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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丽完!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台湾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0号!邮递区

号"$$'"/!电邮")18)E(<'*$#-#,(*'+%*<1#

本文
!

笔者执行$乌溪上游之族群迁移与交流 &$0&#!$/(# '"以万雾溪流域熟番村落

!

中心%计划 &项目编号"Q7F$#$!"&$#!B!##$!#%%!KS" '成果之一!感谢中华民国科技

部研究经费支援#初稿曾在福建
M

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第五
w

民间历史文献

论坛%&"#$(年$"月"0至"/日'发表!感谢与谈人刘永华教授及与会学者提供宝贵意见#本

文得以出版!获得两位匿名审查人的重要修正意见!与巴宰族裔潘万益及林秀英(朴仔篱社

裔潘英玉(水眧社裔张丽盆(大武垅社裔杨永坤等提供资料!以及前计划助理郑萤忆(现任

助理萧晏翔(曾献纬及施妤
1

等先生!协助资料收集及绘图!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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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醮普渡(绕境仪式活动台湾汉人社会的重要民间信仰活

动!$/世纪初岸眧熟番的建醮 &俗称做醮 '固然受到汉文化的影

响!

(

有其独特的一面#本文利用岸眧熟番建醮的文献!进行清帝

国介入後! $岸眧行政社群%&指岸眧大社辖下各部落'的形成及

其社会生活实态的矨清!指出" &$ '在岸眧公馆举行建醮活动

&而非一般汉人社会在庙口或有应公庙等祭祀无祀的庙宇举行'-

&" '建醮日期选择汉人信仰的 $天公生 %(三界公生日及土地公

头牙之後&非汉人於收割农闲之时 '- &( '醮域以岸眧行政社群

!

主&非汉人重视的血缘(地缘(祖籍或水利关'- && '经费

由捐款而来&非收丁钱'等不同於汉人俗信的特色#

由岸眧大社主办(各部落菁英主导的建醮活动!显示其统合在

岸眧行政社群下的跨部落关#由清乾隆年间岸眧部落多次
'

部派

系之
&

!岸眧社(朴仔篱社因界外交易及土地经营问题互控!以及

嘉庆年间阿里史社人潘贤文竞
&

通事职位未果!带领该社人远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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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原!则
$

明其
'

部存在裂隙#而在建醮捐款活动中!屯丁以

$社%

!

捐款单位!个人捐款也冠上$社%名!一则
$

明各单一部

落认同仍高於政治力作用下&行政社群框架'的新关!一则显示

番屯制度施行後的跨部落权力结构亦未取代单一部落关#从各类

宗教事务!主要由各部落具有功名及&曾'担任部落公职的社人出

任!颇类似汉人社会的仕绅阶层!往往也是民间信仰重要的参与

者!

$

明岸眧社会已有明显的社会阶层化现象&不同於传统较平权

的部落社会'#

本文一方面考察岸眧熟番如何将汉文化与传统习俗接轨!一方

面矨清清帝国介入後的部落权力重组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击#

透过建醮活动!不仅得以一窥岸眧大社改宗西洋基督教信仰前!接

受汉人民间俗信的面貌及其如何砯加(揉合传统文化因子的现象!

也可考察岸眧行政社群的
'

部关及部落社会阶层化现象#虽然清

帝国在制度上对部落
'

部权力(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在心理层

次&认同'的改变则不然!即社会文化未如制度面那
/

具体及容易

被改变#

234

"岸眧行政社群(岸眧公馆(建醮(社会阶层化(族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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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醮普渡(绕境仪式活动台湾汉人社会的重要信仰活动!$/世纪初岸

眧&'熟番&平埔族群之一!现代族群分类称 ;(LL'8'X巴宰!又称巴则

海'的建醮活动!显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有其独特的一面#以往学者多

以$汉化%的观念!讨论熟番与汉文化接触过程!

!

!如洪秀桂指巴宰人汉化

结果!已变成一个相当杂的社会-谢继昌认
!

随西部平原熟番移住埔里盆

地!关帝爷(妈祖等信仰也进入!即汉化现象在入埔以前已开始#其中巴宰

族因於$0%#年代举族接受西方宗教!汉化得比较慢-卫惠林观察埔里巴宰七

社区的汉化情形!包括语言(饮食(起居(家屋已全部汉化#

"

!

刘枝万的研究!指岸眧社番仿盕汉俗建醮!成
!

汉番接触过程的突出?

象!认
!

嘉庆年间台湾民间建醮习俗已臻普遍#

#

!但未针对岸眧熟番与汉文

化的接触情形进一步分析#潘英海则指不同文化的接触既是持续不断的活

动!也是双向的互动过程-

$

!依据李亦园的研究!台湾汉族出现招赘及?姓

祖先崇拜等现象!主要受到母系社会的南岛民族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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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谓$汉化%指受汉文化影响!生活方式似汉人!人类学家卫惠林(谢继昌(洪秀

桂均是代表#笔者认
!

汉化
'

涵!不应仅指原住族群生活方改变(传统文化消失!尤其

关键的在於其认同是否变迁而自认
!

汉人#参见洪秀桂! +南投巴宰海人的宗教信

仰,!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期&$/%(年*月'!页&&'1'#/-谢继昌! +平埔

族的汉化"台湾埔里平原之研究,!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期&$/%/

年春季'!页'/1*#-卫惠林! )埔里巴宰七社志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

所!$/0$ '#

洪秀桂! +南投巴宰海人的宗教信仰,!页&&'1'#/-谢继昌! +平埔族的汉化"台湾

埔里平原之研究,!页'/1*#-卫惠林! )埔里巴宰七社志*!页$"0#

刘枝万! )台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台湾祈安醮祭习俗研究之一*&台北"中央研究

院民族学研究所!$/*% '!页$"#

潘英海! +文化合成与合成文化"头社村太祖年度祭仪的文化意涵,!对於$汉化%的

观念有所论述#收於庄英章(潘英海主编! )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 *&台

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页"('1"''#

以婚姻关
!

例!"#世纪初期!无论中部沙辘社或南部大武垅派社裔的婚姻形式表现均

是较固定的父系社会!但其从妻居的招赘婚现象仍有一定比例!

$

明其父系倾向的社会

仍保有若干母系特质#

\

言之!自$%世纪以来!熟番文化已受到汉文化影响!但熟番社

会仍存在母系制
"

物的招赘婚!此与其旧俗重女轻男(以女承家的倾向有关#参见洪丽

完! )台湾中部平埔族"沙辘社与岸眧大社之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 '!页

'"-洪丽完! +婚姻网络与族群(地域关之考察"以日治时期大武垅派社裔
!

例,!

收入戴文锋主编! )南瀛历史(社会与文化
Q

*&台南"台南县政府(南瀛国际人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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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中心!"#$# '!页0$!/&-李亦园! +汉化(土著化或社会演化"从婚姻(居住

与妇女看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关,!收於
G

应贵(叶春荣主编! )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

与文化"王崧兴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页'"#

&

!.>8- @*78'38'6+CD7#-#,#L'+ 7#6("(U>6$8#3 >9T!N#!H$%G!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集刊*!第'0期&$/0&年秋季'!页0$#

'

!清初岸眧社旧社位於今台中市后里区旧社!雍正年间部份社人搬迁大甲西南岸- $岸

眧%名称的由来!似
!

$番语%旧称!岸眧社原指在岸眧山前活动的部落而言!由於其

军功!渐
!

官方倚重!乃发展成岸眧社群之通称#而岸眧大社
!

清代以来岸眧社群之主

力所在!故以其
!

总名#参见洪丽完! )台湾中部平埔族"沙辘社与岸眧大社之研

究*!页"/"!"/*#

(

!清代原居今台中市丰原区!?扩散生活空间及於新社区(东势区境!$/世纪初迁居埔里

盆地!最後聚集今南投县埔里镇四庄-四庄指在埔里盆地东北面眉溪两岸的牛眠山(大

蔇(蜈蚣?(守城份等四个熟番村落而言#其中牛眠山含少数岸眧社
,

;(LL'8'人#

)

!日本统治台湾初期!不少日本学者跟随殖民政府抵台研究台湾汉人&华人'与非汉民族

的社会文化!目的在治理台湾?开发山中资源#即学术牵涉
!

殖民统治服务的因素!伊

能嘉矩是学者兼官僚身份的代表之一#伊能氏受日本殖民政府委皏(调查台湾非汉族群

的社会文化!建构出一套现代族群分类的知识?对台湾原住民进行分类#其中有关

;(LL'8'的调查!指" $自称 ;(LL'8!称呼同族中的 0(#"(> 3̂%6% 小部族
!

W(R(A%# %

参见伊能嘉矩! +台湾ABC:番:一支族DEFG4;T//5B5::旧俗及H思想:一

斑,! )东京人类学会杂?*!第"&卷!第"%"号 &$/#0年 '!页0/#有关伊能氏的学

术评价!可参见;(%)0*=(6,)("CDF>-<'-+#-E F'-<6'$>9F(),%)(<#>- #- F>)>-#()H(#1(-?

H8'@8'<>6#,$>9\#-+#,(<#>-#$&(-+ ;6#J(<#>- #- .(3(- $̀aTA>6#E#-();>)#," C̀G!(6")./.2-

Q2-2"#04 $&?$4"##%:?*%!%/*

R

!日昭和六年&$/($ '!继伊能氏之後!移川子之藏再到今埔里镇境进行调查!?进一步

提出乌牛栏(大马覻(阿里史!自称;(LL'8'-大蔇(蜈蚣?(牛眠山(守城份!自称

W(R(A%#两者的自称虽不同! $其系统大体可认
!

同一 %#参见移川子之藏! +承管

埔地合同约字通观
!!

埔里熟蕃聚落&其二',! )南方土俗*!第$卷!第(期&$/($

年'!页(%!&(#

&

x

式柏'针对台湾南部头社&今台南市大
'

区'(吉贝耍&今台南市东山

区'熟番宗教信仰的观察!指$今日西拉雅人的仪式行
!

乃是源自他们原先

的宗教!也只有由此观点才可理解#33汉人的文化要素是以各种不同的方

式混杂於这些仪式中%#

&

!可见不同文化的接触与互动!优势文化团体不全

然是
2

定文化的发展主体!弱势文化也未必无可避免地融入主流文化之中#

台湾学界一般将岸眧熟番视
!

现代人群分类中的 ;(LL'8'!

'

!?视朴

&

y

'仔篱社
!

;(LL'8'的亚族#

(

!依据日明治四十一年&$/#0 '伊能嘉矩)

!

及移川子之藏R

!的调查!;(LL'8'主要聚集於爱兰台地&旧称乌牛?台地'-

在眉溪流域&乌溪上游 '活动的朴仔篱社人则自称 W(R(A%

,

葛哈巫!他们

均是$/世纪从台湾西部地区迁徙埔里盆地#W(R(A% 既是朴仔篱社人 $我群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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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E6>%3:%的自称!也是来自;(LL'8'的他称#

*+-

!两者间的认同差?!与清

代政治变迁(社人所处环境差?及长期以来双方的利益(突有关#

*+.

!

关於$岸眧行政社群 %的相关研究!已累积相当多成果!包括 .>8- @*

78'38'6+(施添福(柯志明等!从不同角度分析岸眧社群等熟番在国家统治

架构下的历史变迁-

*+/

!陈秋坤针对岸眧社 $经营地主 %!及李文良以岸眧社

!

例!

$

明不同族群如何进行文化建构以
)

化土地的支配权-

*+0

!

;

振华(池

永歆则针对东势角朴&

y

'仔篱社土地经营及历史变迁进行讨论#

*+1

!以上研

究较缺乏岸眧行政社群
'

部关的分析#

#

所皆知!在国家4$<(<':政治的影响下!台湾平埔族群间的互动关不

同於往!社会分化现象也极普遍#柯志明针对部份社群公私转化财富方式及

社番土地私有化兼?集中过程的分析!指部落
'

部阶层化主要受到国家力量

$/

���Y«T��zÝ��

0%

*+-

*+.

*+/

*+0

*+1

族群认同有两个面向" &$ '结构面认同&集体认同'"族群成员间对集体认同的主要

象徵有高度的共识- &" '个体面认同&个体认同'"个人对其所属族群整体的认同与

共同特徵的认同#族群身份认同随着个人在各种社会层面所处的族群
'

!与其他族群关

的顺序而变-这种顺序主要根据外来威胁对族群可能造成的程度而有不同的感受#参

见李宪荣! +加拿大族群政治和政策,!收入施正锋编! )族群政治与政策*&教授论

坛专刊&!台北"前卫出版社!"##* '!页""'#

针对$/世纪以前朴仔篱社&?及岸眧社'的历史变迁!笔者从政治因素(生态环境与族

群互动等方面!考察政治变迁及其所处边缘地理位置而族群多元的社会环境!对朴仔篱

社(岸眧社的关发展及 .CcC]L 集体意识的影响#参见 A>1̂CJ DLJH9:dI5>?>JH?9

,>H5C4>7J CJK Y4<J>B_K3J4>4EF\M4LKE7@4<3.CcC]L >J 4<3;C>̂CJ 675K358CJK KL5>JH4<3

i>JH9PP#')/.2#-'+!.-/'#9.) 54.)" /?( 4"#$&:?&#/!&&0*

V7<J =XM<3I<35K91/"/20#"+/")% <'*./.0"*T0')'69') /423".E") P#')/.2#>C@AABCXAA

47<(-9>6+?7<(-9>6+ I-#J'6$#<" ;6'$$C$//(:C$($!$("C"&&-施添福! +区域地理的历史

研究途径"以清代台湾岸眧地域
!

