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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傳統領域」一詞見諸於我國法律，係於 93 年修正之森林法及 94 年

公布施行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為臺灣原住民族傳統使用之領域空間。原住民

族委員會自 91年起進行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之調查工作，迄今業已初步

完成調查傳統領域土地之範圍，調查之成果包含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

之範圍、地名故事、自然文化資源及土地歷史經驗等範疇。 

    在歷年調查研究的過程中，雖然調查之範圍已涵蓋原住民族舊部落及

其周邊墾耕游獵之土地、政府徵收徵用做為其他機關管理之土地、原住民族

使用之河川浮覆地以及原住民族傳統所屬漁場之海域及傳統地名等，然因

訪談對象或與部落其他族人之認知落差，加上未能針對「原住民族傳統祭

儀」、「祖靈聖地」、「部落」、「墾耕」及「獵區」等關鍵名詞清楚界定或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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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等意涵

及功能等特徵而能確定其特定範圍之土地，因此在過去歷年調查成果之呈

現上，隱含著各族、各部落甚至個人（耆老）對於傳統領域土地認知之落差。 

    嗣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於 104 年 6 月 24 日修正公布後，第 4 項授

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

（下稱劃設辦法）業於 106年 2月 18日原民土字第 10600074622號令發布

施行，據以作為執行劃設作業之原則°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保障原住民族

土地權利之精神，針對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之範圍進行勘查及劃

設作業，依據劃設辦法之規定及參酌 104 及 105 年度執行原住民族傳統領

域土地範圍確認作業計畫之經驗與建議（含人力、經費及期程），考量原住

民族多元文化及特殊社會結構，並尊重部落及民族之自主性及主體性，期由

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協助經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之部落或民

族組成劃設團隊，進行劃設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範圍之作業。 

貳、 計畫依據：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 106年度施政計畫辦理。 

參、 計畫目標： 

一、 總體願景：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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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藉由地方機關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之部落或民族組成劃設團

隊之相互協作，並參酌原住民族委員會公開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

地範圍調查之成果，劃設諮商取得部落同意之傳統領域土地範圍。 

二、 年度目標： 

(一) 依據劃設辦法，確認或調查各部落/民族劃設之傳統領域土地範

圍，並增進部落人才培育。 

(二) 藉由部落會議確認各部落/民族傳統領域土地範圍。 

(三) 完成部落/民族之傳統領域土地公告作業，確認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條諮商同意或參與權之行使範圍。 

肆、 辦理單位： 

一、 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承辦機關：花蓮縣瑞穗鄉公所。 

三、 協辦部落：本鄉鶺櫓棧部落、馬聚集部落、梧橈部落。 

四、 辦理劃設單位：經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之部落或民族所組成之劃設

小組。 

伍、 實施期程： 

自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日起至 107年 07月 31日止。 

陸、 工作項目：  

一、 召開部落會議： 

預計召開三場次。 

二、 組成劃設小組預計組成 15人，組成人員如下： 

（一）鄉（鎮、市、區）公所代表。 

（二） 當地部落會議或部落領袖推派之部落代表若干人。 

（三）專家學者。 

（四）其他有助劃設工作之相關人士。 

三、調查方式：預定自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日起至 107年 07月 31日止

辦理傳統域各項調查，並確認傳統領域土地之調查成果。 

四、彙整劃設資料及資訊化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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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經費概算：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註 

人事費  

計畫執行人員 人 2,000 22*3 132,000  

臨時雇工 人次 1 ,064 25*3 79,800  

部落志工 人次 200 60 12,000  

業務費  

餐點費 個 80 270 21,600 

3 個部落分別

召開部落會議，

計 3次，劃設小

組會議兩次 

諮詢費 人 500 30 15,000 
劃 設 小 組 15

名，計召開兩次 

設備材料費  

GPS 個 50,000 1 50,000  

執行計畫所需器材

設備 
式 30,000 1 30,000 

購買睡袋、

鐮刀、雨鞋

等執行計畫

用具 

雜支 式 9,600 1 9,600  

總    計 350,000  

以上經費項目可相互勻支 

一、 經費補助及核銷方式： 

一、 申請單位為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依據原民會核定

之補助額度，函送領據及納入預算證明報請原民會審核後撥付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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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並應於計畫完成期限後 20日內，函送成果報告資料(含印領

