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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部落 － 排灣族美麗神話傳說之探究

摘要：排灣族神話故事中的角色多半是諸神，或非凡存在物，例如：動物、植物、或改變人類境

況之具體偉人。因此排灣族神話故事中，往往寓意深刻心靈及種種解釋作用如：說明各種自然、

生物的現象或解釋部落儀式及崇拜風俗之性質的問題。本研究探討排灣族人神話故事之起緣，如

何影響族人對現代文明發展之說。排灣族人因古代沒有文字的記載，轉為發揮其智力於神話故

事、歌謠、木雕、陶壺、琉璃珠等藝術創作表現，基於此時代的發展，以排灣族美麗神話傳說之

探究，分為五大類： (1) 「始祖傳說」－創世起源及太陽神、頭顱、萬物、陶壺、青銅刀等起源

傳說，為發展藝術理論與創作元素為基礎。 (2) 「藍山子民傳說」－探索族人，人文記事傳說起

源，打獵及部落婚嫁迎親的男女傳說故事發展。 (3) 「浪漫的愛情」－族人之愛情感懷的表現方

式，透過神話故事效應，推動內心自省能力。 (4) 「琉璃珠的傳說」－信仰琉璃珠的神話意義傳

說，長久以來對神珠的崇敬與想像之情意，代代相傳。 (5) 「精靈傳說」－關於族人泛靈起源及

超自然力傳說，影響族人對日後人、事、物、地的種種禁忌說法。本研究發現排灣族人在長期集

體的神話傳說與記憶流傳漸進消失。藉由現代藝術想像力和創作智慧，為「排灣族美麗神話傳說

之探究」，展現獨特風格的夢幻部落傳奇，使神話故事能在新時代中有嶄新的一面與煥然一新的

印象。

關鍵詞：神話傳說、始祖傳說、藍山子民傳說、琉璃珠傳說、精靈傳說。

林大維1,*

1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暨研究所　屏東　台灣　900

（收稿日：2010.04.19；再審日：2010.06.23；接受日：2010.07.05）

一、前    言

對排灣族神話故事的收集統整加以整合與綜結，成為原藝術創作元素，在未來的創作發展中，具體將神話

傳說故事，轉換為現代藝術之手法，提供大眾以美學角度，重新定義排灣族神話故事在人們心中給予的發想，

透過想像力的延伸、具正面積極思考的能量與創新美好的生命體等，作有效神話傳說藝術貢獻，給予族人更多

關懷在精神糧食上的富足，發展排灣族神話傳奇故事，以現代藝術美學思潮，發展多媒材藝術展現方式，提供

大眾更具創新作之視覺藝術，成為普世生活美學元素，永續「原藝術」文化發展之重要目的。排灣族人口共計

約四萬五千多人。族人原本居住在隘寮溪流域之霧台與瑪家一帶地方。大約十七世紀初葉開始向東南邊移殖，

過半世紀左右之移動，終於佔居北起大武山，南至恆春，西起枋寮，東至太麻里以南之海岸線三角地帶。其居

住高度在海拔五百公尺至二千公尺之間，其行政區域，屬屏東縣三地、瑪家、霧台、泰武、來義、春日、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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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牡丹等八鄉及台東之金峰、達仁二鄉。由於排灣族神話故事成為畫面傳說的大部分之後，人們才知道排灣

族古代文明中的神話，幾乎都以「文學」形式保存，其中最有力的是走訪田野調查記載。了解排灣族人的神話

故事流傳部落之效應，與如果影響至深於神話傳說之思考邏輯。

二、始祖傳說

排灣族人具有天才性的想像力思維，從神話部落傳說中，分能辨出族人之性格，了解心理特質的差異性。

因此透過神話傳說，即可從其他方面觀察出，各民族之間社會組織的不同。本研究收集各部落傳說故事，從民

俗、笑話、飲食、服飾、住屋、與娛樂等，甚至從突發事件的反應及處理態度上，亦可觀察出不同部落說法與

角色認知。在者「始祖傳說」包含：創世傳說、太陽神頭顱萬物傳說等二大部分；從各式文獻資料及田野調查

收集，將可分別瞭解；各部落不同之神話傳說發展內容、特徵、意涵等，作明確歸納統籌，進而發現問題尋

求有效之解決建議方案，並提供未來實踐之方向；欲求廣闊的藝術創作方向。研究者發現論文詮釋會有所差異

性，其因紀錄者在內容或探訪角色上有所不同記載，但部落耆老說法大意不變。

2-1  創世傳說

1. 古樓部落傳說

古代創世紀在天界，阿馬旺有一位女神，有一天玩鞦韆時，一不小心盪得太過厲害，鞦韆斷掉而墜入凡間

來。而這個女神後來跟瑪家部落社人，普拉魯、拉魯樣交往，有一天普拉魯、拉魯樣覺得口渴，並相約女神前

往河邊提水，在路旁撿到了一條百步蛇而生出來的蛋，而那粒蛋後人稱為，就是「頭目的祖先」，而龜殼花的

蛋生出了後來便成為「平民的祖先」 [1] 。之後他們互婚生下來的小孩，盡然長相，只有鼻孔一個，嘴只有上

唇一片，因此族人認為之今，頭目和平民之間仍然是禁止通婚的。古樓部落傳說故事效應中，延伸族人在擇偶

對象之身份地位時，有極度重要觀念，而影響至今。從排灣族神話故事的獨特性，欣賞出排灣族人的天性、展

露出有別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質，基於此，排灣族人具幽默感，天性樂觀、富足，認為一切都是不經意的宇宙運

作及天意，隱含著天性、貴賤在於天，因此民族反抗性少。更能看出在遠古時期，早已進入封建社會之民族，

貴族是世襲的，平民也是世襲，如此富貴在天，沒有必要之反抗。再者古樓部落傳說，創始女神故事性，極能

想像十分優美而詩意的畫面，透過想像力營造超寫實空間，其畫面充滿陰柔而獨特之美感，感覺整篇神話故

事，有似如天堂上墜入凡間的仙女般，不食人間煙火，美好絕倫，充滿異想之空間，給予觀者新奇意境。

2. 蛋孵出族人之傳說

來義部落人誕生之傳說，遠古時代，太陽在大頭目 Ruvanian 家屋，旁邊生下兩枚蛋，放置在一個物器鐵

鍋內，每日太陽神照射之後，將這兩枚蛋孵出，成為英俊及甜美的一男一女兩人，於是有一天太陽神在鐵鍋

中，替這對男女洗澡，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這兩位各自管理不同村社，男子原留在本太陽神所指示的部落發

展，而稱道「箕模人」即是後人所起源的祖先；因女子遷往內文部落，即是後人稱「內文部落箕模人」之開墾

先人 [2, 3] 。另一個創世部落人傳說：遠古老的時代，太陽神在大武山，山頂上有一棟白色的石屋，屋內放置

陶壺，太陽神便產下了兩顆蛋，蛋孵化成一對男女。這對男女便結為夫妻，而他們的子孫在靈犬的帶領之下，

向大武山的四周出發，尋找新的天地來建立家園，這就是排灣族部落的由來 [4] 。根據排灣族太陽生卵創生故

事，便有許多傳說，在不同部落解釋。但大部份族人認為祖先是太陽神在陶壺內產下的兩顆蛋，這兩顆蛋孵化

成一對男女，結合生子，這就是排灣族之祖先，此重要概念延續，排灣族人自稱為「太陽之子」。因此在部落

中家屋或環境裝置公共藝術，便會看見太陽神及人像紋圖騰應用。如能親自走訪體驗，便了解「原藝術」在神

話傳說的效應中，發揮特有部落人文，神秘之吸引力兼具萬物能量的源頭，令人心曠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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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粒蛋之傳說

