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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成棒代表隊於2024年世界棒球十二

強賽中擊敗日本隊勇奪冠軍，向國

際證明台灣棒球實力。值得注意的是，隊伍中

半數選手具原住民族身分，再次使台灣社會對

原住民族運動能力的重視。台灣原住民族傳統

活動蘊藏豐富的歷史文化、族群認同與自然知

識，與強調標準化與勝負導向的現代運動特質

有所不同。隨著原住民族運動員在現代運動舞

台上的傑出表現，也讓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族的

「傳統競技」文化內涵產生興趣。以下進一步

從多元面向闡述原住民族傳統競技的現代轉型

及其意義與價值。

傳統活動、傳統身體活動及傳統競技的多元意涵
原住民族的傳統活動主要是在傳承文化與

認同感的活動，例如：歌舞、儀式、祭典等，每

當族人參與這些活動，無形之中也與祖先的知識

系統產生連結，並使族群文化記憶得以透過身體

實踐方式傳承下來。因此，原住民族傳統活動不

是種「比賽」行為，而是文化與儀式性濃厚的行

為。透過祭典、慶典或傳統競技等具有儀式意涵

的場合，能增進對自身文化的認同。

傳統身體活動大多都源於與自然環境緊

密結合的生活方式。例如，狩獵、射箭、擲

矛、鋸木等常見於山林與海岸生活模式，然而

這些身體活動不只是「個人體能」的表現，其

中更是包含部落先民面對山林河川時所累積的

知識與技能。因此，傳統體育強調文化、教育

及身體活動的多元性，不同於競技，它並非以

競技為核心，而是重視身體活動中的文化傳承

與教育意義。

「競技」一詞是近代才產生的，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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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系統性、標準化及制度化的體

育活動，參與者所追求的是個人或同

體競爭所獲得的勝利與榮耀，像是原

住民族的傳統活動（如射箭、狩獵、

拔河、摔角），如果其具有制度化、

規則化及具競爭性質，卻又保留些文

化與儀式（例如全國原住民族運動

會），則可稱為傳統競技的範疇。

當傳統競技遇上現代運動
現代運動如棒球、足球與籃球項

目等，具有Allen Guttmann在其《從

儀式到紀錄》中所提到世俗性、平等

性、專業化、合理化、官僚化、量化

與追求紀錄等現代運動特點，且擁有

相對完善的基礎建設與經費來源，相

較之下，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逐漸走向

現代運動的特質，成為不同以往的傳

統競技，它不再只是以具有豐富的歷

史性、文化意涵及教育功能為主。目

前政府主推的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中

雖有傳統體育的元素在其中（如：射

箭、負重、樂舞、鋸木等），但也包

含了現代運動的項目，這樣的運動會

被賦予度化與競賽化的規章，且在各

縣市代表的過程中強調競爭的表現及

勝負排名，已經不是原本具強烈的儀

式、生活技能與文化意涵的活動，因此傳統競

技的走向有別於傳統體育的途徑，雖重視勝

負，但也想保留民族文化及儀式元素。

從傳統儀式到傳統競技
如何讓原住民族傳統競技融入民族教育

中，一直是重要議題。政府每兩年都會舉辦一

次全國的原住民族運動會，有些原鄉也會辦理

傳統競技的鄉運或是市運（如尖石鄉運動會、

桃園市原住民族運動會），但卻因無法界定清

楚要以現代運動特質為主，還是以

傳承傳統文化與儀式、重拾原住民

族的認同感為主，導致現在傳統競

技大多重視勝負，失去傳統文化意

涵。如何透過傳統競技的教育性與

現代性，又可以同時滿足文化保存

與社會發展，方能使文化延續與認

同？例如在傳統摔角技巧結合現代

柔道或角力訓練模式，使學生在學

習文化傳承的同時，也能達到運動

身體、活動教育的效果。當傳統競

技融入現代化運動比賽後，有助提

升原住民族內部的凝聚力與認同

感；例如部落青年積極參與現代化

比賽，無形中也強化對族群的歸屬

與認同感，但應注意過於追求競技

化、商業化，可能使得傳統活動的

核心價值逐漸流失。

期盼確立清楚的定位與發展方向
原住民族傳統競技在現代運動

脈絡下，體現了多元文化社會的創

新與挑戰。這種轉變雖為原住民族

的傳統活動提供了嶄新舞台，卻帶

來文化內涵弱化與核心價值流失的

風險。因此，我們在推動現代傳統

競技時，須謹慎拿捏傳統文化與現

代競技之間的平衡，避免片面追求競技化、商

業化，導致傳統活動原本承載的深厚意涵與認

同功能被弱化甚至消失。期盼未來學界、教育

界及政策制定者積極合作，透過教育與賽事活

動，確立清楚的定位與發展方向，讓原住民族

傳統競技扮演延續文化記憶、深化族群認同並

促進社會融合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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