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繪本看《斯卡羅》-
以繪本創作探討戲劇中的原住民歷史

壹、摘要

貳、研究目的 肆、研究結果

 2021 年在公視電視劇出了一部叫「斯卡羅」的電視劇，是從陳耀昌醫師選寫的《傀儡花》
改變而成，從中知道斯卡羅人和李仙得等人在台灣第一次達成和平共識和協議，這段歷史訴說著
那時代先民生存的痛，與羅妹號事件及南岬之盟，透過這部劇一探百年前在恆春的的斯卡羅族
群，在琅𤩝發生的事件以及斯卡羅族群在台灣如何想盡辦法活下來，也因族群的碰撞，才有了後
來融合的我們。從這個故事中，本研究欲探討斯卡羅劇情的歷史意義，並透過繪本的方式，改編
《斯卡羅》這部劇，讓人了解這個曾經發生事件及其代表的意義，探索我們故鄉的今昔。

一、探討斯卡羅劇情的歷史意義
二、探討原住民文化的繪本故事
三、將《斯卡羅》劇情繪製成繪本故事

研究者：李沛倫、賴玥穎  
指導老師：黃彥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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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歷程

經過文獻探討後，透過蒐集「斯卡羅」劇
情畫面，分析重要劇情代表的意義，以及分析
不同的原住民繪本故事，其中運用的繪圖元素
及內容介紹，並且將分析結果繪製成改編斯卡
羅的繪本故事。繪本繪製過程，先設計故事架
構、人物角色，再繪製草稿人物、故事畫面草
圖，並以水彩手繪方式進行成品繪製，繪本成
品共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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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繪本看《斯卡羅》－－以繪本創作探討戲劇中的原住民歷史 
 

摘要 

 
    在 2021 年《斯卡羅》電視劇在公視開播，我很好奇這個故事背後的歷史故

事以及劇中的族群，於是我決定以此為研究主題。經過文獻探討後，透過蒐集

「斯卡羅」劇情畫面，分析重要劇情代表的意義，以及分析不同的原住民繪本

故事中，運用的繪圖元素及內容介紹，並且將分析結果繪製成改編斯卡羅的繪

本故事。研究結果發現在「斯卡羅」劇情中的畫面，具有深層的含意，各個角

色代表著那時代的生存意義。從原住民繪本故事中，了解作者希望讀者能體驗

的民族之美、族群特色，以及對民族能有包容關懷的胸襟，期望讀者藉由這個

繪本能了解曾發生的事件以及代表的意義，探索我們故鄉的今昔。 

 

壹、研究動機 

 
    在今年(2021 年)在公視電視劇出了一部叫「斯卡羅」的電視劇，是從陳耀

昌醫師選寫的《傀儡花》改變而成，從中知道斯卡羅人和李仙得等人在台灣第

一次達成和平共識和協議，這段歷史訴說著那時代先民生存的痛，與羅妹號事

件及南岬之盟，透過這部劇一探百年前在恆春的的斯卡羅族群，在琅𤩝發生的

事件以及斯卡羅族群在台灣如何想盡辦法活下來，也因族群的碰撞，才有了後

來融合的我們。從這個故事中，本研究欲探討斯卡羅劇情的歷史意義，並透過

繪本的方式，改編《斯卡羅》這部劇，讓人了解這個曾經發生事件及其代表的

意義，探索我們故鄉的今昔。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斯卡羅劇情的歷史意義 

二、探討原住民文化的繪本故事 

三、將《斯卡羅》劇情繪製成繪本故事 

 

參、文獻探討 

一、斯卡羅的歷史背景 

  (一)羅妹號事件，美軍艦隊進攻南台灣 

    1867 年，美國商船羅妹號遭遇風暴觸礁，十數名船員在墾丁一帶上岸後被

視為入侵者，遭到排灣族龜仔律社原住民殺害。 事發後，美國領事李仙得疾聲

要求清廷懲凶，但清廷卻消極表示「生番」不在清國統治範圍，無力處理。美

國於是下令出兵討伐，直指福爾摩沙！ 

    1867年 6 月，美國巡洋艦隊浩浩蕩蕩進攻，但登陸後慘遭龜仔律社伏擊，

大敗而歸。最終，在必麒麟的居中牽線下，李仙得與十八社大頭目卓杞篤簽訂

了「南岬之盟」，那場匯集了恆春各方勢力、相當「國際化」且族群多元的外



 

交場合，也被紀錄在李仙得的台灣踏查手稿。 

 

 (二)19 世紀原住民簽訂的第一個外交條約 

 

    宴會主人卓杞篤，既是豬朥束社頭目、同時也是斯卡羅族部落聯盟的大股

頭人。席上嘉賓，則有美國駐清國廈門的領事李仙得，以及擔任通譯的英國商

人必麒麟等西方人。恆春半島與原住民往來密切的漢人聚落射寮，也以頭人綿

仔為代表。 

    宴席上佳餚美酒，不過所有人都清楚，這是一場充滿「政治意味」的外交

儀式。卓杞篤以琅𤩝十八社大頭目身分，運用部落的傳統儀式接待外賓，一方

面鞏固自己在部族內的權威地位，同時也正式確立先前他與李仙得議定的「南

岬之盟」：承諾保護漂流至該地的歐美人安全。 

 

(三)原住民所在的「琅𤩝四大社」 

 

    掌管琅𤩝地區的就是由排灣族人組成的「斯卡羅族群」，斯卡羅族群主要

指「琅𤩝四大社」，劇中主要人物大多集中在最大的豬朥束社以及第二大的射

麻里社。 

  

(四)斯卡羅：琅𤩝地區最強大的族群 

 

