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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的運動會與傳統競技，其目的皆

在維護原住民族體育發展，並透

由體育範疇來深化原住民族文化的展現，將文化融合

於運動中，從中奠定具特色的原住民族體育發展。

「體育」與「運動」二者常難以區辨（徐元民，

2003），但從文獻及教育的觀點來探討，「體育是透

過規範去進行的身體活動方式，可用來激發潛力、提

升自我能力與人際關係，進而達到完人教育。而運動

則具有遊戲、競爭、自我挑戰、奮鬥等特質，而達到

樂趣且含有心智與身體發展的活動。」（陳信文，

2016）。由此可知，促進原住民族體育發展所辦理的

賽會，除了包含大眾所熟知的一般運動賽事外，也包

含了具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的傳統競技運動賽事。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舉辦準則
從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觀之，1999年4月29日發

布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舉辦準則，即明訂全原會舉

辦之項目以原住民擅長之競賽種類、項目及其他原

住民傳統民俗體育活動為原則。2014年7月1日再修

正為賽會舉辦之運動為原住民族特有或傳統民俗之

運動、具優勢或屬團體性，適合推動於多數原住民

族之運動。顯見，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舉辦核心，

聚焦在原住民具優勢且擅長的運動項目及特色傳統

競技。換言之，所謂將原住民族文化轉譯為特色傳

統競技，融入到原住民族運動會賽事中，這貼合了

原住民族運動會為發展我國原住民族體育，提升原

住民族體能，保障原住民族運動權之宗旨。

   現在除了二年舉辦一次的全國原住民族運動

會外，在許多的原鄉地區也皆能看到由當地公所主

辦的運動會與傳統競技，有的鄉區是僅辦理運動會

性質，如：原鄉聯合運動會；有的鄉區是運動會與

傳統競技共同舉辦，如：原鄉運動會暨傳統競技；

也有的鄉區是結合歲時祭儀文化慶典活動融合辦理

運動會與傳統競技等，如，運動會暨歲時祭儀及傳

統競技等；另外還有原住民族各族群的全國性運動

會，如：全國泰雅族運動會、全國布農族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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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太魯閣族運動會及全國排灣族魯凱族運

動會等。不論政府機關是以如何的態樣來辦

理原住民族的運動會與傳統競技，舉辦的內

容皆含一般亞奧運常見的運動項目，與原住

民族文化息息相關的傳統競技，雙重體現原

住民族的運動天份潛能及民族文化特質。本

文茲以新北市烏來區運動會與文化季暨傳統

競技等二活動做為探討。

運動會與文化季暨傳統競技
新北市烏來區是大臺北唯一的原住民族

地區，也是臺灣戰後初期較早有漢人移入墾

殖的原鄉地區，烏來因其歷史脈絡與人文變

遷，如今的原住民族與漢人的人口比大約為

4.5及5.5，也因族群人口組成結構，烏來區辦

理的運動會或者文化季暨傳統競技活動，皆

邀請全區區民不分原漢一同來共襄盛舉。訪

問在地的Lmuhuw耆老，在他的記憶中，改制

前烏來鄉於1971年左右就有辦理運動會，辦

理2-3天，當時的運動會

比 賽 項 目 是 短 跑 、 長

跑、跳遠等，還有撐竿

跳 、 比 腕 力 、 傳 統 摔

角、到溪邊射魚比賽、

到山上抓山豬及射飛鼠

比賽，最精采的比賽會

留在第二天，比賽完就

會舉行慶功舞蹈表演。

直至2000年7月15日舉

辦 烏 來 鄉 第 一 屆 祖 靈

祭，之後烏來鄉的泰雅祭儀活動即結合了傳

統競技共同辦理，2001年間也將祖靈祭活動

改為文化季活動，而烏來鄉運動會仍繼續辦

理。時至今日，烏來區的運動會及泰雅文化

季暨傳統競技是分開辦理的，前者區運動會

是每年透過籌備小組共同討論於4-9月間擇日

辦理，後者泰雅文化季暨傳統競技係因烏來

GAGA歲時祭儀日是每年的7月15日，總頭

目、耆老們及公所皆有共識在7、8月辦理，

除非有特殊因素才會改期辦理。

從新北市烏來區運動會與傳統競技探討原住民族體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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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來區運動會強調的是全民運動，規劃

