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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查半世紀 
──台灣矮黑人的傳說與調查 

楊南郡* 

摘  要 

台灣的原住民各族，都有共通的神話傳說，例如：洪水傳說、射日傳說、

人與動物互相變形的傳說，以及矮黑人的傳說。其中，有關矮黑人的傳說，除

了賽夏族的矮靈祭被廣為傳頌，其他各族所傳的矮黑人事蹟，卻少為人知。 

有關矮黑人的傳說，是比神話更進一步，有線索得以查證其存在的。可以

這麼說的原因是：無論在清代、日治時代文獻上的記載，或是各原住民族的口

傳史，甚至深山密林中的舊部落廢墟，都可以找到矮黑人曾經生活在台灣島的

證據。 

然而這些證據，卻又無法得到科學的驗證，以至於台灣矮黑人的傳說，仍

然介於神話與真實之間，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並揭開它的奧秘。 

 

 

關鍵詞： 矮黑人、Negritos、石板棺、陶甕、禁忌之林、矮靈祭、賽夏族、排

灣族、部落廢墟 

                                                        
* 高山古道踏查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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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nds about Vanished Formosan Negritos: 
Searching for a Half Century 

Young Nan-chung* 

Abstrac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share almost the same legends, such as their 
forefathers wandering after a flood, shooting down the burning sun,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nkind and animals, and the vanished short-statured inhabitants of early 
days. Among them, the “pas-taai” festival of the Saisiat people has always been 
eminent. But, the other tales about the vanished Formosan Negritos, which have 
been transmitted from mouth to mouth by indigenous peoples, are seldom 
remembered. 

Nevertheless, their existence in Taiwan can still be traced in the misty forests 
that cover mountain areas, ruins of old tribes, as well as i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that have been preserved since the Dutch occupation of this island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continuous transmission of tales by indigenous elders, and mor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are quite evident to prove that Formosan Negritos once 
lived on this island until the early periods of Japanese sovereignty.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evidence is now not strong 
enough to clear a hurdle of scientific detection. As a result, tales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Formosan Negritos have become a swinging door open to fantasy on one 
side, and truth on the other side. 

The legend is our cultural heritage, worthy of making a continual effort to 
discover the whole truth. 

 
Key words: Negritos, pas-taai, legends, short-statured inhabitants 

                                                        
*  author & field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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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查半世紀 
──台灣矮黑人的傳說與調查 

楊南郡 

一、前言 

台灣的矮黑人傳說由來已久。千百年來集居於平原及河口地帶的平埔族，

和選居於山地的各族群（以上均為台灣原住民族），不斷的傳述：他們祖先所

住的區域，以前住著一群身高不滿三、四台尺、臂力很強、擅用弓箭的矮黑人，

不但能指出矮黑人舊居的位置，還親自查訪過，也能夠描述他們的祖先與矮黑

人亦敵亦友，維持過往來互動的故事。 

矮黑人故事不只是代代口傳的，也屢次出現於歷代史冊上，好像是森林中

的精靈，忽現忽沒。我們從原住民老人家口中聽到，或在文獻上看到的，感覺

矮黑人無所不在，卻始終無法親眼目睹。 

一向有那麼多人指出矮黑人遺址，和矮黑人自己製作，或使用過的石斧、

小陶甕等器具，但是卻沒有人確切地證實那些是矮黑人的物品。對於活生生的

疑似矮黑人，例如本人曾經在舊好茶社（Kochapongan）遇見一對身高僅 1 公

尺多的魯凱族母子，雖然矮小，但很健康，也曾在台灣北海岸金山遇到身高約

110 公分的中年人，臉部與四肢的比例完全勻稱，或許可以採用人類組織抗原

的遺傳多態性（HLA）檢查，作為特定族群的基因分析，但是人數少是無法獲

得正確的結果的。我們最需要的證據，是矮黑人留下的骨骸和他們曾經使用過

的小型生活用具或衣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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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矮黑人是台灣的先住民，最先佔居台灣島近海岸的山林中，曾經與

