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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主要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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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摘要 

   	本文透過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的八重山諸島與殖民地台灣間人、物的移動，討

論台灣人為何要移入到八重山諸島、台人分布狀況、人口數量、從台灣哪些地

區移出、台人所帶入之產業如何在往後成為八重山之經濟主力、與原鄉生活、

工作之差異、與在當地所佔人口比例等問題，承上再綜合性的討論從沖繩縣八

重山諸島的人移入台灣居住者數量、分布地點、從事行業等，最後比較、歸納

兩地相互移動之移民差異與各自特色。兩地之間移民、勞動力、物品相互交

換，藉由在同一國家體系中凸顯出在交流時的種種衝突，在此地區展現出不同

語言文化的交錯與對話。 

				台灣開始屬日本統治後，八重山漸漸遠離「日本」，取而代之的是台灣，隨著

殖民地統治事業的展開，許多琉球人、八重山人亦參與這場由國家力量進入的 

「台灣」，但琉球人也受到本島人的刻板印象，被稱為日本的生蕃。另一方面，

台灣人移入到八重山諸島亦將本島或原鄉之文化移植至此區，因民族文化的差

異，也使這段開墾的歷史備受艱辛與考驗。在同屬日本帝國的牽動下，不同民

族的相互移動、文化移植、產業移植是本文主要之探討。 

關鍵詞：八重山諸島、殖民地台灣、文化移植、勞動力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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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動機 

    日本沖繩縣與台灣隔海相鄰，最近之地距台灣東部僅 110 餘里，但對其歷

史發展與兩地的互動關係卻認知極少。沖繩縣原為獨立的琉球王國(1429-1879

年)，有著自己的疆域、政府、人民，長久來與中國不同朝代有著朝貢封冊的臣

屬階層。1874 年，日本藉以宮古島船民與小田縣8船民，因天災漂流至台灣南部

遭受「生番」9殺害為由，出兵台灣，並迫使清國承認琉球王國受日本保護，因

此又與日本有著朝貢的臣屬身份，成為雙重朝貢的琉球王國，但 1879 年日本近

一步對琉球王國進行「琉球處分」，成為日本管轄的沖繩縣。台灣也在此一時期

受到各國覬覦，使清帝國重新審視並出於被迫得轉向積極治台。1895 年，甲午

戰爭(日稱日清戰爭)日本戰勝，台灣成為日本帝國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琉球

與台灣也從此被劃入日本國的領土範圍中。 

   「八重山不是山，而是台灣東邊海面上的一串島嶼，屬於日本沖繩縣，但到

台灣的距離，卻比去那霸還近…」(松田良孝，2012)，因距離台灣較近，黑潮

又從此流經，因此早在這區域中就形成漁民的重要漁場。在台灣成為日本領土

後，兩地國界劃分不再，內台定期航線10的開拓使得人、物的流動往來更加頻

繁。1935 年沖繩縣政府對移居台灣的縣民人口進行調查，住在台灣的沖繩人有

3930 人，來自八重山地區則有 1454 人，占 37%，同年度的國勢調查，八重山地

區人口不過占沖繩縣的 6%，可見移民比率相當。二戰期間，因美軍日益逼近的

緊張局勢，使得當時許多琉球民眾疏散至台灣，稱為「疏開」11，此臨時性有目

的的大規模移動，本文在此較不深入探討。 

    本研究欲在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一年中，主要聚焦於台灣人為何要移入到

八重山諸島、台人分布狀況、人口數量、從台灣哪些地區移出、為何在該地選

擇殖民經濟性較鮮明之產業、與原鄉生活、工作之差異、與在當地所佔人口比

例等問題，，最後歸納整理台籍移民特色。 

    

 

 

 

 

二. 研究目的 
    在台灣的國民教育中，從不重視以台灣為出發點、海島特性的看待周邊國

家，教科書更不會教導我們去認識過去在這島上曾經密切的貿易交流過往，而

是將從事海上貿易者，當作擁兵自重的「倭寇」來看待；且研究八重山與台灣

																																																								
8 1871 年，廢藩制縣，最初稱為深津縣，隔年改名小田縣。1875 年，小田縣東半部併入岡山

縣，西半部則併入廣島縣。	
9 「生番」一詞在本文並無歧視原住民意味，僅使用當時代用法。	
10 據「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八十年史」(大阪商船三僅船舶株式會社編，1966)，起初內台定期航

