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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臺灣系列】 

臺灣大地之母，南投風情話 

 
《一分鐘看南投》 

舊／別名 內地、山岳縣 
總面積 4,106.44 平方公里 

毗鄰 
臺中市、彰化縣、雲林縣、嘉義縣、高雄市、

花蓮縣 
總人口 527,299 人(99) 
氣候類型 副熱帶季風氣候 
年平均溫 19.2℃ 

熱門旅遊

景點 

玉山國家公園、太魯閣國家公園、日月潭國家

風景區、奧萬大森林遊樂區、溪頭森林遊樂區、

廬山溫泉、合歡山、八通關古道、清境農場 

特產 
埔里花卉、竹山竹筍、竹山紅番薯、鹿谷凍頂

烏龍茶、名間濁水米 
 

▲ 南投位置圖 

 
位於臺灣正中央的南投，是臺灣唯一不濱海的縣，肇因其特殊的地理位置，恰如臺灣的心

臟，加以「玉山」、「濁水溪」等名山大川皆源與此，故被稱為「臺灣大地之母」。在西元 1998
年，臺灣精省前，臺灣省政府即設置於縣內的中興新村。縣境內有許多原住民族，包括泰雅族、

布農族、鄒族、居住在日月潭水畔的邵族，以及西元 2008 年 4 月才正式認定的賽德克族，蘊藏

有濃厚的臺灣原始風情文化。寰宇名師學院「走讀臺灣系列」將帶領你一同領略臺灣大地之

母——南投的自然與人文風情。 
 

臺灣大地之母 

南投地處中央山脈西側及西部平原間，土地幅員遼闊。地形由東向西緩降，但平地面積狹

小，全境山地占 83%。境內主要山脈有玉山、秀姑巒山、合歡山及八卦山等等，海拔 3,000 公

尺以上者有 30 餘座。西北部為埔里盆地群，屬湖盆地形，除日月潭外皆已乾涸。10 多個陷落

盆地，介於海拔 100～780 公尺之間。河川可分為烏溪河系及濁水溪河系，由於山高水急，河川

僅收灌溉、發電之便，無運輸之利，發展受天然環境限制頗大。 
縣內聳立的山脈會適時將來自海上的季風阻攔，為臺灣帶來豐沛的降雨量和水氣，川流縱

橫、沃壤遍布，使臺灣與同緯度國家相較格外得天獨厚。縣境內所孕育的自然生態及物種超過

全臺半數以上，是動、植物最完美的棲息地。 
南投屬副熱帶季風氣候，而東部山區隨海拔高度上升，分別呈現亞熱帶、溫帶、寒帶等不

同的氣候類型，四季皆有不同的綺麗風情。年均溫在 19℃左右，年平均雨量約為 2,100 公釐，

氣候溫和且雨水豐沛，群山環繞而水質清淨，肥沃的土壤適宜農業生產，稻田、果園與茶園處

處可見，交織出深淺有緻的翠綠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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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的歷史沿革 
年代 名稱 重要特色 

明鄭

時期 

永曆 15 年 

（西元 1661 年） 

南投縣的正式名稱未出現 隸屬於天興縣，後隸屬於北路安撫司 

康熙 22 年 

（西元 1683 年） 

南投縣的正式名稱未出現 隸屬於諸羅縣，有南投社、北投社 

雍正元年 

（西元 1723 年） 

南投縣的正式名稱未出現 隸屬於彰化縣 清領

時期 

乾隆 24 年 

（西元 1759 年） 

南投縣的正式名稱未出現 改隸屬於臺灣省臺灣府，正式設縣丞 

日治

時期 

西元 1896 年 南投縣的正式名稱未出現 經過幾度地方改制，隸屬臺中縣，分設南投郡、竹

山郡、新高郡、能高郡 

西元 1950 年 南投縣 將南投自臺中縣獨立出來單獨設縣，於 10 月 21 日

設立南投縣政府，縣治設於南投鎮 戰後

時期 西元 1981 年 南投縣 南投鎮改制為南投市，南投縣行政區畫正式區分為

1 市 4 鎮 8 鄉 

 

「南投」之名初現 

「南投」之名最初來自平埔族洪雅族(Hoanya)
「南投社」社名，該社名初見於康熙 34 年（西元

1695 年）修訂之《臺灣府志》。早期到草屯地區開

墾的漢人，聽到這裡的部落自稱「Tausabata」，讀

音有點像閩南語的「桃沙北投」，後人就稱其為「北

投社」，而把南邊的部落叫「南投社」。 
另外根據《諸羅縣志》記載：「東為南投山，

內社二，溪南（貓羅溪）為南投，溪北為北投。」

因此我們可以推知，「南投社」應該是早期漢人對

照其與北投社的位置關係而進行命名的。 
西元 1950 年，臺灣省進行政區域調整，改行

小縣制，「南投縣」這個名稱才正式誕生，而歷史

文獻中的南投地區則一直隸屬於彰化縣或臺中縣

之下。 
 
 
 
