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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我是誰?明里部落~平埔啊! 

 

壹●前言 

 

走在路上這個要叫「阿公仔」那個要叫「阿婆仔」，在這些長輩口中得知我們都有親戚關係。因

此我們就在想，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什麼人？為何我們會聚集在明里。後來部落的長輩們開

始在「台東麥堤伊馬卡道族文化復振協會」引導，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可能是平埔原住民族，

後來每個禮拜練舞、練唱傳統歌，歌曲裡面很多阿公仔、阿婆仔他們常常在說的話，心裡又多

了更多的問號？會想要問阿公仔、阿婆更多的故事。於是開啟了我們想要尋根、知道我們身分

的渴望，長輩帶我們一起調查日治時期的家系譜、陪阿公仔和阿婆仔聊天說故事，阿公仔跟阿

公仔之間的關係的讓我們越來越清楚我從哪來，耆老訪談讓我們了解部落的過去與現在。2019

年開始，我們也參與了部落舉辦的馬卡道族夜祭，那是我們第一次知道我們也有祖靈壺，且他

數百年來都存在於最關心我們的長輩的家中。祭典裡我們被要求著「報信」，繞著部落跑，長輩

說，「報信」是跟部落報告我們的祭典要開始了，跑步時鈴鐺噹噹噹的，告訴著部落「開始囉，

大家一起來準備祭典喔」。原來這些文化都在我們的身邊，只是我們不知道。為了讓自己更能認

同、了解自身文化，我們也要一步一腳印陪著長輩們實際踏查，了解老人家的故事、精神並將

明里部落的文化延續傳承下去 

 

圖 1-1 里行部落 

 

 

‘貳●正文 

一、 我的部落 

 

我們的部落叫做明里村里行部落，里行是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我們慣用的稱呼。有些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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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是說，這個名字是從鳥類命名而來的。有些阿公仔則說，這是清朝官員命名的，因為曾經有

一個官員騎著驢子經過此地，因此稱驢行。 

  我們部落有四百多人，大多數人口是平埔族，還有一部分是客家人。我們平埔族很愛玩彈

弓還有釣魚，客家人則是很愛買土地種田、開商店做買賣。我們部落是唯一一個住在秀姑巒溪

中央山脈那一側的平埔族部落，我們訪談阿公仔他們時，阿公仔說以前我們都會跟鄰居打架，

我們的鄰居是布農族，他們很喜歡拿我們部落的人頭，因此我們就用刺竹、鐵罐作成牆壁來檔

他們。以前阿公仔的阿公仔，他們很厲害，槍法很準，常常布農族一來，還沒跨越過竹牆，就

被一槍打了下來。後來日本人來了之後，延山道路開始架起電網，不讓布農族下山來殺人，但

他們仍然很聰明，會用香蕉葉當踏板翻過來攻擊我們。直到布農族都被日本人遷移到平地，蓋

成現在的部落，我們這裡也蓋有警察局和交易所，布農族才完全不去攻擊我們，也是這段時

間，客家人才陸陸續續遷移到里行部落。客家人他們帶來香茅、菸草等行業，我們平埔族則是

有些家族跟著做菸草業，有些家族仍以薯榔、黃籐的採集與買賣維生。 

 

二、 我們是什麼族？ 

 

  我們部落的老人家都說，他們有的來自荖濃、有的來自旗山、有的來自於台南玉井、還有

一批是恆春仔。當我們跟著一起做日治時期的家譜時，我們發現了我們的姓氏很特別，有姓籃

的、石的、嘪的、力的（高宏正）、兵的（林俞杉）。但這些姓除了嘪，其他都不見了，因為家

譜裡，最早是男生嫁給女生，但後來卻變成了男生娶女生，因為傳下來的姓氏都是男生那裡

的，因此其他姓也就不見了。我們的家譜裡除了高家都是寫成「生」之外，其他家族都是寫

「熟」，老師說那是因為繳稅的關係，以前已經開始繳稅的原住民，政府就會叫熟番；如果是還

沒繳稅的，就會叫做生番，「番」是外國人的意思，因此對很多來台灣的政權來說，他們是人，

而我們則是外國人，但這很不合理，明明我們比較早在台灣啊？ 

  我們有看一些書，日本人說我們叫做「西拉雅」，我們裡面有馬卡道、大武壟、西拉雅三個

分支，但從文本看，我們其實三個分支都有捏。我們從旗山來的阿公仔他們，他們都是來自於

內門的頭社，那裡的認同普遍覺得自己是馬卡道或是西拉雅。而台南的玉井、荖濃溪的水冬瓜

認同則是以大武壟為主。唯獨恆春仔，馬卡隆轎（瑯嶠）的社麻里部落是最複雜的，對旗山

仔、荖濃仔來說，可能是路過的地方，但也可能很多阿公仔就是原本住在馬卡隆轎的人，也就

是「斯卡羅」或是排灣族。以前他們都很辛苦，可能被官府、漢人霸佔或是欺騙土地，後來就

一路往東移動，到我們現在住的地方。 

  我們里行的平埔族是真的很多元，從很多地方匯聚到這裡，但也彼此都會結婚，所以不管

以前的族群是什麼？我們現在就是里行郎，知道我們從哪裡來，那當我們開始祭祖的時候，我

們就能告訴他們，我們知道你們從哪裡來的，希望你們能聚集在祭場，陪我們一起唱歌跳舞

（嘎薩 搭嘔澇、嘎薩 巴蒂吝 kasal ta’odaw kasal patiding），開心快樂（瑪嘎魯 基搭 magaru 

kita）。 

 

