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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論文以台北縣烏來鄉烏來活力村─GAGA 劇場─慕懷樹樂舞藝術團

為例，並藉著對此歌舞表演場來看烏來地區泰雅族人在舞台上所呈現的音

樂內容與表演型態，並藉著對劇團的深入了解，除了表演的理念、觀點與

方法，以及音樂與舞蹈結合的處理手法之外，烏來泰雅族的傳說、祭典文

化等等的故事內容以及烏來瀑布之美，如何在現代的舞台展演內容中，呈

現重組、交織及象徵的連結與解答，這些都是本論文欲以探討的內容與方

向。 

    現今在台灣有許許多多的原住民表演場都成為觀光景點，而觀光化也造

成了原住民歌舞的舞台化，藉此來檢視舞台化之下的原住民是仍然還保有自

己傳統的文化，還是因觀光化的影響而因應改變，此外，也從中進一步探討

烏來地區泰雅族音樂的活動現況發展與未來。將以田野工作與訪談的進行方

式來獲得更多有關烏來泰雅族相關知識。 

 

 

關鍵字：烏來鄉、原住民、泰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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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因為筆者三年多前曾經到過台東縣的布農部落，現場欣賞到布農族的

八部合音與他們的舞蹈，布農族人的合音聽起來跟西洋音樂中的和聲不太一

樣，卻很協和讓人感覺很享受，因而讓筆者對原住民的音樂產生興趣；也因

為筆者居住於台北縣的緣故，因此把研究對象設定在台北縣烏來鄉；再者，

因為筆者是從表演中而對原住民產生好奇心的，所以就從他們的演出活動著

手做探討，而經過筆者無數次的查看以及多次的參與烏來地區的活動之下，

最後找尋到位於烏來大瀑布對面的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在飯店裡面附有一

個劇場「烏來活力村─GAGA 劇場」，為烏來泰雅族的歌舞表演場所，表演

團體為慕懷樹樂舞藝術團。 

    在台灣原住民歌舞表演方面，筆者所看過的表演都是屬於傳統舞蹈的

部份，還未曾欣賞過類似 GAGA 劇場那樣的演出型態，內容結合了傳統與

現代，以及故事性的節目安排，配合著燈光、特效讓整個表演更是魅力十足，

除了內容的創新外，劇場的龐大也很具國際化的特色，使觀眾不只是欣賞到

優質的原住民歌舞表演，還讓觀眾了解泰雅族的起源、生活、祭典與烏來瀑

布的美景等等。第一次進 GAGA 劇場欣賞完後，他們的表演讓筆者大開眼

見，也使筆者充滿了興趣，於是這也成了筆者選定烏來活力村 GAGA 劇場

來做研究的原因之一。 

    再者，筆者發現在台灣現今有很多的原住民表演場所都成了觀光點，

像是阿里山、日月潭、九族文化村原住民文化園區，以及本論文主題：烏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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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力村等等，因此，想藉由此研究來了解原住民為何把自己的歷史、文化、

歌舞以這樣的方式來呈現的背後原因。 

    對於台灣原住民來說烏來活力村 GAGA 劇場的表演手法，傳統與現代

舞蹈的結合是既創新又獨特的，藉由此劇場讓大家更了解泰雅族及原住民其

他族群的傳統樂舞及歷史文化，這是原住民觀光區的一種現象與潮流趨勢，

因此也想藉由觀光的角度來對烏來活力村 GAGA 劇場─慕懷樹樂舞藝術團

做更進一層的探討以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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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1)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fieldwork」，即研究者在一個文化現象發生的實際環境、領

域或場合裡所進行的研究工作，透過參與觀察及訪問收集口述歷史，同時這

也是 fieldwork 的核心部份。 

 

  (2)民族誌 

    經由田野工作實地觀察後，整理出筆者在田野工作過程中認識被研究

者及認識當地的過程與想法，並且記錄下每一次田野工作的時間、地點、以

及訪談對象等等，最後以文字與圖像學的結合來呈現此研究的文本，並配合

著訪談與演出過程的錄音錄影來呈現。 

 

  (3)文本分析 

    以演出節目為文本「text」詮釋的材料，來解讀背後所可能內含的各種

意義，包括：族群性、地域性的文化、社會意涵，表演型態、方法的內在思

維、邏輯、及象徵等等。 

 

二、研究限制 

    筆者因為正式論文課程只有一年的時間，研究時間較短，由於研究範

圍在山區的關係，常常因天候狀況不佳而導致田野無法順利進行，因為許多

的緣故而無法更深入去研究，所以本論文只針對烏來地區的泰雅族，特別以

烏來活力村 GAGA 劇場為對象來做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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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烏來活力村 GAGA 劇場的表演是禁止錄影、

錄音與拍照的，他們也沒有製作 DVD 販售。剛開始因為互不熟識打了電話

詢問而被拒絕錄影，一度將面臨放棄的狀態，後來經由明老師的溝通團長才

順利答應了筆者這次的研究，並且提供所需要的資料，因此讓筆者有機會研

究慕懷樹樂舞藝術團。但也因為團長張家瑜小姐較忙碌，時間上難以配合，

導致訪談的機會很少，所以真正到場訪談只有一次，其餘都是透過電話或是

E-mail 的方式來聯絡與詢問；再者，由於商業性機密與隱私之下，因此有許

多筆者想要了解的部份該團無法透露、告知，如飯店附設劇場的理念、舞團

團員的簡介等等的，對論文的品質是有所折損的。 

 

 

第三節 研究步驟 

 

    經本論文的探索可以對台灣原住民有更多的認識，尤其是台北縣烏來

地區的泰雅族，包括了泰雅族的起源與背景、文化、藝術、現況的發展等，

期望透過田野調查更了解烏來泰雅族的文化，能更深入了解有關音樂的部

份，還可探討到觀光化對當地泰雅族人所產生的影響與當地泰雅族的現況發

展…，本論文希望能為相關學者專家提供一些微薄的貢獻。 

 

本論文研究步驟如下： 

  (1)資料蒐集：先是參觀了烏來泰雅民族博物館對泰雅族的文化、儀式、

社會組織、藝術等各方面蒐集知識，也透過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的網站對烏

來活力村 GAGA 劇場做了初步的認識，並且閱讀許多相關的書籍及論文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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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受訪對象連絡、安排：確定研究對象為烏來活力村 GAGA 劇場後，在

慕懷樹樂舞藝術團部落格上取得連絡團長張家瑜小姐的方式，並且透過電話

連繫、溝通與安排訪談時間。因為筆者與張家瑜小姐不熟識，因此在訪談前

花了一、兩個月做溝通，也告知她研究的目的才得以順利進行研究。 

 

  (3)田野工作：經過田野工作實地觀察進場欣賞 GAGA 劇場歌舞表演的部

份，之後將表演內容所產生出來的問題，以訪談的方式來獲得解答與瞭解。    

訪談的對象為「慕懷樹樂舞藝術團」的團長張家瑜小姐，透過訪談的過程使

筆者更了解他們當初組織此劇團的想法與心情，藉此來了解慕懷樹樂舞藝術

團不同於舞台上光鮮亮麗的背後故事。  

 

  (4)演出記錄：筆者實地進入烏來活力村 GAGA 劇場觀賞，利用錄影與拍

照的方式記錄下演出的過程，並且以民族誌的方式書寫記錄下來。 

 

  (5)演出分析：根據張家瑜小姐提供的影片與筆者自身觀賞後，對烏來活

力村 GAGA 劇場表演做進一步的分析。 

 

  (6)音樂分析：透過影片來做分析，以及記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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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烏來地區的泰雅族群 

 

 

第一節 泰雅族族群 

 

一、泰雅族的族群分類 

    在台灣原住民族群裡，泰雅族是分佈最為廣泛的族群，根據人類學家

的角度將泰雅族分為兩大語系，分別為泰雅亞族(Atayal)與賽德克亞族

(Sedeg)，泰雅亞族又可再分為賽考列克群(Seqoleq)與澤敖列群(Tseole)兩族

群，賽德克雅族也可再分太魯閣群(Taroko)、道澤群(Tuuda)與德克達雅群

(Takadaya)1，而賽考列克群與澤敖列群又可再分類下去。根據廖守臣的分

類，其族群系統如下頁： 

                                                

 

 

 

 

 

 

 

 

 

 

 
1 參考廖守臣，《泰雅族的文化─部落遷徙與拓展》，台北：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導科，198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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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泰雅族的族群分類，根據廖守臣所分類的整理。 

賽考列克族群 

（Seqoleq） 

馬卡納奇系統 (Makanaji)：福骨群、石加路群、金

那基群、大嵙崁群、南

澳群 

馬立巴系統 (Malepa)：屈尺群、大嵙崁群、卡奧灣

群、溪頭群、司加耶武群(包

括沙拉茅群) 

馬里闊丸系統 (Malikoan)：馬里闊丸群、馬武督群 
泰雅亞族 

（Atayal） 

澤敖列系統 

（Tseole） 

馬巴阿拉系統 (Mabaala)：南澳群、馬巴阿拉群、

萬大群  

馬巴諾系統 (Mapanox)：汶水群、北勢群、南勢群  

莫拿玻系統 (Menebo)：南澳群  

莫里拉系統 (Mererax)：鹿場群、大湖群、加拉排群 

賽德克亞族

（Sedeg） 

德奇塔雅群 

道澤群 

托魯閣群（或稱太魯閣） 

 

二、社會組織與 Gaga 

    泰雅族為父系社會，部落形成以血緣為基礎。傳統的社會團體主要有

五個，包括血族、狩獵、祭祀、犧牲及勞役。 

 

  (1)血族團體 

    根據廖守臣的《泰雅族的社會組織》
2一書中提及： 

 

血族團體，亦稱為血族團，是只同一血緣家族居於一處而形

成的社會團體。「血族團體」一詞，泰雅族之 Segoleg，Tseole 系

統稱 gaga，南勢、北勢諸群稱 Ne-an，大湖群稱 Kalo，福骨群稱

Keilo，萬大群稱 Motadadar，Sedeg 亞族各群稱 gaya，雖其稱呼

                                                 
2 廖守臣，《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蓮：私立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19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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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但其意義、性質、組織與功能大同小異，為便於說明起見，

暫以「gaga」一詞含蓋整個泰雅族各族群共同遵守同一習慣法，

血族團體的共同名稱。(廖守臣，1998：50) 

 

    而 Gaga 一詞，在傳統的泰雅族生活裡，任何事都受到 Gaga 的誡律，而

Gaga 是泰雅族語，為一種社會規範，所指的意思很廣泛，包含了信仰、禁

忌、自然法則與道德倫理等等的，祖先所流傳下來的訓示也都屬於 Gaga 規

範裡，更是包含了泰雅的各種社會組織，像是祭祀團體、狩獵團體等；而

Gaga 也可以是泰雅古調，主要是即興式的吟唱，包含了歷史禁忌，像是古

訓，內容大部分為祖先對後代子孫的訓示與祈福；所以泰雅族以 Gaga 為生

活的核心。 

    在廖守臣的《泰雅族的社會組織》3一書中提及：「Gaga的主要功能，分

為四類，包括治安、經濟生活、宗教與社會規範。」(廖守臣，1998：53) 

 

