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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觀點

觀看他者也能更加認識自己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基金會執行長

隨著社會氛圍改變，社會大眾對原住民生

活方式產生好奇，進而走進部落；然而，學習

有形、看得見的文化很簡單，理解各個族群看

待生命的觀點與價值卻經常受到忽略。像是在

邵族部落會有一個固定時間，無論男女老幼都

會一起到山上拖木頭回部落，因為「火」是生

活必需品，這項任務象徵每個人同心協力為部

落共同生活投入心力。

此外，近幾年登山活動普及，舊社踏查連

帶成為許多青年尋根方式。但真正重要的考

驗不是走一段很長的路，而是找尋母社最根本

純粹的生命價值觀，並且與祖先傳承下來的智

慧、經驗保持緊密連結。

現在有越來越多非原住民朋友願意到部

落認識我們的文化，過程中或許會認識到很

多顛覆過往認知的事情。不論是來訪的朋友

或是原住民族人，大家可以多傾聽彼此的聲

音，不僅能夠設身處地理解他者文化，也能

更清楚看見自身族群的根基，也就是那份獨

特的生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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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生中總會碰上幾件事情，因為不了解、不熟悉，擔心拿捏

不好分寸而誤傷他人，於是始終保持著距離。距離產生美感，也容易

造成隔閡，彼此生疏不是多元文化社會最好的解方，若能認識、理解

彼此的差異，才能相互欣賞與尊重。

熱愛登山活動的創作歌手王彙筑，目前已經攀登22座百岳，他敬

畏自然、尊重不同的族群文化，與山林相敬如賓。本期《原視界》邀

請王彙筑進入舊排灣部落，向族人學習山林知識與部落文化，近距離

體會山林的力量與大自然對人類的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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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uwan（舊排灣部落，原稱為舊筏灣）位於屏東瑪家鄉，其「黑色王國」的稱號來自日本殖民時

期，日本人從對面山腰看到沿著山坡構築的石板屋聚落，黑色石板在陽光照耀下就像百步蛇的鱗片反

光，連綿的石板屋如同數條盤據在山裡的黑色百步蛇。

現在的舊排灣部落經歷4次遷徙，其發源地為部落左下方的Kapaiwanan，海拔較低且靠近河流，因

人口眾多而四散各地尋求更多耕地，成為不同小社。日本殖民時期，國家勢力進入山區，舊排灣部落開

始受到殖民政府管轄；1934年部落遭逢山崩，許多小社經日本人勸導，集體遷移至現在位置，蕃童教育

所、派出所也移建於此，部落最高曾有26個小社、人口2千多人。戰後，平地的影響力漸漸爬上山，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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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醫療、交易等因素，全村在1974年集體遷移下山，分散到瑪家鄉、三地門鄉，臺

東金峰鄉、太麻里鄉等地。

族人遷移離開後，無人居住的石板屋建築逐漸坍塌，近年透過公部門與私部門協

助，舊排灣部落開始重建工作，部落後裔組成Sepayuan∞more青年小組，重新建構部落記

憶，並以實際行動將排灣族的生活與精神傳達給下一代。目前有13座石板家屋已經完成

重建，在這些重新搭建的石板階梯與家屋中，炊煙、族語、鼻笛聲與故事終於又回到舊

排灣部落─昔日閃耀的黑色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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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排灣部落的道路過去是由石板階梯聯通，我們在小芋頭、月桃樹、百合花、萬壽菊的包圍中拾階而上到

部落最高處─承載部落記憶的國小舊址。

為了避免烤到過焦，人會爬上石板幫小芋頭翻面。

以前沒有冰箱，為了方便芋頭儲存，會用半煙燻方式將小芋

頭烤起來放。這些小芋頭會拿下山和平地人交易，換取山上無法

生產的鹽、糖，將芋頭乾和糖一起炒就是小朋友的零嘴了。

日本殖民時期實施皇民化運動，要求大家朝拜天皇、

說國語（日語）。這塊「國語碑」是當時留下來的產物。

傳說過去族人為了如何烤芋頭傷透腦筋，一日

有位男性族人看見妻子蹲坐在山坡上，露出無遮蔽的

下半身，便有了靈感，成功打造出烤芋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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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部落遷村後，僅剩一位

