对归化之生番
,

宜采恩抚政策
,

以

结其心
。

如抚化得当
,

不但不为民害
,

且可供调度
,

以弥补官兵之不足
。

应仿云贵土司之

例
,

奏请发给该土官以冠带捧食
,

令其治理番民
,

当可令被等诚悦归化
。

至于国家傣食之

需
,

岁什甚微
,

收效不为少
。 ”

他认为应以恩抚为主
,

达到
“

以番治番
”

的 目的
。

关于
“

生番
” 。

清朝对
“

生番
”

一贯采取安抚办法
,

如 《噶玛兰厅志》 载
“

台中
、

凤
、

嘉诸

邑
,

均有安番之法
。

嘉义方面
,

责成阿里 山八社通事
。

凤山方面
,

则每年官为安抚
,

原委

嘉
、

凤内山各番
,

皆有一社为其头 目
。

如凤山仿寨山后社
,

为众社之长 嘉义则有阿里山生

番通事为之长 可与彼等头 目商议安抚 务生番俱受约束
,

不敢私出生事
。 ”

故清廷一贯禁止

汉人越人高山族地界
。

在贯彻安抚办法中
,

北路嘉义方面
,

委托通事执行
,

效果不好
。

南路

凤山
,

’

效果较好
。

如康熙十四年 巧 年
,

闽督觉罗满保和福建巡抚陈殡的 《题报未汉化

土著民归化疏》中说
“

南北二路生番
,

近因有见内附之汉化土著民之薄赋轻摇
,

饱食暖衣
,

优逊圣也
,

耕凿自安
。

各社未汉化土著民少亦欢欣鼓舞
,

无不愿附编氓
。 ”

文内且提及
“

生番
”

如南路山猪毛等十社 户
、

丁
,

北路岸里等五社
,

户
,

丁 俱各倾心向

化
,

愿意内附情况
。

同时
,

郁永河
、

陈梦林等
,

对
“

生番
”

均力主
“

积极论
” 。

郁永河在 《海上事略》 中说
“

生番素性为乱
, ·

⋯当视之以威武
,

怀之以德意
,

驾驭有

术
,

不敢背叛
。

且各社 自树其党
,

不相统辖
,

力分则薄
,

较易管束
。 ”

郁永河又在 《裨海纪

游》中说
“

野番在深山中
, · ·

“二 自洪荒以来
,

斧斤所未人
。

野番巢居穴处
,

毛茹血饮
,

种类

实繁
,

其升高险颠
,

越蓄度莽之捷
,

可以追警猿
,

逐骇兽
,

焚山夷其险阻
,

则数年后
,

未必

不变荆棘为坦详
,

化盘瓤焚榨为 良民也
· ”

在这里
,

郁永河主张先以威力制服
,

继以安抚方

法
,

使
“

番族
”

归顺
,

且为移民以垦辟山地
。

康熙五十年 年
,

诸罗县幕宾陈梦林也认为 番人
“

在深溪峻岭之间
,

惟知采捕

糜鹿
,

听商贸易
,

鲜食衣毛
,

所异于禽兽者几希矣
。

番之情
,

虽刚而狠
,

但见小而善疑
,

故

无非介之求
,

其技善奔走
,

穿藤攀棘
,

捷于猿揉
,

所用之器
,

镖枪最利
,

竹弓竹箭
,

虽不甚

劲
,

而射 匕逐走
,

发无不中
。

倘使稍有知讥 偶或蠢动
,

亦非易制之众也
。 ”

陈梦林也力主积

极抚番
。



康熙末年
,

闽粤移民到台湾渐多
。

《平台纪略总论》 云
‘

南尽郎娇
,

北穷淡水
、

鸡笼以

上千五百里
,

人民趋若鹜矣
。

前此大山之麓
,

人莫敢近
,

以为野番嗜杀
,

今则群人深山
,

杂

耕番地
,

虽杀不畏
。 ·

一生聚 日繁
,

渐廓渐远
,

虽严厉不能使止也
。 ”

