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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族
是對自己傳統祭儀相當重視

的民族，目前族裡仍保護原

始而傳統的祭典，人數不多的卑南族，對傳

統文化的保護與堅持，很值得學習。

崇拜自然神的歲時祭儀

卑南族崇拜自然神，包括天神、地神、農

神等，卑南族對大自然非常敬畏，認為大地是

神的，如果想要捕獵、收割作物等行為，應該

要先告知神明。卑南族認為祖靈對後代有賜福

或降災的能力，所以無論是狩獵、農事以及各

種祭典都會先祭祀祖靈。

卑南族的生命禮儀有除喪祭，知本部落稱

remavaravas，大巴六九部落則稱tremuwalr（推門
之意）。實施的時間點各部落不同，通常在大

獵祭結束後的12月31日或1月1日實施。卑南族
的歲時祭儀則有7月中旬舉行的收穫祭（南王卑
南稱為海祭）及年祭。

卑南語的收穫祭有多種說法，包括

karawakan（該清理小米田的時刻）、ka’iwayan
（該禁食挨餓的日子）、venarasa’（搬運豐收
的小米就像清理石頭那麼重）等，是7月穀物新
舊交替，小米收割完之後整理下一次小米田時

所舉行的祭儀。收穫祭也稱為小米祭、禁食日

或石頭祭，具有向天神和祖靈表達感恩惜福的

意涵。各部落對收穫季的重視程度不一，呈現

規模也因此有異。小米收穫祭是知本部落最大

的祭儀，祭典長達1週。

建構整套祭儀系統的祭典——年祭

年祭是目前卑南8社對猴祭、大獵祭、聯合
年祭一系列活動的總稱。從12月24日起至1月2
日為止，為期約8-10天。整套祭儀活動如下：

◎青少年驅邪活動：12月24日晚上，全村卑南勇士們正準備揭開大獵祭的序幕。（圖片提供：鄭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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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孩赤裸上身，臉上塗抹炭灰，手拿芭蕉葉

至各家戶驅除不淨，迎接新年的來臨。

◎mangayangayaw（少年猴祭）：12月25日
舉行。猴祭是歲時祭儀之首，在猴祭完成之

後，其他祭典及田間的工作才可以展開。猴祭

主要是藉著與人相似的猴子做為假想敵，每年

凡滿12-14歲的少年必須上山抓猴，並將猴子帶
回部落以箭射殺，培養少年的膽識及殺敵的氣

概。目前已改由草猴代替，內涵演變成讓現代

的青少年認識民族歷史與文化的一個媒介。

◎mangayaw（大獵祭）：12月27-31日舉
行，為期數天。原為年度的狩獵、復仇與獵首的

活動，期程很長；目前已改為改為在野地紮營抓

田鼠。活動仍以老人為主導，保有吟唱古老詩歌

的習俗。大獵祭回來的當天，村人在卑南新站前

立凱旋門，全村婦女、小孩盛裝列隊歡迎，並為

長老們戴上花環，吟唱傳統的史詩、聚餐等一連

串的活動，是溫馨感人的一天。

◎聯合年祭：1月2日舉行。由卑南地區8個
社輪流主辦的聯合年祭是壓軸，這是當地族人

為聯絡各社感情所舉辦的新祭典。活動時間雖

僅1天，但因具有凝聚族人的深遠意義，近年已
成為台東卑南族人重要的年度大事。

卑南族協商制訂放假日的過程

卑南族由於時代的變遷與地理位置的差

異，不同系統的卑南族，其祭典也呈現了不同

的風貌。這次要選擇一個卑南族的節日做為國

定假日，他們是如何挑選全族認同的放假日？

編輯部採訪卑南族的族群委員謝清德先生，了

解當時協商的過程。

由於政府規定原住民族要有一個歲時祭儀

放假日，於是鄉公所就通知卑南各部落的幹部

與意見領袖；不過會議究竟要討論什麼，族人

猴祭是卑南族歲時祭儀之首，在猴祭完成之後，其他祭典及田間的工作才可以展開。（圖片提供：鄭玉蘭）

卑南族的’amiyan（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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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到了會議現場才知道開會目的。卑南族本來

