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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田野可行性調查計劃執行期間為 2008.05.18-2008.06.28（共 52 天），實

地造訪菲律賓北方巴坦尼斯自治省（巴丹群島 Batanes Islands）之 Batan、Sabtang、
Itbayat 等三個有人居住的島嶼。本次田野預調實際所獲得之初步發現，裨益良

多，可供筆者據以發展衍生之初步研究成果有以下幾個面向：（一）「島」的記憶：

神話傳說與口述歷史；（二）「國」的經驗：國家殖民與歷史意識；（三）「語言」

與族群遷徙。另，本次田野預調蒐集之相關田野材料及文獻資料，具體可供筆者

未來論文發展的研究關聯性則有以下三個面向：（一）蘭嶼-巴丹：人類學的「區

域研究」；（二）Tao-Ivatan：跨國境的「族群」論述；（三）「島嶼民族誌」方法

論的建構等。總之，基於本次田野可行性的研究基礎，確實有助於筆者後續的相

關研究，一方面試圖藉由「島」的記憶（神話傳說與口述歷史）、「國」的經驗（國

家殖民與歷史意識），以及蘭嶼-巴丹：人類學的「區域研究」等理解面向來檢視

Tao 與 Ivatan 兩者「文化類緣性」的客觀事實。另一方面，亦將嘗試釐清 Tao-Ivatan
這個跨國境「族群」多次「尋根」的實際行動，是一種跨國境“族群”交流的「文

化」現象，還是一種跨國境“文化”交流的「族群」現象？此外，筆者未來將從歷

史分析與文化詮釋來進行「歷時性」與「現時性」雙重角度的剖析，並有系統地

紀錄，完成當代「蘭嶼-巴丹」區域之跨國境「島嶼民族誌」，進而提出方法論的

創見及「島嶼民族誌」上的學術貢獻。 
 
 
 
【關鍵詞】蘭嶼、Tao、巴丹群島、Ivatan、區域研究、族群、島嶼民族誌 

          文化類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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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田野時期 

本次田野可行性調查計劃執行期間為 2008.05.18-2008.06.28（共 52 天），實

地造訪菲律賓北方巴坦尼斯自治省（巴丹群島 Batanes Islands）之 Batan、Sabtang、
Itbayat 等三個有人居住的島嶼。田野調查工作期間共收得有關巴丹群島地理、神

話傳說、國家歷史、語言現象、研究文獻、蘭嶼交流以及當代發展等相當豐富之

資料。 
 

二、田野地點 

【台灣、蘭嶼、巴丹群島與呂宋島相對位置圖】 
 

【台灣、蘭嶼、
巴丹群島與

呂宋島
相對位置圖】

※資料來源：國立台灣史前文化博物館，2005，《南島研究學報》第一卷第一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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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田野預調發現 
    本田野行性調查計劃預擬之田野研究項目有「貨幣」傳入巴丹群島的歷史及

其使用現況、蘭嶼與巴丹兩地文化交流及其「族群認同」的態度，以及族群起源

及遷徙「神話傳說文本」的採錄等面向。本次田野預調所獲得之初步發現，可如

下說明： 

一、巴丹島的「貨幣」經濟與「市場」機制 

本田野預調研究項目係接續筆者 1998 碩士論文1對蘭嶼「貨幣」、「市場」等

議題的研究發現，進而比較研究蘭嶼與巴丹群島兩地之「貨幣」的歷史及其使用

現況的異同。田野期間，筆者幾次觀察紀錄 Basco 市區（位於 Batan 島，巴丹自

治省首都）當地固定之傳統市場（Ivatan Market），以及其周邊街道每天下午固

定集中擺攤之流動「市集」攤販等，發現其使用「貨幣」與「市場交易」的情形，

與筆者碩士論文的研究主題可相互參卓對照。昔時，在蘭嶼進行田野調查工作期

間，不時聽聞 Tao 族人論及來自南方、菲律賓巴丹群島的「島嶼」記憶，以及蘭

嶼與巴丹兩地「族群」可能的淵源關係；其中，筆者碩士論文探討之東清部落「黃

昏市場」，即是該部落教會牧師在拜訪巴丹群島的族群文化「交流」之後，返回

蘭嶼，有所啟發而引介宣導成立的（楊政賢 1998：52-3）。 
    根據筆者田野調查發現，由於本次田野期間（5、6 月）正值「飛魚季」期

間，因此「飛魚」幾乎是整個魚販攤主要販售的「商品」。不同處理方式的「飛

魚」價格如下：生的「飛魚」（一隻 10piso2）、火烤的「飛魚」（一隻 20piso）、
太陽曬乾的「飛魚」（一隻 30piso）；另，則有一些論「斤」或屬高價位的商品，

如龍蝦一公斤 300piso、鬼頭刀乾一隻則要 500piso。當筆者詢問：「為何飛魚幾

乎是市場或市集中最多人在賣的魚種？」，報導人 M.K.L.回應說：「一方面是季

節性剛好很多，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很便宜所以大家才買得起」。另一位報導人

S.D.J.則說：「Basco 這裡的魚販都賣太貴了，一公斤 100piso（石斑等較好的還賣

到 120piso）。當地有錢人又不多，只能賣給那些較有錢或做生意的人。所以魚販

常常抓到魚擺在路旁都賣不出去，只能一直在趕蒼蠅，賺不到錢也不會變通一

下。買不起魚的公務人員或上班族，只好等到星期六、日（工務人員周休二日，

民間單位只休周日）親自下海抓魚，供給家用。反觀，Ivana3有人一公斤只賣

60piso，結果一下子就賣光了，可以再去一直抓新鮮魚回來賣，結果賺更多錢。」 
    此外，若以筆者碩論探討之蘭嶼的「黃昏市場」與巴丹的街頭市集進行比較

研究，約略可以歸納出出「巴丹市集」的特色如下：（一）「部落即市集、市集即

部落」的市集空間；（二）市集與市場(街道小雜貨店)混搭呈現，像是 Ivatan Market

                                                 
1 楊政賢，1998，《蘭嶼東清部落『黃昏市場』現象之探討：貨幣、市場與社會文化變遷》。國立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論文。 
2 Piso 為菲律賓貨幣單位，piso 與新台幣匯率約為 1.25：1。 
3 Ivana 是位於 Basco 首都南邊的另一市鎮，西班牙人來巴丹島所建立的第一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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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口前即有市集攤販在賣東西；（三）市集賣的大多為季節性魚類，像是 5、6
月大家賣的大部分是飛魚，少見其他商品；（四）買的客人似乎不多，也不見有