後來遷居的原住民各族接觸，或教導農耕，或互相爭戰。不然，怎麼會有那麼

多的矮黑人故事流傳於各地呢？ 

中國古書《山海經》記載：「大荒之東，有小人國。」東方的小人國應該

是指台灣罷。日本古書《古事紀—神代の卷》也提及：「一個小矮神從父神的

手指間溜出去，下凡時跌落於粟葉上被彈起，飛到常世之國。」台灣史學先驅

伊能嘉矩引用此段記載，說：「常世之國指琉球或台灣。」那麼，台灣在不同

年代口述者的心目中，是矮黑人常住之島嗎？ 

無論是史書上的記載，或是原住民族耆老口傳的描述，都那麼逼真，那麼

悠遠，那麼引人遐思，在缺乏直接證據下，這種悠遠的神話傳說，將繼續綿延

下去，繼續成為話題。這是人類學至今未能解決的一個課題。 

實際上，地球上自古以來就有「矮小人種」聚族而居。例如，中非的俾格

米人（Pygmies）、印度孟加拉灣東緣的安達曼群島安達曼人（Andamanese）、

馬來半島的塞芒人（Semangs），以及菲律賓群島的尼格里道人（Negritos）等。

這些矮小人種的主要特徵是：身高 150 公分以下，膚色較黑，顴骨突出，臉部

圓闊，短頭型，頭髮卷縮如毛毯狀，使用長矛與弓箭狩獵……，和台灣所傳的

矮黑人特徵很接近。只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台灣的矮黑人和原住民族，都不

曾使用吹箭筒和毒矢狩獵。 

總體而言，有關台灣矮黑人的傳說，各年代都有，尤其流傳於台灣中、南

部，其中東南海岸及恆春半島的疑似矮黑人遺址最集中。從西北部賽夏族到南

部斯卡羅族（Suqaro-qaro）的地界，竟然有那麼多迷人的矮黑人故事在流傳。

我們無法解釋：矮黑人曾經那麼普遍地與各原住民族產生互動，為什麼現在卻

無影無蹤？ 

但願將來終有一天，我們能夠找到真正的台灣矮黑人和確切的證據。現

在，讓大家先看看有關矮黑人的文獻，再聽聽我本人進行初步探查的經過，作

為探索的出發點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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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史冊上的矮黑人傳說 

完成於清代康熙 58 年（1719）的《鳳山縣志》番俗篇有如下記載： 

 

由淡水入深山，番狀如猿猱，長僅三、四尺，語與外社不通，見人則升

樹杪，人視之，則張弓相向。（按：「淡水」即下淡水，現稱高屏溪。） 

 

台灣史學先驅伊能嘉矩在台灣割讓後立即來臺，研究台灣舊史。1898 年他評

論這一則史冊記載：「台灣蕃界直到今日仍然呈現混沌狀態，外人只知道十之

一、二的真相而已。因為生蕃地仍是一片黑暗，是我們知識所不及的荒蕪之地，

不能因為傳說內容離奇，在沒有查證之前，把它斥為無稽之談。即使無法找到

活生生的矮黑人，也要有信心找到矮黑人的遺址和遺物才對。」 

繼伊能氏之後，有更多的日本學者，抱著強烈的企圖心來台灣調查。伊能

氏的話，一方面在鼓舞自己，另一方面似乎作為後繼者的代言人，指出展開搜

尋台灣矮黑人的時機已來臨。 

三、日治初期對矮黑人遺址的探查舉例 

台灣總督府林學技師小西成章最早從事台灣森林調查，綽號「第一蠻

勇」，他寄給《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的通信稿中，表示：郡大溪畔的布農族郡

大社與巒大社之間，有 Tatsipan 社，其下方有矮黑人廢屋。小西成章命斗六辦

務署林圯埔分署的主記吉田貫六郎前往調查，發現疑似矮黑人的舊居，屋頂已

坍下，牆壁仍在。屋內地面用板岩鋪蓋，四面牆壁也是用石板構築。屋子東西

長 9 尺，南北長 6 尺，牆高 2.7∼2.8 尺左右。跟據附近布農族的指證，那是矮

黑人 Saruso 的廢屋。小西氏後來親自前往開挖遺址，只找到 3 個殘破的陶器

出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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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舊慣調查會補助委員小島由道，曾經報導他調查賽夏族著名

