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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不住的靈魂料理 

 

壹、前言 

 

太魯閣族群約在 18 世紀到 19 世紀末期，從南投仁愛鄉的 Truwan（最古老的

部落名稱，也就是現在南投縣仁愛鄉合作村）1翻山越嶺、渡過大小河流，要往中

央山脈以東的方向尋找可以耕作、居住的地方。行進中，伴隨著不可測的意外、

疾病或災難的生命風險時而發生，族人在無可奈何中面對艱困時，對死後族人的

utux（祖靈）信仰和寄託就更堅定遵從，認為 gaya 是祖先的教導，包含禁忌與生

活規範，族人遵守 gaya 的規範，就可以消災除惡、平安順利及子孫興旺，而無處

不存在的 utux（祖靈）是影響運氣好壞的審判者，族人的行為得到 utux（祖靈）

的喜悅，就會被保佑，相反的，就會惡運連連2。 

 

總之，太魯閣族是敬畏 utux（祖靈）的族群，即便是現在的族人，無不相信

utux（祖靈）的存在，時時刻刻祈求 utux（祖靈）的保佑，從太魯閣族部落裡

「殺豬」的文化就可以看得出來。學校地處景美「加灣部落」以太魯閣族住戶多

數學區的原因，本文僅以「加灣部落」為主要研究的場域。 

 

 加灣部落的太魯閣族人占五分之四強，學校上課期間，凡有烤燒毛、烤肉的

香味飄進教室的時候，學生就會不由自主的說「有人在烤肉！」、「有人家在殺

豬！」、「我家隔壁鄰居因為買新車、今天要殺豬！」3……。平常上班的時間就有

族人殺豬，到了週休或節日的時段殺豬就不足為奇，有時候，一個巷子內就有

二、三家同時段殺豬，自行其事卻互不甘擾，甚至於相連的二個鄰居，相隔一天

連續進行著。常看見部落家人不固定的時間殺豬，究竟是什麼原因會選擇那個時

間來殺豬？如果是在週休時段進行又是為了什麼？而殺豬儀式的過程是如何？是

我們的研究動機之一。 

 

 部落殺豬的場面，在自家門前的廣場會搭帳棚，其寬長依照殺幾隻豬為根

據，這樣是預防天氣下雨的，避免殺豬會中斷；而地面也會鋪上大小剛好豬隻容

量的帆布，部落殺豬外在環境的情景大概就是這樣。再靠近觀看的時候，總是看

到男生們揮刀肢解豬隻的肉塊和骨頭，而不起眼的角落是處理豬隻內臟的女生

們，幾乎如此的模式，究竟是為什麼呢？豬隻內臟重量不輕，各器官的剝解及處

理實非容易，必須有相當經驗的婦女才可以勝任，到底有沒有傳承這個難能可貴

的技能？現代有部分的太魯閣族婦女不熟悉或不碰觸這個傳統技藝的原因是什

麼？擅長處理豬隻內臟的婦女長者們是如何按步就班整理得井然有序？這也是我

                                                      
1 旮日羿•吉宏，《太魯閣部落史與祭儀樂舞傳記》，2011。第 47–48 頁。 

2 《秀林鄉志》，2006。第 495，511 頁。 
3 依據本校在地、資深老師的轉述。（2023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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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研究動機其一。 

 

 豬隻內臟處理之後，長者婦女們繼續在場邊烹煮傳統豬血料理，聚集的人

群，除了親戚、朋友、鄰居之外，路過認識這家的人、或朋友的朋友們也會加

入。其實，有的人並不是為了分得豬肉來的，而是因著這豬隻內臟加豬血在大鍋

煮熟的料理要分一杯羹，看起來大家都很喜歡吃，也像一定要吃到的，吃多吃少

都沒關係，這樣的豬血料理為何非嚐不可？烹煮的步驟又是如何？探討傳統太魯

閣族殺豬儀式中豬血料理的重要性，是本文也想要去了解的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部落殺豬的日子雖然不是可以預期的，但是殺豬在部落中的家戶卻屢見不

