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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for Ethnos全球視野

看民族

グローバルな視野で民族見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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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語系

蘇拉維悉語支 諸民族（二）

文．圖︱編輯部

本期介紹南島語系馬來-玻里尼西亞語族之
下的「蘇拉維悉語支」第二群，共計46族，
主要分布在蘇拉維悉島的4個省—南蘇拉維
悉省（17族）、西蘇拉維悉省
（15族）、中蘇拉維悉省
（10族）、東南蘇拉維悉
省（2族），以及加里曼丹
的西加里曼丹省（2族）。

オーストロネシア語族　スラウェシ諸語の諸民族（二）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Ethnos of Sulawesi Language Group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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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原教界2009年4月號26期

Global 
Scope for Ethnos全球視野

看民族

グローバルな視野で民族見る

加里曼丹 Kalimantan
印尼在婆羅洲（Borneo）的領土，面積約

539,460平方公里，佔婆羅洲逾三分之二，北與

馬來西亞的沙勞越（Sarawak）和沙巴（Sabah）

兩州為界，南接爪哇海，西臨加里曼丹海峽，

東濱西伯里斯海和望加錫海峽。加里曼丹佔印

尼國土總面積28％，人口（約1,000萬）卻僅佔

印尼總人口的5％，行政上分成4省——西加里曼

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和東加里曼丹。

加里曼丹有蓊鬱雨林和壯闊河流，知名河

川有卡普阿斯（Kapuas，長1,143公里）、馬哈亢

（Mahakam，長650公里）、巴立托（Barito，長

890公里）等。

加里曼丹的生物多樣性極高，當地有超過1

萬1千種開花植物，其中三分之一是特有種，該

地樹種則約4千種，鳥類將近500種，陸地哺乳動

物超過200種。當地是芒果、麵包樹和榴槤的原

生地。

加里曼丹由於大多數地區是雨林與河流，

因此主要交通工具是小船，也就是所謂的水上

計程車。陸上運輸工具則包括公車、計程車和

三輪車。南加里曼丹省有「klotok（加里曼丹傳

統長型船）救護車」，載有醫療設備，為該省

內陸居民提供保健服務。

該島上已發現的哺乳動物有127種，其中79

種是該島特有種，佔62％。島上最大型原生哺乳

動物是短角小野牛（anoa）。該島已發現鳥類有

1,450種，其中34％為特有種，蘇拉維西塚雉為

其一，這種鳥藉由火山口產生的熱沙孵蛋。該

島的淡水魚蝦螺也有許多是特有種。該島裸露

的蛇紋石土數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這種土壤

能孕育大量的特有植物。

該島住民擅長製陶、編織和舞蹈。信奉伊

斯蘭教者佔當地宗教人口的大宗，穆斯林遍布

全島，大多數屬遜尼派；基督徒（天主教和新

教）佔17％，其中天主教徒佔2％，基督徒主要

集中在該島北部與中部以及島上各主要城市。

該島穆斯林和基督徒有不少人仍保留當地神祇

信仰。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則以華人、峇里人和

印度人居多。

婆羅洲 Borneo
該島分屬印尼、馬來西亞、汶萊三國，面

積743,330平方公里，是全球第三大島，次於格

陵蘭和新幾內亞島。婆羅洲被赤道貫穿，海岸

平原非常潮濕炎熱，平均氣溫高達攝氏37度；內

陸氣溫平均約攝氏25度，若在山區，海拔700公

尺以上氣溫明顯降低。海岸地區年平均雨量為

2,500毫米，內陸地區年平均雨量為4,500毫米，

這使得婆羅洲成為全球最潮濕地區之一，全年

有8個月是雨季，從10月到6月，不過乾季並不明

顯。

婆羅洲最著名的原住民族是有出草習俗的

中蘇拉威西省 西蘇拉威西省

汶萊
菲律賓

新加坡

東帝汶

泰國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北蘇拉威西省 南蘇拉威西省哥倫打洛省 東南蘇拉威西省西加里曼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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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吉斯族】Bugis  3,500,000

