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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平埔族在大量漢化衝擊下，大部分看似消失殆盡，但他們其實在台灣的歷史

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漢人文化在台灣也才四百年，但這些平埔族已經在這塊土

地生活了二千多年，在我眼中他們才算是台灣真正的主人，這個報告是針對我所

居住的彰化地區的巴布薩族進行資料收集與探討，為這個文化找到現在剩下的餘

暉與過去盛況，並從中追求不忘本的精神。 

 

貳●正文 

 

一、簡述平埔族 

 

    平埔族是早在漢人於 17 世紀移民前往臺灣拓墾、定居之前，便已分布在從

北部的宜蘭、基隆一直到恆春的臺灣西部沿海平原地帶當然也包括彰化地區有著

各個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部落認同的社會群體。而由於早期的平埔族語言

文化與漢人有別，因此在漢人早期的臺灣歷史文獻中常被稱為「番」。至於平埔

族不知何時來台，從人類學、語言學、民族學考之，平埔族並非台灣島上之原住

居民，而是由海外異地、大陸或島嶼來者，而渡來的時期與地點，則依族群而異。 

   「平埔」一詞最早出現於文獻中，可追溯到清雍正年間黃叔璥《臺海使槎錄》

（1724 年後），該書中有使用「平埔諸社」一詞，後來陳倫烱的《海國聞見錄》

（1731 年）中也有出現「平埔土番」一詞。(註 1)我們所謂的「平埔族群」包含

了兩個涵意：較民間說法的「平埔」與較官方說法的「熟番」。一開始多居住於

平地，後來受到漢人壓迫而部分移入他地，如恆春、埔里、花東等，本專題所探

討巴布薩族也與道光年間大規模遷往埔里。 

 

二、彰化地區巴布薩族聚落分布 

 

    彰化地區的平埔族以巴布薩族居多，洪雅族居次，主要分布在大肚溪以南至

濁水溪之間的平原地區，包括彰化平原和台中盆地西南邊緣地帶。他們以十戶或

數十戶形成聚落社會，生活於沿海及平原地區，此聚落又稱「社」。(註 2)族群的

分布情形請參考下文： 

 

(一)分布 

1.東螺社－今埤頭鄉元埔村(番仔埔) 

2.二林社－今二林鎮東和、西平、南光、北平、中西、東興等里 

3.阿束社－今彰化市香山、牛埔里，另一說於彰化市大竹里或大肚溪以南和美

鎮、伸港鄉、線西鄉等地 

4.馬芝遴社－說法眾多，大致位於今秀水鄉、福興鄉、鹿港鎮、埔鹽鄉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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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眉裡社－今溪州鄉舊眉村，另一說於埤頭、二林、竹塘三鄉鎮交界的番仔厝(二

林鎮東華里)，另一社址於今竹塘鄉樹腳村 

6.半線社－社址為南郭番社(今彰化市昇平、鎮南、順正、福安四里)以彰山宮為

中心 

7.柴仔坑社－今彰化市國聖里，另一說為彰化市香山里 

※除彰化地區巴布薩族－台中南屯的貓霧拺社、雲林西螺的西螺社 

圖 1(註 2) 

 

(二) 遷移 

    西元 1823 年(道光三年)，台灣中部平埔五族(道卡斯族、巴宰族、帕瀑拉族、

巴布薩族以及洪雅族)，共有十四社，聯合遷往水沙連(今南投縣埔里)。(註 3)如:

柴仔坑社遷移至埔里的白葉坑，阿束社、眉里社在道光九年遷移至埔里的梅子

坑，東螺社也在同年遷移到埔里的林子城(註 4) 

 

三、文化 

 

