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類別：原民專題 

 

 

 

 

 

 

 

 

 

 

  篇名： 

平原的火光——撒奇萊雅族火神祭 

 

 

 

 

作者： 

陳以琳。花崗國中。八年二班 

黃羽廷。花崗國中。八年二班 

 

 

 

 

 

 

 

 

 

 

 

 

 

 

指導老師： 

黃淑卿老師 

陳霈語老師 

 



平原的火光——撒奇萊雅族火神祭 

1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這組的組員都是原住民，其中一位同學是撒奇萊雅族，另一位則是阿

美族，在撒奇萊雅族正名之前隱身於阿美族之中，到底我們兩個族群之間有何

關聯呢?所以引發了我們的好奇。我們在七年級作閱讀課報告時，採訪自己的阿

公阿媽，撒奇萊雅族的組員發現原來自己的阿公當初參與族群的正名活動，而

這又是怎樣的一段歷程呢? 

    而當我們在做撒奇萊雅族的文獻探討的時候，發現撒奇萊雅族的祭典中有

一個很特別的祭典，那就是火神祭，所以我們就聚焦在火神祭，探討它的由

來、祭典儀式和意義，希望透過我們的研究將族群的文化傳承下去。 

 

二、研究目的  

(一)認識撒奇萊雅歷史文化 

(二)認識撒奇萊雅的火神祭 

(三)探討撒奇萊雅火神祭背後的文化認同 

(四)探討撒奇萊雅火神祭所面臨之挑戰 

 

三、研究方法 

 

貳●正文 

 

一、撒奇萊雅的歷史淵源 

    花蓮古稱「奇萊」，奇萊二字是「Sakiraya－撒奇萊雅」的諧音。「撒奇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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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是阿美族中一個支系的名稱，世居花東縱谷北

端，所以此地就以奇萊命名。 

    撒奇萊雅族分佈於台灣東部的奇萊平原（即花蓮

平原），勢力範圍約在立霧溪以南，木瓜溪以北，曾

為花蓮平原上最大的原住民族群。清領時期，因達固

湖灣事件（加禮宛事件）中，族群遭大舉屠殺，倖存

者擔心遭致追殺便隱姓埋名躲藏於阿美族部落。1990

年起經過 17 年正名運動，終於在 2007 年 1 月 17 日

由政府承認其為台灣原住民族第 13 族。 

    目前有幾個主要部落分佈在花蓮，大約包括了今

日花蓮縣新城鄉、花蓮市及吉安鄉三個地區。分別是

位在現在的新城鄉北埔復興部落、花蓮市國福里撒固

兒部落、國慶里達固部灣撒固兒部落(舊稱「達固湖

灣」)、壽豐鄉水璉部落、瑞穗鄉馬立雲部落，以及豐

濱鄉磯崎部落。目前撒奇萊雅族族群分布圖如右圖所

示(圖源:作者自製)。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3 年 3 月資料所示，目前族群人數約 1,051 人。                                                                                                                                                         

 

二、隱姓埋名 

(一)、起源: 達固湖灣事件(加禮宛事件) 

