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 密级

学号：10620131152362 UDC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台湾卑南族与周边族群的历史及现实互动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Interaction between Puyuma
and The Neighboring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季伟杰

指 导 教 师： 董 建 辉 教 授

专 业 名 称：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史

论文提交日期： 2 0 1 6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 0 1 6 年 5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 0 1 6 年 6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评 阅 人：

2016 年 5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I 

内容摘要 

如今的卑南族是台湾第六大原住民族群，其聚落主要分布在台湾东部的山海

平原之间。自古以来，与卑南族毗邻并且互动较多的原住民族群有阿美族、排湾

族、鲁凯族和布农族，这几个族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共享台东地区的资源，

日渐形成一种自然状态下的较为稳定的族群关系格局。然而，随着汉人族群在台

湾的扩张，以及台湾数次被外来殖民者统治的特殊历史发展轨迹，使得台东地区

以卑南族为主体的原住民族群互动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貌。 

由于无文字民族历史记忆的传递以口碑传说为主要方式，因此考察卑南族与

周边族群的互动唯有从荷领台湾时期文字记载增加后方才渐次明晰，卑南等族原

住民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以更加鲜明的形象进入历史的视野。自此以后，历经

明郑、清治、日据和光复后等数个时期的变迁，历史上的卑南族始终保持与外部

族群及外来统治者的密切接触，在族群互动中赢得优势，慢慢成长为东台湾的一

支强盛族群，并且曾经一度发展成为区域治权的代理人。但是，日据时代以来，

日本殖民者和国民党当局治下的原住民沦为弱势族群，诸如强制性的移风易俗、

欺骗性的土地买卖等加剧了原住民传统社会的崩塌。1980 年代台湾原住民族运

动兴起后，原住民社会长久积压的矛盾和问题进入台湾广大民众的视野，以卑南

族为代表的原住民族群因应时势潮流，自发结成社团或联盟，围绕族群自治、文

化复振、权益保护等议题开展抗争，为族群互动增添了新的形式和内容。在后原

住民运动时代，卑南族原住民与周边族群互动的场域实现了从都市到原乡的转

换，作为四大政治族群之一的台湾原住民族越发站在主位的视角，走向属于自己

的文明之路。 

本文认为，卑南族以其不占优势的人口规模而能在区域称雄，其关键原因在

于卑南族是一支最能接受外来文明的族群。而且在区域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卑

南人总能够适应环境的改变，不断形塑自身的文化认同、信仰认同和族群认同，

并经由人群的互动，校准和调适对内对外关系的尺度，以此维持族群的竞争优势。

这一点在台湾原住民族群中较具特殊性。 

 

关键词：台湾东部；原住民族；族群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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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nuyumayian is the sixth largest indigenous group in Taiwan, whose settlements 

mainly scatter on the plains and mountain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aiwan. Since ancient 

times, there are Amis, Paiwan, Rukai and Bunun living around with the Puyuma, who 

have shared resources in Taitung area for quite a long time and gradually formed a 

relatively stable pattern of ethnic relations under the natural state.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the living space of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Taiwan’s being governed   

by the colony several times result in mor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Puyuma and 

the neighboring ethnic groups. 

Because the word-of-mouth legend is the main way to deliver the historical 

memory for a non-writing national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uyuma and the 

neighboring ethnic groups became distinct with written records in the Dutch 

Occupation Period, after which, Puyuma and other indigenous groups began to come 

into the historical view as a more distinctive image. Since then, experiencing changes 

of the Zheng regime of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Japanese colonization, the 

recovery of Taiwan, Puyuma has always maintained close contact with the external 

ethnic groups and rulers historically. They gained a superiority in ethnic interaction, 

and slowly developed into a strong group of Eastern Taiwan, and even an agent of 

regional sovereignty.  

But sinc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KMT authoritarian’s governing, 

aboriginal people became vulnerable groups, and the mandatory transfoming social 

traditions and fraudulent land sales accelerated the traditional aboriginal social 

collapse. Since the original national movement in Taiwan in the 1980's, the long-term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of Aboriginal Society entered the field of the Taiwan 

ordinary population’s visio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digenous groups, 

Pinuyumayian conformed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ey formed a community or 

alliance, and carried out the fight around the issues of ethnic autonomy, cultural 

rehabilitation, rights protection and so on, which add a new form and conten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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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interaction. In the post aboriginal movement Era，the field of Puyuma and the 

surrounding ethnic groups’ interaction have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ity to 

country. As one of the four major political groups in Taiwan, indigenous groups are 

more standing in their own perspective and towards the path of civilization.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Puyuma could become a regional hegemon without the 

dominant population size, the key reason is that Puyuma is a kind of ethnic group 

which can accept external cultur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regional history, Puyuma can always adapt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shape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faith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Afte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groups, Puyuma can correct and adjust the scal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 

so as to maint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which demonstrates particularity in th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Taiwan. 

