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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為爸爸本身是從事這方面的工作，自己也覺得建築很美，且各民族也各有特

色，會因為地形及氣候而有所改變，所以便決定要做有關建築方面的主題，既然

要做，那就從最本土的做起吧！原住民算是最早居住在台灣的，因此就想從這部

分著手，有雅美族、阿美族、排灣族、布農族及鄒族。現在所寫的小論文，算是

大學的模擬吧！可以讓我們盡快跟上大學的腳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能參加比賽又能增加自己的能力，能發現自己的缺失，以及許多能力其實是不足

夠的。 

 

 

˙正文 

 

一、總論： 

 

「「「「台灣的南洋係建築明顯受到熱風土的影響。本屬熱帶性風土的台灣，建築

或多或少都充滿南洋系的味道，但若從南洋係種族經營建築的角度來看，台灣的

建築系統中，只有原住民的建築明顯具備了南洋系的特性。 

 

原住民各族為了尋求適合的居住地，平均數十戶形成一個部落，就叫做社，

如果因為一個社的戶數增加，而使土地及生活物資開始不足，就必須把這個社分

為幾個社，叫做分社。但在賽夏、鄒、布農各族裡，也有一戶以至於幾戶形成小

聚落的情形。 

 

在山地方面，部落通常會設在高山的山腰地帶，大致都是後面有山，前面有

急速傾斜的陡坡，遙遠的前方有溪谷。他們就在山腰間，開闢幾段狹長的階梯平

坦地，作為建築用地及穀倉，為了順應自然地形，建築大都會依照山勢而建，依

山面溪，屋後因為土地漸趨隆起，遠遠眺望過去，大部分的房子好像是掩藏於地

底下似的。」」」」（註一） 

 

部落的主要建築是住宅，通常有主屋，並有穀倉及畜舍相鄰。一般來說建築

物的地基型式（地面）有凹陷式（豎穴式、深穴式）、平地式、高架式三種。採

用凹陷式的主要原因是，台灣的高山地區，有時候冬天夜裡氣溫非常寒冷，再加

上原住民的房屋建築結構概念相當簡單，無法建造有高屋頂的房子，只有向下發

展，以求得足夠的房屋高度，也可以加大室內的容積。這一類的住屋型式，過去

居住在南方熱帶地區，文明水準較低的土著民族可能採用過。 

 

原住民住屋的地基通常都採平地式，也就是與原始地面等高的泥土地或是舖

壹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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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地為多，卻會在泥土地面上擺置床鋪之類的寢具，以彌補泥土地的缺點。主屋

或工作小屋雖然沒有採用高架式建築，但為了防上濕氣以及鼠害，會把穀倉的地

板架高，使地板下透空，以求產生良好的通風功能。建築的平面格局一般為長方

形，但一部分的鄒族房屋，竞是採用橢圓形平面，是相當原始而且珍貴的實例。 

 

屋內最為普遍是採一室制，二室制就比較少見些。建築材料方面，原住民各

部落會就地取材，選擇在住地附近最容易取到的材料，比如木、竹、石做牆壁及

屋頂等方法，另外屋頂也會使用茅草、檜木皮等材料。房屋的構造法，全部採楣

式架構。小屋的構造也極為簡單的，屋頂大部分多採用山牆式〔即兩坡落水式，

也是最常見的屋頂型式，兩坡屋面呈人字形塔接〕，出入口通常設在與屋脊平行

的牆面。 

 

二、雅美族： 

 

  雅美族人的房屋富有濃厚的南洋性格，由於紅頭嶼〔就是現在的蘭嶼〕的氣

候高溫溼熱，所以雅美族人會設有涼台以及雙重牆壁；又因為紅頭嶼經常會遇到

颱風，所以他們也把地面挖低，或者是挑選較低漥的位置來蓋房子，這些都是在

台灣本島上少見的特色。 

 

 依照用途來分類，雅美族的建築可分為住宅（主屋、工作場、產室、穀倉、

畜舍、涼台）以及船倉。部落一般會在海岸形成傾斜狀的聚落，住宅也都是處於

面海的位置。雅美族人會把地基挖得很深，房屋前面均深入地裡四至七尺（約一

點二公尺至二點一公尺），房屋後面為了防暑防風，則會把屋檐造得像要沉入地

下一般。 

 

