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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山脈的瑞士人──紀守常神父傳教故事採集(蘭嶼篇) 

 
田野調查成果報告書 

 
 
 
壹、 前言 
 

    天主教白冷會到台灣台東福傳已超過一甲子，過去默默為這塊土地付出的白

冷會士們，近年因《海岸山脈的瑞士人》和《公東的教堂》二本書的出版，在台

灣社會掀起一陣漣漪，並為人所稱頌。 

 

    在這些遠地而來的外籍傳教士當中，有一位在台服務 16 年，最後因車禍去

世，埋葬在台東的公墓中，與他所熱愛的台灣這塊土地共眠，他就是被譽稱為〈蘭

嶼之父〉、〈達悟之父〉的紀守常神父，他的事蹟，並未隨其過世而消逝，反而不

停地被傳述、被紀念。 

 

    為有計畫、有系統的採集紀守常神父的事蹟，在貴基金會的支持與補助下，

過去兩年已完成紀神父在阿美族、布農族地區的口述歷史訪談，採集了許多過去

鮮少為人所知的感人事蹟，讓後人藉由部落耆老的口述，認識這塊土地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 

 

    紀神父在台十六年(1954-1970)期間，常在台東地區的教堂服務，但他卻心繫

蘭嶼，不但隻身前往蘭嶼，甚至因此改變了蘭嶼的發展與願景。紀神父在蘭嶼的

十六年期間，和天主教傳教員的互動，對天主教發展的貢獻，已有相關資料的採

集，但是，究竟紀神父為何會被譽稱為〈蘭嶼之父〉？他去世時，為何蘭嶼鄉會

降半旗致哀？在蘭嶼島上的達悟族，除了紀神父所熟悉的天主教傳教員外，其他

教派的信徒或神職，是怎麼看待這位外籍傳教士的？當時旅居蘭嶼的公務員、教

師、軍警，這群當時的掌權者又是怎麼看待這位外國人的？那個年代，到蘭嶼島

經商的漢族人，他們是怎麼看待紀守常神父的？這些攸關紀守常神父福傳故事的

不同面向，過去鮮少被觸及、被採集、被了解，這一面向的口述資料，將可呈現

紀神父那年代所作所為的另類觀察，為忠實呈現那個時代的歷史與文化，這些時

代證人的訪談，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完整呈現歷史的不同面向，才能讓我們看到

故事的全貌，這也是本計畫所要採集和面對的議題。 

 

    這類的田野調查，並不容易，因為人事更迭，世事難料，但為了一窺歷史的

全貌，本計畫主持人依然全力以赴，盡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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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執行情形 

 
    本計畫的研究主題，將延續過去兩年所進行的阿美族、布農族的田野訪談基

調，以紀守常神父的事蹟為核心，訪談跟紀神父同個時代的歷史證人，特別是與

蘭嶼有關的歷史證人，透過這些時代證人的口述，來認識這位傳奇人物的福傳故

事。 

 

    本計畫希望能藉由全方位的田野訪談，來勾勒紀神父在蘭嶼的諸多面向，讓

其更貼近事實。過去，這面向的資料，一直都被忽略，沒被認真的採集對待，本

計畫的研究主題，就是要扣緊此面向，有系統的採集、紀錄、保存與傳承延續紀

神父與蘭嶼的相遇相知，透過口述歷史的訪談，認識紀神父在蘭嶼部落服務的故

事，用人物故事來記錄部落歷史與文化，藉由站在教會對立面的人物的記憶回溯，

來深化部落歷史的縱深，讓蘭嶼的歷史文化因此而豐碩，讓這個邊陲島嶼的部落

歷史文化，因此故事的挖掘而被看見、被珍惜、被記錄。 

 

一、依麗華女士(Elisabeth Gschwind) 

 

    本計畫執行之初，就遇到一件足以影響本計畫內容的大事，那就是瑞士籍的

依麗華小姐於 2014.5.16 從瑞士來台參加台東史前館舉辦的達悟族瑞士返航文物

展，在台東停留一個月，正逢本計畫開始執行的初期，她的出現，為本計畫帶來

意外的收穫。 

 