望嘉部落人誕生之傳說，創世紀太陽神生下三粒蛋，放置在舊望嘉村附近的村舍地方，這三粒蛋中，有兩

個是紅色的，一粒是青色的。村舍有一條狗，頑皮地來回抓玩這三粒蛋，一不小心居然抓破此蛋，突然間蹦出

三個人。青色蛋生出一人叫 Kulikuli Kivikivi ，即是排灣族人 Qedaqedoi 家之祖先；青色蛋出生的排灣人之始

祖，傳有四個兒子，成為現在部落 Qedapeda, Ch-iaruvosn, Chiatsago, Ruburamag 四家之祖。其後四家又合併為

一，現在的 Chiaruliras 家， Chiarulivas 是排灣族人之頭目家。紅色蛋生出兩個人，一是稱： Chiku Chiku ；二

是稱： Rua-rua ，是箕模人之頭目 Ruvili-vili 家 Gado 家的祖先。日後延續子子孫孫「始祖傳說」大至相同本義

是為「太陽生型」的傳說故事，雖稍有不同，但其故事核心邏輯思維仍為同源 [2, 3] 。

2-2  陶壺、青銅刀起源傳說

1. 平民陶甕傳說－佳平部落起源

昔時 Kulili 為本部落頭目時，有箕摸人二、三十戶，不知從何地住於本社，並借用 Kulili 頭目之土地來以

耕種，移住本社之前，箕模人多半在各地流浪。而有此平民陶甕之傳說，有一天 Kilili 頭目，有意安排吩咐部

下，通知招箕模人來集會所飲酒歡樂，便預先計劃把酒甕裡裝滿了蜜蜂，箕模人不知情，滿心歡喜打開酒甕飲

酒，於是打開酒蓋蜜蜂諷擁刺痛箕模人，頭目見之大笑，感為有趣，便一再玩味箕模人。頭目再次吩咐部下，

在大石板上塗摸油料，讓箕模人不知覺經過，其見每一位滑倒，頭目看見極為高興已消心中之怒。於是箕模人

大怒，隨後遷離部落，從此另起爐灶，遷移之地大約在來義部落定居。因此平民陶甕傳說，起源在佳平部落，

直接影響頭目與平民之間在土地之分權領域 [1] 。

2. 古代陶壺傳說－古代時期

族人砍柴時，看見地上有個陶壺，從未見過感覺特別奇怪，於是用布將它包起來帶回家中，置於屋內一

角。經過時間的流失不知不覺地，「壺」居然每日變大，經過十個月之後變成可以放置液體的容器物，有一天

早晨太陽光線照射在屋頂上，光線由屋頂上的一個小洞射穿之屋內，恰巧照射在陶壺上，壺便急速崩裂開，裡

頭突然出現一男一女及兩個小孩，因此族人稱為；該部落的祖先。由於女嬰為頭目的起源，後來大家都知道這

是太陽的女兒，長大以後，族人不知如何為她取名字，於是有一天氣候變化烏雲密布打雷時，見到天空閃電的

夾縫中，聽到特別巨響的聲音，便稱太陽在大聲說話對族人說話，它說：「你們部落即將有個嬰孩誕生，不管

男或女，他將是你們的大頭目 [5] 。因此陶壺傳說之後所引發的效應，不但與祖先來源有其特殊之關聯，又因

數量稀少，造型特殊、圖文裝飾富變化較為罕見，因此成為日後族人特別喜愛收藏及頭目、貴族家中所擁有之

地位象徵寶物。然而在排灣族部落中，陶壺各式造型，紋路形態有不同等級區分，這又因各部落大頭目、小頭

目與貴族之間的地位象徵，形成不等特權，因此通婚便能加以貴族階級的地位維持與延續有重要之關連，對陶

壺的珍視與崇敬，各有專門部落之傳奇故事：排灣族之傳說陶壺（Reretan）是為祖先在人間居住的地方，是

祖先的遺體，當頭目要分家或建立分支部落時，必須要有陶壺的庇佑，因此便有神話傳說，其有勢力的大部落

裡，會在各家頭目的陶壺中也收藏很多 [6] 。早期由來為排灣族人在傳統生活上所使用重要器物之一，其家中

是不能獲缺盛水之工具。古代陶壺的種類很多，有結婚儀式上使用的壺，祭祀使用的占卜壺以及盛裝各種器物

的壺，如專門珍藏穀物種子的陶壺，收藏琉璃珠的壺等。因此成為日後族人特別喜愛收藏及頭目、貴族家中所

擁有之地位象徵寶物。族人對「創生」的意涵，是為對生命的孕育與延續有著密切的生命之關連。部落頭目的

特權、貴族之間的通婚以及貴族階級的維持與延續息息有關，便形成耐人尋味的創世陶壺文化藝術起因由來，

族人知道古陶壺的來源，是與遠古的祖先傳說故事口耳相傳而因，基於此，傳統藝術工作者，便積極改善陶壺

的現代製造方法，為世人代代永續相傳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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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銅刀「宇宙神的拐杖」傳說

根據族人說明青銅刀 Tukuzan ：稱為天神 Sapuleleugan 的手杖，視匕首為神物，而相信能在戰爭中，匕

首會飛升殺敵，成為早期部落戰爭與和平之振衰起蔽重要之寶物，擁有濃厚即神秘的宗教神話色彩。相傳青

銅刀與人類祖先有關，是由石頭蹦裂而生，古代族人生活環境惡劣，天神整裝下凡依循在大母母山西南稱作 

Tuvung 的地方找到一塊大巨石，並遵照神的指示，用他那權威的青銅刀朝向巨石擘去，而巨石應道面巨響破

裂成兩塊，天神便將青銅刀賜與人類，作為護身的利器，有大小匕首之分，同時部落出征祭祀或五年祭祀天神

即會出現在女巫師的占卜箱中，作為法器的一種 [7] 。日據時代傳說， Sagaran 部落裡的人與某部落常常處於

敵對的關係，每當兩個部落的人相遇時就會起衝突。當時日本人覺得每次都要阻止衝突很辛苦，於是想出了一

個公平競爭的方法來解決這個爭吵。日本警察選了一天，找來這兩個部落的人，並準備了排灣族珍貴的三寶之

一「青銅刀」，利用排灣族原有的角力競賽來公平競爭，經過激烈的競賽之後， Sagaran 居民獲得勝利，並擁

有了象徵英勇的青銅刀。從此之後，這兩個部落不再爭吵，因為經過了公平競爭之後， Sagaran 的英勇事蹟傳

播到個個部落裡，使得sagaran的居民受到別人的尊敬。當時日本人也把這個角力競賽的方法帶回日本，並研發

出相撲的競賽 [8] 。

2-3  宇宙萬物傳說

1. 百步蛇、太陽神和排灣族人

遠古時代百步蛇、太陽神與排灣族人三者，是同一時期創造而生的，因此排灣族群以來就有百步蛇、太

陽神之稱號。而排灣族群中，太陽神、百步蛇、頭顱是最為重要之元素的思維。百步蛇之所以這麼重要，是因

為部落中，如有發生任何事物，祖先感到心理不安、做事不如意時，自然地就會有百步蛇出現來警惕族人作

用。例如： (1) 新建房子或結婚時，族人們會充滿喜悅，預備迎接此刻之心情，但祝福期間新人犯了禁忌，百

步蛇牠就會出現在族人面前； (2) 部落人家即在收成小米時，如犯了禁忌，族人自然會在提水時，水中即會出

現百步蛇。因此族人在新建房子或結婚時，一定要祭祀祖靈，不然會犯禁忌及有不祥之預感。無論決定認何一

件事，都必須要慎重思考前因後果，是否有令祖靈感到不如意，但祭祀期間百步蛇會不會出現，變成非常之重

要結果，若是百步蛇出現，表示祭祀有錯誤，祖靈們會認定此事不太滿意。因此排灣族人認為太陽神是跟祖靈

住在一起及同時出現的，所有祭祀不可以在太陽還未出現時進行，太陽神永遠比族人更為崇高而偉大，所有的

祭祀活動中，一定要在太陽東昇之後才能開始進行，族人相信太陽神是萬群山頂之中最為高崇的無疑地，沒有

太陽，一切的活動即將靜止。因此排灣族人對太陽神是相當尊敬，其重要的祭祀要在有太陽的時候進行才能順

勢。排灣族人認為無論大小事務都是人，用腦子想出辦法來的，而一切事務都是透過思想與自我選擇吸引而來

的結果。基於此，非常重視頭顱與自我思考邏輯，處事之方式，以美學概念不難發現族人在古代時期，不管在

服飾或雕刻方面，總有頭目規定的限制，才能配帶有頭顱及百部蛇之圖騰象徵意函，而一般平民是不能配帶這

種圖騰的符號 [5] 。

2. 太陽之誕生

很久很久以前，人和動物還沒有分家，主宰萬物生息的太陽喜歡到新奇的人間遊玩。有一天，太陽在大

武山散步，走著走著走到一個大池塘邊，美麗的景象讓太陽捨不得離開，於是，祂在大武山上產下巨大的太陽

蛋。微風輕輕吹拂，蛋殼啪啪裂開，從蛋裡走出一個臉紅嘟嘟的男嬰，圍觀的動物看到這種景象，覺得不可思

議，這是一位來自「太陽的孩子」 [9] 。

3. 太陽的眼淚

太陽之子當神話傳說遇上排灣族 3D 系列故事傳說中，太陽召來百步蛇保護寶貝蛋，熊鷹、雲豹、山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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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山羌、人類等，一起陪伴太陽之子長大。當他成為一位俊俏少年的時候，他的雙眼能夠看穿大地的心

聲，心靈能像鷹一樣自在飛翔，不可思議的力量總像太陽般散發閃耀光芒，自此，來到人間的太陽之子被視為

排灣族頭目最早的祖先。有沒有發現，世界上許多民族的神話都是從太陽開始，太陽的一點變化，都對人們的

生活有極大影響，居住在台灣中央山脈南部及東部海岸山脈排灣族人，更是屬於太陽的孩子。跟太陽和解一

圖，訴說從前太陽在人間玩，離地面太近，快烤焦了大地，土地的作物不是枯死就是無法成長，大家只好射殺

太陽，但射中太陽後，人們的生活反而過得很苦，一直到人們和野獸準備牲禮，真誠的祭拜太陽之後，大家才

終於和太陽講和，回歸正常生活。太陽實在離地面太近，讓人熱得發悶，某一天，人們烹煮小米，沒想到小米

煮滾時所產生的熱氣，出乎意料地把太陽慢慢頂向高空。太陽發現自己漸漸遠離人間，傷心地掉下許多眼淚，

淚珠一碰到地面，竟然變成了一顆顆美麗的琉璃珠，自此人們將珍貴的琉璃稱之為「太陽的眼淚」。太陽的眼

淚神話故事由來透過圖像告訴世人，宇宙間，凡事皆有一定的準則，跑得快不見得就有好頭腦，所以太陽教導

孩子學習依時依序工作，唯有大自然運轉不變、人們辛勤工作，才能有收穫 [9] 。

4. 創作萬物的神

創世時，太陽神在「茶卡包根」山頂，降下紅、白色二顆卵，命令百步蛇「保龍」保護。不久孵出男女

二神，男神名普阿保龍，女神叫查爾姆姬兒，這二神的後代變成了排灣族人之貴族的祖先。而平民的祖先，名

叫「麗萊」是由青蛇所孵出來的。經過古時代，太陽神重新又下凡，在大地上生下了二卵，孵出叫「那馬塔

烏」的男神和叫「那馬宇得」的女神，這二神長大後，特別賜他們神力，只要男神叫一聲「生牛」，女神就會

生牛，叫一聲「生樹」，就會生下樹木，如此這般，大地萬物、日夜星辰就如此誕生了。因此族人會在衣飾藝

術、雕刻品、器具中自然設計，使用蛇紋圖騰緣故 [9] 。

5. 太陽的神話故事

排灣族人把太陽奉為最崇高的神，認為太陽是天地萬物之起源，是創造宇宙日夜星辰之天神。相傳，地球

上原就繁衍了很多的人類。有一天，發生了大地震，把土地震的天旋地轉，水災風暴也跟隨地震而來，部落被

摧殘夷為平地。其中有一對男女，緊抓著大樹枝，沙鳴瑪伊和沙勒摩著，幸運地逃過這次大災難，得以存活下

來。而這對夫婦在洪水過後，經過許多年之後，生了兒女，就這樣一代一代地繁衍下來，而這二位就是排灣族

傳說中人類最早的祖先。太陽神在排灣族人眼中，被視為最崇高而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神明，所以，在任何

