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遙
遠
的
傳
說

式

對
台
灣
社
會
，

蘭
嶼
是
一
個
遙
遠
的
傳
說
。
它
的
社
區
故
事
只
能
從
頭
開
始
。

任
何
社
區
的
發
展

，

都
無
法
自
外
於
其
歷
史

。

歷
史
所
塑
造
的
權
力
關
係

、

殖
民
性
格
、

經
濟

條
件
、

社
會
生
活
，
都
將
影
響
社
區
的
所
有
人
的
生
活
。
台

灣
漢
人
的
社
區

，
即
使
有
閩

、
容
之
別
，

其
歷
史
發
展
條
件
較
有
共
通
性
，
分
析
起
來
困

難
不
大

。
唯
在
蘭
嶼
的
少
數
民
族
|
達
悟
族

，

則
與

漢
人
發
展
歷
史
迴
異
，

所
形
成
的
部
落
/
社
區
/
權
力
關
係
'
亦
對
當
地
生
活
形
成
一
定
制
約
，
而

其
現
在
的
變
化
，
又
反
映
出
社
群
處
於
社
會
變
遷
的
軌
跡
，
當
然
也
反
映
在
部
落
/
社
區
/
權
力

關

係
的
轉
移
上
。
要
進
入
當
地
社
會
，
由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來
影
響
其
社
區
發
展
，
就
不
能
不
由
此
開
始

民
族
的
來
源

蘭
嶼
又
有
切
。
目
「
皂
白
〉
8
.

皂
、
『C
「
斗
。
由
〉g

及
紅
頭
嶼
之
稱
謂
。
本
島
居
民
以

可
C
Z的
O
Z
O

且
已
自
稱
。
最
早
的
史
籍
記
載
，
為
明
朝
萬
曆
四
十
六
年
(

戶
∞
-
∞年
)
張
史
「
東
西
洋
考
」
中
名
之

為
「
紅
豆
嶼
」
。
至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

】
斗
斗
∞年
)
御
史
黃
叔
碌
著
「
台
海
使
搓
錄
」
中
，
改
為
「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9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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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
的
島
嶼

紅
頭
嶼
」
。
一
九
四
六
年

，

台
東
縣
政
府
以
「
紅
頭

嶼
」
名
稱
不
佳
，

妨
害
開
發
為
由

，

主
請
民
政
處
，

經
周
一
鴨
處
長
批
准

，
以

該
鄉
出
產
世
界
唯
一
的
特

產
五
葉
蝴
蝶
蘭

，
而
改
為
「
蘭
嶼
」

蘭
岫
川
的
原
住
民
被
稱
為
「
雅
美
族
」
'
源
於
日

據
時
期
日

籍
的
半
者
鳥
居
龍
藏
於
一
八
九
七
年
第
一
次

赴
蘭
嶼
調
查
，
在
報
告
中
稱
島
氏
為
「
雅
美
」

(
Y

A
M
I

)
人
，
自
此
即
成
為
蘭
嶼
原
住
氏
的
族
名

。

但
實
際
上
，

蘭
嶼
的

原
住
民
語
言
中
並
未
有
此
種
名

稱
，
而

是
自
稱
〈
-v
O
Z
∞
O
Z
C
H

a

〉
弓
，
新
一
代
的

現
在

蘭
嶼
原
住
氏
因
而
寧
願
自
稱
是
「
達
悟
族
」
。
這
便

是
為
什
麼
本
報
告
不
稱
「
雅
美
族
」
而
名
之
為
「
達

悟
族
」
的
原
國
。

至
於
民
族
的
來
源
則
蘭
嶼
各
部
落
間
稍
有
不
同

。
有
稱
天
神
降
一
石

一
竹
，

生
出
子
孫
(
紅
頭
村
)

﹒
飛
魚
是
蘭
嶼
最
重
要
的
食
物
，
當
聽
魚
季
節
來
臨
時
，
先

辦

「招
魚
祭
」
繼
之
是
全
村
的
人
在
夜
間
共
同
出
海
捕
魚

。

(
攝
影
/
關
曉
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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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稱
祖
先
來
自

