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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及以排灣族日常文化為題材的繪本。故事情

節多貼近當代生活或具現實寓意，同時融入排灣族

的風俗習慣、價值理念，

屬於創新原創但具文化主

題的繪本。

C 1 .《部落音樂教
室：排灣族童謠有聲繪

本》（2013，原民會），

總編輯拉娃谷幸，繪者磊

勒丹‧巴瓦瓦隆，原住民

族文化事業基金會2013年

出版。繪本內容以「部落音樂教室」為概念，選取

排灣族代表性的童謠或歌謠（例如祈雨歌、數數歌

等），每一首配以生動插畫及中排雙語歌詞說明，

並附有音樂CD讓讀者跟唱。文化價值在於全面呈現

排灣族的歌謠文化，從旋律、歌詞到舞蹈動作都有

所描述，讓讀者在閱讀中實際感受傳統音樂的韻

味。語言方面，各首童謠皆以排灣語原文呈現，並

有華語翻譯或注解，是標準的雙語繪本；CD中還收

錄母語者演唱，提供正確發音和語調參考。除了語

言學習外，也在於培養藝術素養，可作為課堂教

材，帶動師生一同唱遊，達到沉浸式教學效果。

C2.《來唱排灣童謠》
（2015，屏東大學），童謠

採集、繪圖羅秀妹（韋瓦

莉），填詞蔣偉光，故事編

寫林秀妹，國立屏東大學

2015年出版。排灣族童謠

集，以插圖搭配童謠歌詞的

形式呈現。內容選錄多首傳

統排灣族童謠，例如遊戲

歌、搖籃曲或勞作歌謠，每

首童謠皆附有簡短故事背景或用詞解說。語言運用

上，此繪本重點在族語呈現：以排灣語原文搭配漢

語翻譯歌詞，部分並標註音譯方便讀唱。是一部兼

具族語學習與文化保存功能的有聲繪本。

C3.《芋守》（2021，瑪家國中），文圖創作麥
翔恩等，屏東縣立瑪家國中2021年出版。「Kurai」

在排灣語中可能與芋頭或看守有關。故事述說部落

的小朋友負責看守家中的芋田（芋頭是排灣族主食

之一），在芋頭成熟的季節保護作物不被野豬破

壞。孩子在月光下聽祖輩講述芋頭的由來傳說，逐

漸明白芋頭對族人的意義。最後，孩子成功趕走前

來偷吃的山豬，保全收成。繪本以華語為敘事主，

穿插部分排灣語詞（如作物名稱、傳統農具稱

呼），並附有族語翻譯段落以示對照。

C4.《ari! tjumaqi! 回家吧!》（2021，草埔國

小），文圖創作李鳳恩等，屏東縣獅子鄉草埔國

小2021年出版。以

「回家」為主題的溫

馨故事。內容講述一

隻走失的小狗或小

孩，在族人協力下找

尋回家的路。題名中

的「ari! tjumaqi!」在

排灣語中可理解為呼

喚「回來！」的意思，帶有緊急呼喊的語氣。故

事中，部落居民展現互助：大家分頭行動，終於

在森林深處找到走失者並勸說其跟隨回家。語言

方面，華語文字中夾雜排灣語呼喊詞（ari, tjumaqi

等）增加臨場感，並在結尾提供這些詞的意思解

釋。

C5.《望嘉部落送情柴》
（2022，屏東大學），編文

者呂美琴、陳婷壹，繪圖者

余泳頤，譯者黃淑貞，國立

屏東大學2022年出版。繪本

以「送情柴」（papuljiva）的

傳統習俗為主題，這是排灣

族的婚嫁習俗：青年男子在

追求女子時，於夜間至女方

家門口送去劈好的木柴，以

3w 排灣族繪本

示愛意和勤勞。故事背景設定在來義鄉望嘉部落，

描寫一對年輕情侶在家族長輩指導下遵循此古老習