  (2)狩獵團體 

    根據廖守臣的《泰雅族的社會組織》 4一書中提及： 

 

    狩獵團體，簡稱「獵團」，是部落或 gaga 中男子所組成的狩

獵團體，婦女是被禁止參加的，不過，男子出獵婦女們必須遵守

gaga 的禁忌。(廖守臣，1998：55) 

 

  (3)祭祀團體 

    祭祀團體，簡稱祭團，在廖守臣的《泰雅族的社會組織》5一書中提及： 

 

                                                 
3 廖守臣，《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蓮：私立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1998 年。 
4 廖守臣，《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蓮：私立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1998 年。 
5 廖守臣，《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蓮：私立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19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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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祀團體為泰雅族執行同一 gaga 的宗教儀式中，最重要的一

個團體，其祭祀範圍包括播種祭、收穫祭(Samauto)、獵頭祭、祈

雨祭、祈晴祭、祖靈祭。(廖守臣，1998：57) 

 

  (4)犧牲團體 

    犧牲團體，簡稱「牲團」，在廖守臣的《泰雅族的社會組織》6一書中將

此團分為兩種：「一為『贖罪團體』，又分為私通罪、通姦罪、竊盜罪與私藏

公物罪；另一類為『共食團體』，又細分為婚禮共食團體、以及獵物分肉團

體。」(廖守臣，1998：58) 

 

  (5)勞役團體 

    在廖守臣的《泰雅族的社會組織》 7一書中提到： 

 

勞役團體，亦稱「共勞團體」，即互換工作，為一群人共同合

作勞動的意思。惟該團體具有條件交換，即一個團員替那些團員

做那些事，或做若干工作日，那些人需替這個團員做若干日，這

裡含有交換工作日的互換制度，所以亦被稱「換日制」。(廖守臣，

1998：61) 

 

三、儀式祭典 

    在泰雅族裡，有幾個大節日，包含了祖靈祭、播種祭、收割祭。祖靈

祭最為重要，儀式是由頭目帶領著族裡的長老們一起祭祀祈福，族人藉此感

謝祖先過去一年來的庇祐，且慶祝農作豐收，也祈求未來的一年裡五穀豐收

與族人平安。 

                                                 
6 廖守臣，《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蓮：私立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1998 年。 
7 廖守臣，《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蓮：私立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19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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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烏來泰雅漁獵記》 8一書提到，現今許多泰雅族都已經不舉辦傳

統的祭典了，但在烏來地區，現存最重要的祭典儀式正是「祖靈祭」。烏來

泰雅族人在每年秋季農作物收成之後，每個家族長老會聚集起來舉行會議，

討論舉行祭典的事宜。在祭典活動中會請頭目祈福訓勉，感恩祭祀後大家會

共同分享及一同歌舞。 

 

四、文化藝術 

    泰雅族的傳統文化「紋面」，也稱為黥面，是台灣原住民中特有的，紋

面是成年的象徵，且男性必須要有成功的狩獵經驗，女性必須要擅於織布，

才能在臉上刺青，也只有紋面者才能夠結婚。但這樣的文化在台灣日治時期

就已經被禁止，所以紋面現已不再施行了，也因此現在很難見到有紋面的泰

雅族人。在李亦園的《南澳的泰雅人》 9一書中提及影響紋面遭廢除的因素

有以下兩點： 

 

    1.統治者的禁止：日人佔領台灣後，漸漸地推行有計劃的“理

番政策＂，先是勘查地形搜集資料，再而從事討伐及封鎖“番社＂

的對外交通，山胞在各種環境的逼迫下只有屈服歸順。南澳羣各

社基於上述的原因而於明治四十一(光緒三十四)年向日本政府歸

順，接受他們的統治。此後，日人在改革風俗的政策下禁止出草、

紋身等。 

    2.審美的觀念改變：在長期的與外來文化接觸下，他們不再

認為面上的花紋為構成人身美觀的必備條件，甚至還認為花紋會

破壞面龐的自然美。紋身的主要目的在增加自己的美觀；既然大

                                                 
8 黃世昌，《烏來泰雅漁獵記》，台北縣板橋市：台北縣風景特定區管理所，2006 年。 
9 李亦園，《南澳的泰雅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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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已不再認為紋身為美觀的事，當然不會再有人肯浪費財物、時

間與忍受痛苦的去施行紋身了。(李亦園，1964：339) 

 

    織布是泰雅傳統女性的工作之一，負責家裡所需要的衣物、用品等，

有時他們會在衣服上織上菱形的形狀，菱形代表祖靈的眼睛能夠保佑平安，

而到現在織布也成為泰雅的文化特色之一。 

    泰雅族的歌唱以獨唱與對唱為主，像說話似的歌唱，即興似的演唱，

所以又稱敘事性的歌謠，較不重視節奏或音階的形式，節奏與旋律都較自由

簡單。在《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10一書中，提到泰雅族的歌謠風格純樸、

健康與勇猛，是泰雅族歌謠的特色。歌唱的形式包含了單音唱法與複音唱

法，為了增加氣氛也會用樂器來伴奏，泰雅族常用的樂器有口簧琴與木琴。

在陳茂泰的《台北縣烏來鄉泰雅文化村規劃》11一書中描述： 

 

    泰雅族的歌舞表現都是依據悠久的神話傳說為主，或以泰雅

族的 gaga(泰雅族的習俗)為表現的型態。在舞蹈裡表現民族的生

活習性，祭祀、豐收、漁獵等，特種群體的表現，從莊嚴的述說

泰雅族 gaga 到表現豐收的舞蹈，都可以看到泰雅族的獵人文化性

格在內。以歌聲為主，配合舞步，眾人和之；現今泰雅族的演唱

方式多屬單音旋律的唱法，有對唱的形式、曲調唱法、領唱與對

唱幾種方式。(陳茂泰，1994：140) 

 

    泰雅族的舞蹈，大部份是祭舞與酒舞，杵與織布的機器合併一起使用

是舞蹈中重要的伴奏樂器，配合著舞蹈製造出節奏。而泰雅族的樂器種類不

多，包括了口簧琴、木琴與竹笛等，口簧琴在泰雅族裡是種傳達情意的工具，

                                                 
10 田哲益，《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出版社，2001 年。 
11 陳茂泰，《台北縣烏來鄉泰雅文化村規劃》，台北：台北縣政府，19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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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舞蹈伴奏、傳遞訊息等用途。 

 

 

第二節 烏來泰雅族群的歷史與發展 

 

    在廖守臣的《泰雅族的文化─部落遷徙與拓展》 12一書中提及： 

 

    烏來鄉泰雅族自稱「塔拉南」(Mas-Taranan)，源自塔拉南社，

塔拉南一詞，與賽德克與 Tanlongan 同意，意思是說「住過的地

方」或譯為「發祥地」。塔拉南社位居南勢溪上緣，今福山村落西

方，為泰雅族在烏來鄉建立最早居住地之一。目前烏來泰雅族有

部分人認為其祖先途徑塔拉南遷來的。 

烏來泰雅族皆屬於賽考列克群，為泰雅族群中最大的一支。

此支主要分布於宜蘭縣大同鄉、桃園縣復興鄉、新竹縣尖石鄉、

南投縣仁愛鄉。(廖守臣，1984：114) 

 

    烏來此地名來自於泰雅族語「Wulai」，為溫泉的意思。根據傳說當時有

原住民到烏來此地狩獵時，看見溪邊有霧升起，仔細一看才發現岩石的隙縫

中有熱水湧出，於是他們喊著 Wulaikirofu(泰雅語)，為「熱騰騰的溫泉」之

意，因此以「烏來」為此地名。 

    在廖守臣的《泰雅族的社會組織》13一書中提到：「烏來『Wulai』在命

名分類上是屬於自然現象與事物類，『Wulai』溫泉之意，包括了屈尺、大嵙

崁、馬里闊丸、扥魯閣之地。」(廖守臣，1998：12) 

                                                 
12 廖守臣，《泰雅族的文化─部落遷徙與拓展》，台北：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導科，1984 
  年。 
13 廖守臣，《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蓮：私立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19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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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烏來鄉地理位置圖 14 

 

一、神話傳說 

    以文崇一、蕭新煌所主編《烏來鄉志》15與陳茂泰的《台北縣烏來鄉泰

雅文化村規劃》 16所述，泰雅族的人類起源神話，烏來鄉是以石生為主，起

源地為南投縣仁愛鄉。根據泰雅族人所述，以前在大壩尖山裡，有一塊很特

別的大石頭，有一天，從石頭中蹦出一男一女，而這成為了泰雅族人的祖先。

書中還提及烏來泰雅族人屬於賽考列克群(Seqoleq)馬立巴系統(Malepa)，泰

雅族人原居住於南投縣仁愛鄉那一帶，後來因為人口不斷的增加，於是族人

逐漸往北移動，遷至大嵙崁一帶(今桃園縣角板山)，又有頭目往北一路遷移

到今日烏來鄉的福山村，他們在烏來發現了溫泉與自然生態資源的豐富於是

決定居住於此地。 

 

                                                 
14 取至：http://www.moeaboe.gov.tw/oil102/cpknew/map/taiwan.asp(左)與 
   http://www.moeaboe.gov.tw/oil102/cpknew/map/01003.asp(右)。 
15 文崇一、蕭新煌，《烏來鄉志》，台北縣：烏來鄉公所，1990 年。 
16 陳茂泰，《台北縣烏來鄉泰雅文化村規劃》，台北：台北縣政府，19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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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台北縣風景特定區提供的烏來.碧潭簡介裡提及17： 

 

    烏來是台北縣唯一原住民鄉，豐富的原住民傳統，形成烏來

地區的特有文化，泰雅族分為泰雅亞族及賽德克亞族，總人口數

僅次於阿美族，是台灣原住民族的第二大族。 

    泰雅族擁有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最引人注意的是泰雅的紋

面。在很久以前，泰雅男子必須獵首成為勇士，女子則須會織布，

才可紋面。 

    此外如：開墾祭、播種祭、收割祭、祖靈祭都是泰雅族不可

獲缺的文化活動，其中以每年七月舉辦的祖靈祭最具代表性。 

 

    在此章的第三節裡將會提到烏來地區所舉辦的祖靈祭。 

 

 

  
 圖 2 烏來鄉所舉辦的祖靈祭，由筆者 

     所拍攝之影片內擷取。 

 

 

 

                                                 
17 由台北縣風景特定區管理所印製，烏來.碧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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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落 

    在烏來地區泰雅族一共有五個村，分別為忠治村、烏來村、孝義村、

信賢村與福山村，以下會分別介紹這五個村，參考烏來鄉公所網頁 18，而人

口數統計是根據台北縣烏來鄉戶政事務所網頁1999 年 3 月的資料。 

 

 
         圖 3 烏來鄉部落分布圖，取至烏來鄉公所網頁 

               http://www.wulai.gov.tw/2_3.html 

 

  (1)忠治村 

    忠治村所在位置為南勢溪右岸，大桶山西方之山腹。在清朝同治時，

因漢人要拓墾新店、屈尺一帶，並且再這一帶山區設樟腦寮，因此他們稱這

地區為 Kayo，因為此地在大桶山西麓，且地形平坦，所以漢人又稱之為桶

壁或稱桶坪。在光復以後，烏來設鄉時此地獨立成村，才改稱為忠治村。現

今村裡共有 1672 人，475 戶人家。 

 