的矮黑人傳說與遺址的成果。「現在賽夏族每隔兩年舉行 “pas-taai” 大祭，這

是為了安撫矮黑人亡魂而舉行的。相傳，古時候 Taai 住在新竹縣上坪溪上游

(Barai)右岸，麥巴萊山的西北山腰，Rai-taai 岩洞內。他們身高只有 3 尺，但

是臂力很大，善於使用妖術，所以賽夏族懼怕他們。他們很會唱歌謠、跳舞，

所以我們賽夏族收穫稻米時舉行祭典，一定會邀請矮黑人一起來唱歌跳舞。然

而，Taai 天性淫蕩，常常姦淫賽夏族婦女。我們族人想出奇計，在西熬溪岸叫

做 Ailuha 的地點，砍斷木橋，使走在木橋上的矮黑人墜落而淹死於溪中。只

有兩個倖存者，想要逃離岩洞住家，他們不接受賽夏人的挽留，逕自朝東方去

了。」賽夏族朱姓族老 Tabe- Kale 說：數年前我們還能夠進入岩洞遺址。入口

處大約 3.6 公尺寬，裡面很寬，可住數十個人，而且有石椅。現在岩崩路斷，

成為斷崖地形，再也沒辦法進去了。從前這個岩洞高出溪面約 6 尺，如今水位

變低，岩洞高出溪面約三、四百公尺。賽夏族把矮黑人 Taai 的岩洞居住處視

為聖域，不准別族前往觀看。 

恆春半島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的豬朥束社（Terasoaq）族老潘烏範說：

「矮黑人 Sugudul 以前住在龍鑾社（Lingduan）一帶。他們身材短小，身高

不及我們的一半，但是力氣很大。有一次，龜仔甪社（Kuraluts）的人前往

龍鑾社，第一次遇見 Sugudul 時，以為他是小孩，問他：『小孩子，你爸爸到

哪裡去了？』，對方不理他。走到近前再問，才回答說：『我就是爸爸！你如果

要找我爸爸的話，他到耕地工作去了，一會兒就回來。』。說著，輕鬆的搬來

一塊大石頭請龜仔甪社人坐。龜仔甪社人不勝駭異，立即奔逃回家。社眾聽完

他的描述，在好奇心驅使下，叫他帶他們去看矮黑人。到了矮黑人部落，發現

居民全都是小孩子的模樣。」 

四、日治初期，人類學者與醫學解剖教授的論辯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足立文太郎博士，從事體質人類學研究多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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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把存放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灣大學醫學院前身），台灣陸軍病院及東

