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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賽德克族的Gaya觀念是他們生活中的重要依據，依照祖先遺留的生活慣性，

自成一套屬於賽德克人的生活方式，代表的是族人必須遵循的規範，在 Gaya 範

疇中達到共同意識。 

Gaya 和 uyas  kmeki「跳舞歌」為賽德克族人傳統的文化特色，現今社會的

變遷，使得傳統文化受到衝擊，許多國小經由原住民族文化推廣課程來傳承該民

族的特色。 

本文以南豐國小的歌舞課程，探究賽德克族傳統文化的傳承，以 uyas  kmeki

「跳舞歌」為主軸，以一至三年級的學生做研究。經實地的田野調查、深度訪談

後了解學校的課程編排和教學下的傳承現況，並試圖探討賽德克的歌舞傳承的課

程中 Gaya 的觀念是否被孩童們接受。 

研究後發現，短期內南豐國小的學生無法藉由 uyas  kmeki「跳舞歌」了解

到 Gaya 的觀念，需要長時間的觀察得以找到答案。 

 

關鍵字：歌舞傳承 賽德克族  G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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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大一下學期選修了陳俊斌老師所開的原住民音樂課程，引發了我對原住民

文化與音樂的興趣。課堂上老師曾經放過魏德聖導演的作品《賽德克‧巴萊》的

預告片，並解說這個民族為泰雅族中的一個亞群，且即將正名為賽德克族。泰雅

族和賽德克族有著相同的祖靈信仰，卻有著不同的語言、不同的音樂特色，讓我

對這陌生的民族感到好奇並想加以探討。 

筆者在找尋賽德克族研究議題的過程，參加了「霧社事件八十周年祭典─感

恩音樂會」發現賽德克族的《跳舞歌》是他們文化的象徵之一，每一所學校幾乎

都有傳承這項文化，以什麼樣的方式繼續流傳或改變，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此外，在耆老對於 Gaya 觀念的重視。耆老口中的 Gaya 觀念是族人們生活的依據。

但在現今的社會 Gaya 的觀念是否還存在?是否可以藉由學校的歌舞傳承讓孩童

們瞭解到 Gaya? 

本文將針對賽德克《跳舞歌》的傳承做區域性的研究，以學校為單位探討賽

德克族如何在學校的教學中傳承歌舞，並試圖探討在 Gaya 觀念下的族人們如何

將 Gaya 的觀念運用於《跳舞歌》中，討論傳承的目的及意義。 

透過本文的書寫，記錄下賽德克族的傳承的現況。其目的希望透過本文的書

寫，讓年輕一輩的族人及都市化的原住民瞭解賽德克族對 Gaya 以及傳統舞蹈的

堅持和維護，另外能使更多讀者認識賽德克族在社會的衝擊下，依然保持跳舞歌

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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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在呂炳川在著作《台灣土著族音樂》曾指出： 

我國最早研究台灣土著族是開始於清朝，清代官吏們為了編撰一系列的

府志、地方志、紀行記而從事調查工作，當時是當作民族誌的一部份來寫。 

    日治時期開始有民族音樂家著手研究台灣的原住民音樂。例如：田邊尚雄、

黑澤隆朝、伊能嘉矩…等。 

    賽德克族為泰雅族的一個亞族1，但過去的音樂相關研究大多將他們一起歸

類在泰雅族下
2
。賽德克族在 2008 年 4 月正式正名為台灣的第十四個原住民族。

至今有關賽德克族的文獻並不多，但仍然可追溯至泰雅族的相關文獻來看賽德克

族的相關歌謠及舞蹈。在呂炳川《台灣土著族音樂》中認為音樂方面，兩族基本

上相同，但泰雅族為三音音階，賽德克族為四音音階，較為豐富。 

田哲益(2004)《台灣原住民歌謠與舞蹈》中提到泰雅族音樂傳承的問題： 

    泰雅族的音樂及歌謠與大自然生活息息相關，然而由於泰雅族無文字記載，

因此許多歌謠都無法有系統且完整的傳續下來，僅靠口頭的方式代代相傳，所以，

許多豐富的祭典歌謠和民間小調都在日漸流失中。 

    教育方面，在現今的台灣，各個民族重視到教育和傳承的重要。紛紛利用學

校、教會…等管道傳承自己族群的音樂文化。帖喇‧尤道(2006)《台灣原住民族

─太魯閣族樂舞教材文化》以專書的方式將太魯閣族的樂舞紀錄，除了文化的傳

承更藉由歌舞教育年輕一輩的原住民。另有蔡杏絃(2003)《學校本位概念下的音

樂課程設計─以烏來福山國小為例》以泰雅族的福星國小為例，從文化歷史、傳

統歌謠、語言、儀式…等，探究現今原住民為傳承、教育下有系統的組織教材，

並培育出優秀的師資設計課程，教育新一代。  

    曾毓芬(2008)《賽德克族與太魯閣的歌舞系統研究兼論其音樂即興的運作與

                                                        
1 余光弘(2000)《台灣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頁 1。 
2王櫻芬(2008) 《聽見殖民地：黑澤隆朝與戰時台灣音樂調查（1943）》頁 33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7moJq/search?q=auc=%22%E8%94%A1%E6%9D%8F%E7%B5%83%22.&searchmode=basic


 

3 
 

思維》文中探討賽德克族和太魯閣族的歌謠及舞蹈即興運用，將論文分為理論基

礎與研究方法、制約下的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傳統音樂文化、賽德克族與太魯閣

族音樂即興的模式與思維等三部分，以兩族的文化背景作為前提，不單單以某部

落作為研究對象，而是做南投仁愛鄉的賽德克族和花蓮太魯閣族的音樂採錄，作

較全面性的普查，加以描述賽德克族和太魯閣族音樂上的差異性。並將採錄到的

音樂和歌詞加以分析及解釋。 

此論文是以著重於兩族的音樂系統，從文獻探討和田野調查後，呈現兩族有

許多共通性，再深入探究賽德克族音即興音樂的形成和如何運作。 

  

 

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限制 

 

一、研究對象 

本文所研究的對象為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的南豐國小，位於較靠近埔里的學

校，交通上比其他仁愛鄉的學校較為方便。筆者將以南豐國小歌舞傳承做為研究

的主軸，加以探討實施歌舞傳承後，孩童是否對於賽德克族的 Gaya 觀念有所了

解。 

 二、研究限制  

由於南豐國小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山區，以交通來說較不方便，研究期間剛好 

遇到南豐國小的對外橋梁修復，交通上更為困難。時間的配合也是個問題，僅能

利用星期五參與學校傳承歌舞的課程。另外，除了教學的時間外要和教學者訪談

不大容易，一方面正值農務時期，在南豐國小教學後隨即要上山採茶或農耕。訪

問的時間需要另約時間，需多跑幾次田野。由於研究的時間較短，無法將南豐國

小的傳承課程全面性參與研究，僅以一至三年級的賽德克傳統歌謠課程為研究議

題。 

 在探究傳統歌謠時需訪問耆老有關賽德克人的 Gaya 以及歌謠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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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耆老的中文不大好，平常時都以賽德克語與族人交談。筆者在訪問耆老時，僅

能從耆老所了解的中文拼湊出耆老所表達的意思，再一次跟耆老做確認。但在這

一來一往間多少會有些許誤差，需有會講中文的族人一同前往耆老家中訪問。 

三、研究方法 

(一)實地田野調查 

    民族音樂學研究領域中強調實地的田野調查；唯有實地的田野調查才可以

「局內」、「局外」的角度去看該研究對象。 

(1) 參與觀察法：藉由參與耆老教唱的過程中和學生一同學習，觀察學生上課的

情形，並評估親身在參與學習的過程後學到了什麼。 

(2) 深度訪談：透過訪問部落的耆老和目前在南豐國小教唱的傳承者，以他們的

觀點來看現今的傳承問題，經由訪談了解傳統 Gaya 的觀念與現今社會的衝突。

藉由這樣的訪談，探究歌舞傳承中是否也將 Gaya 做傳承。 

(3) 民族誌書寫：將每一次所參與上課的實際情形和所觀察到的心得寫下，另  拍 

攝南豐國小參與的表演做詳細記錄，做為研究的依據。 

(二)蒐集相關資料：以原住民的傳承和賽德克族歌舞為主。從碩博士論文、期刊、 

影音資料等找尋適合用於本文的資料，透過舊有資料的閱讀在訪問過程中得

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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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Gaya 下的賽德克族歷史與文化 

 

  

第一節  族群分佈概述 

   

賽德克族在尚未正名以前為泰雅族的一個支系。文化大致上來說兩族相近，

但語言上卻有所差異，只有部分的字彙相同。3 

以中央山脈為界，分為東賽德克族和西賽德克族。東賽德克族散居於花蓮山

區，西賽德克族則主要在南投縣仁愛鄉，由 Tkdaya、Toda、Truku 等三個語群所

組成。賽德克族的發源地為南投縣。部分 Truku 移至花蓮縣境內，現為太魯閣族

4。其他賽德克族分佈在台灣的中部、東部及宜蘭等地。5 

 

 

第二節  Gaya 的起源傳說以及對 Gaya 的認識 

 

神話傳說在現代這個講求科學根據的社會裡，可能會被笑稱是無稽之談，但

在賽德克人傳統的生活中視為一種生活慣性的依據，族人的生活型態和神話傳說

有很大的關係。 

傳說 Gaya 的定義來自於 Sisin。一天，Sisin 鳥和烏鴉進行搬運大石頭的競賽，

為幫助人類移除山坡的大石頭。烏鴉費盡了所有力氣，始終搬不動，還因此打傷

了腳。最後一跛一跛的羞愧的飛走了。之後，換 Sisin 鳥來搬運大石頭，雖然身

                                                        
3田哲益(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北市：臺原。頁 37。 
4
 2004 年 1 月 14 日正名成為太魯閣族。資料來源：

http://www.tipp.org.tw/formosan/population/population.jspx?codeid=461，讀取於 2011 年 4 月 27 日。 
5
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 http://www.tacp.gov.tw/home02_3.aspx?ID=$3137&IDK=2&EXEC=L 

 

http://www.tipp.org.tw/formosan/population/population.jspx?codeid=461，讀取於2011年4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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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小，力量卻很大，一會兒就將大石頭給搬走了。人類看見了，認為這鳥身上一

定附有鬼神的幫助，否則這麼小的身體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力量?此後，族人相信

Sisin 鳥的話作為族人生活和生命禮儀的一切準則。 

務農時族人會聽 Sisin 鳥的叫聲決定今天是否可以播種，要聽到 Sisin 鳥的叫

聲才可以，才代表會豐收。如族人要到山中狩獵時要做三次詢聽的動作，第一次

如果沒聽到 Sisin 出聲音就要再放棄第一次的儀式，從頭來過。若三次都沒聽見

Sisin 鳥的叫聲的話就表示這是出去狩獵有危險，可能會和外族有衝突、獵首等

等危險。族人深信 Sisin 鳥為他們生活中做任何事吉凶好壞的依據。6 

傳統的賽德克族社會中，他們有著 Gaya(賽德克語)這個專有名詞。Gaya 是祖

先所留下、所傳承的意念，被視為祖先的遺訓。舉凡族人的出生、學習、祭祀、

婚嫁、生育子女…等，有關生活中的一切都和 Gaya 相關。它是族人的生活與生

命歷程中的慣性、規範或者是倫理道德，更是賽德克文化中的生活與精神核心。 

 

一、 關於狩獵的 Gaya 

 

在 Tkdaya 群中，關於 Sinin 的傳說是用於狩獵，他們深信 Sinin 鳥是有特殊

能力，可以預知狩獵順不順利，或是堤防意外的發生。Tkdaya 人在狩獵時不單只

用關於 Sinin 的 Gaya，另外在出門狩獵的前一天晚上先用木炭生火，如果隔天去

看還有還有點紅紅的灰燼就代表這是出去狩獵會很順利。 

Tkdaya 耆老 Pihug Tado(郭秋金)講述有關 Sinin 的 Gaya7： 

 

在出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們會生火。然後第二天早上要去看，如果說木

                                                        
6沈明仁(1988)，《崇信祖靈的民族 賽德克人》，台北：海翁出版社。頁 95-96。 

曾毓芬(2008)《賽德克族語太魯閣的歌舞系統研究間論其音樂即興的運作與思維》，國立台北藝

術大學博士論文。頁 65。 
7 2011 年 4 月 9 日與 Tkdaya 耆老 Pihug Tado(郭秋金)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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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還有一些火的話就可以去。還要去山上聽那個 Sinin。牠在妳右邊唱歌的

話可以去，在左邊的話就不能去。不然會發生意外。 

 

二、 務農的 Gaya 

 

小米為過去賽德克人主要種植的農作物之一，每年撒小米的時候族人會觀察

小米有沒有螞蟻來搬，螞蟻搬小米回去是代表儲存的意思，如果有的話表示在這

一年一定會豐收。 

   以前他們除了會看有沒有螞蟻來搬之外，他們在撒小米之前會去看一位部落

中的老長者。他開始撒了其他族人才可以撒。因為他每次撒的小米都會大豐收，

就連收成也要先看到長者，長者開始收成其他族人才可以開始採收。如果擅自做

決定撒了小米，就算小米長大了也不會結果。 

   種小米之前他們會先用大石頭和木棍、線做成捕獸夾，如果有抓到老鼠的話

代表會豐收。 

 

  耆老 Pihug Tado(郭秋金)表示：
8
 

 

無論是撒小米、去打獵帶狗或是放夾子，前一天都不能隨便開玩笑。不

能講那些不該講的話，男孩子要出去狩獵的時候不能隨便開玩笑和唱歌。 

 

三、兩性互動中的 Gaya 

 

在賽德克的傳統社會裡，他們重男輕女。原因是因以前為務農的時代，需要

大量的勞力，當時家中的男丁越多該家庭在社會上的地位就越受尊重。 

                                                        
8 2011 年 4 月 9 日與 Tkdaya 耆老 Pihug Tado(郭秋金)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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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ubi Pihug(郭阿玉)女士的口中得知這是母親所講述的：9 

 

以前他們比較不喜歡給女孩子讀書，輕女重男。過去都務農，要扛很重

的東西，路是要用腳走的，沒有這麼方便，不像現在可以開車、騎摩托車、

還有開山路。以前都是小路，做什麼事情都要用腳。以前的家庭如果說家中

很多男孩子，那就是最好的。因為他們可以做勞力，所以每一個人都喜歡男

孩子。一個家庭生很多男丁的話，大家就會很尊重這個家庭。 

 

男性在賽德克的社會中視為家中的支柱，所以非常尊重男性。家中的女性不

能在家中的男性面前有較不文雅的舉動，比如不能在家中的男性面前放屁，他們

認為這不尊重，沒有 Gaya 的觀念。 

關於男女之間倫理的 Gaya，郭阿玉女士口述：10 

 

以前小時候部落的老人都會遵循著 Gaya，比如說女孩子單獨跟男孩在

一起被族人看到，看到的那個人會帶頭起來跟整個族人說這家的女孩子行為

不好。因為以前不能男女獨處，如果這樣的情形大家都會到那女子家，如果

他們家有豬、有牛，他們就不用經過女子家人的同意就抓豬、抓牛把牠殺掉，

分給族人。以前是這樣子。那是我在 14、15 歲的時候最後一次看到的。 

   

在報導人口中的男女情愛關係是由男方主動到家裡來聊天，男方覺得女方的

父母也喜歡他的話，就會找父母一同來提親，尚未提親前雙方的男女是不行單獨

在一起，否則將會以 Gaya 懲罰。 

泰雅文化傳統的社會團體有，血族、狩獵、祭祀、犧牲及勞役血族團體，是

由同一家族有血緣關係的人居住一處而形成；狩獵團體，則是由部落中的男子所

                                                        
9 2011 年 3 月 27 日與 Rubi Pihug(郭阿玉)之訪問 
10 2011 年 3 月 27 日與 Rubi Pihug(郭阿玉)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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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女子是不行參加的並且要遵守 Gaya，以免男子在狩獵的途中受到危險。

祭祀團體為 Gaya 中最重要的，祭祀範圍包含播種祭、收穫祭、祖靈祭…等；犧

牲團體則是在 Gaya 的制約下所產生的贖罪團體，為依照 Gaya 的律法而須受到

的懲處。勞役指的是「共同勞役」，族人間會一同工作，不只為了自己的家，也

幫忙其他家的農務工作。11 

然而，Gaya 為賽德克人倫理道德的最高準則，也可是說是該民族的律法，

涉及不同層面的倫理。違反男女間的倫理禁忌如通姦，族人則會以的 Gaya 處理

方式將女子家處分，抓走他們家的豬、牛來懲罰他們。必須要對全部落的人認錯

並得到饒恕，才能解除祖靈遷怒的行為。12Gaya 會因地方區域的不同而不一樣，

但同樣的是他們共同遵照祖靈的遺訓，維持該地區共同的律法和慣習，讓賽德克

族保有不同其他族群的精神內涵與文化價值。 

總括而論，Gaya 是賽德克人的律法、倫理、生活慣習等一切的依據，自成

一套屬於賽德克人的生活方式，代表的是族人必須遵循的規範，在 Gaya 範疇中

達到共同意識。 

 

 

 

 

 

                                                        
11 廖守臣(1998)。《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蓮：私立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頁 50-61。 
12

 曾毓芬(2008)。《賽德克族與太魯閣的歌舞系統研究兼論其音樂即興的運作與思維》，國立台北

藝術大學音樂學博士論文。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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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賽德克族祖靈信仰及祭典 

 

一、 賽德克族的傳統祭典  

   

賽德克族在 2008 年正名13，正名之前政府的劃分上屬於泰雅族之雅族。實質

上兩族間的服裝、語言、音樂…等有所不同，但在他們的部落裡同樣有著宗教信

仰，他們皆相信祖靈(Utux)的存在。因此賽德克人將務農、狩獵的希望付諸於天

地中的祖靈，相信透過舉行各種儀式，作為與祖靈溝通的橋樑。
14
傳統文化下的

賽德克族祭典有播種祭、收穫祭、祈雨祭、狩獵祭、及獵首祭等。 

 

 (一)播種祭 

播種祭大約在每年的 2~3 月舉行，舉行此祭典前部落裡的長者一同和主祭司

協商有關小米播種祭的相關事宜，擇日舉行。除了重病和有不良行為的人以外，

所有族人都需要參加，但在這期間內有族人身亡則取消該次的祭祀，另擇日進

行。 

 (二)收穫祭 

收穫祭大約在每年的 9~10 月舉行，規模跟播種祭雷同，也需要部落長者和

記司共同協議選擇舉辦收穫祭的日子。但不同的地方在於前一天必須完全宵禁，

讓部落處於靜默的狀態，不能有任何一點聲音。 

播種祭和收穫祭從祭壇的設置和祭禮的開始都是由主祭司和祭團所進行，外

人無法接近和觀禮。 

                                                        
13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台灣原住民資訊資源網

http://www.tipp.org.tw/formosan/news/news_detail.jspx?id=20090202000098，讀取於 2010 年 4 月 16 日。 

2008 年 4 月 23 日賽 德 克 族 正 名 通 過 法 案 ， 成 為 台 灣 原 住 民 第 1 4 族 。  
14
 余錦福(2002)，《泰雅族賽德克亞族 Uyas 複音即興演唱與社會制約》。 

http://www.yushanth.org.tw/chyushanth/rd/schoolpapers/011/011.htm，讀取於 2010 年 11 月 23 日。 

 

http://www.tipp.org.tw/formosan/news/news_detail.jspx?id=20090202000098，讀取於2010年4月16
http://www.yushanth.org.tw/chyushanth/rd/schoolpapers/011/011.htm，讀取於2010%20年11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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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祈雨祭 

