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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我開始動身前往桃園、新竹一帶沿山閩客傳統聚落進行實地調查

和耆老口述的訪問，至今過了 6年光景。除了意外重拾了原先「只會聽，卻

無法說」的客語，認識地方上不少重要的泰雅、客家、閩南（本書中大多是

福佬客）耆老之外，也開啟一處我從未細緻理解過的地方。而這一切都來要

從一段家族長輩間無法述說，或避談不講的過往——「無頭祖先」講起。 

 

族譜——回到鬼鄉 

 

文滔公，全家老幼受生番所滅。 

文舉公，不幸被生番所殺未娶而亡。 

阿田公，日據時當隘勇征番後未調醫不治。 

阿泉公，同治庚午年生，阿泉受生蕃所殺後……。                                              

 

 

圖說：《梁氏族譜》裡面，對阿泉公遭殺害身亡一事的記述。 

 

幾年前的一個晚上，在家中清理倉庫時，無意間找到一本舊族譜，頁紙泛黃

散落、裝線鬆脫且充滿霉味，大半部被蠹蟲啃食出曲折的凹痕，紅色的書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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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布灰塵、印字褪色，紙頁間夾雜數不清的蟑螂屎。順手翻開，才想起小時

候曾看過叔公新修的族譜，也曾經在上面翻找家族長輩的名字，印象中的《梁

氏族譜》是精裝厚殼、乾淨潔白、彩色印刷且新細明體的電腦字型，紙張觸

感厚實滑順、字體清晰的書本，被阿公收在神明聽的樟木櫃裡。 

 

午夜時分，潮濕紙質發出的黴味更顯濃厚，眼前這本殘舊的族譜，如同不曾

存在之物，家中也沒多少人知道它的來歷。我帶上麻布手套，小心翼翼地閱

覽那細薄、脆弱紙張上的文字，一頁一頁的攤開又放下，毫無翻閱一本書的感覺。

每張紙散落為單獨的狀態，裂解成尚未禎裝時的樣貌。內容從黃帝、春秋戰國、

一路寫到宋、元、明、清，紀載著歷代梁氏遠祖的祖居地、官位和宗族訓誡。 

 

 

圖說：1940年代梁氏家族的掃墓。 

 

接著就看到「來臺祖」的部分，族譜上開始出現我熟知的登陸地點、居住地、

人名、生卒年和墓葬地，以及個人事跡。從第十五世的來臺祖，到十六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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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祖、十八世祖…...一段文詞將目光吸引住：「阿泉受生番所殺後，羅

氏媽招徐光連公，生子榮昌，生下長男承梁姓，祀為徐梁二姓」。按照輩分，

死者是我曾祖父的叔公，約莫死於 1821年至 1850年間（清代道光年間）。 

 

那名「生番」是誰？為甚麼家中有人會被殺？那位梁阿泉又在那裡被殺？何

時被殺？一連串的疑問在腦中閃過。但無論在這短短三十二個字之間如何來

回推敲，仍看不出個所以然。那一夜，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徹夜未眠，決定早

上去編修新版《梁氏族譜》的叔公那，借一本對照著看。逐句逐頁的翻閱檢

視，總算找到「梁阿泉」的名字，卻赫然發現事跡欄內的那三十二個字消失

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清新空白的方格。為甚麼一個字也沒有？為甚麼叔公

當時在修編的時候，將這三十二個文字刪除了？因為是一件不需要記得的事

情嗎？還是有甚麼必須讓後輩忘記的理由？ 

 

 

圖說：1940年代位於新竹關西下南片的梁氏祖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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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族支系，日治時期就從新竹縣關西鎮境內的丘陵地，遷往桃園中壢過

嶺一帶居住，舉家離開待了 200餘年、繁衍六七代人的耕居地。曾聽叔父說，

老家是在關西鎮一處名為「下南片」的鳳山溪谷地，老家的位置是在一條產

業道路的盡頭，再徒步進去 30分鐘的山谷竹林深處，一處土名為「十四股窩」

的谷地。我拿起地圖的比例尺，測量從關西、尖石山區到關西老家所在的山

谷位置之間的座標距離，大約 4到 6公里之間。那時我根本沒有想到，這片

飛鳳丘陵就是原住民的居地。 

 

 

圖說：2010年代梁氏家族的清明掃墓。 

 

族譜中，加上命喪於新竹北埔與橫山地區的親族，家族有將近十個人橫死於

這一帶的淺山。從清朝時期就入墾關西地區的先輩，在日治時期從這裡逃離

出來，遷徙、定居在他處，此地僅留下一座祖墳，每年清明節時才會回到關

西山上的祖塔祭祖。對出生於外地的我而言，此地是一處與死亡接近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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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是叔公、阿公、堂叔的安葬地，也是放金斗甕和骸骨的地方，父親在

去逝之後，骨灰也回歸此地安放。被「生番」所殺的先人骨骸，經負責祭祀

活動的家族長輩證實，並無放在祖塔當中，遺骨至今下落不明。 

 

自此之後，一頁頁泛黃的殘紙，有股拉引我回到那裡的力量。從新竹關西的

老家，向北往桃園的大溪、龍潭，向南到新竹橫山、竹東、北埔，我開始到

鄰近的淺山村落詢問老者們故事，嘗試拼湊家族過去遺漏的歷史。隨著聽到

的事情與接觸到人逐漸增多，體悟也逐漸加深。我慢慢發覺，客家耆老隨口

就能提起的事情，部落的耆老也可以，雖然講述的角度各自不同，但似乎存

在某些共有的記憶。 

 