俗訂下婚約的過程。語言運用上，本繪本屬雙語繪

本，內文有排灣語對應，使讀者同時看到華語與排

灣語的表達。

C6.《告別單身：送情柴：回春日小米收穫
祭》（2022，春日國小），作者霍維娣、柳程

浩、鄭子勤等，屏東縣春日國小2022年出版。本書

同樣圍繞「送情柴」習俗，但場景設定在春日

鄉，並結合當代情境。故事描述春日部落的一對

青年在小米收穫祭時遵循送情柴禮俗訂親的故

事：男主角在豐年祭前夕，挑選最好的木柴在夜

間送到心儀女孩家門，以示願與對方共組家庭；

女方家人在小米收穫祭典禮上以傳統儀式公開接

受，象徵兩人訂婚成功。繪本採中排灣語雙語形

式，排灣語書寫採羅馬拼音呈現，並配有小米祭

相關詞彙的族語。

C7.《seman caucau》（2022，南和國小），

文圖李悅等，屏東縣來義鄉南和國小2022年出版。

這本繪本的標題以排灣語書寫，seman caucau直譯

可能是「嬉戲玩耍」或某種具體意涵（需理解上

下文）。根據出版單位南和國小推測，內容可能

是一群排灣族孩子在部落生活中探索的故事集

錦。例如孩子們到森林河邊玩耍（caucau意為

玩），途中發現自然的奧妙：認識動植物、傾聽

鳥鳴，也闖了一些小禍但從長輩那裡學到教訓。

每個小故事都蘊含一個成長課題。語言上，此繪

本或許以排灣語直述部分對

話（因標題就是族語），並

附漢語翻譯，體現雙語形

式。

C8.《200縣道上的秋
天》（2022，長樂國小），

作者高雨涵等，屏東縣滿州

鄉長樂國小2022年出版。這

本繪本是一群長樂國小學生

的原創故事，以他們熟悉的縣道200號沿線為場景。

故事可能記錄了在秋天時節，孩子們沿著這條縣道

從學校回家的所見所聞：道路兩旁的飛舞落葉、金

黃稻浪，偶遇的族人長輩和傳統聚會。或許其中還

穿插一段幻想：孩子們想像縣道盡頭連接著祖靈的

領域，秋天的景色是祖靈送給族人的禮物。語言運

用上，以中文描述孩子視角的所見所感，但某些對

話（如與祖父母交談）可能以排灣語呈現以示真

實。

C 9 .《頌給  m u a k a y》
（2022，武潭國小），屏東縣泰

武鄉武潭國小師生共同創作，總

編輯潘正憲，武潭國小2022年出

版。繪本名稱結合華語與排灣

語，武潭部落有位受人敬愛的老

人名叫Muakay，年輕時是勇士或

是富有智慧的耆老。孩子們藉由

回憶Muakay的故事（例如他如何教導農耕、領唱古

謠、捍衛部落），以繪本形式獻上頌詞。全書結構

可能由多個孩子的插畫拼組，每頁一句感謝或讚美

的話語。文化價值在於體現敬老尊賢的傳統，借

Muakay之形象總結排灣族長者對文化傳承的貢獻。

C10.《人與麻雀的約定》（2023，望嘉國

小），屏東縣來義鄉望嘉國

小暨社區師生共同創作，望

嘉國小2023年出版。故事描

述部落中一位農夫與麻雀之

間所立下的約定。農夫發現

麻雀啄食稻穀，本欲驅趕卻

回想到祖先教導要與萬物共

生，於是與麻雀約定共享收成的一部分。最終農夫

保護了麻雀生態，麻雀也在關鍵時刻（如害蟲肆虐

時）幫助農夫吃掉蟲害，雙方形成互惠關係。繪本

含大量排灣語詞彙（如麻雀、稻穀等的族語名

稱），並在文末附有排灣語翻譯者名錄，確認族語

用詞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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