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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木瓜番在近代東臺灣歷史上，是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族群。其祖先來到東臺灣

的木瓜溪流域之後，因應與周遭族群不同的互動需要，曾經擔任臺灣東部與西部

物物交換（以物易物）的中介者，也曾給東部的族群相當大的威脅。 

他們與鄰近的內太魯閣番、外太魯閣番經常處於敵對的狀態；與七腳川社的

阿美族人，則除了偶有衝突之外，彼此往往是「攻守同盟」的朋友，在 1908 年

12月「七腳川事件」發生時，他們還一起聯合起來反抗日本統治當局。 

歷來對於東臺灣族群的研究，木瓜番並沒有被作為主要的對象來探討，對他

們的記錄，呈現相當模糊的狀態，尤其是在清帝國統治晚期，到日本統治初期，

其部落的變遷與分佈，甚至成為謎。 

本研究透過文獻、調查報告書、口述歷史、專著、地圖等，以使得木瓜番的

歷史變遷能夠呈現出來，希望一方面對原住民族歷史的還原有助益，一方面也可

補充東臺灣歷史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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