客家耆老將自己當作遭受殺害者的後代，彷彿一切合情合理、大聲疾呼祖先

開墾的辛勞，或是遭受原住民威脅的可憐之處。相反的，在部落耆老口中，

丟失的獵場與土地，因為客家村落多數土地早已私有化，而變得難以言說。

也許是害怕遭受道德的譴責和汙名，讓「獵首」更是不太輕易被公開述說。

這些問題都還算能克服，真正的難題在於雙方對歷史的相互壓抑和噤默，彼

此之間那段血淚交織的過往，更多呈現出無法說、不可說、難以言說、無可

訴說的情況。 

 

我的第十五世的來臺祖，「梁心華」起先在新竹湖口、紅毛港一帶靠海的土

地耕作，死於 1773年，也葬在湖口。第十六世祖「梁愈道」，死於 1819年，

同葬在湖口。梁愈道的長子「梁國標」已經進入內陸的新埔、關西一帶開發，

娶竹塹社的三姓族人為妻，死於 1855年，葬在關西的下南片。第十九世祖「梁

義連」在 1888年左右，於新竹橫山一帶開發，接著是第二十世祖「梁阿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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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生番」所殺；「梁阿傳」則是在 1902因違法出入「蕃界」，死於日本

人的刀下；「梁阿田」又因為在日治時期擔任隘勇「征蕃」，重傷不治而死。 

 

 

圖說：梁氏祖塔望向鳳山溪谷與龍潭銅鑼圈丘陵。 

 

從早期在沿海地帶的耕作，一直到內陸地區娶竹塹社女子為妻（或是入贅），

再到鄰近山區的開墾、死於泰雅人的番刀之下、違禁出入蕃界。這些過程究

竟是怎麼發生的？對我而言，回到「鬼鄉」是為了再次聽見這些不輕易被言

說的事物，再次和那些願意回覆我疑問的老者對話，以及看見歷史光亮下所

無法看見的暗部。 

 

內山——浪漫台三線？ 

 

「內山」一詞，涉及到目光的不可見之處，以及一種由外向內窺看的視線感。這

種對「山」凝視，是一種漢人往山區侵墾歷史的隱喻。百年前的漢人早已將「生

番」與「內山」的凶險聯繫在一起，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甚至指出當時

的書寫會以「險」、「阻」、「重」等語彙來形容「內山」無法渡越、易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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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攻的危險性。層層的山嶺會形成視覺的阻隔，對地理空間的遮蔽也造成人

群活動的不安。不可見的環境被漢人與歷代外族認為是無法掌握的凶險之

處，也是讓早期來到臺灣的漢人恐懼山區的原因之一。因而「內山」在視覺

意涵上，背後存在著原住民棲居於深處的「潛像」（latent image）。 

 

隨著漢人從移墾到定居的過程，原本帶有寒村、荒村與廢村意象的血淚歷史，

在當代轉化為淺山地區「傳統客家聚落」的歷史形象。近年來，桃園、新竹

和苗栗一帶沿山鄉鎮，作為國家級「浪漫台三線」政策的施行區域，境內的

客家文化館、客家文化節、大地藝術季、客家桐花季、客莊美食與觀光活動

日益興盛。區域內的客家人從以前必須面對山區的凶險、與原住民的土地競

奪，需要武裝隘防組織才能存續的客家山村，轉為今日被官方政策形塑為「浪

漫客家庄」的觀光形象。 

 

圖說：桃園龍潭，2020年油桐花季期間，遊客在小粗坑古道上的桐花排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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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三線道路兩側的城鎮或聚落，表面上雖然是以客家人為大宗，實際上是包

含「福佬客」、「平埔客」（道卡斯和凱達格蘭人後裔）、泰雅、賽夏原住

民族等眾多人群匯聚之處。在客家庄當中則有操著詔安腔、海陸腔和四縣腔

等各式地域性腔調、方言客語的客家人群。然而，「浪漫台三線」政策作為

一種文化治理的大方略，似乎再次哄抬了客家人「開山打林」的艱辛，在許

多光觀地區，無意間強化了樣板化的客家文化符號，並進一步形成原漢人群

的再次劃界。 

 

我總想著，面對提倡客家庄文化再造、觀光經濟為主軸的「客家浪漫大道」

（Hakka Romantic Avanue）休憩廊帶，我們是否可以從歷史與人群記憶的層

面，展開對於原住民傳統活動領域的反思？事實上，今日浪漫台三線上的客

家鄉鎮，在 150至 200多年前，仍是泰雅族原住民的獵場與生活領域。據文

獻記載，在新竹地區，就包括關西鎮境內的馬武督社、橫山鄉境內的馬福社、

橫跨尖石與橫山鄉的麥樹仁社、馬胎社、活動於橫山鄉大山背與五峰鄉境內

的十八孩兒社等等。雖然今日在土地與人口量，因為殖民歷史的過程而有所

縮減，但因為昔日傳統領域範圍大多很接近今日臺三線周遭的客家聚落，使

得當代部落的泰雅耆老仍留有祖父輩與漢人互動的口述故事，甚至是人群之

間彼此產生摩擦、衝突的記憶傳聞。 

 

