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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一開始，我們想不到一個方向來寫小論文，我們想著從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去研究。

小時候我住在 805 醫院員工宿舍，國中歷史課在學校聽老師說，那裡曾經有一批加禮

宛社的人在那裡定居，就在我幼時居住的周遭有一群噶瑪蘭族原住民部落。但是明明

生活在同樣的地方，我們卻完全不了解他們。在社會課本上看到的他們到底是怎樣的

一群人？有著怎樣的文化？都讓我們產生了好奇。我們先查閱噶瑪蘭族相關資料後擬

出一些問題，在網路上找到噶瑪蘭族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潘文雄先生進行訪談，很巧

的是，潘理事長的小孩多年前也曾經在我們學校讀書。於是我們希望透過資料分析與

運用，幫助我們更加了解噶瑪蘭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的現況。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噶瑪蘭族的歷史與遷徙 

（二）探討噶瑪蘭族信仰祭儀與傳統文化 

（三）探討噶瑪蘭傳統文化受到挑戰族人的態度與回應 

 

貳、文獻探討 

 

一、噶瑪蘭族的簡介 

 

（一）噶瑪蘭族的歷史與遷徙   

 

一道高聳的中央山脈將台灣島分作成前山區與後山區，根據詹素娟老師在〈噶

瑪蘭人的歷史變遷〉當中提到，早期當西部的前山區因漢人社會的建立，為當地原

住民帶來重大社會與文化改變時，身處在後山地區的東部原住民族還能享有「治外」

的平穩日子。直到十九世紀，以漳州人為主的開墾集團來到東北部蘭陽平原地區開

發，打破了這裡原先的「安寧」，原本居住在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族人首當其衝。面

對漢人的移入，即將為後山的族群帶來重大改變與遷移。 

 

噶瑪蘭人居住在宜蘭一座被三星、頭城、蘇澳三點包圍的沖積扇三角洲，為適

應當地平坦、潮濕的地形氣候條件，而發展出干欄式房屋形式。 

「噶瑪蘭人，不但進行活躍的漁獵、採集活動，也是一支擅水的民族。」（詹

素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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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禮宛事件 

 

    加禮宛社是位在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地區的噶瑪蘭族部落，光緒四年（1878年）

事件是因為當地原住民婦女長期遭到漢人騷擾欺侮，因而雙方爆發衝突（台灣原住

民族─文化知識網，2020）。另外，根據游蕙菁老師〈噶瑪蘭族的遷徙傳說試探〉

提到清兵派兵來到花蓮平亂，噶瑪蘭族聯合附近撒奇萊雅族人一同反抗，史稱加禮

宛事件，又稱加禮宛戰役。事件後，花蓮新城鄉加禮宛社大部分噶瑪蘭人流散或是

隱居於阿美族部落內，造成許多傳統文化因此流失。 
 
（三）噶瑪蘭族的分布與人口 

 

根據 2023 年原委會的原住民族人

口及健康統計年報可知，台灣原住民人

口總數為 584,336 人，其中噶瑪蘭族人

口總數為 1563 人，而花蓮縣內的噶瑪

蘭族人數為 677 人。 

 
 

 

 

（表一）2023 年全國/噶瑪蘭族現住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表 

區域 族別 性別 總計 10歲以下 10~30 歲 30~50 歲 50~80 歲 80~100 歲以上 

 

 

 

全國 

 

總計 

男 282,233 38,024 89,388 84,045 67,846 2,930 

女 302,103 36,333 86,140 87,274 86,141 6,215 

總計 584,336 74,357 175,528 171,319 153,987 9,145 

 

噶瑪

蘭族 

男 779 86 227 237 219 10 

女 784 86 220 202 255 21 

總計 1,563 172 447 439 474 31 

   表一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資料】整理而成（2023 

   年 1 月）。2023 年 9 月 18 日，取自 https://reurl.cc/p5M27x。 

                                                                                                                    
 
 

圖一：台灣原住民族人口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原委會─原住

民族人口及健康統計年報，自行製作

圖表而成。https://reurl.cc/0ZXAEK。 

https://reurl.cc/p5M27x
https://reurl.cc/0ZXA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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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我們利用國家圖書館蒐集各種噶瑪蘭族的歷史、遷徙背景與祭典， 

還有與阿美族互動與族群關係等相關論文，再做文獻探討與整理。 

 

（二）實地訪查法：我們前往花蓮縣豐濱鄉立德部落訪談當地的豐濱鄉文化協會理事 

長，藉此幫助我們解答噶瑪蘭族一些相關疑問，以及部落目前傳承文化的方式

和期待。 

 