    恆春地區古稱「琅𤩝」，自古即有眾多族群在此匯聚。當地原以排灣族為

主，後來東海岸知本的卑南族人南遷此地，自稱「斯卡羅」，包含豬朥束、射

麻里、龍鑾、貓仔四個番社，荷蘭時期的文獻便已留下記載。 

    清代至日治初期，斯卡羅一度成為琅𤩝地區最強大的族群，對於當地排

灣、閩南以及粵籍客家聚落皆有相當影響力，轄下的排灣、斯卡羅等十八個番

社被統稱為「琅𤩝十八社」，形成一個跨族群的鬆散酋邦。羅妹號事件當時，

斯卡羅四大家系之首「豬朥束社」位階最高，頭目卓杞篤被視為「琅𤩝十八番

社總頭目」。 

    1867 年，美軍艦隊攻打原住民領地，結果指揮官戰死撤退。在強大外交壓

力下，台灣總兵劉明燈率領五百兵勇南下，外交官李仙得也親赴前線，大戰一

觸即發。但最終因為沒有必勝把握，經過斡旋而議定了南岬之盟。 

 

(五)漢族所在的保力、社寮、柴城地區 

 

    琅𤩝地區不只有原住民匯聚的部落，也包含閩客族群聚集的保力、社寮、

柴城地區，除了閩客族群時而發生械鬥事件，漢族與原住民的關係也日漸緊

張。 

 
二、角色背景說明 

 

(一)蝶妹: 

 

1.蝶妹的父親為客家人，母親則是豬朥束社的公主瑪祖卡 



 

2.由於混血的身份，蝶妹受到來自兩個族群的歧視 

3.羅妹號事件發生時，通曉客語、閩南語、排灣族語以及英語的蝶妹，被前來         

台灣勘查的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法比歐，雇用作為隨身嚮導兼翻譯 

 

(二)李仙得: 

 

1.在羅妹號事件發生時任美國駐廈門領事 

2.由於美軍直接武力入侵受挫，李仙得受命前往台灣查看，然而清廷官員卻以

消極的態度，於是李仙得決定親自踏入琅𤩝，在「蝶妹」温貞菱的幫助下與總

頭目卓杞篤進行談判 

 

(三)必麒麟: 

 

1.羅妹號事件發生時，他任職府城英商天利行經理 

2.由於經常至深山部落考察商機，他對台灣原民文化甚為熟悉，甚至通曉閩南

語、粵語、潮州話、客家話、以及部分原民語言 

3.因不願看到自己熟悉的原民部落遭到想息事寧人的清軍大規模入侵，選擇與

蝶妹一起阻止清兵的討伐 

 

(四)水仔: 

 

1.社寮頭人長子的水仔，父親是閩南人，母親是琅𤩝馬卡道平埔族原住民，水

仔被泛稱為「土生仔」 

2.水仔除了必須與柴城以及保力客庄的頭人分庭抗禮以外，在羅妹號事件發生

後，水仔還需周旋於洋人、清軍與部落間的衝突，以自己的力量從中擔任調解

人 

 

(五)阿杰 

 

1.蝶妹的弟弟阿杰 

2.回到部落恰巧碰上羅妹號事件引發的戰爭，阿杰選擇為部落而戰，阿杰為部

落的效忠，獲得舅舅「卓杞篤」查馬克法拉屋樂的青睞，後來收他做養子，並

且成為日後琅𤩝十八社長期掌權的大股頭 

 

(六)卓杞篤 

 

1.卓杞篤是斯卡羅族群琅𤩝十八社的大股頭、豬朥束社的領袖 

2.當洋人與清軍進犯琅𤩝時，他憑藉著智慧與勇氣帶領族人與外來者較量、溝

通，最後才得以與李先得達成和平協議 

 

(七)烏米娜:  

 

1.烏米娜是卓杞篤的女兒，也是爸爸的最佳得力助手 

2.在輔佐父親領導族人、平定戰亂的同時，也是少數願意接納阿杰，能與他談



 

天的知心好友 

 

(八)劉明燈: 

 

1.劉明燈是任職左宗棠湘軍系統下的臺灣鎮總兵 

2.治軍嚴謹，謀勇兼備的他不同意清官對羅妹號事件的消極態度，因此和前來

台灣平定戰亂的李仙得互有爭鬥 

 

(九)巴耶林: 

 

1.巴耶林是龜仔甪社的首領，也是羅妹號事件的始作俑者 

2.他與伊沙一樣驍勇善戰，然而個性較衝動、急躁，因此做出了許多難以挽回

的錯誤決定 

 

(十)林阿九: 

 

1.林阿九是客家聚落保力庄頭人，經常因水源問題與柴城起爭執 

 

(十一)朱一丙: 

 

1.朱一丙是漢人聚落柴城的頭人 

2.帶領琅𤩝的漢人在沿海地區深耕，獨立於原住民統領的區域，在紛亂之中保

障聚落人民的安全與權利。 

 

 
                                              (圖片來源:網路資料) 

 

 

  



 

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架構圖 

 

 

 

 

 

 

 

 

 

 

 

 

 

 

 

 

 

 

 

 

 

 

二、劇情分析: 

   從斯卡羅 12集戲劇畫面中，節選每集具代表性且有歷史意涵的畫面。 

 

三、原住民繪本分析: 

    分析繪本《春神跳舞的森林》、《少年西拉雅》、《百步蛇新娘》、《太

陽底下的排灣王國》、《嘎格令》，共五本繪本內文旨意及作者創作理念，並

且分析繪本故事中具備哪些原住民元素，以及和原住民文化相關的內容介紹，

並將結果運用於本研究繪本故事繪畫裡。 

 

四、繪本繪製 

   (一)材料:鉛筆、橡皮擦、尺、簽字筆、鋼筆、水彩紙、水彩、麥克筆 

   (二)繪本繪製流程:   

 

    

 

 

 

 

 



 

   (三)繪本故事介紹 

   1.繪本名稱:翻開過往－斯卡羅 

   2.角色: 

   小男孩、爸爸、蝶妹、李仙得、必麒麟、卓杞篤、阿杰、烏米娜、伊沙 

   3.故事內容 

    (1)前言 

在某個夜晚，有一個小男孩，總是睡不著，於是他跑去爸爸的書房，找本

書來看，找著找著，竟發現了一本舊書，於是他帶回自己的房間。就這樣，從

這天開始，他進入了一個錯綜複雜的故事。                                                                                                                                                                

     