對族人而言，面對漢人的「內山開發史」敘事，更精確來說是「閩客人群的

武裝侵墾史」。只要對過往歷史稍有理解，大多數人應該都不會否認，「浪

漫台三線」上的客家鄉鎮和東側的原鄉部落，曾經在很長一段時期當中，有

過領域侵佔的紛爭和衝突。藉由「浪漫台三線」這個官方所劃定的人文地理

廊帶，迫使我重新思考一處人群的交會的歷史空間，將原漢雙方的關係放入

到交界帶或接觸區（contact zone）的視野之中來對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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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桃園龍潭，三角林的茶園與後方的大坪山景。 

 

所以我特別在意「人群互動記憶的塑形史」，淺山地帶的漢人武裝村落，進

入到日本殖民時期，村落周圍已不再被視為凶險之地。儘管在很多今日的客

家傳統聚落附近，原住民對於該地的影響已經褪去，但是，早年依據地勢與

人群互動關係而選擇建構的坐落位址、防禦空間與和靈信仰，至今仍然以某

種形式被擴大、延伸及運作著；老者們的故事也還在晚輩之間持續地流傳。

圍繞的地景和遺留的墳塚、食番肉的記憶，仍然在消化和流散。這種歷史像

是負面情感的堆積，每個生命都承受著前一代人的經驗及反思而來的重量，

並雜揉著自身的經驗，經由某種卑屈的辯證、費解的記憶形塑過程，將故事

再傳給下一代、下下一代、下下下一代……。 

 

逐漸遠去的歷史衝突事件，看似越來越輕盈，卻也越來越沉重。耆老們會談

到和彼此有關的「無頭祖先」和「侵墾記憶」，儘管他不是當事者、只能傳

述寥寥幾句話，卻還是能感受到一種沉痛感。在某些背負「無頭父親」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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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祖公」的耆老身上，需要窮盡大半生命的時間，在家族和自我之間、原諒

與仇恨之間、我族與異族之間來回辯證、調節、修復與平衡，以此面對上一

代的歷史。 

 

 

圖說：桃園龍潭，四方林開庄伯公前閒聊的伯伯。 

 

這幾乎打破我以往從文本閱讀上沿襲而來的思惟方式，在這幾年間成為我所

學習與珍視的部分，因為這些生命裡面蘊藏的觀點，是經由深沉思考與複雜

現實相互辯證下的結晶。然而，遺忘確實是存在的，在淺山地帶的泰雅耆老

這裡，也有相似的情形。關於「獵首」的家族故事和實際細節，多數部落晚

輩所知甚少。無論是家族系譜、獵場的名字、語言或是人群遷徙的記憶，都

越來越稀薄。實際上，這些故事卻被不少泰雅耆老收在心底，等待年青族人

們來進行文史復振。 

 

客家耆者對於族人「出草」、「㓾人」、「剁人頭」（即「獵首」，但客語

較常使用該詞）的認知多有誤解（這來自過去的仇恨和汙名），而泰雅耆老

大多也沒親耳聽聞過「食番肉」的事情。彼此在 18世紀以來有過的零星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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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合作的記憶，也僅有少數人記得。儘管國家力量建構的準軍事界線（清

代的隘寮設施、日治時期的隘勇線系統、戒嚴時期的哨所、管制站）已經撤

除，人群之間在地方社會中也可以頻繁交流，甚至習得彼此的語言和文化。 

 

 

圖說：「客家浪漫大道台三線」沿線的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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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段血跡斑斑的過往，人群雙方各自都在進行一種平行式的自我歉疚與

集體囈語，各自流淌百餘年的思緒，很少有機會讓彼此知道。「噤聲」是雙

方都沉默的結果，沒有出現你一言我一語的交集，讓過去的「土牛溝」、「番

界」與「隘防線」所劃分的出的人群界線，化作一道心理、記憶與社會的界

線，彷彿在今日仍然分隔著「山前的客庄」與「山後的部落」，彼此之間仍

有一道難以測量的間距。 

 

我在 2010年代接觸到的閩客耆老，私下聊天時仍然說著「番仔」的用詞（但

是已經知道不能在族人面前說），仍然記得誰家或何處曾有人被「番仔」所

殺。有趣的是，鄰近部落多數 40歲以上的族人也知道這件事情（表示人群之

間仍有細微的話語流傳管道）。而且，這些多重衝突的經驗，很難被彼此所

諒解（更多的是不說），更遑論被外人所理解。 

 

在部落耆老這裡，也透過祖父輩講述的往事，大概知曉部落裡那一家的長輩曾到

何處抵抗外族，在何地發生衝突，斬殺的是哪裡的客家人。但卻很少和孫子輩的

提起這些祖先的故事，更遑論和客家人提起（除非有族人與某戶客家人建立起良

好的信任或姻親關係，聊天時會提起，這是相對少數的例子）。相對的，部落耆

老大多不知道客家人仍會透過祖輩的記憶，流傳這些往事，而且大多時候還講的

比部落耆老的說法更詳細（可能是因為被殺害者的遺骨至今仍在祭祀，但部落的

獵首習俗已經不再）。 

 