這個祭典沒有固定的時間舉行。每當久未下雨，缺水乾旱時才會在部落的溪

流附近舉行，在哪個溪流舉行則是由主祭司而選定。 

 (四)狩獵祭 

賽德克族的狩獵祭在每年的收穫祭一個月後舉行，以單一部落或是聯合幾個

部落一起舉行，除了身體不適、重病的族人外，全數參與，他們將所獵獲的獵物

進行分享、均分，就算無法來參與的族人也可分到。 

狩獵祭對族人來說是很重要的祭典，象徵著一年的開始和結束，也是為了慶

祝豐收和祖靈們的庇佑，祈求明年也會豐收。 

 (五)獵首祭 

在播種祭前和收穫祭之後會獵首，播種祭之前獵首是祈求祖靈在今年可以豐

收；在收穫祭之後獵首代表感謝祖靈今年的庇佑。賽德克族人將人頭視為對祖靈

最崇敬的祭品，獵首成功後，被獵者會成為保護靈，所以每個人必須遵守祖先的

遺訓，以免為祖先所棄。但在日本統治後禁止獵首的行為，這樣的祭典早就不復

存在。15 

在耆老的意識裡，從前他們會將獵到的獵物切一點下來丟至地上或是喝酒時

將一點點的酒灑在地上，分享給祖靈。他們相信祖靈一直都在身邊，這樣表示對

祖靈的尊敬。 

 

 

 

 

 
                                                        
15曾毓芬(2008)《賽德克族與太魯閣的歌舞系統研究兼論其音樂及性的運作與思維》，國立台北藝

術大學音樂學博士論文。頁 64。 

余光弘(2002)《台灣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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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現今族人的祖靈觀及祭典 

 

筆者實地探訪居住在眉溪部落的兩位耆老，Pihug Tado(郭秋金 82 歲)及 Obin 

Nawi(郭蔡再妹 78 歲)夫婦談論以前的祭典，他們表示以前都沒看過。筆者提出質

疑，2010 年 10 月 27 日為霧社事件八十周年所舉辦的「霧社事件八十周年祭典」

16對族人來說是什麼？在耆老的意識裡，那樣的祭典從來沒有看過，認為那可能

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 

同為賽德克人的沈明仁校長認為，祭典還是存在，但所有祭典都在每年的

12 月 31 日和賽德克族的過年一起舉辦。今年沈明仁校長已申請賽德克族的過年

年國定假日已經通過，從 1 月 1 日至 1 月 3 日。從 2012 年開始實施，往後每一

年賽德克族人就在這幾天辦過年儀式。 

在沈明仁校長口中，「霧社事件八十周年祭典」17為祖靈祭，昭告祖靈並感

謝祖靈的庇佑得以平安和豐收，而耆老口中是沒有關於祖靈的祭典，祖靈的信仰

在於生活中。如獵到獵物時將獵物的肉或內臟丟至地上表示分享給祖靈，或是喝

酒前先倒一點點至酒杯灑至地上，對祖靈表示尊重。但現在兩位耆老因有了基督

信仰，也已經不在這樣做了。 

耆老 Pihug Tado(郭秋金)夫婦和沈明仁校長的所表達的觀點不一致，讓我反

思在上一節 Gaya 中提到在播種小米時需要去看老長者開始撒才可以開始播種。

然而傳統祭典中的播種祭是由部落中的長老數人和主祭司一同協商播種祭的事

宜所以有可能耆老口中的就是祭典，也可能在他們的年代這樣的祭典已不存在，

但卻留下了這樣的 Gaya。 

祖靈信仰也因現今族人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傳統的祭典以及祖靈信仰已經

逐漸消失。認為傳統的祖靈信仰跟聖經中的真神是不謀而合，同為相信有神、靈

的庇護，只不過在以前的賽德克人沒有接觸到真神而有祖靈信仰的產生。從前的

                                                        
16 參閱附錄一，頁 50。 
17 2011 年 1 月 21 日與沈明仁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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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靈崇拜已不再，取而代之的受到漢化及西來影響的宗教和生活型態。  

筆者在實地參加「霧社事件八十周年祭典」後認為，現今的祭典是為恢復傳

統而呈現，另一方面也是因觀光而形成。雖帶有觀光色彩，卻也是為賽德克文化

恢復的一種方式。 

 

 

圖 2-1 「霧社事件八十周年祭典」-祭壇  

2010 年 10 月 27 日 筆者攝 

 

小結 

Gaya的代代相傳仰賴著賽德克人的生命禮俗與歲時祭儀，涉及的成面廣闊，

也因此產生了特有文化，如狩獵、歌謠與舞蹈…等，因地域性的不同或組先遺留

下的訓旨不同產生出不同的 Gaya，但現今的 Gaya 已經不再被受重視，只能依循 

著耆老的腳步得到答案。傳統的祖靈信仰和祭典因為外來文化的影響也逐漸消失

殆盡，現在只能依照老人所說的恢復祭典，讓族人藉由這樣的祭典了解賽德克族

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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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賽德克族歌舞音樂系統 

 

 

第一節  賽德克族跳舞歌演唱形式 

 

uyas kmeki〈跳舞歌〉並沒有指某一首的歌謠，而是一種歌舞的形式。以前

跳舞歌都是由女生在跳，男生則在部落的四周駐守，以免敵人趁虛而入，而現今

男、女皆可以演唱這種跳舞歌。18  

這種輪唱形式的跳舞歌沒有特定的演唱場合，感到高興時就可演唱，演唱時

不一定伴隨舞蹈，也可以坐著演唱。在特殊的場合，如慶祝結婚、豐收、過年等，

較特別的日子，族人們則會圍成一個圈來唱、跳，由領唱帶領大家一同歌舞。當

領唱唱累了，則在歌詞中加入下一個領唱的名字由他來接唱下去，演唱的人數也

沒有固定，可以加入原本圈裡以外的人，唱、跳累的可以退出圈子休息。這樣子

的歌舞形式可以一直一直的延續。因這樣的歌舞形式，耆老 Obin Nawi(郭蔡再妹)

曾說： 

「以前跳三天三夜都沒停。」 

 

 

   

 

 

 

 

 

 

                                                        
18 2011 年 3 月 27 日 Rubi Pihug(郭阿玉)訪問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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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賽德克族跳舞歌的樂曲結構 

   

  一、音組織 

在呂炳川學者在 1982 年所出版的《台灣土著族音樂》中，將泰雅族及賽德

克族的傳統歌謠在的曲式、音階做區分。以音階來看泰雅族以三音音階為主，而

賽得克族的歌謠音樂為四音音階。以「re-mi- sol- la」相對音高，「大二度-小三度

-大二度」。旋律較平緩，沒有太多的高低起伏。 

 

譜例 3-1  賽德克族的音組織 

 

呂炳川(1982) 《台灣土著族音樂》，頁 25。 

 

 

二、跳舞歌的即興與複音 

 

賽德克族的音樂裡面以複音歌唱形式最具特色，學者呂炳川先生將賽德克族

的歌唱形式以西方音樂的「卡農」、「輪唱」稱之。 

 

吳榮順先生提出看法：  

 

卡農在音樂史上有一定而限制性的看法，若以演唱技巧來說，「疊瓦式」

的複音唱法稱之，更能突顯演唱技法的特點。19 

 

許多學者提出不一樣的看法，不管是「卡農」、「輪唱」或是「疊瓦式」唱法，

                                                        
19余錦福(2002)。《泰雅族賽德克亞族 Uyas 複音即興演唱與社會制約》 

http://www.yushanth.org.tw/chyushanth/rd/schoolpapers/011/011.htm，讀取於 2010 年 11 月 23 

http://www.yushanth.org.tw/chyushanth/rd/schoolpapers/011/011.htm，讀取於2010%20年11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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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想解釋此種歌謠呈現的音樂形式，在此文中筆者將以自己較熟知的演唱形式

「輪唱」表示賽德克族的演唱形式。 

在賽德克族歌謠的演唱中有獨唱也有「輪唱」。獨唱的方式大多是用來抒發

情感或講述倫理道德，而「輪唱」的方式大多會在婚禮中、慶祝、高興快樂時候，

或族人聚集時演唱。這種「輪唱」的演唱形式是以一人領唱，一人以上(包括一

人)的輪唱。在領唱先唱頭一句旋律，在固定的數拍後由眾人跟進，以完全模仿

重現該旋律，兩聲部在這一來一往間形成複音，有時會加入第三部，作為頑固低

音加強音樂的織度。   

 

  譜例 3-2  呂炳川譯譜─南投縣互助村賽德克族跳舞歌 

 

呂炳川(1982) 《台灣土著族音樂》，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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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報導人郭阿玉口述：「以前跳舞時沒有男生，所以在唱跳時是沒有第三聲

部的。有可能是在晚上大家一起烤火唱的時候才有。但現在我們唱的第三聲部是

因為 2002年要表演時加入的。但也跟以前的不一樣。聽我媽媽唱我們學不起來，

現在聽到的第三部是我們自己加的，通常是男生演唱，跟以前的不一樣。」20 

但在呂炳川先生的錄音中已經有第三部，並且為女性所唱(見譜例 3-2)，和

筆者在眉溪部落所採錄到的有所不同，郭阿玉女士表示現今所演唱第三部的部分

是由他們所嘗試出來的結果。(見譜例 3-3) 

 

譜例 3-3  I ma kioring wa 

 

   

                                                        
20 2011 年 4 月 23 日與 Rubi Pihug(郭阿玉)訪問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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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樂句的構成 

賽德克族的跳舞歌依照〈I ma kisoring wa〉和〈siyo siyo sii〉為例子來分析。 

在第一個例子中〈I ma kisoring wa〉，以每兩句歌詞為單位。第二句歌詞為第一句

的重述，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歌詞相同，第三句和第四句歌詞相同，以此類推。領

唱在開始唱後的第三拍第二聲部進來進行輪唱。一波一波，相互交織。 

 

譜 3-4  南投南山溪部落演唱《I ma kisoring wa》筆者譯：  

 

 

 

  而在〈siyo siyo sii〉中則是以(譜例 3-5) 

為此曲的骨幹。每兩句為一單位，歌詞每句唱兩遍。 

 

譜 3-5 《siyo siyo s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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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 uyas  kmeki 跳舞歌看 Gaya 

   

Gaya 是賽德克人最重要的精神內涵，在報導人口中，跳舞歌的歌詞內容多

為「古語」，不是平常所用的字彙，筆者試圖在 uyas kmeki 跳舞歌的演唱形態、

古語歌詞中找尋祖先遺留下的 Gaya。以筆者在 2011 年 4 月 9 日所採錄 Obin Nawi 

(郭蔡再妹)演唱的 uyas kmeki 跳舞歌組曲為例，歌詞部分因研究時間較短，無法

逐字做翻譯，只能以族人 Rubi Pihug(郭阿玉)所解釋的歌詞大意做為研究內容。 

 

(一) Labe Nomin 

第 1~30 小節 

歌詞大意中講述的是一名 Labe Nomin 的女子，什麼都好，守貞潔對丈夫始終

如一。藉此用歌詞讚揚，要效法她。Gaya 中對於女子是很貞潔是很重視的，如

同在第二章所提及到男女關係的 Gaya，藉由此曲可以看出賽德克人對於 Gaya 的

重視。 

(二) oyos na oyos 

第 31~39 小節 

分享獵物這首曲子，當部落有人獵到獵物，想要和他想一同分享時所唱。女

子將衣擺微微向上拉，嘴裡開始唱〈oyos na oyos〉，獵人聽到就會瞭解，會將分

好的肉放在女子的衣襬上分享給前來分享的女子。
21
 

耆老 Obin Nawi(郭蔡再妹)講述： 

 

以前我們要想食物要唱歌，現在的小孩子沒有禮貌，直接帶著小米酒到

獵到獵物的人家中，要求人家把獵物煮來吃。真的沒有 Gaya。 

 

                                                        
21 2011 年 1 月 21 日 Obin Nawi 郭蔡再妹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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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 Gaya 在耆老眼中的重要性，也視為此曲為 Gaya 的一種表達方式。此曲

中可解讀為這是一種倫理道德，另一面則顯示出賽德克人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

觀念。女子邊唱邊跳拉起衣擺表示希望得到男子的分食，從此點來看，女性在賽

德克中的地位，較為弱勢。但也可解讀為這是祖先所遺留下的禮儀，是必須要遵

循的。如同到人家家裡做客要有規矩一般，這樣傳統的美德，賽德克人藉由歌曲

表達言語。 

(三) yondoni ta 

第 40~73 小節 

在這首曲子中，是要大家一起來跳舞。歌詞中提及到不同年紀的女子。由年

紀長的至年紀小的。詞中多半為激勵在場中的女子，要繼續跳下去，形容跳舞搖

曳身姿的模樣，從中解釋為 Gaya 長幼有序的道德觀，並有傳承的意味。 

(四) Siyo siyo sii 

第 74~91 小節 

Siyo siyo sii 是說你可以，我也可以的意思，有互相較勁意味。此外歌詞中述

說著賽德克人的歌舞會像河川一樣長，和竹子長得一般高。象徵著賽德克的傳統

歌舞可以一直跳下去，永遠不停。 

(五) I makisoring wa 

第 92~103 小節 

傳統賽德克族的男女關係是保守的，藉由歌曲表達自己喜歡的人。在曲中會

點幾個覺得不錯的男孩子，但也不會直接指名出最喜歡的那個，顯示出賽德克族

婦女含蓄的特性。 

(六) Ekaibe 

第 104~159 小節 

在組曲中這首曲目通常會放在中間，跳舞已經跳一段時間。歌詞的意思中有

我們不會累，在這裡的全部的人要一直跳下去，跳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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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Ohnay 

第 156~167 小節 

Ohnay 是喜歡的意思，此曲調為女子專門的曲調。曲中女子們會在歌詞中提

及一些有名望的人、心地好的…等，她們認為好的男人，可能不在現場，被唱名

的對象一定是男性。 

 

小結 

賽德克族人含蓄的精神可以在 uyas kmeki 跳舞歌找尋，藉由歌曲表達自己的

情感，在歌詞中可以看出端倪，並藉由這種方式將祖先的遺訓傳承下去。不僅在

生活中有 Gaya 的觀念，在歌曲中也反映了賽德克人的道德倫理、男女關係以及

祖先所遺留的精神。 

 

 

圖 3-1 2011 年 4 月 9 日 於 Obin Nawi 家中 

左起 Pihug Tado(郭秋金)、Obin Nawi(郭蔡再妹)、Rubi Pihug(郭阿玉)、Awi Lumu(萬

平田)  筆者攝 



 

22 
 

 

 

譜例 3-6 Obin Nawi 於 2011 年 4 月 9 日演唱跳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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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豐國小的傳統歌舞教學 

 

第一節  資源教室的設立與運作 

 

賽德克族在 2008 年正式正名，但在南豐國小的歌舞傳承部分早在 1999 年就

開始進行。由原住民委員會所推廣的民族教育活動為主。校方重視自己民族的傳

統文化，至 1999 年起以「教育優先區-發展原住民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項目」

的申請，落實傳統歌舞教唱。主要推廣母語歌謠及賽德克族傳統文化，這項計畫

案至今仍繼續執行，但目前只有部分保留。 

2003 年起南豐國小為了更進一步做文化傳承，向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申請

「南豐原傳藝術文化團隊」計畫。以校內的老師們為這個團隊的核心，外聘耆老、

老師傳承文化藝術。2009 年開始配合原住民委員會所舉辦的「E 起舞動歌舞劇比

賽」，以歌舞劇的方式，將賽德克的文化、語言、歌舞作整合。透過歌舞劇趣味

性的方式讓學生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並希望學生可以在生活中可以將母語說出

來。22 

南豐原傳藝術文化團隊計畫目標： 

一、熟習傳統歌謠、舞蹈、樂器等技法。 

二、透過傳說故事、歌謠、傳統文化祭儀等讓孩子認識自己的族群文化。 

三、以歌舞劇的表現方式，將所學之歌謠、舞蹈、樂器及文化內涵做統整性的呈  

    現，並藉此提升孩子們對文化傳承工作的興趣與喜愛。23  

                                                        
22

南投縣仁愛鄉南豐國民小學申請補助原住民重點高級中學及國民中小學推展民族教育課程教

學實施計畫。由劉秀雯老師提供。 
23南豐國小辦理九十九年度推展民族教育課程教學實施計畫─原傳文化藝術團 

成果報告。資料來源：http://www.nfps.ntct.edu.tw/dyna/webs/index.php?account=aboriginal，取讀

於 100 年 4 月 22 日。  

 

http://www.nfps.ntct.edu.tw/dyna/webs/index.php?account=aboriginal，取讀於100年4月22
http://www.nfps.ntct.edu.tw/dyna/webs/index.php?account=aboriginal，取讀於100年4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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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南豐原傳藝術文化團隊分工、職掌及人力團隊 

 

職稱 姓名 族籍 年資 專長 工作項目 

校 長 江子信 泰雅族 21 
教育 

行政 

1.檢核計畫內容。 

2.督導計畫執行及經費 

  支用情形。 

教導主任 蔡幸子 撒奇萊雅族 24 

舞蹈 

編劇 

歌謠 

1.規劃、執行課程內容。 

2.敦聘講師。 

3.執行計劃相關事宜。 

4.執行原傳藝術文化團 

  隊教學活動。 

外聘教師 蔡永賢 賽德克族  口簧琴 
執行口簧琴製作及吹奏 

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 

外聘教師 郭阿玉 賽德克族  
傳統 

歌謠 

執行賽德克族歌謠課程

設計與教學實施。 

外聘教師 徐敏華 漢族  
鋼琴 

伴奏 

執行賽德克族歌謠課程

教學實施。 

外聘教師 劉文凱 賽德克族  
節奏 

舞蹈 

執行節奏樂教學及舞蹈

動作指導。 

內聘教師 劉淑慧 賽德克族 9 

舞蹈 

編劇 

歌謠 

執行原傳藝術文化團隊

教學活動。 

內聘教師 劉秀雯 賽德克族  
節奏

樂 

1.撰寫年度計畫。 

2.協助規劃及執行民族 

  教育課程教學活動。 

3.執行成果匯集等工作。 

 (劉秀雯老師提供) 

   南豐國小目前的民族教育課程師資多半以外聘教師為主。現在會唱 uyas 

kmeki 跳舞歌和會吹口簧琴的人已經不多，校方透過關係找到傳承耆老的歌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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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製作、會吹口簧琴的賽德克族人來擔任學校藝術文化傳承的教師，讓他們跟隨

耆老腳步所學到的，進一步向下紮根傳授給南豐國小的學童們。 

2006 年運用學校利用圖書館的空間，向原住民委員會「原住民資源教室設

立」的申請，專門做為校方傳承賽德克文化的資源教室，並在 99 學年度招募負

責管理、支援原住民資源教室的師資，讓傳承的工作更為完善。24 

 

表 4-2 南豐國小 100 學年度教學計劃課程架構： 

教學活動 配合領域 教學內容 年級 備註 

傳統歌謠教唱 

木琴敲擊教學 

綜合領域 

藝術與人

文 

1.傳統歌謠教唱 

(一、二、三年級) 

2.木琴敲擊 

(三、四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1. 將採集的傳統歌

謠，串連成組

曲，並結合木琴

敲擊展現其文化

特色。 

2. 配合校內及鄉內

的文化活動，以

增強學生之自信

與文化認同。 

口簧琴吹奏與

製作 

藝術與人

文 

綜合活動 

1.口簧琴製作 

2.口簧琴吹奏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99年度已指導學生

基本的吹奏技巧，大

多數學生會吹出聲

音，為了讓文化傳承

得以延續與向下扎

根。因此 100年度的

重點計劃是：讓學生

從做中學，親自體驗

與深度探索傳統樂

器之美。 

                                                        
24 100 年 4 月 1 日劉秀雯老師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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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傳藝術文化

團隊 

藝術與人

文 

鄉土語言

綜合活動

暑期文化

營 

統整歌謠、傳統

樂器、傳統文化

習俗以及母語等

進行統整性的教

學活動。 

 二到六

年級學

生，約

35人。 

挑選一到六年級的

學生，組成一個文化

團隊，進行類似社團

的練習活動，並讓其

代表校參加相關比

賽或表演活動。 

   (劉秀雯老師提供。) 

 

表 4-3 南豐國小活動或計畫/內容： 

時間（年度） 活動或計畫名稱 內容概述 

1999 起迄今 

 

