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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此次東京奧運射箭比賽，我國代表隊獲得了銀牌佳績，引起了我們對於射藝的

好奇。平時我們發現花蓮縣常有原住民的射箭比賽，而在我國法定原住民中，阿美

族（Amis）人口數量占 37.3%（中華民國內政部），「阿美族是台灣先住民中人口最

多的一族」（張子媛，1989），主要分布在花東兩縣（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因

為我們班上也有阿美族同學，因此，我們想要針對「阿美族的弓箭」進行探索。 

 

二、研究目的： 

 

隨著時代演進，弓箭已經不在是阿美族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對於「阿美族弓箭

的現在的使用狀況，以及如何永續的傳承」，我們產生了好奇。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決定主題後，透過資料收集、文獻探討，初步瞭解阿美族過去弓箭的

使用狀況，一方面運用問卷調查法，探討阿美族弓箭文化參與的現況及推動上所遭

遇的問題，另一方面參與弓箭製作體驗，並採用專家訪談，深入了解阿美族弓箭文

化傳承的挑戰與未來發展。 

 

四、研究架構： 

 

 

 

 

 

 

圖一 研究流程圖（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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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觀察與實作阿美族弓箭。 

 

（一）認識弓的材質。 

 

1、研究方法： 

 

我們想知道原住民弓箭是以什麼材質製作，因此我們上網並且到學校圖

書館查詢有關原住民弓箭的介紹（圖二）。並在溪口國小與港天宮後的河堤空

地，訪談參加壽豐鄉原住民傳統射箭觀摩會和吉安鄉原住民運動會射箭比賽

中詢問射箭者、也訪談對原住民議題有研究的李秀蘭老師以及製作弓箭的師

傅黃境賢叔叔（圖三）。 

    
使用平板搜尋資料 到圖書館搜尋書籍 到圖書館查詢書籍 拍攝書中資料 

圖二 在校園中觀察七里香（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訪問射箭選手 訪問黃境賢叔叔 訪問李秀蘭老師 訪問宋得讓頭目 

圖三 訪談選手、製弓師和耆老（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2、研究結果： 

 

在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中提到：「在原住民傳統社會中，男子要負責砍

伐、漁獵、建築房舍、戰爭等工作。傳統原住民男子的武器有長茅、弓箭、

刀和西洋式的槍。弓箭可以用來打漁、獵獸和戰鬥。」 

 

原住民弓箭有竹弓與木弓。木弓以七里香、山櫻花、櫸木與桃花心木（黃

懷瑩，2007），竹弓則以刺竹來製作，材料具有彈性不易折斷（高飛.撒耘、林

曾司如，2011）。製弓師黃境賢叔叔告訴我們「現在使用竹弓者居多，因為竹

弓較具有彈性，比木頭靈活」。在我們的訪談的 24 位選手中，選手們的弓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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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竹弓居多。而射箭選手中有一位製弓有 16 年資歷，縣府秘書退休的李光勝

爺爺說他剛開始製作時，是製作木弓，但後來是製作竹弓，因為「竹弓的材

料取得方便，也比較好製做」。我們訪談的選手中，有 45.8%是自製弓箭、33.3%

是購買而來，20.8 則是改買、自製均有（圖四）。從這裡我們判斷，由於製作

弓箭的材料取材自大自然（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如七里香和

刺竹，因此讓使用者更有意願自製。 

 

李秀蘭老師說，她的阿公以前都是用竹子製作器具，大部分是用刺竹，

可以拿蘭來製做籃子、竹蜻蜓，還可以拿來做弓，李老師猜測用刺竹做弓可

能是比較有彈性的關係。 

 

黃叔叔說：木弓可以用黑皮樹、七里香，竹弓則用刺竹。箭則使用高山

的箭竹來製作。 

 
圖四 比賽時使用的弓，購買與自製比例圖（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二）在學校使用七里香製作小弓箭。 

 

查詢資料知道七里香能製作原住民木弓，所以老師帶我們在校園中認識七里香

（圖五）。隔幾天總務處利用開學前的時間整理校園，修整植物時砍下了一些七里香

的枝條。因此，我們嘗試自己製作小弓箭。 

 

1、製作方法： 

 

