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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族人，表演賽夏族傳統的樂舞，鼓動原住

民族的文化生命，為接下來2個月的原住民族文

化遊，揭開序幕。

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指出，現今臺

灣的年輕人，移動性非常強，今天人在臺北，

可能明天人就在高雄。因此，原民會精心規

劃，在全臺的20個縣市，舉辦文化講座、紀錄

片欣賞、原住民傳統工藝教學等活動，以拉近

民眾與原鄉的距離，並學習尊重多元文化的真

實內涵。

 水璉部落美麗村落     
  牛山呼庭山海美景

自10月19日起，連續7周的每個周六、日，

原民會各安排1場，2天1夜的部落體驗，首先登

場的是「探訪水璉秘密花園」。

大約在300年前，荷蘭人無意間探訪此地，

被當地秀麗的風景，深深吸引，而大聲驚呼：

「Sibilian（這美麗的村落的意思）！」

後來水璉部落的名稱，從日本昭和時代一直

沿用至今，他們以獵人作為守護部落生命的象

徵，目前的吉籟獵人學校，仍持續傳承文化的精

神，守護著這片土地。

此次行程，可以學習以林投葉製作風車；認

識頭目演講石，了解歷任頭目對部落的貢獻；學

會使用山刀，運用植物的特性，製作實用的繩索

及容器等野外求生技巧。

 雙龍布農小米祭     
 天籟般的八部合音

10月26、27日，是布農族雙龍社區部落體

驗。在臺灣的原住民中，以布農族的祭典最多，

每年在農閒時，他們都會舉行射耳祭活動，祈求

獵獲豐富，族群興旺。

由於重視小米收成的關係，部落發展出一套

規律的時節祭儀。配合祭禮的進行，孕育出複雜

而獨特的合音唱法。其中更以祈禱「小米豐收

歌」，最為聞名。

每年11月到12月間，布農族會舉行「小米

播種祭」，他們的族人深信，天籟般悅耳的歌

聲，可以取悅天神，使小米結實纍纍，帶來年年

豐收。而「八部合音」，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

的合音方式。

在兩天探訪行程中，可以學習「八部合

音」的母語歌謠，體驗高山原住民族的傳統生活

方式。

 水璉部落的阿美族人，將狩獵生活經驗，彩繪在住屋的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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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民會力推「原知原味」文化逍遙遊

探索部落  
體驗自然原創生活

文／張坤華  圖／原住民委員會提供

對非原住民族的國人來說，對於原住民的

認知仍相當有限。為讓民眾體驗原住民的傳統

文化、音樂歌舞及生活美學，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希望藉由實地的體驗，來增進民眾對原住

民的了解。今年首度推出的「原知原味──2013

原住民族文化遊」，共規劃7條路線，讓民眾可

以親身遊歷原住民部落，學習原住民部落編

織、雕刻工藝，以及他們對自然、對祖靈崇敬

的生命哲學。

臺灣是整個南島語系民族的發源地，然而生

長在這塊土地的我們，對於臺灣蘊涵豐富的人文

與自然生態，乃至於原住民文化的了解與研究，

還是相當有限。由於原住民族目前仍保留了南島

語系民族，最古老的語言與文化形式，各族群有

自己的語言、風俗習慣，以及部落結構。這些珍

貴的瑰寶，透過不同的圖騰，顯現出豐富又神秘

的文化色彩，非常值得參訪，一窺究竟。

 體驗「原知原味」 尊重多元文化

10月11日下午，原住民族委員會邀請國寶級

老師章潘三妹，帶領南庄「賽夏文化藝術推展協

為了讓民眾進一步體驗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舉辦「原知原味

―― 2013原住民族文化遊」的部落體驗。藉由親身遊歷的方式，讓更多人能夠用雙眼飽覽原
鄉美景、用雙腳走讀原鄉文化。

 達娜伊谷在鄒族語言中，是「一個沒有憂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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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訪比亞外部落     
 尋找莎韻的故鄉

