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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凱族
對於自然界的形成、變化與

災難，都認為是超自然的造

物主所賜。為了祈求神對族人的庇佑與降

福，產生了自然崇拜，祭拜萬物、圖騰、祖

靈等，這些祖先代代相傳的信仰與祭儀，成

了族人生活的依據。

以小米為中心的歲時祭儀

小米是魯凱族最重要的農作物，每年8月小

米收成的時候，會舉行收穫祭，做為一個年度

的終止，並藉此迎接新的一年。對任何一個民

族而言，祭儀就是宗教信仰的實踐；魯凱族的

歲時祭儀，以粟為中心而展開農耕儀禮，中間

參雜捕魚和狩獵活動。

小米收穫祭在過去是以每一個部落為單位

來舉行，舉行期間有著相當嚴格的規範，不得

隨意進出。後來受到教會與政府的影響，就以

聯合豐年祭的形式舉行運動會及部分儀式。但

是近年來原住民族的主體意識提高，又見恢復

以部落為單位的傳統形式。

小米祭是為了感謝神給予魯凱族人帶來豐

碩的穀物、雜糧等，每年在小米收完後，要舉

行為期40天的祭典；由於生活的改變，祭典已

減為1-2天，約在每年的8月15日舉行。魯凱族小

米祭視同平地人的春節，離鄉背井的族人在這

一天必須返鄉團聚。舊時小米祭是平民將農、

漁、獵所得的一部分納貢於頭目，而頭目再將

它送一部分給需要救濟的平民、勇士一起來分

享當季的收穫，這也是收穫祭的社會意義。

魯凱三群共同重視的祭典——小米祭

慶祝小米豐收而舉行的祭典，類似各原

住民族舉行的豐年祭，當地的族人都會穿著高雄市聯合豐年祭中的魯凱族歌舞演出。（圖片提供：李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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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林魯凱族黑米祭。（圖片提供：許斐清）

魯凱族的Kalabecengane（小米祭）

傳統服裝參加山地歌舞表演、鞦韆大賽、拋

物比賽、百米賽跑與慶祝晚會等各種活動。

祭典活動中有個重要的儀式：烤小米餅占卜

儀式。族人將小米麵團帶至特定的村外野

地，以石板舖地，燒熱後將小米麵團放在上

面，再覆以香蕉葉，再壓上石板，待30分鐘

左右，將石板、葉子拿開，看小米餅烤出來

的現象做為今年農作與狩獵的卜問。例如，

烤得太乾，今年可能雨水較少；烤得溫潤，

表示今年的雨水豐沛。烤小米餅的儀式只限

男性參與，目前這種傳統的宗教儀式只有少

數部落仍然保存。大多數的部落已改為歌舞

比賽等聯歡、康樂性的活動。

雖然都是小米豐收而舉行的祭典儀式，但

是魯凱族三群的儀式還是有不同的差異。大南

的東魯凱人有獨特的青年會所制度，在小米收

穫祭開始前，部落青年需要到青年會所集會進

行祭前準備與體能訓練。到收穫祭的日子，也

會舉行該年度的成年禮儀式。高雄市茂林區的

下三社群，他們的小米豐收節稱為黑米節，傳

說是來自於一個被神靈接走的嬰孩，由神靈帶

來的小米成熟後竟產生黑色的種類並且大為豐

收，族人為感恩便產生黑米祭。儀式進行前會

先有驅逐惡靈的儀式，主祭會將竹葉插在穀倉

等地祝禱，之後進行對頭目家的獻供以及勇士

舞與大會舞。

小米祭會得到族人如此重視的原因，跟小

米本身的性質與文化意涵有關。魯凱族各項祭

祀中的重要祭祀用品都是以小米為材料，所以

整年度的祭祀安排，都環繞著小米生長週期發

展。就文化意涵來看，配合小米的祭儀，大約

為期2個月之久，是部落重要的儀式季節，不僅

有豐收節慶的意思，還有過年與祭祖的意涵；

透過儀式的過程不斷將傳統知識、禁忌與道德

約束傳達到每一個族人身上，讓族人記憶與傳

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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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凱族協商制訂放假日的過程

關於魯凱族如何決定自己的節日，如何挑

選全族認同的放假日，編輯部採訪魯凱族的族群

委員呂一平先生，了解當時協商的過程。

提及魯凱族放假日的協商過程，呂委員

說：「經過3次的部落會議，由原民會那邊主

導，我們魯凱這個部分有東魯凱、西魯凱，還有

下三社。經過我們大家的討論，因為我們豐年祭

是以小米為主要收成，所以就訂定為小米祭，時

間是7月份，7月份是個豐收的季節。我們訂定這

個節日考量到，因為西魯凱是在7月下旬，下三

社是在7月初，東魯凱也一樣是在7月初，所以訂

定在每年7月的第二個週五，可以連假。當然我

們之前第二次會議的時候，算是有很多雜音，有

魯凱族傳統的歲時祭儀形式以部落為單位。（圖片提供：杜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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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魯 凱 族

