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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互聯網的蓬勃發展與交通系統的多元化，碩大的世界被串聯成小

型的地球村，各種民族的飲食文化與生活創意互相渲染，在台灣的城市街

頭隨處可見異國餐廳和酒吧，歐美日韓的時尚品牌也在市場上各占鰲頭。

台灣成為了一個生活步調快速、求新求變欲與世界接軌的摩登都會，在匆

忙的生活中，我們有多久沒有感受過質樸簡單的生活方式了呢？在台東的

外海，有座被稱為「太平洋上遺世珍珠」的島嶼，它矗立在大海中與世隔

絕，在那裡沒有百貨公司，沒有摩天大樓，也沒有精品店，只有鬼斧神工

的山海美景，因地制宜的生活智慧，以及傳統的達悟族文化，正因為地理

位置的偏遠與交通的不便捷，蘭嶼得天獨厚地保有了它自然美好的原貌，

現在就讓我們來揭開這座島嶼神秘的面紗吧！ 

部落風光在蘭嶼：椰油部落朗島部落東清部落野銀部落紅頭

部落漁人部落椰油部落。 

 

 

 

 

 

 

 

 

 

 

 

圖說：椰油部落是蘭

嶼對外的交通門戶開

元港的所在地，也是

蘭嶼最熱鬧的部落， 

便利商店、加油站等

民生必需用品店都可

以在這裡找到。 



 

圖說：朗島部落是蘭嶼地下屋最多且最原始的村落，也是蘭嶼勇士舞的發源地， 

擁有廣大的潮間帶。 

 

 

 

 

圖說：東清部落是最能體現達悟族傳統文化的村落，著名的拼板舟體驗也是 

東清部落享有盛名的活動，更是許多遊客選擇拍攝日出的地方。 

 

 



 

圖說：野銀部落是蘭嶼最適合眺望海景的部落，此起彼落的房屋顏色五彩繽紛， 

一幢幢在大海的襯托下，非常小巧可愛。 

 

 

 

圖說：紅頭部落是蘭嶼受漢族文化影響最深的村落，也是蘭嶼唯一一間郵局的所在地，

旅途中不妨寄張明信片給自己，紀錄美好的回憶與感受。 



 

圖說：漁人部落是蘭嶼島上地勢相對較平緩的地區， 

所以蘭嶼機場與電廠皆蓋在此村落。 

 

從椰油部落出發往北邊環島一圈，騎車約九十分鐘可以完成環島之旅，

途中會看到許多自然景觀和沿海隆起的珊瑚礁，其中以紅頭岩、玉女岩、

五孔洞、青青草原、饅頭岩、及軍艦岩最負盛名，這些岩石真的讓人感受

到大自然神奇的力量。傍晚時分夕陽映在饅頭岩上紅通通一片，更是會讓

旅客停下腳步，相機快門拍不停的美麗風光。雖然蘭嶼的面積小小的，當

地人口又以達悟族人居多，然而島上六個部落還是有各自的特色，騎車途

中依山傍海，成群的山羊在街邊吃草，能踏上這樣一塊土地，人生夫復何

求！ 

 

夜遊在蘭嶼:角鴞、椰子蟹、小圓斑球貝象鼻蟲、棋盤腳。蘭嶼為熱帶

雨林氣候，因為終年潮濕多雨又沒有過度的人為開發，因此島上有許多台

灣本島沒有的生物，這些生物的名稱和背後的故事都和達悟族的文化有關



聯，其中以角鴞、椰子蟹、小圓斑球貝象鼻蟲、棋盤腳最為遊客喜愛。 

 

圖說：角鴞 

角鴞在達悟族的語言中是嘟嘟悟，老一輩的達悟族人稱角鴞為惡魔的使者，認為角鴞會

替部落帶來不幸。然而角鴞獨特的叫聲和可愛的模卻吸引了不少遊客，夜訪角鴞成為蘭

嶼島上夜間最熱門的活動。然而角鴞是很容易受聲音影響的生物，想看到牠的話一定要

降低音量並耐心等候喔。 

 

 
圖說：椰子蟹 



椰子蟹是很有攻擊性的生物，雖然很可愛但在觀察牠的時候一定要格外小心，目前在台

灣本島上已經很難發現椰子蟹的蹤影了，在蘭嶼椰子蟹是很重要的觀光資產，因為是保

育類生物，捕捉和食用都是被禁止的。 

 

