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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事件背景

外力入侵與清軍的北路開山

加禮宛事件始末

事件後的族群遷徙與文化變遷



與課綱的連結

 歷 A-Ⅴ-1 誰的歷史？誰留下的史料？誰寫的歷史？
 歷 Ba -Ⅴ-1 我群界定、原住民與原住民族的分類。
 歷 Ba -Ⅴ-2 當代原住民族的處境與權利伸張。

舉例：
撒奇萊雅族抗清事件p167
(龍騰高中第1冊108年5月初版)



事件背景

 此事件是因加禮宛人(今噶瑪蘭族)而起，撒奇萊雅族協力
對抗清軍的戰爭，一般稱為「加禮宛事件」，撒奇萊雅
人則稱為「達固部灣事件」。

 歷史研究中討論本事件有以下面向：
一、花蓮平原的地理空間、花蓮平原上各聚落之空間分
布、加禮宛人及撒奇萊雅人的遷徙與部落重建的原由。
二、討論該二族的社會運作，以及與周邊各族的和戰關
係，由此說明在花蓮平原的諸多族群中，為何二族人會
形成同盟，而這樣的軍事同盟，將於不久後在「加禮宛
事件」中呈現。



事件背景

 同治年間臺灣南端不斷發生國際糾紛，主要的癥結問題：

 清廷在臺灣的主權範圍有多大？當時的外國人都認為臺灣全島應該是一體的，所以一旦出事，便
要求清廷查辦，但清廷仍擺脫不了封山劃界的觀念，將這些山林原野視為化外之地。

 一向處於界外的後山，為何讓清國政府在光緒年間大舉施行職官建制、軍隊進駐、移民入墾等措
施；而面對清國各項政策，後山的族群將如何回應？

 北路軍入駐花蓮，是「為宜蘭地區已達飽和漢人拓墾及土地獲取，另闢新利源。」
 未設官分職的封禁地帶，將會因為主權的不明確性引來國際糾紛。
 清廷要如何「撫綏駕馭」，以及原住民要不要被「撫綏駕馭」？



外力入侵與清軍的北路開山

• 清國必須在後山建立「實際佔領」的事實：為符合國際條約、確立它得來不易的主權地位，因此，沈葆
楨期望藉由開通南、北、中三條山道，將統治權伸向「番地」，以實際佔領的行為，徹底杜絕外人借題
發揮，從而入侵臺灣。

後山的經營，必須具備交通順暢的先決條件，所以施行開山措施，但面臨以下問題：

• 後山向來是原住民的生活領域，常常會有原住民伺機狙殺入山開墾的民兵。

• 清廷的財政十分困難，根本支撐不起龐大的軍費支出抵禦原住民抵抗，甚至在羅大春還沒離臺以前，就
已經先有裁兵的舉動。此舉導致無法有效「彈壓地方」。

 「開山」是為了進入「番地」，「撫番」則希望藉由招撫原住民來捍衛清朝政權



外力入侵與清軍的北路開山

清兵與加禮宛人的互動

• 當羅大春接下北路開山工事的一開始，就有「加禮宛番目番陳八寶攜其同社四人，請以已墾田園給
照」（《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p.26-27），似乎是怕清兵及移民來了之後，會有佔領土地的嫌疑，
而率領社人針對他們族民已經開墾完畢的田園，先行尋求清朝的承認。

• 清政府駐地在太魯閣原住民連番攻擊下，打算招募加禮宛人，用來提高軍隊防備力：北路的危機是
出現在太魯閣人的攻擊，而轉機則是加禮宛人願意被安撫招募。

• 雙方的互動並非不密切，也並非不良好：加禮宛事件並非完全不可避免，況且清軍的初步移防駐軍，
也不是不受歡迎，只是於此之後，雙方的關係便轉往惡化的方向發展。



外力入侵與清軍的北路開山

北路軍主要遭遇糧食不繼及原住民狙擊影響：

• 糧食不繼：受制於地形上要通過清山斷崖等地，以致於難以陸運的方法來對開山軍作後勤補給

• 原住民狙擊：因行走的山路必經過南澳諸社及太魯閣人的生活空間，多次遭到原住民的潛伏和狙殺

• 清廷受制於自身財力困境，無法長期以大量的兵力來鎮守山區碉堡，導致後山北路遲遲無法暢通

先天的地理限制大於後天的人事不足：
一、後山北路的缺糧壓力，轉嫁到當地的加禮宛人身上，令加禮宛人持續積累不滿
二、清兵以征服者的姿態，擅自屠殺前來理論的加禮宛人，從而堅定了身處逼壓難堪處
境下的族人集體反撫的決心