    (2)起因 

1867年，美國商船羅妹號在福爾摩沙南端海域遭遇船難，上岸時因誤闖

「斯卡羅」原住民領地遭出草斬首，爆發「羅妹號事件」。 

琅𤩝三個主要村落保力、柴城、社寮因為互相競爭領地和水源而僵持不下。臺

灣府通譯獻計，謊稱羅妹號船員已經獲救，並且處理了肇事部落，但被李仙得

識破。於是劉明燈領軍，李仙得、必麒麟、蝶妹一夥人隨行，率領鎮壓琅𤩝軍

浩蕩從府城往琅𤩝前進，然而當地懊熱的氣候與風土，也將在路程中潛伏與襲

擊。 

   (3)經過 

   鎮壓琅𤩝軍暫時駐紮打狗，李仙得等人在蝶妹帶領下先行前往琅𤩝，李仙得

極力阻止戰爭爆發，但在海上發現漂流的船員屍體，讓美國海軍正式涉入羅妹

號事件，展開「福爾摩沙遠征」，由部落取得暫時的勝利。 

蝶妹與母親瑪祖卡一樣染上熱病，整個斯卡羅部落，前往社寮奪取槍枝和糧

食，讓總兵大感憤怒，雙方戰事一觸即發。 

李仙得領必麒麟、阿杰，試圖找尋可以入山的古河道，伊沙、烏米娜率領族勇

攔截。李仙得受傷被生番所俘，在蝶妹的翻譯下試著跟卓杞篤溝通，但雙方卻

始終未取得共識。 

   

  (4)結局 

但危急時刻李仙得挺身叫停戰鬥，並跟卓杞篤達成未來洋人船隻擱淺不會

再被視為外來入侵者殺害的約定，為這些羅妹號事件所引發的爭端劃下句點。 

在事件結束後準備返回山中生活的蝶妹，被三個村莊認為這件事情是因她才發

生，便遭三個村庄聯合暗殺。在蝶妹去世後，她靈魂化作蝴蝶，隨著梅花鹿回

歸她的家鄉。 

    

  (5)結論 

    看著、看著天空也漸漸的亮了起來，爸爸來叫小男孩起床，小男孩便與爸

爸分享書中內容。爸爸告訴小男孩說:「過去很多歷史事件都已經漸漸被遺忘，

斯卡羅這個族群現在也很少被提起。斯卡羅的故事訴說那時代先民生存的痛，

如何想盡辦法活下來，因族群的碰撞，才有了後來融合的我們。」 

小男孩回應爸爸說:「我懂了，爸爸我們應該要更珍惜現在所擁有的生活，以及

多元的環境、互相包容的社會。」 

 

  



 

 

 

 

 

 

 

 

 

 

 

 

 

 

 

 

 

 

 

 

 

 

 

繪本架構圖 

 

 

4.繪本人物草圖 

 

 

  

蝶妹 水仔 卓杞篤 



 

 

 
 

必麒麟 李仙得 烏米娜 

 

 

5.繪本草稿 

 

文字內容 頁碼 

 

1-2 

    有一天晚上，小男孩怎麼都睡不著，於是他想:「反正也睡不著，就去

找本書來看好了！」，他偷偷摸摸的跑去爸爸的書房。他找了好久，都沒有

想看的書，突然發現箱子裡有一本看起來很吸引人的書，他稍微的翻了一

下，覺得十分的有趣，就把這本書帶回房間裡看。 

 



 

 

3-4 

1867年，美國一艘商船「羅妹號」。 

有一天，船隻行駛過程因遇難停在台灣的最南端－－琅𤩝，船員上岸後，被

當地的原住民發現，因為以前原住民曾經被外國人給滅族，因此他們決定將

羅妹號的船員全部殺害。                                                                                                             

 

 

5-6 

羅妹號事件過後，美國派了駐廈門的代表叫做李仙得，前往台灣了解事前的

發展。當時李仙得和老朋友必麒麟，一同結識一位名叫蝶妹的女孩，在李仙

得和必麒麟陪同下前往琅𤩝找出羅妹號事件的真相。三個人各自帶著不同心

境前往山林中。 

 

 

7-8 

由於李仙得在海上發現漂流的船員屍體，美國官方對於這件事情非常憤怒，

即使有李仙得從中協助調解，美國海軍仍舊決定派兵來到琅𤩝，展開「福爾

 



 

摩沙遠征」。美軍與斯卡羅部落人民爆發衝突後，由部落取得暫時的勝利，

戰敗的美國海軍誓言三個月後要回來復仇。 

 

9-10 

當時的軍營爆發熱病，在軍醫館工作的蝶妹也染上熱病，在她病危之際向李

仙得坦誠，部落頭目卓杞篤是自己的舅舅。由於和蝶妹是朋友，李仙得雖然驚

訝，但並未責怪蝶妹的隱瞞，他為了蝶妹能早日康復，甚至到蝶妹媽媽瑪祖卡

墳前，祈求蝶妹平安，並願意承受所有的病痛與詛咒。 

 

 

11-12 

李仙得領必麒麟、蝶妹的弟弟阿杰，試圖找尋可以入山的古河道，卻被部落

裡的族人伊沙和烏米娜攔截。李仙得因此受傷且被生番俘走，為了解開雙方

誤解，蝶妹試著翻譯跟卓杞篤溝通，然而，雙方卻始終未取得共識。 

 

 

13-14 



 

經過多次談判之後，李仙得和卓杞篤約定往後洋人船隻擱淺，不會再被視為

外來入侵者遭到殺害，為這些羅妹號事件所引發的爭端劃下句點。 

 

 

15-16 

在事件結束後準備返回山中生活的蝶妹，被三個村莊認為這件事情是因她才

發生，便遭三個村庄聯合暗殺。在蝶妹去世後，她靈魂化作蝴蝶，隨著梅花

鹿回歸她的家鄉。 

 

 