〔’〕在朱一贵起义后
,

清廷决定划界迁民
,

即将台
、

凤
、

诸三县中的汉人
,

尽行驱逐 把所有房屋
,

全部折毁 山

口 用巨木堵塞
,

不许一人出人 凡近山十里 民家
,

俱令迁移他处
,

田地任其荒芜 筑土墙高

二米
,

深挖壕堑
,

永为定界
。

二
、

蓝鼎元治理
“

熟番
”

的主张

蓝鼎元在台期间
,

对治理高山族育自己的看法和 主张
,

而且与他人不同
,

更加切合实

际
,

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
,

促进高山族社会生产的发展
。

他首先认为应从省会福州移驻厦门 以便
“

就近督师
,

面商调度
。 ”

〔〕并分析高山族当

时情况
,

说
“

台湾土番
,

有生熟
一

二种
,

其深居内山
,

未服教化者为生番
,

皆以鹿皮蔽体
,

耕

山食芋
,

弓矢镖枪
,

是其所长
,

但只能穿林飞蓄
,

暗射杀人
,

不敢公然出至平地与官兵对

敌
。

且畏炮火
,

轰然一声
,

抱头远遁
,

此生番之不足为虑也
。

其杂居平地
、

遵法服役者为熟

番
,

相安耕凿
,

与民无异
,

惟长发剪发
,

穿耳刺嘴
,

服饰之类
,

有不同耳
。

虽矢镖便利
,

而

各社言语不通
,

里 门之外
,

视若奏越
,

非有汉民指挥
,

迫吓其势
,

亦离而不合
,

但除去秀

民
,

一振军威
,

则番害自息
,

此熟番之不足为虑也
。 ”

〔 〕蓝鼎元是封建时代官员
,

对当时
“

番族
”

的看法
,

难免存在大汉族主义观点 但他在台湾
,

对
“

番族
”

情况
,

洞若观火
。

尤可贵

者
,

是他认为
“

土庶番黎
”

一体
,

对台湾汉人和
“

番族
”

一视同仁
,

给予平等地位
,

他说
“

凡汝

士庶番黎
, ’

莫非天朝赤子
,

响风慕义
,

悔罪归诚
,

回生 良策
,

刻不容缓
。 ’,

旧 故在 《鹿洲全

集》评日
“

此檄解散贼徒数十万
,

平台第一妙着也’’

由于蓝鼎元对当时番情有一定了解
,

故对
“

番族
”

提出治理办法
。

他与阮蔡文
、

周钟暄
、

觉罗满保
、

陈缤
、

黄叔做
、

沈起元等人所主张善后安抚
、

恩抚政策的观点不同
,

力排众议
,

主张应弹压叛乱
“

土番
” ,

并积极移民加强边疆建设
。

上述诸人的善后安抚
、

恩抚政策
,

虽有

一定效果
,

如清初归附南北路番社有 社 但 由于政令不能彻底贯彻
,

移民问题日趋严

重
,

致发生多次高山族叛乱事件
。

故蓝鼎元的
“

积极论
” ,

用文武二手
,

加强对高山族的治

理
,

是切合实际的
。

蓝鼎元在 《与吴观察论台湾事宜书》〔〕 中首先提到
“

鼎元闽娇书生
,

识见浅勘
。

明公以

其曾赞戎行
,

略悉台地人情风土
,

不弃固陋
,

采及当尧
,

敢不具陈所知
,

以副公殷勤至意
。 ”

他紧接着对治理
“

熟番
’

傀出下列几点意见 改变禁民侵耕番地
,

以免弃荒
。 “

宜先出示
,

令各土番 自行垦辟
,

限一年之内
,

垦成田园
。

不垦者听民垦耕
,

照依部例即为业主
,

或令民

贴番纳晌
,

易地开垦
,

变两便之道也
。 ”

