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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在七腳川溪上游的踏查中，無意間看到了七腳川事件紀念碑，接著我們在課程中，

查詢有關七腳川溪的資料時，看到了有關七腳川事件的簡介以及七腳川文化的資料，讓我們

對七腳川的種種事情非常感興趣，所以我們對七腳川這個名詞做了更深入的調查。在查到的

文獻資料中我們無法獲得更進一步的資料，只知道七腳川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對於七

腳川文化的了解不多，所以我們想用訪談、問卷對七腳川文化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七腳川事件 

（二）了解七腳川事件的祭典、階級、服裝 

（三）了解老師對七腳川事件的了解及教學意願 

 

三、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流程圖 

 

圖 1 研究流程 

（二）研究方法 

 

1. 文獻資料蒐集 

    我們利用「七腳川事件」作為搜尋的關鍵字進行資料蒐集，在各個不同的網站上可以

看到七腳川事件相關的文章，當中有部分網站提到七腳川事件發生的經過、七腳川社的階級

制度以及七腳川社的傳統服飾。 

 

2. 訪談 

    訪談是可以透過問別人問題，以便蒐集到特定人選提供的資料、但需要針對蒐集回來的

答案整理，也需要針對想了解的內容設計題目，是一種相對麻煩卻可以蒐集到很好的資料的

方式。而我們這次想要訪談的對象是陳柏均會長，我們會想要訪談他的原因是陳會長是七腳

川社的後代，也是七腳川協會的成員，而且對於七腳川文化的保留與復正很有想法。我們把

這次訪談的重點設為七腳川的服飾、祭典以及階級，透過訪談，我們希望可以對七腳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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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一步的了解。 

 

3. 問卷調查 

    利用問卷調查研究法可以快速蒐集到大量資料，而且選填的時候有較長的思考時間，所

以我們先針對主題提出疑問，我們使用 Google 表單並採用選擇題的方式來進行調查，蒐集

完成後使用電腦軟體進行整理。這次問卷對象是學校老師，我們發放問卷是因為想要了解老

師們對七腳川事件的認知、教學意願及經驗。針對問卷我們預測老師們應該沒什麼人知道，

也沒有教過，所以希望老師可以在社會課及閒聊時分享七腳川事件給同學們。 

 

貳●正文 

 

一、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七腳川事件簡介 

    七腳川社過去曾在花蓮縣吉安鄉活動，在日治時期是南勢五社中最大的部落，七腳川社

人長期為日本人看守隘勇線，但薪水微薄、常被扣押薪水，以及部分七腳川社人被無條件工

作地調動，索取薪資未果，認定頭目、警察結夥瞞騙社人，導致 1908 年 12 月 13 日，部分

社人攜眷相偕逃至山區。 

    隔日，12 月 14 日七腳川社人襲擊日本巡查，造成一名巡查死亡。12 月 15 日，七腳川

社人包圍日本派出所，日軍在當晚發動軍事行動。12 月 16 日，七腳川社人撤退至木瓜山。

12 月 17 日，日軍命南勢五社，有薄薄、飽幹、里漏、尾子、荳蘭奪取七腳川社糧食及燒毀

家具。12 月 21 日，日軍掃蕩木瓜山 ，部分社人請求歸順。1909 年 2 月 19 日有 1322 個社

人歸順，移至鹿野及南勢五社安居。1914 年 6 月因日軍向太魯閣掃蕩，七腳川戰役全部結

束。 

 
圖 1 七腳川事件過程時間軸 

（二）七腳川訪談 

    因為我們想要了解更多有關七腳川的文化以及他們的祭典、階級和服飾，所以我們先查

詢了一些資料，發現我們還是有些疑問，因此在統整討論過後，決定要訪談對七腳川部落有

了解的陳柏均先生，並於 111 年 4 月 13 日下午進行訪談，以下是我們依照查詢來的資料及

訪談結果所整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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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七腳川社的祭典 

    因為我們好奇七腳川社的祭典，所以我們詢問了會長有關祭典的細節。在祭典的部分會

長分享了三種不同種類的祭典，第一個捕魚祭、第二個是豐年祭，最後則是捕鳥祭。 

    捕魚祭辦理的時間是每年的六月份，是早期是每個家族每年割稻完了之後，一整個部落

都會進行的家族聚會行動，慶祝一下今年割稻完的辛苦，最後才演變成一個祭典。捕鳥祭辦

理的時間是每年的十二月的第二週，但在前期的狩獵期間可能預計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就

