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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交易與傳統物件交織的文化光譜—館藏平埔族群生活器物概述 

研究組助理研究員  吳佰祿 

 

描述、採錄、圖繪異文化印象可說是 17 世紀末以來漢人記錄平埔族群原住

民文化形象的主要途徑，透過「文化之眼」聚焦之後，建構出「異文化投射鏡」

的框架。這些形象隨漢族與平埔族群原住民接觸深度與廣度的增長，以及清政府

原住民管理力量日漸推及西部平原全境，乃透過旅台官員、騷人墨客之手，將他

們的親身見聞或彙集的資訊著錄為輿圖、志書、雜記、風俗圖繪等，作為掌握台

灣風土民情與施政的參考。這些記錄在清代歷經探索、深化、定調、細緻化等階

段，而形成一套平埔族群逐漸為「漢族聲教」、官方管理所「馴化」的論述框架。

相對於這類統治論述，行於民間的契約文書、生活器物則反映了平埔族群與漢族

接觸後社會格局與生活景象轉變的脈絡與軌跡，工藝交易品與傳統物件交織而成

的生活故事與複雜的文化光譜即體現此文化歷史過程。 

    對平埔族群特殊的歷史際遇與此對其族群特性、文化傳統、習俗、生活方式

的影響進行系統性的研究，並融入文化資產保存概念，大致以日治時期為濫觴，

博物館蒐藏平埔族群文物之風亦於此時興起，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

館之前身）即為其一，成為「博物時代」的最佳縮影。對於早期異文化的認識，

在現代博物館文物典藏中一方面產生新的結合模式，另一方面透過物質文化與社

會文化整體脈絡之關係的分析，而試圖將之前形構的早期異文化印象無法完整勾

勒出的文化格局予以再現。 

    再現異文化格局固然是博物館文物典藏的基本旨趣，但「可蒐藏物」（the 

collectible）的標準與鑑別，以及「蒐藏手段」（means of collecting）的組合方式，

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文物典藏的格局，同時也形構了典藏調性。國立臺灣博物館

（簡稱「臺博館」）典藏的平埔族群文物就提供了一項可能的切入點。 

臺博館原住民與平埔族群文物典藏概況 

    臺博館典藏臺灣原住民與平埔族群文物之歷史均溯自臺灣總督府博物館1時

期（1908-45），而早在 1896 年，臺灣總督府即頒布「調查山地及原住民」的訓

令，從事「採集天然資源及土俗標本」的工作2。建館初期以自然類標本及產業

類標本為主要典藏，1921 年以後人文類藏品（原住民文物為其中一部份）的重

要性日形顯著，至日治時期將結束時，人文類藏品之規模已與自然類標本不分軒

輊3。 

    臺博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歷史已逾百年，數量約 7000 餘件，就其典藏特色及

                                                 
1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原稱為「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博物館」，1915 年遷入新落成的「故兒玉總

督暨後藤長官記念館」內，1945 年以後的「臺灣省立博物館」（1945-99）、「國立臺灣博物館」（1999-）

均沿用此館舍為博物館主體。 
2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 1997（1911）：25-27。 

3
 李子寧 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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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而言，有三項較為重要的面相
4
：  

    （一）文化歷史的連續性 

    由於原住民文物多屬日常生活之產物，可再製性高，文物實體存續的生命多

不長，早期收藏品其使用年代多為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近 30 年所收藏者，`

則多為 20 世紀初至中葉的產物，某些創作品或形制變化不大的生活日用品，更

可能是 20 世紀末的產物。因此，就文物的民族學年代而言，這些文物可說涵蓋

了目前原住民族群由傳統至現代變遷的連續性文化歷史過程。 

    此外，臺博館因典藏歷史的特殊性，不僅彰顯文物之民族學近代文化歷史連

續性，也體現臺灣考古學、近代歷史、民族學文物的串連性，而孕育了文物內涵

長時限的文化歷史接續性，故其民族學文物所可能具有的「文化詮釋」空間，顯

然比民族學單一類別來得廣泛。若將此文化歷史接續性、比較性推及館藏東南

亞、大洋洲地區文物，則又突顯出「南島民族」區域共通性、差異性此一更廣泛

的課題。 

（二）以傳統文物為主的典藏光譜 

    臺博館臺灣原住民典藏固然涵蓋不同文化歷史時期之文物，但仍以 20 世紀

初以前傳統原住民社會的生活遺物居多。以入藏來源而言，「接收」者為 1945

年承接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藏之文物，「移交」則是 1949、1964 年透過行

