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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達魯瑪克部落簡介

一、達魯瑪克部落的歷史與地理

根據達魯瑪克（taromak）部落林得次長老口傳，洪水時代，部落的祖先逃

難到肯杜爾山，洪水退去後，遷移到肯杜爾山下的 taipulen 生活。過了很久，

有一天婦女到 gongong 一帶取水時，發現一群嘴巴會冒煙的外地人（吸菸），

於是急忙回部落，告知有入侵者，其中有一對名叫 libali 與 atonga 的兄弟，搶

先跑去殺敵，從水源地一路追殺到溪邊一個地方時，已殺了很多人，並割掉頭

顱，兩兄弟感覺好像用血洗澡，所以稱那裡為 kadadirosa；到了另一處時，兩兄

弟認為已經殲滅敵人了，所以取名 inoranaka；但兩兄弟還不放心，繼續追到一

處地形圓形名為 Motralatralau 的地方，發現還有 1 人，乃割其舌頭，但未取頭

顱，主要是使其無法告訴別人部落的秘密。不久，部落得了瘟疫，只好遷移至

madorodoro，還是不行，再遷至 tamawlrolroca，卻仍是難以順遂，於是再遷移

至 kapaliwa 現址，並邀請 attain 部落與 ongasi 部落的人一起各守東、西兩方，

如此才穩定下來，守護著 2 萬多公頃的傳統領域，以大南溪流域為主，東至中

央山脈主脈約小鬼湖（taitengere）至大鬼湖（taloalinga），西至臺東沖積扇扇

頂，北至鹿野溪，南至中央山脈支稜知本山、射馬干山支稜。達魯瑪克部落的

傳統領域與遷移如圖 1 所示。

中村孝志（1993）認為，1647 年的臺灣戶口資料與 1655 年的東部地方集會

資料中的敵蕃 Terroma 為當今的達魯瑪克部落，是卑南地區唯一被列為敵對的

部落。清國臺東州吏胡傳於 1894 年撰寫的《臺東州采訪冊》中，稱達魯瑪克為

大南社，分為大南大社位於埤南西 39 里，102 戶，共 593 人；大南八段前社，

埤南西 37 里，32 戶，共 107 人；大南郎阿什後社埤南西 40 里，27 戶，共 107
人；合計約 161 戶，共 927 人（胡傳，1960）。

達魯瑪克部落於 1923 ～ 1926 年間被日本政府遷移至 ilila 和 too。根據達魯

瑪克部落古明德頭目口述，日本人以打擊共同敵人 palalavi（鹿野溪流域布農族

的一個家族）為由，向該部落借精密強大的重槍械，許久沒有歸還，部落派去索

討的代表，雙手拇指被綁吊虐刑，接著請頭目去日本「觀光」，回來後開始實施

「集團移駐」，有些人不肯遷移，日本政府乃以大砲威嚇，終於在 1926 年完成移

駐。謝繼昌（1968）根據長老訪談，畫出 1923 年未被遷村前的住戶家名與分布

位置，當時有 157 戶，仍分為一大社、兩小社，與 1894 年胡傳之記錄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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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達魯瑪克部落的傳統領域與遷移
資料來源： 取自山林的子民：達魯瑪克文化手冊（頁 51），劉烱錫、林得次、趙川明，

1997。臺東市：國立臺東師範學院。

由於水災與管理問題，1941 年日本政府再將達魯瑪克部落遷移至現址東興

村（東園一街及二街）。1945 年的大洪水沖毀大南溪畔的部分住戶，這些居民再

遷移至大南溪北岸的蘇巴陽（subayang）。二次世界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將大

南社併入臺東縣卑南鄉，稱為大南村。1960 年代有從屏東縣霧臺鄉遷入的居民，

1970 年代有從大南溪畔被洪水侵襲的部分住戶，遷移至東園三街。1969 年的中

秋節大南村發生嚴重火災，死亡 36 人，乃改名為東興村。根據臺東縣卑南鄉戶

政事務所的統計，2010 年東興村人口 1,457 人，原住民 1275 人，占 87.5%，以

達魯瑪克部落的人為主。

二、達魯瑪克部落文化概論

達魯瑪克部落目前被歸類為魯凱族，從語言人類學觀之，李壬癸（1997：
301）將魯凱語歸類為六支。這六支當中，根據研究者與達魯瑪克部落林得次長

老走訪各部落之感受，達魯瑪克部落與霧臺鄉的大武部落較為接近，與霧臺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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