引进汉人开发高山族地区
,

增加劳动力
,

这无疑对高

山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

具有重大意义
。

严禁社棍
、

通事剥削
,

使番安居
。 “

通事之勉

剥
,

社提之唆谋
,

均当惩创
。

无虐无纵
,

使番黎安居循法
,

乐役趋公
,

乃大中至正之道
。 ”

开辟荆棘
,

以番和番
,

招徕归顺
。 “

荆棘 日辟
,

番患 自消
,

是莫如听民开垦矣
。 · ·

“”以番

和番
,

招徕归顺
,

招徕既久
,

渐 化渐多
。 ”

蓝鼎元在 《上都制府论台鸿事宜书》〔
”〕
中还进一步具体建议治理

“

熟番
”

的作法
“

今北



路土番
,

狡焉梗法
,

公行拒敌
,

伤害官兵
,

当局不能排除
,

反议招抚
,

损威示
,

弱殊为非

计
。 ”

他坚持主张 出示公告
,

安定黎番
。 “

宜大张文告
,

慰谕台中善良
,

各安生业
,

军士

经行地方
,

不许妄动民间一草一木
,

无骚扰鸳惶之患
。 ”

速平叛乱
,

以免滋蔓
。 “

土番穿林

飞警
,

是其长枝
,

所虑深藏内山
,

无迹无影
,

得苟延旦夕之命
。

⋯⋯可以严伤将弃奋勇扑

灭
,

勉限一月为期
,

务必荡平清廓
。

倘日久滋蔓
,

将渐猖撅难制
,

则军法不可不肃也
。 ”

重悬赏格
,

以番招番
。 “

林著路杂
,

险阻难行
,

宜用近社番为前导
,

重悬赏格
,

以番攻番
。

⋯

一重赏之下
,

何求不获
,

况所需不过红绿色布
,

糖
、

烟
、

食盐
、

木屐等类
,

未为大费
,

即左

右稍远之
,

番无不可 以智计驱遣
,

在台师之善驭之耳
。 ”

以盾御箭
,

以铣制番
。 “

番箭链如

利刃
,

锋长五六寸
,

或酷毒药
,

百发无虚
,

宜用木盾御之
。 ··

”二左右酌开锐眼 以便轮发铣

炮
。

⋯⋯铣炮连环
,

势不可当
,

凡番箭皆着盾上
,

则彼技已穷
,

可一举歼灭也
。 ”

多用炮
‘

火
,

平定乱番
。 “

山深番野全赖炮火
,

震叠弓矢之威
,

非所长也
。

宜多用炮火
,

并于厦门制备

火药铅弹
,

遣官运赴军前
,

多多益善
” 。

严禁接济
,

杜绝盐铁
。 “

接济宜防
,

而盐铁二者
,

尤为山中所少
。 · ·

“二向皆汉民及外社狡番
,

私藏盐铁
,

阴售重价
,

今现作乱
,

则此事巫宜杜

绝
。

留心访察
,

严禁而痛惩之
。 ”

蓝鼎元这六项治理
“

熟番
”

之主张
,

采取两手积极政策
,

凡顺

者团结
,

逆者镇压
,

这对清朝统一高山族
,

具有一定的贡献
。

三
、

蓝鼎元治理
“

生番
”

的主张

蓝鼎元对治理
“

生番
”

的主张
,

极力反对当时
“

划界迁民
”

的意见
,

他代总后蓝运珍上书
,

反对封锁螂娇建议
,

说
“

台寇虽 自山间
,

然在郡常居八九
,

若欲因贼弃地
,

则府治先不可

言
,

况螂娇并无贼起
,

虽处极边
,

广饶十倍于罗汉
,

现有耕凿数百人
,

番黎相安
,

已成乐

土
,

今无故欲药其居
,

尽绝人迹往来
,

则官兵断不肯履险涉远
,

而巡人百余里无人之地
,

脱

有匪类
,

聚众出没
,

更无他人可以报信
,

可虑也
。 ”

蓝鼎元认为消极
、

片面封锁山地
,

不能根

治高山族存在的问题
,

这真是
“

真知灼见
” 。

他的反对
“

划界迁民
”