                                                 
18 烏來鄉公所 http://www.wulai.gov.tw/index.html 
19 烏來鄉戶政事務所 http://www.wulai.ris.tpc.gov.tw/web/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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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烏來村 

    烏來村位於南勢溪及桶後溪會合處一帶之山腹。在清末明初時期，此

處建有烏來、拉卡、加九寮與希魯幹四社。在民國十年時，因三井合名會社

到此造林種樹，因此各部落被迫遷移，而拉卡社往東南方遷移二公里，為今

日孝義村一處；烏來與加九寮社往對岸高地遷移，建新社，仍名烏來；而希

魯幹社因日本人在此地興建彈藥庫，所以遷至烏來社之上的高地。在光復之

後，拉卡社倂入烏來，成立烏來村。今日村裡共有 2619 人，806 戶。 

 

  (3)孝義村 

    孝義村位於桶後溪南岸，在此村落南方有阿玉山，該山多茅萱，泰雅

語為 Ageku，原住民則以 Ageku 為部落名，漢人則譯為「阿玉」。光復以後，

劃定為村行政區，改稱為孝義村。 

    因為此區位於桶後溪一帶盛產林木，因此在日據時期伐木事業興盛一

時，造就了此村落的繁榮。後來因伐木業停業數十年，大部分的居民都往外

移居，留下來的居民僅剩三、四戶。現今村里人口數為 182 人，48 戶。 

 

  (4)信賢村 

    信賢村先居民皆是泰雅族人，祖先扎亞孔，後遷至信賢派出所東方後

山一帶，建拉號社，漢人又稱為枋山社，指剩產木材的部落。民國十年時，

因三井合名會社強制徵收土地，因此該社遷至現址，直到光復後，劃為村行

政區，以信賢村為部落名。現今有 595 人，178 戶。 

 

  (5)福山村 

    福山村位於南勢溪上游流域，在信賢村的南方，兩村落以五重溪為界。

在清朝中葉時，南投縣仁愛鄉發祥、力行聚落泰雅族人因狩獵而北上，在此

地建立了大羅蘭與李茂岸兩個社，為烏來鄉最早建立的部落，後來因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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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族人往南勢溪下游遷移，村內另建立卡拉模基、馬岸等社。光復之後，

劃定村行政區，以福山村稱之。部落現有 642 人，183 戶。 

 

 

第三節 烏來泰雅族群的音樂文化 

 

    根據筆者的觀察，現今在烏來地區有關泰雅族的音樂除了固定的歌舞

表演場外，其他的音樂活動已經不多了，歌舞表演場有雲仙樂園裡的勇士舞

以及此論文研究的對象。 

    筆者在 2009 年 7 月 18 日參與了烏來泰雅祖靈祭祈福儀式，在儀式前先

是看到了泰雅傳統迎賓舞蹈，由忠治村的族人所帶來的表演，有男有女，有

老有少，服裝穿著簡單，很可惜的是並非穿著泰雅服飾。接著是重頭戲「祖

靈祭祈福儀式」，頭目帶著各部落的長老們進行祈福儀式，穿著服裝為泰雅

傳統服飾，經由此次的參與後，對泰雅祖靈祭有了簡單的認識。 

   

 圖 4 迎賓舞蹈，由筆者所拍攝之影片內     圖 5 祖靈祭頭目與長老們，由筆者所拍 

     擷取。                                攝之影片內擷取。 

  

    在參與活動後，去拜訪了在烏來泰雅民族博物館裡工作的高金蓮女士

(下頁有高金蓮女士照片與她所織的飾物品)，她已有八十歲了，擅長織布。

根據高金蓮女士所述，泰雅族的歌舞音樂活動只會在有祭典或活動上才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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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包含祖靈祭、播種祭、收割祭與結婚都會有歌舞音樂配合著。另外，在

國小與國中階段，學校都會安排有關泰雅族舞蹈的課程。她還提到泰雅音樂

─古調，是種即興式的吟唱，是以前老人家所演唱與傳承下來的，而現在也

很少人會唱了。 

 

 

 圖 6 高金蓮女士，筆者攝。 

 

 

 圖 7 高金蓮女士所織的飾品，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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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慕懷樹樂舞藝術團民族誌 

 

 

第一節 形成與發展 

 

    慕懷樹樂舞藝術團在民國 60、70 年就已經成立，當時團名為「清流園」，

後來清流園搬至烏來瀑布區，改名為「山胞公司觀光股份有限公司」，舞團多

次在世界各地演出，但也曾受到數種困難的衝擊，根據張家瑜小姐所述舞團

所受到之影響，以下列四點為最重大： 

 

    1.民國八十二年，因火災而停演一年。 

    2.921 地震全國觀光產業遭重創。 

    3.SARS 疫情瓦解山地歌舞場。 

    4.90 年烏來溫泉崛起卻無法重振舞場。 

 

    後來經營者張先生決定賦予舞團生命力，把沒落的烏來原住民歌舞表

演場重新改造，再聚集起當地的泰雅族人，因此在民國 95 年成立了慕懷樹

樂舞藝術團，並將傳承烏來泰雅族的文化視為舞團的使命。 

    慕懷樹樂舞藝術團是用泰雅族的母語來命名，為Muhwaisu，整句話是「慕

懷樹·巴萊」即感謝您之意。舞團在民國 95 年 5 月 18 日正式登記立案為原住

民舞蹈團體，並在 96 年 10 月正式完成第一齣大型歌舞表演─「發現烏來」

20。 

 

                                                 
20 此簡介參考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網頁 http://naluwan.clr.com.tw/g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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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團長張家瑜表示：「在三年多前將近四年前，那時候決定要成立這

個歌舞表演場，才會有這個舞團。而在他們決定要創立這個舞團時，她認為

找回舞者是很辛苦的，因為舞者們對於舞蹈的印象，覺得跳舞好像也要陪客

人吃飯，此外，還要掃地、洗衣服等，感覺上不是那麼高尚的一種工作，所

以當時他們花了很多的心力去培育這些舞者。在過程中，也有人來來去去，

可是最後呈現出來的就是讓烏來這些原住民的舞者，從完全不會跳舞到訓練

他們會跳舞，且用這些舞蹈去展現自己，這是她覺得慕懷樹樂舞藝術團最重

要的故事。」 21(張家瑜訪談錄音) 

 

    該團成立的目標如下： 

 

    1.協助泰雅原住民藉由發輝舞蹈歌唱的天性找到自己人生的舞台。 

    2.讓原住民文化能以自立傳承。 

    3.原住民文化的推廣及永續經營。 

    4.協助烏來觀光事業發展及再造。 

 

    根據筆者的觀察，舞團之目標在他們成立了將近四年的時間裡都達成

了!慕懷樹樂舞藝術團讓每位熱愛唱歌與跳舞的泰雅族人找到了一個得以發

展自己的舞台，成功的把興趣作為了他們的職業。再者，不只是為泰雅族的

文化做了傳承的動作，也發揚了原住民舞蹈音樂，更保留了烏來地區的泰雅

族特色，使得文化能繼續傳承下去，劇團的成立更是帶動了烏來的觀光事業。 

 

 

 

                                                 
21 訪談張家瑜小姐，於 2010 年 2 月 9 日，在烏來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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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舞團四年來的重要內容活動如下： 

 

    民國 94 年 組織開始 

    民國 94 年 台北國際旅展參與表演 

     

    民國 95 年 綜藝大集合採訪錄影 

    民國 95 年 人間衛視台慶演出 

    民國 95 年 烏來櫻花季記者會演出 

    民國 95 年 台中國際旅展表演 

    民國 95 年 慕懷樹樂舞藝術團成立大會 

    民國 95 年 高雄國際旅展開幕典禮應邀表演 

    民國 95 年 烏來活力村長期演出 

     

    民國 96 年 摩托車週記採訪 

    民國 96 年 日本電視台採訪 

    民國 96 年 中視新聞採訪 

    民國 96 年 生活旅遊頻道瘋台灣採訪 

 

    民國 97 年 烏來鄉櫻花季演出  

    民國 97 年 Discovery 頻道與 HD 頻道採訪 

    民國 97 年 新唐城有線電視採訪 

    民國 97 年 所羅門總理蒞臨觀賞 

    民國 97 年 新聞局歐洲七大媒體採訪 

    民國 97 年 觀光局新馬記者團採訪 

    民國 97 年 華視生活頻道採訪 

    民國 97 年 大陸六家媒體共同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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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97 年 8 月 獅子王舞者觀摩交流22 

    民國 97 年 8 月 「微笑台灣 319 鄉」紀實短片優等獎拍攝團體23 

    民國 97 年 8 月 外交部邀請至史瓦濟蘭參與國慶演出 

    民國 97 年 9 月 台北縣觀光局邀請至濟南旅展演出 

    民國 97 年 10 月 大連政府邀請至大連旅展演出24 

 

    透過以上的資訊我們可得知，此劇團不只是一個普通的原住民歌舞表

演團體，讓我們所看到的同時是發揚了國際化的台灣觀光舞台! 

 

 

 

 

 

 

 

 

 

 

 

 

 

 

 

                                                 
22 獅子王舞者觀摩交流 http://news.yam.com/travelrich/life/200808/20080812087805.html 
23 「微笑台灣 319 鄉」紀實短片優等獎拍攝團體 http://tw.youtube.com/watch?v=396o_vA6WJc 
24 由張家瑜小姐提供此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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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與運作 

 

一、演出場次 

    GAGA 劇場的表演時間一天三場，分別是 10:00 am、11:30 am、3:00 pm，

全年無休。 

    另外，慕懷樹樂舞藝術團也提供外場演出的服務，有人邀約他們就會

做表演，例如：開幕典禮、記者會、晚會等等的活動，劇團也會到國外做文

化交流，所以慕懷樹樂舞藝術團有大大小小的演出活動。 

 

二、舞團成員 

    團長張家瑜表示：「舞團成員年齡約為十六至二十歲的青少年，舞者都

是正職的，也都是烏來當地的泰雅族人。舞者在剛開始進來的時候，每一天

有八個小時的時間，他們從一開始就好像各個舞團一樣，從旁邊最簡單的工

作開始幫忙與道具的放置，舞者利用空檔的時間開始練習舞蹈，演出的時間

在旁邊觀察、見習，慢慢的一幕一幕的去驗收，評估他們是不是可以作為一

個舞者，通過驗收就可以上台。」 25(張家瑜訪談錄音) 

 

 
 圖 8  2010 年 2 月 21 日與舞者合影。 

                                                 
25 訪談張家瑜小姐，於 2010 年 2 月 9 日，在烏來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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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筆者第一次與舞者們接觸是在 2009 年 11 月中，那一次進去 GAGA

劇場觀看他們的歌舞表演，在演出過程中，他們邀觀眾上台與他們一同參與

泰雅族舞蹈，於是就這樣的被邀了上台也拍了張紀念照，感覺的出來舞者們

都很熱情，而從他們表演的過程中，也可以體會到他們很熱愛跳舞與表演。 

    第二次與舞者講話是做田野的時候，很熱情的一位舞者，從筆者在等

候表演的開場時，就不斷的說：「歡迎、還有 Muhwaisu(感謝您)。」讓筆者

又驚又喜。在表演結束後，跟他講了幾句話，可以感覺到他們的單純與熱情。 

 

