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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我們發現歷史上的阿美族有這麼壯烈的事件，因而對此事件感到好奇，

想要再更進一步了解自己部落中的文化。當我們在尋找題目的過程中，發現

事件發生的主因是因為漢人治理族人的方式，因此我們嘗試從書籍與訪談中

去了解，清代以何種治理的方式對原民進行管理，並以政治組織的觀點分析

當時漢人的法治結構，以及施政的方式。 

 

在上述以此事件當作主要研究對象，希望能夠在此研究中了解其前因後

果，了解阿美原民在事件中灑血灑淚的心酸以及體會。 

 

（一）我們想使更多人知道並了解大港口事件，進一步對原民有更深入

的看法。 

 

（二）了解原民歷史，並且使人知道過去所有的政治體制以及阿美原名

傳統部落體制的行進。 

 

（三）以當地人的角度觀看此一歷史事件所帶來的影響。 

 

二、研究流程圖 

 

我們主要以文獻資料、上網以及訪談進行參考，進一步分析事件的前因

後果與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之衝突。研究的方式如（圖一） 

 

 

 

 

圖一、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清朝律法 

 

（一）律法形成 

 

清朝律法是沿襲明朝的內閣制度來制定法律。 

 

研究動機 研究方法 參考文獻 訪問耆老

 

 

 

 

 

 

 

 

 

 

 

 

 

 

 

整理資料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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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法制定的三大要點 

 

１、保障滿族貴族統治地位。 

２、保護旗地旗產經濟利益。 

３、維護滿人司法特權。 

 

（三）律法的種類 

 

１、法，法為基本政策與政府組織的方法，帶有現代憲法成分。 

２、律，律是法律條文以刑事為主。 

３、令，即行政命令。 

４、例，為案例。 

 

（四）結論 

 

綜合以上大清帝國對律法組成的資料，可以看出清朝為一個有

標準且統一的法律在。宣統年間，有過「責任內閣」，為設立憲法

所用，在辛亥革命後倒台。我們可以發現在清朝律法的形成是被少

數擁有權力的人所掌握，一般百姓是不可能參與立法的。 

 

 二、清朝政府 

 

（一）政府機關 

 

主要可分為決策機關以及執行機關 

 

（二）決策機關 

 

內國史院、內秘書院與內宏文院等三院為內閣，作為中央最高

決策機關。 

 

（三）執行機關 

 

１、七部院，為六院（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及理藩院。 

２、五寺察，即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

其中大理寺、刑部與都察院和為三司法（與今日最高法院相似）。 

３、都察院，最高監察機關，分左右兩院，分別是察京畿與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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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藩。 

 

（四）官員制度 

 

１、官員是由科舉制度所挑選出來的。 

２、總共分為九品十八級。九品分為「正」、「從」，例如：正

一品、從一品，共十八級。 

 

（五）結論 

 

統整完以上資料，由這些資訊，我們可以了解到清朝政府的政

治體系（帝國體系），是非常完整的，無論是立法機關或是行政機

關都非常完善，也利用機關內所管理事務的種類，去細分成各個所

屬機關，分工及管理十分完善。這樣的分類，不僅可以好好的管理

所屬機關的事務，也可以讓政府權力分散，不讓單一政府集大權於

一身。清朝也對階級有所分類，使官員地位明確，製造出上屬及下

屬的關係。經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明確知道清朝是一個擁有完整

政治體系（帝國體系）的國家。 

 

三、海岸阿美 

 

（一）無政府的社會組織 

 

阿美族的年齡階級組織制度，在台灣原住民族中可以說是最嚴

密而完善，這種制度把一個男子自十三、四歲起至死亡，加以組織

起來，成為一個堅強而有系統之年齡階級體制，大凡阿美族的政治、

社會、文化、禦侮、抗敵等皆與此有密切關係。 

 

台灣的原住民族，昔日都是小群割據的狀態，從來不具能統一

全族或部族的有力機構。然而各社及部落也由於歷史上的傳說關係

而設置頭目來治理、領導，其社會組織雖然不很徹底、卻也能統轄

其部落、社區。今之阿美族社會，雖已改為鄉村治理，但原有的社

會組織制度，還是多少存在著一些。阿美族向來以家為其社會組織

的基本單位，由各家結合成為一社，每一社內各有一定數目的氏族，

並保持其固有的祭儀及巫術，形成為一個集體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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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群介紹 