三、明里有什麼樣的故事 

 

  明里村又叫做里行部落，位置在花蓮縣富里鄉，1880 年時由於石牌村人口過剩，部分青壯 

年從石牌部落遷移到里行，並開始將河川地開發為農耕地。後有布農族，前面有秀姑巒大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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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村民原本僅有五到六戶而已，由於要跟布農族抗衡，後來又陸陸續續從石牌等地邀請族人

一同來經營里行，直到日治初期已有數十戶平埔原住民族。 

在里行部落剛成立之時，由於滿清帝國徵稅過度，族人繳不出賦稅，1888 年富里鄉的大庄部落

就號召里行、頭人埔、萬寧埔、馬加祿、石牌…等部落對大清帝國發動戰爭，此一戰役被稱做

「大庄事件」，此一戰役是東台灣首次除了平埔族外，聯合阿美族、卑南族一同發動的戰爭，最

北攻打到花蓮港，做南邊則攻打到台東市區的卑南郡還有馬蘭部落。後來大清帝國固守於卑南

郡，整整被封十七天，在總府劉明燈的號召下，大清帝國派出了北洋艦隊從台東外海對平埔聯

軍發動砲擊，台東市的馬蘭阿美族倒戈於大清政權，並試圖勸卑南、秀姑巒阿美、大庄古瑯平

埔談和。在戰役平息後，大清帝國於台東市文化中心的現址處，建立了事件的石碑，並以中國

政權的觀點批判了台灣在地原住民的反動事件，由於大清帝國攻打平埔聯軍時是跟媽祖請願，

因此同一時間點，他們也在寶桑建立了全台東第一大規模的媽祖廟，並將石碑立在廟宇的門

面。 

圖 1-1 大庄戰役石碑 

 

拍攝者：協會營造員楊詠程 

  里行部落直到了民國七十年才開始有對外聯繫用的跨溪大橋。在還沒有石泥橋之前，部落

的居民每次需要過溪，就得搭建竹子橋，李振富阿公仔說，竹子橋一開始都是用竹子和石頭做

出來的。後來為了方便行走，才又改為用木板與竹子製作，以前只要橋被大水沖走，全村的人

就要一起去做橋，一批人到後山採集木板和竹子，另一批人就是在河邊堆石頭。老人家稱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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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叫做「幫工」，以前如果其他部落需要幫忙，他們也是組織部落的幫工去幫其他部落工作，

過程中不需要金錢的交換，只要對方讓我吃三餐還有點心就可了。 

  以前部落的人會去山上做植物採集，採集薯瑯、黃籐。薯瑯是賣去高雄做漁網的保護劑，

黃籐則是賣給做椅子、桌子的人。每個月都有數十天的時間，老人家他們會去山上工作，雖然

採集能賺到一般做工的人兩倍的薪水，但此一工作的危險性也較高，很多阿公仔現在的雙腳都

不太好，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揹的太重。此外，陳佳盈阿婆仔也說，那個工作最怕是遇到做水

災，以前他們要上山就得從秀姑巒溪的溪頭附近上溯，工寮也通常是做在秀姑巒溪的溪床附

近，四五十年前富里地區發生了八七水災，就有很多阿公仔待在工寮被大水沖走，後來的人為

了記住此事，就稱那個區域叫做「七人寮」。 

  後來由於石化業興起，族人無法在靠著賣薯瑯、賣籐生活，很多人就開始往台北移動，去

那裡幫台北人裝馬桶、裝冷氣、蓋房子。部落的小學校也從六零年代的一班五十多人減少到現

在一班僅有五到六人。我們這屆畢業後，學校聽說下一屆只剩下兩到三人，真的不希望學校消

失不見，如果沒有學校，我們部落應該會慢慢變小、變不見了吧。所以我們一定要做把家系

譜，讓大家知道我們都是一起的，我們里行人是彼此間擁有親戚關係的，我們一定要團結，然

後讓里行變得更好。 

圖 1-2 在學校一起做家系譜 

 

拍攝者：協會營造員楊詠程 

 

四、小論進度與訪談人物 

表格 1-1 訪談人名冊 

 訪談耆老 身分 認同 訪談內容 

１ 陳玉燕（陳佳盈） 66 歲本地耆老 平埔 遷移史還有區域

舊地名 

２ 李振富 66 歲本地耆老 平埔 遷移史還有區域

舊地名 

３ 賴美玉 67 歲婚入耆老 平埔 婚入時的經歷 

４ 林碧雲 62 歲本地耆老 平埔 遷移史還有部落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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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2 研究進度表 

 預定工作項目 8 月 9 月 10 月 

1 賴美玉訪談  ９／１７  

2 林碧雲訪談  ９／１７  

3 李振富訪談  ９／１８  

4 陳玉燕訪談  ９／２６  

5 舞團練習 每週五六 每週五六 每週五六 

6 文章撰寫   每周五六 

7 家譜製作  ９／２２  

 

參●結論 

里行部落是這兩三年來才開始做文化復振的工作，以前老人家都會說我們是河洛人，但隨著原

住民文化開始被很多人重視，他們也開始願意告訴我們以前平埔族的故事了，自己的部落自己

紀錄和保護，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所以我們會更加努力陪著哥哥姐姐他們去找阿公阿嬤們

聊天，然後有一天我們要編出屬於我們平埔族的歌曲還有舞蹈，也許消失的歌舞文化我們很難

再重新找回來，但創造能把阿公仔他們的故事延續下去的歌舞，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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