魯凱族的本群分布在屏東縣霧

台鄉，一小部分仍在三地門鄉及瑪

家鄉。另有分群在台東縣卑南鄉。

再有下三社群在高雄市茂林區，包

括茂林、萬山、多納三里。總人口數為

12,335人，住在都市的魯凱族有4,309人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2年2月統計

資料）。根據其語言的不同，又可分為講茂林魯凱語、萬

山魯凱語、多納魯凱語的下三社群，以及講霧台魯凱語的

西魯凱群、講東魯凱語的大南群。

傳統的魯凱族部落為階級化的社會，分為頭目、貴

族、勇士、平民4個階級。頭目是部落的地主，擁有土

地，包括山林、獵區、河流、花木、鳥獸等，皆為頭目的

私有財產。頭目將財產分租給平民，平民有繳納穀糧以及

食物的義務；頭目再透過餽贈的方式，回送需要救濟的平

民，讓聚落內財富可以再分配。

階級為世襲制度，家族的傳承方式原則以男性為先，

如無男性時則由女性繼承，不論男女性皆以長嗣為優先。

婚姻制度行階級聯姻。婚姻是改變身分地位的條件之一，

可以促進社會階級流動。

魯凱族的標誌是百合花的配戴，而膾炙人口的巴冷公

主與蛇郎君的故事就是魯凱族的傳說，至今依然在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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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覺得應該8月份。但我們第三次開會時，還

是回復到以前過節的那個時間，也就是7月，當

時是霧台鄉的鄉長、代表會的主席，還有下三

社的主席，大家一起定了這個時間，應該是以

小米為主，以氣候來訂定時間，所以大家都有

共識了。」

小米祭是魯凱族共有的智慧結晶

當初在討論時，除了小米祭外，是否還討論

過其他祭典？呂委員說：「沒有，各自部落有自

己的慶典可以自己辦活動，只是政府不另外讓他

們放假；我們一開始討論就是小米祭，大家很團

結，這是大家智慧的結晶。所以一確定時間後，

大家就有共識了，而且也覺得很好。」

下三社那邊辦的是黑米祭，時間好像不同，

他們也同意7月嗎？呂委員解釋：「這是他們部

落的另外一個祭典，我們只管魯凱族的國定假

日。放假日當天我們魯凱族只要拿身分證給公司

單位證明，就能放假。但是黑米祭只有針對多納

社，他們的時間點是在11月，是不一樣的。」

應舉辦聯合活動 放假日才有價值
去（2011）年第一次放假，小米收穫祭回來

的人有沒有比較多？呂委員解釋：「第一年宣導

方面沒有完全做到，尤其在工廠的；公家機關的

比較方便，工廠的比較不方便。今年原民會已經

公告時程，相信今年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小米收穫祭有什麼有特別的活動嗎？呂委

員說：「在過去來講，我們本來都是有這個節

慶，有特別的祭典儀式，除了豐收的祭典儀

式，還有民俗競賽活動。但是當時政府並沒有

訂定了一個放假日，以前這個慶典是各部落自

己舉行儀式，我們若要回去參加，都沒有辦法

和原來的單位請假，這是族人的心聲，現在終

於可以放假了。不過去年放假沒有辦什麼活

動，只有放假。今年度的話，希望能變成一個

傳統，看是霧台先辦，還是東魯凱辦，或下三

社辦，用這種方式，不知道可行不可行，還在

研議。應該要辦個活動，不然過一個節日什麼

都沒有。」

至於在經費方面，呂委員表示，可以向原

民會申請補助一半，各鄉公所單位機關再補助

一半，大家輪流來辦。「我們訂這個節日的時

候，會有一個想法，我們應該聯合起來一起辦

個活動，這樣放假日的節日才會讓魯凱族文化

傳承多多少少發揮影響。我也與高雄市原民會

范織欽主委討論這個問題，是有關這個魯凱族

日的構思想法，魯凱族放假日的祭儀活動由我

們聯合辦的話，會比較正面，過程也比較有價

值。」

魯凱族的Kalabecengane（小米祭）

茂林魯凱族黑米祭。（圖片提供：許斐清）


	no-44_部分56
	no-44_部分57
	no-44_部分58
	no-44_部分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