例 ,!收於
G

应贵主编! )空间(家与社会 *&台

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页(/!%$-施添福! +清代台湾岸眧地域的族

群转变,!收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编! )平埔研究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

研究所筹备处!$//' '!页(#$!(("-柯志明! +族群政策(土地租佃关与开垦"十

八世纪台湾的番政变革与岸眧社的危机,!国科会0&!0*学年度社会组专题计画补助成

果发表会论文!台北"台湾社会学社与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0-柯志明! )番头

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

陈秋坤! )清代台湾土著地权///官僚(汉佃与岸眧社人的土地变迁!$%##1$0/' *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文良! +清代台湾岸眧社熟番的地权主

张"以大甲溪南垦地
!

例,! )历史人类学刊*!第(卷!第$期 &"##'年&月 '!页$1

"/#

;

振华! )清代东势地区的土地开垦*&台北"日知堂!$//" '-池永歆! )清代东势

角纵谷区的地方史"以 +岸眧大社文书 ,

!

主轴的论述 *&嘉义"红豆出版社!

"#$# '#

+

,

-

.



的影响!以及汉移民市场经济的击#

*+2

!但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的部落
'

部关

及分化现象所知仍有限!值得进一步矨清#

本文利用清嘉庆年间岸眧部落建醮的资料!辅以相关文献!一方面考察

熟番建醮意义!从而矨清在
)

势汉文化击下!熟番在信仰活动上兼有埔(

汉文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分析因清帝国*+3

!介入而形成的$岸眧行政社群%!

是否统合在以$岸眧大社%

!

首的关网络中.在岸眧行政社群跨部落的权

力框架下!各部落事务与日常生活如何运转.?及
'

部关与社会分化现象

分析#

!

了行文方便!本文将岸眧新社&移住大甲溪以南後'(旧社称
!

岸

眧社-岸眧社及其辖理的各部落统称$岸眧行政社群%#

本文核心资料!共有两份"依据台湾博物馆&以下简称台博'典藏资料

$

明!编号TB"($&!#"0 j#(0!共$$件!主要记
8

嘉庆十三年&$0#0 '岸眧

九社及朴仔篱(乌牛栏等社的建醮组织及阵头资料!与编号 TB"($&!##$ j

#"%同置於档名$道光七年至十四年&$0"0!$0(' '间岸眧社
'

埔大租潘德秀

等控王祯等侵收大租案由抄本%中#依据馆藏
$

明!TB"($&共含三部份性质

不同的资料#

*+4

!本文将以 $嘉庆十三年岸眧九社等建醮资料 %称其中编号

00

A��

*+2

*+3

*+4

柯志明! +岸眧社的私有化与阶层化"赋役负担与平埔族地域社会
'

部政经体制的形成

和转变,!收於詹素娟主编! )族群(历史与地域社会"施添福教授荣退论文集*&台

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页'%1$("#

有关清朝作
!

近代$殖民帝国%的边疆治理与控制方式!涉及帝国性质(满人中央政权

不同於过去中国各朝代王朝的统治思维及其多族群治理的方式#可参见 2CR38C.E83

+57??83EkD383J M>L k[7JC8K MXML447J9T6O.#2"//42G"#8.)-F5(*/(#2>T/4).0./9>")%

P#')/.2#.) T"#*9G'%2#) 54.)" 4='62')'"?I-#J'6$#<" >9F()#9>6-#(;6'$$C"##*:-定宜庄(

欧立德! +"$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 $新清史 %研究的影响与回应 ,!彭卫主编!

)历史学评论&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页$("!$(/-

z

周

安著!董建中译! +新清史,! )清史研究*!"##0年!第$期!页$#/!$$*#关於近代

殖民帝国的性质分析!请参见 W'--'<8 ;>&'6(-LCD5&3#6'VaF#J#)#L#-E`K#$$#>-$C;($<

V;6'$'-<CGS"2%"*(-$(&?" 4"##':?(&!&'#

\D"($&1###封面$旧庄佃人滞纳租纪
8

%!但本宗资料馆藏档案名 +道光七年至道光

十四年&$0"01$0(' '间岸眧社
'

埔大租潘德秀等控王祯等侵收大租案由抄本 ,#依据

馆藏资料
$

明" $道光年间王祯(王祉(王玺等侵收岸眧社
'

埔大租!业
O

潘德秀具
{

呈控!官府审讯此案之
{

文批示等抄件#本
R

文书附
8

某次庙会之职司人名资料#$a本

R

共三十九页&含封面一'!

!

道光七年至道光十四年间岸眧社潘德秀与管事王祯(王

祉等因
'

埔大租发生
&

执所留下之记
8

#"a岸眧社地主常?用汉人管事代管收租等事!

但也因如此!地主与汉人管事之间常有纠纷发生#(a本
R

之最後十页所记
!

岸眧社祭祀

之相关记
8

# %

$

明该档案包括三部份性质不同的资料#参见$道光七年至道光十四年

&$0"01$0(' '间岸眧社
'

埔大租潘德秀等控王祯等侵收大租案由抄本 %!台湾博物馆

藏!\D"($&1### j\D"($&1#(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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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0 j#(0的建醮资料# &见附图$ '

其次!编号 TB"(("!##$ jTB"(("!#$0!档名
!

$嘉庆九年至十年

&$0#&!$0#' '岸眧九社信
#

建醮捐金簿%!共$/页&包括封面一'#

*+5

!事实

上!封面TB"(("!###及TB"(("!##$相同!但後者多了$蕃家建醮捐金
8

%

的名称-扣除两页封面外!正文 TB"(("!##" jTB"(("!#$0!共$%页!主要

有关建醮缘起及捐款明细!包括捐款数额(捐款人名字及所属部落
,

社(部

落公职(科举功名等!有助於捐款人身份(职称及部落所属的分析#

*6,

!捐款

者包括岸眧九社及其他岸眧各社熟番!虽无相关年代!从编号TB"($&!#"0 j

#(0的建醮年代判断!该资料发生年代应在嘉庆十三年&$0#0 '#可见原档案

封面$蕃家建醮捐金
8

%!应较该馆重新整理时的命名///嘉庆九年至十年

&$0#&!$0#' '岸眧九社信
#

建醮捐金簿///符合档案
'

容!本文仍以$蕃家

建醮捐金
8

%称之#

*6-

! &见附图" '

上述台博关於岸眧文书的整理!似乎非逐件编号而是逐页编码&包括封

面'#整理时可能未顾及资料的关连性!文书的
'

在
q

络也被打散&熟番建

醮资料归入不同档案'!徒增研究者使用上的困扰#一般台湾民间社会的建

醮活动!?非每年举行!目前留存资料及相关研究均以汉人的醮
!

主!尚未

发现熟番单独作醮的纪
8

!台博典藏TB"(("及TB"($&两份资料!不仅对於

接受汉人俗信於先!後改宗基督教的岸眧大社!改宗前我们所知不多的社会

经济及信仰情形!提供了极佳资讯-也可作
!

理解岸眧行政社群
'

部互动关

的依据#就此而言!本资料具有稀有性及关键性的史料价值#

*6.

!

$/

���Y«T��zÝ��

0/

*+5

*6,

*6-

*6.

$嘉庆九年至十年&$0#& j$0#' '岸眧等九社信
#!

建醮普渡!各捐金若干!本簿
R

记

其缘由与各人捐金数额#$a本
R

共十九页 &含封面一 '!

!

岸眧等社建醮之捐金簿#

"a其中记载之捐献者多
!

潘家之族人!可见当时潘家在岸眧等社拥有极大的财富与势

力# %见$嘉庆九年至十年 &$0#&1$0#' '岸眧九社信
#

建醮捐金簿 %!台湾博物馆

藏!\D"("(1##$ j\D"("(1#$0#

存於国立台湾博物馆&旧称台湾省立博物馆 '的$岸眧大社文书 %!共"*0件!

!

了解

$01$/世纪岸眧社群历史发展及台湾中部地区族群关的重要史料#可分成三大类型!

包括文书&$($件l$#0"张'(图片&'$件 '及器物 &0*件 '等!

B

大部份 &"'#件 '接

收自国立台中图书馆&旧称省立台中图书馆-已刊於 )台湾文献 *第(&卷第$期及第('

卷第$期'!其馀
!

该馆日治时期前身台湾总督府博物馆藏品#省立台中图书馆的 $岸

眧大社文书%!又来自日治时期台中州立教育博物馆#直到"##&年数位典藏完成後开放#

$蕃%字的使用!始於日治时期#可见+蕃家建醮捐金
8

,应是当时官方人员整理时给

予的名称#

相较於台湾其他原住民族&无文字记
8

传统'而言!清代以来一度活跃於大安(大甲两

溪南北的岸眧社群!独能以汉文字记
8

其历史#一般称岸眧社群相关文书
!

$岸眧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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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始於康熙末年!迄於日治初期!但主要集中於清中叶乾隆至道光年间!见证了中

部平埔族群被纳入清帝国行政管理及汉人移民开垦持续扩张之後!熟番社会的剧烈变迁

过程#除了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0#件-以来自民间散藏
!

主 I?购或影

印J'(国立台湾博物馆以及日本天理大学参考馆&岸眧社资料"%件'外!台湾大学图

书馆藏)岸眧大社文书*!共($

R

($#/$张&近年该馆已重新整理(编号'!

!

该校前

身台北帝大张耀
g

寄赠#除了土地契约外!含大量而丰富的社会史资料!可勾画岸眧社

群的社会生活面貌!尤其是有关岸眧社群面对汉人优势社会击的回应方式与变迁过

程#

*6/

! $嘉庆十三年岸眧九社等建醮组织及阵头资料 %&$0#0 '!台湾博物馆藏!TB"($&!

#"0 jTB"($&!#(0#

*60

!清代原住族群的村落和汉人村庄有所区分! $&番'社%指非汉民族的村落而言-汉人

村落称
!

$庄%#依据官方规定!不仅两者的管理系统不同!民(番往来也受限制#值

得一提者!?非有史以来就如此界定社的
'

涵#在福建! $社%指的是汉人村落-少数

民族的村落称
!

$洞%# $社%字意义的转变!可能是在台湾入清版图後!才逐渐用来

指称原住民村落!?以$庄%

0

指汉人村落#

\

言之!明清之际! $社%?不完全用来

指原住民聚落而言#参见戴炎辉! )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联经出版社!$//" '!

页(!$$*-李亦园! +章回小
$

)平闽十八洞*的民族学研究 ,!收於庄英章(潘英海

编! )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

页"(!&$-李国铭! +文献上平埔族空白的高雄平原 ,!收於氏著! )族群(历史与祭

仪///平埔研究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 '!页$$(!$$&#

<

#

°±¿À#Á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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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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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台博藏$嘉庆十三年岸眧九社等建醮资料%所示!

!

了$保护社中

平安(集福%!清嘉庆十三年&$0#0 '正月十九日&农'!岸眧行政社群

在$岸眧公馆门首当空结坛!合社诚心!备办五秀斋蔬果品(荐盒金香(

酒(烛(长钱!扣许天神%#其後再於二月初九至十一日&农'!连续三

昼夜!以$斋蔬果品(五牲(金香(酒(烛!扣许下界诸神%&以上引号中

标点
!

笔者所加 '!建太平清醮!作水陆普渡#

*6/

! &见附图$ '所谓 $合

>社?诚心%!社指岸眧诸社而言#

*60

!

依据刘枝万的研究! $醮%指某一社区
!

了还愿酬神的大规模祭典#台

俗每逢地方不宁!即恳向神癨许愿祈求!有验则举办隆重谢恩祭典-醮的种

类繁多!以平安醮(瘟醮(庆成醮及火醮四大类最常见#台湾南部以瘟醮
!

主!中北部祈安醮多-分定期举行或临时性两种!定期性指每年(二年(三

年(五年或六年!或十二年举行一次-祈安醮多与庆成醮同时举行!或五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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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登之年!以答神恩!或地方不宁!被动建醮禳
P

#

*61

!岸眧熟番的太平清

醮!应属不定期的三朝祈安清醮#

*62

!该醮究竟祭拜何种神癨.何以选择岸眧

公馆&在今台中市神冈区大社里'!而非一般民间信仰在庙口或有应公庙等

祭祀无祀的庙宇举行.下文将进一步分析!以下先讨论建醮由来#

依据$蕃家建醮捐金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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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 #

ÉL

Ðñ:F�RÃ

$

可见建醮活动在於$消
P

锡福%#从岸眧熟番历史
q

络看!建醮动机可能与

社人记忆&集体记忆'中的社会动乱&馀匪不靖(孤魂无依'及部落
'

部

突&

)

调由神庥推拔首领'有关#

岸眧社群从$*/#年代末协助清廷平定吞霄社 &旧社在今苗栗县通霄镇通

东(通西等里'抗清事件以来!一直扮演清廷的$官番%( $义番%角色#

社人多次南征北讨!难免伤亡#

*64

! &见附表$ '其次!建醮活动应与部落
'

部

突有关#$0世纪初归化後的岸眧社群!除了社饷(摊派(规费等定期开

销!以及公款(土地遭汉通事张达京及番通事潘敦仔的侵夺外!还需负担官

府不定期(不定额的需索-$%*#年代末!清廷
!

