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台灣原住民的興衰 

 

第一節 古代台灣的原住民過著神仙般的生活 

上古時代，中國的貨幣既然由台灣供應，等於台灣就是富裕的國家，也證

明上古時代，台灣的貝幣支配著中國的經濟。倘若沒有台灣的寶螺，就沒有中

國的寶貝貨幣，中國也就難有交易的經濟活動。除此之外，台灣應該還有其他

優越的因素、輝煌的文明，才會吸引古人的嚮往，值得我們繼續探究。 

根據《山海經》云：「蓬萊山在東海中，島上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其

物禽獸盡白，宮闕以黃金銀作成。」及《書經禹貢》揚州之項云：「厥貢島夷

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日本學者認為上

古時代供給中國貨幣、錦衣、織貝的蓬萊仙島──台灣，有資源豐富、環境幽

雅和氣候溫暖。依據宋代《太平禦覽》所引用三國吳人沈瑩「臨海水土志」的

夷洲記事：「夷洲(台灣)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

四面是山。……作店室，種荊為蕃障。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

可知台灣自上古以來，資源豐富，土地肥沃，農產生長繁盛，生活容易，養成

台灣的先民，就如《山海經》所載「蓬萊山的仙人」一般，悠哉遊哉地過活。

一直到今天，台灣仍然有這些豐富的資源。 

從亞洲東北沿海下來，一直到台灣、馬來西亞地區，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

豐富的地方。北赤道洋流的支流及黑潮又分別從台灣之東西兩岸通過。台灣島

嶼四周有超過世界十分之一的海洋生物種類，在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陸地水

域，更有超過一百三十六種淡水魚，其中有三十八種是特有種，顯示台灣陸上

和水域生物多樣性的資源豐富。 

台灣陸地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所佔全球大陸面積約千分之零點二四而

已，非常的渺小，但是台灣到現在卻仍有約四千多種維管束植物，一萬八十多種

昆蟲，二千七百七十五種魚類，六百多種海藻，一千種蝦蟹，三百種珊瑚……，

其中魚種高達二七七五種，擁有的海洋生物種類卻多達全球的十分之一，每單位

面積的生物多樣性名列世界前茅，多樣性是其他國家平均值四百倍！ 

邵廣昭表示，得天獨厚的台灣擁有全球稱羨的魚類多樣性具備「四大地

利」，包括位在全球海洋生態最豐富的東印度群島地區，四周海域地形複雜、



海岸的底質和棲地非常多樣化，外圍還有黑潮、大陸沿岸流和南中國海水團三

股海流交會，造成南北在不同季節的水溫差異。 

又北迴歸線通過中部嘉義，因此，氣候顯現出熱帶與亞熱帶的特性，氣溫

高且雨量豐沛。不管在水域或陸地都棲息了數目眾多的動物個體，而且植物繁

茂。台灣是一個封閉系統的海島，海拔高度相差極大，最高的玉山有三千九百

五十二公尺，超過三千公尺的高山超過二百多座。由於海拔高度變化，氣候因

子的差異，造成生長植物的不同，形成明顯的幾個主要生態系，由低海拔到高

海拔分別為：熱帶雨林、常綠闊葉林、混生林、針葉樹林、以及高山寒原等。

可以從平地種有椰子樹的熱帶性植物到高山植物如玉山圓柏、台灣冷杉和台灣

鐵杉的寒帶性植物，幾乎涵蓋各種不同溫度的植物，生物種類數目幾乎與整個

歐洲大陸相當。 

台灣島面積雖小，然而這個島嶼地質非常獨特。台灣的地質的特色是地層

年輕，沉積速度快，褶皺與斷層劇烈。台灣島是在太平洋海洋板塊的菲律賓亞

板塊，由東向西隱沒在歐亞大陸板塊之下造成的。兩板塊交接之處，在菲律賓

弧和琉球弧的交界點，形成台灣島的主要原因。它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板塊碰

撞之處，含有火成岩、水成岩和變質岩三大類，曾吸引美、英、法的地質學家

和我國學者多次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討論台灣或與台灣有關的地質問題。由

於近年台灣的地質受到國際矚目，在地層、構造、火成岩和地球物理方面有很

多的進展，被當作地質學上重要研究的示範地帶。 

從台灣古地理、古氣候、以及地質演變史、地形發育史等等，可以認識台

灣島的淵源，進而認識人們生活環境的獨特性、複雜性、以及珍貴性。這種環

境與歷史培育出台灣的各種自然景觀與生態環境，生活在其中的國人，可能不

容易體會出來我們的固有傳統特色 (註 23)。 

二○○○年六月在台北舉行的「台灣生物多樣性願景國際研討會」中，多

位國際聞名的學者提出台灣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方。在該研討會上，

美國總統柯林頓首席科學顧問彼得．雷文(Peter H. Raven)表示，台灣的生物

種類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是全球任何其他地方沒有的，另外四分之三物種的遺

