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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卑南鄉 山里部落 

106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調查及劃設計畫 

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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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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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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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理事長李昭明出生於山里，土生土長的山里人，雖為漢人，但早已

融入山里部落的一草一木，高中畢業後家境因素進入軍校，從砲兵排長到轉

入大學軍訓教官，經師大輔導學程，官拜中校退休，完成軍旅。同時與教育

界同好成立本會，20年來，辦理許多公益之社會教育、家庭與社區關懷，等

各項社會工作。本著學習態度與退伍後的志業，修讀休閒管理研究所畢業，

取得教育部講師資格回到大學任教，並鑽研休閒農業、及旅遊相關領域之理

論與實務。 

適逢返鄉與山里部落主席討論家鄉發展議題，礙於部落欠缺專業團隊，

因而承接本計畫。從收集資料,到部落會議的認同，展開計畫的撰寫、執行；

幸運地在都會區尋找人才較為順利，成立工作小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開

會溝通協調，一再收集資料比對修正，加上本計畫的辦理與理事長過去相關

專業背景、方位測量、加以團隊之專員對測量軟體的熟練，小組工作默契迅

速建立。但也因路途遙遠及村民對時間感較弱的原因，造成計畫步驟被迫紊

亂，為了能盡快完成計畫，工作小組不敢懈怠與休息;耆老諮詢，攝影拍照、

文字紀錄、資料彙整、影片剪輯…..終於完成整個任務。藉此感謝部落主席、

耆老、老頭目、村長、還有熱心村民的參與協助。 

 



 

 

貳、 計畫目標： 

1、 透過現場勘查方式確認部落傳統領域之範圍，包括原住民族傳統祭典、

祖靈聖地、舊部落及周邊獵區、耕墾之區域，確立部落固有土地權利，

伸張原住民族自然主權。 

2、 藉由部落會議的召開，邀集部落居民踴躍出席，說明本計畫執行目的及

實質工作內容，並徵詢與會居民意見，以多數村民為工作人員。 

3、 本會理事長自幼出生部落，熟悉部落狀況，並有軍中測量及大學講師背

景，加上部落耆老及熱心族人，投入本計畫工作的執行，以提升本計畫

對部落實質性及長期性助益。 

4、 此計畫部落青年與村民共同參與，擔任本計畫工作人員及志工，透過文

史與地圖彙整，以及工作成果文書資料的編製，得以促進文化深耕及培

育部落傳承種子、提升文化教育功能，為部落未來發展做準備， 

5、 產出的工作成果，確實符合部落認知的傳統領域範圍，提供部落推動原

住民族自治事務之土地權利資料，以及配合國家重要政策，提供政府劃

設各部落傳統領域土地之重要依據。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臺東縣卑南鄉公所 

三、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省兒童少年成長協會 

四、 協辦單位：台東縣卑南鄉嘉豐村山里部落會議 

          台東縣卑南鄉嘉豊村山里文化教育協會 
          台東縣卑南鄉嘉豐村村辦公室 

          康熙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五、 實施期程：自 106年 11月 1日起至 107年 03月 31日止。 

 

肆、 實際執行方式 

工作項目 實 施 時 間 及 內 容 

1、 召開部落會議

之期初說明會 

計畫撰寫前召開部落會議,徵詢意見及同意後方開始。 

核定後之後進行，主要在說明本計畫內容，徵詢居民意見，

遴選本計畫工作人員或同意推薦之工作人員名單，藉以凝聚

居民共識與加強部落向心力 



 