了处理与汉人接触後日益繁

杂的熟番事务!设立理番分府!从此又增加许多特定的花费!以至岸眧部落

$/

���Y«T��zÝ��

/$

*61

*62

*63

*64

参见刘枝万! +台北县中和乡建醮祭典,!氏著! )台湾民间信仰论集*&台北"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 '!页'%-刘枝万! )台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台湾祈安醮祭习

俗研究之一 *!页$*#另
7

瀛涛! )台湾民俗 *&台北"

#

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 '!页'$" $其中做醮者!或称建醮!醮者大祭之谓!有二日醮(三日醮(甚至有

久达数星期者#年例的!有一年一次(二年一次(乃至十年一次者!临时的33# %

刘枝万! )台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台湾祈安醮祭习俗研究之一*!页$"及盰$#

$蕃家建醮捐金
8

%&$0#0 '!台湾博物馆藏!\D"(("1###1#$0#

因战
&

而伤亡的可能人数!请参见洪丽完! )熟番社会网络与集体意识"台湾中部平埔

族群历史变迁&$%##1$/##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页$(*1

$/%的相关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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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销日感入不敷出!

*65

!?引爆清乾(嘉年间的
'

部派系
&

#

*7,

!最後虽以

签订公约方式做出协调!对社人的团结已造成伤害!

*7-

!特
0

是清嘉庆九年

&$0#&'!意图
&

得总通事职位失败的潘贤文&在官方全力支持其对手之下!失

去竞
&

优势'!带领$流番%出走故里!远到兰阳平原&今宜兰县境'移垦#

*7.

!

其次!虽然大甲西社事件&$%($!$%(" '後!朴仔篱社由岸眧社管控-朴

仔篱社因奉命守隘往大甲溪中游移动-岸眧社则可能因负有督导朴仔篱社社

群守边的责任!及受汉人土地经营习惯的影响!也积极拓展土地!特
0

是岸

眧社总通事潘敦仔及子兆敏均
!

重要经营者#

*7/

!岸(朴双方在大甲溪中游的

生活!除了卫军工匠(和番&交易'的合作关外!拓垦活动上不仅各自
!

政且形成竞
&

乃至互控关#

*70

!作
!

领导中心的岸眧大社或有意藉大型宗教

活动抚平创伤(重新凝聚部落认同4'<8-#,#+'-<#9#,(<#>-:#

/"

A��

*65

*7,

*7-

*7.

*7/

*70

岸社的财政问题!与汉通事张达京的侵?社
"

(土官潘敦仔家族霸收公租(社地流失有

关#参见陈秋坤! )清代台湾土著地权"官僚(汉佃与岸眧社人的土地变迁!$%##1

$0/' *!页$$'1$(%-柯志明! +岸眧社的私有化与阶层化"赋役负担与平埔族地域社

会
'

部政经体制的形成和转变 ,!页'%1/&#有关潘敦仔家族及张达京家族的土地
&

夺!可参见李文良! +清代台湾岸眧社熟番的地权主张"以大甲溪南垦地
!

例 ,!页

$/1"*#

台湾省立台中图书馆编! +台湾中部地方文献资料&二',! )台湾文献*!第(&卷!

第"期&$/0(年*月'!页/01$##-柯志明! +族群政治(土地租佃关与开垦"$0世纪

的番政变革与岸眧社的危机,#

台湾省立台中图书馆编! +台湾中部地方文献资料&五',! )台湾文献*!第('卷!

第$期&$/0&年(月'!页$#"1$#&#

清雍正年间!阿里史社&含上(中(下三小社'参与大甲西社抗清事件後!官方命令岸

眧本社兼管其社务#依据姚莹的记
8

" $有彰化社番首潘贤文大乳汗毛格犯法!惧捕!

合岸(阿里史(阿束(东螺(北投(大甲(吞霄及马赛诸社番千馀人!越
'

山逃至五

围!欲
&

地# %姚氏所谓$犯法%!主要指清嘉庆元年&$%/* '潘贤文
&

夺岸眧社通事

职位而言!而$惧捕%的
$

法?不切实际#参见姚莹! )东槎纪略*&台北"台湾银行

经济研究室!$/'%-原刊於道光十二年1$0(" 2'!卷(! +噶玛兰原始 ,!页%$-根

岸勉治! +噶玛兰K於LM熟番:移动N汉族:移民,!收於
@

田编! )农林经济论

考*&东京"养贤堂!$/(( '!页'"01'"/#

)岸眧大社文书*!G"&0("'*("*#(%*"("%#(%/$#

有关朴(岸两社在生活空间的交错情形与互动关!笔者已在:dI5>?>JH?9,>H5C4>7J CJK

Y4<J>B_K3J4>4EF\M4LKE7@4<3.CcC]L >J i>JH+3J45C8;C>̂CJP一文第&"(1&($页中讨论!皍

不赘述#另可参见
;

振华! )清代东势地区的土地开垦*-池永歆! )清代东势角纵谷

区的地方史"以+岸眧大社文书,

!

主轴的论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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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资料本身提供的讯息不足!但从部落历史
q

络发展!本文推测上述

$/世纪初岸眧行政社群的建醮活动由来!可能与社人记忆中的社会动乱及部

落
'

部突有关#无论如何!建醮活动显然?非部落传统习俗#岸眧熟番究

竟如何做醮.笔者将试图从普渡及阵头资料进一步考察#

前举岸眧熟番$备办五秀斋蔬果品(荐盒金香(酒(烛(长钱!扣许天

神%#天神指岸眧熟番最高神-对汉人而言!指天公&最高神癨玉皇大帝'!

农正月初九是筣的生日-

*71

!依洪秀桂的研究!岸眧熟番传统信仰的 (3%

+(+(1(-!是主宰巴宰人一切的最高神!其 2(<%8% &巫术'无人可及!可治?

任何疾病&但拒
B

替恶人治病!也施法处罚恶的 2(<%8% '#

*72

!岸眧熟番做醮

时!另以五牲祭拜$下界诸神%#依据洪氏的研究!移住埔里盆地的岸眧熟

番!直到$/*#年代末至$/%#年代初!仍旧祭拜部落传统信仰的始祖
,

番祖(

水神(火神(露水神!以及$好兄弟 %(妖魔及煞气等#

*73

!可见岸眧熟番建

醮祭拜的神明!包括最高神天公&汉人'((3% +(+(1(- &番神'及地癨(诸

灵等#祭拜目的在於祈神保佑(祭鬼求其远离!以保阖社平安#

值得注意的是!汉人的$天公生%是农正月初九日!而正月十五日
!

三官大帝&三界公'天官的生日!俗称上元&灯节(元宵节'#通常正月初

旬&配合此二节日或在其前後'是汉人民间庙宇举行法事的时间-

*74

!二月二

日&头牙'及八月十五日则是祭拜土地公的日子#岸眧熟番选择正月两个汉

人重要节日之後的十九日祭拜天神!以及头牙之後的二月九至十二日$扣许

下界诸神%!除了具有民间社会於年头祈求一年的平安&年尾谢神恩'之用

意外!其独创一格而不同於汉人习俗的祭拜日!有何意义.依刘枝万的研

究!建醮是民间大祭典!配合生活节奏!有其季节性!不管任何醮类!概於

$阴九(十(十一月%!尤於十月孟冬居多!正是收割农盻之时-部份瘟

醮在阴四(五月举行!因时值初夏!瘟疫容易滋生#也有传统习俗或神明

示意!而随意择期举行#

*75

!岸眧熟番不依汉俗!可能生活节奏与汉人不尽一

$/

���Y«T��zÝ��

/(

*71

*72

*73

*74

*75

林美容! )台湾人的社会与信仰*&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 '!页$'0#

卫惠林指最高神上帝 :]IC]C]CRP-CIL KCKĈCJ

!

番神!洪(卫两人均在埔里进行调

查!何以有此出入.需再矨清#参见洪秀桂! +南投巴宰海人的宗教信仰 ,!页&'%-

卫惠林! )埔里巴宰七社志*!页$""1$"&#

洪秀桂! +南投巴宰海人的宗教信仰,!页&'01&*##

林美容! )台湾人的社会与信仰*!页$'0#

刘枝万! )台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台湾祈安醮祭习俗研究之一*!页"##

+

,

-

.



致!或者另有考虑!不得而知#

如上所述!岸眧熟番将汉文化砯加在部落传统文化之上的现象!除了祭

拜日期(神癨不全然依照汉俗外!由做醮供品及阵头也可考察#台湾一般民

间俗信!建醮祭拜天神等大祭典时用五牲&矱(鸭(

_

肉(鱼(

_

肝或其他

东西代替'-在五牲中任取三种!祭拜土地公(灶君公等小祭祀&或祭祀一

种神时'!用三牲#

*8,

!依据林美容的研究!除了拜天公杀
_

宰羊外!依照神

明的性质&如阴阳神之不同'!有些拜生肉!有的拜熟肉#

*8-

!从岸眧熟番之

一(迁居眉溪流域的朴仔篱社裔! &"##(年'$过番仔年%时!以生
_

肉与

鲜鱼祭拜番太祖!以及&"#$$年'今埔里镇举行妈祖三献建醮仪式!不少居

民供奉生食的五牲!

*8.

!

$

明$/世纪初中叶以来!西部平原熟番移民聚集的埔

里盆地!

*8/

!仍将族群生食的传统保留下来#

生食传统与熟番部落原始生活状态&血食的传统'有关!

*80

!从台湾中部

熟番沙辘社&旧址在今台中市沙鹿区境'(马芝遴社&旧址在今彰化县福兴

乡境'在西部平原原乡!及北部竹堑社&旧址在今新竹市境'(南部芒仔芒

社&枋寮"今高雄市杉林区金兴社区 '

*81

!等移住沿山丘陵(山区的族裔!直

到今日仍有祭祖仪式必备$生物%的传统!显示以生食祭祖
,

神的传统!普

遍见於台湾熟番社会#

*82

!据此!$/世纪岸眧熟番建醮的五牲!应备有生食#

/&

A��

*8,

*8-

*8.

*8/

*80

*81

*82

铃木清一郎著!冯作民译! )增订台湾旧惯习俗信仰 *&台北"

#

文图书股份有限公

司!$/0/ '!页'$#

林美容! )台湾人的社会与信仰*!页$/"#

G

美英编著! )春回四庄"噶哈巫的文化重建*&台北"财团法人九二一震
P

重建基金

会!"##0 '!页**($"*-笔者踏查(?集&"#$$年$"月"日'#

关於中部熟番集体进入埔里盆地开垦!请参见洪丽完! )熟番社会网络与集体意识"台

湾中部平埔族群历史变迁&$%##1$/## '*!页"%'1("'#

参见周玺! )彰化县志 *&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原创於道光十四年

1$0(& 2'!卷/! +风俗志0番俗0饮食,!页"//-六十七! )番社?风图考*&台

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原刊於乾隆十四年1$%&/ 2'! +射鱼,!页$$(/"#

每年农八月一日!沙辘社裔在祖庙同兴
=

&今台中市沙鹿区'用带鳞的生鱼祭拜部落

历代祖宗-马芝遴社裔在农年前二至三天!在门後地上以乌鱼拜祖先-竹堑社在?田

福地!或称竹堑社公馆(?田
=

&今新竹县竹北市-建於清乾隆二十五年1$%*# 2!供

奉其祖先与福德正神'的祭拜活动!参与的社裔需以生
_

肉抹嘴示意不忘本#此外!芒

仔芒社人&乾隆年间自今台南市玉井(楠西迁徙高雄市杉林区'!在枋寮的村庙伍龙庙

&主神玄天上帝'!也用生食&含全
_

(全羊及矱(

'

脏等'祭神#以上笔者?集#

依据周玺! )彰化县志*!卷/! +风俗志0番俗0饮食,!页"//载" $鸟兽之肉傅之

火!带血而食#麋鹿刺其喉!吮生血!至尽-乃
|

腹!草将化者
}

如苔!置盐少许!瞏

即食之!但不茹毛耳#捕小鱼!微盐渍之令腐!俟虫生既多乃食#亦喜作?鱼!以不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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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而瞏!故速腐#细切鹿肝
!

醢!名膏蚌鲑!藏久可愈噤口痢# %

*83

!林美容! )台湾人的社会与信仰*!页$/##依笔者的了解!宋江阵也流行於下淡水溪

以北今高雄市与台南市山区(平原地带&笔者?集'#

*84

!不同於其他熟番部落仅是参与汉人社会的建醮活动!如台北盆地的雷里社参与永丰庄

&今新北市中和区'的清醮!由番社口粮租支出斗首(灯首银*#元!於光绪十四年

&$000 '刘铭传清赋改革时被裁
o

!由小租
O

完纳#参见高贤治编著! )大台北古契字

三集*&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页0&!/$#

*85

!$0世纪初岸眧诸社群归化清廷时!分成五个部落散居於大安(大甲溪下游南北两岸&北

台中盆地东缘和后里台地的东半部'#其中仅岸眧在后里台地东半部活动#参见周锺蠧

主修!陈梦林等编纂! )诸罗县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原刊於康熙

五十六年1$%$% 2'!卷0! +风俗志0番俗0杂俗,!页$%(!$%&#

如附表"所示!从建醮活动的阵头 &分头队与次队 '由甲首 &邻长 '们

督理(督队!包括头队有道教仪式的飞虎旗(太平清醮灯及吹班!次队锣鼓

&北管'(?板&南管'乐队外!炉主轿前有车鼓(道士吹打(主坛道士与

#

道长持法器鱼贯而行#其次!有大锣(狮阵(八音等随队前进#最後则有

负剑骑马(捧印骑马(佩刀(鸟矰及佩剑提炉等队伍 &具有熟番文化特

色'!在炉主大轿前行进#从阵头中兼有汉人社会的锣鼓(?板等音乐!及

部落传统的鸟矰与配剑!可见部落社会?借汉文化?保有部份传统的现象#

汉人庆典因适应在地生活环境及族群关!经常既有承传!也有变迁?

