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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Mgay Bari 在太魯閣族的部落裡是非常耳熟能詳的祭典活動，甚至國外的觀光客也都知道這

個活動，身為太魯閣族的我們是多麼引以為傲的一件事。可是，當外地人問起，太魯閣族人為

何要舉辦 Mgay Bari—感恩祭活動的時候，這時就覺得很尷尬，因為，不知道要如何說起，怎麼

介紹自己的 Mgay Bari，每回真想逃離現場，把自己給藏起來，實在是羞愧自己的祖先，基於此，

我們就決定來研究自己的文化—「我們的 Mgay Bari」。 

 
 起初，我們也恨惶恐，其原因有三： 

(一)、 剛開始，組隊一直有狀況的，依比賽的規定，最少必須要有 2 人以上才能成隊，這是

我們最憂心的地方，還好，在少山老師及福彥老師的媒合下，終能畫下句點，完成組

隊一事，但最大的功臣還是要感謝我們的校長—劉上民校長的全力支持，事情才能順

利的進行。 

(二)、 「時間」一直是我們最大的敵人，距離繳交書面報告的時間（110 年 10 月 8 日）也

只剩下不到 20 天了，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來完成我們的專題研究報告，這是我們最

大的考驗。 

(三)、 除了要閱讀老師大量餵哺的文獻之外，我們還規劃了田野調查，其實，在這一方面領

域的本族菁英還算是蠻多人的，不外乎是文化內涵深厚的資深耆老、部落文化工作

者、牧師、地方鄉鎮首長、學者、退休校長以及現職的教育工作者，這都是我們可以

訪談的對象，只是在時間的壓力下以及可以接受訪談的人士，對我們來說是重中之重

的問題。 

 
在以上多重壓力下，我們內心坦然接受，大家除了有共識外，更要加快腳步，努力的往前

衝，唯一的目標就是共同來完成我們這一次的研究專題報告。 

 
二、研究目的 

 
近幾年來，原住民族對文化傳承與保存的意識抬頭，期望藉由大型的文化活動彰顯我民族

的存在，企圖還原昔日傳統部落文化禮俗與生活方式，藉此教育後代子孫依循祖先的腳步傳承

教儀，也讓外界透過體驗與觀看，認識原住民文化的精神與本質。 

 
自從 2004 年太魯閣族正名成功之後，公部門及民間團體即致力於屬於自我族群文化內涵的

定位，集合耆老、牧師、知識菁英及長期投入文化的工作者進行一場歷史文化的探索，在有限

的文字資料與僅存的耆老記憶中，尋找根源脈絡，Mgay Bari 即在長期的復振建構中，凝聚了族

人的向心力，無論在形式上與內涵上，一年比一年更加豐富，形成台灣原住民文化獨特的風貌

與資產。 

 
基於此，我們研究團隊欲從 Mgay Bari 太魯閣族歲時祭儀的研究探索中，關注解構中的太魯

閣族群之祖靈信仰，在融入宗教神學的祭儀行動中，一一找出我們心中困惑已久的知識之門，

有鑑於此，本研究擬提出欲解決之問題，作為本團隊未來研究的目標。 

(一)、 探討原住民的祭典文化活動。 

(二)、 試圖理解太魯閣族人傳統祖靈祭與現今感恩祭之區別。 

(三)、 研究太魯閣族人如何進行 Mgay Bari 祭典文化活動。 

(四)、 透過研究團隊設計之問卷，理解現今太魯閣族孩童對於 Mgay Bari 的認識程度，藉此

提出建議，讓學校端的民族教育課程更落實於教學的規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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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立太魯閣族人 Mgay Bari 歲時祭儀 SWOT 之分析，透過本分析提供建言，以追求祭

典更臻完美、圓融，符應族人的期望。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以採質性研究，輔以量化為輔，首先定義原住民祭儀在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定位，