線有兩條。(1)神戶—下關—長崎—鹿兒島—沖繩—基隆，此班為每月一趟，(2)神戶—鹿兒島

—大島—沖繩—基隆，每月兩趟，第一艘「須磨號」於 1895 年 5 月 5 號自神戶起，行駛第一類

路線，到台灣共計需九日。	
11 「疏開」即為疏散之意，為日治時期由台灣總督府在 1944 年 6 月 18 日發表，為避免美軍對

台空襲所造成的人民傷亡，緊急疏散之政策，尤以 1944 年 10 月 12 日起的台灣沖航空戰期間有

大量琉球民眾暫時疏開至台。	



 

 

間的移民，在台灣地理、歷史學界並不是這麼熱門，因此為了將其理解清楚，

擬定下列研究問題： 

1)論述有關台灣、琉球間的歷史脈絡關係。 

2)分析八重山諸島的台灣移民為何而來、人數、如何移動、分布地點、從事產

業類型等等。 

3)分析為何台人進入八重山後會選擇從事鳳梨產業、稻作、甘蔗、與礦業等殖

民經濟性較鮮明之產業。 

4) 台人與當地居民之衝突與合作、再討論文化移植。 

5) 綜合性論述有關台籍移民的特性與移民者於原鄉的工作與生活型態進行比

較。 

 

三. 研究區域 
    本文研究區域主要為台灣與八重山諸島。「八重山」位於台灣東部外海上

110 餘里、沖繩的西南方 400 餘里處，為日本距台灣最近之島群，而八重山諸

島是由石垣島、西表島、竹富島、黑島、小浜島、嘉彌真島、新城島、鳩間

島、波照間島與與那國島等 10 個有人島所組成，周圍另有 19 個無人島，再加

上宮古群島合稱為先島群島。這些島嶼都屬於亞熱帶海洋性氣候，年均氣温為

24 度，冬天也維持在平均 18 度以上，而島嶼的生成主要與板塊運動地殼隆起

將海底珊瑚礁層層向上推，進而形成今日星羅棋布的樣貌。 

     現今以國家內的區域劃分，八重山諸島隸屬沖繩縣，石垣島因人口較多而

自成一市，其餘西表島、竹富島、黑島、小浜島、嘉彌真島、新城島、鳩間

島、波照間島與與那國島隸屬八重山郡。 

    此地區域原為琉球王國(1429-1879 年)轄下領土，以旱作物與漁業為主，

並定期向琉球王納稅，至 1879 年日本對琉球王國進行「琉球處分」，琉球才成

為日本管轄下的沖繩縣。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兩地同屬一國，許多台灣移民能

夠自由進入八重山地區，將其農業生產的器具、水牛、種苗一併帶入此地，近

代化工業技術的導入，也使西表島所蘊藏的大量煤礦被有效率的產出。藉由新

興的土地開墾、工作機會產生，人、物的移動在台灣與八重山之間，往來密

切、通暢，也因此本研究為了解決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兩地區的交流、人相

互移動的關係，清楚的將其脈絡爬梳，再去討論本文於研究目的所擬定之研究

問題。 



 

 

圖 3.1 八重山諸島圖(松田良孝，2012) 

 

四. 文獻回顧  
				依照本研究題目所需之文獻詳見參考資料，下方對各項文獻進行分類，如

下： 

 