17-18 

看著、看著天空也漸漸的亮了起來，爸爸來叫小男孩起床，小男孩便與爸爸

分享書中內容。爸爸告訴小男孩說:「過去很多歷史事件都已經漸漸被遺

忘，斯卡羅這個族群現在也很少被提起。斯卡羅的故事訴說那時代先民生存

的痛，如何想盡辦法活下來，因族群的碰撞，才有了後來融合的我們。」 

小男孩回應爸爸說:「我懂了，爸爸我們應該要更珍惜現在所擁有的生活，

以及多元的環境、互相包容的社會。」 

 

 

 
 

  



 

伍、斯卡羅劇情剖析 

 
    本研究挑選來自斯卡羅劇情中具有深層涵意畫面進行剖析，戲劇共有 12

集，研究者節選各集中在此戲劇中較有代表性的畫面，並分析該情境人物事件

的意涵: 

 
一、第 1集－大股頭對土地的態度 

    斯卡羅大股頭卓杞篤常勸二股頭不要殺漢人，以「樹和藤蔓互相需要」比

喻，卻反而被二股頭抱怨今天在處理械鬥事宜時被客家人從後面開槍：「就說

統領埔離部落太近、不能租出去！」大股頭語重心長地說：「土地從來不拒絕

任何種子。沒有漢人，我們拿不到鹽、鐵、槍。」 

    從以上的對話當中可以看見，原住民對土地的看法，並不認為土地是自己

的而是大家共同享有，二股頭認為不應該將土地給別人，這也可以看出原住民

以前認為土地是共享，但由於漢人來到台，大家各自分割土地，也改變原住民

原先土地共享的想法。 

 
 

二、第 2集－生存不易  

統領埔的人搬走了，正要上貢給生番的社寮阿水經過統領埔，看著稻田這樣被

棄田很可惜，那是可以養兩個社寮人的土地。阿水吃了一把沒熟的到米感嘆：

「漢人多到稻子不夠吃，蕃薯只能吃飽，白米能把人養活。」 

 

當時的台灣經常發生不同族群械鬥，主要起因多為土地、水源的爭奪，從這段

話可以知道阿水很感慨漢人佔了多數糧食資源，自己的家人卻只能吃著無味的

地瓜難以溫飽，民以食為天此段話也象徵在台人民生存的不容易，為了生存下

去即使拉攏其他族群，或是低聲下氣向其他族群求助，阿水也不在意，加上在

當時閩南人與平埔族通婚所生的後代，會被貼上不同標籤，稱為「土生仔」，

阿水也難以取得任一族群的歸屬，只能靠著不同利益關係，為親人帶來繼續生

存下去的資源與希望。 



 

 
 

李仙得找萬醫生看病，那是南北戰爭後受傷留下的後遺症，萬醫生來台後學習

中醫技術，也向李仙得介紹中醫的大體循環概念，卻被李仙得調侃「真該沒收

你的執照」。 

此一句話隱含當時西方人對中國醫學的不信任，西方國家在當時已經發展出外

科技術，與中國醫學把脈診斷，觀察體內循環等看似不合科學實證的技術，對

當時的西方人實足難以認同，此番言論也顯示在當時西方文化對華人文化帶有

文明優越感。 

畫面:46:49 

 
 

三、第 3集－身分認同的掙扎 

    蝶妹向李仙得謀職、正式成為他的僕人，第一件事就是當李仙得的嚮導、

帶他上山撿石頭。兩人在這裡開始有了對話，李仙得問蝶妹為什麼不回家？也

要她再唱一次那首歌，蝶妹說她忘了回家的路、也忘了媽媽的歌。且她強調了

自己不是生番，是客家人。 

蝶妹為了生存必須融入在漢人生活中，即使思念自己的母親，卻選擇隱藏對故

鄉的懷念，不願意認同自己具有斯卡羅的血統。因為當時的閩客族群與高山原



 

住民有著互不往來的關係，甚至帶有敵意的看待彼此，為了掩蓋自己和斯卡羅

人有關係，及保護弟弟阿杰，不希望被漢人排斥與嘲笑，蝶妹選擇以客家人身

分存在，從蝶妹身上也看見了當時不同族群間存在對立，造成不同族群間男女

通婚生下的後代容易遇到身分認同問題。 

 
 

四、第 4集－脆弱的關係 

    李仙得完全無法理解琅𤩝這化外之地的人為何會見死不救、不但拿船員屍

體討好生番、又殺人拿頭去頂罪？兩度拿起槍企圖殺掉阿水的李仙先得恨恨地

對阿水說：「你是我看過最下流的人，你連生番都不如。」李仙得或許是對

的。阿水轉頭就去通報生番「洋人來找船員了」。姪子勸阿水別衝動，否則生

番必定殺了和洋人在一起的蝶妹。阿水在曾為了船員而和林老實起衝突，不顧

對方死活，儘管蝶妹剛剛明明才救了阿水一命，但阿水又再度出賣蝶妹。 

 

    由於當時生存環境背景較為惡劣，即使過往能互相互助的朋友，但大家遇

到了與自己利害衝突的事情，為了活命還是難以顧及情分，表示當時不同族群

較難有真正的朋友或情義，彼此的關係多為了解決生存問題，才形成的互利關

係。 

 



 

五、第 5集－種族優越感 

    貝爾將軍一見到蝶妹就挖苦李仙得「又換僕人」、「僕人不是漢人，這次

換成生番？」、「還是你喜歡研究有色人種？」。貝爾將軍更諷自己之所以被

派來處理羅妹號船員拯救行動就是「你的法國作風和效率讓家屬等不及」，殊

不知大家早都全罹難了。聽到李仙得是由落後的中國軍隊協助辦案，貝爾將軍

直接取消原訂的晚宴和隔日的演習，決定攻進琅𤩝。李仙得企圖阻止受命的少

校，為了阻止貝爾將軍所以李仙得謊稱：「希望你能為 14 條船員人命負責。

船長和船員都還活著，被生番當人質。」 

    可以看見貝爾將軍並不認為李仙得是美國人，而且他覺得自己帶有種族的

優勢，因為貝爾將軍只想打仗，所以李仙得並不想讓貝爾將軍介入這件事情，

在這也可以看見李仙得也想把事情做好得到上司的認同。 

 
 