形成区域特色#如台湾中部以狮阵
!

主!南部八浆溪&今八掌溪'(湾眧溪

&今曾文溪'有蜈蚣阵!下淡水溪&今高屏溪 '以南则有不少宋江阵#

*83

!位

在中部以狮阵
!

主的环境!岸眧熟番除了从俗备有地方传统的狮阵外!建醮

日期(神癨及地点选择(经费来源!均未完全依循汉人传统!显然建醮活动

以熟番
!

主导!汉人只是协助的角色#

*84

!

上述!清代面对
)

势汉文化时!熟番究竟如何将固有文化保留或嵌进彼

此的特色中!从岸眧熟番的建醮活动可窥得部份面貌#

?

#

°±²³

"

¶ÍÎ¢ÏLMÐÑ

$0世纪初&清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鮉薯社&岸眧旧社-在今台中市

后里区旧社里'土官阿莫带领岸眧(朴仔篱(阿里史(扫束(乌牛栏等五社

归化!?被清帝国授以$岸眧社大土官信牌%时!岸眧社人主要在大甲溪北

岸后里台地东半部活动#

*85

!(#年代因协助官方平定大甲西社抗清事件!阿莫

$/

���Y«T��z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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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岸眧化番受赐北台中盆地广大的土地#

*9,

!同时!藉由官方力量的支

持!建立统辖乌牛栏(扫束及抗官的朴仔篱(阿里史等社的新领导系统&行

政社群'#此後!

!

了统辖与耕垦的方便!部份鮉薯社人移居大甲溪南岸!

?形成以岸眧本社&岸东(岸西及岸南等社'

!

中心的岸眧新社群#以台湾

南岛语族的传统社会组织而言!岸眧新(旧社即
!

岸眧社部落的地域范

围-除了岸眧旧社位在大甲溪北岸 &隔溪与岸眧新社相望 '外!岸眧新社

以本社
!

中心!环绕岸眧公馆的新统治核心散在四方#而各支社各有生

活领域!支社间的关在祭仪(婚姻网络!以及$/世纪的移居活动上具体

表现#

*9-

!

简言之!因官方力量介入而以岸眧新(旧社
!

中心!形成$岸眧行政社

群%!即因战
&

关导致岸眧社及其辖理的各部落间政治结构(统辖关的

重组#所谓战
&

指大甲西社事件而言!敌对的双方(牵涉的社群
W

跨今後龙

溪(大肚溪间海岸(盆地(浅山地带的社群-除了少数保持中立的部落外!

台湾中部大部份的熟番均涉及其中!由他们的立场!大致可分成助官平

$乱%与反抗者两大类#

*9.

! &见附图( '国家介入前熟番原本的战
&

形式虽然

我们所知不多!

*9/

!通常因生活资源
&

夺或血仇而对立!极少发生不相干的部

落互相残杀!亦非大规模的杀戮对方-战後也少有继续追?对立者的作法#

但$%世纪/#年代!台湾西海岸首度爆发吞霄社抗清事件!官府不仅召集南部

/*

A��

*9,

*9-

*9.

*9/

李文良主张大甲溪南的土地是在康熙五十年&$%$$ '官方鼓励开垦的风潮下!岸社请垦

获准!且导致大甲西社事件爆发#事後岸社再度以军功确认$地权%!而非以往所认
!

$政府
,

皇帝赏赐%#然而当时岸社$化番%仍以狩猎?耕及?集
!

主的部落社会!何

以需要广大土地以及请垦概念从何而来.即岸眧化番是否具有近代地权观念!李文未作

合理分析#参见李文良! +清代台湾岸眧社熟番的地权主张"以大甲溪南垦地
!

例,!

页(1"$#

洪丽完! +从清代$社%之多重性质看平埔社群关发展 ,! )台湾史研究 *!第$"

卷!第$期! &"##'年*月'!页%1$$-洪丽完! )熟番社会网络与集体意识"台湾中部

平埔社群历史变迁&$%##1$/## '*!页"$*#

参见故
=

博物院编! )

=

中档雍正朝奏摺 *&台北"国立故
=

博物院!$/%/ '!第"#

辑!页'&/1''$(%('1%&$-张士阳! +雍正九(十年
L

湾中部:先住民:反乱KOP

Q ,! )

L

湾近代史研究*!第*期&$/00年'!页'##

$/%#年代!最重要的战
&

理论家之一.8CL?1T5>3K5>B< .7B<!提及"对於部落的战
&

!就

外力入侵的突模式!多属事後记忆!我们所知有限#参见 .8CL?1T5>3K5>B< .7B<9

:YI>87HL392CB>@>BC4>7JF235?I3B4>b3?@57R+7J@8>B4;<375E9P_J 342<"0.+.0"/.') '+G2*")2-."F

,1,NG')'8#"O4 ['̂ DC'+$*K*@>+&(- (-+ K*F>>3'64Q'1S>62?I-#J'6$#<" ;6'$$>9

T&'6#,(C$/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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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番&旧社在今台南市境'!

*90

!也利用当时仍
!

$生番 %的岸眧社参与平

乱的工作#$0世纪(#年代大甲西社事件爆发 &入清以来中部最大的兵祸'!

更扩大利用熟番武力的规模!除了将四社番(西海岸非抗清社群纳入平乱行

列外!更利用助官化番&岸眧社'(熟番&後垅社'继续追查逃亡的社人#

事後更?取一系列的
D

赏及相关措施!如促成$岸眧行政社群%的跨部落统

治架构!由助官的岸眧社监管抗官的朴仔篱社(阿里史社社务!以及确认岸

眧社拥有大甲溪南岸广大的土地&包括清水海岸平原抗官的牛
~

社(沙辘社

近台中盆地的社地及可能未参与抗清的猫务
�

社猎场'#

*91

!

@*=6#(- M'6E%$>-及Q'#)N*U8#<'8'(+针对战
&

的研究!指受到殖民势

力扩张影响之前的原住民4->-$<(<':传统政治组织!从队
,

群4A(-+$:到跨部

落散联盟均有-由於遭受国家入侵或影响!其战
&

模式及社会4$>,#()

<6(-$9>6&(<#>-$:无可避免地发生转变#

*92

!岸眧各部落受到清帝国势力扩张(

影响之後的政治组织转变&即$岸眧行政社群%'可
!

例证!且事後受到岸

$/

���Y«T��zÝ��

/%

*90

*91

*92

四社番指台湾南部新港(鮉芀(目嘉溜湾及萧垅等社!四社各自存在友好及敌对关!

$*(*年号称南部最
)

大的鮉芀部落!被荷兰军队及新港社联手打败(投降!往後在荷兰

的治理下!如设置地方会议及教会!更有新港语的教学活动!及合?村社之举!如大目

降社?入新港社!对社群网络发展发生重大影响#郑成功家族治理台湾时&$**$年'!

$四社番%已形成#大目降社名称的消失!除了与其在荷治时期被
�

入新港社有关外!

也与大目降社故址成
!

汉人聚集区有关#

\

言之!清代以後所谓$新港(嘉溜湾(欧王

&萧垅社'(麻豆於
h

郑时
!

四大社%的
$

法!与大目降社从荷治时期以来失去本社名

称有关#参见郁永河! )裨海纪?*&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原刊於康熙

十八年1$*%/ 2'!页$%-

G

叔?! )台海使槎
8

*&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原刊於康熙六十一年 1$%"" 2!卷'! +番俗六考 ,!页//-陈汉光(赖永祥

编! )北台古舆图集&全'*&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页'#

该事件主要以大甲西社&旧址在今台中市大甲区境 '交结其东邻朴仔篱社等八社
!

主

力#参与的社群包括大甲溪北岸崩山社群的大甲西社与猫盂(双寮(房(苑眧(吞

霄!南岸台中盆地东缘朴仔篱(阿里史!与清水隆起海岸平原的牛
~

&头'(沙辘(水

眧(大肚!以及大肚溪南岸被
)

制参加的阿束社(柴仔坑社#参见故
=

博物院编! )

=

中档雍正朝奏摺*!第$/辑!页"0'1"0*((&&1(&*-故
=

博物院编! )

=

中档雍正朝奏

摺*!第"#辑!页%#(1%#&(%('1%(*(0"'10"*-张士阳! +雍正九(十年台湾中部:

先住民:反乱KOPQ ,!页'#-李文良! +清代台湾岸眧社熟番的地权主张"以大甲

溪南垦地
!

例,!页$#1$&#

=X65>CJ T35HL?7J CJK Z3>8AXN<>43<3CK9:;<3W>783J4YKH37@YRI>539P_J L"#.) /42

3#.7"*_')2?T\O")%.)8 1/"/2-")% V)%.82)'(-L"#+"#2C'+$*@*=6#(- M'6E%$>- (-+ 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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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管控的朴仔篱社(阿里史社!不仅
'

部事务 &包括会计事务 '!

*93

!对朴仔

篱社而言!生活空间也受到击-其在$0世纪中叶由社仔&朴仔篱旧社-今

台中市丰原区朴仔里'被&岸眧大社'派往大甲溪中游守隘!?与权力在握

的岸眧社竞
&

土地拓垦及生番屋鏊十三社&今泰雅族'的交易活动!前已述

及# &见附图& '

虽然从朴仔篱社(阿里史社与岸眧社对官方的不同态度&抗官与助官平

乱'!一则显示各部落面对国家治理与汉人招垦的压力不同!一则呈现各部

落对外关的自主性颇高#因官方介入而形成的$岸眧行政社群%!在往後

'

部社务运作上不同於往-在对外关上! $岸眧行政社群%也被视
!

一个

整体#以$0世纪0#年代中期&清乾隆五十一年'台湾爆发林爽文抗清事件
!

例!依据以岸眧本社
!

首组成$ "̀##名 $守土随军 %的资料显示!除了岸眧

新(旧社外!包括$岸眧%朴仔篱社( $岸眧%乌牛栏社( $岸眧%阿里史

社等!可见 $岸眧 %

!

岸眧社辖管的朴仔篱社(乌牛栏社(阿里史社之概

称!即官方对岸眧社辖下所有关社的集称!这类关在战
&

年代尤其具有

意义#

*94

!至迟$%/#年代&清乾隆五十五年'已出现$岸眧大社&@(+8>+3%6%-

今台中市神冈区岸眧(大社两里'%一词-

*95

!即林爽文事件後出现的 $岸眧

大社%!与国家势力介入後!部落战
&

模式及社会转变有关-其不仅
!

岸眧

新(旧社的基本地域范围!在行政上或对外关上!也成
!

所有岸眧关社

群的代称#

位於岸眧大社的岸眧公馆!除了平日通事(土官 &清乾隆四年改称土

目'办公或社人集会外!也用於接待官长(吏差!?作
!

宿站(检收大租之

所#

*:,

!依据陈梦林+诸罗县志0庐舍 ,载" $社中择公所
!

舍!环堵编竹!

敝其前!曰公廨&或名社寮'#通事居之!以办差遣# %

*:-

!熟番原有公廨之

/0

A��

*93

*94

*95

*:,

*:-

程士毅! +北路理番分府的成立与岸眧社的衰微 &$%**1$%0* ',&新竹"国立清华大

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页/$#

张耀
g

! +岸眧大社与台中平原之开发&上',!收於)苗中彰三县文献*&)中国方

志丛书*本-原载)中县文献*$!台北"成文出版社!$/'' '!页$'$1$'(#

)钟藏岸眧文书*!编号*" &今台中市梧盝区钟金水提供!共$((件!另附件* I均
!

信

封J-笔者?集'#

张隆志! )族群关与乡村台湾///一个清代台湾平埔族群史的重建与理解*&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会!$//$ '!页$($#

周锺蠧主修!陈梦林等编纂! )诸罗县志*!卷0! +风俗志,!页$'/#

+

,

-

.



设!俗称公廨或社寮&有些地方也称公厅 '!

!

全社公所-

*:.

!平时通事(土

目在此办公!有事则
#

人集议於此!?日夜派人守候#$0世纪&#年代岸眧公

馆被扩充
!

$东西两处架设公馆二厅!屋三十五间%的规模!应与(#年代岸

眧社被任命
!

辖理
#

多社群的行政首领後公务繁琐有关#从当年替通事敦仔

修筑公馆的汉人熊酉召+立领字,!略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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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记载显示岸眧公馆已由一般$环堵编竹%的建筑!改
!

砖瓦石材且有门

楼(

d

亭!讲究粉壁(砌石!?有图画装饰#以敦仔任通事时&乾隆二十六

至三十三年!$%*$!$%*0 '岸社公租已遭其前任通事张达京侵蚀的财务状癋而

言!

*:0

!用( (̀##员的代价!外加一半人力&拨番协助'的资源修筑公馆!仍展

现岸眧大社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与权势#

如前文所述!岸眧行政社群可能基於社人记忆中的社会动乱及部落
'

部

突造成的伤害!於$/世纪初岸眧大社经济实力已衰退&不如乾隆时期'时

仍办理大规模的建醮活动!除了
!