外來的觀光客，我猜想買的可能都是住在 Basco 首都市的公務人員或市民吧；

（五）巴丹市集一直賣到天黑傍晚，不只黃昏、已接近是夜市；（六）巴丹市集

是每天（非每週六下午）。 
    關於巴丹島開設商店的「貨幣」經濟與「市場」機制現象，在巴丹島駐點開

發的一位台商 M.S,C 就他多年的觀察指出：「我在這邊投資，當然是為了賺錢，

我還是商人，在商言商。但是，這邊的人口才一萬七千多，哪有市場？像是這邊

的店家商人常常壟斷商品來提高價錢，一些商品通常是賣 100％或 200％的利潤

來賺差額，店家想說商品好不容易才輾轉運到巴丹島，常常又需囤積很久，好不

容易有客人上門買這件商品當然要提高利潤來賣才划算。但是，店家這種生意思

維反而造成惡性循環，客人不得已買了一次後，因為價錢太貴且消費能力不足，

所以久久才會上門買一次」。台商 M.S,C 認為這是巴丹島小資本經濟「商家」的

普遍現象，如此只會更加惡性循環，商品越囤積越久、資本越壓越多、所賺的利

潤也就因此而有限了。 
    總之，從上述巴丹人「很會抓魚，卻不善賣魚」的魚販、「囤積商品、惡性

循環」的商家等現象，或許可以反映出巴丹人因受西班牙殖民引入「貨幣」較早，

也較蘭嶼更早進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雖有了「市場」模式，會使用

「貨幣」，但仍不會思考如何去追求市場經濟裡的「最大利益」吧！ 
 

二、巴丹島對蘭嶼文化交流及其「族群認同」的態度 

近年來，台灣蘭嶼與菲律賓巴丹群島自 1998 年財團法人基督教蘭恩文教基

金會所舉辦的『蘭嶼巴丹尋根文化之旅』起，兩地迄今已陸續進行共五次正式的

「族群文化交流」活動（吳慧玲 2002；曹銘宗 2002；陳鴻瑜 2003；陳世慧 2003；
財團法人台灣原住民部落振興文教基金會 2002；蘭嶼鄉公所 2007 等），分屬兩

「島」、兩「國」的雙方互訪可謂頻繁。然而，兩地的「尋根」交流活動雖再度

引起對於兩者之間歷史淵源的關切，但嚴格地說，兩者間的歷史關係是一種什麼

關係，其實並不是很清楚；換言之，Tao 與 Ivatan 的傳統文化內部、神話傳說與

口述歷史的族群集體記憶，乃至當代各自的「國家」經驗裡如何論述建構其成為

所謂的「族群」，亦即兩方族群建構的「歷史意識」與方式為何？兩方又如何看

待各自歷史因素衍生迄今的「族群關係」及其根本差異性？抑或兩者只是呼應「想

像共同體」之學理創見而虛擬出的「“想像的”族群」等等議題，皆仍待探討釐清。 
    田野期間，筆者於巴丹島訪談曾參與過「蘭嶼 v.s.巴丹」兩地文化交流活動

往訪蘭嶼的部分在地官員及地方耆老，發現其對兩地的「尋根」交流活動的認知

與想像仍存有歧異性，雖普遍認同「同源同種」的族群文化背景，但部分人士並

非一箱情願地認定兩地的「交流」模式與內涵。例如：一位地方官員 P.L.O.則很

直接地表示：「我們 Ivatan 人要的交流是喜歡去『台灣』而不是『蘭嶼』，Iva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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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生嫁到台灣很好，嫁到蘭嶼就不一定好。像我們最近嫁到蘭嶼椰油村的 Lida，
在 Itbaya只是一個已經有三個孩子的寡婦而已」。另一個例子，則是報導人W.Y.B.
提及 Basco 人對 Itbayar 人的刻板印象：「Basco 人似乎覺得 Itbayar 人較沒水準，

他們講話較大聲粗魯無禮。所以，有些 Itbayar 人到 Basco 之後都會改變自己

Itbayar 的口音，以免被認出而被看不起。因此，蘭嶼人是從 Itbayar 過去的，

所以也被認為較原始、落後、粗魯無禮」。上述種種巴丹人對蘭嶼的認知與想像，

我們都不難發現其明顯區分臺灣\蘭嶼、Basco\Itbayar（蘭嶼）的意象與論述，這

也是日後亟需更多田野資料與研究分析的地方。 
 

三、巴丹島族群起源及遷徙傳說 

蘭嶼與巴丹群島兩地的歷史淵源與族群關係除了借重傳統考古學、語言學、

歷史學與文化人類學門之外，或許「神話分析」亦是理解兩地族群文化類緣的重

要途徑之一。具體而言，可從兩地有關族群起源及遷徙之「神話傳說文本」的比

較分析來掌握理解，而相關「神話傳說文本」的採錄與基礎素材的整理即為首要

之務。從台灣目前既有的文獻資料來看，蘭嶼已有許多關於「巴丹起源」及「兩

島交流」等傳話傳說文本的整理與紀錄；但反觀由巴丹群島觀點來論述蘭嶼族群

起源及遷徙之「神話傳說文本」卻付之闕如。 
關於蘭嶼與巴丹島的歷史詮釋與兩地居民是否屬同一族群等議題的認知，似

乎仍存有差異性極大、不甚一致的諸多論述。其中，巴丹群島不同島區的居民本

身即有不同論述文本，例如：Batan 島居民認為蘭嶼族人是近代從北方的 Itbayat
島遷過去的，但部份 Itbayat 島卻認為蘭嶼族人是更早時期就從 Batan 島離開，