    因沈葆楨的「開山撫番」的政策侵犯了原住民的生活領域，導致原住民群

起抗清。原本在奇萊平原上扮演領導地位的就是撒奇萊雅人，族人因不滿清軍

官兵欺壓，曾多次和清兵發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而達固湖灣事件（噶瑪蘭族稱

之為加禮宛戰役），則是撒奇萊雅族和噶瑪蘭族在 1878 年所發生的聯合抗清的

事件。當時達固湖灣部落外圍種了濃密的刺竹林，清兵決定採取火攻，使部落

付之一炬。部落頭目們在商議之後決議推舉大頭目古穆•巴力克及其妻伊婕•

卡娜蕭前往清軍兵營投降。沒想到撒奇萊雅人投降後，清軍竟然殘忍地將古

穆‧巴力克綁在茄苳樹上凌遲而死。並將一棵大茄苳樹幹剖成兩半，將頭目夫

人伊婕•卡那蕭夾在中間，再使數十名清軍於巨木上踩踏，將其活活夾死。清

軍命令撒奇萊亞族人和阿美族人在旁圍觀，以達殺雞儆猴之效。該事件對於花

蓮地區的族群分布影響極大，撒奇萊雅族及噶瑪蘭族在此事件中幾乎滅絕，倖

存的撒奇萊雅族族人在達固湖灣被攻破後，散逃遷移至縱谷、東海岸，加上日

治時代為逃避勞役及水災，更加流離失所長期的躲藏，加上與同住的阿美族代

代通婚，致使撒奇萊雅族不論是在後來的日治時期以以至國民政府時期，都被

認定為阿美族，撒奇萊雅族從此隱姓埋名在阿美族部落之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9F%8E%E9%84%89_(%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7%AB%8B%E9%9B%B2%E9%83%A8%E8%90%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1%90%E6%BF%B1%E9%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1%90%E6%BF%B1%E9%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3%AF%E5%B4%8E%E9%83%A8%E8%90%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2%92%E5%A5%87%E8%90%8A%E9%9B%85%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9%B6%E7%91%AA%E8%98%AD%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2%92%E5%A5%87%E8%90%8A%E9%9B%85%E6%97%8F


平原的火光——撒奇萊雅族火神祭 

3 
 

 
   

圖 1 撒奇萊雅族

部落分佈(作者拍

攝) 

圖 2 達固湖灣事件

的紀念碑(圖源:窩

客灣) 

圖 3 達固湖灣事

件兩軍作戰態勢

圖(圖源:《火光

下的凝召》) 

圖 4 今昔對照圖

(圖源:台灣原住民

百科網站) 

 

 

 (二)、正名之路 

    撒奇萊雅族正名運動最早要追溯至 1990 年 7 月，由該族已故長老李來旺

(帝瓦伊．撒耘)校長與黃德勇耆老(作者之一黃羽廷的祖父)於花蓮首次舉行撒奇

萊雅族祭祖大典，這是第一次以撒奇萊雅第一次祭典，在祭典上問祖靈要不要

正名；之前都是以文化的重建為主要訴求，2004 年成立「花蓮縣撒奇萊雅族重

建發展協會」，正式啟動民族正名運動。2004 年 7 月 10 日決議正式啟動民族正

名運動；2005 年 10 月 13 日，撒奇萊雅族部落代表約 60 人向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遞交有四千八百多人簽交「Sakizaya 新族群運動委任同意書」正名申請

書、撒奇萊雅相關的研究文獻和民族象徵物正式提出正名申請，最後成功正名

了撒奇萊雅族。根據我們採訪參與正名運動的前頭目黃德勇夫婦得知，因當時

整個社會的氛圍和很多人的協助，讓一切進行的十分順利，沒有受到任何的阻

礙；2006 年 7 月，以祭祖儀式作為基礎，舉行全族的第一次火神祭——「巴拉

瑪火神祭」，來紀念與緬懷達固湖灣事件犧牲的先烈。 

 

三、撒奇萊雅與阿美族的差異 

    撒奇萊雅族頭目黃德勇曾在花蓮吉安鄉舉辦的慶祝儀式中，穿著傳統服

飾、帶領 5 位主要部落代表，感謝阿美族人一百多年來的接納，並與阿美族頭

目黃光明互換權杖、刀、書本等，象徵彼此重新建立的友好、平等夥伴關係。 

    雖然撒奇萊雅族曾為了自己族群的安危隱身於阿美族之中，根據我們的採

訪及撒奇萊雅族組員自身的經驗，自始至終撒奇萊雅族都自覺自己和阿美族是

不同的族群，但這兩個族群經過一百多年的相處有何相同和不同之處呢?以下是

我們的整理，而由於阿美族人分布遼闊，按照區域與風俗可區分為北部阿美

（又稱為南勢阿美）、中部阿美（包含花東縱谷的秀姑巒阿美與海岸地區）、南

部阿美（包含臺東阿美與恆春半島的阿美族）等三大區塊，本研究僅以作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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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族群——南勢阿美為例和撒奇萊雅做一比較。 