依麗華小姐是昔日跟隨紀守常神父到蘭嶼服務的，他對紀神父的所作所為，

最為熟悉，甚至在紀神父車禍過世後，她以一個芳齡廿四歲獨身的少女之身，志

願要求白冷會派遣她到蘭嶼服務，為的是延續紀守常神父的志業，她在蘭嶼停留

兩年，繼續紀守常神父未完成的工作。她說，紀神父做甚麼，她就做甚麼，她對

蘭嶼的關愛，從過去到現在，從未停歇，那份愛，超越種族與國界，直扣人心，

令人深深感動。依麗華女士的出現，她的口述，成為本研究計畫最美麗的開始，

因著她，讓我們對紀守常神父的認識，更上一層樓，這是本調查研究最令人驚喜

的收穫。 

 

二、卑南族 

 

    由於依麗華女士的出現，帶來許多過去兩年從未被發現的線索，她帶來許多

珍藏已久的老照片，一一分贈她的好友，而這些好友，就是昔日跟隨紀神父工作

的朋友，其中與蘭嶼天主教有關的，多半已經知悉或被訪談；與阿美族相關的，

有的已經訪談過；與布農族相關的人物，也有過訪談採集。唯獨，與卑南族有關

的人物，一概被遺漏了，而那些人，卻是與紀神父極為親近的朋友，若不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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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有遺珠之憾。過去兩年，本計畫執行時，從未知悉此線索，以為紀守常神父

未與卑南族有過相遇，這次因著依麗華女士的出現，昔日跟隨紀神父的卑南族人

一一浮現，本計畫把握機會，進行訪談，補足了本計畫的一塊缺口，這也是美麗

的意外，讓本調查研究的成果，比預期豐碩，本計畫訪談的孟玉花、曾幼花、陳

光榮、陸素英、陳明男、曾香美等人，都是卑南族。  

 

三、老兵遺孀 

 

    今日的老兵，是昔日保家衛國的軍人，但為蘭嶼而言，到蘭嶼的軍人，性質

並非單純的保家衛國，而是管理人犯，包括軍方的勵德班，以及岩灣管訓隊蘭嶼

分隊，這些軍人的出現，改變了蘭嶼的命運，特別是蘭嶼指揮部所在的紅頭部落

以及永興農場所在的野銀部落，那個時代許多部落婦女嫁給了外省籍老兵，達悟

族婦女因著婚姻關係離開島嶼，部分又返回蘭嶼謀生，這段歷史，是蘭嶼被捲入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蘭嶼人的命運，因此被改變。可惜的是，昔日的老兵多已凋

零，當年三、四十歲的老兵娶了十幾二十歲的達悟族婦女，過了四十年，許多當

年的老兵多以去逝，僅存其遺孀在世。由於老兵幾乎都走了，只能從老兵遺孀的

口述，去了解那段達悟族人的陰暗時代，而紀神父之所以被稱為蘭嶼之父或達悟

之父，部分原因正是挺身而出，對抗軍方，其中的故事紛紛擾擾，但真實的過往，

已隨當事人的過去，被掩埋在荒煙蔓草間，後人只能透過二手轉述，略知其梗，

雖不完全，但聊勝於無，這是本調查研究的重點呈現。本計畫訪談的胡春梅、 

謝靜梅、李清美、施含蓄、蕭初英等，都是老兵的遺孀。 

 

四、蘭嶼商家 

 

    蘭嶼島在日治時期，被管制，鮮少外人能登島謀生，這管制，隨著二次大戰

而結束。戰後的蘭嶼，開始進駐外族人，這些外族人最終選擇留下。 

 

(一)藝品店 

 

    蘭嶼開放觀光是五零年代之後的發展，在這之前，蘭嶼主要的商業行為只有

雜貨店，而早期的雜貨店只有兩家，一家是軍方的福利站，提供給蘭嶼的軍人和

軍眷採購。一家是鄉公所的供銷站，是鄉公所設立的，因當時達悟族人尚未使用

貨幣，因此主要的顧客是島上的公務員，包括鄉公所、學校和警察等外來族群。

昔日負責鄉公所供銷站的賴桑，後來更退下公務員身分，向鄉公所承租了原來供

銷部的土地與房舍，經營起雜貨店，蘭嶼開放觀光後，漸轉型為藝品店。 

 

 

在蘭嶼從事藝品店販售，最著名的就是舊蘭嶼國校校址前的人人商店，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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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到蘭嶼旅遊遊客的必經之地，在蘭嶼擁有最佳的地理位置。紅頭的人人商店