六、第 6集－文化失傳的感嘆 

    風祭司催促阿杰下山。大股頭感嘆：「瑪祖卡的孩子一個跟了洋人，剩下

這個也要變成漢人了。烏米娜會教他如何成為一個斯卡羅人。」風祭司反問：

「為了一個斯卡羅人，犧牲整個斯卡羅團結，你忘記自己是大股頭了？」風祭

司指的不只是阿杰，還有大股頭所包庇著、不願交出的巴耶林。風祭司就勸他

快點交接算了。 

    從以上可以看見，由於部落裡的人對情感的重視，大股頭才不願意把巴耶

林交出來，即便巴耶林做出對族人不利的事情，但大股頭仍舊選擇自己承擔這

項責任，原住民的傳統精神對族群認同深厚、彼此會互相照應，大股頭的感嘆

可以知道當時有些原住民會下山漸漸漢化，原先斯卡羅族人的文化傳統就慢慢

遺失。 



 

 
 

七、第 7集－文化認同的衝突 

    大股頭向蝶妹坦言自己的擔憂害怕，蝶妹向他保證「上次是另一個洋人。

舅舅，害怕就把兇手交出來，不會跟上次一樣。」大股頭：「我是怕你被洋人

漢人所利用。」此時阿杰出現：「我們是豬朥束社的貴族。」，阿杰想要蝶妹

回家。蝶妹不死心，嘗試向舅舅斡旋「讓弟弟跟我走，我就離開洋人。」蝶妹

想的只是自保和保護弟弟。弟弟問蝶妹官兵有幾多人？蝶妹反問：「你們想打

仗？我上來是為了避免戰爭，不是引戰！」但還是對舅舅坦承官軍 500、槍

500：「想打你們去打，但我弟弟不能出事！」 

    在這可以看見，蝶妹雖然跟了洋人，但也不希望部落出事，洋人雖是蝶妹

的老闆，但部落是她的家，這裡可以看出她內心的掙扎，劇中此段也象徵部分

的臺灣人身上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文化上的認同會出現衝突。 

 
 

八、第 8集－朝廷治理採以消極 

    清軍前往柴城，朱一丙提出歸降的條件，李仙得認為他們在獅子大開口。

三年不用繳稅、財產土地無需充公、軍工會來開井解決缺雨問題，就連鳳山的

通商貿易，總兵也都答應了。朱一丙質問蝶妹總兵怎沒回覆他統領埔的事？蝶



 

妹認為沒必要傳達，因為總兵說過「一切照舊」，而在她的認知裡，統領埔屬

於客人。朱一丙不爽：「一切照舊？繼續相殺搶田？這樣需要官軍進來？」他

並追上總兵解釋統領埔長期被客人佔耕，李仙得雖聽不懂但也知道朱一丙在跟

總兵討東西，必麒麟略懂閩南語，聽到朱一丙跟總兵索討武器讓柴城成立鄉勇

練團，不禁笑著對李仙得說朱一丙這傢伙真厚臉皮。總兵當然不答應鄉勇團

練、地方私有武力。 

    當時清朝雖統管臺灣，但對臺灣的治理態度採取消極，不做任何積極的政

策，也導致各區域人民為了保護自己，捍衛親人生存，地方私具武力、械鬥狀

況盛行，朱一丙的態度也顯示當時人民恐懼過著彼此競爭資源的日子，希望能

擁有正當武力來保護自己的家園，而這樣子希望在他人看來卻是可笑的。 

 
 

九、第 9集－只為生存的利害關係 

    原來是窮得只剩下錢的阿水要來跟阿九買糧食。阿九不死心，問有沒有生

番的消息，沒問到東西開始生氣，質問阿水在從中做鬼想搶統領埔？阿水笑

回：「我只租到荒地，統領埔被燒了、交易所也是。」阿九爽回：「我跟總兵

打報告統領埔被你搶走，他說會處理，果然說到做到。接下來就是我跟柴城分

統領埔了。統領埔再也不是生番的了！」阿水聞言繼續笑：「統領埔最後還是

你們拿走了，感謝阿九哥教訓！」低頭認錯的阿水，說社寮三頭牛殺光還是吃

不夠，拉著空車想來跪著索討糧食。阿九笑：「你都說了，你沒吃白米的

命！」，阿水用鬼一樣的笑容繼續問阿九：「你跟柴城分，不怕分到荒地

嗎？」已經不是威脅，而是詛咒。 

    當時閩客族群為了土地和糧食等爭奪激烈，族群之間具有競爭的關係，有

時因為關係互惠得以合作，但為了維護自己族群利益時，也會不惜破壞關係來

鞏固自己地位，當時歷史背景主要是以血緣關係為族群認同，在時而友好、時

而衝突的關係中，目的最主要就是讓自己和家人們能夠活下去。 



 

 
 

十、第 10集－與漢人間衝突 

    漢人來搶走了槍和糧。大股頭嘆與漢人樑子結下了，朱雷則認為是祖靈降

災給漢人。大股頭說祖靈不一定什麼都知道。朱雷聞言訝異：「你當大股頭，

對祖靈不敬？」大股頭分析：「祖靈沒看過這麼多洋人的船。來了這麼多人、

擁有的武器比我們的山刀厲害，現在，恐怕祖靈也保護不了我們了。」並盤算

著槍還是不夠用。 

    大股頭這麼說並非他對祖靈不敬，因為這樣的狀況從前先人也未曾經歷

過，斯卡羅人習慣遇到問題時會向祖靈祈求和詢問作法，這對他們也是一種精

神的寄託，但面對時代背景的變遷，連作為族人保護的祖靈，斯卡羅人也難安

心將問題交給他們來解決，表示大股頭對族人與漢人間的衝突問題不抱有希

望。 

 
  



 

