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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
祭祀組織是以氏族為基本單

位。除了南勢阿美外，阿美

族不同氏族組織司掌不同的祭祀禮儀。阿美

族以農業活動最為重要，漁獵次之。

在小米為主食的時期，小米與陸稻的耕

種方式採輪休燒墾的方式，每年栽種1次，配
合小米在一年內的成長週期，有著許多的歲時

祭儀，例如耕作祭、播後祖靈祭、除草祭、收

穫祭、豐年祭、祈晴祭、祈雨祭、入倉祭、粟

穫祭、稻穫祭等。漁獵方面，則有狩獵祭、海

神祭、河神祭等。另外還有強化社會或人神關

係的祖先祭、成年祭、獵首祭、出征祭、驅病

祭、巡禮祭、房屋修繕的祭儀、生育祭（祭祀

粟神、榖神、稻神，祈求其保護農作物）。

繽紛多元的阿美族豐年祭

現今的豐年祭係指花東的阿美族，於每

年7-9月期間，為慶祝水稻豐收而舉行的重要
祭典，阿美族也以此做為舊年的結束和新年的

開始。過去種植小米的年代，以小米收割入倉

到下一期開墾、焚地播種前這段時間舉行豐年

祭；改種水稻後便改以水稻的收成時間為準。

豐年祭傳統上短則3天，多則半個月，祭祀過
程與內容依各部落而有差異，大致以下列6大
主要結構組成：

◎捕魚祭：部落各級男子年齡階級至海邊

或河邊捕魚並行祭祀，於此日後祭典期間，嚴

禁吃魚等水中生物。

◎準備日：由男子年齡階級幹部收取各家

公出的糯米與酒等祭祀用品，下階級之青年負

責整理、搭蓋祭祀場地，殺豬，製作糯米糕、

酒等。

◎迎靈祭：已成年之男子年齡階級成員

以祭祀歌舞嚴肅迎靈，次日清晨結束。各部

落習俗不同，可能會舉辦成年禮。

◎宴靈祭：原則上全部落皆可參加，宴靈2005年台東縣東河鄉都蘭部落豐年祭中的新舊頭目交接。（圖片提供：尤天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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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數具彈性，短則1天，多則3-4天，氣氛輕
鬆，宴請鄰近友好部落頭目、長老。宴靈祭也

是男子重要的訓練階段，對其歌舞、應對敬退

與體力等能力有所考驗。宴靈祭最後一晚，未

婚女孩可公開於舞蹈中向青年示愛。

◎送靈祭：由婦女組成歌舞歡送祖靈回到

天界，宴靈結束。

◎捕魚祭：部落男子各年齡階級下海或於

溪中捕魚，各階級自行於組長家中聚餐，做為

整個祭典的結束與出聖。

豐年祭含有宗教、政治、軍事、經濟、教

育、訓練等諸多功能，依據豐年祭原本的意涵以

及部落的發展，由單一氏族家屋與多氏族家屋組

成的型態，逐漸發展單一氏族內家祭與部落公共

祭。日本時代因日本政府強行將阿美族豐年祭改

為「cukimisay/cikimisay/cekimisay/cokimisay（月見
祭）」，強迫女性加入祭典運作瓦解軍事訓練的

意義，失去祭祀精神與男子年齡階級教育訓練整

合機制，變為純粹娛樂的慶典。

阿美族協商制訂放假日的過程

阿美族是台灣原住民族當中人口最多的一

族，各部落與社區在每年7-8月都會在台灣東
部舉辦豐年祭，這次要選擇一個阿美族的節

日，阿美族是如何決定自己的放假日？編輯部

採訪阿美族的族群委員陳威華先生，了解當時

協商的過程。

阿美族在討論歲時祭儀放假日的時候，由

於分布廣闊，遂分成花蓮、台東兩區域召開研

商會議，各自進行討論。陳委員告訴我們：

「當初我們會訂定7月1日到9月30日的主要原
因，就是因為阿美族的分布很廣，在很多不同

的地方；如果訂在同一天為豐年祭，就無法達

到設置歲時祭儀，促進文化傳承的意義了。」

考量到阿美族各個部落舉行豐年祭的時間本來

就不統一，所以僅規範7-9月期間，以各部落
的時間為主。

阿美族的Malalikit/Malikoda/Ilisin/Kiloma’an（豐年祭／收穫祭）

花蓮縣玉里鎮德武部落豐年祭。（圖片提供：李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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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的豐年祭日期與形式以各部落為主，非常繽紛多元。 
（圖片提供：李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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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阿 美 族