政移轉分別接管原「省立臺東圖書館」、「省立臺中圖書館」保存之日治前身機構

留存下來的文物。屬於這兩類入藏來源的文物合計約 5,300 件，佔館藏臺灣原住

民文物總數的 76﹪，且絕大多數均為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傳統原住民社會的

產物，稱此為臺博館原住民文物的一項核心特質並不為過。這也是在探討原住民

社會傳統文化特質、社會工藝形式及其「原始藝術」內涵、原住民對外關係時，

臺博館藏文物常被視為一具有代表性的樣本的重要原因。 

    （三）文物廣泛的社會範疇 

    臺博館藏臺灣原住民文物相當程度上籠罩於早期民族學文物收集的「百科全

書式」蒐藏傳統氛圍中，此傳統源自於 19 世紀末在西方現代科學中興起的「自

然式調查」（naturalistic investigation），它強調在研究客體自然的環境中進行客觀

的資料收集，廣泛對現象或研究主題涉及的各層面予以充分掌握，這些層面互有

關聯的構成一種反映客體特殊性的整體結構5。此氛圍利弊互見，但它形構了臺

博館藏原住民文物在相當程度上觸及了原住民社會文化各層面之特色，有助於說

明原住民物質文化與各項社會文化特質的基本關係，而發揮了以「物」的知識釐

清「人」的社會文化底蘊此項人類學知識傳統6。此項特點對於當代人類學重新

崛起的「物質文化」研究而言，無疑也提供了探討本土文化認知、文化記憶及社

會場域的當代建構之關係許多值得參考的線索。 

    在此原住民文物典藏傳統下，目前（至 2016 年為止）臺博館藏平埔族群相

                                                 
4
 吳佰祿 2009：1-3。 

5
 Lincoln and Guba 1985：193-194。 

6
 陳奇祿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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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物約 700 件7，其中以中部巴則海（巴宰）族、道卡斯族文物為大宗，北部

