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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射箭
運動是

一項融

合原住民族傳統技藝與文化內

涵的活動。自2011年起，桃園

市參加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的偶

然契機，讓這項運動從部落傳

統逐步走向都市。在桃園市原

住民麒麟文創技藝交流促進會

羅綉綸理事長的積極倡導下，

射箭運動文化不僅得以保存，

更在都會地區裡找到發展契

機，使得桃園市成為北台灣傳

統射箭蓬勃發展的重鎮。

桃園市傳統射箭運動的

發展，迄今約有十幾年的歷

史。起初，這項運動為全國

原住民族運動會中的競賽項

目，參賽者為臨時組隊，缺

乏正式的規劃與技術支持。

羅理事長洞察到傳統射箭運

動的潛力，從自籌經費購買

弓箭器材到尋求花蓮縣等地

的專業技術支援，逐步構建

完整的訓練與推廣系統。其

中，桃園市龜山區為推廣基

地，透過都市原住民族的射

箭愛好者社群，使得傳統射

箭成為桃園市原住民族凝聚

認 同 與 傳 承 文 化 的 途 徑 之

一。

起源與契機
讓傳統射箭運動在桃園

市蓬勃發展的靈魂人物，是

桃園市原住民麒麟文創技藝

交流促進會的創會理事長羅

綉綸，他於1981年遷居桃園

龜山，氣象局公職退休後，

曾任龜山鄉鄉民代表。2011

年，由於全國原住民族運動

會的參賽經驗，開始推動原

住民族傳統射箭，而成為台

傳統射箭運動在桃園市
桃園市での伝統アーチェリー競技
Traditional Archery Sports in Taoyuan City

採訪 ︱編輯部

受訪者‧圖 ︱羅綉綸 Punay（桃園市原住民麒麟文創技藝交流促進會創會理事長）

2021年10月9日台灣北區（北北基桃竹宜）原住民
族傳統射箭錦標賽活動參賽

選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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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射箭運動在桃園市

灣北部各縣市傳統射箭運動

推廣的領航者。

羅理事長表示，桃園市

第一次參加傳統射箭比賽，

是在2011年全國原住民運動

會。當時，根本沒人了解如

何射箭，桃園市原本只派隊

伍參加傳統樂舞賽事，但因

傳統射箭項目無人參加，市

府臨時加派該隊參加射箭比

賽，就是因為這樣的順便，

開啟了這項運動的契機。

當年，由於桃園市的參

賽隊員對於射箭項目的規則

與技術相當陌生，因而成績

不甚理想。初次參賽讓羅理

事長認識到傳統射箭的文化

價值，認為有發展與推動的

必要性，並向桃園市原民局

建議重視傳統射箭運動的推

動。

羅理事長是桃園市傳統

射箭運動的推動核心人物，

他過去曾擔任龜山鄉鄉民代

表 ， 他 以 龜 山 區 為 推 動 基

地，在桃園市體育會底下組

織了傳統射箭委員會，並透

過自籌資金購買器材、尋求

教練支援等方式，帶領當地

的原住民族人開始練習。

射箭為原住民族傳統體

育運動之一，據說起源於花

蓮縣太魯閣族部落，早期是

以 木 瓜 做 為 射 箭 比 賽 的 標

靶，逐步發展成為具競技性

質的活動。全國原住民族運

動會的傳統射箭比賽起初主

要由宜蘭縣、花蓮縣、台東

縣 、 屏 東 縣 等 縣 市 組 隊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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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簡介

羅綉綸 Punay
台東縣成功鎮忠仁里麒麟部落人。阿美族。1948年
生。環球科技大學企管系原民專班學士。曾任桃園市

原住民麒麟文創技藝交流促進會創會理事長、第17屆及第19
屆桃園縣龜山鄉鄉民代表。

2021年10月9日台灣北區（北北基桃竹宜）原住民
族傳統射箭錦標賽活動，由

桃園市原住民麒麟

文創技藝交流促進會承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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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地區推廣的挑戰
在都會地區推廣射箭運