老人家留在山上居住。八八風災時，

由於部落沒有訊號，老人家並不知道

有颱風將至，他只聽到石板屋外「整

個世界都在叫」。數日後風雨離去，

兒子不抱期待地上山找他，驚訝地發

現爸爸還活著，兩人相擁而泣。

日本昭和7年（1932年）日本人引進

養蠶技術到部落，作為族人副業。部落過

往多是生產日常所需作物，蠶絲唯一的用

途是換取金錢，養蠶技術引進讓部落從單

純的以物易物轉變為貨幣交易。

養蠶層架

鼻笛發出的聲音很像百步蛇

攻擊前的吐信聲。

這張照片拍攝時間是

1950年代，婦人身上戴的十

字架代表家裡正在辦喪事。

十字架取代過去排灣族戴喪

巾的傳統，可見基督教的影

響力已經進入部落。

一管有孔、一管沒有孔，其中一管

會維持同樣聲音，另一管則能產生不同

音節。鼻笛主要用途是傳遞愛慕與思念之

情，白話就是追女朋友用的；若對部落有

功的長輩或勇士過世，族人也會吹奏鼻笛

哀悼。在排灣族傳統文化中，鼻笛只有男

性能吹，但Mani的爺爺為了不讓此文化技

藝失傳，便破例傳承給Mani。

鼻笛發

從單

這位是部落裡最後一

位部落領袖認可的「代言

人」。部落領袖若要和其

他部落談判，不會親自出

馬，會先由傳令官傳話。

這位傳令官的社會階級是

「勇士」，頭上的熊鷹羽

毛是部落領袖賜予，但是

部落領袖特別給予的階級

僅屬於個人，無法世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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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一群原住民相處，還是覺得他們都很開朗樂觀，五官也很深邃，不以族群分類來談，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的事情，會有更個體的差異。我雖然有原住民朋友，不過平常

不太會聊族群文化的事情，因為我不夠了解，會害怕隨意的提問很容易冒犯到什麼，讓他們不舒

服，像今天這種工作坊的場合就比較可以自在地發問。

之前有去霧台參觀過石板屋，那是在一個小小的

博物館，裡面有一個四方形圍起的炊煮地方，所

以今天看石板屋模型時有特別問格局，想知道不同石板

屋有沒有差異。我很佩服他們蓋石板屋這件事，每次我

爬山看著步道都會想到底要花多少人力才能把材料扛上

來，更何況是在山裡蓋出一間房子。

我在登山社團常看到有人分享「禁忌之地」的事情，

所以到部落會有一種神聖感，就是「我現在要很小心遵

守部落規範」的感覺。今天到國小遺址也很像「進到以

前爬山的時候，完全不敢隨意接觸的地方」，像有時候

看到動物骨頭，但都不敢碰，因為不知道這些留下來的

東西有沒有什麼禁忌，那也不是我的東西就不會亂摸。

今天能夠走進來、了解這裡的文化，真的很幸運，未來

和山友們一起遇到時，就有一些資訊可以介紹了。

Mani 分享他因為工作關係回到舊部落，我在想他到

底花了多少時間重建舊部落、認識這些歷史文化？如果

我要回到我的家鄉，那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而我願意

做這些事情嗎？上大學後我和家鄉的連結就是零了，如

果我回去，我要用什麼樣的身份、什麼樣的心態面對？

這滿不容易。

有耶，我之前有買過縫紉機，還

有做過皮件，我滿喜歡那種手

感，但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喜歡手作。

做花環真的比想像難上很多，實際操作

才發現每個地方都是細節，我很清楚我

是手笨的人，所以做的時候有點緊張，

看著大家都做很快，我就很緊繃想趕快

把它做好，他們辦婚禮一天要做上百個

花環真的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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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和平常爬山一樣，都是很敬畏地在