蒐集相關 Mgay Bari 在公部門（秀林鄉公所、萬榮鄉公所）文件資料，多方涉獵相關佐證文

獻，以及傳統祭儀進行的歷程，並深入訪談幾位此領域的專家，包含文化內涵深厚的資深

耆老、部落文化工作者、牧師、地方鄉鎮首長、學者、退休校長以及現職的教育工作者，

根據此祭儀之 SWOT 提出其觀察論點，研究團隊彙整此論點評析，試圖檢視歲時祭儀內外

部之優、劣勢、機會點與威脅點，未來，期望在本族所有人的戮力下，讓 Mgay Bari 太魯閣

族的歲時祭儀更能發揮其歷史意涵，重建 Truku 族群本身對此祭儀之意識形態，在強調尋

根、復振的路途中，以回歸傳統祭儀之本質，找回我們太魯閣族人那份純真、勤勉、韌性、

熱情的精神。 

 
 

 

圖 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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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原住民族的祭典文化 

 
原住民的祭典文化多傾向懷著「感謝」的態度進行整體儀式，舉凡像是對於大地、祖靈、

神靈等的感謝之意所舉辦的祭典。台灣原住民各族皆存有類似的祭典文化，例如：太魯閣族的

收穫祭與阿美族的豐年祭都是為了「感謝」大自然對於族人食物上的饋贈所舉行的儀式。而各

個族群也大部分也都有類似的祭典，但是經過時間的演變，各個族群舉辦儀式的方法也都不太

一樣，因為受限於篇幅的關係，在此介紹我們比較熟悉的幾個民族祭典文化，分述如下。 

 

(一)、 邵族有個叫換年祭的祭典，這算是邵族很重要的祭典，在每年的農曆八月一號就會開

始實施，邵族會歡慶整個月，半個月後白天收割、夜晚歌舞。 

 
(二)、 鄒族的凱旋祭是一個紀念過去的戰爭，並祈求天神和戰神在未來的戰役都能夠勝利，

部落內的不幸和災難因此而散去。此祭典會在每年的二月十五日舉辦。 

 
(三)、 阿美族最重要的祭典就是豐年祭了，這祭典相當於是阿美族的過年，人們會感謝祖靈

的照顧並慶祝這一年的豐收，在每年的七月到九月初，各部落自發性的舉行。 

 
(四)、 布農族的射耳祭是全部落一起舉行的盛大祭典，在每年的四月底會舉辦，會射擊鹿耳

來象徵今年的豐碩，但因為現在的水鹿是國家保育類，所以布農族人改以家豬替代。

此祭儀只有男性可以參加，女性是不能參加的。 

 
(五)、 排灣族最盛大的祭典—人神盟約祭又稱五年祭，顧名思義就是五年舉辦一次，是排灣

族的宇宙觀、宗教觀及社會組織的具體表現，為祈求五穀豐收，祭典共十五天，十月

二十五日為最高潮。 

 
(六)、 達悟族最有名的就是飛魚季了，但飛魚祭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招魚祭，在二~三月

時舉辦，目的是祈求漁獲可以豐盛；再則是收藏祭，在六~七月舉辦，代表飛魚汛期

已經結束了，準備把飛魚曬乾到冬季時即可食用；最後是終食祭，在中秋節之後舉辦，

把沒吃完的丟掉並不再食用飛魚。 

 

(七)、 撒奇萊雅族的巴拉瑪火神祭，巴拉瑪火神祭與傳統豐年祭不同，是撒奇來雅族後人對

祖先的追思祭典，體驗及追緬先民落難情境，在祈福儀式後，舉行火葬儀式燃燒火神

太花棺，祈求火神的靈魂能與族人一起浴火重生，至於詳細的儀式，可以親自到花蓮

市國福社區問問當地的村長或是文化底蘊深厚的耆老，便能清楚得悉相關的儀式。 

 

(八)、 卑南族在各村都有自己習慣辦理的祭典，但最多的是犬獵祭，它的意義代表年度的狩

獵、復仇和獵首，這個祭典在以前可以舉辦長達數個月，但現在一律修改為三天，大

部分都在十二月二十七到三十號。 

 

(九)、 賽夏族有名又盛大的祭典就是矮靈祭，每兩年會舉辦一次，每十年又會有十年大祭，

都會在十一月舉辦。有個傳說，賽夏族是這麼說的，一群矮黑人居住在賽夏族附近，

曾與賽夏族往來，賽夏族每年會請黑矮人來驗稻，但矮黑人又常常調戲賽夏族的婦

女，所以最後賽夏族用計讓黑矮人全部墜落峽谷死亡，可是從此以後穀物卻不再生

長，賽夏族覺得是黑矮人的靈魂來報仇，應此才會舉辦祭典，希望矮黑人的靈魂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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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太魯閣族最重要的祭典是祖靈祭，太魯閣族會認為祖靈是非常重要的，他會幫助我們

