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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主要以巴宰族為研究對象，關注其在 1999 年至 2014 年之間的文化

復振過程，欲探討巴宰族是否有條件成為官定原住民族。 

巴宰族原居現在的台中西部平原，過去曾幫助清朝政府平定許多亂事，因

此得到賜姓，並獲得許多土地，所以巴宰族曾經有過輝煌的時期，後來因為漢

人侵墾、土地流失、內部統治權力競爭…等原因，整個巴宰族的情勢開始走下

坡，甚至得離開原鄉向外遷徙。現在還能找到明顯聚居的巴宰族分布地有：台

中市豐原區的大社村、苗栗縣三義鄉的鯉魚潭村、南投縣埔里鎮的愛蘭里。 

巴宰族尚保有自己的文化，其中宗教和語言是兩個重要的民族邊界要素，

1871 年潘開山武干因打獵受傷，經人介紹後輾轉到台南接受馬雅各醫生的治

療，順利地恢復之後決定改信基督教，透過他將傳教士帶到台灣中部，許多巴

宰族人因此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透過信仰的力量凝聚彼此，所以巴宰族因為

教會的關係有很強的向心力，另外，教會中使用的羅馬拼音，使巴宰族人擁有

書寫、紀錄的能力，間接地將巴宰族語言和歌謠留了下來。 

平埔族一開始是以泛平埔的架構在推動民族的認同與文化復振運動，後來

慢慢出現以各族為主體的文化復振，本文關注的巴宰族民族認定運動就是在此

脈絡之下展開。1998 年「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成立，隔年聚集三個聚居地

的巴宰族人聯合舉辦停止多年的傳統過年儀式，這次的活動帶起了許多人的熱

情，開啟了巴宰族的文化復振之路。 

「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在 2003 年成立，之

後每年持續在鯉魚潭和愛蘭舉辦傳統過年，讓所有族人每年 11 月 15 日都能回

到聚居地參與活動，將固有傳統祭儀延續下去，如：牽田、走鏢、銅鑼舞。在

平埔族群當中，巴宰族的語言是保存相對較好的，恢復辦理過年之後就開始在

教會中培訓族語老師，2002 年參與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九階教材，將巴

宰族語編寫出有架構的九階族語教材。除了學習、教學、編輯母語教材之外，

族語老師們也參與原住民族語文學獎比賽，從第一屆開始共參與 15 人次，7 人

次得獎，從此也可以看到巴宰族對族語復振的用心；2012 年底，平埔活力計畫

開辦，巴宰族運用經費修改族語教材、辦理傳統過年、傳統技藝教學…等，持

續不斷透過各種方式將文化傳承下去。 

  本文認為，巴宰族仍保有許多民族特徵，且積極的進行文化復振以維繫民

族邊界與認同，目前最需要的是政府的肯認，並恢復其應有的原住民族身分與

權利，最後透過民族認定正式成為臺灣的官定原住民族。 

 

 

 

關鍵字：原住民族、平埔族群、巴宰族、正名運動、民族認定、文化復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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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mainly focuses on Pazeh people and their cultural revival movement 

between 1999 and 2014, in order to clarify if Pazeh people are qualified to be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aiwan's government. 

Pazeh people once lived in the plain areas of present‐day Taichung. They had 

cooperated with Qing government to suppress several rebellions and were given 

surnames and lands as rewards. The conditions of Pazeh people went down in 

consequence of the invasion of Han Chinese immigrants, the loss of land, and the 

inner contention for political power. They even had to leave their ancestral domain. 

Current Pazeh communities can be found in Dashe Village (Fengyuan District, 

Taichung City), Liyutan Village (Sanyi Township, Miaoli County), and Ailan Village (Pul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Pazeh people still preserve their own culture. Religion and language are two 

major elements to identify the ethnic boundary of Pazeh people. In 1871, PAN Kai‐

Shan‐Wu‐Gan was injured during hunting. He was introduced to James Laidlaw 

Maxwell to receive medical treatment. After recovery, he determined to convert to 

Christianity. Since then, some missionaries had come to Central Taiwan and let many 

Pazeh individual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The strong cohesiveness of Pazeh people 

is largely based on Christianity. In addition, the Romanization writing system used in 

religious life has enabled Pazeh people to write in their own language. Therefore, 

some of Pazeh language and songs were kept until today. 

At the beginning, Pingpu Peoples were promoting ethnic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vival campaign within “Pan‐Pingpu” structure. Subsequently, cultural revival 

movements within a specific ethnic group gradually emerged. Pazeh Recognition 

Movement began in this very context. In 1998, “Taiwan Pazeh People Cultural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ree Pazeh communities unite to 

practice the traditional New Year rituals which had been stopped for many years. 

This first step inspired many people and marked the dawn of Pazeh’s cultural revival. 

“Miaoli Pazeh People Association” and “Nantou Pazeh People Cultural 

Association” were established in 2003. Traditional New Year has annually taken place 

on November 15th in Liyutan and Ailan, so a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rituals, such 

as Paarazam (牽田, cross‐holding dance in New Year), Maazazuah (走鏢, marathon as 

a rite of passage) and   Tâng‐Lô‐Bú (銅鑼舞, hitting gong and dancing in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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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Pazeh language is most well‐preserved among Pingpu languages. Teachers 

have been trained in the churches after the revival of the New Year rituals. In 2002, 

Pazeh language teachers participated in the editing of 9‐Level Textbooks project 

conducted by the Center for Aborigin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Besides learning, teaching and editing textbooks, teachers have taken part in the 

Indigenous Ethnolinguistic Literature Award. Since 2012, Pazeh people started to edit 

language textbooks, practice the traditional New Year rituals and teaching traditional 

artistry with the funding support of the Pingpu Vitality Project, continuing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e.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Pazeh people still preserve many ethnic traits, and 

active in cultural revival to maintain ethnic boundary and identity. What Pazeh 

people need the most is the recognition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restoration of 

indigenous status and rights. In short, Pazeh people should become an officially 

recognized indigenous people. 

 

 

 

 

 

Keywords: Indigenous Peoples; Pingpu Indigenous Peoples ; Pazeh; Identity 

Movement; Ethnic Certification ; Cultural Revival Mov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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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 巴宰族的界定 

（一） 臺灣的民族認定 

臺灣是一個位於太平洋的美麗島嶼，居住著各種民族，其中原住民族約有

53 萬人，佔總人口數的 2%，過去由政府認定 9 族，隨著各民族自我意識逐漸覺

醒，開始有人要求政府正視民族間的差異，因此，現今已從先前的 9 族正名為

16 族。目前經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

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

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等 16 族，每一個族都擁有自己的文

化、語言、風俗習慣和社會制度，我們可以說，原住民族是台灣歷史與文化的重

要根源，也是獨一無二的美麗瑰寶。1 

原住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及族群對認同意願的提升，到後來向政府爭取官方

的承認，一連串的歷程改變了政府對原住民的態度，從日據時期、國民政府初期

帶有歧視性的稱呼，到現代政府對原住民權益的注重，政府確實做了許多改變，

除了修改法條之外，也回應了原住民的自我認同，對於原住民族群體的地位、民

族文化的延續和保存等權益都更為重視，因此透過民族認定辨識出「新的」原住

民族並給予法令上正式的地位，政府挹注行政資源，對原住民族長期的發展是有

益的。 

 

（二） 巴宰族是原住民嗎？ 

在臺灣的原住民族從 9 族增為 16 族的這段時間，有些民族是不在名單當中

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群人在國民政府初期沒有登記民族身分，因此這群人

在原住民進行民族認定時，不納入在這框架之中，而本篇論文主要關注的巴宰族，

就屬此性質。 

巴宰族的名字一開始出現在描述戰爭的文獻中，最早可以從 1699 年（康熙

38 年）協助清軍攻打吞霄社（現通宵）開始。2巴宰族建立許多戰功後，除了獲

得賜姓、匾額外，更取得清朝政府拓墾土地的權利，建立了岸裡大社。不過這樣

的優勢並沒有延續，根據「岸裡文書」3紀錄內容來看，從 1715 年（康熙 54 年）

                                                       
1 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原住民分布〉，取自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6726E5B80C8822F9（檢索日期：2016/5/27） 
2 潘秋坤，〈巴宰族群簡史〉，《巴宰族群文史手冊》，南投：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1999，頁 4。 
3 今日被引為平埔族重要研究資料的「岸裡大社文書」，是岸裡社頭目家保存的文書契約，含括

年代從 1741 年（乾隆六年）到 1918 年（民國七年），又以乾隆及嘉慶年間數量最多。岸裡文書

內容包括公文、開墾紀錄、契約、租約、開墾、訴訟文書是了解十八；十九世紀中部地區社群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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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777 年（乾隆 42 年）這段期間，大量巴宰人開始離開岸裡社，到了 1893 年

（光緒 19 年），巴宰族已經剩不到四分之一的戶口留在岸裡社，相反地，漢人卻

在此片區域站穩腳步。後來為了解決土地日益減少，以及生計的困境，巴宰族離

開了原本的居住地。4 

巴宰族有三波遷徙行動，第一波在嘉慶 8 年底或 9 年（1804）初，由潘賢文

率千餘人翻越山嶺荒野，住墾宜蘭羅東；第二波在道光 3 年（1832），巴宰族和

中部其他族群等 14 社的通事、土目等，約定在「界內山後東南勢溪頭」茅埔一

處開墾，促成道光 4 年隨中部其他族群遷入埔里；第三波在道光年間遷入現在的

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村。5 

現在我們討論的巴宰族中，包含了 Pazeh（巴宰）和 Kahabu（噶哈巫），Pazeh

主要指住在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村（鯉魚潭）、台中縣神岡鄉大社村（岸裡大社）、

南投縣埔里鎮愛蘭里（烏牛欄）、鐵山里（阿里史、大馬璘）的族人；Kahabu 指

的是住在南投縣埔里鎮蜈蚣里（蜈蚣崙）、大湳里（大湳）、牛眠里（牛睏山、守

城份）的族人。6 

巴宰語和噶哈巫語皆屬於南島語系（Austronesian language），臺灣南島語族

（Formosan language）、排灣語群（Paiwanic languages）和西北臺灣南島語族

（Northwest Formosan）皆屬同個語種，雖有語音結構上的差異，但兩個語言基

本上是可以互相溝通的。 

近年來巴宰族內部對於 Pazeh、Kahabu 是否應視為兩個族群的議題出現討論

與爭議，不僅在學術上各有論見，對於目前從事的「民族認定」運動和巴宰文化

振興而言，這是一個尚未取得共識的重要議題7。 

因此，本文所要討論的「巴宰族」是指聚居在台中神岡區的大社、南投埔里

鎮的愛蘭和苗栗三義鄉的鯉魚潭三處的族人，住在埔里蜈蚣崙、大湳、牛睏山、

守城份的噶哈巫族，不是本論文所要論述的對象。 

「身分認定」與「民族認定」是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身分認定」是指官

方（或國家）對個人是否具有「民族的」屬性檢定工作。「民族認定」是指官方

（或國家）對群體是否具有民族位階屬性的檢定工作。簡單來說「身分認定」討

論的是個人權；「民族認定」則討論集體權，一個有民族身分的人，必然是原住

                                                                                                                                                           
係與平埔巴宰族歷史發展的重要資料，也是認識清朝至民國早期臺灣文化開發面貌的材料，極具

歷史價值，目前妥善收藏在臺灣歷史博物館、中央研究院、台大歷史所、潘氏家族等處。 
4 徐永欣，《巴宰族印象》，苗栗：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2006，頁 148-149。 
5 徐永欣，《巴宰族印象》，頁 150-151。 
6 潘秋坤，《巴宰族群文史手冊》，頁 3。 
7 黃美英較重視現有住民的自我身分認同意見，她認為應先回歸群體自身對祖先傳下來的自稱及

其自我認定的選擇，傾向 Pazeh、Kahabu 應視為兩個族群。引自黃美英，〈埔里「四庄番」與「噶

哈巫」─地域與族群的認同意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主辦「2005 南投縣平埔族群文化研討會」

會議論文，2005 年 12 月 7 日，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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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各族內某一民族的成員，不會有「只屬於原住民」但「不屬於某一民族」的情

況出現，這是雙重歸屬，所以原住民「身分認定」與「民族認定」的工作理應是

同時完成的。8 

但是巴宰族因為沒有官方認定的民族身份，所以也就沒有原住民的個人身份，

換句話說，巴宰族就是因為沒有原住民的個人身份，所以也就沒有民族身份。巴

宰族有聚居地，有自己的語言，目前仍有人在使用。從台灣過去的歷史可以找到

巴宰族的蹤跡，今日的巴宰族仍然擁有自己的文化與祭典。我們想問的是，擁有

與原住民族同樣民族條件的巴宰族，真的沒有辦法成為原住民族嗎？ 

潘大和在 1998 年出版《平埔巴宰族滄桑史》，書中提出許多資料與論點，強

烈地表達巴宰族歷史真相不能被遺忘，並成立了「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組

織各區的巴宰族人，希望可以喚醒族人意識，一起努力將文化繼續傳承，進而要

求國家恢復巴宰族原住民的身分。巴宰族長期的努力就是要向政府與社會大眾說

明，從語言學、歷史學和民族學的證據來看，巴宰族確實為一個原住民族，但是

因為沒有原住民的身份，所以就不是原住民族。 

本文的目的是忠實地呈現巴宰族近 20 年的努力成果，他們是一群至今都被

居住在周圍的平地人視為「番」的民族，他們過去想成為「人」，但是現在認同

自己是「番」，想成為原住民族，但卻被歸類為平埔族。巴宰族要如何證明自己

是原住民族，被接受是原住民族，這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核心。 

 

 

 

 

 

 

 

 

 

 

圖 0-1：巴宰族聚居區現今分布圖。 

                                                       
8 林修澈，《原住民身分認定的研究》，台北：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999，頁 27。 

南投縣 埔里鎮 愛蘭里 
台中市 豐原區 大社村  

苗栗縣 三義鄉 鯉魚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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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研究成果評述 

（一） 與巴宰族相關的研究 

從巴宰族民族歷史與民族認定運動的過程切入，第一本要提的是 1998 年潘

大和的《平埔巴宰族滄桑史》，這是第一本由本族人角度書寫的族群歷史，由於

內容中部分材料使用有爭議且無法檢證，因此本著作的可信度常受到質疑，不過

正因為這是第一本由巴宰族人所寫的歷史，所以還是有其參考價值；第二本是臺

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於 1999 年出版的《巴宰族群文史手冊》，這是當時臺灣巴宰

族群文化協會為了讓巴宰族人能認識自己的歷史而寫的，對於筆者在撰寫本篇論

文時欲了解巴宰族傳統過年的活動流程與形式有相當大的助益，但是本書介紹族

群歷史的篇幅較少，所以若想取得族群歷史的內容需深入閱讀其他材料；第三本

是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的《苗栗縣巴宰族過新年–（2003－2014）成果專刊》，苗

栗縣巴宰族群協會從 2003 年開始恢復舉辦傳統過年的儀式，自此每年都出版紀

錄，若想了解巴宰族十幾年來進行傳統過年復振的歷程，可從這本書中看到清楚

的介紹；第四本是張素玢的《苗栗鯉魚潭巴宰族史暨古文書彙編》，作者用其歷

史的專業梳理苗栗鯉魚潭巴宰族的歷史與古文書，此著作中的歷史部分對於筆者

在梳理及彙整 1999 年至 2014 年巴宰族進行民族認定運動的歷史年表時有相當大

的幫助。 

專書著作之後接著筆者回顧與「巴宰族的民族認定歷史」有關且較為重要的

碩博士論文，共有 5 篇。分別是鍾幼蘭的《族群、歷史與意義─以大社巴宰族裔

的個案研究為例》、姚嘉音的《從歷史足跡看巴宰岸裡社之宗教變遷：以埔里愛

蘭地區的基督教化為例》、唐淑惠的《流變的地方性：埔里愛蘭台地文化認同與

社群研究》、張良鈺的《教會、族群與認同－以埔里愛蘭巴宰族為例》。 

從內容來看，鍾幼蘭認為族群現象不同於文化現象，文化對族群所具有的意

義展現在族群主體性建構的歷史過程裡，族群其實永遠在變動當中，因此應該從

「族群」的角度重新反省平埔族群的研究，指出族群做為人群組織的事實；從歷

史性的眼光來看，族群之間難以跨越的並不是族群邊界，而是族群之間無法彼此

了解的鴻溝。本篇論文用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將 1995 年大社地區巴宰族後裔

的生命經驗呈現出來，這份研究幫助筆者對大社有更多的認識，但若能在本篇研

究中加入巴宰族目前聚居的另外兩處（苗栗縣的鯉魚潭與埔里鎮的愛蘭）並比較

和大社地區有何差異，或許激盪出更多火花。  

姚嘉音、唐淑惠、張良鈺三人都以埔里鎮愛蘭里為論文研究中主要的田野地，

此地與苗栗縣鯉魚潭都是目前推動民族認定運動最有活力的聚居地。姚嘉音

2007年的論文先從歷史進行研究，接著討論宗教信仰的改變對文化產生的影響，

這部分提出巴宰族人集體改信基督教的歷史過程，並解釋了基督教信仰與巴宰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緒論 

 

5 
 

文化復興運動之間強烈的連結，這篇論文對於筆者回顧這段歷史多有助益，唯一

可惜之處是論文中的被訪者大多不是族群復興運動的核心人員，這是筆者在本篇

論文可以補足之處。 

唐淑惠 2009 年的論文欲探討在當代社區總體營造和族群復振兩大文化運動

的潮流下，愛蘭台地的行動者如何想像及建構地方社群的界線與文化內涵。愛蘭

台地上主要的二個行動者為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和鐵山社區發展協會，前者

主導著埔里地區巴宰族群文化復振；後者主導著愛蘭台地社區總體營造，他們都

訴求將「愛蘭台地」這個地域作為一個整體的號召基礎，且在行動的歷程中彼此

循著特定的社群價值（特指宗教信仰），各自詮釋著巴宰／船山等象徵圖象，兩

者對於族群、文化的想像和宗教差異的矛盾在這過程中若隱若現，這份研究提醒

筆者在寫作時需特別注意巴宰族的定義，並知悉除了教會進行文化復振之外，還

有其他族人用自己的方式在詮釋他們的身分和文化。 

張良鈺 2010 年的研究從埔里鎮愛蘭的基督教信仰切入，過去巴宰族有傳統

神靈觀與祭儀，直到 1871 年長老教會傳入至今，教會成為一個形塑集體記憶與

族群認同的場域，同時給予族人凝聚族群意識的力量。研究中也從巴宰族母語的

傳承、歌謠的演變及新年活動一年一年的展演，來描繪出巴宰族人在文化復振的

過程中是如何喚起過去與族人共同的歷史記憶。本篇論文使用扎實的田野資料進

行論文書寫，作者長時間與愛蘭台地上的巴宰族人相處，並實際參與各項文化復

振推動工作，最後將田野資料彙整並完成了這篇論文。筆者在進行基督教與巴宰

族關係的田野訪談時得知作者於巴宰族群的長期耕耘，筆者將以這篇論文為基礎，

並接續該篇論文繼續紀錄巴宰族人從 2010 年之後在母語傳承、歌謠演變及新年

活動各方面的文化復振工作。 

 

（二） 民族誌的研究 

巴宰族的民族誌資料，有兩個重要的參考文本，分別是衛惠林的《埔里巴宰

七社志》與林修澈的《巴宰族民族誌調查》。 

衛惠林針對埔里七社做了非常詳盡的實地田野調查並紀錄在《埔里巴宰七社

志》中，本書調查的時間是 1969 年到 1971 年，紀錄了當時巴宰族的生活情況，

是筆者架構出巴宰族人過去生活樣貌的參考基礎。他的調查對象包含了埔里的七

個巴宰族社群（愛蘭社區聚落的烏牛欄、大馬璘、阿里史；眉溪四庄聚落的牛眠

山、守城份、牛尾庄、大湳庄、蜈蚣崙），但是內文提及的眉溪四庄，自 1999

年後漸漸以噶哈巫族為他們的集體認同，用以區別與巴宰族之間的連結。衛惠林

的文本舉凡生態環境、七社歷史、人口、家族婚姻、親族結構、親屬稱謂與名制、

部落組織與權力制度、經濟制度、宗教禮儀與巫術、社會文化變遷等都有詳盡的

紀錄，可以說是巴宰族早期最完整的民族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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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修澈的團隊在衛惠林調查後 35 年，也就是 2006 年再次進行了巴宰族的田

野調查，紀錄了巴宰族的現況並完成《巴宰族民族誌調查》，筆者試圖將這本著

作與前述衛惠林的研究比較，在比較中發現有下列三點不同。首先兩者調查的範

圍不同，衛惠林的研究針對埔里七社而林修澈的研究範圍包含所有巴宰族的分布

地，包括：埔里、三義（鯉魚潭）、神岡（岸裡大社）、豐原（葫蘆墩社、翁仔社）、

后里（舊社）、竹山；另外在調查時間上長短不同，衛惠林在 1969 年到 1971 年

間進行了三次調查，經過十年沉澱後，到 1981 年才出版，林修澈調查的時間為

2006 年到 2007 年，並且在 2007 年完成著作；最後是研究團隊規模不同，衛惠

林調查時有近 70 人參與，林修澈調查時只有 3 人實際投入調查。不過在林修澈

此次調查時發現巴宰族內部已經產生一些變化，筆者僅列出文中提到的三點：一、

巴宰族的「經濟制度」、「親屬稱謂」及「名制」已經成為歷史，難以追查；二、

巴宰族聚居地的「人口」變化大，過去的調查方式已經不能使用，必須使用新的

方式調查；三、原來的部落組織與權力結構，已經被新興的「協會」取代，原本

的「宗教禮儀與巫術」更是結合在每一年的過年活動之中。  

綜上所述，雖然兩篇民族誌調查同一個族群且部分在同一個聚居地，但是因

為調查的時間點和調查時間長短不同，所以在許多面向上也能看見差異，透過兩

個文本比較可以看出一個民族的常與變，筆者在本研究所著重的巴宰族是保留少、

變化多，然而對於本論文來說，兩篇民族誌能幫助筆者用較完整的觀點來看待族

群的文化與歷史，尤其是整個民族變化的過程，更是最重要且關鍵的部分。由於

年代久遠，衛惠林的著作中調查的東西一半以上都消失了，而林修澈的《巴宰族

民族誌調查》完成於 2007 年，時間點較為接近外，調查的面相也相當多元且完

整，因此筆者將以林修澈的《巴宰族民族誌調查》為本論文的基礎，來補齊 2007

年之後的相關研究。 

 

（三） 民族認定的討論 

討論民族認定的專書，有林修澈 1998 年的《原住民的身分認定》與 2001

年的《原住民的民族認定》，臺灣是一個多民族社會，政府近幾年才開始將多民

族理念具體落實在國家政策上，這樣的政策形成需要政府對各族群進行身分認定，

因此《原住民的身分認定》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版。當確認身分後，民族邊界等

問題接踵而至，在 2001 年的研究中提到「民族政策」、「民族理論」「民族問題」

三者環環相扣，而「民族認定」就是落實「民族政策」，解決原住民「民族問題」

最基礎的工作。面對民族認定除了傳統的學術分類、了解原住民的民族現況、田

野工作實察外，需要參考比較各國民族認定的相關案例，以創立真正適合臺灣使

用之「民族認定」的學理基礎。林修澈的這兩大研究成為之後民族認定的基石，

實質幫助後續需要進行民族認定的各族群，於本論文研究的巴宰族而言，他們擁

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應該也適用於此「身分認定」與「民族認定」，這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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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本文的重要依據，筆者欲透過同樣的標準去評估及判斷巴宰族是否也符合資

格，並依此被認定為政府於法律底下認可的原住民族群之一。 

在碩博士論文中，徐大智 2004 年的《戰後臺灣平埔研究與族群文化復振運

動—以噶瑪蘭族、巴宰族、西拉雅族為中心》，以三個族的文化復振運動過程為

主軸，論文中分別紀錄了各族進行文化復振的歷史進程，其中提到巴宰族的內容，

是以一個外部觀察視角撰寫。在論文第三章提到巴宰族群的變遷、文化復振的機

制、教會組織與文化復振，由於篇幅有限，無法更深入討論，因此筆者以此為基

礎再加入內部觀察視角與田野調查的內容，使對於巴宰族進行文化復振過程的描

述能有更宏觀的視野。 

陳俊男 2009 年的《撒奇萊雅族的社會文化與民族認定》，撒奇萊雅族本來屬

於阿美族底下的分類，在 2007 年成功透過「民族認定」正名為新的一族後，學

界對於撒奇萊雅族是否為獨立民族仍有疑問，該論文旨在透過傳說與聚落、社會

組織的形成、祭典儀式的舉行方式、撒奇萊雅語的使用等，加以分辨阿美族與撒

奇萊雅族的不同，最後將重點放在這些內容如何強化民族認同，進而申請民族認

定，同時作者也強調了語言使用，無法溝通就不是自己人，自然產生民族邊界。

本論文從社會文化開始談起，透過論文內容呈現撒奇萊雅族獨立成為一族的合理

性，作者從族群文化談到語言使用所產生的民族邊界，不論其主題以及討論的方

式，都與本篇欲談論的巴宰族有相似處，因此在民族認定的過程值得向本篇論文

借鏡。 

最後是段洪坤 2013 年的《當代平埔原住民族運動研究（1993-2012）：以台

南西拉雅族為例》，這篇論文以台南西拉雅族進行平埔原住民運動為主要內容，

早期平埔族各族沒有自己的族名，不論各族在外面參與運動都是以「平埔族」這

三個字為代表，因此早期平埔族運動的歷史為各族共有。段洪坤為早期原住民運

動人士，在 1993 年前就陸續參與各項平埔族原住民的正名運動，在原住民運動

參與上擁有較為完整的經歷，基於上述兩個理由，筆者在書寫早期平埔族的運動

歷史時，將參考其所整理的架構。 

三、 問題意識與方法論 

（一） 問題意識的提出 

為什麼巴宰族要推動民族認定運動？因為巴宰族希望成為一個民族，不希望

被同化，尤其當這個民族還有活力，仍有文化存在的時候。筆者認為巴宰族是臺

灣的原住民，因過去未辦理登記，所以在分類上屬於平埔族，經筆者歸納整理，

認為要推動民族認定運動有兩個原因：一、喚起對自我的認同意識，巴宰族在政

府不承認的背景下沒有自己的定位；二、文化是一個國家社會的重要資產，巴宰

族的文化需要傳承，除了提升本族人的重視，也期待能得到政府及官方機構的保

護與認同，因此推動民族認定運動為必然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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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宰族推動文化復振的過程中從恢復傳統過年開始，後陸續開辦各樣的課程，

如：羅馬拼音與族語教學、歌曲傳唱與舞蹈學習，同時參與文學比賽、編纂族語

教材及參與平埔活力計畫…等，政治方面也曾向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簡稱為原民

會）提出正名申請，但直至今日仍未看到結果。從推動民族認定運動開始遇到的

問題分為兩者，一是來自外部，政府與民眾對巴宰族是否應正式納入原住民族還

有許多疑慮，現行規範也未能得到解答，因此巴宰族正名在這個部分受到很大的

阻礙，其他細節筆者將於其他章節呈現；二是來自內部，文化需要長期累積，推

動民族認定運動也是，需凝聚高度的集體意識後方能團結，不過許多巴宰族人仍

在觀望，實際參與、付出的大多是巴宰族群協會的內部成員，因此在整個運動推

動過程中沒能產生太大的連鎖效應。筆者認為未能成功推動的癥結點出在巴宰族

沒有民族身分，當一個民族希望能得到政府幫助進行文化保存時，若沒有身分將

無法得到國家全面的照顧，對於民族內部的認同與價值觀也帶來不良的影響，因

此巴宰族的自我認同一直不能有效提高。所以筆者提出下列四個問題，並試著回

答： 

1. 文化是活的、是會改變的、是不斷前進的，它依靠傳統而存在，多元的文化

樣貌是否會影響原本的民族邊界？所謂「不夠傳統」是否影響民族認定的資

格？筆者期待能透過整理巴宰族民族認定運動的過程，從各個面向來探討這

個議題，或許也能在巴宰族從事文化復振及爭取認定過程中，提供某些方向

及激發不同的思考。 

2. 「民族認定」談的是一個民族如何爭取認同且成為政府認定的原住民需要哪

些條件和標準，要想成立一個新的民族，必然經過調查研究，檢核該族群是

否具成為一個民族的合理性。論文第一部分的內容將以 2001 年之後被認定

的新民族作為樣本，將評定一個民族成為「原住民族」的要件提出，歸納後

將其標準套用在平埔族上，比較原住民族和平埔族；第二部分將民族認定所

需要的民族條件放在巴宰族上，檢視現今巴宰族是否擁有成為政府認定之原

住民族的條件。 

3. 當各個民族進行文化相關事務時，所做出如文化傳承、創造…等對其文化有

助益者，皆為「民族文化復振運動」的討論範圍，本篇論文將關注焦點放在

巴宰族的語言、祭儀、族群認同和參與平埔議題相關活動的歷程，筆者欲透

過這些活動的紀錄呈現對巴宰族所帶來變化與影響。 

4. 尋找族群邊界是一個民族相當重要的方向，巴宰族擁有語言、傳統文化和聚

居地，語言傳承理當為第一優先，擁有傳統文化和聚居地對於語言傳承有諸

多助益，當大家聚在一起、有人使用這個語言的時候，文化就會產生活力，

推廣及保存民族文化的方向不會改變，因此首要之務為培養下一代，讓文化

繼續傳承下去。筆者將反思過去所做的民族認定運動找尋未來巴宰族適合努

力的方向，同時這也是本篇論文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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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論文章節的內容安排。第一章主要論述巴宰族是否有足夠的條件成為

一個獨立民族，因此章名為巴宰族的民族條件，若巴宰族的情況不同於一般平埔

族，首先要看平埔族的現況如何，這個部分會在第一節呈現。平埔族中許多語言

消失了、祭典消失了，目前都積極在做文化復振，但是能做得極其有限；反觀巴

宰族，巴宰族有三個分布地域，有聚居的人口，有自己的語言和宗教，雖然語言

瀕危，但是仍有人在使用，宗教方面因為傳入了基督教，將人凝聚在一起，讓文

化能夠透過群聚的力量傳承下去。最後第三節主要呈現巴宰族在「正名運動」中

的位置，將整體原住民的範圍由大至小分成三個階段，依序來看在不同階段對於

正名運動產生的影響。 

第二章將呈現過去十多年來巴宰族正名運動的開端，第一節的內容是巴宰族

為什麼要求認定和介紹各個地方正名運動的發起人；第二節將介紹各地巴宰族群

成立協會的時間與地點；最後一節則介紹協會成立之後如何運作。這個部分與第

一章的「正名運動」提及的重點不同，本章將重點放在巴宰族從事民族認定的每

一個足跡並期待將其過程完整紀錄下來。 

第三章為巴宰族的民族運動，巴宰族在各地成立族群協會，更認識自己的文

化之後，開始積極參與民族運動，除了恢復舉辦傳統過年、積極參與母語學習和

文學創作，更花諸多心力投入語言復振與文化傳承，讓更多人有機會認識巴宰族

的傳統文化，並透過社會參與和傳統過年凝聚彼此，無形中建立了族群認同，讓

巴宰族人有更多的凝聚力。筆者將從事民族認定的過程比喻成運動，因其過程正

像運動一樣是一個持續不停的狀態。第四章的內容提及烏牛欄和鯉魚潭社的部分

較多，是因為目前所蒐集到的資訊以這兩個社最為完整。 

第四章欲討論巴宰族的民族認定與發展，第一節將討論到底平埔族能否成為

政府認定的原住民及究竟民族認定與民族發展會如何決定巴宰族的未來；第二節

從國家的角度出發，探討國家的民族發展將如何轉變，民族的權利或義務會是這

部分著重的；最後討論的是巴宰族的未來，分成兩個部分，一個從意識層面、另

一個從現實層面出發，筆者試圖將兩者交會，找出最合適且可能為本族人發展的

未來。 

 

（二） 研究方法與論文寫作的思考 

1. 研究方法 

（1） 文獻整理與分析 

過去已有許多學者從不同面向切入平埔族這項研究，本篇論文欲討論平埔族

中巴宰族的正名運動，歷史背景及過去研究所提出的論點將是本篇論文的重要基

石，筆者期待以前人研究的基礎出發，鑑往知來。文獻整理與分析是首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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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關內容再次梳理，作為論文書寫過程中的參考指標，也提供可依循的文本供

本研究參照，將過去的面貌盡可能地呈現，筆者期待透過文本提供的內容，搭建

連結過去與現在的橋樑。 

 

（2） 參與觀察與訪談 

正名運動中最為關鍵的就是人，不同身分背景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影響著各個

地方參與運動的情形。以烏牛欄為例，從開始進行文化復振工作到現在面臨很多

的變化，有一群人持續參與，也有些人已經不投入這個運動，累積十多年的時光，

陸陸續續完成許多任務，做出一些成果，不管參與人數如何，這些努力的足跡是

最重要的，因為若沒有這群人的投入與成果的累積，也不會有今日的巴宰族。 

巴宰族文化復振工作與正名運動目前仍是進行式，本篇論文將採取以下兩種

研究技巧：一、透過參與活動觀察並了解活動的安排過程及規劃，筆者將實際參

與其中，忠實呈現所見所聞；二、因筆者為巴宰族人，透過這樣的身分能與活動

最重要的核心參與者及從事文化工作的核心人物實際接觸，因此訪談將會是本篇

論文主要採取的方式，筆者透過紀錄、資料蒐集與整理，將呈現出不同參與者在

不同時期參與正名運動的相關人生經歷。 

 

2. 研究限制 

在原來的巴宰族分類之下，目前又可分為巴宰族及噶哈巫族，兩者不論在語

言、文化、生活祭儀方面都很相似，但噶哈巫族擁有強烈的自我意識，認為自己

不屬於巴宰族，應該獨立出來成為一族。現階段在學界或是民間對於這個認同有

許多討論，本族中也出現許多爭辯，不過直至今日仍然沒有解答，筆者考量自身

能力有限，無法完整詮釋兩族人所有的觀點，因此主要研究對象就以現階段能清

楚表示及分辨，且主體意識為巴宰族的群體為主，分別是台中神岡區的大社、南

投埔里鎮的愛蘭、苗栗三義鄉的鯉魚潭幾個地區的巴宰族人。 

由於進行田野調查、訪問文化復振的時間有限，筆者沒有辦法將所有相關團

體與個人包含在論文之中，因此選擇了三個巴宰族聚居地成立的團體為主要研究

對象。此外，目前大部分從事文化工作的巴宰族人，幾乎都是基督教的信徒，基

於此項原因，本論文捨棄了部分沒有參與教會生活及沒有參與協會的巴宰族人，

上述兩點為本研究的限制。 

 

（三） 論文與田野的對話 

做為民族學的研究論文，田野工作是相當重要的，不過若對各聚居地族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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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經驗不夠了解，體認也會相對不深刻。因此筆者自 2014 年開始，實際進行

多次田野訪談，花費兩年的時間，共進行了 21 人次有紀錄的正式訪談，並在各

式的活動場合中對族人實行多次進行非正式的訪談。訪談主題分為三大項，其內

容細節如下： 

表 0-1 訪談提綱 

訪問主題 主題內容 

原住民族 為什麼希望成為原住民 

成為原住民的文化條件 

語言、文化保存現況 

與原住民互動情形 

身分認同 認同自己身分的開始 

語言的學習 

技藝的學習 

走鏢傳承 

正名運動 

（民族認定運動） 

何時開始接觸文化 

參與民族復振運動的起點 

參與復振運動的人 

協會創立的開始 

民族復振運動的過程點滴 

政府與族群的關係 

 

第一部分的主題為「原住民族」，希望受訪者回答對爭取原住民身分的原因

和期待，接著是巴宰族有哪些資格可以成為一族，最後根據報導人的生命經驗分

享對巴宰族文化及語言保存現況的想法與看法；第二部分主題為「身分認同」，

此部分邀請受訪者分享對自己身為巴宰族的認同過程，接著請受訪者說明自己因

為身分認同進行的文化學習與傳承；第三部分主題為「正名運動（民族認定運動）」，

因受訪者都是正名運動的帶領者或參與者，這部分將根據每位受訪者的經驗加以

描述。 

本篇論文為本民族研究，筆者本身具有巴宰族身分，是南投縣埔里鎮愛人（烏

牛欄社）人。因此筆者將運用身分的優勢，透過族人的推薦與介紹，對幾位關鍵

報導人都進行至少一次的訪談，於論文書寫過程中有疑問之處也曾多次透過電話

進行補訪。筆者於三個巴宰族的聚居地進行訪談，於台中大社訪談潘仁德、潘萬

益、潘惠娟；苗栗鯉魚潭訪談潘大州、潘英祺、潘紀揚；南投愛蘭訪談潘再賜、

潘春貴、潘美玉、潘茂生、賴貫一、潘文輝、潘英傑、潘瓊秀、潘怡宏、潘英寬、

潘淑慈，另外還訪談了目前身分為噶哈巫族的潘永歷、潘宗昌、潘應玉。 

透過報導人的分享，筆者深入了解巴宰族人的生活及思維模式，脫離紙本與

想像的構思，以實地的田野來了解巴宰族，可強化本論文的撰寫深度與內涵，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巴宰族的民族認定運動 

12 
 

論是田野資料的蒐集或是訪談人的生命經驗都對本論文的撰寫助益良多。 

本篇論文是筆者在既有的臺灣原住民認定基礎上，展開對巴宰族認定的研究，

以文化保存現況與族群認同為媒介，來檢驗「巴宰族」的構成及是否具備足夠的

要素被認同，不論研究成果如何，這是身為巴宰族人的我想貢獻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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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巴宰族的民族條件 

 本章筆者將討論巴宰族做為一個民族須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根據政治大學

原住民中心團隊撰寫的民族認定報告（含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

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及卡那卡那富族等）中顯示，聚居地、語

言、宗教和生活習慣都是被認定為一個民族的重要條件。本章先鋪陳巴宰族的

過去與現在，接著從宗教和語言的保存狀況來討論巴宰族是否具備成為一個民

族的條件， 後從巴宰族的「正名運動」歷程中看，在現有的民族認定架構下

巴宰族的定位。 

第一節  巴宰族的歷史與現況 

荷蘭時期使用「番社」來紀錄與指稱在臺灣的原住民；在清代漢番兩分的

社會結構下，臺灣原住民由於沒有文字，一直被漢人以「番」這個字紀錄在各

種文獻中1。因此清代以前的文獻史料中未見族名的紀錄，大多以「社名」來指

稱這些生活在臺灣的民族群體，例如：岸裡社、烏牛欄社、朴仔籬社等，直到

二十世紀才出現「巴宰族」的稱謂。 

 

一、巴宰族與岸裡大社 

日據時期日本研究者開始對臺灣的原住民進行「族別」的分類工作，研究

者藉由科學性的資料將原住民族的各個社群歸納並區分成不同的族。首開先河

的是伊能嘉矩與栗野傳之丞，他們實地到臺灣各地訪查原住民的情形，伊能嘉

矩於明治 41 年（1908 年）3 月寫成〈臺灣土蕃の口碑〉，並在其中提出

「pazehhe」的稱呼2，到了民國 58 年之後，衛惠林到埔里調查，將拼音改成

「pazeh」並使用漢譯「巴宰族」來指稱其所調查研究的這群人3，「巴宰族」之

名也因他的調查報告《埔里巴宰七社志》而自此廣為流傳。 

 

（一）巴宰族形成的歷史 

巴宰族為居住在中部地區的平埔族，過去以驍勇善戰聞名，有關巴宰族的

                                                       
1 清朝政府對原住民的分類基本上分為生、熟番，前者為今日所稱的高山族，後者即為平埔

族，分類的標準並非來自於血緣、民族識別等科學根據，而是根據對原住民的認知以及是否歸

附於清朝政府納餉輸貢。 
2  伊能嘉矩，〈臺灣土蕃の口碑〉，《東京人類學雜誌》第二百六十四號，東京：東京人類學會，

1908，頁 219。 
3  衛惠林，《埔里巴宰七社志》，臺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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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蹟 早紀錄於 17 世紀明朝鄭成功來臺的這段時間。清朝康熙統領臺灣之後，

岸裡五社歸化，1699 年吞霄事變4後，巴宰族協助清廷平亂，康熙 54 年（1715

年）岸裡社土官阿莫被委任為岸裡九社5總土官，岸裡大社勢力開始發展。巴宰

族於 1721 年的朱一貴事變及 1731 年大甲西社事變中成為平定戰亂的主要戰

力，清廷為鞏固與巴宰族的關係，於 1741 年賜「忠勇可嘉」匾額予率領平亂巴

宰的第三代土官敦仔，並且在乾隆 25 五年（1755 年）由乾隆賜姓「潘」，此後

潘敦陸續協助平定 1766 年打哪叭溪事件、1770 年大肚番亂，再受賜名字「大

由仁」，顯赫一時。 

巴宰族多次建立戰功後，除了獲得清朝政府的賜姓及匾額之外，更進一步

取得拓墾土地的權利，岸裡大社因此成立並成為中部 大的巴宰勢力。6程士毅

於碩士論文中提及「岸裡社早在康熙 54 年，就已向官方請墾大甲溪以南的大片

土地…在雍正 9、10 年協助官兵平定大甲西等社之亂後，官方為了獎勵其功

勞，不但再次確認原有申請土地，更將參與叛亂諸社的鄰接土地賜給岸裡社。

在官方的獎勵與原有敵對部落的衰微兩種因素影響下，岸裡社自大甲溪北岸的

舊社遷往今神岡區，成立岸裡大社，並透過張達京招請漢人開墾，成為中部

大的地主…」。7 

岸裡大社所在的神岡區，即是衛惠林在《埔里巴宰七社志》中提及的：「巴

宰族的原有社群中心，現地名為豐原市神岡區，舊地名曰彰化縣栜東上堡。南

起大肚溪北到北港溪，以大甲溪左右為中心。」8  

                                                       
4 根據清光緒 19 年（1893 年）之苗栗縣誌《兵燹》一篇所記載，大清康熙 38 年（1699 年）2
月吞霄社士官卓介卓霧亞生亂。初通事黃申贌社於吞霄無止盡地征派社番供徭役，社番痛苦，

士官卓介卓霧亞生鷙而起義，每當社番至鹿場捕鹿時，通事黃申即約定，社番出外捕鹿前，須

繳納錢、米，才能出外捕鹿，後因士官卓介卓霧亞生等眾番鼓譟，殺漢通事黃申及其同夥數十

人。當時臺灣道遣使招諭吞霄社番歸降，不得而入，乃發兩標官兵委署北路參將常泰進剿圍

攻，同時並令南部之西拉雅族、新港社、蕭壟社、麻豆社、目加溜灣社等四社為前鋒攻擊部

隊。吞霄社士官及眾番等距力抗拒，四社番死傷慘重。而另有獻計者曰岸裡社番（巴宰海族，

即目前豐原地區）能夠穿林越澗，如要擒拿士官卓介卓霧亞生非岸裡社番不可。但當時岸裡社

並未歸附清朝，而派遣翻譯者進入岸裡社地說項，以及贈送糖、菸、布、銀，岸裡社番大喜，

而同意協助清朝政府出兵繞道於吞霄後山（火焰山山脈）由後而攻，清軍由海面向內陸進擊，

兩面夾攻之下，擒獲士官並大敗吞霄社番。引用自《臺灣原住民族歷史語言文化大辭典》，取自

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id=2232&keyword=%ADX%D0%A4%BE%F0（檢索

日期：2016/6/17） 
5 此九社指的是岸裡社、葫蘆墩社、西勢尾社、翁仔社、蔴裡蘭社、烏牛欄社、阿里史社、樸

仔籬社、大馬璘社。 
6 徐永欣，〈巴宰族的歷史〉《巴宰族印象》，苗栗：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2006，頁 148。 
7 程士毅，《北路理番分府的成立與岸裡社的衰微》（新竹：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3。原叛亂之鄰是指樸仔籬社群與阿里史社參與雍正九年叛亂，而被官方納入岸裡社管轄範

圍，巴宰族群因而開始以岸裡社為首，開始共同發展的歷程。張達京則於雍正三年接任岸裡五

社總通事，並於雍正十、十一年間主導巴宰各社與漢人六館業戶簽訂「割地換水」條約，以阿

河巴之地交換其資金與技術，進行樸仔籬圳的開墾，張達京並以「張振萬」的墾戶名稱進行開

墾。 
8 衛惠林，〈巴宰族簡史〉，《埔里巴宰七社志》，頁 26-2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一章  巴宰族的民族條件 
 

15 
 

（二）巴宰族勢力的衰退 

巴宰族勢力儘管足以擴張並建立廣闊舒適的生活空間，但是從「岸裡文

書」的紀錄內容來看，從康熙 54 年（1715 年）到乾隆 40 年（1775 年）短短六

十餘年間巴宰族人口從規劃清朝時的 3000 餘名到僅剩的 2000 名；相反地，漢

人卻在此片區域逐漸深耕繁衍後代，到了光緒 19 年（1893 年），巴宰族只剩下

1611 人，其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戶口留在岸裡地區，9這個數據讓我們看到巴

宰族陸續離開了原本的聚居地，而一個擁有土地權又逐漸擁有成熟農耕技術的

族群，為何會大規模舉族遷徙，並且與其他中部族群共同遷往宜蘭、埔里盆地

或是三義鯉魚潭等地？ 

衛惠林、程士毅、施添福等學者10大致都認為巴宰族的遷徙與土地大量流

失及徭役負擔沉重有關，以致巴宰族人在原聚居地無法謀生，為了解決土地日

益減少以及生計途窮的困境，決定冒險去其他地方尋找合適屯墾的土地。而賴

貫一11則認為當時權力和利益的分配不均導致族群長期內耗，這才是族群力量

瓦解的主因。從上述資料中，筆者整理出導致巴宰族人遷移的原因： 

1. 土地流失迅速 

雍正年間（1723-1734 年）巴宰族割地換水（以土地換取灌溉水源）的農作

經營方式，讓平地人快速擁有土地；再者，當時長期雇用平地人為佃農，逐漸

產生一批了解熟番文化的人才，這群平地人成為溝通協調生番、熟番與其他平

地人的橋樑，更在日後成為取代熟番拓墾的主要力量。 

2. 清廷勞役沉重無力農耕 

巴宰族除了協助清廷平定內亂之外，還需擔負各種勞役。除了巴宰族人身

手矯健且熟於荒山峻嶺，可抵禦生番和覬覦土地的平地人外，更重要的是巴宰

族分居於大甲溪南北兩岸，大甲溪為彰化縣和淡水廳分界，因此必須接受兩個

地區六個大小衙門的直接管轄，當衙門及主官出巡這些地方時巴宰族人就得提

供服務及勞役，巴宰族的青壯年人口已經沒有時間和心力從事農耕。 

3. 族群權力鬥爭引發的嚴重內耗 

從族群權力鬥爭的觀點來說， 嚴重的是內部立場與利益衝突對立的尖銳

化，由於官府會扶植合意的人選，傳統的權力中心與官派的管理者必然會為了

領導權爭奪不休，使得內部紛爭不斷，因此，掌握土地租約及買賣權力的通事

人選的爭奪、賦稅徵收與土地權分配的不公，造成巴宰族內部利益分配不均，

                                                       
9 衛惠林，〈巴宰族簡史〉，《埔里巴宰七社志》，頁 26-27。 
10 此處內容轉引自徐永欣，〈巴宰族的歷史〉《巴宰族印象》，苗栗：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

2006，頁 150。 
11 賴貫一是進行教育部九階語言教材主要編輯者，對巴宰族語言保存有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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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引發多次內部衝突，造成巴宰族勢力逐漸潰散。 