凱達格蘭族、南部西拉雅族相關文物次之，其他區域群體之典藏數量均不多。文

物類型則包括古文書、輿圖、風俗圖繪、照片明信片、書冊雜記、印章戳記、印

板、碑記、木匾、生活器物等，另有一批新北市貢寮區龍門遺址考古出土遺物尚

未列入統計，故涵蓋了歷史文獻、民族學、考古學等不同範疇，構成互有關聯、

年代上約貫穿 17 世紀至 20 世紀的一項典藏。如同其他原住民族群之藏品，這批

平埔族群藏品也突顯了本族群獨特文化歷史際遇所孕育出的特殊文化圖像之總

體特色。 

（一）面向外界與對異質元素成熟的結合能力 

對異文化的觀察與記錄，常由與觀察者差異較明顯、其型態較完整、且具有

相當地緣廣度的異文化群體開始。平埔族群廣泛分佈於臺灣西部、東北部平原，

近代初期外界對臺灣的印象也常「先入為主」地以這些首當其衝的平埔族群為藍

本，他們當時鮮活的奇風異俗似乎就是了解臺灣風土民情的「關鍵要素」，同時

也是剖析臺灣社會的「活標本」，他們是當時臺灣面向外界、散播新文化種子的

最前緣。對許多平埔族群而言，將傳統元素與外來元素交融乃是其生活方式的一

部分，透過以物易物或模仿的方式而引進新的生活物資、工藝形式，再循部落關

係將這些元素傳遞到其他部落，以增益既有的生活型態，這可能是極司空見慣的

文化操作形式，早期金屬器、玻璃瑪瑙珠、木雕的傳播可能都曾藉由這套複雜的

多重傳播、區域群體交流的形式而廣泛流傳。但更大範圍的傳播、採借、轉換則

是由於 17 世紀末以後與漢族全面的接觸（由南部西拉雅族開其端）導入了多層

次的管理體系，逐漸稀釋了平埔族群的傳統地位，導致其社會型態、文化階序秩

序、生產方式、交換模式的轉變，最終則被納入「移植的區域體系」之中。在此

適應、轉化新遊戲規則的過程中，一種幾乎全方位的文化變遷壓力凌駕各地平埔

族群。因此，平埔族群不僅最早吸引近代外界「觀看」的目光，也率先成為外界

「接觸」、「滲透」、「轉化」的對象。清代以來平埔族群的文化變遷多源於此，這

些轉變滲透各生活層面，或與傳統元素結合，有些則逐步取代原有的傳統形式，

族人棲息周旋於此現實情境，日久習於此新生活背景，並仰賴日深。這種重新定

調（reorientation）的過程可說是與前述平埔族群在臺灣近代文化本質上的重要

性並存的一項文化歷史大環境「硬體」，族人也因此凝練出對異質元素成熟的結

合能力。到了 19 世紀後期，在許多地區藉由文化象徵「化整為零」的操作策略

而產生由「公領域」轉入「私領域」的傾向，透過這種形式，具有社會調適作用

的文化轉換、文化保存併行的策略，在程度上也使其某些文化風俗得以持續存留。 

（二）耕耘傳統與本土文化 

平埔族群原以各別部落為獨立的社會運作單位，多數時彼此互不統屬，他們

雖有密切的部落間關係，並與外界有互動關係，但在 17 世紀之前，從未被納入

複雜的「社會政治階序」之中，各部落經長期發展，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傳

                                                 
7
 本文僅以臺博館藏平埔族群生活器物為討論對象，有關國內外各文物典藏機構相關蒐藏之現況

與比較，請見陳文玲、林修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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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如北部凱達格蘭族三貂社適應濕熱平原低地、海岸環境，其傳統領域佔地頗

廣，兼有山海之利，生活資源堪稱豐富，且位居聯繫北海岸凱達格蘭族及東部噶

瑪蘭族的重要位置，在 17 世紀西荷時期就已是東北部地區頗具規模的平埔族部

落，他們從事粗放旱作，以自製陶器烹煮食物，漁獵、採集的天然物資除作為食

物、製造生活用具的材料外，也是對外交換的重要物資，對於這些收獲物的飲食

方式、搬運與貯藏亦形成一套慣行的風俗。其社會分工以年齡、性別為主要準則，

女耕織、男漁獵、製作工具。清初納入行政管轄、漢移民入墾後，三貂社位於漢

移民社會的邊陲，「社會相對利益」一面倒偏向漢移民群體的程度遠較臺北盆地、

基隆沿海地區為低，部落組織產生適應性轉換8，社民亦保留共同祭祀的集體合

作模式，若干傳統風俗、工藝乃獲保存，至日治初期伊能嘉矩調查時，猶見殘餘

的本土元素，如家屋型式及家屋壁板雕刻、自製陶器、方衣服飾、各種珠串飾、

年祭祭祖等9，臺博館藏三貂社相關歷史文獻、民族學、考古學文物亦見證了三

貂社傳統文化的韌性。 

在臺博館藏平埔族群文物之中，歷史文獻類藏品向來受到臺灣史、美術史研

究者等的重視10，龍門舊社遺址推斷應為三貂社早期社址，亦有相關考古發掘報

告11。相對於此，民族學生活器物則較少受到討論，這與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近

年方重新引起注意、相關素材不若其他原住民各族生活器物常仍具現實生活脈

絡、研究資料流通程度等因素均有關。但「風俗之移也，十年一小變，二十年一

大變」，這是清初以來對於平埔族文化變遷的重要觀察，而對於與外界接觸較早

的西拉雅族而言，這似乎更是慣有的印象。相對地，日治時期伊能嘉矩東北部平

埔族調查記錄三貂社殘存的早期文化元素，如家屋型式及家屋壁板雕刻、自製陶

器、方衣服飾、各種珠串飾、年祭祭祖等，歷來已在考古學、民族學研究中塑造

了三貂社在探尋平埔族傳統文化時的關鍵性角色。這種文化歷史脈絡差異格局，

如果由博物館器物世界中來審視，是否有蛛絲馬跡可尋呢？  

臺博館藏平埔族群生活器物之內涵與特色     

臺博館藏平埔族群民族學生活器物計 283 件，其中 185 件為 20 世紀前半葉

即進入文物典藏機制的物件，98 件為 1986 年以後方入藏的文物，因此絕大多數

物件為 20 世紀初以前之文化遺留。但對於平埔族群而言，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

初的文物是否屬於「傳統文物」，在不同地域、不同社會範疇之中可能呈現相當

差異。這些文物之社會範疇，包括 11 類，其中生活雜器、服飾品最多，佔 68％，

                                                 
8
 清代許多三貂社古文書中均出現「五柱番耆」的記載，且經常由五柱番耆作為與漢族訂立契約

時的共同行為人，見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各集，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他們是由部落中原有

