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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腳印蘭嶼
貳、風情萬種的蘭嶼
参、被迫接受一切的、弱勢的、沉痛的蘭嶼

（一）經濟、教育、文化
（二）語言、生活方式
（三）政治

肆、誰的蘭嶼？誰有資格月旦蘭嶼？
伍、蘭嶼觀點

（一）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胡台麗
（二）鄉土作家：阿盛
（三）雅美族（達悟族）作家：夏曼．藍波安

陸、結語：我們都是一家人









黑鰭飛魚 ALIBANGBANG
黑翅飛魚。魚中貴族，

數量不多，夜晚持火炬

捕捉。

紫斑鰭飛魚SALILIYAN
翅膀呈嫩紅色。數量最多
肉細嫩。



白鰭飛魚 SOSOWOHEN
達悟人最先吃到的魚；
只能夜裡捕撈。量少。

紅斑鰭飛魚 KALALAW
較無地位，較小隻，

可給小孩吃。



飛魚簡介：飛魚簡介：
 一種季節性的迴游魚類，黑色的胸鰭特別延伸，一種季節性的迴游魚類，黑色的胸鰭特別延伸，

 展開如翼狀，廣布於赤道附近的海洋上，每年春展開如翼狀，廣布於赤道附近的海洋上，每年春
 夏間開始群集於臺灣附近海域，數量相當多。夏間開始群集於臺灣附近海域，數量相當多。

‧‧飛魚季時間：飛魚季時間：每年二月至六月間。每年二月至六月間。

‧‧飛魚季活動：飛魚季活動：達悟男人都將雜務擱置，專心捕達悟男人都將雜務擱置，專心捕
 魚。魚。

‧‧飛魚季文化：飛魚季文化：達悟族的祭祀和慶典的順序也隨著達悟族的祭祀和慶典的順序也隨著
 飛魚季而陸續舉行，可見飛魚季是牢牢維繫達悟飛魚季而陸續舉行，可見飛魚季是牢牢維繫達悟
 族文化的重要根本。族文化的重要根本。

達悟族陰曆的開始是以飛魚季之首月為正月達悟族陰曆的開始是以飛魚季之首月為正月



‧‧飛魚地位：飛魚地位：
 （1）物質：食物的主要來源

 （2）精神：自然力量的象徵
 （3）文化：建築、造船、祭祀、慶典等活動都

 是配合飛魚，達悟文化就是飛魚文化的延伸。
飛魚季禁忌：飛魚季禁忌：
‧不能使用水槍標射其他種類的魚
‧不得放捕定置網
‧朋友在海上相遇不能相互交換東西
‧婦女不能觸摸男人在海上捕魚使用的魚具

 每位成年達悟族人都特別注意自己的言語行為，
 無形中建立了生活規範的基準。





‧拼板舟（達悟語為dadala）是由21或27塊木板接合而
 成，

 
從選材、製造完成到下水儀式，以一艘十人大船

 的製作過程為例，就得歷時三年的時間。他們認為船是
 男人身體的一部分，每一塊板都是他們的靈魂，因此造
 船是一件相當神聖的使命。

‧拼板舟的製作是達悟族祖先經驗累積的智慧結晶，他們
 對拼板舟的重視就如同對待家庭中一分子的用心與照

 顧。大船的製作更是部落中的大事，往往也是凝聚族人
 力量的歷程。



新船完成後通常還會
在船身上漆或是雕刻
。達悟族拼板舟一向
只有紅、黑、白三種
顏色，在沒有油漆的
年代，他們都是利用
大自然的果實汁液、
貝殼、紅土、鍋底黑灰等周遭物品來調配顏料。
‧圖紋涵義
(ㄧ) 太陽紋(船之眼)：呈眼睛放射狀的樣子，能驅

 除造成海
 

上凶險的惡靈，保佑船及族人的平安。
(二) 水波紋：

 
像是波浪、樹葉在風中搖曳的狀態。

(三) 三角紋：如船隻首尾三角形的魚艙。
(四) 人像紋：象徵達悟傳說中的勇士Magamaog。

(五) 其他：各種曲線與直線幾何圖形構成的雕紋。





蘭嶼獨特的地下屋：住在颱風常臨的島嶼上，聰明的
 雅美人找出的因應之道就是把房子往下發展。如

 此，不但避開颱風的危害，又具有冬暖夏涼的功
 效。多保存於朗島、野銀部落。

主屋：主屋要面向大海，蓋在地穴中深可達2或3公
 尺，只露出屋頂。當颱風來襲時，主屋就可避開風

 面最直接的侵襲，大大降低損害。
工作屋：工作屋的深度較淺，大概與地平，作為日常

 工作操作之處。房屋都以木
柱架高，因此避免了泥土的濕
氣侵襲。並且以梯田式蓋法配
合石片堆砌成的良好的排水系
統，避免了積水的問題。
涼台：涼台則大多選在視野好
通風佳的地方架高，方便族人
談天休憩。



胡台麗的蘭嶼觀點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胡台麗：「一個人類學者在這個地方做研究，常
 常讓我們覺得做的研究越多，對達悟族的傷害
 就越深。我常常覺得人類學者來蘭嶼做研究，
 只不過是成為他們晉級到某一個社會地位的工
 具，並沒有回饋給蘭嶼，這是我覺得最遺憾的
 地方。」



海洋朝聖者—  
夏曼‧藍波安  
(漢名：施努來)



海洋朝聖者—夏曼‧藍波安



‧夏曼‧藍波安，漢名施努來，16歲到臺灣讀高中，
 後來考上淡江大學法文系。大學畢業後，夏曼開過
 計程車，也當過代課老師，甚至搞街頭運動。

 
32

 歲回到蘭嶼，他自覺在都市的生活像無頭蒼蠅，而
 家鄉有秩序的歲時祭儀、潛水、射魚、造船、航海
 等傳統活動，讓他重新肯定自己。

‧近年，他積極的投入蘭嶼家鄉的活動，如造船、航
 行、捕魚，希望拾回南島民族的航海本性。另一方
 面，他再度躋身學術殿堂，取得清華大學人類學研
 究所碩士之後，2005年他再進入成功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博士班就讀，希望透過理論思維的訓練，讓
 自己更了解民族的文化，定位自己的文學特質。

‧目前，他專職寫作，以人類學研究的方式來為自己
 民族發聲。



請回眸再看一眼

婆娑之洋，美麗之島

蘭 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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