社人祈福外!更有重新凝聚跨部落认同的

意图&类似汉人祈安(酬谢神恩(抚慰鬼魂及社会整合'-故选择在代表岸

眧大社权势与经济力的$岸眧公馆%举行祭拜仪式&而非汉人一般在庙口或

百姓公庙等祭祀无祀的庙宇举行'!一则展现其在政治上作
!

跨部落共主的

$/

���Y«T��zÝ��

//

*:.

*:/

*:0

一般熟番村落的公厅(公厝或公所!可能也是公廨的一种!如今埔里镇大肚城的朝凤
=

及高雄市杉林伍龙庙!据水眧社裔张丽盆及大武垅社群芒仔芒社裔杨永坤表示!朝凤

=

(伍龙庙过去都称
!

公厅(公厝或公所!後来才迎入妈祖 &战後 '(玄天上帝 &清

末(日治时期'#关於其演变过程!值得未来再矨清-笔者?集#

)岸眧大社文书*!台湾大学图书馆藏!G$#"X'%%#

公租原有万石左右!敦仔任通事时仅剩 ( (̀''石#参见 )岸眧大社文书 *!

G$$"a/'%a$&RG$$"a/'%a(%#有关岸眧公租被潘敦家族$化公
!

私%的情形!请参见柯

志明! +岸眧社的私有化与阶层化"赋役负担与平埔族地域社会
'

部政经体制的形成和

转变,!页'%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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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一则从跨部落的宗教事务上!集合部落菁英凝聚岸眧行政社群的部落

集体意识&社会功能'#所谓部落集体意识指部落认同而言#

按熟番族社原先以各自的生活领域
!

核心!?视周遭人群
!

陌生人或敌

人!随着$%世纪中叶外力入殖!尤其在清廷的人群分类与边疆控制力的扩

充!以及汉人优势地位的形成过程交互作用下!平埔村社
'

部关进一步发

展!熟番我群41'E6>%3:与汉人他者4><8'6-'$$:之分也逐渐成
!

对比#

*:1

!此

外!熟番我群间又可再细分!本文所指岸眧行政社群与熟番他群之
0

!或岸

眧行政社群
'

部的分野!如朴仔篱社
,

W(R(A%

,

葛哈巫与岸眧社
,

;(LL'8'

,

巴宰族的区
0

#因
!

族群是一种人群组织的形式-M6'+6#2 =(6<8 认
!

族群乃

人群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不同族群间存在一个族群边界4A>%-+(6#'$:!此边

界的形成主要是在互动的社会关中所
"

生!而非人群孤立演变的结果#

\

言之!=(6<8特
0

关心团体认同的
'

在过程#

*:2

!岸眧熟番依据外在环境(不同

团体的互动关所促成的人群区
0

!正如 F8(6)'$M*W'"'$所
$

" $依社会

互动网络而进行的认同选择!显示出族群意识唯有在其可以导引族群成员追

求共同利益时!才格外的明显# %

*:3

!@#,8(6+ H6><<#'6也认
!

" $共同的利益

是一个泛族群结合的重要推动力量# %

*:4

!同样地!族群也会因有效地追求(

获得某种利益而维持下来-但其前提是必须有一个正式的组织才能更加有效

地
&

取利益#

*:5

!岸眧行政社群的建醮意义!在此
q

络下可理解
!

岸眧大社集

合其辖下各部落菁英企图凝聚社人认同意识的目的#

虽然岸眧熟番的建醮资料!涉及认同议题的绕境范围!目前?不清楚#

依据林美容的研究!台湾汉人的醮域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由较大范围的人

群联合共同建醮!通常有其传统#由於建醮需要
#

多人力(物力!大型的建

醮活动通常由许多村庄联合举行&今日多以乡镇
!

范围'!故从参与成员的

分?可显示其醮域的范围#

*;,

!如附表(所示!岸眧熟番的醮域范围包括西部平

$##

A��

*:1

*:2

*:3

*:4

*:5

*;,

参见洪丽完! )熟番社会网络与集体意识"台湾中部平埔族群历史变迁 &$%##1

$/## '*一书的分析#

T53K5>U 6C54<9:_J457KLB4>7J9P_J T/4).0Z#'(O-")% '̀()%"#.2-C'+*M6'+6#2 =(6<8 4=>$<>-?

N#<<)'=6>1- (-+ F>&3(-"C$/*/:C$!(0*

+<C583?TX.3E3?9:;<3[>C83B4>B?7@Y4<J>B+<CJH39P_J T/4).054")82C'+*F8(6)'$M*

W'"'$47'(<<)'?I-#J'6$#<" >9U($8#-E<>- ;6'$$C$/0$:C$#*

=>B<C5K NX;5744>359:+<C5435?7@2CJ34<J>B_K3J4>4EF_JK>H3J7L?\R35>BCJ _JK>CJ?CJK

_RR>H5CJ4\?>CJ1\R35>BCJ?9P"%&1"%0X

+<C583?TX.3E3?9:;<3[>C83B4>B?7@Y4<J>B+<CJH39P$$X

林美容! )台湾人的社会与信仰*!页$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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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岸眧行政社群%!也包括移入埔里盆地的岸眧熟番!?非汉人重视的

血缘(地缘(祖籍或水利关#而岸眧熟番不在村庙岸兴
=(

在岸眧公馆举

行建醮活动!不但显示建醮的政治功能!也呈现部落社会不同於汉人习俗的

特色#

关於岸兴
=

的背景!首先需针对熟番接受汉人民间信仰的历史
q

络!进

行理解#根据蒋毓英)台湾府志*&$*0' '!卷*! +岁时,"

I.Ió

%

W(Gó

%

�"�P#$%Î

%

&'()

%

*+,

-»

%

uX! 

)

*;-

!

这
$

明$%世纪末!台湾社会无论$街%( $里%&以上汉人聚居'!或$社%

&熟番居址'!均重视福德正神圣诞的活动#有关汉人民间俗信在台湾西部

平原部落社会的传?!从眉眧社&旧社在今彰化县溪洲乡三条村'熟番接受

汉人俗信?捐款作戏的契文可具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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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清道光十九年&$0(/ '眉眧社巴难胡等人共有旷埔一所!委由汉人开垦

$/

���Y«T��zÝ��

$#$

*;-

*;.

蒋毓英撰!陈碧笙校注! )台湾府志校注*&

M

门"

M

门大学出版社!$0/' '!卷*!

+岁时,!页'/#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 *&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 '-原刊於康熙二十四年1$*0' 2'!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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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田!?同意将所得番租银 &"元 '抽出$元作
!

天上圣母 &妈祖 '($元
!

福德爷&土地公'演戏的费用!大致与其信仰汉人民间俗信有关#

清代岸眧熟番如何接受汉移民民间信仰洗礼!从岸兴
=

的建成可
$

明#

$0世纪&清康雍年间'开始与汉人频繁接触的岸眧部落!在原有以灵魂信仰

!

基础的宗教观念中!也有传统的神癨(祭仪和巫术!前已述及#雍正十一

年&$/(( '!因协助清廷平定大甲西社抗清事件!岸眧社总通事张达京偕同

土官潘敦仔赴京受赏!回程迎回湄洲圣母香火建成的妈祖庙万兴
=

!位在岸

眧大社出口处&社口-今神冈区南社里'!

$

明最晚$0世纪中叶岸眧社人已

开始接受汉人信仰活动#

*;/

!

同时或稍晚!岸眧社人也在岸眧大社旧城门南门&岸眧大社聚落入口-

今台中市神冈区岸眧村'外!兴建以躈德正神
!

祀的岸兴
=

#依$岸兴
=

碑

文%所记!该庙是雍正年间岸眧社土官敦仔&即潘敦仔'与汉通事张达京所

建#

*;0

!时间应在岸眧社人从大甲溪北岸南移!即大社聚落形成初期#

*;1

!移居

大甲溪南岸的岸眧新社!逐渐由原始狩猎游耕走向汉式锄耕的定居社会!

*;2

!

由於五生
"

关社人饮食所需!

!

求丰收!自然也供奉汉人专司土地与五

的社神土地公#虽然岸眧新社建立岸兴
=

与张达京不无关!其以躈德祠

!

集体信仰象徵!是以部落
!

基础的群体信仰!与许嘉明+祭纪圈之於居台

汉人社会的独特性,一文所指的$早期汉人的社会主要是以地缘
!

基础形成

其社会群体!而以村庙
!

其集体象徵 %显然有所不同#

*;3

!$0世纪中叶建立的

$#"

A��

*;/

*;0

*;1

*;2

*;3

依据+社口万兴
=

重建落成记&$//"年$$月',&"#$"年*月$%日笔者?集'#

依岸兴
=

碑文载" $原岸眧大社有福德神祠!33创自雍正年间土官潘敦仔(通事张达

京33# %&笔者?集'

依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台湾民间宗教信仰的建立!约可分成几期!其中所谓$农村构成

期!即村庄基础初奠!普建土地庙!以祈五丰登!合境平安#尔後?有村落守护神出

现及兴建庙宇之举# %参见刘枝万! +台湾之瘟神庙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集

刊*!第""期&$/**年秋季'!页0%100-增田福太郎! +清代台湾KSLM村落:发

展
!

NTK寺庙U<HK土地契约N发展N关连VQW ,! )福冈大学法学论丛*!第

$"卷!第&期&$/*0年'!页(/"1(/&#另施振民! +祭祀圈与社会组织 ,! )中央研究

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 *!第(*期 &$/%(年秋季 '!页$/0指" $台湾至今称聚落
!

庄33庄是>一个共同祭祀单位的聚落?#庄通常有一个聚落居民>共有?的村庙!作

!

这个聚落的活动中心# %关於大社聚落形成!请参见洪丽完! )台湾中部平埔族"沙

辘社与岸眧大社之研究*!页('(1&#'#

参见陈秋坤! )清代台湾土著地权"官僚(汉佃与岸眧社人的土地变迁!$%##1$0/' *#

许嘉明! +祭祀圈之於居台汉人社会的独特性,!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卷!第

*期&$/%0年*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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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兴
=

!直到清同治十年&$0%$ '岸眧熟番成立大社教会&在今大社村丰社

路%*巷"*号'作
!

社人信仰中心!始被放?#

*;4

!

值得一提者!

;

振华针对北台武鷓湾社的汉人土地公信仰进行研究!认

!

是由传统的自然崇拜转来#笔者的考察认
!

岸眧熟番的土地公信仰可能是

汉文化砯加在狩猎民族固有保护狩猎成果的山神信仰之上而成!可支持
;

氏

的看法#

*;5

!按熟番进行传统狩猎活动!出发前举行梦占(鸟占?守禁忌#

*<,

!

依据田野资料!

!

求猎物丰收!打猎途中经常捡起特殊造型的石头祭拜-猎

获动物更需祭拜(谢神!所拜对象
!

守护林野的山神#清代汉移民进入原住

民生活空间後!往往在原有山神信仰遗留的石头之上砯加了固有的土地公信

仰#

*<-

!而受到汉式经济生活影响的原住民则将原有田神及山神信仰砯加在土

地神信仰之上#

$*世纪以来!外力介入部落社会日深!尤其$0世纪汉人大量移入後!随

着汉人庄落的扩增(人口成长!熟番部落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厉的生存竞

&

#

*<.

!失去土地及受汉文化影响的熟番!经济活动逐渐由狩猎(?耕转
!

汉

式定耕-随经济型态的转变!宗教仪式也发生变化#依据+萧垅社种稻歌,

所描述"

$/

���Y«T��zÝ��

$#(

*;4

*;5

*<,

*<-

*<.

教会成
!

岸眧大社人信仰与日常聚会中心後!原
!

社人&及清末陆续迁入当地的汉人'

信仰的岸兴
=

!转由汉人祭祀#参见潘铭哲编!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社教会设教$$#

盷年纪念
R

*&丰原"大社教会!$/0$ '!页$##1$$/-潘万益(潘仁德编! )台湾基

督长老教会大社教会设教$"#盷年特刊 *&丰原"大社基督教长老教会!$//$ '!页

$#0-报导人廖德景口述&$//"年$#月"0日笔者?集'#

参见
;

振华! +清代武鷓湾社史,! )台湾史矦*!第(*期&"###年*月'!页$(*1$&%#

洪秀桂! +南投巴宰海人的宗教信仰,!页&/'1&//-森丑之助! )台湾蕃族志 *&台

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页("'(("/#

依据笔者对高雄金兴社区&旧名枋寮'的?集纪
8

!该村落环山地带有十馀座土地祠#

据村民表示土地祠原以石头
!

祭祀对象-土地公即山神!狩猎时
!

求猎物丰收而祭祀

之#约$/0#年代树薯丰收!提升村民经济力後开始建庙(塑像!现存土地公庙有塑像!

或塑像与石头?祀!或仅有石头&少数'#推测枋寮
#

多土地庙应
!

以往熟番居民的山

神信仰!转型成&或砯加了'汉人民间祈求五丰收的俗信#今埔里镇一新里客家聚落

�

牛坑也有十馀座土地公庙!最初以石头
!

祭祀对象!该地原
!

今泰雅族眉原群活动空

间!清末施行$开山抚番%政策!官方招来桃竹苗客家人!汉移民可能在原有山神信仰之上

砯加了土地公信仰#

\

言之!山神信仰
!