的生活，而祖靈祭就是要感謝祖靈在生活上一切的照顧，並祈求祖靈之後的照顧，若

沒有祖靈的幫助就會有災難降靈。因此每月的十月十五日就會舉辦我們的祖靈祭。 

 

二、太魯閣族人傳統的「祖靈祭」與現今「感恩祭」之區別 

 
感恩祭和祖靈祭有兩派說法，一種說法是感恩祭就是祖靈祭，也有人說這兩個祭典是不相

同的，但是，陸續許多文獻以及現今耆老的轉述，比較可信的是祖靈祭和感恩祭是不一樣的儀

式，因為祖靈祭與感恩祭最大的區別在於祭祀的對象不同，祖靈祭基於對祖靈祈求庇佑並同時

感謝對於過往的看顧所進行的家族儀式；感恩祭則是為了感謝神靈賜予生活所需的萬物而產生

的祭儀。但現今的祭典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復興我們太魯閣族文化，畢竟日本殖民時期利用「集

團移居、家族混居」的策略，破壞了我們太魯閣原本的生活傳統，而現在的感恩祭就是藉此祭

儀讓族人認同自己的身分，並記住自己是誰，進而向全國各地推廣我們太魯閣族人引以為傲的

祭典，我們族人神聖的文化。 

 
為了讓自己的族人以及外界能夠理解它們之間的區別，透過自己的閱讀，加上老師帶我們

訪談幾位退休的校長、牧師及我們太魯閣族中很重要的一位菁英學者—旮日羿‧吉宏的訪談中，

才真正的瞭解它們之間的意涵，說明如下： 

 

(一)、 祖靈祭 

 
部落中的男性外出狩獵時，會先向祖先之靈祈求庇護。族人們相信，若在狩獵的路上被絆

倒，或出現障礙物橫阻了原先預定經過的路徑，那是來自於祖靈的警示。反之，若一路上皆暢

通無阻，即祖靈已準備好豐厚的獵物等在前方的目的地。當部落中接二連三的發生不幸的事，

族人們會開始檢討是否哪裡得罪了祖靈。通常這樣的檢討，會是以家庭為單位各自進行。但若

是整個部落都陷入不幸，壟罩在負面的氛圍中，族人們會請求族中巫師的協助。這時巫師會為

族人點明得罪了哪位祖靈，部落會共同舉行祖靈祭來向祖靈進行檢討和反省。因此，若是對於

狩獵的庇佑所舉行的祖靈祭，目的就是為感謝祖靈對於族人們的看顧；否則，祖靈祭便是族人

們帶著沉重的心情，祈求或獲得靈的原諒或保佑的一項肅穆祭儀。 

 
(二)、 感恩祭 

 
為神靈賜予自然萬物所順應而生的祭儀活動。太魯閣族人們相信，世間上存在一位亙古常

伴於族人身邊的靈體。當族人需要從自然當中獲得幫助時，便會呼喊這位神靈的名字—Bari…

Bari…來祈求這位靈體的幫助。代代口傳遺留下的傳說中，當族中的女性長輩在掏選穀物時，口

中便會呼喚「Bari… Bari…」，伴隨呼喚聲而來的是迎面徐徐的微風，吹走那些被不斷翻動的穀

殼，便是造物者 Bari 帶來的風神，庇佑土地上的族人。 

 

感恩祭通常是整個部落一同舉辦的祭儀活動，族人們會相聚一堂並同懷感恩的心齊聲高唱、

載歌載舞。若該年作物欠收，族人們便會一同檢討、反思是否違反禁忌或觸犯神靈。然而，現

今的感恩祭又跟以往的不同，現在的感恩祭更像是一種活動，主要是為了傳承文化，讓現在年

輕一輩知道自己是太魯閣族的一份子。活動裡面融入了一些小比賽，也會要請外來的遊客參加，

辦得越盛大越好，幾乎也變成了另類的一種觀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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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魯閣族人如何進行 Mgay Bari 祭典文化活動 

