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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裡社及文書的由來

岸裡社屬於中部平埔族巴宰社（Pazeh）的一支，十七世紀末葉以前他

們尚未歸順清朝，被歸類為生番，主要聚落原來位於大甲溪北岸與大安溪之間，

以麻薯舊社（今后里鄉舊社村）為中心。後來往南越過大甲溪，在今日的神岡、社

口和豐原等地建立九個聚落，即大社、岸東、岸西、岸南、西勢尾（神岡鄉萬里村）

麻裡蘭（神岡鄉萬里村）、葫蘆墩（豐原市）、崎仔（豐原市）、翁仔，合稱岸裡九社

加上其他樸子離、阿里史、掃栜、烏牛欄、岐仔計十三社為今日的巴宰族。康熙五

十年（1716）阿莫率領岸裡、烏牛欄、樸子離、阿里史、掃栜五社，諸羅縣令周鐘

瑄頒授他總土目「信牌」，使他在官方認可之下，成為節制平埔族部落的半官方

領袖。歸化以後岸裡社正式向政府納餉，並經常接受政府徵召，爭伐其他反亂的

番社。

雍正年間，利用爭伐大甲西番以及拍瀑拉族的牛罵社、沙轆社、大肚社

反亂的機會，向政府要求開墾西到大肚山頂，東到樸仔籬山（豐原觀音山），南到

大姑婆水掘頭（台中西屯），北到大甲溪等原本拍瀑拉族放牧的草埔。在國家力

量的介入之下，岸裡社逐漸成為台灣中部的最大社。相對的，對政府的回饋，為

政府服勞役，幫助政府參與爭伐等。

一連串的慘與清政府的爭伐，讓他們無力開墾土地，因此需要漢人的

協助，乃展開兩百多年與漢人的互動，後來岸裡社族人無法保有土地，紛紛遷移

岸裡社文書就是這些互動的紀錄。

文書的發現與收藏

文書的發現：

日據初期，日本人在調查台灣原住民社會時，已經利用到岸裡社的相關資料，如

伊能嘉矩的《台灣蕃政志》或是臨時土地調查局的《台灣私法》等，均收有部分岸

裡社文書。岸裡社文書大量的發現是在 1930年代。1935年 4 月 21日中部大地

震後，岸裡社土官潘敦家舊宅震壞，大批文書遂出現。之後，逐漸的有人收集岸

裡社文書。戰後的蒐集沈寂一陣，直到中央研究院設立台灣史田野研究室的調查

這些文書又漸為大家注意。

收藏地點：

台灣大學特藏組：在潘家舊宅所發現的文書。後來，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學生

張耀焜為了撰寫學士論文，向潘家後代潘永安募集。1938年 11 月完成論文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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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該批文書捐給台北帝國大學。目前存於台灣大學圖書館。

包括巴宰海岸裡大社以及潘姓土目樸耕典賣契約。編號總共有一千多號，是總

數最多的文書。最早乾隆 6年到大正 14年，大部分也是潘家土地文書以及與官

方來往的文書，涵蓋十八世紀中葉以來岸裡社地權的變遷過程。

省立台中圖書館：日據時期日本官方向潘家借土地文書以及其他文物展覽，後

來聽說沒有歸還。民國三十七年，移交省立台中圖書館，該館長再將所蒐集到有

關岸裡社文書抄錄數份，分別藏於該館與台灣省文獻會。此文書數量僅次於台

大所藏，然而原件已經下落不明。

台灣省立博物館（國立台灣博物館）：有七、八十件，可能是省立台中圖書館移交

的。大部分也是潘家土地文書以及與官方來往的文書。

台中縣文化中心：潘家賣給收藏家，後來再由民間收藏家賣給文化中心。收藏

133 件，涵蓋大肚溪、大安溪之間，其中有四分之三與岸裡社潘家有關。 

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蒐集：包括苗栗現三義鯉魚潭潘大洲家有關麻里蘭社文

書及台中文化中心所藏的部分影印。

民間蒐藏：遷往埔里、竹山等地的相關文書數目不詳，有許多仍然流於私人蒐藏

家之手。在埔里鄧相揚蒐藏有岸裡社遷往埔里的社群相關文書，但數量不明。

相關出版

岸裡社文書的蒐藏，最早使用率不高，到民國七十二年以後逐見的為大家重視，

台灣省文獻會將原藏省立台中圖書館的文書整理，在《台灣文獻》分五期刊出（ 

34 卷 1 至 4 期到 35 卷 1 期）。台灣大學也在民國七十三年以後整理岸裡社文書

之後移到特藏組開放各界利用，並於民國八十七年出版《台灣史檔案文書目錄

—岸裡大社文書》上、下，民國八十九年，整裡部分文書出版《岸裡大社文書》五

冊。

主要內容與史料價值

政治史資料：岸裡社雖然受到政府的支持而擁有許多利益，相對的也必須付出

義務，如充當屯丁，為政府出公差，維持治安。岸 959〈守土隨軍番勇花名冊〉

記錄相當多屯丁或隘丁防守漢番界線，但隘丁守番卻經常缺糧。岸 951-953中數

百件文書，大半是為官家差辦事務的文書，如送公文、捕盜 、修築土牛、採買等，

造成岸裡社族人的負擔。

社會經濟史資料：按 1-466 號文書均為漢番合作開墾台中盆地的紀錄。包含土地

的招墾、樸租、典、胎等文書，可以看出開墾的模式以及土地由社有轉為私有。岸

447-593 則多為借貸契字，可以看出當時通行的利率，並可以看出清代民間土地

轉讓的模式。

平埔族資料：（一）家族興衰史，岸裡社潘家興衰史，陳秋坤、潘大和等均以此有

專論介紹。（二）部落的遷移：遷居埔里、鯉魚潭、豐原、竹山，雖然分遷到各地但

是仍然有來往，由苗栗麻裡蘭文書、台中文化中心所收藏的文書，均可以看出他

們來往關係。（三）另外對於漢番衝突、竊盜以及誘拐番女的資料，清代漢番的互

動關係，均可以由文書中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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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平埔族的文獻資料很少，而且漢化相當深，研究困難。然而，平埔族是漢人遷移

來台時最早遇到的原住民。不研究平埔族，很難瞭解漢人在台灣的開墾型態與

漢人社會形成問題。岸裡社文書則是整批平埔族部落興衰、遷移的紀錄。在研究

原住民的歷史幾乎很難看到如此完整的資料。值得我們重視與研究。

相關網站

台大藏岸裡大社文書   http://www.lib.ntu.edu.tw/spe/taiwan/ taiw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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