走山路。畢竟我是平地人，所以我登山

都會做足準備，像是身上裝備、離線地圖，還

有沿路會經過的地方都會事先查好。今天什麼

準備都沒有，走得比平時更小心，不過有獵人

大哥押後，讓我比較安心，因為平常爬山我都

是走第一個，熟練的學姐在最後面。

我平常不太會煮，有大廚在旁邊

控制火侯，感覺安心很多。因為

我很會煎蛋餅，今天剛好先觀摩，也許

以後有機會可以開早餐店，下午還能教

吉他課，哈哈。

白飯版搖搖飯味道比較可以想像，

紅藜版的味道很香，雖然賣相不佳，但

加上豆腐乳真是超好吃。

排灣族會把臍帶放在家屋的角落，

還有出生和入葬的姿勢相同，他

們看待生命的價值很深刻，雖然我們都是

面向死亡在過生活，但我們的社會很少會

談及死亡，就算到很老的年紀也不一定會

說，今天讓我對死亡有其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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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與族群身處的地理環境、交易行為、

社會制度息息相關。排灣族原始服飾是以構樹

敲成樹皮衣，或是打獵而來的獸皮衣；在織布

技術發展後，圖紋成為身分階級的象徵，配戴

的飾品也都具有特殊涵義。

額花墊在額頭處，未婚女生

為紅布，並以象徵貞潔的百

合花做裝飾，已婚女性則是

墊黑布。

這些會發出鈴鈴鐺鐺的金屬飾品是未婚

女性才有的裝飾，因為已婚婦女並不需

要這麼招搖。雖然是少女專屬配件，但

少女必須切記要避免讓這些飾品碰撞發

出聲響，才能表現端莊的模樣。

額花額額 墊在墊 額頭額頭處，處處 未婚未 女生女生

為紅為 布，布 並以並以象徵象徵貞潔潔 百的百

合花合花做裝做裝飾，飾飾 已婚已 女性 是則是

墊黑墊墊黑布。布

額花墊在額頭處，未婚女生

為紅布，並以象徵貞潔的百

合花做裝飾，已婚女性則是

墊黑布。

這些這 會發會發出鈴鈴鐺鈴鐺鐺的鐺的金屬金屬飾品飾 是未婚婚

女性女性才有才有的裝裝飾，飾飾 因為因 已婚已婚婦女婦女並不並不需需

要這要要 麼招麼 搖。搖搖 雖然雖雖 是少是少女專女專屬配屬配件，件 但但

少女少女必須必須切記要避要避免讓免讓這些這 飾品飾 碰撞碰撞發發發

出聲出聲響，響響 才能才 表現端莊端 的模模樣。樣樣

這些會發出鈴鈴鐺鐺的金屬飾品是未婚

女性才有的裝飾，因為已婚婦女並不需

要這麼招搖。雖然是少女專屬配件，但

少女必須切記要避免讓這些飾品碰撞發

出聲響，才能表現端莊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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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語稱這些長