輾轉落腳在蘭嶼的。甚至連同一島區亦有島內的差異論述，例如：有 Batan 島部

分居民即依據自己家族的口傳故事，認定蘭嶼族人僅是 Batan 島其中一個部落的

後裔，有人說是現今的 Mahatao 部落，有人則認為是 Diura 漁村或 Mabya 部落等。

另，報導人 M.K.L.則提及：「Mahatao 部落南方以前有個 Sonsong 舊部落，很久

以前被一次大海嘯沖走了，之後族人紛紛往外遷徙。我小時候就聽我祖父講過，

那時候的人往外遷徙的地點有三個，就是往北方的蘭嶼、往南方 Babuyan 群島

的 Kalayan 島，以及更南邊的民答那峨等。」因此，筆者認為有關兩地族群起

源與遷徙的「神話研究」仍需日後更多材料的佐證與進一步研究。 
 
 

参、田野工作初步研究成果 

一、「島」的記憶：神話傳說與口述歷史 

    神話傳說與口述歷史文本，無庸置疑，經常是作為國內外人類學研究者採錄

與分析的對象。台灣原住民鄒族學者浦忠成（2007）曾就「神話傳說」與「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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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兩者科際整合的可能議題提出學理上的深思：「除了透過考古及語言學的

研究發現之外，我們是否也可以從文化研究的面向，甚至聚焦到『神話傳說』這

個主題領域來探討台灣原住民族諸如族群起源、族群遷徙、族群關係以及族群認 
同等等的『族群』議題，甚至進行跨區域的泛文化比較研究呢？換言之，這些關

於族群起源、遷徙，有科學根據的學術報告是否可以和傳統原住民族的神話傳說

思維與論述相互參照，甚至進行跨區域泛文化比較研究，而彰顯出某些研究意義 
與對台灣原住民族『族群』論述的更深入理解呢」（上引書：381）。由此可知，

我們可以藉由「神話傳說」的比較研究與分析，進而掌握一個族群「集體意識」

的投射，甚至是族群認同與族群運動的象徵依附。 
台灣蘭嶼與菲律賓巴丹群島跨國境的「族群」關係為何？若從神話傳說與口

述歷史資料裡，似乎也可以找到許多族群互動的歷史與文化遺留。舉例而言，漁

人部落流傳「巴丹島巨人 Si-Vvakag」的傳奇故事，述說著巴丹島巨人 Si-Vakag
與漁人部落巨人 Si-Mangangavang，兩人因蘭嶼與巴丹島互相做貿易生意而相

識，相知相惜，後來成為好友的一段歷史往事（余光弘、董森永 1998：91）。而

就目前蘭嶼島上的文化遺留而言，亦可歸納出巴丹山藥（ovi no dehdah）、牛皮

甲、巴丹刀等幾樣相傳來自巴丹島的「物資」（余光弘、董森永 1998：91-96）。
傳統習俗方面，漁人部落西邊的 Sira do Kawanan 家族迄今仍保留所謂的飛魚「四

刀切法」4，相傳即是習自巴丹島人的風俗習慣（余光弘、董森永 1998：93）。
而瑪瑙（agate）在族人眼裡被視為最名貴的飾品之一，通常在女兒出嫁時，母

親會以瑪瑙傳給女兒。根據記載，此一習俗和菲律賓北方的巴丹島極為相似（劉

其偉 1996：265）。 
另外，就部落族群遷徙的相關「文本」論述而言，可以發現野銀部落（Ivalino）

與巴丹群島的「族群」淵源性最高，有一則口述歷史即明確指出野銀部落的祖先

來自南方菲律賓的巴丹群島，故事情節大致如下： 
Ivalino 部落是 Simian Voang 與其同伴一行六人從 Ivatan 來此。

Simian Voang 娶了蘭嶼的女子，一起回巴丹島。其妻為蘭嶼 Jimasik 部

落--即紅頭部落之寡婦，有二子，名 Si-Manoyo 與 Si-Matud。Sinan 
Manoyo 隨其夫 Simian Voang 返回巴丹島，並育有二子－Si-Girimut
與 Si-Garacidan。之後，因巴丹島飢荒，在妻子 Sinan Manoyo 建議之

下，全家一起回到蘭嶼。在遭 Sinan Manoyo 朗島娘家父親婉拒之後，

最先在情人洞住下，因蚊子太多，乃移居今天野銀聚落的區域。原先居

住在大港口上方，因山崩，遷居現在港口上方。後因部落內有人生病死

亡，居民乃逐漸遷居到聚落現址。他們居住的地方，附近原本有一個巨

大的馬鞍藤，據說這個馬鞍藤的藤蔓枝葉可以爬到很遠很遠的海面上或

地方。後來，他們把這個馬鞍藤砍了下來，總共花了五天的時間才把這

個巨大的馬鞍藤砍斷，那個馬鞍藤真的很巨大。後來被砍斷的馬鞍藤枯

                                                 
4 相對於漁人部落的 Sira do Kawanan 家族的飛魚「四刀切法」，蘭嶼其他部落與漁人部落其他家

族皆普遍流行飛魚「三刀切法」的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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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了之後，他們就搬了家來到了這個地方定居，從此他們就再也沒有搬