 
現今的 Mgay bari 與以前的意義上已不大相同，其顯著的差異而是主要於早期祖先遷徙的過

程、各大家族的分散，以及各家承襲下來獨有的特色儀式，形式上而有所不同，但大致上均以

感謝祖靈庇佑之意。其目的不外乎以下二個重點： 

一、傳承：日治時期與漢化作用下，太魯閣傳統文化已逐漸失傳，所幸近幾年來在政府的

扶持下，以及原住民主體意識的抬頭，各族群相繼籌畫、辦理自己的祭典，在感恩祖靈的同時

更有傳承的意義。 

二、發揚：原住民意識自覺，發揚自己的傳統文化已勢在必行，為了擴大辦理，結合鄉內

各部落觀光產業，在準備祭儀文化活動相較於過去複雜及盛大。為了呈現研究的發現，針對 Mgay 

Bari 祭典儀式的進行，說明如下： 

 
(一)、 活動前工作 

1. 早期（sbiyaw：母語，羅馬拼音） 

在以前，太魯閣族人播種和收割前，祭司得先去野外樹叢裡四天準備祭神的工

作。獻祭時間是在半夜月亮剛出來時，進行為期一天的祭神儀式。要出發到祭神

的地方前，Msgasut（祭司）在家對男孩說：現在我們要去祭神了，你絕對不可

以說話，要安靜。說完 Msgasut（祭司）將爐中的火熄滅，並將爐中的火灰及木

頭清理乾淨，帶到外面丟掉。（意即：除去舊的壞行為，建立新的好行為，以乾

淨心來迎接新的未來。）然後，用新的木材放在爐灶上燒（祭神期間不得熄滅）。

點燃男孩手上的火把後，一起去叢林祭神，當祭司在築壇時，男孩手持火把，站

在旁邊注視著祭司祭神。祭司帶來供物小米、玉米、地瓜、豆、芋頭等擺好。 

 
2. 現在（sayang：母語，羅馬拼音） 

在祭典活動開始前，主辦單位須規劃儀式流程與培訓祭儀人員，租借道具、製作

及佈置竹屋。因基於傳統文化而獵捕與宰殺，須向主管機關申請獵捕之申請程

序。其競賽活動部分，規劃每個場地的安排與各項器材的準備。為讓民眾深度了

解與體驗原住民傳統文化，因而設置一些原住民手工 DIY 攤位和傳統美食的攤

位。表演活動前，邀集表演人員一起整合排練並進行彩排（木琴、合唱、樂舞）。

另外，工作人員須控管好場地秩序與交通秩序，以免發生不必要的糾紛與意外，

並做好場地清潔工作，在一個好的環境下進行活動，也會邀請各媒體、記者來採

訪報導。 

 
(二)、 祭司祈求 Mgay Bari 儀式 

1. 早期（sbiyaw） 

(1). 祭語 

編織的神！您是我所稱頌的，因為所有的種子及農作物都是您的手所造的，

我們播種之後從發芽到結果實，使它接觸陽光、雪、雨水、露水、風。另外

所有的生命如：野獸、鳥、昆蟲及海中的魚和河中的魚，以及我們人類都在

您的手中，但是我們回想我們太魯閣族人的祖先所做的，許多事是違背您的

心意，就如「出草」行為，認為是不可稱頌的，求編織的神饒恕我們的過錯。 

今年我們所種的農作物，小米、稻穀、地瓜、芋頭、豆類、玉蜀黍、高梁、

甘蔗、香蕉、花生、蔬菜、年糕、豬肉、野獸肉、酒及喝的水等等，這些都

是您賜給我們的。今天，您讓我們的農作物豐收及一年來的祝福，我們向您

感恩，期盼明年也一樣持續地祝福我們，讓我們年年豐收。不要讓傳染病進

入到各部落，不要讓害蟲來破壞我們的農作物，使我們到田裡、上山打獵及

孩子去學校都能不缺乏與平安，還有，不要讓他們在路上受到傷害，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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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呵護下得到祝福，使他們稱讚您的名，依靠您。 

