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P C F I s s u e  3 6 1

編輯觀點

族群語言力更上層樓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基金會執行長

語言是文化內涵養成相當重要的一環。過去

很多人認為語言差異，造成族群間的隔閡，但從

前陣子剛結束的金曲獎頒獎典禮來看，可以發現

隨著國家政策往多元族群社會的方向建構，以及

共通語言—「音樂」的加乘，此隔閡不僅逐漸

消弭，還造就更多族群的優秀音樂表演者、創作

者，都有機會在以華語為主的國家被看見。

有一說法認為獎項拆分成不同語言分類會是

一種侷限，但語言類別獎項的增設，對不同族群

反倒是鼓勵，而非限制。例如今年以《滅人山》

獲得金曲獎評審團獎的客家歌手黃連煜，以及以

《尋找你》入圍最佳華語女歌手獎的原住民歌手

以莉高露，都是相當顯著的案例。

儘管跨族群的距離已漸漸變小，但缺乏語言

學習環境，仍然是都市原住民青年面臨的主要挑

戰。原文會將持續藉由傳播媒體的族語播報，幫

助年輕族人拓展新的管道學習族語，盡力協助族

人更深刻地認識自己的根源、找到自己的定位。

本期《原視界》也邀請人氣作家「厭世哲學家」

到武塔部落體驗泰雅獵人與織人的日常，相信這

樣的交流機會，能夠讓非原住民的朋友們感受到

來自部落的「正能量」，學習用不一樣的眼光看

待我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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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Patarw
amara: mat

yangulwalw
adhane ka 

vai，魯凱族
語「交棒：

很可愛的泰
雅」之意。

「你賺得錢
夠多嗎？」

「你為什麼
不能跟別人

一樣優秀？
」「你想過

未來要做什
麼嗎？」你

是不是常常
覺得厭世情

緒不夠用，
也想跟著大

喊：

「阿姨，我
不想努力了

！」這次厭
世哲學家決

定，短暫遠
離城市喧囂

與熙

攘，到南澳
泰雅族部落

一探究竟，
原住民的生

活和我們有
什麼不一樣

？

只是想打獵
物吃，要先

走一大段山
路；想織一

件衣服，得
先種苧

麻；想泡杯
茶喝，還要

懂得辨識植
物。這些從

來沒有過的
體驗，還有

時

間讓厭世代
青年安心厭

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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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泰雅
族人發祥於

南投仁愛鄉
，祖先們從

一顆大石頭
蹦出來，並

在四周建立
部落。隨著

族人數

量越來越多
，土地不敷

使用，為讓
後代有土地

能夠使用，
祖先踏上遷

徙之路，來
到思源埡口

。相傳泰雅

三兄弟在思
源埡口各奔

東西，大哥
Kbuta越過

大霸尖山向
西部移動，

小弟Kmom
aw順著蘭陽

溪定居於現
宜

蘭大同鄉，
二哥Kyabo

h則越過南
湖大山，落

腳於和平溪
流域，形成

臺灣泰雅族
群的大致分

布。

二哥Kyabo
h往東部遷

移後，因部
落

人數漸增，
族人又再各

自找適合居
住的

地方。Wil
ang的家族

在南澳一帶
找到Haga 

Paris一地並
定居。Wi

lang說明：
「Haga

是堆石的意
思，Paris是

指敵人，祖
先到

這個地方發
現這裡有堆

石，然後看
到不

認識的人，
不認識的人

就是敵人，
於是

就用這個環
境的特徵取

名。」

在泰雅族人
遷至南澳前

，早有一群
「猴猴族」

在此定居，
泰雅族人稱

呼他們為「
Qolin」，意

思是「矮矮
小小的人」

。Wilang分
享，耆老們

原以為猴猴
族是漢人，

後來翻了很
多文獻才知

道猴猴族甚
至比太魯閣

族更早到太
魯閣，只是

被太魯閣族
人趕來南澳

，接著又被
南澳泰雅族

人趕到蘇澳
，蘇澳現在

還保有「猴
猴坑溪」、

「猴猴鼻」
等地名。

泰雅族內部
有分不同的

系統／語言
，例如Squ

liq Atayal

（賽考利克
語系）和C

i’uli Ataya
l（澤敖利

語系），不
同

系統的泰雅
族人對於祖

先發源傳說
有相異的說

法，「三

兄弟」故事
是屬於Squ

liq Atayal
的集體共識

。Wilang推

測，Ci’uli
 Atayal可能

分化的時間
較早，使得

發源傳說的

說法較為多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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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扎根於
山林的Wi