出去了。這個馬鞍藤的 Tao 語名稱叫做 Ivalino，所以別的部落的人都

稱野銀部落為 Ivalino。目前，野銀部落共有 Sira no Ranom、Sira no 
Ilaod、Sira no Zawang 及 Sira no Sokdan noili 等四個家族（余光弘、

董森永 1998：39-47）。 
根據上述野銀部落來自巴丹島的口述歷史文本脈絡，筆者推測 Sira no Ilaod5

應該就是故事情節裡提及來自巴丹群島6Simian Voang 的後代及其家族。 
  
    從台灣目前既有的文獻資料來看，蘭嶼已有許多關於「巴丹起源」及「兩島

交流」等神話傳說與口述歷史文本的整理與紀錄（Inez de Beauclair 1959；余光

弘、董森永 1998）；但反觀由巴丹群島觀點來論述蘭嶼之「文本」卻相對闕如7。

因此，筆者認為蘭嶼與巴丹群島兩地的歷史淵源與族群關係除了借重傳統考古

學、語言學、歷史學與文化人類學門之外，「神話傳說與口述歷史」的文本分析

或許亦是理解兩地族群文化類緣的重要途徑之一。 
 

二、「國」的經驗：國家殖民與歷史意識 

巴丹群島是菲律賓最北部的行省（巴坦尼斯自治省），北方隔著 80 公里寬的

巴士海峽（Bashi Channel）與台灣相望；南方則隔著巴林丹海峽（Balintang 
Channel）及巴林丹群島與呂宋島相望。巴丹群島地處東經 123 度 53 分、北緯 22
度 20 分，亦即位於蘭嶼南方 75 公里，台灣鵝鸞鼻東南方 160 公里處。另一方面，

巴丹群島位於呂宋島北方外海 300 公里處，距離首都馬尼拉更遠達 860 公里。巴

丹群島四面環海，以東面向太平洋、以西遙望南中國海；南方為巴林坦海峽

（Balintang Channel），北方為巴士海峽（Buish Channel）。因其地處太平洋及南

中國海之會合處，所以常伴有季節性海流及季風。巴丹群島是由十座島嶼組成；

其中，僅 Batan、Sabtang、Itbayat 等三大主島為有人居住之島嶼；省會巴斯可市

（Basco）位在巴丹島（Batan）上。根據西元 2000 年的官方人口普查資料，巴

坦尼斯自治省總人口數為 15,656 人。在族群組成上，Ivatan 人自認為其祖先來源

可追溯是來自台灣（Formosa）的早期移民（Philippine Information Agency 2002）。 
回顧歷史，根據文獻記載，西元 6 世紀至 10 世紀間，曾有許多中國人渡海 

                                                 
5 “Ilaod＂為 Tao 語，意指「海外」、「外地」，以前用來指稱巴丹島地區，現在卻是用來指稱台

灣（陳玉美 2001：126）。 
6 筆者 2007 年 7 月於巴丹群島北方之 Itbayat 島的田野調查期間，曾聽聞當地報導人清楚提及以

前 Itbayat 島的祖先有人往北遷到了蘭嶼，前幾年還有蘭嶼野銀部落的老人來「認親」，隔了幾個

世代，兩邊的家族仍可彼此相認，系譜還可以推算「追溯」連接起來。因此，筆者認為「野銀部

落祖先來自巴丹島」的這則口述歷史文本，應該更精確地具體指出「野銀部落祖先來自巴丹群島

中的『Itbayat 島」』。 
7 陳玉美（2001）認為 1802 年駐巴丹島的西班牙神父 Fr. Francisco de Paula 的一份西班牙文獻中，

曾提及有關蘭嶼人前來巴丹島，與巴丹島民起衝突，不歡而散的故事。該文獻中所提的事件應為

目前蘭嶼所流傳「漁人部落 Siapen Mitozid 的故事」之口述歷史，而西班牙神父的這份文獻正好

提供了一個來自巴丹島方面的版本（上引書：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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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此與島民進行交易，現今當地仍保存著許多當時與中國人交易之陶器製品8。

西元 1686 年，首度有多明尼加籍西方傳教士到此宣教，但隨即被兩位當地原住

民擊殺。西元 1687 年，英國海盜船長 William Dampier 曾於此短暫停留三個月；

當時，William Dampier 船長的紀錄描述當地原住民大都居住於陡峭的山谷間，

並已有嚴密的社會組織。西方殖民主義年代興起之際，「殖民」的洪流也侵襲著

西太平洋盆地的菲律賓島國。西元 1782 年，西班牙第一任殖民政府總督 Jose 
Basco Y Vargas 宣布將此地納入管轄範圍內；西元 1783 年，西班牙軍隊佔領此

地，但遭當地 Ivatan 人長達七年的強烈抵抗。至西元 1790 年新任總督 Cuerrero，
以優勢武力強迫 Ivatan 人遷居至平地，並建立了 Basco 與 Ivana 兩座城市。西元