生(熟番进行狩猎活动时的祭祀对象!因经济生活

改变或汉移民接收祭石(转化成土地公信仰!笔者将另文分析&笔者踏查(?集'#

汉人入殖台湾中部!肇始於$0世纪康熙四十年&$%#$ '以後!於雍正末年大甲西社事件

爆发以来急速发展!完成於乾嘉年间#参见洪丽完! )熟番社会网络与集体意识"台湾

中部平埔族群历史变迁&$%##1$/## '*!页/$1"$#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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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0世纪初稻在熟番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萧垅社人收成後需到田眧

向田神道谢#$/世纪移住埔里盆地的岸眧熟番!信仰民间宗教者!种稻或刈

稻时仍有备牲礼至田间或土地庙祭拜土地神的习俗-改宗基督教者则请牧师

前往祷告#宗教仪式虽?!目的及功能则一!均在祈求丰收#

*<0

!

\

言之!田

神(山神信仰
!

熟番进行农耕及狩猎活动时的祭祀对象!因经济生活改变(

转化成土地公信仰#

*<1

!即传统部落社会农耕时祭祀田神!以及打猎时
!

求猎

物丰收(祭拜山神的习俗!随经济型态的转变!与汉式定耕的守护神土地公

信仰彼此揉合#

上述!不难理解岸眧熟番的建醮活动!何以未依照汉人在村庙岸兴
=

举

行!而在代表权势与经济力的岸眧公馆举办!主因传统文化仍旧左右社人的

生活!?未完全放?固有生活方式#

B

#

6ÒÓÔÕÖ¸Ç·¸2¹#LM]¼

$

5

%

¸Ç·¸2¹

台湾原住民部落固有的政治组织!与国家接触後无可避免地发生变化!

如岸眧行政社群因战
&

而形成!其跨部落的权力集中也是受到国家势力扩张

的影响!前已述及#以总通事
!

部落组织行政系统最高统治者!显然是国家

介入後的改变#

$0世纪"#年代!

!

了规范汉人与熟番之间的互动!清廷开始任命熟练

$#&

A��

*</

*<0

*<1

G

叔?! )台海使槎
8

*!卷'! +番俗六考,!页/0#

洪秀桂! +南投巴宰海人的宗教信仰,!页'##1'#&#

参见
;

振华! +清代武鷓湾社史,!页$(*1$&%#此外!戴国
g

(林水永分
0

针对客机

人及西拉雅平埔族进行石头信仰的调查!但未形成体系性的论述#参见戴国
g

! +台湾

桃竹苗客家人的石头崇拜"石爷(石哀,! )客家研究*!第*卷!第$期&"#$(年'!

页$%$1"$&-林水永! +西拉雅人的祀石文化初探 ,! )台南文献 *!第'期 &"#$&

年'!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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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语$番%情&後改以能解汉语的熟番任之'的汉人负责疏通民番!兼

掌训导之责#岸眧社第一任总通事张达京!最初只是岸眧社的通事 &$%"'!

$%(" '!大甲西社事件後!兼管参与抗官的阿里史(朴仔篱两社群的社务

&$%("!$%'0 '#张氏卸任後!改由岸眧社土官敦仔出任第二任总通事#由於

社务庞杂!乃将各社分管#

*<2

!敦仔之後!岸眧行政社群的总通事经选举方

式
"

生!各社&包括曾抗官者'均有参选机会!再经官方认可#直到日治时

期&$0/* '!始废止通事制度#

*<3

!

在通事与土官共同统治的情癋下!土官可视
!

部落本身传统权力的中

心-除了约束番
#

(总理社务外!尚包括办理力役与输赋等职责#

*<4

!通事则

!

官方所认可的部落事务负责人#由於与?族接触之初!土官多不知文字与

算数!亦不习官方文物制度!凡事需假藉汉通事之手!通事权威逐渐高於土

官#就岸眧行政社群而言!总通事设於最重要的岸眧大社!?在其他重要部

落!如朴仔篱社设副通事以
!

总通事的助手 &小社则有土官
,

土目 '#

*<5

!虽

然建醮活动由岸眧大社主办(在$岸眧公馆门首%举行!代表此活动岸眧

行政社群政治中心岸眧大社的场域!从主其事者以具有各部落组织的公职人

员
!

主!明显可见其统合在岸眧行政社群下的跨部落关#

其次!$0世纪末施行的番屯制度
!

清帝国弥补边疆台湾
}

营兵力不足的

民兵组织-当时全台共有/(熟番社!外加两个化番社#基於治安考虑!官方

在险要地方择大社设屯所!?由附近小社补足大小屯额-所谓$由邻近小社

?入大社%的设计!主要以熟番社会网络
!

依据!?及地理关联性与林爽文

抗清事件涉及地点等因素!但
!

了满足大小屯的需求!同一屯之
'

可能包括

+

有社群网络的各社!具有社群网络的血缘社群也可能被归入不同屯属#

*=,

!

值得注意者!熟番社会关在番屯制度施行後究竟有无改变.从捐款活动!

$/

���Y«T��zÝ��

$#'

*<2

*<3

*<4

*<5

*=,

参见陈秋坤! )清代台湾土著地权"官僚(汉佃与岸眧社人的土地变迁!$%##1

$0/' *!页%*1%0#

嘉庆十六年&$0$$ '!通事马下鱀竞选时以废一九孔五租
!

条件!足
!$

明#参见张耀

g

! +岸眧大社与台中平原之开发&上',!页$*"#

清末刘铭传改革时!北台改土目
!

头目#参见刘铭传! )刘壮肃公奏议*&台北"台湾

银行经济研究室!$/'0 '!页$&/1$'&#

在公务组织上!部落长老会议与土官统制二者平行互补!互
!

均衡#参见卫惠林! )埔

里巴宰七社志*!页$#$1$#'#

洪丽完! +番屯制度与熟番社会网络之考察 &$%/#1$/## ',!收入洪丽完主编! )国

家与原住民"亚太地区族群史研究 *&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页

(($'1($#

+

,

-

.



屯丁以$社%

!

捐款单位!似乎$/世纪岸眧社群
'

部仍保留各自的部落村社

认同!即屯的跨部落组成?未取代单一部落关#

*=-

!从个人捐款也冠上$社%

名!亦
$

明政治力作用下的行政社群?未取代单一部落关#直到"#世纪

初!日本学者进行爱兰台地;(LL'8'&岸眧社'!及在眉溪流域&乌溪上游'

活动的W(R(A% &朴仔篱社'调查时!他们之间的集体认同仍有所区辨!前已

述及#甚至$/0#年代台湾本土化运动以来!W(R(A%仍坚持其传统族群文化与

;(LL'8'有所不同#

*=.

!

值得进一步讨论者!由於建醮活动岸眧行政社群政治中心岸眧大社的

场域!因此岸眧九社名分
0

出现在主要祭祀人员名
R

上#何以一般捐款信士

仅出现於岸东(岸西(西势尾等社.其次!清代朴仔篱社&部落'包括五社

&支社'!何以主要祭祀人员未以五支社社寮角(大蔇(水底寮(山凸凸(

大马覻等社名出现!而以$朴仔篱社%登记.依据田野资料!$/世纪"#年代

&清道光年间'中部熟番组成跨部落移垦埔里盆地之前!W(R(A% 人已先入

埔(落足於今南投县蕙荪农场附近!由於首先接触高山地区原住民!日後

$W(R(A% %乃成
!

埔里盆地周缘高山原住民称呼埔里盆地居民的代称#

*=/

!或

许祭祀人员及捐款名
R

未以朴仔篱五支社分
0

登记!与原居今台中市丰原(

东势(新社等区境的族人已入埔有关.理论上!即使$/世纪中叶 &道光年

间'部份社人已移居他迁!在行政系统上!仍与岸眧大社相统属!

*=0

!故以

$朴仔篱社%名参与建醮活动#此一假设若成立!亦能解释岸眧九社一般捐

款信士仅出现於邻近建醮地点的岸东(岸西(西势尾等!即空间距离影响社

人参与建醮活动意愿#同样空间因素(已远走他乡&兰阳平原'的阿里史社

人因而未参与建醮活动. &见附图& '

$#*

A��

*=-

*=.

*=/

*=0

有关番屯制度究竟有无改变熟番社会关!可参见洪丽完! +番屯制度与熟番社会网络

之考察&$%/#1$/## ',!收入洪丽完主编! )国家与原住民"亚太地区族群史研究*!

页&$1&%的相关讨论#

笔者?集#

笔者?集#

依清光绪十九年&$0/( '+潘永安手记,的记
8

" $昔有鮉薯旧社(翁仔社(崎仔社(

葫芦墩社(岸东(岸西社(岸南(麻眧兰社(西势尾等!即
!

岸眧九社#33#又
'

山

社寮角社(大蔇社(水底寮社(山凸凸社(大马覻社等!即
!

朴仔矨五社!33!至道

光年间!移居埔里社者最多矣#垦鲤鱼潭
'

城者亦有之#俘夫我办理等社事务!已有

巡查各社番黎登籍!?合同佥举土甲可以帮办33# %引自张耀
g

! +岸眧大社与台中

平原之开发&上',!页$'#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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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附表(所示!岸眧熟番的建醮祭祀组织人员!分成主要建醮场域(

其他普渡场域及杂务等三类#被推举主持主要建醮场域的代表! $主会%潘

初拔即潘进文&敦仔孙(潘士万长子'!

!

岸眧九社人(原任总通事且具有

监生身份&晋职儒林郎(候选布政使司理刑厅 '#

*=1

!除了具有科举功名(卸

任部落公职人员的身份外!潘初拔作
!

大社首富敦仔之後的经济力及其家世

显赫!应是他被推举主其事的重要因素#

*=2

!

从附表(资料所示! $主醮 %

!

彰化县儒学佾生 &总理岸眧九社通事 '

潘裕元- $主坛%

!

岁进士候选儒学功加六品衔潘士兴- $主普%

!

北路屯

营左部潘秀文- $主灯%

!

儒学附生潘捷元&原总通事(潘士万三子'(潘

亮慈&原总通事'#可见科举功名及担任总通事的经历外!$0世纪末清政府

实施的番屯制度!也是岸眧部落菁英身份改变的重要机制之一#在番屯制度

下!官府利用屯外委管理各社屯丁!屯把总辖大小屯!千总管把总等层次累

积的权力架构!

"

生不同於传统平权部落社会的上下辖属关!也改变了过

去由社人议
2

部落事务的传统#而因养赡埔地(屯饷&依权力阶级而不同'

分拨!出现经济上的差
0

待遇!则使原本经济力与社会地位近於平等的部落

社会
"

生阶层变化#

*=3

!

$/

���Y«T��zÝ��

$#%

*=1

*=2

*=3

清乾隆五十三年&$%00 '番童潘初拔即潘进文!以彰化县学
�

籍童生资格成
!

国子监

生#参见台湾省立台中图书馆编! +台湾中部地方文献资料 &二 ',!页$#(1$#&#另

由清嘉庆十二年&$0#% '岸眧社通事潘裕元呈控潘初拔违约抗吞案的资料!

$

明潘进文

应
!

潘裕元的前任通事!可见嘉庆十三年&$0#0 '建醮时!进文
!

已卸任通事#参见台

大数位典藏资料!BBC$$###$17K1C$##%$%1L4c4#

敦仔子孙除了潘初拔外!次子士兴曾代理总通事职!孙辈捷元&初拔胞弟'也担任过总

通事职!可见该家族在部落社会的地位#此外!阿莫&敦仔祖父'八代孙潘永安!任岸

眧行政社群最後一任总通事!民间俗称 $通事伯 %#参见 +潘永安手记 ,!引自张耀

g

! +岸眧大社与台中平原之开发&上',!页$'##有关敦仔本人及其家族的社会经

济地位!参见陈秋坤! )清代台湾土著地权"官僚(汉佃与岸眧社人的土地变迁!

$%##1$0/' *!页$$'1$(%-洪丽完! )熟番社会网络与集体意识"台湾中部平埔族群历

史变迁&$%##1$/## '*!页$%%1$/$-柯志明! +岸眧社的私有化与阶层化"赋役负担

与平埔族地域社会
'

部政经体制的形成和转变,!页'%1$("#

参见洪丽完! +番屯制度与熟番社会网络之考察 &$%/#1$/## ',!收於洪丽完主编!

)国家与原住民"亚太地区族群史研究 *!页(1*/-A>1̂CJ DLJH9:+<CJH>JHM7B>C8

M4C4L?CJK M7B>C8M45C4>@>BC4>7J >J 28C>J?\]75>H>J3?M7B>34E7@$/4<1+3J4L5E;C>̂CJ9PICI35

I53?3J43K >J 4<3+7J@353JB37J :;C>̂CJF;<3W>3̂ @57R4<3M7L4<P9+CJ]355C9\L?45C8>C9

VCJLC5E*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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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清帝国治理下的岸眧行政社群!以总通事
!

部落组织行政系

统最高统治者!是跨部落日常行政运作的基石!也是维岸眧大社作
!

统治

核心的象徵#总通事之外!各部落事务另有副通事(甲头(社丁辅助其处理

部落职务#依附表(所示! $总会 %由岸眧九社之一的崎仔
?

社副通事(朴

子篱社副通事担任# $副会%以下其他普渡场域则由各社土目(甲首负责#

如岸眧九社三名土目任$副会%( $都会%( $主经%!九名甲首担任$玉

皇主%( $三官主 %( $紫微主 %( $三清主 %( $天师主 %( $北帝

王%( $主经%及$主表%-朴仔篱社共有三土目担任$主表%( $主科%

及$信士首 %!两名甲首
!

$主忏 %及 $幽冥教主 %-乌牛栏一名土目
!