教育優先區-發展原住民

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

項目 

參加母語歌謠比賽、音樂

比賽、歌舞比賽 

2003 起迄今 南豐原傳藝術文化團隊 E 起舞動歌舞劇比賽 

2006 年迄今 原住民資源教室 推動族語教學並民族教育

課程教學計劃 

      (筆者整合) 

   自 1999 年起，校方為了傳承賽德克的族人的文化，開設傳統歌謠教學，將

這項計畫落實至學校裡一至六年級的孩童，不論是賽德克族、漢族或是其他族的

孩子都需要學習賽德克的歌舞，不分族群、年齡的限制都需要學習賽德克的歌舞。

這樣的教學除了傳承給族人外，讓更多人可以認識這項歌舞藝術。 

目前的傳承計畫，以南豐原傳藝術文化團隊和資源教室、推展民族教育課程

教學計劃，三方面著手。推展民族教育課程教學計劃和資源教室相關課程做結合，

有固定的課程安排，一至三年級學習賽德克的傳統歌謠；三、四年級學習木琴的

敲奏；四至六年級則學習製作口簧琴和學習如何吹。這樣的課程安排一方面可以

讓南豐國小的學生可以較完整的學習賽德克的歌舞文化。最後由南豐原傳藝術文

化團隊整合從中挑選較優秀的學生參加「E 起舞動歌舞劇比賽」，讓學生為榮譽

心而努力。除了為榮譽心努力外，另一方面也是讓學生了解賽德克族的文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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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自己文化的特色。 

南豐國小教導主任蔡幸子女士表示：「我們學校固守傳統的文化。但參加比

賽需創新，比較會得獎。今年沒準備好，我們不因為要參加比賽而沒傳承好。現

階段傳統歌舞的傳承最重要。」 

校方的理念不因為參加比賽而有所動搖，認為傳統的歌舞是必須傳承的，比

賽只是讓學童認真學習傳統賽德克文化的一種手段，如何讓學生能真正學習到才

是最重要的課題。 

 

圖 4-1 南豐國小大門 2011 年 4 月 28 日 劉秀雯 攝  

 

圖 4-2 南豐國小走廊 2011 年 4 月 28 日劉秀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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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承耆老的傳統歌舞 

 

一、 耆老及傳承者簡介 

 

姓名：Obin Nawi(郭蔡再妹) 

年齡：78 歲               

族群：賽德克族 Tkdaya 群 

語言：賽德克語 

任教期間：1999 年至 2001   

年 

傳承項目：賽德克族傳統

歌謠、織布            

 

圖 4-3 Pihug Tado 夫婦 

 

耆老 Obin Nawi(郭蔡再妹)最早至南豐國小教導學童們傳統歌舞和紡織。Obin 

Nawi(郭蔡再妹)女士從小就跟隨他的母親學習賽德克的歌謠，每逢有跳舞的機會

就會跟著母親一同去。Obin Nawi(郭蔡再妹)教給女兒及學生們所唱的歌謠都是她

小時候跟母親學來的，或是在跳舞的場合學到的。 

   耆老 Obin Nawi(郭蔡再妹)認為他們所傳唱的傳統歌謠才是最原始的，因為那

是她從小跟著母親去跳舞時所學的，憑著印象將這套傳統歌謠教給部落中的婦女。

2002 年因余錦福牧師的採錄和邀請至「民族音樂學國際學術論壇傳統社會中的

複音音樂」的演出，讓 Obin Nawi(郭蔡再妹)堅持將傳統歌謠傳下去。並在賜得磊

安教會定期練習和教授，希望族人可以保留自己民族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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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Rubi Pihug(郭阿玉)          

年齡：59 歲 

族群：賽德克族 Tkdaya 群 

學歷：國小尚未畢業 

語言：賽德克語、國語 

任教年資：2010 年至今 

傳承項目：賽德克傳統歌謠 

圖 4-4 Obin Nawi 的大女兒 Rubi Pihug(郭阿玉) 

 

  Rubi Pihug(郭阿玉)為 Obin Nawi 的大女兒，傳承母親的歌舞。小時候得到

腦膜炎，對於兒時的記憶已不清楚，但在 20 多歲時有印象跟著母親一同跳舞。   

目前在南豐國小傳承傳統歌舞的 Rubi Pihug(郭阿玉)女士表示，她有印象 

跟著大人一同唱過，但歌詞的意思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旋律怎麼唱，甚至將歌

詞改成開玩笑的話。直到余錦福牧師在 2002 年邀請 Obin Nawi(郭蔡再妹)女士

及部落婦女至民族音樂學國際學術論壇表演，才開始認真跟著母 Obin Nawi(郭

蔡再妹)學習傳統歌謠。在余錦福牧師尚未將他們的音樂記成譜時，她不知道

怎麼唱她們的歌謠，因為歌謠中的歌詞有許多「古語」，跟現在他們所用的賽

德克語有些許不同。但在 Obin Nawi(郭蔡再妹)的堅持下，Rubi Pihug (郭阿玉)

女士和賜得磊安教會的婦女們開始重視這一部分的傳承，認真的跟隨郭蔡再妹

學習傳統歌謠。了解歌詞中的意思後才發現原來賽德克的歌謠如此的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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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Aking Pihu(劉秀雯) 

族群：賽德克族  

學歷：朝陽科技大學幼保系 

語言：賽德克語、國語 

任教年資：2010 至今 

負責項目：統籌民族教育課程，

協助 Rubi Pihug(郭阿玉)教學     

 

圖 4-5 協助郭阿玉教學的劉秀雯老師(右一) 劉秀雯提供 

 

 Aking Pihu(劉秀雯)為南豐國小畢業校友，99 學年度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徵

選負責管理資源教室的支援老師時，剛好有賽德克血統的秀雯老師決定投身為母

校傳承傳統文化。目前為學校民族教育課程負責人，負責找適合的師資和協助外

聘教師教學。 

 

二、 歌舞教學現況 

 

校方將民族教育課程設計不分族群一至六年級都須參加，將課程利用上課時 

間安排。一至三年級和四至六年級有所不同的課程編排。民族教育課程在負責人

劉秀雯老師的編排下，學年度上學期的歌謠傳承計畫中是以五、六年級的學生為

主，利用課後時間加以練習。但在實施之後，學生來學習歌舞的意願並不高，僅

少數的學生願意認真的學習，所以在這個學期校方將課程安排上有所更動。學習

對象轉為年紀較小的一、二、三年級為主，利用每個星期五的綜合活動課程十一

點至十一點五十分的時間傳習賽德克的傳統歌舞，提高學生學習的意願。而原先



 

36 
 

學習過傳統歌舞的四、五、六年級生更近一步的了解賽德克族的文化，學習口簧

琴的製作和吹奏。校方希望透過這樣的教學能讓學生們維護自己的民族文化特

色。  

 傳統歌舞教學課程編排為年度制，從今年 3 月份一直至到 9 月。課程的一開 

始，Rubi Pihug(郭阿玉)會先講述眉溪部落歌謠的吟唱方式，並講解第一段〈Siyo 

siyo sii〉的歌詞大意及教授歌謠演唱。由 Rubi Pihug(郭阿玉)先唸一遍歌詞，學生

跟著唸一遍，唸的同時講述歌詞古語的意思，再由 Rubi Pihug(郭阿玉)唱一遍，

學生跟著唱。等學生們熟悉旋律後由三年級當領唱，Rubi Pihug(郭阿玉)帶著一、

二年級唱第二部。一堂課的時間就過了，只能教唱，舞蹈的部分就只能在下一堂

課教。 

 第二堂課一開始先複習前一堂所教的〈Siyo siyo sii〉並且以輪唱的方式進行。

複習一至兩遍後，所有人圍成一個大圓。Rubi Pihug(郭阿玉)站在圓中示範動作。

並且分組練習。但是學生們學了動作後就不會唱了，無法正確的唱出旋律，需要

經過多次的練習才能邊唱邊跳。課程的安排以第一堂課先教唱接下來第二堂課複

習先前所教的並且教舞蹈動作，以此類推。但會因學生的學習狀況有所調整上課

的內容。 

目前南豐國小的傳統歌舞教學以一至三年級為傳習傳統歌謠的對象是有難處

的。筆者將它分為： 

1. 賽德克族有自己的語言卻無文字，在教學上歌詞部分以羅馬拼音標記，對一

至三年級的學生來說較困難。 

2. 對於羅馬拼音的不熟悉，只能由郭女士的口中傳授。但每個星期只上一次課，

沒有持續的練習效果難達成。 

Rubi Pihug(郭阿玉)女士也為此表達解決方案。她認為現在的小孩子聽不懂母

語，剛開始教學時學生無法看著羅馬拼音唱出歌詞。如果要讓他們回家練也不知

道怎麼練。所以請劉秀雯老師在歌詞下用ㄅㄆㄇ把音標上去，讓孩子們有辦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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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唱並且可自行練習。 

賽德克族的歌謠眾多，目前在南豐國小所教的歌曲主要以余錦福牧師所採錄

Obin Nawi(郭蔡再妹)及部落婦女在 2002 年民族音樂學國際學術論壇所演出的

「歡樂歌舞組曲」的五段跳舞歌(uyas kmeki)。並將余錦福牧師的採譜作為教學教

材，所以歌詞和旋律都已固定，方便教學。郭阿玉女士表示，光這五首就要學很

久了。除了要會唱外，還要知道動作，學生們常常唱了以後就不會跳；跳了就不

會唱。 

在前一章提到，傳統的跳舞歌(uyas kmeki)。只有女孩子在高興、慶祝的時候

唱。而男生必須駐守在部落的四周，避免其他部落的突襲和侵入，以守護這部落。

但現在已經看不到這種景象。為了傳承傳統歌舞，現在男女都可以唱、跳。郭阿

玉女士表示，跳舞歌是很重要的，需要傳承。希望藉由這樣的課程讓孩子真正的

知道他們所學到的歌曲歌詞中的意義為何？不希望看到孩子們亂唱的情況，要唱

族人自己的歌。 

 

 

 

圖 4-6 2011 年 4 月 1 日教學情況  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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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歌舞的流變 

 

在南豐國小的賽德克文化傳承中，不僅僅是歌舞的傳承，更配合原住民委員

會所舉辦的「E 起舞動歌舞劇比賽」。將校方所推動的民族教育課程加以結合。

在比賽或是演出的情況下將傳統的歌舞些許改變。原本跳舞歌的元素還在，但加

入了故事性的演出和樂器。 

以筆者在 2010 年 10 月 27 日南豐國小參加「霧社事件八十周年─感恩音樂

會」之表演為例，他們將原本的跳舞歌加入了一些元素，類似歌舞劇的方式，劇

情性的演出。另外加入了木鼓(duhom)和泰雅文化中的四音木琴。這兩項樂器在

傳統的跳舞歌中是看不到的。Rubi Pihug(郭阿玉)女士表示，加入這些元素是為了

一方面讓學生可以知道甚麼時候要開始，什麼時候換曲、什麼時候要停；另一方

增加演出的豐富性。此外，原本需領唱的跳舞歌改成群與群的輪唱，歌詞和曲目

順序是已成固定。目前學生們還無法記下所有歌詞意思，領唱成了一大問題，只

能以固定的歌詞和曲目順序讓學生先熟悉。再配合木鼓提醒學生曲子的變換。從 

傳統的跳舞歌(uyas kmeki)已不單單是純粹的歌舞。南豐國小保留傳統的跳舞

歌。歌詞和曲調皆為耆老所傳，但加入了木鼓(duhom)、四音木琴和故事劇情等

新元素，成為另一種展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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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南豐國小「霧社事件八十周年─感恩音樂會」表演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0~32 秒 由木鼓敲兩聲後一位歌者由左方上台

唱〈呼喚〉 

〈呼喚〉是一首還工歌，呼喚在對

面山頭的人來還工。 

   

 32 秒~1 分鐘 

歌者唱完後右方的其他歌者回應。由木

鼓打拍子讓其他歌者牽手上台，此時歌

者唱著〈呼喚〉 

兩位男生拿鋤頭表示還工，在舞台

的兩側拿鋤頭辛苦耕作。 

 1~1 分 22 秒 木鼓敲擊輪奏後，木琴先敲一段〈Oyos 

na oyos〉後，七位女歌者們以高跪姿，

手背後面演唱〈Oyos na oyos 〉。兩位

男生繼續演。(見圖 4-4) 

〈Oyos na oyos〉為分享獵物的曲子。 

1 分 22 秒~2

分 14 秒 

木鼓敲擊兩聲後，女歌者起身繞圓，兩

位男生將鋤頭放下一同繞圓。演唱

〈Ekaibe〉(見圖 4-5) 

此曲曲意為大家一起來歡樂。 

2 分 24 秒~2

分 44 秒 

木鼓敲兩聲後，演唱〈Siyo siyo sii 〉

加入舞蹈動作，並加入木琴演奏。 

此曲有較勁的意味，表示你能跳我

也能跳。 

4 分 10 秒 

 

木鼓敲兩聲後，歌者牽手演唱〈Siyo siyo 

sii 〉走下台，等歌者全部下台後，木

鼓敲兩聲，表示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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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霧社事件八十周年─感恩音樂會」南豐國小舞台配置 1 

牽手上台後木琴先打出〈oyos na oyo〉旋律，接著演出中的第一個隊形歌者

跪著成半弧形演唱〈oyos na oyo〉。 

 

 

圖 4-8 「霧社事件八十周年─感恩音樂會」南豐國小舞台配置 2 

當杵敲兩下，歌者起身成圓型演唱〈I ma Renngah  mu〉，和〈siyo siyo sii〉。

成兩部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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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9  2010 年 10 月 27 日南豐國小於「霧社事件八十周年─感恩音樂會」 

                             校方提供 

 

 

         圖 4-10 2010 年 10 月 27 日「霧社事件八十周年─感恩音樂會」 

                左為木鼓(duhom)，中為木琴   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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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歌舞教學中的 Gaya 傳承 

 

2010 年迄今由 Rubi Pihug(郭阿玉)負責教導學生們演唱傳統歌舞。在課程的

編排上，第一堂課會先和學生們介紹眉溪部落的跳舞歌其意義和演唱方式，先讓

學生大概瞭解為什麼要唱跳舞歌及如何演唱。每一堂課在教唱之前都會跟學生說

今天所要學習的曲子的意思是什麼，並且講述該曲子在以前是怎麼演唱，在什麼

地方演唱以及目的是什麼，藉由學習跳舞歌讓學生們能瞭解和體會祖先留下來的

智慧。筆者試圖在這樣傳承過程中找尋 Gaya，學生們是否因為歌舞的傳承認識

到 Gaya 的存在，是否在歌詞中可以瞭解祖先所遺留下來的傳統文化。這樣的傳

承學生們可以吸收並了解 Gaya 嗎？筆者認為，這種傳承的過程就是 Gaya 概念的

呈現，但可能無法在孩童身上找到答案。 

目前學習跳舞歌的學生是一至三年級，歌詞的理解對他們來說較為困難，能

唱出來旋律就已經不容易了。曲子方面，郭阿玉只教導〈Siyo siyo sii〉、〈I makisoring 

wa〉、〈oyos na oyos〉、〈Ekaibe〉等，每首曲子的第一段，目前無法全部教授給學

生們。學生們多半會唱但不記得意思，祖先所遺留 Gaya 的觀念無法全部傳承。

經筆者實地訪問一至三年級的學生，當我問起 Gaya 是什麼？什麼時候會聽到這

詞？學生們的回答卻是「不知道」或是「我知道，是賽德克」這樣不明確的回應。

顯然學生們的回答對於 Gaya 觀是模糊的，只有部分的涵意能被學生了解，或是

只知道怎麼唱。筆者在探討跳舞歌中的 Gaya 時，族人們並未想過跳舞歌中是否

有 Gaya 的存在，但經過族人思考過後認為 Gaya 的確在歌舞中傳承下來。筆者認

為身為傳承和學習的族人們，在傳承的過程中他們無法看出 

〈Siyo siyo sii〉歌詞中所說跳舞歌要像竹子一般高、和溪流一樣長。象徵著

跳舞歌要一直傳下去，是不能停止的，必須一代一代傳下去。顯示賽德克族傳統

歌謠保留了祖先的字彙和期望、曲調以及含蓄、倫理道德等觀念，短時間無法看

出 Gaya 實地的傳承結果，需要時間和環境的配合。目前學校方面其實無特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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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ya做傳承，但校方堅持學生們所唱的歌曲必須依照祖先所留傳下的方式演唱，

在南豐國小課程安排下間接從歌舞中傳承了賽德克人應有的 Gaya。 

 

 

 

圖 4-20 11 年 4 月 8 日南豐國小歌謠課程上課情況(筆者攝) 

 

 

 

圖 4-12 2011 年 4 月 8 日南豐國小歌謠課程上課情況(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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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在探究賽德克的文化面向時翻閱一些文獻，賽德克族是一個歷史特別的民族，

有著和泰雅族相同的文化，像是獵首和紋面、紡織等，有著共同的祖靈信仰。在

田野調查過後，大多的族人了解這樣的祖靈觀，但由於宗教信仰的改變，這樣的

文化已不存在。目前遺留下的文化，多半在耆老的生活智慧、過去的回憶中，只

能經訪問後得知。 

原住民族在日本人的統治後、宗教的進入下，已經改變原有的傳統與信仰。

身為信徒的族人，他們認為真神和祖靈是相同的，倚靠上帝和祖靈溝通，祭典儀

式更不復存在。留下來的祭典儀式已和以前大不相同，參雜了光觀的成分，而有

多少為祖先所遺留？有多少已經過改變？不得而知。信仰的轉變使得賽德克族的

祭典儀式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為觀光所形成的祭典儀式，或許賽德克人僅

能藉由此種光觀形式瞭解到先人們的儀式。 

傳統賽德克人的祭典文化和 Gaya 緊密結合，除了宗教的進入外，另一因素

為媒體的傳播與人口的外移。筆者所訪問的對象為南豐國小，是最靠近埔里的南

豐村，距離埔里車程只需 20 分鐘，人口外移的現象較少，但也由於交通方便，

接收外界的訊息也較多。電視、網路等媒體播放，讓族人們接收新訊息，使觀念

隨著社會一同改變。Gaya 中男女的互動也轉為開放，不再男尊女卑，並可以自

由戀愛。另一方面，在這南豐村的孩子和一般平地孩子會遇到一樣的問題，例如

考上大學到外地讀書、在外地工作，而鮮少回到自己的家鄉，也因此對於賽德克

族原有的傳統文化逐漸消失。 

從去年 9 月決定書寫有關賽德克族的論文，卻沒有明確的研究議題方向，但

經過田野調查，從耆老口中得知現在的「小孩都沒 Gaya」也使得筆者開始探究

Gaya 在現今社會的意義及傳承，試圖想藉由國小的歌舞教學探討 Gaya 的傳承。

田野調查後發現，Gaya 的觀念是需要環境和長輩們在生活中傳承，在整體大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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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已經沒有祖先、前人所生長的環境，生活型態也與以前不大同，傳承就更不

容易。 

在上述中有提到，賽德克人的傳統文化包括紋面、獵首、紡織等，目前能傳

承下來的藝術文化僅剩紡織與歌舞。南豐國小將傳統歌謠配合著行政院原住民委

員會的計畫和活動加以傳承，但其中筆者想探究的 Gaya 在經過幾次的田野訪問

後，孩童並未真正了解 Gaya 所賦予的意義，這樣的傳承是否對於國小生真的有

效？筆者認為這個議題無法在短時間看出結果，需要長時間的觀察與研究。 

傳承的過程已經算是 Gaya 的一部分，保留傳統歌舞並創新運用。Gaya 在時

代的變化下有所轉變，淘汰不適用於現代社會的 Gaya，留下不變的是賽德克族

的基本倫理。在 Gaya 的概念下透過歌舞將 Gaya 流傳下來，再透過國小傳承歌舞。

也因歌舞傳承將 Gaya 觀流傳下來，三者互為因果關係。藉由 Gaya 概念傳承歌舞；

也因歌舞傳承 Gaya 的概念。 

田野過程中曾跟幾位族人聊過，青年時期再外地打拼，中年後回到自己的家

鄉，皆在賽德克族的文化上做努力，希望族人不忘原本賽德克人的文化。經過這

次的研究發現這樣傳承議題是無法在短時間看到成果，需要長時間的實驗才可能

有結果，可能需要 3、5 年甚至更久，或許就像族人對我說的，終要「落葉歸根」。

那麼，在國小開設賽德克族的文化傳承是真正有效應的，往後是可以再繼續探討

的議題。 

 筆者從去年開始幾次的來回南投山區，先要搭火車到台中，再坐公車到埔里，

最後再從埔里到仁愛鄉，一個人自己去時有許多不便。但在田野調查過程中學到

不少，瞭解到如何與人應對、如何用心觀察、如何關懷別人等等，與族人的相處

讓我很開心，發現很多以前沒經歷過的事。雖然研究對象在山區，需要花許多時

間和金錢，但一切卻很值得，體驗不同的人、事、物，這才是最為寶貴的經驗。 

 