祭祀、占卜的儀式中，祭司或巫師都要在祭典開始前，所念的第一句話都會說：萬能的太陽神。凡是在天空籠

罩之下的大地萬物，都是受到太陽神的照耀，太陽神是至高無上，是萬物之源。光、熱、生命都由太陽而來。

上述之歸納說明始祖傳說來源神話故事，這幾種最為普遍之傳說，其意念解說：大石頭裂開或石卵破開而誕生

出人類，太陽神照射光芒蛋孵化而生，是為蛇類所生出。排灣族人的百步蛇是長老與貴族的化身，傳說在木雕

圖騰設計上，特別喜愛雕刻出，人頭、人像、蛇身、蛇紋和鹿紋。而人類學家認為，刻人頭可能與防敵人有關 

[9] 。

6. 射日故事

傳說在很久很久的某一天，天空突然伸起了兩個太陽，從今起只有豔陽高照的白天，沒有天黑的一日，當

時所有的農作物長期曝曬而枯死，所有的溪水都乾枯，動物與人類沒有食物、水可吃喝即暴斃而死亡，生活作

息受到大大的影響。天神看見人們受到了疾苦，便創造 Satjair ，具人形給予神力的魔法，下凡來拯救人們， 

Satjair 準備了他的行攘及弓箭，於是來到山頂上，便瞄準了另一個太陽，咻！一聲，飛箭射了出去！如魔法般

若強勁有力地枝箭，射中了太陽的正中心，將太陽射死消滅，因此死亡的太陽變成夜晚美麗的月亮，而太陽灑

出來的血，即變成夜晚繁盛的星星，此後白天與夜晚又繼續正常輪替著照亮大地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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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藍山子民傳說

山是排灣族的家鄉，也是共同活動的舞臺。溪流更是排灣族文化藝術的環帶，串連各個部落之間的人際交

流關係，成為部落族人文化藝術互動的活動走道，是為排灣族藝術文化延續創作重要之源流。排灣族人的社會

是由一個家，開始發展到聚落，再由各聚落成立部落。由平民所成立的社會藉著頭目完成社會秩序、結構、並

發展人文藝術文化，是最為成效的歷史演變發現，也是探討部落神話傳說故事，特別引人入勝，由山與山之間

的流域，直接帶動異鄉人入進隨俗，了解當地神話故事及圖騰表現意涵，便能看見各部落中公共藝術裝置上，

特殊之色彩與造型，作創作方法展現。在者「打獵的起源」包含：排灣群古樓部落傳說、獵人的故事、部落打

噴嚏的禁忌、難兄難弟等；從各式文獻資料及田野調查收集，將可分別瞭解；不同部落之神話傳說發展。

3-1  打獵的起源

1. 排灣群古樓部落傳說

在古老時代族人相傳：有一隻狗，被挾在兩棵大樹之中央，一不小心便生出一個排灣族人，而這個人就

是我們的祖先，因此流傳下來至今，族人在部落裡對待死去的狗，就像對待祖靈一樣，埋葬一定的地方，並且

用衣物、飯、祭品、豬肉之類作為殉葬品。族人相信把狗的屍體遺棄了，部落就會改開始流行感冒。排灣族部

落若有傳染病開始漫延時，部落族人會決定舉行阻病祭，地點在村外 [2, 3] 。本則傳說故事，狗因飲水，被挾

在兩棵大樹之中央，一不小心便生出一個排灣族人，引起部落裡族人對待死去的狗，就像對待祖靈一樣，狗既

是勇士打獵的腳，具靈敏、忠心於主人。因此古代傳說深刻影響著部落的人文動態，在沒有科學欲求及醫學尚

未不明的社會部落中，想像中的靈界是大而可畏的，而狗生人創生傳說，即為排灣族人的祖先，非常珍視愛護

狗，視為勇士的腳，特別為此之象徵意涵，葬狗亦甚慎重，否則會遭全社流行病毒影響族人生活之機能，考量

環境衛生重視觀念。

2. 獵人的故事

遠古老時期，往昔山上的禽獸是不怕人的，時常徘迴在部落族人們居住的周圍與人雜居在一起。有一天，

天神告訴族人的祖先說：「你們若要吃山豬肉，就叫山豬過來，山豬便會靠過來，如拔牠一根毛，將它放置筐

中蓋起來，之後掀開便可以，得到你們所需要的山豬肉品。而其他的動物也如此方法取得其肉，但嚴禁用刀子

割傷動物身上的每塊肉」。從此，族人得肉類非常容易，生活也富裕起來。不料有一個貪得無厭的人，他想：

動物的毛既然能變肉，其肉一定會更好吃，何不割一塊肉試試，於是山豬前來，故意拿刀用力割取動物身上的

一塊肉，山豬痛叫一聲，忍痛罵那位貪夫說：「好阿！從今之後，你們族人休想輕易吃到我們身上的每一份

肉，誰想要吃我們的肉，我們會狠猛咬你們！」說完，掉頭循入森林之中 [5] 。從此，族人們就得冒很大危險

上山打獵才能吃得到野肉，而且出獵之前，如不得占鳥的啟示而擅自上山打獵，就會被山豬咬傷。本則故事因

早期部落勇士上山打獵時，流傳許多祖先智慧，說明每個地區有諸多禁忌及泛靈傳說故事，因此現代勇士放置

打獵物器時，取得的地域有著非常重要之觀念，直接影響狩獵環境中，所特種山林智慧，例如：泛靈形成的思

維效應，其說明古代祖先為便利族人在山區，取得不同獵物，所形成日後對大自然生態維護的寶貴經驗，有著

重要之生物關連。

3-2  部落傳說

1. 打噴嚏的禁忌

傳說中在台東縣達仁鄉的加利利各部落，有戶人家在清晨一大早時，要到山上去工作。無意間犯了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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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並不知道，因此沒有立即停下工作，中午時，正準備把砍來的材卸下休息，突然間太陽光消失了，四

周都暗淡下來，大家都驚慌得狂叫起來，而附近的族人卻聽不到他們所發生的事，於是族人便舉行祭祀儀式，

祭拜太陽神，不過多久下午時太陽便出現，族人放下手邊的事情不再工作，隨後回家議論。發現事後所經過發

生之事，族人們討論回想當時情景，到底犯了什麼禁忌，經仔細思考才發覺，原來他們所犯的禁忌是，在山上

工作的路途中，有人打噴嚏所致，因此當族人要到上山務農工作時，人們都必須小心避免，打噴嚏而犯太陽神

之禁忌 [5] 。此事便是務農時犯禁忌沒有停止工作所沿襲產生的傳說故事。族人播種小米或出發打獵前、收割

小米時、五年祭、小米祭等，進行時間的過程都有此禁忌，決不可觸犯否則會遭遇不祥後果。例如：收割小米

時，要一行一行收，中途不可離去，即不可收割。家族有人往生，更不能唱歌或聽音樂等，這些都是禁忌 [10] 

。獵區神壇 Parayuvu 為獵區神壇的所在地，也是象徵野獸聚集的地方，再此祭祀諸獵區祖神，祈求獵物豐獲 

[11] 。本則故事為排灣族人勇士打獵的起源傳說，早期狩獵是大部份族人主要之工作，認為男性打獵代表健壯

之意，視農耕為女性工作。狩獵可以組成團體，也可單獨出獵，每個部落都有屬於自己的獵區，別人不能任

意侵入，但獵場是屬於頭目貴族所有，因此平民必須納稅。狩獵早期有不同的方式多為槍獵，也有設陷阱，裝

捕獸器的。狩獵也有相當多的禁忌，如行前必須守戒禮，必須占卜決定凶吉才能出發。因此在排灣族的傳統

文化木雕藝術樣式，例如：門飾、門楣、璧飾的內容，多樣而生活化，有的甚至加上較多的人文色彩。仍反應

在圖騰內容形態當中，如人像紋、人頭紋、人面蛇身紋、百步蛇紋及有更多的動物紋幾何圖形等，已便大眾了

解當時生活背景，直接能夠感受到族人因部落頭目制度，給予一般平民生活的方式。而傳統雕刻師創作表現內

容，也因當時情境刻畫在長條形的木頭表面上，創作一些部落禁忌及祭祀氛圍，來警示族人表達圖像之意函，

例如：設計人頭紋，即成為簷木行、橫樑，和檻楣的雕刻圖騰樣式，或反覆的人像紋造型，予人以律動，綿密

的時間感受，經常會出現在頭目家屋建築的構建雕造，傳統石板屋視為全族的大事，從擇地、選材、雕刻、上

樑到完成，均有相當覆雜而嚴謹的儀式程序，這些儀式在增添了這些建築藝術、人文深刻的文化內涵與宗教意

義。而排灣族的人像紋都是祖先和族群英雄的化身，而人頭紋有時代表祖先，有時與早期「獵首」的習俗有關

連，不過進行田野調查收集時，大多數的壁枝，屏風內容之發現人文記事，似乎可以感受到當時這些的情景，

屋主炫耀自己打獵、作戰的功積，將自己的生活，投射在這些作品中的另一種親切情懷，對祖先或英雄的崇仰

歌頌。而在立柱、祖先柱的神聖圖形之中，其實也有著相當生活化、人性化的表現慾求，一種共同社會制度的

共同趨力之下，以雕刻圖案呈顯、記錄了我們的生活與宗教間，既神聖又世俗的一面，透過這些作為和作品，

維護及延續了全族的人倫秩序與信仰價值。而排灣族有許多的文化精髄鎖是在博物館裡，現今族人必須自覺地

將它挖掘出來，體會傳統圖騰的重要意義，給予新的美感，品味自信。

2. 難兄難弟

古代時期，在「勒克勒克」的地方，有一對年幼可憐的兄弟，他們父母早逝，由狠心的姑母代為撫養，

他們倆都很聽話從姑母的使喚，但偏偏不會得到姑母的歡心，既沒得到生活起居細心照顧，還遭受百般虐待與

挨餓。這樣的日子過下去，兄弟倆在無法忍受饑寒交迫的生活，於是決定攜帶生母當年遺留下的針線盒，到各

村落尋找有刺繡人家來換取食物來充饑。就這樣，挨家挨戶叫賣，所到之處，每個人都以憐憫的眼神並好奇問

他們說：「您們兩兄弟年紀那麼小，到這兒做什麼呢？」，兩兄弟聲嘶力竭哀求說：「我們是被姑母趕走的，

要不要買針線盒呢？」。經過一家一戶不停叫賣，幾乎走遍各村落卻沒有刺繡人家給予施捨。當他們心力交瘁

之際，正巧遇見一位好心腸的老婦人，同情他們的處境，一邊指著他們看遠處深山谷中有炊煙冉冉的地方一邊

說：「那裡有個婦人會刺繡，你們去那邊看看吧！」。於是兩兄弟歷經披荊斬棘的路程來到森林中唯一農家，

真是巧！面帶慈祥的婦人早已在屋簷下刺繡等候了。「你們兩兄弟叫什麼名字？」婦人親切的口吻問，「我是

哥哥叫第查馬克，弟弟名叫谷勒」兩兄弟這麼回答。這時候，在旁的婦人已經不住淚流而下，且哽咽的說：「

我就是你們已死去的媽媽」，谷勒要渠驅前抱住親愛的母親時，突然婦人伸手阻止他們踏進門檻兒，並激動的

說：「迷信喔！不要靠近，待一會兒，我會教你們法術」。從此，他們難兄難弟有了媽媽傳授的法術，回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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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過著平安快樂的日子 [12] 。