清冊、出勤紀錄表、工作紀錄、投保證明等)、結報表及經費支出明

細表辦理經費結報作業，如有賸餘款應併同繳還。 

二、 申請單位為人民團體： 

(一) 本會核定之補助額度為新臺幣 30萬元以下者，檢附領據送本會審

核後撥付補助經費；核定之補助額度逾新臺幣 30萬元者，檢附領

據送本會先行撥款 50%，於前開經費支應達 80%後，再檢附領據、

經費支出明細表及原始憑證送本會辦理剩餘 50%經費撥款。 

(二) 本計畫應於完成期限後 20日內，函送成果報告資料(含印領清冊、

出勤紀錄表、工作紀錄、投保證明等)、支出憑證黏存單(簿)(如附

表一)、費用結報明細表(如附表二)、原始憑證及各機關單位經費

補(捐)助分攤表(如附表三)辦理經費結報作業，如有賸餘款應併

同繳還。 

(三) 核銷時應依原民會補捐助民間團體及私立學校經費會計作業注意

事項相關規定辦理，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虛報、浮報等情事，原

民會將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以及負相關法律

責任。 

捌、 成果報告及經費結報作業：  

一、 劃設成果依據劃設辦法，經召開部落會議確認後，應將相關成果報

告書送交公所協助轉送至縣(市)政府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成果報告

之內容應含下列項目： 

（一） 成果報告書 

（二）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小組名冊。 

（三） 部落會議紀錄(含會議紀錄、簽到簿及開會照片)。 

（四） 工作日誌（若無重新進行調查者免附）。 

（五） 耆老及專家學者之訪談紀錄或其他相關文獻書面資料（若無

重新進行調查者免附）。 

（六） 傳統領域土地範圍 GIS圖資(可交換之.kml檔格式及可整合

於本會原有查詢資料之圖資)。 



- 5 - 
 

（七） 資料光碟 

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受理提報後 30日內依『原住民族

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下稱劃設辦法）第 7條規定辦理

書面審查，如有缺漏或不盡詳實者，應請執行機關轉交劃設小組補

正，未補正者得予退件；審查完竣之案件，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研提審查意見後提報原民會辦理。 

三、相關成果經原住民族委員會並經會商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討論後，將

劃設成果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完成傳統領域土地劃

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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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資料蒐集及調查 

一、鶺櫓棧部落 

(一)富源村鶺櫓棧(Cirucan)部落史 

  富源三村舊名拔仔庄，據說阿美族人最早由貓公（豐濱）

遷移至此定居，就像從山上滾落的石頭今已固定不動，其「固

定不動」之意，即為「百老僧」（Pailasen），而音似閩南語

「芭樂庄」，後文獻寫成「拔仔庄」。另一說法來自客家族群：

社區西北方大山貌似國樂器「鈸」，故稱「拔子」。無論何種說

法，均見證著拔仔庄族群的遷移史。日據時代因為有一條清澈

白淨的水流－「富源溪」，貫穿這個地區，而改叫「白川」。 

崗估那是阿美語「地瓜」的意思，而部落名的由來有二種說

法：一是當地居民多以地瓜當主食，稱此地為「 Kangkunga」，

意思是「吃甘薯的人」，因音轉成廣東莊的中文名稱；第二種說

法是部落因有位住模櫓棧的耆老 Noweymaye晚上去拜訪住在鶺

櫓棧叫 Kalitang的耆老，在踏進門口時不小心踩到滿地的地瓜

而摔一跤，之後只要 Noweymaye去找 Kalitang時就會說要去

Kangkunga那裡，繼而就把當地稱之為 Kangkunga部落了。鶺櫓

棧部落名稱的由來，據說以前有位耆老早上出門耕作時，在路

上發現有很多鳥，而那種鳥類阿美族稱之為 Cirut，這種鳥類一

直對著耆老叫個不停，耆老覺得不對勁，後來遠處才發現有外

族來侵略部落，耆老趕緊通知其他族人不得外出，免得有血光

之災，在那一次因為 Cirut鳥的告知讓部落幸運的逃過一劫，

只要有 Cirut鳥飛來時大家就會特別留意牠站立的位置，若是

正對你叫時就是吉利，若是背對你叫就會有凶兆發生，部落就

因跟 Cirut鳥有這些淵源才將部落名取之為(鶺櫓棧 Ciru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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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理資訊系統成果展示 

