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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法
時間是人類繼使用火之外，另一

項偉大的發明。根據考古學證據

推測，人類可能很早就開始注意到宇宙天體

的運行，進而從日月星辰的運行，觀測出曆

法時間的規律。

「曆」的溯源與類型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曆」的記錄，是

在法國西南部多爾多涅（Dordogne）河谷

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發現了約10公分

長的骨片上有些不尋常的痕跡，每排約

29-30道的刻痕。美國考古學家馬雪克研究

認為這些刻痕可能是代表日數，一排刻痕

是一次月圓月缺週期的日數；但也有學者

反駁認為那也有可能是古代人的獵物數目

或是女性生理期的記錄。假設這些刻痕果

真是記錄月亮圓缺週期，那就是最早的

「太陰曆」了。

世界各地使用的曆法大致可分為以下

幾種類型：（一）根據地球公轉太陽而訂

定的太陽曆；（二）根據月亮公轉地球而

訂的太陰曆；（三）地球與月球公轉法則

互相參照而訂的陰陽混合曆。除了上述3種

較常見的曆法之外，還有根據氣候變化或

是動植物生長等自然界現象而訂的「自然

曆」。許多民族的原始曆法都是屬於所謂

的「自然曆」，自然曆是最能反映當地自

然氣候以及動植物像的變化，以及人類生

活的一種曆。

布農族的「自然曆」

在台灣也有使用這類「自然曆」的民

族。台灣原住民布農族從前會在木板上刻繪

圖形記錄日期。1930年代日本學者馬淵東一

（1909-1989）曾經調查過布農族的曆板以及

曆法，寫下〈布農族的祭與曆〉一篇論文

（1936）。根據馬淵的論文，布農族的曆板

可能是祭司所使用的「祭事備忘錄」，例

如，巒社群的Kanitoan社稱之為「isi-lu-lus

an」，意思就是「為了祭祀所用的東西」。

ブヌン族の暦板と暦法
The Woodcarving Calendar of Bunun

布農族的曆板與曆法

文︱ 陳文玲（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布農族的曆板與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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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刻畫的線條圖形是月份、日數以及行

事，與農耕祭儀有密切的相關。

馬淵的論文中以布農族巒社群

Kani toan社的曆法為例，一年有12個月

份，皆有特定的族語稱法，其意思大多與

農作有關。

解讀布農族曆板

曆板的圖形是刻畫在木板的寬平面邊

緣與厚面連接的邊稜線上（見曆板的平面

展開圖），下方較窄的部分表示木板的側

面，這一面上刻著一條條的直線是月份的

區隔線，從左往右算起位在邊稜線上的一

個個黑色菱形圖案代表每個月

的日數。這塊曆板上只有9個

月份，就是表格示有☉（有祭

祀）的月份：第一、三、四、

五、七、九、十與十二月；沒

有標☉的月份：第二、八、

十一是沒有祭祀活動的月份。

黑色菱形紋代表天數，有幾個

菱形紋表示該月第幾天要進行

的活動。

然而，布農曆對於每個月

布農族巒社群Kanitoan社的曆法

有祭祀 月份 月名 布農語之意譯 說明

☉ 第1個月  boan- işikali  van-monqoma, 
 boan-onqoma-an

耕作之月、開墾之月 舉行小米田開墾祭。

 第2個月  boan-toştoşan-monqoma,  
 boan-toştoş-onqoma-an

真正的耕作之月 真正要開墾的月份，本月不舉
行祭儀。

☉ 第3個月  boan-minpinang,  boan-pinangan 播種之月 要舉行小米播種祭、長子祭。

☉ 第4個月  boan-toştoş-minpinang, 
 boan-toştoşan-minang 

真正的播種之月 小米播種祭之延續。

☉ 第5個月  boan-minqolau,  boan-qolawan 語意不明 小米田除草祭、小米發芽祭。

 第6個月  boan-toştoş-man to,  boan-pan to-an 真正的除草之月 本月不舉行祭儀。

☉ 第7個月  boan-palaq-tainga-an 射耳之月 狩獵祭、首祭、兒童祭及小米
田除穢祭。

 第8個月  boan-  da  bunan 雨月之意？ 本月不舉行祭儀

☉ 第9個月  boan-minşou  da,  boan-şou  da-an 語意不明 小米收穫祭

☉ 第10個月  boan-paşuqoulusan 戴首飾之月 兒童祭、小米收穫祭之延續及
伐採祭。

 第11個月  boan-paqonan 伐採之月 本月不舉行祭儀

☉ 第12個月  boan-pa  viðao-an 砍榛木之月 狩獵祭、首祭、里芋及稗之收
穫祭、元服祭。

第1月6日

耕作之月

開墾之月

第3月15日

播種之月

第4月2日

真正的

播種之月

第5月8日

語意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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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天、從哪一天開始算起卻沒有固

定，而是視月亮出現的那天起算，月亮沒

有出現的日子則不算。當看到新月初現時

便是一個月的起始，從這天開始計算當月

進行活動的日期；萬一天候不佳，連續多

天沒有月亮出現時，祭祀的日期便往後順

延。由此可知，布農族這種曆板是依據月

亮週期為農耕祭祀活動而設計的曆法，可

說是一種陰曆與自然曆的混合曆。

布農曆已知道朔望月的曆法會與太陽

年發生偏差而逐年減短，因此也有置閏的

習慣。閏年稱為「Ka- dusa」，是在第十二

個月之後加置1個月，增置的閏月（第十三

個月）在布農語裡稱為「 boan-al o-an」，

意思就是「休憩之月」。通常是3個平年之

後的第四年為閏年，但有的社是4個平年之

後，即第五年才置閏年；有的社則是3或4

年不等地加置閏年。此外，布農族也會參

考星辰觀測以決定置閏的最佳時機。

曆板反映生活重心

早期布農族生活在高山上，依靠狩獵

與農耕為生。日常生活當中，播種、耕

作、收成對布農族而言是最重要的事，一

年當中的祭祀又以豐收祭為最重要的祭

典，這些活動都反映在曆板上。根據布農

族流傳下來的曆板，布農族對農耕祭祀活

動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布農族的曆板與曆法

◎參考文獻

馬淵東一，1936，〈ブヌン族の祭と暦〉。《民族学研究》，

2卷3號。東京：民族學會。
岡田芳朗等著，2006，《暦を知る事典》。東京：東京堂。

第9月16日

語意不明

第7月12日

射耳之月

第10月10日

戴首飾之月

第12月6日

砍榛木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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