 

 

Key words：Eastern Taiwan；Indigenous peoples；Ethnic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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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章  绪  论 

本章意在阐述论文写作的选题缘起、研究对象、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

意义、文献搜集过程、田野调查经历，以及行文思路和论文框架结构等情况。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对象 

陈支平在余光弘主编的《台湾少数民族》一书序文中提到，中国大陆最早对

台湾少数民族进行较为系统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者，首推厦门大学已故的

人类学家林惠祥。林惠祥在早期所从事的关于“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的研究一

开厦门大学面向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研究之先河。①陈国强、郭志超等学者

秉承这一优良的学术传统，继以台湾高山族为研究对象开展了诸多后续性且极具

启发性的相关研究，为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领域的探

索留下丰硕的成果。因此延续与拓展前辈学人之研究，考察台湾少数民族（即台

湾原住民族）生存发展之现状，是立此选题的首要原因。 

其次，就大陆学者的涉台研究而言，大多只是热衷于两岸的历史、政治、经

济、文化等层面的比较研究，而较少细化到社会结构、族群分类、族群互动等更

加细微具体的部分。单以台湾高山族研究为例，往往只是将台湾的原住民族群当

作一个粗线条的整体进行论述，而忽视其内部的界线和彼此的特征。此外更是长

期缺乏与台湾在地学者以及对台研究做得非常细致到位的日本学界的交流，致使

大陆学界对于台湾原住民族群的研究停滞不前。然而，台湾和日本的学者虽然已

经积累下不少关于台湾原住民族社会文化的不同面向的基础性研究资料，却又鲜

有从族群互动和族群关系角度加以考察，如此便形成此类型研究的盲点。补充这

一部分的观察和思考即是立此选题的第二个原因。 

再者，由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研究团队领衔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

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立项课题，近期颇受各方关注，也汇聚了海峡两岸

相关领域的一流学者。故依托厦门大学特有的学术资源和区位优势，佐之该课题

组在台的合作机构——台湾政治大学、“中央”研究院和台东史前文化博物馆优

质的资源，笔者在台湾省东部原住民聚居地区从事相关田野调查和研究无疑会获

                                                             
①

 余光弘、李莉文：《台湾少数民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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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极大的便利与帮助，此为立此选题的第三个原因。 

而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参照本人研究生阶段专业学习的经验和兴趣，将“台

湾东部地区以卑南族为代表的原住民族群”视为研究对象，确定“台湾卑南族与

周边族群的历史及现实互动”为硕士毕业论文的主题，较为符合民族史专业的培

养要求，同时也能够较好地运用所学到的族群理论、认同理论等专业知识，检视

和分析赴台田野调查所触及的表象与收集的资料。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笔者认为

立此选题较具可行性，亦颇具研究价值和拓展延伸的空间。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台湾原住民族，从语系上划分又称台湾“南岛语族”，也即我国已认定的 56 

个民族之一——台湾“高山族”①，他们主要分布在我国台湾省及其附属岛屿，

也有少数散居在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截至 2015年 12月，台湾原住民人口数

为 534007 人，约占台湾人口总数的 2.28%。目前，台湾地区官方认定的原住民

族有泰雅族、阿美族、布农族、卑南族、达悟族、排湾族、鲁凯族、邹族、邵族、

赛夏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撒奇莱雅族、赛德克族、卡那卡那富族、拉阿鲁

哇族等 16个族群。 

学界普遍认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始于日据初期，因而笔者

以此为分界点，梳理出前后不同的时期“台湾原住民族群研究”的大体的脉络与

影响，进而理清东台湾以卑南族为主体的族群互动研究的现状。 

一、古代文献关于台湾原住民的记述（1895 年以前） 

早在汉唐间，对台湾“山夷”的记述已见诸史籍。三国沈莹撰写的《临海水

土志》中较为详尽地描述当时台湾岛的“夷州”土著和“山夷”，其文言：“夷洲

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

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②“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刃