巴
丹
島
(
野
銀
村
)
。
目
前
蘭
嶼
針
語
言
有
一
部
份
與

巴
丹
島
相
同
，
但
去
過
巴

丹
島
的
蘭
嶼
原
住
氏
張
海
嶼
則
以
其
經

驗
表
示
，
巴
丹
島
上
的
語
言
經
過
百
年
以
來
的
變
遷

，

他
們

經
歷
過
西
班
牙
、

美
國
的
殖
民

，

留
有
許
多
外
來
語
言

，

一
些
植
物
、

動
物
的
名
稱

，
或
是
較
近
代

的
物
品

，

在
語
言
上
並
不
相
同

，

但
一
些
傳
統
的
生
活
用
品

、

日
常

語
言
則
有
約

五
成
相
同
的

。

祖

先
是
同
源
應
該
是
不
會
有
問
題
的
，
只

是
時
代
太
久
，
兩

邊
文
化
漸
漸
有
差

距

﹒
夜
間
拿
火
把
捕
飛
魚
，
以
飛
魚
有
向
光
性

。

但
因
夜
間
海
洋
的

危
險
，
達
悟
族
人
以
部
落
的
集
體
行
動
，
來
維
護
共
同
的
安
全
。

(攝
影
/
關
曉
榮

)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一
九
九
八
年
三
月
赴
巴
丹
島
開
始

「
尋
根
之
旅
」
的
三
十
多
人
，
其
中
也

有
不
少

人
認
為
，

經
過
歷
史
的
變
遷

，

兩
邊
經
歷
著
不
同
的
命
運

、

文
化
上
的

街
擊
，

基
本
的
想
法
與
未
來
的

希
望
都

完
全
不
同
了

。
他
們
認
為
以
後
的
根
在

蘭
嶼

，
生
命
也
是
與
台

灣
息
息
相

關

，

一
切
要
自
己
奮
門
，
找
到
根
不
能
保
證

其
它
的
希
望

。

!J 



被
遺
忘
的
島
嶼生

態
環
境
與
生
產

蘭
嶼
是
台
灣
與
呂
宋
島
之
間
一
系
列
的
火
山
島
之

一
，

岩
體
以
安
山

岩
與
安
山
集
塊
岩
為
主

，

島
上
的

山

將
島
分
為
東
北
與
西
南
兩
逞
。
一
邊
各
有
三
個
行
政
部

落
。
分
別
是
紅
頭
村

、

漁
人
村
、

椰
油
村
，
及
山
另
一

邊
的
朗
島
村

、

東
清
村

、

野
銀
村
。

在
海
流
方
面
，

蘭
嶼
因
位
於
黑
湖

北
流
的
通
道
上

，
海
洋
生
物
非
常
豐
富

，
給
族
人
帶
來
生
活
所

需
的
漁

業
資
源
。
在
達
悟
族
的
語
言
中

，
主

-(
主
即

意
味
著
「

菜
」
，
而
海
則
是

叫
民
主
的
主
要
來
源
。
其
中
，
又
以

迪
遊
魚
最
為
重
要
，
它
隨
著
強
勁
的
黑
潮
而
來
，
在
三

月
左
右
開
始
光
臨

，

飛
魚
的
季
節
於
是
開
始
了
。
不
僅

是
飛
魚
，
大
型
魚
如
綺
魚

、

鯉
魚
、

鬼
頭
刀
等
，
湧
至

蘭
嶼
附
近
海
域

，

至
七

、
八
月
間
才
離
去
，
回
歸
南
方

自
二
月
底
三
月
初
開
始
，
各
部
落
即
展
開
各
自
的

「
招
魚
祭
」
'
以
示
飛
魚
季
節
來
臨
，
捕
魚
要
開
始
了

12 

﹒

「
漁
團
」
成
員
在
海
邊
向
大
海
召
喚
飛
魚

的
到
來
。

這
是
祭
典
後
，
執
「
禮
刀
」
離
去

的
漁
團
成
員
。

(攝
影
/
關
曉
榮
)



因
為
以
海
洋
資
源
為
生
，
達
悟
族
人
形
成
一

種
特
殊
的
海
洋
文
化
。

以
迴
遊
魚
的
捕
撈
來
說
，

就
有
兩
種
，
其
一
是
集
體
於
夜
間
捕
魚
，
以
火
炬
吸
引
魚
群

。

這
是
由
於
飛
魚
走
向
光
性
魚
類
，
夜

間
的
火
炬
足
以
吸
引
飛
魚
前
來

，
易
於
捕
捉
。

唯
有
滿
月

的
時
候
例
外
，
因
此
時
月
亮
太
亮
了
，
明
亮
的
月
光
灑
滿

海
面
，
飛
魚
根
本
無
法
被
火
炬
吸
引
。
此
種
捕
魚
法
因
是

集
體
進
行
，
由
八
人

、

十
人
、

十
二
人
小
舟
組
成
，
以
錐

形
小
網
捕
捉

，

收
穫
日
軍
較
個
人
大
，
且
集
體
均
分
，
形
成

合
作
才
有
共
同
收
穫
的
家
族

、

漁
凶
等

人
際
網
絡
。

﹒
最
傳
統
而
簡
單
的
達
悟
族
人
食
物
，
主

食
是
地
瓜
和
芋
頭
，
副
食
則
是
小
蟹

、

小

魚
乾
等
。

(攝
影
/
關
曉
榮
)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其
二
是
白
天
的
個
人
釣
魚
法
。
在
迪
遊
魚
來
臨
的
季