泰雅族是目前臺灣分布最廣的原住民族，他

們以大霸尖山為聖山，「祖靈」是傳統宗教信

仰，相信「祖靈」是主宰人一生禍福的關鍵。

位於桃園復興鄉的比亞外部落，是個僅有10

餘戶的泰雅族小型聚落，四面環山，緊鄰大漢溪

上游鳥嘴山地區。族人秉持泰雅族傳統精神，樂

於與人分享的熱情，讓這片完整保留自然的環

境，深深吸引外地的遊客。

11月23日及24日，在此聆聽泰雅古調的樂

舞，認識傳統的建築工法，學習如何善用永續的

自然資源，建構生生不息自然的環境。

另一個宜蘭縣南澳鄉山區的金岳部落，屬於

南澳泰雅族澤敖列群，背山面海，有豐富的自然

資源，他們多半是流興（Ryohen）部落的後人。

民國27年，流興部落少女莎韻（Sayang），

護送日籍老師田北正記下山，途中遭遇颱風，不

幸跌落南澳南溪殉難，當時臺灣總督特別贈送

「愛國少女莎韻之鐘」，以表彰其事蹟，至今仍

為泰雅族世代相傳的動人故事。

11月30日及12月01日，不妨趁假日到此，參

觀莎韻文化故事館，實際體驗泰雅族的射箭文

化，與南澳群泰雅傳統染布技術。

 精采豐富的文化系列講座

除了部落體驗，千萬別錯過，原民會也從

10月16日開始，在全臺20個縣市，展開的各種

精采文化活動。其中包括：「從者播cepo'到海

稻米──阿美族的在地文化故事」、「咚咚咚

過年了──邵族杵音文化」、「《划大船-從蘭

嶼到臺灣》紀錄片放映與座談」、「噶瑪蘭傳

統祭儀的文化變遷」、「傳承祖先精神的賽夏

藤編文化」、「泰雅族口簧琴文化及其音

樂」、「臺灣高山民族──布農族的部落說唱

文學」、「泰雅伊娜工藝文化體驗」、「女人

的歌──排灣族雙管口笛雙管鼻笛風華」及

「石生物語──卑南部落教室的石頭彩繪體

驗。」

11月的文化講座等系列活動，有「《戀戀

FUZU》紀錄片放映與座談」、「尋回我們的賽德

克家屋」、「魯凱族霧臺部落文化景觀變遷」、

「染映原山˙織梭時尚──泰雅染織工藝之

美」、「火光中的族群──撒奇萊雅的文化記

憶」、「跳！身體˙文化˙我」、「排灣族的鼻

笛世界」、「傳統進現代──體驗鄒族文化的工

藝創作」、「織布完的故事」以及「《彩虹故

事》紀錄片放映與座談。」

 魯凱族從公共空間到家屋，生活中隨

處可見工藝美學。

 布農族的「八部合音」，是目前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天

籟美音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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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開矮靈祭神祕面紗    
 嘎嘎歐岸文化之旅

11月2、3日，是賽夏族部落體驗。以矮靈祭

著稱，始終帶有神秘色彩的賽夏族，主要分布在

苗栗與新竹的山區。據語言學家推測，賽夏族語

言是較古老的南島語言，因此也可能是出現在臺

灣較早的住民。

有別於其他原住民族的祭典，賽夏族的矮靈

祭，是基於對矮靈的懺悔舉行祭典，所以整個儀

式十分敬畏神聖。特別在寧靜的夜晚，給人一種

嚴肅而撼動人心的氛圍。

隨著南庄的觀光發展，嘎嘎歐岸部落很早就

投入部落文化導覽工作，及賽夏文化體驗園區的

概念規劃，以提供完整的賽夏文化學習。

 戰祭舞動人神分際     
 鄒族行動守護生態環境

11月9、10日，是鄒族部落體驗。分布在阿

里山一帶，由於族人以狩獵為主，裝扮多為皮衣

皮帽。在鄒族的祭祀中，以戰祭最為重要，從整

個儀式的流程和歌舞中，即可發現他們已經將人

與神的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秩序，安排得非常

清楚。

達娜伊谷溪不但是鄒族的漁獵場，也是孕育

族群生命體的臍帶。民國70年代，族人開始生態

護魚，以行動守護環境與部落的文化。

徒步溪谷間，聆聽部落長老解說自然生態變

化，與近年封溪護魚的保育故事，並與在地族人

聊天互動，實際感受部落生活的甘苦。

 魯凱雲豹的故鄉     
 探索霧臺生活美學

11月16、17日，規劃魯凱族部落體驗。每

年8月會藉由收穫祭，讓土地休息，也趁機舉行

家族、部落的各種祭祀。祭典開始時，會掛起

象徵吉祥的百步蛇畫像，和太陽神畫像，由主

祭者吟誦祈禱文，一是謝天，再則是祈求來年

豐收平安。

霧臺村位於現今屏東縣霧臺鄉，由霧臺、神

山、伊拉3個部落合併而成，境內有壯闊的溪谷

與山林風光，3部落依山勢築石板屋而居，各自

形成特色。

魯凱族的原始藝術創作，講究精緻細膩，如

木雕、石板浮雕，竹籃、月桃葉蓆編織，隨處可

見匠心獨運的手工作品。從石雕岩刻與木雕中，

我們可以欣賞魯凱族人的宇宙觀，及獨特生活美

學。

 鄒族以狩獵為生，皮衣、皮帽是主要的裝扮。男子盛裝為紅色的長袖上衣、胸衣與遮陰布，加上山

羌皮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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