9 【望加錫族】Makasar  900,000 15萬以上 阿美族

25 【多拉佳-沙丹族】Toraja  500,000

24 【達葉族】Tae’  250,000

12 【曼達族】Mandar 200,000

8 【高地宮酉族】Konjo Highland 150,000

23 【瑪瑪薩族】Mamasa 100,000

14 【都利族】Duri 95,000

10 【塞拉雅族】Selayar 90,000 排灣族

11 【馬穆朱族】Mamuju  60,000

15 【恩雷甘族】Enrekang  50,000

16 【麥瓦族】Maiwa 50,000 5萬以上 泰雅族

35 【勞捷族】Lauje  44,000 布農族

45 【沃留族】Wolio 34529

2 【占巴拉宜安族】Campalagian 30,000

21 【烏魯曼答族】Ulumanda’  30,000

27 【多阿拉族】Toala 30,000

36 【多密尼族】Tomini 30,000

6 【本東族】Bentong  25,000

33 【多多利族】Totoli 25,000

20 【班班族】Bambam 22,000 2萬以上 太魯閣族

18 【打加族】Dakka 15,000

34 【洞朵族】Dondo 13,000

17 【阿拉列-達布拉罕族】Arelle  12,000

22 【卡倫邦族】Kalumpang 12,000

40 【達久族】Tajio 12,000 魯凱族

38 【丹貝拉斯族】Dampelas  10,300

3 【恩巴洛族】Embaloh 10,000

7 【海岸宮酉族】Konjo 10,000 1萬以上 卑南族

19 【潘內族】Pannei 9,000

4 【答曼族】Taman  6,214 鄒族

13 【馬林朋族】Mapimpung   5,000

31 【西谷-巴當族】Seko Padang 5,000

46 【沃度族】Wotu 5,000 5千以上 賽夏族

37 【巴勒桑族】Balaesang 3,200

41 【本道族】Pendau 3,200 3千以上 雅美族

32 【波阿諾族】Boano 2,700

30 【西谷-德雅族】Seko Tengah 2,500

5 【雷摩朗族】Lemolang 2,000

44 【加馬魯族】Kamaru 2,000 1千以上 噶瑪蘭族

29 【巴那宣族】Panasuan 900

43 【萊右洛族】Laiyolo  800

26 【大龍駱族】Talondo 500

42 【佳僚族】Kalao  500 5百以上 邵族

39 【達捷族】Taje 350 1百以上 撒奇萊雅族

28 【勿董-勿董族】Budong 70

達雅克人（Dayak），達雅克是30多個民族集團的總稱。達

雅克人的文化表現包括：被沈重耳飾撐大的耳垂，刺青，

繁複的繪畫、設計與雕刻，以及用以敬神、崇尚英雄、迎

賓和治病的舞蹈。婆羅洲原住民大都住在內陸主要河川及

其主要支流沿岸地區。

華人和馬來人是婆羅洲的多數民族，分布於海岸地

區，另有爪哇族、馬都拉族和布吉斯族等大族居住。由於

海岸地區多為沼澤地，不利耕作，因此居民多從事貿易、

服務和製造業。

西加里曼丹省 Kalimantan Barat
（英語 West Kalimantan）

該省面積146,807平方公里，人口逾407萬人

（2004年）。民族成分為達雅克人佔35％、桑

巴斯族（Sambas）佔12％、華人佔9％、爪哇族

佔9%、馬來人佔8％、肯達揚族（Kendayan）佔

8％。該省宗教人口以穆斯林為大宗，佔57.6％，基督徒

（天主教和新教）佔34.1％，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分佔6.4％和

0.2％。

西加里曼丹如同爪哇和蘇門達臘，曾是重要的文化交

會點。當地有早期印度文明和佛教文明的遺跡，石雕和製

陶最早能溯及西元5世紀，但以伊斯蘭教對當地文化造成的

影響最大。該省的格言Tak Kunjung Binasa，為梵語，意思是

「不朽」。

省都Pontianak（坤甸）就位在赤道上，是進入西加里曼

丹的門戶，今是繁華的經濟中心，該省29％人口住在省都，

這個建於1771年的城市，運河縱橫其間，並有印尼最長河川

——卡普阿斯河流將該市一分為二，因而運河與卡普阿斯

河成為當地交通要道。

該省蘊藏豐富礦物與寶石。海岸地區多是沼澤地，有

超過1百條河流蜿延其間；東部為山區，有許多達雅克人聚

落。

該省在1996至1997年間以及1999至2000年間發生原住民

達雅克人與移民馬都拉族嚴重暴力衝突事件，均造成數百

人死亡。

南島語系 蘇拉維悉語支 諸民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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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吉斯族】Bugis

又稱 Buginese族、Bugi族、
Boegineesche族、Boeginezen

族、Ugi族、De’族、Rappang 

Buginese族。分布 南蘇拉維

悉省南緯3.5’至5’地帶，及該

省其他濱海沼澤地區，包

括Polmas區的Bulukumba、

Luwu（盧務）、Polewa l i以

及M a m u j u（馬穆朱）區

的Pasangkayu。東南蘇拉維悉

省西海岸的Kolaka（科拉卡）

區、Wundulako區、Rumbia

區、Poleang區。也分布於蘇拉

維悉島主要城鎮。蘇拉維悉其他

省分與加里曼丹、摩鹿加、巴布

亞、蘇門答臘等地亦見大型聚

落。另有族人分布於松巴哇島、

爪哇島和馬來西亞沙巴州。人口

印尼境內約5,000,000人
（ 2 0 0 0年）。與望加錫族

（Makasar）和多拉佳-沙丹族

（Toraja-Sa'dan）有親緣關係。

語言 使用布吉斯語，分為11
種話（Bone語、Pangkep語、

C a m b a 語 、 S i d r a p

語、Pasangkayu語、Sin ja i

語、Soppeng語、Wajo語、

Barru語、Sawitto語、Luwu

語）。語言活力強。是50萬人

的第二語言。詞典 有族語詞

典。語法書 有語法書。聖經

譯本 1900至1997年完成新舊

約聖經翻譯。宗教 伊斯蘭教

和基督教。族人迷信吉凶日，他

們認為每月頭一個周三和最後一

個周四是吉日，適合舉行活動；

在他們眼中周六是凶日，厄事發

生的機率較高。經濟 航海民

族。種植水稻、貿易、捕魚、狩

獵、飼養家畜、製作手工藝品。

2【占巴拉宜安族】Campalagian

又 稱 T a l l u m p a n u a e
族、Tjampalagian族、Tasing族。

分布 西蘇拉維悉省的Majene
區，以及南蘇拉維悉省的Polmas

區及南海岸。人口 30,000年

（1986年）。語言 使用占巴

拉 宜 安 語 ， 分 為 2 種 話

（Campalagian語、Buku語）。

語言活力強。詞彙與曼達語

（Mandar）50％~58％相似，與

布吉斯語50％~62％相似。經濟

商業、漁業、農業。宗教

伊斯蘭教。

3【恩巴洛族】Embaloh

又稱 M b a l o h族、M a l o h
族、M a l o族、M e m a l o h

族、Matoh族、Palin族、Sangau

族、Sanggau族。分布 西加

里曼丹省中西部的Hulu Kapuas

區，位於Kapuas（卡普阿斯）河

上流7個支流區。人口 10,000

人（1991年）。語言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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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is語。可能是一種分化出來的

