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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山地到山腳： 

排灣族與魯凱族的社會網絡與集體遷村 

  葉高華 

摘 要 

本文全面整理 1931 年以來排灣族與魯凱族的集體遷村史，並探討遷村地點的

配置是否符合部落原有的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霧社事件後，將山地原住民遷下

山成為政府的基本方針。首當其衝者，是日本人視為最難管理的布農族與泛泰雅

族群。進入 1940 年代，日本統治者將矛頭轉向排灣族與魯凱族，推出大規模的集

團移住計畫。這些計畫完全不尊重部落原有的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包含大量跨

領域的遠距離移住，甚至將許多敵對部落結合起來。隨著日本戰敗，這些計畫並

未完成。國民黨政府雖然延續將山地原住民遷下山的政策，但並非執行日本統治

者未完成的計畫。戰後的遷村顯得較尊重原住民的意願，大部分案例符合部落原

有的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2009 年的莫拉克颱風再度迫使仍留在山上的原住民遷

徙下山。然而，以家戶為單位的永久屋分配機制造成部落的裂解與離散。如今，

大多數排灣族與魯凱族人已離開山地，沿著中央山脈兩側山腳地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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