3. 頭目的由來

從前在排灣族一個古老的部落裡，有兩位兄弟看見到遙遠的山頭上，正在冒煙感到非常好奇，想要一探

究竟，於是兩位兄弟準備上山的用具一同出發，於是弟弟的脚程較快，先到達山頭，他發現原來是個陶壼在冒

煙，實在太稀奇了，而弟弟馬上將陶壼放到背包裡，並急速跑回去給哥哥看這神奇的陶壼樣，便得意取笑哥哥

地行走著，突然間感到他的背包越來越輕急忙打開，卻發現陶壼不見了，弟弟仔細檢查他的背包，發現並有沒

有破裂的聲音。於是又跑回山頭探個究竟，竟然發現陶壼還好端端的在原地，完全沒有被移動的痕跡。弟弟覺

得很奇怪，正當他在思考的時後，哥哥抵達了現場，弟弟告知哥哥剛才所發生的事情經過，於是哥哥嘗試把那

陶壼背到他的背包裡，將它帶下山。兄弟倆將陶壼放在石板屋上的天窗邊，古代因當時天與地之間離的非常

近。正當兄弟倆把陶壼帶回家之後那一天起，陶壼一天天的如魔法般若變高了，在第十個月的某一天，屋裡傳

來了一聲巨響“繃”的一聲，那兄弟倆馬上跑回屋裡一探究竟，竟然發現陶壼裡出現了一個小嬰兒，於是部落

裡的人一同照顧起這個小嬰兒，大家即相信因為他是天神應太陽光芒照射於陶壼上所生出的小孩，因此並以他

成為頭目的始祖。這個頭目的由來傳說故事告訴了我們族人長幼有序的意義 [8] 。

4. 百步蛇變羽鷹傳說

族人相信死後會變成百步蛇，而百步蛇死亡之後靈魂會再次變為羽鷹，飛翔於天空中，眼神銳利具有彗眼

視心靈，而羽鷹死亡之後再化為山林瀑布，成為美麗繽紛之七道彩虹。古代傳說人類在世間會有一次死亡，死

後會到天神靈界經歷三次死亡的變化。第一次變成百步蛇，意指為長者之意，百步蛇死亡第二次再變成羽鷹，

意為十分強大的靈性力量，而羽鷹死亡之後，第三次就變成瀑布深淵，化為七道彩虹，美麗即夢幻消失於空氣

當中 [10] 。古樓部落傳說，獵人經過一種稱為 Kaqauan 的竹子知道 Kaqauan 竹節中的水不能喝，如在路上遇

見百步蛇時不能用石頭把它打死，通常會從麻織的網袋 Sikau 上抽一點麻繩，綁在木材的一端，去套百步蛇的

頭，再將牠移到旁邊。用麻繩套百步蛇頭的時候要對百步蛇說：「你不要在這路上，我們很怕會有年輕人或外

村來的人把你打死，請你把頭伸入麻繩圈中，讓我把你移到安全的地方。」免得其他的蛇會亂咬人，因此傳

說百步蛇是不會隨便亂咬族人的。而族人死了之後就會變成百步蛇 Kaqatjuvian 。當百步蛇成長肥大到某種程

度，牠的形體會變短，並且會發出聲音 Zemaing ，會吹 Se-se-se 的口哨聲 Paulug 。等到停止吹口哨之後，牠會

發出 Gapqap-qap 的聲音，也就在這段時期牠漸漸地生出羽翅 Paral ，然後再長出尾羽 Iku ，最後變成鷹，飛上

天空時牠就改發 Piu-piu-piu 的聲音。族人有位神靈稱： Tsemas 可能就是這樣飛升上去了，於是從創始以來就

代代流傳的 Mirmiringan 。這類的傳說在日常生活中，仍為村民所深信不疑：早期舊古樓 Pakakelang 地方開墾

時族人聽到 Gap-qap 的叫聲，覺得很奇怪，就開始尋找聲音的來源。正當尋找時那叫聲便就停止；但一工作那

聲音又響起。族人不放棄尋找，結果就在一個樹洞裡面發現一隻短短的百步蛇，看到牠正在長翅膀、正演變成

鷹。我們就沒有再去理會牠，過了幾天之後再去看，發現牠不見了 [13] 。因此來義鄉古樓村族人所堅信的信

仰，此藉以解釋在來義鄉村落發現的「來義式」人頭圖騰上所裝飾的飾物為鷹羽實際圖樣，或各部落進行祭典

時頭目、貴族即會在傳統頭飾上插入鷹羽的羽毛，表示家族權利與地位之象徵。

四、浪漫的愛情傳說

排灣族人文紀事在社會方面持有貴族、平民制度及長嗣繼承制度對其藝術表現、物質表現、社會流動都

有重要的影響，包括特殊器物的裝飾持有、陶壺、琉璃珠、青銅刀、代表家系的家屋雕飾、傢俱與日用品的雕

飾、服裝衣飾的飾紋、飾品與配件持有、武器的類型、宗教用具的紋飾、其他等，都能看出社會階級之裝飾設

計表徵，給予對愛情詩情畫意之抒懷情感或族人思考邏輯之意識。基於此主旨為「浪漫的愛情傳說」為重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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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直接影響族人對事務的解析與看法。

1. 提親的由來

古老傳統的時代裡，青年男女是不能隨意地在一起聊天或唱歌的，甚至不能有任何身體部位的碰觸，長者

對男女之間關係規定的非常嚴格。曾經有一對年輕人，男孩對女孩很有好感，想娶這位女孩，但女孩卻不喜歡

這位男孩，於是男孩就想出一個辦法，男孩聲稱已經碰觸女孩的身體，因此要求父母到女孩家去拜訪，於是父

母親作主就過去看，問究竟是否有這一回事，男孩說已經跟這位女孩有了關係，女孩子卻否認有這件事，但最

後還是答應了這門婚事。這就是部落成提親的由來。而相傳在提親時須帶一醰酒到女方家去，男方須有父母親

代表出面，若父母親不是排行老大的話，則男方家的老大須陪同一起到女方家。若女方不答應即談不成婚事。

過去的婚約也有奉父母之命的情形，例如：雙方父母都有一子女，雙方約定希望他們結婚，而女孩本身並不知

情，於是結婚前一天晚上女方父母才告訴女孩明天要結婚了，女孩若不答應則以後就會嫁不出去。因此所以女

孩只好哭著答應，奉父母之命結婚。結婚的前一天，男方都要砍木柴送到女方家，即表示誠意，砍得愈多則表

示男方家的親戚多，且對女方愈尊重，只有兩三捆則女方會很沒有面子。目前此種砍木柴的習俗仍沿襲著，在

老一輩排灣族人的觀念裡，兩家的結親，須不違背排灣族的禁婚法則，近親禁婚、仇人禁婚、社會階級不同禁

婚，指平民與貴族之階級區分、居住同一家室內之人禁婚、不論婚親、血親均在限制之內、雙方家庭背景而

言，必須是門當戶對的連婚 [2, 3] 。

2. 七佳部落美女與壯漢

從前有一個「巴魯桑」的家族，家中有個女孩名叫「就古」，長得非常漂亮。有一天她的母親去很遠的

河邊提水，突然遇到七個兇神惡煞的壯漢，這七個壯漢想殺她，於是為了保命，她就告訴壯漢們說：「你們不

要殺我，我有一位女兒，她長得非常漂亮，明天我叫她來提水，到時候你們看見她，一定會喜歡的。」那些壯

漢不太相信，不過還是讓她走了。於是第二天，她的女兒真的來提水，手持陶甕，那七個壯漢都看呆了這位美

女，女孩跟壯漢說：「我們喝酒聊聊天啊！」，那些壯漢卻因為這位女子樣貌，實在太漂亮而眼睛不能正視張

開太久，連太陽也因為女孩的美貌躲藏了起來，天空突然暗淡變黑下來，於是女孩趁機離開，不見人影，而壯

漢忘了原本是想殺人頭的，但因貪杯想喝陶甕裡的美酒便打開，突然間陶壺裡頭，豐擁而出一群虎頭蜂，將這

七位兇惡的壯漢活活給釘死 [14] 。

3. 晝夜長短的起源

從前在部落裡，有一位小姐名叫古就古，當她長大之後開始學習工藝織布，每當她在織布拉線時，有一種

「鏮鏮」的聲音，這種聲音傳到天上被太陽神聽到了，太陽神覺得奇怪：「怎麼人間有這樣好聽的聲音呢？」

於是低下頭看，原來是這戶人家的小姐在織布時所發出來的美妙聲音。於是太陽神想，等天黑之後要到人間來

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當太陽神化為人形來到人間，發覺到古就古所織出來的布花紋都很漂亮，覺得她很有

才藝，即送她檳榔（等於是給女孩子下聘）。於是太陽神將檳榔放在小籃子裡，古就古並不知情。第二天古就

古織布的時候，看到籃子裡的檳榔，以為是自己包的檳榔，但心中覺得奇怪，昨天怎麼沒有吃完呢！便拿起來

就把它吃了。正當她要開始織布時，太陽已經爬上山頭，太陽神想，古就古應該開始織布了吧！她把檳榔吃掉

的話將有十天不能織布，古就古吃完檳榔就開始織布了，當「鏮鏮」的聲音又出現時，太陽神知道古就古在織

布了。等待族人都要到田裡工作時，太陽也開始它一天的旅行，到了天黑時，古就古便開始肚子痛，而無法進

行工作，只好回房休息。於是太陽神化作人形便與古就古在夢境裡相會。成為一對夫妻，因此族人相信，天地

有日夜星辰的宇宙運行，畫夜長短便成為傳說之重要起源，直接影響族人對作夢的解析與看法 [10] 。

4. 淒美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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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位女孩叫勒冷，他和布拉魯陽是一對戀人，由於傳統社會風氣很嚴格，男女雙方是不能隨便坐在