(一)相同之處 

    撒奇萊雅族和阿美族都屬於母系社會，採入贅婚，從妻居，舊時經濟產業

為漁業及狩獵。年齡階級也相似，男子從嬰兒成長到 15 歲的時期，這個階級為

幼年級，15 歲到 23 歲為預備階級，最後再進入成年級。有些祭典也相同，比

如:豐年祭、捕魚祭、捕鳥祭等。 

 

(二) 相異之處 

    撒奇萊雅族和阿美族兩族之間的差異，我們覺得最明顯的就是語言和服

裝，我們試著整理如下; 

1.語言 

撒奇萊雅 雖然語言有些加入、借用阿美族的詞彙，但還是有自己的語言系統。據

研究指出，撒奇萊雅語和其他 5 種阿美語的辭彙共通率不到 6 成，而其

他 5 種阿美語彼此的共通率可達 9 成。因此，在原佳民族語認證考試

中，常聽到阿美族考生可以取得 2 個語別以上的認證，卻無法通過奇萊

阿美語的認證。 

阿美族 阿美語，是南島語系語言的一種，用拉丁字母書寫，是台灣原住民阿美

族的民族語言，也是目前臺灣南島語言當中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之一。 

 

2.服裝 

身

份 

幼兒 少女 少男 婦女 巫師 頭目 

撒

奇

萊

雅 

      

 作者幼兒時

期圖源:作

者提供 

圖源:作者

提供 

圖源:花蓮

縣原住民族

傳統文化數

位典藏) 

圖源:作者

提供 

穿黑色衣服

圖源:人間

福報 

作者阿公和

作者圖源: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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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勢

阿

美

族 

      

 圖源:同學

提供 

作者本人 

圖源:作者

提供 

圖源 :樂舞

戲劇服裝租

借 

圖源:花蓮

縣原住民族

傳統文化數

位典藏 

圖源:原住

民委員會 

圖源:花蓮

縣原住民族

傳統文化數

位典藏 

 

   由於曾經的文化斷裂，撒奇萊雅族連族服都是重生的;如今的撒奇萊雅族傳

統服飾，是建基於長年交流的阿美族服飾概念，結合耆老的記憶、族群歷史以

及祭儀內涵，由族群出身的設計師重建而來，因此像作為主色的暗紅色是象徵

戰禍時凝乾在土地上的鮮血，藏青色的裙片則代表逃難時的涉水經歷，女性頭

飾上的白色串珠，更意味著弔念亡者的淚水。由上上的表格即可知，撒奇萊雅

族和阿美族的相似之處有:從服裝與頭飾，就可明顯地分辨出不同的年齡和階

級，幼兒都穿肚兜，女性都有頭飾、綁腿布、情人袋。但目前兩個族群服飾已

有很大的差別，從外觀即可輕易分辨出來，相較於阿美族以紅色為主色調的繽

紛多彩，撒奇萊雅族的族服背負著的是歷史的印記。 

 

3.部落特色: 

    雖然在前面敘述兩族在年齡階級祭儀上相似，但撒奇萊雅族「長者飼飯」

的祝福典禮、每 4 年的年齡階級必種一圈刺竹圍籬，是阿美族所沒有的部落特

色。這也是當年清兵沒辦法攻入達固湖灣部落的原因。 

 

