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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社平和：臺中和平地區原住民聚落10 11引言

十多年前，因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許雪姬教

授執行《臺中縣志》的〈人物志〉計畫，我因為擔任計畫兼任

助理而與臺中縣結緣，也幫忙書寫了幾位和平區泰雅族原住民

的人物志，幾年後因為書寫博士論文《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

推進與變遷（1895∼ 1920）》的關係，幾乎調查了現今臺中

市內的隘勇線，在遼闊的八仙山、白毛山與東卯山區爬上爬

下，目的是為了尋找日治時期相關警備遺跡，調查途中更怕在

甜柿園中遇到通電的鐵絲網，源於農夫為了防範臺灣獼猴亂採

水果。調查隊多次在附近的白毛林道、長興林道、出雲產業道

路、穿崠產業道路調查，林道旁的檳榔園或柳杉人造林也許就

是泰雅族的舊部落，由於泰雅族的舊部落家屋建築多數為木構

物，多年後腐爛殆盡，很難尋找其蹤跡，但很幸運的是找到許

多不為人知的隘線以及相關設施，未來若可能的話，可藉由這

些警備設施回溯相關舊社遺址位置。

本書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書寫了臺中市境內泰雅族

的遷徙、傳統聚落的變遷到現今村里的梗概，以及如何被集團

移住到現今位置，日本人是如何探險臺中的泰雅族。第二部分

主要書寫臺中境內重要的人物與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分別

為白冷事件、Slamaw（梨山）事件、遠藤事件與青山事件，

並改寫了九位重要的泰雅族人物，第三部分則是書寫隘勇線推

進與泰雅族傳統領域退卻之關係，此外也書寫了幾條臺中重要

的日治時期道路，包括：大甲溪道路到中部橫貫公路、昔日蕃

地的縱貫道路卑亞南路、出雲山道路。第四部分則以《日據時

期原住民行政誌稿》（《理蕃誌稿》）為主，重點挑出臺中泰

雅族從 1895年到 1926年的大事紀。

2013年，初次到臺中的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擔任專案助理

教授，目前則任教於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因此

也落腳在臺中，不同於碩士論文所書寫的布農族，在博士論文

書寫期間，則深入泰雅族、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的傳統領域，

研究隘勇線與這幾個山區原住民族的關係，最後也以此本小書

獻給在臺中山區調查中，泰雅族人給我的協助與幫忙。

※特別聲明：書中所使用之舊照片與明信片，資料來源係鄭

安睎與蕭永盛所收藏之遠藤寫真館發行的《臺灣蕃地寫真帖》

以及勝山寫真館，《台灣紹介最新寫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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