辮為Talaiku，通常

會使用自己的頭髮

做髮辮，只有未婚

少女才能配戴。這

些髮辮常會被染成

深褐色，據說與荷

蘭統治時期出草荷

蘭人有關。

北排和南排慣用的羽毛樣

式不同，北排喜歡尖型的

羽毛，南排則傾向偏圓的

形狀。此外，男生會將羽

毛插在頭飾前方，讓圖紋

正向面對他人，女生則是

插在頭飾後面。

據說，老鷹被抓時會啄身

上羽毛，所以要趁剛獵到

老鷹時將羽毛拔下來。

排灣灣族語稱這 長些長排排

為辮為TaTalalaikiku，通常通常辮辮

會使 自用自己的己的 髮頭髮髮會會

做髮髮辮，辮 只有只有未婚未婚做做

少女少女才能才 戴配戴戴。這這少少

些髮辮常常會被 成染成些些

深褐色，色 據說據據 荷與荷深深

蘭統蘭 治時治時 出期出草荷草荷蘭蘭蘭

人蘭人蘭 有關有關有關。蘭蘭蘭

排灣族語稱這些長

辮為Talaiku，通常

會使用自己的頭髮

做髮辮，只有未婚

少女才能配戴。這

些髮辮常會被染成

深褐色，據說與荷

蘭統治時期出草荷

蘭人有關。

北排北排和南排慣慣用的羽毛毛樣樣

式不式不同，同 北排北 喜歡喜歡尖型尖 的的

羽毛羽毛 南，南排則傾向偏圓偏圓的的

形狀形狀。此此外，外 男生男生會將會 羽羽

毛插毛 在頭頭 前飾前飾 方，方 讓圖讓讓圖紋紋紋

正向正向面對他人他人 女，女生則生 是是

插在插 頭飾頭飾 面後面後面。

據說據說據 老，老鷹被鷹被抓時會啄會 身身

上羽上羽毛，毛 所以所以要趁要 剛獵剛獵到到

老鷹老老鷹時將時 羽毛拔下拔下來。來

北排和南排慣用的羽毛樣

式不同，北排喜歡尖型的

羽毛，南排則傾向偏圓的

形狀。此外，男生會將羽

毛插在頭飾前方，讓圖紋

正向面對他人，女生則是

插在頭飾後面。

據說，老鷹被抓時會啄身

上羽毛，所以要趁剛獵到

老鷹時將羽毛拔下來。

只有當家部落領袖能在頭飾上配

戴熊鷹羽毛，如果配戴不屬於自

己身份地位的羽毛，是會被當場

拔掉的喔。雖然羽毛僅限部落領

袖使用，但在結婚場合，部落領

袖要給予祝福也會公開為新人配

戴，但期限僅有一天，隔日就必

須將羽毛歸還部落領袖。

只有只 當家部落領袖領袖能在能 頭飾頭飾飾上配上配只只

戴熊戴熊鷹羽鷹 毛，毛 如果如果配戴配戴不屬不屬於自於自於戴戴戴

己身己身份地位的 毛羽毛 是，是會被會被 場當場己己

拔掉 喔的喔 雖。雖雖然羽毛僅僅限部限 領落領拔拔

袖使袖使用，用 但在但 結婚婚 合場合場 部，部 領落領袖袖

袖要袖要給予給予祝福祝 也會會公開開 新為新人配人配袖袖

戴，戴 但期但期限僅僅有一有一天，天 隔日隔日 必就必戴戴

須將須將羽毛歸還歸還部落部 袖領袖領袖。須須

只有當家部落領袖能在頭飾上配

戴熊鷹羽毛，如果配戴不屬於自

己身份地位的羽毛，是會被當場

拔掉的喔。雖然羽毛僅限部落領

袖使用，但在結婚場合，部落領

袖要給予祝福也會公開為新人配

戴，但期限僅有一天，隔日就必

須將羽毛歸還部落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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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女性服飾非常華

麗，服飾都是由媽媽準備。女

兒一出生，媽媽就會開始為女

兒安排從頭到腳的各種裝扮。

排灣族的繡法分成十字繡、

珠繡、貼布繡、線繡、鎖鏈

繡等。婚禮通常會穿珠繡的

服飾，看起來最隆重。

排灣排灣族的族 法繡法繡 分成分成十字十字繡、繡繡

珠繡珠繡繡、貼貼布繡布繡繡 線、線線繡、繡繡 鎖鏈鎖鏈鎖鏈

繡等繡等繡等 婚。婚婚禮通禮通常會會穿珠 的繡的繡的

服飾服飾服飾 看，看看起來最隆最隆重。重重

排灣族的繡法分成十字繡、

珠繡、貼布繡、線繡、鎖鏈

繡等。婚禮通常會穿珠繡的

服飾，看起來最隆重。

日常服用於日常勞動或

下田工作時穿，長長的

下擺可以擦汗，若是路

邊看到野果，也能兜在

衣襬裡帶回家。

日常日常服用於日於日常勞常勞 或動或動

下田下田工作工作時穿時穿 長，長 的長的

下擺下擺可以可以 汗擦汗擦 若，若 路是路

邊看邊邊看到野果，果 也能也 在兜在

衣襬衣襬裡帶裡帶 家回家。

日常服用於日常勞動或

下田工作時穿，長長的

下擺可以擦汗，若是路

邊看到野果，也能兜在

衣襬裡帶回家。

此次拍攝照片的頭飾

為重要場合配戴使用，衣

服則為日常服。平常兩者

不會混搭穿著，僅是當天

用於課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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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avu的語意是「把東西包在葉子裡」。這道料理