是早期蘭嶼鄉公所公務員的第二代，從其父執輩開始就租用原住民保留地開始經

商，現在第二代分家，各立門戶，成為兩間店，營業範圍涵蓋民宿、藝品、導覽

解說等，係多角化經營，這些商家的最大特色是如侯鳥般，蘭嶼旅遊旺季開始前

到蘭嶼開始營業，蘭嶼旅遊季節結束後，又離開蘭嶼，回到台東的老家，這是蘭

嶼外來商家的特色。這次受訪者之一的賴憲章，為其代表人物。 

 

(二)超商 

 

    蘭嶼的商人，有一類是昔日老兵退伍後留在當地，經營雜貨店或賣菜維生，

那是蘭嶼最早期的商業行為。雜貨店或開貨車環島賣菜，是昔日蘭嶼退伍老兵的

特殊行業，只是隨著老兵的凋零，現今盛況不再。蘭嶼的商家，還有幾間是這背

景，其中僅有一家是老兵堅守岡位，數十年如一日，那就是蘭嶼紅頭部落郵局旁

邊的蘭嶼超商，那是昔日在蘭嶼服役的軍人退役後開的雜貨店，今天已成為部落

重要的歷史記憶，走入店中最吸引目光的是收銀台背後的那塊白板，因為上頭寫

著部落族人的消費欠帳金額，儼然今日都會區的信用卡刷卡消費，這家商店能屹

立不搖，應該歸功於這切合部落族人消費行為的欠賬消費，在白板上可以看到紅

頭部落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列名其中，非常有趣。這次受訪者陳慧民，正是。 

 

(三)餐飲店 

 

    除了雜貨店，老兵的另一強項是餐飲，像是蘭嶼有名的四季牛肉麵，就與老

兵有關，因為達悟族人根本沒有麵食文化，蘭嶼島上也沒有養殖牛隻，牛肉麵鐵

定與蘭嶼無關，但在蘭嶼卻有一家名聞遐邇的牛肉麵店，想當然耳，必然與中國

北方的飲食文化有關，而其源頭，與台灣各地的牛肉麵館相同，都是來台老兵的

傑作。 

 

    蘭嶼有幾家老字號的餐廳，都是老兵或其第二代經營的，蘭嶼椰油部落的開

元餐廳即是。開元餐廳現在已經是第二代在經營，本計畫原訂訪談的老兵張昇，

正是開元餐廳的開創者，現已交棒。原定訪談的時間，卻因種種意外而屢屢擦身

而過，安排訪談時間到椰油拜訪，張昇卻因身體不適，到台灣住院。回到台灣，

去醫院拜訪，家屬表示長者在休息，不方便打擾。張昇在台東有家，但卻總是不

巧，猶如貓抓老鼠般，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到人。直到本計畫結案前一刻，訪談

時間仍無法敲定，只好先擱下，另覓時間再去訪談，以補足此缺口。 

 

 

    總計，本計畫的執行，共完成 21 人次的訪談，其中瑞士外籍人士一名，紀

神父傳教員或助手三名，紀神父友人四人，基督教牧師一名，外省籍老兵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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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遺孀七名，蘭嶼店家一人，調查對象涵蓋範圍超出預期。 

 

    本計畫訪談對象及其相關資料表列如后： 

 

日期 受訪者 性別 族別 採訪地點 備註 

2014/05/16 依麗華 女 瑞士 台東市白冷會 紀神父追隨者 

2014/06/07 曾幼花 女 卑南 台東市仁愛之家 紀神父傳教員 

2014/06/15 孟玉花 女 卑南 台東市白冷會 紀神父幫手 

2014/07/09 陳慧民 男 外省 蘭嶼紅頭部落 外省老兵 

2014/07/09 賴憲章 男 閩南人 蘭嶼紅頭部落 蘭嶼商家 

2014/07/10 張  昇 男 外省 蘭嶼椰油部落 (未遇) 