lang非常熱
愛、認同

自己的部落
文化，與P

isuy結為連
理後，兩人

在

南澳一步一
腳印地從泰

雅文化中認
識、堅定自

我，呼喚更
多同伴一起

在文化斷層
的迷途中找

到回家的路
。

後來受到日
本殖民政府

集團移住政
策影響，許

多部落從深
山移居至淺

山、平地；
國民政府延

續此政

策，推行「
山地平地化

」，約在1
966年前後

南澳泰雅

族人才全數
遷離舊部落

，而Wilan
g的家族是

最後一批

遷到平地的
族人。長時

間與山林共
處，長輩們

早已離

不開這片土
地，因此W

ilang從小就
跟著長輩們

往

山上跑，山
林環境與知

識通通難不
倒他。「年

紀跟我差不
多、又喜歡

待在山裡，
在南澳你找

不到第二個
人，」Wil

ang開朗的
口氣中帶著

一點

惋惜：「我
家族老人的

山林能力都
很強，我們

又不會種田
，在平地能

做什麼？當
然就是往山

裡去。其實
我很慶幸我

們家族是最
慢移住下來

的，我還能
在生活中碰

觸到老人的
生活智慧，

其他同輩根
本沒辦法接

觸到這些。
」

過去日本殖
民政府會將

不同部落遷
至平地

同一區塊混
居，除了「

地域界線」
模糊

（需考慮到
過去原住民

族部落領域
分明的

觀念），加
上漢化程度

不一，生活
方式及

觀念早有分
歧，因而造

成許多部落
衝突。

Wilang雖然
居住在武塔

部落，但內
心明白

自己屬於H
aga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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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古道昔日又被稱為「比亞豪古道」，全程約