四、撒奇萊雅火神祭 

(一)、由來 

    撒奇萊雅族人為紀念達固湖戰役中，被火燒死的祖先和英勇的戰士們，從

1995 年開始，部落耆老決定把當年慘被清兵凌遲頭目古穆‧巴吉克夫妻追奉為

「火神」，並舉辦「火神祭」，以紀念 1878 年的達固部灣戰役犧牲的祖先

們，因為族人都不知道之前的那些先人的遺體在哪裡，所以就辦了一個火神

祭，來紀念祖先(依據訪問黃德勇夫婦的答案)，同時也是恢復泛靈和祖靈信仰

的祭祀文化。所以火神祭與傳統豐年祭不同，是隨著族群文化復振而被「創

造」出的新一代祭儀，有著撒奇來雅族後人對祖先的追思祭典，充滿肅穆之

情。之所以說創造，是因為撒奇萊雅族的傳統祭儀中，本來僅以秋季的祖靈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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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喪葬時舉辦的火祭為主，但因族群長年破碎四散，即使在正名後重新凝

聚，原有的祭儀文化也已失落，因此火神祭是在新一代的頭目四處尋訪仍有記

憶的耆老，並請教一同生活過的阿美族、噶瑪蘭族的祭司後，結合傳統的火

祭、祖靈祭，並加入慰藉「加禮宛事件」族殤的意念，全新設計出來的慰靈祭

儀。 

 

(二)、日期和時間 

    以前火神祭是非常態舉辦，日期也不固定，而現在的火神祭是每年舉辦，

但目前大多在 10 月的第一個星期六，根據前頭目黃德勇先生的回應是他們通常

會在端午節前一、兩個禮拜開會決定，由部落大家開會決定，而不是頭目自己

說了算，通常會利用星期六或日舉行，是因為較有利於遠行的遊子回鄉參加祭

典，這段時間大家也比較有空，而且辦祭典的目的也在於凝聚大家的向心力，

越多人可以參加越好。而舉辦的時段，因為是要祭火，所以在日落之後舉行，

整個儀式晚上六點開始一直進行到大約十點到十一點結束，歷時約四到五小

時。 

 

(三)、地點 

    歷年在花蓮的舉辦地點也不太固定，但從 2006~2009 年都固定在花蓮市國

福社區(又稱為撒固兒部落)的圓形祭場(撒固兒野菜市集旁)舉行，此處是撒奇萊

雅族達固湖灣部落的舊地址，對於族人有特殊的意義。以前第一次辦是在那個

美崙溪的橋下，據黃德勇先生說因為要火神祭要燒火，就要有適合放火的地

方，所以就在溪邊舉行，是因為安全考量，一來空曠，二來就近，萬一有意

外，有水可以滅火。 

  

以前舉辦的圓形祭場(圖源:作者提供) 興建中的新址(圖源:作者提供) 

(四)、祭典的過程 

1.迎神（D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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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神的目的是燃煙告知神靈與祖靈。燃煙儀式之後，由五色使者(圖 1) 持

火把繞行達固部灣部落（Takubuan），並在定點進行招喚祖靈到會場。等到祖

靈陸續進入會場後，接著迎請火神進入會場。而五色使者所代表的意義如下:

紅色使者開啟靈魂之眼，迎接火神，傳承智慧；白色使者代表火神光照，點燃

火把，完成祖先交付的薪傳，為族人點燃光明的未來；綠色使者刺竹除穢，去

除舊有的厄運和晦氣；黑色使者炭黑隱身，讓惡靈、厄運無法近身；藍色使者

甘露止渴，以酒水解除長久以來族人心靈與智慧的鳩渴。 

 

2.祈福（milunguc） 

   祝禱司與五色使者在會場中六個地方，讓族人繞行並接受儀式。祝禱司為

族人以酒沫蕉葉表示護身、消災祈福，而族人持火把巡禮繞圈，體驗及追緬先

民落難情境。(圖 2) 

 