1909 年，美國取代了西班牙成為整個菲律賓與巴坦尼斯群島新的殖民者。西元

1920 年美國於此建立了電報系統，1930 年著手建設機場與跑道設施；並建築環

島道路與確立國民義務教育至高中程度的制度。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亦於

1941-1945 年間短暫佔據此地。戰後，菲律賓於 1946 年脫離美國獨立，而巴丹群

島遲至 1960 年代才由當地住民以公民投票決定加入，成為菲律賓共和國最後納

入「國家」範疇的一個自治省（Cesar A. Hidalgo 1996）。 
相對於菲律賓的巴丹群島，蘭嶼（Layu Island）位於台灣東南方外海，島上

的原住民雅美族人相傳是從菲律賓北部的巴丹群島移居蘭嶼，目前人口數約五千

多人左右，一直到 1960 年代以前雅美族極少與外來文化接觸，因此其社會文化

體系得以大致保存。雅美族人居住在一個四面環海的世界，是一個典型的海洋生

態社會，一年的作息與飛魚汎期有著密切的關係，其文化與自然維持著平衡的共

存體系，是一個小型但完整的島嶼生態體系，雅美族可說是臺灣原住民中唯一的

「海洋民族」（余光弘 2004）。1896 年中日簽定馬關條約，蘭嶼隨台、澎割讓予

日本；二次世界戰後，1946 年蘭嶼則在未經公民投票下自然被台灣政府以「國

家」統治之名接管迄今。時至今日，當代蘭嶼與巴丹群島跨國境的「族群」，因

歷史及地理等因素分別有被殖民的不同歷史經驗（日本殖民過蘭嶼；西班牙、美

國、日本殖民過巴丹群島），並且目前也分別隸屬於兩個不同的國家（蘭嶼隸屬

台灣；巴丹群島隸屬菲律賓），其「族群」的發展亦因此有了差異性相當大的社

會文化變遷與當代面貌。至此，或許同源同種的 Tao 與 Ivatan，卻以分列不同「島

嶼」、分屬不同「國家」之姿來呈現其當代的「族群」樣態。 
因此，回顧蘭嶼與巴丹群島的區域發展，不同的「國家」政體雖長期凌駕在

其「族群」之上，但 Tao 與 Ivatan 對自身族群來源的認知裡，仍可以發現其“跨
國境”論述的臍帶關係。以前述為例，Ivatan 人自認為「其祖先來源可追溯是來

自台灣（Formosa）的早期移民」，而 Tao 人亦咸信其祖先「相傳是從菲律賓北部

的巴丹群島移居蘭嶼」。從中，我們可以發現諸如「Ivatan 的祖先來自台灣」與

「Tao 的祖先來自巴丹群島」等的“跨國境”論述。儘管如此，Ivatan 的祖先可能

源自台灣，但目前的研究佐證仍未能明確指認出是來自台灣的何處？另一方面，

                                                 
8 筆者 2007 年 7 月於巴丹群島之 Batan 島造訪幾戶報導人家屋時，亦親眼目睹幾乎每戶皆有中國

陶器的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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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的祖先雖自巴丹群島遷徙而來，但亦未能明確指認出是巴丹群島中的哪個或

哪些島嶼等等後續議題，其中或有涉及「國家殖民」與「歷史意識」等相關影響

因素，皆有待進一步探討與確認。 
陳玉美（2001）在探討蘭嶼與巴丹群島關係的斷裂與重建論述時，曾列舉三

個不同時期「聯姻」、「決裂」與「再聯姻」的故事，藉以具體了解兩地關係的轉

變與發展依據（上引書：123-6）。陳玉美提及：「一方面，在蘭嶼，口述傳統中

保存了非常豐富的，有關蘭嶼與巴丹島地區相互關係的描述，其中包含了交換（婚

姻、物品、技術）與移民的歷史。另一方面，在巴丹島地區，當地人對於北方的

蘭嶼的印象，卻是呈現一種空白的狀況（上引書：125）」。陳玉美並進而認為：「巴

丹島地區當地人對西班牙時期以前的近乎空白的記憶，恐怕才是了解由當地社會

文化傳統出發的歷史意識的重要入手點。當然，這也會成為進行與蘭嶼相關的比

較研究時的重要參考（上引書：126）」。上述陳玉美的論點一方面點出從巴丹島

觀點論述蘭嶼「歷史」文獻史料的不足，同時也提醒我們理解族人從當地社會文

化傳統出發之「歷史意識」的重要性。再者，筆者認為蘭嶼與巴丹島兩地「族群」

或有同源，但因長期世居「島嶼」地形，相隔日久、往來中斷，其族群「文化」

是否因而衍生差異，文化差異是否影響「認知」，以何種方式影響等，可能都是

進一步欲探討其「歷史意識」的具體分析面向。至於蘭嶼與巴丹島兩島關係文獻

史料有限的問題（特別是來自巴丹島觀點或論述者），可能需藉助更多第一手「神

話傳說與口述歷史」文本的田野採集及其「歷史分析」；此外，兩地「“島”民」

觀看島外世界的特殊「世界觀」及其論定「歷史」的文化視野等，可能也都是導

向「文化詮釋」理解途徑的必經之路。 
 

三、「語言」與族群遷徙 

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family）範圍東起南美洲西岸的復活島，西到非洲

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北至台灣，南達紐西蘭，涵蓋太平洋和印度洋區域，其語

言相當分歧，至於南島語族究竟起源何地，目前學界看法仍分歧。從語言學的研

究發現，有些學者（如 Peter Bellwood）主張台灣可能為南島語族的發源地之一，

而菲律賓巴丹群島又緊鄰台灣，因此其「地緣關係」是否也成為語言傳播上的關

鍵角色，亦曾引起相關研究的諸多討論。 
 
以台灣蘭嶼與菲律賓巴丹島為例，兩「島」語言關係的類緣性，曾在兩「島」

當地族人多次的文化交流上得到了具體「印證」（財團法人台灣原住民部落振興

文教基金會 2002）。而 Tao 族人張海嶼牧師曾提及他和美籍宣教師賴爾森（Ginny 
Larson）合議 Tao 語聖經的經驗：賴爾森曾經住在巴丹島十七年、精通當地語言，

