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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緣起： 

本鄉百壽部落位處偏遠，青壯年外移嚴重，部落人口現在以年長者

居多，文化傳承逐漸呈現斷層，年輕一輩對原生部落不熟悉，對自身族

群的歷史脈絡不了解，而今透過年長者的回憶，帶領大家重新認識部落。 

   96年的傳統領域調查成果，未能針對「傳統祭儀」、「祖靈聖地」、「部

落」、「墾耕」及「獵區」，甚或有其他非屬上開土地類別但具有原住民族

文化意義及傳統慣習等意涵及功能等特徵而能確定其特定範圍之土地，

未有標示與詳細說明，因此，部落族人認為現勘能重新找回失落的痕跡，

拼湊還原歷史。 

貳、 計畫目標： 

    透過現勘方式確認傳統領域土地之範圍(包括原住民族傳統祭典、祖

靈聖地或舊部落及其週邊獵區或墾耕之公有土地)。 

參、辦理單位： 

一、 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協辦機關：苗栗縣獅潭鄉公所 

三、 辦理劃設單位：百壽部落傳統領域土地劃設小組 

肆、實施調查部落或民族：百壽部落賽夏族 

伍、實施期程：自 106年 11月 1日起至 107年 4月 30日止。 

陸、工作項目： 

一、 召開部落會議 

（一）106年度第二次部落會議 106年 9月 27日 

      1.報告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小組成立及工作內 

        容。 

      2.工作期程 106年 11月 1日至 107年 4月 30日，於明(107) 

        年度第一次部落會議時報告執行成果。 

（二）107年度第一次部落會議 107年 4月 18日 

      劃設小組報告成果，經部落族人決議通過後，將成果函送苗栗 

      縣政府原住民族中心轉陳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成立劃設小組(檢附劃設小組名冊) 

(一) 百壽部落傳統領域土地劃設小組於 107年 1月 5日成立。 

(二) 歷次開會時間與討論事項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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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次會議 106年 11月 22日 
  (1)請耆老確認 96年的傳領範圍是否正確？是否需要現勘？     

  (2)確定土地劃設小組名單並討論需購買的勘查物品。 

  (3)說明現勘人員臨時工資、油費、誤餐費的補助。 

  (4)有關適合開會的時間及應發開會通知單的討論。 

2.第二次會議 106年 12月 7日 

  (1)依據耆老提供的資料及相關人員的確認，96年的傳領範圍 

     正確。而為確定墾耕區、狩獵區、祖靈地等實際座標位置 

     及現況，決定現勘。 

  (2)原召集人甘主席必福身體微恙，另選出召集人，主導計畫 

     的進行。 

  (3)確認三社(馬陵社、圳頭、崩山下)現勘人員名單。 

  (4)討論現勘期程、天數及需調查地點之說明。 

3.第三次會議 106年 12月 21日 

  為利現勘資料的正確性，特舉辦 GIS教學課程。 

4.第四次會議 107年 1月 5日 

  (1)圳頭社方面因無人知道確切地點無法現勘，也無法提供相 

     關資料，該社確定無法參與此次計畫。 

  (2)為讓另二社時間充裕增加現勘天數。 

  (3)確定現勘物品、人員保險的日期及現勘完成的時間。 

5.第五次會議 107年 4月 11日 

  (1)討論執行成果，並再次確認百壽部落傳統領域範圍。 

  (2)範圍涵蓋百壽村、永興村、新店村三村。北至與三灣鄉鄰 

     接，東至與南庄鄉鄰接，西至台三線為界，南至新店村大 

     東勢尾。 

  (3)範圍已然確認，其餘有關百壽部落族人生活足跡部分，後 

     續相關資料再作補充。 

三、 調查方式(檢附工作日誌) 

(一)馬陵社現勘：107月 1月 6日起至 107年 1月 27日止。 

(二)崩山下社現勘：107年 3月 1日至 107年 3月 25日止。 

四、 彙整調查結果(檢附調查點位座標紀錄表) 

(一)馬陵社：現勘墾耕區、祖靈聖地、祭事台、族居地、其他慣習。 

(二) 崩山下社：現勘墾耕區、族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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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概算：(請參考補充說明事項撰寫) 