十一、第 11集－文明的差異 

    卓杞篤給李仙得看部落擺置的人頭骨。李仙得覺得荒謬：「你們不可能勇

遠躲在山上、逃避文明。」蝶妹翻譯不出來，因為族語裡面沒有「文明」二

字。李仙得：「我就說吧！所以我一定要讓他學會文明的意義！」卓杞篤認為

洋人的規矩（文明）就是「侵略」，這讓幾百年前的斯卡羅被荷蘭人差點滅

了、剩下五個人：「仇恨就像蛇毒、滲進血液，我們誓言要向洋人報復。我們

的規矩（文明）跟你們的不同。砍人頭是為了平息紛爭。被殺的人，我們把他

當朋友祭祀，因為他的一顆人頭換來了大家的各退一步。不必把敵人（殺百人

殺千人）殺到只剩下五個。一顆人頭就可以拯救部落。」。 

    雙方對「文明」的看法並不一樣，洋人定義的文明（侵略）從斯卡羅族人

眼裡看來就是野蠻的行為；斯卡羅部落人所認同的文明，是先民流傳下來的方

式，以眼還眼，但在洋人看來他們的行為是不懂談判與溝通，不夠符合現代文

明。然而面對不同族群的人，本來就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彼此的溝通哪能僅

限於誰對誰錯、誰好誰壞，文明的意義更不應該只有一種。 

 
 

 

十二、第 12集－盟約訂立與蝶妹之死 

    斯卡羅陣營與總兵麾下鎮琅軍在海灘展開戰鬥，雙方皆死傷慘重，但危急

時刻李仙得挺身叫停戰鬥，並跟卓杞篤達成未來洋人船隻擱淺不會再被視為外

來入侵者殺害的約定，為這些羅妹號事件所引發的爭端劃下句點。蝶妹夾在天

平的兩端，她希望部落不要有爭戰，結果在談判的過程中，柴城、社寮及保力

各村人馬，認為是她帶禍至琅𤩝也引來報復。 

 

  這場戰鬥雖然雙方皆慘重，卻是臺灣近代史上首次以原住民的身份，直接

與西方強權代表簽訂的國際條約－南岬之盟，看似展現原住民的主體性，然而

也意味著國外強權，試圖以十九世紀所流行的國際法概念，去干預恆春半島既

存的社會經濟。劇中的蝶妹雖是虛構人物，卻是串起真實史事與人物的要角，

蝶妹究竟死在誰手中並非劇中主要讓人探討之處，藉由蝶妹的死象徵著當時代

族群無法融合、相互諒解的悲哀。 
 



 

 
 

 

 

陸、原住民繪本分析 

    本研究蒐集五本與原住民相關的繪本《春神跳舞的森林》、《少年西拉

雅》、《百步蛇新娘》、《太陽底下的排灣王國》、《嘎格令》，整理五本繪

本內文旨意及作者創作理念，並且分析繪本故事中具備哪些原住民元素，以及

和原住民文化相關的內容介紹，以下分段說明繪本內容並統整下方表格來比較

繪本元素、內容。 

 

    《春神跳舞的森林》主要在描述述鄒族的少年阿地，在奶奶去世後，帶著

奶奶遺留給他的櫻花瓣，重回故鄉阿里山，穿梭在山林神木間體驗祖先過往的

歡笑和悲傷，成為真正的鄒族少年，並在動物朋友的幫助下，拯救了重病的櫻

花精靈，讓春天重回阿里山上。作者創作此故事由於作者喜愛阿里山這片森

林，也為了體會當地的人文、歷史、生態，並讓更多人知道這裡的美麗，喚醒

人們保護這片土地的意識。 
 

    《少年西拉雅》從前的臺南曾是梅花鹿的天堂，也是西拉雅族人的故鄉。

故事描述西拉雅族少年加儂和好朋友伊蕊娜，救荷蘭少年戴格。加農和戴格被

彼此的截然不同的文化深深吸引，戴格覺得「阿立」祭典和吹口璜琴示愛很特

別，他們都喜愛梅花鹿，西拉雅族人不獵殺母鹿和小鹿，但荷蘭人來了以後，

這情形卻改變了。西拉雅族人漢化得很早，加上長期受到漠視，已經很難找到

他們的文化與生活上的特色，幸好歷史學家和一些關懷西拉雅族的人士不斷的

追尋探訪，逐漸勾勒出一些模糊的面貌。這本書的創作主旨也是為了讓孩子們

進一步認識這個被遺忘了的族群。 

 

    《百步蛇新娘》本文描繪排灣族關於百步蛇的傳說故事，一對姐妹與蛇王

的故事。作者為了更了解他們的文化，發掘許多不為人知的神話傳說。「百步

蛇的新娘」它呈現了鮮明的人物個性，以及不可思議的遭遇，讓人不自覺地由



 

恐確、緊張化為感動，作者期待透過這個畫作讓人能重視這迷人的傳說，以不

同族群文背景的圖畫書，能讓小讀者從小就體驗各民族的傳統之美，開拓文化

視野和認知，培養包容關懷的胸襟，並且從中建立對自己族群的自信心。 

    《太陽底下的排灣王國》這本書分成許多個短篇小故事，內容講到許多有

關排灣族人所尊敬的物品或動物等，以及排灣族的文化，所延伸出來的小故

事，每個故事反映出排灣族的生活方式。 

 

    《嘎格令》這本書是在說以前部落有一個家族建造了一艘船，新船首航還

去綠島時帶了一隻小白羊作為慶賀的祭品，到綠島之後小白羊不見了，回去前

船員由於找不到就先回去，幾年後，船員再度回到綠島時發現小白羊已經變成

大白羊，之後船員用了各種方法，但一直無法抓回，所以族人們覺得這是天神

的旨意。作者希望透過故事幫助小朋友族語的學習，同時鼓勵小朋友經由觀察

與想像將家鄉的美畫下來，每張圖的背後可能都有蘊藏著一些故事等待我們去

發掘，更希望小朋友創作屬於自己家鄉的圖畫故事書。 

 

原住民繪本分析表 

書名 圖片 與原住民相關繪

本內容 

與原住民相關圖

案元素 

春神跳舞的森林 

 