 



 

46 
 

 

參考資料 

 

王櫻芬(2008)，《聽見殖民地：黑澤隆朝與戰時台灣音樂調查（1943）》，台北： 國

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巴奈‧母路(2009)，《台灣原住民族賽德克族樂舞教材》，屏東縣：原民會文化園

區。 

田哲益(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北市：臺原。 

田哲益(2002)，《台灣原住民歌謠與舞蹈》，台北：武陵。 

呂炳川(1982)，《台灣土著族音樂》，台北：百科事業文化事業公司。  

沈明仁(1988)，《崇信祖靈的民族 賽德克人》，台北：海翁出版社。 

李天民(1994)，《台灣山胞（原住民）舞蹈集成：泰雅族、賽夏族、魯凱族》，台 北：

中華民國舞蹈學會。 

明立國(1999)，《奇美之歌─阿美族奇美社的音樂舞蹈文化》：台東成功鎮：光觀

局東海岸。 

胡台麗(2003)，《文化展演與台灣原住民》，台北：聯經。 

帖喇‧尤道(2006)《台灣原住民族─太魯閣族樂舞教材文化》，屏東縣瑪家鄉：原

民會文化園區。 

許常惠(1996)《南島語系民族音樂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文建會。 

曾毓芬(2008)《賽德克族與太魯閣的歌舞系統研究兼論其音樂及性的運作與思維》，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博士論文。 

蔡杏絃 2003《學校本位概念下的音樂課程設計－－  以烏來福山國小為例》，東

吳大學音樂學系碩士論文。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7moJq/search?q=auc=%22%E8%94%A1%E6%9D%8F%E7%B5%83%22.&searchmode=basic


 

47 
 

影音資料 

CD 

吳榮順(1994)，《泰雅族之歌》，台北：風潮有聲出版有限公司。 

DVD 

光國文教資訊有限公司(2008)《台灣原住民藝術─歌舞慶典篇》。台北市：光國文

教。 

吳榮順、曾毓芬(2007)《白石山下的傳說─南投賽德克族與花蓮太魯閣的口傳音

樂紀實》，宜蘭縣：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網路資料 

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

http://www.tacp.gov.tw/home02_3.aspx?ID=$3137&IDK=2&EXEC=L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台灣原住民資訊資源網

http://www.tipp.org.tw/formosan/news/news_detail.jspx?id=20090202000098，2010

年 4 月 16 日。 

余錦福(2002)《泰雅族賽德克亞族 Uyas 複音即興演唱與社會制約》 

http://www.yushanth.org.tw/chyushanth/rd/schoolpapers/011/011.htm，讀取於 2010 年

11 月 23 日。 

 

 

 

 

 

 

 

http://www.tipp.org.tw/formosan/news/news_detail.jspx?id=20090202000098，2010年4月16
http://www.tipp.org.tw/formosan/news/news_detail.jspx?id=20090202000098，2010年4月16
http://www.yushanth.org.tw/chyushanth/rd/schoolpapers/011/011.htm，讀取於2010%20年11月23
http://www.yushanth.org.tw/chyushanth/rd/schoolpapers/011/011.htm，讀取於2010%20年11月23


 

48 
 

 

附錄一  田野日誌 

田野日誌 一 

時間：2010/9/18  pm2：07~3：15 

地點：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中校長室 

訪問對象：沈明仁 

訪問內容：初步了解賽德克族 

器材：攝影機一台、相機一台、mp3 一台、筆記本和紙 

採訪者：歐育萍 

陪訪者：楊軒任 

 

  在明立國老師的引薦下找到了沈明仁校長。原先明老師說沈校長在仁愛國中但

打電話去學校後得知沈像找已經到信義鄉同富國中。所以在行前做了功課，想盡

辦法要到同富國中。找了地圖後騎車上山。校長很忙碌，原先跟他約好了時間因

會議有所延誤。但很開心校長願意播時間出來讓我訪問有關賽德克族問題，對賽

德克族的現況有初步的了解。 

  訪問後得現在的祭典幾乎沒有了，有的話也很少。校長說通常是所有祭典一起

過。我詢問什麼時間有祭典？他說在 10 月 27 日的會有霧社事件的祭典，她會

當任祭祀。也告訴我一些書籍，提供我做論文的一些方向，很感謝他的幫助。 

 

圖 6-1 筆者與沈明仁校長(右)   楊軒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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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日誌 二 

時間：2010 年 10 月 13 日 14：00─17：00   

地點：台北國際藝術村 2F 遊藝廳 

活動名稱：《聲歌傳唱─台灣母語音樂傳習系列》賽德克之歌─歌舞教學 

教師：曾韻芬、郭阿玉、郭蔡再妹 

 

    這次的田野是由鄭鈺玲學姐告訴我這個資訊，她知道我要研究賽德克族，剛

好看到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所舉辦《聲歌傳唱─母語歌謠及樂器傳習工作坊》有

賽德克族歌舞教學的課程。想藉此對賽德克音樂做進一步的了解。現場請到清流

部落的耆老來教我們幾首常用的跳舞歌。除了有曾毓芬教授記譜下來的音樂外還

跟三位族人一同邊唱邊跳，雖然這樣的場合只是教學，但有了對賽德克歌舞的概

念和感動。但很可惜活動的進行，無法錄音及拍攝。 

    在第一次田野後得知賽德克族祭典已經不多，所以想轉改研究兒歌，但又因

這次的活動有所改變。因為在課堂的休息時間問了曾毓芬老師，她說：「賽德克

族幾乎沒有童謠，要做的話要做跳舞歌。」所以讓我原本的計畫有所改變，轉變

為傳承和發展的部分。老師強調如果要做他們的音樂，語音系統要用清楚。在課

程的最後曾韻芬教授將自己在清流部落所錄製的音樂部分加以改編，以鋼琴伴奏。

引起我對原住民音樂由傳統走向創新的議題也可在論文中探討。但是這樣的議題

讓第一次接觸的我感到緊張，或許還要多加深入探討，才可了解所需要的議題。

 

圖 6-2 《聲歌傳唱─母語歌謠及樂器傳習工作坊》合影 

與曾毓芬教授(左三)、耆老郭蔡再妹

(中間)及學員們合照 筆者為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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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日誌 三 

時間：2010 年 10 月 27 日 

地點：霧社事件紀念碑  

活動：《霧社事件 80 周年祭典》 

器材：攝影機一台、相機一台、mp3 一台、筆記本和筆 

陪訪者：楊軒任 

 

    在第一次的田野調查中我們在沈明仁校長的口中得知賽德克目前已經很少

有祭典的活動，但他說在 10 月 27 日有一次的祭典活動，並且他是祭司。在出發

前三天，我上網找了有關這次活動的資訊。才得知這次的活動是因為霧社事件

80 周年所以以賽德克族的傳統祭典來紀念這一天。並且打電話聯絡校長確定時

間及在網路上我們找不到當天下午音樂會的地點台電電源保護站（原霧社公學校

舊址）地址，詢問他如何去。他說就在旁邊很快就到，並叮嚀當天總統也會到現

場，所以要提早半小時檢錄，不然很難進會場。由於我查到的消息祭典是從上午

9 點 30 分就開始，以第一次的經驗從台中到那也要 2 個半到 3 小時左右。所以在

10 月 26 日我就先住台中的同學家，以便祭典當天能準時到場。 

 

 

 

 

 

 

 

圖 6-3 霧社事件紀念牌坊及其紀念碑 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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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當天的田野： 

Am 5：50 起床準備(確認田調配備) 

Am 6：09 從住所(逢甲夜市旁)出發 

Am 6：24 至來來早餐店吃早餐 

Am 6：40 從來來早餐店離開 

AM7：00 至中投快速道路 

約 AM7：30 走 14 號省道   

Am8：00 到達埔里，迷路 10 分鐘 

約 Am8：30 到達霧社        

Am8：58 抵達會場 

Am9：00 現場工作人員檢查包包(檢錄) 到服務台登記攝影器材和領取記者證      

圖 6-4 祭司沈明仁為祭典做準備 

 

圖 6-5 祭壇及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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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9：08 到攝影區選好位置架攝影機 校長已穿好衣服準備祭典物品，豬肉、  

聖水、山豬血等聖品  

Am9：36 詩歌禮讚 1.發祥長老教會(演唱泰雅族組曲) 

                 2.萬豐長老教會(布農族部落) 

                 3.史努櫻長老教會(賽德克族) 

Am9：45 互助國小小朋友至霧社牌坊下入口階梯準備 

Am9：54 各長老至祭壇邊就位 

Am9：55 祭典準備                                      

Am10：10-12 總統蒞臨現場，互助國小演唱賽德克族傳統歌舞─迎賓歌 

Am10：15-20 仁愛鄉鄉長致歡迎詞並介紹來賓 

Am10：20 賽德克傳統儀式開始─1.主祭者就位                   

                             2.遺族就位                       

      3.陪祭者與祭者就位 

圖 6-6 已就定位的長老們 

Am10：20-23 讀祭文(用賽德克族語) 

Am10：23-28 鄉長引領總統走至牌樓前已備妥兩處狼煙盆取少許檀香粉撒下。 

狼煙象徵有請示、告知、回應的意義。此時由祭司帶領所有的耆老引領祖靈能到

達現場。(此時 1.吟誦賽德克人的祖靈歌─口簧琴 2.吟唱 Bunuhun 奇萊山之歌)但

實際為錄音。狼煙是族人和祖先傳達的一種方式。當祖靈看到狼煙就代表族人必

有事情發生。今天則是將愛與和平傳達給天上的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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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狼煙               

Am10：28-32 鄉長恭請總統檢視準備好山豬重要部位的肉由祭司獻祖靈 

Am10：32-36 鄉長恭請總統檢視聖水、聖品後由祭師獻祖靈。 

Am10：36-40 鄉長恭請總統檢視小時立後由祭司分送各頭目置放於祭壇再由祭司

恭請總統取石礫走向祭壇置放(小石礫象徵的是力量、精神，透過小石礫地分送

代表團結和不再有分裂) 

AM10：40-48 鄉長恭請總統檢視準備好的山豬血後由祭司獻祖靈，請個頭目將手

放入山豬血中沾取並印至額頭，藉由這樣的儀式表示灑血為盟，讓大家和平共處、

團結一致。祭司走向祭壇用豬血灑祭壇。 

AM10：48-50 由祭司引領各長老用竹子插磐石後再由祭司恭請總統插石為盟 

AM10：50-52 由祭司、長老及總統酒宴眾部落山頭之神(敬天、敬地、敬人潮地

撒一點酒最後敬自己) 

Am10：50-11：00 主祭者致詞 

Am11：00-05 恭送總統 

Am11：05-15 吳院長敦義致詞 

Am11：15-25 李縣長朝欽致詞 

Am11：25-30 莫那魯道家族致祭 

Am11：30-35 遺族代表致祭 

Am11：35-40 向殉難烈士靈位行三鞠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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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11：40-12：00 禮成 

 

第一次參加原住民的祭典，剛好遇到總統的光臨。參加祭典的人不僅僅為族

人，還有一些學者和外地人。現場也來了許多記者，等者搶拍總統的畫面。互助

國小的小朋友們還為總統表演賽德克族的傳統歌舞。 

身為初步參與祭典的我，敵不過記者的推擠，找不到好位置拍攝，只能翻拍

其他人的錄影畫面。要搶個好位還需要擔心記者們的情緒。現場還需要管制，連

攝影器材都需要登記，還是第一次拿到記者證。這場祭典幾乎所有的族人都有參

加，我意外的發現之前去台北參加傳統藝術中心所舉辦的賽德克跳舞歌的示範，

Obin Nawi。不敢找她，但卻又很興奮，所以偷拍了一張照片。上午結束後還有

下午的音樂會。中午移至台電的資源保護站。仁愛鄉公所有準備午餐讓大家一同

分享。 

  下午的「霧社事件八十周年─感恩音樂會」幾乎都是國小表演賽德克族的跳舞

歌，也有布農族和教會詩歌的演唱。看到這麼多不同國小的演出，可見賽德克族

的族人們多麼重視傳承民族文化。 

  下午四點半左右。天氣開始便陰冷，最後一個節目沒有欣賞完就急著要先下山。

當我們騎車到平地時就開始下起磅礡大雨，好在有提前離開。不然山上的路況不

佳，對於機車來說相當危險。雖說離開山上才下去大雨，但還是成了落湯雞。就

算有雨衣褲子和鞋子還是濕透了。回到台中已經晚上七點多，路上還塞車。真的

是又濕又冷，肚子又餓了。我跟同學說「下次做田野不要騎車了啦 !!」慶幸的

是我們參加完一系列活動才下雨，該感到高興了。 

  這次的田野讓我看到賽德克族的祭典和不同學校呈現的傳統歌舞。雖說路程艱

辛，但當值得。但下次我絕對不會騎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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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互助國小以賽德克的歌舞歡迎總統  筆者攝 

 

 

 

 

圖 6-9 參加祭典的 Obin Nawi(中)  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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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筆者的記者證 

 

 

 

圖 6-11 祭典結束筆者(右)和祭司沈明仁(左)合影 楊軒任攝 

 

 



 

57 
 

 

 

圖 6-12 仁愛國中的演出 

 

 

 

圖 6-13 南豐國小跳舞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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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霧社事件八十周年祭典儀式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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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霧社事件八十周年相關資料 

 

 

表 6-2 霧社事件八十周年感恩音樂會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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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日誌 四 

時間：2011 年 1 月 21 日 下午 4：00-7:30 

地點：obin nawi 的家 

器材：攝影機一台、相機一台、錄音筆一台、筆記本 

採訪者：歐育萍 

陪訪者：沈明仁 校長 

 

    今天跟校長約好了在埔里見面他再帶我到耆老的家。上午11點從嘉義出發，

到埔里已經下午 2 點半了。在車站等了一小時左右，終於看到校長。他很熱心地

說要帶我去耆老家，特定從信義鄉開車下來埔里。到了耆老家才知 obin 就是去

年 11 月時去台北上課的領唱者，同時也是沈校長的親戚。 

    Obin不住部落，他說那邊太吵了。自己和老公(部落長老)在山上蓋了小房子，

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晚上在 Obin 家吃飯，桌上的菜餚都是他們自己重或獵來

的。我很幸運的在這天吃到風味餐-山羌，莫名地興奮。Obin 還幫我取了個原住

民的名字，也叫 Obin。 

   生活很簡單，和他們圍著用樹支升起的火，一邊聊天，雖然聽不太懂他們的

語言，有時校長會翻譯。這樣的感覺好像在圍爐，很特別，很溫暖。雖然今天才

認識 Obin 但卻給人一種溫暖感。Pihug Tado(郭秋金)是 Obin 的丈夫，前陣子中風

才剛痊癒。好在 Pihug Tado 平安。還特地演奏口簧琴，但是今天寒流來 Pihug Tado

的呼吸道不是很通順，感謝 Pihug Tado 的示範，希望他能一直健康。 

   今天在這幾個小時下來，Obin 不太會說普通話，但卻很努力想解釋他們跳舞

的內容。校長因為有事先離開。所以沒有翻譯者。我只能試圖從他的話中將他的

話吸收並解釋一次讓他確認。在和他談話的其中也提及到了泰雅族和賽德克族所

重視的 Gaya，她為現在的年輕一輩不尊重 Gaya 的理念感到惋惜和不屑。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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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in 想讓現在的小孩還能保有 Gaya 的理念。也因這樣讓我想從 Obin 身上了解

賽德克的 Gaya 和如何將這理念藉由國小課程中跳舞歌作傳承。 

 

 

 

圖 6-16  左起 Obin Nawi 、Pihug Tado、筆者 攝於 2011 年 1 月 21 日 

 

 

圖 6-17 演奏口簧琴的耆老 Pihug T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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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日誌 五 

時間：2011 年 3 月 27 日 pm1：52~3：55 

地點：郭阿玉 (Rubi  南豐國小歌舞教學者)住所 

器材：攝影機一台、相機一台、錄音筆一台、筆記本 

採訪者：歐育萍 

 

   在先前就跟老師約好時間訪問，但現在正值務農期 ruvi 很忙碌，終於在今天

可以來採訪。前一天就先到台中住高中同學家，原本是計畫要和同學一同騎車上

山做田野，嘉義啟程上了火車才得知他腸胃炎，沒辦法和我一起去。所以到了台

中後我只能搭公車到他家，幫他張羅他的三餐和逼他吃藥。今天一早八點從他家

出門，同樣的坐公車到火車對面的南投客運，搭到埔里。再從埔里搭車到南豐村。 

這幾天的天氣陰冷，又下雨，帶著攝影機和腳架大包小包的些許不便。鞋子走久

了也變濕。更不幸的是到老師家需要脫鞋子，當我要回來時發現我鞋子的鞋帶被

拆掉了，還沾了雨水和泥土，原來是被他們的狗叼去玩了，讓我的心情不是很愉

悅。回來又需要轉車，要先回台中照顧同學，著實地變成他的看護。等一切打理

好回到嘉義時都已經晚上十二點多了。寄放在火車後站的機車也領不出來，需要

班上同學的支援才能順利回家。 

    雖然說從昨天到今天的路程又濕又冷，需要轉車有點麻煩，還有一些突發狀

況。但是訪問的過程讓我大有所獲。在 ruvi 口中得知了 Gaya 的一些故事，和教

學的過程…等相關問題。目前 ruvi 在南豐國小教跳舞歌，她希望可以將這些文化

繼續流傳下去，不能忘本。當我問到 Gaya 對現在的孩童來說要如何傳承?她說現

在資訊發達，很多東西已經不像以前了，能做的就只剩歌舞的傳承。 

   在訪問的過程中，Gaya 在他們這一輩就已經沒這麼重視。時代在變，接受的

訊息更多，所謂的 Gaya 已漸漸消失。更別說是現在的小孩。在宗教信仰進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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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本的 Gaya 有所衝突，要得知 Gaya 的樣貌只能從七、八十歲的耆老口中得到。

Rubi 知道的也是從爸媽那聽到，所以有需要再找一天一起到他的爸媽家一起做個

訪問。 

 

 

 

 

        圖 6-15 郭阿玉女士  (筆者攝於 2011.3.27 郭阿玉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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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日誌 六 

時間：2011 年 4 月 1 日 

地點：南投縣南豐國小圖書館 

活動：賽德克傳統歌舞課程 

器材：攝影機一台、相機一台、錄音筆一台、筆記本 

採訪者：歐育萍 

 

