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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小租的形成與演變： 

岸裡新社地域社番口糧田的租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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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治初土地調查證實，構成岸裡新社地域番租主體又是當地社番生計基本來源

的社番口糧租屬於小租性質。此一事實打破了番租是大租性質之單一租佃安排的既

定看法，迫使我們重新檢視社番口糧田租佃安排的性質以及根植於其上的族群關係

與衝突。本文細究清代岸裡新社地域的番小租如何產生，如何與番大租區辨，彼此

間又有何關連，並進一步追溯番小租演變的過程，說明租佃條件的變化及其所致生

的番漢業佃糾紛。日治初土地調查的結果確認了岸裡社番小租的存在，並全面登錄

其地籍資料。就此結果所保留的地籍普查數據，筆者加以整理，具體呈現其空間分

布，並據以印證清代岸裡社古文書上所記載的番小租數額、性質與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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