母系群體的各方代表所組成，部落性祭儀亦由其統籌辦理，而成為集體權威的一項象徵。臺博館

藏的一件嘉慶 24 年（1819）三貂社土地墾耕古文書（藏品編號 AH007230）亦是由五柱番耆聯

名訂立的。 
9
 見伊能嘉矩 1898。 

10
 古輿圖中的「康熙臺灣輿圖」、古文書中的「岸裡大社文書」、「新港文書」、風俗圖繪中的「徐

澍臺灣番社圖」、「潘敦仔畫像」、平埔族戳記印板為其中較受矚目者，廣泛為歷史學、社會學、

經濟學、地理學、藝術史學者所重視。如翁佳音 2007、杜正勝 1999、蕭瓊瑞 1999、陳龍廷 2003、

洪麗完 1997、陳秋坤 2009（1994）等。 
11 見潘瑋玲 2005、陳有貝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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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織具、木雕品，佔 20％，其他數量均不多，但仍反映了某些重要的文化

元素，如傳統製陶及祭儀生活的細節，生產工具數量極少。整體而言，其涵蓋面

不及館藏多數其他諸族文物，但也相當程度反映出平埔族群文化變遷快速的歷史

現象。 

表一、臺博館藏平埔族群民族學文物類別 

生活雜器 服飾品 農業用具 漁業用具 木雕 祭儀用品 

79 109 3 7 15 23 

樂器 織具 陶器 模型 武器 合計 

2 28 9 1 7 283 

    這些器物所涵蓋的區域群體，就可初步認定者（160 件），依數量多寡，包

括巴則海（巴宰）族（80 件）、道卡斯族（76 件）、凱達格蘭族（30 件）、西拉

雅族（28 件）、噶瑪蘭族（5 件）、凱達格蘭族或噶瑪蘭族（15 件）12，尤以前二

者中部地區平埔族群數量最多，合計超過半數，然道卡斯族器物類文物中 74 件

為 2013 年新入藏之文物，其文物背景內涵尚未有系統釐清，其文化脈絡仍有相

當空白，故不宜遽予進行論斷。去除此項，則以巴則海（巴宰）族（80 件）、凱

達格蘭族（30 件）、西拉雅族（28 件）數量較可觀，且分別代表中、北、南部主

要平埔族群的生活圖像。以下分別簡介此三區域群體的典藏概況及其顯露的文化

線索。 

    （一）巴則海（巴宰）族：  

文物及典藏屬性 數量（80） 

入藏年代 1945 以前 25 

1945 以後 55 

文物年代 18 世紀 8 

清代 39 

19 世紀末/20 世紀前期 33 

指涉地域 岸裡社 41 

埔里盆地 14 

不詳 25 

社會文化 

範疇 

儀式宗教用具 8 

盛貯收藏用具 1 

服裝 16 

                                                 
12

 此 15 件為北部平埔族群木雕，日治時期以來的調查資料顯示凱達格蘭、噶瑪蘭族均有使用家

屋木雕飾板的風俗，日治時期調查資料指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蒐藏了尾崎秀真於「佐久間財團蕃

族品收集計畫」中蒐集的十餘件雕板，而在「佐久間財團蕃族參考品目錄」中也有尾崎氏蒐集「舊

社平埔蕃」（三貂舊社）4 件「木雕板」的記錄，但目前仍難以斷定臺博館典藏的 15 件平埔族群

木雕是否皆來自於三貂社，以及館藏品中那些屬於尾崎氏的蒐集品，但是這批木雕屬於北部平埔

族群的大致地緣關係應是可以確定的。見伊能嘉矩 1896、新井英夫 1936、王端宜 1974、阮昌銳

1993、李子寧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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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品 23 