由於枝條較細，因此：我們先選取合適的樹枝並切除細枝，接著切除末

端較嫩的部位，再以美工刀切割出綁弦的凹槽，最後在弓上綁上釣魚線（圖

五）。我們以烤肉竹籤當作箭，在竹籤尾部也切割一條凹槽，用來架住弓弦。 

    
在校園中觀察七里香 修整樹枝和綁線 我們製作好的成品 室外測試，看效果如何 

圖五 認識校園中的七里香，並用七里香製作小弓箭（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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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製作結果： 

 

在學校使用七里香製作小弓箭，我們的步驟是：（1）先選要用的樹枝。（2）

把叉枝和葉子去除留下堅硬的枝幹。（3）做記號，用美工刀切割出凹槽。（4）

綁上魚線，完成簡易小弓。我們發現要選擇粗且直的樹枝、且弦要讓它有彈

性，避免彈性太小而導致箭射不遠。 

 

（三）阿美族弓如何製作？（到製弓坊實際學習） 

 

1、研究方法： 

 

我們到黃境賢叔叔的製弓坊學習如何製作傳統弓。並且透過訪問李秀蘭

老師，了解以前阿美族人的製作和使用。 

 

2、研究結果： 

 

傳統弓的製作過程：裁取適合的刺竹烹煮（木頭弓則不用烹煮）、晾乾、

取中線黏上握把（木頭弓則削出握把形狀）、用機器刨出弓的外型、拋磨握把

和弓身、接著切出箭槽、下弓弦鑽孔、上弓弦挖凹槽來置放弓弦、安裝弦後

調整上下弓弦的曲度、箭槽和弦的位置、調整弓的彈性、握把大小和角度、

再試射（圖六）。右手弓是使用左手持弓、右手拉弓弦。以前的原住民弓沒有

箭槽。同樣是右手弓，以前和現在的箭都是搭在弓的左方（圖七）。 

 

我們訪談李秀蘭老師，李老師說：她小時候，阿公就常使用刺竹製作各

種器具和弓箭。以前比賽時的弓箭都是阿公做的。而射小鳥的是自己製作的

遊戲弓，只是遊戲弓都沒打到小鳥過。 

    
取中線後夾上握把 刨出弓的外型 拋磨握把和弓身 觀察上下弓弦的曲度 

    
切出箭槽 試弓 試弓 試弓 

圖六 黃叔叔示範製作弓箭（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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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1910 年臺東阿美族馬蘭社人持弓圖 

（資料來源：2021 年 10 月 6 日，取自 https://tme.ncl.edu.tw/tw/臺灣老照片圖集/世紀容顏-上/勇

士與狩獵/部落的守護者/2949-持弓箭的臺東阿美族馬蘭社人） 

 

三、分析阿美族弓箭文化傳承的「現況」與「面臨的困難」。 

 

（一）現在阿美族弓箭文化傳承的狀況。 

 

1、研究方法： 

 

我們藉由訪談耆老宋得讓頭目、對於阿美族文化有研究的李秀蘭老師，

以及在射箭場比賽的射箭選手進行訪談。 

 

2、研究結果： 

我們訪談的射箭選手，以 41~70 歲占大多數，占訪談人數的 83.3%（圖

八），我們判斷由於中年經濟較為穩固，不再需要為生活煩惱，因此比較有時

間出來參加活動；而 6 1 歲~70 歲的老人家，因為退休生活無虞，且身體狀況

良好，因此也能夠參與射箭比賽活動。 

 

而選手們為何參加射箭比賽呢？研究結果顯示，把射箭比賽當作運動、

興趣、來交朋友的占大多數；接著是因為文化傳承的因素（圖九）。而在問及

射箭隊於自己具有什麼文化意義時，可能是因為被問題所制約，大多數的人

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傳承，運動與交朋友的數量反而減少（圖十）。因此，我們

判斷，由於射箭並不是生活必需品，因此射箭對於現在原住民來說，在生活

無憂的狀況下，是一種運動社交項目，就由這種傳統活動，來增加彼此的感

情。所以我們在比賽會場，就看到許多團體，帶著美食一邊比賽一邊聊天。 

https://tme.ncl.edu.tw/tw/臺灣老照片圖集/世紀容顏-上/勇士與狩獵/部落的守護者/2949-持弓箭的臺東阿美族馬蘭社人
https://tme.ncl.edu.tw/tw/臺灣老照片圖集/世紀容顏-上/勇士與狩獵/部落的守護者/2949-持弓箭的臺東阿美族馬蘭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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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接受訪談的射箭選手年齡分布統計圖（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圖九 接受訪談的射箭選手參加射箭比賽原因柱狀圖（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圖十 射箭選手認為射箭的文化意義統計圖（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宋得讓頭目說：由於現在生活上很少在用弓箭，大概是在比賽時才會出

