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人類語言學的研究來探討南島語族的原鄉就是台灣 

南島語系的民族最早是由不同的種族發現有相同語言開始，故簡稱「南島語族」。

根據各種線索，台灣原住民的語言還保有南島語的古音，其原始居留地最可能就是台

灣。語言學者研究南島語族起源的方式之中，對考古學者最有啟發性的，是根據現代語

言中詞彙的分布，學者將南島語系的祖語分析，都屬於台灣原住民的用語。近代國際南

島語言學者似乎有傾向台灣是最複雜的南島語言區域，最可能是南島語族的老家的看

法。1975年，二位語言學者施得樂與馬爾克，首次發表論文：「南島園藝學家的擴散」，
首先嘗試為南島民族的擴散提出一個推測性的架構，他們提出台灣是南島語族始源地

的主張。1988年語言學家布勒斯特博士發表的一篇文章「語言學觀點：南島語族原鄉」，
認為南島語族原鄉應該就是台灣。1991 年一位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南島語族共同祖源
的考古權威、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學院院長彼德．貝爾伍德，對南太平洋

群島研究非常專精。他發表了一篇文章「南島語族的擴散與原南島語」，提出南島語族

七階段往外擴張，完全採用台灣原鄉論的看法。2000 年何大安、楊秀芬也採取布勒斯
特的歷史語言學方法，利用音韻的變化與創新原則，發現不論在音韻的字尾輔音與清濁

塞音的區變，以及焦點系統的存在上，台灣南島語都保存了較完整與分歧的特色，所以

認定台灣是南島語族的原鄉。2000年戴阿曼得在《自然》發表研究成果：《台灣給世界
的禮物》，敘述：一個新的南島語言分析可以幫助重新解釋在其他語系的歷史，可以確

定大約有 1,200種的南島語族的語言被分成十種的次語言，其中九種次語言只有非中國
語的台灣島原住民在使用。說明南島語族以台灣為起源地。2002 年在中央研究院舉行
以南島語族起源為主題的會議中，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語言學者沙噶特從語言學

上完全支持台灣原鄉論、挪威奧斯陸大學的體質人類學者韓集堡聲稱支持台灣原鄉論。

2009年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心理學家葛雷教授在「科學」期刊發表的最新區域語言研究，
提供詳細的太平洋民族遷徙史，證實當今的波里尼西亞人源於台灣，他們約於五千五百

年前從台灣出發，遷徙至菲律賓，然後在一千二百年內快速遷往太平洋各地。由上述可

知，國際學者語言研究顯示台灣是南島語族的原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