一、人事費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總價(元) 自籌經費 備註 

1.計畫執行人員 人/日 120 1,500 180,000 0  

2.臨時雇工 人/時 300 133 39,900 0  

3.保險費 人 3 1,000 3,000 0 各項目請准予流用勻支 

小計    222,900   

二、行政管理費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總價(元) 自籌經費 備註 

1.業務費     0  

交通費 式 1 10,000 10,000 0  

餐點費 人 100 80 8,000 0  

     印刷費 次 3 1,000 3,000 0  

諮詢費 人/次 20 500 10,000 0  

其他必要之支出  1 1,100 1,100 0  

2.設備材料費 式 1 45,000 45,000 0 各項目請准予流用勻支 

小計    77,100   

總計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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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壽部落賽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路線圖 

 

備註： 

1.調查類別：墾耕地、祖靈地、族居地、其他慣習 

2.調查預定地點：馬陵社、崩山下社 

3.調查路線：馬陵社、崩山下社 

4.調查順序：馬陵社→崩山下社 

 

  

附件一之 1 

傳統領域土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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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傳統領域範圍 GIS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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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耆老專家學者訪談紀錄或其他文獻書面資料 
 

耆老專家學者訪談 資料匯整記錄表 

專案名稱：賽夏族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調查及劃設計畫 

編號：1 受訪者：豆鼎發 

採訪者：張佩瑜 聽打記錄者：張佩瑜 

訪問日期：2018/03/28 記錄日期：2018/3/28 

內容： 

從日據時代開始獅潭賽夏部落劃分為三社：馬陵社、圳頭社、崩山下社。

日本人讓原住民種值桐草用於高級紙用，苧麻用做衣服用。並用錢購買讓原住

民種植的漢稻、雜糧、小米、地瓜等。另馬陵社沒有固定的狩獵場。會在祭祀

台上討論狩獵之事，而通常 4~6月不打獵，因為動物此時可能已懷胎，故不狩

獵。另民國 44年苗栗縣政府宣導馬陵社原住民種值相思樹，以便製作成木炭，

現今馬陵社仍有燒木炭窯的遺址。 

 

民國 44~50年間很多退伍軍人佔用馬陵社原住民的耕墾地，於是原住民必

須不斷的變動居住地以適生存。於是民國 79年初百壽部落新村興建原住民國

民住宅 23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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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專家學者訪談 資料匯整記錄表 

專案名稱：賽夏族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調查及劃設計畫 

編號：2 受訪者：豆俊水 

採訪者：張佩瑜 聽打記錄者：張佩瑜 

訪問日期：2018/03/28 記錄日期：2018/3/28 

內容： 

當初黃南球把馬陵社原住民趕到山上，使得原住民得棄守原本的家園，

而日本人教馬陵社族人種植多種作物，一來方便日本人自己使用二來也是讓

族人可以自給自足。原住民一直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甚至 38年光復後，

漢人也驅趕我們，使得我們得不斷得換地方耕作。處境十分的可憐。 

 

原本的水源地已不堪使用，現今已在原址重建，好讓族人有乾淨的水源

可以使用。族人會在祭祀台祭天祭祖，但也會在祭祀台上討論重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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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專家學者訪談 資料匯整記錄表 

專案名稱：賽夏族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調查及劃設計畫 

編號：3 受訪者：黃世銀 

採訪者：張佩瑜 聽打記錄者：張佩瑜 

訪問日期：2018/03/28 記錄日期：2018/3/28 

內容： 

崩山下的命名由來，據傳是 1936年的地震造成山崩落所形成。而崩山下

的族語為 kaelin．habasll ，是指有一男子喜歡設陷阱。kaelin 指的是人名，

habasll 指的是陷阱。 

    為什麼會遷移至崩山下？因為馬陵社跟圳頭社人口過剩，於是族人馬陵社

往南及圳頭社往北遷移至崩山下定居。而崩山下沒有祖靈地，因為祖靈地在馬

陵社及圳頭社。另墾耕地即是狩獵區。 

    我的祖父會將甘蔗製成糖，自用或是販賣，因為這樣就不用費事的到外地

購買。製糖的器具為一圓形石器上有一個洞，將甘蔗放置中間，再由牛往左右

二方向拉，所壓榨而成的糖水就拿來製成黑糖。 

    最早以前還把原住民分為「生番」跟「熟番」，以居住在平地或是山上做

為區分，後來又稱作「山胞」，近十幾年來才正式稱為「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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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陵社歷史沿革及傳統制度 