2014/07/10 索胡春梅 女 達悟族 蘭嶼紅頭部落 外省老兵遺孀 

2014/10/12 嚴謝靜梅 女 達悟族 台東市岩灣 外省老兵遺孀 

2014/10/13 陳光榮 男 卑南族 台東南王部落 紀神父傳教員 

2014/10/18 董森永 男 達悟族 台東市白冷會 蘭嶼基督教牧師 

2014/10/19 夏李清美 女 達悟族 台東市岩灣 外省老兵遺孀 

2014/10/19 羅柄光 男 外省 台東南王部落 外省老兵 

2014/10/20 陸素英 女 卑南族 台東南王部落 傳教員太太 

2014/10/27 陳明男 男 卑南族 台東南王部落 紀神父友人 

2014/10/31 曾幼花 女 卑南族 台東市白冷會 紀神父傳教員 

2014/11/02 韓施含蓄 女 達悟族 台東縣長濱鄉 外省老兵遺孀 

2014/12/14 牛俊祿 男 外省 台東市養護中心 紀神父外省朋友 

2014/12/15 韓施含蓄 女 達悟族 台東縣長濱鄉 外省老兵遺孀 

2015/01/03 曾香美 女 卑南族 台東南王部落 紀神父友人女兒 

2014/01/18 郝蕭初英 女 達悟族 台東市郝宅 外省老兵遺孀 

2014/01/28 施秋珊 女 達悟族 台東市施宅 外省老兵遺孀 

2014/01/28 施春花 女 達悟族 台東市施宅 外省老兵遺孀 

 

 

參、調查研究發現 

 

    本調查研究是延續性計畫，旨在採集紀守常神父相關歷史記憶，其調查成果，

有幾點新的發現，總結於下： 

 

一、依麗華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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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麗華女士，達悟族人曾於 2011 年中華民國慶祝建國百年時於瑞士茵夢湖

白冷會總院見過面，當時依麗華女士曾提供一批蘭嶼老照片給蘭嶼的朋友，一起

去瑞士訪問的達悟族耆老對依麗華女士都很熟悉，老友見面，倍覺溫馨。那時，

雖然認識依麗華女士，但僅一面之緣，對其與蘭嶼的淵源，並不十分清楚。這次，

藉由達悟族瑞士返航文物特展的機緣，依麗華女士有機會來台，才以機會近距離

接觸依麗華女士，聽其分享她年輕時到台灣服務的心路歷程，感受到她對蘭嶼的

愛是如此的刻骨銘心，穿透時空的阻隔，依然持續。 

 

    依麗華女士的見證，讓本計畫更清楚認識紀神父對蘭嶼，對近人那份無私的

付出，給，都給，全部都給，這就是紀守常神父的一貫作為。依麗華女士說的那

句「紀神父做甚麼，她就做甚麼」，簡單一句話，道出依麗華女士追隨紀神父精

神的無比毅力與堅持，在 1970年的蘭嶼島，為一個來自瑞士的年輕貌美的女孩，

那是多麼不容易啊，但是依麗華女士做了，也真的做到了。 

 

    從依麗華女士的訪談中，從接待她一個月的相處過程中，那份樂觀，那種親

切，那麼平易近人的處事態度，對蘭嶼人事物順手捻來的熟悉與喜愛，那麼自然

地展露著，讓人感受到紀神父精神的跨時空傳承與延續，那份無私的愛的穿透力，

另人驚嘆不已。 

 

二、眼淚 

 

    本調查另一收穫，不是甚麼驚人歷史訊息的發現，或是新的史料出土，而是

那種人性最自然而真誠地展露，這是在訪談過程中，最驚訝與撼動人心的發現。

紀神父 1970 年因車禍去世，2014 年訪談紀神父的事蹟，那是 44 年前的往時，

經過歲月的沖刷，對於四十四年前的陳年往事，多半的人都已不復記憶，多少人

會記得 44 年前的事情，更何況是一位外籍傳教士的事蹟，除非，那段歲月，真

的很特別，特別到值得用一輩子去記憶、去保存、去珍藏。本次調查田野訪談，

有兩次的訪問，都遇到人性最真摯的展現，在訪問陸素英和曾幼花的過程，訪談

中，提起紀守常神父當年的點點滴滴，兩位上了年紀的長者竟然都潸然淚下，頻

頻拭淚，久久不能自已。常在自問，到底是甚麼樣的關係，能夠讓人在生離死別

四十年後，依然能觸動內心深處，留下一串串感恩與不捨的眼淚？到底是甚麼樣

的愛，能穿透時空，貫通陰陽，讓人在四十年後談起，依然難以克制內心的激情，

留下眼淚。到底，是為甚麼？ 

 