一起或手牽手約會，所以他們便相約一起唱情歌，男的在女的屋頂上每天唱著情歌，女的在屋裡與男的對唱。

當時天氣很冷，依然每天對唱情歌，吟唱不知多久時間，日子一天天過，有一天布拉魯陽和勒冷同樣一直唱情

歌，而男的不敢進入女孩家裡，他們對唱的內容大意是「我們一直唱著情歌，唱到天亮，於是我們就結為夫妻

了，這是天意。」當晚因為外面天氣非常寒冷，男的依然唱著情歌在外，因受寒凍僵手腳，從屋頂上摔下來至

死。天亮後，部落族人知道此事，對這淒美的愛情故事非常感動，將這故事流傳至今因此在部落吟唱情歌，必

是男女之間傳達心意的表現方式，後來也漸漸影響一般流行樂曲，在男女對唱受為大眾喜愛 [5] 。

5. 兩個神仙

大社部落發源地，是在屏東縣大母母山與大鬼湖之間一個台地，古代洪水時期稱為神仙時期，有二位神

仙，男的稱：瑪雷勒（山地話意謂大力王），他說話丹田有力，聲音可以震撼天地。女的稱：娃嘎蓋，樣貌非

常美麗，住在大鬼湖邊，是一位仙女，也是統治大鬼湖的首領，而瑪古雷勒是統治大母母山一帶的首領。因為

瑪古雷勒非常仰慕娃嘎蓋，經常會去取悅她，兩個人情意相投便成為夫妻，但各有各的管轄區，而娃嘎蓋把大

鬼湖附近管理的非常好，使的大鬼湖附近成為茂密大森林。大母母山是由瑪古雷勒管理，在生態保育中維護之

好，使的大母母山裡各式各樣動物類都有，且不會互相殘殺。因此就這樣大母母山與大鬼湖都彼此相安無事的

維持大約二千年之久，直到人類出現為止。在大母母山附近有塊岩石，有一天突然爆炸，從洞裡冒出了一群

人，也就是大社部落的祖先，生活在大鬼湖與大母母山的附近，他們主要是靠打獵為生，經常到大鬼湖捕魚，

一直延續多年生活。有一年發生天災乾旱，百姓沒有東西可吃，湖水也枯乾了，大鬼湖的水愈來愈少，百姓缺

水，當娃嘎蓋在天界洗澡時，族人就在人間地上接水用，因此相傳大社部落的女孩都長的很漂亮，原因是這裡

的族人接過娃嘎蓋的洗澡水來用的緣故。自從有了人類以後，人口就慢慢的多了，由小部落變成中部落，再由

中部落變成大部落，形成大部落後就分為三個部落。第一個部落在大社溪的左方，有一塊地非常漂亮，叫做「

達娃瀾」。另外，在大鬼湖與大母母山下方也形成一個部落，叫做「得勞」。第三個部落大母母山附近叫「都

鳴」。頭目階級產生以後，頭目便管理喜歡住在大社，所以「得勞」、「都鳴」二個部落就與「達娃瀾」合

併，大家一致認為跟著頭目比較有發展，從此這個部落就興盛起來。一日天神二位男女神由天而降，生下後代

就是排灣族的祖先。諸神回到天上，故五年祭時要用竹竿和藤球打擊，給天神觀見，祈神保佑有個好日子過 

[2, 3] 。本則故事因排灣族神生與神造人創生傳說源由，祖先是與天神所生的後代。因此延續族人死亡之後，

即時成為天界神仙，並舉辦五年一次，五年祭刺球活動，是為後人給於天神看到，並以祈求神明保佑族人，七

佳五年祭刺球 2009 年，因受現代社會工業，結構不同，影響族人在各自部落中進行協議，每年輪流舉辦五年

祭之風俗慶典，形成現代特殊文化藝術活動之展現。

6. 盪鞦韆的愛情故事

遠古時期相傳有一對苦戀的情侶－露古與本仍，因為出身頭目的露古與平民本仍的身分懸殊，遭到頭目的

百般刁難，要本仍拿到老鷹的羽毛、雲豹的牙齒、刻有百步蛇紋飾的刀，以及珍貴的琉璃珠，才能將露古娶回

家，所幸有化作雲豹的老人相助，本仍才得迎娶美嬌娘 [15] 。

五、琉璃珠傳說

排灣族人常以神話傳說的形式來表達這琉璃珠的價值和意義，實際傳達出排灣族人對琉璃珠的珍視態度與

愛戀情懷，琉璃珠的神話傳說是排灣族人共同的文化遺產，也呈現出排灣族人的思維模式，關於琉璃珠種類的

起源：由於相信琉璃珠有自給的生命，排灣族人賦予琉璃珠名字以彰顯其獨特性。在現代即成為推廣文化藝術

教育活動之展示及商業消費者，最受大眾喜愛之手工藝品，而這些名稱標示著琉璃珠的等級之分。因傳統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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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套對琉璃珠的價值體系，因此排灣人至今稱為即是「高貴漂亮之珠」最高級、最貴重的寶貴之物，頭目家

族，舉辦婚禮時必須做為聘禮，才能顯示出頭目身份和地位的尊貴。而如今現代新琉璃珠的製作技術因傳授而

推廣開來，部落接連成立琉璃珠創作工作室，使得琉璃珠成為當地新興的文化產業。這些工作室不僅滿足族人

內部婚嫁、儀式及服飾上需求，並積極拓展國際市場，擴大消費者的層面與行銷的管道。使得產業經濟上、提

供當地就業機會以及延續琉璃珠文化上，都有相當大的貢獻。排灣族琉璃珠的傳說與信仰，琉璃珠的意義與傳

說，長久以來的崇敬與想像之情，衍為一套傳說神話，在族人中代代相傳。賦予的意義與解說，是在排灣族的

社會背景下所產生的合禮思維；也是在排灣族這樣的生活傳統下所投映的意識色彩。

5-1  琉璃珠聘禮傳說

1. 男與女神珠神話

圖 1 與圖 2 分別為男神珠與女神珠。神話起源：男神珠與女神珠是成對的，是皇家、帝王、及頭目的傳

家之寶，長年藏於神聖的黑陶壺之中。據傳此兩顆對珠每年的一特殊段會消失縱影，自行出游巡視人們。此珠

擁有降福驅惡之能力 [16]。

2. 孔雀之珠神話

圖 3 孔雀之珠神話起源： Mulimulidan 中有一種稱為 Baloalisaabula ，即孔雀之珠。此珠為白底，其上紋彩

渦迴，精美細緻如孔雀之尾羽。其傳說故事來源；相傳孔雀王子深愛著頭目的女兒，很想娶他為妻，於是王子

從天際飛翔而下，撒下了多彩珣麗的琉璃珠做為聘禮，帶著公主消失在彩虹的另一端，族人便稱孔雀王子撒下

的琉璃珠為「孔雀珠」，情意綿綿，愛情之意 [17] 。

3. 豐碩之珠神話

圖 4 大豐禧年，豐碩之珠。相傳遠古之前，排灣族的祖先捕捉了各種的蜻蜓，採下牠們美麗的大眼睛混

加在木灰裡，再用木臼覆蓋。老人們嚴禁小孩子偷偷翻看木臼，因為他們相信；天神正在創造世界上最美麗的

禮物要送給排灣族人。第二天，大家掀開木臼，果然目賭晶瑩剔透亮麗無比的彩珠。後來族人就稱這些珠子

為 Atakata ，意即美麗的果子。這個神話表明琉璃珠是從蜻蜓的眼睛幻化而生，許多古珠的紋彩就像蜻蜓的眼

睛，別名「蜻蜓珠」。琉璃珠做為神賜給排灣族祖先的禮物，也象徵著排灣族祖先和神的關係是親密、堅定而

又浪漫，而琉璃珠就是這種親密關係所結的美麗果子。神話或傳說，它試圖解釋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社會的本

質、個人與世界的關係及自然現象的意義等。由於琉璃珠是神所賜，傳統排灣族人相信琉璃珠中藏有神靈，因

此不僅慎重要地收藏珠子，也很虔誠地祭拜，祈求珠神能賜福和保護家人。另一則神話，族人曾經有個不肖的

子孫將古珠賣掉，有一日家人作夢，夢到珠神化身一位老公公，向他們哭訴被賣到遠方的人家，但因那戶人家

不給它食物吃而挨餓而每況愈下，直到不肖的子孫經家人的出面將琉璃珠重新買回之後，這夢才停止。因此族

人相信琉璃珠具有降禍懲戒的超神能力，一旦大頭目過世，常會以琉璃珠當陪葬品，如果有人盜墓，偷盜者和

其家人都會遭到不幸，這是因琉璃珠神靈懲罰的緣故 [18] 。

5-2  尊高的身份與地位傳說

1. 太陽的眼淚之珠神話

圖 5 尊貴身分，高貴之珠。太陽的眼淚之珠神話起源：在 Mulimulidan ，中還有一種稱為 Songgatou ，即

「太陽的眼淚」，此珠籃色透明而帶有澄色班點，珍貴異常。相傳：以前太陽很底，就在屋頂上，不像現再那

麼高高再天，因此天氣酷熱異常。後來族人因熱的受不了，於是拿五粒小米來煮，當小米滾開時產生了熱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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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男神珠

（資料來源： http://paiwanliuli.dmtip.gov.tw/index.htm ）

圖 2  女神珠

（資料來源： http://paiwanliuli.dmtip.gov.tw/index.htm ）

圖 3  孔雀之珠

（資料來源：江雅蕾， 2009 ）

圖 4  大豐禧年

（資料來源：許美智， 1992 ）



設計教育學報  1(3), 2010. 13

太陽就隨著熱氣慢慢升到天空。而太陽難過地離開地面時所掉下的眼淚，就成為「太陽的眼淚」。 Mulimulitan 

太陽的光，太陽之光是琉璃珠貴重的珠子，代表了漂亮與高貴，當頭目結婚時，須有 Mulimulitan 作為聘禮，

能顯示出婚禮的隆重與身份地位尊貴。這則神話除了呈現太古時期，族人與自然關係的親近，最重要的是說明

此太陽的眼淚之珠的珍貴，竟是太陽所掉下來的眼淚。太陽在排灣族宗教思維中是創造者 Naqemati 的象徵，

而擁有「太陽的眼淚」，不僅表示和創造者及起源有直接的關連。這讓擁有此珠的頭目貴族更能證明他們身份

和地位的尊高 [6] 。

2. 智勇之靈能傳說

圖 6 勇士珠，相傳古時，排灣族人視百步蛇為守護神，男士以擁有菱紋的三角圖形為最高榮譽。凡在戰場

及獵場上有英勇表現者，或對部落有卓越貢獻的人，才能從大頭目獲贈勇士之珠此珠具有助長智勇之靈能 [16] 

