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東海岸傳統地名及海洋文化調查研究 

合作研究單位：海洋政策及文化研究中心 李侑儒助理研究員 

識野環境資源顧問有限公司 

 

本研究以花蓮、台東海岸為研究範圍，透過實地田野調查、口述訪談及文獻蒐集，

考察當地海岸傳統地名、海洋文化及海域風險相關的海洋知識，同時也運用 GIS

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傳統地名空間資料，未來將匯入本院海洋資料庫平台，提供

大眾閱覽。本研究基於跨學科、跨領域的觀點出發，希望能藉由田野訪談調查，

為海洋研究提供不同面向的歷史縱深；另一方面也期盼能及早保存當地隨著現代

產業轉型、社會變遷而迅速流失的海洋文化，並為曾經居住於此的各族群留下歷

史紀錄。 

本研究於花東海岸多處部落進行踏查探訪，進一步在花蓮里漏、磯崎、新社、貓

公、立德，臺東真柄、大俱來、長光、南竹湖、巴桑安、玉水橋、小港等 12 個

部落進行口訪調查，記錄當地阿美族、噶瑪蘭族和撒奇萊雅族語傳統地名、海洋

文化及海洋知識。本研究亦期望能夠提供未來推動教育文化永續、發展觀光旅遊，

以及深化學術研究的重要基礎；同時也希望藉由口述訪談的成果，傳達海岸部落

長年在語言文化、社會經濟、海洋生態環境等各層面上遭遇的衝擊與變遷。 

 

 



豐濱貓公(Fakong)部落田野口述訪談 

 

 

成功長光(Ciwkangan)部落海岸 Masafayangay「帆船石」空拍照 

 

 



Google Earth 標示花蓮磯崎～立德部落間族語傳統地名 

 

Google Maps 花東海岸傳統地名 QR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