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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世界12強棒球賽，國家代表隊精彩奪

冠，讓世界看見台灣，其中有近一半的

選手具有原住民血統，縱然是台灣之光，卻也讓社會

大眾習以為常的認定，此乃原住民族天賦異稟之正常

表現。

文化傳動
台大人類學系謝世忠教授曾指出，「原住民傑出

選手一個個出現體壇，顯現原民世界似有一神秘存在

的養成機制，很難確定這是否係與生俱來的天賦，然

無論如何，總是有一不斷裂的運動人才來源，密集現

身於體育成就人口，年輕族人更是機會很大；也就是

說，體育提供了青年拓展學習與交流的機會。」桃園

市政府鑑於原住民青年經常在體壇發光發亮，卻較少

見他們參與傳統文化祭儀活動；基於鼓勵，自2016年

起，開始辦理「市長盃原住民族運動會」，有槌球、

傳統射箭及慢速壘球等三種賽事。其中，年年均辦理

且熱潮不減的，即是廣邀全國原住民好手齊聚桃園的

「射箭比賽」；另外，為培育桃園市原住民族體育人

才，並期望透過賽會凝聚族人，始從2022年開辦「桃

園市原住民族運動會」，以各行政區為組隊單位。為

與一般體育活動有所區隔，並突顯原住民文化的獨特

性，遂將原來生活中的勞動與文化技能，轉成傳統但

非典型的新穎運動，撒網、負重接力及鋸木等列入賽

事項目，本文即擬聚焦在「射箭」」及「踞木」等二

項文化傳統被轉化成制度性運動的相關發展，以及其

所顯現之社會文化意義。

 
原源青流

桃園市原住民人口截至2025年2月底已逾8萬7千

人，是全國六都中原民人口最多且有完整16族人居

住的城市。居住都市的原住民，每4位中就有一位住

在桃園，且青年人口比例較高。第一屆桃園市長盃

全國傳統射箭比賽，主要是以50歲以上族人為主，

惟近幾年來也廣受年輕族人喜愛，參與人數過半。

2025年3月甫於高雄市辦理的二年一次全國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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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便有傳統射箭少年（11-13歲）、青

少年（13-16歲）與公開（16歲以上）的分齡

組別，復因射箭技藝原為長者傳授，為鼓勵

長者參與，另增「耆老組」。今年本項賽

事，桃園市參賽選手20歲以下有15人，且青

少年男、女兩組積分均獲全國第一名。從競

賽組別及參與人數來看，相較辦理之初，已

能清楚見到愈來愈多年輕族人投入。

再從桃園市原住民族運動會鋸木比賽觀

之，2022年度組隊的選手，多以有務農鋸木及

從事木工經驗的壯年組成，但到了第三屆2024
年，鋸木項目的總參賽人數182人，20至40歲有

43人、41至50歲122人，51歲以上僅有17人，經

驗豐富的年長者退居幕後，擔任教練或加油

團，讓本項競賽活動洋溢著青年活力。體育活

動不僅引來年輕族人的關注，特定賽事更開啟

了另一個原住民文化傳承的平台。桃園市原住

民族運動會，分有擅長運動與傳統運動等二

類，前者以田徑賽為主，選手多為年輕族人；

後者有「鋸木」、「撒網」、「負重接力」三

項傳統運動。各區隊為了爭取佳績，紛紛力邀

年青族人加入，而他們在

參賽或觀賽後，也會自願

學習並決定參與下屆比

賽，從中認識文化價值，

強化自我認同與歸屬感。

歡「鋸」一堂
有關鋸木賽事，筆者

（2023）曾以代表桃園市

參與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的「復興區泰雅族類家族

鋸木隊」為對象，探討此

非典型卻新穎的運動背後

的文化理路。文中述說泰雅族人長遠的百年山

林互動史，在鋸子出現之後，產生與多變世界

對話的勇氣，鋸木比賽是一個政治、歷史與文

化的複合體，承載族群接觸、山林互動的集體

記憶，以及文化核心價值。今（2025）年代表桃

園市參與全原運鋸木競技者，是由2024年桃園市

原住民族運動會鋸木比賽秒數最少的選手組

成，成員中除了復興區泰雅族團隊，也加入半

桃園市：運動場上傳統技藝交織的「鋸」「箭」新「原運」

筆者2025年3月21日和參與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傳統射箭比賽桃園市代表隊青少女組選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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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都會區年輕族人。多