 以上三點為導致巴宰族人被迫遷徙、聚居地人口流失、勢力逐漸衰退的原

因，巴宰族從決定遷徙到後來展開的一連串行動將於下個部分呈現。 

 

（三）巴宰族的遷徙行動 

衛惠林指出，巴宰族的遷徙行動可分成三波，包括嘉慶 8 年底或 9 年

（1804 年）初，潘賢文率千餘人跨越山嶺荒野，住墾宜蘭羅東；道光 3 年

（1823 年），巴宰族和中部其他族群等十四社的通事、土目等，約定在「界內

山後東南勢溪頭」茅埔壹處開墾，促成道光 4 年巴宰族隨中部其他族群遷入埔

里；道光年間遷入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村。這三波遷移的狀況整理如下： 

1. 潘賢文率眾出走宜蘭 

因為抗議租稅繳交稅額不公以及搶奪通事失利，阿里史領袖潘賢文與潘敦

後人潘士興、潘士萬爆發激烈衝突，潘賢文遂率千餘人於嘉慶 8 年底或 9 年

（1804 年）初，跨越山嶺荒野住墾宜蘭羅東，後因爭奪屯墾土地與其他在地勢

力發生械鬥而喪生。在潘賢文死後，逐漸走上末途；他們在今宜蘭縣羅東鎮初

開的土地被漢人襲奪，又無傳統的社地可供退路，加上因其非宜蘭本地原住

民，不能得到「加留餘埔制」的好處，因此被允許分布的地方都是沙礫 劣的

土地，在不設屯丁的同時，其所有田園，依規定仍需陞科或完納「番租」。同光

年間，他們放棄在噶瑪蘭的居地，與噶瑪蘭人共組開墾集團，入墾三星地區

（今宜蘭縣三星鄉）。12  

2. 中部平埔族埔里大遷徙 

道光 4 年（1824 年）巴宰族隨中部其他族群遷入埔里拓墾建立社群，當時

的移入狀況可從明治 30 年（1897 年）伊能嘉矩在埔里進行的平埔社群移民訪

調資料中加以了解。衛惠林提出的「巴宰七社」包括大馬璘、阿里史社、烏牛

欄社、大湳社、牛眠山、守成份與蜈蚣崙社，這七個社在埔里盆地上的分布大

致如下：原岸裡大社統轄的勢力範圍包括了埔里盆地上的烏牛欄臺地和南港溪

溪底土地；樸仔籬社（即是大馬璘）、阿里史社和烏牛欄社都保留了原居地地名

或社名；岸裡勢力在埔里盆地除烏牛欄臺地外，另有「眉溪四庄」，所謂四庄包

含了現在的大湳、牛眠山、守城份、蜈蚣崙，除了大湳社接近盆地中心，牛眠

山、守城份與蜈蚣崙社皆位於眉溪岸邊的山坡狹窄地帶，位處與霧社泰雅族群

接壤地區，是建立隘寮防衛生番之地，由清朝官府按丁配給屯兵田地。「眉溪四

                                                       
12  洪麗完，〈潘賢文〉，《臺灣原住民歷史語言文化大辭典》，取自

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id=1850&keyword=%B6%7D%BE%C1（檢索日

期：201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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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在近年引發巴宰族及噶哈巫族是否應視為兩個族群的爭議，不僅在學術上

各有論見，也成為推動正名運動、巴宰族復興運動中尚未取得共識的重要課

題，本論文聚焦在巴宰族群，因此噶哈巫族的部分不多作討論。 

3. 三義鯉魚潭遷入記事 

三義鯉魚潭一直是岸裡九社過去的獵場，是捕鹿或其他重要山產的主要生

計來源。據潘氏後來的人口描述 1761 年潘敦曾率壯丁入墾，1845 年由潘阿敦

阿委帶領大社族人至鯉魚潭（taba）定居內社上下城，岸裡社遷徙行動中亦有

部分族人於 1871 年移居此處或陸續遷移至埔里。13 

 

 

圖 1-1 巴宰族群遷徙路線圖（引用自徐永欣，《巴宰族印象》，頁 151。） 

 

二、聚居地與人口 

1715 年岸裡諸社歸化清國之前，巴宰族分為四大群，分居於大甲溪下游南

北兩岸、臺中盆地東緣及后里臺地的東半部。14岸裡社群包括了岸裡社、烏牛

欄社、阿里史社和樸仔籬社等四大社，各大社之下還分成許多小社15。對照今

日的行政區，大致上的分布是：岸裡社位於臺中市神岡區、豐原市、后里區等

境內；烏牛欄社與阿里史社群在臺中市潭子區；樸仔籬社群在臺中市豐原市、

東勢區、神岡區、新社區、石岡區等境內。 

                                                       
13 徐永欣，〈巴宰族的歷史〉《巴宰族印象》，頁 146-153。 
14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臺北：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7，頁 3。 
15 社在實際運作上，並沒有清楚的邊界，社間的關係或隸屬或聯盟或各自獨立，欠缺明確的文

獻可供查詢，雖然大致上穩定，但是內部分分合合，歷來的紀錄依據大社為主，記下某大

「社」的「群」，但是說不清「群」內的小「社」，因此數量常會有出入。引用自林修澈，《巴宰

族民族誌調查》，2007，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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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巴宰族社群一覽表 

四大社群 支社 分布地區 

岸裡社群 岸東社、岸西社、

岸南社 

此三社大約在神岡區的大社村、社南村、

岸裡村一帶 

葫蘆墩社 今豐原區境內 

西勢尾社 今豐原區社皮里一帶 

崎仔腳社 今神岡區溪州村一帶 

翁仔社 今豐原區翁社里、翁明里、翁子里一帶 

蔴薯舊社 今后里區內埔村一帶 

蔴裡蘭社 今豐原區社皮里一帶 

烏牛欄社  今豐原區田心里、豐田里一帶 

阿里史社  今潭子鄉境內 

樸仔籬社群 水底寮社 今新社區境內 

山頂社 今新社區境內 

大湳社 今豐原市大湳里一帶 

大馬璘社 今東勢區新伯公一帶 

社寮角社 今石岡區萬興村一帶 

參考自徐大智，《戰後臺灣平埔研究與族群文化復振運動》，頁 60。 

根據「岸裡文書」紀錄的內容來看，原岸裡九社在康熙 54 年（1715 年）

尚有 422 戶、3368 人，到了乾隆 40 年（1775 年），巴宰族從歸化時的 3000 餘

名僅剩 2000 餘名，到了光緒 19 年（1893 年），巴宰族只剩下 1611 人，不到四

分之一的戶口留在岸裡地區，到了宣統元年（1909 年）岸裡大社只剩下 35

戶、260 人。16  

經過筆者綜合整理，可以看出巴宰族在不同時期人口的轉變，從岸裡大社

勢力崛起到經歷三次遷徙，四大社群大部分離開了原本的聚居地，透過過去所

留下的人口分布紀錄資料，則更能觀察其中的改變，因此筆者整理了三份資料

並期待能透過這個圖表更詳盡了解人口的遷徙，見下表 1-2。 

 

 

 

 

                                                       
16 衛惠林，〈巴宰族簡史〉，《埔里巴宰七社志》，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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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人口、戶數整理 

年代 資料出處 人口與戶數 

1779 

乾隆 44 年 

第三代通事 

潘輝光 

岸裡社 1410 人 322 戶 

烏牛欄社 249 人 51 戶 

樸仔籬社 516 人 102 戶 

阿里史社 249 人 51 戶 

 

計 2348 人 共 513 戶 

1892 

光緒 18 年 

第二十三代通事 

潘永安 

岸裡大社 46 戶 男 113 女 129 計 242 

烏牛欄社 51 戶 男 135 女 135 計 270 

大湳社 26 戶 男 70 女 80 計 150 

大馬璘 29 戶 男 64 女 58 計 122 

鯉魚潭內城上下社 27 戶 男 66 女 69 計 135 

蜈蚣崙社 38 戶 男 108 女 105 計 213 

守城份社 43 戶 男 115 女 111 計 226 

牛臥山社 46 戶 男 128 女 125 計 253 

 

計 1611 人 男 799 女 812 共 300 戶 

1909-1910 

明治 43 年 

《明治四十三年

（1910 年）熟蕃戶

口及沿革調查綴》 

苗栗廳  

鯉魚潭庄 22 戶 男 69 女 54 計 123 

南投廳  

埔里社街 2 戶 男 2 女 8 計 10 

枇杷城庄 32 戶 男 84 女 87 計 171 

大肚城庄 3 戶 男 4 女 2 計 6 

桃米坑庄 1 戶 男 1 女 4 計 5 

水頭庄 1 戶 男 5 女 5 計 10 

牛眠山庄 47 戶 男 128 女 164 計 292 

史港坑庄 6 戶 男 9 女 11 計 20 

小埔社庄 女 1 計 1 

烏牛欄庄 8 戶 男 20 女 25 計 45 

牛相觸庄 8 戶 男 29 女 26 計 55 

大湳庄 48 戶 男 142 女 163 計 305 

臺中廳 

栜東上堡 岸裡大社 35 戶男 143 女 117 計 260 人 

 

計 1222 人 213 戶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自《巴宰族史》，頁 106-110、《臺中縣岸裡社開發史》，頁 8、《平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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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調查書》，頁 33-53。 

前兩份資料紀錄的時間為清朝、第三份為日治時期。第一份資料是由第三

代岸裡大社的通事潘輝光所留下的，乾隆 44 年（1779 年）當時四大社群（岸

裡社、烏牛欄社、樸仔籬社、阿里史社）的人口與戶數共有 2348 人、 513

戶；17第二份資料由第二十三代岸裡大社的通事潘永安所留下，光緒 18 年

（1892 年）潘氏親自走訪了當時巴宰族的分布地區，並留下了人口與戶數的紀

錄，共八個社（岸裡大社、烏牛欄社、大湳社、大馬璘社、鯉魚潭內城上下

社、蜈蚣崙社、守城份社、牛臥山社）計 1611 人、300 戶，18上述兩份資料為

所有岸裡社通事保留下來 完整的人口調查紀錄；第三份資料紀錄在《明治四

十三年（1910 年）熟蕃戶口及沿革調查綴》中，內容記載了巴則海（巴宰族）

的人口與戶數，根據當時的資料統計顯示共三個廳（苗栗廳、南投廳、臺中

廳）的巴宰族共有 1222 人、213 戶。19 

以上三筆清朝和日治時期的人口調查記錄，剛好標明了巴宰族各社群人口

變化的幾個分界，乾隆 44 年（1779 年）巴宰族仍維持四大社群的樣貌，各社

也都還住在原居地。25 年後岸裡大社經歷了三次的遷徙過程，分別是嘉慶 9 年

（1804 年）阿里史遷往宜蘭羅東、道光四年（1824 年）隨中部眾平埔族遷往南

投埔里、道光 25 年（1845 年）遷往苗栗鯉魚潭。第一次遷徙之後，阿里史社

就逐漸與社群分離，雖然在第二次遷徙時也同樣遷到埔里，但是往後與其他三

社漸漸失去連結，儘管阿里史社和烏牛欄社都居住在埔里的愛蘭臺地上且聚居

地僅有一條路的分隔，但是兩個社群仍沒有太多文化或情感上的互動。光緒 18

年（1892 年）的資料內容中未提及阿里史社，因此可以合理推測當時的巴宰族

中已經不包含阿里史社。前兩份資料出於巴宰族的通事，到了日治時期，總督

府派人從事調查而有了第三份資料，內容中同樣未見阿里史社，因此再次驗證

了這個假設：阿里史社在嘉慶 9 年（1804 年）遷徙之後就與巴宰各個社群逐漸

分離。 

 另外，根據第二份資料的內容看來，各社群經過三次的遷徙，岸裡大社的

人口數開始逐步下降，他們移往埔里的各社群並將各自原來的地名帶到埔里，

埔里逐漸開始成為巴宰族的發展重心，從上述資料我們也可以推測此時巴宰族

的聚居地已經分為三個區塊且各自發展，這三個區塊分別為苗栗的鯉魚潭、臺

中的岸裡大社、埔里的愛蘭與四庄，筆者整理了影響巴宰族人口數及改變聚居

地相當重要的幾次遷徙如下表，包括遷徙時間、遷入地區、當時分布之聚落及

今日社址等，期盼能幫助讀者更了解巴宰族這個時期的歷史，見下表 1-3。 

 

                                                       
17 潘大和，〈本族人口之變遷〉，《巴宰族史》，南投：自行印製，2009，頁 106-110。 
18 陳炎正，〈潘永安手記〉，《臺中縣岸裡社開發史》，豐原：臺中縣立文化中心，1986，頁 8。 
19  翁佳音、陳怡宏，《平埔蕃調查書》，臺南：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2013，頁 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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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巴宰族社群遷移、聚落表 

遷徙時間 遷徙社群 遷入地區 分布之聚落 今日之社址 

嘉慶 9 年 

(1796) 

岸裡社 噶瑪蘭 阿里史 三星鄉 

阿里史社 

道光 3、4 年 

(1824) 

阿里史社 埔里地區 阿里史、虎仔耳、楓仔

城 

大湳里、鐵山

里、愛蘭里 

西勢尾社  牛眠里、愛蘭里

道光 5 年 

(1826) 

葫蘆墩社 牛眠山、史港坑 牛眠里 

蔴薯舊社 牛眠山、史港坑 

社寮角社 牛眠山、史港坑 

山頂社 守城份 

大馬璘社 大馬璘 愛蘭里 

道光 8 年 

(1829) 

西勢尾社  牛眠里、愛蘭里

阿里史社 阿里史、虎仔耳、楓仔

城 

大湳里、鐵山

里、愛蘭里 

烏牛欄社 烏牛欄 愛蘭里 

樸仔籬社 大湳、蜈蚣崙 大湳里、蜈蚣里

道光 25 年

（1845 年） 

蔴裡蘭社 苗栗三義 鯉魚潭 鯉魚村 

咸豐元年 

(1851) 

大湳社 埔里地區 大湳、蜈蚣崙 大湳里、蜈蚣里

水底寮社 蜈蚣崙 

同治 10 年 

(1871)  

岸裡社 苗栗三義 鯉魚潭 鯉魚村 

參考自徐大智，《戰後臺灣平埔研究與族群文化復振運動》，頁 69。 

 

三、今日的巴宰 

以行政區域來說，廣義巴宰族的分布地區包括今日的苗栗縣銅鑼鄉、三義

鄉、卓蘭鄉，臺中市的后里區、神岡區、大雅區、豐原市、石岡區、新社區、

東勢區、潭子區、北屯區及南投縣埔里鎮；狹義來看，巴宰族整體來說在每個

地區的人口都呈現凋零的狀態，目前可看出明顯聚居現象的地域有三處，第一

處在原居地，也就是現在臺中市的神岡區大社村、第二處在南投縣的埔里鎮愛

蘭里與四庄、第三處在苗栗縣的三義鄉鯉魚潭村。 

從現況來看，巴宰族原居地在后里、豐原、神岡等地，由於快速的都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巴宰族的民族認定運動 

22 
 

化，造成原有的狩獵、漁撈及農耕等生活方式均已消失，僅有少數耆老仍留在

原居地並在基督教大社教會聚會，多數人已與外人混居，形成都市化型態的巴

宰聚落。這種以教會為聚集中心的都市化類型巴宰聚落，還分布在臺北等地，

如臺北三重的仁義基督長老教會20。 

 

 

圖 1-2 臺北仁義教會大社僑（翻攝自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2014 巴宰族過新年成果專刊》，頁

30。） 

南投埔里盆地上的「烏牛欄」更名為「愛蘭」21，以蘭陽街與鐵山路為

界，將臺地分成愛蘭里與鐵山里（阿里史）兩個區域，其中愛蘭里（包含大馬

璘）整個里大都接受基督教信仰，以愛蘭基督長老教會為生活信仰中心，值得

一提的是，大馬璘位於愛蘭臺地東南側（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一帶），近

年曾挖掘出三千年前到迄今一千七百年的古物，因而被命名為「大馬璘遺址」。

愛蘭里的族人除了積極推動母語並持續傳承外，直到今日仍維持製作傳統料理

阿拉粿、青苔、魚給等的飲食習慣。 

苗栗三義鯉魚潭被稱為「番仔城」，分為上下兩城，上城如今是一片青綠稻

田，目前僅存耆老潘玉妹住戶及老房子，下城位於潘源昌住戶之後，在苗 52 線

的邊緣，為族人生活的主要聚落，今日仍保有製作各種捕魚竹編、醃製魚給等

傳統漁撈的生活方式。22 

今日在巴宰族群中對於巴宰的名稱仍有「pazeh」和「kahabu」兩種，這兩

個族稱到底是自稱還是他稱，目前尚無定論。1908 年，伊能嘉矩到岸裡大社與

埔里調查時，就已經有這樣的說法23；1931 年，移川子之藏到埔里調查後也

                                                       
20 這裡是神岡大社教會出外工作北區僑民聚集的教會，每年苗栗鯉魚潭舉辦過年時，仁義教會

的長老潘聖龍都會帶領族人包車前來參與過年活動。 
21  烏牛欄有二義，其一指聚落名，為平埔族巴宰族烏牛欄社的社址，該社原位於葫蘆墩（今臺

中縣豐原市）。道光年間的平埔族大遷徙時，由 Atawaimane 帶領社人於現址建立新部落。其二

指日治時期行政區劃之大字名。 以上所述烏牛欄的地名沿革，於西元 1946 年後更名為愛蘭。

故愛蘭乃是取自烏牛欄之諧音命名，又有人稱歐蘭。 
22 徐永欣，〈巴宰族的歷史〉《巴宰族印象》，頁 153。 
23 伊能嘉矩在《東京人類學會雜誌》第 273 號中提出，這個說法很可能是出自岸裡大社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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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烏牛欄、大馬璘、阿里史，…自稱 pazeh，大湳、蜈蚣崙、牛眠山、守城

份，…自稱 kahabu，…」24；1970 年，衛惠林採訪到的仍是這樣的說法：「眉溪

四庄（牛眠山、守城份、大湳、蜈蚣崙）聚落群：…與巴宰同族而自稱

kahabu…」25。 

若訪問埔里盆地周遭的其他民族如泰雅族、賽德克族和布農族，在他們的

語言中仍稱平埔為「kahabu」，這個字泛指埔里所有的平埔諸族。埔里人習慣稱

呼牛眠山、守城份、大湳、蜈蚣崙這幾個聚落的人為「四庄番」，他們也如此對

外自稱，使用程度比「kahabu」還普遍。「四庄」這個說法目前仍有不同解釋
26，不過把「四庄番」和「kahabu」視為同義詞，在庄內外與族內外已經普遍為

人所接受。 

 雖然長期對名稱上有這樣的自我區分，但是過去主要仍以「巴宰族」為共

同稱呼並共享文化，所以在 1999 年恢復辦理傳統過年時，是由整個巴宰族一起

推動的。根據耆老們的口訪資料可以得知，埔里烏牛欄與四庄的關係相當密

切，甚至比毗鄰而居的大馬璘和阿里史更加親近27。但是在 921 地震過後，四

庄地區開始進行災後重建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工作，從那時起四庄開始有意識地

強化 kahabu 這個概念， 後居住在四庄的族人以「噶哈巫族」自稱，用這個名

稱來區別與巴宰族的不同，因此才會有現在 pazeh（巴宰）和 kahabu（噶哈

巫）這兩個族稱皆出現在巴宰族群分類中的情況。 

                                                       
任總通事潘永安。 
24 移川子之藏，〈承管埔地合同約字 通觀 埔里 熟番聚落〉，《南方土俗》卷一 期 3，1931。 
25 衛惠林，〈巴宰族簡史〉，《埔里巴宰七社志》，頁 19。 
26 第一說，日本時代一篇文章以烏牛欄、牛眠山、大湳、守城份為「四庄番」（陳維林，〈埔里

平埔族〉，《民俗臺灣》卷 3，期 3，1943）；第二說，牛眠教會已故潘郡乃長老則認為烏牛欄、

阿里史、牛眠山屬於 pazeh，大湳、蜈蚣崙、守城份、大馬璘才屬於 kahabu（四庄）。 
27 根據 2015 年 12 月 27 日對潘再賜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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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埔里巴宰族社區人口來源與舊部落關係（引用自衛惠林，《埔里巴宰七社志》，頁 39） 

根據上圖所示，埔里的巴宰族包含了原居地岸裡地區的四大社群（岸裡大

社群、烏牛欄社、阿里史社、樸仔籬社），進入埔里之後，阿里史社變成現在的

鐵山里；烏牛欄社與岸裡大社群中的六個社（葫蘆墩、岸東、岸西、岸南、蔴

薯、麻里蘭）形成愛蘭社區，大馬璘社成為梅村社區，且兩者合為愛蘭里；岸

裡大社群中的六個社（葫蘆墩、岸東、岸西、岸南、蔴薯、麻里蘭）與樸仔籬

社的社寮角社形成牛眠社區，岸裡大社群中的山頂社成為守城社區，兩者合為

牛眠里；樸仔籬社群中的大湳社成為大湳里；樸仔籬社的水底寮社成為蜈蚣

里，從四大社群變成五個里，分別為鐵山里、愛蘭里、牛眠里、大湳里和成為

蜈蚣里。 

就目前的情況來說，在埔里地區的巴宰族不僅規模變小、人口也變得更

少；阿里史社雖然仍有聚居地但長期與巴宰族群脫離，因此沒有明顯的族群邊

界；四庄的噶哈巫，自 2003 年成立協會後自成一個系統，與巴宰族群切割。因

此今日仍聚居在埔里的巴宰族，扣除掉上述兩個區域後，只剩下居住在愛蘭里

的族人。整體來看，經過幾次遷徙與歷史變化，現在一般提到的巴宰族分布區

域為：臺中神岡區的大社村、埔里鎮的愛蘭里和三義鄉的鯉魚潭村。 

然而歷史的流散遷徙及政權壓迫並沒有讓巴宰族人消失，除了持續有學者

投入巴宰族群研究外，也有族人嘗試從家族史、口述歷史、文獻研究等方法，

為自己的族群發聲，建構自己的歷史，如潘大和《平埔巴宰滄桑史》、潘稀祺

《巴宰王國－岸裡社潘家興衰史》、賴貫一《認識臺灣族群關係》與《臺灣土龍

傳奇》等書。另外在語言方面，賴貫一則透過收錄傳統歌謠及語言的過程，編

寫出 pazeh、kahabu 語等族語教學教材，另外還從臺灣歷史中不同時期的政權

建立與族群互動中，觀察權力變動和利益爭奪如何影響族群消長。潘紀揚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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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族運動推向國際，援引「聯合國原住民人權宣言」的精神，爭取巴宰族能

夠平等發聲的機會。 

在地社群的深耕是族群運動 重要的基礎，近年來分布在不同區域的巴宰

族人，為了復興自己的族群文化，分別成立了「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南

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和「苗栗巴宰族群協會」，期盼透過推動正名、恢復傳

統過年祭典、延續母語文化、推廣傳統工藝等目標，再興巴宰族群文化。 

 

第二節  巴宰族認定的重要條件:宗教與語言 

巴宰族於 1871 年開始接受基督教信仰，基督教透過醫療及教育進入了巴宰

族的聚居地，因為傳教需求，羅馬拼音受到廣泛的使用，巴宰語也受惠而有了

可以書寫自己族語的方式，教會除了是信仰中心，同時也是文化傳播中心及族

人的生活重心，每周固定的聚會將族人團聚在一起，巴宰族也就透過這樣的方

式，維持穩定的聚居情形。 

 

一、基督教與巴宰文化 

清同治年間（1862-1874），巴宰族人開始信奉基督教並建立教堂，於臺灣

整個原住民族中算是很早接觸並信仰基督教。豐原神岡區岸裡大社於同治 3 年

（1864）建立基督長老教會、埔里的愛蘭與大湳長老教會也於同一年成立、牛

眠山基督長老教會成立於同治 11 年（1872），至今在埔里的巴宰族七社中，這

三所教堂仍屹立不搖。愛蘭教會於民國 61 年舉行教會建立百年紀念儀式，當時

將愛蘭教會的教堂擴建，到今日該教會已有 144 年的歷史，難能可貴的是愛蘭

全村的巴宰族人至今大多仍信奉基督教。281870 至 1895 年間，可說是中部地區

長老教會的草創時期，當時傳教的範圍主要集中於大社、內社、烏牛欄、大

湳、牛眠等五間新創立的教會。回顧愛蘭教會成立的歷史，可以概略看出巴宰

族信奉基督教的過程以及族人和教會的互動關係。 

同治 10 年（1871）四月，烏牛欄社人潘開山武干29因打獵受傷，久久無法

痊癒，後來家人將他送至岸裡大社教會求救，當時大社人潘茅格曾到臺南長老

教會參加聚會聽過講道，認為那裡或許有辦法醫治他的傷手，因此勸其到臺南

長老教會醫院求醫。潘開山武干到臺南後，經過馬雅各醫師的治療而順利痊

                                                       
28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40。 
29 族名 Kaisan Buhkan（自己的名＋父名）。潘開山武干 1871 年的某一天，他上山打獵，不幸

被槍頭撞傷，傷勢嚴重！而到外地求醫，路經大社，在總通事潘閣恩住處住宿，經他介紹前往

臺南府城，請英國醫生(馬雅各醫生)診治，病癒得救。在治療中喜得道理，返回愛蘭從事傳福

音的工作，向親友及村民們宣傳福音，並擴及牛眠，守城份，大湳、白葉仔坑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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癒，在住院期間曾聽過李豹牧師講道，當下決定開始信奉基督教。經過五個月

的休養，九月病癒後立刻邀請李豹牧師至中部講道，當時的第一站就是岸裡大

社，李豹牧師的出現及佈道備受歡迎，後來進到埔里並住在潘開山武干的家。

這段故事曾載於馬偕牧師的《臺灣六記》中，是埔里巴宰社群建立基督教會的

開始。據說甘為霖牧師也在同一年到埔里傳教，他自己出資在烏牛欄建立了埔

里第一個長老教會，後來巴宰族人在傳教士的幫忙下陸續建立了烏牛欄的支會

大湳教會和牛眠教會。30從筆者的訪談中可以看到教會與整個社群的凝聚： 

我們巴宰族在以前接受了基督教的信仰，成立了各個聚落的教會，大

社、鯉魚潭、愛蘭，連同噶哈巫的大湳和牛眠教會等等。因為教會的關

係…，教會至少每個禮拜聚會一次，再加上平常的互動和周間的聚會，當

然就不止見面一次，所以凝聚力比其他的平埔族還要多和強，…。31 

基督教進入埔里建立教會後，在愛蘭臺地上的巴宰族人，生活更加緊密連

結在一起，教會就是聚落的核心，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會在教會通報，過去只

要有喜事，教會就會敲鐘；若是有喪事，教會就會敲鼓，而大家聽到這些聲音

就知道有事情發生了，整個臺地上的人都會放下手邊的工作到教會去幫忙。 

以前愛蘭教會是消息的傳播站，管理教會的執事收到消息後，喜事就

敲鐘，喪事就敲鼓。過去的人都很團結，只要發生事情，大家會馬上到教

會來，會互相幫忙，比如說需要紀錄的人就會有人來收訃，我因為有讀

書，我就會拿本子來紀錄，其他人就會分配做準備工作，辦桌需要桌子，

大家都會直接去每戶人家裡面拿，煮飯的器具大家也都從家裡帶出來，煮

飯都有固定的團隊，大家各司其職，自己的事就是大家的事，整個愛蘭人

是一體的。32 

從上述的內容來看，在過去的社會環境中，人與人互動頻繁，在地社群透

過教會連結在一起，巴宰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同時也接受了隨信仰而來的新

事物，如醫療、教育和外來資源等。 

潘開山武干帶著傳教士進到愛蘭之後，除了建立教堂，他的家族陸續奉獻

了愛蘭臺地上大片的土地給族人，從現在的埔里基督教醫院一直延伸到暨南國

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和愛蘭國小，還有愛蘭教會目前使用的土地也是他的家族

所奉獻的。33當時美國籍基督教宣教士孫理蓮看見醫療的需要，因此首先建立

了基督教山地中心診所，為埔里基督教醫院的前身，醫療團隊及服務進入埔里

之後，除了受傷及病痛可以得到及時的救助外，醫院的設立同時提供了工作機

會給當地的人，愛蘭臺地上有不少巴宰族人都曾在醫院工作，從下面的訪談內

                                                       
30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40。 
31 根據 2015 年 2 月 24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32 根據 2015 年 12 月 27 日對潘再賜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33 根據 2015 年 12 月 27 日對潘再賜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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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整理也可以看出醫院與巴宰族人之間密切的互動： 

我的爸爸在謝緯營地工作，那個是埔里基督教醫院的療養院。他很會

做饅頭包子，還很會做菜，他是在肺結核隔離區工作的廚師，他如果回家

都會帶一堆吃的，埔里基督教醫院以前有外援，所以都會帶很多進口的東

西，像是奶粉、罐頭之類的。我有印象，有一間房間裡有很多這些東西，

我都直接挖來吃，所以我們吃到一些不一樣的東西。國小三年級因為腎臟

病住院兩個月，吃的是特別餐，普通病房吃的就是一般的餐，用餐盤裝飯

和菜，我吃的是由另外一個營養部提供的餐點，每天早餐吃蛋、三明治、

奶油，那時候吃很好，三餐都吃很好34。 

以前思芳的爸爸都拖著兩輪的拖車到埔里基督教醫院拿廚餘，我都會

跟著去，廚房都會給我們饅頭，廚房是含笑伯母，裡面也大多是村中的

人，那些都是給院內病患吃或給小兒麻痺患者吃的。我的媽媽是醫院的護

士，她都會帶健素糖回來給我們吃，我小時候吃很多35。 

另一方面，基督教也帶來了羅馬拼音，在教會開課教學，讓沒有讀過書的

巴宰族人有機會習得閱讀與書寫的能力，擁有這樣的能力之後，除了在教會閱

讀聖經和唱聖詩時可以使用，也開始能主動透過閱讀來學習。由筆者整理的訪

談內容可以看出基督教影響族人生活的軌跡： 

因為教會的關係讓我們的母語可以記錄下來，特別是白話字（羅馬拼

音），我們過去小時候都有學習，所以母語基本上都可以記載下來，…，

所以今天我們的語言就能夠這樣保存下來，可以說文化跟宗教信仰息息相

關，是一體兩面的，這是語言的部分36。 

 在外來資源方面，因為外國傳教士的到來，巴宰族人在這段期間常常得到

許多糧食補充品，另外，由於常和外國傳教士互動，巴宰族人開始接觸到不同

的文化，因此對於新事物的學習和文化的接受度較高。在日治時期開始接受國

小教育的時候，巴宰族人普遍都入學接受教育，受教的人數在當時是埔里 高

的。藉由報導人的訪談內容，我們能了解過去住在埔里的巴宰族人在當時生活

中經歷新事物的心得與體驗： 

以前會有傳福音的外國人，他們會到我們南村里，那時候在四伯公家

放電影，我都還記得，以前比較有這個，晚上放電影，會唱歌唱來信耶

穌，我還有印象大家來拿奶粉。所以外國人有來，都會有這些，以前看電

影不容易，就用布掛著，機器投影就看了37。 

                                                       
34 根據 2016 年 1 月 17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35 根據 2016 年 1 月 17 日對潘淑慈女士訪談資料整理。 
36 根據 2015 年 2 月 24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37 根據 2016 年 1 月 17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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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上所述，基督教進入巴宰族的社群，將不同的資源帶到聚落中，用醫療

改善了大家的身體健康、用教會活動讓整個聚落互動頻繁，而巴宰族語也在這

樣充滿活力的環境中得以保存下來。此外，宗教信仰更是凝聚了所有族人，透

過教會讓巴宰族人有合一的精神，整個教會的會友都是一家人，因此當大家有

需要的時候，每個人都會伸出援手，提供其他人所需的幫助，教會讓愛蘭人非

常團結，透過信仰與生活網絡，建立起強烈的情感連結與民族意識。共同的歷

史經驗讓巴宰族人與其他不同身分或不同信仰的他者，有著明顯的族群邊界，

巴宰族人藉由教會的凝聚力，保存了文化；透過教會所教導的羅馬拼音，留下

了文字紀錄更保存了語言；運用教會所唱的詩歌，留下了歌謠。因此筆者認

為，基督教與巴宰族互為表裡，相輔相成且缺一不可，在愛蘭巴宰族人的心

裡，生活即是宗教，宗教即是生活，兩者緊密相連。 

 

二、瀕危但仍有活力的語言 

根據日本時代《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的記載，僅剩居住在鯉魚

潭、大社、埔里的巴宰族在家庭中仍使用巴宰族的語言溝通。然而，現今只剩

下少數老人會說較為流利的巴宰語，族人大多已轉用 holo 語和華語。38 

綜觀巴宰族人的文化振興歷程，教會一直都扮演重要的規劃者與參與者，

我們也可以說，巴宰族人的任何一項事務都與教會緊密連結，基督教會提供巴

宰族保存文化的環境，因此雖然巴宰族的文化面臨種種即將消失的挑戰，但教

會生活將巴宰族人凝聚在一起，當人聚集在一起時就形塑了文化、也保存了文

化，在教會聖歌中的歌詞甚至還隱藏著巴宰族的傳統歌謠和語言。39下面筆者

將討論在語言當中時常出現的另一種形式，也就是巴宰族的歌謠。 

 

（一）傳統歌謠保存 

在傳統歌謠與歌謠改編的保存中，巴宰族可說是不遺餘力。2010 年屆逢鯉

魚潭教會設立 130 周年，邵信慧40將巴宰族的歌謠一一採集、編曲或以改編的

方式重新詮釋，並且在當時的 130 周年感恩禮拜中讓族人演唱屬於自己的歌

謠，當耳中再次浮現熟悉的旋律，不僅讓彷彿滅絕的巴宰語重現，更讓一向被

認為銷聲匿跡的巴宰族人活了過來，聽見族人用自己的語言唱出自己的歌，不

僅感動了所有參與的族人，更讓在場每一個族人的民族自信心油然而生。雖邵

信慧本身不是巴宰族人，她認為自己只是盡棉薄之力，但是這件事情對巴宰族

                                                       
38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22-23。 
39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46。 
40  鯉魚潭教會第二任牧師陳立德的太太，於 2001 年進行巴宰族傳統音樂採集與紀錄，並收入

於《臺灣基督長老教會鯉魚潭教會 設教一百三十周年紀念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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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重大且帶來深遠的影響。41 

80 年代初期，平埔族在臺灣民主社會的地位有了極大的轉變，在臺灣原住

民運動與國際原住民族運動思潮的影響下，巴宰族於 90 年代初也開始積極尋找

民族的定位。基督教長老教會百年來維繫著巴宰族的命脈，長期以來透過教會

進行宗教、文化及語言的交流活動，透過各自成立社團法人的形式，自 1999 年

至今，每年固定於 11-12 月間聚集分布於各地區的巴宰族人，藉由恢復舉辦過

年儀式復興傳統文化祭典並重建巴宰族人的民族認同。現今的巴宰族人，以教

會、社區發展協會、或以巴宰族的名義成立各樣的協會組織，蘭僑組織42也是

其中一種，這些代表巴宰族的團體為深化民族認同意識，每年舉辦文化祭典

如：牽田、走鏢等活動，在這些每年定期舉辦的活動中，一定能看見歌謠的呈

現，因為巴宰族的歌謠為文化存中的重要項目。43 

為深入了解歌謠的呈現形式及類型，筆者從每年編印的活動資料如：教會

活動的周年紀念特刊及舉辦牽田、走鏢的新年活動手冊中搜尋有關巴宰族的歌

謠作為分析基礎，將歷年重複出現的歌謠一併收錄總計共有 80 首。從蒐集來的

巴宰族歌謠中可見三種類型：由傳統歌謠改編的聖歌、巴宰族傳統歌謠，以及

族語聖歌，扣除掉重複的部分，從傳統歌謠改編的聖歌計 17 首、巴宰族的傳統

歌謠計 14 首、族語聖歌計 10 首，參見表 1-4： 

表 1-4 巴宰族歌謠的類型 

歌謠類型 說明 改編型式 歌謠取名 

傳統歌謠

改編的聖

歌 

以巴宰族歌謠與旋律、曲調

等為譜曲基礎而改編；曲名

與歌詞方面，則採借聖經內

容。 

依 傳統歌謠 

全曲移用改編

1.tau-tau-koa 

2.ina ina 上帝百姓在曠野 

3.家拿婚宴 

 依 旋律改編 4.上帝百姓在曠野 

5.至尊上帝至仁愛 

6.感謝上帝至大恩典 

7.歡喜 

8.咱人自己詳細問 

9.上帝創造天與地 

10.上帝自然至尊無對 

11.耶穌尊名入我耳 

12.今咱大家來吟詩 

13.看嬰兒在馬槽內 

                                                       
41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46。 
42 從愛蘭原鄉遷居到外地的人，通稱為蘭僑，於北、中、南都設有蘭僑組織。 
43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2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巴宰族的民族認定運動 

30 
 

14.祈禱 

 依 曲調改編 15.上帝慈悲無窮無盡 

16.透到天堂永活所在 

17.耶穌設譬喻 

傳統歌謠 該民族世代傳承下來的歌

謠。 

1.tau-tau-koa 原譜 

2.ina ina 

3.ayan 

4.賞花歌 

5.蟬 

6.過年的 ayan 

7.auan ma joak 走鏢 

8.ayan a-la way 過年請客 

9.kahabu songs 四庄歌集 飲酒歌 

10.阿嬤在家看孫子 

11.甲夏撫生活紀念歌 

12.根的追尋 ai-ian-no 

13.a-la-wyi 

14.紀念祖先 

族語聖歌 將既有的聖歌，翻譯成族語

的聖歌。 

1.天父恩典真正大 

2.巴宰族數數歌 

3.兄弟姊妹相愛 

4.甲夏撫生活紀念歌 

5.看嬰兒在在馬槽內 

6.耶穌原本是上帝 

7.馬槽之嬰孩 

8.感謝你主耶穌 

9.聖誕夜 

10.誰來忠信信徒 

引用自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28-29。 

從上表看來，巴宰族歌謠類型中數量 多的是由傳統歌謠改編的聖歌，其

次是巴宰族的傳統歌謠， 後是族語聖歌，從各類型歌謠中發現，巴宰族歌謠

與聖歌、聖經的關係相當密切，因此可以合理推論，巴宰族的傳統歌謠在教會

找到了庇護所，對巴宰族來說，自己的族語也藉由傳統歌謠的保存在無形中被

紀錄下來。44 

筆者認為 1999 年之後巴宰族開始積極地進行文化和語言的復振，根據上述

                                                       
44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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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可以得到兩個重點：第一是這些翻譯、創作的歌謠和聖歌大多是 2002-

2004 年間的作品，是受到民族認定運動推動的影響所產生的，因此巴宰族語創

作與民族認定運動可能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第二是巴宰語雖然還在努力復振，

但是在這段時間熟悉族語使用的創作者可以有這樣的新作品來看，筆者認為這

再次證明了巴宰語仍然是有活力的。 

 

（二）語言教學在教會 

在語言教學的部分，因巴宰族缺乏原住民族身分，亦無意識到在學校可以

實施語言教學，因此教會成為推動族語教學 大的力量，其中 具代表性的兩

個教會分別為埔里的愛蘭長老教會和三義的鯉魚潭長老教會。 

愛蘭教會所推動的族語教學依年齡分為兩班，青少年參加初級班，成人則

參加進階班。負責推動的潘英寬指出，愛蘭教會的族語教學從 1999 年開始進

行，於每周日的主日學之後進行，青少年約有 40 人，區分成為國小中年級、國

小高年級和國中三組，依其語言程度進行教學，以羅馬拼音符號教起，再搭配

九階巴宰語教材。於暑假期間更特別開設加強班，每兩周上課一次，一次四天

（周一到周四的上午），參與人數約有 50-60 人；成人班約有 20 人，均為 50-70

歲的長者，上課的教材為九階巴宰語教材。至於族語能力方面，據潘英寬推

算，愛蘭地區族語使用較為流利的約有 10 人、能聽講一點族語，能力較普通的

也約有 10 人，三年前巴宰族的青少年幾乎完全無法使用族語對談，不過近幾年

由於族語教學的推動，青少年已開始接觸族語，看得出語言推動的成效。45  

負責推動鯉魚潭教會族語教學的潘大州指出，從 2003 年開始在教會推動族

語教學，隨著九階族語課本的編寫而開始，上課所使用的族語教材也是九階的

巴宰族語課本，一樣分為青少年和成人兩班，利用每周六及周日的聚會時間進

行，周六為青少年班，參加人數約有 15 人；周日為成人班，參加人數約有 30

人。在族語能力方面，鯉魚潭地區已無人能流利的掌握族語，能聽講一點族語

的有 8 個長者，而青少年則完全無法掌握族語。無論成人或青少年，在學習族

語時都從單詞學起，希望能透過對每個字的認識了解族語也明白巴宰語的文化

內涵，並透過在一起多加練習凝聚族人的向心力。46 

巴宰族的語言教學至今仍在這兩個地方進行，但是兩個地區在推廣語言的

工作上都還有努力的空間，以愛蘭教會的語言教學為例，遇到的困難為學員變

動性高且學習意願也普遍不高，就成年人的學習情形來看，出席相對穩定但成

果有限；青少年雖學習力強，但是沒能提供他們持續使用族語的環境，當年紀

稍長出外就學後就會停止學習，即便經過長期的教學與推廣，於日常生活中使

                                                       
45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22-23。 
46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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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機會仍趨近於零。縱使如此，巴宰族從進行文化復振開始到今日，也從未

放棄能在教會教導族語的機會。 

 綜觀傳統歌謠的保存與語言教學在教會這兩項內容，筆者認為教會就是巴

宰族語言的 佳守護者，從傳統歌謠的保存與傳唱，到語言紀錄與教學，兩者

都與教會緊密連結。對今日的巴宰族而言，教會幾乎為生活及文化傳承的核

心，不論是語言保存和教學及基督教的信仰，這些都是巴宰族成為民族的要

素，並且至今仍保有文化的活力，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巴宰族可以成為一個民族

的重要條件。 

 

第三節 巴宰族在「正名運動」中的定位 

本節欲討論巴宰族在當代民族認定中的位置，第一部分筆者從大範圍著

手，從原住民的「正名運動47」開始，到原住民的身分認定與民族認定的過

程，透過這些來討論一個民族應具備哪些條件才能被國家認定為「原住民」。下

一部分關注的是平埔族在原住民運動中的歷史，看平埔族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

中找回自己的認同，並開始要求身分認定。 後一部分筆者將試著討論與分析

巴宰族，巴宰族仍然擁有自己的認同，且在語言上仍有明確的界線，若將用在

官定原住民的民族認定標準也套用在巴宰族，巴宰族是否能成為官定原住民中

的一員。 

一、 原住民族的「正名運動」 

正名運動是包含在原住民運動（簡稱原運）之中，原運的兩個核心就是

「正名」和「自治」，對於原住民族政治、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傳統土地權

的要求，以及對自我文化、族群再認同的運動。從 1983 年《高山青》雜誌、

1984 年「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原住民」取代「山胞」開始逐漸展現其主

體意識，在一連串憲法改革運動、還我土地運動的努力後，逐步走向「正名」

和「自治」的目標。 

由「高砂」到「山胞」，直到 1994 年第三次憲法修改將「山胞」改為「原

住民」，1997 年於第四次憲法修改案時以更重視集體群的「原住民族」取代

「原住民」，正名後隨之而來的是原住民族身分所帶來的個人權利，定義哪些族

群為「原住民族」，就成為一件重要的事。政府依據日治時期留下的戶籍資料來

判斷誰是原住民族，資料中登記的種族別和居住的地區為較能判斷的指標，因

                                                       
47 正名運動字面上的意思是希望得到正確的名稱，對原來擁有原住民身分的人來說，這樣的用

法很明確，但是「正名運動」這個名詞因為被社會廣為使用而容易造成誤用，現在一般所討論

的「正名運動」其實原本被稱作「民族認定運動」。本節為了突顯巴宰族欲求得認同的渴望，因

此使用「正名運動」這個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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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過去的人往往群聚在一起，當某一群人的語言和生活習慣和其他地方不同

時，可以明顯看出族群的分野，每一個族群之間也就有了清楚的界線。 

（一）「原住民」的名稱 

臺灣開始對原住民族進行民族學意義上的民族分類，是從日本時代開始。

在多種不同的說法中，以 1928 年成立的臺灣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其於

1935 年出版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所做的九族分類 具影響性，後

來成了臺灣進入國民政府時代對原住民分類的重要參考。481954 年 3 月 14 日，

內政部核定原住民九族名稱，這是由臺灣省文獻會根據原住民族歷史、文化、

血緣等因素而擬定並報請臺灣省政府後，再報內政部核定，這九族如下：泰

雅、賽夏、布農、曹、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49但是事實上，在日

本時代到國民政府時代的學界間、原住民內部或官方裡，對於原住民民族分類

與名稱使用，就一直有爭議，如邵族是否是單一個民族、「曹族」與「鄒族」之

名稱爭議，以及較晚期雅美族與達悟族名稱的疑義等。近來因為政治民主化、

社會多元化和原住民族自覺意識的提升，以及學界研究的深化，官方也開始重

新思考正名或定位原住民各民族。 

長期以來，外來者與臺灣原住民族接觸，曾經以許多不同的方式來稱呼原

住民族，比如清朝時期，稱原住民為「番」，其中服政府之教化者稱為「熟

番」，未服教化者稱為「生番」；日治時期，稱原住民為「蕃」或「高砂」；國民

政府時期，則稱為「山胞」，並依其第一次設籍登記時之居住區域，居住於 30

個山地鄉者為「山地山胞」，30 個山地鄉以外者為「平地山胞」，法令、公文書

及社會通行用語，都以「山胞」來稱呼原住民。由於「山胞」帶有濃厚的歧視

內涵，並且是被污名化的符號，因此，採用「原住民族」此一嶄新的稱呼作為

自我認同及擺脫污名的起點，進而爭取原住民族應有的權利，遂成為臺灣原住

民族運動的核心主題。原住民族運動一開始，即提出「正名」的訴求，1984 年

成立的第一個原住民族運動團體即以「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為名，開啟長

達 11 年的原住民「正名運動」。之後，原住民「正名運動」除了恢復原住民的

傳統姓名之外，恢復部落山川傳統名稱，則是現在仍在進行中的內容範疇。上

述幾波正名運動，表達的是臺灣原住民族建立主體性、追求自我認同，並確立

原住民族在臺灣之地位的努力。50 

 

                                                       
48  余明德，〈民族的認定與振興—以臺灣原住民為例〉，《臺灣平埔族》， 
南投：臺灣打里摺文化協會，2003，頁 137-164。 
49  陳茂泰，《臺灣原住民族族群與分布之研究》，臺北：內政部委託研究，1994，頁 20。 
50  楊政賢，〈正名運動〉，取自

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id=2844&keyword=%A5%BF%A6W%B9B%B0%CA
（檢索日期：20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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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族的身分認定到民族認定 