$协会%(一名甲首
!

$三清主%!均显示土官
,

土目位在总通事(副通事

之下!甲首又在土官
,

土目之下的权力结构变化#具体呈现部落组织的新架

构!岸眧熟番与清廷接触後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 $总榜首%由岸西社信生潘万兴担任# $潘万兴%

!

垦

号名!应
!

岸眧大社首富敦仔长子潘士万(次子潘士兴的合名#

*=4

!建醮时!

敦仔与士万本人均已作古!但士万长子初拔(三子捷文已捐款!士兴也捐钜

款!敦仔家族何需再以垦号名捐献.目的或在藉由普渡求得五丰收-从捐

款名
R

中!唯有潘万兴捐金又捐米!似可
$

明潘家的财力雄厚情形# &见附

表( '

如附表&所示!各类杂务的处理涉及建醮活动能否顺利完成#其中经费

管理属於最重要的事务!因此由各社公举潘春文&敦仔孙(潘士兴长子'负

责#由岸社最具财力的敦仔子嗣担任总务!应有经济上的考虑#另由潘集礼

&西势尾社土目'负责登记买办货物(出入银钱清簿等事务#除了督理香茶

灯烛的工作!由廖望柏&应
!

汉人'代办-

*=5

!请道士(吹打锣鼓&北管!*'

人'及专理筵席事宜的$

K

房%(糊贴各种纸料与香灯烛等!由陈姓汉人协

助外!其他各类相关杂务包括管收货物(支买货物(督看
K

房(看守坛场(

$#0

A��

*=4

*=5

参见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整理! +岸眧大社文书 ,&国家文化资料库 <44IFllJ5B<XBBCX

H7bX4̂lBBC<7R3l>JK3cXh?I '!C8###%$(C8###'(#另今丰原区社口万兴
=

妈祖庙之得

名!也与潘万兴垦号有关#

日昭和十年&$/(' '城门未拆之前!岸眧大社城
'

居民八成
!

潘姓社人 &约&#

O,

"(%

人'#日治前後移入的汉人以张(廖(刘
!

三大姓#其中廖姓最早移入!

!

$活廖死

张%&即活着姓廖!死後姓张'支派#$/世纪末!廖有旦
�

子进亮与其他子嗣 &共八

子'入居大社!廖进亮曾向潘姓社人购入十馀甲田地及汉式古屋&今丰社路'%号'#据

此!笔者怀疑廖望柏可能
!

汉人大姓廖有旦子嗣!值得再矨清#参见洪丽完! )台湾中

部平埔族"沙辘社与岸眧大社之研究*!页&$'1&$*#

+

,

-

.



督收锣鼓及?板 &南管 '!与酒柴炭(米饭的督理!以及办擎路牌(令旗

等!均由各社头人&土官(甲首 '负责#虽然如附表&所示!其不过是一般

汉人社会道士团的基本组织规模!且部份建醮事务由汉人协助!但从各种建

醮事务的规划(运作!仍可
$

明清嘉庆年间岸眧行政社群的基层动员能力#

或许岸眧熟番在$/世纪初的建醮活动!不是唯一的一次!惜无其他相关纪

8

#

从以上祭祀组织!包括主会(主醮(主坛(主普及主灯(总会等!皆由

岸眧行政社群的重要仕绅&监生(佾生(岁进士'及其他公职人员&包括卸

任总通事(屯营左部(通事及副通事'担任!显示科举功名&国家制度'(

通土甲及屯弁 &官方权力与传统权威结合 '形成的社会新阶层主导部落事

务#郑萤忆针对甲头的研究指出!由$通土甲%体系承担所有庆典的运作!

表示$官僚体系的>通土甲?融入部落社会!担任者成
!

部落头人!负起处

理番民生活事物的责任%#

*>?@

!通土甲之外!从本文的分析!可见屯弁无疑也

是$/世纪初部落社会的重要领导阶层#如附表(所示!屯丁团体以 $社 %

!

单位(在建醮活动中献银额度所?比例颇高!屯弁则以个人身份捐款较多-

屯弁(屯丁在$/世纪初的熟番部落社会已形成一个新社会阶层!显示部落平

权社会深受国家的影响#

其次!由附表(所示!副会以上的主要建醮场域
'

!多数由岸眧九社人

负责-副会以下其他普渡场域则由各社土目(甲首担任!仍以岸眧九社居多

数&'#[ '!朴仔篱&&$a*[ '(乌牛栏&0a([ '其次!显示朴仔篱(乌牛

栏两社均非建醮活动的主力#而已远离故居的阿里史社人!及乾隆年间以来

文献纪
8

不再出现的扫束社 &岸眧行政社群之一 '均未参与其事#

*>?A

!

\

言

之!清嘉庆年间的建醮活动!是以岸眧九社&鮉薯旧社(崎仔
?

(西势尾(

$/

���Y«T��zÝ��

$#/

*>?@

*>?A

郑萤忆! +保甲制度与部落社会"以十八世纪以来岸眧大
!

例,!收於国史馆台湾文献

馆(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文化部文化资
"

局(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台湾古文

书学会编校! )第六
w

台湾古文书与历史研究*&台中"逢甲大学出版社!"#$" '!页

$#$#

扫束社(岸眧社(乌牛栏社在行政上的关极
!

密切!因此在雍正元年&$%"( '(十年

&$%(" '(十一年&$%(( '的资料!三者均一起与汉业
O

共同订立开垦合约字!只是乾

隆年间!除了林爽文事件的官方纪
8

外!其他资料已不再出现扫束社的相关资料#参见

伊能嘉矩! )台湾蕃政志*&台北"古亭书屋!$/#& '!页&(01&&#-临时台湾旧惯调

查会编! )大租附属参考书*&上卷 '&台北"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 '!页"%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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鮉眧兰(阿劳社(

*>?B

!岸西社(岸东社(翁仔社(新社'

!

主#

*>?C

!而除了少数

汉人外!三类事务的参与人员主要
!

部落菁英#

一般汉人民间信仰祭拜经费来自丁钱(也有 $题缘 %捐款作
!

建醮经

费-

*>?D

!丁钱是作
!

共同祭拜神明及日常开支#这些费用来自庙宇向辖域的居

民收丁钱!有些按
O

!有些以男丁
!

单位!有时也向已婚妇女收口钱!通常

两口算一丁#

*>?E

!岸眧熟番以捐款方式筹措建醮费用!与汉人民间信仰作法有

些不同-从附表(捐款名
R

所示!除了原资料残缺不清者未计入外!捐款总

数'$"元(米六硕&石 '#以清代台湾官员的薪水而言!如乾隆中叶
�

雾籙

&今台中市 '巡检的年俸加养廉银仅*#两!以二八银元比例计算!约%'

&金'圆!合算约七年的薪资所得!属一笔不小的数目#

*>?F

!捐献者!分成以

个人身份(以$社%

!

单位的屯丁团体及用垦号
!

名等三类#用个人身份捐献

者!主要捐款来自通土甲及屯弁等部落菁英!?总数&0a&&[-一般社人信士

仅?总捐款的#a0[#其中敦子子嗣共"0a0*[ &潘初拔?$/a'[(潘士兴?

'a0'[(潘捷元?$a'*[(潘万兴?$a/'[ '#屯丁团体捐款?&0a0([!岸

眧社&$*"元'较朴仔篱社&%0元'(乌牛栏社&$#元'的总和多!大约与该

社屯丁较多有关-

*>?G

!屯丁总数乃依社的规模而定-从人口数论!岸眧社应
!

岸眧行政社群中最
)

大的部落#

*>?H

!若以捐献平均数看!岸眧社每名屯丁额度

&#a%"元'也较朴仔篱社&#a'&元'(乌牛栏社&#a($元'多!似乎岸眧社屯

丁的经济力较佳.

以上从捐款额度或可显示各社在建醮活动中呈现的亲疏关!虽然无法

完全
$

明岸眧熟番经济地位差?渐大的现象!但从前举岸眧公馆修复的例

子!及附图'(*至少可旁证岸眧社与朴仔篱社间的差?#附图'

!

岸眧大社

以红砖铺成的曲径#附图*右边
!

西部平原岸眧社女性着汉装(绑小
?

-左

边乃移居埔里盆地的朴仔篱社妇女!仍穿传统服饰(赤
?

#无论从建筑&岸

$$#

A��

*>?B

*>?C

*>?D

*>?E

*>?F

*>?G

*>?H

阿劳社闽南语发音似岸南社!岸南社与岸东(岸西等三社构成岸眧本社#

如附表(所示!岸眧九社缺葫芦敦社!但多了阿劳社!两者关值得再矨清#

刘枝万! )台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台湾祈安醮祭习俗研究之一*!页$"#

林美容! )台湾人的社会与信仰*!页$%0#

余文仪! )续修台湾府志 *&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原刊於乾隆九年

1$%&& 2'!卷*! +赋役&三',!页(##((#*#

岸眧社屯丁"''名!朴仔篱$&&名!乌牛栏("名#参见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清代台

湾大租调查书*!页$#&'#

有关各部落人口!可参见洪丽完! )熟番社会网络与集体意识"台湾中部平埔族群历史

变迁&$%##1$/## '*!表&1&!页$/01$//#

+

,

-

.



眧公馆(曲径'还是服饰来看!至少岸眧社的富足在$0及$/世纪初仍明显可

见#而从祭祀组织及捐款情形!显见岸眧熟番虽统整於$岸眧行政社群%的

关网络中!仍具有个
0

的部落认同#此外!岸眧社会已非传统平权(而有

阶层化的现象!也表现在建醮活动中#虽然清帝国从制度上对部落
'

部权力

进行调整!从而影响部落行政运作及社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部落认同心理

层次的击
(

不如制度面的改变#

\

言之!从官僚体制我们看到国家对部落

权力关及
'

部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社会文化层次的认同则非制度变迁般

具体(快速#

E

#

FG

本文利用岸眧熟番做醮的文献!进行清帝国力量介入後! $岸眧行政社

群%的形成及其社会生活实态的矨清#透过建醮活动
'

容!不仅得以一窥岸

眧大社改宗西洋基督教信仰前!接受汉人民间俗信的面貌及其如何砯加(揉

合传统文化因子的现象!也考察了清帝国介入後岸眧行政社群的
'

部关及

部落社会阶层化现象#所谓$岸眧行政社群%乃$0世纪初大甲西社事件爆发

後!在官方力量支持下!以岸眧本社
!

主!建立统辖朴仔篱(乌牛栏(阿里

史(扫束等社的新领导系统 &$0世纪末?出现 $岸眧大社 I宗主社 J%

之称'#

建醮普渡及绕境仪式汉人社会的重要信仰活动!岸眧熟番的建醮活动

固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

有其独特的风格-本文指出$/世纪初岸眧部落的

建醮活动!基本上在祈求平安(凝聚部落意识-虽然相关资料欠缺!从岸眧

熟番的历史
q

络考察!推测建醮动机可能与记忆中的台湾社会动乱(社人长

期扮演助官平乱角色!造成人口伤亡有关#此外!部落
'

部纷
&

创伤!也是

建醮的动因之一#而岸眧部落选择 $岸眧公馆门首 %举行大规模的建醮活

动!而非一般汉人社会在庙口或有应公庙等祭祀无祀的庙宇举行!乃基於岸

眧大社
!

岸眧行政社群政治中心!且
!

岸眧九社人的宗教信仰中心#建醮日

期以汉人信仰的$天公生%(三界公生日之後与土地公头牙之後!虽有民间

社会於年头祈求一年的平安!

(

不同於汉人於收割农盻时举行-醮域以岸眧

行政社群
!

主&非汉人重视的血缘(地缘(祖籍或水利关 '-

*>?I

!经费由捐

款而来&非收丁钱方式'!均显示其有
0

於汉人民间信仰的特色#

$/

���Y«T��zÝ��

$$$

*>?I

林美容! )台湾人的社会与信仰*!页$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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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对熟番部落面对汉文化的拒(迎态度所知有限!本文考察岸眧

熟番如何将汉文化与传统习俗接轨!即?借了汉文化!乃至揉合汉(番文化

的现象!而非过去研究者一面倒的$汉化%主张!认
!

传统仅$残存%於汉

文化中#

*>J@

从清帝国的治理层面而言!熟番人群被国家分类4,(<'E>6#L':的经验!有

助於其族群认同的形成#即熟番的族群认同是透过&至少部份'他人的分类

过程而
"

生#

*>JA

!以岸眧行政社群
!

例!由於战
&

关而
"

生的跨部落关?

非自发於
'

部!而是与部落外部环境发展相互作用有关#也就是
$

!族群认

同是一种社会构成!因是一种社会过程!故族群分类常可变动-族群意识

4'<8-#,#+'-<#9#,(<#>-:必须被视
!

一组来自当地居民(外来者4<8'>%<$#+'6$:与

国家4$<(<':权力间的关#在其形成过程中存在两个社会真实4$>,#()6'()#<":

的情境4,>-<'R<:"其一!由权威定义下4(%<8>6#<"!+'9#-'+:的社会真实-其

二!由日常生活
"

生4'J'6"+("!+'9#-'+:的社会真实#

*>JB

!

本文从建醮活动考察日常生活中的岸眧行政社群关!获得相同结论#

由清乾隆年间岸眧行政社群多次
'

部派系之
&

-岸眧社与朴仔篱社因界外交

易及土地经营问题互控-以及嘉庆年间阿里史社人潘贤文竞
&

通事职位未

果!带领该社人远走兰阳平原!均
$

明其
'

部存在裂隙#而在建醮捐款活动

中!除了屯丁以$社%

!