(一)區域歷史與日治時期環境與政治 

    依本研究之問題，首先來尋找建構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八重山與台灣兩

區域各自的歷史脈絡。先透過較易入門的《大人的日本史》來理解在 1872 年日

本國在此設立琉球藩至 1879 年廢藩制縣，正式納入日本版圖之過程稱做「琉球

處分」。在東亞東海這塊海域中，過去人們的海上交流早已頻繁接觸，不管是貿

易還是因天災而漂流至他地，藉由黃智慧《人群漂流移動史料中的民族接觸與

文化類緣關係：與那國島與台灣》此篇文章中，採用三筆不同性質卻同為相關

人群的漂流移動史料紀錄，作探討 15 世紀末 19 世紀初從文獻紀錄中來爬梳台

灣與八重山群島的民族接觸，第一筆為朝鮮濟州島人漂流至與那國島之經驗與

所見所聞。第二為從《石垣市史叢書》中，作者發現在 17-18 世紀初八重山群

島當時所記錄與台灣的交流史料，指出台灣為者及漂流者之安身之處，待季風

氣候良好後再返回。最後為八重山當局取締「唐船」走私貿易之規章中，提到

「高砂」來的船隻被指名為可能偷渡基督或天主教傳教士或走私物品等對象。

由上述三筆資料作者整理分析這些漂流史料，只是整個環繞中國東海國家在

15-19 世紀初年所產生的複雜海上互動之一環，牽繫著台灣與八重山群島之間

民族接觸往來與社會文化類緣關係。在黃智慧的另一篇收錄於宜蘭縣史館的

《東方海上的另類遭遇：與那國島與台灣》著作中清楚地說明了日本統治台灣



 

 

時期與那國島與台灣之間貿易、漁業、人的移動關係。 

    台灣的部分會先以《帝國的入侵: 牡丹社事件》作為台灣為何會成為日本

領土開始。從琉球漂民八瑤灣事件開始，日本所展現的對台企圖，至牡丹社事

件後清帝國對於恆春半島依舊的消極態度，再到甲午戰爭後(日清戰爭)台灣割

讓給日本，詳細論述之。再以黃昭堂先生所著之《台灣總督府》作為整個日本

統治台灣時期的政策背景，本書是台灣總督府的編年史記，理性解析日本統治

台灣的 51 年間灣歷任台灣總督及其統治架構為論述中心，敘述當時歷任總督所

實施的政策與成效，從正反二面全面地檢討日本統治台灣的功過，以及在不同

階段台灣人的應對之道。 

    最後以又吉盛清《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一書，從庶民的視角來觀看

本統治台灣時期台琉之間的各項交流互動，再輔以朱惠足的《來自帝國邊境的

近代畫推動者：沖繩八重山諸島與殖民地台灣統治》一文，藉由曾到殖民地台

灣工作的沖繩八重山諸島出身者之自傳、回憶錄及訪談文本，介紹沖繩八重山

諸島成為殖民地台灣經營的前鋒之後，日本語、日本文化及近代物質文明，未

經由沖繩的中心地首里、那霸，而繞道台灣回流到八重山諸島的歷史背景及概

況。再回頭檢討日本近代化工程與帝國主義相結合的過程之後，分別討論八重

山諸島與台灣的接觸，突顯出大日本帝國之近代化的以下問題：近代化與日本

化的相互關係、近代化的不均等發展以及資本集中化之下勞工階級的產生，從

此文中不僅可窺見到從台灣，近代化下是如何帶進文化、產業與人至八重山。 

 

(二)台人移至八重山人口、分布 

				為詳細理解當時台人移至八重山的人口與分布，松田良孝《植民地統治時期

嵩田地区への移動について—石垣町役場作成の寄留簿の分析を通じて》一文

中，以石垣町的寄留12簿來整理當時台灣人移至石垣島嵩田、名蔵地區的數量、

年齡分布、寄留者原鄉分布等人口地理之研究問題，但此文僅限於八重山諸島

其中最大島石垣島。1996 年，石垣島嵩田地區台灣人集資偏了《嵩田：50 年の

あるみ》一書為輔，中譯為《嵩田：走過 50 年》，而這五十年從二戰結束後算

起，林発《沖縄パイン産業史》一書中亦有整理從台灣來八重山的產業移民數

量與職別。藉由上述資料再加上八重山新報、八重山每日新聞、八重山日報、

先島朝日新聞、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時報等當時報紙與官方統計資料，如總督

府公文、沖繩統計資料書、台灣各州廳管內紀要之統計資料與《沖繩縣史	第 7

卷移民》等資料，來詳細明瞭日治時期台人移居八重山的人口、數量與分布。 

(三)台灣人於八重山的產業發展  

    現今翻閱文獻，除了原先宜蘭花蓮與八重山人在此地的漁民外，發現台人

帶入八重山地區的產業多屬於殖民經濟下主力發展之稻米、甘蔗、鳳梨，而另

一部分則是從事礦業。而為讓上述產業發展有更詳細的脈絡論述，以、《沖縄パ

イン産業史》、《八重山開拓と台湾農民》分析為何台人進入八重山後會選擇從

事鳳梨產業、稻作、甘蔗、與礦業等殖民經濟性較鮮明之產業。松田良孝所著

《八重山的台灣人》一書中主要以口訪方式訪問在石垣島嵩田、名蔵地區的台

灣人，從台灣人怎麼來、定居於哪、從事產業與個人生活經驗有詳細口訪之紀

錄，更加著墨於這些台籍民眾在二戰後的身分轉換問題。 

 