動並非易事，初期的練習場

地選擇、器材管理、安全等

問題都帶來挑戰，尤其是射

箭項目面臨都市人的誤解及

檢舉。例如，背負弓箭騎機

車在都市道路上，經常有被

人投以怪異的目光，後來弓

箭攜帶時都要用布袋包裹起

來 ， 才 不 會 被 視 為 危 險 物

品。

隨著桃園市的射箭活動

逐漸制度化，每年的射箭比

賽與文化體驗活動吸引了越

來越多家庭參與。當地族人

組建家庭式的射箭隊伍，親

子共同參與這項休閒運動，

增進了社群的凝聚力與歸屬

感。傳統射箭從部落走向都

會。

訓練模式的建立
桃園市體育會的傳統射

箭委員會從零開始，逐步建

立一套傳統射箭訓練模式。

起步階段的最大挑戰是器材

不足。傳統射箭所需的弓箭

多為自製，材質為木頭或竹

子，成本高昂。羅理事長初

期購買了8,000元一支的弓以

供練習，當時弓箭器材耗費

總計約8萬元。儘管成本不

低，但他堅信只有提供高品

質的器材，才能吸引更多人

參與並提高技術水平。射箭

技巧的培訓也充滿挑戰，羅

理事長提到，早期的學員主

要依賴由花蓮縣請來的太魯

閣族教練，協助進行訓練，

且免費授課，學員完全憑藉

興趣，利用工作之餘，參與

射箭活動。

接 著 是 練 習 場 地 的 問

題。羅理事長表示，初期的

練習場地多選擇龜山區內的

空地，設置簡易架子作為射

箭標靶。儘管條件簡陋，但

這些空地成為了射箭愛好者

們重要的練習場所，同時還

需解決民眾誤解衍生的檢舉

問題，因而積極尋找適合的

訓練場地。

傳統射箭場的設置
傳統射箭場位於桃園市

龜山區大崗里下湖街，也就

是 桃 園 龜 山 棒 球 場 旁 的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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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青少年、小年傳統射箭體驗營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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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這塊空地早年是垃圾掩

埋場，草木叢生，衛生及治

安條件不佳，當地居民相當

憂心。然而，羅理事長在擔

任 鄉 民 代 表 期 間 ， 提 議 整

理，做為射箭運動的練習場

地。在他與協會的努力下，

這片空地經過整理，逐漸轉

變為射箭愛好者的聚集地，

荒地改善為運動場所，也讓

當地居民相當滿意。

起初，射箭場地的經費

來 源 和 基 礎 設 施 都 相 當 有

限。羅理事長回憶，當時設

置的射箭場採用了簡易的結

構，例如使用木材與保麗龍

設置標靶，並搭建起最基本

的防護措施，確保初學者練

習的安全。他與協會成員積

極 自 籌 經 費 、 購 買 器 材 設

備，同時申請政府補助，逐

步完善傳統射箭場的功能，

射箭場於2015年正式落成。

會員規模日漸龐大
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傳

統射箭的組織與訓練日漸成

熟，成為桃園市原住民族傳

統 射 箭 運 動 推 廣 的 重 要 途

徑。在羅理事長的努力下，

射箭運動逐漸得到更多經費

支持，更吸引其他縣市的仿

效學習。如今，桃園市可說

是擁有全國規模最大的傳統

射箭會員群體。目前，參與

該協會的會員約有80人，應

屬國內擁有最多傳統射箭會

員的縣市。

羅理事長表示，協會每

年舉辦至少三場大型活動，

包括射箭比賽、射箭文化體

驗、射箭競技推廣。甚至在

桃園市各族豐年祭等活動或

場合，經常擺攤推廣此項運

動，以招攬會員。

協會不僅進行射箭技術

的培訓，在辦理比賽的過程

當中，也進行耆老組、公開

組、以及國中組與國小組的

射箭運動人才的選拔。

協會採用家庭式訓練模

式，族人不僅是父母參與，

還有小孩們一起觀摩，感受

與體驗傳統文化。而射箭文

化也在這種訓練模式當中得

到傳承，也就是父母的參與

可以激勵孩子加入，孩子在

比賽中的出色表現鼓舞更多

家庭願意投入這項運動。

未來展望
射箭是全國原住民運動

會 當 中 的 傳 統 體 育 競 賽 項

目，各縣市的國中及國小也

常以射箭為傳統文化課程之

一。桃園的射箭隊伍經過這

十幾年的努力，在全國比賽

中屢屢獲得佳績，展現傳統

射箭文化在桃園市的充沛活

力。

展望未來，羅理事長希

望傳統射箭文化能成為都市

原住民族的重要休閒活動，

協助凝聚都市原住民族的認

同，也期待傳統射箭文化進

一步發展為現代運動的一部

分，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台灣

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色。

傳統射箭運動在桃園市

2022年4月10日桃園市原住民麒麟文創技藝交流促進會所舉辦傳統射箭活動的會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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