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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
繪本，早在2009年已經出現
2本，在2015-2024的10年

間，出版8本。此外，還有「十六族共有網路翻
譯繪本系列」可以閱讀文學或學習族語。

A、本族繪本
A1.《阿嬤的文面

Patas dqras payi》
（2023，宜蘭縣政府
出版），編者／作者

高慧珍等5人，繪者王
守珍，宜蘭縣政府

2023年出版。本書採太魯閣族語呈現。故事聚焦

在祖母世代的生活智慧與部落傳統，繪本透過口

傳故事轉寫為文字，呈現太魯閣族的日常風俗與

儀式，具有鮮明的族群視角。本書運用純太魯閣

族語撰寫，作為族語教材，並融入常用詞彙與句

型，幫助語言學習者熟悉語言結構與文化內涵。

圖文風格以寫實或象徵繪畫表現，畫作細膩呈現

族人日常場景，從圖像中可見傳統服飾、織布或

祭儀等元素，強調族群認同與文化自信。

A2.《花蓮縣布農族‧阿美族‧太魯閣族童
謠繪本》（2009，原民音樂文教基金會），財團
法人原住民音樂文教基金會編

著，2009年發行。此繪本收錄
花蓮縣布農族、阿美族與太魯

閣族的童謠歌謠，附CD，內容
包含三族童謠的樂譜與圖文解

說，並分別以母語及華語呈

現。本繪本集結多首部落傳統

兒歌及童謠，並配有童趣插圖

與注音歌詞。語言教學價值體

現在於歌謠中融入族語基本詞彙與節奏，可作為

族語啟蒙教材，並配合CD聆聽增進語音語調理
解。圖文風格色彩鮮豔、童趣十足，插畫強調部

落生活場景；以童謠為主旨，呈現各族語境下的

生活畫面與情境，增進族群對話與互相理解。

A3.《希大‧督固：Gaya 的女兒》（2016，
新北市原住民族行政局），作者／繪者路寶‧馬

紹與楊以潔，盧彥芬總策劃，新北市原住民族行

政局2016年出版。本書為華語與太魯閣族語雙語
繪本。繪本敘述一位名為「希大‧督固」的太魯

12u 太魯閣繪本

年份 網路翻譯繪本

2015 B1.《小王子》2015
2016 B2.《會說話的葉子》2016
2017 B3.《羅密歐與茱麗葉》2017
2018 B4.《木馬屠城記》2018

B5.《湯姆歷險記》2018
B6.《愛麗絲夢遊仙境》2018

2024 《吉娃斯愛科學》繪本4集

タロコ族絵本
Picture Books of Truku
文‧圖︱ 編輯部

太魯閣繪本12u  

年份 高級 中高級 中級 初級

2016 0 0 2 8

2017 0 0 6 4

2018 0 5 5 0

2019 0 3 7 0

2020 0 5 5 0

2021 5 0 0 5

2022 5 2 0 3

2023 2 2 3 3

2024 0 2 1 0

2025 1 1 1 2

族語E樂園繪本統計表

太魯閣族網路翻譯繪本

繪本《花蓮縣布農族阿美族太魯閣

族童謠繪本》封面。

繪本《阿嬤的文面》封面。

年份 繪本出版品

2009 A2.《花蓮縣布農族‧阿美族‧太魯閣族童謠繪本》
       2009原民音樂文教基金會
A5.《占卜鳥希希利：太魯閣族》2009世一文化

2015 A4.《勇太魯閣族》2015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6 A3.《希大‧督固：Gaya的女兒》2016新北原民行政局
2021 A6.《勇敢小獵人》2021慈濟大學

A7.《小小 Truku 勇敢的狩獵》2021慈濟大學
A8.《織布機上的眼睛》2021慈濟大學
A9.《我的朋友要搬家》2021慈濟大學

2023 A1.《阿嬤的文面》2023宜蘭縣政府出版
2024 A10.《祖靈之光》2024晨星

太魯閣族繪本年表

繪本《希大‧督固：G a y a的女
兒》封面。

閣族女性角色的勇氣與貢獻。文化意涵預期尊重

部落英雄觀與女性角色在傳統中的地位，透過人

物對白與圖像來表達族人對祖先與榮譽的敬意。

A4.《勇太魯閣族 = Rmun Truku》（2015，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由太魯閣國家公園管

