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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台灣有許多原住民但我們不曾真正了解過他們，因為族群繁多、社會變遷、

地理環境以及漢化等因素，而衍生出甚多支系及祭典方式、習俗與文化特色。台

灣的原住民文化逐漸受到了普遍的重視與肯定，讓我們對於原住民文化的相關議

題，產生了更多的關注與興趣。阿美族與噶瑪蘭皆為母系社會，噶瑪蘭則部分劃

入阿美族，因此以此為動機探討這兩族在制度上的差異為何？ 

 

二、研究方法 

 

我們想藉由此篇論文說明同為母系社會的阿美族、噶瑪蘭族的文化差異及歷

史背景，同為母系社會的這兩個族群有著怎麼樣的生活模式，利用網路資源找尋

相關資訊，或者相關書籍等，也詢問了一些原住民血統的朋友及長輩們。希望能

透過這次的討論，讓我們更深入了解原住民。 

 

貳●正文 

   

一、族群簡介 

     

（一）阿美族 

 

阿美族(Amis)，其分布地區主要為台灣東部，為目前台灣原住民人口最多的

一族，祖先是從今豐濱鄉之大港口登陸，隨即進入花東縱谷，成為第一支入墾壽

豐鄉的族群。先遷至奇密，再分建於芝舞蘭、烏雅立、巫老僧、烏漏、謝得武、

掃叭頂、加蚋蚋、太巴塱、馬太鞍諸社、久之，然後分別向南北延伸，往南進入

臺東縱谷稱為「臺東阿美」；北上花蓮縱谷稱為「南勢阿美」；深入海岸山脈東側

沿海稱為「海岸阿美」；最南端延遷到恆春稱為「恆春阿美」。 

 

（二）噶瑪蘭族 

 

葛瑪蘭族(KARALAN)，以前稱為「蛤仔難三十六社」，但實際的聚落數量有

六、七十社以上，主要分佈於宜蘭、羅東、蘇澳一帶，以及花蓮市附近、東海岸

之豐濱鄉、與台東縣長濱鄉等地。瑪蘭祖先名字叫阿蚊（Avan），原來從馬利利

安（Mariryan）地方乘船，航行到台灣北部海岸登陸，有一說是在淡水登陸，然

後來到宜蘭這個地方，當時的地名叫做蛤仔難（Kavanan），這一族來到宜蘭地方

時，還沒有漢人，但已經有山蕃佔居平地，所以只能在海岸地方居住。噶瑪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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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劃入阿美族，部分劃入平埔族，台北市政府於民國 85 年 10 月 24 日宣佈

恢復承認，行政院於民國 91 年 12 月 25 日宣佈承認「葛瑪蘭族」為台灣原住民

族第十一族。 

 

二、社會制度 

 

（一）阿美族 

 

1、男子年齡階級制 

   

阿美族的年齡階層制度，在原住民諸族中可以說是最嚴密而完善的，以男子

年齡階級制度為基礎，依照長幼與生理發展情況，男子通常到達一定年齡之後，

就會依其社會責任編入不同的年齡階層中，並進入會所接受身心上嚴格的訓練，

每位男子一生都需要按部就班經歷上述的生涯歷程，每一階層也都有社會固定賦

予的任務。如下： 

• 巴卡隆愛：尚未成年的學習者。 

• 卡巴哈：男子邁入成年，仍需接受訓練並執行服役任務。  

• 米喜寧愛：負責祭儀之膳食張羅、貴賓接待、執行依都卡賴之命令。  

• 米倫倫麥：掌管食物的分配。  

• 巴拉衛賴：掌管會所庶務。  

• 伊巴達賴：副總管。  

• 依都卡賴：會所之總管。  

• 伊斯斐愛：退休不管庶事之長老。 

 

2、母系社會 

 

阿美族是原住民族群中最重視女性的族群，傳統社會中以母系組織為主，男

性被招贅後一起住在女方家，有關家庭親族的事務與財產都由女性戶長做主。財

產的繼承也以家族長女為優先，但現今的阿美族，因為受到漢人的影響，男子招

贅已較減少，經濟來源也漸漸轉移到男子身上，母系社會的特質因此有逐漸淡化

的現象。 

 

（二）噶瑪蘭族 

 

1、部落組織 

 

