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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 

  平埔族，對一般人來說是一個比較陌生的群體。在我們讀書、生活的村子－東里

村，很多人都是所謂的「平埔族」。東里村在每年農曆的 9 月 15 日會舉行夜祭（開向

儀式），有別於阿美族豐年祭及其他族群的祭典，他們會走鏢、晚上會跳牽曲，也有

很少見的衣服與花環。這些特別的文化傳統每年都在執行著。只是他們好像不知道他

們的語言是什麼，也不太清楚自己是哪個族群。有些同學說他是西拉雅族，有些同學

卻不是很清楚，甚至沒有很明確的答案跟能分辨的，這讓我們很好奇，因為都沒有一

個很明確答案。 

  所以我們就去網路上找尋了有關平埔族相關的資訊，發現在最近三年有關平埔族

最大的新聞，就是 2022 年有關平埔族身分認同的大法官釋憲「憲判字第 17 號」的相

關新聞。這一點，對於東里的平埔族來說很重要。國民政府遷台之後，並不承認平埔

族的原住民身分，因此在福利、或者是自我認同等，平埔族群在歷史上通常是被埋沒

的那一群，政府總是不願意承認他們是法定的原住民。這樣的狀況在初步蒐集資料時，

看到很多他們抗爭的痕跡，為了自我認同而奮戰的痕跡。 

  我們幾個都在東里讀書，即便自己不是平埔族，但我們的同學們很多都是。因此

想要釐清這麼多未知的問題。我們決定要先從調查東里村民族群分布及認同狀況，來

了解東里村「到底」實際的族群是哪些，以及這些人對於自己族群的「認同感」是否

還再。在班上的平埔族同學們，他們都很希望可以被認同自己是原住民。如果順利的

話，說不定也可以一起跟著他們尋找答案。 

二、研究目的 

  因此根據上述，我們研擬了幾個研究目的，想要透過本研究了解東里村的平埔族

群概況，以及他們自身的族群認同感。研究目的如下所示： 

 （一）了解東里村實際的平埔族群分布狀況。 

 （二）了解東里村平埔族人是否還具有「認同感」。 

 （三）了解他們是否想要被政府認可為「法定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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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架構圖 

  本次研究期程自 2024 年 8 月中開始進行小組討論後，進行分工資料蒐索，並且設

計問卷，及實際的進行街訪問卷調查，最後將蒐集之資料完成統計整理後，得出本次

小論文的結論。 

 
圖一 研究架構圖 

四、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會先設計問卷，接著以隨機街訪的方式再東里村內進行問卷訪談，蒐集

東里村民是否還具備族群認同，此外也希望從訪談中知道大庄人對於族群認同的想法，

以及對於爭取多時的恢復原住民身分的部分的真實想法。因此本次小論文採用混合研

究方法，會先設計問卷做基本資訊的蒐集。考量東里村人口大多數是老人家，因此預

計再蒐集問卷的同時，以口述的方式協助完成問卷，並希望再口述的過程中，蒐集村

民對於認同的真實想法，期望可以補足問卷所無法取得的資訊。 

五、預期效益與限制 

  希望透過本研究，除了可以理解東里村內的平埔族群分布外，也可以趁他們在法

律身分轉變之際，再次檢視對於認同的部分，村子對於平埔族的想法，以及他們自己

對於自己族群的期待與認識。 

  由於本研究小組並無法做完整個大庄地區的總體調查，因此會希望採取街頭訪問

的形式，然而街頭訪問可能會沒有辦法蒐集到一定程度的數量，因此透過質性訪談的

方式補足問卷數量不足的缺陷，期望可以更還原東里村民對於平埔族的客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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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 

  本次研究文獻回顧，著重在平埔族的相關資訊，以及蒐集目前東里村過去平埔族

的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發現相關資料大多數距今已有一定年分，因此在蒐集地方資料

的部分也比較不順利。本章節就按照蒐集的資料整理出以下的內容。 

一、 什麼是平埔族 

  平埔族不是單指一個族，平埔族分別住在蘭陽平原、東北角、北海岸、台北盆地、

西部海岸一直到臺南高雄屏東一帶，平埔族使用的語言與現今正名的法定 16 族原住民

族同樣隸屬世界諸多語系中的南島語系，平埔族因為住在濱海跟內山原住民也常有來

往文化互相影響 因為地緣的關係 跟漢人也常常來往 清朝政府會叫平埔族、『平埔番』、

『熟番 』比『生番』更漢化的異族。(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委員會，2024) 