    在二月份就已經打電話到南豐國小，但因校方的行政尚未上軌道遲遲無法確

定時間。原本約上星期就要過來做田野了，但跟我接洽的老師忘記跟我說小孩子

們要校外教學。所以上星期就先到郭阿玉老師家拜訪，了解了一些狀況。 

    今天終於順利地來到南豐國小。南豐國小的對外橋樑正在施工中，所以公車

司機把我放在靠近學校的一座土地公廟，剩下的路要我自己走進去。今天的天氣

很好，走了十多分鐘，我就流汗了。在路上還遇見蛇，讓我很緊張，一路一直大

聲唱歌想打草驚蛇。走到學校大門後發現校門口因施工圍起來了，不知如何進去。

最後只好用爬的。突然讓我覺得我的田野工作有點不順利。 

   到學校後，秀雯老師把我帶到辦公室見校長，要讓我知道他們校方也是很重

視這件事。在和校長和主任的聊天過程中，發現他們對孩童的均衡發展非常的重

視。除了要學課本上的知識，對於賽德克的文化傳承也積極推廣。每年一度都有

歌謠比賽，但他們認為比賽的名次不重要，如果要名次就不能忠於傳統的文化。

寧可不要名次也要把這項文化傳承下去。 

   目前在南豐國小的學生一至三年級是學賽德克的歌舞，五、六年級則是學如

何做口簧琴和如何演奏。他們試圖讓學生動手做，讓他們了解自己文化的重要和

愛惜這些文化並延續。 

   今天在郭老師歌舞課程的第三堂課，一到三年級的小朋友無法完全記住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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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也無法加上動作。這樣的狀況讓我想問為何會想找至三年級的孩童呢?我問

了負責這項計畫的劉秀雯老師，他說先前是五、六年級來學，學的是比較快沒錯，

但當時是利用課後的時間練習，所以有些學生會不想學。所以在這學期就規劃成

在正常的上課時間，讓一到三年級的孩童學，五、六年級就讓他們開始學做口簧

琴。這所學校的學生幾乎都是賽德克族的人，但真正當上歌謠比賽主角的都是漢

人較多。秀雯老師跟我說，「也不知道原住民小孩怎麼了?應該是比較沒有榮譽心

吧 !」目前一到三年一的小朋友也只是剛開始接觸。所以對羅馬拼音的歌詞很不

了解，郭老師希望在下次的上課中可以將羅馬拼音寫上ㄅㄆㄇ以便他們練習。老

師們盡力要把這項文化傳下去一直想方法，校方也很支持。但這樣的課程是否真

的有效果，我覺得是需要長時間的觀察才可以認定的，甚至是十年以上。目前能

做的只有現階段的觀察研究，在往後的田野中再希望找出學生對這樣的傳承的看

法，是否真的有學到。 

 

 

圖 6-19 南豐國小對外道路施工  筆者攝 201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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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 郭阿玉教學側拍 筆者攝 2011 年 4 月 1 日 

 

 
圖 6-21 郭阿玉上課實況 筆者攝 201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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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日誌 七 

時間：2011 年 4 月 8 日 

地點：南投縣南豐國小圖書館 

活動：賽德克傳統歌舞課程 

器材：攝影機一台、相機一台、錄音筆一台、筆記本 

採訪者：歐育萍 

 上星期已經來過一次南豐國小，對於火車和公車的時間比較能掌握。不至於

花一大堆時間在等車。上星期已經看小朋友一起上過一堂課了。但尚未教到舞蹈

的部分，這星期秀雯老師已經將歌詞下加上了注音符，並且做成 PPT 讓孩學生們

可以邊看著邊跳。Rubi 將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分解，讓學生們跟著一同練習。但是

會跳了以後就忘記如何唱了。三年級的小朋友之前就有學過，比較好上手，一、

二年級的小朋友無法跟上腳步，呈現慌張的神情。後以分組的模式一組一組帶，

讓學生熟悉舞步。 

 課程結束後請了秀雯老師幫我挑學生作為訪問，訪問後發現孩童們對於

Gaya 的觀念其實是不清楚的。跳舞歌的傳承是否可以將 Gaya 理念傳達給孩童，

還需要再深入研究。 

 

 
圖 6-22  2011 年 4 月 8 日上課情況 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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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日誌  八 

時間：2011 年 4 月 9 日  pm3：15-5：45 

地點：郭蔡再妹(obin nawi)的住所 

器材：攝影機一台、相機一台、錄音筆一台、筆記本 

採訪者：歐育萍 

陪訪者：郭阿玉  

 

  在和秀雯老師聯絡過後得知南豐國小現在的歌舞教學老師郭阿玉(ruvi)就是郭

蔡再妹(obin nawi)的大女兒。這是我第二次來到 obin 的家，上次是一月份由沈明

仁校長帶我來，但 obin 看到我他已經不認得我了。看到他們很健康很開心。 

  這次會再來到 obin 家是想要從老人們的口中如何述說 Gaya，和想聽聽老人們

的歌唱。上次來時因為耆老們不太會說國語，我只能從他們努力想講出來的意思

中做拼裝，所以這次請 ruvi 和我一起來，幫我做翻譯的工作。Rubi 也想從爸媽

口中多聽到些東西。 

   耆老們講述的 Gaya 大多是用在務農時，但對於書中所說的祖靈祭卻說是沒有

的，我反問他們那上回我所看到的祭典是甚麼?他們的回答是說可能時因為日本

殖民後所產生的。而祖靈信仰沒有所謂的祭拜儀式，他說他們只有在獵到獵物時

會切一些肉下來丟到地上，給祖靈吃。他們相信祖先的靈就在身邊。這和我在書

上所看的不大相同，讓我有些許驚訝。耆老們除了講述 Gaya 外，也拿出口簧琴

吹奏，上次因 Pihu Toda 剛出院加上寒流來，無法將口簧琴吹好，這次特定再拿

出來吹奏，果然不一樣。obin 也唱歌領大家一同唱。在小小的客廳裡，兩位耆老

和 ruvi 及她的丈夫一同演唱賽德克的傳統歌謠。Rubi 說很多歌她都還沒有跟媽

媽學到，有些她都還不會唱。 

   口簧琴和傳統歌謠都是他們抒發情緒時所唱，有講述愛情、親情、或是被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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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等等的。但現在的社會，族人受到漢化的教育，接受的音樂也是通俗音樂，賽

德克本族的音樂已經不多。一個族群的文化是很重要的。如果這些東西沒被紀錄

和傳承，將會消失。 

 

圖 6-23 筆者(右二)與耆老合影 2011 年 4 月 9 日 郭阿玉攝 

 

 

圖 6-24 與郭阿玉合影 2011 年 4 月 9 日 萬平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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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 Pihu Tado(郭秋金)吹奏口簧琴  2011 年 4 月 9 日 筆者攝 

 

 

 

圖 6-26 Pihu Tado(郭秋金)的口簧琴 2011 年 4 月 9 日 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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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日誌  九 

時間：2011 年 4 月 23 日  pm2：30~5：45 

地點：郭阿玉住所 

器材：攝影機一台、相機一台、錄音筆一台、筆記本 

受訪者：郭阿玉 

採訪者：歐育萍 

 

 Rubi 平常要到山上採茶，所以原先約的訪問時間只能在晚上。但今天一

早就下起了毛毛雨，Rubi 早上 7 點就打電話來叫我早點過去，說她不用上山採茶

了，叫我和她一同去喝喜酒。但是從嘉義過去的車趕不及，所以放棄一同喝喜酒

的機會，約下午進行訪問。為這次的訪問主要是將上回去 Obin 家所採錄的音樂

譯譜，讓 Rubi 看有沒有問題，並且詢問每首曲子的大意。和 Rubi 聊天的過程中

感覺得出在傳承跳舞歌的壓力，怕在計畫結束後沒有成果。這段時間很感謝 Rubi

在忙碌之餘可以撥空讓我做訪問。 

今天 Rubi 還拿出 Tkdaya 的傳統服飾，我請 Rubi 穿起來和她丈夫一起讓我拍

張照，但她說：「這給你穿，你穿就好，如果我穿的話你下次就不來啦 !!」聽起

來有點難過。隨著論文的結束，與報導人的聯絡就會變少了，與 Rubi 約定在畢

業之後會再來他們家玩，一同去洗溫泉。 

 

 

 

 

 



 

72 
 

 

圖 6-27 筆者穿著賽德克 Tkday 群服飾 2011 年 4 月 23 日 郭阿玉 攝 

於郭阿玉家中客廳 

 

 

圖 6-28 賽德克 Tkday 群男性服飾 2011 年 4 月 23 日 筆者 攝 

於郭阿玉家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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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 一 

時間：2010/9/18  pm2：07~3：15 

地點：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中校長室 

訪問對象：沈明仁 

訪問內容：初步了解賽德克族 

器材：攝影機一台、相機一台、mp3 一台、筆記本和紙 

採訪者：歐育萍 

陪訪者：楊軒任 

 

筆：校長你好。這次來是想要實地到仁愛鄉部落，想知道在這地方所用到的音樂           

有哪些?我有先問過明立國老師。像你們有狩獵祭、祈雨祭、收穫祭，然後他說

現在幾乎沒有。 

沈：對，我們有祈雨祭、出草祭。 

筆：出草祭？ 

沈：恩，就是獵首祭。出草祭就是獵首祭(手比砍頭的動作)還有祈雨祭阿! 

筆：恩。我查到的資料是在九月、十月的時候。出草祭、收穫祭。 

沈：那都在九月、十月的時候。因為要配合小米麻。小米就在這個時候收成，就

舉行豐收祭。那那時候剛好也要獵人頭答謝的時候麻。狩獵祭也是阿。 

筆：那現在狩獵還有歌曲音樂嗎? 

沈：哪裡? 

筆：就是仁愛鄉，有所謂的出草歌或是狩獵歌? 

沈：出草祭是因為跟現在的風俗習慣有很大的衝突麻，所以他們不做出草祭。 

筆：所以沒有出草祭了? 

沈：不是沒有出草祭。他比較不屬於農業性質的。是屬於生命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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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生命禮儀。 

沈：在生命禮儀方面像祈雨祭阿。(此時受訪者離開原先位子，至洗手台) 

筆：所以祈雨祭也是生命禮儀的一部分? 

沈：(無回應，在洗手台不知道忙甚麼?)剛好遇到學校的下課時間 

 

  ………………………………………. 五分鐘後受訪者回到位置上…………………………… 

 

筆：現在現存的音樂有哪些? 

沈：現存音樂有好多種，等下跟你介紹。像歡樂歌啦 、一起工作的時候、結婚

的時候、一同歡樂的時候。 

筆：那有所謂的兒歌嗎?小朋友在唱的。 

沈：兒歌的話，目前各個學校都有在做。 

筆：所以那是變成現代的創作? 

沈：變成現代創作。但他所用的元素還是從以前的那種調調只是把它改變。樂曲

的風格還是一樣，但是歌詞有不同。 

筆：那你們現在最常用的歌曲是什麼? 

沈：我們最常用的歌曲比如說你來我們就唱歌阿，基本還是歡迎歌。 

筆：恩，我比較想探討的是歡迎歌這部分。或是獵首歌。因為我最早的動機是因

為兩三年前老師在課堂中放的一部賽德克‧巴萊的預告片，那時候是因為要籌錢

拍賽德克‧巴萊。就因為這樣我才想要探討賽德克族群的音樂。 

沈：他用的屬於花蓮那邊的。 

筆：所以是東賽德克? 

沈：魏德聖也有一部分是採用我們西部這邊。那個歌的部分是比較東賽德克。 

筆：所以那部電影的音樂是東賽德克族? 

沈：不一定，比較居多。我們西賽德克的音樂比較古老。那部電影的話東部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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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 

筆：那現在還有所謂的黥面嗎? 

沈：這個在台灣來說只有花蓮剩一、兩個。我們仁愛鄉已經沒有了，五年前都走

了。 

筆：恩，因為當時我們老師在給我們看那部影片時說那位主角是真的黥面。 

沈：這方面我就不知道了。但仁愛鄉的是在五年前都過世了。那泰雅族的話黥面

的老人大概也不多了。從台中、苗栗、新竹、到桃園，還有到宜蘭和南澳。這裡

面的加起來不超過十個。花蓮的太魯閣族大概也只剩一、兩個。仁愛鄉沒有了，

結束了。 

筆：那你們要如何區分你們(賽德克族)和泰雅族，那你們怎麼定義自己的族人？ 

沈：泰雅族不用定義啦 。只是我們這個族群。在 1935 年的時候一個日本的人類

學者，他把泰雅族和賽德克族區分出來。到國民政府的時候，42 年的時候，，

他們還是延用中國大陸的想法，延用日本時期的九族。原本是七族啦!大概是在

1910 年左右吧 !國民政府來的時候延用是本的九族，沒有把賽德克族區分出來，

將他含在泰雅族裡面。他們認為是一樣的。型態是一樣的，社會組織也是一樣的。 

筆：那跟東賽德克呢? 

沈：其實吃、語言比較不同。是因為大家分開很久了，有的到北部去，他們所謂

的遷徙地、第一個發源地在南投麻。 

筆：最早大家都在南投 

沈：泰雅族也是。賽德克族還在南投，泰雅族往北遷，最遠到宜蘭、新竹尖石、

五峰、再來就是苗栗。東部南澳大同鄉。齊是賽德克很早就有分出來了。 

筆：但是沒有被證明是不是? 

沈：我們的族群一直沒有被證明，在泰雅族底下。所以泰雅族叫我們 dubugu 

筆：dubugu 是甚麼意思? 

沈：恩，他們叫我們 dubugu，我們叫他們 inhadnna。就是他們的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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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有他們的中文譯名嗎? 

沈：你就直接翻成中文。 

筆：恩，好。 

沈：那這個賽德克是以北港溪以南，幾乎都是賽德克。在台灣賽德克大概有一萬

左右(人口)，泰雅族大概有四萬到五萬(人口)，太魯閣族大概兩萬(人口)。本來這

樣全部的族群大概九萬(人口)。太魯閣族是從我們(賽德克族)分出來的。因為政

治的因素，扁政府就讓他們先獨立。他們在四百年前遷到花蓮。 

筆：我另外還想問族人要會唱什麼曲子才可以參加祭典? 

沈：其實在我們這幾乎沒有祭典了。因為他們都改信基督教、天主教、真耶穌教

了。這三個教是原住民信仰的最多教。改變了他們的風俗習慣，那這個族群賽德

克、泰雅族有泛祖靈的信仰，那這個都跟獵人頭有關係。所以出草祭一旦做下去

的話就要獵人頭。那現在他們將泛祖靈信仰改一下，不獵人頭，只祭拜祖先。就

是後來出現的祖靈祭。 

筆：這是後來才出現的祭典嗎? 

沈：這是泰雅族稱為祖靈祭，由頭目來做。那我們這邊的話，是給會巫術的人。

我們稱之為 smabo，就是給人治療的。但是純粹只是尊敬地上的祖靈、天上的祖

靈、周遭的祖靈。這祭典常常在做，鄉里有辦活動都是由我來做的嘛。 

筆：所以校長是頭目嗎? 

沈：我的祖先叫頭目。我們賽德克族沒有頭目啦 !叫大哥。只有兄姐弟妹之分。 

筆：所以現在大家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沒有在信祖靈了? 

沈：六十幾歲以上還有。但是大概像我這樣年紀的不多了。百年來這些宗教，神

父、牧師，排除了傳統信仰。但是還有一些天主教會和當地信仰做結合。 

沈：你可以再多找找一些資料，對你會比較有幫助。 

筆：謝謝校長，那哪時在來你比較方便。 

沈：我現在都在信義鄉，要聽耆老唱歌我可以帶妳去。不過要等到放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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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 二 

時間：2011 年 1 月 21 日 pm3:30~3:52 

地點：沈明仁校長的車上(前往耆老家的路上) 

內容：關於祭典與跳舞歌 

器材：錄音筆 

採訪者：歐育萍 

 

筆：賽德克的過年在甚麼時候? 

沈：每年的 12/24-1/1 為賽德克族的過年，泰雅族和賽德克族為 1/1-1/3,但現在

沒辦法，大家都要上班，所以大多過農曆年。今年我有去用，訂下屬於賽德克族 

的國定假。12 月 31 日到 1 月 3 日。 

筆：是從今年嗎? 

沈：明年開始。 

筆：那在過年時你們做什麼?跳舞嗎? 

沈：過年的祭典為統一的祭典，像是播種祭阿、收穫祭都一起了。在同一天慶祝。

我們在典禮過程中是不跳舞的，祭典是嚴肅的。只有在祭典結束時才跳舞。我們

的祭典不像其他族的豐年祭有舞蹈。 

筆：那我參加的霧社事件 80 周年所看到是算祖靈祭嗎?  

沈：(霧社事件)80 周年算祖靈祭，是祭拜亡靈，通知在天上的祖靈。 

筆：當時圍繞您周為的是長老嗎? 

沈：對，是仁愛鄉 14 個部落的長老，有些是代表或頭目，算是部落的長輩。 

筆：想問一下，校長為何為主祭者呢? 

沈：平常都是我在做啊! 

筆：您怎麼知道如何做這樣的祭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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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以前是巫師在做(祭典)。巫師都沒有了，都由祖先傳下來，或是由老人教。

我們家族中有巫師的血統，以前的祖先有人是巫師。之前有一些長老也會做(祭

典)，但現在都行動不方便了。現在都我在做(祭典)。 

筆：那現在要如何傳承? 

沈：不好傳承，要有人肯做，現在年輕一輩沒人想做(祭典)，另外還要有靈氣。 

筆：恩，那跳舞歌的部分呢? 

沈：現在要去的是 Obin 那，之前吳榮順阿、曾毓芬都是來找他。很多為都由她

唱的。 國小部分你可以找南豐國小。 

筆：那 Obin 有在南豐國小教唱嗎? 

沈：沒有啦! Obin 只有在部落教，南豐國小是由老師教。先來跟 Obin 學再回去

教。Obin 算唱得最好的，最傳統，也了解最多。另外還有清流部落的張媽媽，

但年紀也大了，7.80 歲了。身體不好。他們在教會有婦女隊，會定期練習，蠻傳

統的。 

筆：跳舞歌男女都可以跳嗎? 

沈：可以啊。沒有規定啦!!不知道 Obin 有沒有生病，最近天氣變化大。Obin 年

紀也大，可能不太能跳。 

筆：沒關係，我就作訪問就好。 

沈：我們到囉!!等下時間不要太久，老人家容易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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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 三 

時間：2011 年 1 月 21 日 pm5:00-5:48 

地點：Obin Nawi 家 

訪問對象：Obin Nawi 

訪問內容：跳舞歌 

器材：攝影機一台、錄音筆一台、相機一台、筆記本 

採訪者：歐育萍 

 

筆：跳舞歌通常是甚麼時候唱? 

O：隨時都可以 

筆：那以前呢? 

O：以前是結婚的時候高興時跳舞，還有我的哥哥、弟弟到山上打獵，打到獵物

回來要給所有的人吃。 

筆：所以是這個時候大家一起唱跳? 

O：因為喝得高興所以跳舞。(手拿衣角開始唱)到他們家邊唱邊分食物，放在衣

角，一邊烤火一起吃。 

筆：所以這個是女生唱的嗎? 

O：恩。現在的孩子真的沒有禮貌。如果說我的孩子去打獵回來，其他的孩子自

己帶著米酒到這裡吃。以前不能這樣。以前的孩子真的很有禮貌。 

筆：那現在的族人會跳這種舞蹈嗎? 

O：不會。現在都亂七八糟了。他的舞蹈不是以前傳統的，音調是外面的音調不

是我們 Dokodaya 的。也不了解歌詞中的意思。 

筆：(拿出之前上課的資料)這些曲子都可以跳舞嗎? 

O：這是從前的舞蹈。(開始唱共三段)跳舞歌的歌有很多首，沒有一定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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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己依照喜歡的排。 

筆：那男孩子的部分呢?是一直一樣的模式? 

O：男孩子和我們唱一樣，在 oyos na oyos 時由女生唱，男生在最旁邊拿籃子分

肉。 

 

 

 

 

圖 7-1 Pihu Tado 及 Obin Nawi 年經照  2011 年 1 月 21 日 筆者攝 

於 Obin Nawi 家客廳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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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 四 

時間：2011/3/27  pm1:52-3:55 

地點：郭阿玉的住所 

受訪者：郭阿玉 (現任南豐國小跳舞歌傳承教學者) 

年齡：59 歲 

採訪者：歐育萍 

訪問內容：Gaya 的傳統與現況、歌舞的傳承 

配備：攝影機一台、相機一台、錄音筆一台、筆記本 

 

筆：老師您所教的跳舞歌是否經過創新?或是保持原樣?上次有參加霧社事件八十     

周年的活動有看到南豐國小的表演。當時所用到的木琴和杵是之前你們就有的

嗎? 