京帝國大學收藏的「台灣蕃族頭蓋骨」──做過比較研究。 

關於矮黑人，1906 年足立博士在他所寫的〈關於台灣古棲土人

(Negritos)〉，文章中提到：「菲律賓小黑人（Negritos）曾經分布於台灣。Negritos

平均身高 145 公分，身體瘦小，頭髮卷縮如毛毯狀，皮膚黝黑而乾枯，講自己

的方言，使用弓箭。與台灣蕃人所傳的矮黑人傳說對比，不難發現彼此相似。

荷蘭人還沒來到台灣以前，已有 Negritos 居住，他們是台灣的先住民。」 

對於足立博士大膽的假設，原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鳥居龍藏博士於隔

年，1907 年提出反駁說： 

「我過去正式渡臺 4 次，從事人類學調查，迄今還沒整理出完整的調查報

告。不過，目前正在起草〈台灣蕃人體質篇〉，包括台灣矮黑人各族的體質都

有論及，在這裡不必細談，只扼要地提出個人的管見。 

很多人一聽到矮黑人，立即聯想到住在菲律賓群島的 Negritos，以為是具

備黑皮膚、頭髮卷縮、身體矮小等特徵的人種。只是令我疑惑的是：海峽對岸

的中國苗族，身體矮小，分布於貴州省全部、廣西、雲南、廣東等 3 省的部分

地帶，以及海南島。古時候，苗族曾經分佈到福建、湖南、江蘇及浙江各省，

由於漢人入侵，其分布地區逐漸縮小，演變成今日的狀態。現在，福建省福州

東方 3 天行程處，有個地方叫羅源縣，據說還有苗族殘留在那裡。 

古時候的台灣，是不是有苗族住過？是不是可以推斷台灣蕃人所傳的矮黑

人故事，和漢人文獻的記載，都與苗族有關？假定口碑傳說是事實，那麼，台

灣所傳的矮黑人，與其說是 Negritos，毋寧說是像苗族那種矮小的人。我的理

由是：傳說中的矮黑人，在體質上和風俗方面，與現今台灣蕃人相似，但是缺

乏 Negritos 的特徵－鬈髮和全身極黑。 

不過，各族之中，都有身軀矮小的蕃人混雜在內，當然我也拍照存證了。

其特徵有兩種：(1)頭部比例大，但身軀矮小；(2)身體各部份比較均勻發達，

但身軀矮小。這兩種人的頭髮都是直毛。」 

鳥居博士又說：「山上也有直髮的矮黑人，可能是苗族的後裔，平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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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極少的鬈髮人，混居於卑南族、阿美族等平地族群之中。」 

由於足立和鳥居兩位學者，就台灣矮黑人的人種學觀點交鋒過之後，就遠

離台灣，兩人都沒有機會回頭來研究矮黑人問題，這個問題的學理上的論辯，

就沒有繼續下去。 

五、鹿野忠雄博士的發掘調查台灣矮黑人遺址 

從 1930 年代起，由博物學研究轉向民族考古學的鹿野忠雄，於大學 3 年

級，25 歲的年齡，發表第一篇非自然科學的論文：〈台灣島矮黑人居住的傳

說〉。 

  

○  傳說有矮黑人的存在 

◎  傳說矮黑人曾經居住過 

●  當地發現矮黑人遺址 

○  當地發現鬈髮人 
 

Ⅰ泰雅族 Ⅱ賽夏族 Ⅲ布農族 Ⅳ鄒族 Ⅴ排灣及魯凱族 Ⅵ卑南族 Ⅶ阿美族 Ⅷ雅美族（達悟族） 

台灣矮黑人遺址分布圖──鹿野忠雄發表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 47 卷 2 號，193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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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頁的分布圖可以看出：台灣原住民各族的傳統領域，都有矮黑人傳說

或遺址的分布，延續到平原地帶的族群居住地，包括巴宰族和馬卡道族。但是，

比較集中分布於(1)賽夏族與其東鄰的泰雅族居地、(2)布農族祖居地－郡大溪

流域，以及(3)恆春半島排灣族與斯卡羅族居地。本人認為矮黑人的起源地，

在恆春半島東岸的觀音山（位於牡丹灣之北），遺址面臨太平洋。 

鹿野忠雄這位台灣最活躍的學術探險家，在山區調查時，從南鄒族四社群

排箭社（Paitsiana）、排灣族甘那壁社（Kanapi）、大板鹿社（Tabanak）等地，

採集了很多有關矮黑人的傳說，發現各族的傳說有共通的內容，認為原住民的

傳承，必定有種種事實作為根據。 

他歸納出以下幾個要點： 

1. 矮黑人身高 2 至 4 尺餘。 

2. 頭髮的描述不清晰。部分蕃人說：矮黑人的頭髮是紅色，而且卷縮如毛

毯狀。 

3. 穴居或半穴居，住屋是石板屋構造。 

4. 種植芋頭為主食。 

5. 善用弓箭，用的是強弓，而箭鏃是用石頭、獸骨或鐵製作的。 

6. 部分矮黑人使用陶器、石臼、石杵。 

7. 部分矮黑人有出草獵頭的習俗，有些則沒有獵頭習俗。 

8. 群體居住，一間房子住很多人。 

9. 身軀矮小，但是臂力強，行動敏捷、伶俐。 

10. 頸飾是用紅、藍、黃等不同顏色的珠子串連製成的。 

11. 大部分的矮黑人，是比泰雅族、布農族更早移入台灣的先住民。 

12. 蕃人曾經一度被矮黑人加害而受苦，但是最後把矮黑人驅趕到別處。 

13. 矮黑人所居住過的地方，被視為禁忌之林，各族都不敢擅入，否則會生

病。 

14. 大部分的矮黑人是現今蕃人尚未移入台灣之前的先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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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忠雄引用了很多屬於東部太麻里溪以南，各社所傳的矮黑人傳說，以