 
圖說：小圓斑球貝象鼻蟲 

這是蘭嶼當地特殊的生物，是一種黑色帶有光澤，全身佈滿水藍色斑點的蟲，據說摸了

牠就會得到幸福喔！想遇見幸福的人不妨到蘭嶼夜遊，來摸摸牠吧。 

 

 

 

 

 

 

 

 

 

 

 

 

 

 

圖說：棋盤腳 



對蘭嶼島上老一輩的達悟族人而言，棋盤腳有魔鬼樹之稱，由於棋盤腳的材質比較輕，

用來造船常讓出海打飛魚的達悟族人不歸，且其果實有毒，所以棋盤腳是當地族人的禁

忌。棋盤樹的花只能存活一天，靠昆蟲授粉，目前主要為蘭嶼島上夜間觀賞活動之用。 

 

 

蘭嶼不像城市，晚上夜遊是沒有路燈的，但由於環島只有一條路不至於

迷路，請帶著膽大但心思細膩的態度，準備好和大自然親近吧！有別於城

市裡燈紅酒綠的夜生活模式，這裡特殊稀有的動植物，為蘭嶼創造了只有

蘭嶼才有的夜生活，不失為另一種熱鬧。生活與文化在蘭嶼:拼板舟、壁畫、

傳統的經濟活動。 

 

 

圖說：拼板舟 

蘭嶼島上的主要居民都是達悟族人，他們是以父系為主的氏族。拼板舟是達悟文化中很

重要的文物，在族人的生計和儀式活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目前拼板舟為島上重要

的藝術品之一，除了有付費體驗拼板舟的活動外，在椰油部落的椰油國小裡，司令台的

周邊也都是以拼板舟裝飾的喔，拼板舟對於族人的意義由此更是顯而易見。值得一提的

是，對於傳統達悟族人而言，女性是不允許靠近拼板舟的，然而目前由於到訪蘭嶼的觀

光客日漸趨多，女性也開始會與拼板舟合影，來蘭嶼玩時不妨將這個規定放在心上，以

防無意間冒犯達悟族人的文化喔！ 



 

圖說：壁畫 

原住民的藝術天分和創造力真的不容小覷，在原始的部落裡不像城市有藝文活動繁多的

美術館，蘭嶼島上的居民將他們的藝術天分發揮在壁畫的創作上，騎車環島蘭嶼一圈時，

沿途可以看到牆上畫著族人穿著丁字褲、飛魚季盛況…等達悟文化的創作，在觀賞風景

的途中，達悟族人亦用壁畫的方式向遊客呈現了他們的文化。 

 

 

傳統的經濟活動: 蘭嶼島上族人主要的經濟活動為漁業和農業，每年

3~6 月是飛魚季時期，男人負責出海捕魚，女人則下田種達悟族人的主食芋

頭，目前芋頭沒有外銷。順帶一題，由於島上面積和發展的限制，無法自

產的民生用品都是從台東運到蘭嶼的，所以物價會比台灣本島高一些，也

因此島上居民對於物資更是珍惜和懂得感恩。近年來由於觀光業興起，飛

魚季也成為吸睛的祭典，間接吸引了不少喜歡悠閒生活步調的人移居蘭嶼，

在當地經營發展觀光業，不知道十年後的蘭嶼，會以甚麼樣的面貌存在呢？ 

 



 

圖說：船長咖啡 

 

 

想分享一則小故事，蘭嶼當地沒有文青咖啡館，然而在我到訪一家民

宅改建的船長咖啡喝下午茶時，意外地感受到當地人對於遊客的信任和熱

情。老闆娘是一個達悟族女生，她熱情地和我們分享島上的生活，有事外

出時還很信任遊客請我們盡興地待在店裡。他們樂天知命的生活態度和熱

情友善的與人相處之道，對於在城市生活每天汲汲營營於成功的我們而言，

是一種難得的幸福，平凡而珍貴，也許這樣的人情味也是另一個讓遊客愛

上蘭嶼的原因吧！在繁忙的工作中，如果偶爾想遠離塵囂來場輕旅行，不

妨到蘭嶼一遊，好好地了解這個是台灣但卻和台灣本島迥然不同的地方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