(一) 語言： 

    南島語系，語彙不豐富，無文字。極度有限巴布薩語 

(二)食： 

    農耕 (旱田耕作)、漁獵(魚、蝦、獐、鹿等)、採集兼作的方式耕作採輪耕式，

糯、黍等，蒸炊的飯、舂成的餅餌，以魚、蝦、獐、鹿佐食，酒與鹿在其生活中

占極要地位，不食牛、犬。狩獵方式分為焚獵跟武器獵。隨著原住民族在十六世

紀與漢人接觸，逐漸採納漢人的灌溉水稻種植法，使得原為釀酒之需而種植的稻

米逐漸成為主食。巴布薩族也逐漸放棄了原有的游耕與遷村，使用犁、鋤頭，並

飼育水牛作為力役之用而定居於一地。 

(三)衣： 

    穿著無袖短衣，下半身穿著裙褲，鹿皮衣帽（身手矯捷，善奔走），用宁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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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白獅犬狗毛編成達戈紋 

(四)住： 

   建立於土基之上入口有竹梯的茅草屋。屬於土墩式建築。建屋的時間多在秋

收以後，他們都會先行鳥占（卜鳥音）來決定日期，施工的步驟是先在平地上築

土墩（土基），築法是先用圓石砌好周圍，然後中間填充土壤，土墩的高度約五、

六尺，大都用石頭或木板做成階梯以供出入，房屋的柱子有用竹子；也有用木頭；

屋樑則都用木頭；牆壁才用竹片編成，樑柱搭好之後，才把預先用茅草編葺好的

頂蓋，分成兩扇，請一群親戚好友把這兩扇頂蓋抬上樑柱，再結成屋頂，蓋成之

後的樣子，像是倒覆的船體（狀如覆舟）。通常房屋落成之後，主人都會擺設酒

肉來宴請所有幫忙的人，男男女女並喝得酩酊大醉。而所謂的住屋，事實上只是

一個大通間而已，沒有隔間設備，全家都住在這個大通間裡，有的甚至兼作倉庫

用，連豬、雞等家禽家畜也養在屋內，不過文獻上對平埔族房屋內部的衛生狀況

都描述為潔淨無塵，顯然平埔族人喜愛乾淨，而且一般平埔族人也會在房屋的周

圍種上竹子（莿竹）或樹叢，一則分界或綠化；一則防禦外敵入侵。 

    除了住屋之外，為了配合生產活動、防禦外敵和婚俗等生活習慣，平埔族也

有一些特殊建築物，如：公廨（社寮）、籠仔（貓鄰）、望樓、禾間、圭茅等 

公廨：又名社寮，這是未婚男子專用的房屋，兼作寢室、瞭望、集會或訓練、儀

式等用途，禁止婦人進入。這種部落公用的建築物，後來（清代）演變成為官方

徵用公役，土目、通事辦公及通事住宿，部落集會的地方。通常公廨的建築採高

架式（利於瞭望）。 

籠子：也有稱作貓鄰，這是未婚女子居住的地方。 

望樓：是一座用竹木藤搭建的高塔，專門作為瞭望用的，一方面是防農作物或獵

場被偷盜，一方面防範敵人的侵襲。 

禾間：是一種高架式穀倉，用來儲存帶穗的穀物。 

圭茅：也是一種高架式穀倉（離地面的高度比一般住屋還高），用來儲存非帶穗

的穀物，樣式有圓形的；也有方形的。 

圖 2(註 5) 

(五)行： 

   牛車（笨車）、馬(協助移動.狩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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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宗教信仰： 

   屬於原始宗教之祖靈崇拜，阿立祖祀壺信仰，並用血桐枝幹雕刻成祭祀道具 

(七)婚姻形式： 

    平埔族為母系社會結構，入贅與婚娶兩制兼行，但以入贅婚為主。女性對婚

姻有決定權，只要雙方意合。女方可招男方同居，無法繼續生活也可離婚。 

(八)生活型態： 

    為一男女平等社會，其生活自給自足，女性從事農業與家事，男性則捕魚獵

鹿，彼此分工合作。平時過著移居的生活，對土地之所有權並無固定方式可循，

所以造成日後被漢人追趕並遷徙。桑葬方面，平埔人死後，無論老幼皆以草蓆裹

屍然後埋於屋內，以平日穿著陪葬。 

 

四、歷史與遺跡 

 