二、研究流程 

 

 
 

三、研究架構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從海上來的遠祖 

 

    噶瑪蘭族的祖先最早何時來到台灣島上生活已經無法考證，只知道很久很久以前有

一位名叫阿文（Avan）的祖先，從一個名叫馬利利安（Mariryan）的地方乘船而來。關於噶

瑪蘭族的起源傳說非常多，每個版本的傳說都有些許差異，但最廣為流傳的是，相傳曾經

有一對兄妹，兩人為爭直誰先發現池塘，享有水源便得以耕田而反目成仇。最後兩人盛怒

之下妹妹上了山，成為了太魯閣族的祖先，而留在山下的哥哥則成為了噶瑪蘭族的祖先。



花蓮縣豐濱鄉立德部落噶瑪蘭族文化延續與困境 

4 
 

兩人決定不再相見，並且約定只要兩族相見就互相砍殺，不必顧

慮兄妹之情（游蕙菁，2009）。 
 

二、歷史上的遷徙 
 

    以前噶瑪蘭族居住在宜蘭的蘭陽平原時稱為「蛤仔難三十六

社」，實際數量可能比這個數字更多。若以蘭陽溪為界，溪北群

有打馬煙、奇立丹等社；溪南群有加禮宛、流流、奇武荖等社。

（詹素娟，1995）18 世紀晚期，台灣西部開發逐漸飽和之後，漢人

開始往東部移動與開墾，原先生活在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族人也因

生活空間受到壓迫而逐漸遷往南部的花東一帶。19 世紀前期，以

蘭陽溪以南的加禮宛社人遷往花蓮新城鄉北埔，即今日的嘉里村

定居。 

 

    同治 13 年（1874 年）清治晚期爆發牡丹社事件後，欽差大

臣沈葆楨建議之下推行開山撫番政策，羅大春率人來到後山地區

開拓蘇花古道，花蓮被納入清朝政府管轄。就在數年之後，番漢

衝突爆發，有的說法是當地原住民婦女長期遭到漢人騷擾欺侮而

反抗（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2020），也有的說法是花蓮

加禮宛人希望政府能給予已開發土地的證照，卻遭到政府拒絕。於是，花蓮加禮宛社與鄰

近的撒奇萊雅人共同反清，加禮宛戰役因此爆發（游蕙菁，2009）。 

 

三、噶瑪蘭族的分布與人口 
 

在加里宛戰役之前，已有噶瑪蘭族人至花東的石梯、大

港口一帶落腳生活。戰役之後，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人

受到重創，許多族人因此直接併入鄰近阿美族部落當中，

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或者流散去往花東海岸線新社、立

德居住。 

 

目前噶瑪蘭族主要分布在宜蘭縣的壯圍鄉、五結鄉等；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豐濱新社村與立德；以及台東長濱

鄉、樟原村、大峰峰等地。 

 

四、立德部落文化延續現況 
 

資料來源： 
我 們 是 噶 瑪 蘭

Kavalan aimi─噶瑪蘭

族復名運動三十年。

https://reurl.cc/kaE0
Vb。 
 

圖三：噶瑪蘭族分布圖 

資料來源： 
噶 瑪 蘭 社 會 文 化 。

https://reurl.cc/kaE4Xx。 

圖二：噶瑪蘭族歷史

上的遷徙 

https://reurl.cc/kaE0Vb
https://reurl.cc/kaE0Vb
https://reurl.cc/kaE4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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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立德部落的歷史與位置 

 

     立德部落在花蓮縣豐濱鄉新社部落

的南邊一點的位置，附近的阿美族稱這

裡的噶瑪蘭人為「Kudic」，也就是皮膚

病的意思。相較於新社部落的規模，立

德部落人數較少，目前約有 65 人，祭典

時回鄉參與的族人可至 150 人左右（陳

耀芳、林素珍，2020）。雖然人數較少卻

直接受到晚清加里宛戰役的影響，從新

城鄉南遷花東海岸線而形成的噶瑪蘭聚

落。儘管人數不多，立德部落族人一直持

續的舉辦海祭，將豐年祭、祭祖儀式和母

語等傳統文化領域努力地保留下來。 

 

（二）部落傳統文化延續現況 

 

    立德部落為在花蓮海岸台 11 線 53 公里到 57 公里的平地區域。而我們這次前往

拜訪的是噶瑪蘭族文化發展協會─潘文雄理事長（以下簡稱理事長）。我們訪談前

整理一些對噶瑪蘭族文化感到好奇的主題，當天請教理事長後，重新整理出以下的

內容。 

 