1.書中主角是鄒

族人 

2.故事中鄒則小

孩和大黑熊憶起

同型，尋找櫻花

精靈，是比擬鄒

族哈莫天神與隨

行靈獸黑熊有關

係 

3.繡眼畫眉是鄒

族的占卜鳥，暗

示一種方向 

1.出現許多鄒族

雕刻的圖騰，融

入畫面，表達鄒

族「萬物有靈」

的精神 

2.最後人與精靈

共舞的畫面，精

靈、神靈、動物

的造型、服飾，

皆是鄒族口傳文

學中的神話故事 

 

少年西拉雅 

 

1.書中提到西拉

雅族人會舉辦

「阿立」這種祭

典來祭祀祖靈 

1.西拉雅族穿著

白色，偶爾染成

青色、黑色、紅

色為主，並且搭

配披肩，腰帶、

頭巾 



 

2.書中提到以狩

獵維生，但不射

殺母鹿和小鹿 

百步蛇的新娘 

 

1.書中提到的百

步蛇，是流傳在

排灣族與魯凱族

社會的有趣故

事。也看見百步

蛇信仰無所不

在，提醒族人千

萬不要陷入人類

為中心的傲慢思

考中 

1.每張圖案邊緣

都有排灣族石版

屋上的圖騰，表

示百步蛇是他們

共同的祖先 

2.在服飾、雕

飾、陶壺等上都

有精細的圖驣，

而且都跟百步蛇

有關 

3.他們的石板屋

頂，都會用一片

一片的石板疊起

來，表示百步蛇

的紋路 

太陽底下的排灣

王國 

 

1.有許多篇傳說

故事提到動物與

太陽 

2.每篇故事都會

與現在的信仰、

習俗、祭典有關 

1.有些詞都會出

現原住民的語言 

2.在房屋、服

飾、物品常常出

現原住民的圖騰 

嘎格令 

 

1.有提到雅美族

造新船的下水禮 

 

1.雅美族的傳統

服飾 

2.雅美族的拼版

舟 

 

 

 

  



 

柒、繪本成品及說明 

 
    本研究所設計的繪本是在描述主角小男孩在爸爸的書房中找到一本很老舊

的書，書中內容是在說羅妹號事件以及南岬之盟。根據原住民繪本分析結果，

我們繪製的繪本中，採用當時文化背景的元素來繪製。蝶妹穿著的族服是漂亮

的藍色，是使用粗棉布；李仙得穿著的衣服，因十九世紀強調西方男子剛強挺

拔的氣概，於是穿著鼻挺的西裝式服裝特色；必麒麟來自英國，他的個性豪放

不拘且充滿野味，是一個遊走於各個族群的角色，所以留著長髮，穿著蘇格蘭

裙；原住民族群的衣服，因社會結構階級分層明確，服飾文化裡面的刺繡藝術

象徵權力，於是可以常常看到服飾有圖騰。 

 

 

第 1-2 頁 

 

有一天晚上，小男孩怎麼都睡不著，於是他想:「反正也睡不

著，就去找本書來看好了！」，他偷偷摸摸的跑去爸爸的書

房。他找了好久，都沒有想看的書，突然發現箱子裡有一本看

起來很吸引人的書，他稍微的翻了一下，覺得十分的有趣，就

把這本書帶回房間裡看。 

 



 

 

第 3-4 頁 

1867年，美國一艘商船「羅妹號」。 

有一天，船隻行駛過程因遇難停在台灣的最南端－－琅𤩝，船

員上岸後，被當地的原住民發現，因為以前原住民曾經被外國

人給滅族，因此他們決定將羅妹號的船員全部殺害。  

 

 

第 5-6 頁 

羅妹號事件過後，美國派了駐廈門的代表叫做李仙得，前往台

灣了解事前的發展。當時李仙得和老朋友必麒麟，一同結識一

位名叫蝶妹的女孩，在李仙得和必麒麟陪同下前往琅𤩝找出羅

妹號事件的真相。三個人各自帶著不同心境前往山林中。 

 



 

 

第 7-8 頁 

由於李仙得在海上發現漂流的船員屍體，美國官方對於這件事

情非常憤怒，即使有李仙得從中協助調解，美國海軍仍舊決定

派兵來到琅𤩝，展開「福爾摩沙遠征」。美軍與斯卡羅部落人

民爆發衝突後，由部落取得暫時的勝利，戰敗的美國海軍誓言

三個月後要回來復仇。 

 

 

第 9-10 頁 

當時的軍營爆發熱病，在軍醫館工作的蝶妹也染上熱病，在她

病危之際向李仙得坦誠，部落頭目卓杞篤是自己的舅舅。由於和

蝶妹是朋友，李仙得雖然驚訝，但並未責怪蝶妹的隱瞞，他為了

蝶妹能早日康復，甚至到蝶妹媽媽瑪祖卡墳前，祈求蝶妹平安，

並願意承受所有的病痛與詛咒。 

 



 

 

第 11-12

頁 

 

 

 

 

李仙得領必麒麟、蝶妹的弟弟阿杰，試圖找尋可以入山的古河

道，卻被部落裡的族人伊沙和烏米娜攔截。李仙得因此受傷且

被生番俘走，為了解開雙方誤解，蝶妹試著翻譯跟卓杞篤溝

通，然而，雙方卻始終未取得共識。 

 

 

第 13-14

頁 

經過多次談判之後，李仙得和卓杞篤約定往後洋人船隻擱淺，

不會再被視為外來入侵者遭到殺害，為這些羅妹號事件所引發

的爭端劃下句點。 

 



 

 

第 15-16

頁 

在事件結束後準備返回山中生活的蝶妹，被三個村莊認為這件

事情是因她才發生，便遭三個村庄聯合暗殺。在蝶妹去世後，

她靈魂化作蝴蝶，隨著梅花鹿回歸她的家鄉 

 

 