    巴布薩族或可為稱貓霧捒族（Babuza，其中捒又作拺）台灣平埔族原住民，

但未獲原民會正名，關於巴布薩族文化原民會也持續研究中，巴布薩族是荷蘭人

所稱的虎尾壟（Favorlang）還存有屬於彰化地區的虎尾壟語詞典，於 1650 年由

荷蘭傳教吉爾伯特斯•哈帕特以荷蘭文編寫。飲食跟跟穿著都跟鹿有相當大的關

係，鹿港舊名稱為「鹿仔港」普遍認為就是因為當初巴布薩族的環境裡有很多鹿，

並代表他們有貿易習慣，彰化市舊稱地名為「半線」也來自巴布薩族「半線社」，，

巴布薩族曾經與台灣西部幾個平埔族（巴布拉族、巴則海族、洪雅族）組成台灣

第一個本土政權－大肚王國（1540--1732），為 16 世紀中期臺灣原住民巴布拉族

與巴布薩族、巴則海族和一部份洪雅族所成立的「跨族群準王國」。領域範圍主

要在今天的台中市，以及彰化縣和南投縣的一部分，大肚王國最強盛的時候曾統

治 27 座村落，只是後來有 10 座村落獨立。後歷經荷蘭時期的征戰、鄭成功時期

與清朝的血腥鎮壓而滅國。隨著漢人陸續渡海來台，並夾帶著優良的水耕技術（巴

布薩人只會旱耕），又因為巴布薩人對領土觀念又不深，所以土地慢慢被漢人用

軟硬兼施加上欺騙的手法給拿走了，主要就是經濟上的弱肉強食，而清朝也強迫

平埔族人漢化，巴布薩人血脈就開始被稀釋了。 

   漢人社會崇拜鬼神，舉凡名人、石頭或樹木都可成為神祇，卻不知不少漢人

膜拜的神祇，竟為平埔族的勇士與祖靈，彰化市彰山宮池府王爺與「番社洋」百

姓公廟，不僅是台灣最早的漢蕃合祀的神祇，更是台灣族群融合史的最佳見證。 

彰化市舊稱半線。據考證，該社屬於平埔族巴布薩族的一支，其社址位於現在的

彰化市基督教醫院旁，獵場則廣及彰化縣的東北邊。 

    彰化縣是台灣開發最早的地區，也是鄭成功部隊屯墾的重點地區，再加上該

社處於台灣南來北往的交通要地，俗稱「羅漢腳」的流民更聚集於半線社，或是

迎娶該社女子成家，或是強奪豪取平埔族的土地，半線社就成為台灣最早漢化消

失的平埔族之一，日本統治台灣初期進行調查時，發現半線社族人僅剩四十九人。 

半線社遺址已無從考證，但留下的彰山宮（位於彰化基督教醫院旁）池府王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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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卻成為彰化市的重要信仰中心。據學者考證，池府王爺原為半線社平埔族的勇 

士，他因驍勇善戰而被族人尊崇，該社漢化的過程中，這名勇士依漢人信仰而被

雕刻成神像，有名無姓的平埔族還借用五府王爺中的池姓，將該神祇稱為池府王

爺， 該王爺也成為台灣最早的漢番合祀神祇之一。 

彰山宮俗稱「番社王爺宮」，原有的池府王爺塑像早於四十多年前焚燬，不過，

據耆老指出，原有塑像黑面威武，臉部輪廓頗深且濃眉大眼，這些描述都符合平

埔族人的特徵。 

    彰化縣志也記載，清朝乾隆卅五年（公元一七七○年），官方為了鎮撫半線

社番人而興建「番社王爺宮」，多年後該廟被暴風雨摧毀，還由當地番人募款五

十元修復，這些都可證明該神祇本為半線社平埔族的信仰，直到該社漢化消失

後，該王爺才被漢人「繼承」而繼續祭祀。

圖 3(註 6) 