郭：應該以前沒有。因為現在表演所以要搭配一下，像他們在練習的時候好像有

一段一段的這樣，所以有這樣的事情。以前都沒有，就是很自然地唱歌。 

筆：那要如何將曲子停下來? 

郭：怎麼停下來就是在歌曲中歌詞的意思就有，會把它唱出來。 

筆：所以是看領唱者想唱哪段就唱哪段嗎? 

郭：對。 

筆：是因為小孩子要唱所以加的嗎? 

郭：對。因為像以前的話也沒有什麼樂器，那是太魯閣那邊的。 

筆：所以你們賽德克人有用木琴嗎? 

郭：沒有，應該沒有啦!像我媽媽那個時候參加原住民族國際什麼的活動，那時

候有些教授要寫論文研究我們賽德克族群才開始知道。(起身自電視櫃旁拿資料) 

筆：這次的是 obin 去表演的? 

郭：對，我們都有去。第一次去的時候我們都還不會唱，大部分都是我媽媽(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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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laven 的唱，她過世了。經過這次表演後就開始學，當然之前我媽媽鼓勵我都

都要來唱，但是我們學不來。余錦福牧師開始做這論文後，到台北演出才開始認

真學，小時候學都帶著開玩笑的心情。 

筆：所以以前就有開始唱、跳，可能沒有注重裡面內容。 

郭：對。以前我們就把那演唱的歌詞開始改，改成開玩笑的。因為我們也聽不懂

麻。裡面的意思我們也不知道阿!就跟著老人這樣表演。 

筆：是因為意思、意涵太深嗎? 

郭：對。因為這個唱歌的詞不像我們平常講話。像是在歌詞中唱 e-wa，是小姐、

一個女人的意思，但平常我們說小姐是 wewa。歌詞中的字有些會省略。可能是

為了配合曲調，所以將一些一省略讓她比較簡單，音也可以拉比較長。所以 

一開始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是 ewa，只知道 wewa。 

筆：所以是古語嗎? 

郭：對。就譬如說以前的女生要上廁所會講說我要出去一下，不會說要去上廁所。

不像現在的小孩直接說我要小便或是大便。以前不會說這麼直接，比較文雅。 

筆：是不是泰雅文化的民族都比較含蓄一點? 

郭：對，都是這樣子。那他們歌曲中的詞也比較內斂。經過這次國際性的原住民

表演，我媽媽就說如果你們再不唱，就沒有人傳承了。我們是教會的一個團契，

所以她就逼我們教會中的婦女一定要把它練起來。 

筆：那為什麼一定要是女生阿?因為我看到的幾乎都是女生 

郭：我媽媽說，在結婚、豐收、打獵的時候會一起分享，然後會跳舞。以前有出

草的動作，男生都要駐守在部落的周圍保護部落，以免另外的部落趁著在分享的

時候攻擊。所以以前的男孩子都不跳。 

筆：是不是有曲子是講述分食的?那其中的意思在講述什麼? 

郭：對，那是家裡的男人出去打獵回來，獵物一起分食。但現在的人沒有 gaya，

看到有人打獵回來就直接拿著小米酒到他家說：ㄟ~煮一下麻!以前的婦女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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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分享他的獵物的話，就到他家裡唱這個歌。 

筆：所以這算出草歌的一種? 

郭：不是。是算分食。出草歌的部分我沒聽過，但是有聽過出草的人很窮。因為

他獵個人頭回來不是村裡的人要請他，而是他要拿東西出來請大家。所以他每一

獵個人頭回來就要請客，有的地都賣掉了換頭豬或牛來請部落的人。 

筆：那獵人頭也屬於 Gaya 的一部份? 

郭：我忘記了，這要請教我父親。 

筆：我有看些書籍，有提到說 gaya 對你們很重要，是你們的生活。 

郭：對，也是一種禮貌啦!我們平常也會常說這句話阿!譬如說大家在吃飯，突然

來一個比較晚輩的人，動不動就拿你的東西來吃，長輩就會說這個孩子怎麼一點

Gaya 都沒有。Gaya 也是一個禮貌啦 ! 

筆：那現在有甚麼存下來的歌曲可以看到 Gaya 的痕跡? 

郭：應該我們歌曲的歌詞都有 Gaya 在裡面。因為余錦福牧師開始將意思記下來，

我們沒有文字麻，他從老人口中記錄下來，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後來我們才知道

原來這些歌曲這麼美，就開始很喜歡了。以前還把這些歌曲當笑話，覺得是別人

的，不是我們的，會排斥，只會唱和跳。如果沒有記錄下來的話，我們族人就不

知道它的意思了。 

筆：obin 有說現在的小孩都亂唱、亂跳。可能是泰雅族的歌，或是亂唱歌詞。 

郭：對，所以余牧師和曾老師去聽太魯閣族的和我們賽德克族的，每個部落都聽。

最後覺得只有在我們這裡是最原始的。我媽媽都不隨便教，像是 yi ya ho yi ya 他

說這是外來的，有些還帶日文的。她說她從沒聽過以前的祖先這樣唱。不是她小

時候和父母出去跳舞的。我媽媽說小時候她常常要跟著她媽媽去唱歌常常被打。 

筆：唱不好? 

郭：不是，是因為很礙事。她還很小，不想帶她去。但她就是要去。她媽媽走一

步，她就跟著走一步，媽媽停來就跟著停下來，所以被打。但就是想跟著去，直



 

84 
 

到他會唱會跳，她媽媽有要去跳舞就會帶她去。現在在部落真正會的只有三個人。

還有一些是 60 幾歲的，但大部分的都有參雜外面的。媽媽逼著我們學，在教會

裡面每一個人都要學會如何帶唱和跳，從台北那次就很認真到現在。 

筆：那現在的婦女會在哪裡啊? 

郭：在我們的長老教會。賜得磊安教會。是河流的交會口命名的。天主堂的也會

去表演但會參雜一些外來的。我媽媽就是很嚴格，一定要唱自己的。她教的就是

從小學來的，傳承下來的。 

筆：您現在都在南豐國小教，那要如何讓小孩子知道那歌詞的涵意? 

郭：我每一段都會講。秀雯老師會幫我寫在黑板，叫小孩念然後解釋意思是什麼?

我不要他們只會唱然後不知道意思。所以我每一段每一段都會告訴他們意思是什

麼。教的學生是一到三年級，有時候學生會嘴張大大的，不懂這歌去到底是甚麼?

曲調平平的，又不是流行歌曲。他們不懂母語。如果是高年級的就會好一點，會

用羅馬拼音記下來，會比較快。低年級的話他們不會看，看不懂羅馬拼音，又不

懂母語，也不會講。像前幾個禮拜，我去了三次。跟秀雯老師說把歌詞用羅馬拼

音記下來，下面再寫ㄅㄆㄇㄈ。不然叫他們回去練，他們也不懂，所以用這個方

法，印下來讓他們會去練。有時候第一段會了，第二段又忘了，第二段會了，第

三段就忘了。所以就要求要用這樣的方法讓他們可以複習。這次的課程到 6 月，

9 月有個成果展，每個禮拜一次。從 3 月一直到 6 月，他們也有學 dubumuh(口

簧琴)。 

筆：那五、六年級的學生會羅馬拼音了那有加強賽德克與的課程嗎? 

郭：沒有也 

筆：那你們家的孫子會講賽德克語嗎? 

郭：他們只會聽簡單的。很長的就不會講。因為在家裡的話父母親也講國語，沒

有講母語，所以會的不多。只有來到我這邊才會跟他們講母語。學校有時候會教，

她會回來問。很可憐!自己的母語還要學。沒辦法啊，我在國小四年級的時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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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講母語，開始要掛要說國語的牌子，掛在胸前。要說國語，不然那塊牌子就要

給你掛。小孩子掛牌子在胸前會不好意思，所以下課時大家一起玩，太興奮就會

說到母語，馬上把牌子拿給那個人掛。那時候規定說要講國語，所以母語就…這

應該也有很大的影響。反而是 60、60 多歲的阿嬤很會講國語，我媽媽以前也不

會講國語，因為孫子阿、我們所以現在都會講了。 

筆：老師那您下次也是教唱嗎?是要教哪一段? 

郭：下次就先複習之前的，在教新的。像是 oyosnaoyos(唱一小段示範)。我們的

歌謠有分五段。 

筆：是跳舞歌裡面有五段嗎?是不同曲子? 

郭：對。 

筆：那是不是就這五首曲子隨便擺都可以呢?還是說有固定的形式? 

郭：沒有，有固定。譬如說是 oyo(唱一小段)這首的話，我媽媽教我們是放在前

面。然後後面放 lavenomi，lavenomi 是一個的名稱，是一個很好的女人，甚麼都

會就對了。要跟她約個地方見面。歌詞是這樣。 

筆：那這首曲子也是女生唱? 

郭：恩，都是。 

筆：全部都是女生唱? 

郭：對。 

筆：所以現在是因為要傳承所以有男生加入? 

郭：恩恩，現在男孩子都加進來了，因為部落沒有互相攻擊了嘛。反而有男孩子

進來後很好聽。 

筆：以輪唱的方式演唱通常分幾部?三部嗎? 

郭：也不是分三部啦!是輪唱。就是說帶頭的人很重要，唱錯的話後面就會跟著

唱錯。後面的人會拿前一人的後半段唱，所以聽起來好像是第三部。那我們在唱

的時候尾音是男孩子唱反而很好聽。這是後來我們排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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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那你們領唱決定的是什麼?是唱得比較好的? 

郭：不是，沒有。只要你會，每個人都可以領唱。聽我媽媽說以前他們觀樂的時

候，一天一夜都在跳。不能只有一個領唱，會累阿! 

筆：那要怎麼換領唱? 

郭：就是當領唱累的時候就先看下一棒你要交給誰?然後就在歌詞中提到他的名

字。 

筆：要怎麼加在歌詞裡面? 

郭：比如說我的名字是 luvi，領唱的人要休息，其他人會一直進來。要交棒時舞

蹈時有個休息的動作，代表我們休息一下，然後在歌詞中加入下個領唱者的名字，

當名字被唱到就要準備接下來要唱什麼繼續下去。  

筆：那是只有這首的時候可以休息嗎? 

郭：沒有，全部。 

筆：每一首怎麼接下去? 

郭：不是有五段嗎?一段一段的最後面，把名字加在歌詞裡。因為大家都會唱，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領唱的權利。所以以前才有辦法跳到一個晚上。 

筆：那這五首的順序是什麼啊? 

郭：有很多啊!有呼喚的，呼喚人家來到你的田裡來還工。有的是在山頭上面對

面的呼喚、對話第一段就是一起來跳舞，yo na do mi dan da(示範唱一小段旋律)。

第二段是你可以跳我也可以跳，有相互較勁的意味。所以歌詞就是 si yo si yo si i(示

範一小段) 。第三段是開始找伴，找喜歡的對象。再來就是大家一起來跳舞。這

個會挑很多的男孩子的名字在裡面，然後會唱出最喜歡的。 

筆：所以是領唱唱大家跟著，等於是領唱在選男孩子? 

郭：對，然後來就是大家一起來歡樂，選定對象後大家很高興，所以一起歡樂。

後第五段是誰是最喜歡的男士，但這個調子就跟剛剛的不一樣了。O na o na(示

範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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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所以 o na 是喜歡的意思嗎? 

郭：對，這個唱法很多。有的會用這個曲調去思念她的母親，思念孩子，都可以。 

筆：是改掉名字嗎？ 

郭：對，都可以改。 

筆：是只有這首可以這樣用? 

郭：我聽是這樣子，因為我有聽過有一個曾毓芬的帶子，有太魯閣和我們的。不

過太魯閣的已經變成教會的那種唱法。我們這邊的比較傳統。從靜觀部落下來到

中原部落。因為她都有拍，比較我們和花蓮的 truku 覺得我們的比較傳統。 

筆：花蓮也有 truku? 

郭：花蓮的是由我們這邊出去的。我們賽德克裡面有分三個小群，Truku、Tkdaya、

Duda。眉溪部落、勞工、中原是 Tkdaya；春陽、平靜他們是 Duda；廬山上去到

靜觀他們是 truku。 

筆：那你們賽德克人要怎麼自己分這三群的人?是看部落嗎? 

郭：對，也有。但是我們講話的音不一樣。所以才分者三個小雅群。 

筆：那你們唱的跳舞歌裡面唱的是一樣的嗎? 

郭：也是一樣的，但我看最完整的還是我們這邊的。tkdaya 還是最完整的，因為

他們上面有些耆老往生或是比較少再跳，我也不曉得。我們這邊的話，從我 20

幾歲還在跳。 

筆：是 20 幾歲時還有在跳? 

郭：是 20 幾歲還有跟著老人們一起跳。因為我們的部落常常有慶典要出去表演。 

筆：那你們現在還留下來的慶典有哪些啊?像是有播種祭、收穫祭等等的。 

郭：這些現在我們沒有在做也!以前是跟泰雅族一起，但是我們賽德克族才正名

一年而已，要第二年了。可能也要開始了。之前政府都把我們編在泰雅族裡面，

所以沒有自己的，所以今年看要怎麼做，要怎麼恢復？但是一定要同心啦 !沒有

心做不來。(接著拿出余錦福教授的論文)因為有余錦福教授問耆老歌詞中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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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他記下來，我們才知道這歌曲中的意思。現在我也將這個傳承用在孫女上。 

筆：那孫女有上跳舞歌的課程? 

郭：沒有。因為學校這邊是給一到三年級學，但是我們會在教會裡跳，聖誕節的

時候帶著她跳。就算他們不會還是要跟著一起跳。 

筆：想問一下，你們現在對 Gaya 的部分不是很了解，那你覺得 Gaya 的定義是什

麼? 

郭：Gaya 這個很重要，如果有的不要放掉的話對部落很好。因為很多地方都放

棄了，所以說有些倫理不是很好。我覺得好的就要保留下來，不好的就放掉。當

然也有不好的 Gaya。像以前小時候部落的老人都會遵循著 Gaya，比如說女孩子

單獨跟男孩在一起被族人看到，看到的那個人會帶頭起來跟整個族人說這家的女

孩子行為不好。因為以前不能男女獨處，如果這樣的情形大家都會到那女子家，

如果他們家有豬、有牛，他們就不用經過女子家人的同意就抓豬、抓牛把牠殺掉，

分給族人。以前是這樣子。那是我在 14、15 歲的時候最後一次看到的。那時候

我國小還沒初中，家裡有錢的小孩才能讀書。沒錢的就沒有讀了，實施國中後小

孩子每一個都要上國中了。以前他們比較不喜歡給女孩子讀書，輕女重男。過去

都務農，要扛很重的東西，路是要用腳走的，沒有這麼方便，不像現在可以開車、

騎摩托車、還有開山路。以前都是小路，做什麼事情都要用腳。以前的家庭如果

說家中很多男孩子，那就是最好的。因為他們可以做勞力，所以每一個人都喜歡

男孩子。一個家庭生很多男丁的話，大家就會很尊重這個家庭。所以以前女孩子

很少讀書。國中之後呢，這部落就有兩、三個女孩子去讀書，有一個跟男孩子有

來往，那時候我們的部落有起頭，說要去他們家裡抓牛、抓豬。那時候她的爸爸

說現在時代變了，誰能保證你們的孩子不會這樣子。所以從這時候開始就沒有到

人家家裡抓牛、抓豬的。我記得是從國中後就沒看到了。 

筆：那那個女孩子不會受到什麼處置嗎? 

郭：處罰是沒有啦，會被人家鄙視，好像就是說我們跟你不一樣，會有這樣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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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筆：如果不能男女單獨在一起，那結婚的話呢? 

郭：結婚的話。這男孩子如果喜歡這女孩子，那就一定要去跟父母講說我喜歡你

們家的女孩子。我以前從國小畢業到 15 歲這個中間，我爸爸也是很嚴格都不能

出去。那時候還沒有電視。我想 Gaya 會變成現在這樣子，失去很多的 Gaya 可能

跟電視有關係。因為以前不該看的現在都在看了嘛。以前的話如果男孩子喜歡你

她就會到你家跟你的父母聊天。如果說這個男孩子常常到我們家來作客的話就代

表這男孩子喜歡我們。如果我們的父母也很喜歡這男孩子和她的父母的話就會等，

等男孩子的父母來提親。女方的家人不會主動，一定是要等男孩子跟他的父母說

我很喜歡這個女孩子，可不可以幫我提親，以前都是這樣。我那時候才幾歲?15

歲就很多男孩子到家裡來聊天(大笑)，兩、三個男孩子到我家來，也不行出去啊，

要在家裡聊天。你要知道不能單獨的話怎麼結婚?應該是這樣，他會常常到你家

裡。自從有電視後，小孩子開始談戀愛就沒有了。很多倫理上的話因為從電視上

看而有這種情形。 我覺得現在的小孩子在還沒有結婚之前就跟很多男孩子在一

起了，失去貞潔，我們部落很多。 

筆：那你覺得怎樣的 Gaya 是好的?哪些是可以留下來的?哪些是可以改變或是屏

除掉的? 

郭：恩，之前我講的那個抓牛、抓豬的可以不要，因為現在有法律不允取。那個

現在實施的話會被告(笑)。以前因為要有很好的倫理道德所以放這個，如果說有

什麼 Gaya 可以保留的話?我覺得兄弟姊妹。 

筆：兄弟姊妹?是指甚麼樣的部分? 

郭：彼此尊重。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沒有分你是哥哥或弟弟的，沒有尊重。以前

Gaya 這部分是，男孩子是家庭中的支柱，我們做女孩子的一定要尊重做哥哥和

弟弟。以前女孩子不行再男孩子的面前放屁喔!如果在家裡的男孩子面前放屁的

話妳會被毒打。我有聽過我媽媽說過要尊重家裡的男孩子。另外比如說，如果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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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嫁出去了跟先生吵架不能回家哭訴喔!跟現在不一樣了，現在可以回娘家。

但是以前不行，就算吵架、被打也不能回來訴苦。也不能回娘家睡，因為回娘家

會帶給男孩子禍患。這也是一個 Gaya。 

筆：那您覺得這樣的 Gaya 好嗎? 

郭：當然尊重要保留下來，像是回娘家的這點可以不要保留。因為現在的生活需

要有人支持，就算妳做的不好或不對也需要家人支持。兄弟姊妹的尊重要保存下

來。 

筆：那這樣說的話只有倫理道德的部分需要被保存下來。在你們的祭典裡面和

Gaya 有甚麼關係嗎?好像有祖靈祭吧? 

郭：對，向這個祖靈祭跟宗教有很大的衝突。在我們自己、我們教會來看，對祖

靈的祭拜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神的福音還沒又進到部落的時候，過去我們的

祖先知道一定有一個神，因為他們所看到的這個不是自然的就有，所以他們心中

敬畏一定有一個沒有看過的神。所以有這個祖靈的祭拜。既然福音進入到部落裡

面的話，以我們教會的立場，我們就不要拜這個祖靈。但跳舞歌的傳承就可以。 

筆：那祭典現在是由誰來做? 

郭：現在我們還沒開始麻，到底要怎麼用還不知道。不會是我們教會的起來帶，

一定是鄉長阿、村長阿來帶頭。 

筆：如果鄉長和村長也有著信仰呢? 

郭：我們就是要看他怎麼做啊?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參在當中，不行的話就當旁

觀者。過去因為福音沒進入，老人們相信一定有一個神，就這樣子拜，站在教會

的立場是這樣。我們部落的老人喝酒時會先到一點點然後倒掉。 

筆：為什麼要倒掉? 

郭：就是要給祖靈喝阿。 

筆：所以以年輕人也會這樣嗎? 

郭：有，那個是沒有去教會的。如果沒有上教會的就會做這個動作，現在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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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所以今年會辦祭典、過年? 

郭：去年有，在 12 月，我們有辦。 

筆：是沒溪部落辦的嗎? 

郭：對，是自己辦的。那天很少人參加，那天剛好是除夕可能是因為過年要買菜，

沒時間去。 

筆：你們也跟漢人一樣過年嗎? 

