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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黃長興耆老訪談 

訪談日期：100/05/27（五） 

訪談者：陳永龍 

受訪者：黃長興 

 

【訪談稿】 

訪談者：日本人開鑿合歡越嶺古道，對整個太魯閣族有什麼影響？ 

受訪者：日人開鑿能高越嶺、合歡越嶺兩條古道，最主要的目的是控制和征服

太魯閣族，他們當初在開鑿古道的過程中，佐久間花了五年的時間做

勘查，同時也規劃了管制點、彈藥庫等等的位置，在古道開鑿的過程

中，利用了太魯閣族的兩項資產：人力和事先已跟日本人接觸的組長

等人。兩條步道的路線與過去太魯閣族人從台灣西部到東部的遷移路

線和兩部落間聯絡的路線重疊，最多只是做一些修正而已，譬如遇到

懸崖，太魯閣族族人會繞道，他們則利用工程技術直接穿越。每一個

部落都有派駐兵力，直到民國 18 年，因霧社事件發生，兵力調走才取

消在此地的駐兵。太魯閣戰役後 17 年，因霧社事件的發生，日本人為

防範太魯閣族對其殖民的反抗 始大規模遷移太魯閣族下山。我曾到東

京與日籍好友聊天，對方說：把你們太魯閣族從深山搬到現在的位置，

太魯閣族應該要感謝日本人，若非如此，現在遇到颱風季節，你們就

要靠直升機救難，就像尖石鄉那樣，若當時沒有把你們遷下來，你們

可能永遠下不來。 

訪談者：您這些年在山上做這麼多的調查，聚我所知太魯閣族的傳統部落應該

有將近兩百個、大概至少一百八十個，您實際走過的有多少？ 

受訪者：這些年的調查，太魯閣族的傳統部落，目前實地查訪過的舊部落有 165
個，含現在的住宅區共 186 個。最近要去的部落位在奇萊山東側，一

個舊時分住三區的部落，日本人強迫遷下山後分住在兩個地方，但這

要等實地去過之後真正了解回來才能講。 

訪談者：屬於太魯閣族的傳統部落，是否有些共同的特質？ 

受訪者：我最佩服先祖們選擇住宅區的部落位置，非常不簡單。這 165 個部落，

除了 T（族語）整個山走動以外，所有的部落幾乎完整無缺，沒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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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任何斷落。另一個就是石牆，日本人的石牆雖然整齊但是經過歲月