三、情繫卑南 

 

    本計畫執行過程，因依麗華女士的出現，意外掀起一陣卑南情，連續走訪卑

南族友人，發現紀守常神父的關懷面，竟然連卑南族也牽連其中，這是過去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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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田野，從未發現的。紀神父於民國 54-56 年接任台東馬蘭天主堂本堂神父，由

於人手不足，馬蘭堂區兼管周邊數個教堂，其中就含括卑南族的部落，南王即是，

且是距離馬蘭較近的部落，與紀神父的互動，極為頻繁，這讓筆者想起，幾年前

筆者《達悟之父紀守常影像集》在台北光點新書發表時，當時的行政院原民會主

委孫大川前來參與，邀其致詞時，他提到紀守常神父曾是他的本堂神父，今天總

算明白孫大川主委那段話的典故，原來喔…。 

 

這次訪談卑南族，主要的線索都集中在南王部落，其中又以卑南族音樂世家

陸森寶的家族為主要，受訪者的陳光榮、陸素英兩人是金曲歌手陳建年的父母，

陳明男、曾香美是歌手紀曉君的外公和母親，聽說流行樂壇的天后張惠妹家人可

能也認識紀神父，沒想到紀守常神父和卑南族關係如此密切，這是過去所不知的

發現。未來如有機會，應當繼續追蹤這條線索，有計畫地採集卑南族的口述歷史，

讓紀神父的故事，更完整的呈現。 

 

四、值得尊敬的人物 

 

    這次田野訪談，想知道在非天主教的世界，這些昔日站在紀神父對立面的人

物，對紀神父作何觀感，是褒？是貶？照理說，紀神父是天主教神父，在那個年

代，因為傳教之故，新舊教楚於彼此競爭的關係，屬對立面。但是，在訪談中發

現，無論是長老會董森永牧師，或是長老教會的信徒，都異口同聲肯定紀守常神

父對蘭嶼的貢獻，沒有絲毫批評或質疑，特別是對於當年救濟物資的發放，對於

蘭嶼學生的培育，甚至是對蘭嶼達悟族人到台灣時的接待照顧，看出紀守常神父

對蘭嶼達悟族人的照顧是超越教派的。 

 

    蘭嶼的漢人店家，與紀神父常處對立面，因為當年紀神父送來一批批的美援

救濟物資，部分達悟族人因不會使用，常變賣給漢族經營的店家，甚至店家主動

蒐購，紀神父對此行為深深不以為然，彼此關係相對緊張。但是，雖然因為利益

的衝突，店家對紀神父偶有微詞，但是，對於紀神父對達悟族人的無私付出，特

別是紀神父不計代價，排除萬難的培育蘭嶼達悟族學生，即使對立的漢族店家，

仍然對紀神父的作為，深深感佩。由此可見，紀神父的福傳，不僅得到蘭嶼達悟

族天主教信徒的推崇與尊敬，甚至連長老教會信徒，對紀神父的尊敬，依然。島

上的漢人，因常汲取達悟族人的利益，但對於紀神父的作為，依然尊敬。田野調

查結果，得到一致的結論，紀守常神父，的的確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傳教士。 

 

五、解不開的傳聞 

 

    本次田野採集，對於坊間流傳的紀神父被打的故事，希望能得到第一手資料，

解開事件之謎。紀神父和軍人打架的事，事達悟族人所津津樂道的，為一個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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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壓的民族，有一個高挺的外籍傳教士挺身而出，為族人伸張正義，建立了勇

者的形象，成為蘭嶼島上的正義化身，這是達悟族人口傳中的紀守常神父。但在

外族人的紀錄中發現，紀神父和軍人的打架，並不常發生，也並不是每次都能全

身而退，至少有一次是紀神父被打得很嚴重，這事在達悟族人口中，沒聽說，但

卻得到相關人士的證實，包括當時馬蘭天主堂傳教員鄭義民的口述，都證實此事

為真。重點是，事發經過，似乎有不同故事牽扯其中。 

 