 

調查點位座標紀錄表 

調查點位

編號 
調查類別 緯度(北) 經度(東) 

備註 

 

1 墾耕地 23。35'10.77” 121。22'54.72”  

2 墾耕地 23。34'57.78” 121。22'29.20”  

3 墾耕地 23。34'58.70” 121。22'12.19”  

4 狩獵區 23。35'19.72” 121。21'18.32”  

5 墾耕地 23。35'34.55” 121。21'18.13”  

6 墾耕地 23。35'48.11” 121。21'15.76”  

7 狩獵區 23。35'53.55” 121。21'09.79”  

8 墾耕地 23。36'10.88” 121。21'21.25”  

9 祭典土地 23。36'17.56” 121。21'24.48”  

10 墾耕地 23。36'16.70” 121。21'30.31”  

11 墾耕地 23。35'38.72” 121。21'48.47”  

12 墾耕地 23。35'16.05” 121。22'03，22”  

13 狩獵區 23。35'13.64” 121。20'51.88”  

14 狩獵區 23。35'17.71” 121。20'33.67”  

15 狩獵區 23。35'13.47” 121。20'47.77”  

16 狩獵區 23。35'09.67” 121。20'38.81”  

17 狩獵區 23。35'15.57” 121。20'34.90”  

18 墾耕地 23。35'21.78” 121。20'16.85”  

19 狩獵區 23。35'15.98” 121。19'46.96”  

20 墾耕地 23。35'34.04” 121。18'56.51”  

21 墾耕地 23。35'53.55” 121。18'48.09”  

22 狩獵區 23。34'45.88” 121。18'49.37”  

23 墾耕地 23。35'44.63” 121。18'12.34”  

24 狩獵區 23。35'35.67” 121。17'24.70”  

25 狩獵區 23。34'14.72” 121。16'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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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鶺櫓棧部落傳統領域範圍 

 

↓鶺櫓棧部落傳統領域範圍(狩獵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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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鶺櫓棧部落傳統領域範圍(墾耕區)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鶺櫓棧部落地名調查表 

編號 地名 地名說明 備註 

1 Kwang cing hang 此地因蘆葦草居多，故取名之 
Pneg pneg 

nan 

2 日本神社 Cin cia 
日據時期在宗教信仰尚未來台時，日本天皇

是影響部落的宗教 

部落一位耆

老擔任過祭

師 

3 

Pisakilanggan 

ato pisawo 

mahan 

早期此地是部落的墾區及伐木區，部落只要

是為了生計都會來此地伐木 
 

4 Piadopang 獵區  

5 
Pialaan no 

niyaro to nanom 
Sawowce部落取水之處  

6 Pahotingan 牧牛及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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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itafadan 