語言。聖經譯本 1998年完成

新約聖經翻譯。宗教 傳統信

仰和基督教。

4【答曼族】Taman

又稱 Taman Dayak族、Dayak 

Taman族。分布 西加里曼丹

省 中 北 部 ， 卡 普 阿 斯 河

從Putussibau往上游方向的區域

以及Mendalam與Sibau兩支流

區。人口 6,214人（2000

年）。宗教 傳統信仰和基督

教。

5【雷摩朗族】Lemolang

又稱 Baebunta族。分布 南

蘇拉維悉省盧務區，從該區東南

海岸延伸到內陸，集中在Sassa

村和Salassa村，另有族人零星

分布於Sabbang小區。人口

2,000人（1995年）。語言
使用雷摩朗語。詞彙與摩利-巴

哇（Mori Bawah）語41％相

似，與摩利-阿達斯語（Mor i 

A t as）39％相似，與本庫語

（Bungku）38％相似，與布敦

語（Buton）39％相似，與西谷-

巴當語（Seko Padang）31％相

似，與冉姆彼語（Rampi）30％

相 似 ， 與 多 拉 佳 - 沙 丹 語

（Toraja-Sa’dan）29％相似，

與穆納語（Muna）26％相似，

與沃度語（Wotu）25％相似，

與布吉斯語24％相似。部分孩

童不會說雷摩朗語。達葉族盧務

語（Tae’ Luwu）是當地主要語

言。宗教 伊斯蘭教。

6【本東族】Bentong

又稱 Dentong族。分布 南

蘇拉維悉省半島南端的西北角，

以及Maros（馬羅斯）區、Bone

（波尼）區、Pangkep區和Barru

（巴魯）區的內陸部分地區。人

口 25,000人（1987年）。語

言 使用本東語，近似宮酉語

（Konjo）。宗教 伊斯蘭教和

基督教。

7【海岸宮酉族】Konjo, Coastal

又稱 Kondjo族、Tiro族。分布

南蘇拉維悉省半島南端的東

南角以及Sinjai（辛賈伊）區、

Bulukumba（布盧昆巴）區和

Bantaeng（班塔英）區的部分地

區。語言 使用海岸宮酉族

語，分為3種話（Konjo語、Tana 

Toa語、Bantaeng語），Tana Toa

班班語
17-Aralle-Tabulahan  
18-Dakka
19-Pannei  
20-Bambam  
21-Ulumanda'

多拉佳-沙丹語
22 Kalumpang 
23 Mamasa 
24 Tae' 
25 Toraja-Sa'dan 
26 Talondo' 
27 Toala' 

H

福爾摩沙語族福爾摩沙語族

南
島
語
系

南
島
語
系

A
  1-Bugis  
  2-Campalagian  

 達曼語 
  3-Embaloh  
  4-Taman  

  5-Lemolang  C

B

D

E

F

G

I

J

K

L

N

O

P

都利語
13-Malimpung
14-Duri  
15-Enrekang  
16-Maiwa 

32 Boano  
33 Totoli  

北部語
34 Dondo 
35 Lauje  
36 Tomini 

南部語
37 Balaesang  
38 Dampelas 
39 Taje  
40 Tajio  
41 Pendau

42 Kalao 
43 Laiyolo 

44 Kamaru 
45 Wolio

46 Wotu  

28 Budong-Budong  
29 Panasuan
30 Seko Tengah
31 Seko Padang

曼達語
12-Mandar  

馬穆朱語
11-Mamuju  

多密尼語多密尼語

多多利多多利

布吉斯語布吉斯語

沃
度-

沃
留
語

多
密
尼-

多
多
利
語

南
部
蘇
拉
維
悉
語

  6-Bentong  
  7-Konjo, Coastal 
  8-Konjo, Highland  
  9-Makasar 
10-Selayar  

M

蘇
拉
維
悉
語
支

馬
來
｜
玻
里
尼
西
亞
語
族

北部語北部語

雷摩朗語雷摩朗語

望加錫語望加錫語

西谷語西谷語

班班語
17-Aralle-Tabulahan  
18-Dakka
19-Pannei  
20-Bambam  
21-Ulumanda'

多拉佳-沙丹語
22 Kalumpang 
23 Mamasa 
24 Tae' 
25 Toraja-Sa'dan 
26 Talondo' 
27 Toala' 

