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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知埔里盆地的「平埔族群」，主要是從清代道光年間（1820年代）陸續

分批集體移墾埔里的。此後歷經一百七十餘年，埔里地區由於各種不同來源的移

民人口，以及異族通婚的結果，演變至今日複雜而多元的人口和聚落特徵。

早期的原住民--埔裡社與眉裡社

清代文獻的描述，埔里地區仍屬於「水沙連」（Sarian 彰化一帶平埔族人稱居

於內山的生番為水沙連）生番地界，「水沙連」一詞涵蓋廣大地區，且隨著漢人的

開發而認知有所不同。康熙年間的記載，半線（今彰化）以東的內山通稱「水沙連」

約包含目前的埔里、信義、魚池、國姓、水里、集集、名間、鹿谷、仁愛等鄉鎮。

道光 27年（1847年）閩浙總督劉韻珂前來視察，當時的水沙連南起集集入山

北到南投，大約是目前的埔里、魚池、國姓。他記錄這個地區一些部落的名稱，他

的〈奏勘番地疏〉云：「查水沙連內山係總名，而田頭、水裡、貓蘭、審鹿、埔裡、眉

裡六社附於中。」，在這些部落中，位於目前的埔里盆地者為埔裡、眉裡兩社。因此

平埔族群未移入埔里盆地在之前，主要住民為埔里社的「埔番」與眉裡社的「眉

番」，兩者以眉溪為界，埔裡社屬於布農族系統，位於溪南枇杷城附近。眉裡社屬

於泰雅族系，位於溪北牛眠山與史港坑中間靠山之地。

郭百年事件之影響

嘉慶十九年間（1815年）發生的「郭百年事件」，是導致中部平埔族群遷移埔

里的直接因素。姚瑩的〈埔里社紀略〉對此事件記載詳細：彰化縣民郭百年、陳大

用結合水沙連隘丁以及台灣府門丁，假借已經死亡的生番通事土目的名義，向台

灣府表示無法發出番餉，眾番無法生活，要將祖先留下水裡、埔裡兩處埔地，出租

給漢人耕種。知府允許他們的要求，由陳大用出面承墾。於是郭百年等率眾千人

前往埔裡社，築土城，佔地從事開墾。埔番不服，雙方抗爭月餘。後來，郭百年等詐

稱罷墾，官兵即將撤回，希望埔番能夠入山採鹿茸貢獻官兵。然後趁埔番不備，大

肆焚殺，埔社人逃離。同時官兵聽說埔番有以物殉葬的風俗，乃挖掘番塚百餘枚，

取得埔番陪葬之物，並掠奪埔番牛隻數百頭。嘉慶二十一年（1817）台灣總兵武隆

阿北巡，得知此事，枷杖郭百年，拆毀土城，撤回水裡、埔裡二社佃耕，埔社人才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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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埔社人歷經郭百年事件後，有鑑於勢單力薄，為對抗漢人和內山「生番」，於

是在邵族水社番的引介下，於道光三、四年（1823-1824）間，招平埔族人遷入，共

同約定，不准雇用漢人經營。此舉開啟中部平埔族群大舉遷移埔里之先聲，也埋

下埔眉番式微之危機。熊一本的〈條覆辦番社議〉提及，：「道光三、四年間，慮被

漢人佔奪，招引熟番，開墾自衛，熟番勢盛，漸逼生番他徙。二十年來，熟番已二千

餘人，生番僅存二十餘口」，根據光緒三年的記載，熟番更增至六千餘人。

平埔族人的入墾，造成埔里盆地南方的埔社人喪失主導地位，而位居盆地北

方的眉社人則拒絕平埔族開墾其土地。道光二十七年，平埔族人率眾強佔眉社人

的土地，以少許的酒、布、鹽騙取他們的土地，或迫他們訂定契約，交出埔里盆地

北邊世代居住的土地，平埔族完全成為埔里盆地新的主人。而埔、眉社人部分被

迫同化，部分遷往內山，混入內山族群。日治初期，日本學者伊能嘉矩於 1897年

間（明治三十年）在埔里調查，獲得上述一些史料，並採訪到眉社、埔社二位女性

的口述資料。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鳥居龍藏到埔里調查，得知「埔番」僅剩五人

母語已失傳。「眉番」僅剩三人，後繼乏人。

平埔族群的移墾與聚落建立

自道光三年（1823）開始，陸續遷移埔里的平埔族群竟達三十餘社，包括來自

苗栗的道卡斯族（Taokas）、台中東勢的巴宰族（Pazeh）、大肚沙鹿的拍瀑拉

（Papora）、彰化的巴布薩（Babuza）、南投嘉義的洪雅（Honaya）五大族群；平埔族

反成為埔里盆地的主要人口，其勢力已凌駕原居之埔番、眉番。

入墾埔里的平埔族五大族群，以「打里摺」（番親）的觀念結合，合力進行拓墾

的工作。入墾初期開墾的範圍，僅限於埔里盆地之南半部，尚未遍及整個埔里平原

亦即僅限於埔社番地，眉社仍不願招納外來墾民。遷移之初，平埔族的聚落在於

茄苳腳一帶，第二批陸續來者，形成批杷城、鹽土等幾處聚落，以其接近埔社舊址

與埔社番共同居住。隨後陸續遷來者，其拓墾區域也隨之向外擴展，建立其他新

的聚落，並往眉溪北岸之眉社番地推進，聚落之分佈才擴及整個埔里平原。

隨著拓墾範圍擴大所形成的新聚落，不同來源族群的混居情況更為明顯。遷

移初期所建立的聚落名稱多採用原鄉舊社名，如巴宰族的大湳、烏牛欄、阿里史，

道卡斯族的日南、房里，拍瀑拉的水裡城，巴布薩的大肚城等等。後來形成的聚落

或族群混居情況較明顯的番社，則漸採新居地之地形或景觀命名，例如牛睏山、

蜈蚣崙、生番空、白葉坑、水頭等等。  

平埔族群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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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年間漢人移入漸多，形成一街肆，取名「埔里社街」。光緒四年（1878）築