節
，
一
些
漁
民
喜
歡
一

、

二
人
下
海
釣
魚

。

尤
其
鬼
頭
刀

之
類
的
較
大
迴
遊
魚

，

需
以
小
餌
釣
飛
魚
，
再
以
飛
魚
釣

大
魚
，

垂
釣
過
程
有
一
種
冒
險
刺
激
的
精
神
，
它
也
是
達

悟
族
人
比
賽
海
洋
生
存
技
術
能
力
的
顯
示

，

對
個
人
在
族

群
中
的
地
位

、

受
尊
重
的
程
度

，

有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

但
在
飛
魚
季
節
開
始
的
前

二
個
月
，

則
禁
止
下
海
作

個
人
書

一間
垂
釣
。
原
因
何
在
呢
?
按
達
悟
族
人
的
說
法
，

這
是
一
種
禁
忌
，
因
前
兩
個
月
捕
捉
到
的
飛
魚
不
可
時
存

，
均
得
在
兩
個
月

內
吃
完
，
而
火
炬

捕
法
的
量

已
足
夠
食

13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用

。
如
此
亦
是
相
當
照
顧
生
態
平
衡
的
做
法
，
不
至
於

一
下
子
將
所
有
魚
源
捕

﹒祉
而
且
。
但
以
現
代
分
析

來
看
，
這
是
由
於
達
悟
族
人
將
飛
魚
以
曝
曬
法
保
存
，
能
維
持
不
腐
敗
的
時
間
只
有
半
年

。

前
-
一
個

月
的
魚
獲
如
果
想
曝
曬
保
存
，
半
年
後
反
而
可
能
因
腐
敗
，
而
傷
及
健
康
。
此
為
達
悟
族
人
在
生
活

所
形
成
的
生
活
智
慧

，

而
化
為
禁
忌

。

在
陸
地
資
源
方
面
，
蘭
嶼

的
天
然
資
源
並
不
豐
富
，
沒
有

大
型
哺
乳
類
動
物

，

是
以
並
無

如
其
它
原
住
民
有
打
獵
的
生
產

活
動
。

主
要
生
產
以
農
漁
為
主

，
畜
牧
其
次

。
農
產
品
中
以
水

芋
、

甘
諸
最
重
要
，
是
生
活
中

的
主
食
，
里
芋

、

山
芋
居
次
。

小
米
則
主
要
作
為
祭

儀
之
用
。

平
日
只
有
病
患

、

孕
婦
才
可
以

食
用
。
水
芋
的
生
產
是
緣
於
蘭

嶼
水
源
充
沛

，

水
田
的
問
闢
雖

然
麻
煩
，
但
一
旦
完
成
，
就
不

需
要
什
麼
照
顧
，
沒
有
生
長
的

﹒
蘭
嶼
的
土
地
適
合
種
地
瓜

、

芋
頭
等
，
作
為
主
食
。

(攝
影
/
關
曉
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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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節

F
制
，

隨
時
可
以
取
食
，
又
沒
有
儲
存
問
題
，
反
而
是
最
方
便
的
食
物

。

這
樣
的
物
質
條
件
也
造
就
了
蘭
嶼
達
悟
族
人
獨
特
的
組
織

.. 