。

3. 太陽光芒傳說

圖 7 太陽放射紋飾之珠，這顆珠子的紋飾是以黃、紅、藍、白四色套環的同心圓紋為中心，於外圍再以環

狀排列方式，添增紅、黃、藍各色小點，形成如同太陽光芒的放射效果。無論是太陽的同心圓主體，或是環繞

的光芒部份，都是以貼附技法完成。相傳古代貴族大頭目逝世時，天上的太陽與月亮回出現暈虹昭告族人，並

藉以通知族人參加喪典，所以在黑胎的珠身上帶有太陽紋飾。而在日本學者古一尚與工藤吉郎的 [16] 國立臺灣

史前文化博物館亦記載一顆這類珠子，是屬於 19 世紀江戶的珠子。此外，在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珍藏數顆

這種紋飾的珠子，其中一顆體型巨大，是目前所知排灣族使用琉璃珠中最大的一顆太陽放射紋琉璃珠。

4. 土地之珠神話

圖 8 土地之珠神話起源：琉璃珠中有一種稱為 Tsadatsaan ，即土地權的證明，財源滾滾，財富之意。相

傳：很早以前，有很多螞蟻不停的搬運物品和珠子到某頭目住處。頭目很好奇，跟隨著螞蟻想一探究竟，其

後見到螞蟻至石下的大洞出來，頭目便命令屬下從洞口沿著螞蟻途徑挖掘，挖到盡頭，看見有許多珠子，頭

目於是幫忙螞蟻把珠子搬過來，在盡頭那邊與自己這邊各為螞蟻築窩。從盡頭那邊到頭目這裡的土地即全部

屬於頭目所有。螞蟻所搬運的珠子即 Tsadatsaan 。土地之珠守護著排灣族人，祖先的居住地的琉璃珠，稱為 

Cadacadagan 珠子的名稱即是當地的地名，因此，擁有「土地之珠」的人，表示擁有這片土地所有權 [6] 。這則

神話呈現頭目的土地所有權是自然所賦予的， Tsadatsaan 即是頭目土地所有權的憑證。

圖 5  尊貴身分，高貴之珠

（資料來源：巴瓦瓦隆，撒古流，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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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勇士珠

（資料來源：巫瑪斯，金路兒， 2010 ）

圖 7  太陽放射紋飾

（資料來源：世界的蜻蜓珠， 1997 ）

圖 8  土地之珠

（資料來源：巴瓦瓦隆，撒古流， 1993 ）

六、精靈傳說

排灣族人對神的觀念，認為有善惡之分明，有強弱之分別，善神給族人代表為幸福、豐收、獵多。族人一

旦有病痛，是惡神依人的行為性格附予所成形的個體，而善神是有力與智慧的強者，只要崇信祈禱便可獲善神

的幫助，排灣族人對神的共同信念，是受起源在許多神話傳說中，所相傳延續下來，例如：五年祭與祖靈相會

的一種信仰祈福祭儀活動。其任何民族的早期階段，都有過複雜宗教的生活起源說，而排灣族也不例外。部落

祭儀內容形式包括：五年祭、狩獵祭、小米祭、土地祭、豐收祭、家祭等，以及屬於個人祈福等在內，總共有

三十多種。排灣族人過去的生活，幾乎無時刻不與原始宗教、禁忌有著密切的關聯。泰加拉斯神：是雷雨、農

作物種仔之神。太陽神：是萬物的造主，人的守護者。卡加斯神：是嬰兒的守護者。地神：是掌管河川、土地

之神。沙積穆神：是教導祖先農獵之神，拉古西真：是創族的祖先，也稱：祖靈：是每個家族的祖先 [2, 3] 。

因此說明早期，超自然與多神祇的信仰是排灣族的宗教觀，流傳著許多精靈傳說故事，再者族人認為萬物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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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河流、山川各有管理的神祇，家屋即為守護神，有祖靈信仰的護佑。排灣族人，貴族常將最親近的祖靈

信仰與家族起源傳說，請木雕師表現在家中的木柱表面上；平民則喜愛表現在衣飾的織紋與刺繡上面，認為祖

靈與超自然的神祇有分好壞之別，善靈受人敬愛，惡靈敬而遠之，但同樣要多祭拜。才能逢凶化吉，因此每個

部落即有女巫祭祀，作為重要之驅邪與通靈。

6-1  泛靈起源

1. 人與百步蛇結親

早期古代，撒旦耶魯有個妹妹名字叫琅恩奧，女孩長的很漂亮，百步蛇是蛇中之王，牠住在大社溪中的

岩石洞裡。有一天長者說：你該是結婚的時候了，於是就派一些蛇去各部落找看看有沒有美女，這一些蛇群就

到各部落去尋找。它們在「得老」的一個部落，看到撒旦耶魯的妹妹長的非常漂亮，於是就回去告訴百步蛇，

「得老」部落有一位美麗又賢慧的女子。特意安排一天，而這女孩，來到河邊戲水時，百步蛇就計劃變成一個

俊美的年青人與她相會，當二人一見面之後，彼此都心生愛慕之情，於是約定在某個地方時間約會。後來這件

事被部落裡的族人知道了，撒旦耶魯就告訴族人說，既然妹妹已經有心愛的意中人，這位男士長得很英俊，與

妹妹看起來挺相配的，只是不知道對方住在何處。於是撒旦耶魯安排答應了他們的婚事，希望由雙方的長老來

談這門親事，但百步蛇一直以人形男子的樣貌出現，回應撒旦耶魯說：「好」。百步蛇便回到蛇群裡，請長老

們去談這門親事，撒旦耶魯的族人知道那邊的族人要前來提親，大家在山頭上，往對方的山頭看過去，卻發現

一大群蛇頭朝向他們，而這群蛇一旦進入部落又變成了人形的模樣，不久雙方談妥了各種婚嫁條件，並選個吉

日，準備非常豐盛的宴席，請大家喝喜酒、狂歡。然而百步蛇群喝醉後，原形全露出來，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從那裡冒出這麼多的蛇，原先預定四位強壯的男子，要揹新娘轎子的轎夫，全變成蛇形後躺在地上，撒旦耶魯

心想新娘如看到這情形，一定會害怕而後悔拒絕此婚嫁。撒旦耶魯先前與百步蛇答應條件並送聘禮給我們，但

婚禮當天並沒有說要送什麼禮物，只是說會送特別好東西給女方，撒旦耶魯和族人們就一直期待，想看看他們

到底送些什麼，婚禮結束時並沒有看到什麼禮物。當這群迎親的隊伍走回水潭池邊，送新婚的族人也一同走了

過去，而這群蛇即慢慢的沉到水底中，向撒旦耶魯這邊的族人揮揮手道別，立刻潛到水中的大岩石洞裡不見蹤

跡。族人們還在期待著有大禮物的出現，過沒多久湖面起了許多小泡泡，便浮現出很多的陶壺，而陶壺等於是

百步蛇送給女方的重要聘禮，而流傳於平民家中所使用。而陶壺在當時只有平民才擁有，既成為生活取水及盛

水之用途，日後陶壺造型表面質感應長時間使用，表面看起來非常古樸亮麗。

因此頭目家族若想擁有此陶壺，必須要與平民結婚，於是族人流傳此說法，證明百步蛇地確贈予平民陶壺

的由來。延伸這則傳說的效應成為主要形成之文化意識；排灣族祖先是由裂開的陶壺，生出一男一女，而後繁

衍生育，成為排灣族群。然而在排灣族的傳統社會裡，陶壺具有超自然能力，意為一種神物，彷彿陶壺代表祖

先的存在，日後僅限於貴族階級能擁有此等陶壺，作為婚嫁的聘禮或信物。而族人與百步蛇結親的陶壺起源傳

說中古陶壺對現代的族人，來說是一個謎，大家只知道陶壺，是遠從祖先時代流傳下來的，圖 5 神靈界的人陶

甕象徵，陶版繪製，筆者親自拍攝、作田野調查，得知來義部落是為貴族特權之物器圖像表徵，而百步蛇是為

神靈界的人，反之頭目身份即可成為，人間所看到的百步蛇，也可認知為與神靈界化身為人形，因此關於百步

蛇的禁忌神話故事流傳許多說法： (1) 為「不能把蛇打死，否則小孩會夭折」； (2) 為「不可跨越蛇脫的皮，否

則小孩會脫皮或皮膚奇癢」 [19] 。顯然排灣族人對待百步蛇的生命有如人的性命一樣尊貴，因此泛靈起源，特

殊風格流傳在族人心目當中，成為許多想像力與兼具戲劇性之想像力效應，其中山林精靈之意象表現，特別引

人入勝，成為日後文學、戲劇、舞蹈、繪畫、音樂等，重要創作元素。

2. 天神、太陽與人

傳說中， (1) 天神為創造人類，但是人看不到天神，只能看到太陽，因此族人們即認定太陽便是神，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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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太陽神的由來起源之意。然而人的由來呢？傳說是太陽神生了一粒蛋，蛋孵出來時，蛋殼裂開成兩半，就像