 

 

 

1. 提問：我們查找關於噶瑪蘭族的資料時經常看到「莿桐花」一詞，刺桐花對

噶瑪蘭族的意義是什麼？ 

圖四：噶瑪蘭族立德部落範圍 

資料出處：研究者利用 google 地圖繪

製。https://reurl.cc/q0ZG2y。 

圖五：訪談潘文雄理事長 圖六：訪談完後與理事長的合照 

資料出處：研究小組自行拍攝 資料出處：研究小組自行拍攝 

https://reurl.cc/q0ZG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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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刺桐花對噶瑪蘭族的意義在於季節的提醒，刺桐花開時便是飛魚洄

游，可以捕魚的季節，有噶瑪蘭族的地方就有刺桐花。而刺桐花的樹皮也可

以切下作為煮或蒸糯米的器皿。現在在立德部落廣場裡也有種一棵刺桐花樹，

我們也在努力避免讓刺桐花遭受蟲害。 

 

2. 提問：「海祭」對於族人的意義？現在的「海祭」還和過去一樣嗎？ 

理事長：以前每到刺桐花開的時候，我們就會從事海祭的祭奠活動，主要目

的是祈求豐收和出海捕魚的人平安歸來。我們還是保留著只有男生可以帶著

檳榔、香菸、酒去到海邊祭拜的禁忌，祭典中女生是不能靠近的。早期祭典

會持續一個星期，男生在海邊搭起工寮，女生在家準備一些糯米飯派人給男

生送去。然而，現代社會發展下，祭儀已縮短成一天的形式。 

 

3. 提問：在理事長的記憶中，過去和現在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理事長：狩獵和捕魚維生方式變了。「小時候老人家說，以前補魚都是用划

的，用竹子編織成竹伐出海去捕魚。」隨著時代改變早已被漁船取代了。 

 

4. 提問：傳統文化傳承工作最大的挑戰和困境是什麼？ 

理事長：「我很憂心就是少子化的關係和人口外流的關係」這兩點造成部落

中傳統祭典沒有年輕人接替老者的工作，另外，年輕人外流到都市離開部落

時間一久，已變得不會說族語。「噶瑪蘭族人口這麼少，會講族語的已經不

多了，老人家一個一個過世之後凋零，然後怎麼傳下去我們都很憂心。」 

 

5. 提問：面對族語和文化快速流失的現況，目前正在做的努力是什麼？ 

理事長：目前各族原住民族都有成立各自的語言推動協會，著重辦理族語認

證，培養族人取得高級認證成為族語教師。另外，每年辦理全族語夏令營，

鼓勵年輕一代孩子報名參加，活動過程中全程說族語。若是名額足夠也開放

給漢人小孩參加，「如果哪一天某年某月某日我們在街上聽到看到的小朋友，

會講我們的族語，我們就是成功了。」還有就是推動師徒制，讓一位老師帶

兩三個學生，學習兩三年，也曾有不錯的成效。 

 

6. 近幾年很多人在談原住民「權力復振」的議題，關於這點，部落裡的想法是

什麼？ 

理事長：這幾年確實有人在談「自治權」的概念，有一群人正在積極爭取文

化上的自治權，「屬於原住民傳統文化的東西，由原住民自己管理。」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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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法律、行政、警察權限不衝突的情況下，原住民能享有文化自治的權

力。或許可以從蘭嶼開始嘗試推行。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這次小論文的撰寫中，我們知道了噶瑪蘭族的許多文化，包括他們的海祭、和傳統儀式，

也知道了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傳承工作的難處。根據統計，全國約 58 萬名原住民人口中，噶瑪

蘭族只有 1563 人，占比不到 1%。因為人數相對較少，所以文化和族語傳承都是大家要一起

努力的目標。我們從這次的研究中知道了噶瑪蘭族的歷史與變遷，從宜蘭來到花蓮新城鄉的

嘉里村，再到豐濱鄉的立德部落，也從理事長的訪談之中得知部落和族人為了延續傳統文化

的付出。 

 

    經過這次的訪談與研究，我們對於談話中提到的原住民自治權概念很有興趣，包括自治

權設定的範圍，政策推行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及原住民族族人內部意見是否一致，政府態度

又是如何？無論讚否兩端，這個概念的落實將為台灣島上的不同族群帶來可能的影響。都會

是我們感到好奇的地方，也或許是將來能夠進一步探究的議題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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