(四)合作、衝突與文化移植  

																																																								
12 在本籍以外一定地方達到一定時間，會被記載戶政資料之寄留簿內。	



 

 

				當一批台人移入到八重山後，是相處的和樂融洽還是被當成他者，是本文在

此討論重點。藉《八重山的台灣人》、《作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於沖繩

八重山群島與殖民地台灣之間》、《石垣島の台湾人—生活史にみる民族関係の

変容(一)》等輔以其他文本，討論台人與當地居民之衝突13與合作，再討論台人

至八重山的文化移植。像《八重山的台灣人》書中提到「台灣移民帶進 30 頭水

牛到石垣島開墾，但八重山人恐懼土地會被奪走，開始排斥水牛與台灣人。」

(松田良孝，2012)，在八重山的地方報中也提到有關八重山人因怕台人使用水

牛讓耕田效率變高，因而報導水牛帶到八重山後造成當地的疾病感染率增加等

報導。在朱惠足《作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於沖繩八重山群島與殖民地

台灣之間》文中提到，「移居八重山的台灣人不但將台灣的閩南文化再移植到八

重山，八重山在地社會因民族差異、被殖民者歧視與生存競爭而將台灣人移民

他者化的論述，……」(朱惠足，2007)，不過台人雖帶入各自文化進入八重

山，但在這樣的邊陲孤島地區，也因「討生活」的問題再加上戰爭期間的皇民

化運動，漸漸浮現區域內部的共同體，也因而像是以民間方式成立了，在此文

中更提到「繞道回流的『日本』，再移植的『閩南』」，原先只懂得出身島方言的

八重山人，透過殖民地台灣來的工作與生活，漸漸學習日語，甚至學習日本精

神與家庭規範等等。最後由野入直美的《石垣島の台湾人—生活史にみる民族

関係の変容(一)》文中以生活史為中心，主要關心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台灣人社

會在石垣島的生成、變化的過程，而台人在戰前帶來的鳳梨產業戰後成為八重

山地區的重要產業，此時與八重山人的關係也有所變化，文中也針對此變化從

衝突、戰爭、轉變、相互扶助，的過程有所討論。 

 

     

 

  

																																																								
13 在日統治時期的台灣，漢人在街上看到「穿著琉球服飾、手上有刺青、赤腳行走叫賣」的琉

球婦人，輕蔑的稱其為「日本的生蕃」(又吉盛清 1994:54-55)	



 

 

             圖 4.1 八重山諸島放大圖	(松田良孝，2012) 

 

 

  

 

 

 

 

 

 

        

台灣人主要聚落	



 

 

 

 

嵩田地区へ転入した人の出身地分布圖。 

嵩田地区 

             への移動について—石垣町役場作成の寄留簿の分析を通 

             じて》一文中。 

 

 

 

 

 

 

五.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運用文本分析、田野調查與口述訪談等方法進行台灣與八重山地

區移民研究。利用前人在此區塊的研究論文、期刊資料等進行文本的整理，再



 

 