是用假酸漿葉包裹醃製的肉，再用五節芒綑起來。烹調

方法是用水煮，所以醃肉口味會重一些，並在醃肉裹上

一層芋頭粉增添口感。在要長時間移動如打獵、遠行，

或是祭儀、結婚等慶祝的場合會食用。

qava i則是包黏

黏軟軟的東西，例如

將小米糰包覆醃過的

肉，再與樹豆一起水

煮成湯料理，類似鹹

湯圓。這道料理也是

在祭儀等重大場合會

出現的唷。

從頭到腳都認識完了，看不見的肚子也得照顧到，讓王

彙筑嚐嚐自己包的排灣族傳統食物cinavu和qavai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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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害怕耶，因為這裡家屋底下是有埋葬祖先，阿惠老師偷偷跟我說：「我雖然住在

這裡很久，但我很害怕挖到。」但我很佩服老師都分得出來挖到哪裡，我怎麼看都覺得全

部是碎石堆，後來才逐漸理解房屋構造的邏輯，例如連續挖到大片石塊是靠牆的地方，碎石塊是塞

石板縫隙的，只是我還是不知道牆面深度怎麼判斷，到底要往下挖多深？

挖的過程我一直在想重建工程要花上多少時間才能完成？我是很需要目標的人，會按照設定的

目標完成事情，像重建家屋這種沒辦法確切知道進度的事情，會讓我沒有方向。

對我來說，編織不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是

做完後會有成就感，想要再編一個。我喜歡編

織時專注的狀態，無法再想別的事情，當你全心全意

做一件事，可以逃離一些煩惱，但說不定我熟練後就

沒辦法達到這樣的狀態。

像我今天編到一

半發現紋路亂掉，那時

候腦袋就崩了，怎麼有

人有辦法做這個東西！

想到族服的模樣，要編

這∼∼∼麼長，排灣族

媽媽太偉大了。

身體結構會影響能做的事情，

前人們也是這樣依循，但這

樣的分工很容易被概括談論和貼標

籤。而且在原住民族社會裡，除了性

別分工，還有很多階級制度的限制，

如果不是我今天在這個地方聽他們說

這些事情，我一定沒辦法想像。像過

去聽到原住民加分議題，會無法同理

地思考這個制度好壞，經過這 2天比

較可以設身處地思考原住民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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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 說他們的團員有一些不是舊筏灣

部落的人，卻願意一起為部落做這件

事，原因是為什麼？還有 Pacak 說要找到一群

頻率相同的人一起工作，很不容易。聽到這些

我非常有感覺，因為我現在身為「獨立音樂

人」的狀態，身邊伙伴也是需要時間慢慢認

識、合作，頻率對了才有辦法一起走下去，切

身感受要找到這樣的人真的很困難。

我腸胃不太好，不是很能

吃糯米，吃起來覺得 qavai

的皮太厚、肉太少，有點像我沒

有很愛吃的鹹湯圓。但我滿喜歡

cinavu，芋頭粉有一個意外的口感，

不過今天做的味道比較淡，之後好

像可以多一點調味，因為我是重口

味的人。還有cinavu有用五節芒包，

手不是很容易割傷嗎？所以我心裡

很疑惑不能換別的葉子嗎？

＊排灣族女性服飾的金屬碰撞聲。

雖然排灣族女生有許多辛苦的規範，但是不論族群，

我喜歡女生這個身份、想當女生；但又會覺得當男生

很方便，像排灣族男生就不用擔心「叮叮噹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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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許多觀光客而言，石板屋從外觀看不過是一間矮平房，且多數人都會有「裡面一定很涼爽」的基本印