開始。是因為十二月會有很多害鳥偷吃農作物，有些長輩們認為這些害鳥就是要把牠們獵捕

起來。前面提到的捕魚祭跟捕鳥祭都是兩天主要準備期，而眾所皆知的豐年祭則是在每年八

月豐收的時候，會辦理的一個祭典，也是花蓮阿美族共通的祭典。 

    而在七腳川的傳統中，某些祭典場合是禁止女性在現場，舉例來說豐年祭第一天晚上要

分食牛肉的時候，以長輩和老人家他們角度來看，會認為這樣子的話牛肉就會不好吃，且會

影響整年部落的運作。而以現代的角度看分食過程是較為血腥的，而且烹煮時間較長，如果

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祭典就會難以進行下去，所以在祭典的過程中女性主要負責照顧老人

或小孩，男性則負責祭典的進行。 

    以七腳川社來說，目前在祭典的時候才比較會穿著傳統服飾，而過去原住民平常就會穿

著傳統服飾，在現代則因為大家都穿一般的衣服，如果走在路上穿著傳統服飾，也會讓別人

覺得你很特別。在豐年祭的時候，七腳川社人會唱傳統歌謠，但祭典的歌曲則只能在祭典的

時候唱，平常七腳川社人是不會唱的。 

 

2. 七腳川社的階級 

    七腳川社是襲名制，襲名制就是每一個年齡階級他都有他的名稱，階級名稱會跟著你到

退休，才會再傳給新一代加入階級的人，而階級的部分可以分成傳統七腳川的階級總共有八

階，每個階級都有象徵物，有 Kuhakuh 階級(象徵眼鏡蛇)、Cupulan 階級(象徵小辣椒)、

Alamay 階級(象徵魚鱗雲)、Ma’uway 階級(象徵黃藤)，還有 Alabangas(象徵苦楝樹)，和

Aladiwas(象徵祭壺)，Hamaw 階級(象徵鎖定其獵物)， Alemet(象徵壯元紅)。 

    在七腳川社的傳統中，襲名制這個階級的名稱會一直跟著你，沒有所謂的進階，會帶著

原本的階級名稱一路到退休，七腳川社人要進入襲名制階級，是以 12 歲作為加入階級的基

準，一個階級的年齡就是間隔 8 年。陳會長有分享說到：「比如 12歲進入到就是最大的頭，

這個區間的年輕人就會在同一階，假如我有兩個哥哥都跟我在同一階的時候，按照過去的傳

統我會被打下去下一階。」而會這樣設定的原因是如果發生戰爭時，家族裡的同一階的男丁

就會都被滅掉，所以同一階最小的人必須要下去一階。而七腳川的階級人數沒有限制，但只

有男生會有階級。 

 

3. 七腳川社的服裝 

 

(1) 羽冠 

    七腳川社每個階級都會有頭飾，還沒有復正的時候，七腳川社的每個階級他們會自己設

計他們自己的頭飾，然後他們設計的頭飾都不一樣。那七腳川社直到 2014 年開始，七腳川

社復正了他們傳統服飾中的羽冠，才開始讓往下的階級都戴回我們自己的頭飾。而最小的階

級不能戴羽冠，因為他還不具備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而且能戴羽冠的人需要非常會狩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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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為當他要找老婆時，羽冠可以特別展現他的威猛的樣子。 

    大羽冠上羽毛象徵著七腳川社的八個階級，在過去羽冠的材質為藍腹鷴的尾毛，藍腹鷴

也是阿美族的四大神之一。過去能抓到藍腹鷴代表他的狩獵技巧很好，現在則因為藍腹鷴為

保育類，而且非常難狩獵，所以現在改用其他素材，在訪談中會長提出有部分的部落使用鵝

毛，但鵝的毛不長，所以又改用銀雞的尾毛，但銀雞的尾毛也不便宜，一隻羽毛單價將近一

百元，所以整頂羽冠製作下來至少一頂都要八千到一萬。 

 

(2) 衣服 

    現在七腳川社人所穿著的傳統服裝大部分由工藝師開的工藝坊製作，族人會去工藝坊購

買，部分的家庭是自己製作。而傳統服裝現在由一般的布料和麻繩去製作，專業的老師大約

一週可以完成，家庭自己製作大約要一個月才能完成。在服裝顏色的部分，最原始的狀態是

穿樹皮衣，有布料的交易之後，傳統服裝則是以黑色為主，現在因為人們覺得不喜氣，且有

時要接見官員，才改成現在的紅色。 

 

(三)七腳川認知及教學意願問卷分析 

    接著，因為我們想要知道老師們對於七腳川事件的認知、教學經驗和意願，所以在大家

一起討論、整理過後，製作了這份問卷，問卷一共有 14 題，內容分為對七腳川事件的認

知、有無七腳川事件的教學經驗以及教學意願。問卷發放後，我們共回收了 32 份問卷，下

表是我們問卷調查的結果分析。 

 

表 1 七腳川認知及教學意願問卷統計表 

填答問卷者性別 

 

這份問卷女性占 81.3%(26

人)，男性占 18.8%(6 人)，填

答比率女性占較多，我們推

測因為學校的女老師比男老

師多，所以這份問卷女性填

答率較高。 

填答問卷者任教類別 

 