長74公里，最早是聯繫四季與南澳的山徑；後來日本

殖民政府在「理蕃」南澳泰雅族群後，此路部分闢築為

警備道，因這條路最尾端的部落為比亞豪，故有此稱。

2003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偕同在地耆老與青

年重新修築古道，能供遊客行走的路段約長3公里。

遙望山景，有時候可以看到一整片楓

香林，代表那片土地過去是族人居住的土地

或耕地。國民政府遷部落時，會在族人離開

後原地種植楓香，而日本殖民政府則是要求

種柳杉。因此，這條古道只有一個地方沒有

楓香林，那就是比亞豪，因為比亞豪在日本

殖民時期就已遷至平地。

Wilang上山的獵徑與南澳古道前幾公

里大致重疊，只是獵人上山有工作在身、

需要求快，會在合適的位置下切山谷往另

一座山走去。從國小三年級就在南澳山區

走跳的Wilang，對山林任何一處地景故事

與動植物知識都能信手拈來、滔滔不絕，

可說是這片山林永遠的知己。

WiWilalangg上山上山山的獵的獵的獵獵的 徑與徑與徑與南澳南澳南澳古道古道道古 前幾前幾前幾公公公公

里大里大里大致重致重重重 ，疊疊疊疊 只是只只只是是 人獵人獵人獵人上山上山山上 有工有工有 作在作在作在 、身身身

需要需需要需要求快求快求快 會會會，會在合在合在合適的適的適的位置位置位置置下切下切下切山谷山谷山谷往另往另往另

一座一座一座山走山走山走 。去。去去 從國從從國國小三小三小 年級年年級級就在就在就在南澳南澳南澳山區山區山區區

走跳走走跳跳走 的W的W的W的 ililan ，g，g 對山對山對山林任林任林 何一一何一何 處地處處地處 景故景故景 事事事事

與動與動與與動動植物植物植物知識知識知識識都能都能都能信手信手信手拈來拈來拈來 滔滔、滔滔不滔不滔不 ，絕絕絕絕

可說可可可說是這是這這片山片山片山林永林永林永遠的遠的遠的知己知己知 。

Wilang上山的獵徑與南澳古道前幾公

里大致重疊，只是獵人上山有工作在身、

需要求快，會在合適的位置下切山谷往另

一座山走去。從國小三年級就在南澳山區

走跳的Wilang，對山林任何一處地景故事

與動植物知識都能信手拈來、滔滔不絕，

可說是這片山林永遠的知己。

比亞豪古道
改名是因為

這條路也經

過武塔、
金洋部落

，那為什
麼叫

比亞豪古道
？這些都是

漢人給的名
稱，沒

有太大的意
義。若要賦

予一些涵義
，建議

可以叫「南
澳群古道」

。我們有個
集體共

識，稱呼這
群「攀爬、

翻越到這個
領域的

泰雅族人」
為Klesan（

南澳群泰雅
族），

這才是沒有
爭議，又有

意義的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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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日本殖民政府修築這座橋，並取名「旃壇

橋」。旃壇是泰雅族語「Lilang」，苦楝樹的意思，因為這附

近種植很多苦楝樹，是治療跌打損傷很好的藥材。而沿這條

古道的溪流則稱為「Lnga」，意思是有很多做陷阱的木頭。

不只阿美族會吃野菜，泰雅族也很在行！

上山下水走了數公

里後，來到Wilang花費3個

月蓋的獵寮。不論是建材或生活用

具，都是Wilang自己扛上來的。後來Wilang教

厭世哲學家製作山豬陷阱，如果你看不出來陷

阱在哪，表示這個陷阱做得很好、很隱蔽！

沿途看到泰雅族的毒藤tuba lutux、tuba 

tayal，Wilang說明族人用天然方式「毒魚」，

也分享過去族人偶爾誤入其他部落領域，導致

部落衝突發生的故事。「以前追水鹿追到別人

的傳統領域，變成在追人。但現在不會了啦，

部落通婚後，關係都慢慢建立起來。」Wilang

感慨地說：「現在12年國教講自發、互動、共

好，我們原住民早就有了，只是我們比較特別

一點，不用文字寫，而是實踐在心裡。你透過

書本教哪些能做、不能做，實際上沒人看到你

就偷偷來，但我們在生活中實踐，這才是真的

嘛！所以原住民沒有文字也有另一種美。」

途中經過一個低點，是兩個山峰之

間的平緩處，又稱為「鞍部」。我們休

息的鞍部名為「Yori Nyawan」，Yori指

「低點」，Nyawan是人名，整句意思是

「Nyawan這個人的耕地」。

有3種木頭
適合做陷阱

：Qesu九芎
、

Pengun呂宋
莢 ，以及Tab

ung。這

3種木頭很
有彈性，且

砍下後再插
進土裡，

短時間內不
會死亡。我

個人最愛用
Pengun，

顏色比較暗
，獵物不會

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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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之前
，如果講到