他說大部分巴丹語可以通用於蘭嶼島（潘英 1998：142）。另，早期日本學者鹿

野忠雄（黃秀敏譯 1993：87-148）曾就動植物詞彙的比較來探討蘭嶼與巴丹群島

的族群文化類緣關係；而近代亦有 Tsuchida Shigeru、Yamada Yukihiro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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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guchi Tsunekazu 等日本學者（1987）親赴巴丹島進行蘭嶼與巴丹群島系統性

的語言學調查研究。再者，巴丹島當地學者 Cesar A. Hidalgo（1996：20-33）更

進一步為文探討蘭嶼、巴丹群島與巴布漾群島（Babuyan Islands）等三地「方言

群」，皆同屬「巴丹語族」之語言家族的系譜現象。由此可見，藉由台灣蘭嶼與

菲律賓巴丹群島的語言關係的探討，或許有助於釐清兩地族群遷徙的歷史及其文

化類緣關係。 
Malcolm Ross（2005）則探討巴丹語與其他南島語的關係，往北比較它和台

灣原住民語言的關係，往南則比較它和馬來-玻里尼西亞語的關係。其結果顯示：

「巴丹語是一種馬來-玻里尼西亞語，但不附屬於大馬來-玻里尼西亞語（hugy 
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 group）中的任何一支。有鑑於此，巴丹語可能是由

說原馬來-玻里尼西亞語的民族，在移居到呂宋島之前所建立的部落語言而來。

這個可能性是由巴丹語的保守傾向所作的推測，不過目前還是一種可能性而已，

不是確定的事實（上引文：24）」。 
從上述「語言」與族群遷徙的現象，我們可以發現巴丹島語言學的初步研究

成果與考古學的推測一樣，皆指出蘭嶼、巴丹島與呂宋島這三個可能具有文化類

緣的「島區」，其早期島民在「史前」階段的遷徙方向似乎是由「北」向「南」

的，這與部分學者（余光弘、董森永 1998，陳玉美 2001，臧振華 2002、2005
等）研究資料所顯示蘭嶼 Tao 可能是「近代（約數百至一千年前）」時期源自南

方巴丹島，由「南」向「北」、「“二度”遷徙」的族群遷徙方向推論大異其趣，洽

成反證。當然，蘭嶼與巴丹群島上「族群」的遷徙路線與方向，無論是「史前」

階段的由「北」向「南」，抑或「近代」時期的由「南」向「北」等推論，可能

都需更多「蘭嶼-巴丹」語言學的素材及其比較研究來加以佐證。 
 

肆、田野預調與未來論文發展之關聯性 
    本次田野預調蒐集之相關田野材料及文獻資料，與筆者未來論文發展所關注

的研究關聯性及發展方向，可如以下幾點說明： 
 

一、蘭嶼-巴丹：人類學的「區域研究」 

綜觀島嶼東南亞國家顯現的區域特色與豐富資訊，經常讓人有種「和而不同」

與「多元並立」的第一印象。其地形高山峻嶺、島嶼密佈；其族群多元瑰麗、各

為主體；其社會偶有動盪、平反如昔；其文化東西交會、兼容並蓄等。然而，在

島嶼東南亞國家傳統人類學的「區域研究」上，或因自然環境關係，或因族群遷

徙頻繁，或因地緣政治牽絆等因素，似乎仍未形成一強烈的「“區域”研究」特色。

相關「族群」內涵的論述亦經常隨時代思潮而變動，不同歷史時期的「族群」總

是來來去去，不斷上演著從「原鄉」到「他鄉」漂流、登陸、開疆、闢土的族群

遷徙史。因此，移動中的「族群」總是不及自行詮釋歷史，而諸如西方殖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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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下有權詮釋歷史的「他者」卻又經常受制於當下政治與思潮的牽絆，因而衍

生出島嶼東南亞國家「區域研究」的「歷史」論述，往往充滿著高度的不確定性。 
「蘭嶼-巴丹」在島嶼東南亞國家的學術研究脈絡之下，由於兩「島」座落

於西太平洋盆地與歐亞大陸、黒潮與親潮、蒙古利亞人與南島語族等多元地理人

文的交會處，「蘭嶼-巴丹」是否有其成為人類學「區域研究」客體的條件呢？黃

智慧（2002：7）即提出有關台灣蘭嶼與菲律賓巴丹群島這個區域的研究成果，

可視為台灣民族學史上最早被調查並且被確認與台灣以外特定民族的文化類緣

關係研究的重要指標。她並樂觀地指出：「在這個議題上，有幸前人已經留下探

索的痕跡，二十世紀下半期的研究者，在民族誌、神話學、考古學、語言學方面

亦累積了許多的研究資料。今後二地島民互相往來，研究者必將更能檢正前述資

料，對這項台灣民族學史上最早發展的涉外關係的課題，激盪出更富理論意涵的

見解（上引文：10）。」因此，Tao 與 Ivatan 這兩個「族群」其種族是否同源？

族群接觸與遷徙路線如何？以及兩者的文化類緣性程度等的討論，近年來儼然也

成了人類學域各個分支學門（體質人類學、考古學、語言學、文化人類學等）研

究探討的焦點議題（Dezso Benedek 1991；Malcolm Ross 2005；Peter Bellwood＆
Eusebio Dizon 2005；余光弘、董森永 1998；余光弘 2001；陳玉美 2001；財團

法人台灣原住民部落振興文教基金會 2002；張懿仁 2003；臧振華 2005 等）。 
    有鑑於此，筆者一方面繼續博士論文相關研究，另一方面則試圖藉由「島」