 

 圖 9 舞者們於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門口招攬遊客，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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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表演理念及節目規劃 

 

    根據團長張家瑜表示：「在當初，製作人兼經營者張先生的想法，只是

想呈現泰雅族的故事，特別以烏來地區為主題，從泰雅族人誕生的傳說到他

們的一個祭祀(烏來泰雅族的祖靈祭)，並呈現當初泰雅族人的祖先從石頭蹦

出來的傳說。泰雅族人因為在狩獵的過程中而發現了烏來的溫泉，之後來到

這個地方，他們祭祀祈福，而祈福的內容為日常生活的過程，男生要打獵女

生要織布與搗米，一直到結婚…。他也認為這個場地很特別，背景看出去就

是烏來瀑布，製作人就覺得在舞蹈結束後應該要呈現烏來瀑布之美，所以最

後一幕就把舞蹈與瀑布做結合。」 26(張家瑜訪談錄音) 

 

    她這樣的想法運用了歌舞來介紹泰雅族的故事，特別是烏來地區的泰

雅族群，呈現了泰雅族傳說、祭祀與狩獵織布文化等等的，也藉由表演讓大

家知道烏來泰雅的文化，使得表演內容更加豐富。 

 

一、節目安排 

    團長張家瑜說：「這是過去所沒有的節目呈現方式，所以他們請了不浪·

尤幹的哥哥尤勞·尤幹為他們編曲與吟唱。當時，表演內容一幕幕之間的舞

蹈，有些是舞蹈先編好的，有些是舞蹈未編的，所以尤勞·尤幹根據舞蹈來

編音樂，有時候，音樂是尤勞·尤幹憑著個人的感覺而配上的，他覺得在這

個時間點上應該搭這樣的音樂就放上去了，他是使用這種方式來做整個演出

內容的音樂。而有些部份只有節奏沒有音樂與歌唱，是因為他們覺得沒有適

合的歌曲，他們想就既有樣貌去呈現出來而不去創新。」27(張家瑜訪談錄音) 

                                                 
26 訪談張家瑜小姐，於 2010 年 2 月 9 日，在烏來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內。 
27 訪談張家瑜小姐，於 2010 年 2 月 9 日，在烏來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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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場合相關活動及演出
28
 

  (1)獅子王舞者觀摩交流 

 

 
 圖 10 舞者與獅子王舞者合影，取至慕懷樹樂舞藝術團 

      網頁 http://tw.myblog.yahoo.com/gaga_muwaisu/gallery 

 

 

 

 

                                                 
28 因為此團只對這兩個演出做介紹，所以在此就以這兩個活動來介紹，參考慕懷樹樂舞藝術團 
  網頁 http://tw.myblog.yahoo.com/gaga_muwaisu/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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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微笑台灣 319 鄉」紀實短片優等獎拍攝團體
29
 

    這部紀錄片為「慕懷樹上的孩子」，是在舞團成立不久後所做的作品，

述說著舞者不同於舞台上的背後故事，包括了舞者當時練舞的情況以及舞者

的想法，影片裡舞者也表示因為他們都是熱愛跳舞與歌唱所以進到這個舞

團，而他們也覺得跳舞會為自己帶來歡樂等等的。 

 

 

 

 

 

 

 

 

 

 

 

 

 

 

 

 

 

 

 

                                                 
29 「微笑台灣 319 鄉」紀實短片 http://tw.youtube.com/watch?v=396o_vA6W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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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展演的田野 

 

 

第一節 場合與演出環境 

 

一、周遭環境 

    烏來活力村 GAGA 劇場位於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內，而飯店剛好位在

烏來瀑布對面，那魯灣隔壁就是烏來空中纜車乘車處，所處之地與所見之景

也只有這樣一家飯店。 

1.新店捷運站 

2.碧潭 

3.巨龍山莊 

4.烏來公車站 

5.賞鳥步道 

6.鐵馬步道 

7.烏來老街 

8.博物館 

9.國際岩湯 

10.觀光台車 

11.情人步道 

12.烏來瀑布 

13.空中纜車 

14.櫻花公園 

15.烏來活力村、那 

  魯灣渡假飯店 

16.內洞森林遊樂區 

 圖 11 烏來活力村位置相對關係圖，取至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 

      網頁 http://naluwan.clr.com.tw/traffic.php 

 28



 

 

  

 圖 12 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取至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   圖 13 烏來瀑布，筆者攝。 

      網頁 http://naluwan.clr.com.tw/index-2.php 

 

 

  

 圖 14  GAGA 劇場大門，筆者攝。          圖 15 雲仙樂園空中纜車，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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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出場合─GAGA 劇場 

    根據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網站 30所述，GAGA劇場是全台灣最大型專業

的原住民歌舞表演場，可容納 430 人。在舞台後方使用大片的落地窗，而不

像我們一般所見的劇場後方是使用牆，這樣獨特的設計在表演的最後一幕時

會呈現出來，也很具特色。根據筆者所見，劇場內除了有大舞台與四百多個

位置外，在觀眾後方有一盞燈光，在表演中，不時的會有舞者前來控制燈光，

以做特效，使觀眾們更集中注意力於表演者上。 

    舞台上也使用了很多的道具來佈置，有一間房屋位於舞台左後方，作

為女子們聊天的場所；在舞台右後方有一巨大石頭，用於演出第一幕泰雅族

人誕生的傳說時；舞台上方有大樹的佈置，且樹上有垂吊物，製造出置身於

森林般的氣氛；舞台前方有火焰的設備，配合著演出會使用火焰特效來製造

氣氛。舞台與觀眾席的設計如下圖與下頁。 

 

 
 圖 16 劇場內空間位置，取至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 

      網頁 http://naluwan.clr.com.tw/gaga 

 

                                                 
30 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 http://naluwan.clr.com.tw/g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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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7 舞台設計，筆者攝。 

 

 

第二節 演出的文本 

 

    本節將烏來活力村GAGA劇場的表演節目單內容所述，以張家瑜小姐提

供的資料來分析，如此也可呈現其局內觀點，以及將團長張家瑜小姐提供之

影片為文本來做分析 31： 

 

    舞劇名稱：發現烏來 

     

    完整呈現從泰雅族的起源、祭祀、生活文化。劇中可見 30 年

前烏來文化村的傳統舞蹈外，更有創新、創意的舞劇結合專業技

術人員操作的特效、燈光，讓人耳目一新!舞劇的重頭戲在最終

時，將舞劇結合「Gaga國際劇場」最令人讚嘆的超大佈景─天開

奇境，直接將烏來最壯觀的烏來瀑布呈現在場內所有觀眾眼前，

用烏來最原始的感動邀您一同禮讚烏來!! 32 

                                                 
31 由 GAGA 劇場所提供節目單之介紹，以及張家瑜小姐提供舞團錄影之影片。 
32 取至 GAGA 劇場節目單，也將節目單放於附錄裡。 

 31



 

 

         圖 18  GAGA 劇場舞台，也是啟幕的演出內容，筆者攝。 

 

啟幕(4 分 08 秒) 

    「台灣的原住民孩子，三年來從不間斷的努力，各國謀體採

訪、演出，用生命的熱情連結全世界，將遺忘二十年的烏來之美

活力呈現～」33 

 

    口白結束後，他們採用了一段歡迎的舞蹈來做開場，營造出熱情的氣

氛，歡迎大家進場欣賞他們的表演，而音樂使用了「Return to Innocence (反璞

歸真)」，這首音樂部分原音擷取了郭英男所演唱的「老人飲酒歌」，在本章第三

節將會提及。 

 

第一幕 泰雅族人誕生的傳說(1 分 36 秒) 

    「相傳在台灣大壩尖山裡，有一塊非常特別的巨石。某天，

巨石轟然巨響，竟從石中誕生一對男女，並成為泰雅族人的起

源……」34 

 

                                                 
33 取至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網頁提供影片之口白 http://naluwan.clr.com.tw/gaga 
34 取至 GAGA 劇場節目單。 

 32



 

    為了要傳達泰雅族人的誕生傳說，開始以一顆大石頭加上燈光效果，

可清楚的看見裡面有著一男一女。不久後，石頭裂成兩半，他們從裡面蹦了

出來，於是這成了泰雅族人的始祖……。 

    背景有溫泉、石頭與大樹，且樹上也垂吊物，製造一種置身於森林裡

的氣氛。 

 

 

 

 圖 19 巨石與泰雅人誕生，由提供之影片擷取。 

 

二幕 發現烏來(4 分 40 秒) 

打獵的過程中發現滾燙的熱水，

大聲高呼wulai!wgilu!引領族人前來福地，並決定遷徙至此。

第

    「兩百多年前泰雅勇士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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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lai」本意為溫泉，即今日烏來地名之由來。」35 

    

    燈光使用藍色的燈來製造氣氛，共有三盞，左上角往左方打，右下角

往左上方打，左下角往右方打，營造出整個畫面。而舞蹈配合著規律的節奏

來呈現開場氣氛。 

    利用了狗叫聲與動物們的叫聲清楚地說明他們在森林裡打獵，根據背

景的石頭、大樹，樹上的垂釣物，更可感受到在森林裡。接續著是男舞者的

出場，從他們的肢體動作可看出他們在找尋獵物，還藉由舞台上的火焰來呈

現出他們發現了滾燙的熱水，而用石頭圍成的一個圈裡，正是他們所發現的

熱水之處，裡面還不斷的冒出煙來，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知道那是溫泉。在他

們發現溫泉的同時，族人齊聲呼喊著「wulai!wgilu!」，為溫泉之意。此幕結

束處喊著「Muhwaisu」(慕懷樹)，感謝之意。 

 

 

 圖 20 發現烏來，前方為火燄，由提供之影片擷取。

 

                                                

 

 
35 取至 GAGA 劇場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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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中央是由石頭圍成的溫泉，筆者攝。 

 

第三幕 祈福感恩(3 分 29 秒) 

    「泰雅族人為了感謝祖靈之庇佑，將族人召聚在一起，把農

作產出的美食掛在離部落不遠的祭祖大樹。在新的土地上，酋長

帶領族人祭祀祖靈，祈求祖靈保佑大家逢凶化吉，年年豐收!」36 

 

    此幕燈光為橘紅色，使人有一種莊嚴的氣氛。佈景加上了一顆小樹。

背景音樂為尤勞·尤幹所吟唱。 

    由酋長帶著族人來祭祀祖靈，酋長先念了一段話祈福與感恩祖先的話

語，當酋長講述完話時，族人便會拿著小米酒與準備好的東西出來祭拜，並

且把祭品綁在樹上。 

                                                 
36 取至 GAGA 劇場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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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 酋長將祭品掛於祭祖樹上，由提供之影片 

第四幕 成年狩獵(4 分 24 秒) 

    「泰雅族的巫師藉由詭譎而隆重的舞蹈，向即將出外狩獵的

勇士們祈福，並藉此除去災厄以祈求這次的狩獵能夠豐收平安歸

來。泰雅族的祖先認為綠繡眼畫眉(西利克鳥)具有某種神奇的力

量。出門打獵，都要請求繡眼畫眉的指示，依照繡眼畫眉的叫聲

與飛行方向來判斷這次出獵的吉凶。」  

 