如今，「浪漫台三線」上的客庄成為傳統聚落，成為人們世代繁衍的家園，

客家人成為在地人之後，這個「客家族群的優佔區」背後更為深層的歷史課

題，似乎是我們鮮少認真反思過從「移入」到「定居」的過程中，是否還挾



14 
 

帶著「定居型殖民者」（settler）的共謀結構，雙方人群有還未解開的心結和

誤解？  

 

衝突——定居者與原住者 

 

從今日台灣北部淺山地區原漢人群衝突的歷史結果來看，此處的閩客人群與族

人，似乎是「定居者」（settler）與「被驅趕者、漢化者」之關係。「浪漫台三

線」上客家庄形成的歷史過程裡，無法迴避的便是這種「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式的人群「佔居」、土地「佔墾」的歷史。這種殖民支配關係與多

數殖民主義不同，指向的是一群渡海移民來到沿山地區，來了卻遠永不走、將

土地劃為己有、定居於此的人群。 

 

 

圖說：從鳳山溪谷望向馬武督部落前方的牛鬥口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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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成功的定居者，意味著「永久殖民時間」的到來。漢人可以利用各式各樣

的方式，如政經壓迫、土地佔領、文化剝奪、種族歧視、漢化通婚及分化等手

段，不只是排擠先住民，更是取代原住者，自稱為本地人、在地人。而殖民者

變成人口的多數之後，他們就不可能全部離開，因此原住民永遠就無法獲得任

何意義上的全面解殖（decolonization）。1  

 

 

圖說：新竹關西，從梁氏祖塔望向鳳山溪谷地。 

 

但更為複雜的是人群之間的互動關係，原住民作為生活於淺山地帶有力的行動

者，實際上大大影響著不斷移入的閩客人群，包含在眾多漢人在侵墾時期的精

神狀態、造成異族恐懼和死亡（獵首）的力量、歷史中的記憶形塑過程，甚至

成為決定武裝型村落空間如何佈建的關鍵因素之一。今日，當初從外地移入的

「定居者」後裔無處不在，若說定居型態的出現，意味著人與土地關係是從「墾」

 
1 《台灣理論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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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殖」的支配過程。那麼歷史的遺緒，則以鬼魅、死者的形象不斷復現，持

續斡旋於「定居／殖民者記憶」與「原住者的記憶」之間。 

 

均質而平滑的空間（平原地區）不容易產生鬼魅，反倒是地形破碎、曲折、邊角、

幽暗之處——原野與山地的交界地帶——數萬年前的斷頭河作用，在桃園、新竹

一帶留下了古河階的地形。並於百年前意外成了人群交殺的現場，在客家先民所

欲侵墾的土地上形成死亡的溫床。以往的歷史書寫對於「靈」的問題避而不談，

或是棄之於鄉野奇談的範圍。但若「定居者」與「原住者」產生了衝突——屍首

分離的屍骸在各自的世界中形成了極為忌諱的凶死者。那麼「靈」（鬼靈、地靈、

惡靈與祖靈）的問題，對於衝突中的當事者、涉入者與家族親屬而言，就不只是

一種想像之物。 

 

 

圖說：新竹關西，「向天公」之墓祭祀昔日墾荒的喪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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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的走訪過程，我不斷遭逢伯公神、防番之神靈顯靈趕走異族、無名大

墓塚的遺骨、墾民和隘丁之墓、無頭祖公婆、無頭亡魂作祟等造成地方不安

的傳聞。因為「獵首」、「殺人」、「食番肉」而衍生的種種凶死命案及死

亡現場，在不同歷史時空中交錯、疊加成一處陰晦的地理界域。這促使我開

始去調整調查的方法與認知：不完全再以帝國統治者、外來殖民者的檔案作

為挖掘和分析的對象，轉而開始重視以精神信仰、超自然（神靈顯化傳說）

與歷史現場（凶死命案地點、地方傳聞現場）的民間記憶和敘事觀，從這個

角度貼近理解那一段土地侵墾的血淚史，如何與人群記憶、心理狀態和生死

觀念接合的過程。 

 

這片人蛇混雜的淺山，既是地形接壤帶，也是人群交界、文化和宇宙觀的接

觸地帶。對於在帝國前沿使勁「拼命」的武裝侵墾人群而言，交界地帶是一

處使人陷入瘋狂的環境——銜接著凶死、衝突與不安。對於今日的定居者來

說，山景成為記憶纏繞之所，成為活人／死屍、鬼魅／神靈、虛構／現實、

歷史／記憶之間彼此混雜難分的中介空間（liminal space）。 

 

潛伏在現存客家庄人文景觀之下的陰晦空間，其實是一部「定居者」的暗黑

史，卻在篳路藍縷、披荊斬棘、開闢山林、剎猛打拚、耕山耕田等修辭用語

底中被淡化，轉寫成一部咬牙刻苦、淚汗淋漓的家園闢建史。雖然，這種感

覺確實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描述那段充斥血味的身體裂解史——屍首分離的

創痛、遺憾與仇恨，被轉化成對抗「獵首者」的動力的故事裡。 

 

但是，侵墾、逼迫、欺壓、殺戮的事情也一併在過程中發生，甚至兩者之間

互為因果。彼此力量的撕扯之物——頭顱／番肉；無頭屍／番仔膏，某種程

度讓身體的構造，分別決定了衝突與死亡的根本形式。死者的形象充盈著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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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肉身被拆解成塊狀物，各自產生自己的鬼魅敘事。若從國家的角度，永