名成員因從事木工而經

常接觸鋸子，鋸木早已

成了熟練生活技能；而

年 輕 族 人 相 聚 ， 以 鋸

子、鋸木為題，衍生出

工地男模與女模詼諧的

有趣話題，更是當代重要的集體記憶。楊士

範（2016）指出，營造業的勞動歌謠，就以

描繪板模工的創作最引人注目，上世紀80年

代 誕 生 的 都 市 阿 美 族 人 集 體 創 作 〈 木 工

歌〉，是流傳最廣的一首歌。來自原鄉泰雅

族人與都市各族族人，歡「鋸」一堂。不同

族群、不同世代、不同性別，全以鋸子為

媒，連結起傳統與當代，早已現出了各族群

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模式，猶能透過運動

賽事，進一步增進彼此了解。

遇「箭」傳統
劉康文與林志興曾於著作中提到，「原

住民傳統射箭活動的生成與發展，需要有內

部文化動力的支持，以及外部國家治理與民

間團體的相互作用」。射箭比賽標靶上特別

繪製山豬，射中豬眼可得最高10分，透露獵

人手握擁有靈力護佑的弓箭，追逐獵物時需

具高度專注力的心情。林志興指出，「對原

住民社群而言，在女性參與射箭競賽，無疑

是傳統的跨越。選手一定要穿著族服才能上

陣 比 賽 ， 標 示 了 競 賽 空 間 為 「 原 住 民 領

域」，此一宣告或有與主流運動「區辨」與

「抵抗」的象徵意義」。傳統上，射箭狩獵

文化是男性專屬，轉成運動賽事後，女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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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傳統鋸木隊隊員年輕選手持續增加。

2025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傳統射箭比賽桃園市代表隊青少
女、青少年積分均榮獲全國第一名。

桃園市原住民族運動會各區年輕族人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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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參與。一位青少女組參賽選手的家長Wilang
這麼說：「時代在變，要能與時俱進，尤以

當代在談性別平等，大家都一樣，處在現代

要破除男女有別的觀念，尤其在文化傳承

上，無須區分男女。學習射箭不只是為了比

賽而是過程中的學習也重要，例如從弓箭製

作及選取木竹，均可承襲祖先的腳步」。年

輕孩子的家長們，多位表示為了支持子女學

習射箭並參與外縣市的比賽，經常凌晨出

門，南往北來，甚至遠赴花蓮、台東，展現

獵人的勇氣與超強活動力。傳統射箭不僅源

於族人過去生存技能之需，也演變自族群重

要祭儀如布農族「射鹿耳」、卑南族「大獵

祭」等。由於各族文化息息相關，受到一定

的矚目，因而是目前最為普遍也經常持續在

運動會中辦理的傳統運動項目。全原齊聚，

既能交流、傳承傳統智慧，也可保存原民狩

獵文化，更具強化族群認同效益。

泛群認同
本文描述之鋸木與射箭等二項傳統運動

項目，均為1999年桃園縣政府主辦全國原住

民族運動會時首度出現。雖非每屆均有此等

項目，但近3次賽事均有列入，表示受到族人

歡迎，也可見各族群獨特文化之間仍有其融

通性，而它或正是形成16族原住民族泛群認

同的基石。運動賽事不僅在於參賽者是否贏

得佳績，賽前集訓選手間相互切磋鼓勵，以

及賽場中集體投入的熱情，實則同等重要。

傳統運動，既要看熱鬧，也要看門道。熱鬧

的是選手間精彩搏鬥、揮灑汗水；而門道則

是選手與觀眾透過賽事，強化了對原住民族

文化與歷史的認知承，更引發「我們是一

體」的認同感。

傳統運動在有經驗的長輩教導下，年輕

族人不僅學習文化技能，更深刻了解自身文

化，這和一般現代化的體育賽事不同。無論

是否得獎，對選手及觀眾來說，都是一次認

識自我族群傳統與日常生活脈絡的機會，也

是認識原住民文化很重要的場域。此一源自

原住民傳統運動的「原運」，雖不同於原住

民社會運動的原運，但也達到凝聚族群並促

進文化認同之標地，與一般單純的運動賽

事，有看似同曲卻異工的差異。

桃園市：運動場上傳統技藝交織的「鋸」「箭」新「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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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射箭好手齊聚桃園參與市長盃傳統射箭比賽。

桃園市原住民族運動會年輕朋友大聲吶喊為選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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