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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翁金珠委員在立法院召開「拯救文
化遺址、停止核四計劃」記者會，邀請

三貂社的林勝義與會，這是凱達格蘭族人首度在媒體

現身。後續台北縣文化局長劉峰松和劉義昌、黃美英

等學者推動，一連串有關搶救三貂社史前遺址與凱達

格蘭族的文化活動與出版工作，也讓林勝義、潘耀

璋、潘江衛等族人的名字多次出現在大眾媒體面前。

為正名暖身的凱族抗爭
90年代許多舊社開始恢復平埔夜祭，從事文化重

建的工作，凱族（簡稱）還在忙著抗爭。由三貂社和

潘氏族人所組成的「台北縣凱達格蘭族協會」，多次

參與環保聯盟和貢寮反核自救會在台北舉辦的反核大

遊行；其中一次因為史前遺址被核4工程破壞、連同
祖墳也被挖開。消息傳出之後全台各地的平埔族人紛

紛北上聲援，他們看見凱協（簡稱）繪有高冠人偶圖

騰的旗幟，就慢慢聚攏過來。原來多不認識的平埔族

人，因為義氣相挺而熱絡起來，無意中也為2000年在
立法院爭取正名的集結作了一次暖身。

核4風潮退卻之後，凱族沉寂了一段時間；但
是，祭祖之事並沒有廢止，它已經變成一項新的傳

統。2001年陳金萬以拍攝紀錄片的方式探索北投社、
塔塔悠社和三貂社沒落瓦解的故事；不知是觸景傷

情，還是其他緣故？潘慧耀長老和潘耀璋校長看了影

片都在掉眼淚。想想不是辦法，筆者就邀請山水客文

化工作室的吳智慶參與籌備凱族平埔會親的活動。就

在他的策劃之下，我們逐一拜訪北北基桃的各社族親

來北投參加此一盛事。

凱族的祭祖溯源 文化復振
當第2次凱族會親活動在貢寮舉行的時候，單單是

前來參加三貂社祭祖活動的族人就有5輛遊覽車之多。
族人參加完龍門核4廠區裡面的掃墓、祭祖活動之後，
來到新社慈仁宮享用三貂社的美食，節目還有噶瑪蘭

巫師的祈福儀式，貢寮國小和社區婦女的原住民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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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展演，活動最後來到

雙溪河口的海邊，也就是

凱族傳說的登陸地兼發源

地。領隊手持繫上紅色布

條的竹幡，帶領青年一邊

奔跑、一邊呼喊「淡水

十九社」的社名，來回數

次作結。

兩次活動可謂盛況空

前、十分熱鬧。事後中研

院民族所潘英海教授以參

與式觀察法發表論文，運

用戲劇理論分析這兩次文

化復振運動，卻引發學者

對於凱族主體性的質疑。

前面主要是以凱協為號召

所進行的各項活動，後來

潘耀璋、潘慶田、林哲洋

3位會長在5、6年內相繼
離世，凱協在無人接續的

情況下終告結束。

2004年凱族和旅北
平埔族人如潘紀揚、潘

寶鳳等人一起籌備5天4
夜在貢寮舉行的「第一

屆凱達格蘭文化與平埔

人材培訓研習營」，由

於師資陣容堅強，活動規劃新穎，學員從60人
增加為79人。學員之間不僅建立好感情，多年
後相遇還是不忘津津樂道。但是，台灣平埔原

住民協會在長期沒有專職人員的情況下，一方

面要推動平埔族群正名運動，一方面要維持全

國性的會務推展，終究難逃停擺的命運。2008
年處理完「花蓮縣富里鄉潘仁庸狩獵案」就暫

時打烊收工了。

取火儀式與 「全力原夢」的挑戰
「北投22號公園預定地」原是北投社墓

葬群集中地，經過10多場的工作坊和討論之
後命名為「北投社三層崎公園」，終於塵埃

落定。2019年凱族開始從事巴賽語的複振工
作，摸索了一年，遇到疫情又中斷2年。2023
年由教育部主辦、台北市政府承辦的「全國

原住民族運動會」率先邀請在地的凱族參

加，並以原住民族文化融入運動會的創舉，

在全國各地舉辦各族的取火暨迎接聖火儀

式。凱族首先面對的挑戰是把「全力原夢」

的活動標語和跆拳道、五人制足球、傳統鋸

木⋯等18個比賽項目翻譯成族語；然後，再
用族語錄製成音檔，以便宣傳推廣之用。

好在凱族於1年多前加入「台灣默示原住
民族語教學發展協會」的學習陣容，所學剛好

可以派上用場。學員以集體討論的方式來選擇

最好的翻譯，再透過陳惠珠老師的指導，才能

藉由取火儀式—重新聽見凱達格蘭的文化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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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慧安長老宴請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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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不負使命地完成任務。我們甚至比某些族群還要早交付成果，這