配合田野調查法與口述訪談法來相互驗證文本與口述間的相同、相異處。各項

內容如下： 

1) 文本分析 

    本研究透過論文、專書、期刊、報紙、總督府公文類纂等不同文本、不同

階層角度的文獻，整理爬梳當時在此地區移動的歷史，再綜合性的討論。 

2) 田野調查 

				本研究區雖離台灣本島距離較近，但因國界的劃分、人口的流失老化，造成

過去往來此地的民眾不在，目前直達方法能透過由基隆港以郵輪方式直達石垣

島但時間較久且又屬於郵輪式的上下船，因此不再考量範圍內，目前前往石垣

島之班機僅能透過先飛至那霸再折回石垣島之方式，或是花蓮機場有夏季不定

期航班等，未來宜蘭縣蘇澳港有計畫於 2016 年 5 月與石垣島達成雙方港口互相

通航。 

    考量交通與時間的成本，預計在研究所期間前往此地兩次，並先研擬所要

觀察之重點再配合口述訪談的內容。 

3) 口述訪談 

				訪談對象、團體會以在地八重山組織或人物，如：嵩田地區公民組織與當地

台人及其後代、八重山在地記者松田良孝與琉球大學教授野入直美等教授等人

並配合實地的田野，能彌補文本中不足的部分，並且更能夠與文本相互對話，

讓筆者能夠更加清晰理解其脈絡。 

4) GIS 技術導入與地圖出圖 

					本研究透過 GIS 的各種技術，呈現出幾張不同主題的地圖，例如：台灣人於

石垣島人口分布、台灣人與八重山地區人口比例、移動路線、產業分布等圖，

利用圖來直接視覺性的表示該地過去人口的狀況。再透過 GIS 的環域分析，歸

納整理台人在八重山居住的同質性或異質性。 

 

六. 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回顧的探討，建立本文的研究架構。架構如下： 

首先透過文獻梳理八重山地區與台灣在現代性國家尚未進入前的交流與其歷史

脈絡。 

第二，藉由總督府公文類纂、八重山當地報紙(如：八重山新報、八重山每日新

聞、八重山日報、先島朝日新聞)、台灣日日新報、沖繩統計書、台灣各州廳管

內概要等資料來整理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本島人14移置八重山諸島的人數狀況與

分布地點、從事產業類型、文化移植等研究問題。 

第三，據文獻回顧所述，分析為何台人進入八重山後會選擇從事鳳梨產業、稻

作、甘蔗、與礦業等殖民經濟性較鮮明之產業。 

第四，分析整理台人與當地居民之衝突、合作與文化移植。 

第五，綜合性論述有關兩地移民的特性與移民者於原鄉的工作與生活型態進行

比較。 

 

七. 研究時程 
本研究預定於 2015 年 10 月開始，預計於 2016 年 06 月底前完成研究計

																																																								
14
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將台灣漢人、原住民與來自母國的日本人，分別稱為本島人、蕃人(高砂

族)、內地人，以此於以此稱呼區別。	



 

 

畫。初步研究時程規劃請見表 7.1。 

表 7.1 研究時程規劃 

	 2015 冬季(10-12 月)	 2016 春季(1-3 月)	

文獻回顧	 	 	 	 	 	 	

田野調查與訪談	 	 	 	 	 	 	

GIS 出圖	 	 	 	 	 	 	

文本撰寫	 	 	 	 	 	 	

	 2016 夏季(4-6 月)	 2016 秋季(7-9 月)	

文獻回顧	 	 	 	 	 	 	

田野調查與訪談	 	 	 	 	 	 	

GIS 出圖	 	 	 	 	 	 	

文本撰寫	 	 	 	 	 	 	

	 2016 冬季(10-12 月)	 2017 春季(1-3 月)	

文獻回顧	 	 	 	 	 	 	

田野調查	 	 	 	 	 	 	

GIS 出圖	 	 	 	 	 	 	

文本撰寫	 	 	 	 	 	 	 	

	 2017 春季(4-6 月)	 	

文獻回顧	 	 	 	 	 	 	

田野調查	 	 	 	 	 	 	

GIS 出圖	 	 	 	 	 	 	

文本撰寫	 	 	 	 	 	 	

 

 

 

 

八. 預期結果  
    本研究所劃定的研究區為整個八重山諸島，相較於現今有關此地區的書

籍、文獻，都較屬於研究八重山的較大聚落、島嶼，如：石垣島、與那國島、

西表島等，少有整體論述整個八重山地區的先關文獻，《八重山的台灣人》名雖

為八重山，但是取該地區最大、人口最密集的政治中心石垣島做為該書重點，



 

 

也因此該作者所蒐集的資料多屬石垣島為主，又以嵩田、名蔵等台灣人聚落為

核心。而除了史料跟田野來爬梳歷史脈絡，再加上筆者的 GIS 能力，用圖呈現

其人口議題(如網格式人口分佈圖)與其空間特色，會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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