傳特徵也非常獨特，並且很有機會發展成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全球示範地區。台

灣現在受到人口遽增，人為破壞及工業嚴重污染的影響，仍然有「舉世無雙」

的生物多樣性豐富的特性，可以顯示在上古時期，台灣一定有更豐富的資源，



曾是人類夢寐嚮往的仙境。 

清代先賢林資修在《台灣通史》台灣開闢紀序云：「台灣自鄭氏建國以前，

實為太古民族所踞，不耕而飽，不織而溫，以花開草長驗歲時，以日入月出辨

晝夜，岩居谷飲，禽視獸息，無人事之煩，而有生理之樂，斯非古之所謂仙者

歟？」(註 23)以此來說明台灣在史前時期，原住民族的生活、心裡及生理的形

態，就是神仙的樣式。自古迄今，原住民的內心有一種崇高的品性，出自於「誠」，

支配他們精神的心靈，有如純潔無垢的白玉，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他們就像

幼兒一樣天真，像神仙一樣純潔。他們的社會即使沒有被動的制裁和法律的規

範，也能自然無為地保持秩序，這是台灣先民傳衍下來的心胸(註 24)。 
 

第二節 商朝起銅幣取代貝幣台灣文明逐漸沒落 

蓬萊仙島的上古民族一直過著神仙般的生活，有豐富的資源，生活容易，

以致無打拚的精神，造成不良的後果：沒有再追求上進和發展的意志。在世界

文明的進步當中，隨著時間的流逝，漸被其他民族趕上，並且超越。尤其中國

發展出的優越文化，以後來居上的方式席捲而取代台灣文明。這個可以由台灣

後來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文明遺物，看得出台灣上古文明的衰微。 

另外在經濟上，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古代中國所流通的貝幣數量龐大，僅

能由台灣製造供應的貝幣有限，無法人工製造，且運輸不易，因此自商朝以後，

中國的貨幣逐漸以銅幣取代貝幣。根據一九五三年在河南安陽大司室出土三枚

商朝銅幣；六十年代在殷墟西區六二○號的商墓出土無紋銅幣二枚，以及山西

保德林遮峪村也發現晚商無紋銅幣一○九枚，伴有一一二枚海貝，可以解讀為

商代以後，台灣的貝幣逐漸退出中國市場。到秦朝才正式廢除貝幣，改用銅幣。 

雖然海貝漸被銅幣取代，但是海貝的財富象徵仍然存在，有些民族仍將海

貝串成項鍊當作豪華的飾物。在四川三星堆出土的數千枚海貝，就是祭祀時代

表財富的供品。由於銅貝取代海貝以後，台灣的貝幣不再大量運送中國，台灣

與中國間的文化與經濟交流也因中國的掘起而逐漸走下坡。繼而台灣文明故步

自封，逐漸退化、衰微。台灣的原住民族因而長期走下坡，一直延續到外來民

族的侵入時，台灣的原住民族才變了質。 
 

第三節 外人侵入耕地台灣原住民始有獵人頭之舉 

清代先賢連雅堂在《台灣通史》開闢紀云：「台灣固東番之地，越在南紀，



中倚層巒，四面環海，荒古以來，不通人世，土番魋結，千百成群，裸體束腰，

射飛逐走，猶是遊牧之代。」由此可知，連雅堂對台灣的上古民族在無稽可考

的情況下，只看到原住民當時的外表，以及為生存的集體狩獵活動，並未如林

資修先賢深入瞭解原住民內心的境界，因此才有「荒古以來，不通人世，土番

魋結，千百成群，裸體束腰，射飛逐走，猶是遊牧之代」敘述。 

台灣在日治期間，甚至在光復後前幾年，多位日籍學者專家，例如伊能嘉

矩、尾崎秀真、鹿野忠雄、佐藤傳藏、金關丈夫、國分直一、馬淵東一、馬場

悠男、大塚裕之等，與光復前後有宋文薰、張光直、林朝棨、黃士強、李壬癸、

曹永和、劉益昌等台灣考古學者從事台灣考古與實地調查，對台灣的史前史提

出珍貴的論述，奠定台灣史

前史的基楚。從「台灣先史

遺跡分佈圖」可以看出，由

考古研究發現台灣的先民遺

跡可說遍佈台灣的每個區

域，近年來發現的遺址約有

一千五百餘處，可以顯示台

灣是具有非常豐富的史前文

化。由「日據時代至一九四

九年夏考古學調查成果圖」

中的貝塚佔有很大的比例，

顯示冰河期的先民人口甚

多。 

「日據時代至一九四九

年夏考古學調查成果圖」作

者之一，日人國分直一教

授，嬰兒時就到台灣，大部

分時間都在台灣長大。曾在

京都帝國大學主修歷史，再回台灣後，一直從事歷史的教育與研究工作，對台

灣的考古與原住民的研究貢獻良多，經常深入原住民的居處，探索他們的風俗

與挖掘採集古文物。他在考古最大的成就是在台南牛稠仔(永康)發現台灣史前

 



文化中的繩紋陶器。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三日國分直一在台南

縣佳里鎮北門高中舉行座談會的談話中，國

分直一教授根據他考古研究結果，宣稱台灣

原住民的獵人頭風俗，在舊石器時代根本不

存在，而是到新石器時代，需要土地耕作，

為阻止外人侵佔，始有獵人頭的風俗。原住

民的居住和耕作的土地，若受異族侵入及掠

奪的話，被認為是比死更嚴重的屈辱。因此，

他們必拚死防衛，不容許外力的侵佔。由此

可知，台灣的原住民，並不是天生野蠻人，

更不是食人族，而是受到外人的侵入才起而

防衛，因而被誤為原始野蠻人，實在是外人對原住民認識不深所致。（第五章

結束） 

 

座談會上作者與國分直一

(右)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