兩個會發亮的銀盆一般，人類就此誕生在蛋殼中，生出一男一女，因此相傳那是創世紀最先的「人類」誕生

物，而兩個像銀盆一樣的東西，一直被族人保留守護著，不許任何人破壞，但在一次的大洪水衝擊之下，只剩

一個銀盆，成為陶壺。 (2) 傳說人是由巨蛋誕生的，當時四周都長滿榕樹，中間有一池水讓族人可洗澡用，原

本沒有房子，太陽神即祈求能有間房子給族人住，且開始發展對四周的自然景物命名，例如：榕樹是當時所命

名的，而族人有了房子後，湖水便開始漸漸消失，只留下房子和榕樹，當時太陽神祈求神明給予族人房子住，

天神即以建造了石板屋，讓日後人類居住安定，因此部落的房子皆仿自天神給以的石板屋，天神建造房子時，

在部落土地上立了兩個柱子，成為族人建造石板屋之樣貌。而太陽神所生的後代，似乎是長生不老的，可以活

到一千歲左右，因為很少人死亡，所以人口愈來愈多，比現在的部落還大。當時的人數多的無法計算，後來想

以踩藤的方式來計算人數，便找一條最堅韌的藤，讓每個族人都走過去，最後連最堅韌的藤條部位都被踩斷，

由此可知，想見當時人數之多的情況。當時人口多了，也開始有了文化懂得如何釀酒，也開始有人意見不服經

常打架，人是不會死亡的，只有在喝酒不清醒的狀態之下，才會把人給打死，人口逐漸減少，開始有了犯罪行

為。當時人並沒有建立所謂道德法律規範，其助長犯罪機率相當高，而部落中族人生活很久，在食衣住行各方

面，因人的壽命延長居住時間恆常，人性品德漸漸開始重視，自認為具有與神明一樣的魔力，可以創造人類，

認為傳說中的人是用泥土做成的，甚至聽信傳說人類是用石頭製做成的，認為自己會創造人，讓它有生命，便

為人類是泛靈之能量源頭。因此部落中，就有人為了證明與神有一樣的能力，就用石頭雕刻成人形，想讓它具

有生命，但後來並沒有成功，其這石頭所雕造的人形，在舊古樓還保存著。族人相信，當太陽神知道人有此想

法後就對族人說：「你們不要以為自己可以與神明平起平坐，人與神還是不一樣的」。太陽神為了證明人類不

可能有神的魔力，族人所做成的石頭人像，絕對不具生命，而且讓這座石頭人像佇立在原處不能搬移，而後讓

人們看到這座石頭人像時，就明白人是無法此能力，以警示後人 [5] 。

6-2  超自然力傳說

1. 巴栗的神奇故事

從前，在勒克勒克地方，有一個長得皮膚黝黑的人，名叫巴栗，他的右手中指具有神奇的功力；當他用

中指頭觸摸或指任何東西時，都會立即燃燒成灰，甚至人會死亡。巴栗的家人為了免於受到傷害，就設法用特

製的獸皮，套住他的右手中指頭，不久之後，獸皮仍然耐不住燒了起來。後來家人請村莊裡最有法力的巫師來

施法驅邪魔，結果不但沒成功，反而促使巴栗的特異功能，從右手中指轉移到雙眼。就這樣巴栗的眼力殺傷力

更加凌厲；凡是他睜開眼睛所看到的東西，都難逃被燒死的下場，因此，全村的人害怕得倉皇逃離。事情演變

到這個時候，全村的人深怕巴栗會傷害到無辜的人，以致就設想以厚破布包纏其頭部，然後由家人帶到離村子

不遠的山崖洞裡，讓他長久居住在那裡。往後的日子，家人都會定時前往送食物，每當送食物的人，快到巴栗

棲居的地方，一定要停下腳步高聲呼喊說：「我們送飯了，請你把頭蓋起來」，等巴栗回應後才安然把食物送

去；要回去也要走到他看不見之處，再重複說：「我們要走了」，此時巴栗才可以打開破布掙雙眼大快朵頤填

飽肚子。日子一天天過去，鄰近其他部落的族人，知道巴栗身懷神奇的功力，唯恐其大發神威而懼怕有被滅絕

的危機。於是由部落聯合召募約一百人勇士，披掛番刀長矛，在族人英雄式的目送之下，勇士們浩浩蕩蕩出發

前往巴栗居處的地方，想一鼓作氣消滅他，以絕後患。當勇士們到達山崖附近，他們假裝是巴栗的家人來送

飯，因而巴栗不疑有詐，他照樣聽從將破布蓋住頭部，就這樣，勇士們趁機拔出番刀揮起長矛，一舉將巴栗活

活刺死倒地。接著勇士們一起高聲吶喊：「嗚…」，表示英雄達成任務了，同時，並將巴栗的屍體裝袋抬回部

落去。回部落途中，勇士們經過翻山越嶺，疲憊不堪走到溪谷邊停了下來，大夥兒異口同聲說：「我們解開袋

子看個究竟!」，這時後，大家還來不及看清潔，袋中的巴栗還奄奄一息，兩眼一眨，「唉！」一聲，在旁勇

士們全部倒地而死。溪谷到處橫死遍地，所幸運只傷到膝蓋而免於一死。最後，這個倖存者就負傷回到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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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將他們遭遇劫難的經過告知全村子裡的人，之後代代相傳，巴栗神奇的功力 [20] 。

2. 百合花精靈之傳說

古老時候有一位部落女孩叫做百合，總是在無暇的時候，喜歡漫步在森林中，時與樹上小鳥唱著歌，踩

著小河的水手拿著花朵輕輕跳著舞，天真與快樂全映在她美麗的笑容裡。其部落一位男孩叫做太陽，銳利如飛

鷹般的他，在族群中是個最棒的獵人，善良孝順的青年，除了狩獵下田工作外，喜歡忙碌之後，唱著歌一邊編

織東西，那種知命與滿足的生活，在他歌曲中表現無遺。有天太陽興致沖沖，到一處森林裡狩獵，森林有條小

河，是太陽跟百合族群的分界點。在一次追逐獵物時，太陽不小心越過了這個河界，迷失不熟悉森林裡緊張不

安時，卻聽見傳來一個歌聲，吸引著他往那方向前進，百合在河邊唱歌，天意安排百太陽卻因她的歌聲，展開

一個命運腳步，兩人在河邊相遇，百合看著太陽嚇了一跳，太陽也不知所措，在一段寂靜之後，太陽開口讚美

她的歌聲，百合說了聲謝謝後，兩個人開始用平和的心，在那裡聊了起來，直到月亮升起才相互離去。自那天

兩人相遇相談之後，太陽在家總是魂不守舍，而百合的笑容也不在快樂，兩個人總是想著對方，往日的一切都

已經改變了，心中的憂慮也無形在增加，而他們兩人都知道，擾亂他們的是那心中的思念。於是太陽終於下了

心，決定要去河邊尋找百合，而百合也熬不過內心的掙扎，也到河邊等待太陽的出現，真愛是給勇敢的人吧！

兩個人在河邊相見了，兩個人互相望著彼此，矜持淚水卻忍不住，在相見霎那掉了下來，就這樣那兩個人開始

約定，在每次月亮升起的時候，兩個人在河邊相遇，彼此唱著自己的情歌。上帝總是喜歡捉弄人，在太陽與百

合逐漸要完成夢想時，另一個改變命運的腳步，卻在太陽疏醒的早晨到來，因為一場無情的戰爭，逼使他告別

父母離開故鄉，也來不及跟百合說聲再見！就這樣再也回不來了，日復一日又年復一年，河水流逝再也不覆

回，時光在等待中讓百合，由年輕貌美變成了個老人，眼睛也因眼淚由明亮轉成了瞎眼，而年輕時唱著那首情

歌，卻不因老去而做過任何的改變，雖然有多少人勸阻著她，不必為了一個愛情而消耗青春，但百合卻始終離

不開河邊，繼續等待太陽在她面前出現，時間無情歲月絕情，百合一個等待的夜晚，唱完她那首太陽愛聽的情

歌，隨著月光黯淡離開人世，走後多年上帝卻彌補了對她的歉意，在百合等待的河邊，開始長滿一束束純潔的

百合花，她的執著感動了上帝的憐憫 [21] 。

3. 百步蛇與美女之戀

很久以前，在台東達仁鄉台板國小上面的部落，有一位長的很漂亮的女孩，他擁有一個漂亮的小箱子，

媽媽對女兒的這個小箱子非常好奇，且女兒絕對不允許任何人碰她的箱子。日子久了，大家都對箱子感到非常

懷疑，想知道到底箱子裡是放著什麼東西？女孩怕箱子被人發現，於是將它密封起來，有一天她的箱子被打開

了，箱子裡原來有隻百步蛇和一些小蛇，卻都已經死了，女孩非常難過跳入河裡自殺死。族人認為這是一件非

常不幸的事，於是請頭目與巫婆把女孩用禁忌的方式去處理，並未送回部落村中，在那附近找個地方埋葬。之

後才知道到原來這位漂亮的小姐與百步蛇談戀愛，女孩怕別人知道她與百步蛇相戀，於是把百步蛇放在自己的

房間，並禁止任何人到她房間裡，後來箱子被打開了，而其中的小蛇是她與百步蛇生的孩子。當她看到這種情

形，就難過的跳河自殺了 [22] 。泛靈起源傳說故事由來，具有超自然力傳說，影響族人對部落人、事、物、

地的各種種禁忌說法，族人在長期集體的傳說記憶與女巫祭祀對宇宙天地觀念中信仰之規範，直接影響部落人

文風俗習慣，成為目前祭儀之文化藝術獨特風格，令人耳目一新，本研究進行田野調查時，特別觀察族人在泛

靈傳說之效應，在各個大小部落中，每五年所舉辦一次的五祭祀，即會看到三至四個女巫們，集體進行祭祀作

法，讓人印象深刻，其裝扮特殊，身後背有女巫占卜木箱作法，而占卜箱表面圖騰形態與色彩，具有當地之特

殊意涵，本研究調查，所用之圖騰文案是要透過頭目傳統雕刻師商議之後，才能給予占卜箱之法力 [23] 。

6-3  守護神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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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蝴蝶的傳奇

