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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

（1700-1900）： 
以「阿里山番租」為例 

 洪麗完 

摘 要 

族群研究一向為學界各學科所重視，然而清代臺灣沿山地區的生番地，因漢

人或熟番移入而引起的複雜關係，相關成果仍有限。十八世紀六○年代，清廷確

立的土牛新界為清代臺灣自南往北陸續劃定的人文界線，理論上也是清廷版圖的

邊界，熟番、漢人卻不斷向界外（土牛界以東）地帶進行移墾與進駐活動。本文

針對嘉南平原東側沿山地區，在清代位處國家力量甚少觸及的邊陲地帶，新移民

如何在幾乎自治的狀況下，與原住族群阿里山番進行協調，進而建立其新生活空

間，進行分析。 

清代所謂「阿里山番」指阿里山頂四社與下四社（四社生番除外）而言。目

前活動於嘉義縣阿里山鄉一帶的各部落，以新美村為界，以北一般稱為北鄒；以

南為南鄒。但清代嘉南平原東緣，從今南投縣竹山鎮，經雲林縣古坑鄉，一路南

下至臺南縣白河鎮、楠西鄉等沿山地帶，均為「阿里山番租」收取的範圍，說明

過去其為阿里山番生活領域的事實。而在族群關係上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阿里山

番租（應視為「撫番租」，即安撫番租），雖然光緒年間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清賦

時，無視於其性質不同於因土地租贌而形成的大小租關係，強制施行「減四留六」

                                                 

 本文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沿山地區聚落與族群學術研討會」（2009年12月

11-12日），會中承蒙與談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暨文化資源學院院長王嵩

山，以及與會人士提供寶貴意見，感謝他們。其次，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的建議與修正意見，

對於本文的完整性相當有助益。本文為國科會補助計畫「清末『開山撫番』以前沿山地區之聚落與

族群關係：以北港溪、灣裡溪上游為例（歷史初期至1874年）」（NSC97-24101-H-001-037-MY2）

成果之一，特此向該會致意。本文得以完成，感謝計畫助理吳奇浩、李孟勳、楊朝傑與前助理陳玨

勳等先生、女士協助田調、資料收集與繪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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