 

阿美族分為南勢阿美族、秀姑巒阿美族、海岸阿美族、台東阿

美族（卑南阿美族）、恆春阿美族、都市阿美族。 

 

海岸阿美族是在台灣的東部，屬於母系社會，是台灣人口最多

的一族，現在阿美族還保留著他們豐富的傳統文化、傳統服飾、歌

謠和祭典儀式。阿美族人是一個很重視祭典儀式的族群像是豐年祭，

是來慶祝豐收、祭拜祖靈，而且他們比較靠近海，通常都是已採集

和捕撈來生活。 

 

海祭也是阿美族的祭典儀式，在舉辦海祭當天，會有一支預先

報名的隊伍，先行出海捕魚去，然後再由部落長老帶領族人，到海

邊或溪口等待船隻上岸，隨即帶領族人們進行祭拜海神的儀式。對

於海，阿美族又敬又畏，因此在每年五月間稻出穗時節，港口部落

會舉行捕食祭，祭祀海神以祈求漁獲豐收。在先祖時代，每當農作

收成之前，族人便會相邀在海邊或河濱捕魚，並舉行祭儀，祈求年

年能有好收成。只是，隨著時代的改變，生活型態已不同，生態環

境也遭受破壞，現今阿美族的捕魚祭在形式上已有所改變了。 

 

（三）年齡階級 

階級名稱 年齡 社會組織負責項目 

mi'afatay 生火階

級 

16~20 歲 這個階級專門負責砍柴、生火、送火

的工作，在會所還要為長輩準備烤火

取暖用的薪材 

miladomay 取水階

級 

20~24 歲 在早期還沒有水井和自來水的時候，

會所蓋了一個公共水塔，水塔可以儲

存三噸的水量 

pakarongay青年階

級 

24~28 歲 將要晉階的時候，一律集中在會所，

接受訓練和教育，開始學習男人必備

的生活技能及責任和義務。晉階的時

間長輩們早已安排妥當，通常在豐年

祭的時候，舉行晉階儀式 

Lakeling 分食階級 28~32 歲 他們負責部落吃的部分，比如殺豬、

分食，就是他們最主要的工作 

mama no kapah 青

年之父 

32~36 歲 領導、督導具會事務、領導集體捕魚、

集體狩獵、共同事務決定修建屋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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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集、捕撈 

 

採集在原始的阿美族社會中也曾是獲得食物的手段之一。在沒

有和外來文化接觸以前，他們很少種植蔬菜，大部份菜類完全靠採

集得來。 

 

阿美族人另外擅長捕魚的技巧，而且每當活動或慶典時都要進

行捕魚的活動，阿美族人稱之為 paklang（巴格浪）。生長在山邊的

阿美族人到溪邊捕魚，在海邊的阿美族人則發揮的空間更大，除了

捕魚之外，更可以採集海菜、海螺、龍蝦、章魚等豐富的海產。 

 

四、大港口事件 

 

（一）事件發展過程 

 

由於沈葆楨來開山撫番政策，在光緒３年（１８７７）７月1，

吳光亮率兵進入東部，欲強行開闢水尾（花蓮縣瑞穗鄉）至大港口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之道路，就找林東涯來大港口做通事，

但都在欺凌百姓，剝取民膏民脂。 

 

這樣的行為激起了阿美族勇士的憤怒，當時的頭目馬耀多方委

屈求全，想息事寧人，但林東涯就是那麼地需索無度。所以這樣的

官員當然就激起了族人民變，使阿美族人預謀反抗。某一位英雄勇

士就在林東涯往返其他部落的途中，殺了他和他當時在他身邊的部

下。在此之後，他們就起兵反抗了。 

 

