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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李玉芬是一位研究紮實的地

理學者，她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取

得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在臺師大就讀期

間，聚落、區位、生活空間與生活調適等問

題都是她關注的焦點，因此她分別以〈臺灣

北部山區的煤礦聚落及其居民的生活調適〉

（注1）及〈綠島的區位與人文生態的變

遷〉（注2）這兩篇學位論文，取得地理學

碩士與地理學博士學位。

本書其實也是作者的研究興趣與核心

議題的延續，作者將研究區域移至臺東平原

上，透過作者所專精的田野調查方法、人地

與空間觀念及地圖技術等，對於「馬蘭阿美

群」（卑南阿美群）的部落變遷問題，提出

重要的研究成果。

「臺灣原住民」（Taiwan aborigines）是

人類學及歷史學這兩個學門長期關注的研究

對象，然而以往的臺灣原住民研究大多

關心「傳統」原住民部落的歷史發展

與生活文化，隨著近一、二十年臺灣

都市化日益顯著，臺灣原住民生存的

空間也逐漸受到現代化與都市化的衝擊，

使得他們的生活空間面臨頗大的轉變。然而

學界對於臺灣原住民的現代化衝擊較少著

墨，其中楊士範及李玉芬兩人長期關注都市

原住民的生活樣貌，則是眾多臺灣原住民研

究成果中的異數。

楊士範是少數探討原住民都市部落的

傑出研究者，他的《礦坑、海洋與鷹架：近

五十年的臺北縣都市原住民底層勞工勞動

史》（注3）一書，探討早期原住民從原鄉

到都市的生活歷程，這些來到都市的原住民

有極高比例從事最基層、最粗重的勞動工

作，原住民因此逐步被吸納進入國家和資本

主義的市場經濟中。楊士範另一本著作《阿

美族都市新家園：近五十年的臺北縣原住民都

市社區打造史研究》（注4）則是以自身與原

住民接觸的生活經驗，說明這些原住民在城鄉

遷移的政經社會氛圍下的社區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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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楊士範以移居臺北縣市的原住

民為研究對象，李玉芬選擇臺東平原的「馬

蘭阿美群」為研究對象，移居臺北縣市的原

住民在工作穩定後便找尋部落親友，在某地

舉行慶典凝聚部落情感；然而，「馬蘭阿美

群」在清治末期以來，飽受漢人入墾的侵

擾，馬蘭建社之初的七座集會所（sefi）也

陸續被變賣，維繫部落社會組織的核心基地

消失後，部落族人紛紛遷居郊區，終於使得

原本聚居於臺東市區的馬蘭社部落成為界線

模糊的族群面貌。楊士範及李玉芬從各自的

學門專業領域（楊士範為社會學及人類學背

景；李玉芬則是地理學背景）出發，探討這

兩個不同組合面貌的現代原住民，兩相對照

下確實可發現許多有趣的現象。因受限於篇

幅，本書評茲就李玉芬的新作《消失中的都

市部落？：臺東市馬蘭社阿美族生活空間的

形成》一書進行簡單的介紹及評述。

本書分為六個章節：〈緒論〉、〈社

群、空間、與再現權力：從文獻與地圖資料

談馬蘭社阿美族部落地圖繪製的意義〉、

〈臺東市馬蘭社阿美族的「風箏故事」傳

說〉、〈消失中的都市部落？：臺東市馬蘭

社阿美族生活空間的形成與轉變〉、〈馬蘭

社阿美族集會所的區位、功能與臺東平原社

會環境的變遷〉、〈臺東市馬蘭社阿美族的

傳統集會所與部落社會的中心性〉。

在〈緒論〉部分，作者說明本書的研究

問題意識、相關文獻與研究資料來源，本書

以歷史地理學的方法，探討臺東平原馬蘭社

阿美族生活空間的形成與轉變，包括其進入

臺東平原以前的部落遷移、祖源神話傳說、

風箏故事、及其在臺東平原建社後，歷經日

本政府、國民政府統治的百餘年來，部落生

活空間的形成與變遷，並以其社會組織基地

的集會所的區位、數量與變化，審視此一位

於臺東市的都市部落，如同因應外在社會環

境的變遷與衝擊，發展與調整族群的生活空

間與社會組織。

近年來繪製「部落地圖」的風氣蔚為

風潮，作者也非常關心此一議題，在第二章

〈社群、空間、與再現權力〉中，作者提到

馬蘭社繪製部落地圖的過程與意義。地圖是

權力的一種展現，從15世紀歐洲探險活動以

來，強國們可藉由地理探索繪製出貼近真實

面貌的地圖，因而也激起其建立龐大帝國的

強烈慾望，地圖的繪製不僅只是紀錄地景地

貌，它更反映了地圖與權力的結盟情況。馬

蘭社阿美族進行部落重建工作時，也希望藉

由部落地圖的繪製來完成重建工作，這種

「部落參與式」的部落地圖繪製，具有主體

性意識的社群歷史與文化書寫的意義，藉由

部落地圖的繪製，社群生活空間不僅獲得重

建，而社群自主權力也因而再現。

放風箏是傳統馬蘭社阿美族男子日常

的娛樂活動，作者於第三章介紹〈臺東市馬

蘭社阿美族的「風箏故事」傳說〉，作者透

過文獻資料及阿美族耆老的口述訪談，將日

治時期與戰後時期的阿美族「風箏故事」清

楚地勾勒出來。阿美族是一個沒有文字的民

族，但他們卻能發揮高度智慧於傳襲性的神

話與傳說之中，藉此維繫其傳統性的生活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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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社會秩序、宗教信仰、道德規範及民族