斧，环贯珠珰，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食

                                                             
①

 2000 年左右随着两岸学术交流增加，“台湾原住民（族）”逐渐在大陆学界高频出现。相比之下，学界

更多是以“台湾原住民族”替代“台湾高山族”，对“南岛语族”的引用则相对较少。 
②

 转引自吴春明：《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载《台湾研究集刊》200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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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BD%E5%BE%B7%E5%85%8B%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9%82%A3%E5%8D%A1%E9%82%A3%E5%AF%8C%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B%89%E9%98%BF%E9%AD%AF%E5%93%87%E6%97%8F%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B%89%E9%98%BF%E9%AD%AF%E5%93%87%E6%97%8F%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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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为上肴„„”
①
；“歌似犬嗥，以相娱乐。得人头，斫去脑，剥其面肉，留

置骨，取犬毛染之以作鬓眉发编，具齿以作口，自临战斗时用之„„”②。这应

该是古代文献中关于台湾原住民的较早的记述。 

在唐宋元的正史中，多以“琉球土人”泛指台湾原住民，诸如《隋书·琉球

传》、《宋史·外国传·琉球国》、《元史·外夷列传·琉球传》，以及赵汝适的《诸

蕃志·琉球国》、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琉球志》等，都曾涉及到对当时台湾原

住民体貌特征和生活方式的描述。至明代，“岛夷”“土人”还偶有出现，时汉人

多称台湾“番人”为“东番”、“东番夷人”、“土番”等③。譬如，《明史·外国列

传》中便有相关记载：“鸡笼山在彭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去泉州甚

迩„„永乐中，郑和遍历东西洋，靡不献琛恐后，独东番远避不至。”④同在这一

时期，何乔远的《闽书·岛夷志》、陈第的《东番记》、屠隆氏的《平东番记》、

杨英的《从征实录》等皆开始以“东番”指称台湾原住民，且较明代以前的文献

而言，对台湾原住民的地域分布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西班牙、荷兰殖民统治台湾期间，留下不少与原住民互动的史料，其中不乏

卑南等东部原住民族群的村社户籍统计，这些较具学术研究价值的资料主要收录

于《热兰遮城日志》、《巴达维亚城日记》当中。明郑之后，清朝统一台湾，关于

台湾原住民的记载多见于高拱乾的《台湾府志》之《封域志》《风土志》、陈伦炯

的《东南洋记》、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郁永河的《裨海纪游》、

周钟瑄的《诸罗县志》、蓝鼎元的《粤中风闻台湾事论》、鲁之裕的《台湾始末偶

记》、刘良璧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土番风俗》、柯培元的《噶玛兰志略·番市

志》⑤、胡传的《台湾日记与禀启》、《台东州采访册》等。除此之外，清廷与治

台的地方官员之间的谕书、奏对等官方文档中也涉及到许多与“番地”有关的较

为详细的信息，如番情动向、归化征讨、开山抚番进展等。以当时卑南社统领的

“后山七十二番社”为例，由于该社作为管辖地区事务的代理人，其与统治者之

间的互动较多，彼此的了解也相对深入，因此在有清一代的官方文件里“后山七

十二番社”频繁的出现，一些户籍资料、契约文书里不乏对后山诸社活动情况的

                                                             
①

 转引自吴春明：《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载《台湾研究集刊》2009 年第 4 期。 
②

 沈莹撰，张崇根辑注：《临海水土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 页。 
③

 吴春明：《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载《台湾研究集刊》2009 年第 4 期。 
④

 吴春明：《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载《台湾研究集刊》2009 年第 4 期。 
⑤

 吴春明：《异文化视野下的台湾原住民“族称”》，载《广西民族研究》200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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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以卑南社为中心的后山之地也被清楚地标注在官方的地图中。 

要言之，早期文献资料中关于台湾原住民的相关记述，就出处而言，一般散

见于史籍、游记、地方图志和官府档案之中，撰写者多以华夏正统自居，居高临

下地审视台湾原住民这群“他者”。自汉唐至明清，虽然官方和民间的文献对包

括卑南族在内的台湾原住民的指称和认识逐步变得清晰，但基本上仍是将台湾原

住民族群视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少加区分，所记述的片段虽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族