飲食用具 26 

織具 4 

雜具（生活風尚） 1 

模型（居處方式） 1 

資料來源：臺博館藏歷史帳冊、標本帳冊資料 

臺博館藏巴則海（巴宰）族生活器物計 80 件，主要涵蓋了本族代表性部落

岸裡社與 19 世紀移居埔里盆地的移居部落文物兩大類別，前者器物類型頗為多

樣，後者則以織品文物為主。入藏年代一為日治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時期，二為

1964 年由省立臺中圖書館移由臺博館典藏，省立臺中圖書館之巴則海族文物原

係接收自日治時期臺中州立教育博物館，故這兩批文物之屬性可說皆為 20 世紀

前期的早期蒐藏。物件年代縱貫 18 世紀至 20 世紀初，記錄了巴則海族由早期與

漢族接觸、族群分批遷徙移居，至融入新區域體系的過程，以及原居地、移居地

不同族群生態環境所造成的地域性差異。涉及的社會範疇亦廣，包括儀式宗教、

盛貯收藏、服飾文化、飲食風俗、紡織工藝、生活風尚、居處方式等七類，尤以

服飾文化、飲食風俗為大宗。整體而言，帶有傳統色彩者計 42 件，受外來元素

影響而產生或傳入者計 38 件，且呈現地域性差異。採自埔里盆地之生活器物，

突顯至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時，儀式性服飾、儀式宗教之傳統特質在移居地仍

展現旺盛的活力，反映出群體力量及文化認同相當程度的穩固性；採自岸裡社者

主要來自於領部落風氣之先的權威核心群體，在此則突顯了本族原領域自 18 世

紀初與漢族密切互動後，新生活風尚與品味逐漸凌駕傳統風格的文化消長趨勢。 

（1）儀式宗教用具：包括 4 件埔里盆地部落性傳統「年祭」「走鏢」賽跑活

動所頒授之優勝布掛旗，年代約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另 4 件為採自岸裡社之

家族性祖先祭祀活動用具，置於家族公廳中，其形式頗受漢族影響，其中一件「弓

挑」形如漢式扁擔，更反映了外來文化價值由外而內的多重文化意義轉換的過程
13。 

  
                                                 
13

 平埔族群搬運物品時原以肩背，未如漢族以扁擔肩挑。岸裡社因與漢族接觸較早且密切，受

漢文化影響，而引進「扁擔」以肩挑物的概念，「敦翁行樂圖」中即出現此文化歷史形象，「康熙

臺灣輿圖」亦描繪清初大甲一帶道卡斯族人以扁擔肩挑物品的場景。同時，漢式家族概念亦深入

該社，本件形如扁擔的祭器即循漢式古禮而生，成為大家族家祭的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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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盛貯收藏用具：1 件採自岸裡社的漢式精美漆器箱，以收存貴重物品，

可能為 18 世紀遺留下來的物品，顯示外來生活風尚逐漸融入部落中的文化現象。 

 

（3）雜具：1 件採自岸裡社的「薰籠」（暖爐），為漢式錫器，可能為 18 世

紀遺留下來的物品，突顯悠雅的外來生活風尚移植到部落社會的現象。 

 

（4）模型：根據岸裡社總通事家族舊藏建築圖手稿，於 1936 年所作之家屋

模型。模型本體為岸裡社最興盛的總通事潘敦受官方許可於 18 世紀所營造的仿

漢式三合院家宅，規模宏偉，後為歷代子孫所居。此家屋反映出漢式「家族」概

念逐漸滲透，功名、原漢中介人、土地家族等社會身分地位標示的新概念興起之

歷史過程，精美的漆器箱、悠雅的薰籠亦為此過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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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飾文化：計 39 件，包括儀式性服飾、社會階層象徵飾品、日常服飾

三部份，呈現巴則海族人應對大環境的不同策略，市場制度的影響力也滲透其

間。儀式性服飾計 21 件，包括上衣、前遮片、額飾、頸飾，文物年代為 19 世紀

末至 20 世紀初，此類服裝展現繁複的紡織工藝與傳統社會服制，於重要場合及

舉行部落性儀式時穿著，採自埔里地區的服裝多屬此類，飾品則融合了本土與外

來交換物資，利用穿綴、拼貼、縫飾技法製造色澤鮮麗的效果。 

  

社會階層象徵飾品計 15 件，皆為岸裡社總通事家族清代之傳家物，包括頸

飾、銀銅戒子兩類，頸飾為清政府賜封之物，戒子多戴有精美的祥瑞裝飾或鑲金，

兩者俱反映特殊的社會權威及社會階層結構。日常服飾計 3 件，文物年代為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1 件為埔里地區客式女子長袖長衣，2 件為瑪瑙頸飾，顯示

日常服飾在相當程度上已頗受外來文化影響。 

  

（6）織具：為 4 件傳統紡織工具，圓筒形「經卷」為其主要代表，文物年

代約為 19 世紀或更早，為岸裡社總通事家族保存的早期用具，足以作為連接早

期歷史文獻與近代民族學現象的一項證據14。「經卷」筒徑大、函口寬，其形制

                                                 
14

 清代文獻中有許多對於巴則海（巴宰）、道卡斯族傳統紡織工藝，及族中婦女善於製作精美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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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巴則海族偏好「寬衣身」的使用慣習頗為吻合，即「經卷」的形式與服裝的使

用社會脈絡是相互搭配的。臺博館藏埔里地區採集的巴則海族服裝，「寬衣身」

者亦佔較高的比例，其傳統服裝、服制延續的時間亦較臺中原居地為久。 

 

（7）飲食風俗：包括 15 件傳統木盤、木蓋、木杯，與本族食器分類有關，

10 件漢式酒器、茶杯、瓷碗、木盤、青花盤，1 件因鐵鍋傳入而產生的木甑新類

型，皆為岸裡社文物，整體而言，反映了岸裡社飲食文化兼納傳統與外來元素的

多樣性型態。傳統食器中，有圓形雜食盤、盛鹿肉大方盤、盛魚小方盤之不同類

型，木杯似為祭祀用的盛酒器，可能皆為 19 世紀的物品，至 20 世紀初岸裡社食

器可能已以市場採買品為主了。 

 

