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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共的一家人一樣共同為生

存而努力，例如pit’aza’ 播種

祭就是一種區域同盟，即在

同一個生活區域為生活而努

力的團體。傳統的pit’aza’ 播

種祭尚存於苗栗的向天湖部

落，分別由 t i t i y o n朱姓、

baba:i ’ 風姓、karkarang解

姓、Sayna’ase: 芎姓等家族共

同舉行。五峰也有三個姓氏

家族，包括h ayawa n夏姓、

kamlala:i’ 詹姓和Sa:wan錢姓

家族，同樣也是一起舉行播

種祭又各自舉行祖靈祭的共

食團體。

對於農耕社會來說，

pit’aza’ 播種祭是為農耕生活

小心翼翼的從頭開始，即使

種子也都要被祝福的。它影

響的不只是開墾播種的順利

與否，更可能牽連到整個農

作物的生長過程，進而影響

到族人們一年的收成。因此

在過去以農業為主的部落

裡，播種祭是非常重要的一

項歲時祭儀。即使現在農耕活動已不如以往

興盛，但這個重要的文化意涵還是持續的傳

承下來。

talboyoe’ 群獵團體
以前的talboyoe’（狩獵）是以部落為主的

群獵團體，為了補充蛋白質得依靠山上的捕

獵行動，而山中的動物飛禽走獸有大有小，

非個人可為的打獵行為，需部落中的青壯年

一起行動為之。在katehtel海女的故事中也表

述了族人因群獵搭寮katehtel前來為族人烹煮

食物而認識賽夏族青年結婚生子。這種群獵

活動通常會持續五到七天在外搭寮過夜，由

一個共食團體一同前往所獲取的獵物會分享

給部落中的每戶人家，即使家中無法派員一

同前往狩獵的家庭，也會被分配到獵物。所

以若部落中有人觸犯禁忌，一種最嚴重的處

罰方式就是patnonaken使他獨立於部落之外，

賽夏族
人口不多，為了生活衍生以父系為

主的社會組織，依實際生活及歲時

祭儀信仰活動的需要，分為taew’an（家戶）、’aehae’ 

baki’（一個家族）、’aehae’ kapaSbaki’an（一個祖靈

祭團）等氏族祭團，其中taew’an（家戶）為最小單

位，也是最基本的經濟單位。家族如同宗祠為patabil

祭祖和paSbaki’ 祖靈祭的活動單位；祖靈祭團是共同

開墾、築屋、共組獵隊等的基本單位；各祖靈祭團各

有掌管的祭儀文化，姓氏祭團則是指掌有全族性祭儀

司祭權的姓氏，所組成的跨部落活動團體，如朱家所

主持的paSta’ay（矮靈祭）和潘家所主導的 ’a’owaz

（祈天祭）。

paSbaki’祖靈祭
paSbaki’（祖靈祭）是最直接的祖先祭拜儀式也

是信仰的核心表現。以 ’aehae’ Sinrahoe’ 姓氏祭團為

基礎，舉行也是賽夏族傳統歲時祭儀之一。而這個

Sinrahoe’ 是由同姓氏taew’an所組成的，祭典過去配

合農事的生產而運作並持續至今，目前每年舉行二

次分為春季與秋季兩次辦理。耕作不管是旱耕或是

農耕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因此部落裡衍生了一種

mayinhael（換工）模式，這原則上是建立於同部落

或姻親的互動而成，例如種田、插秧、除草，乃至

收割，需要人力時就以換工模式，即先到你家工作

再到他家協助，以合作方式完成工作。而paSbaki’ 

當天須有主食糯米糕、肉、魚及湯等菜餚。食用的

糯米是各家戶依人口募集而來，菜餚則是於paSbaki’ 

祭典之前家族人相約一同前往河邊捕魚或上山狩獵

而來的，凡事都須共同合作而來。

’aehae’ kasi’aelan共食團體
家族有大有小。當家族人數不足時另有以地域

為主，由不同姓氏於同一區域的合作團體叫做 
’aehae’ kasi’aelan（共食團體）的組織，就如同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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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baki’依傳統用人力打糯米榚為午餐的主食。

它
影
響
的
不
只
是
開
墾
播
種
的
順
利
與
否
，

更
可
能
牽
連
到
整
個
農
作
物
的
生
長
過
程
，

進
而
影
響
到
族
人
們
一
年
的
收
成
。
因
此
在

過
去
以
農
業
為
主
的
部
落
裡
，
播
種
祭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項
歲
時
祭
儀
。



34 35原教界2024年12月號120期 原教界2024年12月號120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這種人無法參加部落內