2、 參與原民會培

訓 
承辦工作團隊三位參與兩天一夜於台東專科學校之研習。 

3、 組成工作小組

及召開工作會

議 

12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間，依工作需求及配合執行狀況，召

開各次工作會議，以訂定工作目標、執行、檢討缺失等。 

共分：人員依時段不同，進行各項工作。 

1、聯絡組：開會通知、開會廣播、報名事宜。 

2、嚮導組：勘路之開路、器材保管、測量執行協助。 

3、總務組(志工)：餐點、茶水、採購、會議場地。 

4、行政組：計畫執行、召開會議、諮詢工作、錄影、照相、

資料彙整、危機處理。 

4、 召開部落期中

會議 

召開期中會議說明本計畫以調查部落傳統領域範圍及調查方

式，因而應部落幹部密切合作，隨時報告計畫工作進度及狀

況，以及徵詢幹部意見，55人參加。 

5、 耆老諮詢工作 
共計拜訪諮詢部落 9位:耆老、現任及前任頭目、現任及前任

村長、村內居住 50年以上漢人等。 

6、 建立臉書網路

宣導及討論平

台 

106年 12月至 107年 2月期間，為加強本計畫宣導工作，將

本計畫加入部落社群及社區臉書網站，讓居民由網路平台

上、快速獲悉本計畫動態與進度，以及提供意見，並藉由設

立山裡部落紛絲頁，增加族人與外接接觸機會，進而提升青

少年參與部落議題而共融社區發展。 

7、 建立網路臉書

工作人員對話

群組及 LINE 即

時通訊群組 

106年 12月至 107年 2月期間建立工作團隊即時溝通協調之

通訊管道，迅速解決問題及改進缺失，俾以提升工作效率。 

8、 傳統領域調查

種子培訓營 

於 107年 1月 17月辦理，說明探勘範圍、GPS衛星定位系統

座標點位器材，以及彙整傳統領域土地調查 GIS 圖資之理解

能力。  



 

9、 傳統領域範圍

現地探勘調查 

106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辦理，本會理事長先行多次探勘各

領域路線，107 年 1 月起再請老頭目楊清敏帶領，透過翻譯

現場說明進行部落傳統領域範圍實地勘查、GPS 衛星定位系

統座標點位、攝影拍照及紀錄。 

志工四位協助器材及餐點，臨時工作人員 6 人為嚮導與開路

暨安全維護，本會人員專員隨行錄影紀錄，。 

10、 部落尋根

活動 

 

2月 23日辦理尋根活動，透過部落族人共同參與，了解部落

各領域劃設範圍，並種植代表山里的相思樹苗，提升族人對

部落認同及向心力，為體諒村民年邁者,提供車輛乘坐，以提

高參與意願與便利性。族人共計 60名參加。 

11、 成果展 

2月 24日辦理成果展，將調查結果彚整為成果報告書，製成

影片、展示工作成果資料，邀請與會貴賓致詞及及族人提出

建言，作為往後計畫執行的參據。縣議會議長、議員、縣長

秘書、部落主席、耆老、老頭目、頭目及村長等貴賓與會。

共計 62位村民出席、族人一致贊同傳領調查及劃設成果。 

12、 彚整及提

報工作成果、成

果資料展示及

發表會 

將調查結果彚整為成果報告書以及匯整為光碟，並完成憑證

核銷之工作。 

13、 計畫執行

困難與檢討暨

建議 

1、 山里居民固定工作者少，有田地者依農忙季節耕種，無

田地或未種植者則以打臨工方式，所以在傳領劃設工作

要依計畫進行邀約工作時間常回答的是{不知道,時間還

很久}{到時再看看}所以花很多時間在做聯繫。 

2、 居民平常多有飲酒，打牌習慣，如有工作前一定要提醒

前晚勿喝酒，或唱歌打牌太晚，以免隔天無法起床工作。 

3、 山里開會長期皆以廣播系統，做兩三次廣播提醒，村民

已習慣前一天及當天再廣播通知模式，發放開會通知反

而容易忘記，而開會通知單的印製不便及挨家挨戶發放

更是人力上的困擾。 

4、 志工津貼過於怟，實際執行上是有困難，志工服務證明

對族人意義不大,因手冊的服務機會不多。 



 

 