及遺址上 parisi（禁忌）之林的描述，覺得矮黑人曾經住在那一帶，一直到「比

較晚近的幾年前」。鹿野強調：矮黑人有其人種學的特徵與習俗。他認為矮黑

人的存在不是出之於想像，而是有歷史事實的記述。 

鹿野忠雄曾經前往大板鹿社排灣族所指的矮黑人遺址調查。遺址座落於山

腰緩坡處，每間廢屋呈半穴居型。三面用豎立的石板構築，石板大小不等，大

部分是高 4 尺半，寬 2 尺半，厚度 5 吋，屋寬和內深均為 9 尺左右。每間舊屋

前面，都立著兩根石柱，柱高 6 尺半，寬 1 尺半，厚度 5 吋，上端呈凸型。石

材很重，材質是雲母片岩。 

大板鹿社的排灣族說：他們的祖先和矮黑人一直維持著友好關係。頭目出

示一個矮黑人的陶甕，高 1 尺 3 吋，據說是遠古的時候，矮黑人為了示好，贈

給頭目的祖先保存的。鹿野認為這一個陶甕，與一般的排灣族頭目家保存的古

甕不同。矮黑人的陶甕容積小，但是口緣寬大，沒有施加百步蛇雕飾。 

 

 
排灣族大板鹿社所保存的矮黑人陶甕。 
鹿野忠雄繪，1932 年 

排灣族的腳箍與 Negritos 族所製的相似。 
鹿野忠雄繪，1932 年 

早期的學者曾論證過台灣矮黑人是否屬於 Negritos。鹿野傾向於肯定說。

他以現在保存於國立台灣博物館，排灣族用山豬背部剛毛製成的「腳箍」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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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菲律賓群島先住民 Aeta 族（住在呂宋島中部 Pinatubo 火山西麓，屬於

Negritos，但自稱 Aeta）也曾經使用此類腳箍，而其他 Negritos 種族，則是

不使用的。」 

東京帝國大學體質人類學教授宮內悅藏，曾在高雄縣那瑪夏鄉南鄒族居地

發現少數的鬈髮人。他同意鳥居博士的說法：「台灣蕃人來台以前，已有部分

的人和 Negritos 混血過。」 

鹿野曾經引述上述人類學者發現少數鬈髮人為例，做出了一個結論：「台

灣本島曾有 Negritos 生存的可能性很大，與其說『可能有』，不如說『必然有』

較為適當。Negritos 矮黑人的物質文化脆弱，一旦埋沒於土中，即使被找到，

也不容易恢復其原狀。所以，只剩一個辦法，那就是：尋找絕對不會和別種物

品混淆的，特異的 Negritos 族頭骨。」 

六、本人的矮黑人遺址踏查舉例 

（一）雪山西峰下的遺址 

1981 年夏天，本人與登山隊曾在雪山西峰下的營地過夜。當我走向志樂

溪源頭取水時，發現溪崖崩壁的邊緣，有 25 間已傾圮的石屋群，已崩落溪底

的可能還很多，佔地大約 800 平方公尺，海拔 2,950 公尺，屬於高寒地帶。 

石屋群在一片鐵杉林中，其中的一間，屋內已長出約一人半合抱的大鐵

杉，可見這個遺址相當古老。每一間石屋的四壁，是用自然石砌成，高度約 1

至 1.5 公尺，牆壁上方及屋頂已塌毀，原來所用的材料不明。 

每間屋子入口處，寬約 40∼50 公分而已，只容一個成年人側身而入。本

人試著平躺於屋內地面上，因為空間小，雙腳無法伸直。我和隊友做了地面上

的挖掘，沒有發現人骨或疑似矮黑人的生活用具。 

（二）那母岸遺址及清水遺址 

1983 年 5 月，本人和友人組隊，從花蓮縣卓溪鄉卓麓出發，前往調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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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為矮黑人遺址的「那母岸」及「清水」兩處遺址，作比較研究。 