 
 
 

▲ 南投縣行政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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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大地震 

由於中央山脈仍持續造山活動，加上地底

有許多板塊斷層，使南投的地殼十分不穩定。

西元 1999 年 9 月 21 日凌晨 1 點 47 分，中部地

區車籠埔斷層錯動，引發內陸淺層地震，連帶

使雙冬斷層、隘寮斷層、大尖山斷層、水里坑

斷層幾乎都受牽動；埔里牛眠里甚至有長達300
多公尺的地裂，其破壞力極大，地震強度達芮

氏規模 7.3 級，是臺灣在西元 20 世紀最悲慘的

天災。 
由於南投縣集集鎮位處震央，臺鐵集集線

鐵軌嚴重扭曲，集集車站嚴重傾斜，車埕車站

被震毀；魚池鄉的日月潭地標拉魯島面積縮

小；山峰移位、道路崩坍、高樓倒塌，蒼翠的南投在一夜之間滿目瘡痍、哀鴻遍野。因大小餘

震不斷，接連發生許多山崩等災情，中臺灣死傷慘重。此外因地震影響，地表土石多已鬆動，

即使如今已事過境遷多年，每逢豪大雨出現，南投山區便會一再出現崩塌並引發土石流，對於

當地居民造成嚴重傷害。 
此次地震對中部地區帶來極大影響，也使國人開始深思預防震災的重要性。 
 

臺灣第一高峰——玉山 

玉山主峰位於南投縣信義鄉，海拔 3,952
公尺，為臺灣第一高峰，亦為東北亞第一高

峰。玉山群峰以玉山為中心，周圍環繞玉山北

峰、玉山東峰、玉山南峰、玉山西峰、玉山前

峰、東小南山、南玉山、鹿山等百岳山峰，形

成衆星拱月之勢，而玉山亦猶如群山之母，引

領群山成長抬升。一般攀登玉山有兩條路線，

西側的塔塔加線最多人使用，也有人利用東側

的八通關線攀援而上。 
玉山國家公園成立於西元 1985 年，面積

廣達 105,491 公頃，玉山群峰周圍均已納為國

家公園的特別景觀區。園區位居臺灣中央地

帶，為臺灣高山少數仍保存原始風貌之地區。公園內天然景觀因海拔而異，由低至高依序為亞

熱帶→溫帶→寒帶，不同的氣候型態衍生出不同的生態環境。而一級古蹟——八通關古道亦座

落其中，蘊藏相當豐富的生態景觀及人文史蹟資料。 
 
 

▲ 地震後倒塌的集集車站 

▲玉山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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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潭秋月——日月潭 

日月潭位於南投縣魚池鄉，面積 7.93 平方公里，海拔 748 公尺，為臺灣最大的一座內陸湖

泊。早期的魚池及埔里等地區，原來均為湖泊地形，經歷若干年後逐漸乾涸，便成了肥沃的盆

地平原，而日月潭因為地理位置較高，受盆地切割作用最少，且尚有相當雨水量流入，因此自

然保存了整片泓澄的潭水。雙潭潭面以中心拉魯島為界，東側形如日輪，西側狀如月鉤，在不

同的氣候狀態下呈現秀麗絕倫的萬種風貌，年年都吸引絡繹不絕的觀光人潮，而「雙潭秋月」

即為頗負盛名的臺灣八景之一。 
日月潭名稱首見於道光元年（西元

1821 年），鄧傳安《蠡測彙鈔》書中載有

〈遊水裡社記〉一文：「其水不知何來，

瀦而為潭，長幾十里，闊三之一，水分

丹碧二色，故名為日月潭。」其後隨漢

人移墾以及文人詩詞加以歌詠，日月潭

遂出現許多稱呼，諸如水社大湖、水裡

湖等等。 
「拉魯島」是原住民邵族人傳說祖

先靈魂安息之處，邵語稱「Lalu」；清代

稱為珠嶼、珠仔山、珠潭浮嶼等等；日

治時期則稱玉島、水中島，臺灣光復後

改稱為光華島。九二一大地震後，南投

縣政府將光華島改回原名「拉魯島」，以

示對原住民族的尊重。 
 

南投的原始人文色彩 

1.中央山脈的守護者——布農族(Bunun) 