  400年來文化交互影響下，讓很多台灣居民對平埔族越來越陌生，使得平埔族的文

化及語言漸漸遺忘甚至忘了這個族群，直到多元文化浪潮跟本土文化運動的抬頭，平

埔族群也開始了一波波的文化復振運動。(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委員會，2024) 

  平埔族群是早在漢人於 17 世紀移民來台灣移墾前，便分佈在北部的宜蘭、基隆一

直到恆春的台灣西部沿海平原地帶上，並存有不同文化、語言、認同，後來因漢人壓

迫部分移入恆春、埔里、花東等。 

  歷經與漢族數百年來的交流，平埔族群的風俗習慣、語言逐漸凋零散佚。目前在

學者與平埔族群後裔的努力下，逐漸找回部分的習俗及語言。其中噶瑪蘭族已獲得中

華民國政府的官方承認，成為臺灣原住民族之一，而西拉雅族現已成為臺南市市定原

住民族之一，花蓮縣富里鄉也承認鄉內大武壟族、馬卡道族及西拉雅族為鄉定原住民

族，均希望能進一步得到中華民國政府中央的官方承認。（維基百科－大武壟族，2024） 

二、東里平埔族從哪裏來？ 

  根據《富里鄉誌》(2002)之紀錄，東里村平埔族約莫是在 19 世紀前期，高雄六龜

一帶的四社平埔遷來東里村，大概有四次比較大的遷徙。之前他們就被新港社趕到玉

井，漢人來了之後又遷徙到旗山以北，及荖濃溪及楠梓溪沿岸因為受到漢族的逼壓，

所以遷徙到六龜、荖濃但是住在那邊生活困難，所以有一部份的人，想找沒有漢人住

的地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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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莫在 19 世紀中，位於荖濃溪流域的大武壟族從美濃、內門遷徙到屏東。他們受

到排灣族和那些高山原住民的壓迫，隨後遷徙到台東大武。但是因大武的土質沒有什

麼養份，而台東當時卑南王勢力強大，因此平埔族他們要用一頭牛換一塊荒地，作為

耕作墾地寄住在卑南族之下。他們寄住在卑南的日子受了很多的折磨和屈辱，然後他

們種的農作物要給卑南王，如果當年收穫不好或沒有送作物去給卑南王的話，就容易

受到欺壓。例如當時平埔族人的村子到卑南溪也要一段路程，他們從卑南溪挑水回去

時，半途如果遇到卑南族的人，那些卑南族人甚至會在裝好水的桶子裡丟大便，讓這

些平埔族人重新裝水。平埔族在那邊忍受了 7 年，後面他們商量說要不要在遷徙，所

以才選擇在晚上的時候往北遷徙，在現在花蓮富里地區建立「大庄」（現今玉里鎮長

良里」。(劉正元、簡文敏、王民亮，2018、大滿文化館，2007、富里鄉公所，2002） 

  他們在長良住了 8 年，後面他們發現在那邊好像不太會生不出男丁，所以就往東

邊阿美族「法薩彥部落」（今富里鄉東里村)拓墾。亦稱呼「大庄」，原居地成為「舊

庄」（今玉里鎮長良里），現在東里村目前也是東部平埔族最大的聚落。 

  東里平埔族目前知道有「西拉雅」、「大武壟」、「馬卡道」，以下分別介紹之： 

 （一）西拉雅：原居地主要在台南，信仰是阿立祖、西拉雅十三神有主要社群：蕭壟社、

麻豆社、目加溜灣社、新港社。（維基百科－西拉雅族，2024） 

 （二）大武壟：原居地台南玉井盆地、高雄丘陵等。信仰是太祖。主要社群有小林村、

甲仙埔、荖濃、六重溪、大庄。（維基百科－大武壟族，2024） 

 （三）馬卡道：原居地主要在嘉南平原。信仰是太上老君。主要社群有力力社、下淡水

社、上淡水社、阿猴社、塔樓社、武洛社。（維基百科－馬卡道族，2024） 

三、族群認同感 

  參考吳佩青（2010）文中「族群認同的定義」，文中提到「族群認同感是指個人

對某族群團體的歸屬感覺」，裡面也提到國外學者認為族 o 群認同可以是單一也可以

是多元的，認同自己的族群，自己的身份，不會因為自己是哪個族群而感到困擾。 

  依據周家瑤（2023）文章中提到，賴韋利父親是漢人，母親是原住民，雖然隨著

母親姓，但卻讓同學質疑賴韋利，「她爸爸是漢人，說著台語，為什麼還享有原住民

的福利，還可以加分」？，而賴韋利則跟自己朋友表示自己也「不想長成不像人，也

不是原住民的怪物」。 

  由上文可得知沒有族群認同感是有可能因為自己的家庭、環境教育去影響的，承

認自己是原住民，並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才沒有所謂的族群認同感。若以平埔族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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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輩的人可能會因政治因素或是其他歷史導致他們他們不願去承認自己是什麼族群，