「獵人」，
我想像是一

個人戴著太
陽眼鏡，拿

槍在山裡狩
獵，很酷

的畫面。我
們不會問獵

人為什麼要
狩獵？會狩

獵什麼獵物
？狩獵完後

怎麼處理？
獵人的目

的是什麼，
接著會做什

麼事？我們
好像都不會

問這些問題
，而今天就

有解答到這
些潛藏的疑

惑。

有兩件事讓
我很印象深

刻，一是老
師說獵人應

該是生態環
境保育的一

環，沒有獵
人抓捕山羊

、

山豬等，這
些物種過度

繁殖也會破
壞山林環境

。但因為獵
人是「人」

，我們會覺
得保護生態

環境

要把「人」
的因素排除

，這回應到
我研究的道

家思想「無
為而治」，

其實不是要
人類不干預

自然

或不做事，
而是人類做

事要符合自
然規律，所

以「人」也
是自然很重

要的一份子
。今天跟我

學的

道家思想很
吻合，帶給

我一個新的
認識，同時

也很認同這
種觀念。

第二個是在
獵寮撿柴時

，老師一直
告訴我現在

能撿到這些
木頭，都是

他半年前就
把樹砍下來

，

預先準備好
，不然臨時

要燒柴哪來
樹枝可以用

。所以不管
在哪裡生活

，人要生存
就是要提早

規劃，

我們都以為
在大自然生

活很原始、
結繩記事，

有幾件事情
做，就打幾

個結，什麼
事情都不用

擔心，

但並不是這
樣。

老師還說現
在有很多山

老鼠，而獵
人對於這個

區域很清楚
，如果山中

出現陌生人
，獵人會知

道這些人來
做什麼、把

這些人趕走
。獵人不只

是在山裡找
獵物，同時

也是保護環
境的人，這

是我

體會到很不
一樣的觀點

。還有以前
以為做陷阱

很簡單，但
沒有，做一

個陷阱很困
難，要事先

準備

好多工具；
而且在特定

季節不抓獵
物，因為夏

天獵物很快
腐爛，冬天

才會是狩獵
的季節。我

們一

般想像狩獵
完好像現場

就吃了，也
沒有，還要

帶回來和部
落族人分享

。我原本對
獵人的行為

模式

毫無概念，
今天終於有

大致輪廓。

應該是幾乎
沒有認識，

我完全搞不
懂現在還

有人在當獵
人嗎？之前

去不老部落
有原住民

帶我們走山
路，經過某

個地方有陷
阱，他請大

家不要

靠近。那時
候有稍微認

知到好像可
以透過陷阱

抓獵

物，但可以
用獵槍嗎？

或是可以追
捕獵物到什

麼程

度？我完全
不了解，「

獵人」這兩
個字離我很

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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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哈哈
，今天有累

到，

才會躺下就
睡著了，平

常

不是這個樣
子。因為早

上是我的睡

覺時間，只
是爬山一直

在動，很有

精神，但一
坐下睡意就

上來了。

精神，但一
坐下睡意就

我覺得是拿
刀子，看老

師手起刀

落、輕鬆寫
意，但實際

操作要用

好多、好多
力氣。幸好

我這兩年有
在健

身，如果是
以前的我應

該什麼都砍
不爛。

現在的人都
太文弱了，

在自然的環
境生

活力氣要很
大，才能完

成這麼多的
任務。

我姑丈在山
上有一塊地

，有時候我
們去找姑

丈，他會教
怎麼摘地瓜

葉，但今天
是完全

不一樣的體
驗，比較像

是在這個地
方才能吃到

的東

西。像藤心
我完全沒吃

過，也從來
不知道刺蔥

是什

麼，但我滿
喜歡那一鍋

野菜，喝起
來很順口。

反而

是有點被醃
肉味道嚇到

，很多發酵
食物像韓國

泡菜

為了讓一般
大眾喜歡，

加很多調味
料，但醃肉

是很

原始的味道
，酸酸腐腐

的，後來有

比較能接受
，但沒有動

力再去拿

起來吃。其
實我以前看

到的都是

烤山豬肉，
本來想像的

原住民

食物就是烤
山豬肉，不

知道

有醃肉這種
東西。

後來有

再去拿

都是

住民

道

完全沒有，
累到連一頓

普通的晚餐

都覺得好好
吃。

道家哲學對
人類文明社

會有很多的
批

判跟反思，
老子說：「

天之道，損
有餘而

補不足。」
天道運行的

原則就是太
多的東

西要減少，
太少的東西

要增多。在
老子的

觀察，宇宙
之間有一個

平衡點，所
以人類

生活應該要
避免製造極

端，應用在
現代社

會就是避免
過度發展經

濟。不是不
能發展

經濟，而是
要在合理的

限度，並且
能跟自

然運作配合
。這三天應

該是讓我反
思平常

在都市生活
的樣態是不

是好的方式
，人類

最後只能夠
變成這個樣

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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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面，是泰雅族群的重要印記與象徵。孩子成年

便會在額頭文面，那其他地方的文面呢？ 

泰雅族傳統分工為男獵女織，要能在臉部文面，

便是看男性的狩獵與出草實力，以及女性的織布能

力。若沒有這些文面，是不會有人想和你結婚的喔。

當代社會以高織機、成衣廠等機械化生產方式製造衣物產品，我們

只在乎穿搭品味、美觀及可看性，感受不到一絲一線的溫度，衣服不過是

一副裝飾性的空殼。但是在傳統社會，優秀的織女需要長時間養成，藉由

織布淬鍊出品格與能力，從中型塑族群文化和家族認同。從苧麻種植到織

布，每一件織女織出的布匹、服飾，都留住了時間，也保住了文化。

在都市長大的Pisuy，選擇找回泰雅族織布的核心精神，走在泰雅織

布文化復振的路上，足履實地熟悉這塊土地，用雙手捻織出祖先的智慧。

簡單來說，
男性狩獵代

表生存

能力，能夠
打到獵物、

捍衛家

園，才能讓
家裡溫飽。

放在現代觀
念

就是指這個
男人有沒有

車、有沒有
房

啦！如果女
生不會織布

，那你出門
就

沒有衣服穿
，晚上也沒

有被子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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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雅人信仰觀念中，天地人與靈都是一體的，