象。和族人實際在裡頭生活過後，便會明白石板屋處處是文化，片片皆智慧。

排灣族家屋門楣低，所有進來的人都必須低

頭，一來表示對於主人的尊敬，二來低著身不好

行動，主人能防禦敵人入侵。

門楣或窗上若有雕紋，多是部落領袖居住的

房子。圖紋象徵部落領袖擁有的子民、獵區、動

物、山川與河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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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住的石板屋，因為建材缺乏

煙燻維護，大約1年就會塌掉了。

原住民族相當重視烤火，除了煙燻能預防

木材遭蟲蛀，向外流洩的煙霧也能讓左鄰右舍

知道這家中有沒有人在，如果某戶人家很久沒

有煙霧散出，那就要關心屋主是不是生病了。

爐火上方掛有動物下顎，而上顎則放置於

他處，原因是動物下顎肉量較多，族人會留下

下顎些許的肉，並架在爐火上煙燻，以煙霧告

知祖靈─「我們獵到獵物，與祢分享」，也

讓動物的靈安息。

為了預防強風將石板吹走，族人會在屋

頂壓上大石頭等重物；有的部落會堆疊白色大

石，據說是因為遠看像人的頭骨，會讓敵人認

為這個家很會獵首，產生嚇阻功用。

一個部落會有多個部落領袖，各部落

領袖沒有位階之分，且每個部落領袖擁有

的人民、土地、獵區都不一樣。

在日本殖民前，部落的醫事或公共活動會

在部落領袖家門前空地舉行，日本殖民後才設

置公共場所舉辦公共事務。

以前婚禮也在部落領袖家前舉

辦，會在此設置排灣族傳統婚禮重要

儀式的「鞦韆」。鞦韆上會掛彰顯家

族身份地位的族服、代表收農稅權利

的刀子與收獵稅權力的槍作為裝飾，

象徵部落領袖擁有的東西。

排灣族的石板屋都是背靠著山，讓土與石

板緊密連結，這樣山在動時，石板屋也會跟著

動，就不會因為地震而倒。石板階梯也是同樣道

理，順著山勢可以讓流水暢通不積水，所以石板

都不會生青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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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舊排灣與好茶部落為敵對狀態，傳說

有次好茶族人要到舊排灣出草，在兩部落交界

處的草叢間，看到6個身影向好茶族人挑釁，當

好茶族人以長茅或弓箭射向6人時，卻發出擊

中石頭「鏘」的聲響，而攻擊者也全都變成石

頭。舊排灣族人相信是這6個石兵石將保護部落

不被外人侵犯。

至今在舊排灣發源地仍然可見大石與5顆

小石，有別於附近為頁岩石板，這6顆石頭卻是

河川地會出現的砂石。

傳說舊排灣部落有一個神人Rupaliyan，在某一

年大旱災時，部落族人沒有水喝，而向神人求救；

Rupaliyan拿著他的拐杖插入山壁，源源不絕的水便

從山壁間流出來。這片山壁據稱是現在的獅王瀑布

（Daraban），瀑布下的水潭很大，但出水口卻很小。

後來族人搬離發源地，Rupaliyan也消失了，但

他把拐杖留在Qapulu部落領袖家門前，至今發源地還

留有一根斜插入地底下的石柱，材質和石兵石將一樣

都是砂石。

傳說過去天地之間的距離很近，工作時必須低

下身軀才不會撞到天，而Tjaqanivung家族因為受不了

每天腰痠背痛的日子，便趁著幫小米去殼時，拿起杵

往天上一頂，才有了現在的生活空間。

屋內的祖靈柱是石板屋重要的結構，也是主人

的位置，只有家屋長嗣才可以坐在這裡，和家族成員

討論事務。部落領袖家族在準備征戰、談判、狩獵

前，也會請祭司在祖靈柱前占卜、評斷卦象。

老人家生活智慧豐富，是家族重要人物，會睡

在離門口最遠、最安全的地方；年輕男生睡覺位置最

靠近門口，以便防禦。而屋內蹲踞葬的祖先們，則會

埋在爐火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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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位太太藏食物的地方，導致