它
並
沒
有
全
達

悟
族
人
的
集
體
組

織
，

也
無
首
領
，
一
個
平
等
的
無
階
級
社
會

。

它
只
能
因
生
產
的
(
如
捕
魚
、

造
舟
等
)
、

生
活
的

(
如
建
屋
、

祭
典
等
)
、

社
會
衝
突
的
(
如
兩
部
落
間
衝
突
)
等
原
因
才
組
織
起
來
。

社
群
組
織
的
特
性

如
果
說
台
灣
社
會
有
文
化
認
同

、

族
群
認
同
、

利
益
街
突
，

而
顯
現
為
閩
、

客
、
原
住
氏
之
間

的
族
群
衝
突
，
則
在

蘭
嶼
是
另
一
種
型
態

的
小
社
會
。

孤
立
於
台
灣
、

呂
宋
、

及
其
附
近
海
域
的
蘭
嶼
，
其
實
帶
著
「
遺
世
獨
立
」
的
味
道
。
以
火
山

岩
而
形
成
的
地
形
與
地
質
，
大
約
只
能
供
應
本
地
的
需
要
，
也
就
形
成
一
種
為
平
衡
生
態
而
來
的
生

存
與
生
活
方
式
。

生
產
方
式
是
決
定
社
群
組
織
/
權
力
關
係
的
基
本
因
素
，
但
在
蘭
嶼
以
海
洋
為
主
體
的
生
產
活

動
中
，
並
無
必
需
整
個
大
區
域
形
成
權

力

關
係
的
基
礎
。
在
農
作
上
，

種
植
水
芋

、

甘
譜
、

里
芋
、

小
米
等
，
只
要
家
族
成
員
參
與
即
可

。

以
全
村
為
單
位
的
活
動

，
只
有
在
夜
間

以
火
炬
捕
飛
魚
時
，

全
村
船
隻

一
起
出
動
，

一
方
面
可
以
讓
火
炬
引
來
的
魚
群
得
以
順
利
捕
捉
，
另

一
方
面

，
全
村
出
動

可
以
互
相
照
應
，
應
付
夜
間
的
海
流
與
天
候
。

A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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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內少此部選生著部難乏基，洋易了

會部發種落出銜，落以之礎多為街蘭
較，生集的戰突只組產虞'樣主突嶼生
多型。體組門時有織生，本性體的的產
甲反衝織領，當平。為就的的基達方
工 突整柚才部時達資無生生礎悟式
地挂在的合，由落就悟源資產產。族也
主部事 ， 作長間不族而源物方以人決

每落鮮但全老發顯的戰匿質式海不定

少

居

4主

環
境

緊
臨

較
可

能

且永
?;t. 

生
衝
突

同

落
內

-世

系
群
的

磨
擦

﹒
因
為
與
台
灣
社
會
距
離
遙
遠
，
達
悟
族
保
留
著
更

多
的
傳
統
生
活
形
貌
。

這
是
建
傳

統
祖
屋
時
，
婦
女
穿
傳
統
服
飾
去
採
收
「
禮
芋
」

。

(攝
影
/
關
曉
榮

)

衝
突
產
生
時
，

雙
方
都

必
須
召
集
自

己
的
世
系
群
男
性
，
以
組
成
較
強
的

實
力

。
而
參
與
衝
突 16 



的
男
性
成
員
家
庭
，
則
因
其
男
性
勞
動
力
在
這
一
段
時
間
袒
無
法
勞
作

，

家
庭
生
計
可
能
成
問
題

，

因
而
造
成
衝
突
的
這
個
當
事

人
就
必
須
供
應
其
它
參
與
成
員
家
庭
的
食
物

，

如
水
芋
、

甘
譜
、

魚
乾

等
。
設
想
這
麼
多
家
庭
的
生
計
都
放
在
街
突
引
發
者
的
身
上
，
其
負
擔
之
沉
重
可
以
想
見

，

銜
突
的

代
價
就
變
得
相
當
「
昂
貴
」
'

可
能
要
勞
作
多
時
才
得
以
平
復
。
一
般
而
言
，
在
衡
量
街
突
成
本
後

，

銜
突
自
然
減
少
。
這

也
是
維
持
和
平
的

一
種
非
制
度
性
設
計
。

蘭
嶼
，

這
小
小
的
土
地
上

，

有
六
個
部
落
，
能
夠
維
持
著
長
期
和
平
，
而
不
會
走
向
集
體
性
大

街
突
，
這
是
主
因

。

物
質
基
礎
與
它
的
社
會
關
係
'
也
是
讓
蘭
嶼
未
產
生
權
威
領
袖
的
原
因

。

自
然
資
源
本
身
既
具

有
多
樣
性
，

而
海
洋
的
生
產-

特
性
又
與
陸
地
資
源
的
稀
有
性
不
同

，
它

形
成
蘭
嶼
「
兼
容
並
蓄
」
的

自
然

資
源
使
用
態
度

，

從
而
避
免
了
一
個
支
配
性
權

力
的

產
生
。

即
使
如
此
，
達
悟
族
人
卻
由
生
產
關
係
中
，
產
生
了
另
一
種
非
常
度
性
的
領
袖

。

此
即
由
生
產

關
係
而
來
的
技

術
領
柚
與
漁
國
領
袖

，
以
及
由
社
會
關
係
而
來
的
意
見
領
袖
和
戰
門
領
袖
。

一
、

漁
國
領
袖
:

其
性
質
亦
近
於
祭
札
領
袖
，
決
定
每
年
的
幾
月
幾
日
舉
行
招
魚
祭

、

全
村
船

組
集
體
舉
行
的
方
式

、

祭
典
、

獻
祭
等
。
是
以
村
為
單
位
的
漁
固
領
袖
。
在
以
漁
業
生
產
為
核

心
的

蘭
嶼
，

這
些
人
自
然
是
村

袒
的
重
要
延
續
生
產
的
領
袖
。

二
、

技
術
領
袖
.. 

主
要
的
技
術
包
括
造
舟
的
木
料
選
擇
，
造
舟
的
技
術
，
指
導
造
舟
的
各
項
細

節
與
美
術
(
雕
刻
、

圖
案
等
)
以
及
造
舟
完
成
後
的
所
有
儀
式
。
此
外
還
有
主
屋
營
造
過
程
中
的
指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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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
這
個
領
袖
的
責
任
是
負
責
作
技
術
的
指
導
工
作
。

三
、
意
見
領
袖
:

這
個
領
袖
的
特
質
是
熟
知
本
村
的
歷
史
與
各
家
族
的
關
係

'

排
解
部
落
內
紛

爭
，
或
解
決
家
族
世
系
內
部
的
紛
爭
，
進
行
部
落
間
的
對
話

，
與
其
它
部
落
協
調
，
並
對
重
大
的
公

共
政
策
發
言
，
執
行
共
同
的
意
見
。
一
般
而
言
，
部
落
內
的
街
突
可
由
意
見
領
袖
得
到
解
決
的
方
案

，

但
也
不
是
絕
對
的
權
威

，
不
聽
從
者

，
依
然
可
以
自
行
其
是
，

但
以
後
即
無
法
得
到
意
見
領
袖
的

支
持
。四

、
戰
鬥
領
袖
.. 

此
領
袖
係
因
部
落
與
部
落
間
產
生
街
突
時
，
由
部
落
內
產
生
。
其
責
任
是
組

織
戰
鬥
固

，
指
導
如
何
進
行
對
抗
。

此
四
個
主
要
領
袖
既
來
自
生
產
關
係
與
社
會
關
係
'
自
然
具
有
主
導
力
量
。
但
決
定
部
落
事
務

時
，
仍
會
由
四
個
領
袖
召
集
村
裡
的
元
老

、

長
輩
，
以
不
定
型
的
會
議
型
態
(
人
數
、
成
員
、
決
定

決
策
的
方
法
皆
未
定
型
化
)
，
在
討
論
中
，
決
定
墊
個
部
落
活
動
的
大
方
向
。
它
因
而
是
一
個
平
榷

的
社
會
。
每
個

人
都
有
參
與
討
論
的
機
會

，
以
形
成
公
共
論
壇
的
空

間
。

以
四
個

領
袖
為
核

心
，
召

集
會
議
，
再
決
定
整
年
的
勞
動

、

作
息
(
如
開
一
塊
地
以
種
植
、
祭
典
的
舉
行
等
)
。
在
此
種
會
議

中
，
整
個
部
落
容
易
形
成
一
定
的
共
識
。
更
何
況
村
的
單
位
如
此
之
小
，
所
有
決
策
事
務
很
快
可
以

傳
達
出
去
。

在
部
落
與
部
落
之
間
，
一
般
互
不
往
來
，
尤
其
各
部
落
的
領
袖
間
，
除
了
有
私
人
交
情
以
外
，

更
鮮
少
打
交
道
。
即
使
有
活
動
，
也
以
村
為
單
位
，
各
村
之
間
根
本
無
法
形
成
集
體
的
共
識
與
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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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就
是
蘭
嶼
部
落
的
傳
統
「
社
群
組
織
特
性
」
。

它
當
然
與
台
灣
所
有
的
社
區
都
不
同

。

質
言
之

，
蘭
嶼
必
需
用
六
個
部
落

、

六
個
小

社
區
的
觀
點
，

去
看
待
，
才
會
準
確

。

這
也
是
為
什
麼
「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
中

以
部
落
為
單
位

，

則
社
區
意
識
明
確

，

但
要
凝
聚
整
個
全
島
「
社
區
共
識
」
，

在
蘭

嶼
是
如
此
之
困
難
的
根
本
原
因
。

A 
被
遺
忘
的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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