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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在颱風來襲時能擋風，而石板縫隙在平時卻又能通

風，冬暖夏涼，故石板屋又被稱為「會呼吸的房子」！

以排灣族為例，建築形式有石板屋頂建築和茅草屋頂

建築兩種形式。

石板屋頂建築（圖2）除屋樑與房簷為木材外，以灰

黑色的板岩或是頁岩為材料搭建而成，相對茅草屋頂

建築較容易排水，成為排灣族特有文化象徵之一。現

今保存較為完整的石板屋聚落多存在於屏東士文溪以

北地區。

依據考證，早期分布情形可能到達了恆春山區的老

聚落，如著名南仁山舊石房遺址、高士的Saqacengalj

遺址或本文介紹的Cacevakan遺址（圖3）等，可能都

是排灣族早期居民所留下的證據。特別的是恆春半島

圖2 屏東三地門的石板屋頂建築。此石板屋已有部分建築體使用混凝土，但仍然保有如蛇鱗般的石板屋頂，遇下雨時，相較茅草屋頂容易排水（國立成功大學防

災研究中心何岱杰先生拍攝提供）

圖3 屏東牡丹鄉Cacevakan遺址一隅

另立分支。排灣族的宗教執行者，大致可分為兩類，

一類為祭司，以宗族祭祀為主；另一類則是以治病與

占卜為主。

排灣族起源傳說有「竹生與石生」、「太陽卵生」與

「蛇生」，皆與蛇脫離不了關係。如蛇生的故事是這樣

表達：「很久很久以前，在阿瑪灣（Amawang）有位女

神，她最喜歡盪鞦韆，有天盪得太用力竟不慎跌入人

間，後來便留在人間居住下來，並和瑪家社的勇士交

往。某日，女神至河邊提水，回家路上撿到一顆百步

蛇蛋和一顆龜殼花蛋。不久後這兩顆蛋各自孵出一個

小孩，百步蛇蛋生出頭目與貴族，龜殼花蛋生出輔臣

與平民的祖先。」也因此，貴族有特權使用如百步蛇

圖騰等作為飾品。位於屏東牡丹鄉歡迎牌樓，也以此

作為發想（圖1）。

排灣族石板屋

臺灣原住民傳統建築多依自然環境就地取材，其中

排灣族、魯凱族，以及少數布農族與泰雅族等族人會

利用石板建構住屋。石板屋建築有兩大好處，其一是

層層堆疊的石板重但又有縫隙伸縮，地震時能像「阻

尼器」平衡震波，使建築不易塌毀；其二是厚重的石

恆
春半島的Cacevakan石板屋遺址是距今約六百

年前的排灣族人所建立，然而遺址的建築材料

主要為砂岩而不同於其他地區之石板屋遺址，這是怎

麼一回事？和「地質」脫離不了關係，有興趣的話，不

妨繼續看下去∼

簡介排灣族

排灣族（排灣族語：Payuan）為臺灣第二大的原住民

族，人口數接近 10萬，主要居住在臺灣南部海拔

1,000公尺以下的山區，目前以屏東縣來義鄉人口數

最多。

排灣族的社會階級制度大致分為四階，分別為部落

領袖、貴族、勇士與平民，甚至藉由名字就可以知道

一個人的階級，階級雖然為世襲，但可藉由戰功而改

變自己與後人的階級。有趣的是根據考選部統計發

現，原住民籍公務人員中，以排灣族最多，可是排灣

族並非人口最多一族，推測可能因階級制度，間接使

擔任公職被視為晉升的途徑。

不同於漢人，排灣族有著「性別平等」的觀念，簡

單說，家族的財產與權利等皆由「長嗣」繼承，但長

嗣不分男女。除長嗣外，其餘兄弟姐妹必須搬出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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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屏東縣牡丹鄉歡迎牌樓，牌樓圖騰設計展現出排灣族文化傳統特色，最

頂部為太陽神，中層為百步蛇，最下方為人，也暗示崇尚自然與自然共處的

意境

山區的石板屋遺址不同於其他地區，多為以砂岩切割

而成，更具特色！但為什麼呢？這可是和恆春半島的

地質環境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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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熱帶，前往遺址途中，請注意野生動物出沒，小