這些食物都有一些特殊風味。

以前的世界分成地上和地下，地下有水、田與各式

農作物，但地上則是一片昏暗，生活相當貧瘠。傳說有

一對夫妻分別來自兩個世界，妻子從地下嫁到地上後，

非常懷念地下生活的食物，有一天妻子趁著回地下時，

決定把小米、紅藜、芋頭、樹豆、紅豆等作物種子，分

別藏在指甲縫、耳朵鼻孔、腳指頭、屁股、生殖器等部

位，帶回地上。

地上地下的交接處有一個大石頭會定時開關，某次

妻子準備通過兩個世界的交界處時，因為即將臨盆而來

不及通過，被夾在交界處，最後變成一棵血桐樹，也因

此血桐樹汁才會是紅色的。

從前有一個家庭，爸爸長期在外工作、鮮少回家，所

以媽媽到田裡工作時，會把兩兄弟帶上山，將孩子們安置在

樹下。但當兩兄弟肚子餓哭叫時，媽媽都置之不理，甚至將

唯一的糧食地瓜帶到樹上吃，把皮丟到地下給孩子吃。

媽媽吃完在樹上睡著，醒來後卻找不到兩兄弟。一開

始媽媽不以為意，等到爸爸回家發現孩子不見後，才分頭去

找小孩。結果爸爸發現兩兄弟變成小鳥在天上飛，小鳥還告

訴爸爸不需要擔心他們。傷心的爸爸回家質問媽媽，沒想到

媽媽因為心虛而變成一隻老鼠躲起來，爸爸生氣地對媽媽

說：「你出去這個家，就不要再回來。」因此部落穀倉會放

擋鼠板，就是為了防止壞心的媽媽回來偷吃。

排灣族的創生故事

非常多元，我們的

是太陽、月亮將卵生在陶甕裡，

並由百步蛇守護，所以我們才能

平安出生。我們看到百步蛇不會

怕，也不打、不殺、不趕，因為

百步蛇是我們的守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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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住起來的感覺很舒服，不會太冷、不會太熱，但如果是水泥牆的房子，

我們住得舒不舒服就需要考慮到格局。而且我們在城市想的是怎麼在一塊土

地上蓋最多房子，但在這裡居住要先因應颱風、地震，光目的性就非常不同，一個

出發點是安全與適應環境，另一則是追求便利。

石板屋蘊藏數不盡的智慧，比如牆面凹槽的切割，還有燒柴火的煙真的可以從

石板縫隙鑽出去，就地取材還能建造出這麼舒服的空間，真的很了不起。

這幾天遇到的原住民朋友，是一群由

心而生認識自己過去生長的地方，將

族群歷史介紹給更多的人，讓這些文化不會消

失、能夠被記住。明明現代生活各過各的，大

家可以不用管這麼多，但Mani 還是願意承接

部落領袖家族的身份，遵循傳統社會給他的使

命，把自己奉獻給人民，以現代的角度來說很

讓人佩服。

像我們第一天差點就要腳朝外面睡覺，這

個反差讓我滿意外，因為我們習慣睡覺的

方向和這裡相反，但既然待在部落，就尊重這裡的

習俗。另外一個是親眼看到大崩壁，想像那裡以前

也是石板屋聚落很有身歷其境的感覺，跟以前在學

校死讀書，上歷史課、地理課的感受差很多，真的

要走到這個地方，才能了解課本在講什麼。

而神話故事對我們生活在平地的人很遙遠，

可是對族人卻是日常就會接觸到的，所以如果我

沒有來這裡住過，我不會有那麼接近的感受。看

到Mani 分享的遺跡照片，我會一直想神話發生的

當下是什麼樣子？和現在的日常是怎麼連結？像我

的家庭是信道教，但道教的故事和人的連結沒那麼

深，畢竟祂們是神靈，原住民祖靈、種小米的神話

就和現代生活有比較大的關聯，提醒族人生活要遵

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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