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史研究》 

第七卷第一期，頁 81-134 

民國八十九年六月（九十年四月出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試論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歷史遷移 

（1815-1934） 

陳計堯*

摘要 

本文以十九世紀至 1934 年間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遷移史為主題，

探討歷史上該地區的原住民各「社」之間的關係。過去的研究因建立

在日治時期以來所形成的「族群」概念之上，使清代文字資料與日治

時代的調查之間出現連貫性的問題。文中重新檢討清代對於日月潭地

區陸續增加的地理、人文知識，並透過這些地理知識，重新建構該地

區原住民聚落的位置及其相互關係。從這些資料我們發現，日月潭地

區的原住民聚落包括水社、頭社、　蘭、審鹿、社仔、福骨、木屐蘭

等七個社。筆者在文中就這七個社在十九世紀至 1934 年為止的集體遷

移，繪製遷移方向示意圖。這些遷移的重要背景──「漢人」的侵墾

和移住──亦在本文中有詳細的描述。 

綜合這四張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集體遷移圖，筆者歸納出該地原

住民在十九世紀至日治時期的遷移年代與趨勢。在經過一百年左右的

歷史裏，我們可以發現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集體遷移，似有特定的社

的組合。我們可以推測以水裏社、頭社、社仔社、　蘭社、審鹿社、

木屐蘭社及福骨社等七社，在十九世紀的遷移史裏，呈現出七社是一

個「群體」(group) 的可能性。這個「群體」在十九世紀至日治時期

的遷移裏，始終存在著頗大的內向力。雖然中間曾經有分散的時候，

各社的原住民最終仍然選擇聚在一起，形成聚落。從中，我們也可以

看到這個「群體」的範圍與界線。這個「群體」的範圍與界線，卻與

傳統所指的「水沙連」或「邵族」，並不能畫上等號，更與十九世紀

移入的「平埔熟番」沒有密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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