「身分認定」與「民族認定」是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身分認定」是指官

方（或國家）對個人是否具有「民族的」屬性檢定工作。51這樣的認定工作自

國民政府來臺以後實施迄今已逾半世紀，原住民身分雖然是指個人，但仍然是

依附在民族屬性的基礎上，「民族的」性質裡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一個是血緣，

一個是語言。一般人容易混淆血緣與語言的輕重，對血緣有執迷，對語言有迷

惑，這層「血」與「舌」的迷瘴，是了解原住民身分認定的 大困難。52  

「民族認定」是指官方（或國家）對群體是否具有民族位階屬性的檢定工

作，這屬於集體的權利與利益範疇，因此要用「民族權」的概念運作，方能得

到法律的保護。簡單來說「身分認定」討論的是個人權；「民族認定」則討論集

體權，一個有民族身分的人，必然是原住民各族內某一民族的成員，不會有

「只屬於原住民」但「不屬於某一民族」的情況出現，這是雙重歸屬，所以原

住民「身分認定」與「民族認定」的工作理應是同時完成的。53根據《原住民

的民族認定》書中提到的「抽屜理論」54來看，構成民族的要件裡，在表體裡

的語言、宗教、民俗、物質，都是不容忽視的項目，不過普遍受到重視的，是

在表體之外與載體連接的血緣，載體當然應予以優先考慮，但是在載體未能獨

自建立國家而被納入大社會時，表體仍然成為民族辨認的主要標的。因此一個

民族成立的標準，一般來說 重要的是語言，其次是宗教，因為民族內的語言

和宗教不屬於個人而是一種集體意識，用個人的力量無法劃分。 

 

圖 1-4 「抽屜理論」民族的實體與虛體的衘疊 

                                                       
51 林修澈，《原住民身分認定的研究》，臺北：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999，頁 27。 
52 林修澈，《原住民身分認定的研究》，頁 231。 
53 林修澈，《原住民身分認定的研究》，頁 27。 
54 林修澈，《原住民的民族認定》，臺北：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1，頁 4-6。整個抽屜由黃

紅綠三種顏色組成。黃色的部分叫做「民族的表體」，按照重要性，依序有：語言、宗教、民

俗。綠色部分為「民族的載體」，按照重要性，依序有：社會、政治、經濟。載體與表體靠紅色

的「血緣」連結在一起，「血緣」非表體也非載體，為第三體。民族以此三部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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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民族國家的環境中，才能成為某個「民族」，這也是國家為了面對少數

民族的特殊性而做的分類措施，在「民族=國家」的情況下，不會產生民族身分

的問題（單民族國家）；在「民族＜國家」的情況下，則產生民族身分認定的問

題（多民族國家內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如果聚居在較為區隔的空間，身分認

定不易引起問題，但在混居的情況下，隨著物質文化、民俗、宗教、語言的流

失，民族性逐步減弱，會使民族界線逐漸消失，個人會對民族身分採取隱藏、

隱瞞或是遺忘的方式逐步嵌入強勢民族裡，若涉及通婚，民族身分的 後依據

便會產生爭議，以下是看待血緣關係的兩種方式： 

（一）血緣是家族的基礎，家的穩定端賴血緣相承，家族邊界清清楚楚。若把

家族「以血穩家」的情勢擴大到民族，民族邊界便不相混淆。 

（二）外婚制是家族傳承運作的法則，家族的繼承是擇一計算（父系或母系或

雙系長嗣），於是家族的血液每經歷一次「結婚─生育」便會流出一半的

本血，又流入一半外血。因此，把家族擴大為民族，反而使民族邊界變

得模糊。 

由上述兩種方式我們可以得知，血緣在衡量民族要件裡雖重要，但有時會

出現疑慮，我們可以從構成民族的語言、宗教、民俗及物質來看哪些是 關鍵

的因素，就形式來看，在距離遙遠的兩個民族間（如越南人和德意志人）各要

件（語言、宗教、民俗、物質）均迴異；在相近的兩個民族間（法蘭西人和義

大利人），各要件諸如宗教、民俗、物質等均相近，但語言不同仍使兩個文化有

極大的差異，這邊可以看出語言的重要性。宗教深深影響各民族的生活方式，

但整個民族同時改宗又是經常而普遍的現象，如臺灣原住民在短短半世紀內絕

大多數改宗基督教（包括基督新教及天主教）、小部分（卑南族、賽夏族）改宗

民間信仰，當然傳統宗教並沒有全面根絕，但也沒有成為生活的主流。民俗往

往受到宗教影響，一旦宗教信仰全面改變，民俗的內涵與保存更是艱辛，物質

與語言、宗教、民俗相比是 容易改變的，全球化帶來的現代化已成為難以抵

擋的趨勢，因此當我們在分辨民族邊界的時候，宗教、民俗與物質無法成為優

先考量一個民族的選項，雖說每個有差異的項目都應該討論，但在眾多項目之

中到底哪些是應該優先探討的？綜上所述，載體的血緣及表體 重要的語言

（血與舌）應當成為 後考慮的要項。55 

另外有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與現今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同屬南島語系的

平埔族群，在原住民族經歷這些轉換的過程當中消失了，這群人並沒有包括在

政府認定的大框架中，筆者將於下一部份討論。 

                                                       
55 林修澈，《原住民的民族認定》，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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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埔族的「正名運動」 

（一）平埔族的認同運動 

1895 年臺灣割日後，殖民政府為了有效治理臺灣，花費許多人力、物力，

對臺灣南島民族從事民族學、體質人類學等領域的調查與研究，「族群」概念的

引進與實際操作上的分類，大致成形於日據初期的調查研究者，由伊能嘉矩、

粟野傳之丞首開其端，在大分類上延續清代的「高山」、「平埔」兩個範疇，其

下劃出將近二十支族群。 

  平埔族群的分類，各派學者皆持不同看法，不過大致上可分為：噶瑪蘭

（Kavalan）、凱達格蘭（Ketagalan）、道卡斯（Taokas）、巴宰（Pazeh，包含噶

哈巫 kaxabu）、拍瀑拉（Papora）、巴布薩（Babuza）、洪雅（Hoanya）、西拉雅

（Siraya，包含大武壟 Taivuan）、馬卡道（Makatau）。56筆者整理過去各族群分

布地區（不包括遷徙後的居住地）如下表： 

表 1-5 平埔族概略分布 

族名 地區 

噶瑪蘭（Kavalan） 分布在蘭陽平原 

凱達格蘭（Ketagalan） 分布在基隆、臺北、桃園一帶 

道卡斯（Taokas） 分布在新竹到臺中大甲的沿海與河谷平原 

巴宰（Pazeh，包含噶哈巫 kaxabu） 分布在大安溪以南至臺中盆地北部 

拍瀑拉（Papora） 分布在臺中大肚、清水沿海一帶 

巴布薩（Babuza） 分布在臺中盆地南半部道彰化平原 

洪雅（Hoanya） 分布在彰化、雲林、嘉義一帶，但以嘉義地區為主 

西拉雅（Siraya，包含大武壟

Taivuan） 

分布在臺南以南地區 

馬卡道（Makatau） 分布在高雄、屏東平原一帶 

 

因地緣關係，當臺灣浮現於世界歷史的舞臺後，平埔族群不管在政治、經

濟、語言或文化上，第一個受到外來人群在各方面力量的衝擊。從歷史發展過

程中可以得知，今日我們所稱的平埔族與高山族，都是臺灣的原住民族。17 世

紀漢人開始移入定居之前，臺灣本島上原本的住民就是南島民族，一部分在臺

灣本島居住的南島民族在 17 世紀遭到荷蘭征服，因而開始與同樣受到荷蘭統治

而移民的漢人有所接觸，這些民族的後裔後來被屬於漢族的鄭氏政權接手統

治，接著被承襲漢族文化的清朝統治 212 年，這群人就是現在所稱的「平埔

                                                       
56 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平埔族與南島語族簡介〉，取自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A9E092C6104ACAD5（檢索日期：201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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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或以部分被漢化的「熟番」為表徵。 

19 世紀末在臺灣人口佔絕對多數的漢人與新來的日本殖民政權，稱平埔族

為「熟番」；而稱呼在臺灣的南島民族中較少。受到漢族文化影響者為「生

番」、「番人」或「高砂族」，並於戰後初期轉為「高山族」一詞。在戰後的中華

民國法制下，高山族原住民又以居住於「山地鄉」（原日治時期的蕃地特別行政

區）或「平地鄉」（原日治時期的普通行政區），區分為「山地山胞」或「平地

山胞」。於 1990 年代，高山族原住民族才能自主選擇於今日國家法所接納的

「原住民族」稱呼，意旨「在今作為主流民族的漢族移入之前原本即居住於臺

灣的民族」（故不同於「少數民族」的概念），不過國家法上仍對原住民族維持

「山地」、「平地」之別，另外原本被稱作「熟番」如今稱為平埔族的這群人，

在民族屬性上亦為原本即居住於臺灣的民族，理應也要在「原住民族」的範疇

之中。 

但是在歷史與文化如此清楚的脈絡下，原住民委員會（下稱原民會）目前

在官方網站上「平埔族及南島民族簡介」中的解釋如下：「臺灣原住民族屬於南

島語系，在人種上屬於馬來人。……臺灣是南島語族分布的 北端，居住在臺

灣的南島語系民族，可分為原住民族與平埔族。……」57，網站中特別將同屬

南島民族的原住民族與平埔族區分開來，若按照歷史脈絡來看，兩者都應屬臺

灣的「原住民」，但是在主管原住民事務的官方網站，卻將平埔族與原住民族分

開，因此從這裡可以了解原民會對平埔族的態度，其實仍是切割處理的。 

大多數平埔族人之所以不具法定原住民身分，是因為在 1956-1963 年間未

登記為平地山胞，因此這些人被排除在外。在部分對平埔族爭取身分持反對意

見的官定原住民的觀點裡，認為平埔族群過去為擺脫汙名拋棄身分，現在看到

原住民族興起，且原住民身分能享有資源，平埔族人才紛紛出現爭取，因此對

平埔族恢復身分的動機產生質疑。根據筆者口訪資料顯示，這過程確實有許多

誤解，目前在第一線推動平埔族認同運動的族人，追求的並不是優惠政策或隨

身分認定而來的資源，大家首要追求的是平埔族各族到底是不是「一個民

族」， 關注的是民族認同的問題。 

平埔族群真的拋棄了身分、忘記自己了嗎？筆者認為在日治時期，這個答

案是否定的。在詹素娟〈熟番身分論-以日治時期的身分登錄為中心〉中提到，

1930 年代曾發起過一次熟番的「正名運動」，當時熟番雖然與漢人混居，但仍

擁有清楚的群體意識，自知不是「漢人」，也自覺不同於「番仔」，這個介於兩

者之間、又不屬於任何一者的我群意識，使他們試圖自我命名─以「東寧王

國」一稱為緣起的「東寧族」。從這裡我們可以意識到至少在日治中後期，當時

的「熟番」還是遊走在「番」、「人」之間，既與兩者親近類似，卻又也同時被

                                                       
57 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平埔族與南島語族簡介〉，取自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49744114ECE41D1F（檢索日期：2016/5/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巴宰族的民族認定運動 

38 
 

兩方排擠、視為非我族類的群體。這段敘述呈現了那個時期熟番的處境，其與

他者之間仍然有清楚的界線，並且都還有明確的自我意識。58 

高砂族在戰後初期稱為高山族，後來又改稱為山地同胞，而這個分類中本

來就不包含平埔族，因此山胞的身分認定其實應該不存在排除平埔族群的問

題，反倒是政府曾經開放補登記，為什麼大多數平埔族人沒有保握機會完成登

記呢？若按照現在持放棄論的觀點，認為是平埔族人不願意當番，所以藏身在

漢人之中不願意登記為山胞。但是，這樣的說法並沒辦法解釋，為什麼在 1956

年 9 月時還有兩萬多人在無預設選項的狀況下回答自己是平埔族，但是到了

1957-1963 年，西部只有魚池、水里、車城、滿州等 4 鄉有明顯跡象顯示平埔族

人集體登記為平地山胞，大約 1300 人左右，相較於 1956 年的調查，在人數上

實在不成比例。59 

葉高華在〈排除？還是放棄？平埔族與山胞身分認定〉中提出可能原因

是：國民政府給予平埔族人加入平地山胞的機會，但這些訊息沒有傳達給大多

數的平埔族人，因此如前述，當政府解釋平埔族可登記為平地山胞時，登記時

間早已結束了。等到省政府公告補登記時，並未追認先前的解釋令，更未明文

准予平埔族人登記為平地山胞。更重要的是，即使平埔族人得知訊息而未前往

登記，並不表示他們就失去原住民的認同。既然「山胞」這個人群分類是指日

本時代的高砂族，平埔族人不願意登記為山胞，只能說他們不認為自己是高砂

族，而不能說他們失去了平埔族的認同。在平地山胞身分認定前夕，還有兩萬

多人在無預設選項的狀況下回答自己是平埔族，這個就是 清楚的證明。 

雖然 1950 年代的山胞身分認定不存在排除平埔族群的問題，但當時政策完

全以山胞認定結果作為原住民身分的依據，所以導致了平埔族人被剝奪原住民

族身分的事實，延續至今。這套框架 初只是用來劃分出租稅減免、升學優

惠、選舉保障等特殊權益的界線，但行政上的方便措施不該成為劃分原住民界

線的唯一依據。 

若從平埔族群的內部觀點來看，他們認為過去是因為同化政策和社會壓力

才沒有去登記身分，但是平埔族群卻因為這樣的歷史因素，喪失了原本應該被

認定的原住民身分。從1993年平埔族群第一次出現在原運開始，就以「恢復自

己的身分」為主要訴求，那時這群沒有登記的平埔族人後裔開始反思，或許過

去父祖輩想要隱藏身分，是由於當時社會歧視等種種情況造成，在那樣的時空

背景下，只能選擇噤聲或拋棄身分，甚至很多人其實根本都沒有收到要登記身

分的通知。 

                                                       
58  詹素娟，〈熟番身分論─以日治時期的身分登錄為中心〉，發表於中研院民族所主辦之 「文化

創造與社會實踐」研討會，2008，頁 1-3。 
59  葉高華，〈排除？還是放棄？平埔族與山胞身分認定〉，《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第 3 期，

2013，頁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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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8年政府發一個文給各縣市政府，發文是針對我們平埔族，你的

戶籍資料記載是「熟」的話，如果你要恢復成原住民，你要到當地的行政

機關去登記。這個是對我們平埔族，但是對山地原住民，沒有發公文給他

們，是到他們家裡去訪問，直接幫他們辦理，這個出發點就不公平、有瑕

疵。為什麼平埔族裡面的戶籍資料有寫「熟」，政府的資料裡有，為什麼

不比照高山的辦理？政府說有發公文，只是沒有通知而已。我說同樣的事

情，高山的就到家裡訪問，直接幫忙辦理，對我們這些平埔的，你只發公

文。60 

為什麼我們不能成為原住民，原民會的回覆是在民國 45、46、48、52

年都有辦補登記，恢復正名申請，可是當時我們只是小孩而已，我們都不

知情，很多現在的原住民，都有身分，他們都住在深山，當時如果不是戶

政到他們那裡辦，通知他們可以正名，族名可以全部回歸，不然他們住這

麼深山怎麼可能都辦理完全，只有我們平埔族沒有，原民法第八條也有提

到，如果沒有原住民身分，是因某種原因，要恢復可以來辦理，我就依照

第八條的內容寫陳情書，但是原民會否決，表示這條文不是針對我們平埔

族，是針對原來是原住民還沒有原住民身分，才可以補登記，恢復他們的

身分。61 

其實我們最大的阻礙，就是在民國 45, 46 年登記原住民的時候，他們

是以這個點出發，說我們當時候為什麼不登記，可是我們當時怎麼會知道

這件事情，戶政沒有來通知這件事，但是他（原民會）就抓這個點。這難

道不能重新辦理嗎？為什麼這樣把我們否定，這個可以重新登記阿。62 

現在的社會狀況已經不同，過去這群推動者還小，所以沒有機會選擇，但

是現在有機會做出改變，因此對外大方表明自己的身分並提出訴求：「我們記

得我們祖先的樣子，我們希望能將文化保留下來」，這群推動者推動認同運動的

過程也間接影響了周遭的人，到今日還持續發酵。 

此外，平埔各族人發起的恢復身分運動其實不應該被稱作「正名運動」，過

去是因為跟著原運人士一起，所以跟著用正名二字，但是當年原住民族已經擁

有被認應的山胞身分，而這是平埔族群未曾有過的，所以平埔族群應該要先透

過「民族認定」取得身分。平埔族人加入原運， 主要是因為認同自己及那段

沒有身分的歷史，所以下面筆者將談平埔族群如何從認同運動開始要求民族身

分進而推動平埔族的民族認定。 

 

                                                       
60 根據 2014 年 8 月 22 日對潘大洲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61 根據 2015 年 2 月 24 日對潘文輝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62 根據 2015 年 2 月 24 日對潘春貴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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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求民族身分 

當看到其他原住民族如雨後春筍般認定成功後，平埔各族的內部出現了效

應，彷彿見到能成為一個民族的曙光，於是平埔各族群開始積極向政府要求身

分認定，平埔各族所期待的正名運動是在成為政府正式承認的「原住民族」框

架底下推動屬於平埔各族的民族認定。平埔族群要求民族認定及恢復身分，主

要是因為整個社會風氣改變，原住民不再像過去受到嚴重歧視，基於對自己身

分與文化的認同，平埔族內部產生許多反思，同樣都是臺灣原住民，為什麼平

埔族不被政府承認？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平埔族群中幾位先行者，都回過頭去找自己的祖先

與歷史，平埔族群在推動族群認同運動時，除了要喚回族人的自我認同， 終

訴求為自己的族群身分受到政府及社會的認同，此外，還要面對社會大眾對平

埔族亟欲恢復身分的疑慮。即便平埔群族目前在文化、環境及語言趨於淡化，

但是身為臺灣原住民的身分，也不應該被剝奪。 

我們本來就是原住民，這個身分一定要堅持要爭取恢復，但是先不要

考慮福利的問題。……我們自己要努力，讓母語很流利，如果文化沒有保

存，就算給你福利，你沒有文化，那有什麼意義？63 

    上面是潘大洲先生的口談資料，外界常會將平埔族的民族認定與利益問題

一併討論，這的確是平埔族群必須面對的議題，每個族人對於身分認定的期待

或多或少會有些不同，但有一件事情是相當明確的，爭取失去的原住民身分的

同時，平埔族應該努力保存的是已經淡化的文化和語言，若將利益和給原住民

的優惠政策放在前頭，將捨本逐末，也違反推動平埔族群民族認定的初衷。 

1984 年 12 月 29 日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於馬偕醫院成立，並特別

將平埔族群納入其中。1990 年代的運動啟蒙階段，平埔各族都還是以「平埔

族」這個泛稱上街頭，那時開始的正名運動都是結合各族的力量共同推動，如

已經成為官方認定的第 11 個原住民族—噶瑪蘭族，在 1990 年代初期的運動中

也是打著「平埔族」的旗幟，後來才獨立以「噶瑪蘭復名運動」來做主體的訴

求。1993 年臺灣原住民運動中「反侵占、爭生存、還我土地」的遊行及 1994

年的「爭取『正名權、土地權、自治權』」入憲大遊行的隊伍中，平埔族人現身

參與其中，開啟平埔運動新的一頁。64自此從 1993 年至 2016 年期間，平埔族

群開始參與在各項運動當中，並由一開始的泛平埔運動，慢慢轉變到各族（巴

宰族〔2006〕、西拉雅族〔2007〕…等，向原民會申請民族認定）的正名運動。 

 

                                                       
63 根據 2014 年 8 月 22 日對潘大洲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64 段洪坤，《當代平埔原住民族運動研究（1933-2012）：以臺南西拉雅族為例》（南投：暨南大

學人類所碩士論文，2013 年），頁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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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1993 年平埔族出現在第三次還我土地運動遊行隊伍中 

（翻拍自《臺灣原住民史料彙編》，頁 878。） 

2010 年 5 月 6 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OHCHR，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特別調查報告員詹姆斯．安奈亞

（James Anaya）以正式簽名回函，表示聯合國已受理臺灣平埔權益促進會理事

長潘紀揚（巴宰族）的控告政府案。這件事情讓原民會有所警覺，於 6 月 24 日

召開「平埔族群政策座談會」，聽取各族群對身分認定及文化復振的看法；更於

7 月 20 日正式成立「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並召開第一次小組委員會議，同

時也著手進行「平埔族聚落現況調查」、「平埔族聚落分布調查」、「平埔族群區

域人口調查報告」及「平埔族取得身分法治策略與影響評估」等四個計畫案。 

平埔族群在要求身分的這段路上，仍不停地努力，截至本論文完成為止，

平埔族的民族身分取得與討論都呈現緩慢、甚至是停擺的狀態，值得慶幸的是

在文化復振的部分有實質的進展，平埔事務推動小組成立之後，原民會編列了

平埔族復振文化的計畫經費，現階段各平埔族聚落大多以推動文化傳承為主、

與政府溝通協調民族身分為輔，朝向取得民族身分這條路邁進。 

 

三、 透過認同與語言確立的民族邊界 

從原住民族要求社會大眾尊重其意願，用正確的名稱稱呼自己的「正名運

動」，到平埔各族要求恢復其民族身分， 後筆者將眼光聚焦在巴宰族要求政府

進行民族認定時面臨的挑戰與質疑，本段落試著回答為什麼巴宰族有條件成為

被政府認定的一族。 

巴宰族沒有法定身分的原因，就跟許多平埔族面臨的狀況類似，根據訪談

的結果，老一輩的人為了不被歧視，平時不太說自己的身分，像是南投縣巴宰

族群文化協會的理事長潘文輝及總幹事潘英寬二位提到，在成長的過程中父母

及長輩很少提到自己族群的文化和歷史，但是兩人都特別提及，愛蘭的巴宰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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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村子或教會與自己人對談和打招呼時說的是巴宰語，但是和其他外人或小

孩說話時，就會自動轉換成可以溝通的holo話、華語、日語，甚至是泰雅語或

布農語。訪談中還提到一個特別的部分，雖然在家中不特別說族群的文化和歷

史，但生活中仍依稀透露屬於巴宰的文化影子，例過年時舉辦的走鏢、邵族人

收租…等，雖然大家不會特別表達自己是什麼身分，但是與他者的界線仍是清

楚的，而這背後有一個社會脈絡影響著。 

要知道一件事，早在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前，閩南人在臺灣的社經地位

早就超越平埔族群，在漢人沙文主義的氣氛下，很多平埔族人族群的身分

感到自卑，所以處處學習漢人，不管在穿著、信仰或是語言上，拼命想隱

藏自己「番仔」的身分，怎可能還大剌剌穿「番仔」的衣服出來，告訴大

家我就是「番仔」。65 

從上述的訪談過程可以窺知為什麼巴宰族人不願表明自己的身分，在報導

人的回憶中明白地點出許多人為何決定如此做，巴宰族人不表達身分，不代表

他們不願意當「番」，而是礙於時代背景因此開不了口，在每天與漢人往來互動

的情況下，怕被知道身分後會被瞧不起而乾脆隱藏自己，諷刺的是即便巴宰族

人長期壓抑自己不表明身分也沒去做身分登記，住在附近的其他人也都還是會

知道這些巴宰族人的身分。其中一個相當明顯的指標是巴宰族的姓氏，只要看

到姓潘的人，就知道他是從愛蘭來的巴宰族人，試圖掩蓋身分的努力也因此徒

勞無功，巴宰族的身分就這樣卡在尷尬的位置。近代環境改變後，一群淹沒在

社會眼光中的「番」才發現做自己、當個原住民並沒有錯，因此決定不再隱藏

自己，就算會被誤認因利益而奮鬥，還是要爭取自己的身分，巴宰族人知道對

民族身分的認同是假裝不來的。 

伊萬納威在其博士論文《臺灣原住民族政策的發展：透過身分、語言、生

計的分析》中提到：「語言為民族之首要，可以區隔我族與他族，是社會整合過

程裡的 後一道防線。……對原住民族而言，沒有語言，民族就消失」66，語

言是民族認定的條件之一，是除了血緣之外相對容易辨別的，巴宰族仍擁有自

己的「語言」，這個要素也讓巴宰族相對於其他平埔族群，擁有較多民族認定中

所需的條件，且巴宰族不斷地推動文化復振，因此筆者認為巴宰族具有達到民

族認定標準的機會。 

若從語言保存的角度看巴宰族是否有資格成為原住民族，在《原住民的民

族認定》中提到日治時期很多時候是將巴宰族、邵族和賽夏族放在同一個分類

中的，從身分來看，三者都居於平地也都屬於平埔番；從語言使用狀況來看，

三者雖然都保有語言，但平時生活中使用的語言不是族語，由這兩方面得知，

                                                       
65 根據 2016 年 4 月 22 日對潘怡宏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66  伊萬納威，《臺灣原住民族政策的發展：透過身分、語言、生計的分析》（臺北：國立政治大

學博士論文，2014 年），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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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宰族、邵族和賽夏族的情形是一樣的。根據當時的資料顯示，巴宰族在日本

時代身分註記欄上登記的是「熟」，而邵族和賽夏族的身分註記欄上登記的同樣

也是「熟」，可以看出當時三族擁有同樣的標準，若延續這樣的分類模式，其實

巴宰族也應該和邵族、賽夏族一樣成為一族的，不過因為身分登記的爭議，讓

巴宰族和其他兩族的命運從此不同。 

    巴宰族和邵族有許多淵源，特別是分布在埔里的巴宰族。過去巴宰族和臺

中西部的其他平埔族群因為邵族的邀請而遷入埔里，為了感謝邵族使他們順利

在埔里的土地居住下來，在過去沒有錢的時代，巴宰族人以熱情款待作為租

金，每當邵族的人到埔里來收租時，巴宰族人會相當熱情地招待邵族人，讓這

些來收租的人都能酒足飯飽，這樣的關係延續到了現代，過去透過收租而現在

透過教會連結兩族，因為邵族的日月潭教會較小，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自己的牧

者，因此在巴宰族聚落中發展較早的愛蘭教會，長時間地支援日月潭教會，基

於過去的歷史與現今的延續，兩方一直維持友好的關係67。 

我們和山地原住民比較少有互動，但是和邵族比較有互動，日月潭那

一群，他們每年都有來，他們把這個土地交給我們巴宰。我有看過他們

來，我小時候看過，大概快過年的時候來，有年糕和肉就給他們，你給他

們的東西他們不會拿到日月潭，他們在醒靈寺那裡吃完後睡一夜，隔天才

會回去。68 

愛蘭的姊妹教會是透過山地傳教，愛蘭去霧社、紅香，日月潭等，我

們都有去日月潭那裡一起禮拜，這些是我們自己去宣教和支援，不是中會

指派的，所以那裡現在有基督教也跟我們當時去傳教的關係很大。69 

居住於日月潭的邵族因為位處觀光區，與漢人長期互動頻繁，因此邵族人

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是 holo 話，邵語除了在傳統祭儀或與家中長輩溝通使用

之外，大部分的人平常都不會說，這點與居住於埔里愛蘭的巴宰族是非常相似

的。 

因此當 2001 年巴宰族人看到地域相近、關係良好的邵族從鄒族獨立出來成

為原住民中的一族時，非常受激勵和鼓舞，除了替邵族開心之外，大家都覺得

巴宰族也相當有機會正式成為一個新的原住民族，因為兩族文化保留的情形相

似，特別的是巴宰族還有語言及明顯的民族邊界，若按照同樣的標準，巴宰族

人期待被認定成為一個原住民族也有跡可尋。 

 

                                                       
67 簡史朗，《Minthaw ya mishput（做番抑是做人？）─邵族的祭祀體系與民族邊界》（臺北：國

立政治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頁 58-59。 
68 根據 2015 年 2 月 24 日對潘春貴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69 根據 2015 年 2 月 24 日對潘文輝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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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巴宰族認定運動的過程 

巴宰族的民族認定運動之路，從各地巴宰族人對自己的身分產生認同開

始，接著有意識的推動者出現，帶領族人一同推動認定運動。1988 年於大社教

會成立了巴宰族的第一個協會，協會成立之後，族人能以組織的方式對外發

聲、表達自己的訴求；對族群內部來說，也有更多機會讓族人一起參與推動認

定的工作，因此第一個協會成立之後，居住在愛蘭與鯉魚潭的族人也各自組織

了協會，藉由協會帶領巴宰族人推動許多文化工作，朝著文化復振的目標不斷

前進。 

 

第一節 民族認定的契機 

一、巴宰族是我們的名字  

 1988 年解嚴後臺灣的社會風氣轉變，逐漸在社會中出現許多不同的聲音，

人民也漸漸有機會接收到來自不同管道的訊息，在 1993 年臺灣原住民推動的

「還我土地運動」中，「平埔族」的名字開始出現在活動的團體當中，身為眾平

埔族中的一支，巴宰族的幾位先鋒跟上這個浪潮1，開始書寫自己的文化歷史並

進行族群整合的工作。族群意識的抬頭進而帶來許多影響，族裡的長者開始帶

領族人推動文化復振，好幾波的文化復振在幾十年來也累積許多成果，這段時

間巴宰族的內部經歷很大的轉變，族人從絕口不提自己的族群身分到願意開口

大方承認，除了族內之外，社會環境的轉變也是關鍵因素，因此可以說族群意

識的抬頭與社會環境的轉變兩者相輔相成，促成認同運動漸漸成形。 

筆者試著從紀錄社會脈動的新聞等外部觀點著手來觀察巴宰族對外發聲、

爭取認同的這段過程，按照發展過程來看，巴宰族推動文化復振的起始時間點

大致從 1999 年開始2，筆者以「巴宰」為關鍵字，由現在往前 10 年整理聯合報

的歷年新聞，自 1989 年起至 2014 年底共有 165 篇。以年度新聞數量來看，

1998 年以前巴宰族的新聞共有 6 篇；1993 年至 1996 年間沒有任何內容出現在

報紙內文；1998 年開始，報導中包含巴宰族的文章量開始大幅成長，當年度有

16 篇；1999 年有 21 篇，文章量到達頂峰；此後每一年度超過 10 篇新聞的有

2001 年、2002 年、2004 年、2008 年，剩下的年度除了 2014 年 3 篇之外，每年

                                                       
1 在 1996 年成立原住民委員會以前，潘紀揚和其父親（潘大和）已經開始關注並參與平埔族相

關會議，甚至自費出席在聯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論壇。 
2 巴宰族群於 1998 年組織了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隔年 1999 年初集結各聚居地的族人到南

投埔里進行傳統過年，活動過後巴宰族的復振工作如星星之火般在各地點燃，開啟了往後的族

群文化復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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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至少 5 篇的新聞量，筆者將統計出包含巴宰族歷年的新聞篇數整理如下： 

 

圖 2-1 巴宰族歷年新聞量 

 

仔細觀察報導中的內容，可以看出 1998 年之前的內容以旅遊采風、平埔遷

徙歷史、張達京、客家人開發…為主，巴宰族在內容中大多是篇幅不多且不重

要的內容，如 1989 年與 1997 年的聯合報新聞中提到： 

平埔族人原居於臺灣的西部平原，北起蘭陽平原，南至恆春半島都是

他們的舊居地，依族群的不同，共分為：噶瑪蘭、雷朗、凱達加蘭、道卡

斯、巴宰海、巴布拉、貓霧揀、和安雅以及西拉雅等九族，頭社的平埔族

人，屬於西拉雅族系。3 

義塚置身之處即是位於豐原與石岡之間的「朴子社區」，在人文上它是

屬於閩客族群的交接地帶，挖出三大堆骨骸，令人在戰慄之餘，不禁懷疑

這其中是否隱藏一些歷史懸案。康熙五十年，巴宰海族岸裡社正在流行瘟

疫，廣東潮州人張達京以草藥為社人治病，活人無數，深得社人的信賴，

便將「六番女」嫁給張達京，成為人人口中的「番仔駙馬」。4 

上述的第一篇新聞放在新聞中分類為休閒的第 31 版；第二篇則是放在分類

為鄉情的第 17 版，可以由此推斷兩篇新聞都不是放在當時重要的分類和版面。

1998 年起開始有較多真正著墨在巴宰族文化與歷史的報導，1999 年巴宰族開始

進行文化復振工作之後，巴宰族的位置遂提升，轉為新聞報導中主要討論的對

象，如 1999 年、2001 年、2008 年聯合報新聞中寫到： 

現任臺南市新樓醫院駐院牧師的潘稀祺，他的巴宰族名字是打必里大

宇，近年來熱心從事地方文史工作，矢志為巴宰族尋根，勤於蒐集本族文

物，籌建以他祖先為名的「潘敦紀念館平埔族文物館」。…日治時期，潘稀

                                                       
3 於晴，〈誰是平埔族人?〉，《聯合報》第 31 版，1989 年 11 月 8 日。 
4 陳鳳春，〈閩客械鬥 義塚猶存〉，《聯合報》第 17 版，1997 年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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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的祖父是岸裡公學校(小學)教師，當時臺中州教育課主管二宮力向潘家

借文物舉行展覽，潘家不便拒絕，但展覽後所借文物卻不再歸還。5 

巴宰族是臺灣原住民平埔諸族之一，其後裔住在臺灣中部一帶，但至

今還能講母語者只剩一位八十多歲的老婦人潘金玉。李壬癸以三十年來的

蒐集和採訪，在巴宰族還能講母語的老人逐漸凋零下，為巴宰族留下「巴

宰語詞典」（中、英文解說）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6 

南投埔里烏牛欄部落種山蘇的農夫潘英傑，及今年 75 歲的家庭主婦王

潘美玉，以巴宰族的原住民族語寫詩，獲得教育部主辦第一屆的「原住民

族語文學創作獎」優選及佳作，慶祝之餘，他們也希望能藉此爭取巴宰族

成為被承認的第 15 族原住民族。7 

第一篇新聞的內容是巴宰族後代出於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而竭力向政府要求

拿回屬於自己家族的文物之報導；第二篇旨在談巴宰族的母語仍然存在，並出

版了字典的事實；第三篇則報導了巴宰族人用自己的語言創作書寫並榮獲原住

民族語文學創作獎，得獎之餘期盼自己的族群能被認定為原住民。從上述三段

新聞內容不難發現，巴宰族從分類在休閒和鄉情的內容轉為報導的重點之一，

各篇主題與巴宰族群皆有強烈的關聯。因此筆者認為自 1998 年起新聞數量明顯

增加與巴宰族群的發展是相關聯的，巴宰族在新聞內容中位置與數量此過程的

轉變，除了社會環境變化之外，開始推動族群文化復振工作應是關鍵因素。  

此外筆者亦整理並分類聯合新聞網報導中所有的內容，根據其標題與新聞

內容分為「有巴宰族群意識」與「無巴宰族群意識」分類的基準是什麼(加註釋

說明你對者兩項的區分標準)兩項8，其中有意識的佔 110 篇、無意識的則佔 55

篇，再將「有巴宰族群意識」的報導內容細分為文化、認同、語言、歷史四種

類型。出席各類外部活動，如被邀請至活動現場進行舞蹈展演或辦理傳統過年

儀式…等，代表巴宰族人執行或推動活動內容，筆者將其分類在「文化」的報

導類型中，計有 39 篇；代表巴宰族於活動中呈現主體意識與推動正名運動的各

項事務，筆者將其分類在「認同」的報導類型中，計有 36 篇；族人用口語傳達

或保存語言、歌謠等工作，筆者將其分類在「語言」的報導類型中，計有 15

篇；代表過去的生活與歷史紀錄和巴宰族的古文物相關內容，筆者將其分類在

「歷史」這個報導類型中，計有 20 篇。 

筆者認為這十多年來共計 110 篇內含巴宰族主體意識的報導，就是一個從

外部觀點角度對巴宰族的觀察紀錄，若將以上四個報導類型扣除以主體意識去

                                                       
5 曹銘宗，〈潘稀祺追討巴宰族文物〉，《聯合報》第 14 版，1999 年 1 月 11 日。 
6 曹銘宗，〈臺灣第一部平埔族語詞典誕生_李壬癸歷三十年蒐集採訪_完成「巴宰語詞典」〉，

《聯合報》第 14 版，1990 年 11 月 30 日。 
7 薛荷玉，〈原民農夫、主婦族語寫詩獲獎〉，《聯合報》C4 版，2008 年 6 月 26 日。 
8  巴宰族為當篇新聞內容中主要報導對象，筆者將之分類於「有巴宰族群意識」，若只是文章出

現的巴宰族只是過場，不是新聞主要的重點，則將之分類於「無巴宰族群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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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民族認定運動事務的「認同」，另外三項「文化」、「語言」、「歷史」的內容

其實就是在紀錄與書寫巴宰族人開始有族群意識後的生活。當一個巴宰族人對

自己的身分產生認同，會開始參與象徵巴宰族群的活動以找回與身分相符的定

位，於是他會參加過年、重視語言、找回屬於自己文化的古物，甚至會開始去

尋找自己的歷史並參加正名運動…等，而他為了找回身分所做的這些努力，為

的就是要向社會大眾宣布，我是巴宰族人。 

接著筆者將關注的觀點與角度轉向巴宰族人的內部，大社、鯉魚潭、埔里

三個地區的巴宰族人長久以來都有一定的聯繫，儘管各個地區都面臨了不同程

度的文化凋零，但在教會的宗教信仰架構下，仍然維繫著身為巴宰族的意識及

自我認同。由於文化急速萎縮、凋零，族人對自己的認同大多只停留在知道自

己是「非漢」族類的「番」，對於過去傳統的族群文化概念模糊，因此在進行族

群文化復振意識的行動時得放入更多心力。1994 年潘大和與李君璋兩位巴宰族

後裔於大社教會召開座談會，發表公開信呼籲巴宰後裔應該團結、共同推動巴

宰族群運動，此座談會為接續而來的族群活動揭開了序幕。9 

座談會後潘大和開始積極蒐集並整理巴宰族的歷史資料，同時開始編纂巴

宰族群史，於 1998 年 3 月 29 日將其歷年的研究成果集結出版《平埔巴宰族滄

桑史》，再次於大社教會舉行新書發表會，選擇大社教會為本書發表會的場地乃

基於大社是巴宰族的祖居地，亦為過去清代巴宰族群領導的中心，因此這個地

方富含歷史意義。書中潘大和以文獻資料與其蒐集之族人口述的內容為基礎，

配合社會統計學的內容強化自己的立論基礎，本書是一本純粹以巴宰族史觀取

向的著作，因此書中的許多論點並無有力的證據能支持，但是作者的研究出發

點是基於對於相關研究者以漢人的歷史觀點論述的不滿，進而對過去的文獻與

歷史紀錄提出批判與質疑，因此即便在論證上有諸多不足，其研究取向與對巴

宰族群自我史觀的意義卻不容忽視。10  

 

 

 

 

 

 

                                                       
9 徐大智，《戰後臺灣平埔研究與族群文化復振運動—以噶瑪蘭族、巴宰族、西拉雅族為中心》

（桃園：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頁 84。 
10 徐大智，《戰後臺灣平埔研究與族群文化復振運動—以噶瑪蘭族、巴宰族、西拉雅族為中

心》，頁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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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潘大和於大社長老教會發表新書《平埔巴宰族滄桑史》（引用自潘秋坤，《巴宰族群文史

手冊》，頁 21。） 

 

若從現況切入，大社的巴宰族裔無論在人口或傳統文化發展及保留等方

面，都沒有埔里地區來得好，近幾年的族群文化復振工作反倒是埔里、鯉魚潭

等地區表現得較為活躍。11巴宰族目前的文化主要分布在下列三個地方，分別

為：神岡大社、南投埔里和三義鯉魚潭，族人和文化能成功保存下來都歸因於

教會，教會組織在巴宰文化復振活動中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三地在彼此舉

辦教會紀念活動或巴宰傳統過年時，都會相互來往且支援，不論是哪一個教會

舉辦活動必定也受到其他幾間教會的支持和參與，甚至是該地區非巴宰族裔的

教會也會熱情參與。 

除了教會信仰與組織對於巴宰族文化復振、傳承具有重大意義及功能之

外，透過報章雜誌、傳播媒體和一些關心本土文化人士的報導與參與，有效地

向社會傳達巴宰正在進行文化重振的訊息，讓以往僅出現在文獻資料的巴宰族

群文化，能再次活生生地出現在社會大眾眼前。12 

埔里地區現在雖然為漢人文化主導，但是相較於其他兩個聚居地，埔里仍

然保留較多巴宰的文化與傳統語言，因此該地區成為近年來巴宰文化復振的

「取經」之地，無論是欲從事有關巴宰議題研究考察或是想了解族人們對於文

化重建與母語學習看法的學者，都會到埔里地區互相交流或藉由耆老指導來進

行自己的研究或文化傳承。13從推廣文化復振以來，推行母語教學使文化 重

要的其中一項內涵「語言」能積極向下扎根，一直都是復振工作項目中的重

點，這也是讓目前巴宰族的傳統文化能長久延續的必經之路。 

 

                                                       
11 徐大智，《戰後臺灣平埔研究與族群文化復振運動—以噶瑪蘭族、巴宰族、西拉雅族為中

心》，頁 85。 
12 徐大智，《戰後臺灣平埔研究與族群文化復振運動—以噶瑪蘭族、巴宰族、西拉雅族為中

心》，頁 87-89。 
13 徐大智，《戰後臺灣平埔研究與族群文化復振運動—以噶瑪蘭族、巴宰族、西拉雅族為中

心》，頁 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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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者的出現 

巴宰族在過去的文獻及研究中，毫無疑問是一個具有獨立特色的族群，

重要的是這群人仍然在臺灣各個角落努力推動著自己的文化，在推動的過程當

中有許多人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僅對文化的保存具有危機感、大聲疾呼巴宰族

人應擁有自己的身分，更實際協助各個活動與協會的成立，以下筆者從巴宰族

仍有明顯聚居地的苗栗三義鄉鯉魚潭、南投埔里愛蘭及臺中神岡大社來介紹這

些不可或缺的族群意識推動者。 

 

（一）苗栗鯉魚潭 

若提到苗栗鯉魚潭的巴宰文化推動者，首先要提到的是潘大和，1998 年三

月發表著作《平埔巴宰族滄桑史》後，當天立刻召集各個聚居地的巴宰族人，

共同成立了巴宰族第一個組織「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潘大和長年在國外工

作，回國之後開始尋根，對文化擁有高度熱誠，拜訪巴宰各個聚居地，進行故

事與歌謠的紀錄，近幾年還陸續出版了《巴宰族史》、《巴宰族語》等書。潘大

和除了關注巴宰族之外，也關心眾平埔族的議題，1999 年與平埔族裔組成全國

性人民團體「臺灣平埔原住民協會」，找來平埔族群各族代表擔任理事，嘗試以

結盟串聯全臺各族群協會及聚落的方式，來推動全臺性的平埔社會運動。 

另外要提的重要推動者是潘大州，他是鯉魚潭教會的長老，與潘大和是兄

弟，從以下的訪談可以看出他和哥哥一樣對巴宰族的身分擁有強烈的意識。  

我祖先就是巴宰，外面一直寫我們要正名，但是我本來就有名字，為

什麼要正名，…，我們本來就有巴宰的稱呼，有兩份資料都有紀錄，第一

個是美國博物學家史地瑞，還有另外一個牧師，那兩位都比伊能嘉矩還早

來過。…伊能嘉矩來的時候，他在書上也這樣寫，相對於其他人他們自稱

為巴宰，他們都寫得很清楚，所以我們本來就是巴宰，這些是沒有錯的。
14 

潘大州退休之前任職於苗栗縣政府民政局，工作之餘非常積極地保存語言

與文化，1999 年巴宰各族共同恢復舉辦傳統過年之後，開始邀請族語教師在鯉

魚潭教會開設課程，每周禮拜結束後族人留下來繼續學習族語，推動至今已有

十餘年。 

這裡是從母語開始，我認為民族的要素，最主要的是要有語言存在，

所以一開始就只有教母語，大概從1999年後就開始教了，我們曾經有找潘

金玉來短期開課，之後這裡每個禮拜天都有在教學，禮拜之後大家留下來

學，我們另外也有教母語歌謠，安排在母語課結束後，不然就是家庭禮拜

                                                       
14 根據 2014 年 8 月 22 日對潘大州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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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祈禱會結束後。15 

此外，潘大州曾擔任「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總幹事多年，自 2003 年起帶

領鯉魚潭教會的會友與當地的居民一起在苗栗鯉魚潭國小辦理傳統過年，從當

時持續不斷直到現在。 

我們這裡的活動是我93年退休前一年就開始辦了，那時候我是擔任民

政局副局長，當時候有提撥一筆經費，讓我們這裡辦過年，之後就變成定

案，每年都有這筆錢。16 

潘大州於 2007 年將自家的舊倉庫改成巴宰族的歷史文物館，收藏過去生活

的用品、地契、歷史資料…等，期待更多人能透過這些收藏更加認識巴宰族。 

潘紀揚是潘大和的兒子，目前是一位記者，長期關注巴宰和平埔各族的文

化復振與各項社會運動，對於巴宰的文化復振，在訪談中他提到： 

看著以前照片中的人物一個個消失，他們都是最了解我們文化的，若我們

再不動起來，那麼這個文化真的就要消失了，想到這個，就不得不加緊我們的

腳步17。 

在巴宰族文化復振這條路上，潘紀揚延續其父親長期對平埔原住民事務的

關注，並運用其專業獲得許多與族群有關的訊息，更是在能力範圍不遺餘力地

參與社會運動，在許多與平埔議題相關的陳情和抗議的場合都能看到他的身

影；臺灣平埔族訴求正名，但始終未獲官方認可，潘紀揚以「平埔權益促進

會」名義告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010 年控告臺灣政府歧視、剝奪眾平埔族權

利與身分。 

 潘英琦是潘大州的兒子，目前是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的總幹事，延續父親

的精神，持續辦理傳統過年和巴宰語教學的課程，盡力推動文化工作，近幾年

更運用活力計畫的經費18，替協會編輯出版了《潘氏語言集－祖先的歌謠》。 

 

（二）南投愛蘭 

潘榮章、潘明昭是愛蘭臺地上推動巴宰文化的關鍵人物，兩人都是在愛蘭

出生長大，潘榮章、潘明昭是愛蘭教會的長老，其中潘明昭還曾擔任愛蘭里的

里長達 10 幾年，1998 年潘大和召集族人組織協會，由他們二位擔任愛蘭協會

                                                       
15 根據 2014 年 8 月 22 日對潘大州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16 根據 2014 年 8 月 22 日對潘大州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17 根據 2015 年 4 月 26 日對潘紀揚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18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復振平埔族群文化及培力平埔族群文史與聚落營造人才，於是訂定「平埔

族群聚落活力計畫」，期能從聚落出發，以平埔族群為主體，促成平埔族群文化的保存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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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從訪談內容可以了解這段過程。 

1999 年巴宰族組織團體，賴貫一牧師是總幹事，…，那時候有潘榮

章、潘明昭、潘萬益、潘大和、潘大州、還有北區蘭僑那個人、還有大社

的潘新祺、他是潘稀祺的弟弟、最後是應玉、永歷…等，共同組織成協

會。…後來有再開會，決定是由愛蘭這裡先主辦。19 

潘榮章和潘明昭回到教會後就開始準備第一次舉辦聯合過年的工作，透過

教會的連結，加上個人和家族的力量，帶領教會的會友與青年們進行事前工作

的準備，他們兩位都非常關心文化復振的情形，一直到他們過世之前，幾乎奉

獻了一生在推動巴宰族的文化復振。 

潘文輝是潘明昭的弟弟，擔任「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成立後的第二

任理事長，是愛蘭教會的長老，除了教會事務之外，也常代表協會到各地開

會，並長期擔任協會的理事長與對外的發言人。 

潘英寬是愛蘭教會中的長老，對文化很有熱誠，年輕時出外工作，結婚生

子後回到了故鄉埔里，重新學習、認識巴宰族的文化。 

到了大專、軍中，然後退伍返鄉之後，再度回到自己的聚落，自己的

故鄉，自己的教會，看到自己的族人，那時候覺得生於斯長於斯，更要認

同這個地方，那時候剛回來，民國 79 年回來之後，慢慢的有聽到自己的歷

史，就覺得自己在心裡上有認同感，覺得有必要去知道自己是從哪裡來，

也想了解更多自己族群的事情。20 

潘英寬在還沒成立協會以前，就與上述提到的潘榮章、潘明昭、潘文輝等

前輩一起進行文化復振，所以從協會成立以來，長年擔任協會的總幹事，也常

是各項活動的負責人，主要工作為協助協會辦理各項活動的內容，例如：傳統

過年展演內容、接洽參與對外活動的準備工作…等，是上述愛蘭推動文化復振

的團隊中 年輕的一位。 

後一位是賴貫一牧師，他並不是愛蘭教會的一員，過去他是南投縣埔里

鎮謝瑋紀念營地的駐堂牧師，雖不是愛蘭人，但他的巴宰族意識非常強烈，在

知道自己擁有巴宰族的血統之後，就潛心用功追尋巴宰族文化的根，是巴宰族

開始進行文化復振非常重要的推手。賴貫一牧師擔任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的總幹

事，協助設計與規劃 1999 年第一次恢復辦理的傳統過年中所有的活動內容安

排。在製作巴宰族語教材的過程中，傾全力協助各樣資料蒐集與統整，因此在

他和耆老們的努力之下，透過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出版了教育部原住民九階

教材《巴宰族語》，並在完成後舉辦語言教學訓練研習，培訓一批族語種子教

                                                       
19 根據 2016 年 1 月 17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20 根據 2015 年 2 月 24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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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賴貫一自己也出版了三本與巴宰論述相關的書籍，依序有《認識臺灣族群