    本次調查研究，訪談了兩位當事人的遺孀，發現當事人遺孀都非常低調，避

談此事，因此，究竟事怎麼發生的？事件的前因後果為何？尚待考證。但確定的

是，紀神父的確介入了當時外省人娶達悟族婦女的這件事，而導火線可能就是當

事人的家屬或未婚夫請求紀神父協助，紀神父因此出面斡旋，想要阻止此事的發

生，很可能因當事人之一的官階較高，紀神父一個人前往理論，儼然是直搗黃龍，

但是，紀神父未料到當事人是校級軍官，在蘭嶼算是高階軍官，雙方談判破裂，

可能旁邊的人對神父已頗有微詞，現在又上門興師問罪，因此發生了圍毆事件，

紀神父雖人高馬大，終究勢單力薄，吃了悶虧，被打成傷。另有傳言是紀神父先

動手打人，才會被打，不過這可能性如何？難以證實。但無論如何，這口述的當

事者並非傳聞中的夏曼.藍波安的姊姊，反而是姓索的軍官，研判很能是兩個事

件被混為一談。 

 

    雖然這事件後來的發展如何，並不清楚。但可以知道的是，紀神父做為一個

外國人，對於蘭嶼島上的不合理事件，他更加謹慎以對。在之前的口述資料提及，

當年蔣公到蘭嶼視察時，曾指名要召見紀守常神父，但最後紀神父並未見到蔣公，

事後得知，紀神父當時人在蘭嶼。因此，合理懷疑，當時軍方似乎有意阻撓紀神

父與蔣公的會面，避免紀神父對軍方在蘭嶼的諸多不當做為被紀神父掀出，當然，

事件已過，現在都只是對那段歷史事件的另類解讀與詮釋。 

 

    此事件唯一證實的是，對於軍人娶達悟族婦女這件事，紀神父一直是反對的，

在台灣是如此，到蘭嶼亦然。據索胡春梅女士的口述，她結婚後很長一段時間，

她先生不許她上教堂。詢問原因，索太太的回答，證實與紀神父反對她的婚姻有

關，重點是，索太太並未因此放棄信仰，而是索先生不許太太上教堂，可見紀神

父對軍人娶原住民這件事的處理，會帶來軍人對教會的反感，只是紀神父看來並

不在意這樣的結果。 

 

六、達悟傳統 

 

    達悟族傳統文化，孩子們要留在自己身邊，為的是老的時候有人可以照顧，

無法上山工作的老人，可以到子女家討一口飯吃，因此，過去的達悟族婚姻，是

由父母決定的。在過去，達悟族女孩長大後，會有人上門提親、訂婚，女孩子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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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前就必須到男方家幫忙工作，文獻常以試婚來描述，但達悟族人另有一套解

讀，由於達悟族的命名文化與孩子的有無相連結，結婚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子嗣，

有子嗣的達悟族人才可以更名，而更名象徵著自己和家族在部落的社會地位的提

升，因此，沒有子嗣的婚姻在傳統達悟社會是不穩定地，常會被迫分離，另覓伴

侶，達悟文化以 ngiling來解釋，意思是你的命運不在對方身上，這是達悟族的

傳統。 

 

    戰後，由於蘭指部的設立，軍人與管訓隊員大量進入蘭嶼島，為蘭嶼島的性

別平衡帶來挑戰，而大量未婚軍人的出現，為達悟族的社會傳統帶來衝突，特別

是那時候國民黨民眾服務站的黨工，在蘭嶼扮演婚姻介紹的功能，幫這些同屬外

省籍的軍人介紹女朋友，而介紹的正式到她家幫傭的達悟婦女，這樣的強勢介入，

對已有未婚夫或未經父母同意的男女關係的出現，在蘭嶼引爆衝突。而無計可施

的達悟族人就將此事告訴紀神父，紀神父才會介入，引起陣陣衝突。 

 

    據老兵的口述，當時他是被長官拱去提親的，他提親的那位達悟婦女父親並

不同意，但是女兒卻跑出來說你不要我要，這案例顯示，至少部分達悟婦女是主

動選擇了外省老兵結婚的。在當時，為了避免軍人娶達悟婦女的現象過於氾濫，

這種跨族群的婚姻是要經過鄉民代表會同意的，但是，當年的鄉民代表會在國民

黨主政的時代，代表會秘書是外省人，黨部主任是外省人，也就是老兵口中的自

己人，因此，即使看似有機制可阻止這種婚姻的通過，但實際上，卻毫無作用，

足見在那個年代，蘭嶼達悟族人所面對的，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遊戲規則。 

 