H

福爾摩沙語族福爾摩沙語族

南
島
語
系

南
島
語
系

A
  1-Bugis  
  2-Campalagian  

 達曼語 
  3-Embaloh  
  4-Taman  

  5-Lemolang  C

B

D

E

F

G

I

J

K

L

N

O

P

都利語
13-Malimpung
14-Duri  
15-Enrekang  
16-Maiwa 

32 Boano  
33 Totoli  

北部語
34 Dondo 
35 Lauje  
36 Tomini 

南部語
37 Balaesang  
38 Dampelas 
39 Taje  
40 Tajio  
41 Pendau

42 Kalao 
43 Laiyolo 

44 Kamaru 
45 Wolio

46 Wotu  

28 Budong-Budong  
29 Panasuan
30 Seko Tengah
31 Seko Padang

曼達語
12-Mandar  

馬穆朱語
11-Mamuju  

多密尼語多密尼語

多多利多多利

布吉斯語布吉斯語

沃
度-

沃
留
語

多
密
尼-

多
多
利
語

南
部
蘇
拉
維
悉
語

  6-Bentong  
  7-Konjo, Coastal 
  8-Konjo, Highland  
  9-Makasar 
10-Selayar  

M

蘇
拉
維
悉
語
支

馬
來
｜
玻
里
尼
西
亞
語
族

北部語北部語

雷摩朗語雷摩朗語

望加錫語望加錫語

西谷語西谷語



82 原教界2009年4月號26期

Global 
Scope for Ethnos全球視野

看民族

グローバルな視野で民族見る

語與其他話的詞彙相似度不到10

％。語言活力強。詞彙與望加錫

語（Makasar）76％相似。人口

125,000人（1991年）。包括
50,000 Kajang人，10,000 Tiro

人。經濟 農耕、捕魚、造

船。宗教 伊斯蘭教和傳統泛

靈信仰。

8【高地宮酉族】Konjo, Highland

又稱 Konjo Pegunungan族、

Konyo族。分布 南蘇拉維悉省

中部山區的辛賈伊區、波尼區、

Gowa（戈瓦）區和布盧昆巴

區。人口 150,000人（1991

年）。語言 使用高地宮酉

語，詞彙與海岸宮酉語75％相

似。族諺有云「kami tidak akan 

membuang peraturan adat（我們

永不捨棄傳統生活方式）」。經

濟 種植水稻、水果、蔬菜和

咖啡。宗教 伊斯蘭教、傳統

泛靈信仰和基督教。

9【望加錫族】Makasar

又 稱 M a k a s s a r
族、Macassarese族、Macassar

族、Makassa族、Makassarese

族、Taena族、Tena族、Goa

族、Mengkasara族、Mangasara

族、Makassaarsche族。分布
南 蘇 拉 維 悉 省 半 島 西 南

端，Pangkep區、馬羅斯區、戈

瓦區、班塔英區、Jeneponto

（杰內彭托）區和Takalar（塔卡

拉）區，另有族人分布於宮酉高

地、S e l a y a r（塞拉雅）島

和 S p e r m o群島。人口
1,600,000人（1989年）。語言

使用望加錫語，分為3種話
（Gowa語、Turatea語、Maros-

Pangkep語），以Gowa（戈

瓦）語最出名。語言活力強。是

許多華人的第一語言，亦是4萬

人的第二語言。貿易語言。詞典

有族語詞典。語法書 有語

法書。聖經譯本 1900到1999
年陸續完成新舊約聖經翻譯。經

濟 航海民族。農耕（作物包

括水稻、玉米、樹薯和蔬菜）、

貿易、捕魚、採鹽。宗教 伊

斯蘭教、傳統信仰和基督教。

10【塞拉雅族】Selayar

又稱 Sa laya r族、Sa la j a r
族、S a l a y e r族、S i l a j a r a

族、Siladja族、Saleier族。

分布 南蘇拉維悉省塞拉雅

島。人口 90,000人（1983

年）。語言 。語言活力強。

詞彙與望加錫語69％相似。族人

也講印尼語。經濟 製作椰

乾、種植玉米和樹薯。宗教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

11【馬穆朱族】Mamuju

又稱 M a m u d j u族、U d a i
族 、 M a m o e d j o e

族、Mamoedjoesch族。分布
西蘇拉維悉省馬穆朱區的馬穆朱

小區、Kalukku小區和Budong-

Budong（勿董-勿董）小區的海

岸地區。人口 6 0 , 0 0 0人
（1991年），其中50,000人屬於

馬穆朱語群。語言 分為4種話
（馬穆珠語、Sumare-Rangas

語、Padang語、Sinyonyoi語），

以馬穆朱語最出名。族人對族語

抱持正面態度。貿易語言。經濟

種植丁香、玉米、樹薯、

藤、可可，以及捕魚和製作椰

乾。宗教 伊斯蘭教。

12【曼達族】Mandar

又稱 A n d i a n族、M a n j a r

族、Mandharsche族。分布
西 蘇 拉 維 悉 省 M a j e n e

區、Polewali-Mamasa區和馬穆

朱 區 ， 以 及 南 蘇 拉 維 悉

省Polmas區、Pangkep區的島嶼

和靠近Pare-Pare（巴里巴里）

市的U j u n g  L e r o。人口
200,000人（1985年）。語言

至少分為5種話（Majene語、
B a l a n i p a語、M a l u n d a

語、Pamboang語、Sendana

語），以Balanipa語最出名。詞

典 有族語詞典。經濟 種植

稻米、果樹、可可、玉米和樹

薯，以及捕魚和製作椰乾。宗教

伊斯蘭教和傳統泛靈信仰。

13【馬林朋族】Malimpung

分布 南蘇拉維悉省Pinrang
（平朗）區Patampanua小區的

馬林朋地區。人口 5,000人

（1995年）。語言 使用馬林

朋語。詞彙與麥瓦語（Maiwa）

8 0 ％ 相 似 ， 與 恩 雷 甘 語

（Enrekang）70％相似。宗教

伊斯蘭教。

14【都利族】Duri

又稱 M a s e n r e m p u l u

族、Massenrempulu族。分布
南蘇拉維悉省Enrekang（恩雷

甘）區的北部，與 U j u n g 

Pandang（烏戎潘當）及南蘇拉

維悉省其他地方。人口

95,000人（1991年），其中

90,000人住在恩雷甘區。語言

使用都利語，是Masenrempulu
語群中的知名語言，分為2種話

（Cakke語、Kalosi語）。語言活

力強。經濟 種植蔬菜、咖

啡、水稻和果樹，以及畜牧、製

作手工藝品和生產傳統乳酪。聖

經譯本 1998年完成聖經部分

經卷翻譯。宗教 伊斯蘭教、

傳統泛靈信仰和基督教。

15【恩雷甘族】Enrekang

又稱 Endekan族、Endekan 

Timur族。分布 南蘇拉維悉省

的恩雷甘區和平朗區。人口

50,000人（1996年）。語言
使用3種話（恩雷甘語、Ranga

語、Pattinjo語）。經濟 種植

玉米、水稻、樹薯和蔬菜。宗教

伊斯蘭教。

16【麥瓦族】Maiwa

又稱 Masenrempulu族。分布

班班語
17-Aralle-Tabulahan  
18-Dakka
19-Pannei  
20-Bambam  
21-Ulumanda'

