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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原住民部落與外在社會的關係探討： 

以中排灣普濟鹿社為例∗ 

 郭素秋∗∗ 

摘 要 

本文將傳統原住民部落放到歷史舞臺的中央，首次嘗試結合普濟鹿社古文書、

關鍵口述歷史、相關舊社的考古學研究之關鍵事證，透過產生更多相關而重要的

一手資料，提供新的研究方法與視點，希望能藉以打破目前有關族群的溯源、文化

史、文化變遷等研究之困境。尤其是長久以來，在臺灣史的研究中，界外原住民常

被置於清國或漢人研究的邊緣，因此本文試著將原住民移至舞臺的中央，從舊社

所產生直接證據，來思考傳統原住民部落的文化性格及其與外在社會的關係。 
普濟鹿社從十六世紀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均屬於「生番」的範圍，但是普濟鹿

社四百年來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外在社會持續有所接觸，並取得相當數量的外

來物資；且至少在 1640 年代以前已和茄藤社、漢人移民等形成了一個跨族群的文

化互動圈，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語言等多個層面，呈現出緊密的依存關

係。此互動圈即便經歷了清國「番界」劃設，亦未被隔離而仍然存在，此可以從上

述普濟鹿社中持續出現多量十八至十九世紀的閩粵產陶瓷器等外來物資看出。換

言之，大量的中國閩粵產陶瓷器等日用品的出土，和多項漢人等外來影響的要素，

反映出普濟鹿社與外界的漢人、「熟番」等的關係，並未因為十七世紀荷蘭「既定

條例」或十八至十九世紀清國「番界」的劃設而停止，而是呈現出持續互動的現

象，只是這些互動並未真正撼動排灣文化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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