3.繞境（misaliyuk） 

    一開始是慰靈階段，族人們聚集在祭場的空地上，周遭鋪了一整圈的乾稻

草，青年階級成員按照加禮宛事件中的避難路線巡禮繞行，重現「達固湖灣事

件」是整個祭儀的核心。主祭一聲令下，外圍的族人將草圈迅速點燃(圖 3)，

祭場中瞬間煙火瀰漫，而被濃煙環繞在火圈中的族人就像當年被清兵圍困的祖

先般，退無可退，九死一生(圖 4)。接著，族人再快速將火圈清出一道開口，

引導火圈內的族人離開，演繹逃出包圍的結局，但也有另一批族人繼而拉起了

火弓，射向矗立在現場，畫滿清兵的大型布幕，詮釋當年奮勇與敵人對抗的勇

士(圖 5)。部落婦女在祭典裡也參與模擬的達固湖灣戰役，他們以火象徵性地

與清軍交戰。後面是娛靈，會場中引唱豐年祭中的〈召集舞 u-u-u-〉、〈迎神

曲〉與〈豐年祭勇士舞〉等歌曲，其中火神祭（palamal）中的〈召集舞 u-u-

u-〉被當成火神祭典主要的頌神曲。此時大會會邀請全場祭眾及來賓，執手共

跳花蓮之舞、團結之舞及火神之舞，這是整場祭儀中唯一能聽到歡笑聲的段

落，也是族人以歌舞展現文化復振成果的時刻，這時祭屋前的廣場已擺滿了檳

榔、麻糬等食物供祖靈享用，還有一整排的竹酒杯讓眾人向祖靈敬酒。(圖 6) 

 

4.祭神（mibetik） 

    族人吟唱祭歌頌神曲〈u-u-u-〉，接著以檳榔、荖葉、糯米糕、小米、生

薑、酒、刺竹、鹽等七道法禮進行祭祀，並藉由風車、煙、陀螺、陶壺、陶杯

等媒介物轉化給天地祖靈，以上的物品都放在芭蕉葉上(圖 7)。祭祀祖靈儀式

結束後，族人將祭品都送進由竹子、五節芒莖及稻草組成的祭屋內，主祭及全

體祭禮人員共同火燒祭屋，將火神古穆德巴吉克及火神的太太伊婕卡娜娋一起

火葬，這是祭典中最重要也是最壯觀的曲段，火燒祭屋象徵著部落因火而亡、

火裡而生，祈求火神的靈魂能與族人一起浴火重生(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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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送神（padungus tu Di’tu） 

    由撒奇萊雅族主祭者宣達旨意，主辦部落主祭、火神使者及部落傳統領袖

帶領祭眾族人領唱祭歌並繞行祭壇(圖 9)。 

   

圖 1 五色使者 

圖源:大紀元 

圖 2 祭司團噴酒開路迎

祖靈 

圖源:全國宗教資訊網 

圖 3 火把隊點燃火圈 

圖源:全國宗教資訊網 

   

圖 4 族人模擬當年祖先

被清兵圍困的樣子 

圖源:方格子 VOCUS 

圖 5 族人拉起火弓，射

向畫滿清兵的大型布幕 

圖源:方格子 VOCUS 

圖 6 一整排的竹酒杯讓

眾人向祖靈敬酒 

圖源:方格子 VOCUS 

   

圖 7 祝禱司祭台 

圖源:全國宗教資訊網 

圖 8 族人火燒祭屋 

圖源:花蓮市公所提供 

圖 9 送神 

圖源:花蓮縣政府 

 

(五)、禁忌 

通常祭典多少都會有一些禁忌，據我們訪問黃德勇夫婦得到的答案是除了蔥不

能拜，像生薑、南瓜、絲瓜……等，只要是族人、農民所能提供的越多越好，

火神祭沒有禁忌，而這一點和我們知道的阿美族捕魚祭的禁忌不能有蔥，也恰

好一樣，兩個族群的相似度又多加了一項。 

 

五、火神祭文化認同及所面臨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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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跟我們說：「在文化