關係》、《強權支配下的宗教與族群》的試讀本，以及《阿霧安人的話語和腳蹤

（巴宰語實用手冊）》，近幾年更與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合作，進行巴宰族

語字典與課本的修改，並透過深入研究母語的過程，試圖完整巴宰族過去的記

憶。 

 

（三）臺中大社 

在臺中大社一代，巴宰文化的主要推手是潘萬益，他是大社長老教會的長

老，於潘大和《平埔巴宰滄桑史》新書發表會上聚集族人與倡議振興巴宰族群

文化的因緣下，「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於 1998 年 3 月 29 日下午 2 點 20 分

正式成立於大社教會，潘萬益被選為協會主委，當時鯉魚潭、大社、愛蘭、大

湳和牛眠五個教會的代表皆出席這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刻。協會成立宗旨為結合

巴宰族的後代並發揚巴宰文化，協會更於 1999 年舉辦了第一次聯合牽田走鏢過

年活動，藉以創造和凝聚族群共識，潘萬益更著有《臺灣平埔巴宰（Pazeh）族

與基督長老教會》一書21。 

潘仁德是大社教會長老，自 1994 年開始在《謝緯雙月刊》發表屬於族人在

地蒐集和理解自身歷史文化的文章，退休後深入研究岸裡文書與巴宰歷史，因

潘仁德長期深耕於大社教會，因此對當地歷年的人地變化非常清楚，以文字書

寫竭力推動巴宰文化22。 

潘稀祺為岸裡社頭目阿敦第十一代後裔，先後撰寫《潘睦派下潘氏族譜》

與《巴宰王國–岸裡社潘家興衰史》，整合了多年來巴宰族的第一手文獻資料，

潘稀祺期待藉由這些努力找回失落的巴宰文化，並且幫助族人開始認同自己的

身分，讓巴宰族的文化繼續發光23。 

表 2-1 推動者重要事蹟整理 

地點 人物 重要事蹟 

苗栗 潘大和 出版《巴宰族滄桑史》，聚集巴宰族五個聚集地的教會共同組織「臺灣

巴宰族群文化協會」。 

潘大州 組織「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擔任協會總幹事多年，並於自家設立巴

宰族文物館。 

潘紀揚 將臺灣政府告上聯合國，長期關注、參與原住民議題。 

潘英琦 現任「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總幹事，帶領協會成員執行計畫進行文化

復振。 

                                                       
21 徐永欣，〈巴宰族的歷史〉《巴宰族印象》，苗栗：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2006，頁 128-129。 
22 徐永欣，《巴宰族印象》，頁 130-131。 
23 徐永欣，《巴宰族印象》，頁 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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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蘭 潘榮章 積極推動文化與語言復振，各項工作項目的總召集人。 

潘明昭 積極推動文化與語言復振，擔任「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第一屆理

事長。 

潘文輝  擔任「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第二任理事長，積極推動文化與語言

復振，是協會對外的聯絡窗口。 

潘英寬 擔任「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總幹事，負責規劃、執行各項文化復

振工作。 

賴貫一 巴宰族語教材編輯、出版、教學，帶領族語老師共同修改教材語字典；

巴宰族歷史資料整理與書寫。 

大社 潘萬益 擔任「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主委，帶領協會恢復舉辦 1999 年聯合

傳統過年，出版。 

潘仁德 研究岸裡文書並進行在地文史書寫。 

潘稀祺 岸裡社土官後代，進行家族一手資料與歷史整理，出版《潘睦派下潘氏

族譜》與《巴宰王國–岸裡社潘家興衰史》。 

 

經過田野訪談與資料整理，筆者將巴宰族三個聚居地，幾位重要推動文化

復振的推手列表，透過這些人的努力，開啟並串聯起往後的民族認定運動。 

 

第二節 民族認定的起點 

以巴宰族之名來成立協會， 早從 1998 年開始，各巴宰族聚居地漸漸開始

各自成立自己的協會。巴宰族第一個成立的協會是 1998 年的「臺灣巴宰族群文

化協會」，之後依序出現了 1999 年的「臺灣巴宰族群協會」、2003 年的「南投縣

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與「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等；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組織協

會，如愛蘭教會出外的僑民所組成的「蘭僑」組織、賴貫一主導的「臺灣打里摺文

化協會」、潘大和成立的「臺灣平埔原住民協會」，但這三個協會並非以巴宰族

名為社團名稱，因此本節先介紹以巴宰族為名成立的協會，之後再對其他社團加

以描述。下表為筆者整理出巴宰族歷年成立協會及社團的情形： 

表 2-2 各地區巴宰族裔成立社團一覽表 

成立日期 協會名稱 會址 理事長/總幹事 

不可考 蘭僑 分北、中、南三區  

1998.3.29 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 臺中 大社教會 潘萬益/賴貫一 

1999.6.12 臺灣巴宰族群協會 臺中 崇德路二段

128 巷 16 樓之 2 

潘哲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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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臺灣打里摺文化協會 埔里 謝緯營地 劉益昌/賴貫一 

2000.6.24 臺灣平埔原住民協會 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福路二段 8 巷 10 號

4 樓 

潘大和 

2003.6.28 南投縣 巴宰族群文化協會 埔里 愛蘭教會 潘明昭/潘英寬 

2003.8.14 苗栗縣 巴宰族群協會 三義 鯉魚潭 潘大州 

 

一、民族運動推動的開始-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 

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致力於巴宰族的文化復興及傳承，期待透過重建歷史

和建立族群認同，讓巴宰族人重新在臺灣的現實與歷史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協會

主要成員多半是基督徒，由大社教會潘萬益長老擔任主席、賴貫一牧師擔任總幹

事、埔里基督教醫院董事長潘俊雄擔任財務長、鯉魚潭教會潘大州長老擔任事工

負責人、巴宰族語言及音樂蒐集由潘永歷負責。協會內部另成立歷史小組，成員

包括潘萬益、潘大和、潘仁德、賴貫一等。 

該協會於籌備期間強調，為更有效率達成巴宰族與其他平埔各族文化的再興，

非常歡迎也接納非巴宰族身分的平埔族人參與，期盼建立多族群共存、共榮的團

體，這項決定於巴宰族各族後裔間受到迴響。因此，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的組

成除了擁有巴宰血統的族人以及其他的平埔族群的後裔，到對巴宰族群文史研究

有興趣的人，凡對推動巴宰文化復振有興趣及認同的人皆能共襄盛舉。 

協會成立以後，首要之務為積極推行歷史重建與文化復振等工作，於 1999

年在埔里愛蘭國小第一次舉辦牽田、走鏢活動為起點，由於這樣復興文化的活動

是第一次舉辦，當天可說是盛況空前，翌日更以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的名義舉

辦第一屆聯合聖餐禮拜，藉此凝聚巴宰族人的團結，讓沉睡已久的巴宰文化有機

會呈現在族人的眼前。此次除了辦理活動外，也同時出版《巴宰族群文史手冊》，

對該協會及族人而言， 重要的文化重建工作除了巴宰族語復振之外，還有過年

時舉辦的牽田與走鏢傳統習俗活動，以及傳統歌謠的蒐集等。 

在傳統祭典與活動時，族人著紅白相間的傳統服飾，在牽田時吟唱 Ai-yen，；

語言方面，雖然族語傳承行動已如火如荼地進行，但尚能使用族語溝通及推動傳

承的人大多年歲已大，而後代即使有心學習，也少有族語使用環境，兩個因素的

影響下，在語言推動的成效上仍相當有限，因此語言傳承方面仍讓人感到相當憂

心。24 

1998 年成立跨地區、跨社群的巴宰組織，就是希望能結合大家的力量，共同

為巴宰族與眾平埔族群的各項文化復振的推動及發展一起努力，成立當天更發表

                                                       
24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臺北：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7，頁 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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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份宣言，內容如下： 

〈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成立宣言 臺灣歷史的衝擊、平埔族群的吶喊〉 

－－一封來自巴宰族群後裔的公開聲明25 

（公元一九九八年三月廿九日於臺中縣大社教會） 

在昔日中國「大歷史」的洪流之中，臺灣史只是幾圈漣漪；而臺灣史蓬勃發

展的今日，平埔史卻成了刻意遺忘的過去。臺灣原住民各族群原本是這塊土地的

主人，自從漢人（Tapuru）「發現臺灣」，數百年的開拓史卻掩蓋了平埔族群被壓

迫的血淚。荷蘭人、西班牙人、鄭氏王朝、大清帝國、日本帝國、國民政府等，

不同的政權來來去去，人民卻一直得不到應有的尊重，族群的聲音更只能在「篳

路藍縷、以啟山林」的主觀認定之下微弱的吶喊……。 

中華民國憲法雖然明定是一個「五族共和」的國家，事實上只是統治者認知

轄區內有「居住在不同地區」「生活習慣不同」的「人群」而已，可說從來沒有

「多族群，共存、共榮」的觀念，更不把臺灣廿個原住民族放在「眼」裡。若不

能先確定今日的臺灣，早已是一個多族群的地域，如何能追尋一個共存、共榮的

未來？為此，我們有如下聲明： 

我們是一群巴宰族的子民及仰慕者 

我們確定漢人（Tapuru）的移民對臺灣原住南島語系廿個族群，有許多的殘

暴和虧欠。對漢人（Tapuru）而言，巴宰族的戰功和血淚，是祖先定居臺灣的關

鍵力量。另一方面，巴宰族為漢人（Tapuru）打江山，卻帶給許多原住民族群難

言的傷害和痛楚。 

俗語說：「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今天大部分漢人（Tapuru）的血液中，流

著平埔族婦女的悲泣。百餘年前，平埔族終於讓出了土地，為了生存離鄉背井……。

今值巴宰族後裔潘大和先生新書發表，我們聽見了臺灣平埔族群的吶喊和控訴，

我們願意相信這是一個值得慶賀的日子。屏除仇恨和悲傷，我們為臺灣史觀和族

群倫理提供新的思考和方向。 

我們呼籲：1 臺灣政府為平埔族的汗馬功勞重新定位。 

          2 將平埔族的沿革和貢獻列入教科書，教育下一代。 

          3 資助平埔族後裔研究自己族群的歷史和文化。 

          4 廣設平埔族文史館，介紹臺灣平埔族群。 

                                                       
25 潘秋坤，〈巴宰族群簡史〉，《巴宰族群文史手冊》，南投：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1999，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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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將巴宰等平埔族群登入臺灣原住民族之列。 

聲明者：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籌備會籌備委員  

潘秋坤 潘淑靖 潘永歷 潘明昭 潘俊雄 潘新祺 潘大州 潘大和 

打里摺文史工作群  

簡史朗 程士毅 陳俊傑 廖嘉展 邱若龍 賴貫一 

 

圖 2-3 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委員合照（圖片來源：賴貫一） 

 

二、各地協會的創立 

繼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成立之後，各個協會也相繼成立，1999 年 6 月成

立了「臺灣巴宰族群協會」、2003 年 6 月成立了「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

2003 年 8 月成立了「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上述的協會主要致力於巴宰族人文

化歷史重建工作，向來與教會緊密連結，也透過教會來動員推動各項協會事務；

其他組織則包含了「蘭僑」、「打里摺文化協會」、「臺灣平埔原住民協會」，整體

來看，各個協會皆有不同的特色，雖然為各自組成，但只要是與巴宰族相關的活

動，各地區的協會與族人就會動員整個族群共襄盛舉，可說是相當團結。以下介

紹於各地成立的巴宰相關族群協會。 

 

（一）臺灣巴宰族群協會 

由於推動協會的理念不同，有別於第一個「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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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宰族人又再另行成立新的組織，除了持續關注巴宰的文史工作，更放眼全世

界，因此於 1999 年 6 月 12 日，在臺中市舉行了「臺灣巴宰族群協會」成立大

會，發起人共有 33 人，籌備委員有潘大和、潘文卿、潘仁義、潘仁德、潘哲

雄、潘啟端、潘雅各、潘偉信等 8 人，創會宗旨為替國家及人類保留日漸消失

之臺灣平埔巴宰族文化，而協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範圍，成立當日訂下五個協

會的目標：1.聯繫全球各地之巴宰族群後裔、2.舉辦巴宰族群文化活動、3.蒐集

及整理巴宰族群語言和史料、4.選拔及獎勵巴宰族群優秀子弟就學及參加各族

群之活動與會議、5.籌設巴宰族群紀念館，該會第一年度的工作計畫內容如下

表所示： 

表 2-3 臺灣巴宰族群協會第一年年度計畫（1999/7/1-2000/12/31） 

項目 工作說明 預計協辦單位 

聯繫全球各地之巴宰族群後

裔 

編製全球各地之巴宰後裔名冊

（包括地址、電話號碼） 

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暨大社、

愛蘭、牛眠、大湳和內社等

教會 

舉辦巴宰族群文化活動 舉辦一年一度之本族牽田、走

鏢運動會和本族先人之歌謠唱

遊以及織繡技藝 

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暨大社、

愛蘭、牛眠、大湳和內社等

教會 

蒐集及整理巴宰族群語言和

史料 

發表學術研究心得並印成小冊 

ａ割地換水真相 

ｂ誰是開拓臺中盆地功德主 

ｃ第一次移民噶瑪蘭的真相 

ｄ第二次移民埔里的真相 

ｅ第三次移民內社的真相 

ｆ本族歷來的宗教 

ｇ本族的語言分析並製作光碟

分發各巴宰教會 

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暨大社、

愛蘭、牛眠、大湳和內社等

教會暨潘義雄、潘仁德、潘

文卿、潘雅各、潘哲雄、潘

立德、潘大和、潘仁義、潘

偉信 

選拔及獎勵巴宰族群優秀子

弟就學及參加各族群之活動

與會議 

ａ獎勵清寒巴宰子弟就學 

ｂ參加一年一度全球原住民會

議 

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暨大社、

愛蘭、牛眠、大湳和內社等

教會 

籌設巴宰族群紀念館 蒐集先人之文物並以電腦歸檔

處理之 

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暨大社、

愛蘭、牛眠、大湳和內社等

教會暨賴貫一牧師 

資料來源：參考自《臺灣巴宰族群協會 成立大會手冊》，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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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臺灣巴宰族群協會出版刊物  

 

（二）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 

1999 年 1 月 2 日，全國巴宰族人（苗栗縣鯉魚潭、神岡大社、埔里愛蘭），

以及噶哈巫族人（埔里牛眠、大湳、蜈蚣崙、守城）齊聚於埔里愛蘭國小，舉辦

數百年來首度聯合辦理之牽田、走鏢過年活動，後雖歷經 921 地震等巨大災變，

但並未減弱族人對自我及根源追尋的熱誠，報導人曾提到在地震後還短暫成立了

烏牛欄辦公室協助社區災後重建，除了生活照護之外，也曾在此開設族語課程，

因此這個辦公室可以視為後來協會成立的前身26。2003 年 6 月 28 日，原居豐原

的烏牛欄族人成立了「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協會成立以研究、蒐集及保

存本族文物、史料、語言為目的，期能透過宣揚巴宰文化促進族群後裔之聯繫與

巴宰文化之認同，並讓巴宰族群對土地的貢獻在臺灣歷史中受到重視。 

協會在埔里愛蘭長老教會福音中心舉行創立禮拜，族人以感動之心唱出百年

前的傳統歌謠，耆老潘金玉更以失傳超過半個世紀的母語，訴說著「烏牛欄的故

事」，不但勾起族人的共同記憶，更再度凝聚族人的向心力。其他地區的人也紛

紛前來參與此次盛會，包括苗栗縣的鯉魚潭教會、臺中縣的大社教會、日月潭邵

族、愛蘭教會的姊妹教會布農族萬豐教會、埔農教會、地方行政長官與仕紳達二

百多位。愛蘭教會長老及籌備主任委員潘明昭致詞後，愛蘭臺地的巴宰族人以傳

統銅鑼舞揭開序幕後，邵族於場中表演傳統杵音舞，接著上場的是萬豐教會與埔

農教會帶來的傳統舞曲表演，大家共同慶祝協會的成立並以實際參與帶來祝福。 

在組織與人事方面安排，第一屆代表有 9 位理事和 3 位監事，27協會成立後，

                                                       
26 根據 2015 年 9 月 2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27 潘明昭擔任理事長、陳清恩擔任理事、賴貫一被聘為顧問、潘英寬擔任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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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明昭帶領烏牛欄族人努力編寫教材學母語、學習傳統歌謠、及傳統跳舞、蒐集

老相片、於各地拜訪族親並舉辦聯誼，在多年的民族認同運動過程中，巴宰族群

已走出過去的自卑，越來越多的族人願意開口說出自己的身分，並投入部落文化

傳承工作與正名運動。28 

 

圖 2-5（左）、2-6（右）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成立大會，圖左為潘金玉、潘明昭，圖右為

團體照（圖片由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提供） 

 

 

（三）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 

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於 2003 年 8 月 14 日成立於苗栗縣鯉魚潭，第一任理事

長由潘大州長老擔任。根據活動紀錄來看，傳統過年中的牽田、走鏢習俗活動，

除了前二次由其他協會舉辦之外，自 2003 年至 2014 年間總計辦理了 12 次巴宰

傳統過年活動29。每年各地區的巴宰族人都藉由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主辦的傳統

過年凝聚情感，並透過這樣的活動來恢復與重建巴宰族人的文化。除了傳統過年

等較為盛大的活動之外，該協會自 2005 年也結合鯉魚潭教會，開始於教會週報

編輯「巴宰族母語時間」教材，以便於教會禮拜後進行族語教學，教材的內容相

當豐富，包括許多生活日常用語，由淺入深的教學設計也相當用心，族語課程以

不同年齡層分開授課，目前開辦成人班、青年班與主日學班等。 

在傳統過年的活動之外，還有一部分的活動與民族藝術與古文物的展覽相關，

藉由靜態展覽讓族人用不同的方式認識本民族的文物與祖先的生活智慧。2007

年 8 月 14 日，協會將這幾年蒐集的古文物及地契等整理起來，將棄置的古厝加

以整修作為族人的文化聚會所，由協會理事長潘大州提供場地，縣府補助修建而

成。陳列的古文物大都是潘大州多年的收藏品或由族人提供展出，有古農具、漁

獵器具、家庭用品及古文書等 200 多件，全都是巴宰族非常珍貴的文化遺產。展

                                                       
28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82-86。 
29 因研究時間限制，因此計算只停在 2014 年，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自創立至今，每年都辦理

傳統過年活動，從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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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古文物中，歷史 悠久的是 30 張 200 年以上及 70 張 100 年左右的古文書，

還有巴宰族的傳統農耕、捕漁器具，如龜殼、挲草、犁、鰻笱、圓笱、扁笱、竹

簍、魚叉及蝦籠等。現場並展示縣府委託淡江大學教授張素玢所著《苗栗縣鯉魚

潭巴宰族史暨古文書彙編》，以及教育部與原民會共同委託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

究中心所主編的巴宰族母語教學課本。30 

 

（四）其他組織 

1.蘭僑 

蘭僑是讓愛蘭教會到外縣市工作或生活的人能聚在一起、維繫族人之間感情

的組織，蘭僑成立至今已有 30-40 年，分為北、中、南三區。母會愛蘭教會舊稱

外出謀生的族人為僑民，因而以蘭僑作為此組織的名稱。 

各地區的蘭僑在每個月都有例行性的聚會，聚會內容以做禮拜為主，輪流安

排一位族人分享到都市工作以後的生活經驗，有時也訴說為何決定到大都市、中

間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又是如何解決的，讓每一位參與的族人能為彼此打氣，透

過這樣的方式能明顯感受到族人之間相互疼惜、彼此鼓勵的情誼。在年終會舉辦

較盛大的活動，過年前舉辦感恩禮拜將三區的蘭僑都聚集在一起，三區輪流舉辦，

相同的是蘭僑的各項活動都以教會為主要據點。 

隨著時代變遷，北、中、南三區蘭僑也開始出現改變，過去蘭僑主要是透過

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與工作狀況並藉由一起敬拜基督來聯繫族人感情，但現代化

腳步快，大家的生活及工作趨於忙碌，又拜科技方便之賜，族人之間的聯繫已經

逐漸不需要透過蘭僑例行性的活動，反而有更方便的聯絡管道如電話和網路，這

也是蘭僑凝聚力於今日越來越薄弱的主要原因。 

 

2.打里摺文化協會 

1993 年，賴牧師受聘於董事會擔任營地牧師，1994 年 2 月 28 日，營地創辦

《謝緯雙月刊》，月刊中重新詮釋營地信仰及謝緯精神和腳跡，並專文介紹巴宰

族文史。1997 年 6 月，在南投縣文化局支持下，完成南投縣文化局委辦《埔里平

埔族現況調查報告》。1997 年 8 月打里摺文史工作群成形，由大成國中簡史朗老

師擔任召集人，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化工作者開始以謝緯營地為基地，企圖推廣與

建構臺灣多族群、互助共容的理念。打里摺文化協會於 2000 年 12 月 9 日成立，

理事長為劉益昌，秘書長為賴貫一，協會致力於「臺灣多族群，相拱才能活」的

信念，一直以設立「打里摺文化館」及「民族學院」為主要目標。Tarici 打里摺

                                                       
30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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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原是邵族用於朋友間彼此互稱，有番親、好朋友，引申為好鄰居之意。31 

打里摺文化協會雖然並不是直接以巴宰族為組織名稱的協會，但卻是跨平埔

各族與跨地域的臺灣平埔族群文化協會，扮演平埔族運動的第一線，為長期積極

主動策劃與推動平埔族各項運動的重要組織。每年的相關活動都由秘書長賴貫一

牧師親自策劃與執行，下表為該協會致力於平埔族歷史文化重建與平埔族認同的

活動與相關論述： 

表 2-4 打里摺文化協會成立以來的相關活動紀要 

時間 活動 主辦/地點 旨趣 

2001.9.8-9 
第一屆南島文化研討會-打里摺族

群關係 

打里摺文化協會 

埔里 謝緯營地 
平埔族群關係研究 

2001.10.13 
「回歸與落實－平埔族群的未來」

全國分四區座談32 

打里摺文化協會 

埔里 謝緯營地 
歷史文化重建與認同 

2001.12.22 
「回歸與落實－平埔族群的未來」

中區座談會  

打里摺文化協會 

埔里 謝緯營地 
歷史文化重建與認同 

2002.1.9 

總幹事受邀參加原民會「2002 年平

埔族群辦理文化傳承系列活動」協

調會議。 

 
平埔族群的未來與官

方認定座談會 

 

由上表可以得知，協會在整體平埔族運動過程中所扮演的整合角色，秘書長

賴貫一牧師原本就是謝緯營地的營地牧師，因此相關活動都在埔里地區辦理，即

使不是基督徒，只要經常參與或聽聞有關平埔議題座談研討會或有關原住民族的

活動內容，幾乎都是在謝緯營地舉辦的，因此舉辦活動的過程也打開謝緯營地的

知名度。打里摺文化協會不僅一一實踐其成立協會的各項目標，更帶動了整體平

埔族研究與認同運動的風潮，各地區的平埔族協會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由此可見，

打里摺文化協會是一個相當有活力與衝勁的社團，也在巴宰族的認同運動中扮演

承先啟後的角色。33 

 

3.臺灣平埔原住民協會 

臺灣平埔原住民協會於 2000 年 6 月 24 日成立，理事長為潘大和，協會的主

要訴求為替國家與人類保留臺灣平埔族群文化，從著重語言與史料之研究和要求

                                                       
31 賴貫一牧師提供〈賴貫一牧師生平紀要〉，2007 年 7 月。 
32 當時主要計畫主持人時任打里摺文化協會理事的潘朝成，其積極奔走，促成了全國性的座談

會。 
33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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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恢復平埔族群後裔原住民身分出發，並以國或縣或區域的範圍廣設平埔族群

文化館或紀念館34。歷年來從事全臺平埔族的串聯、舉辦公聽會，並積極向政府

提出聲請，要求政府正視平埔族群權益，恢復其身分與地位。 

透過宗教與教會的連結，即便族人離開聚居地仍然彼此連結，如愛蘭教會的

蘭僑、大社教會的大社僑等，族人在情感上仍對自己的身分和文化擁有高度認同。

在臺灣民主運動與原住民運動的風潮下，平埔族運動也跟著展開，巴宰族的文化

復振從教會開始，接著各地主動透過協會或組織的形式結合教會一起推動文化復

振，重建巴宰族人對文化和民族的認同。協會成立之後，以兩個方向為推動文化

復振的主軸：第一是積極與外界聯合並參與平埔族復名運動，透過各種管道向政

府提出訴求；第二是對內進行文化保存與教學，傳承自己的文化給下一代。 

 

第三節 民族認定的道路 

在第二節提到的重要推動者出現與協會創立之後，巴宰族開始進行文化復

振的過程，協會對外與其他不同的族群串聯，進而增加同伴，或與政府進行陳

情，要求政府給予認定；對內則進行文化傳承與復振，讓族人能透過學習對自

身文化有更多的認識。 

 

一、 拒絕沉默：巴宰族民族認定運動的興起 

（一）與外界串聯 

筆者將巴宰族與其他平埔族群的互動模式分為全國性、區域性和跨區域性

三種類型：「全國性」的定義為以巴宰族為核心，和全臺各地平埔族串聯參與活

動；「區域性」的定義為南投縣各地平埔族串聯參與活動；「跨區域性」的定義

為巴宰族到外地並參與其他民族的串連活動。下面筆者將介紹巴宰族與外界串

連的三種互動模式：2001 年「回歸與落實－平埔族群的未來」座談會屬「全國

性」的活動； 2003 年「埔里多元文化節」屬「區域性」的聯合活動；2004 年

「臺南平埔會親」是屬「跨區域性」的聯合活動。 

表 2-5 參加平埔族群聯合與各族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類型 

2001 年底-2002

年初 
回歸與落實－平埔族群的未來 

南：臺南縣冬山鄉東河國小 

東：花蓮縣豐濱鄉新社村 
全國性 

                                                       
34 潘大和，〈誓死認祖歸宗公聽會：政府如何承認平埔族群〉，《三國瓜分掠奪滅絕平埔族》，臺

灣平埔族群協會，2007，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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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苗栗縣後龍鎮新民里 

中：南投縣埔里鎮謝緯營地 

官方：行政院原民會會議室 

2001.2.27 政府如何承認平埔族群公聽會 立法院第九會議室 全國性 

2002.8.10-11 平埔族群合作會議 埔里 鯉魚潭 全國性 

2003.12.13-27 第一屆 埔里多元文化節 埔里 鎮公所 區域性 

2004.10.16 平埔族臺南大會親 臺南縣政府 跨區域性 

2009.1.20 2009 全臺平埔原住民部落會議 臺南縣政府 全國性 

2009.2.24 平埔熟番原住民認定公聽會 立法院 全國性 

2009.5.2 
凱達格蘭大道「全國平埔原住民正

名運動大遊行」 
臺北市總統府前 全國性 

2009.8.18 小林村成立籌備會 高雄縣甲仙鄉 跨區域性 

2009.8.26 南投縣政府平埔事務諮詢委員會 南投縣政府 區域性 

2010.5.2 永續爭取平埔正名共識會議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 區域性 

2010.6.24 平埔族群政策會議 原民會 全國性 

2013.1.25 
原住民/平埔族群語言文化復振學術

研討會 
中研院 全國性 

2013.8.28 平埔族群民族身分認定公聽會 原民會 全國性 

2014.8.5 
「平埔族群語言書寫系統建置」 

研商會議 
原民會 全國性 

資料來源：參考自《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76。 

 

打里摺文化協會於 2001 底至 2002 年初首次巡迴全國，辦理「回歸與落實－

平埔族群的未來」座談會，這是首次針對平埔族群認同所舉辦的座談會，全國座

談分別在東、南、北、中四區舉行， 後一場則在原民會辦理，這也是第一次有

行政院原民會官方代表參與的座談會。當初辦理全國分區座談會的目的為讓官方

認定平埔族群為原住民族，並了解平埔族群的處境與努力目標，辦理座談會的同

時更舉行一場與原住民族精英的座談，並且在報告計畫成果時還舉行了一場發表

會。全國性分區座談會整體目標如下：提供政府制定平埔族群政策之參考、推動

平埔族群回歸民族地位、強化全體原住民族之內部力量與共識。在「回歸與落實」

座談會之後，各地平埔族群的心中點燃了正名運動即將成功之希望，加上當時的

社會氛圍，使沒有身分的平埔族人對於有機會可以成為官方認定的原住民充滿熱

忱與期待35，更重要的是，這樣的過程讓巴宰族與全國平埔族開始有了「全國性」

各項活動與正名運動的串聯。因此在座談會結束之後，於 2002 年 8 月 10-11 日

打里摺協會與臺灣平埔族群協會各地代表為促成平埔各族之間的合作，於埔里謝

                                                       
35 邵族於 2001 年 9 月正名為臺灣原住民族第十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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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營地舉辦平埔族群合作會議。 

2003 年 6 月埔里愛蘭的巴宰族人成立了「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正

好埔里鎮長馬文君與南投縣文化局在年底舉辦了為期兩週的「多元文化季」，其

主旨為融合族群文化，希望藉由豐富的文化意涵帶動埔里各族群與社區的文

化、觀光發展。這場別開生面的多元文化季於 12 月 13 日上午十點於埔里的地

理中心碑揭幕，會場的佈置設計特別營造出聚落的意象，搭建平埔族防禦用的

望高寮場景。埔里鎮公所表示平埔族指的是居住在臺灣平原地區的原住民，早

期在邵族的介紹之下，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各社陸續進入開墾，並在盆地週邊建

立三十餘社，加上後來遷入的漢人，使埔里盆地成為族群人口來源複雜多元的

移墾社會。 

埔里鎮遭受 921 地震重創之後，因各項產業屆逢全球性經濟景氣之低迷，

致使地方發展出現遲滯現象，導致社區出現嚴重的失業潮。為展現 921 震災災

後重建之成果及重現埔里鎮的人文及觀光內涵，文建會大力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方案，期待透過文化紮根到開創產業凝聚族群認同、重整團隊精神。南投縣政

府文化局、埔里鎮公所及多元社區族群更特地結合各族群共同舉辦「噶哈巫、

埔里鎮原住民、客家聯合豐年節活動」及「洪安雅、巴宰文化年活動」。在官方

機構及各個協會的努力之下，帶動了埔里各族群與社區的文化與觀光發展，而

這個多元文化季更推動了巴宰族在聚居地「區域性」的串聯活動，在小範圍內

與其他族群有更多的互動與交流。 

臺南縣政府於 2004 年的 10 月 16 日主辦「 西拉雅平埔會親」活動。來自

全臺灣的十二個平埔族群、十五個部落齊聚一堂，他們各自帶來了部落的傳統

祭典與歌舞表演，並準備了別具特色的風味餐，分享給來自各地的平埔族親。 

臺灣是一個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平埔族群議題是形塑臺灣本土意識

的重大議題及文化工程。曾經被視為消失民族的平埔族人，十多年前開始再次

積極出現於臺灣歷史的舞臺上。在當年蘇煥智縣長的構想及大力支持下，特別

導入「平埔會親」的概念，營造平埔母系社會「同胞姐妹親」熱鬧、歡愉的氣

氛，並以誠摯的心邀請全臺平埔族群及民眾共襄盛舉。這個嘉年華式的平埔族

群大集合，包含靜態和動態的活動，內容包括：「平埔族群高峰論壇－從平埔文

化重新詮釋臺灣的歷史與文化」、「2004 Nabas 影展－平埔電影院」、「平埔族群

風味餐」、「與 Inibs 穿越西拉雅歷史長廊－西拉雅文物展」、「夜訪平埔原鄉-東

山吉貝耍夜祭」、「真情相約西拉雅－平埔攝影展」、「踏查平埔脈絡－平埔研究

出版品暨文件展」、「平埔族群擂臺」等。此活動強烈展現尊重各平埔部落的用

心，完成計畫草案後即針積極拜訪國內各縣市平埔族群，涵蓋高雄縣甲仙鄉小

林部落（西拉雅族）、屏東縣萬鑾鄉加匏朗部落及高樹鄉珈吶埔部落（馬卡道

族）、花蓮縣富里鄉大莊部落（西拉雅族）及豐濱鄉新社部落（噶瑪蘭族）、南

投縣埔里地區巴宰族、噶哈巫族部落、苗栗縣後龍東西社道卡斯族及臺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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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達格蘭族等。 

巴宰族就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了「跨區域性」的連結，由耆老帶隊前往臺

南，與同樣為平埔族的族親們見面，除了在活動會場中展現自身文化外，也和

其他族群交流互動，更重要的是因屬同一個身分而有更多情感上的連結，在參

與活動過程中都能互相支持與支援，展現出團隊合作的可貴。以下筆者列出巴

宰族耆老潘金玉在活動中的致詞，這是巴宰族對外參與跨區域性連結的第一篇

演說，在她過世後再也沒有人能像她一樣代表巴宰族在臺上用族語致詞，因此

這篇象徵活動起點的致詞內容顯得彌足珍貴。 

 

平埔會親潘金玉 apu 演說稿36 

（2004 年 10 月 16 日） 

taukua. taubaret dadua. abasan a suazi. imu dadua riak.  

頭人、所有厝邊、兄弟姊妹、大家好！ 

yaku ka mukawas Pazih a rahan di dini.  

我在此以巴宰語說話。 

yaku ka Pazih a saw pauzah di Auran a reten. 

我是巴宰族人，來自烏牛欄社。 

naki a langat ka kim-giok sen. 

我名叫金玉。 

uhuni ka xasebisupat isit adang a kawas lia.  

今年 91 歲了。 

uhuni a dali ka sasasaw pauzah di dahu a retel marezeret kaidini.  

今天多多族親來自不同庄社相與聚集在此 

ini kinita. ini tinumala yaku. 

我不曾看過、也不曾聽過 

uhuni a dali ka niam a mataru a dali . mahatahatan dadua. 

                                                       
36 賴貫一牧師翻譯提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二章 巴宰族認定運動的過程 

67 
 

今仔日確實是咱們的大日子、大家都很高興 

mikita yamin dadua kaidini. eder maxirese lia yaku.  

看到咱們大家作伙在此、我實在是含著目屎 

uhuza a dali ka yamin Pazih a saw maku Siraya dadua ka riak a batan. 

早前阮巴宰的人和希拉雅眾人是好同伴 

imini a daxe ka hada pialay matusasumatan a retel. 

此個所在是首先砌教會的庄社 

Jesu a sasumatan pasakel dini ka mata di dahu a retel.  

耶穌的教會從此傳向各地 

yamin Pazih iu Siraya ka musamian Abababaw marezeret.   

阮巴宰和希拉雅作伙敬拜上帝 

rarazaw turu hatel iu xasep isit a kawas lia. 

已經是三百五十年前的事了 

mabaza yaku. adang hatel iu turu isit a kawas razaw. 

我知道，一百三十年前 

ita ka maxakayalih matadusa .  

咱們第二次相親近 

niam Pazih a saw Khai-san Bu-kan. puzah di Sin-lau kabaibairan. 

我們巴宰的開山武干，來到新樓醫院 

maara xaraw mudus tia niam a retel. 

帶領宣教師去咱們的部落 

dadua Pazih a saw ka mangasa musumat Abababaw iu matusasumatan.  

許多巴宰人回來敬拜上帝且砌教會 

adader a xaraw mudus ka medexe imu ita dahu a retel . 

同一個宣教師照顧你們、咱們眾人多多的庄社 

isia ka matubatan yamin. abasan a suazi dalum puzah 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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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們做同伴，且成為同源的兄弟姊妹 

uhuni a dali ka ita dadua maisakep di dini. 

今天咱們聚集此地。 

ita ka hau riak a hinis dadua. 

咱們心情都很歡喜。 

minukawas aku saysay yawira. 

我說的話到此結束。 

pakaderezaw Abababaw lia. 

感謝天父。 

pakatahayak imu dadua. 

感謝大家。 

 

（二）內部處理正名與政府單位文件來往 

從巴宰族推動正名運動的歷史來看，歷年來曾向政府寫過陳情書或申請書

的協會共有四個，但是單純以巴宰族為陳情書內容主體的協會只有三個37，分

別是「臺灣平埔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及「苗栗縣

巴宰族群協會」。其發文的對象單位有總統府內政部、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南

投縣政府等，其中以與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文件來往為大宗，主要訴求為要

求上述單位給予巴宰族群的身分認定，進而還給平埔原住民應有的身分。在民

族認定的道路上，除了對外與其他平埔族串聯之外，族群內部與政府間的互動

亦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筆者蒐集 2002 年至 2010 年三個協會與政府來往的文件

共八篇，詳細整理之表格於附件二。以下先從協會的訴求與政府的回應兩方面

著手，用以呈現巴宰族在對外訴求過程中面臨怎麼樣的問題，進而看巴宰族推

動正名運動至今仍無法成功的可能原因。 

第一篇為臺灣平埔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於 2002 年 11 月 19 日向總統府內政部

提出陳情，內容中提到三點訴求：國民政府在民國 43 年未徵得平埔族人的同意

之下，取消了平埔族的原住民身分認定、在國際人權法之下原住民身分與外來

政權的互動中是受到尊重的、同樣屬於「熟番」身分的噶瑪蘭族從阿美族中正

名成功。透過上述幾點原因，臺灣平埔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要求政府回復平埔族

                                                       
37 潘大和組織的平埔原住民協會以全平埔族為單位，以此向政府提出陳情與請願，因此這個部

分先不將其列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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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住民身分。本篇雖未蒐集到總統府的回覆文本，但從陳情內容來看，此篇

陳情內容以情感訴求成分為主，期待政府能正視族群問題並回復平埔族群的原

住民身分。 

第二篇為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與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於 2005 年 12 月

25 日提出陳情，此次的訴求為希望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能以公平、正義、保障

人民之基本人權，還原歷史真相與事實，並核定公告巴宰族為原住民族。2006

年 1 月 12 日原民會回應了兩個協會的陳情，面對巴宰族是否可以成為臺灣原住

民族，按照處理程序會先請專家學者對巴宰族進行調查研究，另外個人是否能

取得原住民族的身分，原民會提出按照原住民身分法辦理，除此之外並無其他

說明。此次的陳情與回覆，促成政府開始著手進行對巴宰族的研究調查案，也

在完成調查之後，於 2007 年由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出版《巴宰族民族誌

調查》；另外在個人取得原住民身分方面，則未見進展。 

第三篇為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與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於 2009 年 3 月

25 日提出陳情，要求原民會根據臺灣省政府民政廳 46.3.11(46)民甲字第 01957

號代電所核復二之 4「日據時代居住於平地，其種族為熟者，應認為平地山

胞」之核釋給予公平、公正的審查，並轉呈行政院核定公告巴宰族為原住民，

維護憲法保障人民之基本人權與民族自決之權益，以還原歷史事實與真相。同

年 4 月 27 日原民會回應了兩個協會的陳情，回覆內容中表示，根據原住民身分

法第 2 條，現有的原住民指的是過去在民國 45 年、46 年、48 年、52 年辦理登

記有案的族群，所以在原住民身分法中將以此為基準來判斷身分認定，若當時

未申請即視同放棄其原住民族身分，且依據原住民身分法第 2 條第 4 點來看，

戶口調查種族欄是「熟」、「平」的平埔族，是排除在原住民族之外的，依法

不屬於平地原住民；此外，若要進行民族認定，根據原住民身分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必須要有原住民身分為前提，因此屬於熟番且沒有原住民身分的巴宰

族，不具有原住民族的認定資格。原民會從 2009 年開始用條文回應各項陳情，

筆者認為原民會試圖透過法源依據表述現在巴宰族已經不能成為原住民族。 

面對原民會的回應，筆者在口訪中得到了其他不同的意見與質疑的聲音。 

我們就是原住民，我們有語言，我們也有傳統過年，為什麼我們不能

成為原住民，原民會的回覆是在民國 46, 51, 53 年都有辦補登記，恢復正名

申請，可是當時候我們只是小孩而已，我們都不知情，很多現在的原住民

都有身分，他們都住在深山，當時如果不是戶政自己到他們那裡辦，通知

他們可以正名，族名可以全部回歸，不然他們住這麼深山怎麼可能都辦理

完全，只有我們平埔族沒有；另外，原民法第八條也有提到，如果沒有原

住民身分，是因某種原因，要恢復的話現在也可以來申請辦理。38 

                                                       
38 根據 2015 年 2 月 10 日對潘文輝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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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最大的阻礙，就是在民國45, 46年登記原住民的時候，他們是

以這個點出發，說我們當時候為什麼不登記，可是我們當時怎麼會知道這

件事情，他就緊抓著這點。這難道不能重新辦理嗎？為什麼這樣把我們否

定，錯過登記的話應該可以重新登記，但是他拒絕我們，這個就是找理由

推拖。39 

早在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前，閩南人在臺灣的社經地位早就超越平埔族

群，在漢人沙文主義的氣氛下，很多平埔族人以身為非漢人而自卑，所以

處處學漢人穿著，跟著漢人拿香拜拜，說閩南語，拼命想隱藏自己『番

仔』的身分，怎可能還大剌剌穿「番仔」衣服出來，告訴大家說我就是

「番仔」。40 

第一位報導人質疑政府進行身分登記的公平性，對待高山原住民與平埔族

的方式有所差別，導致巴宰族今日沒有身分的問題，再者，身分應該是與生俱

來的，原住民身分法第八條中更提到可因其他原因申請恢復身分，為什麼平埔

族過去沒辦理，現在就不能重新接受辦理；第二位認為當時補辦理身分登記的

時候，他們並沒有收到通知，因此即便有身分也未能進行登記；第三位則提到

過去與漢人直接接觸的平埔族人，在社經地位上早就被漢人超越，因此在這樣

的社會環境之下，許多人會因為自己的身分而自卑，在生存的壓力下原住民更

加無法表達自己的身分。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與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針對

巴宰族的身分問題提出上述的疑問，並依據原住民身分法第 8 條41的內容向政

府遞交陳情書。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於 2009 年 5 月 4 日提出陳情，要求南投縣政府依

法行政，使巴宰族可依法取得原住民身分，但在同年 5 月 25 日的回覆中，縣政

府使用前述與原民會相同的回應，依據原住民身分法第 2 條的內容，認為平埔

族沒有原住民身分登記在案，因此不具有平地原住民的身分；另外根據第 8 條

的陳情回應，縣政府表示因巴宰族沒有原住民身分而不在原住民的討論範圍

中，在這次的條文解釋中，巴宰族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一案因資格不符再次失

敗。 

臺灣平埔權益促進會理事長潘紀揚於 2010 年 4 月 16 日上書聯合國，要求

聯合國介入調查有關政府不認定平埔族為原住民一族之案件，這個議題在當時

的社會引起諸多討論，巴宰族人將臺灣平埔族所面臨的困境帶上國際，使得平

埔的權益再次受到政府與大眾的關注。同年 6 月 7 日由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

會與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提出陳情，並附上 379 人的恢復身分意願聯署書，請

                                                       
39 根據 2015 年 2 月 10 日對潘春貴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40 根據 2016 年 4 月 22 日對潘怡宏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41  原住民身分法第 8 條第 1 項：「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行前因結婚、收

養、自願拋棄或『其他原因』喪失或未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得檢具足資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

件，申請回復或取得原住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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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原民會依據原民企字第 090001985 號復函42，持續以公平、公正、正義原

則，核定公告巴宰族為原住民族，以維護憲法保障人民之基本人權，並還歷史

真相與事實。同年的 6 月 28 日原民會給出三點回應如下：一、根據原住民族族

別認定辦法規定，若要進行民族族別認定，必須擁有法定原住民身分，因此巴

宰族不在這個範疇之中；二、即便過去擁有熟番身分者可以登記為平地原住

民，但是在一定時間內沒有辦理則視同放棄，按現在的規定來看，平埔族補登

記為平地原住民的方式已經不適用；三、原民會將成立「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

組」，將提供族群語言文化活動之經費，從上述三點回答中可以看出，在現有

的法律條文上對於巴宰族成為原住民的問題仍是無解，但在潘紀揚上書聯合國

的事件之後，原民會成了平埔族事務推動小組，除了有推動文化活動的經費可

以申請之外，也促成了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的推動。筆者認為雖然在民族認

定上，政府的態度依然強硬，但是透過這次的聯合國事件，可以發現國際上的

壓力對政府推動政策是有影響力的，因此即便此次事件沒有更進一步的推展，

仍然對平埔諸族帶來正面的影響。 

當時原民會的主委孫大川於 2010 年 7 月 6 日在「平埔族政策新出發記者

會」中回應平埔族的身分認同要求，表示將成立「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在

平埔小組成立之後，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與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藉此於 7

月 26 日再次提出陳情，要求政府針對巴宰族為原住民案進行討論。8 月 16 日

原民會提出兩點回應：1.目前政府所認定的原住民都是經過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的民族；2.關於平埔族正名的問題，平埔事務推動小組已

於 7 月 20 日開會時成立五人小組專門處理，並將提出具體方案，再開會討論、

研擬如何處理。43根據原民會的兩點回應來看，巴宰族仍然被排除在原民會所

定義的原住民當中，即便成立了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在正名運動上仍無太

多進展。 

經筆者開始蒐集及整理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與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提

出的陳情書內容及原民會的回應，截至筆者完成本論文，從長年陳情書的往來

得到的回應可看出對於巴宰族是否能成為政府認定之原住民，仍然沒有答案。

但是從原民會回應的法律條文中可以了解，現有的法律其實非常有限，在法律

規定和政策未能調整之前，能改變的可能性都不大。 

 

二、 重現巴宰族歷史文化 

                                                       
42  原民企字第 090001985 號復函：有關貴協會申請巴宰族為臺灣原住民族之一族案，本會擬循

以往程序先委託學者專家研究巴宰族成為一族之主客觀條件，至有關個人是否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事，則另依原住民身分法之相關規定辦理。 
43 第一次平埔事務推動小組開會時，潘大州委員於臨時動議提出意見，對於過去因為行政疏失

導致沒有原住民身分的人民，政府應儘速制訂補救措施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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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歷史－研討會、文物展覽 

在巴宰族的文化與認同運動過程裡，舉辦相關研討會或座談會除了促進巴宰

族人對歷史及文化的認識外，也能培養對自身民族的認同。歷年舉辦的活動內容

如下表所示： 

表 2-6 巴宰族議題研討、座談會一覽表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2004.07.20 
「族群與文化研討會」賴貫一專題：〈從埔里看臺灣的族群關