現。 

 

李秀蘭老師說：以前的弓要拿來戰鬥。男女分工是很清楚的，女生在家

顧田照顧家庭、男生要去打獵。部落之間會有戰鬥，男生一定要會射箭來保

護自己的部落，要很會射也要很會躲。 

 

但是現在部落之間的界線沒有那麼清楚的時候，這個活動就變成遊戲化

和比賽，它的意義應該就在傳承。現在原住民射箭的傳承主要就是在比賽，

比賽能讓族人有正式的場合可以拿出弓箭。協會也會推廣射箭運動。原住民

運動會也有傳統弓的比賽、也有弓藝的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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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美族弓箭文化傳承面臨的困難。 

 

1、研究方法： 

 

我們藉由訪談耆老宋得讓頭目、對於阿美族文化有研究的李秀蘭老師，

以及在射箭場比賽的射箭選手進行訪談。 

 

2、研究結果： 

 

射箭選手們認為，目前阿美族弓箭文化傳承面臨的困難大致有：部落不

團結、不重視。參加小朋友越來越少。還有有些人要工作而沒辦法參加。靠

自己摸索，希望有技術指導。 

 

宋得讓頭目認為：擔任頭目的人沒有持續推動射箭運動，就很可惜。 

 

李秀蘭老師認為：推廣原住民射箭比賽，困難在於：射箭比賽時，太魯

閣族會懷疑阿美族學他們的弓。其實民族之中，文化原本就會互相影響、互

相學習。還有，現在小孩不太喜歡、小孩課業壓力大、射箭不普及、製程困

難、耆老凋零快、學習時間長。 

 

四、探討阿美族弓箭文化傳承的可能方法。 

 

（一）研究方法： 

 

我們藉由訪談耆老宋得讓頭目、對於阿美族文化有研究的李秀蘭老師，以及在

射箭場比賽的射箭選手進行訪談。 

 

（二）研究結果： 

 

根據訪談射箭選手，我們發現除了希望公部門、協會、學校可以多提倡推廣競

技活動，多辦比賽。此外，選手們也認為給小孩參噢，從小學開始帶小孩去比賽，

讓小孩能接觸也是非常重要。 

 

宋得讓頭目認為：要家長鼓勵小孩參與，有傳承比較好，因為這是生活上需要

的。推廣原住民射箭比賽，讓大家有機會經常在一起。頭目聚集大家一起討論看如

何如何改變，一起持續讓族人能夠參與射箭活動。也可以改變一些方式，可以讓族

人持續參與。 

 

李秀蘭老師認為：要推廣阿美族射箭，可能需要在學校成立傳統射箭社團，就

比較容易推廣。而校外教學可以去認識當地的文化和解說，對小朋友來說比較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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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小朋友認識。 

李老師覺得自己會的東西，也希望自己的小孩也能夠學習，因為這就是一種文

化的傳承。對於阿美族文化的傳承，從自己開始做起比較快。例如，她自己的三個

男孩有自己各做一把弓。李老師說，成為阿美族人的條件是什麼？不是會唱歌就好，

這是每個人都會的。要讓小孩們有成為阿美族人，基本款就是爬山、游泳、射箭這

些基本，具有能帶著走的能力。 

 

參、結論： 

 

一、原住民弓箭有竹弓與木弓。竹弓以刺竹製作，木弓則以黑皮樹、七里香、山櫻花、

櫸木與桃花心木等來製作。這些材料具有彈性不易折斷。而在箭的部分使用高山箭

竹，阿美族的箭尾部沒有尾羽。全台灣只有鄒族有使用箭尾附有尾羽的箭，但是這

種特別的箭是專門在射擊大型動物和首獵時使用（湯淺浩史，2000）。 

 