發展與變遷過程中，呈現動態

發展特性，影響群體凝聚與興

盛衰敗。」基於文化認同性質

分為六點，如右圖所示。 

    文化認同是集體的身分認

定，攸關個人及族群的世界

觀，影響個人價值系統；文化

認同簡單來說，是主觀認定的

種族上自我認同，有尊嚴與自

信，並可傳承部落文化，是屬

於族群文化認同的一部分。 

    就像過去大家誤以為撒奇萊雅跟阿美族同一個族群，但經過我們的研究，

歷史的原因，撒奇萊雅是因為避難委身於阿美族群，而經時空環境變遷，撒奇

萊雅找回自己的族群認同及文化特色，並推動正名運動，最終2007年1月17日獲

得政府的官方承認，成為第13個臺灣原住民族。 

    面對自己的族群從當年稱霸東台灣的第一大族，到目前的小族，前頭目表

示，藉由各項祭典是凝聚族人是第一步，但如何保存母語、文化傳承必須由全

族大家一起努力，他們老一輩的人能做多少算多少，期盼新一代的族人記得自

己族群的文化歷史、知道自己的根，以撒奇萊雅人為榮。 

    身為撒奇萊雅的作者之一曾有四次參加火神祭的經驗，有三次是在小時

候，因為當時不懂事，只記得有一些姑姑、叔叔、阿姨以及很多親戚都來了，

對祭典沒有什麼印象，只覺得很熱，感覺有火在燒;而最近一次則是在 2021 年

參加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群女孩拿著火箭射向畫有清軍的布，那時覺得很疑

問，現在才知道原來那是象徵撒奇萊雅的先人對抗清軍。這次藉由小論文的研

究，才了解了自己族群的祭典細節和族服的由來，因此對自己的族群感到自

豪，也更認同自己的族群了，未來穿上族服感受會更不同。 

    而另一阿美族的作者，以前曾經聽過阿公阿媽說以前隱身在阿美族中的撒

奇萊雅族人的故事，但也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瞭解之後，發現自己先人原來那

麼具有包容和寬厚，不同族群之間能和諧共存令人嚮往，不由得也期許自己未

來也能有先人如此的胸襟。 

   不過，撒奇萊雅族目前面臨最大的危機應該就是人數問題，撒奇萊雅作者幼

兒時期住在部落裡，親戚朋友、左鄰右舍都是族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和別人

有何不同，一直到離開部落的學區，就讀花蓮市區的小學，才發現原來自己族

群並不為人知，才感受到原來自己是少數民族。但其實族人的數量應該遠超過

原民會紀錄的數字，所以希望更多的族人知道自己其實是撒奇萊雅族人，恢復

登記自己是撒奇萊雅族的原民身分;但最根本的少子化是全台灣的人口危機，有

待解決。 

文化認同涉
及族群的興

衰

文化認同是動
態發展的過程

文化認同是族群區分
的基礎

文化認同是價值內化的過程

文化認同是集體實踐的過程

文化認同是個人和族群身分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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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一、見證台灣社會的進步 

當年撒奇萊雅族的先人隱姓埋名於阿美族之中，拋棄自己的族名、族服與

傳統是不得不的決定，阿美族寬厚地接納了撒奇萊雅族，族群共存共榮的

情意令人感動。近年來的群族意識抬頭，讓撒奇萊雅族的正名運動能順利

推動，每年花蓮市政府也會補助撒奇萊雅祭典的經費，縣政府也大力宣傳

祭典活動，這些都有助於族群文化的推廣，見證台灣社會的進步，我們何

其有幸生存在這個年代。 

 

二、建議將尋根文化列為教材 

雖然作者之一的撒奇萊雅族同學祖父是參與族群正名的頭目，對族群的延

續也具有使命感，但對於很多族群的文化和歷史也沒有辦法很詳細的教給

下一代。不過因為七年級閱讀課的課堂報告，老師要我們採訪自己的阿公

阿媽，作者才有機會更進一步了解自己祖父的故事，而藉由這次的小論文

的比賽我們又更進一步了解更多的細節，所以教育的力量不容小覷，如果

能將類似的活動推廣，將有助於學生了解自己的先人、族群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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