布農族為典型高山原住民，遷徙足跡遍布中央山脈，現大多居於中央山脈兩側，分布於南

投信義鄉以及臺東、高雄一帶。由於山區的自然環境較差，且常有不可預期之天災，因此布農

族人十分崇敬祖靈和自然力，發展出冠於所有原住民族的傳統儀式。因祭祀儀式的繁複及多樣，

他們創造出相當絕妙的和音唱法——八部合音，在和聲中展現 8 個不同的音階，以配合祭典的

進行，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和音方式。〈祈禱小米豐收歌〉(Pasibutbut)即為布農族蜚聲中外的和

聲瑰寶。 

2.不殞沒的斑斕面彩——泰雅族(Atayal) 

泰雅族分布於臺灣中、北部山區，群居於臺北、新竹、臺中、花蓮等地，南迄南投仁愛鄉，

是居住範圍最廣闊的原住民族。他們的「紋面」文化最為人所熟知，當別具意義的圖騰文上泰

雅男女的面容時，他們身為泰雅族人的榮耀才終於能趨向完滿。不過現今我們所能看見面部有

文面的泰雅族人多為族中的長者，因為文面風俗在日治時期已慢慢被禁止，但其文化精神則永

▲日月潭心的拉魯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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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磨滅。泰雅族在早期另有「出草馘（國）首」的傳統，即是為了捍衛族人安危的獵人頭風

俗，但如同紋面一般，在日治時期被嚴格禁止，現在也已消失。 

3.揉皮成裳的狩獵者——鄒族(Tsou) 

在早期文獻中，鄒族又稱為曹族(Cou)，以族群居住地分為南、北二鄒。居住在嘉義阿里山

鄉與南投信義鄉的合稱「北鄒」；「南鄒」則居於高雄三民與桃源。早期鄒族以狩獵為主要生活

方式，因此多以動物皮革裁衣製帽，襯以紅衣羽冠就是勇士的標準裝束，至今狩獵在鄒族祭典

仍占有重要地位，但其特有的皮革衣飾和傳統的製革技術則已漸漸失傳。鄒族與泰雅、布農都

有「缺齒」習俗，鄒族父母會替大約 8～12 歲的孩童拔去數顆犬齒、門齒等等，他們認為缺齒

在微笑時會顯得更討人喜愛，日後牙齒也會長得較為整齊。 

4.披天席水枕日月——邵族(Thao) 

邵族居住於日月潭周圍和南投水里鄉，人口不過 600 餘人，是臺灣原住民最袖珍的一族。

其早期被歸於鄒族之下，也曾被認為是平埔族，直至西元 2001 年，政府才正式將邵族訂為原住

民第 10 族。傳說邵族祖先因逐鹿水沙連而發現日月潭水畔的肥美之地，舉族遷居後發展出水陸

兼備的漁獵文化。宗教核心為祖靈信仰，家家戶戶皆備有「公媽籃」（祖靈籃），其中敬盛先祖

的衣飾。「舂石音」是邵族最具特色的文化，原本目的是在石頭上以木舂將稻穀搥打去殼，逐漸

演化為杵音和杵音之舞，在日據時代已相當知名，「湖上杵聲」更名列日月潭八景之一。邵族在

日月潭地區曾是強勢民族，但因漢化漸深，生活方式已與漢人無異，如今只能在祭典上一窺其

傳統的文化風貌。 

5.還祖正義獲新生——賽德克族(Seediq) 

西元 2004 年，居住在花蓮一帶的太魯閣族由泰雅族分出，被政府正式承認為臺灣第 12 族

原住民族，此舉令世居南投仁愛鄉的賽德克族感到相當震驚。依據歷史文獻記載，約在西元 17
～18 世紀時，部分賽德克人從南投翻過中央山脈往東遷向花蓮，慢慢發展出與賽德克稍有不同

的文化，但究其原出族係，仍應屬於賽德克族。因此太魯閣族的正名至今在學界仍有爭議，而

賽德克族經過多年努力，也終於在西元 2008 年獲得政府認定，同樣由泰雅族分出，成為臺灣原

住民第 14 族。仔細推敲賽德克族，其與泰雅族的文化習俗幾乎可說是完全相同，居住高山、狩

獵火耕、崇尚出草，但是兩族語言卻無法溝通，因此可知其自有獨立的文化歷史，與泰雅為不

相同的民族。 
 

嗚咽山林待保護，永續經營成樂土 

被包圍在臺灣島最中心深處的南投，擁有渾然天成的自然景觀與豐富的原住民文化，由於

鄰近大臺中地區，加上有著名觀光景點如日月潭、杉林溪、清境農場等等，使得南投每到假日

便成為觀光客雲集之地，但在未妥善規畫的情況下，導致許多地區過度開發，土石流等災害頻

傳，造成居民生命與財產的損失。因此在進行開發同時，政府更應詳加規畫經營，好好利用此

地得天獨厚的位置與資源，以期能夠永續經營、永續發展，使南投成為臺灣島上文化與自然生

態兼具的內地樂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