所以初戰時，港口阿美族是大獲全勝，但由於他們開戰後都是

躲在山上，所以沒有辦法生產，而清兵則能夠由西部不斷運送物資。

久戰後，這場戰役轉換成游擊戰，更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負。 

                                                      
1李宜憲，《大港口事件：晚清國家體制與原住民部落的衝突》，P19 

維修道路、祭典禮戰事總指揮 

mato'asay 長輩階

級 

36~40 歲 聚會事務、集體捕魚、集體狩獵之食

物分配籌劃修建屋舍、維修道路、祭

典禮、戰事 

kalas 耆老階級 40 歲以上 也就是部落對吃最講究的階級，只有

這個層級的耆老，才能吃得到最上等

的部位及最好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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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時那一位勇士也死去了，此時頭目就在想要不要停戰了，

所以決定去和清兵談和。但在十一月2時，清軍總兵吳光亮，就先

以懷柔手段鬆懈阿美族勇士的鬥志，也透過勞務交換或飲食分享讓

阿美族人放鬆，因為他想要找機會設下鴻門宴。所以先請勇士去成

功搬貨，然後在靜埔國小旁佈置陷阱，等到族人都酒酣耳熱、無力

反抗之際，就以槍枝射殺族人，造成當時大港口阿美族壯年菁英盡

失。還好有一位用是負傷撐住並通知族人。才讓多居在石門山區的

人立刻轉移至縱谷或其他地方。 

 

（二）前因後果 

 

臺灣東部阿美族的涉外事件，對殖民統治者而言，只是在實質

占領過程中，各種不同阻礙的反抗勢力，但對當時的原住民族群而

言，乃是生存發展之殊死戰，歸納這些事件的發生對當時的族群的

影響，可發現造成的影響有造成族群遷移、造成文化弱化影響、族

群互動頻繁、部落意識逐漸弱化和失去固有的領域。 

 

 

（三）帝國體制與傳統部落 

 

台灣以前的原住民族，都是小群割據，且無政府的狀態。而各

個部落因為歷史上所擁有的傳說才有頭目來治理以及領導。阿美族

向來以「家」為其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由各家結合成為一社，每

一社內各有一定數目的氏族，並保持其固有的祭儀及巫術，形成一

個集體的部落。 

 

 帝國體制 傳統體制 

首長產生方式 

 

皇帝，是以世襲的方式產生。 頭目則由部落長老、甚至族人

一起選舉產生。  

制度產生方式 

 

是沿襲明朝的內閣制度來制定法

律。 

然而各社及部落由於歷史上的傳

說關係而設置頭目來治理、領

導，統轄其部落、社區。 

管理方式 

 

滿漢共治 

中央：內閣、六部 

地方：省道府縣 

部落屬最大的社會組織，具有共

同防衛、集體農耕、漁獵等功能，

也是司法、宗教祭儀的最大單位。 

  

                                                      
2李宜憲，《大港口事件：晚清國家體制與原住民部落的衝突》，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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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訪談紀錄 

 

  （一）訪談照片 

 

  

圖二、訪談 Lafay 阿姨 圖三、宗男以及皓瑋發問 

  

圖四、Lafay 敘述中 圖五、大合照 

 

（二）訪談紀錄 

 

１、名字 Lafay。 

 

２、Lafay 年紀：「５０～５５歲。」 

 

３、住在這裡多久：「我在這邊出生，然後中間就因為家人的

人搬到都市、花蓮市所以很長時間住在花蓮住過臺北，４０歲

的時候就是大概１３年前又在回來，現在是花蓮市跟這邊就是

來來往往。」 

 

４、你知道關於 cepo 事件的事情嗎：「知道。」 

 

５、你可以說出印象中大港口事件的事情嗎：「這個大港口事

件據我所知，當初主要的原因就是曾經發生了一個牡丹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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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當時清朝政府對於牡丹社事件非常緊張，因為當時台灣並沒

有納入到清朝版圖裡面，所以清朝的政府擔心東台灣很有可能

會被其他國家拿去，當時的清朝政府他叫李鴻章，他就建議就

是說可不可以讓清兵到東台灣，把這地方收服之後再把這地方

的納入到清朝版圖，因為過程中語言不通，價值觀也不一樣，

有一些想法上的不一樣，就發生了衝突，根據這邊的老人家的

說法這個衝突事件一共發生了４次，兩次是部落的人戰勝，有

兩次就失敗了，我們當時的 sla有一個叫Kafo ok（嘎輔噢可），

Kafo ok 他因為在戰爭當中身亡，所以那時候整個士氣大亂，

最後呢這個戰爭還是失敗了，所以本來也有叫奇美事件或是說

大港口事件，那現在普遍一般人都稱為 cepo 事件，這個是我

的認識大概而已。」 

 