早期部落青年來此地狩獵時，遭外族獵首級

將其青年遺體曝曬於岩石上，頭顱帶走，部

落將此地為禁忌之地。 

不吉祥之地 

8 Pahanhannan 族人上山採集野菜時，一定會在此休息  

9 Dehef no laokak 
此地有座石洞，是部落年齡階級訓練的場

域。 
祭祀之地 

10 Cisimay 
此地是採集野菜藤芯之處，也是水蛭最多的

地方。 
 

11 Lalimaay a womah 
此地早期有五個人在這開墾，平常就以互助

換工的方式耕作每一塊田。 
 

12 Tikokay 最多竹雞群聚之地，故取名之。  

13 Pifotinggan 
最多魚群之地，部落的人來這捕魚魚蔞一定

是滿的回家。 
 

14 
Loma no 

adipangpang 

這裡有溫泉脈，所以引來許多蝴蝶在此棲身

產卵，故蝴蝶谷名稱起源於此 
 

15 
Sakacecaay a mi

‘cerlay 

部落的人去山上狩獵時一定會經過此地，故

把這裡作為獵徑的第一地標。 
 

16 
Sakatosa a mi

‘cerlay 

部落的人去山上狩獵時一定會經過此地，故

把這裡作為獵徑的第二地標。 
 

17 Dehef no latomay 
這裡曾經是部落年齡階級 Latomay 狩獵及

訓練時居住的石洞，故取名之。 
 

18 Cikatoay 早期這裡發生過大山崩，故取名之。 

水急流多轉

折且多巨石

之處 

19 Dehef no Soti 
這裡曾經是部落年齡階級 Soti 狩獵及訓練

時居住的石洞，故取名之。 
 

20 Dojong 溪流之名(富源溪支流)  

21 Sra Usay taloan 
耆老 Sra 和 Usay 生活及耕作之地，故取名

之。 
 

22 paksayen Paksayen分大溪流跟小溪流 溪流之名 

23 Micerlay 瀑布之名位於深山處的瀑布  

24 Cilalacan 清澈見底之溪流，苦花魚最多之處  

25 Cikimmay 盛產黃金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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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聚集部落 

(一)瑞北村馬聚集(Marekarek)部落史 

    地名由清光緒四年 1878年為 Tamayan(大馬遠、打馬烟)著

稱。(傳統名稱為：Tamayan，98年更名為(Marekrek)。「瑞北

村」，舊稱打馬烟 Tamayan(大馬遠)，源自噶瑪蘭族語「煮鹽」

之意，早在清光緒四年(1878)間，因花蓮加禮宛事件番叛，亂

事平定後，當時的清政府遷其族人於此，以原住宜蘭舊址打馬

烟為名。 

    日治時期，當時的日本移民在政府的安排下到瑞穗進行菸

業增產計畫，於是在瑞北地區形成一處小聚落，居住在此的日

本居民以取其 Tamayan之音賦與一個日本地名叫「玉苑」，戰後

才脫離瑞穗村獨立並改為瑞北村。 

    打馬烟 Tamayan另一種說法，據說日據時期日本人在瑞北

村種植了大量的菸草，當菸草收成時在烘烤菸葉的過程時會煙

霧迷漫，居住於此的漢人隨口將此處稱為“打馬烟”瑞北村打

馬烟因此得名。 

    部落耆老鄭政雄口述：民國 40餘年的一場水災造成瑞北地

區的堤防潰堤，大水衝進瑞北村莊內，並將今台九線部份菸樓

沖毀，後來又因部落發生大火菸樓慘遭祝融，今瑞北國小對面

通往村莊路旁兩層樓透天厝就是當時燒毀之煙樓。 

    Tamayan(打馬烟、大馬遠)早期為原住民居住地，因當時陸

續有梧繞、奇美、馬太鞍族人來此定居，故形成一個聚落，而

後又因有個颱風大洪水淹沒整個 Tamayan，族人才又遷移至地勢

較高位置為現今的瑞北村°後來族人認為部落名稱 Tamayan不吉

利常給部落帶來厄運，第 4、5、6任頭目都因病驟逝，於 2009

年 5月透過部落會議決定將 Tamayan名稱改為 Marekrek馬聚

集，此名稱的由來是因為瑞北部落早期發生過大洪水，因洪水

沖刷夾帶許多巨石聚集於部落，故把部落名稱改為 Marekrek馬

聚集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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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理資訊系統成果展示 

 

調查點位座標紀錄表 

調查點位

編號 
調查類別 緯度(北) 經度(東) 備註 

1 狩獵區 23°29'53.75” 121°24'20.24”  

2 墾耕地 23°30'11.72” 121°24'39.03”  

3 墾耕地 23°30'27.96” 121°24'41.80”  

4 狩獵區 23°30'43.08” 121°24'39.90”  

5 墾耕地 23°30'59.05” 121°24'51.82”  

6 墾耕地 23°31'18.02” 121°25'04.80”  

7 墾耕地 23°31'30.97” 121°25'20.94”  