每個人死後都需要經過Hongu utux*，也就是彩虹橋，

而橋的對面是所有你心愛與思念的人。如果臉上沒有文

面，死後便不能走過那條橋。因此文面不只是象徵個人

能力、有沒有辦法養家，更重要是對「靈」的連結。

＊Hongu ，「連結」之意；Utux，「靈」的意思。

織布，可說是泰雅族女性的全人教育，如

果小時候沒有學好，長大或婚後的社會地位也

會比較差；而且婆婆不會教媳婦織布，甚至婆

婆在教女兒織布時，還會把媳婦支開。

我們對於現
實跟夢的分

野沒有

這麼強烈，
例如做夢內

容也是

泰雅人日常
話題，我們

把「夢」視
為

正常訊息交
流，不會覺

得你聊這個
莫

名其妙，會
認真聽你夢

到什麼。

＊泰雅族的
祖訓、集體

規範

有人認為婆
婆教一下又

無妨，但

泰雅觀念
是「自己

的女兒自
己

教」，孩子
有自己的媽

媽會教織布
。但如

果從小喪母
或母親是外

族，Gaga
*是可以

拜師的，類
似「束脩」

概念，付出
一些代

價如殺雞等
，再看對方

願不願意教
。我們

現在拜師就
是看緣分、

繳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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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織布文化在日本人來臺殖民後遭逢鉅

變，日本人類學家觀察到，泰雅族人織布不只是個

人的榮譽心要把布織好，更能藉由「一群女人聚在

一起為家人織布」凝聚整個家族，讓族群強盛。因

此日本殖民政府開始打壓、汙名化織布，灌輸「為

了織布不工作是懶惰的人」的觀念，改變泰雅織女

生活方式；甚至將部落最優秀的織女送到養蠶所培

育、學高織機等技術，遺棄傳統工具。

以前家裡發
出「咚咚咚

」的織布

聲音，代表
這家人很勤

奮。但日

本人看到你
在織布會沒

收工具，為
了繼

續織布，祖
先會把小米

殼裝進織布
箱，

讓織布聲音
變小，或是

把織布箱背
到山

上工寮藏著
。現在若看

到老織具都
要心

存感恩，是
祖先付出很

多心力守護
的。

南澳群泰雅族人會使用的苧麻有3種：女人

的苧麻Kgi Lapay、男人的苧麻Kgi Kiway、漢人

的苧麻Kgi Kahat。此外，路邊還隨處可見猴子

的苧麻Kgi Yungay、魔鬼的苧麻Kgi Lutux，總之

不是人用的苧麻，辨識苧麻時可要注意囉。苧

麻在春天種植，大約3至4個月收成，1年3收。

老人家經常叮嚀，不要計算苧麻的收成時間，

而是要去跟苧麻聊天，觀察苧麻的生長狀況。

不只女人織
布，男人也

會用男人的

苧麻織狩獵
工具。而K

gi Kiway植
株

較Kgi Lap
ay更有韌性

，適合製作
背肉的網

袋。只是
南澳現今

已經沒有
人在種植

Kgi 

Kiway，男
人的苧麻僅

存於老人的
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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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男人打獵、燒火要提前數個月準備木材，女