馬陵社的歷史約 130年前開始，獅潭鄉原住民即以賽夏族為主，而獅潭賽

夏族在歷史文獻紀錄中較早提及的應該是 1872年〈馬偕博士日記〉一書，提

及和賽夏族人的第一次接觸，及 1876年〈清朝〉黃南球獲准入山開墾內獅潭，

台灣原住民賽夏族，而賽夏族一直是台灣原住民人口少的一族，1911年台灣總

督府的報告書正式將台灣原住民分成九族，賽夏族名列其中一族，1913年﹙大

正 7年﹚後，「蕃社戶口」才開始有賽夏族人的人口資料，係分賽夏族北群─

分布在新竹縣五峰鄉為主，賽夏族南群─分布在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為主，

1894年清朝統領林朝棟屬下，營官鄭有勤辦理獅潭北埔等地區「招蕃歸化」事

宜時，所承認的賽夏三大頭目；其中日阿拐管理範圍已經囊括整個獅潭的賽夏

族區域，東到佳里山山脈與鹿場，西到獅潭的大東勢、小東勢、北到南庄的大

屋坑尾部及鱸鰻窟附近，這也包括了神桌山、馬陵社附近，正是日阿拐頭目最

強盛時期的土地領域，一直到 1876年〈清朝〉黃南球獲准入山開墾內獅潭，

1881年福建巡撫來臺視察計劃招撫生蕃，黃南球接辦苗栗一帶的撫蕃工作，由

於黃南球的開墾也造成獅潭賽夏族人重大遷徙，由以前住〈頭屋鄉〉沙坪、後

來獅頭頸〈獅象橋〉附近，因為黃南球以武力拓墾獅潭，造成賽夏族原住民不

得不避走獅潭更深山的地區，甚至離開獅潭。〈摘自獅潭鄉志、苗栗文獻第 21

期〉 

  

    日據時代調查報告指出，1925年〈大正 14年〉獅潭賽夏部落劃分為三社：

馬陵社、圳頭社、崩山下社，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戶籍資料簿將三社居住地直

接登記為大湖郡合蕃 OO蕃戶，是為「合蕃」，根據日本時代的行文習慣，「合

蕃」就是指「獅潭蕃」馬陵社-居住地紙湖溪以北以豆姓賽夏族原住民為主。〈摘

自苗栗文獻 21期〉 

 

其他與部落重大相關事項 

1990年初百壽部落新村興建原住民國民住宅23戶，馬陵社部落豆姓居民，

當時大部份遷村至此居住，目前僅剩部份族人居住於馬陵社，但族人保留地山

林農耕仍在原有部落中，形成耕種回到舊部落，居住回到百壽部落新村，因長

期與漢人〈客家人〉生活文化融入，造成傳統文化的祭典與原住民習俗逐漸失

傳，長期語言的同化問題，造成下一代賽夏族語言傳承正慢慢流失而去，亟需

原住民朋友正視問題的嚴重性，及政府計畫原住民遷村事宜需慎重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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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山下社歷史沿革及傳統制度 

崩山下的歷史約 110年前開始，實際上，獅潭賽夏族的居住的部落是以紙

湖溪為分界線，紙湖溪以南稱圳頭社，以潘姓住民為主，以北則稱馬陵社，以

豆姓為主，當時並沒有崩山下社。崩山下社是因圳頭社潘島水‧它歐斯住在此

處，而多出來的。潘島水‧它歐斯本原屬圳頭社，但是日本人在潘島水‧它歐

斯收養的客家籍兒子黃阿添日據時代當保正的時候，在行政劃分上明顯地另外

劃分出崩山下社，並且以黃阿添為頭目，以致日後有些漢人習慣稱黃阿添為「蕃

王」，但在賽夏族裡，並沒有崩山下社，當然也沒有崩山下社頭目，黃阿添在

賽夏族人的祭典，如最重要的矮靈祭裡，並沒有實際名份。〈摘自苗栗文獻第

21期〉 

 

其他與部落重大相關事項 

◎1921年〈大正 10年〉間日本統治者力倡原住民造冊以便管理，然而日本人

在造冊時就把黃阿添填上頭目之稱，當時黃阿添也擔任保正〈現今里長〉一

職。〈摘自苗栗文獻第 21期〉 

◎1925年〈大正 14年〉前日本時代的戶籍簿，把獅潭分成三社：崩山下社是

其中之一社。〈摘自苗栗文獻第 21期〉 

◎1935年〈昭和 10年〉設立紙湖蕃童教育所，是日本人為本地圳頭社、馬陵

社、崩山下社三蕃社的教育而設的，舊址：位於百壽村 5鄰原住民保留地內。

〈摘自獅潭鄉鄉志〉 

◎1945年〈昭和 20年〉奉准獨立設校紙湖國民學校，現今永興國民小學前身。

〈摘自獅潭鄉鄉志〉 

◎1968年民國 57年 8月 1日政府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通令改名為永興國