意见
,

虽未为当局所采纳
。

但从今天来看
,

是有利于高山族社会经济发展的
。

蓝鼎元在 《谢都制府兼论台湾番变书》中说
“

近闻台北土番
,

复有崩山等社
,

碎至彰化

县站
,

骚扰作孽
。 · ·

“二既已劳师两月
,

弗能取胜
,

然后招之使来
,

似示怯弱
,

养成骄态
,

固

知不能无复起之患也
。 ”

〔”〕他的顾虑
,

很在道理 他的意见
,

也有根据
,

正如 《平台记略自

序》所说
“

惟有全台形势
,

治乱事迹
,

了了胸中
,

所见所闻
,

视他人较为切实
。 ”

〔‘。 他在

《复制军迁居划界书》 中
,

首先对
“

划界迁民
”

有个概括介绍
“

台
、

凤
、

诸三县山中居民 指

侵人生番地的汉人一一弓 者
,

尽行驱逐
,

房屋尽行拆毁
,

各山口俱用巨木塞断
,

不许一人

出入
,

山外以十里为界
,

凡附山十里内民家
,

俱令迁移他处
,

田地俱置荒芜
,

自北路起至南

路止
,

筑土墙高五六尺
,

深挖壕堑
,

永为定界
,

越界者以盗贼论
。

奸民无畜顿之处
,

而野番

不能出为害矣
。 ”

蓝鼎元力主
“

安土重迁
” ,

反对
“

划界迁民
” 。

他在上述 《复制军迁居划界书》 中
,

具体阐

明他的主张 反对迁民
。 “

欲迁数万户之 民居
,

必有可容数万家筑室之处
,

而此数万家又

不能不耕而食
,

必有可容十数万人耕种之 田
,

则废地居民为此日第一急务矣
。 ”

反对拆

房
。 “

人情安土重迁
,

非尽恋恋故也
。

亦苦田舍经营
,

所费不货
。

富家栋梁瓦桶
,

可以搬赴新



居
,

土匠墙垣
,

亦费其十之六 贫家土舍茅屋
,

无可够用
,

一经迁徙
,

则当从新建盖
,

以乱

后残生
,

露肘跳足
,

餐食不继之贫民
,

何以堪此
。 ”

反对设隘
。 “

各山隘口
,

未知几何
。

即

以罗汉门一处而论
,

已有三四路可人
,

则此一千五百里之山
,

其隘口不止百计
。

每 日伐木挽

运
,

百夫亦需三五 日
,

计用人夫不下三五万
。

不知官自雇募
,

抑或派之于 民
。 ”

反对划

界
。 “

一千五百余里之界墙
,

一千五百余里之壕堑
,

大工大役海外仅闻
,

计费钱粮不下十万

两
。

将给之 自官
,

则无可动支之项
,

将派之于民
,

则怨声四起
,

必且登时激变
。 ”

应预防

民变
。 “

寇礼风灾之后
,

民已憔悴不堪
,

百孔千疮
,

俱待补救
。

即使安静休养
,

时和年丰
,

尚

未能邃复元气
,

况又有弃去田宅
,

流离转徙之忧
。 · ·

“ 二假如强项不依
,

晓晓有词
,

将听其不

远而中止乎
,

抑以兵威胁之乎
。 ”

镇压不好
。 “

若以兵嗜之使移
,

则民以为将杀己
,

抗拒亦

死 不抗拒亦死
,

必制挺与官兵为敌
。

’

至于敢敌
,

亦遂不容不杀矣
。

无故而我 良民
,

于心有

所难安
,

歼不尽则祸不已
,

歼之尽则人又不服
,

上乖朝廷好生之德
,

又下失全台数百万之人
』

合
。 ”