些要歸功於彭凌，在學生時代就到廣播電台實習，才能在只校正一

次發音的情況下，就完成所有的錄音工作。

凱達格蘭族的新娘裙
2001年7月台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舉辦「馬偕博士收藏台灣

原住民文物展」，策展人胡家瑜教授特別為筆者介紹一件凱族的新

娘裙，當我看到如此精緻繁複的織紋而深受感動的時候，就許下將

來要把這美麗的織紋織回凱族衣服的心願。結果我等了22年才時機
成熟；於是我卯足了勁、四處奔走才如願找到製衣和電繡廠商合

作。雖然，成品背心還有改善空間，不過，總算可以交代凱族是擁

有編織技藝的民族，請不要再把我們當作是摩登原始人了。

基督教和祖靈信仰結合的儀式
儀式方面我們結合基督教和祖靈信仰，因為北投社是馬偕宣教

極為成功的案例。頂社有超過95%的族人跟著潘水生頭目一起改信
基督教，部落晨昏常能聽到聖詩在山間繚繞的歌聲；而潘慧安和翁

正雄兩位頭目家族的長老，至今也仍在當地的兩所教會服事。比較

特別的是，我們採用常與硫磺相伴而生的磺石，加水所產生的氣體

燃燒，讓水火同源的取火儀式看起來像似巫術的感覺。其實它完全

符合科學的化學原理；也讓人聯想起北投社、毛少翁社、金包里社

北投社末代頭目林黑凸的外孫翁正雄長老為大會祝禱。 龜崙下社族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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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基隆社曾經共同守護硫磺的歷史。

我們選唱的兩首歌曲，一首是族語古謠

「淡水各社祭祀歌」，一首是台語聖詩「上帝

創造天和地」。可以確定的是這兩首都是採自

淡水一帶的平埔歌曲，也都保有平埔牽曲的悠

美尾韻。值得討論的是我們還沒想好，到底是

不要編舞比較能夠維持祭典的神聖性和莊嚴

感，還是編什麼樣的舞更能夠烘托現場族人的

認同感和凝聚力？我想只有實際去試，才能夠

找到心中的答案吧？

北投社準備的祭品除了烤乳豬，還有箭竹

筍、龍鬚菜和芹菜等族人常用的民族植物所作

成的風味餐。打山豬是北投社原來就有的狩獵

習慣，烤乳豬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畢

竟，它也已經中斷數十年了。特別值得注意的

是原來族人常吃的是水芹菜，已經很難在市場

買到了，所以只能用芹菜來作替代。這也說明

了民族植物和環境保護的關聯性，而原住民是

離不開土地的。

原民文化重建的考驗
有關原住民族的語言、儀式、服裝、歌

謠、飲食等文化特徵對

16族法定原住民而言是
一應俱全、並無困難；

對於文化重建中的凱族

而言卻像面臨大考一般

緊張，只能全力以赴、

勇往直前。取火儀式讓

人重新聽見凱族的文化

心跳，也清除外界對於

凱族是否存續的疑慮。

有媒體用「敬祖愛神」

來形容凱族儀式給人的

感覺。我們也知道現在的作法可能跟以前不

一樣；不過，這裡每一樣文化重建的舉動都

是有歷史根據、有文化脈絡可循，而不是隨

意拼湊而成的；畢竟，我們是要活在現代而

不是遙遠的過去。

也許社會看重的不是凱族還保有多少原

初的文化，而是凱族面對時代挑戰的態度與

決心是什麼？所以平埔族群面臨考驗絕對不

可以輕言放棄，只要把你擁有的部分拿出

來，用一種有尊嚴和創意的方式呈現，相信

沒有人可以輕看你的；怕的是你連自己的歷

史文化也不搞清楚，那就真的麻煩大了！

藉由取火儀式—重新聽見凱達格蘭的文化心跳

陳金萬
生於士林區的社子，屬凱達格蘭

北投社族人。1967年生。世新大
學新聞所碩士。現任台灣平埔原

住民協會秘書長。曾任公民監督

國會聯盟顧問、21世紀憲改聯盟 
顧問、臺北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凱達格蘭族委員、總統府原住

民族歷史正義暨轉型正義委員會平埔族群北區委員、臺

北市社會住宅審議委員會委員。

北投社三層崎公園塵埃落定之後，才開始轉向凱達格蘭族巴賽語的複振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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