這份問卷填答的任教類別班

導師佔 75%(24 人)、行政人

員佔 15.6%(5 人)，其餘科任

老師及資優班老師佔 9.4%(3

人)，填答比率以班導師居

多，行政人員其次，我們推

測因為學校班導師人數較

多，且有教授社會科、彈性

課的比率較高，所以填答比

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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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問卷者的教學年資 

 

填答問卷老師教學年資表 

年資 比例 人數 

21-25 年 37.5% 12 人 

16-20 年 18.8% 6 人 

6-10 年 15.6% 5 人 

11-15 年 9.4% 3 人 

30 年以上 9.4% 3 人 

0-5 年 6.3% 2 人 

26-30 3.1% 1 人 

所以我們推測填答問卷的老

師多數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 

填答問卷者是否聽過七腳川事件 

 

問卷填答者有 68.8%(22 人)有

聽過，31.3%(11 人)沒聽過，

由此可知學校大部分的老師

都有聽過七腳川事件。 

填答問卷者是否看過七腳川事件相關資料 

 

問卷填答者有 56.3%(18 人)有

看過，43.8%(14 人)沒看過，

由此可知學校大部分的老師

大約有一半的人有看過七腳

川事件的相關資料。結合第 4

題，有聽過七腳川事件的老

師不一定看過七腳川事件的

相關資料。 

 

填答問卷者是否教過七腳川事件 

 

問卷填得者沒教過七腳川事

件的人佔 90.6%(29 人)，有教

過的人佔 9.4%(3 人)，由此可

知填答這份問卷的老師大部

分都沒有教過七腳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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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教過七腳川事件 

填答有教過者的教學動機 

 

填答有教過七腳川事件的

比率較低，人數僅有 3

人。有 66.7%(2 人)的人是

因為曾經看過七腳川事件

的相關文章，有 33.3%(1

人)的人是在課本或鄉土教

材裡面有出現過。 

填答有教過者在教學中所使用的教材(複選題) 

 

有教過七腳川事件的老師

都有使用網路影片跟網路

資料，而有 2 人使用相關

書籍，再來使用課本及鄉

土教材有 1 人填答。 

填答有教過者所使用的教學方式(複選題) 

 

有教過的老師中，都有使

用口述跟播放影片的教學

方式，還有其中 1 位使用

實地踏查。製作成簡報跟

遊戲互動則沒有老師使用

過。 

填答有教過者對學生在學習七腳川事件的成效評估 

 

3 位填答有教過者認為學

生對七腳川事件的學習成

效都算不錯。 

填答有教過者對於再次教學的意願 

 

有 2 位老師填答會再教一

次，另外有 1 位老師填答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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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教過七腳川事件 

填答未教過者未教學七腳川事件的原因 

 

經過我們統整過後，選填

課本裡面沒有這個內容

55.2%(16 人)、不了解這個

事件 24.1%(7)、沒機會教

或提到合計 10.2%(3 人)、

還沒安排到 6.8%(2 人)、

非授課科目範圍 3.4%(1

人)、沒興趣 0%。選擇非

授課科目範圍的老師可能

是教英語或體育等科目的

科任老師。在結果當中沒

有人選填沒興趣，我們推

測老師們對於七腳川事件

可能還是有教學意願，只

是沒有機會或缺乏教材。 

填答未教過者對於七腳川事件的教學意願 

 

會想要教七腳川事件的老

師有 65.5%，都可以的老

師有 31%，不會想要教的

老師 3.4%(1 人)。大多數

的老師有意願教授七腳川

事件，但我們推測不會想

要教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缺

乏教學資料，另外還有可

能七腳川事件不屬於他的

授課範圍。 

填答沒有教授過對七腳川事件的老師，若在教材中有提到會採

用的教學方式 

 

大多數老師會選擇播放影

片 86.2%、口述 65.5%、

實地踏查 55.2%、製作成

簡報 48.3%，最後是遊戲

互動 27.6%。我們推測播

放影片會最多老師選可能

是因為資料方便取得，且

能夠重點敘述七腳川事件

的經過與結果。最少人選

則為遊戲互動，可能因為

準備期要花較多時間，且

要解說遊戲規則，可能會

影響上課進度，所以才會

較少人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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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研究結論 

