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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分野(2) 

：南島語系民族 
● 林柏維

 

 

1897年日本人在台北發現「圓山貝塚」，啟開台灣史前史的考古序幕。目前台灣史

前遺址被發現的已有一千餘處，依考古學家張光直的分法，台灣史前史可分為四個階

段：1 

1.打製石器文化階段：以台東「長濱文化」、台南「左鎮人」為代表（約2至3萬年

前—5千年前），是典型的礫石器文化，已有小群體的社會，以漁獵和採集維生。 

2.原始農業文化階段：以台北八里「大坌坑文化」為代表、高雄林園「鳳鼻頭遺

址」也屬於這一時期（約5千年前—7千年前），是粗繩紋陶文化，已有原始農業，以漁

獵和採集海岸上的生物資源維生。張光直認為與其平行發展早期農業文化的是中國黃

河中游的「仰韶文化」。 

3.高級農耕文化階段：以台北「圓山文化」為代表（約4千年前—2至3千年前），

屬於細繩紋陶文化，無論是陶器、石器、骨角器，種類多且精美，已出現稻作農業和

傾向聚居型之聚落，其後期之「卑南遺址」墓葬群，顯現可能已有社會分群的現象。 

4.原始文化階段：以台北八里「十三行文化」、台中大甲「番仔園文化」為代表（

約紀元前—4百年前），屬於金屬器文化，生產工具由石器轉變到鐵器，可能是歷史上

                                                


 林柏維，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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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光直，＜台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專刊之七七》，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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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台灣原住民的祖先。2 

 

南島民族的擴散 

台灣、菲律賓、婆羅洲、印尼、馬來西亞、中南半島、印度洋島嶼、太平洋島嶼

，東起南美洲西岸之復活島，西至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北到台灣，南到紐西蘭

，這個區域裡的原住民，人類學家稱之為「南島（語系）民族」（馬來波里尼西亞民族

），他們擅長於航海，其技術在幾千年前就很發達，中國學界（如凌純聲）喜稱「他們

都是從中國來的」，1889年荷蘭學者柯恩（Hendrik Kern） 蒐集許多語言資料，推論南

島民族源起中南半島，1985年語言學家布拉斯特（Robert Blust ）認為南島民族的起源

地應是在台灣，1991年考古學家貝爾武德（Peter Bellwood）更推論距今五千年前，南

島民族分七個階段，從台灣擴散開來：3 

第1階段：B.C4000年從亞洲東南部遷至台

灣。 

第2階段：B.C3000年從台灣開始擴散至菲

律賓北部。 

第3階段：B.C2500年到婆羅洲、西伯里斯

、爪哇、帝汶。 

第4階段：B.C1200年到馬力安群島、蘇門

答臘、新幾內亞、斐濟、東加。 

第5階段：B.C200年到密克羅尼西亞東區

、波里尼西亞中區。 

第6階段：A.D300-400年到夏威夷。 

第7階段：A.D700-800年到馬達加斯加、紐西蘭。 

最晚到台灣的達悟族，他們的語言與菲律賓巴丹島的語言相近，並能溝通。 

 

                                                
2
 參見宋文薰，＜史前期的台灣＞，《台灣史論叢》第一輯，頁 12-18。及臧振華＜中國東南沿海史前文

化的適應型態及其對南島民族擴散問題的涵意＞，頁 14-17。 

3
 李壬癸《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頁 55-64。 

南島民族的擴散 
圖片來源：參考李壬癸＜台灣南島民族的遷移歷史＞，《台灣史與台灣史料》，

頁 30，重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