的記憶（神話傳說與口述歷史）、「國」的經驗（國家殖民與歷史意識），以及蘭

嶼-巴丹：人類學的「區域研究」等理解面向來檢視 Tao 與 Ivatan 兩者「文化類

緣性」的客觀事實。同時，後續研究亦將嘗試釐清 Tao-Ivatan 這個跨國境「族群」

多次「尋根」的實際行動，是一種跨國境“族群”交流的「文化」現象，還是一種

跨國境“文化”交流的「族群」現象？其隸屬同一「族群」的族群意識與主體建構

是否會因此而更加強化？抑或只是兩「島」、兩「國」部分族群精英操作下的一

種「政治」交流表徵，並非是兩地跨國境「族群」建構的具體內涵與論述等議題，

進而探討台灣與菲律賓兩「國」之間、蘭嶼與巴丹兩「島」之間，是否真實存在

著一個文化類緣性極高的跨國境「族群」實體及其相關論述。 
 

二、Tao-Ivatan：跨國境的「族群」論述 

當代學者 A. Benedict（吳叡人譯  1999）所提「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學理創見，試圖顛覆傳統「民族」概念，認為：「民族只是一

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

體。一切的共同體都是被想像出來的，而區別不同共同體的基礎是他們被想像的

方式」。該書亦具體探討「民族」的文化根源，認為唯有當「神聖的、層級的、

與時間終始的同時性」之舊世界觀失去霸權地位，民族的想像才是可能的。人們

才有可能去想像「民族」這種「世俗的、水平的、橫斷時間的」共同體。因此，

Tao-Ivatan 是否真能跳脫所屬「國家」體制，進而形塑其跨國境「族群」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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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論述？抑或兩者只是呼應「想像共同體」之學理創見而虛擬出的「“想像的”
族群」呢？ 

有鑑於此，筆者認為 Tao-Ivatan 這個跨國境「族群」，因著高度文化類緣性

的客觀事實與近年來多次主動積極「尋根」交流的意願而逐漸成形，並藉由當代

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類語言宿命的多樣性等的結合，促使「Tao-Ivatan」的

族群建構一如 A. Benedict「想像共同體」所云，一方面讓我們重新解構傳統的「民

族」概念；另一方面，也讓我們在全球化世界體系之中，得以將日益興盛的「民

族國家（nation-state）」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產物（cultural artefact）來看待，重

新出發，進而建構出當代人類社群變遷的理解脈絡。因此，Tao-Ivatan 在當代去

殖民論述的脈絡底下，「族群」得以跳脫昔時單一「國家」框架而主動地被「想

像」建構；「族群」也因此可以跨越不同的島嶼與國界，客觀地編織營造彼此“跨
國境”的「關係網」與「共同體」。 

 

三、「島嶼民族誌」方法論的建構 

回顧人類學的研究傳統中，「島嶼民族誌（ethnography of islands）」是否可

以建構其專屬的「方法論（methodtheory）」；換言之，「島嶼」可能具有的「孤立

性」，對人類學在掌握島民世界觀的歷程中，是否可據之建構出一特定的區域文

化分析模式呢？而在島嶼東南亞國家傳統人類學的「區域研究」上，或因自然環

境關係，或因族群遷徙頻繁，或因地緣政治牽絆等因素，似乎仍未形成一強烈的

「“區域”研究」特色。相關「族群」內涵的論述亦經常隨時代思潮而變動，不同

歷史時期的「族群」總是來來去去，不斷上演著從「原鄉」到「他鄉」漂流、登

陸、開疆、闢土的族群遷徙史。 
    有鑑於此，本人未來研究區域擬以西太平洋島嶼東南亞區域為主，採用從歷

史分析與文化詮釋來進行「歷時性」與「現時性」雙重角度的剖析，並有系統地

紀錄，完成當代西太平洋島嶼區域之跨國境「島嶼民族誌」。藉此，期能有助於

島嶼民族史分析方法、島嶼社會文化變遷模式、全球化與本土化、反省性民族誌

與人類學方法、族群關係、比較研究等主題領域之理論建構，進而提出方法論的

創見及「島嶼民族誌」上的學術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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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07 年台灣捐贈興建之「巴丹省農漁市場」及其「紀念碑文」 
 

 
  攝影：楊政賢 
 

 
                                                     攝影：楊政賢 

 

【巴丹省農漁市場】紀念碑文 

    本棟省府建築由台灣政府經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提供經費資助。本場所希望

照顧本省弱勢的農漁從業人口，提供其農漁產品一個直銷市場，確保食物供需無

虞。 
    本市場在省長 VICENTE S. GATO、眾議員 HENEDINA R.ABAD 等當地及中

央政府官員、貴賓與台灣政府代表吳新興大使、原住民族委員會瓦歷斯.貝林主

委等人的見證下，於 2007.03.24 正式落成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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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野照片及說明 

◆ 傳統生計與島嶼經濟 

   
（01）                              （02） 

   
（03）                                                           （04） 

   
（05）                              （06） 
 
【照片說明】 
（01）巴丹島此種近岸平坦礁岩區拋網捕魚法類似蘭嶼 Man na wei，全年皆可， 
    以撈捕白毛等近岸礁岩魚類為主。\Batan Is. 
（02）巴丹島人引海水入「曬鹽池」製鹽。\Itbayat Is. 
（03）島嶼四周廣大的潮間帶是豐富「貝類」食物的來源。\Batan Is. 
（04）靠海吃海，巴丹人所撿拾的各種「貝類」食物。\Batan Is. 
（05）靠海吃海，巴丹人所捕獲的各種「魚類」食物。\ Itbayat Is. 
（06）「椰子蟹」目前仍是島上可供「食用」的島嶼特產之ㄧ。\ Itbay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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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8） 