他的影響可能就是—「許多人不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文化延續至今逐漸消失，

如語言、祭典」。   

  2022 年的這個大法官釋憲，那是多年來平埔族群努力奮鬥的情況下爭取而來的機

會。再這次的平埔族身分認同的釋憲案中，他們認為現行的原住民身分法有違反憲法

增修條文，保障原住民相關權利的疑慮。而這次的座談會中，中部和北部數十名平埔

族代表參加。在會中一位同為平埔族的婦女說道：「一直沒有身分的原住民，這次的

憲法法庭判決，終於讓她和三名小孩身分有回歸機會，只要修正原住民身分法，不要

讓平埔族人被矮化」。由上文可得知這次修法可以讓平埔族人獲得族群認同感。（游

振昇，2024） 

  也因此，族群認同感對平埔族群來說，在為重要不過。他有可能會影響到一個人

的自信、認同、甚至影響到他們如何看待自己，或是自己家鄉的人。依照這段找尋的

資料，我們研擬出相關的問卷問題。 

四、問卷設計 

  根據上述文獻蒐集，依此設計問卷內的問題。主要的內容如下表所示： 

表一 東里平埔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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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結果 

  本次研究問卷總共回收 17 份，其中兩份為純粹問卷的調查，剩餘 15 份皆是問卷

與訪談同時並行的資料，因此再本次街訪的過程中，取得了 15 人次的質性訪談資料。

再蒐集資料之後進行資料逐字稿的編撰，隨後進行分析後，取得本次研究的結論。 

一、東里村的平埔分布狀況 

  根據 17 份問卷調查結果，我們發現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是平埔族，而且在訪談過程

中他們都會承認自己是平埔族。本次問卷主要訪談對象，大多集中在 65 歲以上的老人

家，大約 45%的比例。根據另一張族群分布圖可以顯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詳細是哪

一族。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有去詢問他們的老人家是否有把遷徙的故事流傳下來，

結果他們的回答都是不知道，甚至連受訪者的阿公阿嬤都不知道他們過去是哪遷徙來

的。 

圖二  問卷年齡分布圖 

現在很難再去找回是從哪裡遷徙而來的故事，因為已經過了好幾代。如上一章

節所描述，大庄平埔遷徙的時間約莫是在 19 世紀前期，距離現在也接近 200 年的期

間，這過程中又沒有完整的紀錄。比較知道的老人家大多都已離世，因此目前知道家

族是如何遷徙過來的人，大多也已經 85 歲左右了。 

                      
圖三  問卷族群分布圖                                             圖四  問卷平埔族群分布圖 

  我們在調查的過程中，都會問到他們是否清楚知道自己的族群是什麼。但我們大

多得到的答案是不清楚。 

我是平埔族啊,但是我不知道以前的事情我很早就出去工作了啊,我的爸爸

媽媽也沒有跟我說過。 (受訪者 0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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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明其實東里村平埔族人在歷經這麼長的時間，已經有大多數人的認同出現比較模

糊的狀況。 

二、東里村平埔族的認同情形 

  在 17 份的訪談過程中，我們有詢問對方是否會對外承認自己是平埔族的身分，依

據圖五所示有高達 93.3%的人會承認。並且依據圖六來看也會去參加夜祭，代表在現

代承認自己是平埔族並不是一件難以開口的事情。研究者認為或許是因為將來會修法

的關係，讓平埔族人感受到自己是被重視的，因此更加願意去告訴別人自己就是平埔

族。 

                            
圖五 承認族群之比例圖            圖六 參加夜祭比例圖 

  然後再面對是否在生活中還存在平埔文化相關問題時，其回答並不如預期的高。

雖然前面大多數人都承認自己是平埔族，並且也參與過夜祭等相關祭儀活動。但是在

生活中的族群文化表現上，並沒有得到很明確的回應。根據圖七所示，有 40%受訪者

現在並沒有阿立祖的信仰，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信仰。甚至在西拉雅平埔族中最常見的

「祀壺」信仰，目前也比較少見。可見雖然在認同上，村民們都選擇認同。但是在生

活上並沒有相對應的表現，反而更少在生活中出現原始的傳統信仰。 

                             
圖七 信仰阿立祖比例                                                 圖八 家中擺放祀壺比例 

  在最後的問題中，我們問到是否還會唱/跳牽曲。如圖九所示，比例上也與上述差

不多，再次證明東里平埔族目前雖然大多數認同自身的族群，但是在日常中就比較少

見到傳統平埔信仰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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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是否唱跳牽曲比例圖 