多拉佳-沙丹語
22 Kalumpang 
23 Mamasa 
24 Tae' 
25 Toraja-Sa'dan 
26 Talondo' 
27 Toala' 

H

福爾摩沙語族福爾摩沙語族

南
島
語
系

南
島
語
系

A
  1-Bugis  
  2-Campalagian  

 達曼語 
  3-Embaloh  
  4-Taman  

  5-Lemolang  C

B

D

E

F

G

I

J

K

L

N

O

P

都利語
13-Malimpung
14-Duri  
15-Enrekang  
16-Maiwa 

32 Boano  
33 Totoli  

北部語
34 Dondo 
35 Lauje  
36 Tomini 

南部語
37 Balaesang  
38 Dampelas 
39 Taje  
40 Tajio  
41 Pendau

42 Kalao 
43 Laiyolo 

44 Kamaru 
45 Wolio

46 Wotu  

28 Budong-Budong  
29 Panasuan
30 Seko Tengah
31 Seko Padang

曼達語
12-Mandar  

馬穆朱語
11-Mamuju  

多密尼語多密尼語

多多利多多利

布吉斯語布吉斯語

沃
度-

沃
留
語

多
密
尼-

多
多
利
語

南
部
蘇
拉
維
悉
語

  6-Bentong  
  7-Konjo, Coastal 
  8-Konjo, Highland  
  9-Makasar 
10-Selayar  

M

蘇
拉
維
悉
語
支

馬
來
｜
玻
里
尼
西
亞
語
族

北部語北部語

雷摩朗語雷摩朗語

望加錫語望加錫語

西谷語西谷語

班班語
17-Aralle-Tabulahan  
18-Dakka
19-Pannei  
20-Bambam  
21-Ulumanda'

多拉佳-沙丹語
22 Kalumpang 
23 Mamasa 
24 Tae' 
25 Toraja-Sa'dan 
26 Talondo' 
27 Toala' 

H

福爾摩沙語族福爾摩沙語族

南
島
語
系

南
島
語
系

A
  1-Bugis  
  2-Campalagian  

 達曼語 
  3-Embaloh  
  4-Taman  

  5-Lemolang  C

B

D

E

F

G

I

J

K

L

N

O

P

都利語
13-Malimpung
14-Duri  
15-Enrekang  
16-Maiwa 

32 Boano  
33 Totoli  

北部語
34 Dondo 
35 Lauje  
36 Tomini 

南部語
37 Balaesang  
38 Dampelas 
39 Taje  
40 Tajio  
41 Pendau

42 Kalao 
43 Laiyolo 

44 Kamaru 
45 Wolio

46 Wotu  

28 Budong-Budong  
29 Panasuan
30 Seko Tengah
31 Seko Padang

曼達語
12-Mandar  

馬穆朱語
11-Mamuju  

多密尼語多密尼語

多多利多多利

布吉斯語布吉斯語

沃
度-

沃
留
語

多
密
尼-

多
多
利
語

南
部
蘇
拉
維
悉
語

  6-Bentong  
  7-Konjo, Coastal 
  8-Konjo, Highland  
  9-Makasar 
10-Selayar  

M

蘇
拉
維
悉
語
支

馬
來
｜
玻
里
尼
西
亞
語
族

北部語北部語

雷摩朗語雷摩朗語

望加錫語望加錫語

西谷語西谷語

班班語
17-Aralle-Tabulahan  
18-Dakka
19-Pannei  
20-Bambam  
21-Ulumanda'

多拉佳-沙丹語
22 Kalumpang 
23 Mamasa 
24 Tae' 
25 Toraja-Sa'dan 
26 Talondo' 
27 Toala' 