1 . 主屋是採山牆式的屋頂，門口和屋脊平行，室內屬於長方形的格局，並分為

前、後兩室，為了防暑防風，有些主屋的前面設有木板椽。地基是依著前室、後

室的順序漸漸昇高，上面用卵石鋪著，後室後方以外的部分則用厚木板鋪著。 柱

子全是豎立式，主柱是撥子形狀〔此指撥弦樂器的撥子〕的後板柱，其他柱子上

端的斷面呈十字形、丁字形或者是板狀，下端相當特異，要呈船槳狀才能方便插

入地下。主柱上擺上斷面成三角形的小樑，隔間牆壁上面放著圓木的主屋樑，外

壁上部擺放竹子做為屋頂橫樑。 屋頂前後坡的基架，是用圓木、剖竹或鬼茅的

莖製成，再葺以茅草。另一邊牆壁則把木板橫向裝上，只有背壁是用木板豎排而

成，並在壁外吊些茅草，或用石壁圍繞，可以用來防熱。 

 

2 . 工作場還可以兼做為酷暑時候的寢室，雖是側入山牆構造，往往會在入口前

面裝個防風壁，人從兩側進出。工作場是鋪有地板的單室，為了防暑，會裝上一

種可以往上折的木製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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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涼台位於主屋的前方，通常是把四根或者六根的柱子挖地豎起來，在上面三

至六尺（約零點九公尺至一點八公尺）的高處鋪上地板，周圍用幾根圓木橫綁著，

做為欄杆之用，並設有梯子，屋頂用茅草製成。除了納涼，也是酷暑時用餐處。 

 

4 . 產婦初產時，產室被認為應獨立隔開，並且再做為夫婦的臨時住所。產室是

深度約二、三公尺（約零點六、零點九公尺）的凹陷式建築，在木板鋪的房間角

落有擺放爐灶，房屋的外觀則是板壁與平鋪的茅草屋頂。 

 

5 . 穀倉建在四根柱子上面，在離地面三或四尺（約零點九或一點二公尺）的地

方裝有防鼠的板子，屋頂是以茅草做成山牆式的，牆壁也是用茅草紮成。 

 

6 . 以石頭堆疊圍成的豬舍，大都由數戶共同使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則利用樹枝

圍起來，上面再覆蓋茅草，雞舍的結構大致與豬舍相同，但做法更為簡單。 

 

7 . 船倉則是選擇一塊面向水邊的地面挖地基，船倉的內壁以石頭堆砌而成，再

以茅草覆蓋為頂。 刳木拼板舟的結構堅固，中間有龍骨，船的兩端細細小小地

向上翹起，看起來相當輕快，船的外側會用白、黒、紅三種顏色彩繪出鋸齒形的

花紋，或者是幾何形的原始花紋，刳木拼板舟的整體造型看起來非常美觀。 

 

三、阿美族： 

 

阿美族的祖先可能是從南洋，或者是東方的島嶼遷徙而來，暫時停留在紅頭

嶼、火燒島〔就是現在的綠島〕，然後再渡海來到台灣東海岸。分布在台灣東海

岸的阿美族，曾向南往北做複雜的移動，甚至曾經廣泛地分布到西面的中央山

脈，但後來受到其他種族的壓迫，退到平地上來，形成後來的分部狀況恆春阿美

則是一路往南退到恆春。 

 

阿美族由於開化較早，在昭和十一年（1936 年）調查時所看到的建築，大

部分已經仿照漢人的型式，建造土埆厝或紅磚厝，甚至是日本式的房子。阿美族

的建築分為住宅（包括：主屋、廚房、工作場、穀倉、畜舍、頭骨架等）和集會

所。 

 

1 . 主屋有兩種型式：單室正入式〔正入式是指在與屋脊成平行的壁面設出入口〕

以及複室側入式〔側入式是指在與屋脊成直角的壁面設出入口〕。單室正入式在

入口處用泥土地，其餘則鋪設地板。爐子設置在屋子的左右兩邊，屋子上面有懸

吊式置物架，以北部的部落居多；複室側入式則是把進門處的泥土地，空出一部

分做為廚房之用，並擺設爐子，其他地方則鋪木板做為寢室，並設有矮矮的遮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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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部的部落居多；在中部的阿美族部落裡，單室正入式以及複室側入式則是兩