8 墾耕地 23°31'13.08” 121°25'37.66”  

9 狩獵區 23°31'01.32” 121°25'42.07”  

10 狩獵區 23°30'49.03” 121°25'43.71”  

11 墾耕地 23°30'33.88” 121°25'32.05”  

12 墾耕地 23°30'21.68” 121°25'31.92”  

13 墾耕地 23°30'13.20” 121°25'24.85”  

14 墾耕地 23°30'5.93” 121°2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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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聚集部落傳統領域範圍 

 

↓馬聚集部落傳統領域範圍(獵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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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瑞穗鄉瑞北村馬聚集部落地名調查表 

編號 地名 地名說明 備註 

1 Taloma 
此地是部落族人去上山打獵時的入口及

獵徑 
 

2 Cikomodan 

此地為耆老 komd 的耕作地，族人上山耕

作或打獵經過這裡時，就知道接下來的路

為山坡路教難走。 

 

3 Ciayasan 此地是耕作地  

4 Cilinpoan 
部落族人打獵時必定在這裡夜宿，此地有

大棵蓮霧樹為獵人的地標。 
 

5 Pongodan 此地是耕作地  

6 Cingilohan 此地是耕作地  

7 Nafohokan 此地是耕作地  

8 Cidatayan 
此地長許多的七里香樹，早期獵人都會來

這採集做陷阱或做弓箭的材料。 
 

9 Cilodakay 
部落族人在此打獵時因看到許多的百步

蛇，故取名為百步蛇之地。 
 

10 Kakawasan 
部落族人在這裡作時，因受祖靈保佑故取

名為祖靈之地 
 

11 Ciafoan 此地是耕作地  

12 Womah ni olad 此地是耕作地  

13 Cikamolaway 

部落族人在此耕作時種植許多榕樹，故取

名為 cikamolaway。 

 

 

14 
Womah ni 

majang 
此地是耕作地  

 

  



- 88 - 
 

三、梧繞部落 

(一)鶴岡村梧繞(olaw)部落史 

梧繞（olaw）部落位於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境內，處於瑞

穗北方馬蘭鉤溪左岸，與瑞北村相對而侍，其範圍為現今鶴岡

國小以北，海岸山派西側山邊，梧繞山之西南方上。 

梧繞地名之緣由 Olaw「烏漏」，其原意是「黑」。「烏漏」部

落位於瑞穗東北方，海岸山脈西側，此地土壤呈棕黑色。漢人

用其諧音稱它為「烏漏」，後人將「烏漏」更名「梧繞」。另一

說法是梧繞部落早期是阿美族居住地，據說過去居住在梧繞的

居民，長者善於打獵，常將獵物用燻烤方式儲藏，也因為如此

長期燻肉烤肉的關係，把居住的草屋燻至黑漆漆，長輩也就以

Olaw（梧繞）為地名。 

早期約在清朝中葉時期，梧繞部落舊址（距離約現今部落

一公里處）稱做為「nalacolan」或「patikolan」，坐落於馬

蘭鉤溪左支流塔拉阿蘭溪（tala‵alan）南邊。 根據地方耆老

敘述：當時部落是由奇奧波（ce‵po）、英拿里（monol）以及

華瓦賽（fosay）三個氏族所組成，其族群約有 500戶之多，直

到了清朝末葉時期，因發生射殺信差（patakosay）事件，此事

件發生不久之後，清兵偕同 cikasoan及 fataan阿美族人大舉

入侵梧繞部落，致使族人們紛紛逃離次地而轉往各處逃難，而

當時由 sra hongang頭目所率領之 monovi氏族並躲至梧繞山與

塔拉阿蘭山裡，事隔兩年後，便下山南遷移至 cikamoraway（現

今鶴岡村）此地，部落族人將所新開墾之家園仍稱之為梧繞，

直到現今能仍沿用此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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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理資訊系統成果展示 

 

調查點位座標紀錄表 

調查點位

編號 
調查類別 緯度(北) 經度(東) 備註 

1 墾耕區 23°30'54，43” 121°23'27，25”  