    此幕由杵與織布機配合著來製造節奏，燈光由上面打下來，中間為綠

色，左右兩邊為藍色，之後轉換為綠色的燈光製造出詭譎般的氣氛，等待占

卜的進行完成。燈光再轉變為紅色，此時狩獵的勇士們也出場來，獵物飛鼠、

山豬等的出現，也配合著鳥獸的叫聲，就好像置身於森林間，而勇士們成功

的獵到山豬。 

 

                                                

      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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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取至 GAGA 劇場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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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 繡眼畫眉，由提供之影片擷取。 

 

 圖 24 狩獵，由提供之影片擷取。 

 

五幕 歡慶豐收(7 分 05 秒) 

責狩獵保家，農耕、織布則是女

子的工作，共有共享是泰雅族重要的GAGA精神。」38 

 

    此幕為淺藍色的背景，佈景加上了一間小房屋以及燈光特效太陽，讓

人一目了然此時正處於早晨的時刻，女子背著竹簍以耕作的方式出場，接著

大家配合著音樂一起搗米，一起分享豐收的喜悅。女孩們跳著竹竿舞，速度

越來越快……。此時燈光轉為藍色，而一些舞者的腰上也纏繞著泰雅傳統的

                                                

第

    「傳統泰雅族社會中男子負

 
38 取至 GAGA 劇場節目單。 

 37



 

織布，展現了泰雅的織布技術，最後織布呈現出來的則是菱形，代表了祖靈

的眼睛。 

 
 圖 25 女子耕作，由提供之影片擷取。 

 

 
 圖 26 休閒娛樂─竹竿舞，由提供之影片擷取。 

 

 
 圖 27 泰雅織布技術呈現祖靈之眼，由提供之影片 

      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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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幕 結婚儀式(2 分 59 秒) 

意，如果想交往，雙方就會手牽手、腳勾著腳一起跳舞，最後全

村一起手牽手跳舞。是泰雅族裡表達男女感情和睦、融洽的舞蹈。

我們將邀請您，一同來參與體驗泰雅傳統的結婚儀式及泰雅的歡

樂舞蹈!」39 

 

    燈光為紅色的，由上方往下打來。由一群男女，雙雙對對的跳著舞，

配合著輕快的音樂跳著勾腳舞蹈，並且吹奏口簧琴來傳達情意，舞蹈都以逆

時針方向來轉圈。隨後便邀請現場觀眾一同參與泰雅傳統結婚儀式與紋面儀

式，且幫上台參與的觀眾拍照留念，此時台上剩一對男女唱著傳達愛意的歌。 

 

    「年輕男女到了適婚時期會吹著口簧琴與勾腳舞來表達愛

 

 圖 28 口簧琴吹奏，由提供之影片擷取。 

                                                 
39 取至 GAGA 劇場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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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9 勾腳舞，由提供之影片擷取。 

 

第七幕 紋面儀式(13 分 27 秒) 

    「紋面是泰雅族的特殊習俗，也是本族的標誌。唯有歷經過

狩獵，並能獨當一面的男子和會織布的少女才有紋面及結婚資

格。男子紋於前額中央及下顎部位，女子則紋於前額中央及兩頰。

代表成年、美麗及個人成就的象徵。」  

 

    舞台上有許多的觀眾，觀眾們也都穿著附有泰雅圖騰的背心，音樂較

為嚴肅的感覺，一對泰雅男女與一男一女的觀眾躺在舞台上將進行紋面儀

式，這時酋長出現了，他在現場監督著，之後由一位紋面師來進行紋面，大

家很莊嚴的看著，紋面完後他們才進行結婚儀式，經由酋長的帶領下，雙方

男女一起完成結婚儀式，此時燈光轉變為藍色，也搭配著音樂，由男子背著

女子在舞臺上走動，其他觀眾與舞者則為著圈圈以逆時針方向的跳著舞，接

續著舞者與觀眾一同吹著口簧琴及跳勾腳舞蹈，燈光慢慢暗下…。 

    燈光從上往下打了三盞，左邊一盞藍色燈光往中央打去，右邊兩盞白

色燈光，一盞往中央打，一盞往下打。 

                                                

40

 
40 取至 GAGA 劇場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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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0 與觀眾共舞，由提供之影片擷取。 

 

終幕 天開奇境，禮讚烏來(4 分 50 秒) 

    「烏來瀑布高達 82 公尺、寬約 10 公尺，雲霧迷濛間，遠眺

瀑布，猶如水柱從雲端驟然降下，有「雲來之瀧」的美稱，為泰

雅族人祭祀必到的聖地。GAGA劇場天開奇境，將邀請所有嘉賓，

一同驚嘆烏來之美～」41 

 

    舞台後方白色布幕拉上，舞者站於後方，燈光上也做了特效，最後再

將舞台最後面的布幕往兩側拉開，且有舞者一同跳著舞配合著輕快的音樂，

布幕拉開的同時映入眼簾的是烏來瀑布的景色來結束這場表演。 

                                                 
41 取至 GAGA 劇場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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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舞者與烏來瀑布結合，由提供之影片擷取 

一、個人想法與收益 

    根據以上所做的介紹我們可看出節目的編排是流暢具有故事性的，從

以前泰雅族的傳說到發現烏來的溫泉、祭祀祈福、結婚等，一直到現今的烏

來，不僅僅是藉由音樂、舞蹈的展現讓觀眾知道當地的泰雅族社會文化，也

是為烏來泰雅族群的文化做了保存與傳承的動作，藉由音樂、舞蹈與文化相

結合下，使得文化永續傳承，這些正是每一族群每一部落所要做的。 

    觀賞完後，對烏來與泰雅族的文化有了更多的了解，除了在各種與泰

雅族相關的書上認識外，觀看此演出也加深了對烏來、以及泰雅族文化的印

象。除此之外，從中看到一個族群的音樂、舞蹈、文化與社會等等的是密不

可分，這更是民族音樂學所著重的部份，透過音樂影響了人，使得他們的表

演更加具有獨特性。 

      (上)、筆者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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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音樂分析 

 

  此節所做分析將參考張家瑜小姐提供之影片來做整理： 

2 演出內容之分析，以下根據張家瑜小姐所提供之影片做分析。 

 

  

 

表

 時間長度 說明

啟幕 4 分 08 秒 

背景音樂使用 Return to Innocence (反璞歸

真)，較為熱情

 

。 

第一幕 

泰雅族人誕

生的傳說 

1 分 36 秒 

樂部份較偏節奏性，這一幕製造出一種神

了出來。 

音

秘的氣氛來述說泰雅族人悄悄地從石頭中蹦

第二幕 

發現烏來 
4 分 40 秒 布機並用來製造聲音。 

 

這一幕音樂部份以節奏方式呈現，以杵與織

第三幕 

祈福感恩 
3 分 29 秒 

幕裡有尤勞·尤幹老師所吟唱的片段。 

 

此

 

第四幕 

成年狩獵 
4 分 24 秒 

樂部份以節奏方式呈現，以杵與織布機並

用來製造聲音。 

 

音

第五幕 

歡慶豐收 
7 分 05 秒 

一幕裡，加入了其他原住民族群的音樂，

 

 

這

包括了魯凱族、排灣族、卑南族等音樂。

第六幕 

結婚儀式 
2 分 59 秒 

用口簧琴舞的音樂。 

 

使

 

第七幕 

紋面儀式 
13 分 27 秒 

幕現與上一幕結婚儀式結合，帶領著觀眾

麼冗長，觀眾才不會感到煩悶。 

此

一起參與結婚及紋面儀式，時間上較不會那

終幕  

天開奇境，

禮讚烏來 

4 分 50 秒 聲。 

 

音樂部份以節奏方式呈現，加上舞者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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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樂─Ret rn to Innocence (反璞歸真)

樂使用於啟幕，配合著 蹈表演，歡迎觀眾進場觀賞。 

 

演唱者：謎(Enigma)搖滾樂團，德國。 

部分原音：郭英男演唱「老人飲酒歌」。 

 

歌曲介紹： 

    這首「Return to Innocence (反璞歸真)」是德國搖滾樂團「謎(Enigma)」所演

唱，此歌曲放置於「反璞歸真」的單曲內；而此歌曲裡擷取了部分原音，為台灣

原住民阿美族郭英男與老婆郭秀珠所演唱的「老人飲酒歌」，只取單聲部，將原

來二聲部取樣，改編成一個聲部。 

 

歌詞內容介紹： 

 

  Love. Devotion.                     愛。奉獻。 

  Feeling. Emotion.                    感覺。情感。 

 

  Don't be afraid to be weak;             軟弱沒什麼好害怕； 

  Don't be too proud to be strong.         強壯也不必驕傲。 

  Just look into your heart my friend!      只要憑你的心，我的朋友! 

  That will be the return to yourself.       那是回歸你自己。 

  The return to innocence.               反璞歸真。 

 

 

                                                

u
42
 

    此段音 舞

 
42 此歌曲介紹與歌詞參考「天籟，來自台灣的聲音」網頁 

   http://a-vun.myweb.hinet.net/04/Return_to_Innocence.htm 

 44



 

  The return to innocence.               反璞歸真。 

 If you want, then start to laugh;         只要你願意，可以歡笑； 

可以哭泣。 

 Don't care what people say;            別在意別人的口語； 

， 

 

開始， 

 That's the return to yourself.            那是重回你自己的本性。 

 

  If you must, then start to cry.           只要你需要，

  Be yourself don't hide!                做你自己，別隱藏! 

 

  Just believe in destiny,                只要相信命運， 

 

  Just follow your own way,             只要順著自己的路

  Don't give up and use the chance.        別放棄並把握住機會。

  The return to innocence.               反璞歸真。 

 

  That's no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那不是結束的

 

  The return to innocence.               反璞歸真。 

 

  The return to innocence.               反璞歸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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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樂 

    此段音樂使用於第三幕「祈福感恩」裡，根據張家瑜小姐所表示此段音樂由

吟唱，而音樂的曲名沒有另外訂定，所以歌曲名同此幕名(祈福感

1)歌唱速度：♩= 60 

  (2)歌唱方式：由一名男子使用吟唱方式演唱。 

     3      17       3      13     13        3 

                                                

尤勞．尤幹所

恩)43。 

 

  (

  (3)音域寬度：7 度。 

  (4)其各音出現次數如下： 

   

 

    

 

  (5)譜示：(於下頁) 

 

 

 

 

 

 

 

 

 

 

 
43 此音樂由張家瑜小姐提供，由筆者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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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艾綾 記譜 

 

 

 

 

 

 

 

 

 

 

 

 

 

 

 

 

 

 47



 

三、音樂 

    此段音樂使用於第六幕「結婚儀式」裡，為邀請觀眾上台與拍紀念照的同時

張家瑜小姐所表示此段音樂的曲名沒有另外訂定，所以歌曲名以

  (2)歌唱方式：由一男一女以齊唱方式來演唱。 

 

： 

       1   6   12  8   9  12  16  14  9   4   1 

                                                

所演唱的，根據

此幕名來命名(結婚儀式)44。 

 

  (1)歌唱速度：♩= 92 

  (3)音域寬度：15 度。

  (4)音組織：五聲音階。 

    其各音出現次數如下

 