式並存的。不論單室正入式，還是複室側入式，所使用的材料都是相同的。 

 

2 . 牆壁的普遍建築方法是採用茅壁，做法是把茅葉橫直地排整齊，上下兩面，

密密地直排茅莖，再將茅莖或者是剖竹以一尺（約零點三公尺）左右的間隔橫排

上去，然後把上下的茅莖夾結起來。室內也有許多隔間牆壁是採用竹壁，就是用

剖竹或者是細竹緊密直排而成。板壁則多用於單室正入式的前面牆壁，以榫接〔製

作器物時，兩件木料凹進凸起相接合處為榫〕的方式橫嵌入厚板。門有單開門或

雙開門兩種，門上還有豎立式迴轉軸。 

 

3 . 廚房是獨立一棟的建築，與密克羅尼西亞族等南洋原住民所採取的方式相

似，這是南島系建築的一大特色。阿美族的廚房結構與主屋的方式相同，屋裡設

有灶及置物架，房內角隅則是放置農具的地方。 

 

4 . 穀倉的構造是採正入山牆型態，屋頂大多是鋪數皮的平地式建築。 

 

5 . 集會所過去也會兼做瞭望台之用，不過後來則是做為集會、住宿、共同工作

的場所。型式也和主屋一樣，分為南北兩種不同的類型。北部的地板是全面鋪蓋

的，爐子在中央，四周透空；南部的集會所，除了前方之外，其餘三面都有牆壁，

順著牆壁內側則有地板，可供做為臥舖之用，泥土地的中央同樣設有爐子。 

 

四、排灣族： 

 

「「「「排灣族的傳說中，他們祖先的發祥地是南台灣的大武山，或說是從下排灣、

佳平、悶第等大武山西方的山地移居過來，因此可以推測排灣族的原住地大概就

是潮州、屏東轄境內。排灣族的房屋，各地都富含相當多的變化，但每個地區或

多或少還是存在一些共同性。這些變化大概是因為各地風土差異以及使用不同的

建築材料所產生的。排灣族的建築的類型包含住宅（主屋、穀倉、畜舍）、司令

台等。 

（註二、註三 p20） 

型式 平面格局 地基型式 牆壁 屋頂 分布區域 

北部型 單室正入 平地式 

鋪石板 

前壁用石

板，其他

以石頭堆

砌 

山牆結構

石板屋頂 

高雄州旗山郡下三

社；屏東郡全部潮

州郡  芒溪以北 

西部型 複式，向 

內深入 

平地式 前壁用石

板，其他

堆砌石頭 

山牆結構

茅草屋頂 

潮州郡斯彭溪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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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型 

 

複式正入 平地式 以土塊砌

成 

龜甲形的

茅草屋頂 

恆春部 

東部型 單室正入 平地式 竹子或者

是木板 

山牆結構

茅草屋頂 

台東廳海岸地方 

中部型 單室正入 凹陷式 前壁木

板，其他

堆砌石頭 

山牆結構

茅草屋頂 

台東廳山地地方 

 

1 . 北部型是排灣族房屋建築的主要類型。最大特點是大量使用石版建材。主屋

是向左右伸展的長方形屋舍。前方為前庭，旁邊有穀倉、雞舍、豬圈等建築。北

部排灣族建築的最大特色，是部落中心有一處司令台。 

 

2 . 屬於排灣族建築西部型的房子，大都分布在北部型建築的南邊，也就是潮州

郡轄區內的  芒社〔Suvon，位於今屏東縣春日鄉士文村〕、內文社、馬利滋巴社、

家新路社〔Suba，居住於楓港溪上流溪南地方〕等地。龜甲形的屋頂和球蓋式的

天花板是西部型房子的最大特色，室內分為前室以及後室。房屋多使用木材與茅

草做為建材。西部型建築的種類有住宅、司令台、頭骨棚架等，住宅包含主屋、

豬舍、在屋內設的穀倉等，這裡的排灣族不養雞，所以沒有雞舍。 

 

3 . 從排灣族建築西部型房子所在的區域，慢慢往南看下來，到潮州轄境內的丹

路社等地方後，西部型的房子漸漸與南部型的房子混合而成一種中間的型式，最

後再往南成為排灣族南部型的房子。南部型的房子，主要的特色是受到中國系建

築的影響很深，包括恆春郡的牡丹社、馬士社的房子。這類型房子的壁體大部分

是土埆造的，其中有些特色和漢人的房子並無差別，像是採木材交叉式屋頂的屋

架，或者是棟束式屋架等比較進步的型式。屋頂是採山牆式，並鋪上茅草在用竹

子壓紮固定，地板是泥土地，正面有出入口。 

 