伍、 計畫經費決算：補助總經費為新台幣參拾萬元整 

       實際計畫經費總額：30,2120 元整  自籌 2,120 元 

一、 人事費：共計支出新台幣 174,976 元(含工作津貼及保險費) 

二、 行政管理費：共計支出新台幣 107,144元(含執行計畫工作範圍所

需之交通費、餐點費、印刷費、諮詢費、會議場地費及其他必要

之支出) 

三、 GPS 設備器材租用費新台幣 20,000 元整 



 

 

陸、 諮詢統整 

本計畫很幸運的，能由第一任的頭目楊清敏帶領我們去做勘查跟標示， 

老頭目也非常的興奮和感動 ，當我們去到四號隧道，那是過去種香茅的地

方 ， 他興奮的說 ：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歷史:山里的名字阿美族語叫 Galiduwu，意思是長滿了相思樹林的地

方； 早期這裡未經開發是一片相思樹林 ，在日治時期由都蘭、馬蘭地區來

的 先驅者 ，看到了這一片地方 長滿了相思樹林 就這麼叫它； 傳統的地名

都跟他的自然環境有關係 ；如許拉頁艾是生長了許多無患子的地方；許拉烏

艾，就是長了 許多的蘇鐵、鐵樹的地方。 

防空洞：馬蘭、新馬蘭、都蘭、鹿野的人搬來山里，日本殖民時代，因

為空襲，，一方面躲避被日本人捉去做奴工，逃難來此地的防空洞（Bǔ g

ū guàin）（捕古貫）跟 Mǎ nǎ zhān（馬哪讚）那塊地，開水溝灌溉，留

在此地生活。以前以耕種花生、水稻、地瓜為主。 

Bǎ lǔ dū àn（把魯都案）猴子山，以前獵人會打，現在少了，現在

猴子更多了以前的獵場，在都蘭山那邊，卑南族猴祭的時候會上去打猴子、

山羌等。 

老人告訴我們，他們原來住在都蘭，然後搬去鹿野，再搬來這裡，因為

這邊很多的相思樹所以叫做 Galiduwu， 然後他們就在這裡開墾， 他們把這

裡很多大水溝取名字。 

 

第一任頭目是楊清敏，頭目每任的時間就是持續下去，而後退休，沈龍

再接他的位置，中間有暫退幾年，林志郎村長接代頭目，之後沈龍再回去擔

任頭目的職位。 

這裡原來有住了一些老榮民，但是，他們是住在大水溝那邊，我們是住

在這邊 ，他們用另一個水源養羊，雞鴨過生活。為了引水，把竹子剖半一隻

接著一隻，吧中間骨頭取掉，然後水才可以順利接下來給大家用，那種水管

叫做 Shidigagain。後來發展成要把水引入集水池，大家才方便使用，然後

每家每戶每天一早就要挑水桶去集水池汲水回家用。現在在理事長家右邊和

左後方都有水池，目前還存在的，淺淺的，被水泥圈起來了，現在還可以看

得到。 

以前山里只有八間房子，李家、楊家、林家、沈家、賴家， 以前都是一

間住很多人， 一個房間睡很多人， 不像現在都要一個人還是兩個人住一間。

以前的房子是用牛大便和稻草還有泥巴蓋成的，如果要收割稻子的時候大家

就會把稻草收集起來把它剁碎，準備蓋房子或是補修房子。 



 

 