加禮宛事件始末

一、關於本案最早的起因報告便指出：「係因營勇買米口角」（《德宗實錄》卷78），其
實是「官軍購買生番土產過於欺壓」（《申報輯錄》p.806），而非只是單純的口角而已。

二、使本案邁入無可轉圜的地步，以致於形成集體反撫事件的最終因素，是營勇欺侮加禮
宛婦女，令身於母系社會的族人「糾合多人到營理論」，而駐軍之回應竟是：「營官庇護
勇丁，遽將來人誅戮」，既然無法同駐軍和平理論，「遂誓與軍官為難也」，動員全社，
矢志抗清。

根據文獻及當時的情境，引爆加禮宛事件的原因可能為「長期壓迫引發衝突」：

在加禮宛事件中，不論是遠因或近因，甚至是導火線，都沒有一項因素是和土地紛爭有關。尤
其是當時的清廷雖然曾經有過募墾的意願，無奈應募而來的人很少，以當時的歷史情境而言，
清廷更關心的是如何「擇地屯紮」，實在沒有餘力去理會土地開墾的問題。



加禮宛事件始末

加禮宛事件經過圖

❶ 1878 年6 月，加禮宛人與巾老耶社合作，攻擊鵲仔埔
軍營（今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8月，清軍勸服無效，
加禮宛人再襲殺哨官。

❷ 1878 年8-9 月，清國大軍搭船前來支援。

❸ 1878 年9 月5 日，清軍先攻下巾老耶社。

❹ 1878 年9 月8 日，清軍再破加禮宛社。

加禮宛事件經過圖



事件始末

撒奇萊雅人為了避免受到迫害，散入在阿美族
部落裡，與阿美族人共同生活，並且開始隱藏
自己的身分，不願主動對他人表明自己的身分，
轉而學習阿美族語言、放棄本身的固有習俗。

由於在事件中，加禮宛人大量死亡，同時在〈訓

番俚言〉中所顯示對反抗者施加「破家滅族」的

統治心態，使當地人不敢把這份不滿表現出來，

唯恐為他們帶來「破家滅族」的後果。

在原居地一直駐派著清軍的情況下，加禮宛人對

於在地的記憶逐漸消失，轉而寄存於鄰近部族及

遷徙到遠方的社人記憶中；即使如此，族人對這

事件的記憶，也因時間遠久而日益模糊了。

加禮宛事件後確立了清政府在後山北路的主權地位，但族人記憶逐漸模糊



事件後的族群遷徙與文化變遷

 受挫的加禮宛人和撒奇萊雅人的聚落，原先集村式聚落產生驟變，大致可分成三大類：

 由於加禮宛事件中，戰死的族人多為壯年男子，從而大大影響了族群的繁衍能力。從年齡結
構、性別組成、通婚對象等角度，探討事件後兩族群的發展走向，因族群間的強弱關係影響
了文化的發展，該二族在語言、祭儀、命名系統方面，亦有或輕或重的繼承與流失。

一、留居型聚落：已被弱化成一小村，周遭被其他強大勢力包圍，文化發展受阻，而呈現流失現象。
二、他遷型聚落：在周圍無強大勢力、或他族較為友善的情勢下，族群的文化得以持續發展，此一類
型以新社及馬立文社為代表。
三、流散型聚落：除了散居於其原居地附近的部落之外，也向外新建了更小的散村式聚落，此型態則
以大峰峰的加禮宛人和月眉的撒奇萊雅人為代表。



問題與討論

1. 為什麼清軍會想要佔領花蓮平原？請從花
蓮平原的地理空間、國際情勢等進行討論。
(詳見系列叢書第一、二章節)

2. 加禮宛事件對當地的原住民族造成了哪些
影響？請說說看你的想法。

3. 百餘年來，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混融在
阿美族聚落中，隱匿委屈，不敢承認自己
的族群身分，直到2002年，噶瑪蘭族終於
成功正名，5年後，撒奇萊雅族也找回自
己的名字。請查找相關的資料，說說看還
有哪些原住民族正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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