二、以前的弓，會因為各部落圖騰，而在弓上有雕刻，例如排灣族會有百步蛇、人面、

人形等浮雕（鈴木質，1992）。而黃叔叔說阿美族則會有菱形紋飾。 

 

三、現在使用竹弓者居多，因為竹弓較具有彈性且材料取得方便。 

 

四、邵族有一種射山豬的巨型弓弩（洪英聖，1993），但阿美族則是使用手持的弓，黃叔

叔說阿美族使用的弓，依每個人的身高不同，大約高 20~30 公分。 

 

三、在學校使用七里香製作小弓箭，我們發現綁好弦的弓，若沒有將弦鬆開，第三天木

頭就已經變形，使弓沒有彈性。而黃叔叔有教導我們，不要對弓突然用力或是空射，

這樣會傷弓。而使用過後，弓弦要放掉，避免彈性疲乏。有些選手甚至會帶兩把弓

去比賽，兩把弓輪流鬆弦，保持彈性。 

 

四、製作阿美族傳統弓的步驟：取適裁取適合的刺竹烹煮（木頭弓則不用烹煮）、晾乾、

取中線，黏上握把（木頭弓則削出握把形狀）、用機器刨出弓的外型、拋磨握把和弓

身、接著切出箭槽、下弓弦鑽孔、上弓弦挖凹槽來置放弓弦、安裝弦後調整上下弓

弦的曲度、調整箭槽與弦的位置、調整箭槽與箭的接觸點、調整弓的彈性、調整握

把大小和角度。其中，需要不斷的試射和調整，讓弓的握把和彈性都符合自己、適

合自己。 

 

    黃叔叔說，弓若沒有要使用，弦要鬆開，避免弓的彈性疲乏。這與我們的小弓狀況

情況吻合。可見平時將弦卸下，是保養弓、維持彈性的一個重要方法。 

 

四、現在阿美族弓箭文化傳承的狀況：我們訪談的 24 位射箭選手中，均希望子女傳承弓

箭文化，但是大部分子女因為生活因素，而導致沒有時間製弓或參與射箭活動。或

是一開始有參加，後來就慢慢沒有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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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訪談對象是有參與射箭比賽的族人，我們相信仍有許多阿美族人沒有參與傳統

弓的射箭活動，而他們的子女可能也較少去接觸。 

 

五、阿美族弓箭文化傳承面臨的困難：訪談的射箭選手們認為，目前阿美族弓箭文化傳

承面臨的困難大致有：部落不團結、不重視。參加小朋友越來越少。還有有些人要

工作而沒辦法參加。技術靠自己摸索，而希望希望有技術指導。 

 

宋得讓頭目認為：擔任頭目的人沒有持續推動射箭運動，就很可惜。 

 

李秀蘭老師認為：現在小孩不太喜歡、小孩課業壓力大、射箭不普及、製程困難、

耆老凋零快、學習時間長而沒有空學習。 

 

六、探討阿美族弓箭文化傳承的可能方法： 

根據訪談結果：公部門與協會的推廣舉辦比賽、家長鼓勵小孩參與射箭活動、在學

校成立傳統射箭社團從小扎根、校外教學可以去認識當地的文化和解說。透過政府

機關和家長的努力，期望讓下一代能在耳濡目染之下，讓射箭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 

 

也有訪談選手建議，可以用 Line 訊息發送，這樣能讓比較多的人知道比賽時間，而

可以提高參加的人數。 

 

另外，有一位從台東都蘭來溪口國小參加壽豐鄉原住民傳統射箭觀摩會比賽的射箭

阿姨（最後她還獲得女子個人賽第一名，我們開心的跑過去與阿姨合影），她建議射

箭比賽可以在豐年祭或是過年這種大節日舉辦，因為這時候在外地工作的族人們都

回來了，若這時候舉辦射箭比賽，能夠讓更多的人有機會接觸，也讓更多人有機會

同樂。 

 

七、我們覺得在以前年代，因為需求，弓是經常性的陪伴在獵人身旁，由於長期相處，

因此獵人已經與它產生了感情。我們覺得學習射箭就跟現在學習樂器一樣，需要長

期的使用，並反覆的練習。因此，當人們熱愛弓箭的技藝，並且能夠熟練使用弓箭

時，才能對於弓箭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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