噶瑪蘭舊社會採行以部落為中心的組織型態，各社互有往來，但亦各自立領

導階層，由社眾選舉頭目的領導制度，任期一年，在每年八月間重新選舉，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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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組織階級負責部落內實際事務的執行，年齡組織分老年、青年、婦女三組，

其形式係仿海岸阿美族之年齡組織而來，沒有社會階級之分，或是主僕的關係，

只有按年齡分級，社會地位和職務隨著年齡而不同。 

 

2、婚嫁及財產繼承 

 

噶瑪蘭人男女均需下田工作，男女經常在田埂上認識進而喜歡對方，消息傳

至雙方家長耳中時，由一方家長相約共同商議男女雙方的婚事，而傳統的社會分

工中，噶瑪蘭人是母系社會，行「招贅婚制」，子女從母居，夫從妻居，男子長

大出贅，喪失家產繼承權，由女子承繼家產，只有部落的公共事務及防禦戰鬥才

由男性來負責。後來因與漢人通婚頻繁之後，父系地位已逐漸受到認同。 

 

三、祭典 

 

（一）阿美族 

 

1、豐年祭（Ilisin） 

 

每年都會舉辦一次，慶祝過去一年農作物的豐收成果，感謝祖靈的庇佑，並

祈求未來五穀豐收、全族平安。由於豐年祭是男子為主的活動，按照傳統習俗，

第一天禁止女生參與，最後一天女生則必須參加，並由女孩子的歌聲做為結束。 

 

2、海祭（Misacpo'） 

 

儀式中主祭者會向大海禱告、奉上祭品，就可開始出海捕魚。青年組會擺設

海鮮午餐，預祝今年漁獲豐收。藉由捕魚一事，建立長幼生活經驗的傳承，男子

也從中強化自己對家族的責任。 

 

（二）噶瑪蘭族 

 

1、海祭（Laligi） 

 

  每年三、四月春夏之交，噶瑪蘭男人們會擇定吉日，一起聚集海邊舉行 LaLiGi

海饗。早晨，族中長老在海邊行過祭拜祖靈後，年輕男人便出海捕魚。近午時，

捕魚的人回岸，年長者在岸上迎接他們。接著就地烹煮鮮魚和野菜煮食，也會把

捕來的魚送回村裡，供其他未能參加的族人分享，活動持續兩三天。 

 

2、歲末祭祖（Pal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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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人相信禍福是由祖先賜與的，相信過年時祖先會回到家中，這是一個

相當普遍且差異較小的儀式。祭祖通常以一個家為單位舉行，而祭祀的對象則以

家中戶長死去的父、母雙方親戚為主，在過年全家團圓熱鬧之際，請祖先們喝酒

共餐，祈求祂們能保佑全家人健康平安。 

 

四、服飾 

 

「原住民的服飾原住民的服飾原住民的服飾原住民的服飾大部分用大部分用大部分用大部分用苧麻所做的苧麻所做的苧麻所做的苧麻所做的。。。。大多數購買和台灣漢人使用相同布大多數購買和台灣漢人使用相同布大多數購買和台灣漢人使用相同布大多數購買和台灣漢人使用相同布

料料料料，，，，再依喜好裁製成衣服再依喜好裁製成衣服再依喜好裁製成衣服再依喜好裁製成衣服，，，，並加上刺繡圖騰並加上刺繡圖騰並加上刺繡圖騰並加上刺繡圖騰。。。。」（鈴木質，1999） 

 

（一）阿美族 

 

阿美族的衣服原料有四種，以麻、皮革為主，樹皮布、草和藤次之。由於阿

美族的分佈區域性服飾很廣，所以北、中、南三大系統皆有其特色，但在色彩上

大多以鮮紅為主，紅色一向給人鮮豔亮麗的印象，在原住民族群中代表活潑的族

群，在歌舞表現上較展現熱鬧的效果。另外，男子的服裝，成年前著短裙、束腹

帶，成年後穿著全套服飾，如：頭巾、藍色對襟圓領長袖短上衣、綁腿褲或是流

蘇裙等；女子花帽，婦女戴大花帽，少女戴小花帽；皆依年齡有所不同，方便各

年齡階級的分辨。 

  

（二）噶瑪蘭族 

 