係－在歷史夾縫中找出路的臺灣熟番〉 

文建會 

中區於謝緯營地 

2004.09.11 原住民國是論壇 賴貫一專題 南投縣文化局 

2004.10.30 
埔基專題：〈埔里的醫療宣教史〉  

賴貫一專題 
埔里基督教醫院 

2005.12.17 

「百年的遺落與重現－－2005 南投縣平埔族群文化研討會」

賴貫一發表〈大社庄之番歌試解－天子神話的建構與文化認

同的難題〉 

國立暨南大學 

2006.11.25 「展望巴宰族群」研討會及巴宰族群古文物展示 國立暨大附中 

2006.12.02 巴宰族群復振計畫成果發表會 國立暨大附中 

資料來源：參考自《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76。 

從上表也能看出巴宰族人重建歷史文化的積極與決心，主辦者從中央到地

方的行政單位，甚至也有協會自行舉辦的研討會。文物也是認識歷史文化的一

種方式，因此巴宰族共成立了兩個文物館，分別是位於南投埔里的「打里摺教

育館」和苗栗鯉魚潭的「巴宰聚會所」，並於 2006 年 11 月 25 日舉辦了一場為

期一周的文物展覽。 

自 921 地震後，謝緯營地與打里摺文化協會合力關懷災區原住民重建，由

協會理事鄭自財義務為嚴重受損的臺灣文物館設計新大樓並親自監工，2001 年

初，新大樓終於落成啟用，營地董事會將其命名為打里摺教育館。2003-2004

年，文建會副主委吳密察為關心教育館相關文物之保存，協同南投縣文化局輔

導「打里摺教育館」成為一鄉鎮一文物館計畫44之補助單位，為教育館的展示

空間提供全新的面貌。打里摺教育館收藏了考古石器、原住民文物、漢移民文

物、日本統治相關文物和史料、中華民國統治相關史料和文物、平埔族群文物

及契約書等數千件文物史料。蒐集這些文物的賴貫一牧師提倡這個文物展覽的

特色為跳開「統治者的文獻」、透過人民記憶中的「文物」，提供一個教育及對

話的情境45。由於教育館的主要負責人賴貫一牧師已經離開謝緯營地，目前該

                                                       
44  從 2002 年文建會的羅文嘉副主委提出「一鄉一館」計畫而來的，後來文建會陳郁秀與吳密

察將這項年度計畫改為六年執行。 
45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9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二章 巴宰族認定運動的過程 

73 
 

館已經不再提供文物展覽。 

為保留及推廣巴宰族群文化復振工作，2006 年 11 月 25 日由臺灣打里摺文

化協會、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及臺灣原住民族學院促

進會等協會，共同舉辦「展望巴宰族群」研討會及文物展，此次研討會的地點在

國立暨南大學附屬中學圖書館。本次活動重點有二大部分：一、巴宰族的歷史與

變遷及巴宰族社會文化的專題討論；二、巴宰族文物展，此次的文物來源由謝緯

營地文化教育館與苗栗縣鯉魚潭潘大州長老所提供，並由他們進行解說導覽。 

 2007 年 8 月 17 日，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理事長提供自家倉庫，並將之修

建成「文化聚會所」，陳列於其中的古文物大都是潘大州多年的收藏及族人提

供，有古農具、漁獵器具、家庭用品及古文書 200 多件，這些都是珍貴的文化

遺產46。綜合上述內容，我們可以看見巴宰族人透過座談研討會、文物展示等

活動來推動文化復振，由此方式加強對文化與歷史的認識，並且增進民族的認

同。 

 

（二）文化－學習語言、歌謠、舞蹈 

巴宰族的文化重現是文化復振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從通過認定的原住民

族案例來看，要成為一個民族，必定要有自己的語言，針對語言推廣，潘大州

於訪談中這麼說： 

我們本來就是原住民，這個身分一定要堅持、要爭取恢復，我們自己

要努力，讓母語要很流利。如果有一天機會來了，要給我們恢復，你也要

能說幾句，如果什麼都沒有，沒有什麼條件怎麼要求恢復身分？所以我們

要先復振我們的語言和文化，這才是第一優先的47。 

巴宰語雖然處境瀕危，不過仍然存有語言，由於語言是被認定為一個民族的

必要條件，因此鯉魚潭與愛蘭都相當積極地開課進行族語教學，針對不同的程度

開設不同的課程，從基礎的拼音班到基本會話班，目的就是為了讓所有來上課的

族人都能真正地認識巴宰語。目前推動巴宰族語的工作雖然緩慢又艱辛，不過經

過幾年的累積也有一些成果，在各個協會的規劃與安排之下，族人藉由主日學或

教會禮拜結束後，參與巴宰族語的教學課程。2002 年 8 月 26 日開始編輯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原住民族語教材，由教育部主辦、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承辦，巴宰族也因此成立了族語教材編輯小組；2003 年族語教材的編輯陸續完

成，使巴宰族在語言的學習上有更好的選擇，因此透過教材使族語的復振工作更

加順利。 

                                                       
46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86-87。 
47 根據 2014 年 8 月 22 日對潘大州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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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宰族透過教會的幫助學會了使用羅馬拼音，因此藉由羅馬拼音留下了許

多歌謠紀錄，這些內容分為「傳統歌謠改編的聖歌」、「傳統歌謠」和「族語聖

歌」三類。因為歌唱也是一種表演的形式，因此在 1999 年開始舉辦傳統過年之

後，巴宰不管在傳統過年或是出席活動時，都會將傳統歌謠演唱納入，成為活

動內容中的一部分。 

在舞蹈方面，巴宰族不像其他臺灣原住民族一樣有固定形式且豐富的肢體

表演，只有在進行牽田活動的時候，族人一起圍著火並手牽手以腳步移動隨著

圓圈旋轉，但是舉辦過年或參加外面的傳統活動，往往需要一個可以在舞臺上

展演的節目，於是巴宰族開始編排舞蹈，愛蘭地區的巴宰族從模仿其他現有的

原住民族舞蹈開始，以別人的歌跳別人的舞，就這樣到外面參加過幾次活動之

後，大家也開始期待能用自己的歌、跳屬於自己的舞，所以協會的耆老和成員

開始著手進行編排屬於巴宰族自己的舞蹈，訪談潘英寬時他這樣說：  

我們第一支舞蹈是去中興大操場花卉嘉年華表演，有各族群的表演，

我們那時候去很多人，第一次出道，我們都有穿傳統服裝，但是大家都不

太會，跳了不是我們的歌和舞，那是我們萌芽的開始。後來我們決定用我

們語言的歌，編了一首母語的歌，剛好遇到平埔會親，我們用自己的歌來

跳舞，那些動作就有符合過去捕魚砍材的動作，模擬以前生活的寫照，那

時候我們請信義鄉的舞蹈老師來教48。 

用來表演的歌曲，因為保留許多傳統歌謠的優勢，所以編成舞蹈的方法是

先將傳統歌謠重新編曲並聚集耆老們錄音，在歌曲完成之後請專業的舞蹈老師

搭配重新編曲的傳統歌謠，將過去的生活情形設計成舞蹈動作，如此一來巴宰

族就有了自己的表演曲目及舞蹈。愛蘭開始嘗試用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之

後，累積了比較多的表演經驗與資源，因此還特別到鯉魚潭和大社去教學，讓

巴宰族不同聚居地的族人都能在傳統過年的時一起表演。 

舞蹈全部都是我們這裡去教的，每年都會去 taba（鯉魚潭）教學，我

們覺得同樣都是巴宰族，一起跳很好，象徵我們團結一致，大社只有一

次，有和大家一起跳。後來大社比較少人參加，但是我們和鯉魚潭互相支

持，每年都這樣做49。 

語言、歌謠、舞蹈這三項活動漸漸成為巴宰族復振傳統過年的活動中重要

的展演內容，也可以說是透過這三項不同內涵的活動豐富了整個儀式。如果族

人能受邀出席更多活動並能運用這些元素表演出巴宰族的文化，在不斷練習與

表演這三項內容的情形下，不僅讓觀看者從中感受巴宰族的文化內容，無形中

也強化了族人對文化的了解和連結。 

                                                       
48 根據 2016 年 1 月 17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49 根據 2016 年 1 月 17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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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這是適應現代社會不得已的轉變，過去巴宰族的原始社會環境已

經消失，舉辦傳統過年作為一種文化復振，雖然已經改變了原來的樣貌，但是

透過展演的方式，重新讓巴宰族人認識自己的文化，因此可以將這個視為是一

個串聯起長者與青年的機會，另外，歌謠和舞蹈這兩項，不管事表演者或觀看

者都能從中獲得參與感，所以雖然活動的性質變了，但是將文化傳承下去的精

神是沒有改變的。 

 

（三）著作－出版論述  

除了動態的文化復振之外，文字的紀錄也相當重要，可以讓外人及巴宰族人

透過出版的書籍更認識巴宰族，在著作上歷年來可說是成果豐碩，其中以歷史和

語言的內容較多。從文字紀錄及出版著作的作者來看，除了有學者之外，本族人

的紀錄與著作也逐漸增加，可見巴宰族人對自我的認同意識跟著文化復振運動的

推動一起成長。 

1996 年潘稀祺書寫其家族歷史《潘睦派下潘氏族譜》，在 1998 年潘大和的

《平埔巴宰族滄桑史》完成後，他聚集各聚居地的巴宰族人公開發表此書，自此

開啟了本族人紛紛投入文化及歷史書寫的浪潮，繼之有賴貫一、徐永欣、潘秋坤

三人及打里摺文化協會、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三個協

會紛紛出版；學者專家的相關論述以巴宰族語與傳說歌謠為主，有李壬癸、土田

茲、林英津、林修澈的著作，有關巴宰族的論述與著作整理請參見下表： 

表 2-7 巴宰族的論述一覽表 

本/非族人 時間 作者/主編 作品 

本族人 

1996 潘稀祺 《潘睦派下潘氏族譜》 

1998.3.29 潘大和 《平埔巴宰族滄桑史》 

1999.1.2 打里摺 《巴宰族群文史手冊》 

1999.9.11 潘稀祺 《巴宰王國－岸裡社潘家興衰史》 

2000.6.20 賴貫一 《認識臺灣族群關係》 

2000.7.17 賴貫一 《強權支配下的宗教與族群》試讀本 

2003-2014 
苗栗縣巴宰族群協

會 
《巴宰族過新年成果專刊》 

2004 潘大和 《滅絕胎灣平埔族群政策》 

2004.5 賴貫一 《臺灣土龍傳奇－巴宰族群語教材教師手冊》 

2004.6.21 打里摺 《巴宰語教材教師手冊 I-IV 試讀本》 

2006.11.10 賴貫一 《阿霧安人的話語和腳蹤（巴宰語實用手冊）》

2006.5 打里摺 《巴宰語教材教師手冊 V-IX 試讀本》 

2006.5 打里摺 《巴宰族母語錄音 2184 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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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 徐永欣 《巴宰族印象》 

2007 潘大和 《三國瓜分、掠奪滅絕平埔族》 

2008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

化協會 
《原住民族語巴宰語教師手冊 2008 修正版》 

2008 潘大和 《巴宰族史》 

2009 潘大和 《巴宰族語》 

2010.8 潘秋坤 《臺灣平埔巴宰（pazeh）族語基督長老教會》

2013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

化協會 
《原住民族語巴宰語教師手冊 2013 修正版》 

2013.11.1 
苗栗縣巴宰族群協

會 

《巴宰苗栗縣鯉魚潭（內社 Taba）聚落潘氏語

言集》 

2014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

化協會 
《烏牛欄巴宰語彙編 教師本》 

學者專家 

2001.9 李壬癸.土田滋編著 《巴宰語詞典》 

2002.11 李壬癸.土田滋編著 《巴宰族傳說歌謠集歌謠、傳說故事 CD》 

2000.3.1 林英津 《巴則海語》 

2007.12 林修澈 《巴宰族民族誌調查》 

參考自《巴宰族民族誌調查》，頁 78。 

從著作整理表可以發現，巴宰族人一開始是以追尋自己的族群歷史為主，

藉由而這些出版，每位作者都試圖用不同的方式，回答身為一個巴宰族人應該

知道的歷史與文化，因此透過這些書建立起巴宰族的自我詮釋。再來看到語言

部份，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是由專家學者率先進行調查，之後出版後巴宰族人也

於那段時間開始進行族語學習，而以學者的出版與族語教學的經驗為基礎，巴

宰族於 2004 年開始陸續出版族語教材，往後除了潘大和之外皆以族語教材為

主。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語言的學習與傳承，是巴宰族進行文化復振中的重點項

目，再次印證了族語在巴宰族中的優勢與重要性。 

經歷推動者出現與協會成立後，對外巴宰族與各界串聯與對政府進行陳

情，對內進行文化學習與推廣，延續第三章民族認定的過程，各項文化內涵將

融入在傳統過年活動之中，因此下一章主軸將以此歷程與活動內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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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巴宰族的文化復振 

 巴宰族透過第三章所提到的各個協會之運作來協助族人辦理與推動各項文

化事務，如每年的傳統過年和語言傳承等工作，因此協會在族群認同及形塑的

過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2010 年政府因應聯合國事件而成立了平埔小組，平

埔小組於開會後以推動活力計畫的形式來協助巴宰族進行文化復振，因此這幾

年的文化復振可說是在活力計畫的推動下看見顯著的成果，除活力計畫外，祭

儀活動的形式及語言也是文化復振的重點，本章遂分節介紹以上三項推動巴宰

族文化復振內涵的形式及成果。 

 

第一節 祭儀活動的推動 

一、1999 年第一次恢復傳統過年  

1936 年「皇民化運動」時期，臺灣總督府為推動皇民化運動，開始強烈要

求臺灣人說國語（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改信日本神道教並參拜神社，

同時每天要膜拜日本天皇的居住的地方。日本政府欲從精神上消除臺灣人的民

族意識，使其脫離傳統的生活型態與文化；到戰後國民政府時期仍延續這樣的

作法，在這個歷史背景下，許多平埔族群就如同〈貓霧拺番曲〉1中所提到的：

忘了自己的語言，也漸漸忘了自己的文化與身分。2 

經日本政府和國民政府對臺灣居民推動的消除民族意識政策下，雖傳統過

年的樣貌已消失，但仍然留下幾項過年時主要進行的活動，如：走鏢、牽田及

銅鑼舞，日治時期巴宰各社群仍陸陸續續進行這些活動，1969 年衛惠林教授到

埔里調查時，留下了以下的紀錄： 

當時巴宰族的歲時祭儀，未受到漢化影響的其中一項就是過年祭祖，

其過程有一項活動為報新走鏢，曰 dadal amae pakibaah 在農曆十一月十五

日早晨舉行，是日曙明時，約上午三時，即由會所當執的青年出門到部落

各大路鳴鑼報新，曰 baadui。是日早晨愛蘭臺地三社青年早在前晚集中在

會所，到當天早晨三社青年都集合到大馬璘會所舉行走鏢賽跑儀式。這儀

典是由巴宰七社聯合舉行的，一直慢跑到牛眠山守城份，大湳會所。…這

                                                       
1  民國 37 年（1948 年），考古學者宋文薰、劉枝萬、陳金河在埔里向毒阿火採得「猫霧捒社番

曲」家藏手抄本；透過毒阿火的解說，這套猫霧捒社的祭祖歌謠，始得以重見天日。引用自原

住民族文獻編輯部，〈「平埔族」名詞淺說〉，《原住民族文獻》，取自

http://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09&id=658（檢索日期：2016/6/18） 
2 潘秋坤，〈巴宰族群簡史〉，《巴宰族群文史手冊》，南投：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1999，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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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走鏢賽跑風俗實為往昔青年成年儀禮之遺緒。凡走鏢得勝為部落好漢

lialiaka sou 他一輩子受人尊敬，為以後取得部落長老 xakrng 的基礎。3 

 

由上述資料可以看出埔里在當時仍舉行傳統過年活動，但由於受到了政府

的影響，過年活動背後的意義有了些許的改變，走鏢活動的初衷為得勝者將成

為部落長老，領導整個社群；然而在日治時期實行保甲制度與警察制度後，使

長老會議的功能喪失；國民政府時期則是廢除了保甲制度改為鄰里制度，此時

舊有番社規模已不復見，雖然仍有許多巴宰族人留在聚居地，可是不同政府於

不同時期所帶來的政策，徹底改變了原有的領導架構與文化。4以愛蘭臺地上的

烏牛欄社為例，傳統過年逐漸轉化成教會中的聯誼與競賽活動，在衛惠林調查

完之後，愛蘭教會仍舉行兩次大型走鏢活動，一次是 1971 教會建立一百週年

時，另一次是 1988 年，後來就停止辦理過年活動了。5 

1998 年 3 月 29 日，巴宰族人裔潘大和於大社教會舉行新書《平埔巴宰滄

桑史》發表會，在各教會的族裔和耆老的鼓舞下，許多族人齊聚一堂，更於當

時成立了「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並選出首任會長潘萬益、首任總幹事賴貫

一。為了迎接公元 2000 年以及巴宰族群暨中部地區基督教長老教會設立 130 週

年，五個教會6的族裔長老、牧師與協會決議共同恢復舉辦傳統過年活動。臺灣

巴宰族群文化協會依委員會於 1998 年 7 月 5 日臨時動議通過議案，委託潘明昭

委員及潘榮章長老商請愛蘭教會主辦「第一屆巴宰族群眾教會過年牽田走鏢聯

誼活動」，同時為了紀念開山武干，經委員會決議後，第一屆就由愛蘭教會承

辦。1998 年 9 月 16 日愛蘭教會邀請埔里區三間教會委員及牧師協議活動內

容，往昔過年的慶祝活動都是由各社群自行舉辦，此次過年活動為經歷兩百多

年的遷徙與分合後，第一次嘗試聚集各社群的族人合力舉辦，這樣盛大的聯合

過年活動規模可說是前所未有，更是跨越新世紀的一個開始，對巴宰族人來說

是意義非凡。 

「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於 1999 年 1 月 2 日在埔里愛蘭國小舉辦百年來

首度的「巴宰族群 1999 聯合牽田、走鏢活動」，此次活動由賴貫一牧師實際規

劃、執行辦理，邀請巴宰族目前四個主要聚居地（大社、鯉魚潭、愛蘭、四

庄）的耆老、族人一同參與。此次過年活動的內容與意涵整理如下： 

 

                                                       
3 衛惠林，《巴宰七社志》，臺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1，頁 125。 
4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臺北：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7，頁 71-72。 
5 根據 2015 年 9 月 25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6 愛蘭基督長老教會、大湳基督長老教會、牛眠基督長老教會、大社基督長老教會、鯉魚潭基

督長老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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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過年活動內容與意涵 

活動內容 活動意涵 

開幕式 

（主席致詞、蘭音合唱團吟古

調、各社長老致詞、愛蘭教會銅

鑼舞） 

 

贈佩刀 贈送耆老番刀，象徵耆老走在前頭帶領後輩傳承文化 

感謝邵族打里摺 感謝過去邵族贈送土地，讓巴宰族人在埔里安居樂業 

走鏢 傳統過年時，青壯年男性都會舉行長跑，展現其強壯體魄

趣味競賽 體驗傳統生活：母語聽力、抓魚、打獵、編織、角力、母

語與基督教信仰 

傳統料理 共食與分享，象徵巴宰族人的團結 

唱 Ai-yen 透過傳統歌謠再次提醒族人過去的歷史 

聯合聖餐禮拜 巴宰族人改宗信仰基督教，也透過基督教留下文化與語言

 

 

 

圖 3-1 1999 年出版之巴宰族群文史史冊 圖 3-2 1999 年聯合過年邀請函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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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1999 年聯合過年邀請函封面 圖 3-4 1999 年聯合過年邀請函內頁 

主辦方精心策畫此次活動，有別於以往隱藏巴宰族人之身分，本次活動中

特別強調巴宰族的主體性，聯合過年活動的辦理讓參與的族人能夠用不一樣的

角度認識自身文化，活動從開幕式即置入巧思，在座位上，特別將巴宰族群的

耆老排在前方，將來賓安排在後方，強化主客關係，與其他活動以賓客為主體

性的座位安排不太相同；主席於開幕式致詞之後，在愛蘭教會詩班吟唱的古調

中揭開活動的序幕，各社的長老上前致詞，對族人們精神喊話； 後以銅鑼舞

作結，象徵過年活動開始了。巴宰族耆老潘金玉，也是製作族語字典、課本的

關鍵報導人於隊伍前方帶頭，筆者與潘英寬先生對談中提到這段歷史： 

1999 年賴牧師組織團體，我們不是核心人物，我們只是去參加的，當時都

是他在處理，他後來有講他借了 4-50 萬來辦活動，那時候有潘榮章、明昭長

老、潘萬益、潘大和、潘大洲、還有北區蘭僑潘啟端，還有大社的潘新棋，潘

稀祺的弟弟，應玉、永歷…等，當時候他們都是坐臺上，穿巴宰的衣服，金玉

當時候沒有在臺上，她在臺下帶頭跳銅鑼舞。7 

接下來將簡單介紹各項活動的內容及其意涵： 

 

(一)贈佩刀 

贈送各個區域的耆老一把配刀，象徵透過這些長者帶領，後代將能持續文

化傳承。 

(二)感謝邵族打里摺8 

道光 4 年（1842 年）2 月的〈思保全招派開墾永耕字〉中，提到平埔族群

                                                       
7 根據 2015 年 2 月 10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8 早期集體移民埔里的西部各平埔族群之間彼此的稱呼，意謂我們大家都是番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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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順利進入埔里，主要是因為在山上打獵時，遇到了「思貓丹（shivadan）社番

親」（邵族），族人向他們敘述在外被漢人欺侮，土地幾乎被侵占殆盡，這些邵

族同胞考慮到「自我祖上以來，原與打里摺一脈相生、同氣連枝」，才代為向埔

里社人商量，讓這些「打里摺（taritsi）」們進入埔里共同居住，後來也委託思

貓丹社土目、長老們前往西部平原，招募「平埔打里摺」來到埔里，為了讓遷

居埔里的族人永遠記得這段過程，邵族族人只要在過年時來到埔里，族人都會

給他們一些吃喝的東西，因而產生後來所謂的「水社番收租」的說法。9筆者在

訪談過程中也得到一些經驗能佐證這段歷史： 

我們與山地原住民比較少互動，但是和邵族比較有互動，日月潭那一

群，他們每年都有來，他們不會種田，也不太會抓魚，所以就去日月潭，

就把這個土地交給我們巴宰。我有看過他們來，我小時候看過，大概快過

年的時候來，有年糕和肉就給他們，你給他們的東西不會拿到日月潭，他

們在醒靈寺那裡吃完，在那吃完睡一夜後，隔天才回去。10（愛蘭） 

他們（邵族）會來收租，ㄧ年來ㄧ次，他們一下來會很多天，不像我

們有鈔票，雙方用鈔票來付款，他們必須把這些小米裝上牛車，然後搬到

日月潭去，所以他們下來在這裡住很多天，這些租戶，巴宰、噶哈巫都

有，還有其他平埔族，就會好好款待他們，他們最高興就是來收租的時

候，可以享受這種款待，當時候都是用最好的東西去招待，ㄧ定是讓他們

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但是我小時候沒有看過，因為噶哈巫到埔里已經將近

兩百年，所以我沒有看過，我只知道早期是這樣，他們是地主，我們是租

戶，所以我們要付田租，到現在都是口耳相傳，他們祖先也告訴他們，以

前我們的土地在埔里，我們每年都會下去收租，他們會好好款待我們，除

了小米當做田租以外，還有有糖、鹽這些比較缺乏的東西，我們從外面買

進來的東西，我們會當作禮物送給他們。11（四庄） 

由於兩族在歷史中的友好關係，此次過年也特別邀請了邵族的代表，在活

動中由巴宰族耆老依循傳統贈送禮物表示感恩。 

 

(三)走鏢 

贈送配刀後的活動就是走鏢，走鏢其實就是現在的馬拉松，是ㄧ項體能訓

練活動，因為巴宰族 重要的經濟活動是打獵，打獵所需要的體力、機智和反

應這三項技能對巴宰族人來說非常重要，因而每年在走鏢中檢驗大家一年來的

                                                       
9 潘秋坤，《巴宰族群文史手冊》，頁 22。 
10 根據 2015 年 2 月 24 日對潘春貴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11 根據 2015 年 2 月 25 日對潘宗昌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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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成果，過去在走鏢中的優勝者能獲得一面頭旗12，當晚族人會到他的家中

舉行牽田儀式13為優勝者慶祝。走鏢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成年禮，當少年參

與走鏢，於體力、機智與反應這三項的成果都合格之後，族人才將他視為成

人。 

(四)趣味競賽 

當天透過不同包裝的趣味競賽，將過去的生活縮影融入活動中，各個教會

分組相互競爭，除了為自己的隊伍全力以赴爭取榮耀之外，同時也再次複習祖

先們過去的生活文化傳統，活動比賽有：Apuwan 的話、筒底抓大魚、射箭比

賽、背山豬過關、巧手編布紗、Tu 才(肚臍)論英雄、溜繩子、剖甘蔗、尋上帝

的話。14傳統料理由在地的婦女們準備，現場提供了阿拉糕、醃魚、青苔…

等，具有巴宰族特色的料理，讓前來參與的族親可以好好享用，補足體力繼續

往後的行程。 

 

(五)唱 Ai-yen 

牽田儀式 重要的就在於 Ai-yen 的演唱，過去都是在走鏢活動中奪得頭旗

的優勝者家中舉行，藉由這樣的機會傳述巴宰族的歷史與文化，並提供一些生

活的智慧與經驗給後代，此次團聚，各社的巴宰族人也透過這樣的方式，大聲

唱出屬於自己的歌。 

 

(六)聯合聖餐禮拜 

在過年活動的隔日，參與活動的眾教會聚集在埔里鯉魚潭謝緯紀念營地做

禮拜，一起紀念過去先人的足跡並強調基督教信仰在巴宰族人心中的位置。 

本次首次嘗試聚集巴宰族各社恢復辦理過年活動，為巴宰族的文化復振工

作開啟新的一頁，也為未來的過年立下基礎和典範，如銅鑼舞開場、族語開場

致詞、族語演唱或演說、走鏢、牽田、聖餐..等。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期待透

過這次的過年活動，讓巴宰各社都能燃起復振的動力，筆者訪問了當時擔任總

幹事的賴貫一： 

                                                       
12 所有年紀分組進行比賽，而所有分組中第一位跑完走鏢者可以得到第一名的旗子，此旗成為

頭旗。 
13 牽田除了為走鏢優勝者慶祝之外，其主要意涵及目的，在於 Ai-yen 的歌唱與舞蹈，藉此機會

傳述過去的歷史與文化，並教導青少年先人的教誨。 
14 體驗過去傳統生活的趣味競賽(Apuwan 的話：巴宰語對話、tu 才(肚臍)論英雄：平衡比賽，

兩人將橫桿擺置於腰間，相抵掉落平臺下者輸、溜繩子：攀爬繩索比賽、尋上帝的話：翻聖經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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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委員會，99 年後我有期待，是否每年都可以野火燎原，如果我

們可以這樣辦，後來輪流辦，希望未來要產生競爭的關係。15 

各地開始從事文化復振的工作，剛開始起步可能較為緩慢，不過當大家有

共識並竭力推動這件事情之後，有一天，巴宰各社於各地辦理過年活動也能出

現屬於自己的特色，當各地的活動各有特色時，或許會出現競爭的關係，然而

這個競爭關係並非不好，反而是因為這個活動有了自己的活力和能量，能召集

更多的人一同參與，到了那個時候，相信巴宰族的文化復振也可說是有一定的

成果，族人能於每年過年看到各個聚居地辦理固定的傳統祭儀。 

 

二、愛蘭與鯉魚潭的過年活動   

1999 年傳統過年之後，星星之火點燃了各個聚居地，第一屆承辦活動的負

責人和參與者幾乎都是來自教會，許多人甚至就是教會中的長老，考量到教會

無法只專注在文化工作上，還有許多需要關心的項目，經過開會討論，巴宰族

人先後在愛蘭與鯉魚潭成立了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

成立文化協會，協會將專職處理所有與巴宰族有關的事務，以下介紹每一個協

會舉辦傳統過年活動的內容和時間點。 

 

(一)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 

烏牛欄巴宰辦公室，也是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的前身，2000 年在暨南

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舉辦了巴宰族過年活動，其中一段訪談紀錄如下： 

921 大地震的時候，在那個前後就成立了巴宰烏牛欄的辦公處，這個

為巴宰協會立下了一個基礎，自己跟從長輩學習，在 2003 年 6 月 28 日成

立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因為年輕，我被推為第一任的總幹事，協助

協會推動族語、文化、歌謠、母語...等。16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在 2003 年於愛蘭成立，辦理過年活動的單位從那

時起由巴宰烏牛欄辦公室改為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而後於 2000、2003、

2010、2013、2014 每年各舉辦一次傳統過年活動，總計五場。這是以愛蘭的巴

宰族人為主體的活動，動員愛蘭長老教會的會友與蘭僑邀請巴宰族親及姊妹教

會17和社區團體共同參與，因地緣關係將活動地點選為愛蘭臺地上的愛蘭國小

                                                       
15 根據 2015 年 2 月 12 日對賴貫一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16 根據 2015 年 2 月 24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17 愛蘭的姊妹教會是因為山地傳教，愛蘭教會去霧社、紅香，日月潭…等地，甚至很長一段時

間都有到日月潭與他們一起禮拜，這些是我們自己去宣教，不是中會指派的，所以那裡有基督

教也跟我們很有淵源，也和埔基的山地醫療一起。根據 2015 年 2 月 10 日對潘春貴先生訪談資

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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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暨大附中，延續 1999 年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第一次辦理過年活動的經驗

來設計往後的活動並沿續幾項固定內容，如：銅鑼舞、走鏢、牽田與邵族贈

禮，其他內容則是配合資源與人力，各年度的活動皆有不同之處。 

2000 年是服飾設計走秀，運用巴宰族既有的服飾圖騰，於現場加入不同素

材重新創作；2003 年配合鎮公所「2003 埔里鎮多元文化季」系列活動，南投縣

文化局及埔里鎮公所舉辦多元文化季，結合埔里鎮原住民、客家、洪安雅、噶

哈巫、巴宰…等族群，聯合舉辦一系列的豐年文化季，藉由豐富的文化意涵帶

動埔里各族群與社區的文化和觀光發展。此次的過年活動擴大舉辦，動員埔里

鎮各族群於 12 月 13 日共同參與開幕式，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於 12 月 27

日於愛蘭國小辦理傳統過年活動，除了邀請族親之外，更特別邀請了洪安雅

族、噶哈巫族、邵族、泰雅族、萬豐教會(後更名為喜馬恩教會)、愛蘭社區…

等代表，因當時擔任埔里基督教醫院院牧部主任牧師的蔡三雄擁有國際裁判資

格，此次活動特別由他和協會共同設計了八人制拔河比賽，讓參與的各個單位

能用不同於以往的方式歡慶過年，這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與埔里鎮公所合作辦

理的過年活動。 

2003 年後由於缺乏經費，過年活動停辦多年，但是愛蘭臺地上的巴宰族人

沒有因此停止參與過年活動，每年至少承租兩臺遊覽車前往苗栗鯉魚潭參與從

2004 年開始舉辦的過年活動，直到 2010 年申請原民會的經費，才再次於愛蘭

恢復辦理過年。18 

2013-2014 年申請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得到來自原民會的經費補助，辦

理兩屆的過年活動，2013 年執行「文化保存與推廣-傳統祭儀與節慶活動」計

畫，在過年活動中由族語老師帶領學生呈現使用巴宰族族語編寫的戲劇；2014

年執行「追尋祖先腳步、文化復振計畫」計畫，延續前一年的族語教學，過年

活動中安排青少年上臺展現成果，另在會場外展示巴宰族傳統美食阿拉糕教學

及製作成果，將傳統飲食文化分享給現場參與者。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五

次過年活動的地點與參與人員名單，筆者整理如下：  

 

表 3-2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活動地點、時間 

時間 活動地點 固定參與人員與團體 個別參與團體 

2000 暨大附中 

愛蘭教會、鯉魚潭教會、牛眠教會、

水社邵族代表、愛蘭教會蘭僑、萬豐

教會 

 

2003 愛蘭國小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鯉魚潭教 洪安雅代表拔河隊、噶哈巫代表拔河

                                                       
18 原民會有一項平埔五百萬經費，2010 年申請此款項來辦理傳統過年活動。根據 2015 年 4 月

29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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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南投縣噶哈巫文教協會、水社邵

族代表、愛蘭教會蘭僑、萬豐教會 

隊、邵族代表拔河隊、愛蘭社區代表

拔河隊、泰雅族代表拔河隊 

2010 暨大附中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苗栗縣巴

宰族群協會、南投縣噶哈巫文教協

會、水社邵族代表、愛蘭教會蘭僑、

萬豐教會 

 

2013 暨大附中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苗栗縣巴

宰族群協會、南投縣噶哈巫文教協

會、陳清恩牧師、暨大附中樂儀隊、

愛蘭社區發展協會、水社邵族代表、

愛蘭教會蘭僑、喜瑪恩教會 

九族聯合教會 

2014 暨大附中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苗栗縣巴

宰族群協會、南投縣噶哈巫文教協

會、陳清恩牧師、暨大附中樂儀隊、

愛蘭社區發展協會、水社邵族代表、

愛蘭教會蘭僑、喜瑪恩教會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圖 3-5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傳統過年固定參與人員、團體（圖片來源：筆者整理） 

 

 上圖整理自前一個表 4-5，南投縣巴宰族群協會自 2000 年以來，總共辦理

過五次傳統過年，其中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南投

縣噶哈巫文教協會、水社邵族代表、愛蘭教會蘭僑及喜瑪恩教會全都皆參與；

2013 年起為了強調基督教信仰與巴宰族群的關係，特別安排愛蘭教會的陳清恩

牧師於傳統過年開始前為活動祈禱，暨大附中更派學校的樂儀隊代表學校表演

及參與盛會，主辦方也邀請在社區從事照護工作的愛蘭社區發展協會一同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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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襄盛舉，連續參與兩年以上的人員與團體總計有九組。 

2003 年因應埔里鎮公所舉辦多元文化節系列活動，過年活動首次舉行了聯

合拔河比賽，特別邀請五組團體參賽，往後鎮公所和協會因經費關係停辦過年

活動，因此這項過年聯合拔河活動的創舉成了首次也是唯一一次；2013 年的活

動中邀請到九族聯合教會，因愛蘭幾位教友於九族文化村的舞團工作，透過他

們的邀請，九族聯合教會及九族文化村的舞團也參與了此年度的過年活動，盛

況空前、熱鬧非凡，以上是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五次過年活動的參與團隊

及情形。 

 

 

圖 3-6 暨大附中（圖片來源：http://qqqtuna.blogspot.tw/2010/10/blog-post_13.html）         

 

 

圖 3-7 愛蘭國小 
（圖片來源：

http://163.22.135.129/school/album/index_showpic.php?picpage=1&selpage=1&prgid=3&sgd=&actid
=6507&sernum=1&sel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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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 

 巴宰族群自 1999 年聯合舉辦過年之後，星星之火也延燒至鯉魚潭，鯉魚潭

遂 2003 年起開始舉辦傳統過年，此次由臺灣巴宰族群協會19與鯉魚潭基督長老

教會一同承辦 taba 社傳統過年。2004 年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成立後，開始和鯉

魚潭基督長老教會一同舉辦。由於每年皆獲得苗栗縣文化局的補助，自 2003 年

起潘大州擔任第一任理事長後，由苗栗鯉魚潭協會和教會組成團隊，連續每年

於鯉魚國小辦理過年活動。 

  

圖 3-8 埔里族親在鯉魚潭村口下車 圖 3-9 埔里族親隊伍進入村中 

  

圖 3-10 前理事長敲鑼帶隊前進 圖 3-11 埔里族親進入會場鯉魚潭國小 

活動前一日與當日早晨，協會與教會的巴宰族人一同前往活動現場佈置、

當地居民幫忙指揮交通以協助整個活動進行。過年活動當天，前置作業準備就

緒後，參與的人陸陸續續到達，來自各地參與的團體與族親都會將大客車停放

在鯉魚潭村路口，在村子外面集結，整隊後走進村中， 後進入鯉魚國小。進

入過年活動場地後，工作人員會請帶隊的長老至報到處簽到、拿程序單，之後

長老會帶領族人繞場一周後走到指定的座位，待大家坐定，主持人宣布活動開

始，過年活動的程序如下： 

由主持人用巴宰語宣布過年活動正式開始，巴宰族的婦女進入場中央表演

                                                       
19 2000 年 1 月成立「臺灣巴宰族群協會」，潘大和擔任第一屆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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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舞，接著請牧師上臺為整個過年活動祈禱並獻上感恩，再來由主持人介紹

到場參與來賓和參與的族人，然後大家一起跳大會舞並吟唱 Ai-yen 歡慶新年。

在下一階段的表演之前會先在司令臺的右方聚集將進行走鏢比賽的選手，選手

於銅鑼敲響時起跑，環繞操場一周後向外跑至折返點，完成約五公里的路跑後

回到場中，選手們走鏢的過程中，各個單位於會場中央進行表演，當第一位選

手跑回鯉魚國小即將抵達終點時，全場中斷表演活動，一起為這位即將奪得頭

旗的選手歡呼，所有表演結束後會進行頒獎典禮，各組別前三名到司令臺接受

頒獎，獲得頭旗者能接受特別表揚，隨著節目到達尾聲，全體參與人員聚集到

場中，圍圈手牽手進行牽田，一起唱著 Ai-yen 繞圈，在傳統歌謠吟唱之後，一

年一度的過年活動就到一個段落，參與人員在現場自由交誼與餐敘。 

每年都舉辦的過年活動需要各地的族人與友好的團體參與或演出，因此苗栗縣

巴宰族群協會每年活動都會致函邀請巴宰族群各部落的族人，除了通知辦理傳

統過年活動的時間、地點外，也會提供交通上的建議與實質上的幫助，下表為

筆者整理的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歷年參與過年人員名單： 

表 3-3 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傳統過年歷年參與人員、團體 

時間 固定參與人員、團體 個別參與人員 個別參與團體 

2003 

愛蘭教會、鯉魚潭教會、牛

眠教會、大社教會、當地社

區居民 

愛蘭旅北蘭僑潘麗莉 竹山教會、愛蘭旅北蘭僑 

2004 鄭志成、潘瓊敏 
巴宰族群青少年、巴宰族群婦

女、巴宰族群兄弟 

2005 陳存仁、潘瓊敏 
平埔道卡斯族、斯瓦細格教

會、社區媽媽教室 

2006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

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南投

縣噶哈巫文教協會、斯瓦細

格教會、平埔道卡斯族、賽

夏族事務協進會、巴宰旅北

岸裡大社僑、大社教會、鯉

魚社區發展協會、當地社區

居民 

潘瓊敏、南賢天、潘麗

莉 
愛蘭旅北蘭僑 

2007 潘瓊敏 
愛蘭旅北蘭僑、雙湖社區發展

協會 

2008 鄭葦舟牧師 
雙湖社區發展協會、雙潭社區

發展協會 

2009 鄭葦舟牧師 
雙湖社區發展協會、雙潭社區

發展協會、西湖社區發展協會

2010 潘哲雄 

雙湖社區發展協會、雙潭社區

發展協會、中港溪原住民事務

協會 

2011 潘大洲、潘哲雄 

雙湖社區發展協會、雙潭社區

發展協會、苗栗縣原住民文化

藝術舞蹈團 

2012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 潘大洲、潘哲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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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噶哈

巫文教協會、斯瓦細格教

會、平埔道卡斯族、賽夏族

事務協進會、巴宰旅北岸裡

大社僑、鯉魚社區發展協

會、雙湖社區發展協會、雙

潭社區發展協會、當地社區

居民 

潘大洲、潘哲雄 
中港溪原住民事務協會、鯉魚

國小 

2014 潘大洲、潘哲雄 
中港溪原住民事務協會、鯉魚

國小、竹南鎮阿美族 

 

 上表提到的個別參與人員和個別參與團體總計 12 組是過年活動中的展演

者，這些人透過主辦方苗栗巴宰族群協會的邀請前來，參與個人與團體分為幾

種關係： 

1. 同屬巴宰族的群體（南投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南投

縣噶哈巫文教協會、巴宰旅北大社僑、大社教會） 

2. 屬地緣關係的鄰近友好其他族群（斯瓦細格教會、平埔道卡斯族、賽夏族

事務協進會） 

3. 在地社區團體（鯉魚社區發展協會、雙湖社區發展協會、雙潭社區發展協

會、當地社區居民） 

苗栗鯉魚潭舉辦傳統過年以來連續參與三年以上的主要參與者如下圖所示：

 

圖 3-12 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傳統過年固定參與人員、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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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整理愛蘭與苗栗兩個巴宰聚居地傳統過年活動的內容，可以看出兩地

除了零星個別參與的個人與團體之外，皆有固定參與的團體，可以歸納分成三

種：血緣文化性群體、地緣關係性群體及在地社區性群體，血緣文化性群體

如：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噶哈巫文教協會，三者

除各自舉辦自己的過年活動外亦會參與彼此的過年活動。人員組成與經費狀況

是每年過年活動能否順利辦理的關鍵，兩地協會的核心工作人員很高的比例是

教會會友，在活動參與的動員上都先從教會和家人著手，因此皆能號召足夠的

人員參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兩地青壯年人口參與比例普遍較少。經費來源部

分，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經費不足，因此五次過年活動皆透過文化部與原

民會的經費舉辦，當未能申請經費補助時，過年活動也無法順利辦理；苗栗縣

巴宰族群協會則透過向苗栗縣政府申請經費來舉辦過年活動，由於潘大州前理

事長退休前任職於民政局，熟悉經費申請手續，自協會成立以來每年皆成功申

請經費舉辦傳統過年。透過前述的討論得知，過年活動 重要的除了辦理者與

參與人員之外，經費來源更是 關鍵的因素，下一部分將針對歷年活動的內容

加以說明。 

 

三、傳統過年的要素與比較   

走鏢、銅鑼舞、牽田是現代巴宰族過新年特有的民族藝術與文化，根據過

去的紀錄與口述歷史，在過去的過年活動中，走鏢在白天舉行，當天比賽結束

後則開始一連數日通宵達旦的牽田活動。透過 1908 年伊能嘉矩所留下的紀錄，

我們能看見早期巴宰族舉辦傳統過年活動的情形： 

 祖靈祭（razum）是一社最重要的大事，有特別的頭目負責這件事，稱

為「karaohu」。巴宰族和其他的原住民一樣，原本是在米收穫之後，到了

下一次收穫之間為一年的標準，稱之為「今年」（ohoni kawas）。根據口

述，原本是在收穫完之後，第二次月圓之日（karitehu ilats）舉行祭儀（後

來接受清朝統治之後，才改以舊曆十一月十五日為祭祖日），之前先用新米

釀酒、作粿。到了當天，屬於少年及青年的階級（巴宰族原本有年齡階

級）會參加賽跑（走鏢），參賽者只用一塊布（sapau）垂於腰間，在社內

定點集合，聽從長老的指揮，以三人、五人、七人不等的奇數為一組，在

定距離之間賽跑，普通距離約二、三里左右（日里，1 里約等於 4 公里）。

並預先在到達點放置彩旗，作為先到者的獎品；此時男女老幼群集、鳴鑼

喝采歡迎，讚揚勝利者的勇健，這個人還可以得到賞旗。結束之後就各攜

酒粿，到固定的祭場集合；由祭祀的頭目站在主位，口念咒語舉行祭典。

此時會依照慣例用酒、粿、鹿肝（pasf）享祀祖靈，全社徹夜共飲、唱

歌、跳舞，並且會演唱敘述本族歷史的 pakanahazat sau（初育人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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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akapazan（同族分支）歌曲。20 

上述內容提到早期巴宰族人舉辦過年活動的流程，當日青少年會進行定距

離之間賽跑，先到者在完跑之後會受到大眾鳴鑼喝采歡迎並得到贈旗，結束後

在固定的祭場集合，全社徹夜共飲、唱歌、跳舞，並且唱述巴宰族歷史歌曲。

伊能嘉矩所留下的紀錄就是走鏢、銅鑼舞、牽田的三項傳統活動的原型，下列

是三位居住在愛蘭的報導人對上述三項傳統活動的經驗分享。  

我還是小孩的時候，那時候就有牽田走鏢了，當時候人說的話，我都

聽不懂，問他們也不告訴我們意思，大人都會說，你們不用知道，因為那

時候日據時期，……，他們唱歌不像我們現在唱歌之後，牽田後結束，他

們是邊吃邊喝酒，走鏢第一名，會去他的家，要準備豐盛的給大家吃，牽

田是喝到已經醉了，那時候的人都很愛喝，醉了才唱的了歌，唱的歌才會

牽尾音，我們現在的人都沒辦法像過去的人那樣牽，喝酒牽的，要學也沒

辦法，你醉了唱起來的調才對，一個人唱累了，就會下一位唱，大家就會

合著唱，這很有趣，大家都會唱，這都沒有編曲，大家都唱得很開心。21 

以前部落裡面，年輕人要跑很遠，跑到大湳去，從小埔社從水尾繞一

圈回來，一、二十公里，我們過年時候辦，過年前青年男子要去打獵，婦

女在家裡殺雞殺猪，準備過年，第二天就辦牽田走鏢，如果出現第一名就

會去獲勝的人家，邊吃邊喝，然後牽田唱哀煙，每個人醉後，就很會牽尾

音，這個就是牽田。獎品是自己織的布旗，這個是禮物。22 

我以前也看過走鏢，老人的竹籬帽破破爛爛的，上面插滿花，敲銅

鑼，去走春拜訪教會的會友，初一的時候。敲銅鑼有規則，豐收敲 7 下，

過年敲 11 或 12 下，不是隨意亂敲的。23 

 三位受訪者根據自身經驗提出詳細解說，由此可見在日治初期，巴宰族人

仍維繫早年舉辦傳統過年儀式的樣貌。然而走鏢、銅鑼舞、牽田並非只是單純

的慶祝活動，走鏢有三項主要的意義和目的，其背後代表意涵如下： 

第一是鍛鍊強壯體魄、堅忍的毅力、耐力以及團隊的精神，以防禦外患，

捍衛家鄉族人之生命與財產安全。第二是英雄與光榮的表徵，成績良好者，未

來能成為長老，並有機會擔任領導人。第三是含有「神決裁判」的功用，當同

族之間碰到彼此爭奪是非曲直，卻難以決定的事件時，兩造會對祖靈宣誓，然

後再舉行賽跑，以先抵達者為理直的一方。 

                                                       
20 伊能嘉矩，〈臺灣ピイポオ蕃の一支族ぱゼッヘ(PAZEHHE)の舊慣一斑〉，《東京人類學會雜

誌》，1908，打里摺文化工作群程士毅翻譯。 
21 根據 2015 年 2 月 10 日對潘春貴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22 根據 2015 年 2 月 10 日對潘文輝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23 根據 2015 年 2 月 10 日對潘美玉女士訪談資料整理。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巴宰族的民族認定運動 