人織布也是相同。從種植苧麻就開始規劃─現在家

裡人口有多少、年祭要做什麼樣的衣服、冬天的棉被

需要幾件等，一個很會織布的女人要非常熟稔天地的

關係、嚴謹計算家裡需要多少布匹、清楚明白製線與

織布的過程與技法。

泰雅族布匹上的織紋通常是由母系家

族傳承，部分是模仿或自創而來，漸漸形

成某個流域群的特徵。因為泰雅族語roziq

是「眼睛」的意思，祖先也會用roziq指稱

菱形等形狀，因此有人錯誤詮釋菱形紋為

祖靈之眼。特此澄清，那些圖形單純是織

紋，泰雅族人並未賦予任何意義。

泰雅族傳統織布方式為梭織，以經線、緯線交

織成為布面，臺灣原住民族群幾乎都採用梭織*。

qongu*是織布箱，穿線纏繞的工具都稱為Ikus；製作

qongu多採用當地樹種，南澳群泰雅族多使用紅楠木

與大葉釣樟。

許多資料記載男人不可以碰女人的織具，但女

人織布的工具都由男人製作，例如爸爸做給女兒、

丈夫做給妻子；女人覺得工具使用不順手，也會請

男人修飾。所以不是所有男性都不能碰織具，而是

家族外的男人才不能碰。同樣，丈夫有時也會請妻

子幫忙帶獵刀，唯有出草刀不會讓女性拿。

＊可以從qongu的外型，判斷織女來自

哪個流域群，例如南澳群的qongu形狀

較為圓弧。而qongu是很個人、很私密

的工具，通常不會輕易讓外人看見，

會以布匹遮蓋。Pisuy接觸過的幾位織

女通常會有2個織布箱，1個是自己織

布用的，另1個則是能給別人看的。

＊泰雅族也有針織

技術羊角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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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讀文學
看過學術上

的「家屋」
，是人類賴

以生存的空
間，

甚至是塑造
人格、性格

很重要的場
域，不像「

一間房子」
是

一個客觀的
物件，而是

有人在裡面
互動，共同

構成有歸屬
感的地方。

早上一看到
家屋的想法

就是沒有桌
子，跟我的

生活很不一
樣，還

看到烤火的
地方，我從

來沒有想過
「烤火」可

以出現在家
裡，尤其在

城市更不可
能，這讓我

開始想像以
後如果隱居

山上，會住
在什麼樣的

地方。而且
我之前對原

住民家屋比
較沒有具體

的想像，不
清楚構成家

的核心、凝
聚大家的東

西是什麼，
今天上完課

了解到「織
布」是很重

要的一環，
這也是最打

動我的地方
。

就是泰雅族
婦女織布，

不單純是織
布行為，而

是透

過織布凝聚
起整個族群

。形式上女
人織布是聚

在一

起聊八卦、
聊是非，但

實際上每個
女人擁有自

己的一套工

具，不同地
域有各自的

織紋，這些
好像都是讓

他們區隔「
這

是我的家庭
」、「這是

我的家族」
，甚至「這

是我們泰雅
 

族」的方式
，是泰雅族

人構成一個
家的歸屬感

的重要條件
。

我到不老部
落參訪也有

看到族人在
紡織，有一

些泰雅

族婦女坐著
操作「機器

」，但跟我
今天看到的

織布箱長不

一樣，有很
多線像是曬

米粉，鋪在
一臺很長的

機器上，他

們就在上面
紡織。雖然

之前就有看
過，但我不

知道織布對

族人來說是
這麼重要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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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有跟
一個外國朋