歷史等。在本章結論，作者也提到一個重

點：從風箏故事中，臺東平原卑南族各社和

馬蘭社阿美族，長久以來共享臺東平原的資

源和生活空間，有相當頻繁的部落及族群

互動，因此文化、歷史、生活、傳說或神話

上，都因此有密切的交流。

第四章〈消失中的都市部落？：臺東

市馬蘭社阿美族生活空間的形成與轉變〉是

本書的重頭戲，作者以歷史敘事方式，依照

時間的先後，探討馬蘭社阿美族進入臺東平

原、建立族群生活空間，以及部落轉移與分

化的過程。馬蘭社阿美族進入臺東平原海岸

地帶建立部落的時間，至今僅約一百六十餘

年，與當時漢人、西拉雅平埔族進入臺東平

原的時間相近。馬蘭社阿美族遷到今日馬蘭

地區後，便在部落四周及核心，總共設置了

7個集會所，作為守護部落的據點，到了日

治初期，馬蘭社阿美族已經成為臺東平原人

口最多的部落。日治時代業主權查定雖使馬

蘭社阿美族的部落土地所有權得到確立，但

許多族人在「不懂得去登記」的情況下，無

法取得土地所有權，因而喪失大片耕作地。

戰後時期馬蘭社阿美族又產生「祖、分

家聚落」空間分化的現象，戰後臺灣東部阿

美族的移民分布，有兩種趨勢：一為東部地

區鄉鎮的拓殖，並建立新部落；另一則為各

部落阿美族向都市遷移，主要移入基隆市、

臺北縣、臺北市、桃園縣及高雄市等地，成

為都市原住民，或是從事捕魚的行業。戰後

初期，漢人不斷移入臺東市區，使得原範圍

內的阿美族大量移出馬蘭部落，另外遷至臺

東市近郊，或遷至臺灣其他的都市地方。移

出馬蘭部落的阿美族，仍有相當的比例留在

臺東市範圍內，只是往臺東市郊移動而已，

這些馬蘭社阿美族族人離開祖家部落後，遷

至臺東市郊成立分家部落，馬蘭社阿美族之

所以遷離祖家部落，據作者訪談推論應與躲

避日本政府「原住民勞動」（苦力）徵召，

以及阿美族和漢人得「換番」交易有關，在

不熟諳漢人貿易法則之下，馬蘭社阿美族族

人往往需要用土地償還積欠米廠和雜貨店的

借款，終致土地不斷流失。再加上祖家馬蘭

所有的集會所被變賣後，各分家部落（除了

四維之外）也都沒有集會所，便使得馬蘭社

阿美族族人隱身臺東市各角落，似乎成為消

失的族群，僅能在馬蘭社阿美族族人舉行豐

年祭時，才能見到他們的身影。

承續上章節馬蘭社阿美族生活空間的討

論，第五章〈馬蘭社阿美族集會所的區位、

功能與臺東平原社會環境的變遷〉則探討集

會所從建社之初，到戰後時期的變化情形。

清朝政府的「開山撫番」政策成效不彰，

卑南社及呂家社侵擾、衝突事件頻傳，因

此清治時期便設置多達7個集會所。日治時

代以後，馬蘭社集會所的功能及其區位考量

都有了變化，國家勢力開始一步步地介入部

落，再加上日本政府明令禁止卑南社向鄰近

部落征收「納貢」，以及施行業主權查定措

施，部落集會所原具備的防禦功能因此日益

減低。戰後時期漢人大舉進入臺東市，在漢

人的壓力與需求之下，集會所一一被變賣，

探尋臺東阿美族的足跡─評《消失中的都市部落？》



馬蘭社阿美族的生活與娛樂空間大減，青少

年也失去夜宿的場所，致使馬蘭社阿美族的

社會組織產生頗大的變化。近年來，在族人

要求之下，終於在祖家部落的原址重建集會

所，但仍是無法解決空間狹小問題，豐年祭

仍分兩地舉行。

第六章〈臺東市馬蘭社阿美族的傳統集

會所與部落社會的中心性〉依舊以集會所作

為討論焦點。傳統集會所是年齡階層組織的

運作中心，但歷經日治與戰後統治後，馬蘭

社青少年及未婚男子夜宿集會所隨時待命、

執行防衛與聯絡的任務隨之解除，雖然新建

「馬蘭山胞活動中心」，但集會所只成為部

落開會的地方、豐年祭時長老休息的地方、

和部落重要祭儀舉行的地方，夜宿集會所的

規定從此解除。

本書是一本地理學與歷史學兼具的著

作，集會所是臺灣原住民舉行重大祭典節慶

的場所，也是阿美族青少年及未婚男子夜宿

之處，惟以往人類學界探討臺灣原住民集會

所與慶典儀式時，大多僅能進行當代時空的

介紹與討論。本書作者卻透過紮實的文獻收

集與整理方法，配合地方耆老的口述訪談資

料，將馬蘭社阿美族在臺東平原的歷史發展

及分布情形做了清楚的說明，使得讀者對於

臺東市馬蘭社阿美族的生活空間有了非常明

白的認識，將以往的學術空白予以填補，可

堪稱為東臺灣研究難得一見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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