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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島民族神話與儀式中的多元族群文化

高怡萍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位於世界南島民族分布的最北端，在與其他南島民族的關係方面，學

者認為南島語族可能是五千年前由亞洲大陸遷入臺灣，再向外遷徙到太平洋與

印度洋各地，然後逐漸向大洋洲一帶擴展 (Bellwood, 1997 )。此外，語言學者

從語言特色來分析，南島語包含四個亞群，其中臺灣原住民語言就占了三個，

保留了最多古語的特徵，應該是最古老的南島民族居住地之一，因此主張臺灣

是南島語族是向外擴散的源頭（Blust, 1985:45-67; 李仁癸， 1997，1999）。

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臺灣是南島民族發源地之一」，因為臺灣原住民之

中，許多民族與海洋並無任何關聯，主要分布地帶都在海拔一、兩千公尺以上。

然而在南太平洋古文化的 26 項特質中，小米祭儀、嚼檳榔、樹皮布、紋身、

口簧琴、年齡階級、洪水傳說……等文化特質，卻普遍存在於臺灣原住民族的

傳統文化中。由此可見，臺灣原住民族與太平洋群島的民族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Bellwood 2000)。以下將從達悟族、賽夏族與噶瑪蘭三個民族的創世神話與儀

式來介紹臺灣南島民族如何與外來文化接觸與互動。

一、達悟族與菲律賓巴丹島民的通婚與遷移

考古學者認為巴丹群島最早的新石器時代聚落是在距今四千年以前由臺灣

遷移而來，其後與臺灣密切的持續往來至少持續到距今一千三百年前，蘭嶼和

菲律賓巴丹島的原住民，都來自於臺灣東海岸的南島民族，是今日達族悟和巴

丹島民共同的祖先（P. Bellwood ＆ E.Dizon, 2005：33，臧振華， 2005）。

臺灣南島民族的神話傳說中，保留著許多該民族與他族互動關係的記憶。

以達悟族與巴丹島的關係來說，達悟族共有六個部落，其部落建立的始祖傳說，

大都與巴丹島民有關。例如在椰油部落的始祖傳說中提到一位來自巴丹島的女

子是椰油部落許多宗族的先祖：有一天椰油部落的老人吩咐孫子到海邊取水，

年輕人在海邊看見一個漂流的箱子，裡面有位少女。年輕人的父親問少女從那

裡來？少女說她是巴丹島人，島上鬧饑荒，她父親只好用箱子送走她，並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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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能漂流到蘭嶼，天神聽到以後，就讓她漂流到蘭嶼島上。一家人聽完之後非