4 . 同樣在台東支廳轄內，靠近海岸地方的大麻里社、大南社的房子，就不是凹

陷式，而是平地式，並會鋪滿石板。柱子上端直接架上樑與桁，但屋頂卻是採有

很大坡度的山牆式，用竹子壓住，入口的結構是採正入式。 

 

5 . 中央山脈東邊、台東廳南部的大武支廳的久卡酷萊社及台東支廳的他巴卡斯

社等山岳地帶的房子，就顯現出排灣族建築中部型房屋的樣式。中部型房屋的特

色屬於凹陷式。主屋是近乎正方形的長方形，三面牆壁留有用石頭堆砌而成的柱

基孔，板壁豎立於前方，有兩個入口。」」」」（註三 p19~26）    

 

五、布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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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的建築以土屋為主，畜舍緊靠著主屋。布農族人會先把建地的斜面剷

平，形成向內凹的長方形，把前面留做為前庭，後邊則留做主屋的建地。主屋的

左、右壁與後壁，是利用挖地基後的垂直面而構成的。地基有凹陷式與平地式兩

種。凹陷式的地基通常只把主屋的部分挖下或同時把前庭一併挖下去；而平地式

的建築，大部分則是主屋的地基面比前庭還低。 

主屋是採正入式山牆結構，向左右伸展的長方形室內，用長方形角柱分成三部

分。前壁正面的入口，裝有一扇向內開啟的門，前室的左右有臥舖，中室的左右

有爐子，後室有穀倉。布農族的房屋一般都不會設窗戶。屋裡有天花板，屋內也

有一個小儲藏室。前庭大都鋪著石板，周圍用石牆圍著。豬舍、雞舍是用木材或

石板簡單建造而成。 

 

六、鄒族： 

 

鄒族在建地四周用牆壁圍起來的屋宅，裡面除了主屋之外，還有豬舍、雞舍、

柴房等，每個部落裡都會有大集會所。鄒族建築最大的特徵是，房子的平面格局

是圓角長方形，屋頂採半截式橢圓形，前後有兩個出入口，正面出入口處的屋檐

距離地面大約有六尺（約一點八公尺），但左右雙壁面的屋檐，和地面的距離卻

只有三尺（約零點九公尺）。 

 

房屋骨架的樣式大都是豎起圓木柱子，圓木上有叉梢，用以承受屋桁；樑下豎

起兩根柱子，上端束結綁牢，用以承受樑的重量。壁柱方面，大都是從中央部份

開始向外彎曲，或者是一開始就向外方傾斜。柱子上端架著圓木椽，配以細竹的

編織屏，最後用茅草鋪頂。牆壁的做法，是在柱子之間，綁上圓竹或圓木，以它

為基底鋪以茅莖，或者是鋪以剖竹而成，因此牆壁的空隙很多，通風、光線的條

件也都相當好。 

 

屋內採單式制，平地式的泥土地中央，有用三個長石頭架起來的爐子，爐子上

面設有乾燥棚架。在房間的四個角落有臥舖，是以剖竹片鋪製而成，周圍用茅莖

圍成屏壁，並附有一個 用茅莖編製成的單開式門扉。臥舖與臥舖間的空間是穀

倉。 

 

 

˙結論 

 生活在蘭嶼的原住民就是雅美族，一九九八年改稱為達悟族，擁有最濃厚的

南洋色彩；阿美族很早就受到漢人和日本人的影響，不是仿照漢人，建造土埆或

紅磚厝，就是蓋著日本式的房子；排灣族建築分為北、西、南、東、中五個型式，

富含變化，每種型式有其共通性，也存在不同的特殊性；布農族住宅裡所有的建

築方法，和排灣族有些類似，擁有涼台的房舍，也和達悟族相似；鄒族每個部落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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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供族人開會的大集會所，為其建築中最明顯的特色。原住民的建築各有特色，

為適應地形，建立出各式各樣的建築，若將彼此建築之間的共通點，探討其中的

相互關聯性，將有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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