    但是，也有例外。訪談中曾有一例是為了嫁外省軍人，達悟族婦女私奔到台

灣等待，等待在蘭嶼服役的外省籍老兵調回台灣，最後在生了投胎後才補辦婚宴，

在孩子出生半年內，才補辦戶口，在那個年代，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於今談起，

當事人淡淡的一句，那是我的命運，就將此一生的坎坷，帶過。 

 

七、終身俸 

 

    訪問老兵遺孀，談到嫁給老兵後遷到台灣，生活並不容易，因為老兵的生活

習慣和達悟族婦女不同，老兵喜歡打麻將、賭博，退伍後單靠終身俸過活，甚至

有老兵因犯人越獄而受牽連，被關禁閉後勒令退伍，沒有終身俸，生活無依，到

處打零工維生。但是，無論過程多麼辛酸無奈，到晚年，這些遺孀卻都是生活比

較有保障的一群，比起達悟族的老人，這群嫁給老兵的遺孀們，至少有半俸可領，

夠一個人生活了。老兵的半俸是半年領一次，官階低的，領得少，但至少也有六、

七萬元，官階高的，甚至半年可領到十八萬，這樣的津貼，是部落老人所難以得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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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老人，滿五十五歲可以領原住民老人津貼，每個月三千，半年領一次，

一次領一萬八，這數目比起領半俸的老兵遺孀，相距甚遠。紅頭部落有位官拜中

校退役的老兵遺孀，半年半俸領十八萬，是部落領老人年金婦女的十倍，同樣在

蘭嶼島生活，嫁老兵跟嫁自己人的待遇竟是如此懸殊，明顯感受到政府施政的差

別待遇。 

 

    面對此現象，不知該如何看待，是該責怪政府對軍公教的退休制度太過浮誇，

或該責怪政府對非軍公教族裔的照顧太少，無論如何，若單單從達悟族老人的生

活情況看來，昔日甘冒大不諱嫁給老兵的達悟婦女，老了以後，確實能得到更好

的生活照顧，這是事實。問題是，何以致之？ 

 

 

肆、結論 

 
    紀守常神父的田野調查，已進行三年，所採集的資料越累積越多，卻也感受

到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發揮，特別是卑南族的資料，這次偶然涉及，但也僅能就

南王部落進行採集，卑南族這部分，還有進行專題調查的空間。 

 

    另外，對於蘭嶼的田野，這次很努力的尋訪嫁給老兵的達悟族婦女，原本更

期待能訪問老兵，卻因老兵多已凋零，未竟全功，但也只能如此。倒是嫁給老兵

的遺孀，尚有部分未能尋覓，畢竟有些年長者多已跟隨子女遷居都會區，要一一

尋覓，的確有困難存在，但，未來，仍應繼續進行，把部分關鍵人物的訪談完成

才是。 

 

    最後，這些田野採集，是為了一個更大的目的，那就是紀守常神父的紀錄片

拍攝，看來，這目標正逐漸接近中，但時刻未到，因為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口述史

料尚未出現，那就是紀神父當年排除萬難送到台灣讀書的達悟族小留學生，當年

他們是怎麼被挑選的？怎麼被培育的？他們國校畢業離鄉背井到台東市讀書，那

段不為人知的青澀歲月，他們有過何種心路歷程？紀神父怎麼安頓他們的？紀神

父又怎麼安撫蘭嶼的家長們？這一段歷史，尚未被披露，尚未被採集，少了這一

塊，紀神父對蘭嶼的影響和貢獻，將少去關鍵的一頁。因此，針對這個主題進行

田野採集計畫，是下階段的田野調查的焦點，希望貴會能繼續支持與協助。 

 

    另，關於達悟之父的口述，過去雖做了不少的田野調查，但卻不夠普及，因

此，有必要進行一次完整而有計畫的口述歷史採集，而且是以集體座談的方式進

行，用座談會的方式，邀請部落長者齊聚，大家一起腦力激盪，回溯當年紀守常

神父在部落服務的點點滴滴，每個老人敘述他的經歷與記憶，那將會是很精彩，

很有故事性的口述歷史採集。由於老人凋零的速度驚人，因此，這一關鍵性的口

述歷史採集計畫，也應刻不容緩的進行。期盼在不久的將來，可以看到這些年的

努力，因紀守常紀錄片的問世，被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