蓝鼎元这六条意见虽未为当局所采用
,

但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

他这六条经验却足资后

人借鉴的
。

四
、

蓝鼎元关于高山族的记述

蓝鼎元在台湾的时间不长
,

但他对台湾及高山族地区
,

却留心观察
,

并留下不少文章
,

可供我们今天研究清末高山族地区及生活文化特点参考
,

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

蓝鼎元 《平台纪略自序》中提到
“

台湾雄踞海外
,

直关内地东南半壁
,

沿海六七省门户

相近
,

其乱其平
,

非于国家渺无轻重者
。 ”

在《复制军台疆经理书》 中还说
“

职等愚见
,

以为

人元良匪
,

教化则驯 地无美恶
,

经理则善
。 ”

〔“〕正是本着这些意见
,

他详尽记录了高山族

地区情况
,

如 《檄南路营剿捕石壁寨》
、

《檄诸将弃大搜罗门诸山灰 《檄北路将弃分搜小西门

诸山》
、

《檄查大湖崇交山后余孽》
、

《檄诸将并搜捕竹仔脚逸贼》
、

《檄下加冬索守戎》〔’ 〕

等
,

都在征战中提到了高山族地区
。

蓝鼎元有关高山族地区及生活文化的记述 集中在 《东征集》卷
,

纪 其中如《纪十八重

溪示诸将弃》
“

其中为大埔庄
,

土颇宽旷
,

旁附以溪背
、

员潭
、

嵌下
、

北势
、

枫树岗等小树

落
。

未乱时人烟至盛 今居民七十九家 计到二百五十七凡 多潮籍
,

无土著 有漳平人杂其

间
,

只未及十分之一也 其田共三十二甲
,

视内地三百六十余亩 亦据报闻
,

无核定清丈 本哆

锣蛔社番之业
,

武举李贞镐代番纳社晌
,

招民垦之者也
。 ”

由此可见十八重溪地原为哆锣帼社番

之业
,

至清末已被广东潮州人等垦荒
。

又 《纪虎尾溪》 云
“

溪源出水沙连 合猫丹蛮蛮之浊坑

为浊水溪 从牛相触二山间流下
,

北分为东螺溪 又南汇阿拔泉之流为西螺溪 阿拔泉溪发源阿

里山
,

过竹脚寮山
,

为阿拔泉渡 西人于虎尾四溪 牵合杂错 而清浊分明
。 ”

蓝鼎元 《纪水沙连》文内说
“

自斗六门沿山入过牛相触
,

溯浊水溪之源
,

翼日可至水沙

连内山
。

山有蛮蛮猫丹等十社
,

控弦千计
,

皆瞥鸳未甚驯 良
,

王化所敷羁摩勿绝而己
。

水沙

连屿在深潭之中
,

⋯⋯番绕屿为屋以居
,

极稠密
,

独虚其中为山头
,

如人露顶然
,

顶宽平
,

甚可爱
,

询其虚中之故
,

老番言 自昔禁忌
,

相传山顶为屋
,

则社有火灾
,

是以不敢
。

屿无田

岸
,

多蔓草
,

番取竹木结为俘
,

架水上
,

藉草承土以耕种禾稻
,

谓之浮田
。

水深鱼肥
,

且繁

多
,

番不用 曹髻
,

架蟒甲
,

挟弓矢射之
,

须臾盈筐
。 ·

”一蟒甲
,

番舟名
,

夸独木为之
,

划双



桨以济
,

大者可容十余人
,

小者三五人
,

环屿者水无陆路
,

出人青用蟒甲
。

外人欲诣其社
,

必举草火
,

以烟为号
,

则备划蟒甲以巡
”

在这记述中
,

有地理
,

有民俗
,

有新材料
,

足资研

究当地高山族参考
。

蓝鼎元 《纪竹堑埔》一文中说二
“

竹堑埔宽长百里
,

行竟日无人烟
。

野番出设
,

伏草莽以

杀人
,

 首级
,

剥别骼镂饰金
,

夸为奇货
,

由来旧矣
。

行人将过此
,

必倩熟番
,

挟弓矢为护

卫
,

然后敢行
。 · ·

“ 二其地平坦膏腆
,

野水纵横
,

处处病涉
,

俗所谓九十九溪者
,

以为沟侩
。

辟田畴
,

可得良田数千顷
,

岁增民谷数十万
。 · ·

”二然地广无人
,

野番出役
。 ”