友討論，他
有點不能

理解為什麼
臺灣人見面

一定要約吃
飯。我們

跟朋友約見
面聯絡感情

，好像也沒
有什麼特別

的活動

好做，不像
泰雅族會一

起織布，我
們只會一邊

吃飯、

一邊聊天，
建立情感的

聯繫。倒不
是說吃飯跟

織布有

什麼品味高
低，只是覺

得很可惜，
我們漢人沒

有類似

泰雅族會聚
在一起織布

，甚至是產
生榮譽感的

事情，

我想不到漢
人有什麼行

為可以跟織
布比較。

因為我是巨
蟹座、很顧

家，我對於
家庭有很深

的

情感跟歸屬
感，有時候

就會很困惑
要怎麼讓我

的家庭

更有凝聚力
。加上當老

師有個重要
課題是班級

經營，

要讓班級成
為有向心力

的團體、對
這個班級有

榮譽

感，但現在
小孩越來越

難培養，大
家都會覺得

自己是

一個個體。
今天就有想

到這有沒有
可能變成班

級經營

的方法，跟
同學說我們

一起來做一
件事情，只

是還沒

有一個具體
的想法。

這 3天我最
期待就是織

布，因為我
對手工藝還

算拿手，而
且有

興趣學習，
我的天性就

是喜歡畫畫
跟動手做。

之前教會有
買

刺繡的東西
，只是好玩

、做做看，
但我就跟他

認真起來，
我心想要秀

出一個嚇死
人的貓頭鷹

出來，所以
看到課程表

，就覺得織
布可以挑戰

一下。

不過今天讓
我很意外的

是織布前還
得先完成一

個工具。女
生的織布工

具是男生做
，所以

工具算是現
成的；但是

男生只是要
織一小段布

，還得花這
麼多時間把

工具做出來
、削成你要

的形狀，再
把線架好才

能開始織。
比較困難的

是削竹子做
工具，因

為平常長輩
不會給你刀

子，叫你削
一個竹筷出

來，人生中
不會有這

種事情發生
。今天體會

到削竹子跟
平常削鉛筆

完全不能比
，要用更

多力氣，還
要掌握角度

，不然會歪
掉，或者根

本削不到任
何東西。

實際動手操
作的能力是

一回

事，更多是
從認識他們

的生

活方式，思
考可以怎麼

運用到我的

生活。像織
布有分男人

的織跟女人

的織，這件
事就很不一

樣。在現代

社會性別平
權的觀念來

看，不會有

什麼男人能
做、女人做

不到，或是

女人能做、
男人不能做

的事情。這

看似只是一
種傳統文化

倫理，但今

天我們剛好
發生你很佩

服我織的布
，

但我看你們
女生織布工

具才覺得好

複雜、好厲
害的狀況，

反而因為各

自有不同的
工具跟規範

，而能夠互

相欣賞、崇
拜，祖先的

用意會不會

就是讓我們
維持家庭關

係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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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跟武塔不一樣？」Wilang曾經帶著困惑長大，直到

大學開始查文獻、舊社踏查，跟著長輩走回Haga Paris，認識到自

己的根後，決定重新讓Haga Paris被看見。

Wilang與Pisuy付出心力拜訪部落耆老、翻遍典籍資料，在2016

年於家族土地上搭起一幢泰雅家屋。兩人細心呵護這片土地，灌溉

愛與養分，讓泰雅文化在這片山腳扎根、向外結果。

泰雅族家屋採半穴居，約往下挖

1.5至2公尺*。下挖主因是為了防颱

及強風，讓屋子的受風面積縮小，加

上木柱下插越深，結構越穩固，才不

會輕易被吹垮。

＊依照男主人的身材而定，用手臂長度衡量深

淺長寬，所以家屋沒有一定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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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用檜木
蓋房子不是