H

福爾摩沙語族福爾摩沙語族

南
島
語
系

南
島
語
系

A
  1-Bugis  
  2-Campalagian  

 達曼語 
  3-Embaloh  
  4-Taman  

  5-Lemolang  C

B

D

E

F

G

I

J

K

L

N

O

P

都利語
13-Malimpung
14-Duri  
15-Enrekang  
16-Maiwa 

32 Boano  
33 Totoli  

北部語
34 Dondo 
35 Lauje  
36 Tomini 

南部語
37 Balaesang  
38 Dampelas 
39 Taje  
40 Tajio  
41 Pendau

42 Kalao 
43 Laiyolo 

44 Kamaru 
45 Wolio

46 Wotu  

28 Budong-Budong  
29 Panasuan
30 Seko Tengah
31 Seko Padang

曼達語
12-Mandar  

馬穆朱語
11-Mamuju  

多密尼語多密尼語

多多利多多利

布吉斯語布吉斯語

沃
度-

沃
留
語

多
密
尼-

多
多
利
語

南
部
蘇
拉
維
悉
語

  6-Bentong  
  7-Konjo, Coastal 
  8-Konjo, Highland  
  9-Makasar 
10-Selayar  

M

蘇
拉
維
悉
語
支

馬
來
｜
玻
里
尼
西
亞
語
族

北部語北部語

雷摩朗語雷摩朗語

望加錫語望加錫語

西谷語西谷語



原教界2009年4月號26期 83

南島語系 蘇拉維悉語支 諸民族（二）

南蘇拉維悉省的恩雷甘區

和Sidenrang區。人口 50,000

人（1990年）。經濟 畜牧、

種植水果、製作棕櫚糖。宗教

伊斯蘭教。

17【阿拉列-達布拉罕族】

      Aralle-Tabulahan

分布 西蘇拉維悉省Mambi小

區，處在曼達族和卡倫邦族

（Kalumpang）之間。人口

12,000人（1984年）。語言
使用3種話（Aralle語、Talbulahan

語、Mambi語），3種話的詞彙相

似度為84％~89％。與Pitu Ulunna 

Salu語（班班族的族語）、潘內

語（Pannei）、Ulumandak語（烏

魯曼答族的族語）的各種話之詞

彙相似度為75％~80％。聖經譯

本 1999年完成聖經部分經卷

翻譯。宗教 基督教和伊斯蘭

教。

18【打加族】Dakka

分布 西蘇拉維悉省Polewali-

Mamasa區的Wonomulyo小區。

人口 1,500人（1986年）。語

言 使用打加語。詞彙與潘內

語和Pitu Ulunna Salu語72％~77％

相似。宗教 伊斯蘭教。

19【潘內族】Pannei

又稱 Tapango族。分布 西

蘇拉維悉省Polewali-Mamasa區的

Wonomulyo小區。人口 9,000

人（1986年）。語言 使用潘

內語，分為2種話（Tapango語、

Bulo語）。詞彙與Ulumandak

語、Pitu Ulunna Salu語和阿拉

列—達布拉罕語的各種話75％

~80％相似。宗教 伊斯蘭教。

20【班班族】Bambam

又稱 Pitu-Ulunna-Salu族。分布

西蘇拉維悉省Polmas區西部
的Mambi小區境內Maloso河

和Mapilli河的分水嶺，與Majene區

和馬穆朱區有所重疊。人口

22,000人（1988年）。語言
使用Pitu Ulunna Salu語，分為8種

話（Bambam Hulu語、Salu 

M o k a n a m 語 、 B u m a l

語、Meha laan語、Pat tae’

語、Matangnga語、Issi l ita’

語、Pakkau語），Bumal語與其

他話的詞彙相似度為83％~94

％。語言活力強，各年齡層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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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講族語。族語詞彙與阿

拉列—達布拉罕語、潘內語、

Ulumandak語的各種話75％~80

％相似。語法書 有語法書。

聖經譯本 1994到1999年陸續
完成聖經部分經卷翻譯。經濟

種植水稻、咖啡和可可。宗

教 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傳統

信仰。

21【烏魯曼答族】Ulumanda’

又稱 Ulumandak族、Oeloemanda
族、Ulunda族、Tubbi族、Botteng-

Tappalang族、Awo-Sumakuyu族、

K a d o族。分布 西蘇拉維悉

省Majene區、馬穆朱區和Polewali-

Mamasa區。人口 30,000人（1986

年）。語言 使用烏魯曼答語，

分為Sondoang語、Tappalang

語、Botteng語及其他共約6種

話。族語詞彙與Pitu Ulunna Salu

語、阿拉列-達布拉罕語、潘內

語的各種話75％~80％相似。宗

教 伊斯蘭教。

22【卡倫邦族】Kalumpang

又稱 M a k k i族、M a n g k i
族、Maki族、Ma’ki族、Mangkir

族、Galumpang族。分布 西

蘇拉維悉省東南部的馬穆朱區的

卡倫邦小區。人口 12,000人

（1991年）。語言 使用卡倫

邦語，分為Karataun語、Mablei

語、Mangki語、Bone Hau語及其

他使用人口較少的話，Karataun

語與Bone Hau語的詞彙相似度約

82％。語言活力強。族語詞彙與

瑪瑪薩語（Mamasa）78％相

似，與Rongkong語（達葉族的

族語）78％相似，與多拉佳—沙

丹語（Toraja-Sa'dan）74％相

似。經濟 種植稻米和咖啡。

宗教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23【瑪瑪薩族】Mamasa

分布 西蘇拉維悉省Polmas區
瀕臨瑪瑪薩河的Polewali小區。

人口 100,000人（1991年）。

語言 語言活力強。分為3種話
（北瑪瑪薩語、中瑪瑪薩

語、Pattae’語）。詞彙與多拉

佳-沙丹語78％相似。聖經譯本

1995年完成聖經部分經卷翻

譯。經濟 栽種水稻和咖啡。

宗教 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傳

統信仰。

24【達葉族】Tae’