那母岸遺址位於那母岸山稜線上，海拔 770 公尺的地點，有廢棄的石板屋

群，石材很考究。部分屋內遺留著石柱，上端尖銳，有橫溝刻紋在上端，另有

半圓型石盤及紅色陶片出土。遺址最高處有一塊大石壁，壁面上溝紋縱橫，似

乎是人工雕刻的。據當地布農族嚮導的說明，此遺址不是布農族那母岸舊社，

是族類不明的人種所遺留，很可能是矮黑人的遺址。嚮導又說：「我們的祖先

未曾住在全部用石板構築的房子。」 

接著前往清水溪對岸的清水遺址調查，此遺址的海拔高度是 600 公尺。除

了已傾圯的石板屋群佔很大的空間外，還有大量的陰石、陽石（均為疑似巨石

文化的遺留）、有孔石盤、陶器破片及其他石器出土。最令人驚異的是：還發

現很多小型石板棺（棺內的骨骸已不見，或已腐化）暴露於地面上。石板棺全

是小型的，長約 3、4 尺，似乎是矮黑人的墓葬群。 

卓麓的布農人指出清水遺址是矮黑人的舊居，說：「我們的祖先曾經在這

個遺址一帶，與矮黑人爭戰及講和，也一度混居在一起。」 

清水遺址的範圍很大，可以想見此遺址上曾有大量人口，文化不低。不過，

除非進行詳細的遺址開挖，看看有否疑似矮黑人遺骸出土，從我們的初步調

查，無法做出正確的推論。 

（三）浸水營古道附近的矮黑人遺址 

浸水營古道是台灣最古老的東西方向橫越道路。日治時代，居住於排灣族

地界最久，戰後才離台的總督府舊慣調查會雇員小林保祥，曾經報導：矮黑人

的原居地在台灣東南海岸，其中一支從大武出發，沿著浸水營古道越過中央山

脈，途中，在古道東段出水坡社（Rilao）的南側，茶茶牙頓溪北岸居住。他

們後來分散到古道西段北側下方的力里社（Rarukruk），以及古道南方的率芒

社（Kasuvongan）、割肉社（Koabal）等地居住。據傳，曾經遷至茶茶牙頓溪

畔的割肉社人（西部舊古華的排灣人祖先）自承：「我們的祖先是矮黑人。」 

相傳，矮黑人身驅矮小，某次出獵時，捕獲了一隻山羌，就背起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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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後發現山羌因為被拖行於地上，背後的毛都磨光了。 

1. 西段 Chuwalaju 遺址： 

此遺址位於古道西段的北坡，力里社的東南側。力里社相傳那裡曾有矮黑

人居住，並教力里社的祖先唱矮黑人的歌謠。 

 

秋天來了，樹葉紛紛掉落， 

等到秋去春來，雨季來臨， 

所有的樹木就會再度發芽生長。 

 

2003 年 1 月，本人帶領古道調查隊，在排灣族耆老徐天貴（Kabaruan– 

Kapan，當年 82 歲，現已歿）的嚮導下，勘查矮黑人居地。從林道 21.5K 處

下車，向北下降，穿過密生的茅叢，經半小時的搜尋，在海拔 1,220 公尺處，

找到了遺址。其地有兩間已傾圯的石板屋，以及約 3∼5 間屋跡，屋基四週只

剩東倒西歪的石板群。石板與一般排灣族取自溪底的黑色水成岩不同，而是土

褐色的砂岩。廢屋散落於四周，如果時間允許，應可以找到更多的疑似小型屋

跡。 

排灣老人徐天貴說：「矮黑人遺址的地名是 Chuwalaju，chuwa 表示地點，

laju 是樹名。我 18 歲那一年，為了探查水源，來到此地，無意間發現這一個

部落廢墟，返回力里社向長老報告此事，長老說：『那是矮黑人遺留下來的。』

當時，有些石屋還很完整。」 

2. 東段茶茶牙頓溪北岸 Congurui 遺址： 

臺北帝國大學在昭和初年（1930 年代），全面調查原住民各族的居住地。

負責東台灣地區的馬淵東一，訪查大武溪沿岸的排灣部落，記錄了有關矮黑人

的口述資料。出水坡社（Rilao）傳述：「出水坡社的始祖來到這個地方時，當

地已有矮黑人居住，後來矮黑人和阿美族打仗，戰敗後部落潰散，不知所終。」

茶茶牙頓社（Calangatoan）也傳述：「始祖來到本社西南側的割肉社（Koa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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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時，原本住在其東北側出水坡社的下方，地名叫做 Congurui 的矮黑人，