６、可以請你說出對大港口事件的看法嗎：「如果說從現在的

角度來看這個事件的話，我覺得我們當時的祖先，他們真的是

用生命來保護這個地方，那在過去當然是用戰爭的形式，我們

所看到的歷史是這樣的方式發生的，應該是說譬如說我們的土

地被人家拿去，或者是說我們目前的教育制度，我們沒有辦法

拿回我們的權利，譬如：用原住民的方式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或者是說我們很多部分可能就是處於弱勢的狀態，大港口事件

這件事情，其實他會激勵我們如何去守護這個地方、守護我們

自己的尊嚴、守護我們的家嚴、守護我們的土地，我覺得我們

應該要用過去的那樣的精神，來讓這個地方能夠更好，這是我

的看法。」 

 

７、你知不知道事件中比較具有影響力的人：「一直都被部落

津津樂道也就是一直在講的，有剛剛講的就是我們當時部落的

Mayaw o kapa 就是 Ci kafo ok,他是算是這場戰爭裡面的英雄，

還有一個就是當時的頭目他叫 Mayawbe,這是老人家講的，

Mayawbe 他是當時的頭目，因為他對於這件事情大力的支持，

所以現在的老人家如果要問他們大港口事件的話一定會提到

這兩個人。 

 

  現在每年都會去爬聖山，他們講的 cilangasanu 也是阿，

對每一年 kapa 很特意的就是豐年祭之前去爬那邊，因為那邊

貓公山他們是說他說部落的那個族人因為為了要避難在，曾經

在貓公山待過一陣子，因為就算還是會用比較低調的方式就特

別進行儀式啦，因為這邊是文化發展協會，其實早在十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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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更早之前，這個話題絕對是禁忌的，因為很多人罹難，而

且又從舊部落遷離，所以這個是一個在地歷史的傷痛，所以很

多人避而不同，那也是在十幾年前開始老人家聚集在一起開始

談這件事情，後來學術界的這些人開始關係這件事物，慢慢慢

慢後來政府現在可能就是一段時間，比較用政治的立場去推動

這件事情，他們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會去跟那個他們說的

聖山 cilangasanu 這也算是一種尊思啦，我覺得不見得每一個

人對於這個歷史的脈絡有多深入，但是或多或少即便我去爬了

聖山我就會講大港口事件，可能我去爬我不知為何而爬，是爬

了之後，反正大家在聊的時候，我大概就有一些印象，你也知

道原住民阿美族的個性比較開朗，所以它也不是慷慨激昂的在

陳述這件事情，我們就是用一種行動把它，把它納入到生活化

的那一面，來認識這個部分。 

 

参●結論 

 

 對清朝來說東台灣就像是一塊殖民地，但對當地原住民來說這不僅僅是被殖

民而已，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另一種政治體系。被奴役、

被欺壓、被剝削等等，可能已經成為當時人們的日常了。而大港口事件正是阿美

族族人過多的不滿以及憤怒所累積而爆發的，無論是導火線，或是清朝政府的血

腥鎮壓、報復，都可以看出對當地族人的不公。這起事件可能對清朝政府來說，

只是一起番人引起的暴動，但是對在地族人來說這是一場為了追求生存的意義、

為了保護族人的尊嚴而發起的戰爭。距今一百多年後這起事件可能在當今政府、

社會眼中是多麼得平凡無奇，但在部落、族人眼中，是一個不可抹滅的傷痛。 

 

 最終，在文獻資料、訪談以及網路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傳統部落與帝國

體制下的差異，以及文化不同下的衝突。可見不同的體制硬是要擺在一的話，就

會造成不必要的亂事。不過，先人所造就的努力，我們多少也感受到了，像是拋

頭顱、灑熱血的精神。而他們也很重視自己的祖先，且至今還為他們到山上祭拜，

如此的舉止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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