時間的考驗，現在很多都垮掉了，太魯閣房舍的牆則很容易辨認，牆

面凹凹凸凸的，有大石頭小石頭很不整齊，但是卻很堅固。部落通常

都在靠水的地方，若離水遠一點會拉水管還是竹管，通常距離最多不

會超過五百公尺。以前在蓮花池後面有六個部落，日本人在那邊找了

一個漂亮的平台設了一個警察分駐所，交通位置十分便利，四通八達，

那原來也是我們的祖先找出來的地方。通常部落的遷移，先祖們在選

擇住宅區的位置，會花上起碼一百年、經過幾代的時間觀察，直到真

的找到好的位置才全家遷居，建立一個新的住宅區。這是令我很佩服

的一個智慧。 

訪談者：整個太魯閣族的部落含括範圍？ 

受訪者：大部分在立霧溪、木瓜溪、壽豐溪、和平溪流域，幾乎是沿著大水的

兩岸，太魯閣族 T（族語 00：11：42）也有進入到馬太鞍溪、萬榮溪，

後來太魯閣族也有補進去，太魯閣族 T 他們非常會找居住的位置。部

落彎 B（族語 00：12：40）是跟蹤的意思，B 這個地方是祖先打獵，

跟蹤野獸時發現的地方，然後才從 G（族語 00：12：52）搬下來。G
是指沒有頭髮，光禿禿的意思，形容整個山都是石頭、沒有長樹。 

訪談者：哪幾個部落特別漂亮還會想再去？ 

受訪者：1.蓮花池。“這真是一個非要好好經營不可的地方”，不只是產業的問

題，這個地方可以做！把它開發，可以利用現代漂亮的高山流籠，連

結橫貫公路上去。2.B（族語 00：14：45）銅門後面的山。3.在和平，

K（族語 00：14：53）的平台，大概有一百甲，民國 65 年我們太魯閣

族還有人在那邊工作呢，後來被林務局佔有了。K 是包圍前面的意思，

因為以前曾在這裡把泰雅族圍捕起來消滅掉。4.在南區來講，紅葉後

面有一個約三百甲的平台，日劇時期還是我們太魯閣族的地，光復後，

被林務局沒收送給漢人種檳榔了。像是這一類的地方還很多，這些是

二、三十甲以上比較大的，小的像三、四甲的其實還有很多。並不是

說我們要搬回去，但我們人也越來越多，我們向來靠山吃山，若我們

能擁有這些土地資源，自己經營，作為未來子孫生活的依靠，如果自

治區成立後這些我想我們還有得討論的。 

訪談者：您屬於哪個部落？ 

受訪者：我是屬於文藍(?)，但血統是 G（族語 00：17：05）。G 就是當年佐久

間被殺的平台，我祖父參加過，他說當日本人子彈來的時候，樹葉都

掉下來了，所以他們是躲過那些槍彈跑出來的。我的媽媽在清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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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過 S（族語 00：17：34）大戰役，當時有三個大頭目，其中一個

頭目 S 受了傷原打算光榮赴死，結果日本人非但沒有殺他，還把他送

醫治好了。康復後頭目回到部落，日本人要他們下山，他堅持不下山，

但後來在打水鹿的時候受傷 腳斷了，不得不答應日本人，後來到崇光

立吉去就死掉了，是真英雄！H（族語 00：18：28）是當場死亡的。

G（族語 00：18：33）是黃牧師的外祖父，中槍後躲到一個山洞去，

我有找到他躲的山洞，共有四個山洞，他住在其中一個大的山洞裡，

後來被日本人請下來，還幫他蓋了一棟房子，現在還在，已經很舊了。

所以關於這三個頭目作戰的歷史經過我幾乎是瞭落指掌，因為我在那

邊出生，除了我爸爸以外，打獵的時候還有老人家也會告訴我，我經

常想，我是軍人出生的，如果民國三年，我還在的話，那可不是這麼

簡單的，大家有得看了。我在文藍出生，我爸爸是日本人，也是一個

士官，但是他沒有出征，在台北擔任總統府的侍衛，長得很瀟灑。我

媽媽是在日本人的家庭長大的，因為當時她沒有畫臉，到了要畫臉的

年紀她就跑掉了，受日本警察保護，保護到十六歲的時候，受了完整

的教育，她就跑到台北的圖書館去當翻譯官，遇上了我的爸爸，太魯

閣族遇到太魯閣族，所以就在一起了。所以我小時候都是講日語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的日語和現在的日語有很多不一樣，但是我去東