此文中也多
“

野

番
”

的介绍
,

可资后人研究参考
。

戏鼎元 《纪台湾山后崇艾八社》一文中记说
“

康熙三十四年
,

赖科等招抚归附
,

原是

九社
,

因水举一社
,

数年前遭疫没尽
,

今虚无人
,

是以山后八社 番分族八社
,

日药椰椰
,

日斗难
,

日竹脚宣
,

日薄薄
,

为上四社
。

日芝武兰
,

日机密
,

白猫丹
,

日丹郎
,

为下四社
。

四社之番
,

黑齿纹身
,

野居草食
,

皮衣革带
,

不事农田
,

其地所产
,

有鹿
、

庸
、

野黍
、

薯
、

芋之属
,

番人终岁依赖
。

他无有焉
。 ”

蓝鼎元注意番地
,

不仅是记述
,

主要在提倡开垦
。

他在 《鹿洲奏疏
·

经理台湾第二》中

建议
“

伤有司劝民尽力开垦
,

勿听荒芜
,

可以赢余米资闽资内地之用
,

且可以恢廓疆境
,

使

生番不敢悠意出没射杀行人
,

盖生番所行之处
,

必林莽可以藏身
,

遇田园
,

则却走而不敢

过
,

其射人刘取首级
,

烹剥去皮肉
,

饰其骨以金
,

夸耀其众
,

众遂推为豪雄
,

出牛酒贺之
,

野性固然
,

但地一垦辟
,

则无此患
,

可以渐次招抚收为熟番
。

凡从前效顺之番
,

皆加恩与民

一体
,

凡肢手无艺之人
,

皆渐次逐回内地
,

则在台民番皆安生乐业
,

数年间可取得良田百十

万
,

益国裕民食
,

各省皆受皇恩于无既矣
。 ”

这个开放番地
,

垦辟良田的意见
,

不仅可增加汉番人民团结
,

也可推动高山族社会的进

步
。

为此
,

蓝鼎元在 《台湾水陆兵防第二》中一再提到
“

彰化 六七百里皆山海粤区
,

民

番杂错之地
。

内山 一带
,

又有生番出没 后垅
、

中港
、

竹堑
、

南嵌
,

处处藏垢之所
,

而竹堑

埔宽长百余里
,

行竟无人烟
, · ·

“二驻兵屯垦
,

并募民共耕余地
,

基置村落
,

使生番不敢出裁

行人
,

而农民得安
。 ··

“二南路下淡水以 下
,

⋯⋯向皆有番无民之地
,

今开垦流移 日趋 日众
,

山深海僻
,

屯垦防守
。 ”

蓝鼎元主张安土重迁
,

垦荒辟 田
,

不仅
‘

募民
” ,

而且
“

屯兵
” ,

这种意

见也颇有可取之处
。

蓝鼎元逝世已 周年
,

他在台湾时间虽只一年多
,

但留下无数文章
,

可供研究台湾及

高山族参考
,

这是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

我们今 日要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

贯彻改革开放政策
,

应总结历史经验教创”
,

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服务
。

注释

〔 〕《诸罗县志》卷
,

《番俗考从 〔〕蓝鼎元 《粤中风闻台湾事论》
。

〔〕《台湾府志》卷 , 《番社》
。

〔〕蓝鼎元 《檄台湾人民, 《东征集》卷

〔〕
、

〔 〕
、

〔 〕
、

〔 〕
、

〔 〕 蓝鼎元 《鹿洲初集》 〔 〕
、

〔 〕 蓝鼎元 《东征集》卷
,

书 卷
,

卷 卷
,

书 卷 卷
,

序
。

檄
。

川 蓝鼎元 《与荆璞家兄论台变书》
,

《鹿洲全 作者单位 厦门天学
、

上海自然博物馆

集》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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