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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容器變成�物的⽵⼦

      對�⼈來���別�南�南的�⼈�⽵⼦是⽣活必須；⽤作住屋的建材�

交�⼯具的⽵��寫字紙的紙����的鞋⼦���拿來�⽤的⽵��對原

住⺠來��⽵⼦�很重��但卻不是⽤來吃的⽵��⽽是⽤來防衛的刺⽵

林�⽤來盛裝�出狩���材的容器�

      台灣原⽣⽵�僅��⽵和刺⽵兩種��⽇常⾒的孟�⽵�桂⽵��⽵都是

⽇治�期才引�的經濟作物��⽇原住⺠�味�常⾒的⽵��是⽇治�期�

�⽣�的⽵林視為經濟作物�引�原住⺠部�之�才出現的��別是⽤桂⽵

容裝���軟�的���結成團�被具���的⽵��包�的�式�更是�

年原鄉旅�興盛之�才出現的（註⼀）�

      ⼭中野���常⾒的⽵�雞湯�⽵��⾁絲則是⼭��源融���⽂�的

�式�現�原住⺠�員會羅�的⺠���裏就�⽵��（卑南��鄒�都

�）��⽣⽵��⽵�⿂��喬桂⽵��⽵林製品�⽽泰��主�居�的�

��泰�鄉更是�國桂⽵�的�⼤⽣產���顯�經�百�年的⽣活變��

⽵⼦在原住⺠��和經濟⽣活中已經佔�相當的重�性�

⼀�⽵��⾁絲�⼀�原鄉中的⽵林產物是原住⺠被��的��啊�

�來政�對原住⺠�的「治理」

      對原住⺠來��和�來者的���是慘痛的經驗��治��⽒治台�期�

原住⺠都曾被⼤量���其�下的村社⼟�便成為�⼈先⺠「�路����

�⼭林」的基礎��治�期則是�⼈⼤量來台�促使台灣成為��⽂�為主

�的轉��期�

      期間�雖�依照⼤�律�規定��⼈墾戶�原住⺠村社頭⼈訂定合法�

約�繳交租⾦（所�的�⼤租）��得村社��⼟�開墾�利的平和的⼟�

轉�故事�但�並不是⼤��更�發⽣的是�⼈對原住⺠的詐欺��趕��

⾄是�之視為�材��物����剝⾁�剔�製成「��」�的駭⼈⾏徑

（註⼆）�

註⼀�⾼⼀⽣的⻑⼦⾼��先⽣在《拉拉庫斯的回憶》⼀書中���早期⽵��使⽤的是台灣

原⽣�⽵��來才改⽤桂⽵�因為桂⽵��別的⽵��煮出來的��天�的包������

��是�⽇原住⺠�味�常⾒的�⾊�

註⼆��傳《台灣⽇記���》（ 1 8 9 2）��岡�《台灣�俗誌》（ 1 9 2 1）��督府的《台

灣�督府�⽂��》�傳�⼠⾺�的回憶��提到���俗和⾒��

⾴ 3 - 4。



      �續��政府積���台灣�⼭��⼭征討不服�治的原住⺠的「開⼭�

�」�略�⽇本�⺠政府�在平定�⼈的�抗��先�⻑��百�⾥的�絲

�「隘�線」圍堵原住⺠�再�⼀步為開採台灣的⼭��源��鎮�討伐為

主��赫懷�為輔�在原住⺠社會中展開同�和強制現代�的⼯作�

      戰���⼿�治的中�⺠國政府在原⺠的���政��法規上���⾃⽇

治�期�唯⼀的�異不�是從「⽇本�」的同�轉變為「中國�」�在官⽅

思維裡�具�南島⺠�⾎�的原住⺠�是中�⺠�的⼀�⼦�整�來��⼀

百�年來官⽅的做法�對原住⺠⽽⾔�「現代�」意味��傳�⽣活絕對�

��否�⾃�的⽂���⾄⾎緣�

被「現代�」的原住⺠

      ⽇治�期��⺠者�西⽅⽂�轉譯為⽇本⼈理�的⽅式引�台灣�受到影

響的不只�被稱為「本島⼈」的�⼈�原住⺠�受到現代⽂�的衝擊�在�

受現代�知識的同��原住⺠⼀⽅⾯被�改變了個⼈的⽣活⽅式���知到

⾃��群的��命�的變��

1940年��信��旦被�為台灣⾼砂�代表�參加⽇本紀元2600年�典�
�為當年��四國��⼦⽇野�四⼦參拜�良春⽇神社
（��來源∕維基共享�源）



       �旦 ‧�促是泰��的�頭⽬（註三）�世居�部⼭�的泰��⾃�代�
來就是被�治者「開⼭��」的對����被�從三�⼤豹�向桃�⾓�⼭

���在⽇治�期⼜���⺠者「理�計畫」的軍事攻擊���不得不投

��並且�⻑⼦�⼈質��交給⽇本官員���唯⼀�件是讓�孩⼦受�式

���因���的兒⼦�信 ‧�旦改�為渡井三郎�

      ⼀九⼆⼀年�信從台灣�督府�學專⾨學校（�國⽴台灣⼤學�學院）�

�成為台灣原住⺠�⼀位西��並回泰��部�為�⼈服��因為現代�知

識�成為⽇⼈和�⼈之間的協�者�並受到�督賞識⽽�������⽇野

家�再�更�為⽇野三郎�

      ⼀九四○年��往⽇本參加「開國⼆千六百年�典」�是⾼砂�唯⼀代

表�之��更成為�督府評議會員�是⽇治�期�少�擁��台知�度的原

住⺠�戰���⼜當�為台灣省臨�省議會議員�且��政�轉���再更

改��為林瑞昌──�是⼀九五四年��被���判�書上的�字�

      另⼀位原住⺠��是出⽣在�富野部�的鄒��袖⾼⼀⽣（註四）��的

家�就是在⽇本�⺠者「理�政�」中成⻑的「現代�」原住⺠��的⽗�

阿巴⾥是�順�⺠者��⼀代�受⽇本��的部��袖之⼀�⽽⾼⼀⽣⾃⼰

則是受�完整師���（相當於�⽇⼤學��）的⾼�知識�⼦�在���

��童��所�師兼駐在所��（⽇⼈���師合⼀的治��式）�太平洋

戰爭�期������年團團⻑����⼈「破除�信」�「開墾��」�

「推�經濟作物」�

    ����⼈�植�⽵��求�⼦研發⽵�相關�⾊�戰��成⽴���

場��⼒於改�鄒�⼈的經濟⽣活��的⼦�在戰爭結束��都受�良��

��家裡�⼤量�書�休閒⽣活是�賞西洋古典⾳��由於具�在��袖的

��和�⼒�在⼆戰之�被�收的中�⺠國政府�命為�⼀�台南��鳳鄉

鄉⻑（鄒�⼈主�居住���⽇的嘉義�阿⾥⼭鄉）�就是���⼀家三代

⼈的經�正是鄒�����現代�的縮影�但�家�和⾼⼭⺠�發展的⼀切

可�性�都���在⼀九五四年因�污�����被���嘎�終⽌�

註三�泰��的命�原則是⽗⼦��制�在⾃⼰的�字�⾯加上⽗�的�字��信�旦就是�

�旦的兒⼦�信�

註四�鄒�原�為吾雍 ‧��烏�卡那  UYONGU  YATAUYUNGANA�⽗����被⽇本郡

守收�改�⽮�⼀⽣�戰�再更改��為⾼⼀⽣�鄒�的��⽅式是在個⼈��⾯加上是��

和出⽣��鄒�原居於⽟⼭上�原��個古�⽒�� YATAUYUNGANA是其中之⼀�改⽤�

�之�原⽒��和��各�對應�YATAUYUNGANA就是⾼⽒家��

其�尚���楊�⽯�湯���汪�⽅��⾴ 3 - 4。



⾼⼀⽣ ��來源∕維基共享�源 臺灣原住⺠泰���袖�信��旦（林瑞昌）

       �兩位不同���但都受到⽇⼈現代���影響的原住⺠���在�們

�得現代�知識��不��求個⼈�家的發��更在意的是�⼈⽣活和各⽅

⾯的改��

      ⾼⼀⽣��信 ‧�旦�樣的原住⺠��終其⼀⽣在�⼈�益和�來�治者
之間�旋�但在⼤⽇本帝國和中�⺠國�兩個�具�太陽��的旗幟的政�

之下��們付出的是⽣命������被污�的代價�

      被⽩⾊�怖�除的原住⺠��

戰��因�對�政府「光�」的期��在�⺠�期被�同�的原住⺠期��

�年抗戰�⽇本投��光�了台灣�可享受三⺠主義⺠�平�之德政 …光�

了台灣�被⽇本�放�⼭的我們�應��祖先之��拜祖��是理所當�之

事�

      光�台灣�我們�應該光�故鄉�否則光�祖國之喜何在�（註五）�

信 ‧�旦向當�的�⽅政府提出《��原社陳�書》�希��回故⾥�但被
��打回�⾼⼀⽣則在鄉⻑�上組織���場�協助改��⼈經濟⽣活�並

提出原住⺠�⾃治��求政府��原住⺠⼟��但是����求�在�治者

�裡更�是「�亂」�



       ⼀九五⼆年��信 ‧�旦在省議員�上��到台灣省��司�部�「⾼⼭
����」���捕�鄒�的⾼⼀⽣�其家⼈湯守仁（曾在⼭�招�政�

中�受命����司�部少校參�）�杜�⽣（�師）�同�被捕�因為鄉

⻑�����主����場�⾼⼀⽣再被�上帳�不���污���在關押

兩年���同�六⼈在⼀九五四年四⽉⼗�⽇����

      為平抑其�⼈可�的不��浪�在關押期間�當局已經�就⼀套「⾼⼀⽣

��汙�⾏動辦法」�之�更�製⽇⽂傳單�其�曲成阻�⼭�⽣活�步�

剝�鄉⺠的�官��刺的是�⾼⼀⽣���兩�之��嘉義�檢署對其�污

�做出不�����但為�刺激鄉⺠�嘉義⼭�治��揮所�上���司�

部��「�函轉嘉義�檢���不����書勿再��」（註六）�

    從��真相⽯�⼤海�留下⾼家⼈獨⾃�受「��」「�污犯」家屬罵

��千⾟��的���⽣（註�）����原住⺠沒��⼈�都是�國家救

濟的不重�的少��群的社會���在⾃⼰⼟�上被歧視的⼈

註五��信 ‧�旦《台��海⼭�三�鎮⼤豹社原社��陳�書》

註六�戴寶村〈台灣原住⺠政治�件�⼭���（ 1 9 4 5 - 1 9 5 4）��湯守仁�為中⼼〉

註��其⻑�⾼��（��派��）原為⼩學�師被�改�歌唱維⽣��且被��成為政府作

為�交性招�的玩物�⼜因為政治�件家屬���法��唱��其��歌��⾄�法傳於�

世�（《派��》影⾳專�紀��）

1951臺灣原住⺠�袖�信��旦�吾雍���烏�卡那�湯守仁於阿⾥⼭
（��來源∕維基共享�源）



⾼⼀⽣�家⼈ ��來源∕維基共享�源

    ⽩⾊�怖之��原住⺠

���的爭���到⼀九

�○年代政治��才��

會再度被提������

本⼟�的�潮陣陣捲來�

許�國⼈才�漸從�去黨

國��的「⼤中�」視⾓

轉向注意⾃��下的��

⼟���我⼟��原住⺠

正��⾃治�設⽴專責�

構�在⼀��爭�原住⺠

��利的社��⾏中被呼

籲�

     ⼆○⼀�年成⽴原住⺠��史正義�轉型正義�員會�������史的

債����真相回�原住⺠應�的�利�經����⼆〇〇四  —⼆〇⼀六年

原住⺠�同��從 1 .9%上升⾄ 2 . 7%�但是同�間�已經正�的原住⺠⼗六

��⼈⼝�已經不��國�⼈⼝�之 2%�⽽居於「⼭�鄉」之原住⺠�只約

佔 2 3%⽽已�原住⺠�是⾏���的弱�群��⽽原野的⼭林則是回不去的

故鄉�台灣原住⺠的存在⾜�證明台灣�獨���別於中�⽂�的�史源

頭�原住⺠的存在做為�群論�的⼀環�成為台灣國�論中的關鍵�但是�

在⽇常⽣活中�原住⺠卻常常不被看⾒�

      ⼆○⼀六年��⽂��代表中�⺠國政府向原住⺠��歉�⽂告中��

「泰��語裡真相叫做 BALAY�很�真相叫 SBALAY就是和�的意思�每

個⼈坦誠�出真相之��⻑��⼤家⼀��⼀杯�讓�去的真的�去��就

是SBALAY。」

    �⽇�我們����法⾔�原住⺠�史的所�真相�怎�⼀��⼀杯�成

和���擁��較�⼈�和�⼒的�⼈��更加�⼒吧�

註��「原住⺠�」⼀詞��元⺠�其��的���意思是�原住⺠��為關照的單位�包括

�同��⾃���⽂���財產�∕⼟�����補償��（�正鋒《原住⺠�的���》）



作法�

①  ���⽔�泡兩⼩�除去鹽���乾�⽤

②  乾����⽔泡開�去�切絲�⽤

③  乾辣椒先切⼀��⽤

④  ��洗淨�切段�⽤

⑤  �⾁絲��味�（ 1）���味約 20�鐘

⑥    �⼩������⾁絲下��⾄半熟�

（�可先放 1⼤�油）

⑦  加���繼續拌��

⑧  ��加���絲��出�味�下�絲拌��

⑨  加�辣椒乾�勻��終�味�即可盛��

��⽂�烹∕陳�琪�師
�史�師�根�盟成員

⽵��⾁絲（約5⼈�)

材��

1 .��     1包（約 3 20G）

（����⽵�的頭部）

2 .乾��    ��（約 1 0G）

3 .乾辣椒    1⾄ 2�

4 .��     1⼩把（約60G）

5 .梅��⾁絲  1盒（約 2 30G）

6 .�味�

（ 1）�⾁⽤

①  �油 2⼩�

②  �� 2⼩�

③  ⽩�椒� 1 / 4⼩�

④  太⽩� 4⼩��

（ 2）�終�味⽤

①  鹽巴或�油

②  ⽩�椒�量

③  砂� 1 / 2⼩�



考量⼀�家庭�得⽅式��⼩���代⽵�

�材��

1 .⽩� 2杯（�裡⽤台中秈稻 1 0��來⾃冠

宇��⾃���）

2 .⼩� 1 / 3杯    （�裡⽤原⽣種�⼩�）

作法�

①  ⼩� 1 / 3杯洗淨�泡⽔ 2⼩��

②  ⽩� 2杯洗淨�加�開⽔ 2杯�再加�已

完成�泡並�乾的⼩����⼦�煮熟�

③  打開��攪拌�勻��上��繼續悶 1 5

�鐘即完成⼩���

⼩��（約5⼈�）

＊  �伸�讀�

⾼���《拉拉庫斯回憶》

⾼⼀⽣�《⾼⼀⽣獄中家書》

國家檔�局�《湯守仁�史�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