群互动情况，然始终缺乏对台湾原住民族社会文化的细致的描摹。 

二、日本学者关于台湾原住民的研究（近代以来） 

（一）早期东京人类学会的调查研究 

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后，曾一度沿用清治时期对台湾原住民的他称，将其统

称为“蕃族”，并在“蕃人所在地”推行“蕃地行政”等理蕃政策。日本当局为

了更好地统治原住民，号召大批日本的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入

台开展调查。这种主要服务于殖民统治需要的调查研究虽然动机不纯，却无意中

开启了面向台湾原住民的学术研究道路。 

日据初期，台湾原住民调查研究工作主要以日本东京人类学会为主体，该会

的鸟居龙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等学者是运用人类学知识从事台湾原住民调查

研究的先驱①。 

1896—1900 年间，该学会的鸟居龙藏先后赴排湾、鲁凯、毕南（卑南）、阿

眉（阿美）、布农等部落调查，共撰写了 9 部民族志，并且在这些民族志基础上

于 1910年以法文发表《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一文，将“生蕃”分成泰雅、

邹族、布农、邵、泽利先（鲁凯)、排湾、卑南、阿美、雅美 9族②，初步确立了

日据初期对台湾原住民族群的分群基础。此外，鸟居龙藏是较早在台湾东南部从

事田野工作的日本学者，其研究以东台湾为主，涵盖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语言

学及考古学，影响甚大，侧重于从体质特征、物质文化等角度研究和比较台湾原

住民各族群的社会与文化。 

与鸟居龙藏不同，伊能嘉矩还广泛调查了台湾西部的平埔族，他学贯历史学、

考古学、人类学，尤以台湾历史研究见长③。1900年，伊能嘉矩和粟野传之丞合

                                                             
①

 郝时远：《当代台湾的原住民与民族问题》，载《民族研究》2003 年第 3 期。 
②

 吴春明：《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载《台湾研究集刊》2009 年第 4 期。 
③

 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合肥：黄山书社，2006 年版，第 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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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台湾蕃人事情》，首次正式地依据语言、风俗、习惯等要素将台湾原住民

分成泰雅、布农、邹、排湾、泽利先（鲁凯）、漂马（卑南）、阿眉斯（阿美）、

平埔 8族①，并且简要地对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的特征做出了区分。1904年伊能嘉

矩的《台湾蕃政志》也是采用相同的分类②。伊能嘉矩对台湾原住民社会与文化

的记述以信息量丰富、细致清楚著称，他提倡将人类学的资料和历史文献相结合

进行研究，他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广，在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宗教研究等方面都

颇有建树。 

早期的原住民研究开山“三杰”中，森丑之助在民族志撰写方面的成就最大，

他毕生致力于台湾山地族群的田野工作，调查的时间、踏查的范围远超鸟居龙藏

和伊能嘉矩等学者。③森丑之助极其重视实地开展田野调查和使用当地的民族语

言，他的研究资料（如《生蕃行脚——森丑之助的台湾探险》）几乎都是以民族

志的方式直观、朴素地呈现所调查的原住民村落的现实情形，这也体现出他对异

文化的尊重态度，而在理论概括和体系考察方面森丑之助则考虑较少。④ 

总的来说，早期日本学者从事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的分群分类，以及

对原住民族群的语言、体制、风俗习惯等特征的区辨上，更多的是在做整体性的

民族志材料积累的工作，涉及到卑南族与东部原住民族群互动的文献资料仍较为

欠缺。 

（二）日本官方机构主导的蕃族调查 

1901 年起出于在台统治的需要，日本总督府开始主导原住民族群的调查事

宜，并先后借助“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蕃族调查会”、“理蕃课”等机构开展

针对性较强的蕃地行政开发调查活动。 

1901年 4月，著名的“临时旧惯调查会”成立。由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冈松参

太郎主持，多名学者参与，重点围绕台湾原住民社会的习惯法、生计方式、宗教

信仰等展开专门调查，以期充分了解原住民的固有惯习和生活情况。该阶段的调

查取得非常丰硕的成果：《台湾惯习纪事》、《台湾私法》（1903-1911,计 20余册）、

                                                             
①

 吴春明：《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载《台湾研究集刊》2009 年第 4 期。 
②

 刘斌雄：《日本学人之高山族研究》，载黄应贵主编：《台湾土著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1986 年版；伊能嘉矩：《台湾蕃政志》“例言”，江庆林译，台北：祥生出版社，1973 年

版。转引自吴春明：《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载《台湾研究集刊》2009 年第 4 期。 
③

 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合肥：黄山书社，2006 年版，第 395、396 页。 
④

 末成道男著，麻国庆译：《日本对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1895-1999 年）（上、下）》，载《世界民族》

200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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