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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瘧疾導致臺灣原住民遷居高海拔

的論點，主要從三方面來說明：

（一）瘧疾透過瘧蚊來傳播，瘧蚊的

生態在海拔 1,000 公尺以下，所以高海拔

沒有瘧疾的威脅。

（二）考古學者所建構的史前文化

中，新石器初期文化之大坌坑文化遺址分

布，遍及臺灣東西平原地區，推測與逃避

瘧級有關。

（三）為逃避瘧疾 3,600 ～ 4,000 年

前即有人居住高海拔地區。

根據考古家的看法，臺灣南島語原

住民祖先約在 6,500 年前的大坌坑文化時

代，乘船來到臺灣西部。上陸後，因臺灣

有風土病瘧疾，瘧疾死亡率頗高，為逃避

問題一、牡丹社事件中被殺的琉球人，他們的身分為何？教科書中有稱是漁民，也有的

說是漂民，請問何者正確？

漂民是漂流民，為中性的用語，指

船難漂流之人。至於稱被殺的琉球人為漁

民，則有誤。這些琉球人不是漁民，他們

是由宮古島乘船北上，向琉球王納貢的人

員。在返回宮古島途中，因遇暴風雨，船

漂流到今臺東縣滿州鄉八瑤灣附近。八瑤

灣為平坦的沙灘，船上 69 人中，有 3 人

在上岸的過程中不幸溺斃，上岸的有 66

人，其中有 54人被殺。對此事件的敘述，

常以琉球人被原住民「殺害」稱之。「殺」

是事實的描述，「害」則有價值判斷的意

涵。但是考諸史實，宮古島人進入高士佛

社時，該社提供了他們吃住，並沒有殺害

之意圖。

不過，拿走他們身上的衣物，導致宮

古島人害怕逃走亦屬自然。但高士佛社對

這些人的底細亦不清楚，當他們逃走時，

從後追殺亦可了解。

問題二、清代統治下，漢人如何取得平埔族的土地開墾？

清帝國治臺之初，並非統治全臺，

而以「蕃界」隔開。界內的原住民稱「熟

蕃」，界外的稱「生蕃」，也就是「熟蕃」

才是清帝國統治的人民，後來所稱的平埔

族，大部分是「熟蕃」。清帝國對這些統

治下的「熟蕃」各社，劃有各自的社域，

只不過並未見相關的文獻。在各社的社域

內，清雍正 2 年（1724）前是不准許漢人

向其承租埔地開墾，但私下訂約的情形頗

多，乃於雍正年間開放，准許漢人承租。

即該年之後，漢人要開墾某地，須先問明

地主為何社、何人所有，再與其訂約納租墾

耕。以上是合法的墾耕過程，不過侵耕的

情形並非沒有，因此有的告之官府處理。

問題三、最近有人提出臺灣原住民居住高海拔與瘧疾有關聯，請問這樣的論點內容為何？

瘧疾有三條路：一條往平原地區遷移；一

條沿河流往上游地區移動；一條乘船離開

臺灣。遷移平原，為最容易的方式，因此

由西部而東部，此乃造成大坌坑文化分布

全臺東、西部平原之因。沿河而上者，不

斷的往上游遷移的過程中，發現原來忽冷

忽熱的瘧疾不再發生。

從經驗中，人們逐漸得知高海拔是沒

有瘧疾威脅的好家園。就現在的了解，知

道 1,000 公尺以上不適瘧蚊的生存，也就

是沒有瘧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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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有關臺灣史或鄉土教學的各項疑難雜症，

我們將邀請學者專家做精闢解說。來稿請

寄：cts @mail.ntl.edu.tw，教學信箱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