三、東里村平埔族對恢復身分的現狀 

  本次訪談中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大多數的受訪者幾乎都會想成為法定原住民。

會這樣想是因為以前的時代，政府對原住民並不好，與我們本來認知受訪者可能會因

為過去對平埔的忽視、沒落，導致他們不願意承認自己平埔族的身分。 

我們當然想恢復原住民的身分啊 （受訪者：0921-3） 

  根據圖十數據顯示，大部分平埔族對於承認自己為法定原住民大多都是保持積極

正向的態度。因為他們也想要一個身分，想要一份認同。訪談過程中甚至還有一位阿

嬤甚至眼眶泛淚的接受訪問。 

圖十 恢復平埔身分意願比例圖 

想成為法定原住民，但政府以及其他族群就認為說平埔族都被漢化了，所

以不承認他們的身分。被說是漢人但他們又不被漢人認同,沒有一個明白的

身分。  （受訪者：0921-8）                                                              

雖然大多數人都會想要得到一個認同，然而有唯一這麼一位受訪者，很明確的表示自

己並不想要成為法定原住民。從他的訪談中可以得知，他認為恢復平埔身分是在搶奪

有限的資源，平埔族群應該更需要自立自強。 

    (資源搶奪)會發生戰爭啊，關於種族嗎，受不了就會互相攻擊有關於資源,

所以我們要自立自強啦（受訪者： 0922-4） 

這樣的想法在本次調查中只有蒐集到一個，雖然不能代表全體意見，但是卻是提供了

另一種不同的想法。 

  透過以上的數據，我們可以得出本次調查的結論，作為本次小論文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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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論與建議 

一、我們的結論 

  本次調查報告經過簡單的問卷與訪談調查後，可以得出下列幾個結論，已確認是

否回答我們的研究目的。 

1. 東里村平埔分布現況 

關於東里村平埔族分布狀況，在本次問卷訪談調查中可以得知，雖然大多數的

村民們知道自己與漢人、客家人不同，是屬於平埔族群，但詳細的族群別與過

去家族遷移史，大多已經不清楚，甚至是已經遺忘。本次訪談對象大多也是村

子內年紀稍長的一群。因此在平埔族群分布的詳細情形，非常難取得最正確的

資訊。理由是東里平埔遷徙距今已有近兩世紀，時代久遠，且生活文化上也很

少痕跡留下。 

2. 東里村平埔認同現況 

本次調查我們發現，東里村平埔族雖然知道自己是平埔族，但是在日常生活上

卻很少出現與前述平埔族生活文化有關之事物。代表雖然有認同，但很明顯文

化流失導致對過去族群的生活模式相對陌生。他們大多數也有自己的信仰，例

如基督、佛道教，但同時存在著平埔信仰的已經少之又少，且依據受訪者回答，

大多數還保留著這樣信仰的，已經是他們的爸爸媽媽、甚至是阿公阿嬤那一輩

的事情了。因此在這部份我們認為，東里村平埔族人們大多數都願意承認自己

的身分，與過去相對封閉的狀況而言，大多都很願意承認。但是對於自身文化

之認識，已經有很大程度的迷失，且很難再重新找回。 

3. 對於恢復原住民身分之現況 

對於恢復原住民身分這個議題，受訪者幾乎一致認同恢復身分是很好的事，同

時也是對於自己族群的一種認可，畢竟自國民政府時期消失的身分別可以重新

找回來，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再開心不過的事情。雖然如此但也有聽到比較不一

樣的聲音，比較以民族自強的角度看待恢復身分的事情。我們認為這樣的想法

有別於大多數受訪者，給予我們另外一個思考的方向。畢竟目前修法尚未完成，

也期待著未來政府會如何處理平埔族的身分相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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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們的建議 

  本次小論文調查有一個最大的信度問題，那就是我們的問卷母數實在過少，雖然

用了質性研究更深層的理解受訪者答題的理由，但具備著代表性不足的問題。此外，

東里村的遷移史距今已有一大段時間，我們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並沒有非常順利。再

者，我們再村子調查的幾天，除了我們幾個「年輕人」以外，基本上只剩下老人跟小

孩。但在文化傳承等相關工作上，我們都會希望當地人能夠有更多有關自己族群的認

識，這也是我們做本研究一開始的想法，想要為村子、為這部落、為這個族群留下些

什麼，也希望在明年底前，原住民身分法的修正能夠有一個大家都開心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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