我們小時候都是點油燈，玻璃裡面有一種像石頭就點它就會亮，晚上才

看得到，好像民國 45年才有電。 

   我那個時候應該要唸書，但是沒有學校，所以就在那個林玉蘭的家裡

上課， 一年級、二年級每個年級都混在一起上，所以老師都上得很辛苦，等

到理事長那個年紀這裡就有分校就可以去學校念書了，那時候的學校是茅草

蓋的， 後來是用石頭蓋，是村民一起去把它蓋起來，每個都是用志工的心情

去共同完成。現在因為孩子少了，所以分校就裁撤掉了。 

我知道的學校是那時三個村民捐出來的，包括那個教堂也是姓王的村民

捐出來蓋的,但現在他的後代要把所有權要回去。  

現任頭目沈龍的父親是早期這裡的第一任村長，大約民國七十幾年時。以前車站

還走嘉峰村的時候，這裡曾有七百多戶，最早這裡沒有學校，在「林義蘭」的家

讀書，那邊還是草屋，或是在初鹿念國小，直到山里分校建設。最早這裡的祖先

是可能是為了躲避被日本人抓去當建鐵軌等苦工，或是為了狩獵而來這裡。 

(漢人述):這裡的人多種甘蔗、玉米等，原住民當時比較不會種植，因此才會將

土地賣給平地人，那時我跟他們買了沒人種的地，大約兩甲，一甲 8000 元台幣，

在當時 8000元很大，我們家當時花生收成一次約百來包，鳳林鄉的人會來買去

做植栽。從馬蘭來的原住民比較多。我們原本住在雲林，年輕的時候，當時還是

單身漢，有一個也是單身漢的人來我這裡借住，他整天賭博，有一天跟我借兩百

元說要去做生意，我想說也不能讓他一直賭下去，就把錢借他，結果他消失了三

年，沒想到他跑來台東賣冰，後來又繼續跟鹿野的人賭博。後來那個跟我借錢的

人，最終沒還我錢，跟鹿野的那個人去賭博，賭博贏了很多錢，賭完拿竹竿擔著

用抬的把錢抬回來。 

那時候錢很快就貶值（通膨），早上借的錢跟下午借的錢，利息不一樣，物

價一天一天飆漲，要去買菜要拿提袋裝錢才能買，那時的錢薄得很快。那個跟我

借錢的人，來牧場這裡看到田地不錯，跟雲林的田一樣沒有石頭，不像後溝寮（鹿

野）那邊的田有石頭，來到山里這裡又覺得不錯，當時的人不在乎住的機能，更

重視的是田好不好種植，他付不起，想說這裡要四萬元，於是就約我一起分攤，

後來就來山里這裡買了兩甲地。 

搬來這裡覺得這裡的原住民人很好，也耿直，大家相處的都很融洽，現

在的房子這塊地，當時的地主不想賣，於是我就用田跟人家換。那時候山里

沒有車站，大家出入都是用走的。(老漢人述) 

(退休站長述)最早蒸氣火車，來到稻葉，要爬坡，當地農民需要以火車

載甘蔗。以前南迴鐵路有一些當地沒有發展的站廢站後，我才來到山里，從

台東舊站來這裡，因為截彎取直，台東到台北的速度就變快了，但稻葉車站

改到山里車站後，本來熱鬧的嘉豐村也沒落了。剛來的時候，我的職位是當

時絕無僅有的「替班副站長」，因為當時南迴鐵路關了太多的站了，當初是三

班制，但因為交通耗時，還是會私底下換成一班 24小時，做一休一。日本統



 

