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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每個家屋都可以看到海，這也是早期

部落的一個規範，每個家屋都有可以觀海的

權利。而家屋的所有權屬是以家族或個人私

有的形式在部落當中。在早期的家屋系統當

中豬隻也是圈養在家屋附近，但也在國民政

府進駐後興建了國民住宅以及公共豬圈，使

得傳統家屋僅剩野銀部落以及朗島部落存

有，居住使用也不如往常，豬隻也都改為在

公共豬圈裡圈養，也使得家屋系統以及利用

規範逐漸沒落。

灘頭（Vanwa）範圍的使用
灘頭（Vanwa）對於每個部落來說都是相

當重要的場域，在日常的使用功能上具有擺

放船隻、出航登陸、漁獲初步處理以及供族

人遊憩等場域，在灘頭上方也有冬季無法出

海捕魚時安置保存拼板舟船隻的船屋。最重

要的是灘頭也是達悟族傳統祭儀中招魚祭舉

行的場域，招魚祭是飛魚季一系列傳統祭儀

的開頭，在舉行時所有部落的男性會到灘頭

進行招飛魚的儀式，也會透過這次的機會來

進行部落的事務討論，女性則會在灘頭後方

觀看且一同參與招魚祭。

作物種植使用地
在達悟族傳統的作物種植土地的種類有

旱田以及水芋田（Kasngenan），達悟族的傳
統主食為地瓜和芋頭，而芋頭不只是達悟族

的傳統主食，也更是達悟族在落成儀式中不

可或缺的媒介，芋頭可以作為落成儀式中分

送給前來參加親朋好友的禮芋，也具有給予

落成房屋或是船隻祝福的功能。接下來將在

更詳細地描述旱田（K a r e i y a n）與水芋田
（Kasngenan）當中的使用規範。
旱田（Kareiyan）
旱田（Kareiyan）的種類上也分為部落的

公共旱田與家族或個人的私有旱田，公共旱

田再往下細分可以分為部落共有旱田和可以

達悟族
的傳統土地使用類型中主要可以分為

部落（Ili）、灘頭（Vanwa）、作物

種植使用土地以及山林，這四個土地使用類別，而在

各類型的土地使用當中還可以再往下細分出個別的利

用規範。

部落（Ili）中的土地使用
在傳統的部落土地使用中，主要是族人的傳統

家屋的土地使用，早期傳統家屋通常會在部落的中

央且向外擴散，而家屋的組成是由主屋（Vahay）也
就是最常聽到的地下屋，工作房（Makarang）也稱
高屋以及涼亭（Tagakal）三個建物來組成，主屋
（Vahay）是族人主要生活起居和烹煮食物的地方，
工作房（Makarang）則是白天工作使用的空間，也
可以是在新建新的家屋時暫時提供居住的地方，同

時也是落成時招待賓客的空間；涼亭（Tagakal）是
族人休息、手作、社交以及夏日時族人可以睡眠過

夜的地方。除了上述三個建築之外還會有前庭，前

庭上也有靠背石可供族人觀海、社交以及意見交流

討論的場域，早期並無高大的建物也因為地勢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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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島部落灘頭。

朗島舊部落家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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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山林園（Tokoun）
近山林園（Tokoun）是距離部落較近且

容易到達的區域，近山林園（Tokoun）的使
用規範又可以分成私有林園和公共林園，私

有林園顧名思義就是由特定家族持有該林園

的所有權，只要是在私有林園內的樹木以及

植物，都是由該家族內部的人持有，可進行

管理和砍伐進行搭建家屋、日常器具或是造

拼板舟使用，在進行木材的取用時，會在種

下樹苗來提供給家族後代做未來使用的準

備，同時非該家族成員的族人不得使用。公

共林園的話就是以部落共有的方式進行管

理，但是公共林園上的樹木是可以透過家族

記號的刻畫來去表示對於該樹木的所有權，

也就是族人能夠在公共林園裡面對於地上物

進行所有權獲取的實踐。

遠山林園（Kahasan）
 遠山林園（Kahasan）則是和近山林園

（Tokoun）相比距離部落更遙遠更難到達的
山林場域，而遠山林園（Kahasan）並不屬於
任何族人或家族擁有，遠山林園（Kahasan）

則是由達悟族傳統信仰中的惡靈持有，而惡

靈在達悟族的傳統信仰中是被族人視為極度

不祥和會帶來厄運的存在，故不會有族人會

對遠山林園（Kahasan）上的樹木進行刻畫記
號以轉為私有財產，以免招來厄運。

溪流（Ayo）
溪流（Ayo）所帶來的水源是部落共有的

資源，但是在透過人力將水源透過水渠搭建

後引導至家屋使用水或者是芋頭田當中，該

水渠以及流過的水就會以家族擁有或是個人

擁有，同時水源對於達悟族來說是非常重

要，且是少數會引發族人爭執的媒介，另外

可能會引發族人衝突的就是土地，達悟族人

之所以視水如命，沒有水就沒辦法種植水

芋，也就沒辦法種植出食物來提供給家庭，

同時也連帶會影響到落成芋頭的準備，所以

在水渠的處理上族人都會非常謹慎小心，因

為若處理得不好的話是相當容易引起紛爭

的，同時水渠也可以作為族人之間賠償使

用，若因意外造成他人受傷甚至是死亡的

話，就會將水渠部分的水分給賠償人或是該

家族，還有若協助喪家進行送葬的話也會有

機會獲得部分水渠的贈送，因為在達悟族的

社會當中送葬會為送葬者帶來厄運，所以會

需要給予協助送葬者家中重要的財產，當中

包含了瑪瑙、黃金以及水渠等重要的財產。

透過勞力付出獲取暫時性使用權的旱田，部

落公有旱田為整個部落共同擁有的種植使用

區域，該公有旱田是部落預備祭儀使用小米

進行種植，若沒有要進行部落集體種植時，

該公有旱田會拆分成部落中家族使用的旱

田，反之若部落有集體種植需求（祭儀使用

作物）時，公有旱田使用權就會成為部落集

體持有而非各家族持有。而另一旱田使用規

範就是上述所說的，使用者暫時性所有的旱

田區，使用該旱田區的族人僅能在付出勞力

時持有該旱田的使用權，若停止使用該旱田

的話，其他族人也同樣可以透過勞力的付出

來獲得該旱田的暫時性使用權，也就是說該

旱田區的使用權是具有彈性且沒有族人可以

對該旱田取得永久性的土地使用權。

水芋田（Kasngenan）
水芋田（Kasngenan）在達悟族的土地文

化當中，所有權屬是僅以家族或個人私有的

形式在達悟族土地治理系統中運行，而芋頭

在達悟族的社會來說不只是主食和祭儀使用

不可或缺的存在，同時在早期可以視為家族

或家庭財富多與否的象徵，在水芋田

（Kasngenan）的開墾時不可或缺的就是土地
和水渠，開墾時會需要動用到家族大量的男

性人力，因為在水渠的灌溉和土壤的開墾整

理 是 相 當 浩 大 的 工 程 ， 在 水 芋 田

（Kasngenan）開墾完畢後就會由女性來對芋
頭田進行照料、整理和採收。

山林區
許多人想到達悟族可能第一個想到的就

是海洋文化，以及海洋對於達悟族的重要

性，但是山林對達悟族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

文化實踐場域，也是任何建物無論是家屋、

日用器具還是拼板舟木材獲取的地方，而在

山林的部分可以分成三個區域，分別是近山

林園（Tokoun）和遠山森林（Kahasan）（林
嘉男2021）以及溪流（Ayo）和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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