    更有趣的是，距離彰山宮不到二百公尺處的中興路與大埔路口，有一間不起

眼的小百姓公廟，依據文史工作者賴錦生的考證，這間名為「番社洋」的百姓公

廟，最早祭祀的是半線社平埔族的祖靈，而非漢人的孤魂野鬼。 

    百姓公廟是漢人祭祀無主孤魂的特有廟宇，又稱為有應公廟或萬善公廟，不

過，這間於二百多年前即建立的百姓公廟，最早祭祀的是平埔族音譯為「尪姨」

的祖靈，這些祖靈通常用一塊石頭來代替，有時候會在石頭上綁紅布條識別。 

該百姓公廟位置，也是半線社代表「尪姨」的石頭所在地，它從一塊石頭演變成

為漢番合祀的百姓公廟，半線社漢化消失後，「尪姨」與石頭也被漢人「繼承」，

而成為「番社洋」百姓公與「番社洋」百姓公廟了。上述兩個故事，也證明平埔

族被漢化的同時，漢人也被「番化」了，平埔族雖然已經消失，但其文化卻替台

灣文化增添了綺麗的色彩，成就了台灣當今繽紛多元的文化面貌。 

 

五、文化消失 

 

    漢人進入台灣開墾後，夾著較為進步的文化及耕作技術，逐漸使原住民失去

優勢。在優勝劣敗的經濟原則下，甚至連固有的土地都無法保留，因此才有大規

模的、非自然的、超族群性的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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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社學」，也就是在平埔族部落設立學堂，從原住民兒童開始改變。讀「四

書」。 

(二)「改服裝、易風俗」。要求平埔族在服裝上「薙髮冠履，衣布帛如漢人」。 

(三)「賜姓氏」，以「漢姓」來賜給平埔族。過去屬於南島語族的台灣原住民，

沒有姓氏，多採「父子連名」，到了此時，許多人開始接受官方的賜姓了。這些

姓當中，除了最早賜姓「潘」之外，還包括有：陳、林、李、吳、王、劉、張、

戴、黃、楊、朱、趙、孫、葉、錢、江、蕭、廖、羅、莊、鍾、賴、錢、莫、金…

等較常見的姓。 

(四)林爽文事件後，清廷對平埔族男丁實施屯兵制，分配近山為墾地以滋養瞻，

也促使平埔族遷移各地，遷移至山區還必須與生番戰鬥逐走他們 

(五)喪失土地、鹿場流失、無力耕種只好賣田；漢人用通婚、巧取強占土地，或

丟棄死施令其棄地而去 

(六)漢人娶平埔族女子－而衍伸「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番兒至老無妻」 

※日治時期，日本人宣布的「番地國有，番人無人格」也加速了平埔族的沒落 

 

    台灣各地出現「番」「社」「埔」等字樣的地名，亦多是過去平埔族聚落，如

芬園舊社村、溪湖番婆里、埤頭元埔村……等。 

 

參●結論 

 

    巴布薩族文化不斷受到嚴重的外來文化衝擊，微弱的血脈消逝在歷史洪流

中，喪失了主權，過去的風華已經不復見，令人不勝唏噓。現在我們無法重現巴

布薩文化的種種，但我們可以靠著文史紀錄把巴布薩文化的風華保留住，而且是

刻不容緩，巴布薩文化離完全消失已經很近了，我們只能盡力收集散失的資料，

讓未來的人們了解曾經存在在腳下這塊土地的他們。 

   不管是巴布薩族或其他平埔族目前都面臨嚴峻的挑戰或早已消失，但從我們

的生活中處處還是可以看到他們的蹤跡，例如拜地基祖、稱妻子為牽手…等，這

也代表漢化他們的同時，我們也被番化，我們總是以漢人自居，但我們真的對身

上流的血脈清楚，敢說裡面沒有過去這片土地主人的血脈嗎?我們更應該要珍惜

他們所留給我們的珍貴文化，並對平埔族的歷史加以紀錄，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保留這特有的絢麗文化，台灣也就是因為有如此絢麗的文化，才能成就現今豐富

多元美好的社會。 

    我們所學習專業是室內空間設計，我們目前正著手設計一個專題「彰化洪雅

巴布薩文化村」的園區設計，此園區的規畫是藉由文化園區的方式來保留平埔族

的文化，希望此設計可以為這場平埔族歷史「保衛戰」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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