到山林砍

檜木，會讓
木頭油脂更

快流失，

加速死亡。
我們在每年

颱風過後，
到溪

邊、河床撿
漂流木，或

是清理山徑
時順便

撿倒木。部
落族人若計

畫成婚蓋家
屋，也

都會趁這個
時候集體幫

忙撿拾木頭
。

雖然山林有更頂級的木材如紅櫸木、烏心

石、鐵木，但傳統木柱多選擇紅檜、黃檜、肖

楠或扁柏等軟木，原因有三：

1. 軟木彈性佳、韌性好，更適合層層搭建。

2. 軟木油脂較多，不易受蟲蛀。

3. 硬木太重，背不動！以前人力徒手背木頭，

背硬木會壓死人。

牆面多使用杜英、赤楊，尤其赤楊是很好種植

的植物。

別以為屋頂似乎只是一片蓋上去，其實共有6層

喔！必須先將竹子對剖後鋪平固定→鋪上防水用的

檜木皮→將剖開的竹背以井字型放在檜木皮上→石

板放在竹子肉面可以防滑→再鋪上一層竹子→最後

蓋上木頭。這樣就百無一漏囉！

過去房子都在山林內，但這幢家屋離海邊

不遠，長年有多個颱風在南澳登陸，鐵皮屋都

撐不住，更何況全天然建材的房子。考量到每

年維護所需人力，以及環境差異，Wilang有暗藏

鋼材穩固結構，並非完全依照傳統工法搭建。

傳統家屋會由同家族的人以換工方

式建造，只是我們已經回不去了。因此

Wilang發展出Gaga2.0，召集認同這件

事、這項文化的人一起做蓋家屋，動員

上百人，歷時3個多月完成。



I P C F I s s u e  3 626

漢人以前養牛，會將

成熟的藤蔓用於拉牛、拉

繩等用途。此草有癒合傷

口與消炎的功效。

性偏寒，能疏

肝、降肝火。有助

於明目及入眠。

古代戰亂時，士兵

因水土不服，精神萎

靡，但馬匹卻精神抖

擻，後來發現因為馬會

吃腳邊的此草，因而

得名。車前草除了能明

目、止瀉，泰雅人還會

火烤葉片，熱敷在蚊蟲

叮咬處，消炎除膿。

將葉片搓揉出汁後

塗抹在蚊蟲叮咬處，可

以消炎止癢；或是將葉

片嚼碎，汁液能潤喉，

記得渣渣要吐掉喔。

圍繞泰雅家屋的不是牆，而是自然生長

的植物系神奇寶貝。Pisuy花費數年時間，從

眼前只看到一片綠的幼幼班，晉升到會辨識

植物、熬煮藥草的綠手指。一起來看看你認

識幾種植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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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溫和，能健

胃、提神，有助於

保護攝護腺、減少

夜尿。

將藥草剪

為小片狀，塞

入茶包，熬煮

半小時就可以

喝囉！

葉子有退火、消水腫、促進排便

的效果，果子還能將布料染為紫色。

紫色是Pisuy最愛的顏色！

植物界的決

明子，有清熱明

目的效果。

除了常常害

羞，含羞草也能

治療失眠，但其

含有微量毒素，

用量要注意。



老師在問答
過程說明很

多木頭選擇
的原因和建

築型式的緣
由，讓我想

到漢人常誤
解住在山上

的原住民受
到的教育不

如平地人，
所以比較不

聰明，但事
實上原住民

族更多的是
來自生活的

智慧，我必
須說他們都

是生活

智慧王。就
像歷史課本

會讀到江南
地區是干欄

式建築，中
國北方有窯

洞的古建

築，這都是
一種就地取

材，用最少
的成本建出

最實用的東
西。我很佩

服他們沒

有現代技術
，卻可以蓋

出這麼適合
居住的地方

，真的只有
「佩服」兩

個字。

我本來滿喜
歡生物，只

是上高中後
的

生物課越來
越脫離生活

，都在背身
體

組織，所以
漸漸不感興

趣，而今天
採草藥的

過程，讓我
感覺這才是

一堂我應該
要去上的

自然課。我
們不了解這

些植物前，
會把它們

當成是雜草
，但只要有

足夠了解，
所有東西

都有可以利
用的地方。

哲學上有一
句話是「天

生萬物」，
意思是沒有

東西是隨便
被造出來

的，只是看
你有沒有足

夠的智慧利
用它。

這讓我想到
國文課都會

講孔子說服
學生

讀詩經，他
會說：「小

子！何莫學
夫詩？詩，

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

群，可以怨
⋯⋯多識

於鳥、獸、
草、木之名

。」孔子也
在鼓勵自

詡為讀書人
、知識分子

的人，更應
該去認識

這些真正貼
近我們生活

的東西。

我認為這是
「理解」的

問題，比如

講到出草，
我們會誤解

原住民很野

蠻，但他們
其實是為了

捍衛領域、
宣示主

權，所以不
要以為原住

民手上拿著
刀就會

殺人，他們
更多時候都

是要切肉跟
族人分

享。因此不
了解的情況

下，就容易
產生誤

解或認知偏
差。我們國

文教學現在
越來越

偏重閱讀素
養，國文老

師最頭痛的
就是找

素材給學生
讀，而且素

材是要具有
教學功

能的，好像
可以利用閱

讀素養的訓
練，讓

學生閱讀更
多跟原住民

有關的資訊
，或是

邀請原住民
現身說法、

自我陳述。
而且我

最近發現《
原視界》所

有文章都能
線上閱

讀，我覺得
所有老師都

一定要知道
這本雜

誌，還能在
網站下載閱

讀素材，我
會推薦

給身邊的老
師，然後他

們還會看到
我本人

出現在上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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