又稱 Rongkong族、Rongkong 
Kanandede族、To Rongkong

族、Luwu族、Toraja Timur族、

East Toreja族、Sada族、Toware

族、Sanganga l l a族、Taeq

族、Tae’Tae’族。分布 南

蘇拉維悉省盧務區從Larompong

小區到Sabbang小區一帶，散布

著達葉族小型聚落。Rongkong

群族人分布於盧務區東南部的

Limbong小區和Sabbang小區，

在鄰近Soroako市的Nuha小區的

W a s u p o n d a 也 有 聚

落。Rongkong Atas群分布於

Limbong和Seko Lemo的上游地

區。Rongkong Bawah群分布

於Sabbang的下游地區。人口

250,000人（1992年）。語言

使用達葉語，分為4種話
（Rongkong語、東北盧務語、

南盧務語、Bua語），這4種話

的詞彙相似度為92％。語言活力

強，族語通行於各領域，族人對

族語抱持正面態度。與多拉佳-

沙丹語80％相似。雷摩朗族人與

一部分布吉斯族人及多拉佳—沙

丹族人會說達葉語。書面達葉語

記錄了該族祖傳故事。族語識字

率20％~30％，懂得書寫族語者

10％~20％。學校使用印尼語。

經濟 種植水稻、咖啡和蔬

菜。宗教 伊斯蘭教和基督

教。

25【多拉佳-沙丹族】Toraja-Sa'dan

又稱 Sa’dan族、Sadan
族、 S a d a n g族、 T o r a j a

族、Toradja族、Tae’族、Ta’e

族、南Toraja族、Sa’dansche

族。分布 南蘇拉維悉省Tana 
Toraja區以及盧務區，另有數千

名族人住在烏戎潘當。東南蘇拉

威西省西海岸的科拉卡區和

Wundulako區。人口 500,000

人（1990年）。語言 使用多

拉佳—沙丹語，分為Maka le

語、Rantepao語和Toraja Barat語

3種話，以Rantepao語最出名。

詞典 有族語詞典。聖經譯本

1960到1995年陸續完成新舊

約聖經翻譯。宗教 伊斯蘭

教。

26【大龍駱族】Talondo'

分布 西蘇拉維悉省馬穆朱區

卡倫邦小區的 T a l o n d o村

和Pedas i村。人口 500人

（1986年）。語言 大龍駱語

可能屬於西谷（Seko）次語

群，詞彙與卡倫邦語80％相

似。各年齡層族人都會講族

語，使用於家裡和運動場所。

稚齡兒童只會講本族語。族人

聲稱聽得懂卡倫邦族Bone Hau

語，但是講卡倫邦語的人表示

聽不懂大龍駱語，因而族人與

卡倫邦族人以卡倫邦語交談。

印尼語是貿易語言，因為做生

意的是布吉斯族人。學校內不

使用大龍駱語，因為老師都非

本族人。經濟 種植可可。宗

教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27【多阿拉族】Toala'

又稱 Toala族、Toala-Palili族、
Luwu’族、東多拉佳族（Toraja 

Timur或East Toraja）、Sada

族、Toware族、Sangangalla’

族。分布 南蘇拉維悉省盧務

區，從Masamba（馬三巴）到

該區最南端。Toala’群族人的

分 布 範 圍 從 山 麓 到 分 水

嶺；Palili’群族人分布於與布吉

斯族盧務群有所重疊的狹長海

岸地帶。人口 3 0 , 0 0 0人

（1983年）。語言 語言活力

強。粗分為2種話（To a l a '

語、Palili'語）。詞彙與多拉佳

—沙丹語74％相似。經濟 製

作椰乾、燒墾。宗教 伊斯蘭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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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勿董-勿董族】Budong-Budong

又稱 Tangkou族、Tongkou族。

分布 西蘇拉維悉省馬穆朱區勿

董—勿董河流經的勿董—勿董小

區的Tongkou村。人口 70人

（1988年）。語言 近似阿拉列

—達布拉罕語和Ulumandak語。詞

彙與馬穆朱語和西谷—巴當語56

％相似，與西谷—德雅語（Seko 

Tengah）61％相似，與巴那宣語

（P a n a s u a n）72％相似。住

在Topoiyo的部分族人因異族通婚

和地緣關係而擁有雙語能力。宗

教 伊斯蘭教。

29【巴那宣族】Panasuan

又稱 To Panasean族、To 

Pamosean族。分布 西蘇拉維

悉省東北部的卡倫邦語區，以及

已併入馬穆朱區卡倫邦語區的西

谷語區的西部，共2個村。人口

900人（1988年）。語言
各年齡層族人都會說族語，族語

態度極正面。族語詞彙與西谷—

德雅語67％相似，與西谷-巴當

語63％相似，與Tangkou語（勿

董—勿董族的族語）72％相似。

在家裡、教會中宣召和佈道、村

公所、學校都使用族語。貿易語

言。宗教 基督教。

30【西谷-德雅族】Seko Tengah

又稱 Seko族、Pohoneang
族、Pewanean族、Pewaneang

族。分布 西蘇拉維悉省北部

瀕臨Betue河的Limbong小區的西

部。人口 2,500人（1995

年）。語言 詞彙與西谷—巴

當語71％相似，與巴那宣語67％

相似。族人也會講印尼語。經濟

種植旱稻、咖啡、玉米和樹

薯。宗教 基督教和伊斯蘭

教。

31【西谷-巴當族】Seko Padang

又稱 Seko族、Wono族、Sua 
Tu Padang族（族人自稱）。分

布 西蘇拉維悉省盧務區

Limbong小區東北部，約半數族

人移居至中蘇拉維悉省的Palolo

河谷。人口 5,000人（1991
年），其中住在西谷語區的有

2,300人。語言 語言活力強，

許多小學使用族語教學。分為2

種話（L o d a n g語、H o n o’

語）。族人也會講印尼語。經濟

種植咖啡、水稻、玉米和樹

薯。宗教 基督教和伊斯蘭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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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波阿諾族】Boano