就有年祭，所以卑南族的放假日就選定是年祭。

但是對於年祭的族語名稱、舉行日期，各部落代

表則提出了不少意見。傳統年祭自12月24日起為
期8-10天，最後經過舉手表決，放假日選在12月
31日。

大獵祭結束後 8社共同歡慶過年
卑南族的祭儀很多，大家注重的焦點也不

一樣。以女性族人來說，比較注重的就是除草

祭；對男生族人而言，小米收穫祭也算是過年，

這個也很重要。而就一般人而言，卑南族的大獵

祭是較為大眾所知的。至於猴祭，因為是小孩子

的祭典，就比較不會拿出來討論。大獵祭回來的當天，全村婦女、小孩盛裝列隊歡迎並會為長老們戴上花環。
（圖片提供：鄭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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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卑 南 族

卑南族的聚居地在原來的卑南

鄉，但隨著台東市的擴大，半數居

地已經改隸台東市。知本、建和、

南王今隸台東市，利嘉、泰安、初

鹿、檳榔仍屬卑南鄉。起源傳說分為兩個

系統：一是石生起源說的知本系統，一是

竹生起源說的南王系統。總人口數為

12,600人，住在都市的卑南族有4,670人（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2012年2月統計資料）。講卑南語，分為4個語

別：南王卑南語、初鹿卑南語、知本卑南語、建和卑南

語。

傳統卑南族的繼嗣法則是母系，後來受到平地人父系

繼嗣以及排灣、魯凱兩族並系承嗣的影響而削弱。南王系

統的親屬組織分兩級，第一級是部落內的氏族組織，共戴

親族領袖頭目，共建會所；第二級由氏族分為若干個宗

族，宗族之下則是家族。知本系統沒有氏族這一級親屬組

織單位，只有宗族和家族。

卑南族以年齡階級組織聞名，最重要的就是「會所制

度」。因人口數少，加上周圍部落的威脅，因而發展出斯

巴達式的會所訓練，要磨練出勇敢的卑南武士。卑南族文

化特色還有精湛的刺繡手藝，以十字繡法最普遍；另外還

有戴花環，花環所代表的男子成年意義是其他民族所沒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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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討論的重點，首先是放在祭典的知名

度，族人們傾向選擇較多人知道，且會親臨現場

參加的祭典。其次是考量到整套年祭的祭儀活動

流程，因為年祭和大獵祭都是在一起的，舉行大

獵祭時男性族人要外出打獵，一出門就要3-4天，
回來後就是元旦，元旦那天8個社聯合起來大家
在一起歡慶過年。之所以會挑12月31日，是因為
大獵祭大概從12月底開始，到31日結束才會回
來；為了要歡慶第二天的元旦，族人就把元旦那

天稱為年祭。後來以31日來放假，是因為男人打
獵的時候，不管走得多遠，31日都要回來，所有
女人都把那天當做卑南族大獵祭的假日。 

放假日發揮功效 過節氣氛變濃了
年祭是卑南族最著名的歲時祭儀，所謂

「年祭」，是目前卑南族各部落對猴祭、大獵

祭、聯合年祭等祭儀的總稱。事實上，各部落

重視年祭的程度不太一樣，因為卑南族過去是

部落型社會，有不同的社。南王社一直都有持

續在辦年祭，知本社則比較重視7月中旬的收穫
祭，初鹿和建和也以年底的年祭為主，但是也

有其他部落比較重視大獵祭的祭儀。

卑南族的年祭已經行之有年，也被認為是

卑南族傳統的祭儀，卑南族放假日的擬定，對

族人來參與祭典是否有幫助呢？對此，謝委員

發現，現在參加祭典的年輕人有愈來愈多的傾

向，去（2011）年有不少族人利用歲時祭儀放假
日回到部落，過節的氣氛明顯許多。現在舉辦

祭典，無論是從哪個部落開始，都愈來愈能凝

聚族人，並且把文化傳承下來。

謝委員十分肯定政府實行原住民族歲時祭

儀放假日的政策，雖然卑南族放假日的時間訂

定不是非常完美，但至少也達到70-80分了。年
祭本身結合了一系列的祭儀活動，年底放假又

可以讓在外旅居的遊子提前回鄉過年，最後各

部落的意見領袖也都很贊同12月31日這個時間。
謝委員認為，藉由這個放假日讓族人聚集、凝

聚向心力，確實有其價值。

過去猴祭主要是培養少年的膽識及殺敵的氣概，今日的猴祭內涵則演變成讓青少年認識民

族歷史與文化的一個媒介。（圖片提供：鄭玉蘭）

聯合年祭是卑南族為聯絡各社感情所舉辦的祭典，具有凝聚族

人的深遠意義。（圖片提供：鄭玉蘭）

卑南族的’amiyan（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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