漢式食器在岸裡社可能早在 18 世紀就已與傳統食器併行，並日形普遍，19

世紀中國南方窯場（如德化瓷）的民間陶瓷器大量湧入臺灣，岸裡社民也使用這

類器具，某些崛起的勢力家族更將漢族精緻飲食風尚納入生活品味中，如岸裡社

                                                                                                                                            
品的相關志書描述、圖繪。臺博館藏巡台御史林天木「臺灣巡視圖」（摹本）即可見 18 世紀以前

中部平埔族群婦女以圓筒形「經卷」於屋簷下、戶外紡織的場景描繪。見蕭瓊瑞 1999：

142-143/342-350、吳佰祿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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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件錫酒壺就反映了此社會傾向。以木甑而言，本族原以陶甑為烹煮器，鐵鍋

傳入後，置木甑於盛水之鐵鍋中，口上再蓋木蓋，以烹煮米粟。 

  
    （二）凱達格蘭族 

文物及典藏屬性 數量（30） 

入藏年代 1945 以前 30 

1945 以後 0 

文物年代 19 世紀末/20 世紀前期 30 

指涉地域 三貂社 29 

淡水 1 

社會文化 

範疇 

儀式宗教用具 2 

盛貯收藏用具 4 

飲食用具 8 

織具 9 

樂器 2 

陶器 1 

飾品 4 

資料來源：臺博館藏歷史帳冊、標本帳冊資料 

臺博館目前典藏了 30 件凱達格蘭族生活器物，全數為日治時期博物學者尾

崎秀真於 1927-29 年擔任「佐久間財團蕃族品收集計畫」委員期間（尾崎時亦任

職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所蒐集，而後於 1930 年代入藏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其

中 29 件根據留存的「佐久間財團蕃族參考品目錄」（簡稱「佐久間目錄」）資料

推斷應為「三貂社」之生活器物15，1 件則顯示來自於淡水地區。物件年代集中

                                                 
15

 這 29 件在佐久間目錄中登錄為「舊社平埔蕃」或「新社平埔蕃」，應為尾崎氏依據當時慣用

的說法，對歷史上凱達格蘭族三貂社「舊社」、「新社」的各別稱謂。見李子寧 2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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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前期，涉及之社會範疇較廣，包括儀式宗教、盛貯收藏、

飲食風俗、紡織工藝、音樂、陶藝、裝飾品等七類，以織具、飲食用具數量較多，

而主要是各類日常生活器具，但無任何織品。整體而言，帶有傳統色彩者計 20

件，融入外來元素者計 9 件，顯示最少在三貂社，至 20 世紀初仍留存了相當豐

富的傳統文化元素，同時也充分融合了外來文化元素。如果我們再考量「佐久間

目錄」中登錄的同樣由尾崎氏蒐集，但目前無法於臺博館藏品中確認的其他具傳

統色彩的三貂社文物：織具（4 件）、皮雨具（3 件）、木雕板（4 件）、舟隻（1

件），那麼三貂社在 20 世紀初仍持續耕耘傳統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1）占卜祭器：2 件木製雕刻占卜道具箱，其中 1 件利用平雕與彩繪技法，

刻畫的主題有漢式瓷瓶、龍燭（龍柱）、招引幡等，結合了傳統祖靈概念及清代

歸附賜姓之後「五柱房親」的概念，反映了社會背景的改變。 

 

（2）盛貯收藏用具：為傳統籐籠及儲物籐箱，其中 1 件雙肩背負籐籠可能

就屬於清代文獻中所稱的平埔族「霞籃」16。 

 

                                                 
16 清吳子光『一肚皮集』載：「番俗有負而無擔。家製一竹筐，容三、四斗不等。以籐為帶，長

短視人肩膀，籐性柔而韌，故負重不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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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飲食用具：包括木盤、瓢勺、木湯勺等不同類型，木盤、瓢勺為傳統

取用雜食、飲水之器具，木湯勺則是清代漢式飲食習慣傳入後才逐漸普遍的食具。 

  