傳說中，遠古時期在人類還未出現時，北大武山佳平部落有座七道瀑布山林，流傳下游的一處深淵處，

住著一群美麗奇特的女子，每當雨季時，便會出現七彩繽紛的一道彩虹，非常幽靜是仙界最喜愛的一座美麗神

秘之谷。天神之母愛護仙界女神，將神秘谷地域交給 Mua-kai kai 姆娃蓋依蓋依繼承，天神之母特別叮嚀不可

讓外界男性進入此谷，不然將會遭受天神處罰，發生事故或生大病。因此 Mua-kai kai 姆娃蓋依蓋，法力之高

強，其生態保育管理維護之好，使的山林裡各式各樣的動物應有盡有，且不會互相殘殺，於是就這樣維持大約

二千年之久，但天神之母未給順位繼子 Kul-lje-lje 古琉琉男神繼承，且看 Mua-kai kai 姆娃蓋依蓋把神秘之谷管

理之好，特別受到天神寵信，因此 Kul-lje-lje 古琉琉，產生對姊姊嫉妒心理，懷恨而離開了天界。 Kul-lje-lje 古

琉琉男神，為報復與能力高強的祭祀 Tjuku 杜姑，學習魔法便將神秘之谷仙女們一一變成蝴蝶與魚蝦群，直到

有人類出現為止。有一天部落勇士 Lang-bau 浪包打獵巡視時，一不小心跌入瀑布深淵，進入山林仙界這美麗

的神秘之谷，便發現許多豐富的魚蝦，及一群美麗的花蝴蝶，即傍晚時變會恢復人形樣，於是 Mua-kai kai 姆

娃蓋依蓋依與仙女們，為了拯救這座美麗的神秘山谷，便告訴人類 Lang-bau 浪包，不能與外界透露此事，但

日久深情與 Mua-kai kai 姆娃蓋依蓋依成為戀人，時常進出此地，便讓天神發現，一怒之下，將 Mua-kai kai 姆

娃蓋依蓋依與仙女們趕出神秘之谷，變為魚蝦群從此不能恢復人形，而即是蝴蝶樣貌從此不能與 Lang-bau 浪

包相戀，永遠守護山谷，天神為了懲罰人類，便開始打撈山谷魚蝦討生繼破壞生態，使得神秘山谷已不在像

傳說中的仙境 [24] 。根據佳平部落耆老之說法：在北大武舊佳平的一座山谷下，即稱為： Tu-ruquway 杜路烏

外，族人為了紀念此傳說，便開始將蝴蝶的實際圖樣，珠繡成美麗的圖案並拼貼縫製在排灣族傳統女性服飾當

中，成為守護之神傳說重要之圖騰符號。相對地傳統木雕技師因當時雕塑技術器具未先進，其波浪曲線繪製較

不易雕飾，因此蝴蝶圖騰並無作進一步之發展。

2. 魚精、蝦精傳奇

遠古時期，在一個名稱： Pakumur 巴姑摩爾的地方，有一個很深的水潭，族人認為那就是海洋。深潭裡

面住著好多好多的海神仙，像 Tjukutjuku 杜姑杜姑、 Munaniuniu 慕拿妮幽妮幽、 Sauljaljuljaljui 沙烏拉魯拉魯

依等等。這裡是一個很神秘的禁地，一般人是不敢進入，因為裡面住著很多魚、蝦，這些魚蝦都是很兇猛的魚

精、蝦精等。只要發現有人類進入捕殺它們，它們就聯合起來攻擊。因此沒有人敢接近。後來因為旱災的關

係，河川的水乾了，深潭裡面的水也乾了，魚、蝦也不見了，但是卻看到原來的深潭上方處有成群蝴蝶飛舞

著。據說這群蝴蝶就是深潭裡面的魚精、蝦精變成的，好像還很留戀以往的悠遊自在的日子，每當早晨或傍晚

就會聚集在這裡回味過去，彼此之間相訴苦、互相安慰，並期盼重聚的日子 [24] 。

3. 生命之樹

日據時期，有一位部落族人駐守的警察，名稱：馬克斯，有一年因日本政府為縮減行政預算，特別通知各

部落駐守的單位警察們，必須留職停薪三個月。基於此，馬克斯為了維持家繼生活費，而上山砍伐樟木來製造

實用的家具，便販賣所得報酬養家活口。由於砍伐木頭工具有限，不能大量開闢，因此與漢人商討引進砍伐之

便捷工器，一同大量採伐山林木材。有一天因砍伐太多的山林資源，山中的鳥類突如其來成群反撲，工人的頭

頂上，大肆地敲擊頭皮流血，使得工人無法進行，只好停工開採回去休息。馬克斯因感到雙眼疲倦無法張開，

便來到河邊樹下休息，不知不覺地睡著了而進入夢中，看見一位身穿傳統服飾的中年女性，面對著馬克斯，用

嚴厲的眼光及聲音，指責說：「可憐的鳥兒痛不欲生地掙扎，而一一死亡被迫離開生命之樹，你罪該萬死，必

須趕緊停止。」講完之後便即消失，馬克斯醒過來急忙告知大家這一件所發生的夢境過程。也就因此停止砍伐

山林，經過此事，族人相信山林任何一草一目，即有神靈之說。從此一說，山林可畏生命之樹，馬克斯相信與

女神在夢中相遇並指示族人，靈魂得以甦醒，山林的大小事務即有一位女神掌管，不再只是抽象的觀念，而變

成日後馬克斯一張勾勒仔細的心靈發展地圖，引導著族人走上高升之路。研究者發現山林女神的神聖力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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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族人洞察自己身心靈的需求，服侍我們的心靈，增進身體能量；以及削弱心靈，損耗我們身體。因此生命之

樹的主幹可喻為樹之心，代表憐憫和諧與美善的意念 [25] 。

七、結    論

排灣族神話故事多半是耆老口耳相傳而保存下來的珍貴史料，許多學者四處收集照片，或自行拍照記錄

進行部落田野調查工作，作為文化傳承的志業，其幫助保留提供後人有意可尋之證據，而史前文化或歷史直接

佐證的材料，多半已經毀損或深埋土地之中。因此運用各種學科專業知識，藉多方面交叉辨證的探索，其現階

段採取目前排灣族族人的意識與思維方向；更藉助神話意涵的分析；考古出土材料，再一次辨識考證，作進一

步的獲致研究發現這種鮮明的神話故事氣氛中，成為一種絕無僅有的現象，說明它是在特殊的自然環境，長期

生存經驗的累積、創意與想像力之下，所產生的文化藝術效應。排灣族人所擁有的各形圖紋或神話故事內涵，

在全球原住民族中是非常獨特具有強烈特色的文化之一，而依據臺東縣舊香蘭遺址發掘出土的相關遺物，可

以確認這樣的文化系統傳承脈絡是相當久遠的。大約是五萬年前，更早的時間，台灣處於更新世（Pleistocen 

Period）冰河期的末期，一群以狩獵與採集為生的古人類，為了追尋因避寒南遷的動物群而來到了台灣，台東

長濱八仙洞附近，前進到達地形極東之處的今日台東長濱一帶，在台灣古史及原住民族文化藝術神話故事發展

脈絡中，是非常珍貴的線索與探討之基礎。

二十世紀初，隨著佛洛伊德的種種發現，又興起了許多對神話的心理研究：他認為概念的形成不取決於文

化史。他的這一論點對神話研究極為重要，他對精神的分析，創造了獨立的、超歷史的機械論，佛洛伊德方法

的批判所針對的乃是，僅從一個論點即「戀母情結」和意識觀念的「壓抑」來解釋排灣族神話的效應。榮格將

神話創作歸結為無意識的心理活動，提出了「集體潛意識」的理論，而修正了佛洛伊德的情欲學說。早期的排

灣族人理性思維仍處於低下，而萬物有靈的狀態，解釋自然環境的變動與社會生活的無常，於是透過想像或幻

想與不自覺的心靈運轉和語言組合，創造出許多的解釋與說明，目地是安頓自身與群體的精神與心靈生活。因

此山林河床古道，具有老一輩長者警惕年輕人的森嚴智慧，我們更因了解到文明世紀因大量的資訊改變族人的

部落生活，許多因相傳的神話故事意涵，透露出山林生態環境的重要元素。如今山林河道遭受破壞過度開發嚴

重縮減了部落族人與各環山一帶的串聯人際戶動關係，大量網路資訊爆炸的環境，影響族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關係，而神話傳說也日亦消失，當部落耆老已往，其索道田野調查更加困難，因此研究方興未艾，時兒停擺。

神話可視為監測族人思索部落環境是否遭受破壞的重要指標性思維，當一個地方的傳說故事種類越多，表示那

是一個適合許多族人集體共同生長的多樣山林部落環境，也是族人及人類生活品質較佳的環境。關心神話傳說

與部落自然生態，是為息息相關也是關心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子孫重要訊息。

神話傳說對於族人知識與文化價值的傳承及創造上的關鍵地位，而缺乏神話的排灣族人，就像是不會作夢

的個人，終而會因創意失喪而枯耗致死。因此將排灣族神話傳說歸納為如下幾種發現之觀點：

1. 神話傳說性的解釋，整體歸結為恐懼、地位上畫分族人角色扮演。

2. 強調感情紓發是族群創造神話的一個主要因素，作為心靈之探索。

3. 針對多種傳說進行種種解釋與說明，作為統整歸納分析資料。

4. 起源傳說故事性多彩多姿，具戲劇化和遐想的空間，祖傳特質表現在文物、建築、服飾、器皿和現代文

學、藝術展演上，雖時代變遷、外來文明不斷衝擊，卻更增特異魅力及新興文化藝術的引領的美學思潮。

5. 考古學家發現的資料肯定神話傳說，在排灣族人主觀認定上，起源回溯自己的祖先，而認定分屬不同社群

的人，經由圖騰、紋飾命名使用而去確認不同階級的身分，其五年祭的舉行凝聚了族人的族群意識，更證

明神話故事整體效應的發展，而排灣族現代藝術，隨著時代轉換新的藝術媒材是必然之結果。

6. 本研究發現陶壺、百步蛇、琉璃珠、建築上的裝飾運用，是為有趣與感動的神話傳說，來帶動族人在文化

藝術傳承重要的因素之一。例如：高富村、方福明、沈安日、秦榮輝、周錦花等，並運用神話故事傳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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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之作品中，由此可見、藝術家們受到神話、部落與精靈的招換及傳送神話故事之豐富，如此多樣作

品，是祖靈們透過各種方式傳達，給予藝術家們的意識創作於作品中。

因此透過時時關愛族人、自我反省、認同、創新文化，才能體會出神話傳說古人傳遞的重要邏輯思維。經

時間的沙漏，不斷地進步藝術的創作領域其能發揮愈來愈寬廣，而歷史史詩文學的形成，其證實在早期神話世

俗化的例子；當代社會美學思潮更加傳遞排灣族神話傳說之潛能在價值性，發展出更加感動人心的故事，成為

一個具分享、和諧、的文化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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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 Lin 1,*

1Dept. of Visual Arts, Nat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ingtung, 900 Taiwan.

（Received: 2010.04.19; Revised: 2010.06.23; Accepted: 2010.07.05）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discover the dream like stories of Paiwan. Most of the myths and legends 

are related to God and great existing subjects, such as creatures and unusual ancestors. The myths and 

legends of Paiwan can be categorized as: (1) legends of first ancestor, it illustrates the myth and legend 

about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God of sun, skull, potter pot, and bronze knife. (2) Legends of Blue 

Mountain, it describes the daily life about hunting and wedding. (3) Romantic love stories, it is about the 

passion of Paiwan. (4) Legends of colored glaze, it demonstrates the faith in the God of colored glaze. And 

(5) legends of fairy, it elaborates the origin of animism and supernaturalism and their affection on daily life 

and the origin of taboo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yths and legends of Paiwan have been vanishing in their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the field study, the cultural treasures therefore can be disclosed and served as 

key art creations elements in this fantasy era.

Keywords: Myths and Legends, Legends of First Ancestor, Legends of Blue Mountain, Legends of Colored 

Glaze, Legends of Fa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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