治時代，建設花東鐵路，有做一本旅遊指南，還有介紹山里，那時候是窄軌

列車，現在我們使用的則變成寬軌列車。日本人建設鐵路，在我們這裡挖了

很多寶，例如檜木、糖、樟腦，台灣的樟腦在世界知名，都被他們輸出，賺

很多錢。 

為早期的阿美族受到很多平地人的欺負，因此老一輩的人都很痛很「白浪」（平

地人），不贊成跟平地人通婚 ，村子裡有一個重量級的耆老，他的孩子喜歡上了

平地的女孩子，結果他的父親不同意他們的婚事， 所以女孩子就在分校上吊自

殺 ，而後這個耆老的兒子原來是一個 很優秀的年輕人，卻因此鬱鬱寡歡，然後

很年輕的時候就去世了，另外一個也是耆老的女兒喜歡上了平地的大學生 這個

大學生想要娶她的女兒，要來提親，卻沒有想到耆老不答應，這個年輕人也在分

校上吊自殺， 因為如此他這個女兒終生沒嫁人而且精神也有一點狀況 ，這就是

原住民和平地人想要通婚的悲劇。 

原住民早期很拼也很努力工作， 只有機會工作再遠也會去， 這裡的人曾經

也被叫去台南做割草的工作 ，那個老闆沒有發薪資然後就說，你們可以先借

支 ，結果工作做完他就跑了 ，所以沒有借支的人一毛錢都沒有領到，這樣的例

子 ，這裡也常常會看到。這也是造成原住民對平地人心理上的不平衡的原因之

一。 

後來政府對原住民有很多優惠的措施，譬如考試加分，還有一些補助，所以

現在山里的原住民生活，有比較穩定的收入，生活也比較好過。原住民喝酒的文

化，我看到很多因為喝酒死掉了或是失去的家庭，因為有些人每天喝，生病了還

是要喝，連住院的時候都還會藏米酒在病床，我也是身體都不好了，因為比較不

懂得節制。  

我在車站當站長的時候，因為做一天 24小時就可以休息兩天 ，每天就是兩

班車，只要顧這兩班車 ，所以我們有很多時間，就去農務局申請很多花草來種，

常常下班去喝酒唱卡拉 ok然後喝到醉醺醺 ，起床後就拿水管開始去澆花，澆一

個小時就頭腦就清醒了，因為這裡的空氣很好所以不容易生病。 

    會來山里當站長，是因為蔣經國總統那個時代的十大建設，要把整個台

灣的鐵路環島連接起來，所以花東這一些站蓋好之後，鐵路局就招募了 22個人，

到各站負責。我就去參加考試，我原來只是一個工務段的的員工，那我們考了之

後經過受訓完成之後 ，就直接成了副站長 ，然後站長，福利薪資是三級跳，如

果照以前的鐵路局的升遷方式，我這輩子可能很難有機會可以升到站長，但是因

為有缺出來了而且我考上了，我就來到這裡了。 

 

山里車站印像比較深的就是因為這邊有早期有很多的山羊、山豬會到處走， 

那如果有火車撞到這些動物，司機就會打電話就叫我們去燒熱水，準備加菜。有

一次一個住初鹿的司機撞到了山豬，就電話跟我說我有撞到一隻山豬，結果我叫

小舅子去找找不到，隔天就看到初鹿的人載了一車的獵犬，要來找那隻山豬，我

趕快叫小舅子去找，找到那隻 90幾公斤的山豬，山豬最好吃就是 100公斤左右，



 

那一次印像很深刻，那隻山豬只是被撞到屁股，完全沒受傷只是奄奄一息。 

 

山里 1號到 7號的隧道，早期會遇到土石流，為了要防止土石流流到鐵軌上，所

以在 4號 5號露天的地方，要做人工隧道把他連結起，土石流來就會從上面流過

去，這樣子就不會影響到整個通行，所以早期火車常常遇到土石流就要停駛，現

在已經很少了土石流了，也安全許多。原住民以前是母系社會但是現在觀念比較

淡，以前家裡環境不好的會入贅，孩子生下從母性，但現在還沒結婚前會先說好

條件孩子跟父姓或母姓才結婚(我的孩子從父姓)。 

原住民的生活很單純，就是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後其他的時間就是喝酒

唱歌跳舞，所以他們很容易跟人家相處，很樂天、很開朗。(退休站長述) 