2 墾耕區 23°32'34，04” 121°24'53，26”  

3 狩獵區 23°32'35，43” 121°25'08，06”  

4 狩獵區 23°32'36，63” 121°25'11，21”  

5 墾耕區 23°32'41，77” 121°25'44，05”  

6 墾耕區 23°32'46，82” 121°25'47，63”  

7 狩獵區 23°32'47，80” 121°25'47，60”  

8 狩獵區 23°32'51，79” 121°25'43，47”  

9 墾耕區 23°32'52，14” 121°25'40，40”  

10 墾耕區 23°32'52，35” 121°25'40，62”  

11 狩獵區 23°32'58，29” 121°25'39，76”  

12 狩獵區 23°33'09，42” 121°25'31，57”  

13 狩獵區 23°33'00，33” 121°25'42，50”  

14 墾耕區 23°33'00，33” 121°25'42，50”  

15 狩獵區 23°33'09，66” 121°25'44，01”  

16 狩獵區 23°33'15，49” 121°25'42，95”  

17 狩獵區 23°33'37，02” 121°25'18，83”  

18 墾耕區 23°33'34，17” 121°24'40，60”  

19 墾耕區 23°31'45，93” 121°23'02，17”  

20 墾耕區 23°31'46，87” 121°23'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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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繞部落傳統領域範圍 

 
↓梧繞部落傳統領域範圍(狩獵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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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鶺櫓棧部落傳統領域範圍(墾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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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梧繞部落地名調查表 

編號 地名 地名說明 備註 

      1 
Cikoyuan 這裡是梧繞部落與屋拉力的邊界，部

落族人早期耕作範圍不會超過此處。 

界線 

2 Ayas 花蓮縣立鶴岡國小設立於民國 37年 9

月,當時為花蓮縣立瑞美國小鶴岡分

校,後來於民國 43年 9 月 1 日正式獨

立為花蓮縣立鶴岡國小,46 年 9 月奉

命創辦安野分班,民國 50 年增設 1 班

並成立鶴岡安野分校。 

民國 64年 9

月廢校 

3 Cikayakayan 早期族人經過此地時吊橋是一個地

標，也是上山耕作或打獵的主要道路。 

地標 

4 Saiconmod no 

biadopan 

族人走到這裡時，就知道上山的路徑

較難走。 

 

5 Cicanglahan 耆老 canglah 早期在這裡耕作及種植

文旦。 

 

6 Cifoyan 

atanodan 

耆老 foyan atanod早期在這裡耕作

及種植花生玉米等農作物。 

 

7 Sakaccay a 

pahanhannan 

早期獵人上山打獵時休息處。  

8 Piladoman 早期族人耕作或上山打獵時，都在此

地取水。 

 

9 Cilakessay 此地有兩棵百年樟樹，族人耕作時為

中午休息處。 

地標 

10 Lalimaay a 

taloan 

早期部落有五位耆老在此耕作，分別

為 Loko(高良吉)，Talo，Mayaw 

ongis，Papay(黃榮財)，Kacaw(黃光

讓)，平常都以互助換工的方式開墾

耕作每一塊田。 

 

11 Sakatosa a 

pahanhannan 

早期獵人上山打獵時休息處。  

12 Sakatolo a 

pahanhannan 

早期獵人上山打獵時休息處。  

13 Cifangasan 這裡有近百年的相思樹作為獵人的地

標 

地標 

14 Pidatengan 此地有許多藤芯及野菜，族人來此必

定滿載而歸 

 

15 Mapelalay a 此地為最高處與豐濱鄉八里灣部落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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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an 境，可望到東海岸海邊。 

16 Pasilian 此地早期是養羊處也是林務局造林

區，獵人的一個地標也是夜宿之處 

 

17 Patakosan a 

lalan 

梧繞部落族人與八里灣族人大多是親

戚，所以部落有婚喪喜慶報訊的路徑

一定會從這裡走，這裡也是報訊中繼

休息處。 

 

18 Alamayang 這裡是梧繞部落與富興村的邊界，部

落族人早期耕作範圍不會超過此處。 

 

19 Cibintoan 早期這裡是部落耕作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