Bari 神啊！今天由於您的照顧，我們過去一年的生活順利又豐收，使我們生

活飽足，現在我們獻上感恩，另外，求您也照顧我們的孩子工作順利，Bari

神啊！感謝您。蘇嘶—Bari！ 

 
(2). 部落回應祭司的稱頌詞 

祭司：獻上感恩，您是編織的神。 

部落：是真的。 

祭司：當稱頌編織的神。 

部落：當稱頌。 

祭司：編織的神！我們感謝您。 

部落：我們感謝您。 

祭司：編織的神！我們讚美您。 

部落：我們讚美您。 

祭司：哇嗚！當稱頌！ 

部落：哇嗚！哇嗚！哇嗚！當稱頌！當稱頌！當稱頌！ 

 
2. 現在（sayang） 

祭典意涵因傳統為由，現在基本上與以前相同，但更為盛大及盛重，並且會以雙

語進行祭儀。 

 
(三)、 活動中 

1. 早期（sbiyaw） 

收穫時不能用鐵製刀片，要用竹片製的刀來收割，而且在收割時不能說話。祭神

完成後，帶著祭過的供物返回住家，到了部落，部落的人來分祭司手中的種子，

但祭司得先撒下種子，以表示這樣種子一定長得很好，並且結實更多。另外，收

割時也一樣，祭司得先收割，這樣吃了不會中毒。 

 
2. 現在（sayang） 

(1). 情境式場地佈置：舞台、瞭望台、攤位帳篷、茅草屋、入口佈置等。 

(2). 文化活動：歌舞木琴表演、傳統射箭、摔角、紋面體驗以及各式傳統競技等。 

(3). 趣味攤販：感恩文化祭結合觀光及產業，也是近年來 Mgay bari 成功轉型的

活動之一。 

 
(四)、 活動後 

1. 早期（sbiyaw） 

一年有兩次的收穫期，第一次是在 5-6 月稱作「Kmtuy Basaw ni Masu 」，另一次

是在 9-10 月稱作「Mhug Basaw ni Masu」。收穫完後，男人才能山上打獵，將所

獲得的獵物給部落所有的人分享，為慶祝豐收，並共享歡樂日子達三天之久。 

 
2. 現在（sayang） 

各鄉或各部落將會進行感恩祭儀活動，活動結束後會召開檢討會議，依據今年活

動辦理的情形，商討明年文化祭典能更符合全族的需求。 

 
四、理解現今太魯閣族孩童對於 Mgay Bari 的認識程度 

透過問卷的調查，以理解現在太魯閣族的孩子對於自己的文化祭典認識多少，這是非常重

要的一件事，如果，自己的文化都不認識了，未來何來傳承、永續！問卷的設計，評估學童的

年齡層，問卷的難易度適中，大多數的提問很適合學童做真實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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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卷 