又稱 Bolano族、Djidja族。與
分布於摩鹿加省的柏瓦諾族

（Boano）不同。分布 中蘇拉

維悉省南海岸的Montong小區的

B o l a n o村。人口 2,700人

（2001年）。語言 詞彙與多

多利語（Totoli）83％相似。宗教

伊斯蘭教。

33【多多利族】Totoli

又稱 Tontoli族、Tolitoli族、

Gage族。分布 中蘇拉維悉省

北海岸的北Tolitoli（多利多利）小

區、Galang小區、Baolan小區和

Dondo（洞朵）小區，共29個村

或半村。人口 2 5 , 0 0 0人

（2001年）。宗教 伊斯蘭

教。

34【洞朵族】Dondo

分布 中蘇拉維悉省北海

岸Tolitoli Buol區的北多利多利小

區、Baolan小區、洞朵小區、

Galang小區、北Dampal小區，共

有25個村或半村。人口 13,000

人（2001年）。語言 族人認

為洞朵語是從多多利語分出來的

語言，也可能是從多密尼語

（Tomini）分出來的。宗教 伊

斯蘭教和基督教。

35【勞捷族】Lauje

又稱 Laudje族、Tinombo族、
Ampibabo-Lauje族。分布！中蘇

拉維悉省瀕臨Tomini灣和Sidoan河

的Dampelas Sojol小區、Dondo小

區、Tinombo小區、Tomini小區和

Ampibabo小區。人口 44,000

人（2001年）。語言 使用

Ampibabo語。Ampibabo語可能

是從其他語言分出來的語言。聖

經譯本 有譯出聖經部分經

卷。宗教 伊斯蘭教、基督教

和傳統信仰。

36【多密尼族】Tomini

又稱 T i a d j e族、 T i a l o

族、Mouton族。分布 中蘇拉

維悉省瀕臨Tomini灣的Moutong小

區、Tomini小區和Tinombo小區，

共42個村。人口 30,000人

（2001年）。宗教 伊斯蘭

教。

37【巴勒桑族】Balaesang

又稱 Balaesan族、Balaisang

族、Pajo族。分布 中蘇拉維悉

省Manimbayu半島上Balaesang

（巴勒桑）小區5個村。人口

3,200人（2001年）。語言 與

其他語言沒有相關性。宗教

伊斯蘭教。

38【丹貝拉斯族】Dampelas

又稱 Dian族、Dampal族、

Dampelasa族。分布 中蘇拉維

悉省Dampe las So jo l小區和

Belaesang（巴勒桑）小區共8個

村。人口 10,300人（2001

年）。宗教 伊斯蘭教。

39【達捷族】Taje

又稱 Petapa族。分布 中蘇

拉維悉省 A m p i b a b o小區

的Tanampedagi村，在Sindue小區

鄰近希貝索族（Sipeso）聚落之

處也住有族人。人口 350人

（2001年）。宗教 伊斯蘭

教。

40【達久族】Tajio

又稱 Kas imbar族、Tad j io
族、Ta’adjio族、Adjio族。分布

中蘇拉維悉省的Ampibabo小
區、Tinombo小區和Sindue小

區，共21個村或半村。人口

12,000人（2001年）。宗教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

41【本道族】Pendau

又稱 Ndau族、Ndaoe族、

Umalasa族。人口 3,200人

（2001年）。分布 中蘇拉維

悉省巴勒桑小區的Walandano村

以 及 S i b a y u 村 部 分 地

區，Simatang島，達久族分布地

北邊的D a m p e l a s  S o j o l小

區、Sirenja小區和Tinombo小區。

宗教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

42【佳僚族】Kalao

又稱 Kalaota族。分布 南蘇

拉維悉省佳僚島東部和塞拉雅島

南部。人口 500人（1988

年）。語言 詞彙與Laiyolo（萊

右洛）語76％相似。宗教 伊

斯蘭教。

43【萊右洛族】Laiyolo

又稱 Da’ang族、Barang—

Barang族。分布 南蘇拉維悉

省。Laiyolo群族人分布於萊右洛

村的Lembang Mate'ne，另外在

Kilotepo’和Sangkenha’也有聚

落。Barang-Barang群族人分布於

塞拉雅島南端的 L o w a村的

Barang-Barang聚落。人口 800

人（1997年）。語言 分為

Barang-Barang語和Laiyolo語2種

話，這2種話的詞彙相似度為86

％。Barang-Barang語的活力強，

塞拉雅語是第二語言；萊右洛村

的孩童據說不會講Laiyolo語。族

語詞彙與佳僚語76％相似，與布

敦語65％相似，與沃度53％相

似，與穆納語39％相似。鮮少族

人通曉印尼語。經濟 種植玉

蜀黍和樹薯、製作椰乾。宗教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

44【加馬魯族】Kamaru

分布 東南蘇拉維悉省東南部

的Buton（布敦）島。人口

2,000人（1979年）。語言 詞

彙與拉撒利姆語（Lasalimu）68

％相似，與沃留語（Wolio）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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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與奇雅奇雅語（Cia—

Cia）54％相似，與潘查納語

（Pancana）51％相似，與杜剛

貝西語（Tukang Besi）49％相

似，與穆納語45％相似。宗教

伊斯蘭教。

45【沃留族】Wolio

又稱 Baubau族。分布 東

南蘇拉維悉省布敦島西南部的

Bau—Bau（巴務巴務）市，以

及馬來西亞沙巴州。人口

34,529人（2000人）。語言
使用沃留語。詞彙與奇雅奇雅語

61％相似，與Masiri語和Lantoi語

60％相似。區域性官方語。貿易

語言。沃留語過去做為巴務巴務

蘇丹王國及其鄰近聚落的宮廷語

言，為該地區的貴族所用，採阿

拉伯字母書寫。詞典 有族語

詞典。語法書 有語法書。宗

教 伊斯蘭教。

46【沃度族】Wotu

分布 南蘇拉維悉省，沃度市

的沃度小區以及盧務區。人口

5,000人（1987年）。語言

詞彙與沃留語58％相似，與
Barang—Barang語53％相似，與

南蘇拉維悉語群各語平均相似度

為43％，與Kaili—Pamona次語群

43％相似，與西谷-巴當語41％

相似，與達葉族盧務語39％相

似，與本庫-多樂基次語群36％

~43％相似，與多拉佳—沙丹語

37％相似，與布吉斯語33％相

似，與冉姆彼語31％相似，與雷

摩朗語25％相似。布吉斯族盧務

語是該族主要的第二語言。宗教

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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