心毒蛇、野蜂及蚊蟲等叮咬。

Cacevakan全區佔地約1.5公頃，現今發現有23座家

屋（圖7），整體依山坡階地走向背山面谷、坐南朝北，

成排平行分布，共分五階。其中較大的一座面積約

100平方公尺為頭目家屋，屋前有石板鋪設之平臺，

石板較為巨大，多數長寬皆超過一公尺（圖8）；其他

一般家屋約有22座，每座佔地面積約50平方公尺，

石板則較小片。

遺址房舍特點為以矩形為主，呈現對稱配置形式，

而結構座座獨立，無任何門道相通，但兩座共享一個

平臺。房舍面積大小，集中在一特定範圍，只有少數

房舍面積較大，可能也暗示當時社會階層化之意

義。現今遺址已無完整建築，但細細觀察下，尚能辨

認出石板堆牆（圖9）、石柱（圖10）等房屋結構體。

處的聚落遺址，大約還需走600公尺（圖5），一般人腳

程約30分鐘。途中，熱帶雨林植物林立，藤本植物交

錯纏繞，部分廣闊區域還能遠眺牡丹水庫（圖6），因

Cacevakan石板屋遺址

根據當地部落耆老口傳歷史描

述，起源於五至六百年前，部落

族人移入恆春半島時，當時人群

分 為 二 群 ， 其 中 一 群 尋 覓

Saqacengalj（現今高士部落附近林

班 地 ）定 居 ； 另 一 群 則 至

Cacevakan（本文介紹之遺址），此

口傳歷史頗符合排灣族另立分支

的傳統，而後兩部落再合併為一

個大部族。

從牡丹水庫出發，沿著屏東縣

道 172，往高士方向出發，約 8公里車程便可抵達

Cacevakan石板屋遺址入口廣場（圖4）。由入口廣場前

往至位於竹社溪畔山腰；海拔高度320公尺至350公尺

圖9 石板堆牆，紅色箭頭處圖圖7 Cacevakan遺址房舍分布圖（參考自吳牧錞，

2013；陳瑪玲，2013）

圖6 從遺址步道遠眺牡丹水庫

圖8 頭目家屋，面積約100平方公尺，石板較為巨大，多數長寬皆超過一公尺

圖10  石柱

圖4 Cacevakan遺址附近之衛星影像圖（修改自GOOGLE Earth）

圖5 Cacevakan遺址步道路線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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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與石板屋遺址之關係

Cacevakan的原意為「切割石板的地方」，早期要

建築石板屋前，要請祭司先向上天祈禱採石時能夠

順利，而石材還有公母之分，公石材實密堅硬不易

碎裂，適合當房舍的建築材料；反之，母石材則不

適合。

構成房屋結構體的石板以砂岩為主，甚至能辨認出

沉積構造（圖11），但為何早期的居民選擇以此為建築

材料，而不是灰黑色的板岩或是頁岩？原來這也可能

與當地的地質條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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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放時間：08：00~17：00；其餘時間請勿進入。

 （二）本區為原住民遺址，請勿喧嘩保持靜肅，並於步道範圍內行走。

 （三）請認識並尊重原住民文化，嚴禁進入家屋區域，以維護遺址完整。

 （五）本區未設置垃圾桶及廁所等設施，垃圾請攜回，如廁請至牡丹水庫（往石門方向 

 約4公里），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六）為考量遊憩安全與品質，建議由本地導覽解說員引導進入，請洽詢牡丹鄉公所農 

 業觀光課（08-8831001#27）。

既有存在之岩石在固態情況下，受到溫度、壓力及

化學環境的改變而變成另外一種岩石，地質學家稱之

變質岩（Metamorphic Rocks），產生變質岩的地質作

用則為變質作用（Metamorphism）。如果岩石經過變

質作用後，形成一片片平行排列的面，能將岩石剝離

開來，稱為葉理狀（Foliated）岩石。以泥岩為例，受

到不同的溫壓條件，從輕度變質到高度變質，分別為

硬頁岩、板岩、千枚岩及片岩等，這些岩石成為臺灣

早期原住民族的重要建築材料之一。

士文溪以南的恆春半島地層，其變質度低，甚至沒

有變質（圖12），居住在此地就必須要另

外尋覓可使用的石板，早期居住在

Cacevakan的人們可能選中竹社溪中的

岩層（圖13），地質學家稱之為牡丹層。

進一步的說，早在600百萬年前恆春

半島還處在深海環境，而後持續堆積砂

岩與頁岩互層的深海濁流岩，後來因造

山作用而將岩層抬升。當地的頁岩變質

度低，尚未發育出葉理，且相較砂岩容

易崩解，因此，早期居民才會選擇以砂

岩為建材，也就是公石材。

後記

Cacevakan石板屋遺址經過屏東縣牡丹鄉鄉

公所等單位及地方人士合力規劃維護後，現

為當地十大旅遊景點之一，有機會到訪牡丹，

可安排半天時間前往，看看石板上以手工敲

刻出的痕跡，體會原住民祖先們胼手胝足，

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智慧。

值得提醒的是，原住民會視死亡的情況，

分為善終者、惡終者，而有室內葬、室外葬兩

種不同方式。排灣族人為祈求祖靈能永遠守

護家屋，於是將先人以「曲肢蹲葬」方式安葬

在家屋內。因此，石板屋遺址同時是祖靈所

在之處。此處的石板屋遺址內尚有祖靈遺骸，

參觀時請保持安靜與嚴肅，更

勿製造髒亂，以表示尊敬原住

民文化。 

圖11 石板為砂岩，且尚能辨識出平行紋理、波痕與生痕等沉積構造

圖13 竹社溪畔露頭，能觀察到為砂頁互層之地層，受到傾動但未變質，其中之砂岩層應為石板屋遺址的建築材料來源

圖12 臺灣南部地區變質岩相簡圖（修改自陳肇夏與朱傚祖，1983），由圖中我們能知道，士文溪以南的恆春半島，地層變質度較低，甚

至未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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