噶瑪蘭人織布習慣用植物纖維，製衣時多用山苧麻，製成如肩甲狀的 ziqap。

這種 ziqap特別是在工作時穿，可以遮陽擋雨；用香蕉織布縫製成長袖滾黑邊方

衣，中間有一排漢式一字扣，男人在豐年祭或演出傳統歌舞時穿，但現在布的樣

式只剩下簡單的十字交叉紋織法、單色、沒有染色也無幾何圖樣。另外有作為工

作用的背袋，是現在新社婦女最常做和使用的製成品，還有小巧實用的腰包，通

常是用來裝香菸、檳榔和錢，有時為了裝多一點東西會製作成雙層。 

 

五、手工藝 

 

 （一）阿美族 

 

阿美族的手工藝技能主要是為了自給自足，男子在結婚前必須要會一些編籃

的手工藝，主要材料是竹跟藤，主要編成提攜用的器具跟漁具兩種；部落中的老

還會編製一些可以裝載東西的背簍、方簍、竹籃、漁簍、漁簾等，編織較稀疏的

背簍用來搬運木材，編織較濃密的用來裝米、食物等。而女傳統製陶是婦女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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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們所製作出來的食器或容器都以陶為主，多為日常用品，如：水壺、陶碗、

飯鍋、祭祀用的酒器或編織用的紡錘，甚至連捕魚所用的重錘都是用陶製成的。 

 

（二）噶瑪蘭族 

 

織布是噶瑪蘭人重要的工藝品，台灣的南島民族都有手工織布的傳統，只是

平埔族人漢化的關係，傳統的工藝與藝術目前已不多見，但保留了噶瑪蘭人特有

的香蕉絲織布，蕉皮原料經歷剝除皮肉、接線、繞線、整理經緯線等等過程再上

機進行編織，被視為噶瑪蘭族傳統工藝的重要表徵。好的香蕉布因樹皮的自然色

澤，所以會呈現出濃淡相間的顏色，雖然沒有花紋，但夏天穿起來非常舒適。織

好的香蕉布除了製成衣服，還可織成穀袋、背袋、檳榔袋或草蓆。 

 

六、實地參與兩族文化之心得 

 

同時具有阿美族與噶瑪蘭族的血統，兩族的祭典都參與過。服裝是參加祭典

必備的，阿美族服飾偏向紅色，噶瑪蘭族則是偏黑白色。在每年的七、八月參加

阿美族的舞蹈祭典，這個祭典舉辦五天，第一、二天是男生跳，第三、四天是女

生跳，第五天男女合跳，雖然很累人，但跳上這個舞蹈是很喜悅的。噶瑪蘭族的

海祭則是舉辦三天，第一、二天長老們祭拜祖靈後，年輕男子會出海捕魚，第三

天把捕到的漁獲給所有族人分享，像是在部落裡聚餐一樣，滿滿一大桌的美食和

大家共襄盛舉。 

 

除了傳統祭典，也參加了兩族的成年禮，噶瑪蘭的成年禮以男生為主題，年

輕男子可以出海捕魚，承繼祖靈所遺流下來的光榮傳統；阿美族則以女生為主

題，大家的手一個一個的交叉牽著圍成一個大圓圈，在舉手投足間也表達出阿美

族人樂天知命的個性。 

 

參●結論 

 

在探討這篇論文時遇到了許多的瓶頸，由於噶瑪蘭族漢化得較早，資料保留

不完整，導致獲得的資訊不充足，這標題看似簡單，在深入探討後卻又發現其中

的複雜難解。但在分項整理比較之後，加上同學本身的親身經歷分享，我們漸漸

找出兩者之間不同的風貌，當初對於「同為母系社會，兩族差異何在？」的疑惑，

也在探討過程中有了結果：阿美族部落中有獨立的男子階級制度，編制以長幼區

分，每一階級都會有一個級名，而級名的產生會因為地域關係而分成創名制或襲

名制，同為母系社會的噶瑪蘭族則是一個沒有階級的平等社會，就算富有的家庭

裡也沒有僕人，首領是以推舉的方式產生，部落內其他的公眾事務，則由各年齡

階層的族人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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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深入了解兩族差異，我們也藉由這此的探討更加認識原住民文化，他們

親近大自然、樂天知命、堅持傳統、對祖先抱持著一份感恩，現今社會已開始重

視傳統藝術觀光，原住民族的各項祭典既熱鬧又壯觀，一定能吸引各地觀光客前

來朝聖，那是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另一種傳統之美，而在推廣的同時，也當思考如

何維護與保存這樣天然的文化資產，推廣才能真正變得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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