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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次：第四講 

講題：島嶼 DNA：由臺灣史及臺灣疾病人類學看臺灣多元文化 

講者：陳耀昌 

時間：2017/10/06（五）Am10:15~12:00 

地點：圖書資訊館 1F 湖畔講堂 

記錄：呂一卉 

 

  從今天的演講主題來看，究竟台灣的歷史與疾病有什麼關連？讓陳耀昌講者

的演講娓娓道來。開始講者先開始探究台灣居民的特性與組成，在求學的過程中

學習到最早居住在台灣的是原住民族，而原住民族又細分為許多族群，經過許多

的研究發現台灣的原住民族是南島語族的起源，並漸漸向海外發展。之後歷經荷

西時期、鄭氏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迄今的多元族群，隨著這樣的歷史演變，

所謂的「台灣人」也融合了許多族群的基因而演化出不同的模樣、生活方式、、

等等，然而這樣的改變又造就許多特殊的疾病因子存在於這些混合的基因內，演

變成現今許多的疾病，例如：幽門桿菌、鼻咽癌、僵直性脊椎炎、海洋性貧血、、

等等。有些疾病好發於特定族群，透過許多的研究追溯源頭漸漸發現原來這些特

殊的疾病，是早期族群融合產生的，有的是代代遺傳、有的隔了好幾代才遺傳。 

 

  因為歷經不同時期、不同的族群的演化，台灣的族群漸漸呈現多元化發展，

許多族群來到台灣後也逐漸融入其中，講者也提到這些族群的姓氏改變，某些地

區群聚了某個特定族群而形成了ｘ氏家族、、等，所以某些地區的姓氏也可以推

測他們的祖先是起源於哪個族群，而這些族群無形中也影響了日常生活的習慣，

並逐漸地傳承至今。 

 

  台灣從古至今一直是個多元族群與多元文化並存的島嶼，而這樣多元的文化

也形成許多特殊的文化並流傳至今，現今我們更應該秉持著包容與尊重的態度，

與不同族群間互相學習與關懷而不是相互交惡或敵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