92 
 

慶祝走鏢得勝者的酒宴“marau mukung mudang”在走鏢結束的同一天晚上舉

行，以優勝者家為中心，邀集親友舉行慶祝酒宴後再到會所前廣場，由男女青

年攜手跳舞、唱 Ai-yen 通宵達旦。24 

牽田儀式是巴宰族的年祭或頌祖祭，是尋根、追念過去及緬懷祖先的祭典

活動，牽田這項活動除了為走鏢獲勝者慶祝之外，主要的意義和目的在於「Ai-

yen」的演唱，透過演唱 Ai-yen 傳述本族的歷史文化及提供青少年生活上的智

慧與經驗，並教導青少年遵從前輩的教誨。25 

銅鑼舞是巴宰族促進族群團結和諧的一項傳統，也是擔負重大涵義且能象

徵特有民族藝術的一項文化，早期巴宰族人於過新年時（農曆 11 月 15 日）上

山狩獵，有重大收穫時會立即派人返回村莊敲打銅鑼告知全社族人，以便共同

慶祝並分享獵物，早期在慶祝走鏢勝利時也會敲打銅鑼，現今則由以前的敲銅

鑼儀式演變成銅鑼舞。銅鑼舞形式為一個人攜銅鑼帶頭敲打，鑼聲音調極為激

進興奮，其他族人則緊跟在後跳舞，舞者以豐收及勝利者的心情與姿態，舞出

萬分興奮驕傲又狂歡的舞姿。 

根據上述的史料與口訪資料可以得知，即便年代不同，但是走鏢、牽田及

敲銅鑼三項活動仍在傳統過年中舉行，因此從 1999 年第一次恢復辦理過年時就

包含此三項象徵巴宰文化的活動，而後在愛蘭和鯉魚潭所辦理的過年活動也延

續此做法。筆者將辦理過年活動的時間分為三個時期（第三時期又分為兩地）

並一一整理當時舉辦過年活動所包含的內容，第一為日治時期至 1969 年，當時

衛惠林留下了辦理過年的活動紀錄，並出版了《巴宰七社志》，因此設定這段

時間作為比較傳統過年活動的起點；第二為 1999 年首次集結各社在埔里辦理的

傳統過年；第三、四為 2000-2014 年愛蘭與鯉魚潭兩地各年度所辦理過年活動

的內容，詳列為下表： 

表 3-4 過年活動要素比較表 

 日治時期-1969 1999 2000-2014 

愛蘭 

2000-2014 

鯉魚潭 

走鏢 ● ● ● ● 

敲銅鑼 ● ● ● ● 

牽田 ● ● ● ● 

祈禱  ● ● ● 

主席致詞  ● ● ● 

唱古調 Ai-yan  ● ● ● 

                                                       
24 衛惠林，《巴宰七社志》，頁 125。 
25 臺灣巴宰族群協會、臺灣基督長老教會鯉魚潭教會，2003，〈牽田與走鏢〉，《二○○三年臺灣

巴宰族(pazeh)過新年走鏢牽田古文物竹編展示暨鯉魚潭社區民俗文化表演活動成果專刊》，苗

栗：臺灣巴宰族群協會、臺灣基督長老教會鯉魚潭教會，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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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展演  ● ● ● 

走鏢頒獎  ● ● ● 

傳統料理、共食  ● ● ● 

感謝邵族打里摺  ● ●  

各社長老致詞  ●   

贈佩刀  ●   

傳統生活體驗活

動 

 ●   

拔河   ●  

文物展示   ● ● 

巴宰歌舞表演   ● ● 

社區、來賓表演   ● ● 

 

 透過上面表格的整理，筆者進一步分析在這個表格中觀察到的現象，分別

為走鏢、敲銅鑼、牽田活動形式的轉變及 1999 年過年活動後留下的影響： 

 

（一）走鏢、敲銅鑼、牽田 

這三項象徵巴宰的傳統過年活動在三個時期及第三時期的兩地皆出現，但

在不同時期中的活動細節有了些許變化。 

1. 走鏢： 

首先從走鏢的距離來看，過去的青少年需跑一、二十公里來完成走鏢

這個代表男性青少年已經成年的儀式，但現在走鏢跑的距離及規模大幅縮

小，大約為五公里左右；在榮譽方面，以前跑第一名的青年可以得到頭

旗，未來可能成為部落領導人，因此走鏢與身分緊密相連，但是從日治時

期開始，聚落中的領導階層已經被外來的政治制度取代，部落領導人的影

響力逐漸下降，雖然優勝者仍能獲頒頭旗，但在意義層面上已經轉為各聚

落彼此爭取榮譽，值得一提的是，從 1999 年開始新增了女性獎項。 

2. 敲銅鑼： 

敲銅鑼在早年是歡慶的儀式，不管打獵、新年或走鏢都能見到，1999

年後敲銅鑼轉變為功能取向，在主持人開幕時敲打銅鑼象徵活動開始，或

是走鏢比賽中青年接近終點時會敲打；另一個轉變是將敲銅鑼編成舞蹈，

1999 年首次由潘金玉帶領婦女將敲銅鑼融入舞蹈演出，後來這個項目遂成

為表演活動中的一部分，逐漸演變成今日看到的銅鑼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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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牽田： 

牽田在早年的目的是到走鏢優勝者的家中慶祝，享用美食且一起牽田

唱 Ai-yen，長者會在這個時候吟唱族群遷移史、家族歷史、期勉青年人…

等曲，以前有許多人能即興演唱，近年因長輩陸續離世，牽田時所唱的歌

已經從長者領唱轉變為播放錄音檔而大家跟著唱。 

（二）1999 年過年活動後留下的影響 

1999 年再次辦理過年活動，除了上述討論的內容之外，主辦方試著運用各

項程序及活動讓參與者重新感受巴宰族傳統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因此在第一屆

辦理過年活動之後，也影響了愛蘭與鯉魚潭兩地此後幾年的活動安排，影響的

層面如下： 

1. 祈禱： 

因為巴宰族與教會的關係非常密切，愛蘭與鯉魚潭的協會幾乎由在地

教會會友所組成，因此活動開始前即邀請牧師上臺為整個過年活動祈禱。 

2. 主席致詞、唱 Ai-yen、母語展演： 

這三項活動的共同之處，就是以巴宰語為主要的使用語言，可以看出

今日活動特別強調族語重要性的用心，雖然聯合國將巴宰語判為瀕危的語

言，但是透過這幾項內容，可以看出在聚居地中仍然有人能使用巴宰語。 

3. 走鏢頒獎： 

1999 年辦理走鏢時，設有總錦標頭旗一面，其他各分組各取前三名，

也各有較小的旗子一面，除了各組名次有不同獎金之外， 重要的是得到

標旗的走鏢者能受到大家祝賀，同時也為了自己的社爭取榮耀。 

4. 傳統料理、共食： 

過去在走鏢活動結束之後，全族至奪得頭旗的人家中舉行牽田和慶

祝，現在雖沒有這樣的環境和空間，卻仍希望維持這項共同慶祝的傳統，

因此主辦方安排族中的婦女和外燴一同準備中餐，讓大家在走鏢、牽田活

動結束之後，仍可以一同享受傳統美食，並透過共食的過程彼此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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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過年活動要素 

 

以重新辦理過年的方式試圖恢復過去的文化，上圖中的三個圓表示這幾項

活動在過年中重要性，走鏢、銅鑼舞、牽田這三個部分在 內圈且是每年活動

的核心，因此這幾項內容每年在愛蘭或鯉魚潭都能看見；其他活動因為兩地歷

史環境與資源的差異，每年都有不同的安排，其重要性也依上述規則顯示在圖

中。 

 

第二節 語言復振的成果 

一、從教育部九階教材編寫開始  

巴宰族於 1999 年初開始恢復舉辦文化傳統活動，族人意識到耆老逐漸凋

零，若再不編撰母語教材進行教學，巴宰語將面臨消失的局面，於是烏牛欄的

巴宰族人開始在教會進行族語紀錄的工作，首先由耆老口述發音，再用羅馬拼

音寫下巴宰語的單字或詞句，經過整理、影印後編纂成教材26。1999 年底經歷

921 大地震因此所有工作暫緩； 2000 年底，烏牛欄再次辦理傳統過年後幾個

月，耆老開始在愛蘭教會開族語班對族人授課27。學習巴宰族語時，初學者要

                                                       
26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語言保存與推廣-語言著作出版〉，《巴宰族 102 年活力計畫申請

案》，南投：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2013，頁 3。 
27 根據 2015 年 9 月 2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走鏢、敲銅鑼、牽田

祈禱、主席致詞、唱古調
Ai‐yan、母語展演、走鏢
頒獎、傳統料理共食

感謝邵族打里摺、各社長
老致詞、贈佩刀、傳統生
活體驗活動、拔河、文物
展示、巴宰歌舞表演、社
區來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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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學羅馬拼音，若是已經熟悉拼音，可以直接開始學習巴宰語，在族語傳承工

作上，早期為耆老自行編寫教材，上課的時間是每個禮拜六早上 9 點到 11 點，

授課的教師為潘金玉，課本編排上主要依照老師的想法，這是還未正式編寫教

育部九階教材之前的族語教學活動樣貌。 

巴宰族語進行大規模且有架構的編輯，是從 2002 年進行教育部「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課程原住民民族語教材」（下簡稱九階教材）開始，九階教材開始編

輯之後，漸漸使用課本的方式上課；2003 年 6 月 28 日南投縣巴宰族群協會成

立，7 月 3 號協會成立母語班，9 月潘金玉製作課本供教學使用；2004 年 3 月

九階教材初版發行，在尚未收到教材之前，族語教材主編賴貫一就透過臺灣打

里摺文化協會，於 6 月 21 日先將巴宰語九階教材教師手冊 1-4 冊試讀本發行，

欲在學校實施教學之前，先培養族語教學師資和族語學習的氛圍；另於 2006 年

6 月 15 日發行巴宰語九階教材教師手冊 5-9 冊試讀本。 

政大原住民族語言教育文化研究中心（現改為政大原住民研究中心），成立

於 2000 年，以政大民族系教授群為主並結合研究助理所組成的學術研究工作團

隊，由林修澈擔任中心主任。該中心於 2001 年承辦原民會第一屆全國原住民族

語能力認證試務工作，引起原住民各族對認證考試的關心，報名非常踴躍，有

近三千人參與認證，更帶動各族學習族語的風氣，儼然形成民族語言的復興運

動。 

教育部原住民教育政策委員會於 2001 年 5 月 18 日的會議中，確定由政大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林修澈擔任召集人，成立「教材組」來統整原住民族語言教

材。28當時被認證的原住民族語只有 38 個，擔任主編的林修澈特別將巴宰和噶

哈巫語納入編寫計畫中29，將巴宰語編入的原因如下：1999 年之前，林修澈與

他的團隊曾到南投埔里的鯉魚潭謝緯營地開會，認識當時的負責人賴貫一牧

師，知道賴貫一關心巴宰族語且積極地從事文化及語言復振工作，且在 1999 年

巴宰族舉辦傳統過年時收到邀請並到場參與，當時林修澈就知道巴宰語仍有活

力，並且在活動中認識了許多巴宰族人且持續來往。訪談中林修澈提到巴宰語

也是南島語系中的一支，此外當時的教育部次長范巽綠與她的下屬皆相當支持

族語復振工作，基於上述兩個原因，林修澈在編寫臺灣原住民族語教材時，將

巴宰語納入教材編輯30。 

九階教材嘗試突破傳統的編輯模式與概念，試圖開創現代化的編寫方針，

提供當今原住民族實際生活所需之語言，九階教材的編輯模式從成立「族語教

材課程大綱與教材細目編輯小組」開始，擬定九階課程的總綱與各階教材細

                                                       
28 林修澈，《族語扎根-四十語教材編輯的四年歷程》，臺北：政治大學原住民族語言教育文化中

心，2006，頁 26。 
29 根據 2015 年 9 月 14 日對李臺元老師訪談資料整理。 
30 根據 2015 年 9 月 3 日對林修澈老師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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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做為各族「教材編寫組」（下簡稱編寫組）之編輯依據，受召集而成立的各

族之編寫組執掌學習手冊及教師手冊的編寫。政大原住民族中心除了督促各族

編寫組的進度外，另成立「族語教材編審委員會」，負責審查各組所編寫的教

材， 後由政大將審查結果送交各編寫組修訂教材，為使教材更臻完善，各編

寫組亦同時配合辦理實驗教學觀摩活動；為使教材更具美觀及趣味性，政大另

組織插圖繪畫組，配合課文內容並依據各族的服飾及文化特色繪製插圖，插圖

稿亦需經過各編寫組人員審定而後定案，因而此教材的內容具有相當高的精準

度。各階的連貫主軸，以個人為起點，發展到家庭、學校、社會與文化，符合

循序漸進的語言學習發展歷程，為因應族語教學所需，除教育部印刷的教學手

冊及教師手冊紙本之外，政大原住民族中心另建置「族語教室」網頁（網

址:http://www.clcd.nccu.edu.tw），提供網路線上學習及輔助教學之用，目前已提

供九階課文電子檔案下載及一至九階線上有聲課本。 

潘榮章長老為巴宰族族語編輯小組的榮譽召集人，賴貫一為執行召集人，

其他成員有潘金玉、潘明昭、潘永歷、潘隆川，及王素惠等。31編寫組成立之

後，立即依據教材「課程大綱」與各階「教材細目」所訂定之單元名稱、主題

（課名）、課文內容、溝通功能、語言結構、分段能力指標等規範，編寫各階之

學習手冊與教師手冊內容；在有聲課本的部分，則由政大原住民族中心分配助

理到埔里進行聲音採集，巴宰語族語課本中的對話內容，第一版由潘金玉、潘

明昭擔任發音者、第二版則由潘美玉、潘瓊秀擔任。巴宰族族語編寫組之下分

設兩個語別，主編賴貫一在編輯會議中提出建議，將巴宰語、噶哈巫語各編出

一本教材，雖然兩者語言大多相同，但是為能符合各地區學習者使用，因此採

用兩個語言各出版自己的教材等方式。 

2002 年 8 月 26 日起九階教材開始編輯；2004 年 3 月初版出版；2005 年底

巴宰族族語教材完成之後，同年 12 月 10 日於南投埔里鎮的謝緯營地，巴宰與

噶哈巫為慶祝教材順利出版，舉行了感恩禮拜，吸引眾族人前來參與。九階教

材的出現，引發了學習族語的熱潮，同時也間接影響了後續族語傳承、創作及

教學…等各項事務，有別於傳統的教學方式，九階教材的出現建立了典範，為

族語傳承打下穩固的地基。 

 

二、各項母語活動的展開   

 巴宰族雖仍擁有自己的語言，不過能流利使用的族人不多，1999 年後耆老

在教會開班授課，多年持續不斷的族語教學為的就是要將巴宰族語這個珍貴的

語言資產留下來，經過不間斷的學習與努力，終於培訓出一批族語教師；2007

年教育部舉辦第一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居住在愛蘭的巴宰族人雖身分尚未受

                                                       
31 林修澈，《巴宰族民族誌調查》，臺北：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7，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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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府認可，但從首屆開始參加兩年一度的文學獎以來，巴宰族人在文學獎中

多次獲得獎項，實為難得。 

巴宰語擁有自己的字典及族語教材，在十多年的教學與使用上碰到許多問

題，透過不斷修正和研究，為的就是想讓教學用的教材更貼近使用者，這也是

巴宰語的族語教師現正面臨的首要任務，下一部分就母語學習及成果說明。 

 

(一) 母語學習 

2000 年年底愛蘭教會與烏牛欄辦公室在辦理傳統過年之後，開始在愛蘭教

會開設母語課，課程時間是每個禮拜六早上 9 點到 11 點，授課教師為潘金玉，

使用老師自製的族語教材來上課；2002 年 2 月底潘金玉到鯉魚潭教會開設巴宰

族語密集班，為期一週，經過這次課程之後，於每周日聚會結束後由潘大州與

族語老師帶領大家學習族語，教材內容皆印於教會週報中。 

 

 

圖 3-14 族語老師自製族語課本 

 

九階教材於 2002 年底開始編輯，於是漸漸轉用課本的方式來上課；2003

年 6 月 28 日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成立，以協會的名義在 7 月 3 日開設母語

班；2004 年賴貫一針對族語教學的需求，特別開辦第一期的師資班，進行為期

三個月的培訓，當時巴宰和噶哈巫的人一起上課，上課內容分為兩部分，前半

段由賴貫一講解兩邊語言使用的差異，後半段為教學實務演練，每週安排一位

學員進行課程試教。參與此次族語種子老師培訓的有潘金玉、王潘美玉、潘春

貴、潘和忠、潘和村、潘婉娩、潘瓊秀、潘文輝、潘瑞月、潘英傑、潘英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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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第一屆族語老師訓練課程 

除了原有的母語班之外，為更符合實際學習需求，族語教學向上和向下延

伸，分為三種不同程度，於 2005 年 4 月 16 日開設母語進階班、羅馬拼音班；

2009 至 2010 年禮拜天下午在愛蘭教會開設羅馬拼音班，主要是針對國、中小

的學生，寒暑假另外再開設一周的集訓班。 

  

圖 3-16 族語老師母語進階班 圖 3-17 羅馬拼音班課堂 

潘金玉到 2010 年為止都持續為族語教學努力，後來因身體不適而停止教學

工作，轉由王潘美玉擔任族語教師，持續至 2011 年底，族語教學課程暫時停

擺，原來的上課時間轉為族語創作和討論，大家利用周六的上午評論其他書寫

者的創作並互相給出參考建議。 

 

圖 3-18 王潘美玉老師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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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的母語到目前我們在做的，已經有大馬璘社區不是愛蘭教會

的人在學基礎班，還有教會本身有人上基礎班，進階班的，不管老年人或

年輕人都有。32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於 2013 年開始承辦活力計畫，在計畫中重啟族語

教學，青少年透過教會主日學與青年團契聚會的時間參與族語基礎班；進階班

則由族語老師開設小班教學；2014 年初首次在社區開設巴宰語基礎班，提供對

巴宰語有興趣之民眾學習。 

 

圖 3-19 歷年母語活動 

 從沒有教材到教育部出版九階族語教材，巴宰族人一路堅持推動自己的語

言，族語教學進行了十多年，除了訓練出一批族語教師外，多年來在教會開設

的課程使孩子能從小開始接觸族語，族語老師們從事教學之餘更精進自己族語

的使用能力，寫作母語並參賽因此成為族語教師努力的方向。 

 

(二) 母語寫作參賽 

語言是民族文化的象徵，失去了語言，意味著民族的消逝。臺灣是多民族

多文化的社會，長期以來受到臺灣與中國歷史糾葛不清的關係，漢人文化為主

體的大中華思維仍盤踞在各個角落，使得原住民文化為臺灣主體的思維，無法

落實生根。33民族文化的寶藏，必須從民族語言裡尋覓，民族語言的精隨，必

須從族語文學裡擷取。唯有充分認識自己的語言，運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

                                                       
32 根據 2015 年 2 月 11 日對潘英傑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33 趙順文，〈族語創作有可能嗎？〉，《原住民教育情報誌：原住民的書寫–漢語創作 vs 族語創

作》，臺北：教育部、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10，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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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才能發揚民族文學，展現自我的主體性。34 

民族的生存仰賴語言，語言透過文學方能提煉，族語寫作可說是文學的根
35，推行族語的文字化是教育部重點工作之一，辦理族語文學創作獎勵的目

的，就是為了要積極推動原住民族語的文字化，鼓勵大眾利用教育部與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2005 年 12 月公告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用來提升原住

民族社會對於文字的運用，將族語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展現民族文化的活力，

進而達到原住民族語復振，因此 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1 月，教育部首次舉辦

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比賽，以新詩、散文、小說及翻譯文學四種形式徵文。 

 位於埔里愛蘭的巴宰族人亦關注到此項資訊，幾位族語老師試著用巴宰語

進行創作，其中一位族語老師潘英傑於訪談中提到。 

我的語言學習是從回埔里開始，我持續參與活動，語言是非常值得重

視的工作，我基本上對文學比較重視，對教育也是，在母語傳承上就投入

更多心力，比如說現在開班，努力書寫創作族語文學，這些都是在展示我

們巴宰族的文化內涵，我們傳承的基本工作，這些也不是只有我ㄧ人的表

現，這些是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原來我們的語言可以到學術界，也讓政府

看到我們，只要我們有努力做下去，讓更多人了解我們的語言。36 

 族語傳承工作除了紀錄與教學之外，能在生活中應用是相當重要的一種方

式，巴宰語就是透過教會教導的羅馬拼音被記錄下來，近幾年透過文化工作

者、學者、政大原住民族中心各方面的努力，將巴宰語有系統的紀錄下來，後

續出版族語教材。透過教會的凝聚力，巴宰族在兩個聚居地的教會皆開課教

學，累積了多年的教學能量，愛蘭第一批受訓的族語老師將所學帶入自己的生

活中，但是他們並不安於現況，於是開始以巴宰族語投稿參與族語創作比賽。 

透過很多單位將巴宰語紀錄下來，並且做成母語鄉土的教材，這是我

們保存的現況，我們閱讀和口說的部份要繼續加強。最近幾年，…國家舉

辦的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現代詩、散文、翻譯..等，我們在這方面很努力

在做，大家朝這方面去做努力，也得到了評審肯定獲獎，這是我們母語現

在保存所做的努力的小小成果。37 

 2007 年（96 年度）首次舉行族語文學獎，第一年由政治大學承辦，愛蘭有

三位投稿者，分別為王潘美玉、潘英傑及張梁玉，其中王潘美玉以新詩〈憶祖

歌謠〉、潘英傑以新詩〈家園〉獲獎。相隔兩年後，族語文學獎於 2009 年（98

                                                       
34 鄭瑞城，〈族語文學創作 落實族語文字化〉，《教育部 2007 年原住民族文學創作獎作品集》，

臺北：教育部，2007，頁 2-3。 
35 林修澈，〈族語寫作是文學的根〉，《教育部 2007 年原住民族文學創作獎作品集》臺北：教育

部，2007，頁 4-5。 
36 根據 2015 年 2 月 11 日對潘英傑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37 根據 2015 年 2 月 24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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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改由屏東教育大學承辦，參與投稿者有王潘美玉、潘英傑、潘英寬三

人，其中王潘美玉以翻譯文學〈厝角鳥兮春天〉、潘英傑以散文〈我從山中

來〉、潘英寬以新詩〈勇敢的吶喊〉獲獎。 

2011 年（100 年度）改由東華大學承辦這項比賽，承辦單位表示當年度有

人質疑巴宰族不是政府所承認之原住民族，不該參與原住民文學比賽，因為身

分問題判定巴宰族不符資格，故當年度雖投稿卻無法參加比賽。後經過族人抗

議38，教育部重新解釋參賽資格，該文學獎強調的是民族語言而非民族身分，

族語文學獎是透過語言來書寫文學的比賽，巴宰語是活著的語言，因而符合這

個比賽的精神，因此巴宰族人開始繼續參與創作並投稿。 

2013 年（102 年度）同樣由東華大學舉辦，取消上一回比賽的限制，開放

只要同屬臺灣原住民的民族都能參與，因此巴宰族再次回到比賽的行列，參與

投稿者有王潘美玉、潘春貴、潘文輝、潘英傑、潘英寬五人，其中王潘美玉以

新詩〈奧蘭詩歌〉、潘英傑以新詩〈baba（男性長輩）的內心話〉獲獎。經筆者

統計從 2007 年至 2013 年巴宰族共三次參與文學獎，共投稿 15 篇，其中 7 篇獲

獎，參與情形如下表： 

表 3-5 歷年族語文學創作參加情形 

年度 承辦單位 參與名單 獲獎作品 

96 政治大學 王潘美玉、潘英傑、張梁玉
王潘美玉 新詩〈憶祖歌謠〉 

潘英傑 新詩〈家園〉 

98 屏東教育大學 王潘美玉、潘英傑、潘英寬

王潘美玉 翻譯文學〈厝角鳥兮春天〉 

潘英傑 散文〈我從山中來〉 

潘英寬 新詩〈勇敢的吶喊〉 

100 東華大學 

因身份不符，取消參賽資格 

(王潘美玉、潘文輝、潘英

傑、潘英寬) 

 

102 東華大學 
王潘美玉、潘春貴、潘文輝、

潘英傑、潘英寬 

王潘美玉 新詩〈奧蘭詩歌〉 

潘英傑 新詩〈baba（男性長輩）的內心

話〉 

 

我們每屆都有參加文學創作賽，不管得名不得名，我們都一定都會投

稿出去，我們志不在得獎，是要讓大家看見我們，不會認為我們只有原地

踏步，不要讓他們覺得我們每年只教基礎音標，我們其實是一直一步一步

                                                       
38 2012 年 2 月 21 日，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當時的理事長潘文輝先生，於原民會平埔族群

事務推動小組第二次臨時會時，在會議中要求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幫忙了解教育部與原

民會辦理的族語文學獎，該年度巴宰族語為什麼會被剔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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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走，…，讓大家看到我們所學的成績。39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除了在教會開設族語班教授族語之外，族語老師對

自己有更高的期許，希望透過巴宰語訴說心中的想法並放入文學創作中，藉由

作品與大眾溝通且讓更多人看見巴宰族，對於語言上相對弱勢的巴宰語而言，

能走出這樣的路對族語的教學與學習有著正面的影響。 

 

(三) 教材補充與編修 

自 2002 年起，巴宰族開始編寫九階族語教材，有系統的課本使族語的教學

及學習更為方便，但是在教學過程中，仍會碰上一些問題，因此族語教師透過

開會討論，將彼此的經驗紀錄下來，並按著需求補充教材中的課程資訊，抑或

編輯修改教材內容，下表為教材修改概況。 

表 3-6 巴宰族語教材修訂年表 

年代 原住民研究中心 臺灣打里摺文化協會 南投縣巴宰文化協會 

2002 九階開始編寫   

2004 
九階初版 

 
九階教材教師試讀本 1-4 階  

2005 巴宰語九階完成  巴宰九階感恩禮拜 

2006  九階教材教師試讀本 5-9 階  

2007  巴宰族母語錄音 2184 句  

2008   出版修訂九階教材教師手冊 

2009 修訂 1-3 階九階內容   

2010 九階再版   

2013   
修改九階拼音(修改為習慣用

法) 

2014   族語 2184 句增修至 2500 句 

 

截至 2006 年，出版了一至九階的族語課本與兩本九階教材教師試讀本，其

中臺灣打里摺文化協會出版之試讀本，在書中提供教學目標、教學準備、教學

參考資料等，族語教師能透過這些資訊在教學前更了解課程內容，且在教學時

有較好的表現；2007 年再出版《巴宰族母語錄音 2184 句》彙編，這些教材全

都使用 CD 錄音保存耆老的巴宰語發音，提供學習者正確音調；2008 年南投縣

巴宰族群文化協會修訂九階教材教師試讀本，綜合兩本教材的內容並重新編排

                                                       
39 根據 2015 年 2 月 11 日對潘英傑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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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教學目標、教學準備及教學參考等資料，重編為教學要領與課文解析，

增加了補充資料及教學現場提醒，豐富原有的教師手冊並出版《原住民巴宰語

教師手冊 2008 年修正版》；2009 年開始修訂九階教材一至三階，筆者透過訪談

了解這次修改的緣由。 

我們所有的課本，在2006年編完之後，到2009年教育部國教司有一個

計劃，修訂一至三階的內容，所以我們就根據這個計畫去修訂40個語言

別，為什麼要修訂，因為時間的問題，你編完之後，經過使用，當時候編

的過程有很多不穩定，包括符號和詞彙，大家都想要修，這是一個機會去

修，……，於是就有了這個修訂計畫。40 

教材重新修改後也需要重新錄製課文發音，2009年修訂一至三階的計畫時

尚有錄音的經費，因此李臺元到埔里重錄並更新網路平臺上的發音。後來這個

計畫持續進行；四、五階教材於2013年修改完成；2014年時修改七至九階教

材。2013年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申請了原民會的平埔活力計畫案，運用計

畫重新調整九階教材，族語老師在字母使用上有習慣用法，因此將拼音做了修

改，同時也將偏音及教材遺漏的地方加註，當時協會的理事長潘文輝這樣說。 

這些教材也寄給臺中大社與三義鯉魚潭一起學習，可是學習當中發現

有很多錯字與讀音錯誤，誤植、遺落、偏音需加註等。巴宰族以前只是口

述沒有文字，信奉基督教有了白話字後，長輩就利用白話字拼湊成巴宰母

語，除了白話字外還有 x、dha、w 等的發音，不特別教導是很難讀出其中

的韻味，……，經過十幾年的研讀與學習，有一些字並不是原來巴宰傳統

音韻腔調，以前的長輩不識字，口述者與編著者有了落差，也不可能一字

一句去確認 ，或許造成今天的錯誤。因此我們一面讀一面修改，……，巴

宰族就利用此好時機，先修訂了九階課本恢復原來的傳統讀音及正確讀本

教材。41 

透過討論與修改，出版了《原住民巴宰語教師手冊 2013 年修正版》，不過

當時考量到教材使用的方便性，雖然修正版已經完成，但又回歸至原來的版

本，與教育部公告的書寫系統同步。2014 年族語老師們用討論的方式，一條條

修改《巴宰族母語錄音 2184 句》裡面的內容， 後將內容增加至 2500 句，出

版《烏牛欄巴宰語彙編教師本》。 

                                                       
40 根據 2015 年 9 月 14 日對李臺元老師訪談資料整理。 
41 根據 102 年度平埔族群聚落活力計畫申請書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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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巴宰族語教材演變 

 

三、保存母語與推動母語的人   

 因為各個聚居地的族人大多不會說族語，巴宰語在聯合國的分類中屬於瀕

臨死亡的語言，尤其潘金玉在 2010 年過世之後，族語已經死亡的傳聞在網路與

各報章媒體上大幅報導，但事實上巴宰語仍一息尚存。 

1999 年之前陸續有學者到埔里進行研究，特別在愛蘭做了許多語言的相關

研究與紀錄，這些成果陸續在 2000 年開始出版。傳統過年結束之後，激起許多

族人的熱情，巴宰族人開始重新追尋自己的文化，對於語言更是投注相當多的

心力，帶起了一波學習熱潮。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保存與推動母語的人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因著這些人的努力，使巴宰語仍存活並且為人使用。 

表 3-7 巴宰族語歷年出版材料（其中姓名加框者為出版時已離世，襯底色者為噶哈巫族） 

年代 書目 發行單位 主編 編輯團隊 

2000 巴則海語 中央研究院 林英津 
潘啟明、潘金玉、

潘榮章 

2001 
巴宰語字典、巴

宰族傳說歌謠集 
中央研究院 李壬癸 土田茲 

潘萬吉、詹潘梅、

王伊底、潘啟明、

潘金玉、潘榮章、

潘天里、潘郡乃、

潘英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巴宰族的民族認定運動 

106 
 

2002 

國民中小學九年

一貫課程原住民

語教材 

《巴宰語》 

教育部、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 

政大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 

賴貫一、潘金玉、

潘榮章、潘明昭、

潘永歷、潘隆川、

王素惠 

2004 
九階教師試讀本 

1-4 

社團法人臺灣打里摺

文化協會 
賴貫一 

潘金玉、潘明昭、

潘永歷、潘隆川、

王素惠 

2006 

九階教師試讀本 

5-9 

社團法人臺灣打里摺

文化協會 
賴貫一 

潘金玉、潘明昭、

潘永歷、潘隆川、

王素惠 

阿霧安人的腳蹤 
社團法人臺灣打里摺

文化協會 
賴貫一、程士毅 

潘萬益、陳清恩、

潘啟明、潘金玉、

潘榮章、潘明昭、

潘春貴、潘永歷、

潘應玉、潘隆川、

王素惠 

2007 
巴宰族母語錄音

2184 句 

社團法人臺灣打里摺

文化協會 
賴貫一、陳俊傑 潘金玉 

2008 
巴宰語教師手冊

2008 修正版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

協會 
賴貫一 

潘金玉、潘再賜、

王潘美玉、潘文

輝、潘瓊秀、潘英

傑、潘英寬 

2012 巴宰族語 平埔巴宰族群協會 潘大和  

2013 

巴宰語教師手冊

2013 修正版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

協會 
賴貫一 

潘再賜、潘怡宏、

王潘美玉、潘春

貴、潘文輝、潘瓊

秀、潘英傑、潘美

珠、潘英寬 

苗栗鯉魚潭聚落

潘氏語言集 
苗栗巴宰族群協會 潘英琦42 

潘大洲、王芳舟、

王寬寬、陳明瑜、

潘冠容 

2014 
烏牛欄巴宰語彙

編 教師本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

協會 
賴貫一 

潘再賜、潘怡宏、

王潘美玉、潘春

貴、潘文輝、潘瓊

秀、潘英傑、潘美

珠、潘英寬 

                                                       
42 出版品沒有編輯頁，只於封面頁寫明是由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發行，因此主編就以協會總幹

事潘英琦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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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與推動母語的人可以分為三類：學者、主編、耆老與族語編輯團隊；

其中耆老與族語編輯團隊這部分，在 2006 年之前，教材都是巴宰族和噶哈巫族

一起編寫，2007 年後兩者才有較清楚的分野，本文的重點為巴宰族，因此暫不

討論噶哈巫族的編輯成員。 

三位學者分別為李壬癸、土田茲和林英津。李壬癸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

究所研究員，土田滋是日本研究臺灣南島語言的學者，兩人是《巴宰語詞典》

與《巴宰族傳說歌謠集》的作者，自 1969 年起開始兩人陸續到埔里進行巴宰語

語料採集，累積多年資料後將之整理出版成字典與傳說歌謠集。林英津為中央

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是《巴則海語》的作者，她整理出巴宰語的音韻

結構、構詞法及句法，將巴宰語做系統性的分析。 

四位主編分別為潘大和、賴貫一、程士毅和陳俊傑，潘大和是苗栗鯉魚潭

巴宰族人，是當地耆老，曾任臺灣平埔族群協會理事長，將過去所留下的紀錄

整理編輯後出版《巴宰族語》；賴貫一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長期在埔里耕

耘，對於巴宰族群的文化、語言奉獻許多心力，從與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合

作開始即陸續製作族語補充教材與各類資料，賴貫一帶領不同團隊共同完成多

本重要著作，在語言傳承工作上為重要的靈魂人物；程士毅與陳俊傑是埔里當

地的文化工作者，在《阿霧安人的腳蹤》、《巴宰族母語錄音 2184 句》中對族群

歷史書寫及田野調查提供諸多協助。 

耆老與族語編輯團隊共有二十四位，大部分是埔里愛蘭及苗栗鯉魚潭的巴

宰族人，可再分為歷史報導人和編輯教材的族語老師團隊。潘萬吉、詹潘梅、

王伊底、潘啟明四人為愛蘭巴宰族，也是於 1969 年採集土田滋語料的報導人；

潘榮章、潘金玉是愛蘭巴宰族人，從 1999 年進行語言學習與文化推廣時即開始

帶領後輩推行語言復振工作，可以說是語言推動的先驅。 

潘金玉是李壬癸製作字典與傳說歌謠集 重要的報導人，在發音與紀錄方

面提供許多協助，潘金玉也利用周末時間在教會開課教導巴宰語，除了基本發

音教學，更著重師資培育，於九階教材製作這段時間，賴貫一與潘金玉訓練出

一批族語教師，這些族語教師是後來增修族語教材的主力。潘金玉多年來一直

是許多巴宰語教材的報導人，她將所知道的族語傾囊相授，透過不斷的產出與

紀錄才讓巴宰族在今天能留下許多語言教材，潘金玉於族語保存貢獻良多。 

潘萬益、陳清恩二人分別為神岡大社教會的長老和愛蘭教會的牧師，前者

為巴宰族人，二人長期身處巴宰聚居地，在《阿霧安人的腳蹤》一書中為在地

報導人。潘明昭是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前理事長，於 2002 年至 2006 年參

與族語教材的編輯，相當支持語言推廣與教學，鼓勵族人學習巴宰族語。 

在愛蘭除了前述的耆老之外，還有一群族語教師負責族語教材的修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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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王潘美玉、潘春貴、潘瓊秀、潘文輝、潘美珠、潘英傑、潘英寬、潘再賜

及潘怡宏43，這些人組織教材編輯小組，每周利用周末的時間，在愛蘭教會開

會討論，透過這樣的方式按部就班修改族語教材並陸續出版了《巴宰語教師手

冊 2008 修正版》、《巴宰語教師手冊 2013 修正版》和《烏牛欄巴宰語彙編教師

本》。 

 苗栗鯉魚潭在 2013 年也進行族語整理，由族語教師們帶頭進行，團隊成員

有潘大州、潘英琦、潘冠容、王芳舟、王寬寬、陳明瑜，整理潘德彰先生的手

稿後出版了《苗栗鯉魚潭聚落潘氏語言集》。 

 由上述資料來看，大致上可將巴宰族母語的保存與推動分為三個時期：前

期耆老還在，族語推動的關注焦點在族語蒐集與教材製作；中期著重在族語傳

承與開課教學，第一代教師潘金玉將教學棒子交給王潘美玉；後期除了族語學

習推廣外，更著重在如何將所學應用出來，因此愛蘭的族語教師運用巴宰語進

行文學創作。從時間軸來看，巴宰語在 1999、2002、2008、2013 年處於高峰狀

態；2000 年至 2001 年、2006 年至 2007 年、2010 年至 2011 年處於低潮狀態，

這些變化都和成員及經費有關，筆者試圖用下表呈現不同時期的族語推廣情形

（A 區代表的是經費；B 區代表的是族人參與學習；C 區代表的是族語教師）。 

表 3-8 巴宰族族語推展起伏 

年代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A                 

B                 

C                 

 

透過上表可以看出，族語老師自 1999 年起開始授課進行族語教學，即使在

經費部分長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但族語教師仍努力不懈地從 1999 年到 2014

年持續進行教材編寫與修改，不過族語的學習及參與情形則根據每年經費的狀

況有所改變。1999 年巴宰族重新舉辦過年，許多巴宰族人受到鼓舞，期待透過

學習自己的文化而回復族群身分，因此 1999 年的族語推動與學習相當活躍，同

年 9 月 21 日大地震後低潮了兩年；自 2002 年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進入埔里

進行巴宰族語教材的製作後，才又再次燃起大家學習的熱情；2003 至 2005 年

族語教材持續製作；2006 至 2007 年巴宰族人在推行族語多年後期盼能恢復民

族身分的希望中落空，政治因素和環境影響，這兩個年度的語言推展較不順

                                                       
43 潘再賜與潘怡宏父子是住在臺北的蘭僑，潘再賜先生 1920 年生，第一語言是巴宰語，是目

前少數意識清晰且身體健康的長者。編輯教材合作模式為由愛蘭先行討論，之後將當周討論的

結論用電子郵件寄給潘怡宏，由潘再賜先生父子討論後將其意見回傳回愛蘭，隔週開會時提出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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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2008 至 2009 年修改巴宰族語九階教材，推動的狀況稍微回升；2010 年因

第一代族語老師潘金玉過世，連續兩年的教學推動狀況不佳；2012 年之後三

年，巴宰族因申請到平埔活力計畫的經費而再次帶起族語推動活動的風氣。 

 

第三節 活力計畫的參與 

一、平埔小組的成立與平埔族的文化復振 

臺灣平埔權益促進會理事長潘紀揚（苗栗鯉魚潭巴宰族人）於 2010 年 4 月

16 日上書聯合國，要求聯合國介入調查有關政府不認定平埔原住民族之案件。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特別調查報告員詹姆斯．安奈亞（James Anaya）以正式簽名

回函的內容，表示聯合國已受理平埔族控告政府案。被告包括總統馬英九、行

政院長吳敦義、前後任原民會主委章仁香與孫大川等人，當時的原民會主委孫

大川於 2010 年 7 月 6 日在「平埔族政策新出發記者會」中回應這次事件並成立

了規劃多時的「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 

 

圖 3-21 臺灣平埔權益促進會理事長潘紀揚出示聯合國來函（圖片來源：郭晉瑋44） 

 

 平埔族訴求正名多年，始終未獲官方認可，潘紀揚以「平埔權益促進會」

名義告上人權理事會，控訴書中要求「即時給予平埔族認定登記為臺灣原住

民，以遵守該國家的《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法規。」 

5 月 6 日，詹姆斯．安奈亞（James Anaya）正式回函潘紀揚，表示受理此

平埔族控告政府案，於回函中寫道「我會慎重地處理這案件，並慎重地關切通

告者的人身安全」，還提及「我們會遵照嚴格的聯合國內部作業程序，以保密及

                                                       
44 《臺灣立報》。取自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40353（檢索日期：

201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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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為優先考量，有可能將你們的資料，傳遞給其他負責這領域議題的相關聯

合國官員，或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部門中有專屬責任的相關聯合國官員」。45 

潘紀揚主張，若聯合國網站承認巴宰語是瀕臨絕種的原住民語言，為什麼

臺灣政府不承認？控告政府並不是要成為叛亂分子，他的訴求相當簡單明確，

就是希望政府能讓巴宰族回復原住民身分並進入原民會，或像客委會一樣成立

一個平埔委員會，讓族人可以和政府一同合作，盡力搶救及推動平埔文化。 

2007 年 12 月屆逢馬英九參選總統，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義為巴宰族起源

地埔里所選出的立法委員，兩人同時於「支持平埔族群復振大業」約定書上簽

名，表示會盡力幫忙復振平埔文化。這件事情於兩人上任後石沉大海，執政多

年仍不理會平埔族回復身分的訴求，潘紀揚有感而發，認為政府欺騙了巴宰族

人且背叛了眾人對他們的信任，潘紀揚說：「我們沒有槍和子彈，但有精神和文

化」，他表達了自己對於文化復振這個目標將拚到底，絕不善罷干休的精神。46 

 政府官方在潘紀揚控告政府的消息曝光後，於 2010 年 7 月 6 日正式在「平

埔族政策新出發」記者會中提出回應，當時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孫大

川表示，忽視平埔族群存在的政策時代已結束，原民會已於當日成立「平埔族

群事務推動小組」。孫大川認為平埔族與原住民的共同歷史文化不容否認，就原

民會立場，平埔族身分認定不能侵害現有的原住民權益，所以任何關於平埔族

正名或文化復振等事務都將納入「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討論。47平埔族群

事務推動小組由原民會代表召集平埔族、學者代表等 20 人成立，每 3 個月開會

一次，使平埔族長期的問題及爭議能透過推動小組的討論及交流逐一化解。 

孫大川進一步說明，平埔族和山地原住民從日據時代開始分治，長久以來

形成歷史文化發展差異，目前原住民的權益並非空穴來風。他表示，身份認定

並非完全以「血統論」，而是如同低收入戶、身障者的模式，替相對弱勢者建立

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而平埔族身份認定有待推動小組通盤考量。 

至於平埔族委員會有沒有獨立設置的可能，孫大川表示，成立委員會涉及

相關組織條文的修訂，目前並非原民會權責所及，推動小組的成立可被視為設

置平埔族委員會前端作業，如果社會大眾都能接受，原民會當然也樂觀其成。

孫大川強調，針對平埔族正名問題，原民會必須遵守 高原則，不能侵害既有

原住民的權利。48即便短時間無法看見實質成效，但原民會主張將盡力幫助平

                                                       
45 楊舒媚，〈首例_聯國受理平埔族告馬政府案〉，《中時電子報》，2010 年 5 月 23 日，取自

http://blog.roodo.com/renwencenter/archives/12465697.html（檢索日期：2015/11/23） 
46 楊舒媚，〈請求回復身分馬扁都不理_頭目之子潘紀揚：為何對平埔族這麼刻薄〉，《中時電子

報》，2010 年 5 月 23 日，取自 http://blog.roodo.com/renwencenter/archives/12465697.html（檢索

日期：2015/11/23） 
47 蔡和穎，〈平埔族人申訴_聯合國否決〉，《中央通訊社》，2010 年 7 月 6 日，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007060037-1.aspx（檢索日期：2015/11/23） 
48 游婉琪，〈爭取身分受正視_平埔族出席聯合國會議〉，《臺灣立報》，2010 年 7 月 6 日，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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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族復振文化，自 2010 年 7 月開始至 2012 年 5 月，透過平埔小組開會、商

討，催生了「平埔族聚落活力計畫」。2010 年 7 月 20 日平埔族事務推動小組第

一次委員會時，教育文化處即在報告案第二項提出「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推動

平埔族群語言及文化補助要點」；同年 10 月 28 日第二次會議中，楊振耀委員要

求審慎研究該案預算。 

2011 年 1 月 27 日在第三次會議中，段洪坤委員要求推動平埔族群語言及

文化振興五年計畫案（100 至 104 年度），並通過行政院及立法院預算審查之相

關措施及配套作法，以利經費編入 101 年度原民會預算；同年 12 月 27 日第六

次會議的臨時動議中第二點提出修訂五年計畫案的各年度經費編列及重點項

目，第五點討論 101 年度是否比照「活力部落計畫」徵選平埔族群部落為實施

對象；2012 年 2 月 21 日第二次臨時會議中討論平埔族群聚落納入活力部落計

畫的可行性，並由委員推薦 12 個部落作為計畫實施對象，教文處比照現行活力

部落計畫，委外由營造中心輔導；同年 5 月 22 日在第七次會議中，將實施的

「101 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文化與語言營造實施計畫」名稱改為「101 年度平埔族

群聚落活力計畫」，為避免延宕計畫實施，會議中確認當年度立即示範辦理。 

原民會自 2005 年開始，推行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實施計畫，2012 年起

改為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上述計畫長期於原鄉部落執行後有不錯的成

效，因此原民會依照此模式，嘗試將其推行於平埔族的聚落中。 

活力計畫有下面幾點目標：建置及培育部落自治組織、復振部落傳統文

化、營造民族生活環境、發展部落經濟產業、復振共工共耕文化、強化生活照

護功能，推動健康部落生活…等。透過重新建構原住民族部落的社會資本，因

應地方多元問題，引導族人藉由部落參與及合作的機會，解決困境並創造族群

所需之資源，並且以自助、共享互助及能力建構為基礎，以部落為主要工作據

點，協助原住民族自助自立，達到活力部落的效果。49 

 

二、活力計畫的形成與推動 

原民會為營造平埔族群聚落文化及語言復振，努力創造和善的平埔族群聚

落文化及語言學習空間，活力計畫也著重於培育平埔族群聚落文史及聚落營造

人才，期待能從聚落出發，由在地平埔社群主導、促成文化的保存與傳承，創

造平埔族群文化與語言的生機。 

在平埔族群語言及文化振興五年（民國 100 年～104 年）的計畫中，提出

了「101 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試辦計畫」，希望能協助平埔族群的發展，第一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40353（檢索日期：2015/11/23） 
49 臺灣原住民部落活力計畫發展資訊網，〈部落活力計畫簡介〉。取自

http://apc.atipd.tw/archives/153（檢索日期：201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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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培訓課程安排在 2012 年 8 月 28 日至 8 月 31 日，期待透過三十小時的課程

培養出能撰寫並執行計畫的人員，以利試辦計畫的推動。50這是平埔活力計畫

的開始，由社團法人臺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51擔任承辦單位並成立專管中

心，統籌管理及推行計畫案。 

經過半個多月的籌備與邀約，101 年度共計有 9 個平埔族群的民間社團、

超過 28 人報名參加訓練，行政院原民會孫大川主任委員親自參與開訓儀式，他

以自己參與卑南族部落傳統祭典的例子，談到部落傳統文化復振的重要性並勉

勵所有參與者。孫主委表示在他小時候還有機會參與傳統祭典，因此部落內部

的關係仍相當緊密，因此他期許平埔族人要有傳承文化的信心，行政院原民會

也會全力協助推動計畫。101 年先以試辦方式進行，在 102 年的「部落活力計

畫」以及「第三學期」等方案，也將把平埔族的部落考量進來一起推動。 

四天的課程中安排了熟悉平埔族群事務及在語言和文化復振工作上具經驗

的講師前來授課，透過講師長年的研究和豐富的實務經驗，參與課程的學員皆

能了解目前平埔族群在語言和文化的發展上的現況和發展趨勢，獲益良多；在

計畫的撰寫和執行上，由原民會委託的活力計畫專管中心協助授課，透過原民

會的專管中心上課，能讓平埔族群未來提送計畫時更熟悉計畫撰寫方式及送件

須知；在課程方面，開設了平埔族群發展總論、文化保存與推廣、影片欣賞

（甘願做番）、語言保存與推廣、聚落領導者的角色扮演、組織運作與溝通策

略、平埔聚落活力計畫提案說明與討論、建構聚落與課題分析、計畫書撰寫與

實作、經費編列與核銷、計畫執行與管理、資源整合與聚落發展等十二堂課。 

在為期四天三十個小時的課程之後，取得行政院原民會培訓計畫證書的平

埔族群民間社團方能提案，原民會將補助經費與聚落營造員的人事費，期盼平

埔族群各聚落及社區在各年度活力計畫的協助下，能順利開展聚落發展工作，

為未來平埔文化語言傳承以及聚落發展的願景開啟新的里程碑。

                                                       
50 金惠雯，〈營造員人力培訓：開啟平埔聚落發展新希望〉，《臺灣立報》，2012 年 8 月 30 日，

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E7%87%9F%E9%80%A0%E5%93%A1%E4%BA%BA%E5%8A%9B%
E5%9F%B9%E8%A8%93-
%E9%96%8B%E5%95%9F%E5%B9%B3%E5%9F%94%E8%81%9A%E8%90%BD%E7%99%BC
%E5%B1%95%E6%96%B0%E5%B8%8C%E6%9C%9B-135449076.html（檢索日期：2015/10/9） 
51 社團法人臺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單位簡介：1999 年的九二一地震，震垮了很多人的家園，