 
表 1：問卷內容 

項次 提問內容 

提問一 
你知道 Mgay Bari 歲時祭儀是每年幾月的時候辦理的嗎？ 

提示：8 月/9 月/10 月/11 月 

提問二 你有參加或是看過 Mgay Bari 歲時祭儀活動嗎？ 

提問三 Mgay Bari 是哪一族人的歲時祭儀？ 

提問四 

Mgay Bari 活動開始之初，會場中（舞台的前正前方）會有一位耆老向萬能之神做

祈福儀式，請問，那位耆老的身份是？ 

提示：巫師/頭目/村長/祭師/鄉長/縣長 

提問五 你知道 Mgay Bari 活動中有哪些節目嗎？（請寫出三項競賽活動名稱） 

提問六 活動當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競賽是什麼？（請寫出一項競賽活動名稱） 

提問七 

活動結束前，會有一場全族與現場來賓的大會舞，而這個大會舞的用意是為何？ 

提示： 

1. 感謝觀眾的參與。 

2. 為了給新聞記者拍攝上傳到各大媒體或網路上。 

3. 宣示太魯閣族人世世代代要團結一致，透過祭儀凝聚族人的向心力。 

4. 太魯閣族人要與各族和平相處。 

提問八 
未來，每年的太魯閣族 Mgay Bari 歲時祭儀活動，你都會參加嗎?（請簡要寫出你的

理由） 

 
(二)、 田調對象 

田調的產出很重要，必須要找到適合的對象進行填寫問卷，在 2 位指導老師辛苦的

聯繫下，終於有十所學校願意配合填寫問卷，為了感謝配合的學校，在此列出學校及

負責協助的老師，以表達感謝之意。 

 
1. 崇德國小：許美玲老師。填寫問卷學生數，計 24 人。 

2. 秀林國中：廖福彥老師（阿福老師）填寫問卷學生數，計 186 人。 

3. 三棧國小：關雲婷老師。填寫問卷學生數，計 8 人。 

4. 秀林國小：拉罕．羅幸老師。填寫問卷學生數，計 24 人。 

5. 佳民國小：Lowbiq Kiyu 主任。填寫問卷學生數，計 10 人。 

6. 水源國小：黃蜀民主任。填寫問卷學生數，計 27 人。 

7. 銅門國小：伍怡甄老師。填寫問卷學生數，計 17 人。 

8. 銅蘭國小：游文正主任。填寫問卷學生數，計 10 人。 

9. 見晴國小：李欣怡小姐。填寫問卷學生數，計 7 人。 

10. 萬榮國中：張明德老師。填寫問卷學生數，計 31 人。 

 
(三)、 問卷結果 

因受限於篇幅為由，研究團隊決定針對各校總體表現的結果來陳述，並以六項指標來

說明研究的發現，問卷分析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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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六項指標研究分析 

1. 校內男、女生對於 Mgay Bari 祭典文化的認

識程度之比較，以秀林國小為例。 

4. 萬榮鄉轄區學校男生對於 Mgay Bari 祭典文

化的認識程度為何？ 

  

2. 秀林鄉轄區學校男生對於 Mgay Bari 祭典文

化的認識程度為何？ 

5. 萬榮鄉轄區學校女生對於 Mgay Bari 祭典文

化的認識程度為何？ 

  

3. 秀林鄉轄區學校女生對於 Mgay Bari 祭典文

化的認識程度為何？ 

6. 秀林鄉與萬榮鄉學生對於 Mgay Bari 祭典文

化的認識程度之比較。 

  

 
(四)、 小結 

從六項指標問卷的結果顯示，有三項重要的發現，其一：女學生對於 Mgay Bari 祭典

文化的認識比男學生還要熟悉；其二：國小學生對於 Mgay Bari 的認識及參與度遠比

國中生還要高，是不是因為愈高年段所致，學習壓力而導致參與感就不高，這是另外

的研究議題，在這裡就不再多做說明；其三：萬榮鄉轄區學校的學生比秀林鄉轄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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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學生，對於 Mgay Bari 祭典文化的認識還要高，這樣的結果令我們研究小組非常

詫異，建議，秀林鄉轄區學校單位應再多補強這一方面的教育宣導，如果，歲時祭儀

融入在學校的校本課程裡效果會更好。 

 
五、建立太魯閣族人 Mgay Bari 歲時祭儀 SWOT 之現況分析 

 
為有別於其他研究，經過研究小組的討論，是不是能夠在本研究中探討出關於 Mgay Bari 的

SWOT 分析，來凸顯研究的核心目的。接下來研究內容的呈現便是要針對太魯閣族感恩祭—Mgay 

Bari 歲時祭儀內部環境的優勢及劣勢，外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進行 SWOT 分析，希望能整理出

有效策略，使 Mgay Bari 太魯閣族的歲時祭儀活動在未來的發展上能更具指標性，展現太魯閣族

人原住民文化特色，除了成為台灣著名的文化觀光產業之外，進而也能擠進國際上具有獨特的

原住民祭典活動之一。研究小組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終於產出我們要的研究分析，期希透過

