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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原住民被

迫登記使用漢姓名。半個多世紀以

來，布農族社會出現不少同氏族家族，如筆者所屬氏

族之漢姓在臺東姓余；高雄姓張及李；南投姓松；花

蓮姓王及余。而前述漢姓也都有其他氏族在使用。甚

至同一個家族或家庭的兄弟姊妹但不同姓氏的情況。

此情況不僅對布農族後裔造成亂倫及家族認同迷亂的

狀況，也影響到家財產繼承的爭議問題。此外，當初

政府改漢姓名政策之任意，甚至過程中帶歧視，布農

族社會出現了不少奇特或不雅的漢姓名，如筆者的一

個同學母親漢姓名為「蕭好笑」。被迫改用漢姓命，

也造成後裔族人在姓名文化的傳承意義上與祖先、祖

靈之關係斷絕。

1980年代開始，隨著台灣民主化、本土化、多

元化之展開，相關原住民族的姓名政策開始有所轉

型，然因政策制定上的瑕疵（未尊重各民族意願）

而造成另一種形式的迫害。

從《姓名條例》看原住民的傳統姓名
1995年通過《姓名條例》第一條之修正。族人

得以使用族名作為身份登記之本名：「原住民之姓

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其已依漢人姓名登記

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此後開始出現原住

民族人回復傳統姓名。而第一個率先回復傳統姓名

的是當時的泰雅族立法委員馬賴 古麥（原漢名高天

來），但依該條例第二條規定，仍應以漢字註記。

此在回復傳統姓名上族人遇到的最大難題是漢字音

譯無法準確發出布農族語言，加上漢字本身因為是

「象形」文字，每一個漢字本身都有其意涵，而此

一意涵大異於族人的原名意涵，甚至會錯亂之。例

如族名Dahu，其原意擬跟植物dahudahu（無患子）

有關，漢字音譯無論寫成「拉荷」或「達虎」或其

他音譯漢字，都離原來的語音有差距，甚至扭曲了

布農族人對Dahu名的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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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立法院再次修正〈姓名條

例〉，於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原住民傳統姓名得

以羅馬拼音並列登記。至此，法律上可以說已

初步達成了對原住民族姓名權的基本尊重。筆

者與妻子，也在大女兒出生要報戶口時，一起

回復（女兒直接登記）並使用原住民族傳統姓

名。在此之前，也期待過全家族、甚至全台布

農族Palalavi氏族能一起回復傳統姓名，並希望

大家的傳統姓名的漢字音譯之漢字盡量一致，

布農族恢復傳統姓名遭遇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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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胞亂倫的禍首-冠漢姓漢名(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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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直未果，事實上也