但也震出了臺灣社會的希望，震後的原住民聚落，雖然在硬體工程上完成了道路的修築，但房

舍的重建卻因著生計的困頓而陷入僵局，但樂天的原住民族並不因此氣餒，我們認為重建工作

的推動需要的是自覺與培力，要改變原住民族艱難的處境，唯有自己站起來，才能夠真正找到

永續經營的方法。因此，我們結合了在地的聚落工作者，共同成立了「臺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

會」，簡稱「原促會」（英文簡稱為 ATIPD）。http://apc.atipd.tw/charge。（檢索日期：2015/1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三章 巴宰族的文化復振 

113 
 

 

圖 3-22  101 年度平埔族群聚落活力試辦計畫（圖片來源：來自噶哈巫族的故事部落格

http://blog.xuite.net/k545/twblog/157100087-

%E5%B9%B3%E5%9F%94%E6%97%8F%E8%81%9A%E8%90%BD%E7%87%9F%E9%80%A0%

E5%93%A1%E4%BA%BA%E5%8A%9B%E5%9F%B9%E8%A8%93） 

2012年5月22日於平埔小組第七次會議中決議，101年度活力計畫由於時間

因素調整為示範性辦理，邀請從事平埔族文化復振之相關立案民間團體參加研

習，研習後即擁有資格申請計畫案，102-103年度改為提案申請制，活力計畫之

申請訊息由原民會公告於網站，有意願申請之民間團體上網將申請資料下載並

逐項完成後，於申請截止日前提出申請，審查後通過的名單於原民會網站公

告。 

 活力計畫 主要的目的為文化傳承及推廣與培育聚落營造人才，筆者以103

年度為例，整理各聚落計畫內容與執行單位如下表： 

表 3-9  103 年度平埔族群聚落活力計畫與執行單位 

縣別 鄉鎮 聚落名稱 執行單位 計畫名稱 

南投縣 埔里鎮 噶哈巫 
南投縣埔里鎮牛

眠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埔里鎮牛眠部落 103 年度平埔

族群聚落活力計畫圖騰重現~噶哈巫傳

統織布圖紋重現與文化創意發展 

南投縣 埔里鎮 烏牛欄 
南投縣巴宰族群

文化協會 

103 年度平埔族群聚落活力計畫─出版

五首古歌謠翻譯及解說與飲食復振計

畫 

苗栗縣 三義鄉 鯉魚潭 
苗栗縣巴宰族群

協會 

文化復振與推廣─鯉魚潭巴宰族口述

歷史與文化調查計畫 

苗栗縣 後龍鎮 道卡斯 
苗栗縣道卡斯文

化協會 
「103 年道卡斯族傳統工藝研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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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左鎮區 公館 
臺南市左鎮區公

館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左鎮區公舘社區 103 年度平埔

族群聚落活力計畫─聚落族譜 

臺南市 佳里區 北頭洋 
臺南市蕭壠社北

頭洋發展協會 

臺南市蕭壠社北頭洋發展協會 103 年

度平埔族群聚落活力計畫─蕭壠社部

落文化重現 

臺南市 東山區 吉貝耍 
臺南市西拉雅族

部落發展協會 

臺南市東山區吉貝耍聚落 103 年度平

埔族群聚落活力計畫─印象.傳承.吉貝

耍─部落影像歷史調查與出版計畫 

臺南市 新化區 貍子山 
臺南縣西拉雅文

化協會 

臺南市新化區狸子山部落 103 年度平

埔族群聚落活力計畫─狸子山部落耆

老寫真暨文化空間改善 

臺南市 大內區 頭社 
臺南市大內區頭

社社區發展協會 
頭社文化保存計畫

 

高雄市 杉林區 日光小林 

高雄市杉林區日

光小林社區發展

協會 

高雄市杉林區日光小林聚落 103 年度

平埔族群聚落活力計畫─小林聚落文

化傳統樂舞之復振與創新 

 

由上表可以得知，103 年度總計有四個族群參與計畫，分別為巴宰族、噶

哈巫族、道卡斯族、西拉雅族，共有十個單位通過申請，執行計畫的項目大多

為文化復振與推廣。在計畫內容中屬於紀錄與出版的有烏牛欄聚落、鯉魚潭聚

落、公館聚落、吉貝耍聚落及貍子山聚落；屬於傳統祭典儀式或文化復振的有

噶哈巫聚落、烏牛欄聚落、道卡斯聚落、北頭洋聚落、頭社聚落及日光小林聚

落；屬於民族生活環境營造的有貍子山聚落。從上述活力計畫的申請內容可以

看出，申請團隊於推動的項目特別著重文化復振與推廣。 

 

三、巴宰族活力計畫的成效 

埔里愛蘭和苗栗鯉魚潭的巴宰族收到計畫公告通知後立即著手申請，筆者

將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及苗栗縣鯉魚潭巴宰族群協會申請活力計畫的申請

年度、計畫執行時間、名稱及內容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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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愛蘭活力計畫執行時間表 

年度 執行時間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 

101(2012) 
101/11/1-

102/3/31 
語言保存與推廣 語言著作出版 

102(2013) 
102/5/1-

102/12/31  

文化保存與推廣暨語

言保存與推廣 

傳統祭儀與節慶活動、 

語言著作出版 

103(2014) 
103/1/10-

103/12/31 

古歌謠翻譯、解說與

飲食、文化復振計畫 

文化復振與推廣： 

傳統祭儀與節慶活動、巴宰族傳統阿拉

粿教學、出版古歌謠翻譯及解說 

 

 原民會於 2012 年 8 月底執行「101 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試辦計畫」，南

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於第一年度即加入培訓並取得證書而得以提出計畫申

請，在 101 年度執行「語言保存與推廣」計畫，執行時間為 2012 年 1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此計畫的重點放在語言著作出版，目標為修改《九階教

材的教師手冊》，分為兩個部分執行，首先修改課本中發音標記和記音的偏誤並

調整具爭議的拼音，另外一部分則將教材中的發音修改為族語老師慣用的羅馬

拼音，教材修改完成後，聚集協會成員及族語教師開會討論取得共識，為了讓

這份教材和其他族的教材維持一致性， 後將拼音方式改回原來的版本，留下

修改教學技巧的部分後出版了《原住民族語巴宰語教師手冊 2013 修正版》。 

 102 年度執行「文化保存與推廣暨語言保存與推廣」計畫，執行的時間是

2013 年 5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此年度計畫有兩項重點，第一是舉辦

傳統祭儀與節慶活動、第二是出版語言著作及保存語言。由於本年度拿到計畫

案的經費，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再次開始舉辦傳統過年活動，時間訂為 11

月 2 日上午，除了邀請苗栗的鯉魚潭的族人參與過年，也邀請鄰近友好的族群

和團體前來參與。在出版語言著作方面，由賴貫一帶領族語老師使用討論的方

式修改了《巴宰族母語 2184 句》，從 2184 句慢慢地新增至 2500 句並出版了

《烏牛欄巴宰語彙編教師本》；語言保存的部分，族語老師印製李壬癸的手稿

《巴宰之語彙》，進行研讀及討論以精進族語能力。 

 103 年度執行「古歌謠翻譯、解說與飲食、文化復振計畫」計畫，執行的

時間是 2014 年 1 月 10 日至 12 月 31 日，本年度申請的計畫內容包含三個面

向，有傳統祭儀與節慶活動、巴宰族傳統阿拉粿教學和出版古歌謠翻譯與解

說。延續前一年再次辦理傳統過年活動，時間訂於 11 月 15 日上午，邀請鯉魚

潭的族人與鄰近友好的族群與團體前來參與盛事。更特別邀請族人開課，由潘

秀霞帶著族人上山採集食材，於過年舉辦的前三天教導族人製作巴宰傳統美食

阿拉粿，在過年當天當作禮物分送給與會者，讓大家認識這個傳統食物，並象

徵分享過年的喜悅。古歌謠翻譯部分則由賴貫一編寫，賴貫一運用多年學習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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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語的經驗，修正過去對歌謠的翻譯與見解並重新翻譯，出版了《巴宰王權思

想起》；在語言推廣的部分，開設了四個班級（成人兩班、青少年一班、社區居

民一班），這也是首度在社區開課，讓對巴宰語有興趣的居民能一起參與學習。 

表 3-11 苗栗活力計畫執行時間表 

年度 執行時間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 

102(2013) 102/5/15-

12/31  

語言保存與推廣 印製巴宰族群苗栗縣鯉魚潭（內社）聚

落潘氏語言（歌謠）集與光碟 

103(2014) 103/1/10-12-

31  

文化復振與推廣 鯉魚潭巴宰族口述歷史與文化調查 

 

 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於活力計畫開辦的第二年申請，102 年度執行「語言

保存與推廣」計畫，執行的時間是 2013 年 5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本年度的

計畫內容著重在整理早期聚落耆老的母語口述及歌謠檔案，將過去所存的錄音

帶數位化轉存至光碟，以供未來學習與保存，亦可將每周母語課程的內容納入

未來的教材，教材完成後邀請族人辦理說明會，分享製作成果並相互交流。 

 103 年度執行「文化復振與推廣」計畫，執行的時間是 2014 年 1 月 10 日

至 12 月 31 日，本年度的計劃內容為口述歷史與文化調查，鯉魚潭社區由巴

宰、客家及閩南三個不同的社群構成，社區中各群族共同生活且各自保留其特

色，其中巴宰族文化更是鯉魚潭社區的特有文化，因此邀請在地耆老潘大州撰

稿紀錄推動及保存巴宰文化的心得，另外更以訪談的方式編寫過去的聚落史。 

 活力計畫的推動，為巴宰族的兩個聚居地注入一股活力，於此過程中又帶

來哪些正面和負面的影響。首先我們先看正面的影響如下： 

（一） 恢復辦理過年 

對愛蘭的巴宰族人來說，申請活力計畫帶來 顯著的改變就是重新開始舉

辦傳統過年活動，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於 2003 年成立時曾經收過一次會員

費，之後就沒有再收過費用，因為協會本身沒有強制力，且平時協會除了於 11

月辦理過年之外，都是在教會進行母語教學或教材編寫，這部分並不是所有人

有能力且有興趣參與的，所以對文化傳承未來想像有限的族人，就沒有繼續繳

納會員費，另外一部分是中壯年族人都將生活重心都放在工作，因此也漸漸的

沒有心思在參與文化復振，所以在這樣當沒有常態性的經費，沒有外部經費支

援，大部分的人也沒有出現時，過年活動是停辦的。所以當 102 年度活力計畫

的資源進來時，協會擁有了足夠的經費，停辦多年的過年活動才再次舉辦。 

（二） 語言使用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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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巴宰族 重要的資產，除了族語教師開班授課之外，若能將巴宰語

應用在生活中更為重要，兩方並重、彼此砥礪才能讓語言有更多機會與環境使

用。根據申請計畫三年下來的經驗，可以看出原民會相當支持巴宰族在語言保

存這方面的工作。藉由活力計畫的經費，出版了《巴宰語教師手冊 2013 修正

版》、《苗栗鯉魚潭聚落潘氏語言集》、《烏牛欄巴宰語彙編 教師本》，讓原本的

教材還可以不斷的精進、修改，成為更符合使用需求的教學工具，更延續了自

2002 年開始十多年的族語手冊編輯。 

（三） 語料採集與整理 

不管是愛蘭 101 至 103 年度的族語教材出版或是 102 年度鯉魚潭因推動計

畫開始整理手稿，將錄音檔轉成數位檔，上述的工作都是具有時效性的，以前

者來說，目前有辦法對巴宰族語進行教學與修改的老師，年紀大部分都偏高，

且領頭的王潘美玉已經近 80 歲，一旦錯過這個時間點，這些可以做這些工作的

耆老離世，沒有其他人能替代，未來將更不可能執行這些計畫，因此透過活力

計畫的經費幫助，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了這些工作。 

若從負面來看，活力計畫的執行過程，筆者將幾項能夠再討論和調整的項

目整理如下： 

（四） 計劃案需要每年申請 

因活力計畫的經費有限，每年度只能通過一部分的計畫案，然而一年之後

又必須重新提出申請，對申請團隊而言，光是籌劃每年的計畫案就費了不少心

力，同時仍必須兼顧計畫的執行，又執行文化工作通常需要固定而長期的目

標，為了通過每年的計畫案得到經費補助，變換不同目標可能會影響到計畫的

延續性。比如今年做傳統過年祭儀傳承，明年作傳統料理教學、後年做服飾…

等，每年若重複就好像沒有變化，可是文化是延續且並行的，並不是每個年度

分開的，因此計畫案每年需重新擬定方向去申請、競爭，這樣的計畫推動模式

著實讓申請團隊帶來不少壓力，也使文化推行受到影響。若能有長期的規劃，

如三年一期來推動計畫，且同項目可以有條件的繼續延伸執行，或許能改善目

前的困境。 

（五） 計畫執行者年紀偏高 

學生與執行計畫成員多為中壯年，青年人參與較少。愛蘭與鯉魚潭都是小

地方，族人如果到了高中以後，就慢慢的會離開家鄉到外地求學，因此 16-22

歲這段時間，青年是不在家鄉的，因為長時間不在，所以即便回到家也不一定

會參與，目前有參與的年齡都在高中以下。23-50 歲以下的大多數都忙於工作，

不是在外地工作，就是忙於家庭，所以這個年齡層的族人也很少出來參與。因

此現在參與的人主要都是小孩已經長大，或本身已經退休的中壯年族人，剩下

的就是少數個人較有熱誠的會參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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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營造員工作狀態 

執行活力計畫的營造員屬於全職工作，但是薪水不高，因此當這份薪水沒

辦法支應生活時，營造員需要同時有別的兼職工作，這樣的狀況使得營造員沒

辦法專注在這份全職的工作上，無形中影響了活力計畫的推動。 

今日平埔族大部分的文化都面臨頻臨消失的危機，本研究的巴宰族也是其

中之一，目前即便巴宰族的語言和文化仍還有一定程度的保存，但是年輕一輩

的族人若沒有辦法維持這樣的傳承，一旦老一輩的族人離開，整個文化很快地

就跟著耆老一起消失。 

申請到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的平埔聚落，能藉由這筆經費推動目前部落

緊急的工作，也緩解了欲推動文化復振卻苦無辦法與經費的燃眉之急，綜合

優缺點來看，活力計畫帶來的正面影響必然是大於反面的，雖然仍有許多進步

的空間，但是我們應關注的重點不在計畫的好壞，而是計畫是否如申請書上一

樣實行、推動，這才是活力計畫真正該關注的影響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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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巴宰族的民族認定與民族發展 

本章第一節，首先筆者藉由原住民族的意見與學界對此的看法，從平埔族進

行民族認定時衍生出的問題進行論述，其次將範圍縮小並聚焦於巴宰族，試圖以

田野調查過程中獲得的資訊回答巴宰族與民族認定的關係。第二節針對國家體制

在面對民族問題時可能的發展狀況，再根據上述內容試著回答巴宰族未來的可能

走向。 

第一節 環繞平埔族的民族認定問題 

一、平埔族的認定 

（一）原住民族承認平埔族的正反意見 

自 2001 年開始，平埔族各族漸漸在各種場合與官方原住民族接觸，當知道

平埔諸族正在積極爭取自己的「原住民身分」時，大部分的官定原住民族都出現

無形的焦慮與不安。這樣的情緒一方面來自情感上的衝突，這些原住民族常認為

平埔諸族和他們在歷史上是針鋒相對的，有些甚至對於過去曾被平埔族取笑為

「番」的不愉快經驗難以忘懷而留下難解的心結；另一方面是擔心開放原住民身

分認定後，平埔諸族取得原住民身分會造成資源上的排擠。其中一些對平埔諸族

認識不深、交流較少的原住民族曾公開表示，平埔族人用「閩南話」交談，與官

定原住民族多使用「國語」溝通，兩者是有差距的，加上在生活層面平埔族和平

地人很類似，讓官定原住民族感覺不到平埔族的「原住民特質」，因此對這群尚

未受到認定的人的觀感總存在著「他們不像我們，我們不像他們」的感覺。1 

有人將臺灣人高達 85%具原住民血統的說法和「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的俗

諺結合，並暗示臺灣人大部分是跟平埔諸族通婚的後代，如此危言聳聽又沒有根

據的傳聞，更加深了官定原住民族心中的恐懼，更隨之出現如果讓平埔族取得原

住民身分，不僅在資源上被瓜分，連要選平地原住民議員、立法委員都岌岌可危

的想法，上述是早期官定原住民族反對平埔諸族進入原民會的理由；相對於反對

的聲音，有一些原運的菁英分子看見平埔諸族長期的努力則是一路相挺，並要求

政府承認平埔諸族的身分。最近幾年在平埔原住民運動長期推動之下，已漸漸加

強雙邊互動，許多官定的原住民族開始對平埔諸族有不同的看法，也較能支持平

埔族的民族認定運動。2在一系列的平埔原住民運動中，最支持平埔諸族正名的

就是曾任原民會主委的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在他尚未當上主委之前，於 1997

                                                       
1 高德義，〈中國的民族識別理論與經驗─兼論平埔族的民族承認問題〉，《臺灣平埔族》，南投：

臺灣打里摺文化協會，2002，頁 208。 
2 段洪坤，《當代平埔原住民族運動研究（1933-2012）：以臺南西拉雅族為例》（南投：暨南大學

人類所碩士論文，2013 年），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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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發表〈從原住民的觀點來看平埔族〉一文，當時他提出的觀點和態度如下： 

1. 認同平埔族是臺灣原住民的事實。 

2. 平埔族各族群迄今仍然存在。 

3. 平埔諸族有「族群認同」及「族群復活」的權利。 

4. 平埔諸族的延續與發展是全臺灣人民和政權的權利與義務。 

2000年在他擔任主委後一改過去原民會的作法，給予平埔族相當大的支持，

在他任內所設定原民會努力的四大目標：一、民族自治；二、傳統領域的恢復；

三、母語的落實；四、平埔諸族的定位，其中一項就是給予平埔諸族清楚的定位。
3更於任內聘請平埔族裔潘朝成（木枝．籠爻）為原民會兼任委員，使其為平埔

族發聲，這也是到目前為止原民會唯一一次聘請平埔族人的例子。 

接著上任的原民會主委瓦歷斯．貝林延續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主委的政策，

配合林萬億政委積極推動「平埔諸族事務小組」及「平埔諸族語言文化振興 5

年計畫」，在 2006 年參加的臺南西拉雅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掛牌典禮上致詞表示：

「荷蘭人來臺灣首先看到是西拉雅族人，認為他們是地主，……，中央不排除認

定西拉雅族是原住民的一族，原則上將納入未來的政策中」4。許多官定原住民

族逐漸以社會歷史公義、臺灣全體原住民族發展及基本人權等角度來聲援平埔族

原住民的社會運動。 

2004 年，立法委員高金素梅針對「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舉行公聽會，

並提出增列身分法第二條第三款：「經行政院認定之原住民族，臺灣光復前原籍

在山地行政區域或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登記且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

於「生」或「熟」有案者，得申請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分」。5雖然條文未

能通過，但也立下原住民立委公開支持平埔諸族恢復身分的提案修法首例。 

原民會委託東華大學蔡志偉教授等人於 2012 年所進行的「平埔諸族取得原

住民身分之法治策略與影響評估」三場公聽會（臺南、臺北、花蓮）中，邀請到

許多官定原住民族參加，西拉雅族人段洪坤聽到許多支持平埔原住民恢復身分的

聲音，在其碩士論文中更提到這段經驗，段表示在 2001-2008 年間參加各種會議

或電視節目和官定原住民族對談時已有不同於以往的感受，過去那種強烈反對平

埔族的態度已不復存在，甚至出現支持恢復身分的聲音，這些改變是史料未及也

是出人意外的。 

根據上述兩種正反論述及雙邊的相處經驗，筆者認為若平埔諸族持續提出集

體共識及正名的堅定訴求，同時多和社會各族群對話及建立溝通的橋樑，再加上

                                                       
3 潘朝成，《回歸與落實-平埔族群的未來》，南投：臺灣打里摺文化協會，2002，頁 12。 
4 文化部，〈首創縣定原住民族_盼尋回西拉雅文化〉，取自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19746.html（檢索日期：2016/5/24） 
5 段洪坤，《當代平埔原住民族運動研究（1933-2012）：以臺南西拉雅族為例》。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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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諸族對自身的認同及語言文化復振上的努力，將使更多持反對意見的官定原

住民族因為看見平埔諸族的努力而轉變為支持平埔諸族身分認定的一方。 

 

（二）學界對民族認定問題不同的看法 

平埔族過去一直被視為僅存在於歷史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隱藏族群，但是隨著

臺灣解嚴，社會多元文化開始被看見，一般大眾對地方文化越來越感興趣，加上

尋根的熱潮，帶動平埔族人開始發覺自己的文化並希望加以振興，地方政府也樂

於看見文化的興盛，於是紛紛補助平埔部落辦理活動；委託民間學者及學術界進

行調查報告、撰寫專書等，平埔諸族也因此逐漸在社會舞臺上嶄露頭角。當平埔

諸族成為熱門議題，不僅吸引學術與非學術研究者的興趣，也引發族人的覺醒，

紛紛要求政府給予文化復振的協助，同時要求政府給予政治上的身分。6 

1990 年開始萌芽的平埔運動，歷經陳情、請願、政治協商、街頭運動及法

律訴訟等，至今尚未被政府認定，其中阻礙因素錯綜複雜，而學界對於「平埔族

可不可以成為原住民族？」、「平埔族成為原住民族合不合理？」更是有著不同的

學術見解，平埔諸族在正名（或復名）的運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難題，正突顯學

術界對「族群意識」與「身分認定」認知上的困難。7 

2002 年 1 月 9 日，林修澈於原民會舉辦的「回歸與落實─平埔諸族的未來」

中發表他對平埔諸族認定看法的專題演講，他認為認定平埔諸族是不是原住民族

是原民會要做的事；平埔諸族成為原住民合不合理則是學者要討論的問題。 

當族群產生自我認同時是否就可以成為身分認定的理由？這個問題在學界

引發不同的看法。8國家的認定和身分的認同這兩項概念不一定是重疊的，當然

兩者重疊性越高時所產生的問題越少，就算某個民族有高度的自我認同，政府基

於施政的考量，不一定會因應族群的要求給予民族認定。但施正鋒提出平埔族現

在面對的最大阻礙，是認定的標準取代了認同的定義？，這是根本的本末倒置，
9他在〈從權利保障探討平埔原住民族身分被剝奪〉中提出，政府對於原住民「認

定」的原始意圖早已排除平埔諸族，從人權的角度來看，目前的《原住民身分法》

                                                       
6 詹素娟，〈詮釋與建構之間─當代「平埔現象」解讀〉，《思與言》，第 34 卷第 3 期，2006，頁

47-48。 
7 專家學者的見解，不但深深影響著社會大眾對於族群的知識建構，更左右著政府在族群政策上

的取捨，在現實的政治體制內，政府行政部門強調依法行政，一切施政要有客觀的條件酌量，當

然政府就以主觀式的觀點藉著所謂「客觀式」的標準嚴苛地主導族群的身分認定，但是政府所謂

「客觀」式的民族認定、身分認定標準，其實也是依賴委託學者的研究調查結果。 
8 林修澈認為，認同是主觀的、個人的、心理上的，可以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也可以認同自己是

原住民，更可以認同自己是西拉雅族，是可以多重選擇的，而且他會跟著情境改變，穩定性弱，

再來它不牽涉到所謂「族群的權利義務」；但是，認定是客觀的、政治的，政府是主體，政府的

認定牽涉到施政對象的「族群的權利義務」，所以它必須多所考量。 
9 施正鋒，〈西拉雅族的身分與政府承認政策〉，《臺灣原住民研究季刊》，第 3 卷第 1 期，2010，
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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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定標準違背平等權、民族自決權及參與權10，但他還是提醒平埔諸族該如何

呈現自己的集體認同。讓政府承認族群身分的關鍵，除了內部認同的整合，更重

要的是必須取得外部的認同，當自己族群的凝聚高，外部也認同平埔諸族等同於

原住民，兩邊的認同有高度交集時，「認定」就可以水道渠成11。 

 

二、巴宰族的民族認定 

平埔族各族於民族認定上有諸多爭議，第一點就是平埔諸族與官定原住民族

的歷史發展不同，一般社會大眾認為平埔族早已漢化，甚至認為他們已不具有自

己的文化，因此沒資格被認定為原住民族。但是現況並非如此，就本文所討論的

巴宰族為例，其實巴宰族早年同樣有被歧視的經驗，甚至為了要過生活而過著隱

藏身分的日子，巴宰族和平地人接觸的時間相當早，彼此的生活場域也相當接近，

因此傳統生活受到衝擊、面臨文化淡化與漢化是無可避免的，不過根據前幾章的

論述我們可以得知，巴宰族在文化層面與意識層面上仍具有相當清楚的民族認同，

因此應有資格接受政府的民族認定。 

 

（一）巴宰族為什麼需要民族認定 

究竟巴宰族為什麼需要民族認定，2007 年出版的《巴宰族民族誌調查》中，

作者以語言、文化、社會、意識、邊界等項目說明巴宰族目前的現況，巴宰族雖

與社會融合甚久、邊界模糊，但是近年進行語言及文化的復振運動，頗具成效，

透過上述五個項目，我們可以勾勒出巴宰族原始的樣貌。從學界的調查報告來看，

巴宰族雖已融入在平地人社會中，無法直接辨認出來，但是巴宰族這個民族仍存

在的事實是不容抹滅的。以下筆者試著從認同、文化、語言、聚居地…等項目，

提出田野調查所獲得的資訊與結果。 

先從認同談起，此處談的認同指的是能清楚自己的身分、文化，並且明確認

識自己是誰的意識。在清朝初期時巴宰族強盛一時，不難想像當時的巴宰族人擁

有強烈的自我意識，經歷清末衰微之後，許多人遷離大社到現在的埔里與苗栗，

巴宰族人於這兩處新的聚居地是與其他非巴宰族居民區分開而集體住在一起的，

因而擁有清楚的民族邊界，那時期的族人關係非常緊密。經過清末、日治時期及

國民政府三種不同政權的統治後，歷經不同時期的變化使巴宰族的傳統生活樣貌

逐漸消失，大部分的巴宰族人就在不同的政治體制與教育中，失去了學習傳統文

化的機會；近五十年來，巴宰族人在開始和平地人高密度互動、土地流失與混居

中，逐漸模糊了與他者的界線，於此同時也逐漸失去對民族的自我認同。首當其

                                                       
10 施正鋒，〈從權利保障探討平埔族原住民族身分被剝奪〉，《臺灣國際法季刊》，第 8 卷第 1 期，

2011，頁 5-38。 
11 施正鋒，《臺灣原住民研究季刊》，第 3 卷第 1 期，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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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的是臺中大社，再來是其他兩個聚居地埔里與苗栗，根據田野調查的結果，筆

者發現三個聚居地的巴宰族人對民族的自我意識雖不外顯，但仍或多或少停留在

腦海中，若單從外表來看，只能看到一群生活過得像平地人的巴宰族人。 

目前三個聚居地的狀況又是如何呢？接下來筆者試著呈現訪談中所得到的

資訊。因在臺中大社已經失去巴宰族大部分的土地，許多族人遷出，常駐的族人

不到百人，具身分認同的人更少，能清楚認同自己身份的族人目前大多在 60 歲

上下，如筆者在田野調查時訪問的潘仁德，他還能清楚說明國中、國小時候的生

活樣貌，例如：每個巴宰族人家裡後面的院子都會種果樹、哪些地方是哪一家人

的土地…等，唯獨對傳統文化（牽田、走鏢）的經驗是缺乏的，因為臺中大社這

個地方長期停辦過年活動，即便如此，筆者認為潘仁德仍然擁有對民族的自我意

識，若這樣的認同沒有接續到下一代，則大社的巴宰族人對族群的意識即將中斷，

只停留在 60 歲以上的這一代。臺中大社的族語使用狀況又是如何呢？日常生活

中已經沒有人使用巴宰語，有時會使用部分單字，但是大部分的時間已經轉用

holo 話，目前還保留巴宰族語的地方為埔里與苗栗的巴宰族。 

接著討論的是相對來說保存了較多文化的巴宰聚居地埔里愛蘭，今日在愛蘭

仍可見到許多集體居住巴宰族群，80 歲以上的巴宰族人於日常生活中仍使用巴

宰語，由於中壯年的族人聽著父祖輩說族語長大，因此對語言都還有一度程度的

熟悉，較年輕的族群使用巴宰語的情形則逐漸減少。在文化方面，與潘仁德年紀

相近的巴宰族人，除了能清楚說出過去的生活模式之外，還擁有臺中大社沒有傳

統過年活動記憶，以埔里的愛蘭為例，90 歲的潘再賜和 80 歲的潘美玉尚能清楚

描述過去舉辦走鏢甚至是活動後大家一起牽田的情形；70 歲的潘春貴、潘慧娟、

潘茂生、潘瓊秀則曾親身參與過走鏢，潘茂生還奪得頭旗，對於全村的人到家中

慶祝的經驗記憶猶新，潘慧娟還記得祖父擔任曲頭12的印象，領著大家整夜唱

Ai-yen；60 歲的潘文輝看過牽田，還記得於走鏢活動中得到名次的人能得到什麼

樣的頭旗；50 歲的潘英寬國中時參與過走鏢…等，這些都是愛蘭人過去共同的

生命經驗，牽田、走鏢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後轉變為教會中的慶祝活動，雖然形

式轉變了，但文化的影子仍留在大家的記憶中，這群經歷過傳統生活與文化形式

的巴宰族人，對自己的文化還留有強烈的意識，以下筆者根據訪談的田野資料，

將三個聚居地原始傳統過年的參與情形製成表格： 

表 4-1 傳統過年（牽田、走鏢）參與情形與年齡 

巴宰族聚居地 30 歲 40 歲 50 歲 60 歲 70 歲 80 歲 90 歲 

臺中大社        

苗栗鯉魚潭        

       

                                                       
12 進行牽田時在隊伍前頭帶領大眾唱 Ai-yen 的領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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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愛蘭        

       

       

藍 □聽過 

綠 □看過 

紅 □參與過 

資料來源：筆者根據口訪資料製作 

本表製作時使用的數據和資料有限，也許未能呈現出精準的歷史痕跡，但是

透過本表還是能看出巴宰族在三個聚居地的傳統過年參與情形，筆者用顏色區分，

將參與文化的程度分為聽過、看過和參與過三種，將報導人參與經驗的最大年紀

作為色條的終點，如臺中大社的報導人中，聽過傳統過年最大年紀是 70 歲，所

以藍色色條的終點就落在 70 歲這個區間。從表格可以看到，臺中大社相較於苗

栗鯉魚潭和南投愛蘭，文化流失較為嚴重，因其他兩地參與過傳統過年的年齡層

落在 80-90 歲這個區間，看過傳統過年的落在 60-70 歲這個區間而聽過傳統過年

的年齡層落在40歲這個區間；但在臺中大社沒有參與過及看過傳統活動的族人，

頂多只是聽過而已。 

目前鯉魚潭與愛蘭兩地進行文化復振的主要成員年齡層落在 50-80 歲這個區

間，持續進行文化復振十幾年，綜觀三個巴宰族的聚居地我們可以得知，巴宰族

仍擁有自己的文化，因此理當能要求政府進行民族資格的認定，接著談認不認定

對巴宰族有什麼影響。 

 

（二）民族認定對巴宰族的影響 

潘大和於 1998 年的著作發表會聚集了各地的巴宰族人，那一次的聚集後族

人成立了臺灣巴宰族群協會，協會成立之時可以說是將各聚居地巴宰族的整體民

族認同推上高峰；1999 年更首次聯合三個巴宰聚居地在南投埔里愛蘭國小重新

舉辦傳統過年，奠定了埔里和苗栗的巴宰族人至今每年持續辦理過年的傳統。恢

復辦理傳統過年無疑為延續巴宰族群的歷史經驗提供一條康莊大道，更在新一代

巴宰族人能一同參與傳統過年的生命經驗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聯合舉辦傳統過年後在各地燃起了巴宰族文化和語言復振的星星之火，族人

開始積極在各方面努力，歷年來推動執行及改變的內容有：語言教材出版、傳統

過年活動舉辦、歌謠與歌曲的表演、族語文學創作與投稿、傳統服飾製作、族群

意識凝聚…等，這些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從零開始的，若要說「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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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族」與「民族認定」這兩者之間有何關係，認定與否究竟有什麼差別，筆者認

為兩者之間具有很強的連結及絕對性的影響。 

根據筆者訪談多位從事民族復振過程（1999 年-迄今）的關鍵人物所得到的

結論，他們一致認為若巴宰族經民族認定並獲得身分，除了能讓巴宰族推動復振

的核心人物得到認同而更熱情參與外，其他未參與推動的巴宰族人也能對自己的

民族自信心提升而正視自己的身分、強化民族的自我意識，這樣的情形可以從和

巴宰族同樣是少數民族卻獲得政府認可而成為正式原住民的撒奇萊雅族、邵族、

卡拉卡拉富族、沙阿魯哇族…的例子中得知。在精神與意識上的認同之外，另一

方面巴宰族也能合理地受到政府的照顧，以巴宰族最關心的語言來說，巴宰語的

教學可以進入學校讓巴宰孩子能在學校學習自己的族語，也有資源可以支援族語

老師教學，未來甚至還能舉辦族語考試，當語言漸漸活化之後，與其他人的界線

就會變得明顯，不但可以更清楚地認識自己的族群、文化，對土地也能產生更多

情感。其中一位報導者說：「土地留下來，人就會留下來；人留下來，文化就會

留下來；文化留下來了，我們就留下來了13」，將這句話用在巴宰族的現況，是

最真實也最有感觸的。 

若政府不對巴宰族進行「民族認定」，又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首先族中耆

老會慢慢過世，留在他們身上的文化也跟著一同消失，上一代留下的紀錄與資料

也因為沒有人傳承而逐漸消失在世界上。在筆者所有的報導人中最特別的一位為

現居於臺北的愛蘭人潘再賜，現年 92 歲，為潘金玉之後僅存思路清晰、身體健

朗的巴宰族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曾經活在巴宰族語盛行年代且以巴宰語為生

活溝通用語的使用者，許多現代人所認為的歷史及傳統，都是他過去生命經驗的

一部分，例如每年傳統過年唱的某一首「傳統」歌謠，其實是這位長輩熟識的人

的創作。筆者認為對於文化弱勢且語言岌岌可危的巴宰族來說，這位長者相當難

能可貴，但是對社會大眾和原住民社會來說，這位長者他沒有身分，只不過是平

地人中的一員，若潘再賜擁有民族身分，或許能和有經驗的專業團隊一同研究紀

錄巴宰族的歷史與文化傳承，由於巴宰族不被政府認定因此沒有這樣的資源。 

最後筆者要提的概念是「時間」，即使巴宰族從事民族復振將滿 20 年，在政

府對巴宰族的政策和規劃上仍不見曙光，若不考慮原住民的身分問題，單純只考

慮巴宰族所擁有的民族條件，過去十年應相當有機會成為被認定的一族，因為當

時仍有許多本來生活於此文化環境中的長輩和大家一起推動文化復振；然而十年

之後的現在，過去一同努力推動復振的長輩有超過半數以上已經離世，雖然保存

了語言資料、傳統祭儀等，但是傳承的速度與效果沒有想像中的好；可預見巴宰

族目前所擁有的優勢在未來十年若沒有被善加保存與照顧，唯一一個平埔族中還

有語言的民族將失去語言，多年來的辛勞也將化為死去的文本。 

                                                       
13 根據 2015 年 9 月 29 日對潘英寬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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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巴宰族外，臺灣也將陸續面對這樣的問題，現今被認定的原住民族當中，

若政府沒有積極作為去保留所有人數少於一千人的民族與文化，那這些珍貴又稀

有的弱勢民族最終只能走向文化滅亡的道路。 

 

第二節 國家政策下的民族發展 

一、政府對平埔族的態度及未來可能的模式 

單一民族國家是不存在於現實生活當中的，就如同我們身處的臺灣一樣，是

一個由不同民族所組成的國家，從整體國家人口來看，若某些民族是少數且是優

先於其他民族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時，國家理應有照顧這些人的義務，這樣的作法

除了符合歷史正義外，更遵守了國際公約，因此國家制定少數民族或臺灣所稱的

原住民問題之民族政策時應有所本。但是就臺灣政府的現況來看，對於恢復平埔

諸族的原住民身分不但未重視，甚至還剝奪了平埔諸族的基本權利。 

從整理《原住民權利草案》與《聯合國原住民民族權利宣言》中的相關條文

來看，不難發現臺灣政府並沒有遵循國際公約中提到的相關規範14，條文如下所

示： 

（一）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防止種族歧視和保護弱小民族小組第 46 屆會議中，

臨時議程第十五項《原住民權利草案》第八條：「原住民族群與個人，有認

同他們自己為原住民，以及被認為原住民的權利。」 

（二） 《聯合國原住民民族權利宣言》第 2 條：「原住民族和個人享有自由，

與所有其他民族和個人平等，有權力行使權利時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特別

是不受基於其原住民族出身或身分的歧視」。 

（三） 《聯合國原住民民族權利宣言》第 3 條：「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基於

這一權利，他們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謀求自身的經濟、社會

和文化發展」。 

（四） 《聯合國原住民民族權利宣言》第 33 條第一項：「原住民族有權按照其

習俗和傳統決定自己的身分歸屬。這並不損害原住民獲取居住國公民的權

利」。 

根據上述國際法之條文與宣言，平埔族恢復身分及對於相關權利的爭取有其

合理性，若原住民族可以對國家提出要求，則平埔諸族也能提出要求，因此本論

文所關注的巴宰族當然有權要求恢復身分。 

                                                       
14 段洪坤，《當代平埔原住民族運動研究（1933-2012）：以臺南西拉雅族為例》。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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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民族在政治運作上，常會以國家的名義執行，要求每位國民有一致性，

而少數民族的權益便被國家（主體民族主控的國家）所忽視，或許這是無意的，

然而少數民族便成了溫和的同化政策下的受害者；某些國家更為了治理上的規劃

或方便，於是將國家設定為單一民族國家，這樣的做法，往往是直接忽視民族（少

數民族）而採取了不承認的態度。若主體民族披上了「國家」的外衣，其他國民

或少數民族，都以個人的身分來面對國家，這時辨認及界定少數民族便成為學術

界的事。 

回到平埔諸族爭取的民族認定問題來看，因有些國家的組成本來就是多民族

國家，因此原應該從行政上界定民族，並給予合乎此民族的權利及義務，從國家

而來的「民族認定」是正式承認國內少數民族並給予集體性民族權。我們依據林

修澈提出的「國家民族」和「學術民族」的分類來看，在民族認定中，民族作為

「學術民族」，出現多家異說是相當容易的，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說法，如果任意

採用一家說法，或許符合某些民族成員的期待，但也相對造成其他民族成員的反

對，因學術在民族分類的概念上並不是實際運作，同時允許了相當大的認定彈性，

甚至還允許重疊認同，不過這樣的處理方式與結果，在行政上是無法運作的。相

對的，當民族作為「國家民族」，此時便具有相對於學術民族的穩定性，並且有

不容踰越的民族邊界，但是民族邊界的定義上有時也會出現為人詬病或不合理的

地方，因此在分類的過程未能盡如人意，甚至有時出現不合理或過於武斷等情形，

如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分類中「木佬人」個案。15 

當我們僅將焦點放在原住民時，不難發現原住民人口在臺灣是相對的少數，

雖然臺灣不大，但各族在語言、文化差異卻是大的，為了保護各族的生存與延續，

社會上需要民族政策，透過政治來保護民族文化發展，而在民族政策之前就需要

進行民族認定來確認身分。目前臺灣官定的原住民族，屬於前一段所敘述的國家

民族，而平埔諸族現階段則屬於學術民族，因平埔諸族沒有法定的民族身分，所

以持續在爭取國家的民族認定，國家除了民族認定之外，還必須針對民族的分類

與族群行政體制中的位置提出規劃，對於平埔諸族以群體方式進入國家體制中，

筆者以段洪坤的碩士論文研究《當代平埔原住民族運動研究（1933-2012）：以臺

南西拉雅族為例》中的建議政策為參考，再加上筆者自行整理的推測，有三種可

能的模式： 

第一種模式：平埔族群進入原民會 

第二種模式：平埔族群單獨成立平埔族群委員會 

第三種模式：維持現況，沒有改變 

 

 

                                                       
15 參考自林修澈、王雅萍、黃季平，〈政策：國家安定下之下的民族發展〉，《原住民身分認定的

研究》，臺北：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999，頁 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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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平埔諸族在國家體制中的可能模式 

 
平埔族群進入原民會 

平埔族群單獨成立平埔

族群委員會 
維持現況，沒有改變 

平埔諸族有無

進入原民會 
○ X X 

對平埔與官定

原住民事務的

處理方式 
合併 分開 分開 

平埔諸族進入

國家體系後經

費可能來源（不

考慮經費上限） 

政府撥款予原民會，增

加平埔諸族經費 
政府撥款予平埔族群委

員會 
無常態型經費 

 

第一種模式是平埔族群加入原民會現有體制當中，目前可能的做法有二：第

一是在原有的架構之下各自管理，若原本政府認定的 16 族原住民是一個類別，

平埔族群再另設一個類別，形成「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平埔原住民」

三種類型，這個模式雖然實現了平埔諸族要求進入原民會體制的訴求，但是本質

上仍未處理族群分類上的矛盾，如應該屬平埔族的噶瑪蘭族，在這個模式中卻和

平埔族群屬於不同的分類，因此這個模式看起來解決了需求，卻無法解決在分類

上根本的問題；第二是將平埔族群納入平地原住民，此一模式為目前在平埔族群

中最有共識的一種，是在幾次聚集討論中得出的結論，認為這是較合宜的模式16，

但是平埔族群要求政府修法多年，且在西拉雅族多次向法院提告之後17，政府與

原民會態度依然堅決，雖然這是目前相對合適的作法，但可能仍有法令需修改的

高門檻要通過。 

第二種模式在平埔族群中曾討論過，部分人提出另設平埔族群委員會（以下

簡稱平委會），這個構想的出現，是在多年要求正名未果，且在原民會與法令仍

未鬆綁的情況下，產生的一個解決方式，其操作模式就像客家委員會，但是這樣

的做法普遍不受贊同，反對的理由有二，首先平埔諸族多年的訴求就是希望恢復

其成為官定原住民，若最後只是獨立出來另設平委會，將使平埔諸族成為以文化

為主體的歷史民族，而非原本訴求的成為臺灣官定的原住民族；第二是成立一個

新的委員會對在臺灣社會中實屬不易，根據林萬億在行政部門擔任政務委員的經

驗，在臺灣的社會型態中不太可能成立獨立的委員會，連原民會都曾差點在「政

府組織再造」方案中與客委會、蒙藏會整併為「族群平等委員會」，怎可能再設

                                                       
16 2015 年 8 月 15 日，西拉雅族與臺南市政府聯合在臺南成功大學辦理「平埔族高峰會」，是目

前最近一次聚集全國平埔族共同開會討論的一次會議，有來自全國各部落組織超過 550 人出席。

當天討論如何跳脫由原民會提供的認定方案（甲、乙、丙案）的框架與解決方式，並共商如何向

新的政權提出平埔族群共同的訴求。 
17 臺灣平埔族西拉雅族人希望族群正名，提出申請遭行政院駁回，最近一次他們由臺南市長賴

清德帶隊北上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遞狀，打訴訟正名。法院於 2016 年 5 月 19 日午 10 點 30 判西

拉雅族人敗訴，此案仍可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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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個與原民會平等地位的平委會呢？因此第二種模式不符合平埔諸族的訴求
18。 

第三種模式是維持現況，沒有改變。平埔族群在臺灣社會中，長期都有文化

已經消失、生活漢化且與漢人無異的說法，因此當政府仍採信這樣的說法，導致

在政策上的不作為，無疑是讓平埔族群快速凋零的文化更加的雪上加霜，而這樣

的模式肯定是關心族群文化的人士最不樂見的選項。 

整體來說，第一種模式肯定是優於其他模式的選擇，若專注於第一種模式來

看，未來或許能朝打破現有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分類，將平埔諸族與官定

原住民族放在同一個框架當中，成為臺灣官定的原住民族，並且依照所有族群的

需求進行整體的規劃，如需投入更多資源在千人以下的邵族、沙阿魯哇族、卡那

卡那富族，或重點支持平埔族文化復振等，這些互助的過程將能成為其他族的經

驗，當原民會能先重視瀕危的民族與文化並珍藏保存時，整體原住民社會將能更

健全，若這種模式可行，將能在社會中形成臺灣原住民族的群體，原住民族將成

為一體來面對國家與社會，不再落入官定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以番制番或手足相

殘的無奈之中。總結來說，對現階段的平埔諸族來說，第一種模式為較合適的選

擇，當階段性任務完成之後，國家和全體國民可共同努力，朝更好的方向邁進。 

 

二、巴宰族未來的發展 

巴宰族於現代社會中能否得到政府的身分認定是相當重要的，一方面是歷史

正義、另一方面是族群命脈及傳統文化的延續，因此當官方承認巴宰族的地位時，

不但會重構族群整體的自我意識，也會促使其他尚未被承認的族群進行文化復振

工作來追求官方的認定，進而讓逐漸消失的民族及其文化得到重視與保護，整體

來看巴宰族的民族認定具有正面效益。 

上一部分的分析對象著重在全體平埔諸族，接下來將以本文的重點巴宰族為

分析個體，聚焦一個族在幾個可能選項之中，又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對於巴宰族

群以單一族的方式進入國家的體制中，延續上一部分平埔族群的討論，筆者評估

將有下列三種可能的模式： 

第一種模式：巴宰族進入原民會 

第二種模式：巴宰族進入平埔族群委員會 

第三種模式：維持現況不變 

第一種模式可分為兩種可能：一是假設巴宰族以單一族進入原民會的體系當

中，並且與現有的原住民族享有同樣的資源，根據口訪資料顯示，資源爭奪、歷

                                                       
18 段洪坤，《當代平埔原住民族運動研究（1933-2012）：以臺南西拉雅族為例》。頁 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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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情感因素等問題是原民會多年來沒辦法接受平埔諸族被認定的原因之一19，假