遠無法看見這些流散、充滿生機的故事，也無法在官方地圖上的明確族群界

線中，看到這種散裂而流動的記憶傳聞，因為這是藉由各種橫越界域內外的

人群，所交織生成的液態敘事。 

 

界線——跨界流動的諸民與眾魂 

 

原漢人群互動的歷史上，沿海到山區都曾經存在各種界線。隨著界線不斷的邊變

化和推移，直到 19世紀末，北台灣淺山地帶的上空仍飄著一股濃重不散的血味，

這裡一向不存在足以統攝各種人群的政治力量，更沒有一個代表性的國家和政

府，能夠藉由正式的談判、協商來解決此地常久以來積累的仇恨——這是一處接

近無政府、私刑繁盛、不存在現代戰爭制度的山河交殺之處。在絮亂交雜的人群

空間中形成多重的社會秩序，彼此相互對質與折衝，不斷生成各種各樣的武裝爭

鬥與流血衝突。 

 

 

圖說：桃園龍潭，三角林聚落望向關西與尖石的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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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淺山地區，位處於帝國的邊界，既是官府勢力的盡頭、漢人覬覦的界外，

也是山區泰雅人遷徙到來之後，延伸至淺山的獵場。因為靠近內陸且地形複雜，

一直到日治初期仍是統治者力量無法深入之處。長期隨著地方族群彼此勢力的消

長而不斷變動，在界域的推移之間，構成一段特殊的人群流動、器物交流的歷史。

除了凸顯出足以造成帝國憂患、邊區治安問題的地理特性，也形成遊走在帝國律

法邊緣、非法群結、私通境外勢力、窩藏逃犯、醞釀反叛時機的政治條件。 

 

然而，在人群開始發生接觸的時候，每群人都跟山林、土地、溪河、樹石樹

都有很深層的連結，淺山地區仍是低度開發的景貌，環境的條件幾乎高度影

響生存的方式。從人群移動的角度來說，凱達格蘭、道卡斯、泰雅族至少在

1750 年左右都已經視此地為鹿場或獵場；客家人、閩南人在 1800 年之後開

始進到這個區域，一直到清末時期，日本殖民初期的前 5年，也就是可能發

生在 1800到 1900的這大約百餘年時間人群交會的歷史。 

 

 

圖說：桃園大溪河階地上的市鎮與後方的山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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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人、客家人、閩南人、凱達格蘭人、道卡斯人彼此在地界之間的關係，都不

只是清朝政府畫的界線，有的是已經超出界線的界線，有的是根本不存在古地圖

上的線，而是人群之間的衝突關係而形成的拉鋸空間。它除了是一個會不斷移動

的線，這些界線本身就是一處混雜性的區帶。這個彷若平行的世界裡，存在各種

彼此猜忌、錯誤認識、無法溝通的平行宇宙觀，卻又因為充滿各種地形的黑洞，

讓彼此無時不刻都可能被擠壓在一塊。 

 

不只是原漢人群之間的界線，泰雅部落與閩客聚落之間，還有和平埔族勢力範

圍之間相互重疊。這種多線交織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不是反映一

種二元的族群接觸和互動，而是將過去被人文、政治界線所分隔與簡化的主

體——各個相互衝突又交纏的人群關係（外來者／原住者；侵墾者／維權者；

殖民／被殖民者）重新複雜化。多方人馬並非以「分離」（separateness）或「隔

離」（apartheid）的方式出現，而是同一地理時空中的共在（copresence）。如

果人群界線的推移、武裝侵墾及國家政策的介入，均為影響一地聚落、部落形

成或消失的重要因素，這種說法強調了歷史運作過程中的時空要素。 

 

 

清帝國的移民政策與人群劃界手段，並沒有殖「民」山區的泰雅人，族人面

對漢人的進入，反而是退入到更深的山林，伺機反抗（除了少數歸化者），

因此僅存在對於土地的「殖墾」。現今「浪漫台三線」所包含傳統上北台灣

的淺山地區，原本從平埔族與泰雅族的獵場，到清帝國劃設的「隘墾區」和

武裝村落的構築，經過了數代人對土地的墾殖。進入到日治時期，隨著隘勇

線的推進，才真正是對族人與山地的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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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接觸地帶的人群分布、地理界線的形成中，我感受到在「人」的力量之外，

「靈力」也在界線的內／外交互作用。這些死者，這類無頭屍身，時常變作

一種難以被化解、無法輕易和解、不可被超渡的亡靈——無頭鬼。鬼魂是否

存在並不重要，也不是歷史事實與否的問題，而是透過人們的經驗、傳述與

信仰所呈現的無頭鬼形象，在漢人與族人之間都以「見鬼」的傳聞被流散，

溢出了既有的文化觀和宇宙觀，讓這種鬼魂具有在不同宇宙觀之間遷徙的力

量。 

 

 

圖說：桃園龍潭，三角林聚落一帶遭不明人士斬首的無頭伯公神像。 

 

面對主流漢人社會遺留的「定居者記憶」與「定居型殖民的歷史」，讓我覺得有

必要重新回溯這個區域的人群關係，可能最為複雜的時期，思考各種群體如何參

與到這個歷史的過程裡面，從斷頭河、襲奪灣、脊谷、石頭、山林、紅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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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在「歷史地理學」與「地理歷史」視角下的物群、人群關係，包含了泛