常感動，年輕人的父親又問少女，是否願意嫁給他兒子？於是年輕人與少女結

為夫妻，幾年後生下很多孩子，成為椰油部落多個宗族的祖先（余光弘、董森

永，1998：35-39）。

野銀部落的創建傳說則是與一位巴丹島男子有關，傳說中並且顯示出兩地

居民頻繁往返的關係：巴丹島的 Simian Voang 和同伴一行 6 人來到蘭嶼，他娶

了紅頭部落的寡婦為妻，然後返回巴丹島生活。若干年之後由於飢荒，全家人

舉家遷居蘭嶼，在馬鞍藤枯死以後，他們搬來本地定居。由於馬鞍藤的達悟語

是 Ivalino，所以大家都稱呼野銀部落為 Ivalino（余光弘、董森永，1998：39-

47）。達悟族部落的建立與巴丹島有關，說明了兩地的南島民族透過通婚的方

式，跨越島嶼互相連結起來，這些傳說驗證了兩地原住民在歷史上的頻繁互動

關係。

二、臺灣南島民族與矮黑人的互動關係

臺灣南島民族之中流傳著許多關於矮黑人的傳說，他們的身高不足 150 公

分，捲髮短鼻，性情狡猾擅長爬樹，習性與生活在爪哇、蘇門達臘、馬來西亞、

菲律賓巴拉望、民答那峨與呂宋島的矮黑人（Negrito）相近。由考古資料發現，

矮黑人的存在早於南島民族遷移之前，目前南太平洋島嶼上所生存的菲律賓海

洋黑種人，不同於現在的南島語族，但由於已被同化，目前除了膚色以外，語

言與文化都已消失（賈德 . 戴蒙，1998；陳乃菁， 2004）。這些矮人也曾經活

躍於臺灣島上，後來卻突然從臺灣史中完全消失，目前僅能從各族流傳的神話

傳說中得知他們曾經在臺灣生活的片段。

相傳布農族稱矮黑人為「來庫倫」，布農人為了躲避瘟疫由南投縣巒社遷

居清水部落初期，曾與當地矮黑人發生戰鬥，最後達成友好協議，矮人還教導

布農族種植小米與改善狩獵技術。魯凱族約在七百年前遷居舊好茶的時候，當

地也有矮黑人居住，他們獲得矮人同意後才定居下來，並且和矮人混居通婚，

矮人從山上搬運巨大的石板，為魯凱族留下五棟靈屋。

與矮黑人傳說關係最密切的原住民族，要算是賽夏族，「矮靈祭」是賽夏

族最重要的代表祭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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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賽夏族的創世神話與矮靈祭由來