郭：不是，是 12 月 31 號。我們不是過農曆年，是新年的 1 月 1 號。那天我也沒

參加，要買菜，聽有去的說人很少，大部分都是外面的。所以今年看要怎麼用，

可能不要在這一天。有的人把 Gaya 弄亂了，哪裡我們賽德克的人際點還要跳夏

威夷的草裙舞。 

筆：為什麼? 

郭：因為主辦人的女兒在教這個課阿!他有去夏威夷學，回來後在台北教，然後

招集一些原住民的來學。 

筆：可是不是有自己的舞蹈嗎? 

郭：我怎麼知道。所以很多人就說為什麼我們的祖靈祭典要參雜不是我們賽德克

的舞蹈，跳這個草裙舞。簡直沒有 Gaya 了!我聽到的是這樣啦 ! 

筆：現在你們會說小孩”沒有 Gaya”，會變成一句在責備小孩的口頭禪嗎? 

郭：可是現在的小孩不知道 Gaya 是什麼阿?剛剛我的大孫女問說：「阿嬤 Gaya

是麼？」然後剛剛的老伯就說：「禁忌阿! Gaya 就是禁忌。」 

筆：所以 Gaya 就可以說是禁忌嗎? 

郭：也有。 

筆：那 Gaya 中的禁忌有甚麼? 

郭：像我剛剛講的女孩子的那個。就像說男孩子不可以隨便摸女孩子的織布。不

能去摸那個線，也不能幫女孩子捆線? 

筆：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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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那個是禁忌阿!他們說如果摸的話會打不到獵物。也有很多像是生不出小孩

的人，坐的地方其他人不能隨便坐，做的話你也會生不出孩子來。這個也是個禁

忌。另外還有，以前的人個部落會互相攻擊。他們喜歡織布，織布的布有很多，

因為他們每天都在織布麻。之不可以做衣服，也可以背小孩，也可以舖。常常部

落會互相攻擊，比如說我做的布很多，但是我要逃難阿，但是我總不能把我織得

布全部一起帶走。他就會留句話在那邊。只要動我的布，或是把他帶走，他會有

咒語。「我詛咒他子子孫孫都是神經病」。他會詛咒，所以不把東西帶走。 

筆：那施咒的那個人真的有法力可以詛咒動他不的人嗎? 

郭：有。 

筆：真的有?那他是巫師嗎? 

郭：他不是巫師。 

筆：那是所有普通人都知道那咒語嗎? 

郭：對，他只要有下咒語，詛咒他子子孫孫會怎麼樣或是子子孫孫會跌倒。走路

會跌倒、山上工作會跌倒。就看你怎麼詛咒麻。我媽媽就跟我講，她的外婆會跟

她講，就算是姐姐妹妹的都不能碰。 

筆：那如果經本人同意就可以碰嗎? 

郭：可以。如果她織給你就可以。反正要經過他的同意。姊妹的也不能亂動，因

為有可能下咒語。所以說這也算是禁忌。就算他的東西在怎麼好有不行。以前在

逃難的時候就有一個年紀大的時候精神狀況就出現問題。就是因為當時家族逃難

了，他的曾祖母她去拿人家的布。拿了這個布給了她的女兒，她的女兒拿這個布

來背她的孩子，所以他們家族的人到現在都有精神狀況。除非當時人還在才可以

把詛咒收回，但是必須承認你有拿。如果沒有承認，那咒語還是一直在。所以說

老人過世的時候身前有對子說你們對我不好，以後的生活也會跟我一樣之類的話。

如果她過世了，沒收回這個話就會一直留著。很奇怪呢!所以現在的老人就比較

不喜歡下這樣的。很靈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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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那 Gaya 跟祖靈、鬼神有關嗎?是因為泛靈鬼神的幫助才會使詛咒成真? 

郭：不知道也。像我從媽媽那邊聽說不要隨便詛咒你們孩子。就像聖經說的一樣。

像我媽媽的大姊有四個孩子，大兒子常常在酒醉的時候到他父母家去鬧。我媽媽 

的大姊就對她說「你常常這樣對我大聲，有事沒事就對我大聲，以後你的孩子也

會對你這樣子。」然後這大兒子就沒有了，也沒有兒子。 

筆：是沒後代了嗎? 

郭：對，我的表哥。他過世了也沒有生孩子，只有女生留下來。所以不能隨便說

這樣的話，我覺得這跟聖經的話很像。聖經裡面講說不能說自己的孩子很笨，不

然會注定他很笨。我媽媽也是這一說不要把不好的話放在自己孩子身上。我們部

落也有人這樣，就問說他們家的男孩子為什麼這樣子?爸爸也是兒子也是。這個

兒子的孩子年紀還輕，都常會發生在中年過後。所以我有問我媽媽他就跟我說這

樣的事情。因為他的曾祖母拿了人家的布被下詛咒所以才會這樣子。我們會盡量

在教會裡面為這樣的人作禱告。我們只能做這樣，讓這樣的勢力不要他們身上。

過去我們的祖先有這樣的詛咒都會延續下來，我們只能不要讓這樣的詛咒傳下

來。 

筆：您覺得要怎麼將之前的 Gaya 傳到現在的孩子身上? 

郭：好的要教。好的還是要保留，不好的就不要。 

筆：現在我想探究的是 Gaya 如何在歌中被保留? 

郭：就像我剛剛講的。像是 o yos na oys 這個是很有禮貌的麻。他不會直接向人

家要阿，用歌舞跟人家要，讓人家知道你是想要來分享打獵回來的獵物。 

筆：那還有其他的曲子是類似這種的嗎?沒有ㄟ，那個我還沒學到，在我媽媽那

邊。因為他們的這個就看你怎麼放歌詞在裡面啦! 

筆：您剛剛所說的五首都是可以換歌詞的嗎?還是說有其中幾首? 

郭：這個已經定下來了，他們以前就這樣唱。其他音調的話就以你的的心情。比

如說先生過世了心情很難過，就可以藉由這個音調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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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所以可以加歌詞在音調裡面自行述說 Gaya?那您覺得要如何在教的過程中告

訴現在的孩子? 

郭：我跟他們說：「我們的歌謠很美，祖先能發明出這樣的歌很不簡單。每一段

每一句真的都很美，所以你們要加油，我們要保留這個文化好好的傳下來，你們

不要去學別人的，因為那不是我們的。我們是賽德克族的就要學我們自己的，因

為我們去唱阿美族的也不能變成阿美族的人，因為我們是賽得克族的。我們還是

要唱我們自己的。」我都是這樣跟他們講。就算是覺得很煩還是要學。因為我看

他們好像不想學的樣子，都是低年級麻。可是我還是盡量、忍耐的教他們。秀雯

老師也是在旁邊幫忙。因為他來找我的時候我看的一下時間，都是農忙期。她就

跟我講一句話：「阿姨，傳承ㄋㄟ~要傳承ㄋㄟ，我也不知道要到哪找人，阿姨，

要傳承ㄋㄟ。」我就被他這句話打動了。這時間剛好是農忙期，就是要想辦法配

合他們的時間。如果真的沒辦法，我就會請人家帶一下。那怕是一刻。我們有三

個會唱的，就請他們。因為他們不是本地人，怕說唱的音不一樣。一個是 doluku，

一個是 doda 的。所以跟我們的發音會不一樣。如果真的沒辦法濟會請她來帶一

下。 

筆：剛剛有提到說因為媒體導致 Gaya 模糊，那那些歌中可以看到 Gaya 的精神? 

郭：什麼歌喔?因為現在的孩子都不會唱了。如果以我來說怎麼從歌曲中看到 Gaya

的精神?從老人中的歌詞含意就知道了。從歌詞中就知道不簡單。他們能夠不識

字然後用比方讓歌詞用竹子、河流、地名，用這些把歌詞表達出來。比如說有歌

詞是說我們再來試試看，練這個舞能樣河流一樣不斷，像河流一樣很長很長；像

竹子一樣很高。 

筆：所以這是在歌詞裡面？ 

郭：對。他用一些事物表達歌詞裡面的含意。不是隨隨便便這樣子跳、唱。有時

候是用比喻的，這歌要怎樣流傳就用這種比喻來比。還有一些是請外地人怎麼樣

來一起跳舞。他們沒有禁止外地人一起跳舞。他們不只自己跳還會邀請別人來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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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還會分享，在他們的歌詞裡面。 

筆：下禮拜會看到他們跳然後加動作對不對？ 

郭：嗯～我上個禮拜有教他們動作，然後怎麼跳。他們還是跳不出來。像高年級

的很快啦！ 

筆：那為什麼不找五六年級的？ 

郭：我過去教他們的不是強迫性的，是自願的。願意的就學的到，不願意的就學

不到。所以高年級的就是這樣子，因為那時候去教室在他們教學完畢的那個時間。

課後的時間，不能強迫這樣子。那這次秀雯老師放在課中，禮拜五的那個… 

筆：綜合活動是不是? 

郭：我不曉得ㄟ，可能是。他為什麼特別請一年級到三年級來學的話，這個我沒

問。可能高年級的還有他們的活動吧，時間不好排。那一年級到三年級就將這個

編列到課程裡面。那這部分你在問秀雯。 

筆：那我再問最後一個，你知道的 Gaya 有哪些嗎?因為我有聽過的是 Sisin 鳥跟

烏鴉比賽的事，所以族人相信 Sisin 鳥的力量很大。 

郭：有，這個也有。比如說去散小米的時候，他們已會去聽 Sisin 的聲音。 

筆：他有固定的品種嗎? 

郭：國語叫什麼阿?你問秀雯一下，他知道 Sisin 的名字。 

筆：好。 

郭：所以他們先要聽 Sisin 唱歌的聲音要怎麼樣才是好的。再來會先撥種的時候

會先去找一個人，我爸爸說要去找他。要問他今年播小米時間可以開始傘那個小

米了嗎?如果他說還沒到的話，部落的人就不行去散小米如果你沒有聽他的隨便

播小米，就算長出來，沒有小米出來。沒有果實，雖然長很多也沒有。他說部落

的人要聽他的。為什麼要聽他的，因為這個人都會豐收。 

筆：他是有養一隻嗎(Sisin)？ 

郭：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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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就是那個人有養一隻 Sisin 嗎? 

郭：他不是養那隻鳥，鳥隨地都有。 

筆：那為什麼要找那個人?因為他懂鳥再說什麼? 

郭：不是。他們為什麼要問這個人?因為他每次散小米時都會豐收，大家很佩服

他麻，然後每一次要頗小米時都要問他，「可以了嗎?」「時間到了嗎?」如果可以

的話就開始還工、開始除草，然後就開始散小米。我爸爸是這樣講。那我們現在

這裡也有ㄋ。還有就是說我講說「你的手很好ㄟ。」我們講這個人種南瓜，種之

後南瓜的莖不會距離很遠。就差不多這樣一段就生一個，他們就也很佩服這種人，

希望他到他們的田裡播種，因為他們說他的手很好。就類似這樣子。他們找這個

人就是這樣，種什麼就很多。Gaya 就是這樣子，他們也說要聽 Sisin 的聲音阿!

再來就是你要播種小米時你先散一點點，然後你看，如果說很多螞蟻來拿你的小

米，就可以開始播種小米代表會豐收。我爸爸是這樣講。我就問我爸爸說為什模

每次都要去找他?他說每一次他種的東西都很多，結實纍纍，所以要去找他。 

筆：除了這個之外有別的傳說嗎? 

郭：別的喔?除了這個還有。就是我媽媽講的，以前他們要開始播小米的時候天

還沒亮，比如說工寮在這邊，離他的一百公尺，叫小孩子跪下。 

筆：跪下? 

郭：對。在那邊跪下，像以前老人夾老鼠拿一個石頭然後在這邊放棍子讓他立起

來。然後這邊有一個線，然後線和竹子綁在一起。然後在這裡放小米或是玉米。

如果說有老鼠來，這個線就會收起來，石頭就會壓下來，老鼠就會夾在石頭裡面

阿!他說他們以前是這樣子。以前他的媽媽一大早就叫醒他們，叫他們做這個，

然後拿著小米，不知道是念經還是什麼?就「咕、咕、咕、咕、咕、咕」老人就

這樣，他媽媽就要他們這樣子做。他說他們拿這個小米就在附近敲「咕、咕、咕、

咕、咕、咕」這樣子，做這個動作因為要開始播種了，所以做這動作。 

筆：是不要讓老鼠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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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不知道為什麼。是為了讓他的東西都豐收的麻。所以做這動作。那我問說「你

們有沒有講話?」他說「沒有」就一直「咕…」這樣敲阿。然後還有一個是我爸

爸說東西不會有蟲吃嗎?然後拿地瓜葉，抓一個自己田裡蟲放在地瓜葉上，然後

看牠。如果他開始在吃地瓜葉的時候，我說「為什麼要這樣?」他說他爸爸說為

了要驅蟲。他說那個蟲開始吃的話，自然的田裡的蟲都沒有了。 

筆：隨便抓一隻都沒有?怎麼這樣? 

郭：對阿。不知道。他說真的沒有。田裡有蟲抓一隻放在地瓜葉上，嘴巴還要講

喔! 

筆：要講甚麼? 

郭：就是跟那蟲講話啊!可能是講說你就吃這地瓜葉，不要吃我種的東西什麼什

麼之類的。自然的他就說沒有蟲在那邊吃。他小時候也是這樣子。我爸爸說妳再

不來給我挖寶，等我走了吼你想要挖寶也沒有可以挖。因為我真的沒有時間。他

現在已經 80 幾歲了，我還有很多沒有去聽。有一個傳道士，常常去。跟你一樣

做研究。所以他知道我爸爸那裡很多寶。 

筆：這樣聽下來我自己總括 Gaya 應該是前人所留下習慣、慣性。所以它也是由

前人傳下來，一代傳一代。 

郭：對。然後到我們這一代，現在小孩子因為他們有讀書麻，他們自己的觀念啊!

有的不太喜歡去學、不喜歡聽。但是有的 Gaya 是很好的。所以我說把好的溜下

來。 

筆：它涉及的範圍太廣了。 

郭：對，每一個老人他們講的都是不一樣的。他們是從那邊集合過來的，所以看

到的、聽到的也都不一樣。就是這樣。我不知道這樣回答對你來講有沒有幫助我

不曉得。 

筆：不管妳回答什麼對我來說都很有幫助。因為我本身不是族人，看了一些書也

不是很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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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有的書吼，我看得有些是錯的。 

筆：老師那妳可以講嗎?這樣我才不會參考到錯誤的。 

郭：像那個什麼南豐國小表演播小米的時候，淑惠老師它講到什麼去了，我說不

是這樣，她說她也是看書才有這樣的 Gaya，但是我跟她不是這樣，我從我爸爸

那邊聽的不是。到底是甚麼啊? 

筆：是某一本書嗎? 

郭：對，她說她也是從書上看來的。 

筆：恩。老師我還沒問您幾歲? 

郭：我現在 59 了。你叫我 ruvi 就好了。 

筆：因為我會不習慣。真的很謝謝你。這次會這樣研究是因為 obin 有說現在的

小孩 Gaya 都隨便亂來，所以想說你們的舞蹈是不是有 Gaya 的存在。 

郭：你再去想看看麻，還有一些什麼?然後我不懂得我們再去請教我的父母親。 

筆：好，那我先邊撰寫，下次再拿給您看。謝謝您，謝謝 rubi 

 

圖 7-2 郭阿玉女士  2011 年 3 月 27 日 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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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 五 

時間：2011 年 4 月 9 日  pm3：15-pm5：45 

地點：郭蔡再妹(obin nawi)住所 

受訪者：郭秋金(82 歲)  郭蔡再妹(78 歲) 

翻譯者：郭阿玉(59 歲) 

採訪者：歐育萍 

採訪內容：Gaya 的傳說、族人的祭典、口簧琴及歌謠採錄 

配備：攝影機一台、相機一台、錄音筆一台、筆記本 

 

筆：obin 是甚麼時候在南豐國小教學的? 

郭：在我小女兒五年級、六年級的時候。現在他已經 25 歲了。這樣是幾年?怎麼

算啊? 

筆：大約是 87 年的時候。 

郭：差不多。他說他在那邊教三年。交歌謠和織布。 

筆：那現在學校還有織布嗎? 

郭：沒有了。就是織布麻，用那個麻怎麼把它用成絲線。他在學校就教這些。你

知道嗎? 

筆：我不知道，但我看過。 

郭：就是用那個麻然後用成線，然後就開始織布。我第三個弟弟，在九二一之後

她也在那邊教。 

筆：歌謠? 

郭：恩，反正就是教文化啦 !主要是教那歌謠和織布。 

筆：Gaya 的傳說，除了 sinin 以外的，或是禁忌。 

郭：這個狩獵有兩種。一個是帶狗的，一個是不帶狗的。不帶狗的就放夾子。帶

狗是讓狗去追獵物。他們說無論是撒小米、去打獵帶狗或是放夾子，前一天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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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隨便開玩笑。不能講那些不該講的話，不能亂開玩笑。所謂不能亂開玩笑就是

說，男孩子要出去狩獵的時候不能隨便開玩笑和唱歌。 

筆：唱歌也不行? 

郭：對。 

筆：甚麼歌都不行? 

郭：對。他們在出去的前一天晚上，然後他們會生火。就是燒火麻。然後第二天

早上他們要去看，拿一個木頭把那些燒過的炭。如果說木炭還有一些火的話就可

以去。撒小米也是一樣。重要的也是你說的 sinin，要去聽。就是說他們會去先

看那個火，前一天晚上生的火。如果說還有一點火，那就可以去。然後還要去聽

那個 sinin。牠在妳右邊唱歌的話可以去，在左邊的話就不能去。 

筆：那有說哪個方向嗎?比如說 sinin 鳥是居住在西邊。 

郭：沒有。就是你去看，你去聽。早上去山上聽麻，在右邊就可以去，在左邊就

不能去。 

筆：沒有分方位就是了? 

郭：沒有沒有。只要是右的話就可以去。他說 Gaya 就這樣。 

筆：狩獵的部分就這樣? 

郭：恩，撒小米也是一樣。 

筆：是螞蟻搬小米的那個嗎? 

郭：你剛剛講的螞蟻。(耆老打斷補充)就是他們有時候聽 sinin 的時候是傍晚，如

果沒聽到的話早上再去聽，在右邊的話就可以。然後像你剛剛講的螞蟻的話，他

們就開始撒小米。撒的時候有螞蟻在搬就表示你要豐收了。 

筆：看到螞蟻搬是代表我可以開始種? 

郭：就是要種之前。他們去撒小米，撒好後看。然後看到螞蟻背奔小米就代表今

年我們大豐收。因為螞蟻來幫就是來儲存麻，所以看到這景象就代表要豐收了。 

筆：Gaya 平常會用到的就這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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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恩，打獵也是。 

筆：那我想問一下 Gaya 在生活中是甚麼?以前來講和現代來講。 

郭：是甚麼嗎? 

筆：恩，對。 

郭：他說主要就是在看我們今年所要的啦 !所要的一個，所需要的。比如說你要

撒小米的話你就去看，就照 Gaya 去做。看今年收成有多少。還有我們去狩獵也

是一樣，要燒那個火，知道可不可以去狩獵。他說以前像撒小米這個 Gaya，他

們必須要去看一個人。就是我之前跟你講的。要去看他才會豐收。這個人必須先

撒，你不能亂撒喔!他還沒撒的話你不能撒。你必須要先去看他。等到他撒了，

那明天我就可以開始撒。 

筆：那那個人有特殊能力嗎? 

郭：他說他是一個長者，很老很老的長者。 

筆：所以要先看長者撒。 

郭：對。他說小米要採收的時候還一個 Gaya。他說在小米採收之前也是還要去

看，要去看這個長者。如果他已經開始採收小米的時候，要去知會一下說我的也

可以收了才可以收，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去找那著長者公雞都還沒叫，他說那

著狗也不行亂叫。 

筆：狗也不能叫? 

郭：對。就是沒有甚麼聲音。公雞也還沒叫，也沒有狗叫的聲音，這個時候就去。 

筆：長者就會去了? 