（一）七腳川事件對七腳川社造成極大的影響，因七腳川戰役的關係導致七腳川社人流離失

所，因為原本住的地方被日本人占領，使社人無法回到原本的部落居住，由文獻可知

七腳川社人目前分散在花蓮、台東各地。 

（二）在訪談之前，我們對於原住民的祭典原本只知道豐年祭，但在訪談後才知道七腳川社

有捕魚祭跟捕鳥祭，捕魚祭是七腳川社人在割稻完後的家族聚會，而捕鳥祭是為了防

止害鳥偷吃農作物而產生的祭典。七腳川社在階級部分共有八個階級，階級部分沒有

人數限制，但同輩最小的必需要去下一個階級，避免戰爭時同一階級的男丁全部身

亡。服裝部分在最早發現是穿樹皮衣，因跟漢人交易布料後改為黑色系的服裝，台灣

光復後因為受外界影響，認為不喜氣，才改為現在常見的紅色。 

（三）在發放問卷前，我們以為大多數老師沒聽過也沒看過七腳川事件，但在問卷收回後，

我們發現有超過半數的老師有聽過、看過七腳川事件的資料，但是有教過七腳川事件

老師的人數極少，藉由問卷結果推測出因為課本沒有納入七腳川事件跟相關教材。但

若在課本或教材中有出現，大多數的老師都表達如果有機會的話，願意在課堂中教學

生七腳川事件的歷史與經過。 

 

二、研究建議 

（一）本次訪談對象只有一位，未來如果要繼續進行類似的研究，訪談對象可以增加。另

外，在訪談時可以適時追問，也許能獲得更深入的回饋，也能夠收集到更豐富的資

料。 

（二）在研究中有機會可以增加實地踏查，這次研究本來要去壽豐原住民文物館踏查，但因

為疫情的關係，沒辦法進行實地踏查，之後有機會可以去壽豐原住民文物館參觀，蒐

集跟七腳川文化相關的資料。 

（三）在這次的問卷調查中，我們有發現一些小問題，所以我們覺得在問卷發放前，需要進

行多次的預試，並確認問卷無誤後再發放問卷。另外，而在問卷發放部分，我們可以

在更積極的去邀請老師填寫，才能多蒐集一些關於本次研究的樣本。 

（四）經過本次的研究調查，我們覺得未來在花蓮的鄉土教材或社會課本中，可以納入七腳

川事件或七腳川文化的相關資料，可以讓住在花蓮的學生更了解在地的歷史事件及文

化。 

 

三、研究心得 

（一）子懿 

    這次的研究主題其實我在一開始是覺得很奇怪，但後來透過搜尋資料、訪談，讓我們更

了解七腳川社這個部落，還了解這個部落曾經發生過著名的七腳川事件，這令我們感到非常

驚訝，所以才想要更進一步了解，後來還設了一份問卷給學校裡的老師填，整個過程非常有

趣，我也學到了如何分辨查詢電腦資料、訪談的步驟及過程、如何設計一份完整的問卷等

等，實在是讓我受益良多，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覺得最難的部分是訪談，因為你不但要先通

知對方、設計題目，整個訪談的過程中也要適時追問，訪談後甚至還要整理問題，雖然有超



「探」「嘆」七腳川 

9 
 

多事要做，我們還是一起做完了，這令我感到很有成就感，而且過程也很有趣，希望以後有

機會再朝自己喜歡的方向做研究。 

（二）陳禧 

    我們這次的七腳川研究中，一開始是整理文獻的部分，我覺得網路上的文獻資料很多，

但是不一定全部都是重點，所以我認為有一些資料是要自己去濃縮、過濾，才能獲得較有用

的資訊。接著是訪談的部分，我們採訪了陳會長，過程雖然有兩～三個小時，讓人感到有點

累，但我們獲得了一些珍貴的資料，所以我覺得，我們辛苦的訪問非常值得。然後，我們設

計了調查問卷發給老師們，希望從老師那邊得到一些關於七腳川事件教學意願的資訊，後來

在整理填答結果時，也發現大部分的老師都沒有教過七腳川事件，希望以後的教材可以把這

個事件加進去，才能讓同學們了解花蓮有發生過什麼原住民戰役。 

    我在這次研究中學到了很多生活的知識，像是要怎麼設計訪談和問卷的題目、如何整理

大綱挑出重點等，希望以後有機會更深入的研究七腳川事件這個主題。 

 

（三）泓維 

    在這次七腳川戰役的研究中，我學到了許多，包括查詢資料以及問卷製作和訪談的基本

方法，同時也學習如何篩選網路資料與整理它們。在面對訪談者，也學習到如何適時追問問

題。並且連製作 Google 表單，如何發送表單，以及設計問題等技巧，這讓我在研究技術上

有很大的提升。 

    此外，在這一次的研究當中，令我很吃驚的是原以為那個寧靜的七腳川平原，看那一條

自然乾淨的七腳川溪流，原以為以前是個平靜無人居住的地方，在文獻探究後發現，約 100

多年前七腳川社的原住民和日本人在這裡大戰，他們就活生生地在我腳下，令人驚訝。希望

以後如果在進行相關的研究，我能夠更加的深入探討，並且發掘出七腳川戰役的真實面貌，

讓大家更了解這片土地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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