內容及競賽項目為適合全齡運動為主，每項

內容皆由不同年齡層參與，目的是希望讓區

運動會是一個青壯老幼共融的共同參與。在

活動一開始的開幕表演，會邀請原住民文化

健康站長者及區內國小學生共同跳健康操，

在場預備競賽的每一個人也都可以跟著他們

動起來，為運動會暖身。點燃聖火儀式為邀

請本區區民在市級或全國性的正式運動比賽

中獲得佳績的得獎者來進行，也意味著公開

表揚及鼓勵體育優秀人才的殊榮。趣味競賽

會設計較緩和的競賽項目，由烏來區內8個社

區發展協會組隊參加，讓長青者及孩童們也

能透過適性的規劃來進行身體的活動。而區

運動會焦點競賽項目為桌球、籃球、路跑、

田徑賽及拔河，由烏來區內的5個里及2所學

校分別組隊參加，各里參與的選手為原住民

族人居多，而族人也在賽場上展現天賦異稟

的運動細胞，不論是籃球比得你爭我奪、或

是拔河競爭得互不相讓、抑或大隊接力誰也

不想跑輸誰，族人皆卯足全力與專注比賽，

將運動潛能發揮到極限，增進強健體魄。

烏來區泰雅文化季

暨傳統競技，強調的是

泰雅文化傳承與延續，

珍貴的Lmuhuw總頭目及

耆老們是泰雅文化重中

之重的人文瑰寶，活動

一開場會先進行GAGA
祈福儀式，接下來會由

區內各原住民文化藝術

團，按照時序進行各種

歲時祭儀的傳統舞蹈展

演，如：開墾祭、播種

祭 、 收 割 祭 及 豐 收 祭

等，還有T m i n u n編織

舞。而區內教會也與泰

雅族人的GAGA有著深

厚的連結，各教會族人會透過族語獻詩及族

語歌謠來歌頌。除文化祭儀活動外，屬體能

運動的傳統競技項目多元，如：傳統射箭、

傳統角力、鋸木頭、揹新娘、木材生火、溪

邊射魚、負重接力、揹地瓜接力等等，和區

運動會一樣的是由5個里組隊參加，參與的選

手為原住民族人居多。這些傳統競技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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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是泰雅族文化早期的生活態樣，是原

住民族知識，也是需要傳承與延續的文化內

涵，透過動態設計，將文化融入運動競技

中，讓族人從體能的運動中感受到文化使命

的韌性，可謂原住民族體育發展的一部分，

是鑲嵌在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當中。

培養全國賽事運動員的搖籃
烏來區運動會與文化季暨傳統競技賽會

是一個提供族人們透過競賽式的互動來強健

體能與發揮運動專長的場域，

將族人們聚集在一起角逐競賽

與情感交流，這不僅僅只是身

體上的運動競賽，更是心靈上

的團結凝聚，賽會每年皆會吸

引區內許多不同年齡層的族人

及運動健兒一同來參加，除了

累積運動員的參賽經驗，自律

自發性的自主訓練，增強自信

心外，也是達到全區運動之效

果，更是接地氣的展現泰雅族

文化，實為原住民族體育發展

的重要賽事，而這地方性的賽

事 也 是 培 養 運 動 員 能 力 的 試

煉，強化運動員在全國性比賽

的實力，就如在今2025年全國

原住民族運動會，本區選手榮

獲角力、田徑路跑、籃球等佳

績。另外，當地公所於2023年

開辦烏來區體育優秀人才獎勵

金政策，獎勵在各個運動領域

有傑出表現之體育人才，做為

族人運動健兒的支持後盾，提

升原住民族體育發展之質量。

從新北市烏來區運動會與傳統競技探討原住民族體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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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競技—射箭。

傳統競技—鋸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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