靈物、自然物的部分——也許可以讓我們今天在重新反思人與人、人與物、

物與歷史、歷史與記憶、記憶與當今現實的關係。 

 

對我而言，這些和人群之間都有多重關聯性的歷史，卻難以和對方述說的記憶，

具有觸發彼此重新理解過去、解開誤會的契機。因此，如何化解彼此的關係？是

否不再以當代的「族群對立」或是「政治鬥爭」的方式，而是在具有細膩度的感

受中找到足以協商的空間，才能進而去面對這段血淚歷史所產生的誤會？也許從

每個部落與客庄開始認識，是一個根本可行的方式。 

 

部落與客庄——村里化的歷史 

 

在 1700 到 1750 年間，活動於龍潭、關西淺山丘陵地區的原住民，是泰雅族大

嵙崁群與馬裡光群的馬武督社原住民。泰雅人早在客家族群進入此區域之前，

已經從山地延伸到淺山地區活動，導致雙方時常發生衝突。接著，從清乾隆到

清光緒的百年之間，原漢關係持續緊張，維持著一定密度的互動關係。雖然總

體來說，客家移民不斷的將墾地向山區推進，但是「墾戶棄墾」、「佃人被殺」、

「隘防廢弛」、「墾地復為番地」之事反覆發生，墾區與隘防線的範圍也經常

變動。 

 

晚清「開山撫番」的政策下，國家力量進入此地的山區，讓泰雅族與漢人的關

係更為複雜與微妙。當時的泰雅人可以持續（在有部落內部或外部因素的情況

下）對某個漢人村莊進行「獵首」，又可以和另一處漢人村莊發展友誼互利的

商品交換關係，甚至同時間有條件地讓漢人進入到部落的領域上伐樟製腦。十

九世紀末的馬武督部落與周邊數個漢人村莊的關係即是呈現此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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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當時每個泰雅部落與附近漢人村莊之間的關係都不一樣。這也是當

時許多從外地前來、搞不清楚複雜情況、又剛入山工作的漢人所懼怕、困惑的

部分，因為多數漢人並不完全理解泰雅人的土地觀念和宇宙觀。同樣的，漢人

村莊也會有一些勢力較強、人丁興旺的家族，長期和部落在土地方面有所糾紛，

也會有熟稔泰雅語、擅長和特定部落族人打好信任關係、建立對話管道的家族，

往往可以避免被獵首的險境，使時不同村莊和家族在面對「番害」，會有不同

輕重程度的傷亡。取決於個別村莊和部落，以及特定家族與家族之間的關係，

無法以整體「族群」的單位來看待這之中的人群交往、對立與衝突等多元互動

的現象。 

 

 

圖說：戰死山野日本軍警與頭骨（示意照片）。 

 

1895到 1900年之間，因為清帝國的官制隘防再次撤守，一些地方必須回到私人

武裝防禦的狀態才能存續，一些地方則復為「生蕃地」。1905年之後，北台灣

各地的閩客山村，因為由現代國家機制、殖民軍警的隘勇線推進政策，原住民

與客家族群的生活空間，被國家軍事力量劃分的界線隔絕開來。間接地讓淺山

地區原本需要透過隘防才能存續的客家山村得以安穩發展，也讓原漢人群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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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緊張的衝突關係逐漸趨緩。直到今日，除了銅鑼圈有部分蕭家族裔、關西境

內有部分衛家等平埔族墾民後裔之外，本區域各村落的人口以客家族群為多數。 

 

 

圖說：新竹新埔，竹塹社後裔的三姓祖塔。 

 

今日，在泰雅人退移之後、在多數平埔族人們隱身之後，歷史已經被客家、閩南

等定居者為主流的「開發史」敘事，進行敘事框架的置換和移轉，掩蓋了族人為

主體感受的「抵制侵墾史」。悲哀的是，在幾近條列式的官方紀錄，僅能從文字

紀錄、官僚檔案、社會結構、土地制度層面審視土地的過去。隱藏在民間歷史中，

諸多人群互動的細節，以及原住民這端的口傳敘事，仍然有待後續的挖掘和理解。 

 

面對歷史現場，需要透過具有地理感的踏查，去串連起點跟點的關係。這需要一

種村落化的調查意識，以「莊」與「社」為單位的互動關係視角，細緻的進行一

種村里化空間與家族生命記憶的考察。比如，透過以地方傳統聚落（時常是以村

里之間的人際網絡範圍為單位）的口述記錄與家族史經驗，來重新述說「食番肉」



25 
 

歷史，也許可以面對歷史書寫在情感上的困境（往往地方上的知情人士會掩蓋或

含糊帶過）。 

 

每群人在今日都有失落、遺落與不完整的歷史，正視在各自身上所不願多談的部

分；正視雙方或多方人群勢力在接觸、疊覆和擠壓之後，所隱沒在歷史陰影下的

那個部分。如同兩個板塊在相互交疊、擠壓之後的「隱沒帶」，正是人群接觸地

帶所遺落的一塊歷史暗部。因此，如何重拾遺落在民間的歷史殘骸，回溯那些怎

麼也說不清楚的記憶、無以名狀的卑屈經驗，透過個別傳統聚落與部落為基本單

位的書寫，看見人們看待歷史的視差，體會到人群記憶流動的關係，對我來說是

重要的事情。 

 