 

 

 

  (5)譜示：(於下頁) 

 

 

 

 

 

 

 

 

 

 
44 此音樂由張家瑜小姐提供，由筆者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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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艾綾 記譜 

 
      熱    情     可             愛    烏     來      姑            娘 ， 

 

      永    遠     吸             引    在     你      身            旁， 

 
      誰    說  你   我   有   意   願       對   你   獻   出   愛   與   情， 

 

            如          有    一      日        你    和    我    分    離， 

 

      留           下     了     痛      苦     的      夢， 

 
      我   也             願   意   犧   牲     離   開   家   庭   過   一   生， 

 

            永          遠     對     你    情    義      重， 

 

      啊 ～             啊 ～      啊 ～        烏         來            的 

 

      山    歌     真     正    留          不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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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透過這次論文所做的田野調查以及知識的收集後，可以了解到烏來地

區的泰雅族人，因為族人外流以至於許多的文化無法順利傳承與保存下來，

也因為長期與漢人的接觸下而導致傳統文化逐漸沒落，如織布、音樂、舞蹈

等等的。 

    根據筆者所觀察到的烏來活力村 GAGA 劇場，他們的表演不只是為了

吸引觀光客，更是為了泰雅族的音樂、舞蹈與文化做傳承，也藉此讓大家認

識泰雅族與烏來泰雅族群。我們可以看見烏來在觀光興盛時期，是當時台灣

原住民三大跳舞場之一，包括了日月潭以及太魯閣，而後來因為 SARS 疫情

與許許多多的因素下造成烏來原住民歌舞表演場所面臨關閉的情況，這也使

得烏來地區的泰雅文化、音樂、舞蹈與儀式等也將面臨沒落的危機，因此慕

懷樹樂舞藝術團的成立目的，就是為了傳承音樂與舞蹈的文化，使烏來地區

能保有原來的歌舞文化。  

    根據本論文的分析，可以得知 GAGA 劇場演出的音樂內容使用了許多

原住民的歌謠，不只侷限在泰雅族歌謠，當中也用了阿美族、魯凱族、排灣

族與卑南族等等的歌謠，並且加入了由尤勞·尤幹所創作以及吟唱的音樂，

讓音樂呈現多元化。因為是舞台上的表演，因此音樂都是錄製好的，配合著

舞蹈來做演出，但我們可以發現這也是保留音樂的一種方式，錄製的音樂下

來使其內容更完整也更方便收藏，不會像口傳的方式會因每個人的唱法不一

而導致音樂內容的傳承有所不同，也可能因年代久遠而影響記憶的深度，因

此這也是種保留音樂的方式。而舞蹈的部份，加上一些他們自己所編排的舞

蹈，不再只是我們常看到的圍成圈圈跳舞而已，使得舞蹈不再受祭典儀式的

禁忌有所限制而又能保有泰雅族的文化特色，這樣傳統與現代舞蹈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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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也使舞台化的表演更加具有豐富性。在演出最後一幕裡，他們使用了烏

來當地著名的瀑布做背景與舞蹈結合，突顯出烏來的特色，這不只是視覺上

的享受，使烏來瀑布更令人印象深刻!這樣景點特色與舞蹈音樂的結合，在

未來勢必會成為一種觀光景點的新趨勢。 

    筆者從 2009 年 6 月開始，經過無數次的奔波烏來，從一開始參加了烏

來泰雅祖靈祭祈福儀式，也坐了空中纜車到烏來雲仙樂園觀看泰雅族的勇士

舞，後來透過朋友的介紹下，認識了在烏來泰雅民族博物館裡工作的高金蓮

女士以及宋春蘭小姐，一直到後來找到烏來活力村 GAGA 劇場，也進場觀

不過所獲得到的知識、經驗，

賞過兩次，並且順利的訪問到張家瑜小姐。 

    一路走來從未接觸過原住民到熟識，過程經歷了無數的困難，也花了

許多時間與心力；過程中，每次進到目的地進行田野總會碰到許許多多的困

難，有時候甚至是失去了方向，曾經一度想放棄，而是明老師給了許多的鼓

勵，使筆者更堅強的往下走，但這些辛苦都比

更懂得如何與人相處，這才是更寶貴的經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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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田野日誌 

 

  (1)日期：2009 年 7 月 4 日 

  地點：烏來鄉 

飯後我們就從中和出發前往烏來，這次去的目的是為

更熟悉烏來的整個環境，除了之前去過的烏來老街，此次也到了烏來瀑

的表演，他們的表演節目有迎賓舞、竹竿舞、祈福舞與勇士

族的表演，

  

 

    中午十二點吃飽

了

布、以及信賢村一帶，後來，看一看就折返到烏來瀑布那邊，看一看時間還

早還可以到對面的雲仙樂園，於是我們就到空中纜車處，買了張門票，因為

要去雲仙樂園的唯一方法就是坐纜車，所以一張學生票是 150 元，包含了纜

車費與門票。 

    去到雲仙樂園後，除了一些休閒設施外，處處可見泰雅族的風情，還

有泰雅族勇士舞

舞等等的。表演結束後，我們就在雲仙樂園裡到處走走，記得小時候有和全

家人一起去過，但記憶裡的景象跟眼前所見的都已經不太一樣了，以前樂園

裡還有一些動物，現在都變成風景或是小瀑布了。下午五點我們就搭著纜車

回到空中纜車乘車處，隨後騎著車下山，結束了一天的行程。 

    今天在雲仙樂園看到泰雅的勇士舞，對我個人的收穫是此表演可對泰

雅族的舞蹈有初步的認識，這是我在烏來地區第一次觀看到泰雅

而我在之後的調查中會繼續找尋類似的音樂舞蹈表演。這天我們也照著路標

從烏來騎到信賢再到福山，大約騎了 17 公里的路才到福山村，進了福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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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試圖找尋福山國小，但考慮到天氣狀況沒有很好，也因為路途真的很

遙遠，光是到福山村就 17 公里，所以我們中途就放棄了，下次有機會我會

再進去的。 

 

 

 雲仙樂園裡泰雅族文化 

 

 

 空中纜車與雲仙樂園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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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期：2009 年 7 月 18 日 

    地點：烏來鄉綜合運動場 

    陪同者：游子 

 

    這次到烏來是為了參與 2009 年烏來泰雅文化祭裡的「祖靈祭祈福儀

式」，而這是我在參考相關文獻時所得知的訊息，書中提到烏來鄉每年都會

舉辦這樣的活動，隨後我也透過網路來得知「2009 年烏來泰雅文化祭」正式

舉辦的日期、時間，再透過電話詢問來進行確認。但鄉公所的人員告知我傳

統祖靈祭儀式他們不希望有外人的參與，其他活動我要參與、進行拍攝都可

以，所以我就只參加「祖靈祭祈福儀式」的活動，這個活動只是簡單的儀式

型態，目的是讓大家了解儀式的過程與意義，而我並沒有真正到部落裡，看

到儀式的進行，這是我感到很可惜的地方。 

    因為活動的位置在之前是未曾去過，所以在活動舉行的前幾天，我們

也親自到了烏來去找尋活動舉行的地方。找到烏來鄉綜合運動場後，我們還

半信半疑的，當時此地方看起來滿地雜草、垃圾，不像是兩天後就要辦活動

的地方，但運動場外又有標示此處就是烏來鄉綜合運動場，那就不會錯了! 

 

    早上八點先是在家附近吃了個早餐，九點從中和出發，前往目的地烏來

綜合運動場。當天，因為南台灣地區有颱風，出發前就一直考慮到底該不該

上山，但也因為這活動是烏來鄉一年一度的祖靈祭，所以不管怎樣還是得上

山，還好沒下雨天氣有點涼而已。大概九點半抵達目的地綜合運動場，而活

動是十點才開始，所以當時現場的人不多。 

    約十點半時，活動才正式開始，先是迎賓舞蹈的表演，由烏來鄉忠治村

的泰雅族人所帶來的演出，接著介紹了幾位來賓…。再來，就是重頭戲─「祖

靈祭祈福儀式」豋場，是由頭目帶領著長老做祈福的動作，而我們所看到的

儀式只是大概的型態，目的是讓觀眾了解儀式的過程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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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期待著迎賓舞泰雅族人會穿著傳統服是出場，但他們都只是穿著簡

便的服飾，跟我想像中的有些微的落差，有老有少，有男有女，配合著音樂

跳著簡單的舞步。而在「祖靈祭祈福儀式」裡，頭目用吟唱的方式來感謝祖

先一年來的庇祐，以及其求未來的一年裡能夠五穀豐收、族人平安等等，並

且向長老們交代儀式中必需注意與遵守的地方，隨後幾位長老便回家去拿一

式過程很嚴

些要祭祀的東西，像是小米酒、小米糕、以及醃肉等等，頭目將帶領著長老

到祭祀的地方，在一顆祭樹前面，由頭目先做祭拜的動作，感謝祖先過去一

年來的保佑，再由長老們一一做祭拜，祭祀之後，他們將會回到部落裡，並

把祭祀所剩下來的物品帶回部落大家聚在一起分享食用。整個儀

肅、莊重，祈福過程也都是使用泰雅母語，我原以為只是簡單的祭拜，像是

平常節日的祭祀，沒想到祖靈祭是這麼的盛大! 

    活動結束後，我們在會場晃了一下，試圖想找頭目，看他是否願意接受

我的田野調查，但看到頭目身邊圍繞著許多記者，猶豫了許久最後我還是放

棄了…，心想有人有認識的要介紹給我，還是不要冒險好了。之後，我們也

在那邊吃了午餐，十二點多，填飽肚子後，我們就跑去了烏來老街，到了烏

來泰雅民族博物館，裡面有泰雅族的分布、族群系統、建築、織布、紋面、

樂器等等的介紹。在一位認識的阿姨介紹下，參觀後，我們便去找尋她所介

紹的兩人，一問之下才得知其中一位愛觀阿姨當天沒上班，另一位林彌迦小

姐因為與我們的不熟識，所以沒有理會我們，當下我也只好選擇放棄… 

    大約三點半下山回家，剛好遇到那位

介紹我們可以做田野的阿姨，也跟她聊了

當天的狀況，她也說會幫我聯絡，之後幾

天都是在聯繫愛觀阿姨，以及與她安排時

間見面等等的。 

 

 

烏來鄉綜合運動場入口處 



 

  (3)日期：2009 年 7 月 25 日 

    時間：10:30 am 

    地點：烏來泰雅民族博物館 

    受訪者：高金蓮女士 

            (以下以 Yaku 稱之) 

    攝影、陪同者：游子 

                                高金蓮女士 

 