郭：他們就會去找長者了。才去看，因為他們收成的時候要先去看他，收完了之

後，然後知會一下說我們的也要收了。過程必須要在公雞還沒有叫以前。夜晚凌

晨了。收成好的小米放在山上的工寮那邊，全部集中在那邊。主人自己回到家裡、

回到部落。如果說像那些到山上的採收的人，他也可以可以幫忙揹。如果願意的

話幫沒幫，不願意的話沒有麻。幫忙收到他的家裡、到部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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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所以那個人是自願的? 

郭：對。就是他不願意的話我們也沒辦法啊!除非他自願幫忙你的話。因為是在

山上的工寮麼，如果要回部落就要揹一點一點這樣。 

郭：現在是開墾的 Gaya，現在在講。那前面那個可以了吧? 

筆：可以。 

郭：我是有問他啦 !以前開墾的事是不是可以隨便開墾?過去是我們一個部落裡

面，如果你有能力的話你去開墾會開很大，然後那個就是屬於你的。 如果說他

做不完的話他就拿一點點給別人做，我做不完換你來開這個地方。他說我開的已

經夠多了，換你來開。這就是你的。然後話那個甚麼界線。界線是用石頭，用石

頭做界線。他們就知道說到這裡，他們立的石頭做界線。那個是還沒有測量以前

啦 !就是以前老人們知道他的到哪裡，就是用石頭做界線。 

郭：他們以前在開墾吼，開墾三年之後他們就放著。他們不會去開始做它，開始

耕種。然後開闢另外一個。然後他們耕種的那個地方會種那個甚麼?樹皮嗎?樹皮，

樹嗎?有一種樹可以做紙漿的。 

筆：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郭：那個皮你給他剝的時候，可以做紙。以前那個都是做紙的，那現在的話這個

東西好像是做…冥紙。 

筆：冥紙喔，比較粗就是了。 

郭：對，他們好像都是做那個。就是他們會種那個樹，差不多這們大的時候，大

約五年。然後它們就把，又開始給他開墾了。其實你這樣子做吼，我知道他的道

理。以前我們沒有肥料麼，肥料就是這個樹木的養分。那個他的那個，不是開墾

後會燒整座山嗎?會燒起來，不是有那個灰。那個灰種東西出來很漂亮。以前沒

有肥料。現在那個農業也是慢慢慢慢找這個灰，然後跟著有機一起然後撒。現在

好像要回歸自然這樣子，所以以前老人們開墾三年後就先放掉，然後再去開闢一

個。然後等到三年後或五年，他們又回到他們原來的又開始開墾。然後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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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們要去開墾也是要去看那個 sinin。一樣。 

郭：就是他剛才講的開墾不是做了三年嗎?四年，然後你看你種的樹皮已經這樣

粗了，你就可以開墾這個地方。但是你為了讓人家知道你已經開始開墾了。他說

先去開一點點然後去聽 sinin 的聲音，然後就可以了你就要去砍那個木頭。砍那

個木頭就是有那個…比如說木頭有草枝砍掉，然後砍掉後放在人要走的地方，人

看到的時候就知道這地方要開墾了。 

郭：他說還有一個，在種小米之前。要到主人那個山上，他會用石頭做那個夾子。 

筆：夾子? 

郭：對，石頭。大的石頭，然後那個大的石頭就是我上次跟你講的那個。他說好

像有放東西也好像沒有。他說有的人吼，看得這個石頭大的夾子，有的會在那邊

方便。主人看到的時候，看到那個方便，他也會很高興，一定也會豐收。那個也

是很有意思啦!因為那個都是我們吃的東西麻，排出來的東西啊!也表示有豐收。

有吃飽才會排出來啊，沒有吃飽就排不出來。是這樣啊!你可以問像是死亡啊!甚

麼甚麼。 

筆：對，像結婚的 Gaya 啊!男方要來家裡，提親阿。那比如說像祭祖哩? 以前他

們有沒有祭祖哩?在宗教還沒有進來之前。 

郭：他們以前是沒有拜祖靈那種那些，只不過他們殺豬的時候，殺牛、殺豬啦 !

還有狩獵的時候會拿一點點鼻子的肉，和肝。 

筆：誰的? 

郭：就是牛阿、豬的。他說他們以前沒有拜祖靈啦 ，不過他們到拿一點這些豬

的鼻子還有…反正是甚麼他們殺的這些動物，肝、鼻子的肉，都是一點點，然後

包葉子，我們是給我們的祖先吃。 

筆：那放哪裡? 

郭：就丟阿。就丟就好了。 

筆：喔~就跟喝酒的時候把一些酒倒在地上給祖靈喝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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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對，一點點。就給他丟麻，就表示給那祖先吃麻。表示他們沒有忘記他們的

祖先。你講得我好像也沒聽過我們有拜祖先。捏到甚麼都一樣，分享給他們。這

個意思就表示沒有忘記他們的祖先。 

筆：因為不是有所謂的祖靈祭? 

郭：他說沒有，我們沒有拜祖靈的。所以沒有修…修甚麼東西啊? 

筆：巫術甚麼之類的嗎? 

郭：對對對。 

筆：那上次霧社事件八十的，那樣的儀式是甚麼?要怎麼稱它? 

郭：他說喔，像霧社事件那個，他說是現在自己有這樣的一個那個啦!他說以前

沒有，然後之後可能就是他們學外地的。他說過去日本人統治在我們這裡的時候，

們也是一樣。祖先的那個，他們會立一個牌，然後他們就在那邊唸，唸經。他說

那個應該是外來的。 

筆：所以所謂祭文那些可能是日本統治之後的東西。 

郭：對對。他說那個是外來的。本身那個都沒有。 

筆：都沒有。 

郭：所以現在有這樣的祭詞的話也是因為日本人那時候統治在台灣有的人會有這

樣拜祖靈。 

筆：恩。 

郭：因為他們在他們的意識裡面，不論是去打獵他們知道他們祖先的靈一直在他

們身邊。所以他們狩獵的時候，他們拿到的獵物會把它丟掉。所謂丟掉就是給他

們吃。就只有這樣。 

筆：所以沒有其他的祭典，都沒有? 

郭：沒有。他說他們以前的人一直相信說他們祖先的那個靈，無論他們去哪裡他

們祖先的靈就會一直跟著在哪裡，所以會將那個東西丟出去。比如說就是孝敬他，

然後也是不忘記他。他們丟出去就是不忘記就對了。就像那個甚麼巫術。巫術的



 

105 
 

話，比如說那個小孩子生病了他就帶小孩子到他的面前，但是巫師都是女孩子。 

筆：都是女生喔? 

郭：嘿。是女孩子。他說他們會拿有，我不知道他們那顆那個茅草有啦 ，有一

種茅草我知道，他很像那個甘蔗，它長在那個比較有水的地方。然後已經沒有看

到。河流都沒有了。 

筆：現在沒有了? 

郭：沒有，我都看不到了。然後它會長很高，他們會去拿那個差不多是這樣子一

節，然後這一節專門治病的。小孩子生病了在那邊奄奄一息的時候，就那個巫師

就拿這個棍子，開始唸唸唸這樣。然候就會給竹子，我剛剛講的那個。我以為我

知道，但是我忘記他的名子了。然後就給他這樣子，給他摺起來。如果說它很硬

的時候他就會講說，他在唸的時候，在拿這個的時候會呼求很多人的名字。 

筆：呼求? 

郭：就是呼求已經過世的人的名字。就是巫師他會呼求。因為在部落裡面每一個

人他都知道哪個人已經過世啦 !所以他就會叫這些人的名字。然後就開始的時候，

點了名字之後，用力的這樣子。如果說它是硬的，他就會講說這個孩子吼有被一

個靈來附身，被一個靈附身這樣。他說他們以前都不會去想到說是不好的靈，他

們想到的都是好的靈。被這個靈附著。你可能是經過那個人的山上，然後這個人

不是已經過世了嗎?然後這個靈附在你身上。所以他就開始那個呼求、呼求，唸

唸唸這樣。然後像這個的話，我爸爸是講說他們呼求這個靈的時候就像他們的聖

經裡面所講的，有一個所謂的靈就是聖靈。當我們呼求聖靈的時候我們都會必定

得長一智。他說這個有關聯這樣。所以因為以前的人都不會去想是不好的靈，全

部都是好的。就算祂附在你身上了祂也是好的。然後就唸，這孩子會好。 

郭：他說這個人被靈附著的時候，他說他在唸的時候，動來動去，然後叫的很大

聲。然後他說最後這個念咒之後，好了。都會好這樣。 

郭：他說這個巫師吼，他說不會的就不會啦 !會的這個巫師吼，他會在他的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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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拿一個茅草，然後就做一個樣示在那邊。等一下我們出去的時候拿個茅草給

你做一個。然後他會做這個在山上。比如說他有地瓜，有水果、有什麼菜，有什

麼，然後在山上，比如說竹筍啦，翠竹這樣子。比如說這個是路，這個是他的山

上。他整個這個四圍，他全部都放那個茅草。他都已經下那個咒語在那邊了。所

以他說如果人沒有經過他的同意到那邊，只要你的腳踏過他擺的這個，擺的這個

茅草。他說很嚴重。那個傷吼很嚴重。像有一個，像我的那個姨丈他現在還活著

麻，每一個我們平地人都知道他是巫師，所以他的山上吼，他種的水果只要有那

個東西在的話，沒人敢動。所以你如果沒有經過他的同意，你吃了你嘴巴都會爛

掉。所以他說有一次，我那個姨丈山上就是這樣子，然後這個人，這個女孩子。

她去挖地瓜。很飽滿、很多這樣。她想說去拿，然後她去拿的時候，他說她隱密

處全部都會爛掉。然後就她沒辦法。她沒辦法就去找我姨丈。我姨丈就問他說妳

怎麼有這個，她說去拿妳的地瓜。然後我姨丈就說沒關係，既然你承認就給妳，

給她做法。用巫術給他做法，然後他說妳現在回去妳會好，但是我奉勸你以後不

要隨便拿人家東西。 

筆：那巫師是生下來就有那個體質還是去學來的? 

郭：那個是去學的。 

筆：跟誰學?是跟之前的巫師? 

郭：恩，跟他去學的。那個是一代一代這樣子傳的，比如說我要去學的話，學會

的話，還會拿禮物去給你這樣子。我媽媽也會，我媽媽說她也會。她是媽媽那邊，

我的那個外婆。然後自從宗教進入之後，我媽媽跟我講說我小時候沒有睡覺一直

哭一直哭，然後她就帶我到我外婆那邊。本來要拿那個巫師的那個裩子，本來叫

我外婆讓我能夠睡覺，然後我外婆就跟我媽媽講說，我們都放棄。我們那些東西

我們不要，我們現在都知道上帝的話。她說我們是信耶穌的，所以那些我們都不

要。我們就做禱告。從宗教進入以後很多巫師這個都放掉了。因為為什麼？你做

巫師的這個吼，都會帶給你的後代不是很好。那後代都不是很好。 



 

107 
 

筆：會影響到後代是不是？ 

郭：對。會影響到後代。 

郭：像我媽媽說她的姊妹還會。她妹妹有去教會還會。還會這個。 

筆：在田放茅草綁的東西？ 

郭：對。還做這個。然後還會拿那個什麼我剛剛講的巫師的棍子。她哥哥也是一

樣。她哥哥過世了。像我爸爸以前有那個什麼？蛇皮的那個嗎? 

筆：對。那個叫蛇皮。 

郭：不能繞一圈麻，繞一圈人就沒有了嘛吼。所以我爸爸那時候有得那個病。它

很容易在我們比較脆弱的時候在我們皮膚。但他的是在這個地方，肚子這個地方。

我媽媽的哥哥就來，就說我跟你做。然後我爸爸說我現在已經是信教的，你不要

給我做這個東西，所以他沒有答應。但是你自己做這個巫師的工作會影響到你自

己的子孫。像我阿姨還有我姨丈他們，一個孩子，不是很好。我爸爸說會影響到

後代。當時那哥哥來的時候他有拒絕。 

筆：那像初生有所謂的 Gaya 嗎？就是一定要做的某些事。小孩子的出生阿 

郭：就像小孩子出生的時候。比如說我啦 。我有弟弟，如果說我生小孩子，生

完的時候，買那個鹽巴給那個弟弟。是給男孩子，女孩子沒有。妹妹就不用給。 

筆：是妳生小孩的時候？ 

郭：對。我 生小孩的時候就會買那個鹽巴給哥哥或是弟弟。都是男的。給鹽巴

是給男孩子，都給男孩子。女孩子像妹妹、姊姊沒有給。我就不給她們，就給我

的弟弟。他的意思就…應該是殺菌，鹽巴是殺菌，還有防毒阿，應該是這樣。她

說這是生小孩子的話的 Gaya。 

郭：為什麼要？因為我們女孩子生小孩會出血麻，未了好像是一個修辭。為了讓

家中的男孩子他們出去打獵、開墾什麼的，不會被他們的刀子砍掉他們的腳。不

會重傷就對了。為了防止他們受傷，所以在生完小孩子後要送他們鹽巴。 

筆：這是以前的時候，現在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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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沒有了。現在都是按照電視的。電視說什麼就怎麼做。我以前生我第一個孩

子，兒子。然後我媽媽說買鹽巴給像表哥阿、表弟阿。 

筆：表的也要？ 

郭：要，那個都要。只要是男孩子，你的親屬裡面都是。所以以前的女孩子為了

不要讓家中的兄弟，就是男孩子出去狩獵受到意外的傷害，女孩子要保護男孩子。

不能跟他講不好的話。就是比較尊敬他，就像我之前跟你講的不能在他們面前放

屁啦 !類似這樣子。 

筆：現在 Gaya 幾乎都沒了對不對？ 

郭：幾乎現在你看我麼現在我們的小孩子都不知道 Gaya。都是受到電視的影響，

有的出去讀書了嘛，也可以直接帶男人回到家裡。以前都沒有這樣。這個 Gaya

在我們生活中都已經被電視所影響，我看也是這樣。像我們的話還可以啦 ，像

我們的女兒啦 、孫女，幾乎都已經不知道。你看現在的小孩子，比如說女孩子

在家庭裡面，如果妳的男孩子在家庭裡面的話，都會坐得很好。現在不是，你的

兄長在家裡還可以躺著把那個腳抬高。 

郭：還有以前就是我們女孩子懷孕的時候不能跟兄弟講說我懷孕了。不能講，以

後他們肚子大了就會知道。不會提，也不能在他們面前說我懷孕了。現在的女孩

子還可以叫自己的弟弟去買衛生棉，以前不行這樣子。沒有禮貌。 

筆：Gaya 現在在生活中就變成了一種禮貌。 

郭：對。Gaya 以前是最好的。她說以前的 Gaya 都很好，都有尊重啦!就是尊重。 

筆：那現在你們平常會唱歌嗎? 

郭：平常，只有像他們這樣的才有唱。你說現在的小孩子怎麼會唱。 

筆：那他們所唱的歌裡會有 Gaya 的觀念在裡面嗎?比如說什麼? 

郭：也不會隨便唱。就比如說她們去狩獵的時候，然後比如像是我媽媽是狩獵者

的妹妹，那我呢想去分享一下就會透過他麼妹妹到她的家裡唱，o yos na oys。然

後男孩子聽到的時候就會拿他的獵物煮，然後分享。她說他會給，但是都不會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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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裡。就會一直在那邊煮，然後分享。 

筆：在他們家？ 

郭：對，她說獵到獵物的這個人吼他會給你，但是不會帶回家裡。 

筆：所以是在那邊分享。 

郭：對。都不會帶回家。 

筆：那現在所教的那五段，五段裡面有 Gaya 嗎？ 

郭：呼喚的那個意思是說要來還工阿。 

筆：還工的意思是甚麼？ 

郭：你來幫我工作，然後我來幫你工作這樣。就是呼喚。再來就是在田裡比較近

的話，有的在這邊工作，有個在那邊工作，也是用呼喚。用這個呼喚的歌還戶新

的打氣。然後你這邊呼喚的時候對面的聽到會互相打氣。 

筆：那在現在這五段的歌詞是這樣固定下來了，那以前是不是有所不一樣？有沒

有經過改變？ 

郭：他說他們在唱這個吼，還有一些是我們還沒有學到的。你看到的那個譜吼，

那個只是一段而已。他還可以自己加歌詞進去。就是你現在在做什麼慶祝什麼就

會把歌詞加進去。因為那是即興的，我們唱的只是一部分，因為很多麻。 

筆：五段都是嗎? 

郭：她說那個歌詞不是固定就是這樣啦 !她說因為每一個人的即興唱法都不一樣。

你要用什麼歌詞來代表你要唱的歌，所以都是不一樣的，不是固定的。所以每一

個人他要用什麼唱法，用什麼詞來唱這個歌，把它唱完。用自己的歌詞把它唱完。

所以沒有一定是這樣子。 

筆：所以旋律是固定的嗎? 

郭：對，旋律是固定的，那歌詞你要麼加你自己在加進去。所以每一個人的歌詞

唱法不一樣，但他的旋律是一樣的。 

筆：所以現在的五段是你們固定下來教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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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對。她的歌詞也是有代表往生的，他們部落裡面的人。你懷念這個人的作為

很好很好，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歌詞裡懷念這個人。就譬如說有人欺負你啦 ，他

也可以在歌詞裡面去給它變動，他也不會很明白的講，就類似像文言文。他用歌

詞去表大他心中的那個就是他的想法，對這個人，他不會很白的。 

筆：那這個是一個人唱的時候對不對？ 

郭：對對對。 

筆：所以現在所教的跳舞歌是快樂的時候才會用到。 

郭：我們以前的食物吼，像那個睪丸啦 ，那個他們都不吃。 

筆：內臟類的都不吃。 

郭：內臟類有那個有那個腎、屁股阿，還有那個雞的什麼公雞的雞丸喔，他們也

不吃。我爸爸媽媽到現在也不吃。我們說這個很貴，他們都喜歡用那個什麼三杯

嗎，有時候結婚典禮會有。我爸爸媽媽看到我們吃都會笑。因為他們以前的人都

不吃，我們跟他們說這個很好吃他就笑我。 

郭：他說織布的女人也不吃翅膀。 

筆：為什麼？ 

郭：她說妳去運動會跑步的話會像那個翅膀一樣。 還有老鼠的尾巴也不給小孩

子吃。他們也不吃。 然後他們也不給小孩子吃鍋巴。不是很好吃嗎，也不給小

孩子吃。問她們說為什麼不給小孩子吃，他說你們跑步會跌倒。現在的小孩子就

說原來鍋巴那麼好吃，你們自己把好吃的留下來。他說他們也不吃蛇，他說那個

都沒有吃。 

筆：為什麼吃鍋巴會跌倒阿？ 

郭：他說跑步很慢也會跌倒。還有去山上的時候會也很多那個什麼，蛭嗎？吸血

蟲那個，水蛭。會黏在你的腳會走不動。我媽媽在講說以前她們的那個前輩阿不

把鍋巴給他們吃可能是因為好吃不給他們吃。 

筆：然後就這樣傳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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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對。 

筆：那這次大概就先問到這邊。 

郭：我問我爸爸說現在還有力氣吹口簧琴嗎?現在沒有人ㄋㄟ。 

筆：喔~我上次有看他吹。上次好像是因為天氣太冷，好像氣不順。 

郭：他現在已經八十幾歲了，已經很少人會吹了。南豐國小也在學麻，可是只有

聲音出來阿。我們學也只是蹦蹦蹦…，像我爸爸吹的口簧琴有音高。像我們唱的

o yos na oys 他也會吹。他那聲音也會吹阿。 

筆：有，我上次有看到，好厲害。 

郭：說要給它錄到現在還沒有給它錄。 

筆：錄什麼？ 

郭：錄他的口簧琴阿。 

筆：我可以幫你錄阿。那他現在可以嗎？  

郭秋金示範了口簧琴的吹奏，郭蔡再妹和郭阿玉演唱歌謠的輪唱法。 

 

 

圖 7-3 演唱歌謠的 Obin Nawi  2011 年 4 月 9 日 筆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