設政府配合新加入的民族而編列更多預算，此種模式會是對巴宰族及其他原住民

族來說最好的做法，因為這樣的做法較不會排擠到其他既有原住民族的資源，不

過這種情形出現的機率不高，因為在政府的政策思考邏輯上，考慮的是平埔族群

全體，因此以單一個體進入原民會是相對不容易的；二是平埔族群全體進入原民

會，並且與現有的原住民族享有同樣的資源，假設政府將配合新加入民族而新增

預算，這種方式將是所有模式中影響最劇烈且改變最多的一種，在上一部份提到

過這裡不多加解釋。綜觀來說，此模式的優點是增加整體原住民族的人數，所有

原住民族將可以整合並成為社會中一股新勢力，缺點是要達到這樣的模式必然需

要修改許多法令，且要能得到原住民社會與普羅大眾的支持，以上這些皆非短時

間能完成，因而在執行上有難度。 

第二種模式，巴宰族與平埔族群共同組成平埔族群委員會（以下簡稱平委會），

獨立於原民會之外，這種作法除了不符合整體平埔族群的訴求之外，再立一個新

的組織也非常有難度，因此即便平委會的出現是要解決現階段平埔族群無法被認

定而產生的問題，若沒有辦法成立，再多的願景與計畫也只能是紙上談兵，所以

這個模式雖然能解決巴宰族現階段面臨的困境，但卻不是一個最合宜的選擇。 

第三種模式，指的就是維持現有狀態，巴宰族一樣無法取得民族身分而不能

成為原住民族的一員，這個模式對巴宰族來說是最不樂見的結果，因為這個模式

使巴宰族不在政府的保護範圍之中，在認定範圍圈外的巴宰族文化及語言將隨著

時間的流逝而消失，比巴宰族文化更弱勢的其他平埔諸族，將受到更嚴重且不可

逆的傷害。 

 以上這三種可能的模式，對巴宰族來說最合適的選項是模式一，進入原民會

成為受認定的原住民族；第二種模式看起來可以解決目前官定原住民族對平埔群

加入原民會的焦慮，但是卻沒有辦法真正處理兩方的矛盾，兩者同為南島民族的

兄弟，卻如多頭馬車般的分開進行各項事務的推行，整體來說這樣的做法筆者認

為是不合理的，從長久的眼光來看，兩者只專注自己的發展，這對整體原住民族

社會來說是沒有幫助且有害的；而最不希望成真的就是維持現狀的第三種模式。 

但是若跳開可能的模式，使用全平埔諸族的角度來思考，過去推動平埔族運

動時，首先是有一群來自平埔各族的先進願意走出人群站出來，不分你我地聚在

一起為平埔族群的權益發聲，現在才能有平埔文化復振與民族認定運動遍地開花

的成果。潘大和組織的「臺灣平埔原住民協會」也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出現的，

平埔諸族過去就像《回歸與落實》報告書的封面圖一樣，是一群同乘一艘船的兄

弟，在早期尚未有人願意表明自己的身分、出來為平埔發聲的艱困環境中就開始

進行運動，這樣深刻及難得的歷史情感，實在不應該用哪一個族的文化保存比較

好，就先認定該族的作法，這樣同時也在拆毀過去各族共同努力搭建起的橋樑。

                                                       
19 根據 2014 年 8 月 22 日對潘大州先生訪談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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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政府繼續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式(Social Darwinism)20的作法處理平埔諸族的

認定，捨棄弱小的族並且用適者生存的判別法決定哪個族群該被認定，將可能消

滅原本有機會存留下來的少數族群，筆者認為，原民會應對平埔諸族有積極作為，

不應該只保護語言及文化相對來說保存較完整的巴宰族。 

筆者試著將巴宰族未來的發展粗略分類，並分析巴宰族這群沒有身分的人最

可能的模式，目前看起來，只要是能讓巴宰族盡快進入原民會，並受到合理的對

待及照顧就是最合適的選擇，但是這樣的想法其實是自私且迫於無奈的選擇。從

根源來看，巴宰族與平埔諸族和現在已經接受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都是同屬臺灣

島上的原住民族，在過去統治者的分類之下，導致現在彼此因為身分與資源爭執

的無奈局面，但是平埔族群現在正面臨文化存亡之際，現階段應優先考量的重點

是如何讓一息尚存的文化活下去，而非大多數官定原住民族獨善其身或一般社會

大眾事不關己的觀望。 

有人曾問筆者為什麼巴宰族一定要進入原民會？原民會已經提供經費讓平

埔族群申請，有這些經費應該就夠用來做很多事情，感覺上政府已經提供很多資

源和照顧，你們到底還要爭什麼呢？其實除了經費的照顧之外，恢復原本應該有

的身分是巴宰族從開始推動文化復振以來的訴求，並不會因為有了經費就拋開追

尋自我身分的初衷，平埔各族和巴宰族的身分都應得到認可及尊重，除此之外，

用心讓已經存活不易的少數族群的語言及文化傳承下去，這不只是巴宰族與平埔

族群需要努力的，也是今日整體原住民社會應該做的，因為今日平埔諸族所面臨

文化凋零的情形，也正是明日原住民族將要面臨的困境。 

  

                                                       
20  郭實渝、馮朝霖，〈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與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2000，取自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6890/（檢索日期：201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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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篇論文討論的是「巴宰族的民族認定運動」，透過「巴宰族的民族條件」、

「巴宰族認定運動的過程」、「巴宰族的文化復振」、「巴宰族的民族認定與民族發

展」的四個章節論述，試著回答目前被歸類在平埔族群裡的巴宰族歷史、現況與

未來，現階段雖然不被政府認定是臺灣的官定「原住民族」，然而巴宰族仍存在

的語言和文化，與新認定的民族（邵族、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拉阿魯哇族、

卡那卡那富族）狀況類似，同樣保留著維繫民族邊界的：祭儀、瀕危語言，民族

認同。筆者透過資料整理耙梳與口述訪談，完成四個章節的研究。 

第一章「巴宰族的民族條件」，專注在尋找巴宰族做為一個民族的條件是什

麼？根據政大原住民中心團隊執行各族的民族認定報告來看（邵族、噶瑪蘭族、

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聚居、語言、

宗教、生活習慣都是重要的條件。 

從 1662 年明鄭時期開始，臺灣原住民族群的生活就陸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響，住在平原與淺山地區的平埔族群首當其衝，相對於山區的原住民族，平埔族

群受到影響更加劇烈，面對文化消失的嚴重問題，近年來巴宰族也開始努力進行

文化搶救工作，透過祭典、傳承語言…等方式來推動文化復振。巴宰族於 1871

年開始接受基督教信仰，透過基督教醫療、教育就進入了巴宰族的聚居地，因為

傳教需求，羅馬拼音開始廣泛受到使用，因此巴宰語有了可以書寫的方式，另外

教會就是族人的文化中心，每周聚會也將族人的團聚在一起，因此巴宰族透過這

樣的方式，維持穩定的聚居情形。綜合傳統歌謠保存與語言教學在教會這兩項內

容，筆者認為教會就是巴宰族語言的避難所，從傳統歌謠的保存與傳唱，到語言

紀錄與教學，兩者都緊密連結，對現在的巴宰族而言，我們可以說巴宰語的根在

教會，生長也在教會。第三部分主要談巴宰族在「民族認定」中的位置，因此筆

者試著從原住民的「正名運動」來看，透過這些來分析成為原住民應具備什麼條

件；再來則從平埔族在原住民運動中的歷史，了解平埔族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

找回自己的認同，並開始要求身分認定。 

因此，從上述聚居的情形、語言保存和教學，一直到基督教的信仰和找回自

我認同，這些特點讓巴宰族與其他族群之間擁有明顯的民族邊界，並且至今文化

仍保有活力，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巴宰族應當可以成為民族的重要條件。 

第二章「巴宰族認定運動的過程」，本章論述有意識的推動者出現，帶領族

人一同推動認定運動。1998 年於大社教會成立了巴宰族第一個協會，之後居住

在愛蘭與鯉魚潭的族人也各自組織了協會，藉由協會帶動了巴宰族人進行許多文

化工作。成立協會之後，族人能更有組織的對外發出聲音表達自己，對內也有許

多機會能學習與成長，在復振文化的過程中，朝著目標不停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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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宰族的認定運動之路，首先是從各地巴宰族人對自己產生認同開始，1988

年解嚴後社會風氣轉變，社會中出現不同的聲音，人民也漸漸開始有機會接收到

不同的訊息，1993 年臺灣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中，平埔族進入在活動的團

體當中。身為眾平埔族中的一支，巴宰族的幾位先鋒，跟上這個浪潮，開始進行

族群整合的工作與書寫，族群意識抬頭進而帶來許多影響，首先由族裡的長者帶

頭進行推動文化復振，因此後續出現了幾波的文化復振，幾十年來累積了許多成

果。從不提自己的族群身分，到願意開口大方承認，巴宰族內部經歷很大的轉變，

除了族內之外，社會環境的轉變也是關鍵因素，因此可以說兩者是相輔相成。 

以巴宰族名來成立協會，最早是從 1998 年開始，慢慢地各巴宰族聚居地也

各自成立了協會。第一個成立的協會是「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之後依序出

現了「臺灣巴宰族群協會」、「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

等；另外，還有其他的組織與協會，如愛蘭教會出外的僑民所組成的「蘭僑」組

織、賴貫一主導的「臺灣打里摺文化協會」、潘大和成立的「臺灣平埔原住民協

會」，後面三個協會並非以巴宰族名為社團名稱。但是依然還是藉由協會帶動巴

宰族人進行許多文化工作。成立協會之後，族人能更有組織的對外發出聲音表達

自己，對內也有許多機會能學習與成長，在復振文化的過程中，朝著目標不停前

進。 

在領導的人和協會出現後，文化復振的模式就開始轉變，改為透過協會的運

作來協助族人辦理與推動各項文化事務，例如：每年的傳統過年、語言傳承等工

作，因此協會對於族群認同的形塑過程也扮演重要角色。 

第三章「巴宰族的文化復振」從 1999 年的聯合過年活動開始，「臺灣巴宰族

族群文化協會」將分居三地的巴宰族人聚集起來，一起合辦了傳統的過年儀式「牽

田、走鏢」，透過這次的經驗，燃起各地族人的熱情，因此在愛蘭與苗栗各成立

了在地的族群文化協會。在兩地的協會延續了傳統過年辦理，特別是苗栗巴宰族

群協會，自 2003 年後就不間斷持續辦理過年至今，讓各聚居地的族人都能有機

會參與，愛蘭與苗栗也十幾年也培養許多默契與情感，不管兩一方辦理活動，另

一方都會支持相挺，就像家人一樣。傳統過年中有幾項重要元素，分別是：牽田

唱 Ai-yen、走鏢、母語展演，此三項是文化的核心，因此無論其他過年活動如何

變化，都會有這三項活動內容。Ai-yen 唱的內容是歡慶新年、講述遷移歷史…等，

走鏢的參與者獲得獎項是代表自己所屬聚落的榮耀，而母語展演則是語言活力的

象徵，這些都是巴宰族在文化復振的努力。 

文化復振中最重要的就是巴宰語，因為這是種平埔諸族中唯一還保有較多語

言的個案，因此從 1999 年恢復辦理過年之後，耆老及不停歇地對族人進行族語

教學，並且自行製作教材，到後來與政大原住民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原住民族

族語九階教材，巴宰族是唯二完成編輯的平埔族，這些是在語言復振的成果。 

2010 年巴宰族人將平埔族不能恢復身分的訴求，直接訴諸聯合國，這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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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臺灣所有平埔個族與官定原住民族未曾使用的方式，政府也為了因應聯合國事

件而立即成立平埔小組，密集開會討論後，政府決定讓平埔族群也能和官定原住

民族一同申請「活力計畫」，透過這些計畫申請的資源，巴宰族得到經費支持，

幫助了巴宰族推行文化復振運動。 

巴宰族透過協會在族群認同及形塑的過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2010 年政

府因應聯合國事件而成立了平埔小組，平埔小組於開會後以推動活力計畫的形式

來協助巴宰族進行文化復振，因此這幾年的文化復振可說是在活力計畫的推動下

看見顯著的成果。 

第四章「巴宰族的民族認定與民族發展」，筆者將眼光聚焦在巴宰族的發展，

經過梳理歷史的過程中，發現原住民族對平埔諸族的加入會害怕，主要是因為彼

此不夠認識或是過去的經驗產生的心結，所以會有許多負面的想像；但在另外一

個面向，已受到認定的原住民有一些人能走出過去的框架，藉由認同兩者皆為臺

灣的原住民，因此全力的支持平埔諸族恢復並取得民族身分。在學界部分，林修

澈認為國家的認定和身分認同這兩個概念不一定吻合，但是如果重疊性高，則產

生的問題就會少。另外，施正鋒提出，讓政府承認民族身分的關鍵，除了內部認

同整合之外，更重要是要取得外部認同，當內外都有高度交集時，平埔諸族的認

定就可以水到渠成。 

政府有責任照顧這群原住民，從幾條國際公約中，都可以清楚明白這項權利

與義務。筆者試著預估，平埔諸族為一個整體面對國家，和以巴宰族單一族面對

國家的可能情形。根據分析結果發現，以平埔諸族來看，若平埔諸族直接納入平

地原住民之中，是目前可行程度相對較高的做法。在處理完民族身分問題之後，

未來應朝向重組原民會所轄之民族的分類與組織架構前進，取消山原與平原的區

別，而改以文化需要幫忙的程度來分類，將用更貼近符合所有原住民族的需求。 

以巴宰族來看，若能進入原民會現有體制是目前最合適的做法，而其他模式

現階段都有執行上的困難且不一定合適，維持現狀不改變，則是大家最不樂見的

狀況。從全體來看，各族的文化都是重要的，最好的做法應該是不分新的、舊的

族，若有哪裡有需要就全力支援，比如語言和傳統祭儀等，這樣才能創造友善且

符合需求的支持體系，如果還維持過去獨善其身的做法，臺灣的原住民族的未來，

將因為沒有受到照顧而消失的民族一般，慢慢的逝去。 

巴宰族仍擁有語言、傳統祭儀和聚居地，這是它的優勢，目前進行的語言傳

承工作，一直都是巴宰族推動文化復振的第一優先，因為語言是文化的重要核心，

它包含了祖先智慧與巴宰族的世界觀，擁有聚居地對文化和語言傳承有諸多助益，

當族人能聚在一起、有機會學習語言與傳統文化時，巴宰族的文化就有能量繼續

傳承下去，因此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在聚居的持續的培養下一代，讓文化繼續有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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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身為巴宰族，長期與族人關心本族的未來。《莊子‧外物》的一段話很

符合巴宰族現在的情境。莊周：「吾得鬥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

我於枯魚之肆！」 

這個意思是說：「莊子家裡很窮，便到監河侯那裡去借食糧。監河侯說：「好

的！不過，等我收到租稅之後，再借你三百銀子，好嗎？」莊子很氣憤，就打了

下面的這麼一個比喻：「昨天，我在路上走，看見一條鯽魚，躺在路上的乾水溝

裡。」鯽魚看見了我就喊叫：「老公公，我本來是從東海來的，今天不幸落在這

個乾水溝裡，就快要乾死了，請給我一桶水，救救我吧！」我就點頭答應了說：

「好，我正要到南方去看幾位國王，那裡是水鄉，水很多，我一定放西江的水來

救你。」鯽魚氣忿忿地說：「這怎麼行呢？現在只要給我一桶水，就能活命。如

果等你放西江的水來，那時在這裡怕已沒有我了，只好到鹹魚攤上找我了。」 

雖然這只是一段寓言故事，但是現實生活中，巴宰族也面臨了如同故事中鯽

魚的遭遇，我們期待現在的政府與社會能夠伸出援手，真的用心支援所有需要幫

助的民族，不然不用幾年的時間，我們的文化將如沒水的鯽魚一般，死去，獨留

名字在歷史的洪流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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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巴宰族大事年表 

 

西元 朝代 年號 年代 重要事蹟 

1699 清 康熙 38 巴宰族第一代土官阿莫率族人協助清朝政府平

定。 

1721 清 康熙 60 第二代總土官阿藍，率族人協助清朝政府平定

朱一貴之亂。 

1731 清 雍正 9 助清朝政府平定大甲西社事變。巡台御史揚二

西頒賜「忠勇可嘉」匾額予潘敦仔。 

1734 清 雍正 12 張達京、土官敦仔被招待到福州為皇帝慶生，

途中張達京建議敦仔蓋媽祖廟。敦仔遣 12 名社

丁赴湄洲迎媽祖神像，捐地在社口蓋萬興宮，

並組織媽祖會。並在岸裡、阿里史社設社學。 

1741 清 乾隆 6 巡台御史楊二酉頒「忠勇可嘉」匾額與敦仔。 

1742 清 乾隆 7 敦仔帶社民隨軍征討南北投王永興事件。 

1758 清 乾隆 23 敦仔受乾隆皇帝賜巴宰族人「潘」姓。 

1761 清 乾隆 26 彰化知縣陶紹景，賜潘士興「恭順可嘉」匾。 

1763 清 乾隆 272 彰化縣事解元陶，賜潘士萬「恭順可嘉」匾。 

1766 清 乾隆 31 協助清朝政府平息打哪叭溪鱟殼莊(現苗栗縣西

湖鄉二湖村後角厝)之番害事件。 

1768 清 乾隆 33 臺灣道兼提督學政治台灣府事蔣允焄追賞「清

時偉績」匾額予潘敦仔。 

1770 清 乾隆 35 大肚番之亂，敦仔率領族人協助清政府平定，

敦仔蒙乾隆皇帝御賜下「大由仁」的名號與寶

物、水晶花瓶、朝珠、玉碗、瑪瑙。 

1771 清 乾隆 36 臺灣北路理番分府張所受再追賞「率類知方」

匾額與潘敦仔。 

1786 清 乾隆 51 助清平定林爽文事件。 

1804 清 嘉慶 9 潘賢文率阿里史、阿束、東螺、北投、大甲、

吞霄、馬賽等番親往蛤仔難盆地遷徙。 

1805 清 嘉慶 10 阿里史設潘賢文等進入噶瑪蘭盆地，與吳沙勢

力爭地衝突。 

1806 清 嘉慶 11 彰人吳全結合泉、客勢力，夜攻羅東潘賢文等

進駐的土地，後潘賢文死，社人退往員山、三

星一帶。 

1824 清 道光 4 邵族與岸西、阿里史社、北投社、萬斗六社、

南北大肚社等西部打里摺番親簽訂〈思保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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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開墾永耕字〉，正式的遷居行動由此後開

始。 

1825 清 道光 5 東勢角朴仔籬、葫蘆墩等社遷移埔里，烏牛欄

社、阿里史社、大馬璘社、水底寮社、山頂

社、社寮角、麻薯、葫蘆墩社等男婦七百人陸

續遷來，居住於今之烏牛欄、牛眠山一帶，後

形成守城、牛眠山、大馬璘諸部落。 

1831 清 道光 11 清朝解族漢人進入埔里禁令。 

1836 清 道光 16 烏牛欄社潘踏比厘任北路番屯千總。 

1842 清 道光 22 潘敦家無力向官府繳納銀元租，不斷向商人借

貸或典當租權，家道衰弱。 

1845 清 道光 25 巴宰一部分族人定居鯉魚潭。 

1849 清 道光 29 埔里總通識過世，由北投社巫春榮繼任，因處

理公務有偏袒北投社之嫌，引起各社反彈，埔

里地區平埔人分裂，分為南番與北番，或洪安

雅系統、巴宰系統，彼此對立。 

1855 清 咸豐 5 岸裡社捒東上堡創設文英書院，吳子光教漢

文，潘敦仔後代潘永安接受漢學教育。 

1865 清 同治 4 戴潮春餘黨流竄至鯉魚潭，淡水同知王鏞派丁

勇圍捕未果，社民協助擒匪。 

1867 清 同治 6 英國人必麒麟經常出差中部採購樟腦，與岸裡

社族人多有接觸。 

1870 清 同治 8 必麒麟設商館於大甲經營樟腦生意，因此與總

通事潘國恩接觸，烏牛欄社開山武干因狩獵受

傷，護送到府城馬雅各醫館就醫，因此接觸了

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義。 

1871 清 同治 10 巴宰族岸裡社人部分移居鯉魚潭。 

9 月 11 月李庥與馬雅各醫師至內社訪問。 

12 月社社教會興建完成。 

1873 清 同治 12 甘為霖牧師、英國領事 T.L.Bullock、美國博物

學者 J.B.Steere 訪問內社 

1874 清 同治 13 1 月 6 日 潘文良長老遭泰雅族出草殺害 

1875 清 光緒 1 4 月 7 日 甘為霖牧師訪問內社並按立長老潘打

雨鬧里代替潘文良。 

1876 清 光緒 2 英國商人柯勒 A.Corner 至內社旅行 

1877 清 光緒 3 教士會決議補助內社教會 200 元助信徒遷回大

社，避免常遭泰雅族出草。 

1879 清 光緒 5 巴宰族內社人部分撤至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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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 清 光緒 13 社民返回鯉魚潭，並重建內社教會 

1897 日 明治 30 7 月 15–16 日，日本學者伊能嘉矩至內社訪問

調查。 

1911 日 明治 44 地名由「內社」改為「鯉魚潭」。 

1915 日 大正 4 12 月 1 日鯉魚潭教會成為墩仔腳教會支會。 

1935 日 昭和 10 4 月 21 日 台灣中部發生大地震，部分社民遷

居埔里、竹山。 

1959 台 民國 48 8 月 7 日 發生「八七水災」，頂社、下社全

毀，社民移居上山下。 

1960 台 民國 49 8 月 1 日 發生「八一水災」，鯉魚潭受創嚴

重。 

1990 台 民國 79 9 月 9 日鯉魚潭教會昇格堂會感恩禮拜。 

1998 台 民國 87 3 月 29 日 於台中縣神岡鄉大社教會組織「台

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並推選潘萬益圍住主

席。 

1999 台 民國 88 1 月 2 日台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於南投埔里鎮

舉辦巴宰族 1999 年牽田走鏢活動，並出版巴宰

文史手冊。 

2000 台 民國 89 1 月成立「台灣巴宰族族群協會」，潘大和擔

任第一屆理事長。 

12 月 31 日南投愛蘭舉辦傳統過年。 

2001 台 民國 90 12 月 28 日鯉魚潭教會社教 130 週年感恩禮

拜，並舉辦巴宰族母語歌謠演唱會，並出版紀

念刊。 

2003 台 民國 92 6 月 28 日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於南投縣

埔里鎮愛蘭教會福音中心。 

7 月 3 日愛蘭成立母語班。 

12 月 6 日苗栗鯉魚潭舉辦傳統過年，並出版成

果特刊。 

12 月 13 日埔里地區平埔大會親。 

12 月 27 日南投愛蘭舉辦傳統過年。 

2004 台 民國 93 8 月 1 日 苗栗縣政府許可設立苗栗縣巴宰族群

協會，第一屆理事長為潘大州。 

12 月 6 日苗栗鯉魚潭舉辦傳統過年，並出版成

果特刊。 

2005 台 民國 94 1 月 10 日加拿大原住民頭目訪愛蘭。 

4 月 16 日母語進階班、羅馬字拼音班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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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苗栗鯉魚潭舉辦傳統過年，並出版

成果特刊。 

10 月 26 日全台巴宰族 379 人聯名向原民會轉

陳行政院核定公告巴宰族為原住民。 

2006 台 民國 95 9 月《苗栗縣鯉魚潭巴宰族平埔族研究調查暨

古文書彙編》研究計畫完成。 

11 月 11 日苗栗舉辦傳統過年，並出版成果特

刊。 

11 月 25 日參加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舉

辦─「展望巴宰族群研討會暨古文物展示活

動」（於暨大附中）。 

12 月《巴宰族印象》出版。 

12 月 11 日於謝緯紀年青年營地舉辦巴宰族族

語教材感恩禮拜。 

2007 台 民國 96 10 月委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林修澈主任研究計

畫完成，並刊印《巴宰族民族誌調查》。 

11 月 10 日苗栗鯉魚潭舉辦傳統過年，並出版

成果特刊。 

2008 台 民國 97 6 月 25 日榮獲第一屆政大承辦之原住民族語文

學創作潘英傑獲新詩組優勝獎、潘美玉或翻譯

文學佳作獎。 

11 月 8 日苗栗鯉魚潭舉辦傳統過年，並出版成

果特刊。 

2009 台 民國 98 1 月 20 日參與台南縣政府舉辦之全台平埔原住

民部落會議。 

2 月 24 日參與立法院舉辦之平埔熟番原住民認

定公聽會。 

3 月 25 日第二次向原民會、縣政府提出正名申

請。 

5 月 2 日到台北參與凱達格蘭大道全國平埔原

住民正名運動大遊行。 

8 月 26 日南投縣政府舉辦南投縣政府平埔族事

務諮詢委員會。 

11 月 14 日苗栗鯉魚潭舉辦傳統過年，並出版

成果特刊。 

2010 台 民國 99 4 月 16 日鯉魚潭潘紀揚將台灣政府告進聯合

國。 

6 月 7 日第三次向原民會提出正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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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理事長潘大州與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理事長潘文輝受聘擔

任原民會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委員，潘大州

又進入「平埔族群正名 5 人小組」。 

7 月 26 日第四次向原民會提出證明申請。 

10 月 24 日 巴宰族耆老潘進玉過世。 

11 月 6 日埔里烏牛欄舉辦傳統過年。 

11 月 13 日苗栗鯉魚潭舉辦傳統過年，並出版

成果特刊。 

2011 台 民國 100 11 月 12 日苗栗鯉魚潭舉辦傳統過年，並出版

成果特刊。 

12 月 4 日鯉魚潭基督長老教會 140 周年感恩禮

拜。 

2012 台 民國 101 11 月 10 日苗栗鯉魚潭舉辦傳統過年，並出版

成果特刊。 

2013 台 民國 102 11 月 2 日南投愛蘭舉辦傳統過年。 

11 月 9 日苗栗鯉魚潭舉辦傳統過年，並出版成

果特刊。 

2014 台 民國 103 6 月 13 日獲東華大學舉辦之原住民族文學創作

頒獎(潘美玉、潘英傑領獎)。 

11 月 8 日苗栗鯉魚潭舉辦傳統過年，並出版成

果特刊。 

11 月 15 日南投愛蘭舉辦傳統過年。 

2015 台 民國 104 11 月 14 日苗栗鯉魚潭舉辦傳統過年，並出版

成果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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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巴宰族三個協會的陳情書整理 

 

發文單位代號： 

台灣平埔巴宰族群文化協會 A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 B 

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 C 

 

行

文

日

期 

發

文

單

位 

受文

單位 

陳情內容 單位回應 

91.

11.

19 

A 總統

府內

政部 

申請回復台灣平埔巴宰族暨

全體平埔族身分。 

 

一、民國四十三年國民黨政

府內政部，未徵得吾平

埔族人的同意，擅自取

消台灣平埔九族、原住

民身分認定。 

二、原住民被外來政權尊

重，乃應國際人權法所

規定。 

三、今年噶瑪蘭族已回復台

灣平埔族原住民身分。 

四、敬請惠予參照皆族，准

予將其餘平埔族人，全

部回復其原住民身分。 

（未取得回覆文本） 

94.

12.

25 

B

C 

行政

院原

住民

族委

員會 

懇請鈞會以公平、正義，保

障人民之基本人權，以還原

歷史真相與事實，並核定公

告巴宰族為原住民。 

 

 

 

 

 

 

  

復 94 年 12 月 25 日申請書。

95 年 1 月 12 日 

原民企字第 0950001985 號 

 

有關貴協會申請巴宰族為台

灣原住民族之一族案，本會

擬循以往程序先委託學者專

家研究巴宰族成為一族之主

客觀條件，至有關個人是否

取得原住民身分一事，則另

依原住民身分法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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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 

98.

3.2

5 

B

C 

行政

院原

住民

族委

員會 

懇請鈞會依 95.1.12 原民企字

第 090001985 號復函，併請

依台灣省政府民政廳

46.3.11(46)民甲字第 01957 號

代電所核復二之 4「日據時

代居住於平地，其種族為熟

者，應認為平地山胞」之核

釋惠賜予公平、公正之審查

並轉呈行政院核定公告巴宰

族為原住民，以還歷史真相

與事實，維護憲法保障人民

之基本人權，與民族自決之

權益。 

復 98 年 3 月 25 日申請書。 

98 年 4 月 27 日 

原民企字第 0980014562 號 

 

一、原住民身分法第 2 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包

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

住民，其身分認定…平

地原住民：台灣光復前

原籍在平地行政區域

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

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

屬屬於原住民，並申請

戶籍所在地鄉（鎮、

市、區）公所登記為平

地原住民有案者。」所

謂登記有案，係指在民

國 45 年、46 年、48 年

及 52 年辦理登記有案，

取得平地原住民身分

者。是以，民國 90 年 1

月 1 日原住民身分法施

行後，該法第 2 條明文

「認定」之平地原住

民，係以當年登記有案

為準。且依據民國 89 年

9 月 16 日由行政院函請

立法院審議之原住民身

分法第 2 條立法說明第

4 點略以：…本條所稱

原住民族，係指台灣光

復前，戶口調查簿種族

欄登記為「生」或「高

砂族」者而言。換言

之，立法說明已將登記

為「熟」、「平」者排除

在外，是以，有關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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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復前，戶口調查簿種

族欄登記為「熟」、

「平」且目前並無原住

民身分者，不得依原住

民身分法認定為「平地

原住民」。 

二、另「原住民民族別認定

辦法」係依據「原住民

身分法」第 11 條第 2 項

訂定，是以有關原住民

族別之認定，應以具有

原住民身分為前提，目

前經行政院核定之 14 個

原住民族，鈞先取得原

住民身分，使就其原住

民民族別做識別。 

98.

5.4 

B 南投

縣政

府 

陳情依法行政補正可依法取

得原住民身分。 

復 98 年 5 月 4 日請願書。 

98 年 5 月 25 日 

府授原輔字第 09801138650

號 

 

一、查依據原住民身分法第

2 條：「本法所稱原住

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

平地原住民，其身分認

定…平地原住民：台灣

光復前原籍在平地行政

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

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

尊親屬屬於原住民，並

申請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登

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

者。」所謂登記有案，

係指在民國 45 年、46

年、48 年及 52 年辦理

登記有案，取得平地原

住民身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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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同法第 8 條第 1 項：

「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

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

行前因結婚、收養、自

願拋棄或『其他原因』

喪失或未取得原住民身

分者，得檢具足資證明

原住民身分之文件，申

請回復或取得原住民身

分。」是以，於本法施

行前因「其他原因」未

取得原住民身分者，仍

須具備銅條項前段所謂

「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

住民身分者」之法定要

件，亦即須符合本法之

其他條文規定而具有原

住民身分為前提，因

此，若未具備本法第 2

條第 2 款之法定要件，

也就是在政府准予登記

期間，未向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區）公所

申請登記為平地原住民

有案者，非 本法第 8 條

第 1 項：「依本法之規定

應具原住民身分者」，自

不得適用同條項後段之

「其他原因」申請取得

原住民身分，行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函釋在

案。 

99.

6.7 

B

C 

行政

院原

住民

族委

員會 

乞請依據鈞會 95 年 1 月 12

日原民企字第 090001985 號

復函，延續惠賜以公平、公

正、正義原則予以審查陳情

人 379 人等之意願，並請轉

成行政院核定公告巴宰族為

復 99 年 6 月 7 日申請書。 

99 年 6 月 28 日 

原民企字第 0990030589 號 

 

一、查「原住民民族別認定

辦法」係依據原住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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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以維護憲法保障人

民之基本人權，並還歷史真

相與事實，懇請，鑒核。 

分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

定，是以有關原住民民

族別之認定，已具有原

住民身分為前提，不具

原住民身分之群體，依

法尚難核定為原住民

族。 

二、又查台灣生政府民政廳

46 年 3 月 11 日(46)民甲

字第 01957 號代電所稱

「日據時代居住於平

地，其種族為熟者，應

認為平地山胞」乙節，

係台灣省政府民政廳答

覆屏東縣政府辦理「平

地山胞」登記之認定疑

義。是以，即便日據時

代居住於平地，其種族

為「熟」者，仍應依當

時法令，於政府准予登

記期間向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申

請登記為「平地山胞」，

始能取得「平地山胞」

身分。所謂依據前開代

電，逕以其「日據時代

居住於平地，其種族為

熟」即可取得「平地山

胞」或平地原住民身分

云云，容有誤會，並予

說明。 

三、本會近期內將成立「平

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

並續編列預算補助平埔

族群語言文化活動，研

擬「平埔族群語言文化

振興五年計畫」，近期將

陳報行政院核定，請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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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運用資源。 

99.

7.2

0 

C 行政

院原

住民

族委

員會

(平埔

小組) 

建請政府對早期國民之戶籍

資料種族欄註記有熟字之人

民，因當時政府未能比照註

記生字之國民，以同等之行

政措施給予直接訪查並登記

為平地原住民因而造成今日 

平埔族尚無法取得平地原住

民身分，所引起之全部責

任，並速謀補救措施或方

案，完成核定公告平埔族為

平地原住民以還平埔族歷史

真相與事實案。 

（未取得回覆文本） 

99.

7.2

6 

B

C 

行政

院原

住民

族委

員會 

有關申請巴宰族為原住民乙

案 

復 99 年 7 月 26 日申請書。 

99 年 8 月 16 日 

原民企字第 0990038293 號 

 

一、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原住

民族：係指既存台灣而

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

族，包括阿美族、泰雅

族、排灣族、布農族、

卑南族、魯凱族、鄒

族、賽夏族、雅美族、

邵族、噶瑪蘭族、太魯

閣族及其他自認為原住

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報請行政院核

定之民族。」。 

二、本會業於 99 年 7 月 5 日

成立本會平埔族群事務

推動小組，藉此溝通平

台討論並處理平埔族相

關事務，同月 20 日召開

第一次會議，決議成立

5 人小組研議平埔族群

正名課題，本案合該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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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提出具體方案後併行

研議。 

99.

9.6 

B

C 

行政

院原

住民

族委

員會 

巴宰 99 字第 002 號 

 

懇請鈞會依法轉呈行政院公

告巴宰族為原住民族之一

族。 

復 99 年 9 月 14 日申請函。 

99 年 9 月 28 日 

原民企字第 0990047158 號 

 

來函以悉。本會業以 99 年 8

月 16 日原民企字第

0990038293 號函答覆貴會申

請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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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歷年過年活動整理（愛蘭、鯉魚潭） 

 

表一 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 歷年過年活動整理1 

 分類 2003 2013 2014 

開

幕

式 

巴宰文化相關

內容 

 巴宰文物

展示 

 巴宰母語

短劇(牽田

走鏢) 

 主持人宣布

活動開始敲

銅鑼 

 祈禱 

 主席致詞

apuwan a 

rahan 

 迎賓大會舞 

 主持人宣布

活動開始敲

銅鑼 

 祈禱 

 主席致詞

apuwan a 

rahan 

非巴宰文化相

關內容 

 開幕典禮 

 

 介紹蒞會來

賓 

 來賓致詞 

 原住民歌舞 

 介紹蒞會來

賓 

 來賓致詞 

 

活

動

內

容 

巴宰文化相關

活動內容 

 打里摺會

親(互贈禮

物) 

 銅鑼舞 

 走鏢 

 邵族歌舞-

杵音 

 走鏢頒獎 

 巴宰歌舞 

 牽田 

 中餐 

 拔河 

 銅鑼舞--慶新

年 

 走鏢 

 杵音與贈禮 

 巴宰歌舞 

 巴宰母語演

講 

 頒獎 

 牽田 

 餐敘 

 迎賓銅鑼舞 

 aiyan-慶新

年、憶祖歌

謠 

 大會舞 

 走鏢 

 taba 社巴宰

族歌舞 

 噶哈巫原住

民歌舞 

 考驗母語詞

彙、演講 

 頒獎 

 牽田 

 餐敘 

與會來賓表演

活動內容 

 布農族歌

謠與舞蹈 

 樂隊、儀隊表

演 

 健康舞蹈 

 原住民古調

歌謠 

 暨大附中樂

儀隊表演 

 原住民歌舞 

 健康舞蹈 

 喜瑪恩教會

                                                       
1 2000 年、2010 年活動資料遺失，因此製表時沒有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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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歌謠 原住民歌舞 

 

 

表二 苗栗縣巴宰族群協會傳統過年活動整理 

時間 開幕式 活動內容 

巴宰文化相關

內容 

非巴宰文化相

關內容 

巴宰文化相關活

動內容 

與會來賓表演活

動內容 

2003   開幕典禮 

 

 古文物、竹

編展示 

 愛蘭及鯉魚

潭教會銅鑼

舞 

 走鏢 

 大社及竹山

教會巴宰歌

謠與舞蹈 

 潘麗莉小姐

巴宰母語歌

謠獨唱 

 鯉魚潭教會

巴宰童謠與

歌舞 

 牽田 

 中餐 

 山歌、國

樂、山地舞

 

2004  祈禱 

 唱 Ayan

〈A-La-Wa

y 過年請

客〉 

 

 主持人致

詞並介紹

來賓 

 來賓致詞 

 古文物展示 

 報告巴宰族

固有民族藝

術民俗文化 

 巴宰族母語

有獎測試 

 銅鑼舞 

 唱 Ayan(節

慶禮典、喜

事之 Ayan) 

 弟兄歌謠演

唱 

 婦女歌謠演

唱 

 舞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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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年歌謠

演唱 

 走鏢 

 牽田 

 新年會餐 

2005  祈禱 

 致詞與報

告 

 大會歌

(Ayan 快樂

合歡慶新

年) 

 大會舞 

  古文物展示 

 走鏢 

 噶哈巫文教

協會母語歌

謠、舞蹈 

 鯉魚潭教會

青少契巴宰

童謠 

 潘瓊敏姊妹

歌謠獨唱 

 鯉魚潭教會

歌謠演唱 

 頒獎 

 南投縣巴宰

族群文化協

會歌舞(狩獵

與豐收銅鑼

舞) 

 牽田 

 新年會餐 

 陶笛吹奏 

 舞蹈 

 民俗、健康

舞蹈表演 

 傳統道卡斯

舞蹈 

 統原住民舞

蹈 

 社區各項民

俗表演 

2006  主持人宣

布過年活

動開始 

 唱 Ayan〈快

樂和歡慶

新年〉 

 祈禱 

 介紹蒞會

來賓 

 來賓致詞 

 古文物展示 

 走鏢 

 迎賓銅鑼

舞、童謠 

 潘瓊敏姊妹

巴宰歌謠獨

唱 

 旅北埔社蘭

僑巴宰歌謠 

 聖歌合唱 

 潘麗莉小姐

巴宰歌謠 

 頒獎 

 鯉魚社區媽

媽教室舞蹈

 泰雅歌舞 

 卑南族歌謠

演唱 

 新港社道卡

斯族舞蹈表

演 

 賽夏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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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巴宰

族群文化協

會歌舞 

 旅北岸裡大

社僑歌唱

〈搖籃曲、

飲酒歌、聖

詩〉 

 噶哈巫文教

協會歌謠、

舞蹈 

 牽田 

 新年會餐 

2007  銅鑼舞(迎

貴賓) 

 宣布過年

新年活動

開始 

 唱 Ayan(快

樂和歡新

年慶) 

 祈禱 

 大會舞 

 介紹蒞會

來賓 

 來賓致詞 

 

 古文物展示 

 走鏢 

 巴宰歌謠獨

唱 

 旅北埔社蘭

僑巴宰歌謠 

 固有捕魚技

藝演練 

 頒獎 

 旅北岸裡大

社僑歌謠、

舞蹈 

 岸裡大社教

會巴宰歌謠 

 南投縣巴宰

族群文化協

會巴宰歌謠 

 新年會餐 

 鯉魚社區媽

媽教室舞蹈

表演 

 新港社道卡

斯族舞蹈表

演 

 雙湖社區發

展協會舞蹈

表演 

 泰雅舞蹈與

聖歌演唱 

 賽夏舞蹈 

2008  迎賓舞 

 主持人報

告並宣布

活動開始 

 唱 Ayan(歡

樂慶新年) 

 祈禱 

 介紹蒞會

貴賓長官 

 長官、貴賓

致詞 

 古文物展示 

 走鏢 

 岸裡大社教

會巴宰歌謠 

 巴宰族母語

演講比賽 

 南投縣巴宰

 鯉魚社區媽

媽教室舞蹈

表演 

 新港社道卡

斯族舞蹈表

演 

 雙潭社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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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碩勛勉 族群文化協

會巴宰歌謠 

 旅北岸裡大

社僑歌謠、

舞蹈 

 頒獎 

 牽田 

 新年會餐 

展協會舞蹈

表演 

 雙湖社區發

展協會舞蹈

表演 

 泰雅歌舞 

 

2009  開幕宣布

過年活動

開始 

 祈禱 

 祖先的話 

 迎賓舞 

 唱 ayan(歡

慶新年)、

ma-joak(走

鏢) 

 介紹蒞會

來賓 

 來賓致詞 

 古文物展示 

 走鏢 

 岸裡大社教

會巴宰歌謠 

 南投縣巴宰

族群文化協

會巴宰歌

謠、舞蹈 

 旅北岸裡大

社僑歌謠、

舞蹈 

 頒獎 

 牽田 

 新年會餐 

 鯉魚社區媽

媽教室舞蹈

表演 

 西湖社區客

家山歌 

 新港社道卡

斯族舞蹈表

演 

 賽夏舞蹈 

 雙潭社區發

展協會舞蹈

表演 

 泰雅歌舞 

 雙湖社區發

展協會舞蹈

表演 

2010  主持人報

告並宣布

活動開始 

 祈禱 

 Mududu ki 

ApuApuan 

a rahan(祖

先的話) 

 唱 Ayan(歡

樂慶新

年)mazuah(

走鏢)歌唱

憶童年 

 銅鑼舞迎

 介紹蒞會

長官及貴

賓 

 長官及貴

賓致詞 

 古文物展示 

 走鏢 

 岸裡大社教

會巴宰歌謠 

 南投縣巴宰

族群文化協

會巴宰歌

謠、舞蹈 

 旅北岸裡大

社僑歌謠、

舞蹈 

 頒獎 

 牽田 

 新年會餐 

 鯉魚社區媽

媽教室歌唱

 中港溪原住

民事務協會

歌舞 

 雙潭社區發

展協會舞蹈

表演 

 賽夏舞蹈 

 新港社道卡

斯族舞蹈表

演 

 泰雅歌舞 

 雙湖社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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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 

 大會舞 

展協會舞蹈

表演 

2011  主持人報

告並宣布

活動開始 

 祈禱 

 Mududu ki 

ApuApuan 

a rahan(祖

先的話) 

 唱 Ayan(歡

樂慶新

年)mazuah(

走鏢)歌唱

憶童年 

 大會舞 

 介紹蒞會

長官及貴

賓 

 長官及貴

賓致詞 

 古文物展示 

 走鏢 

 南投縣巴宰

族群文化協

會巴宰歌

謠、舞蹈 

 旅北岸裡大

社僑舞蹈 

 頒獎 

 牽田 

 新年會餐 

 雙潭社區發

展協會歌唱

表演 

 鯉魚社區媽

媽教室舞蹈

表演 

 苗栗縣原住

民文化藝術

舞蹈團歌舞

 雙潭社區發

展協會舞蹈

表演 

 賽夏舞蹈 

 新港社道卡

斯族舞蹈表

演 

 泰雅歌舞 

 雙湖社區發

展協會舞蹈

表演 

2012  致歡迎詞 

 主持人致

詞並宣布

大會活動

開始 

 祈禱 

 Mududu ki 

ApuApuan 

Pinasaubin 

a rahan (祖

先所交代

的話) 

 祖先的

歌：

Ayan(慶新

年)、

 介紹蒞會

長官及貴

賓 

 長官及貴

賓致詞 

 

 古文物展示 

 走鏢 

 南投縣巴宰

族群文化協

會巴宰歌

謠、舞蹈 

 旅北岸裡大

社僑歌謠、

舞蹈 

 頒獎 

 牽田 

 新年會餐 

 鯉魚社區媽

媽教室歌

唱、舞蹈表

演 

 雙潭社區發

展協會舞蹈

表演 

 賽夏舞蹈 

 雙湖社區發

展協會舞蹈

表演 

 泰雅歌舞 

 新港社道卡

斯族舞蹈表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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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ak(走

鏢) 

 銅鑼舞迎

嘉賓 

2013  巴宰銅鑼

舞迎嘉賓 

 致歡迎詞 

 祈禱 

 Mududu ki 

ApuApuan 

Pinasaubin 

a rahan (祖

先所教代

的話) 

 祖先的

歌：

Ayan(慶新

年)、巴宰

族童謠 

 介紹蒞會

長官及貴

賓 

 長官及貴

賓致詞 

 古文物展示 

 走鏢 

 南投縣巴宰

族群文化協

會巴宰歌

謠、舞蹈 

 旅北岸裡大

社僑歌謠、

舞蹈 

 頒獎 

 牽田 

 新年會餐 

 鯉魚社區媽

媽教室舞蹈

表演 

 雙潭社區發

展協會舞蹈

表演 

 賽夏舞蹈 

 雙湖社區發

展協會舞蹈

表演 

 新港社道卡

斯族舞蹈表

演 

 泰雅歌舞 

 中港溪原住

民事務協會

歌舞 

2014  巴宰銅鑼

舞迎嘉賓 

 致歡迎詞 

 主持人致

詞並宣布

大會活動

開始 

 祈禱 

 Mududu ki 

ApuApuan 

Pinasaubin 

a rahan(祖

先交代的

話) 

 祖先的

歌：

Ayan(慶新

 介紹蒞會

長官及貴

賓 

 長官及貴

賓致詞 

 古文物展示 

 走鏢 

 噶哈巫文教

協會歌舞 

 南投縣巴宰

族群文化協

會巴宰歌

謠、舞蹈 

 旅北岸裡大

社僑歌謠 

 頒獎 

 牽田 

 新年會餐 

 鯉魚社區媽

媽教室歌

唱、舞蹈表

演 

 雙潭社區發

展協會歌

唱、舞蹈表

演 

 竹南鎮阿美

族舞蹈 

 雙湖社區發

展協會舞蹈

表演 

 新港社道卡

斯族舞蹈表

演 

 泰雅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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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ma-joak(走

鏢)、巴宰

族童謠 

 大會舞 

 中港溪原住

民事務協會

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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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訪談清單 

 

訪談時間           訪談者 地點 

2014/8/22 潘大州 潘大州鯉魚潭自宅 

2014/10/1 潘英琦 電話訪談 

2015/2/10 潘春貴 潘春貴愛蘭自宅 

2015/2/10 潘文輝 潘文輝愛蘭自宅 

2015/2/10 潘美玉 潘美玉愛蘭自宅 

2015/2/11 潘英傑 潘英傑南村自宅 

2015/2/12 賴貫一 賴貫一大坪頂自宅 

2015/2/24 潘英寬 潘英寬大城自宅 

2015/2/25 潘永歷 潘永歷守城自宅 

2015/2/25 潘宗昌 潘宗昌牛眠自宅 

2015/2/25 潘應玉 潘應玉守成自宅 

2015/2/26 潘永歷 潘永歷守城自宅 

2015/3/15 潘瓊秀 電話訪談 

2015/3/20 潘茂生 電話訪談 

2015/4/18 潘仁德 潘仁德大社自宅 

2015/4/18 潘萬益 潘萬益大社自宅 

2015/4/18 潘惠娟 潘萬益大社自宅 

2015/4/26 潘紀揚 台北市臨江街夜市 

2015/9/2 潘英寬 電話訪談 

2015/9/3 林修澈 政治大學 

2015/9/14 李台元 政治大學 

2015/9/29 潘英寬 潘英寬自宅 

2015/10/9 潘英寬 潘英寬自宅 

2015/11/11 潘英寬 電話訪談 

2015/12/27 潘再賜 潘再賜自宅 

2016/11/17 潘英寬 潘英寬自宅 

2016/11/18 潘淑慈 潘英寬自宅 

2016/4/22 潘怡宏 電話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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