(漢人第二代女兒述)小時候家裡有碾米機，我們要去耙穀子，器具是類似鋤

頭的形狀，竹子做的，一次脫七、八包的殼，可以用一個星期左右，大約要一、

兩個小時，脫外面的殼，讓他變成糙米，糙米再把他打成白米，再把外面的米糠

去掉。碾米機像半間屋子這麼大，機器都漆成綠色的，用木頭封起來防老鼠，但

每個部分會打開一個窗口，門可以上下關，用來檢查狀況，米用輸送帶，經過一

道道的程序，會分成粗糠、細糠，將脫殼的米裝成進麻袋，用細糠為餵豬、餵小

雞，民國八十幾年後，大家陸陸續續送到關山去，也有很多人家裡買小台的打米

機，我們家就漸漸沒有再做了。 

       以前我在補習班上班過，我女兒上小一、小二，看說這邊的小孩都沒

有什麼課輔的機會，我就跟村裡的人說，如果有小朋友要一起來念書就來，但也

只有對面的小朋友過來，後來田牧師成立了課輔班，不過因為找不到外面的人進

來，因為找老師進來課輔，老師的成本太高，沒有人願意來。因此我就教了幾個

月，後來我們釋迦園收回來自己做，我就沒時間了，因此他們就另外找了老師，

現在還有一個晚上兩、三天在課輔。 

四月釋迦就要開始理光頭，每顆留五、六根主幹，把雜枝修掉，開始全園消

毒，找合適的枝留下來，舊的去掉。開始放粉狀的基肥，一包一百一到一百

四，農會補助每包二十元，但要申請補助，那是處理過的有機肥，有人放雞

糞，但現在政府現在不鼓勵，因為會造成環境的不衛生。之後我們分批收，

有人提早六月中開始剪，十一月就會開始收，但因為很熱，容易落果。一般

來說最好是十二月中旬到隔年過年後一個月的果子事做好吃的，大約是七月

中旬開始剪，剪到白露前，沒有照電燈的話，白露前一定要剪完，如果照電

燈的話，強迫他生長，減少休眠的時間，果子就會長得比較慢，因為休息的

時間長，產期就可以到清明以後，因為那時候產量少，因此價格大約可以高

一點，往年照電燈的話大盤收購一百起跳，但現在照燈得人也多了，價格也

沒那麼好了。(漢人第二代述) 

目前山里有社區文化發展協會有計劃辦族語教學， 內容像生態 生活 還有服

裝 舞蹈 美食啊野菜 這些要用羅馬 拼音。 



 

村民對政府的長期照護,部落兒少的關懷有很高期待。 

 