矮靈祭的由來與矮人達愛 (taai) 的神話有關，相傳古時賽夏族和身高不滿

三尺的矮人達愛毗鄰而居，他們將較先進的農耕技術和知識傳授給賽夏族，所

以賽夏族將矮人視為恩人，在每年慶豐收的祭典，都會邀請矮人作客同歡，以

維持兩族友好的關係。然而矮人經常調戲賽夏族婦女，族人對此感到不滿，礙

於長老勸阻與作物豐收的緣故，只能百般忍耐。有一回賽夏人下定決心要報仇，

他們將矮人經常乘涼的山琵琶樹砍到將斷未斷，等矮人全部爬到樹上以後，樹

枝因無法承受重量而折斷，矮人們全部掉入溪谷死亡，只剩下兩名生還的矮人

跑去向長老哭訴。矮人們詛咒賽夏族的農作物會遭到老鼠與麻雀偷襲，族人則

會遭受毒蛇和猛獸啃噬。經過這次復仇，賽夏婦女雖然不會再被矮人調戲，但

是農作收成年年欠佳，還不幸爆發大規模死亡的瘟疫；於是長老們決定遵照少

數生還矮人的囑咐，每隔一年舉行矮靈祭，悼念往生的矮人，以求部落平安、

作物豐收，在農曆 10 月 15 日起連續三個夜晚舉行。矮靈祭的儀式，從迎靈、

延靈、娛靈、逐靈到送靈，每段儀式都配有歌舞。每隔一年的農曆 10 月月圓之

時，是迎接矮靈歸來的日子，從祭典一個月前開始，族人擇期聚會商議祭典相

關事務，迎接矮靈祭的來臨，練唱平時忌唱的迎靈歌曲。族人必須遵守矮靈留

下的勸戒，彼此和樂相處，前嫌積怨皆應釋懷，心存不敬者必遭懲罰。

流傳在賽夏族各部落的創世神話也提到了鄰近的民族：很久以前天神造了

人類，建立許多部落。後來發生大洪水，大部分的人都被淹死，有個男子獨自

存活下來。他從大壩尖山上四處張望了很久，發現水面上還漂浮著一個小孩，

坐在織布機的經線筒中。他先祈求天神能讓人類再度繁衍，然後把孩子打撈上

岸，將小孩身體各器官包括肉、骨、胃、腸等不同部位切割成許多小塊，包在

樹葉裡丟進海裡。接著小孩的遺體碎片紛紛化成活生生的人類。其中從肉變成

的，就是賽夏的祖先，從骨頭變成的是泰雅族的祖先，而從胃、腸變成的分別

成為客家人與閩南人的祖先（朱鳳生，2005；林修澈 1990；陳春欽 ，1996）。

在賽夏族的創世神話中發現，他們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關係，透過神話與儀

式留存下來，而且他們的農業生產技術是向外族學習得來。縱然矮靈祭的神話

與儀式記憶的是賽夏族與外族接觸的事蹟，卻完全不影響矮靈祭成為代表賽夏

族的重要祭典，在賽夏族的創世神話中，賽夏族的祖先和其他民族的祖先是在



焦點話題

07

大洪水之後一起被創造出來。

不過，並非所有的創世神話都會提到其他民族，例如：噶瑪蘭族的創世神

話中噶瑪蘭的始祖是一對夫妻，既是天神也是噶瑪蘭人的始祖，並沒有包含其

他民族。

四、噶瑪蘭族的創世神話、亡靈祭的由來與天主教信仰

在噶瑪蘭的創世神話裡，起初只有一對夫婦，是噶瑪蘭的祖先。女的叫

Mutumazu，男的叫 Siagnau。Mutumazu 本來是住在天上的女神，因為看到

Siagnau 很窮沒有東西吃，才到地上來播種解決饑荒。Mutumazu 懷孕生下一個

男孩，她因為要到山地耕作，便由 Siagnau 照顧小孩。Siagnau 很懶惰，小孩餓

了就餵他吃螃蟹，傍晚 Mutumazu 回家後發現，小孩肚子已被螃蟹咬爛死亡，

她傷心的將小孩埋葬。過了二天，Mutumazu 擺了許多飯菜，舉行亡靈祭。在

儀式中，她看到小孩回來，向他道歉。等小孩吃飽後告訴他：「我們的路是不

同的。」結束第一天的亡靈祭，請他回去。接下來連續做了三天的亡靈祭，她

想小孩和他們的路畢竟不同，最後她請小孩吃飽後回去，不要再回來跟他們見

面了。接下來那天，Mutumazu 在庭院裡收集許多乾草燃燒，等煙冒出來，她

便和煙一起昇上天去了。Siagnau 也學她如法炮製，也上昇到天上去了。就這樣

二個人變成天神。從前天神可以上上下下，自由往返於不同的世界中。住在地

上的後代子孫，如果有什麼問題、困難，像生病等，Mutumazu 會教導人們如

何診療和解決的。大家並不直接喊女神的名字 Mutumazu，而稱她為 salamai，

她們說從前有個女人因為小孩死掉，哭得傷心欲絕，非常捨不得她的小孩，於

是邊唱歌哀悼，一方面又擔心他肚子餓，所以餵東西給他吃，這就是噶瑪蘭人

的起源、死亡和亡靈祭的由來（劉璧榛，200；清水純，1998）。

從這個神話可以了解噶瑪蘭人對於天界、人界與亡靈祭之間的關係。他們

相信，神就是祖先，住在天上的另一個世界中，而亡靈祭就是將活人 / 祖先和

神的世界區隔開來的象徵儀式，經過這個儀式，人與神才真正區隔開來。人死

後會到另一世界去生活。因此，亡靈祭對於噶瑪蘭人的宇宙秩序，是至關重要

的（清水純，1992[1986]）。噶瑪蘭神話中最高的天神是一個男神和一個女神，

天主教所敬拜的耶穌和瑪麗亞也是一個男神和一個女神，透過傳統祖靈信仰概

念來解釋外來的宗教信仰。由於這樣的對應關係，因此對天主教信仰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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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高於基督教或其他外來宗教，噶瑪蘭人以自己的想像去建構天主教，選擇性

的加強相同點，而忽略相異點，他們並不認為接受新的信仰與傳統的祖靈觀之

間是互相衝突的。 

五、結論

臺灣南島民族的神話傳說中，保留著豐富的該民族與他族互動關係的記

憶。在這些神話與儀式之中所蘊含的內容，有時是臺灣先住民對於過去的記憶

或想像，有時則包含著他們如何思考人與神、我群與他者、此世與來生的關係。

對於記憶我群與他者關係的部份，可見於達悟族部落建立的始祖傳說，保

留著與巴丹島民互相往來與通婚的情節。或者曾經與布農、魯凱、賽夏等族頻

繁接觸的矮黑人目前在臺灣早已消失蹤影，他們比南島民族更早在臺灣島上生

活，現在僅能從各族流傳的神話傳說或儀式中來理解他們過去與其他族群的互

動關係。雖然矮靈祭記憶的是賽夏族與外族接觸的事蹟，卻完全不影響矮靈祭

成為代表賽夏族的重要祭典。

而對於思考人 / 神、此生 / 來世關係的部份，在噶瑪蘭族的創世神話中，

他們的始祖是一對夫妻，既是天神也是祖先，透過亡靈祭將人與神的世界區隔

開來。噶瑪蘭的創世神話所關心的思維是如何維持宇宙秩序。我們可以發現噶

瑪蘭人在與外來宗教接觸的過程中，繼續承襲這種觀點來看待人與神的關係，

噶瑪蘭最高的天神是男神和女神，天主教所敬拜的耶蘇和瑪麗亞也是一個男神

和一個女神，由於亡靈祭具有維持宇宙秩序的重要性，因此他們在接受基督教

或天主教後，仍舊堅持舉行亡靈祭。透過南島民族的神話與儀式，不但更能理

解他們的宇宙觀，也更能了解他們如何利用自己的文化傳統來思考與外來文化

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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