記憶——歷史的視差 

 

雖然這幾年間，因為在部落與客庄之間來回地奔波，內心一直有著對於「通

事」（昔日原漢族群之間事務的中介者）的不安。但是，奠基於對彼此認識

而產生的寫作，讓我暫時壓抑「不會寫字」的焦慮，在有限的閱讀和無盡的

實地訪問、行走之中，逐漸感受到一些理解歷史的疑難和空缺。也許這是很

粗糙的印象，但在涉及到原住民族領域的「漢人開發史」研究中，漢籍研究

者多以文獻、檔案的翻檢與爬梳，來重建和理解歷史過程與當今社會的關係。 

 

清代的邊疆治理、隘墾社會、邊區社會等研究，以及日本殖民體制下的蕃地

治理、蕃地行政區劃的研究文獻不少。但是，清帝國統治的 212年間，北台

灣淺山地區原住民各部落的情況和歷史，目前並沒有很清楚的史料和圖資，

以至於鮮少相關的探討。某種程度上，這也讓我們難以細緻地探究那些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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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前沿、臨近平原丘陵一帶的泰雅部落，在過去 200多年間的歷史和社會

變化。 

 

 

圖說：《淡新檔案》中龍潭南側、關西一帶的墾區圖。 

 

特別是對於清代「隘墾區」中各個拓墾家族與墾區莊的發展，以及 19世紀末

「開山撫番」番政策下地域社會轉變的書寫，仍從漢人為主體的「移墾社會、

隘墾社會」、「邊區社會」與「內山開發史」的角度進行討論。大多數涉及

北台灣「內山」地區客家移墾史的書寫，鮮少進入到部落去理解族人的生命

處境、口述歷史與記憶。另一方面，從事原住民歷史研究的學者，似乎也鮮

少理解漢人或客家人對於歷史的記憶形塑與當代現象，僅積極地進行部落家

族史、生活史與文化儀式、傳說、族語採錄的保存與和書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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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令我敬佩的工作，也讓我受到不少啟發，但總覺得雙方研究的距離

和交集變得很遙遠，這種族群之間的心理距離、研究領域之間的距離，甚至

讓我感覺比淺山地帶客家庄和泰雅部落的實際距離還要遙遠。我總想著這段

距離要如何重新銜接與對話，不僅是書寫領域和不同族裔之間的心理距離，

也是不同人群在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中的距離。 

 

部落跟客庄之間因為形成的歷史、地理的條件，以及人群移動與遷徙的方向性，

文化的差異，土地觀念的不同，在回溯歷史的時候，對彼此的過去都還有很主

觀的表述，進而出現一種歷史視域的視差。也因為如此，我這幾年下來，時常

聽聞耆老說故事的感覺往往會是——雖然此地的人群不曾擁有過任何先進而精

良的武器，但憑藉著肉身、槍彈與刀械，也足以捏塑出一段令人動容、卻也時

常駭人聽聞的歷史。 

 

在土地開發史方面，從客家耆老的角度，往往被傳述成艱辛墾荒、胼手胝足、開

山闢林的「苦行」，而掩藏了存在「侵墾」行為的事實。對當代的閩客耆老而言，

「誰開墾就是誰的土地」為內建於早期漢人移民社會的土地使用觀念，因此在受

訪耆老的觀念裡，開墾土地並非強佔某人的土地，因為只有透過開墾，土地才會

是開墾者所有。 

 

必須被開闢的土地被認為是無人的荒野，土地是需要經過開墾，才能為人所使用

的地方，而漢人與土地之間的聯繫是透過開墾的方式固定下來。這種土地使用的

認知方式，與泰雅人對於土地倫理及生活領域的認知完全迥異。更嚴重的是，因

為土地是清帝國所分配的、合乎制度的、申請墾照而來的，也是開墾者所開墾的，

所以沒有被分配、位於制度外、無開墾的泰雅族人並不能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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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桃園楊梅，隘口寮聚落一景。 

 

依照此種觀念，開墾者將所到之處，完全視為需要進行拓墾的荒埔，並進一步因

為需要居住，反客為主的將原住民視為「外於這片土地」的外患，不能使其進入

「已開墾」的土地，故需要設置隘防阻止原住民的這種「外患」進入。2 從泰雅

人的角度，這些土地開墾與分配的過程，實際上都是殖民當局與隸屬於其下的墾

民（漢人與平埔族），單方面進行的一系列未經協調、任意開墾、分配土地的暴

力侵佔過程。3 

 

也因為根源於土地觀念的差異，而泰雅人過來到「漢人所開墾的土地」獵首，族

人就反過來在漢人的觀念中成為侵犯者、危害到漢人生命安全之族；而漢人的土

 
2  梁廷毓，〈桃園龍潭進山地區耆老口的原客族群互動記憶〉，《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館刊》14（2017.12），頁 135-136。 
3 梁廷毓，〈桃園龍潭近山地區耆老的原客族群互動記憶〉，《歷史台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 

  刊》第 14期，(臺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7)，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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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觀念又將自身是侵占土地者的角色忽略或淡化，將自己反過來成為被侵擾者、