能整合。加上要回復傳

統姓名實有其困擾（麻

煩）─上班者要請好幾

次（天）的假，來更改

所有證件、存摺及各樣

文件，耗時、耗力、耗

錢，而當時的戶政人員

不是很配合，甚至刁難

阻礙；更要緊的是當時

社會的接受度不高，甚

至存有貶抑，因此常被

誤認為是外籍移工。故

在當時只有我們這一小

家庭的全台Palalavi氏

族回復使用傳統姓名。

2007年，再次修正

〈姓名條例〉，這一次

的修正（第二條第二

項）是幫助那些想繼續

保留漢人姓名之族人得

以羅馬拼音註記其傳統

姓名。雖然也被官方認為並大力宣傳為「回

復」傳統姓名方式之一，但嚴格來說，這恐

怕不算真的「回復」傳統姓名，而僅是「註

記」其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 因為在日常生

活裡，仍多以其姓名第一順位之漢人姓名來

稱呼使用。

2015年修正之〈姓名條例〉，其中針對

原住民族姓名權部分雖有更動，但那只是配

合將其他少數民族的姓名權益併同處理而調

整。

2024年修正之〈姓名條例〉，較大的更

動規定在第二條第三項﹕「臺灣原住民族依

其文化慣俗登記傳統姓名者，得使用原住民

族文字。」亦即，爭議並爭取多年之原住民

得使用自己的文字書寫（借用羅馬拼音而創

的書寫系統）登記姓名，終於達成。這次修

法可以順利，主要在於援引2017年原住民族

語言發展法及2019年國家語言發展法之通

過，兩法確立原住民族各族語言為「國家語

言」，而在論述基礎上立於不敗之境。另在

該次修法中，為搭配〈原住民身分法〉之

「放寬」原住民身份，增列了「臺灣原住民

族之中文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均得以傳統

姓名之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登記」之規定（第

四條第一項）。亦即，只要有原住民血緣或

擬血緣（如收養）關係，不論遠近，可不必

再綁必須使用具原住民身份之父或母一方之

漢姓，或需登記使用具原住民身份之父或母

方的原住民族傳統名字而取得原住民身份。

〈原住民身分法〉對布農族姓名文化的迫害
從〈姓名條例〉來看，原住民族傳統姓

名呈現的方式有兩種：1.中文傳統姓名（音譯

漢字）；2.原住民族文字書寫（羅馬拼音）。

第1個困擾題是漢字音譯無法準確發出布農族

的語音，如前所述。第2個方式是最適合原住

民族語言文字發展的羅馬拼音系統。

因應〈原住民身分法〉之修改，亦即非

原住民取得原住民身份的「回復」傳統姓名

方式中，呈現出諸多新創的「傳統姓名」樣

式。例如依據〈原住民身分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有關取得原住民（布農族）身份：

「取用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按布農族傳統習俗，若父親方為布農族則沒

有問題，但若母方為布農族，而自己登記使

用了母方之氏族（姓氏）名（己族名 ＋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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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名），則是嚴重衝擊了布農族氏族關係

的禁忌。布農族是父系氏族社會，氏族名的

繼承是從父系來繼承的，除了sinaipuk（收

養）關係及極少出現的sinalumahun（入贅）

之例，因而使招贅的女子所生的小孩可勉強

繼承母親的氏族名與家產，不然嫁出去的女

子所生的孩子是不會（也不該）擁有母親氏

族名的，因如此是違背傳統的 s a m u（禁

忌）！

依據本法同條項的第三款：「從具原住

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以此取得布農族

（原住民）身份即是從母漢姓，按目前多數

的例子屬於此類。這種方式是小孩保留自己

原來的漢姓氏（即漢父姓）再加上布農母親

的漢姓氏。如此就變成有兩個漢姓的複姓

氏。此就布農族的命名文化來說，他仍然是

漢姓，故意義不大，是一種原住民漢姓氏的

創新，但也是破壞。

若依據本法同條項的第二款：「取用漢

人姓名並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原

住民族之傳統名字。」。其問題如前，以此

方法在漢姓名之下並列使用母方之氏族（姓

氏）名，嚴重衝擊布農族氏族關係的禁忌。

如此「以漢姓名為尊（上排），以傳統名字

為卑（下排）」的當代布農族新創名制，一

樣違背了傳統布農族的命名文化！

從布農族的「氏族與婚姻」的角度來解

釋：傳統上布農族的氏族婚姻禁忌有三：1、

同一個中氏族之間的男女不能通婚；2、對方

不能跟同自己媽媽的氏族通婚；3、即使雙方

彼此是不同的氏族，但自己的母方氏族若與

對方的母方氏族相同時，則也不能通婚。此

強調不能跟自己的母方氏族通婚，係因母方

氏族是自己的tainka daan（母方氏族來源）。

在布農族男子行malastapang（報戰功）的過

程中，這部分常會被強調，如在malastapang

時，報戰功者中間通常會喊出 t a i n k a s i a或

tainka naian一詞，接著再說出其母親的氏族

名，以強調其母方氏族的來源；亦即，如果

布農族女性嫁給非布農族人，所生的孩子不

可能跟該位母親是一樣的氏族，否則就構成

了「亂倫」，變成samudaingaz（大禁忌）! 

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會改變，但如

何變（自主或被迫）？是筆者所關注的。攸關

布農族回復傳統姓名的登記使用方式及如何成

為布農族人的重要法律之制定及修改，皆未經

布農族人的充分討論。依據〈姓名條例〉第一

條第二項規定﹕「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

族之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諷斥

的是，布農傳統姓名文化在近幾十年來政府強

壓改變下出現的種種登記使用亂象，究其實皆

違逆布農族的文化慣俗！ 

布農族恢復傳統姓名遭遇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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