人口:最早的時候這裡只有 3戶人家， 到二次大戰的時候 增加到 10戶， 38

年之後增加 陸續有平地人搬遷進來,民國四十幾年,平地人大約有十幾戶，大約佔

全存三分之一，現在只剩四戶平地人。,村長告知目前已有總共 80戶人家。 

山里阿美族文化:日治時期，最早開墾有三戶：沈、楊、林，三家（國民政府

進來時，要求報戶口），從馬蘭遷移而來，來此之後認為還可以開墾，便報知家

鄉兄弟姐妹親戚前後來開墾。剛來此的祖先，在當地種植桂竹、刺竹之類的竹林，

共有六處，例如，戛納拉誕，但意義已不可考。上山打獵，約三個成年男子，會

打獵的人，太多人反而在遇到山豬時會危險，帶五六隻獵狗，等獵狗上山鎖定獵

物，例如山豬，就拿標槍射去，彈弓只能拿來射飛鼠。標槍用竹子作桿，用鐵磨

成尖銳前方，上山要背上一大把。至於山羊，要用捕獸夾。獵到獵物，便有一個

人先下山，召集男子一同來搬，由全部落共享。 

山里部落沒有固定的祭司，只有在豐年祭時，有祭祀祖靈的儀式，由最

長者，擔任祭司的角色，等到長者覺得年紀大了，想要傳承時，指定下一位，

傳承之後，等下一次豐年祭時，觀看指導下一屆的祭司。豐年祭第一天，男

性在集會所內，女性不得進入，等到「巴理信」（以前是一個禮拜，男人要在

河床過夜三天，現在是三天儀式結束後），女生才能進去，但不能踏入他們禁

區。男子的隊名，是由當年度國家發生的最大事件命名 

結婚：結婚當天穿著傳統服飾，新郎來接，一起走到新郎的家，因為很

近。準備很多食物，阿拜（Abai，意指糯米飯），用香蕉葉或月桃葉之類的包

好，比較好消化，擺在地上兩邊，大家用湯匙取食。 

喪事：以前也有棺木，全村當天會暫停農事，一起來參加葬禮，最可憐

就是用苦苓樹做棺木，因為最好鋸，也有「可憐」之意。喪禮不用看日子，

沒有冰櫃，所以去世一兩天，找個地方，挖個洞便埋葬，在上面立個石頭，

所以現在也不知道那時候的祖先埋葬的位置，結束後會請大家吃飯，感謝族

人的幫忙。 

 

祭典：7、8 月「豐年祭」（Maligusahai），共三天，兩個活動，舉辦前

一個月召開會議，大家共同決議何時舉辦，男子分隊，每一隊有隊名，由國

小六年級到國三為少年隊，依序往上，之後每四年為一個單位成一隊。 

在祭典上要 準備 6種 祭品 包括青蛙，魚，蟹，蝦 等還有準備米酒、

檳榔及 3根根菸。 祭祀活動要按照部落的階級 進入會場。 

第一天祭拜祖靈，用魚祭祖，敬告祖靈。 

第二天「Migéxiè」（河祭-去河邊捕魚），青年、青少年去河邊捕魚，由

年長者帶領去捕魚，「BaLáilài」（河祭-撐著傘跳舞回來），下午兩點左右，

婦女到河邊，將準備好的午餐，及換洗衣物送去，以示慰勞，男子捕完魚後，



 

在橋下（卑南溪：Ā lu ā lu wàn，Ā lu：河；wàn：邊上）休息著裝，下

午三四點撐著傘（舊時戴斗笠、撐樹枝），唱跳著回來，穿著正式傳統服裝，

繞著（集會所）廣場，將捕獲的魚獲獻給長者，以示尊敬，顯示這次的祭典

有精神、豐收之意。第二天晚上最熱鬧，四、五點，迎賓活動，熱烈地跳舞。

六點，一起吃飯。七點，一起跳大會舞。 

第三天，早上六點，廣播要年輕人（男子）到集會所，煮豬肉湯等等，

九點時，每家開始搗糯米飯，十二點之前要把糯米飯（有人負責）分給每一

隊，共進午餐。成年禮：要由少年要轉成年的男子，必須著正服裝，迎接送

糯米飯的婦女，以示成年。午餐後檢討會，各隊的報告，做得好的表揚，如

果一隊做不好，他的上一隊要指導他，不能跨隊指導，可以從上面耆老一隊

一隊傳話給下面，是為規範，如果越級指導，可能會起爭執，到時必須再請

頭目來調解。 

國小六年級開始參加少年隊（Bagaluwai），最小的少年隊，則必須聽所

有隊的指揮做事，不能去反抗，經過四年，可以成為成年（Gaba：男子成年、

精壯、女性漂亮之意） 

豐年祭的時候，頭目的職責較大。豐年祭的時候，只要是男子都可以投

票，男子大約五十歲以上就可以參加頭目的選拔。豐年祭的時候祭祖靈，是

由最年長者，念誦祭拜文，皆是用口傳，上一任擔任祭祖靈的長者去世之後，

要傳承就非常困難了。 

 

原住民婚嫁，聘禮，檳榔、小米酒是基本。 

頭目在婚喪喜慶時，要代表我們部落去跟對方談聘禮，聘禮至少要有豬、

檳榔、酒，如果是我們這邊是男方，要送豬給對方，現在都是用買的，整條

豬，吃不完就醃起來，檳榔是一整串一整串，以一對（兩串）為單位。傳統

的入山祭祀，用酒、檳榔，用香的話是漢化之後的事。 

 