心生恐懼而逃走，不知去向。」 

當時住在臺東的記者入澤片村（《中央山脈橫斷》的作者）曾訪問當地的

排灣族，獲得以下的口述資料： 

「矮黑人是先住民，力氣很大。矮黑人住區不大，共有 10 間廢屋，每一

間只有 1 坪大小，屋內有石柱，牆壁低矮，普通人是無法居住在這種小屋內。

浸水營古道附近的排灣族，都相信進入矮黑人故址會生病，所以他們都不敢闖

入其地。」 

2003 年 3 月，本人和高雄登山會山友林古松，在加羅板社（Karapang）

排灣族嚮導陳田光（Konlo-Mulan，當年 69 歲，已歿）的帶領下，沿著茶茶牙

頓溪溯行一天，才到達位於茶茶牙頓社（舊社）上方的矮黑人遺址，地名叫

Congurui，位於北岸 Rosakal 支流的上方，海拔 420 公尺的寬平山脊。遺址分

為 3 層平台，高度 400∼420 公尺，每一層都有整排的廢屋群，大部份已傾圮，

另外有散落的石板，部分仍屹立如初，似乎是廢屋的牆壁，均面向東南。最高

點有一株大榕樹，山頂風大，日照充足，適於作物的生長。矮黑人的屋式，與

一般的排灣族屋舍不同： 

(1) 排灣族所用的石板，取自溪底的水成岩，石板為深灰色的薄片。但是，

矮黑人的建材，取自山坡沙岩，石板較厚，而且呈土褐色。 

(2) 矮黑人的住家都在地面，不是這一帶排灣族的半穴居屋式。 

同行的陳田光說，他的祖父 Kasao 和祖母 Vais，曾經對他說起矮黑人的故

事：「矮黑人建部落於山頂，主要原因是懼怕排灣族的馘首習俗。祖先曾與矮

黑人接觸，因為語言不通，完全靠手勢溝通。後來，排灣族人口越來越多，勢

力範圍擴大，矮黑人心生恐懼而逃往北方，不知所終。」 

據其祖父母的描述，「矮黑人的身高不到排灣人的胸口，和排灣人一樣種

芋頭、小米和蕃薯，也獵捕動物」。陳田光的祖父 Kasao 年輕時，曾經看到半

倒的矮黑人石屋，對於矮黑人身材矮小，住屋卻寬敞而感到很奇怪。因為是禁

忌的關係，排灣人不敢隨便造訪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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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浸水營古道幽秘的闊葉林下，矮黑人的傳說繼續在流傳，矮黑人部

落遺址仍有留存，使古道的健行，增添悠遠魅惑的氣氛。 

七、結論 

台灣和離島上，千百年來住著 40 多種語言和文化古俗互異的人種，其中，

矮黑人的來歷與身世最不清楚。但是，在過去的歷史年代，史冊上記載著種種

的矮黑人傳說，也曾經有不同身分的人去探查遺址，迄今始終未能找到真正的

矮黑人骨骸和其他有力的證據，使得矮黑人傳說撲朔迷離，真相不明，而永遠

停留在神話傳說的領域裡。 

本人曾經將日治時代有關台灣矮黑人傳說的文獻記載，全部譯成中文稿，

加上清代文獻，以及自己在田野調查所得，累積了不少無法證實的資料，因為

缺乏科學上的驗證，還沒印成專書。 

或許，從台灣山區全域的實地調查，來驗證傳說的真實性，是唯一可行的

辦法，但是，是否値得到處開挖可疑的矮黑人舊居，仍有疑問。台灣矮黑人的

傳說與遺址，並沒有引起近代人類學者和考古學學者的重視，而繼續停留在神

話傳說的階段，委實令人感到遺憾。 

 

2005 年 8 月，楊南郡與高棟在臺北縣金山鄉合影。 

高棟當年 60 歲，住在跳石（地名），以栽種芋頭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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