京大學演講很快就習慣了，我本身是劍道三段 小時候很著迷於武士道

精神，我們很客觀的說，每個族群都各有不同的優缺點。至於為何會

走這條路？我六歲的時候就跟著曾祖父、外祖父在能高山、木瓜山和

奇萊山東峰打獵，光復後，我八歲，爸爸回來了 開始就讀一年級，我

在家裡的六歲到十一歲的時間，完全受太魯閣族洗禮，跟著族裡的老

人打獵，或被揹著或自己走，十歲開始用槍，十一歲的時候打到第一

頭牛，但其實是打錯了，那是舅舅的牛，結果被打了一頓（笑）。高一

的時候，我擁有四把槍，當時我念花蓮中學，但到了週六就回部落裡，

跑到獵場去打獵，就在木瓜山東側的山林，從高一開始，我就可以自

己去山上過夜、打獵，一直到高二，就開始準備要念書讀大學了。高

一那時我曾是村裡出名的神槍手，我們進行一種活動叫「圍獵」，帶著

狗，幾個人埋伏在附近，我每次都打中山豬，只要事先把槍架好，四

隻山豬我大概可以打中兩隻！到高三的時候，有個學長是蒙古人，考

上空軍官校，常開著 F104 戰鬥機，於是我們有八個同學受鼓勵後來

通通都考上空軍官校，在東港預備學校待了六個月，第三個月時我就

被淘汰了，原原因是當飛機在空中上下飛行時我就會流鼻血，長官說

我的血液不適合飛行，那時候心裡真的是很難過。我爸爸說，我們的

祖先沒有在空中飛來飛去，只有在山裡走來走去，你不能在空中做鳥，

你可以在地上當熊啊。於是後來我就去考陸軍官校，在軍校這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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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三次被總統召見，後來考上三軍大學，照理說未來應該是要做將軍

的，結果就在畢業前車禍重傷，連上校都還沒升上去就離開了學校。

現在想想，如果當時走將軍路線的話，我現在應該不在太魯閣族的世

界裡，我可能跟那些曾經當過將軍的原住民一樣，忘記了自己的根！

回來之後當了教官，跟部落接觸，才慢慢發現：「喔原來我們自己的世

界是那麼漂亮，不一定要跟外面走，回到自己的世界多好。」退休以

後，先在秀林鄉公所當秘書，後來有一段時間在外面遊盪，有時候去

山上打獵，有時候去做苦工，什麼工作都試過，最後被提拔，因為我

曾當過軍事記者，會寫文章，被推薦去考取原住民研究者，250 名錄

取 4 名，偏偏我就考上了。所以後來強迫自己學會太魯閣族話，常跟

老人在一起之後，在做字典的時候，做的是接觸傳統領域工作，因為

我本身喜歡山，看到山我就想跑，那時剛好有機會去做山野調查就跟

著去 ……後來就一頭栽進去啦！一開始，為了找立體的地形圖很辛

苦，到了民國 97 年，google 開放，當時參加了一星期的原民會講習，

丈二金剛，還是聽不懂如何操作，回來以後，碰到中國地理學會的理

事長，我狠下心來花了將近五萬元的飛機票，時常到台大中國地理去

上課，學會操作整套系統，去年又有機會在中華大學學會了威力導演，

知道如何剪接影片畫面等，很有用！但是我現在最注意的事嚮導要會

講話，出發之前都要先訪問幾個老人，了解相關的部落歷史和資料，

再透過 google 地圖的影像功能，和老人家確認部落的位置，接著再進

一步找四、五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問問他們有沒有曾經為偷玫瑰石或

者打獵而去過，他們都說那是尋根之旅（笑），所以就可以找到一些年

輕人，要不喝酒的，就用這樣的模式，我們上去山上幾乎百分之百不

太會找錯地方。倒是這一次，我去找祖父住過、曾經躲過日本人的山

洞，帶了兩個年輕人，找了一整天，那天我弟弟也有去，我們很確定

目的地就在一塊大石頭附近，但就是找不到路過去，以前的山谷下面

平的地方都有沙灘，現在都是懸崖跟峭壁，為了找一個入口，我們在

寬約五百公尺的範圍內，花了近三個小時，後來，還是年輕人厲害，

照著他們說的，我們是跟著山豬的路跡找到的！山豬能走的路，人就

可以走，當時，就一個年輕人下去跟著山豬的路跡搜索，找了近一個

小時，找到了！所以我幾乎每一個部落，都必須要帶一個三、四十歲

的年輕人，這是傳承，因為下一個步驟是生態資源調查，不只是部落

內部，我們還要去了解附近的動、植物，了解過去部落是怎麼生存的，

以前步道的路線，經過時間變化以後 現在應該要怎麼走，關於這些種

種，其實下一步的工作更辛苦，草木蟲樹等等動植物的生態狀況，目

前我大概只有完成百分之二十而已，還有很多的功課要做，也是一定

要做的。不一定是八、九十歲的老人家，我會去多訪問一些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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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歲的人也很厲害，像我認識一個六十幾歲曾在林務局工作的