編織：早期老人家會做傳統編織，現在是請其他部落的人來我們部落教，

一套阿美族傳統手工服裝大約要一萬五千元，用買的也不容易，可以去人較

多的馬蘭買，大約三、四家在做，自己做少說要三、四個月，到半年不等。 

阿美族是母系社會，但是在山里招贅的風氣並不興盛 ，在結婚前說好以

後孩子姓媽媽的還是爸爸的就可以了， 但是在這裡比較多都是跟著媽媽的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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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山里部落阿美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路線圖 

 

山里部落 阿美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路線圖 

          

 

                        ○1             ○3     

                                ○2                  ○4      

                        獵區 

 

                                       ○6     村落            ○5   

                     ○7                                

 

                                     祭祀捕魚區        

                         ○8  

備註： 

1.調查類別：獵區、部落、傳統祭儀、墾區 

2.調查預定地點：平台、許府里案、許羅東愛、許拉伍愛、許拉嘎

海、巴古古愛、阿拉風坳、法拉里奧、舒甯、繃不艾 

3.調查路線：L-A-B-C-E-H-M-I 

4.調查順序：水源區-山溝區-村落-隧道-河床祭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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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或照

片 

A1 墾區 22°51'28.60" 121° 7'9.50"  

B1 墾區 22°51'24.50" 121° 7'46.20"  

C1A 墾區 22°51'49.16" 121° 7'53.17"  

C2A 墾區 22°52'5.10" 121° 7'26.80"  

D 墾區 22°51'59.20" 121° 8'17.10" 
二戰時期的防

空洞。 

E 墾區 22°52'5.60" 121° 8'23.50" 
開墾前長滿無

患子的區域。 

E2 墾區 22°52'2.96" 121° 8'26.42" 
開墾前長滿鐵

樹的區域。 

F 獵區 22°52'23.80" 121° 7'37.10"  

F1 獵區 22°52'9.80" 121° 8'39.10"  

F2 獵區 22°52'17.85" 121° 8'11.79" 猴群出沒處 

F3 獵區 22°52'10.60" 121° 8'55.20"  

H 部落 22°51'47.00" 121° 8'14.10"  

HA 部落 22°51'38.50" 121° 8'4.90"  

M1 傳統祭儀 22°51'7.61" 121° 7'48.86"  

M2 傳統祭儀 22°50'55.77" 121° 7'44.51"  

M3 傳統祭儀 22°52'10.60" 121° 8'55.20"  

M4 
傳統祭儀 

22°50'35.50" 121° 7'30.80" 
開墾時種植香

茅區域。P 

L1 墾區 22°51'20.10" 121° 6'48.90"  

L2 墾區 22°51'25.30" 121° 6'40.50"  

I 傳統祭儀 22°50'33.22" 121° 8'6.41"  

 



 

 

    

A1  水源區  

B1  水田溝渠  

C1A 
Manazaan（馬哪扎安） 

山溝  

C1B 
Manazaan（馬哪扎安） 

山溝  

C2A 
Shifulian（許府里案） 

山溝  

C2B 
Shifulian（許府里案） 

山溝  

D 
Baguguan（巴古古愛） 

防空洞 二戰時期的防空洞。 

E 
Shilawuai（許拉伍愛） 

 無患子區 開墾前長滿無患子的區

域。 

E2 
Shilayeiai（許拉葉愛） 

蘇鐵區 開墾前長滿鐵樹的區

域。 

F   獵場邊界  

F1 
Shilagahai（許拉嘎嗨） 

  

F2 
Shiloudonai（許羅東愛） 

 猴群出沒處 

F3 
Shidafugai（許達富蓋） 

  

H  教堂  

HA  村落邊界  

M1 
Alafonou（阿拉風坳） 

一號隧道  

M2  二號隧道  

M3 
Sunin（舒甯） 

三號隧道  

M4 
Falaliou（法拉里奧） 

四號隧道 開墾時種植香茅區域。 

M4-1  
Falaliou（法拉里奧） 

四號隧道 開墾時種植香茅區域。 

L1  橋邊  



 

L2  平台  

I 
Bonbuai（繃不艾） 

卑南溪下游河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