   
（09）                                                         （10）   

   
（11）                                                           （12） 
 
【照片說明】 
（07）出海「捕魚」仍是巴丹島人傳統生計與貨幣經濟的重要管道。\Batan Is. 
（08）「飛魚」與「鬼頭刀」是漁民賺取「貨幣」的重要「商品」。\Batan Is. 
（09）大片森林被砍伐後，「畜牧」成了島上重要經濟來源的行業之ㄧ。\Batan Is. 
（10）「猪」與「雞蛋」亦是島民賺取「貨幣」的重要出口「商品」。\ Itbayat Is. 
（11）「農業」的改良推廣，同時兼顧了「食物來源」與「貨幣收入」的問題， 
      逐漸成了島民重要經濟來源的行業之ㄧ。\Batan Is. 
（12）在農閒或非捕魚季節之餘，開設「小商店」有時亦能貼補家用。\Bata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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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tan Market」傳統市場及其周邊市集 

   
（13）                                                          （14）  

   
（15）                                                          （16） 

   
（17）                                                          （18） 
 
【照片說明】 
（13）「Ivatan Market」傳統市場\Batan Is. 
（14）「Ivatan Market」已有使用「磅秤」論“斤”而賣的情形\Batan Is. 
（15）「Ivatan Market」傳統市場周邊「市集」之街道\Batan Is. 
（16）「Ivatan Market」傳統市場周邊之臨時小商店\Batan Is. 
（17）「Ivatan Market」傳統市場周邊「市集」之魚販\Batan Is. 
（18）「Ivatan Market」傳統市場周邊展售「手工藝品」之固定商家\Bata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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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台灣捐贈興建之「巴丹省農漁市場」及其內部設攤情形 

   

（19）                                                         （20） 

   
（21）                                                        （22） 

   
（23）                                                        （24） 
 
【照片說明】 
（19）台灣捐贈之「巴丹省農漁市場」建築外觀\Batan Is. 
（20）台灣捐贈之「巴丹省農漁市場」內部設攤情形\Batan Is. 
（21）台灣捐贈之「巴丹省農漁市場」內部設攤情形\Batan Is. 
（22）台灣捐贈之「巴丹省農漁市場」內部設攤情形\Batan Is. 
（23）台灣捐贈之「巴丹省農漁市場」內部設攤情形\Batan Is. 
（24）台灣捐贈之「巴丹省農漁市場」內部設攤情形\Bata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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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丹群島對外「島際」的海、空交通工具 

   
（25）                                                          （26） 

   
（27）                                                          （28） 

   
（29）                                                          （30） 
 
【照片說明】 
（25）Basco 機場是 Batan 往返馬尼拉、Itbayat Is.的「島際」機場\Batan Is. 
（26）Basco 港口是 Batan Is.往返馬尼拉與各小島間的「島際」港口\Batan Is. 
（27）Ivana 港口是 Batan Is.往返 Sabtang Is.的專屬港口\Batan Is. 
（28）Sabtang 港口是 Sabtang Is.往返 Batan Is.的專屬港口\ Sabtang Is. 
（29）Itbayat 機場是 Itbayat Is.往返 Batan Is.的專屬機場\ Itbayat Is. 
（30）Itbayat 港口是 Itbayat Is.往返 Batan Is.的專屬港口\ Itbay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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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丹群島對內「島內」的陸上交通工具 

   
（31）                                                         （32） 

   
（33）                                                         （34） 

   
（35）                                                          （36） 
 
【照片說明】 
（31）「吉普尼」是島上最大型的「公共汽車」\Batan Is. 
（32）「崔士可」是島上機動型的「計程摩托車」\Batan Is. 
（33）「摩托車」是島上尚不普及的個人交通工具\Batan Is. 
（34）「腳踏車」是島上較普及之個人交通工具\Batan Is. 
（35）「騎馬」是島上傳統的個人交通工具\Batan Is. 
（36）「牛車」是島上傳統的團體交通工具\Bata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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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丹群島傳統建築 

     

 （37）                                                        （38） 

     
 （39）                                                         （40） 

       
（41） （42） 
 
【照片說明】 
（37）「石牆茅草屋」是巴丹島躲避「颱風」衍生出的主要建築型式\ Sabtang Is. 
（38）「石牆茅草屋」的方位經常是因應「颱風」而有所不同，並且有利用其建 
      築藉以「馴風」的實際功能。\ Itbayat Is. 
（39）「石牆茅草屋」的另一種型式，「石牆」作為房基而較矮、其餘牆面及屋頂 
      則木構茅草。\ Itbayat Is. 
（40）此基督教會旁之「涼亭」型式與蘭嶼一樣，為十幾年前蘭嶼教會前來宣傳 
      的達悟族人與當地人所共同搭建。\ Itbayat Is. 
（41）此類「圓形涼亭」為巴丹島傳統「戶外」的聚會休息所。\ Itbayat Is. 
（42）此為位於巴丹島東邊之 Loula 漁村夏季為了捕魚搭建之季節性「工作房」， 
    冬季東北季風強時漁民則遷回為巴丹島西邊之 Mahotao 市鎮。\ Bata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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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丹群島「西班牙殖民」影響的文化遺風 

   
（43）                                                       （44） 

   
（45）                                                       （46） 

   
（47）                                                       （48） 
 
【照片說明】 
（43）Basco 天主堂，位於首都，是巴丹群島目前最大的天主教堂\Batan Is. 
（44）Ivana 天主堂，西班牙建於 1795 年，是巴丹群島第一座天主堂\Batan Is. 
（45）Itbayat 天主堂，是 Itbayat Is.目前天主教信仰及活動中心\ Itbayat Is. 
（46）Sabtang 天主堂，是 Sabtang Is.目前天主教信仰及活動中心\ Sabtang Is. 
（47）balo-balo 舞蹈，傳達出在天主教的「教化」之下，西班牙士兵與巴丹島 
     民兵由衝突到和平之「交融共舞」的意涵\Batan Is. 
（48）遇有節慶，經常可見老人樂團彈吉他、拉小提琴，並演奏出具有濃厚「西 
     班牙曲風」之樂曲\Bata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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