理處編撰，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5年出版。本書採
華語與太魯閣族語雙

語呈現，選取太魯閣

族「巨人」與「射

日」的神話傳說，以

獵人英雄的視角描述

族人如何以智慧與勇

氣迎戰困難。主題結

合傳奇與勇氣精神，情節融入原始神話與文化傳

承，透過神話故事教育小讀者部落的歷史與價值

觀，以及族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觀念。同時，繪

本內容融入太魯閣族的音樂與舞蹈，如織衣歌、

英雄歌、同樂歌、採收歌、結婚歌等，將族群文

化精髓具體呈現。此雙語版在語言教學上具有極

高價值：讀者可透過對照華語、太魯閣語雙語文

本學習基本詞彙與句構，促進族語能力。插畫風

格以生動色彩呈現神話場景與部落生活，圖像以

寫實與象徵兼具的方式，並輔以樂舞元素，充分

表達太魯閣族的自然智慧與藝術表達。

A5.《占卜鳥希希利：太魯閣族》（2009，
世一文化），作者陳景聰，繪者黃正文，世一文

化出版社2009年出版。
此繪本根據太魯閣族傳

說「希希利鳥」的故事

改編，以華語撰寫。描

述一種具有占卜吉凶能

力的鳥（希希利鳥）幫

助族人或解決問題的奇

妙經歷。主題圍繞智

慧、預言與部落信仰，體現太魯閣族對動物與自

然的尊崇。文化意涵在於引導兒童認識太魯閣族

的民間信仰與故事傳承，強調族群與自然神靈之

間的互動。繪本插畫由黃正文繪製，風格鮮明富

童趣，以色彩鮮豔、具民族特色的圖畫表現傳說

場景，如山林、鳥獸與祭典活動，使故事更具視

覺吸引力。

A6.《Truku 勇敢小獵人》（2021，慈濟大
學），作者／譯者溫若梅，出自慈濟大學兒童發

展與家庭教育學系研究團隊，慈濟大學2021年發
行。本書是以太

魯閣族文化為背

景的數學概念繪

本。本書以一名

太魯閣族小獵人

為主角，透過其

探險與獵捕活動

引 入 數 學 概 念

（如計數、幾何

或分配原理），

同時融入族群生

活元素。文化意

涵包含傳統狩獵

文化、長幼互動與自然智慧；如老一輩的獵師傳

授生存技巧，或族群對動物的尊重觀念等。作為

數學繪本，教材設計強調情境式學習，例如「背

地瓜數地瓜」等遊戲將數學問題與族語文化結

合。語言教學價值在於繪本包含太魯閣族語關鍵

詞，讀者可透過華語與族語對照，增強族語詞彙

認識，而數學概念的敘述也促進跨領域學習。插

畫風格通常由學生或研究團隊繪製，富童趣且具

民俗風味，畫面中出現太魯閣傳統服飾、狩獵器

具與山林背景。從族群視角看，此書鼓勵原住民

兒童以自身文化為學習載體，建立對族語和傳統

的尊重，同時提升數學與閱讀能力。

A7.《小小Truku勇敢的狩獵》（2021，慈濟
大學），作者胡美智、陳玉秀、李嘉玲（故事與

族語翻譯），慈濟大學2021年出版。繪本為
《Truku勇敢小獵人》之姊妹篇，主角年齡更小。
此繪本延續狩獵主題，由幼小勇士視角呈現太魯

閣狩獵經歷，聚焦童年探險與學習過程。數學元

素融入尋寶或計數動物數量等，結合族群狩獵季

節與傳統節日。文化意涵強調童年教育與族群傳

繪本《勇-太魯閣族》封面。

繪本《占卜鳥希希利》封面。

繪本《數‧太魯閣》套書之各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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