這份研究報告，能引起相關單位的重視，讓 Mgay Bari 這麼重要的活動成為大家前來朝聖的文化

祭典，分析如下。 

 
表 3：Mgay Bari 歲時祭儀 SWOT 分析表 

內部因素 

優勢（S） 劣勢（W） 

1. 可以了解自己的文化。 

2. 透過感恩祭，更能有效地傳承自己的文

化。 

3. 推廣 Mgay Bari，讓更多人認識我們的傳

統歲時祭儀。 

4. 透過 Mgay Bari 的活動，可以凝聚族人的

向心力。 

5. 可以學到太魯閣族更多的傳統技藝。 

6. 展現太魯閣族人原住民文化特色，除了

成為台灣著名的文化觀光產業之外，進

而也能擠進國際上具有獨特的原住民祭

典活動之一 

1. 承辦的單位若上級機關挹注的經費不

足，可能導致影響活動開辦的品質。 

2. 如果沒有建置完整的官網，會場當天的

各項活動就難以紀錄它的完整性，恐會

成為業務單位銜接上的問題。 

3. 如果本身太魯閣族人參與歲時祭儀的人

過少，相對地，台灣各族群認同太魯閣

族的人也會變得很少。 

4. 積極投入祭典的族人若不多，傳承文化

則顯不易。 

5. Mgay Bari 祭典儀式不夠生活化，很容易

讓人忘記。 

外部因素 

機會點（O） 威脅點（T） 

1. 官方單位若能益助更多的經費，一年舉

辦兩次以上的祭典，效益會更好。 

2. 活動的內容要更具創新、有趣，可吸引

更多的觀光客，進而促進在地的文化觀

觀產業。 

3. 招募更多的年輕人一起投入 Mgay Bari 

活動，避免青黃不接的窘境發生。 

4. 行銷本族文化產業。目前從事文化（史）

工作者若有一定的收入來源，就可以支

撐他們的工作室，繼續為原住民的文化

推廣並傳承。成功的工坊運作，就會吸

引更多的年輕人投入，有了新一代的承

接，就不怕文化消失殆盡。 

1. 沒有適合及常規的場地辦理 Mgay Bari。 

2. 主流文化的洪流侵蝕，容易導致文化的

偏見與隔閡，對於太魯閣族的感恩祭

Mgay Bari 文化會趨弱勢，甚而推廣不

易。 

3. 漢族朋友對於太魯閣族的刻板印象所

致，因為不了解 Mgay Bari 真正地含義，

而失焦了對太魯閣族引以為傲的聖神祭

典文化。 

4. 平常在家中很少在談 Mgay Bari，以至於

現在的孩子不是很清楚它真正的涵義，

對於傳承是不利的。 

5. 精通太魯閣族文化的人太少，在舉辦

Mgay Bari 祭典時，會是很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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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透過研究的設計，研究小組設定了五個議題，一路走來，在時間的壓力下，我們一步一步

實踐既定的計畫，從探討原住民的祭典文化活動開始，理解了台灣各族群祭典的不同與多元，

展現了族群間的包容及尊重，接著產生對於自己文化探究的想望，試圖理解 Truku 傳統的祖靈

祭與現今感恩祭之間的區別，除了透過文獻的閱讀之外，我們探訪了對於本族文化涉獵專精的

耆老，根據預設的提問，我們大量獲得了 Mgay Bari 這方面的知識，二者之間最大的差別，就在

於祭拜的對象不同，前者主要祭拜的是祖先（祖靈），而後者祭拜的是編織之神，萬能的神，即

—「宇宙之神」。 

 
之後，進而研究太魯閣族人如何進行 Mgay Bari 祭典文化活動，我們從過去環境背景因素去

分析，發現主要祭儀的目的不外乎就是「傳承」與「發揚」文化，辦理一場甚大的 Mgay Bari 活

動，若沒經費的挹注以及眾多的族人投入，是沒有辦法舉行的，可見，經費與人力是缺一不可

的。感恩祭不是大人知道就好，孩子更應該要知道自己的文化，這才有意義，所以，研究團隊

精心設計了一份問卷，以理解現在太魯閣族的孩童對於 Mgay Bari 到底認識多少。經過收集、彙

整、建立原始資料並後端分析之後，如同本文第 8 頁底小結所述，因此，藉此建議，學生的基

本學力固然重要，但若能兼顧文化力，孩子備足自己的「根」，我們才能夠展翅高飛，飛向更寬

廣的舞台—即「世界」，國中、小校，尤其是國中端，更應該重視民族教育課程，文化的傳承才

有希望。 

 
文末，研究小組建立了太魯閣族人 Mgay Bari 歲時祭儀 SWOT 的分析表，期希透過這份研究

報告，能引起相關單位的重視，在提升更多有利條件環境下並期待化劣勢為前進的動力，Mgay 

Bari 太魯閣歲時祭儀以其獨有的風貌，展現原住民族文化，讓 Mgay Bari 成為台灣具有發展潛力

的文化產業及觀光旅遊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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