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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臺灣邊區社會秩序之考察： 

以濁水溪、烏溪中游之「亢五租」為中心

 

  洪麗完 

摘 要 

相較於北臺盛行隘、屯的武力開墾活動，及南臺灣透過安撫番租形成的土地

關係，清代進入臺灣中部界外的新移民，雖有部分聚落出現圍以莿竹的防禦工事，

仍少存在隘、屯的武力開墾組織。本文主要利用清代史料（古文書、方志與古地

圖等）、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及相關調查、口述訪談資料（集體記憶）等，

針對濁水溪、烏溪中游的漢人、熟番移墾活動，及其與當地居民的互動，特別是

以「亢五租」為主形成的社會關係進行分析，從而整體考察邊區（the border region）

社會秩序（social order）。所謂「社會秩序」，指為了維持該社會「正常運作」

的社會結構、公權力與社會習俗等，本文側重社會習俗，並及於公權力的討論。 

本文指出漢人、熟番先後進入濁水溪、烏溪中游邊區社會，主要以「亢五租」

與社番交換土地；部分地區以隘墾方式進行。隨著新移民勢力的擴大，雖有官治

組織進入，卻不敷所需。因此新社會秩序的維持，除了「亢五租」外，有賴具「防

番」功能的慚愧祖師信仰（慰藉民心）。本文不僅釐清向來被民間誤解為酬謝水

社、官方與學者視為「番大租」的「亢五租」之由來與性質（安撫番租），也大

致勾勒出水沙連六社生活領域的變遷圖像，有助於理解清代臺灣西部平原山麓地

                                                 

 本文初稿曾以〈「撫番租」、「防番」信仰與社會秩序：以濁水溪中游為中心〉為題，發表於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人類學研究所、歷史學系協辦，「第二屆沿山地區聚

落與族群」學術研討會（2012 年 6 月 19-20 日），承蒙與談人逢甲大學歷史與文物研究所王志宇教

授、與會學者提供寶貴意見。本文得以刊登，感謝兩位匿名審查人提出的建議與修正意見，對本文

的完整性相當有助益。本文為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濁水溪中上游之族群關係

【史前時期至 1900 年代】」（NSC99-2410-H-001-054）、「臺灣西部沿山邊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

（NSC100-2410-H-001-040）成果之一，特此申謝。另在地學者、也是筆者大學同學張永禎博士（南

開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系教授）協助進行田野調查；在地人汪鑑雄（南投縣鹿谷鄉鹿谷社區發

展協會總幹事）、黃俊雄等提供資料；計畫助理鄭螢憶、曾獻緯與李孟勳等協助資料整理與繪圖工

作，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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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邊區生活風貌與社會秩序，並作為未來筆者整體比較臺灣中、北部與南部山麓

地帶邊區社會特色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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