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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臺灣歷史教學中，主要依時間先

後介紹歷史事件，對於臺灣區域在歷史發

展中形成的特色甚少觸及，可否就區域歷

史發展舉例說明，裨益教學上的運用？

答：歷史的發展若無法落實在空間上

的觀察，對學生而言，不易有具體且深刻

的印象與理解。在此舉埔里盆地為例，觀

察該地的歷史發展及其形成的特色。

埔里位在南投縣北邊，以臺灣族群大

融爐著稱，境內有中部其他地區相同或類

似的地名，如大肚城（臺中市大肚區）、水

裡城（臺中龍井區）、大馬璘（臺中市東勢

區）、烏牛欄（臺中市豐原區）、大湳（臺

中市新社區）、阿里史（臺中市潭子區）雙

寮、日南（臺中市大甲區）、日北、房裡

（苗栗縣苑裡）、通霄（苗栗縣通霄鎮），

其地名的相同或類似並非偶然，而涉及到中

部族群大規模遷移的歷史。

清道光3年（1823）以後，中部的道卡

斯族、巴宰族、噶哈巫族（目前積極正名

中）、拍瀑拉族、巴布薩族及洪雅族，在

漢族湧入中部地區後，上述諸族從傳統的

以物易物進入漢族社會的貨幣經濟，土地

透過給漢人開墾收取地租；之後在貨幣匱

乏之下再將土地典賣，最後再找尋新天地

遷移。由於長期與漢族接觸，學習漢族的

文字及墾耕組織、技術，進入埔里時，這

些移墾者已透過漢族習慣的合股組織進行

土地的分劃。不過同一族社的移民常聚居

一處，原鄉的社名成為新居地的地名。

埔里盆地原有的草地主以埔社為主，

上述族社遷來時也跟該社訂有租約，望麒

麟是埔社草地主後期的代表人，女婿為

其漢人摯友之子，目前其後裔住廣興紙寮

旁，2002年國史館出版的《水沙連埔社古

文書選輯》即由其提供，我們才得以觀察

埔里盆地中部平埔族社較詳細的移墾史。

這些來自中部平原的族社，目前較受

注意的有大肚城恢復傳統的背祖祭祖的儀

式；大湳、牛眠山、蜈蚣崙、守城份等聚

落合稱「四庄」，從事噶哈巫族的正名運

動，並在社區從事被認為已消失的噶哈巫

族語教學。此外，來自彰化平原的族社移

民所形成的籃仔城聚落，自稱是全臺稀姓

最多的社區，臺灣大學人類學教授謝繼昌

即以該社區的研究著稱。

以上是歷史時期十九世紀的埔里歷

史，若再往前推溯至史前時代則又有不同

方向─由東向西的人群移動。在今愛蘭

（即烏牛欄）臺地上有史前的大馬璘遺

址，最引人矚目的是發現來自花蓮的玉器

半成品，考古學者以為這些玉器半成品是

由花蓮越山帶到埔里來的，在此製成玉器

再賣至西部地區。考古學的研究拓展了我

們對臺灣東西部間人群移動的新視野。

教師在教授埔里921地震災難史時，如

能提及上述中部族社遷移埔里的歷史及特

色，以及史前時代東西之間人群移動與貿

易，必能對過去臺灣的人群活動與歷史有

更具體、更深刻的認識。

中部族社遷移埔里之歷史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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