阿美族主要居住在花蓮縣、台

東縣的平地鄉、鎮、市，零星的一部

分還分布在屏東縣滿州鄉。族人因經

濟生活的需要，大多旅居都會地區工

作，在台北、高雄、台中等地區建立以阿

美族人為主體的社區。總人口數為191,792

人，住在都市的阿美族有100,955人（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2年2月統計資料）。講阿美語，有5

個語別：北部阿美語、中部阿美語、海岸阿美語、馬蘭阿

美語、恆春阿美語等。

阿美族是母性的社會組織，每個家庭都是以母系為中

心，並由母系繼承相傳。氏族關係是由母系所構成，很重

視親緣關係、不喜歡分家、家庭組織成員的人口數眾多，

為幾世代同堂的母系大家庭。男女性別的分工並不明顯，

但是女性與小米、家形成一組關係，男人則與漁獵、政治

活動形成一組關係。

阿美族屬「男子專名級的年齡分級制度」。14-15歲

以後加入年齡組及預備役，接受嚴格的體能與武術訓練。

3-5年舉行一次盛大的成年禮。經過一次成年禮即晉級一

級，而其社會責任與待遇亦依級昇進。

豐年祭日期 由各部落自主及公告 
當然，在協調擬訂放假日的過程中，對於

只公告一段時間的放假方式，也並非沒有反對

意見。陳委員說道：「我們在花蓮、台東各開

一次會，當初開這個會議都不同調；最後一次

是我們請縣市政府再度召開會議，然後定調。

我們是以一個時程為主，很多頭目說，只要我

們部落豐年祭的時候可以放假就好了，於是就

確定7月1日到9月30日的這段時間為豐年祭。
也有些人認為訂定同一天就好了。但是花蓮、

台東的豐年祭舉辦時間都不一樣，像我們台東

是7月開始，花蓮是從8月開始，如果訂定一個
時間的話，大家都有意見。當初我們想訂定7
月2日為放假日，但是有人說到7月31日時，台
東已經結束了，花蓮正要開始，訂這個時間就

沒有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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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放假日的日期選

擇，阿美族有過冗長的討

論；但無論是花蓮還是台

東，兩縣的頭目都堅持不要

把阿美族的歲時祭儀訂在同

一個時間。7-9月間，各部
落本來就是陸陸續續地舉辦

豐年祭，與其毫無止境地討

論難以整合的各部落意見，

倒不如由各部落自行公告舉

辦豐年祭的時間。於是阿美

族採取僅公告放假期程的方

式，解決各部落不同調的問

題。假設公告族人所屬的部

落是7月15日舉辦豐年祭活
動，族人就可以向自己的公

司行號申請放假。

把傳統及都市族人一起找回

將近半數的阿美族人住

在花蓮、台東以外的都會地

區，阿美族放假日的選訂，

是否有顧及到這些族人呢？陳委員回應道：

「我們當初也有討論到都會區的問題。第一，

我們希望族人能在歲時祭儀放假日的時間回來

部落。都會區的族人會另外配合縣市政府政策

去辦豐年祭，比如說新北市是到10月份，但那
個豐年祭已經沒有意義了。第二，沒有把都會

區列進來，是因為我們的豐年祭是以部落為

主；因為要把傳統找回來，希望把都會區的族

人吸引回來參與豐年祭，這樣才有意思。」

2011年首度實行阿美族放假日，但是就陳
委員的觀察，回到部落參與豐年祭的人數似乎

未見成長。陳委員分析道：「因為去（2011）
年開始我們才把這樣的訊息放出來，告知原住

民族的歲時祭儀可以請假一天，可能是公部門

的宣導還不夠，族人也還不了解；現在族人都

可以和服務的地方申請放假。另外，族人服務

的公司行號不一定了解，這點宣傳上還要努

力。具有公務人員身分的人回來比較多，所以

勞工的階層可能還要再加強宣導，不然受惠的

都是公務人員。」

最後陳委員認為，放假日的用意應該是要

求族人回到自己的部落去傳承文化。阿美族和

其他族不一樣，地區很廣，豐年祭很多，各部

落能依自己的豐年祭時間放假，顯現阿美族的

繽紛多元。倘若因為放假日而讓異鄉的遊子能

體認文化傳承的重要性，那麼，這樣的放假日

才能顯現出重要的意義。

2005年台東縣東河鄉都蘭部落豐年祭，年齡階級進場。（圖片提供：尤天鳴）

阿美族的Malalikit/Malikoda/Ilisin/Kiloma’an（豐年祭／收穫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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