    一早九點我們騎著車從中和出發，目的 泰雅民

族博物館，路上也跟愛觀

地為烏來老街上的烏來

阿姨再次確認過了，在烏來的途中我們找了家便利

商店簡單的吃個早餐，吃飽繼續朝目的地前往 們

衝衝的跑去買了兩瓶小米酒要給高金蓮

，十點多抵達烏來老街，我

女士與愛觀阿姨，當時，我心想小

我怕空手去拜訪會不好意思，也因為烏

沿路也沒什麼店家，只好買了原住民最

米

酒原住民都會自己做了我們還買…，

來老街真的沒什麼可以拿來送禮的，

愛的小米酒，花了一千元。 

    約十點半，聯絡上愛觀阿姨也進了泰雅民族博物館，愛觀阿姨告訴我

Yaku今天心情還好，因為不久前她女兒過世，要我們多跟她聊聊…。Yaku

再去找她。我們就在老街逛了逛，去吃了炒

們

人很好，很爽快的答應要讓我們訪問，也很願意的讓我們錄影，真的是很感

激。錄影前，她還說她要坐好，要一邊織布一邊給我訪問，於是我就拖了鞋

坐在她旁邊問了些問題，雖然Yaku會講中文，但是我們在溝通上還是有一些

阻礙，所以一旁還有宋春蘭(Maya)小姐幫忙翻譯，他們是用泰雅的母語做對

話。 

    11 點 40 分，訪問將近一小時，Yaku 也該休息吃飯了，就先停下訪問的

動作，Yaku 還叫我們下午吃飽

麵，還有炸蝦和炸魚。 

    一點半，距離跟 Yaku 約的時間還有半小時，真的不知道要去哪，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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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先進博物館裡等，看了一些影片，敲了敲木鼓…。後來，因為 Yaku 有事

要忙，就簡單的跟她聊了一下，並且留了電話，Yaku 還說下次可以去家裡

找她，有問題還可以再問，也跟 Maya 阿姨聊了幾句，阿姨也是泰雅族人，

信奉基督教。 

    最後，兩瓶小米酒有一瓶Yaku收下，另一瓶，愛觀阿姨不喝酒，Maya

酒有攝影機要顧，四點半很狼狽的到家，穿了雨衣

是織布，因為織布是她的工作也是她所擅長的，也向我提起

今泰雅族的

阿姨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也不碰酒，所以我們帶了一瓶回家…。 

    大概三點半快四點，因天色狀況很差，我們就衝衝的準備下山，騎不

到五分鐘就下起雨來，有

最後還是全身都濕透透，小米酒的紙盒也被雨淋到爛了。而原本要參加晚上

在烏來鄉綜合運動場所舉行的「泰雅戀曲山谷音樂會」也因此而取消了。 

    回顧一天下來，因為是第一次訪問有點緊張，擔心到前一天都沒睡好，

我準備的也有點不足。Yaku 也告訴我許多有關泰雅族音樂和儀式的部份，

但她最常提的就

泰雅族的音樂─「古調」，是種即興式的吟唱，在祭典儀式上會請一些耆老

們來唱古調，並配合著舞蹈。藉由這次訪談的過程中，我發現現

音樂活動真的不多，因時代變遷的關係導致人口外移，年輕人也不願去學

習，使得泰雅文化逐漸的消失。 

 
 烏來泰雅民族博物館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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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期：2009 年 8 月 27 日 

    時間：5:00 pm 

    地點：高金蓮女士家中 

    受訪者：高金蓮女士(以下以 Yaku 稱之) 

    攝影、陪同者：游子 

 

    這天因為臨時有事而耽擱到出發的時間，一直拖到下午四點半才出

發，讓與我們相約五點會合的 Maya 阿姨等了我們一下，真的很不好意思，

而我們五點多抵達泰雅民族博物館，再經由 Maya 阿姨的帶領下，我們很快

的抵達 Yaku 家。 

    Yaku 先是倒了幾杯山泉水給我們喝，與我們聊了聊，而我拿出先前就

準備好的雞精和上一次在泰雅民族博物館合拍的照片給 Yaku，她很開心的

說著：「她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給我們錄影，也謝謝我們去訪問她。」還笑

著說：「她眼睛都不見了(照片)。」當下，我心中只有滿滿的感謝，因為別

人的介紹下而認識了 Yaku，所以我很感謝! 

    很快的，我們就開始了今天的訪談，更是深入的談到了 Yaku 學習音樂

與舞蹈的過程，原以為 Yaku 會這些音樂舞蹈都是學校教導的，但 Yaku 卻說

那些都是她自己學來的，像是「古調」，因為小時候常常聽爸爸唱她覺得很

好聽，就慢慢的學了起來；而她會跳一些舞蹈是因為她跟小時候的玩伴大家

一起編出來的，這是她休閒時的樂趣。講到 Yaku 擅長的織布時，她還搬出

家裡的織布機與她所織的小飾品給我們看，Yaku 真的很熱情!而這次的訪談

都是延續前一次訪談的內容做更深入的了解，大約一小時後就結束了今天了

訪談，因為 Yaku 已經有年紀了，加上她還在感冒，必須讓她多多休息，因

此早早就結束訪談的行程。 

    晚上六點半從 Yaku 家離開，準備下山去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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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期：2009 年 11 月 15 日 

    地點：烏來鄉 

 

    今天會去烏來是因為明老師跟我提及烏來鄉裡有個「山地文化村」，是

一個烏來泰雅族人的歌舞表演場所，因而前往烏來去找尋。在出發之前，上

網查過、也翻遍了許多跟烏來有關的書籍，最後確定了山地文化村的正確地

址，於是上了山去找尋「山地文化村」的所在位置。 

終沒有那麼多號的

牌，而我也很確定我查到的地址不會錯的!我們在瀑布路上來回走了好幾

「烏來瀑布遊客中心」裡，直接詢問服

到遊客中心的門口指著對面說：「那裡就是瀑布路 31

」。當時我笑了笑，原來山上在編門牌就是不一樣!而那裡就是那魯溫溫泉

落格留言與電話的詢

    一點出發前往烏來，我們在瀑布路上找了許久，始

門

趟，最後我還是選擇投降，我們去了

務人員，他就把我帶

號

渡假飯店，也就是現在的「烏來活力村」，也因為烏來活力村的招牌字體顏

色過於淺(如下圖)，所以一直找不到…。 

    後來，我們就進了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看了看，詢問了一些有關 GAGA

劇場表演的問題，回家後，便上網查了資料，也透過部

問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我的訪談及錄影等等的，當然是被拒絕的!最後，只好

請明老師幫我這個忙，才能順利的進行我的田野工作，我也真的很感謝明老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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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期：2009 年 12 月 27 日 

    時間：3:00 pm 

    地點：烏來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烏來活力村 

 

    當天天氣並沒有很理想，天氣很冷加上飄著細雨，還是上了山，那天

是我第一次進 GAGA 劇場欣賞舞劇，兩點半抵達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時，

飯店大門口便都是舞者們在招攬遊客進場欣賞，而我們快步的走進去到了二

樓買了張 350 元的門票，喝了杯那裡提供的熱茶等待著劇場大門的敞開…。

不久後，三點大門準時開啟，每位表演者都很熱情的歡迎著：「你好!」。 

    當天現場觀眾大約二十位左右，有三位的外國人。表演一開始時，先

是一段歡迎觀眾們的舞蹈，音樂使用了「Return to Innocence (反璞歸真)」，這

首歌擷取至郭英男所唱的「飲酒歡樂歌(老人飲酒歌)」的部份原音，用了這首充

滿熱情的歌來為整個表演做開場。緊接著才是表演真正的開始「泰雅族人誕生的

傳說」，用一種很神秘的氣氛拉開了布幕，看到舞者在石頭後方舞動著，一直到

舞者從石頭中蹦出來，述說著泰雅族人如何誕生的傳說。「發現烏來」一幕，幾

位舞者們拿著火把從觀眾席後方出現，配合著呼喊聲來製造表演的氣氛，舞著們

在狩獵中找到了溫泉，於是大家喊著「Wulai!Wulai!(溫泉)」。接著是「祈福感恩」，

祭祀的過程都跟我去參加烏來鄉舉辦的祖靈祭祈福儀式一樣，酋長帶領著族人一

起祈福，並且把祭物掛於樹上。整個演出內容在論文裡都有較詳細的分析，在這

就不多提及。 

    觀賞完演出後，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發現烏來」那一幕，舞者從觀

眾後方拿著火把出現，從我們後方叫了一聲，因此而嚇到…。還有舞者邀觀

眾一起上同共舞時，我們也被邀上台了，在上台前，穿上印有泰雅族圖騰的

背心，隨後也跟兩位舞者拍了張紀念照，才上台與他們共舞。最後一幕也令

人嘆為觀止，舞蹈與背景烏來瀑布的結合，為整個舞劇畫下完美的句點。 

    表演大約一小時，結束後，門外是舞著拿著剛剛與大家合照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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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裝在一本本子裡，他們一一找尋手中那張照片上的觀眾，最後，我也花

了 500 元買下，做的很精緻也很漂亮，裡面還付了八張他們所賣的明信片。 

    一個下午下來，深深地感受到泰雅族人的熱情，讓我感到佩服的是舞

者都是青少年，有些還比我們年輕呢!而表演搭配著舞台特效讓人有耳目一

新之感，每每都會帶來驚喜，一點都不會使觀眾感到無趣，反而讓人不知不

覺的投入其中。原本準備好紙筆要記錄下所看到的一切，但由於觀眾席光線

黑暗的緣故，所以無法記錄寫下。 

 

 

 劇場內與舞者拍紀念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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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期：2010 年 2 月 9 日 

   時間：11:45 am 

   地點：烏來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 

   受訪者：張家瑜小姐 

   攝影、陪同者：游子、嘟嘟 

   與團長張家瑜

 

 

 

 

 

 小姐約早上十一點進行訪談，所以我還是提早約了大

，九點半在南勢角捷運站集合，大家也都很準時，到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

才十點十分，其實，當時我的心情很緊張，因為溝通很久終於要訪問團長

有什麼狀況發生的…，這個時期正是櫻花盛開

布路看到許多綻放開來的櫻花，順便讓我放鬆放鬆心

飯店等待著張家瑜

家

時

了，很怕會有問題沒問到或是

的時期，我們就先去瀑

情。十點五十分進到了那魯灣溫泉渡假 小姐的到來，櫃檯

會晚半小時，我們就又繼續等…，直到十一點四人員與她聯絡了一下，說她

十五分時張家瑜小姐終於出現了，我好緊張好緊張，她從烏來泰雅族人的故

講起，一直述說到慕懷樹樂舞藝術團，訪談大約四十分鐘，也接近十二點事

半了於是先結束訪談，等待著下午三點的表演，準備進場錄影。 

    我們就先去烏來老街吃午餐，吃飽後，約一點四十分我們又跑去泰雅

民族博物館，很剛好這個月入內參觀是免費的，晃一晃、看一看時間差不多

了，二點半我們就回去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到了三點要觀賞GAGA劇場表

演的人還是很少，就又再等了十五分鐘，最後，下午的那場表演還是沒開成，

可能是因為今天是平日，烏來觀光遊客比較少導致觀賞的人太少才取消下午

的演出，因而使我錄影無法順利進行，只好向張家瑜小姐拿取他們之前所拍

攝的影片。 

    影片複製好後，也已經四點多了，我們就結束了今天的行程。 

    今天訪談的過程裡，除了先前在網站上與部落格上所獲得的資訊外，

對慕懷樹樂舞藝術團也有了更深入的了解，張家瑜小姐也告訴我舞者們許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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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的故事。表演內使用的音樂，都是由尤勞·尤幹老師所編排的，有些是他