人，他對山上狀況了解的更清楚，山裡的動植物，不只是國語的名字，

太魯閣族語的名字他也大概都知道，若了解我們的傳統智慧，會是很

有用的，將來，除了山，還要進一步了解河流的變化等，下一步的調

查工作會更嚴。另外，我們現在找到這個部落，將來的運作呢？假如

要成立管理小組，但含括五、六個家族，小組該怎麼指定？我的構想

是，要經過部落會議！我現在常常參加部落會議，部落會議其實不容

易，我覺得甚至比自治區還要難，我現在帶了一些年輕人，將來可能

都要靠他們，他們自己也知道，我時常跟他們說，將來必須要委屈一

點，除了自己的意見，還要能聽聽別人的意見。目前，國科會的計畫，

剛好可以幫這個忙，把我們經常去的地方，未來要畫編成生活領域，

將來讓我們可以自由進出，但自由進出也不能是隨便，我們得也要成

立自己的山林守護隊來管理，管理的範圍也包括步道的修護，現在，

我也已經開始有構想和計劃了，一步步的，再看將來怎麼推動自治區

的成立。我現在本身是基本法的推行委員，我參加好幾次的會議，他

們會問：「你說那個地方有什麼？」、「那邊是傳統領域的證據在哪裡？」

所以我現在做的這些調查都是證據，現在走過了一百多個部落，雖然

我認為總共應該有多達兩百多個部落，但那些是我還沒走過的，所以

我不會去講，有證據的，我才會拿出來公布，私下還在研究的東西，

就先不要去講它。每一次爬山回來，去一個星期，回來大概得忙一個

月，要用電腦去整理這些東西，影片、細節、歷史故事等等。弄這些

東西實在很麻煩，尤其是得透過電腦，就像我會用步槍，但當步槍故

障的時候我就傻眼了（笑）。 

受訪者：我們這段路很長，若是自治區無法成立，我們是否要走向日本愛伊諾

族的方向？雖然他們沒有自治區，但是他們自己的歷史、土地，日本

人用過、取得的資源，都記錄下來了，現在都要還給他們。現在，我

們不是自治區，若是林務局的管理工作能給我們一半，傳統領域讓我

們進出…日本辦到了，我們辦不辦得到還不知道。 

訪談者：合歡越嶺古道 主要是立霧溪流域含括的部落範圍大概有幾個？ 

受訪者：我不知道精確的數字，但是這些在資料裡面都有！木瓜溪那邊沒有幾

個，大部分還是在立霧溪流域比較多。立霧溪支流計有：砂咔噹溪、

G、L、T、W、T 溪等。 我遺憾的是從銅門上去翻過太魯閣大山的這

條路我還沒去過，從 G 進去，翻過太魯閣大山，下去到電廠，這一條

路很有名，我們叫 H，互相搬運、通過這個地方，過去部落裡從立霧

溪往木瓜溪，都是以通過這一條路為主，我上次去要翻過去到木瓜溪，

發現這邊現在整個崩掉了，不通。經過太魯閣大山到電廠，這邊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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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非常完整的，我曾經問過在那邊打獵的老人，他們說這邊不會山

