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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由於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進步，傳統的文化特色漸漸被遺忘，像是原住民文化，

都在現今社會中慢慢地消失。原住民被區分為十六族：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

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葛瑪蘭族、太魯閣族、

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而我們主要探討原住民的

其中一族─布農族。 

 

 

 

二、研究目的 

 

  製作一本小書讓大家更了解布農族 

(一)步驟 

1.量出封面想要的大小，取中間 2~3 公分，用美工刀輕輕刮，然後摺起來，

拿出另一張紙，量出跟封面一樣的大小，貼在封面及內頁，即完成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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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頁量出跟封面一樣的大小，然後剪成兩半，一半貼在一張紙上，另一半

在紙上畫出，剪下，即完成內頁，其他內頁以此類推。 

 

3.把第一個內頁跟第二個內頁貼在一起。 

 

4.內頁製作完後，可以畫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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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封面用鉛筆畫完後，可以用奇異筆描邊，然後上色。 

 
6.封面完成後，可以畫封底 

 

7.剪出與內頁一樣的大小，將第十一頁與封底黏起來，即完成第十一頁與第

十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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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翻開內頁，第二頁派大星與派大珊對話 

 

 

9.第三頁、第四頁女生服飾(藍色)加介紹 

 

10.第五頁、第六頁女生服飾(黑色)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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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七頁、第八頁男生服飾加介紹 

 
12.第九頁、第十頁打耳祭 

 
13.第十一頁、第十二頁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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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 上網搜尋資料 

(二) 圖書館搜尋資料 

 

貳、正文 

 

一、 布農族歷史 

 

  布農族稱「人」為 bunun，這也是該族名稱的由來。現今布農族的分佈地主要

在南投縣的信義、仁愛兩鄉，花蓮縣的卓溪、萬榮兩鄉，另外還有分佈於高雄縣

的桃源、三民兩鄉、以及台東縣的海端和延平兩鄉。其人口數在台灣原住民中居

第四位，但分佈面積則僅次於泰雅族而居第二位。就遷移而言，布農族卻是台灣

的原住民當中，人口移動幅度最大、伸展力最強的一族。 

 

二、 服飾緣由 

 

  臺灣原住民族中，以人口數與居住地域比較，布農族的分佈區域相當廣泛，重

點區域包括南投縣、花蓮縣、臺東縣、高雄縣等，在服飾和編織上，材料以及製

作大都是自給自足的方式，服飾材料來源、用途與形制也與布農族打獵維生的生

活習慣息息相關。由於布農人的生活區域橫跨南投、花蓮、臺東與高雄的廣大山

地，服飾的形式也因各區域皆鄰近不同的族群，因此服裝穿著的表現上，各地多

少呈現不同的穿戴風格。以原居地南投地區的服飾來說是較具傳統性，只不過女

子的服裝早已經漢化，而較後期移入居住在臺東、高雄地區的布農族男女服飾，

因鄰近魯凱、排灣族群而受其影響，大多模仿二族的服裝形制。較早期遷移至花

蓮地區的布農族人的服裝大致與南投地區差不多，唯女子上衣的形制多為藍色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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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右襟長袖半長衣。物質缺乏的環境下，多只求實用而不求華麗。而在近幾十年

由於接觸漢人文化與外來文化衝擊後，逐漸演變才開始男性穿長衫及女性穿長

褲。 

 

三、男性長衣基本款 

 

  在男子服飾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男子無袖對襟長上衣，即長背心（或稱外敞衣），

此類服飾屬於臺灣原住民傳統的方衣系統。 

男子服裝組件功能： 

(一)上衣保暖用。 

(二)胸袋是放置日常用品，如香煙等。 

(三)遮陽布遮住身體性器官的部位。 

(四)皮帽保暖用。 

(五)皮套褲護腿用，追野獸時避免腿部被茅草割傷。 

 

四、女性傳統服飾 

 

  布農族女性的衣著，受到漢人衣飾形成的影響甚大，以長袖直筒連裙為主，配

上中式的領、胸襟。領片、領圍部分常以平針、毛毯邊縫、十字繡等紋路裝飾。

下裝部分，常穿著六分長褲及裙裝，褲子通常都是黑色的，裙子可分為雙片的圍

裡裙和直筒裙兩種樣式。在所有原住民的服飾中，可以說是最樸素且最內斂，以

漢式的形式為主，藍、黑色為主色，在胸前斜織色鮮圖豔的織紋，裙子亦以藍、

黑色為主，再用簡單的成對母子百步蛇，當做服飾的花紋。其視蛇紋如此的美麗，

便想借其子，描其花紋。 

 

五、服飾材質 

 

  族群分佈主要居住於高山上，傳統的布農族服飾大都來自大自然，採自苧麻天

然植物之材料，皮衣、皮革製品取自長鬃山羊、水鹿、山羌等獵獲物。所以在布

農族人未和外界接觸前，衣飾材料的種類包括了有鹿、羌、山羊皮、山豬皮等動

物皮革為主的材料，其他還有熊，豹的皮，而鞣皮製衣則是屬於男子的份內工作。

天然植物的材料通常要經過剝皮、抽絲、染曬再紡織成布，苧麻布紡織技術可能

發生得很早，一直延續到近代，早期以苧麻為原料，晚近才加入棉線和毛線。而

績線、織布，這是女子的專業。 

 

六、節慶 

 

  打耳祭亦稱射耳祭，均在四、五月間、或月缺時舉行，它有著薪火相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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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團結、法律等廣義的活動。新產生的領袖(俗稱頭目)此時上任，受罰則禁

制、禁忌的人，亦可藉巫者的祈拜，而解禁。為了迎接重大祭典，四、五月近圓

缺時，部落壯丁要到山上狩獵，家中婦女也預先釀酒，以作為祭典活動用，鹿、

羌及山豬為布農英雄獵取的最高榮譽目標，因此射箭活動裡，通常就以鹿及山豬

的耳為靶標。打耳祭典，是布農族社會，男女均能參加的族群活動，但大部份還

是離不開大男人主義色彩，以男士為祭典活動的主體。巫者口吹男童耳朵，是驅

邪祈福，射肉是希望孩童早日成布農神箭手，起火有薪火相傳之意，祭槍為求狩

獵豐收，誇功宴ｍａ pｕｌａｕｎ有鼓舞士氣、教育、宗親介紹的涵義，飲酒歌、

八部合唱，更有團結、勸慰、激勵互勉的意義。挺立、結實。 

 

參、結論 

 

  由於我們這組有一位布農族人，再加上我們對原住民有極大的興趣，所以我們

決定開始製作關於原住民──布農族的小論文，決定好主題後便開始深入探討，

我們開始搜尋資料，搜尋資料的過程中，我們搜尋了布農族的服飾、節慶、歷史，

這些資料在我們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閱讀後，讓我們更了解布農族，對我們的小論

文也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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