（4）織具：族中婦女傳統上以水平背帶織布機製作方布、裙、前遮布等。

這一組工具包括圓筒形「經卷」、固定棒、弓形隔棒、活動隔棒、輔助棒、綜絖

棒等九件配件，「經卷」筒徑小、其函口亦較窄。平埔族婦女使用圓筒形「經卷」

紡織的情景常出現於清代風俗圖繪中，如臺博館藏巡台御史林天木「臺灣巡視圖」

（摹本）、徐澍「臺灣番社圖」，以及 19 世紀晚期西方觀察家拍攝的早期照片。 

 

（5）樂器：為 2 件受漢文化影響而產生的手拍鼓，於儀式歌舞時使用。傳

統上所使用的原為木敲鼓，除歌舞之外，亦用於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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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陶器：1 件傳統陶甑，為烹煮米粟的器具。三貂社傳統陶器以手製，

器型一般較小，以罐形烹煮器為主，表面或素面或施幾何印紋，其形態與噶瑪蘭

族所使用者頗接近。 

  

（7）飾品：皆為利用外來物品，如玻璃珠、瑪瑙珠、銅鈴串成的頸飾。早

在西班牙人殖民貿易臺灣時就已記載基隆地區的平埔族人廣泛由漢人手中取得

瑪瑙珠、玻璃珠，且為族人所喜愛，這類鮮麗的外來裝飾品材料其後亦持續傳入，

社民收集這些交易品再行混串，作為服飾配件或串飾，某些則被視為傳家寶物，

因此其使用時間頗久。 

  

 

    （三）西拉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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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及典藏屬性 數量（28） 

入藏年代 1945 以前 8 

1945 以後 20 

文物年代 19 世紀末/20 世紀前期 28 

指涉地域 臺南 3 

高雄 8 

屏東 0 

花蓮 1 

不明 16 

社會文化 

範疇 

儀式宗教用具 1 

盛貯收藏用具 2 

服裝 23 

飾品 2 

資料來源：臺博館藏歷史帳冊、標本帳冊資料 

臺博館目前典藏了 28 件西拉雅族生活器物，其典藏年代與其他類別的館藏

品不同的是，其以 1945 年以後典藏者為主，多數物件無法指認確實採集地點，

物件年代集中於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前期，而盛貯收藏器亦可能使用至 20 世紀

中葉，物件涉及之社會範疇較為單純，僅有儀式宗教、盛貯收藏、服飾三類，服

飾品明顯為主要蒐藏類別。整體而言，這些器物均可見長期融合外來元素或採借

外來元素的痕跡，以調適於大環境的變遷。根據藏品歷史帳冊資料，1945 年以

前典藏者是縱跨頗長時間的收藏結果，1945 年以後典藏者則於 1986-2011 年分批

入藏。 

（1）儀式宗教用具：祭祖野豬頭骨 

    為日治時期典藏品，採集地點不詳。為舊有馘首習俗於清代轉型後產生的「阿

立祖」祭儀用具，野豬頭骨、內盛具巫術靈力「向水」的祭祀陶壺、竹祭桿、祭

品構成的祭祀情境，傳達了現實秩序與祖靈等超自然世界的緊密關係。如新港社

舊時於 3 月 29 日行「阿立祖」大祭，社民備牲禮、菜食等物以祭祖靈，聚飲歌

舞並宴賓客以拉近親朋好友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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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盛貯收藏用具：竹箱、飾品箱 

    均為近期典藏品，竹箱採自花蓮縣富里鄉移居西拉雅族聚落，飾品箱採自臺

南市新港社，俱屬 20 世紀之收貯用具。以「禾間」積貯粟穀是西拉雅傳統收貯

的主要形式，清代擇重要的歸附西拉雅部落設立「番社倉」，以方箱連箱堆放的

「圭茅」方式儲穀，備諸社民不時之需，移居東部的族人製作的竹箱保存了「圭

茅」收貯的習俗，並將其由公共所有轉為家用私人財產的累積，透過文化轉化的

方式以進行社會調適，將傳統元素保存至現代。新港社的竹飾品箱之造型則融合

了漢式珠寶盒的概念，而以周遭環境較易取得的材料來製作私人用品。兩者同樣

都傳達了細膩的生活細節如何與大社會情境並存的調節策略及文化知覺型態。 

  