的任何活動包含歲時祭

儀，凡事都要自力更

生。

目前的paSankinolol

掃墓是從傳統的共食團

體中衍生出來的合作模

式。例如lala:i’（中加拉

灣）部落朱家、風家及

高家是一個共食團體，

配合現在的時節會在清

明 掃 墓 節 舉 行 ， 在

paSankinolol掃墓之後，

會聚集於往向天湖的中

港溪橋下，將掃墓的祭

品分享給大家，又於當

下介紹朱家風家及高家

的新成員包含新生兒及

新媳婦，似乎也讓這個

共食團體知道誰是自己人。

paSta’ay矮靈祭與 ’a’owaz祈天祭
paSta’ay（矮靈祭）是由朱家主導的祭

典，祭典前一個月左右舉行 papoe’oe’（結期

儀式）其他各家族也有其必須配合完成的工

作；十五天前的 ’a’iyalahoe:　（河邊會談）各

姓氏都需有代表參加並可針對祭典發言建

議。於正式祭典的最後一天pakarhaew（犒

賞）主祭家會以酒和糯米糕犒賞來參加的族

人，共享分食。paSta’ay的儀式完成，除了朱

家主導整個儀式的流程順暢，但各家族人的

參與，如製作kilakil（肩旗）、tapa:ngasan

（臀鈴）前來參與，以及大家的共同參與都

是一直以來傳承至今的合作文化。另 ’a’owaz

（祈天祭）也是會邀請各姓氏長老或代表前

來參加，更特別的是祭

典 前 一 天 中 午 ，

minrakeS章姓長老會同

Sa:wan潘姓長老至主祭

家中，向主祭提出發起

舉行祭典之要求，並討

論此次祭典各個儀式進行之細節。若章家不

提出辦理，祭典就沒有後續了。這是族群中

各姓氏的微妙互動。

傳統合作模式
賽夏族人因生存所需衍生了以血緣為團

體的祖靈祭團及地域性的區域組織。而這些

組織團體也成為族人抵抗外族的基礎，讓生

活在前有客家人後有泰雅族人的賽夏族人需

要更多的方式求生存。我們也可以從地域了

解賽夏族的合作模式。

早期賽夏族的聚落，經常沿著山區溪流

兩岸，由幾個姓氏三、五家或十餘家鬆散聚

居而成 ’aehae’ hito’ 集落；幾個鄰近的小集落

結合成一個kinas’asangan村落；同一區的村

落，再合成共同運作公共事務的 ’asang部落。

每個部落大部分都是同姓氏的族人，故同一

部落的paSbaki’ 大部分都會一起舉行。

而同一流域的各社，基於地緣和血緣密

切關係，又形成共同對外協商處理獵地或河

川問題等的 ’aehae’ ba:la’ 流域同盟一條溪；主

要有上坪溪流域的Saykilapa:（五峰）、大東

河流域的S a y w a l o ’（東河）、南河流域的

Sayray’in（蓬萊）和紙湖溪流域的SaySawi’

（獅潭）。再擴大範圍，較接近的幾個流域

同盟，又聯合成為南北二個  ’ a e h a e ’ 

kapapapnae’an 戰事聯盟。過去以軍事防禦為

主要目的的二大地域性聯盟，也就是目前

南、北賽夏分界的基礎。

雖然現今南北二

群對外防守的軍事功

能早已消失，但因地

理因素的影響，二群

內部仍各自保持較密

切的互動往來關係。

自日本時期開始，二

群分別組成祭團，將

原本全族共同參與的

矮靈祭分開在二地舉

行，也更加強化了族

人主觀意識上的分群

概念。此外，周邊人文特性的不同，也使得

北群在泰雅優勢的環繞下，語言、生活、和

物質文化表現較明顯的泰雅影響；而南群多

與客家人混居，生活方式也呈顯較強烈的客

家傾向。不過，賽夏族南北二群之間的互動

往來和凝聚認同關係，透過各種婚喪喜慶和

傳統祭儀的參與運作，仍然非常緊密。

傳統社會中的經濟活動與合作文化 — SaySiyat

ya’aw kalahae’ 
kaybaybaw
高清菊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 lala:i’（中
加拉灣）部落人，SaySiyat 賽夏
族。1972年生。新竹教育大學臺
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碩士。

現任苗栗縣東河國小校長。曾任高師大、清大、政大兼

任講師；賽夏族語推組織計畫主持人、諮詢顧問。致力

於賽夏語言文化的推動，從回到部落擔任老師後，部落

的振興活動與賽夏文化的田野調查、語料採集等不遺餘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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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湖的 pit’aza’ 由朱、風、芎、解家輪流擔任主祭。（朱仲一先生提供）

paSta’ay 的肩旗及臀鈴仰賴各姓氏族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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