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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服飾
過去在賽夏族各祭典中都扮演

著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巴斯達

隘祭典期間族人總是懷著誠敬的心穿著族服參加祭

儀。從文獻中看到在1936年前後的相關歷史影像中，

可以看出族人在參與祭典時大部份都還會穿著傳統服

飾，但到了1964年間所看到的影像紀錄中，族人在參

與祭典時卻已經很少穿著傳統服飾了。這可能跟當時

的社會價值有關，民族文化快速流失，造成族中婦女

不再織布而使得工藝技術嚴重斷層。直到1984年間受

到文化復振風潮影響，族人開始要求參與祭典時須穿

著傳統服飾，但當時部落裡已經沒有人在織布了，於

是便產生了採借與代製傳統服飾的現象。

「為自己家人親手織一件傳統服」這是許多賽夏

族婦女的心願，由於過去3、40年來，生活習慣改

變，部落裡已少有人在織布，因此造成技藝流失與文

化斷層。對族人而言，在祭典儀式中穿著具民族意象

的服飾是一種文化認同的表現，但就現在的環境看

來，服裝只要能呈現出部分民族元素，通常族人就願

意接受並穿著在祭典上，至於是否為手織或傳統服飾

的樣式則沒那麼重要，因此近年來在祭典中所看到的

服飾已出現了很大的轉變。然這種情

形看在有心復振傳統文化的族人眼裡

卻是感到心痛而且焦慮，他們憂心傳

統技藝會因此流失，而族人對於文化

的記憶也會跟著消失。

籌組傳統服飾重製工作小組

近年來由於族人自覺文化保存之

重要與技藝傳承之必要而籌組了傳統

服飾重製工作小組，一開始族人只是

定期的討論並收集傳統服飾的相關資

料，後來覺得可以透過培訓的方式來

達到傳承的目的，於是便由東河社區

發展協會提案向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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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及南庄鄉公所申請相關的傳統織布技藝訓

練課程，因此自2014年起便透過訓練計劃，循

序漸進引導部落的婦女能夠了解傳統服飾的文

化內涵與學會織作的技能。我們從初階、中階

到高階設定不同的學習課程與內容，目的是希

望能讓這些參與學習的織者能夠透過自己的雙

手為家人織出美麗的傳統服飾，如果能在祭典

儀式中讓家人穿著自己親手織的衣服，對這些

織者來說將會是一種肯定與榮耀。

籌辦尋回賽夏百年服飾展

在2016年賽夏族巴斯達隘的10年大祭時，

我們想試著去跟祖先對話，去體會祖先想傳達

的服飾文化與生活美學，這是跨時代、跨語言

的無聲對話，我們從前人遺留下來的線索中去

發掘文化的脈絡，並試圖去恢復並傳承當時的

記憶與技藝。希望透過對話讓在外地的年輕遊

子能夠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也讓社會大眾有

機會認識賽夏族傳統服飾之美。於是便在南庄

向天湖賽夏族民俗文物館籌辦了「藏藝百年─

尋回賽夏百年服飾風華」展。此次展覽參考的

服裝來源大約是在1900年代初期左右織作的傳

統服飾，包括收藏於台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的

3件長衣，與族人高德盛、高阿金、風阿霖、

風添福家族中家藏的3件短衣與4件長衣共計10

件，經過服飾的攝影紀錄、尺寸測量、圖紋分

析，繪製組織圖與技術教學，再分別由10位共

同參與協作實習者，依傳統服的圖紋、色彩、

材質、樣式等進行服飾再製的工作，就技法上

傳統的服裝是以地機織作而成，但考量學員的

織作技術還有學習的空間，因此先以桌上型織

布機來織作服裝，我們希望這只是一個開端，

期望未來能夠真的運用傳統元素重製出美麗的

衣裳。

賽夏族傳統服飾復振之路

2015年傳統織布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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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公開展示的過程中，不只在部落創造話

