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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原住民族人口共計12,229人，除了擁

有豐富且獨特的泰雅族及賽夏族原住

民族文化外，多年來因為社會變遷族人流動，讓苗栗

成為台灣原住民族多元文化的縮影之一。為了促進文

化保存、社群凝聚與體育發展，苗栗縣特別舉辦了原

住民族傳統競技運動會，成為體現文化價值、促進族

群共融的重要活動。本文將探討這項運動會的核心理

念與發展過程。

核心理念
苗栗縣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運動會的核心理念可

總結為以下三點：

一、文化保存與傳承：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原

住民族的文化遺產正面臨衝擊。傳統競技運動作為

文化的一部分，不僅包含了身體活動，還蘊含了豐

富的歷史、信仰與價值觀。透過運動會的舉辦，這

些文化得以被系統性地保存並展示於後代。例如，

許多運動項目如射箭、傳統狩獵和傳統拔河等，都

源於原住民族的生活與祭儀，參與者可以透過活動

深入了解其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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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運動會」開幕表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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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尊重多元與族群共

融：運動會的另一大核心在於

推動對多元文化的尊重，並促

進族群間的理解與共融。透過

這樣的平台，苗栗縣的居民以

及外來參加者能更直接地接觸

到原住民族文化，深化對其價

值與精神的認同。同時，活動

本身也成為不同族群共同參

與、彼此欣賞的契機，進一步

促進社會和諧。

三、健康促進與體育精

神：體育活動不僅是文化的延

伸，更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運動不僅強

調身體的鍛煉，也注重心靈的

修養，通過競技過程培養參與者的毅力、團結

與榮譽感，這些都是運動會的重要精神支柱。

發展歷程
苗栗縣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運動會的發展

歷程，展現了如何在傳統與現代化之間取得

平衡的關鍵，重點有以下三點：

一、從部落活動到縣級盛事：早期，原

住民族的傳統競技活動主要由個別部落自行

舉行，範圍較小，目的也多以祭典與慶祝為

主。然而，隨著地方政府對文化保存的重

視，這些活動被重新整合，形成如今的縣級

運動會。政府的介入不僅提升了活動的規模

與影響力，也為更多人提供了參與的機會。

二、專業化與制度化的進程：隨著活動

的逐漸擴大，運動會的組織與舉辦項目也日

益專業化。例如，競技項目的規則制定更加

標準化，以確保比賽的公平性與觀賞性。此

外，在選手培訓和競賽設

施方面，縣政府與民間團

體投入了更多資源，提升

整體運動水平。

三、文化與觀光結

合：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運

動會不僅僅是一項體育活

動，它也與地方觀光緊密

結合。例如，運動會期間

會安排其他文化活動如歌

舞表演、手工藝展覽與傳統美食市集，吸引

國內外遊客，讓更多人能深入體驗苗栗的多

元文化。

面臨的挑戰
雖然苗栗縣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運動會已

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仍面臨一些挑戰。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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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運動會」傳統射箭參賽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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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技藝的傳承不易：隨著時代的

進步，年輕一代可能對傳統活動的興趣降

低，如何設計吸引他們的元素是一大課題。

二、資源分配問題：部分部落仍可能面

臨資源不足的困境，包括人力和物力資源

等，且沒有符合需求的大型場所空間，無法

進行大型運動賽事或祭儀活動；因此，這還

需要政府更均衡的進行

資源分配，而各族也應

更加支持政府政策來解

決資源分配的問題。

三、國際化的嘗

試：如何在保留傳統文

化的同時，吸引更多國

際參與者共同參與，是

一個需要努力的方向。

展望未來，苗栗縣

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運動

會，將繼續扮演文化傳承與多元族群凝聚的

重要角色。透過創新思維與多元合作模式，

運動會有潛力成為台灣文化與世界舞台的重

要連結，為原住民族文化的永續發展注入新

動力。

整體活動敘述 
苗栗縣原住民族群，主要分為兩大族 : 賽

夏族及泰雅族，這兩大族群大多位居於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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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運動會」傳統拔河競賽激烈戰況。

「113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運動會」傳統狩獵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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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泰安鄉及獅潭鄉等等原鄉部落，在苗栗

縣的歷史、文化及社會結構中扮演著重要角

色，並且在當地各自保有獨特的語言、習俗

和傳統。

原住民是在台灣居住最久的族群，這些

族群在台灣的歷史上擁有悠久的存在記錄，

也同時擁有最悠久的傳統技藝，這些來自世

世代代傳承下來的技藝，是靠著先輩們的智

慧一步一步改良而來，擁有重要的歷史價

值，且原住民族群在自給自足上都離不開這

些技藝，也從而發展出許多屬於原住民族的

傳統技藝競賽項目。 

隨著時代演變發展出更先進的技術，傳

統技藝逐漸成為原住民族之間交流以及競賽

的媒介，用競賽、表演的方法，來傳承這些

源自於原住民族的智慧。113年特別設計舉辦

「113年苗栗縣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運動會」，

比賽項目包含了富有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內

涵的四大競技項目，包括傳統鋸木、傳統狩

獵 、 傳 統 拔 河 及 傳 統 射

箭。

傳統競技項目皆源自

於原住民族族人的生活智

慧，如傳統鋸木是由族人

建造屋舍及生火時，必需

具備的伐木技巧；而傳統

射箭則是族人為了生計，

進入森林中狩獵所需的技

巧。另外，還有極具挑戰

性的傳統狩獵項目，除了

考驗參賽者陷阱製作與獵

捕技巧外，並強調族人間

的團隊合作精神。每一場

的競賽不僅是對選手體力與耐力的考驗，更

是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尊重與傳承。

透過一連串的競賽項目來完成文化傳承

的目的，在活絡各個來自不同地區的原住民

族群之間的感情及互動，也同時帶動觀光產

業經濟效益，並吸引遊客對於原住民族傳統

文化的注意及興趣。此活動不但能完成文化

傳承的偉業，同時又能活絡各個部落的交

流，也為體育競技注入活血和精力。

苗栗縣：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運動會的理念與發展

盧曉玲
Maya Buyung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南灣部落

人。泰雅族。1970年生。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

所碩士。現任苗栗縣政府原住民

族及族群發展處處長。曾任國小

教師10年、國小主任10年、國小
校長14年。從事教職以來一直以落實真正的原住民族教
育為理念，一生致力於推動泰雅族語言、文化的傳承與

永續發展，並以「我泰雅、我驕傲」成為人生的座右

銘。

「113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傳統競技運動會」耆老祈福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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