受害者。因此，當代閩客耆老對於「番害」的記憶中，並沒有明顯的「漢人侵逼

說」，反而因為親人的傷亡而主觀上認定自己是受害者4；泰雅人則被想像與重

新建構成為加害者。 

 

比如，生活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那一代泰雅人，生命中經歷了遵循祖遺律而

進行Mgaga、到日本殖民政府禁止獵首，獵場生態從物種豐富到童山濯濯、砍伐

殆盡、以物易物到貨幣交易、共享觀念到財產私有制度等。使獵首成為當時沿山

地區的部落，面對漢人逐漸增加的人口數量與整體環境壓力、面對生活習慣與社

會價值可能有所轉變的威脅，所形成不得不為的最終選擇。 

 

這導致部分泰雅耆老在描述「獵首」漢人的記憶中，已經鮮少有原來宇宙觀與傳

統儀式觀念的支撐，反而被自己簡化為殺人惡行、從而遭致詛咒的後果。這之中

也沒有族人被欺壓的「弱勢說」，反而有些耆老將祖先放在「殺人」的加害者位

置，漢人則是被想像與建構出來的被害者。5另一方面，有些耆老則認為歷史中

既存在著「漢人侵逼」，但也覺得過往祖先殺人違反了祖律，以至於後代產生厄

運，形成兩個矛盾的力量持續並存的複雜現象。 

 

閩客耆老則將「獵首」儀式簡化為「剁人頭」，因為凶死觸及到漢人對於死亡的

禁忌，更加無法諒解讓祖先人頭落地的兇手，進而將獵首儀式描述為「殺人」，

不時以會以「食番肉」的方式洩恨。族人也無法完全理解，當時漢人社會內部出

現的人口壓力和生存需求，也無法接受漢人對山林、土地殖墾、侵佔獵場的行為，

 
4 梁廷毓，〈龍潭、關西地區的「番害」記憶之口述調查〉，《臺灣風物》第 70期 2卷，(臺北： 

   臺灣風物雜誌社，2020)，頁 181。 
5 梁廷毓，〈新竹沿山地區泰雅部落的原漢族群互動記憶〉，《第六屆全國原住民族教育與文化發 

  展研討會論文集》，(桃園：私立新生醫專，2020)，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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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認知和社會觀念都有所差異的情況下，成為需要透過Mgaga（以獵首作為

最高的仲裁儀式）來解決問題漢人惡行的最後手段。 

 

 

圖說：Tusuy Bayan耆老家族傳下的獵刀。 

 

在一些道卡斯與凱達格蘭家族後裔耆老中，並沒有從漢人的角度敘述「開發史」，

而是強調家族在開發歷史中的重要位置，尤其在而對於客家人的描述上，則強調

自己作為帶領者與保護客家人的角色，帶領客家人但內山地區開墾、保護漢佃免

於遭受泰雅族的攻擊。這種「高位視角」強化了自己與漢人之間在開墾工作上的

位階關係。而在敘述與泰雅族互動與衝突的記憶時，隱含著一種文明進步論的思

維，會將「平埔族」與「高山族」進行當代的解釋與位階的區分，暗示我族（平

埔族群）是比泰雅人還文明的族類，進而區辨出「較文明╱非文明」的認知。 

 

其中有一些歷史認知上的差異，來自於世代之間的以訛傳訛或加油添醋，進而對

彼此產生印象式的誤解；而對於異族的想像，在缺乏理解和時間積累的過程中不

斷被加重。從過去人群到當代族群之間的劃界過程，又明顯地受到晚近族群分類

體系、殖民知識與清帝國族群政策的重重影響。 



31 
 

 

 

圖說：桃園龍潭，霄裡社後裔的蕭家先祖牌位。 

 

如果人是活在一個由歷史與想像所建構的現實裡面，那麼對人群記憶樣態的考

察，則可能用來朝向一種現實關係的重新型塑。因為經由記憶所捏塑出的歷史認

知，會直接影響到今人認定其他人群的方式。除了各自歷史視域的錯差，也存在

人們在過去／今日認知上的時空錯置，形成對歷史事件的各自表述，甚至造成難

以化解的情緒和誤會。  

 

我想，這本書所探詢的是接觸帶與交界帶上原漢人群的身影，這條界線在北台灣

的歷史上，似乎逐漸由濱海沿線推至淺山地帶，因而從平原、丘陵至淺山，處處

都有因為雙方接觸、衝突而留下的地名、記憶和物質痕跡，形成一條充滿血與汗

的界線。這條界線在百年前逐漸停緩在今日「浪漫台三線」一帶，雖然呈現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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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幅度的擺動，但激烈衝突所導致的血汗味更為濃重。 

 

如果你一開始是循著血味、跟隨著找死和尋鬼的心理而來的讀者，或被「獵

首」和「食人肉」的悲痛歷史所吸引，那倒也無妨。希望當你開始閱讀這本

書時，會開始進入到地方紋理和歷史脈絡之中，有些事情會比你想像的更錯

縱交雜，甚至一改原本對歷史、對族群關係的理解。這是我的目的之一，亦

是對書寫作為一種藝術與社會實踐的期許之一，其餘留待後面述說。 

 

 

圖說：本書內容涵蓋的桃園大溪、龍潭、新竹關西地區之衛星空照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