崩，沒有懸崖，這裡是水鹿區（笑），水鹿特別多。現在很多地方不能

進去也許有好處啦，因為現在年輕人喜歡挑戰公權力，很多名貴的牛

樟樹、紅豆杉，搞不好都會被偷出來，現在原住民的犯罪 幾乎都是跟

有錢的漢人聯合運作，我們自治區成立的話也得要管制，不管制的話

會被破壞的一塌糊塗。以前在天祥下面懸崖旁邊，三十噸的玫瑰石，

一個下大雨的晚上就搬走了。像這個國家管制也對，未來我們自治區

成立也要管制，要從部落會議把老人聚集起來，去制定施行細法。我

曾問過銅門最厲害的獵人，將來若自治區成立可能要做管制，他堅決

的反對，但我後來跟他溝通：你的獵區是原來老的獵區，現在你去的

獵區其實不是你的獵區，只是現在沒有人去而已，將來若不管制，你

一年四季都在裡面打獵，那怎麼可以。這就得需要由部落會議讓大家

共同決定， 這絕不是一個人所能定的，回去過去那種作法是不可能

的，但要像現在的亂象也不可以，未來自治區成立後，這部份的工作

會非常繁重。現在的原住民基本法，很多的施行細法，很多是可以灌

入我們的傳統慣息法的，以族群、地區的方式來訂定，由於背影環境

確實不一樣，稍微變一下，傳統領域的施行細法更多囉，將來土地的

管理，傳統領域裡面要做的事情很多，“另有法律來執行” ，我建議，

將來政府一定要做施行細法。 

訪談者：合歡越嶺古道，關於太魯閣戰役時，佐久間總督在很多太魯閣族老人

的說法是槍傷，但日本官方說是摔傷，您的考證是？ 

受訪者：佐久間總督，有四十個抬搭的人包圍著他跟著走，所以我想他是槍傷

沒有錯，若說是摔傷，那就是過橋的時候，因為護衛被打，連帶他也

摔下去受傷，但應該不可能只有摔傷。根據記錄，當時他有傷到內臟，

若是摔傷，我們認為不合理，以當時我看到的情況，那是一個平台，

不可能摔傷，當時還應該要考量這一點，我們太魯閣族四百多人，用

的是成田步槍，槍的來源是打阿美族的時候，兩種說法，日本人說是

太魯閣族幫阿美族人，阿美族人說是太魯閣族幫日本人，不管何種說

法，總之我們有人去突襲他的倉庫，偷走他的子彈，這些步槍都是成

田步槍，射程距離很遠，幾百公尺以外就可以打傷人，而當時距離只

有兩三百甚至一百多公尺，在山谷， 他在那中間一定是槍傷，當時可

能沒有死，但是重傷，送到附近的營地去療傷，但是究竟是當場死亡

還是後來才死的，由於沒有記錄，我沒辦法推斷。 

訪談者：目前做傳統領域的調查，未來要推太魯閣族的自治，有哪些期許和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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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黃長興）：希望自治法趕快通過，在自治法通過之前，現在正在協商的

內容，也希望政府能夠放一點，沒有錢、沒有土地，起碼對自然資源

的管轄權，應該要讓我們享受這部分的權益。若能通過的話，我們下

一步的工作才真正的開始，太魯閣族的習慣法要納入基本法的施行細

法裡面。我敢斷然說，在四個族當中，對傳統領域的了解，我們太魯

閣族做的最完整，包含部落的真相、歷史的真相，通通展現其中，將

來跟政府對談的時候，相信應該能成為帶動部落成為自治區的有利條

件，因為這些東西都是真實在眼前的，所以我很有信心。下一步工作

則是生態調查。 

受訪者（帖喇尤道）：我們推動自治區到現在，中央政府也開始注意到我們太魯

閣族秀林鄉、萬榮鄉已經凝聚起共識了，目前我們希望能儘快宣布太

魯閣族成立第一個原住民自治區的示範區 我們的第一步是要成立傳

統領域，一旦政府做宣布後，我們要在成立籌備處的期間就定下傳統

慣息法， 以便將來自治區成立之後能有所依據，在我們的土地和範圍

內，太魯閣族要訂有內規。我們常講原住民基本法應該優於一般法律，

但是談到不同族群，就一定要有不同的傳統慣息法，所以像原住民法

這樣一般性、原則性的法條，在法規裡應該要涵蓋不同族群的慣息

法 。例如：根據原住民傳統基本法，原住民在傳統領域內可以從事捕

獵野獸，但各民族間，補獵野獸應該也要訂有內規。自治區內，要訂

有根據傳統慣息制定的法，成立自治區後，在自治區內，當有法、有

土地的時候，在區域內 我們便要重建文化和維護生物的多樣性、守護

傳統信仰、人跟土地之間的關係，祖先說：「土地是我們的血，山林是

我們的家，獵人是守護土地的，獵人是保護動物的，有獵人才有動物，

有獵人才有土地。依著這樣的概念，我們要守護山林和維護文化，以

這樣的獵人精神去保護土地和文化。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