    （3）服裝飾品：為數量最多的一類，包括各式服裝及其配件 23 件，飾品 2

件。7 件為日治時期典藏品，18 件為近期典藏，採自高雄荖濃溪上游西拉雅族移

居部落者佔明顯比例，文物年代以 20 世紀初為主，有日常使用者，亦有儀式時

穿戴的服飾，多明顯將市場交換、族群接觸的影響融入整體風格中，傳統織工的

重要性較低。整體而言，其服飾變遷因各地與漢族的關係形式而略有不同，但市

場的可取得性最終仍成為服飾美學的重要考量，使其服飾文化產生極大變化17。 

    服裝類型包括短衣、披肩、頭巾、腰帶、肚兜、繡飾片，材料多來自市場交

換所得的布匹，再予以拼縫、織繡、綴飾，形制間亦受漢式服制影響，紋樣則充

分融合傳統幾何紋及各種漢式祥瑞象徵，甚至吸收鄰近其他原住民族群的元素，

整體呈現出對異質文化元素成熟的融合能力。展現傳統織工的織品（3 件），皆

為日治時期典藏品，但採集地點不詳，從中可略窺西拉雅族傳統紡織工藝殘存的

精髓，其年代約為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 

                                                 
17

 ＜番俗六考＞載：「數年來，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諸番衣褌半如漢人…」，《重修鳳山

縣志》載：「邇來漸被聲教，男婦俱製短衫褲，與漢人無異」，《安平縣雜記》載：「四社蕃衣服，…

迄化熟後，凡屬番民所穿之衣，與台人閩人無異，惟縫作剪裁，多是仿照粵人體式」。這些清代

志書描述均說明 18 至 19 世紀間西拉雅族衣飾文化區域性變遷的軌跡。但不同觀察者，也常注意

到不同，甚至是與此相反的現象，如《番社采風圖》即記鳳山縣平埔族人仍多用傳統服飾（杜正

勝 1998）。可見西拉雅族的服飾文化變遷圖像實頗複雜，未可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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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飾品分別為玻璃珠串頸飾、玻璃珠貝珠串腕飾，為近期典藏品，採集地點不

詳，文物年代約為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西拉雅族透過物品交換方式而使用外

來玻璃珠的歷史頗久，早自鐵器時代即已開始，這種物品與瑪瑙、琉璃珠、銅環、

銅鈴等源源不絕進入西拉雅族社會，在清初早已融入其服飾文化之中18，與本土

螺貝、竹管、草木纖維等飾品並存，且這類玻璃珠飾品在近代常成為家族世代傳

承的物品，這也相當程度延長了器物的文化生命，持續在其文化體系中佔有一席

之地。 

   

                                                 
18

 如＜番俗六考＞記北路諸羅番大傑巔、大武壠等社「蕃婦項戴珠串，曰麻海譯」，即指玻璃珠

等外來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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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調性的回顧－歷史上的平埔族群 

    臺博館平埔族群器物類文物典藏無疑以日治時期的典藏為主體，並與各項歷

史文獻素材共同構成一具有時代特色的早期平埔族群文物典藏。稱其為具有「時

代特色」，則是因當時蒐藏平埔族群文物多出於搜羅在很大程度上已走入歷史、

傳統文化生命力頗為薄弱（最少在當時看來是如此）的平埔族群之各項具有代表

性的「歷史證據」、「文化遺物」之思維，因此在概念上實已先畫定「可蒐藏物」

的大致範圍，再透過機遇性的或系統性的「蒐藏手段」累積、刻畫所謂「歷史上

的平埔族群」的基本形式及其文化風貌變遷的大致圖像。臺博館藏西拉雅族、凱

達格蘭族、巴則海（巴宰）族生活器物的典藏格局，一方面受限於此歷史定調，

另一方面確也相當程度反映出不同區域因社會環境、近代開發歷史等社會歷史情

境的差異性，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顯現的地域文化差異性，以及不同社會場

域所顯現的文化韌性差異。 

回顧這段典藏歷史，的確此時期對於當時各地平埔族群實際的生活細節，以

及這些生活細節可能蘊含的文化元素光譜較乏人問津。其次，地域性差異、社會

場域差異性及其蘊含的不同文化知覺型態，這些細膩的文化脈絡與生活景觀如何

與大社會情境並存的調節策略，實為 19 世紀以來平埔族群社會頗重要的一項文

化命題。日治時期的典藏在某種程度上雖讓我們嗅到了此命題的一絲端倪，然其

可能的表述形式與外在表徵，卻未在當時（及其後數十年間）的典藏概念及典藏

策略中充分佔有一席之地。隨著日後更嚴密的社會體系發展，這些線索或逐漸消

失，或匿跡於更隱晦的文化角落之中，為「博物之眼」（naturalistic gaze）所捕捉

到的可能性也更低了。 

打破對平埔族群概念上既有的歷史「定格」（stereotyping），重新體察現今逐

漸開展的平埔族群文化復振運動之內在與外在脈絡，博物館的平埔族群文物典藏

格局與策略才可能逐漸拉近與當代平埔族群文化光譜及文化知覺型態的距離，並

與既有的典藏格局重新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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