捐款单位外!个人捐款也冠上$社%名!

$

明$/世

纪岸眧社群
'

部&社'仍保留各部落的认同!甚至直到"#世纪初日本殖民者

$$"

A��

*>J@

*>JA

*>JB

洪秀桂指岸眧熟番在元月九日汉人$天公生%!是祭拜最高神天公的生日-同时祭拜传

统最高神CIL KCKĈCJ#台湾民间信仰各种神明生日!常与年节配合!汉人在家
O

大厅

供奉祖先牌位!於农年(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等祭拜祖先#除了信仰基

督教者外!崇敬始祖 ]CJCUC>?>!C?]LJ UC>?>及祖先 <CHm<7HmOLJ 的巴宰族人!也在汉人

祭祖的节日祭拜祖先#参见洪秀桂! +南投巴宰海人的宗教信仰 ,!页&*#1&*%-卫惠

林! )埔里巴宰七社志*!页$"&1$"'记
8

"农十一月十四日晚间祭祖灵!除了鹿肉

乾(小鱼乾(糯米糕及酒外!以同祖群
!

单位各打杀一牛祭祖灵#各宗族各以其祖厝
!

中心
�

一木皿作
!

祖灵受祭灵位!先由土官祭告各家始祖祖灵!然後由各亲族族长领导

祭祖!合唱挨央祭歌!全社
�

手轮舞!至中夜始散#两位均视熟番传统信仰在汉化过程

中仅部份$残存%#

V7CJ3ZCH389:=34<>JU>JHY4<J>B>4EF_K3J4>4E9+C43H75>OC4>7J CJK 27̂359PT/4).0")% Q"0."*

1/(%.2-$%?" 4$//&:?$/%!""(*

如 M<CR?L8

)

调,C8CE?>CE族群意识形成中殖民知识的重要性#M<CR?L8\X6X9:_K3J4>4E

+7J43?4C4>7J >J ,C8CE?>CF+7RIC5C4>b3+7RR3J4C5E7J n,C8CEJ3??oCJK +<>J3?39P,a"%26.a"

''?$%!(%P78(&$%)T*=*CD0'A(<#-E (A>%<Y+'-<#<" #- K()("$#(?(0#$,>%6$'T-()"$#$CG

1'(/42"-/,-.") 1/(%.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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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资料!仍有W(R(A%及;(LL'8'之分-即从$0世纪中叶政治力作用下形

成的行政社群!及末叶番屯制度施行後的跨部落权力结构?未取代单一部落

关#从本文的分析! $岸眧行政社群%

!

清帝国定义下的社会真实-建醮

活动所呈现$/世纪岸眧社群
'

部仍保留各自的部落村社认同!则是由日常生

活
"

生的社会真实#即权威定义下及日常生活
"

生的社会真实?不一致#

已有研究指受到汉人土地私有制及市场货币经济的影响!造成部落社会

贫富不均的现象!笔者从乾隆末年的番屯制度!观察清帝国如何将权力位阶

与经济力的差
0

!透过制度化管道带入部落(造成击?具体表现在$/世纪

的建醮活动#本文研究途径不同於学者以地租关切入!从平埔族社会
'

部

政经体制的形成和转变分析部落阶层化因素!而另蹊径!从建醮活动呈现

部落社会关与分化现象!指出"从祭祀组织的重要建醮场域!皆由$岸眧

行政社群%的仕绅及其他公职人员担任!显示拥有科举功名者及通土甲(屯

弁等!是$/世纪初部落社会的重要领导阶层#捐献者以个人身份的通土甲(

屯弁等部落菁英&?总捐款的&0a&&[ '及屯丁团体&?总捐款的&0a0([ '

!

主!一般社人信士仅?极少数&#a0[ '!显然$/世纪初社人经济地位差?

渐大#而由各类宗教事务主要由各部落具有社会地位的社人出任!特
0

是具

有功名及&曾'担任部落公职的社人&颇类似汉人社会的仕绅阶层!往往也

是民间信仰重要的参与者'!

$

明岸眧社会已不同於传统较平权的部落社会

而有明显的社会阶层化现象#

其次!虽然清帝国从制度上对部落
'

部权力(社会经济地位造成巨大影

响!$/世纪初各单一部落认同仍高於$岸眧行政社群%框架下的新关#即

在社会文化心理层次&认同'的改变较制度层面困难#

本文从岸眧熟番建醮的民间文献!勾勒熟番如何?借汉文化(揉合彼此

特色!具有补足官方史料的价值#而制度社会史研究!如帝国的番屯制度对

熟番社会的影响考察!亦非从民间文献入手不可#笔者虽尽力铺陈岸眧熟番

建醮意义!因资料限制!有关建醮动机(主神及宗教仪式等论述!仍有待新

资料的补充#

&责任编辑"唐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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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事件 经过 备盰

康熙三十八

年&$*// '

吞霄社事件

清廷招谕不得!以$四社番 %&西

拉雅族'进剿受阻#岸眧社乃绕道

出吞霄山後!暗伏擒乱首献官#

岸眧社之武勇开始
!

世人

所知&指相关
4

述开始出

现於文献上'#

康熙六十年

&$%"$ '

朱一贵事件

土官阿莫子阿蓝及汉人张达京等!

带领岸眧社人諸住大肚河守!

导官军!截阻抗清份子#

蒙赏六品功职八奏在案#

雍正十年

&$%(" '

大甲西社事

件

大甲西社林大武矨&力'(牛
~

(

沙辘社加已共谋抗官!土官敦仔(

通事张达京督率岸眧社人协助追

剿!擒获抗官份子解案#

蒙王&王郡'宪随带送部引

见!苛沐皇恩!准赐彰属籙

东保未垦山埔!绘图详报!

?划定界址 &东至撮朴泰

山!西至阿河?
W

冈!南至

大姑婆(水崛头!北至大安

溪'!立
O

潘大由仁!给与

岸眧社人垦!自耕自食!

豁免赋课#

乾隆二年

&$%(% '

加志阁社不

驯

後垅加志阁顽$番%不驯!敦仔带

岸眧社人随军搜山!擒捕归诚#

乾隆七年

&$%&" '

南北投社王

永兴谋叛
敦仔率岸眧社人随军征剿#

乾隆十八年

&$%(' '

柳树蔇兵民

事件

$生番%焚杀柳树蔇汛防兵民!睶

聚不散!通事张达京
{

请自备行

粮!带领岸眧社人!入山剿散#

乾隆五十一

年&$%0* '

林爽文事件

岸眧大社由潘士兴(潘明慈统率!

自捐粮食!组织一千二百名 $守土

随军%剿乱!退杀攻扰之爽文军#

同治三年

&$0*( '

戴潮春之役 岸眧社
!

官兵陆路大营之驻地#

资料来源"周锺蠧! )诸罗县志*!卷$"! +杂纪志 ,!页"%/!"0#-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编!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页%*%!%*0-张耀
g

! +岸眧大社与台中平原之

开发,!页$'##

$

明"乾隆二十三年&$%'0 '敦仔受乾隆帝赐汉姓 $潘 %!乾隆三十五年 &$%%# '又被授

$大由仁%之名!然而雍正十年&$%(" '的文献
(

已出现$潘大由仁%之名!相互矛

盾之处!有待进一步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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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 阵头 人数

$ 飞虎旗一对 "

" 例授儒林郎牌一对 "

( 布政使司理问牌一对 "

& 太平清醮灯一对 " 孝里希爱都管理牌(灯(吹班

' 吹班一付 以上头队督理(依次而行!毋得错杂

*

主会大灯一对 "

锣鼓一班

?板一班

%

主醮大灯一对 "

锣鼓一班

?板一班

0

主坛大灯一对 "

锣鼓一班

?板一班

/

主普大灯一对 "

锣鼓一班

?板一班

$#

主灯大灯一对 "

锣鼓一班

?板一班

$$

总榜首大灯一对 "

锣鼓一班

?板一班 以上次队督理(依次而行!毋得错杂

$" 车鼓一班

$( 道士吹打

$& 红伞一把 盖主坛道士

$'

#

道长持法器鱼贯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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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 阵头 人数

$* 大锣一对 "

$% 红伞一把

$0 狮一班

$/ 八音一班

"#

=

灯一对 "

"$ 衔灯一对 "

"$ 摆手 &

""

炉主轿前

负剑骑马 $

捧印骑马 $

佩刀步行 "

鸟矰手 &

佩剑步行 "

提炉一对 "

"/ 炉主大轿

资料来源" $嘉庆十三年岸眧九社等建醮资料%!台湾博物馆藏!TB"($&!#"0 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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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称 社群成员
捐金&圆'X

米&硕'

主会 潘初拔
国子监监生晋职儒林郎(候选布政

使司理刑厅
岸眧社 $##

主醮 潘裕元 彰化县儒学佾生总理岸眧九社通事 岸眧社 &#

主坛 潘士兴 岁进士候选儒学功加六品衔 岸眧社 (#

主普 潘秀文 北路屯营左部 岸眧社 "#

主灯
潘捷元 岸眧阿劳社儒学附生原总通事

潘亮慈 原总通事
岸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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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称 社群成员
捐金&圆'X

米&硕'

总会
潘

*

文 崎仔
?

社副通事 岸眧社 &

潘安兴 朴仔篱社副通事 朴仔篱社 "

副会 潘集礼 管理西势尾社土目 岸眧社 &

协会 潘斗肉士打木里 管理乌牛栏社土目 乌牛栏社 "

都会 潘马下六毛干 管理鮉眧兰社土目 岸眧社 $a'

玉皇主 潘阿四老敦 阿劳社甲首 岸眧社 $

三官主 潘加己郡乃 岸西社甲首 岸眧社 $

紫微主 潘马下六阿六万 岸东社甲首! 岸眧社 $

三清主
潘阿四老该旦 乌牛栏社甲首 乌牛栏社 $a%

潘阿敦阿打歪 鮉眧兰社甲首 岸眧社 $

天师主
潘茅格巴六佛 崎仔

?

社甲首 岸眧社 $

潘打必里骨乃 新社甲首 岸眧社 $

北帝主
潘大完阿打歪 翁仔社甲首 岸眧社 $

潘马下六后那 西势尾社甲首 岸眧社 $

主经
潘郡乃二使 鮉薯旧社土目

潘马下六加劳 鮉薯旧社甲首
岸眧社

$

$

主表
潘斗肉士意六歪 鮉薯旧社甲首 岸眧社 $

潘马下六乌郎 朴仔篱社土目 朴仔篱社 $

主科
潘该旦打老本

潘马下六四老
朴仔篱社土目 朴仔篱社

$

$

主忏
潘阿沐打歪

潘学文
朴仔篱社甲首 朴仔篱社

$

$

幽明教主
潘斗肉士打歪

潘阿四老后那
朴仔篱社甲首 朴仔篱社

$

$

信士首
潘阿沐该旦

潘阿四老阿沐
朴仔篱社土目 朴仔篱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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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称 社群成员
捐金&圆'X

米&硕'

总榜首 潘万兴 岸西社信生 岸眧社 $#X*

一般社人

潘顺喜

潘琼秀

潘孝里希阿六万

潘孝里希
###

潘后伊茅
#

潘阿敦己林

潘贞喜

潘
#

希爱都

阿四老斗肉

潘秀通

潘阿沐六官

潘从华

潘集忠

潘学和

岸眧等屯丁 岸眧社 *"

乌牛栏社屯丁 乌牛栏社 $#

朴仔篱社屯丁 朴仔篱 %0

/ / (

岸眧社信士 岸眧社 $

岸眧社信士 岸眧社 /

岸东社信士 岸眧社 $

岸西社信士 岸眧社 $

岸眧社信士 岸眧社 /

岸东社信士 岸眧社 "

岸东社信士 岸眧社 "

岸西社信士 岸眧社 "

西势尾社信士 岸眧社 /

西势尾社信士 岸眧社 "

西势尾社原土目 岸眧社 /

资料来源" $嘉庆十三年岸眧九社等建醮资料%!台湾博物馆藏!TB"($&!#"0 j#(0- $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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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社群成员 职务
'

容 备盰

圳寮庄陈 汉人

领去包办

$a请道士?吹打锣鼓$'人(包办文

疏纸料工资

"a?
K

房办席(包发工资

(a?糊各项纸料(六骑幢香
�

?纸

料工资

言定共该银$$圆!另

贴白米$石"斗

三人 汉人 请看司香烛茶 工资/圆

潘春文 岸西社 公举总收银钱

潘集礼 西势尾社土目 登记买办货物出入银钱清簿

斗肉士阿木里 乌牛栏土官 管收货物

加已骨乃琼秀 岸西社甲首 支买货物

马下六后那 西势尾甲首 督看
K

房

马下六毛干 鮉眧兰土官 看守坛场

廖望柏 汉人 代办"督理香茶(灯烛

阿四老该 乌牛栏甲首 督理酒茶炭

马下六阿六万 岸东社甲首 督理米饭

潘秀文 北路屯营左部 督收锣鼓(弦板

阿四老敦 阿劳社甲首 督理办擎路牌

大完阿打歪 翁仔社甲首 督理办擎令旗

阿敦阿歪 鮉眧兰甲首 督理督队&头队'

茅格巴六佛 崎仔
?

甲首 督理督队&次队'

资料来源" $嘉庆十三年岸眧九社等建醮资料%!台湾博物馆藏!TB"($&!#"0 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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