所吟唱所編曲的，有些則是使用原本既有的音樂。當初，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表演

團體時，我以為他們只是跳著簡單的舞步，像是大家圍著圈圈、手拉手著跳著舞

蹈，沒想到表演內容是音樂與舞蹈結合了許多的泰雅故事，而使人有種耳目一新

之感，而每位舞者也都比我還年輕，真的是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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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期：2010 年 2 月 21 日 

   時間：3:00 pm 

   地點：烏來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烏來活力村 

   下午一點從中和出發，怕假日塞車因此我們早早就出發，一點四十分

飯店門口，我們就先去瀑布路走走，可能是前幾天都下雨的緣故，瀑布變

比較大了，看到這樣的景象我們也忍不住的拍了幾張照。兩點半時，我們

走回飯店大門口，看著舞者們邊唱歌邊跳舞的招攬遊客進場欣賞表演。下

三點，表演準時開始，於是我便開始拍照，記錄下他們表演的部份。今天，

舞者拍了張照才離去。 

是為了拍下他們表演部份的照片，也想藉由這次再仔

看的心情，帶著做研究

心進去了，表演內容的結構我也已經掌握，因此每一幕的演出更是專注的

 

 

 

 

到

的

就

午

表演結束後，也在劇場外跟兩位

    這次去觀賞主要

細觀看一次現場的演出。這一次不同於前一次進場觀

的

看著。 

    這一次的舞者跟前一次(2009 年 12 月 27 日)觀看有些微的變化，而表演

內容大致上沒什麼不同，只有他們邀觀眾上台共舞的部份，多了一位舞者在

旁做介紹，使得現場氣氛更加熱鬧。 

 

 

 當天舞者們在飯店門口招攬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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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期：2010 年 4 月 6 日 

    地點：烏來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 

 

    今天從早上就一直不斷的下著雨，但是都已經跟張家瑜小姐約好了，

不管怎樣還是得去烏來一趟，經過我們許久的討論後，最後還是決定搭計程

車上去，怕下雨天騎車上山危險…。 

    一點半，我們就搭著車往烏來去了，大約四十分鐘後抵達，於是和張

家瑜小姐聯絡了一下，我們就去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大廳等，等張家瑜小姐

幫我燒錄好表演上所使用的音樂檔，不久後，張家瑜小姐拿著光碟出現啦!

我們聊了一會兒就離開了，當時，有一團三十多人的旅行團要去欣賞表演，

所以飯店內的人員都在忙碌，我們就趕緊離去。接下來又是煩惱的時候，我

們該怎麼下山回家呢!我們去了雲仙樂園外，看了看計程車的價錢，太貴而

且又只載到山下的捷運站而已，那就只剩下唯一的一種交通工具，就是公

車，所以我們就從烏來瀑布那邊走去烏來老街，下雨天這樣走就覺得路變的

很長很長，但我們還是不忘苦中作樂，半小時後，到了老街買了山豬肉做的

香腸，吃飽就繼續往公車站邁進…。四點半抵達新店捷運站，我們又必須坐

回中和，只好認命的撘車，四點四十五分終於到家!而今天這一趟，大概是

我上山那麼多次以來，讓我感到最累的一次吧!光是撘車就讓我們非常不舒

服了，又下雨造成很多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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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訪談記錄 

 

  (1)日期：2009 年 7 月 25 日        

    時間：10:30 am 

    地點：烏來泰雅民族博物館 

    受訪者：高金蓮(Yaku)女士 

    翻譯者：宋春蘭(Maya)小姐 

 

  (2)日期：2009 年 8 月 27 日 

    時間：5:00 pm                   高金蓮女士(中)、宋春蘭小姐(右) 

Yaku)女士 

談內容整理： 

的泰

歲

年時，也在烏來設立了工作坊教導學生織布。 

1：泰雅的歌舞音樂活動? 

   泰雅族的信仰祖靈祭、播種祭、收割祭、結婚一定會喝米酒(山地酒)，

會加上舞蹈，一年三至四次的活動(祖靈祭、過年、收割

    地點：高金蓮女士家中 

    受訪者：高金蓮(

    翻譯者：宋春蘭(Maya)小姐 

 

 

訪

    高金蓮女士是烏來鄉烏來村 雅族人，已有八十歲了，擅長織布。在

民國 95 年開始在烏來泰雅民族博物館裡工作，從事織布的部份，從十八

開始像媽媽學習織布，而在 93

 

 

Q

 

有活動就會喝酒還

祭…)會穿著泰雅的山地服裝跳舞、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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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祖靈祭活動的意義?是否受到時代變遷的影響? 

    每年的七月十五日附近舉辦祖靈祭祈福儀式，有殺豬、煮飯煮糯米的活

動，而現代所看到的表演活動是為了紀念祖先所辦的。也因為政府重視原住

的生活、信仰，得以讓祖靈祭一直延續下來，祖靈祭未曾受到任何的影響

化曾凋零過，也因為政府的關心又再次

，她(Yaku)看到就會想

式上會邀一些耆老來唱古調配合著舞蹈，因為時代的變遷，未

會不會消失就要看下一代的年輕人是否願意學習，如果不願意學習就有可

古調還是有保留著，傳統的織布也是一樣的。而祭

民

而改變，也從未消失過。像是織布文

復興起來，要把原住民過去所有的文化能夠再次呈現，包括了織布、搗米…。 

 

Q3：泰雅族現今的歌舞文化? 

    老一輩的人們家裡面都還會有杵臼、紋面的針頭

起以前過去祖先所做的一些舉動、使用杵臼、煮小米，因為政府的關係，所

以那些文化都能一直永續下去。無論是小孩子不管在國中、國小學校老師都

會教導跳舞蹈(杵臼舞…)，而現在只有在有活動的時候才會看到一些祖先所

留下來的祭典、舞蹈的呈現，但要看到過去祖先所有的文化已看不到了，像

是紋面…。 

 

Q4：有關音樂和舞蹈。 

    古調是以前老人家所唱的、傳承下來的，而 Yaku 會古調是因為她的父

親很喜歡唱，她父親常常唱，有時也會跟朋友聚集起來一起唱，而 Yaku 聽

久了覺得很好聽，自己就慢慢的學了起來。現在，連有些老人家也不會唱古

調，因為古調沒有 Do、Re、Mi，沒有樂譜就顯得很難學，都是即興式的吟

唱。 

    在祭典儀

來

能會面臨消失，但到目前

典活動的舞蹈(結婚舞、播種舞、祖靈祭…)都是以前祖先傳下來的，像是祖

靈祭的敬天敬地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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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期：2010 年 2 月 9 日 

    時間：11:45 am 

    地點：烏來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 

很特別的是只有一個原住民族群的鄉鎮，而大台北地

山線居多，音樂很少很有限，不像阿美族的音樂是開

有音樂。主要的音樂是以吟唱式的較

生對跳，勾腳舞是比較熱情的，

是每個原住民族群都有的舞蹈，相較於其他原住民族群會發現泰雅族的音

 

狩獵的過程中而發現了烏來的溫泉，之後來的這

    受訪者：張家瑜小姐(烏來泰雅族人) 

 

訪談內容： 

    泰雅族人從大霸尖山一路上遷移座落於烏來，泰雅族人在烏來發現了溫

泉才定居下來的，烏來

區也只有烏來有原住民。 

    泰雅族主要居住於

心的，有音樂就會有舞蹈，有舞蹈就會

為多，像講故事的；舞蹈─勾腳舞，為男女

也

樂較不愉悅。

    製作人兼經營者張先生當初的想法，只是想呈現泰雅的故事，特別以烏

來為主題，從泰雅人誕生的傳說到他們的一個祭祀(祖靈祭)，想呈現當初泰

雅人從石頭蹦出來，因為在

個地方，他們祈福，祈福的內容為生活的過程，男生要打獵女生要織布要搗

米，一直到結婚…，這個場地很特別的是背景看出去就是烏來瀑布，製作人

就想說在舞蹈結束後想要呈現烏來瀑布之美，而這是過去沒有的節目呈現方

式，所以請了不浪.尤幹的哥哥尤勞·尤幹為他們編排音樂。 

    表演內容一幕一幕之間的舞蹈，有些是舞蹈先編好的、有些是舞蹈未編

的，所以老師根據了舞蹈來編音樂，有時候是老師自己覺得在這時間點應該

搭什麼樣的音樂就配上了，用這樣的方式來做整個演出的音樂內容。有些部

份只有節奏而沒歌唱，是因為沒有適合的歌曲，而他們想要就既有的東西去

呈現出來，所以不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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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幕發現烏來的時候比較偏節奏的部份，第三幕祈福感恩裡就會有

尤勞·尤幹老師的吟唱，吟唱的就是過去泰雅族人會吟唱的內容，第四幕是

打獵也是用節奏的方式去呈現，第五幕的歡慶豐收跟搗米的部份，就加入了

泰雅族人以前搗米時會唱的歌，還有相關類似的音樂，第六幕的大家來跳舞

結婚儀式，用的是口簧琴舞的音樂。 

 

    GAGA 劇場原本是烏來最大的跳舞場，也是台灣在古早之前並列全台灣

三大跳舞場之一，而在 SARS 時正式關閉，那時候烏來這種舞蹈的文化算是

沒有再傳承了，有的都是很零零落落的，不是那麼正統的舞蹈。在三年多前

將近四年前，那時候決定要成立這個表演場，才會有這個舞團，當時是很辛

苦的把這些舞者招集回來，因為大家覺得對於舞蹈的印象中，跳舞是不是也

要陪客人吃飯，感覺不是這麼高尚的工作，那好像跳舞之外，還要去掃地洗

衣服煮飯…，所以他們剛開始的時候有很多的擔心，在這個過程中持續培育

他們，我們自己在培育他們的時候也是放了很多的心力，在過程中一定也會

有人來來去去，可是最後呈現出來的就是讓烏來這些原住民的舞者，從完全

不會跳舞到訓練他們會跳舞，用這些舞蹈去展現，這是我覺得我們這最重要

的故事，而不是一般我們所看見他們光鮮亮麗的外表而已。那在這後面衍伸

出來的我想才是因為這個舞場，怎麼樣把音樂跟舞蹈這種表演當作是一個表

象的，因為這些表象他們才有機會發展他們自己，最後他們有機會呈現成我

們所看到的那樣，我想我們的音樂並不是你所想像中，他有什麼樣的精隨在

裡面而形成的，不要說是泰雅的音樂，而是形成 GAGA 劇場的音樂，他的

部份來說，整個歌曲的內容、整個歌曲的精采度，我想最精采的是在於他的

故事和最後呈現出來的內容。 

 

    舞者都是烏來當地的泰雅族人，也都是正職的，在剛開始進來的時候，

每一天有八個小時的時間，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好像各個舞團一樣，從最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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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旁邊的開始幫忙、道具的放置，在空檔的時間開始練習舞蹈，演出的時

間在旁邊觀察就在旁邊見習，慢慢的一幕一幕的去驗收、評估他們是不是可

以作為一個舞者，驗收通過了就可以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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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烏來活力村相關資料 

 

 

 烏來活力村門票 

 

 

  

    劇場外之風景                       大門口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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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來活力村簡介 

 

 那魯灣溫泉渡假飯店 

 77



 

 烏來活力村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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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與烏來有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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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年台北縣烏來泰雅文化祭之活動 

 

 

 81



 

附錄五 烏來鄉泰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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