土城，改名為「大埔城」。清末，開山撫番議起，改「北路理番同知」為「中路撫民理

番同知」，移設於「大埔城」內，是為埔里社廳，為理番中心。較早建立的平埔族聚

落因位於大埔城周圍，反成為守護之功能，其中又以埔里盆地東北邊境的蜈蚣和

守城份兩聚落，因扼守眉溪入埔的南北兩岸，緊鄰蜈蚣崙及守城山脈之自然屏障

成為防禦高山族群入埔的第一道防線。清廷徵調平埔族人作為隘勇及番丁，並在

蜈蚣崙聚落設撫墾署及清兵大營（舊址約在今之榮民醫院），蜈蚣崙及守城份的

聚落名稱仍沿用至今，其歷史意義不容忽視。

眉溪流域的蜈蚣崙、大湳、守城份、牛尾、牛眠等社區，其祖先大多來自台中

縣新社鄉、石岡、東勢一帶，自稱「Kahabu」。早期有招贅漢人男子的習俗，隨著家

族數代的演變，雖然異族通婚和後期移民致使 Kahabu族裔不再占社區人口的優

勢，但至今仍有不少族裔仍認同己身流著平埔族的血液，且因為百餘年的聚落的

建立與發展，而有「四庄番」之稱，富有族群身分與地域群體的認同意識。

近二百年來，埔里地區的族群來源多元而關係複雜，在歷代政權的理番政策

下，平埔族群始終夾處於山地與平原之間，掙扎於原住民和漢移民文化認同的邊

際，在台灣的地理中心區域，隱藏著一段複雜的族群遷移歷史與土地爭奪過程。

近代埔里市街已成為交通樞紐與觀光重鎮，平埔族的古老聚落則成為農產花卉的

原產地，飽受中間剝削，農村經濟蕭條、教育環境不佳、青壯年人口外流，平埔族

傳統文化受現代生活衝擊、影響甚大。但現代工商業的繁榮不屬於她，歷史的光

榮戰績卻早被遺忘。更不幸的是，世紀末 921大震，瞬間摧毀了所有百餘年的土

角古厝，聚落景觀已面目全非，文化的斷層已難重建，平埔族人百餘年的歷史遺跡

彷若眉溪淒美的落日，逐漸隱沒在最後一道餘暉中。

附錄：
平埔族群陸續移住埔里後，並非始終定居一處，隨耕地之消長，部落位址改

廢頻仍，有的社名仍存，但後來移入的漢人實為主要人口，劉枝萬（1958：86~90）

認為從清末至日治初期，各族居住的部落已奠定，他整理前人資料及當時調查結

果，埔里地區有以下之平埔族群聚落及移居前之原社名，簡述如下：

1. 鹽土社：原居北斗社（斗六門社）

2. 枇杷城庄：原居北投社、阿束社

3. 十一份社：原居北投社

4. 五港泉：原居北投社、南投社

5. 水頭庄：原居北投社、南投社

6. 文頭股庄：原居萬斗六社

7. 珠仔山：原居北投社、南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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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茄苳腳：原居北投社、南投社

9. 中心仔庄：原居北投社、萬斗六社

10. 牛洞庄：原居南投社

11. 房裡社：原居房裡社

12. 大瑪璘社：原居大瑪璘社

13. 烏牛欄社：原居烏牛欄社

14. 日北社：原居日北社

15. 雙寮社：原居上下雙寮社

16. 阿里史社：原居阿里史社

17. 日南社：原居日南社

18. 八股社：原居八股社

19. 鐵  山：原居地不詳

20. 觀音山：早期為平埔族何族何社遷移至此地？已不可考，後多為粵籍人居

            住此地。

21. 大肚城庄：原居大肚社、貓霧栜社

22. 林仔城庄：原居東螺社

23. 水裡城：原居水裡社

24. 興吉城：原居二林社、馬芝遴社

25. 生番空社：原居大肚社

26. 白葉坑庄：原居北投社、柴裏社、柴坑社、東眉社

27. 水尾庄：原居日北社

28. 虎仔耳庄：原居阿里史社、眉裏社

29. 大湳社：原居大湳社

30. 蜈蚣崙社：原居水底寮社

31. 楓仔城社：原居阿里史社

32. 守城份社：原居山頂社、萬斗六社、北斗社、日北社

33. 牛眠山社：原居葫蘆墩社、麻薯舊社、社寮角社

34. 下史港社：原居日北社

35. 頂梅仔腳庄：原居阿束社、眉裏社

36. 九叢楓庄：原居北投社

37. 牛相觸：原居中港社

38. 福興庄：原居北投社

39. 挑米坑：劉枝萬認為未曾成社，移川子之藏認為是由枇杷城分出者，待考。

40. 台 牛坑：劉枝萬所知是粵籍漢庄，待考。

主要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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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ntest.edu.tw/86/endshow/5/puli/history/history.htm

平埔族虛擬博物館 http://ntudlm.ntu.edu.tw/welc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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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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