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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臺灣三層式族群空間 
體制的形構與轉化： 

紫線界前後的比較 

 柯志明 

摘 要 

本文探究乾隆年間臺灣歷次劃定邊界及清釐沿邊民番地界的治理實作，以說

明清代國家權力如何進行族群空間治理的策略部署。清廷自乾隆 10 年起順勢利用

熟番因海岸平原土地大量流失而往沿山地帶遷移的趨勢，修改原「界內漢人熟番

／界外生番」簡單二分式的族群空間分布，試圖形構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三層

制），以熟番族群居間形成夾心層地帶，藉以區隔內山生番與海岸平原的漢人。該

體制透過劃界遷民加強族群隔離，並操弄族群歧異以阻遏漢人進入界外開墾、聚

民為亂。經過一段嘗試錯誤的過程後，三層制終於在乾隆中葉（乾隆 25 年左右）

以一連串更加嚴密、周詳的軟硬體措施──土牛界、番通事、隘番制、熟番地權

保護、理番同知衙門設立──加以落實。然而，逆勢阻擋漢人移民開墾界外土地

及利用山林的趨勢，在治安上卻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事實證明，漢人越界私墾

大勢所趨，不僅難以阻阨，而且還發展出挑戰國家權力的界外勢力，引發（林爽

文事件等）動亂。透過比較乾隆 49 年紫線界與前後（藍綠線）邊界的劃定及歷次

沿邊民番土地（所有和租佃）關係的重安排，筆者試圖說明三層制的形構與轉型，

以及闡釋清廷對臺族群空間治理的策略部署如何相應地從強調族群地帶區隔轉化

為以屯番制積極利用熟番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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