民小學。〈摘自獅潭鄉鄉志〉 

◎1900年到 1970年探索黃阿添家族大事紀可以理解，在糾結的歷史關係裡，

時代的浪潮中，新竹州大湖郡獅潭庄崩山下社蕃戶黃阿添一族，在漢人眼中

他是「蕃王」，日據時代他們成為「合蕃」，國民政府時代他們成為平地山胞、

山胞、原住民，黃阿添沒有剪斷他和客家的臍帶關係，後代子孫也都屬於賽

夏子民，經收養、過繼、入贅、改嫁等等過程，關係更形複雜。〈摘自苗栗

文獻第 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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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頭社歷史沿革及傳統制度 

圳頭社的歷史約 130年前開始，台灣原住民賽夏族，然賽夏族一直是台灣

原住民人口少的一族，1911年台灣總督府的報告書正式將台灣原住民分成九族，

賽夏族名列其中一族，1913年﹙大正 7年﹚後，「蕃社戶口」才開始有賽夏族

人的人口資料，係分賽夏族北群─分布在新竹縣五峰鄉為主，賽夏族南群─分

布在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為主，1894年清朝統領林朝棟屬下，營官鄭有勤辦

理獅潭北埔等地區「招蕃歸化」事宜時，所承認的賽夏三大頭目；其中日阿拐

管理範圍已經囊括整個獅潭的賽夏族區域，東到佳里山山脈與鹿場，西到獅潭

的大東勢、小東勢、北到南庄的大屋坑尾部及鱸鰻窟附近，這也包括了神桌山、

馬陵社附近，正是日阿拐頭目最強盛時期的土地領域，一直到 1876年清代黃

南球獲准入山開墾內獅潭，1881年福建巡撫來臺視察計劃招撫生蕃，黃南球接

辦苗栗一帶的撫蕃工作，由於黃南球的開墾也造成獅潭賽夏族人重大遷徙，由

以前住〈頭屋鄉〉沙坪、後來獅頭頸〈獅象橋〉附近，因為黃南球以武力拓墾

獅潭，造成賽夏族原住民不得不避走獅潭更深山的地區，甚至離開獅潭。〈摘

自獅潭鄉志、苗栗文獻第 21期〉 

  日據時代調查報告指出，1925年〈大正 14年〉獅潭賽夏部落劃分為三社：

馬陵社、圳頭社、崩山下社，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戶籍資料簿將三社居住地直

接登記為大湖郡合蕃 OO蕃戶，是為「合蕃」，根據日本時代的行文習慣，「合

蕃」就是指「獅潭蕃」不包括南庄蕃。〈摘自苗栗文獻 21期〉 

 

其他與部落重大相關事項 

◎1925年日據時代的戶籍簿把獅潭分成三社：圳頭社是其中之一社，以潘姓賽

夏族部落居民為主。〈摘自苗栗文獻第 21期〉 

◎圳頭社與馬陵社的分界：紙湖溪以南圳頭社、以北馬陵社〈打死蕃麻坪〉是

日阿拐時期的典故，造成賽夏族原住民潘姓、豆姓兩氏族一度不相往來，直到

黃阿添時代〈日據時代保正〉才又恢復往來。〈摘自苗栗文獻第 21期〉 

◎1990年初獅潭鄉公所辦理原住民遷村計畫，圳頭潘姓住戶，集中遷往位於台

三線旁百壽部落地區 

共興建國民住宅 23戶。〈摘自獅潭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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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鼎發長老整理的文獻資料 

 
1876年清朝時期，黃南球獲准入山開墾內獅潭。1881年

福建巡撫來台視察計劃招撫生蕃，黃南球接辦苗栗一帶的撫

蕃工作，由於黃南球以武力拓墾獅潭，造成了獅潭的賽夏族

人重大遷走，族人就不得不遷到現在的馬陵社 bae’ys崩下

山 kalin．hamasng 圳頭 in’bawn。（摘自鄉誌．苗栗文獻第

21 期及前輩口述。） 

 

今日的獅潭大東勢 ta’yae’清朝時期是賽夏族人及部

分泰雅族人的部落，由於黃南球的關係，來了很多的漢人入

墾，發生了不少武力事件，族人就不得不遷離該部落。族人

有的遷至南庄鄉蓬萊八卦力，有部落遷至泰安鄉的八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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