第 17-18

頁 

看著、看著天空也漸漸的亮了起來，爸爸來叫小男孩起床，小

男孩便與爸爸分享書中內容。爸爸告訴小男孩說:「過去很多

歷史事件都已經漸漸被遺忘，斯卡羅這個族群現在也很少被提

起。斯卡羅的故事訴說那時代先民生存的痛，如何想盡辦法活

下來，因族群的碰撞，才有了後來融合的我們。」 

小男孩回應爸爸說:「我懂了，爸爸我們應該要更珍惜現在所

擁有的生活，以及多元的環境、互相包容的社會。」 

 

 

 



 

捌、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透過《斯卡羅》劇情分析，有四個主要發現。(一)角色具生存象徵:幾乎每

個角色都有當時代的象徵意義，劇中角色的互動關係，顯示當時代處在蠻荒、

困窘、匱乏。(二)各族群之間的複雜關係:在斯卡羅人、洋人、清朝、閩南、客

家與生番混血等族群的利害關係，時而互相合作時而敵對衝突。(三)身分認同

的矛盾:劇中蝶妹、李仙得、阿水頗有相似的難處，由於混血的身分，不受到任

何一族群的接納。為了生存蝶妹剛開始用客家人的身分活著，但最終她選擇回

到斯卡羅人的身份，部落對她來說才是與母親最靠近的地方，也是她心中的歸

屬。(四)南岬之盟的意義:清領時期可以有雙向平等的協議，這是先民流血流淚

為自己族群爭戰的成果。 

    從原住民繪本分析結果，其共通點皆在於引起讀者重視文化的心，並且期

待藉由繪本簡單的圖文創作，讓不同年齡層的人都能夠了解這些族群與文化。

不同原住民族有其族人留傳下來的傳統、故事，在食衣住行育樂方面，可能都

與他族有些許不同，各具其特色，也因此作者們期待這些繪本能激起他人，保

護、宣傳不同原住民文化的行動，讓這帶有不同特色的文化能永久被人惦記。 

    繪本製作主要是依據斯卡羅的劇情改編來，讓短篇的繪本也能包含劇情的

脈絡，我們新增故事中的主角小男孩，男孩也象徵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期待

我們都能再次翻開歷史的過往，去了解生長的土地過往發生的事件，先人所經

歷過的事情並不會不重要，正因為有他們的辛苦地開墾，才讓我們能擁有現在

生活環境，透過小男孩與父親的對話，也意味著文化的傳承與延續，期待讓讀

者對這段歷史感興趣，也深入去了解不同族群人和我們的差異，而我們從這份

研究也體會到每塊土地都有它的文化，都有值得讓人細細品味的地方。 

 

二、研究建議 

   

  (一) 劇本情節創作 

    為了符合繪本的長度，於是我們減少斯卡羅劇情中，各族群為了搶

奪資源經常發生紛爭打鬥的片段，這在當時的歷史上也相當有意義的，

建議未來研究者想研究《斯卡羅》，可增加此段情節的探究。 

 

  (二) 繪畫技巧研究 

    一開始,我們在電繪與手繪間做著選擇，本研究是以手繪繪圖，因為

經費的考量，我和夥伴選擇熟悉的手繪，繪製起來相較電繪會快速許

多，但若以電繪繪製的好處，可以控制圖案的大小和比例，也能使圖畫

面更為精緻，缺點是需要有足夠經費，和對器材熟悉度。 

 



 

  (三) 繪畫風格 

    主要繪畫的兩人畫風實在相距太大,怎麼樣都合併不一致。因此較建

議分工時，由同一人繪製草稿或構圖，另一人統一著色，這樣就會有畫

風差異太大的問題了。 

三、研究心得 

    我們一開始想以斯卡羅為主題進行獨立研究，並且將這部劇改編成繪本故

事，是因為我們都喜歡歷史，加上我們畫畫功力都不錯，希望能藉由我們的畫

作，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歷史故事，在選寫繪本內容時，我們面臨到兩人的繪畫

風格都不太一樣，所以我們決定一個人將草稿，上色交給同一個人，讓繪畫風

格不會相差太大。研究過程好幾次陷入低潮,多半是劇本想不出來,或圖畫的構

思卡住,嘗試探究歷史戲劇的研究，才發現比自己想像更具有挑戰，在此研究

中，我們學到了許多在原班級上課不會學到的知識，從研究上的收穫與學習也

幫助我在閱讀其他文學作品更能了解其中情節，即使研究過程會遇到瓶頸，但

當我們堅持一步步完成，看到成品時我們都十分的開心、感到有成就感。 

 

玖、參考資料 

 
● 網路文章 

一、《斯卡羅》結局：蝶妹的命運，為何如此安排？南岬之盟的意義有新意？ 

二、《斯卡羅》角色+劇情解析 

三、《斯卡羅》角色與各族群關係解析 

四、《斯卡羅》故事劇情有何寓意？ 

五、《斯卡羅》周記：全劇分集故事/事件解析 

六、公視史詩旗艦戲劇《斯卡羅》分集劇情+心得分享(第 1-12集大結局) 

 
● 書籍繪本參考 

一、傀儡花 

二、春蛇跳舞的森林 

三、少年西拉雅 

四、百步蛇的新娘 

五、太陽底下的排灣王國 

六、嘎格令 

 

● 影視及圖片資料 

一、youtube:斯卡羅劇情介紹 

二、Netflix:《斯卡羅》 

https://edwardmovieclub.com/seqalu-ending/
https://www.harpersbazaar.com/tw/culture/drama/g37265233/seqalu-character-introduction/
https://edwardmovieclub.com/seqalu-character/
https://edwardmovieclub.com/seqalu-history/
https://cheercut.com/seqalu-2/
https://mercury0314.pixnet.net/blog/post/559078869-%E5%85%AC%E8%A6%96%E5%8F%B2%E8%A9%A9%E6%97%97%E8%89%A6%E6%88%B2%E5%8A%87%E3%80%8A%E6%96%AF%E5%8D%A1%E7%BE%85%E3%80%8B%E5%88%86%E9%9B%86%E5%8A%87%E6%83%85%2B%E5%BF%83%E5%BE%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