題，更在其他地方產生效應，展覽對內部族人來說是

件有意義的大事，以提供藏品的家族來說，他們願意

無私的將家藏傳統服飾讓參與學習者觀看記錄，就是

希望文化能夠延續，而當他們看到學員們可以將服飾

再製出來，就彷彿衣服有了新的生命般可以傳續。而

對參與服飾再製學習的族人來說，這不只是認識祖先

智慧的開端，更是承傳祖先文化的開始。從懵懂到將

衣服完整呈現這中間的心路歷程不只辛苦還刻骨銘

心。當學員在展覽開幕發表感言時，眼眶都泛著淚

光，這不只是一種感動更是一種驕傲。而也只有「感

動自己，才能感動別人」，也許一開始部分族人跟織

者的家人對於傳習實踐課程並不是那麼看好，會懷疑

這真的做的出來嗎？但當他們看到展覽所呈現出來的

服飾樣貌時，卻也不得不佩服這些織者的用心與努

力，並轉而對他們表示肯定跟鼓勵。

展覽後續與發展

展覽對於外部觀看的人來說也許

是認識賽夏族文化的一個路徑，但對

於有心要恢復自己民族服飾文化的

人，卻是一種可借鏡參考的模式。對

於同樣想復振自已民族文化，卻面臨

文化斷裂與技藝消失的團體，或許這

樣的傳習實踐模式是可以提供參考，

也就是經由內部的核心工作人員組成

推動小組，透過文獻與網路數位平台

的資料庫搜尋相關圖錄及文獻資料，

同時進行博物館的館藏文物分析，再

由具技術與經驗者一同陪伴學習操

作，以建立可供傳習之基礎資料。織布這條路是寂寞

的，如何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並循序漸進

的學習，是動力的起點，畢竟文化跟技藝的養成並非

一蹴可及，必須日積月累地去儲存能量，才能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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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部落家藏傳統服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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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並發揮效果。

在展覽過程中有跟學員們在商討後續發展

的可能，學員大都表示希望能繼續學習的意

願，因此，2017年工作團隊再次到中央研究院

和國立台灣博物館繼續進行賽夏族傳統服飾的

分析及再製工作。筆者曾經與這些參與學習者

討論過，對於織布的學習未來是要朝文創產業

發展還是文化傳承努力，這些學員一致的反應

是要繼續將文化找回來，也就是針對其他博物

館典藏傳統服繼續進行再製工作。至於服飾尺

寸，是再製博物館典藏品之規格？還是以織者

家人的穿著尺寸？學員表示希望做自己家裡人

能穿的規格，因為博物館藏的賽夏族傳統服飾

尺寸都很小，不同於現代穿衣形式與習慣，為

了要符合實穿功能，因此在公開展示的再製傳

統服飾中都比典藏傳統服飾之尺寸稍大。對於

織布未來的發展要如何才能持續和延續，筆者

認為在賽夏族的社會裡會有基本的內需市場，

因此這些學員除了織自己家人的服裝外也可以

代族人製作族服，如此既可延續技藝也可增加

經濟收入。

從服飾文化中發掘傳統的脈絡

對於傳統服飾的重製工作，圖紋分析是相

當重要的，從學習祖先的路徑開始，試著去理

解紋路形成的方式，並將它繪製出來以作為學

習的樣本，透過組織分析、繪製成組織圖以提

供學習者有所依循的圖樣，這種方式是現代的

作法。但在過去織者要織出一件紋飾繁複、圖

紋細緻的衣服，是需要有相當的智慧且頭腦清

晰才能完成，因為過去部落族人沒有文字可供

記錄，完全要記在織者的腦袋裡。以雷女織紋

為例，從圖紋分析中發現織者的幾何邏輯概念

很強，竟可將圖紋銜接到完美呈現。對於教導

學習者學會分析及繪製組織圖的用意，是希望

從分析繪製的過程中可以比較清楚織紋的路

徑，並且從學習的過程中培養創造及轉換的能

力，因為每位織者都想要表現的與眾不同，而

如果會分析繪製的技術，只要針對圖紋稍微設

計轉換，就可以形成新的紋樣。因為每個世代

都包含了繼承傳統與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的結

果，而我們能做的是從整理服飾文化中去發掘

美感價值，並讓有心學習的人們有所脈絡可依

循。

賽夏族傳統服飾復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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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織出祖先的紋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