鮮。本文主要探討的是豬隻內臟處理、豬血料理過程，以及太魯閣族人為何認為

烹煮後的一大鍋豬血雜湯稱謂是「靈魂料理」？又怎麼使在場的每一個人「非嚐

不可」？本研究團隊在 6 月初，就不時聚在一起討論所見所聞相關的看法，規畫

本研究目的與質性研究方法，文獻蒐集及探討、實地探查及訪問、繪製豬隻內臟

簡意圖及名稱、以及料理的流程表圖等研究結論，透過行動、紀錄、討論的探

究，希望達成以下研究目的： 

    一、知道部落殺豬的原因及其儀式的方式 

 二、探究現代太魯閣族婦女不熟悉或不碰觸處理豬隻內臟的原因 

 三、知道豬隻解剖時內臟的名稱及其位置，與傳統烹煮「靈魂料理」的 

過程 

 四、瞭解太魯閣族殺豬儀式中「靈魂料理」的文化意涵。 

 

參、研究架構 

本文的研究架構如下所示： 

(表一 研究架構) 

 

第一步驟

• 確定主題與研究目的

第二步驟

• 文獻探討

• 1.閱讀書籍 2.網路資料

第三步驟

• 實地探查及訪問

第四步驟

• 小組討論

• 研究資料統整

第五步驟
• 產出研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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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本研究的組員們經過數個月機動型的蒐集資料、聆聽、接觸、及不斷的

討論交換意見之後，特別是拜訪部落太魯閣族有家戶殺豬的時候，因為瞭解其中

的文化意識，組員們就不再只是在旁邊、逗弄、玩耍，反而是安靜的觀看、紀

錄、拍照及請教，使更明瞭殺豬一要角「靈魂料理」的烹煮技巧及其傳統意涵，

進而對自己生活文化的認同，永續族人的傳統祭祀文化。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是以「靈魂料理」連結太魯閣族人對 utux（祖靈）祈福消災傳統信 

仰的重要性，接著開始對殺豬儀式的程序、剝解內臟的方法、撈取寶貴豬血的要

領、分類豬隻器官的技巧，乃至於烹煮一大鍋豬血雜湯的細節等做一個近距離的

觀察，訪視部落長者們的談話紀錄族人早期的生活文化，彙整相關所見所聞獲取

的題材內容，以達成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文獻探討與「殺豬」文化的傳承 

本文研究的首要步驟是組員分批前往花蓮縣立圖書館、秀林鄉圖書館、新 

城鄉圖書館以及景美國小圖書室尋找相關書籍、期刊、報導、網路蒐尋等資料，

使對本研究論文主題能有充足的認識與不同的觀點。 

   

假日期間全員討論主題內容 秀林鄉圖書館查相關書籍 網站搜尋相關資料 

圖一：組員討論、查詢相關資料 

 

（一) 臺灣原住民族豬隻祭祖的習俗 

 

「豬與人的關係由來已久」4，這裡的豬指的是人類豢養的豬隻，而不是山上

獵得的山豬。早期的原住民族皆以殺豬方式祭祖，即便到了現在的時代，各族群

的部落仍然傳承這樣的習俗，例如，達悟族舉行驅除疾病儀式時，會以珍貴的豬

隻做為獻祭品；鄒族人在舉行治療疾病、祈求平安的儀式也會拿豬隻做祭祀的替

代品；泰雅族分享豬肉給親戚和祭祀祖靈，為的是遠離不好的災難。除此之外，

結婚、孩子滿月或滿週歲、60 大壽、新居落成、男生當兵、家人過世滿一個月，

還有很厲害的金榜題名等等，都要用豬來感謝祖先的保祐。 

 

                                                      
4 王嵩山，《原住民–人族的文化旅程》，2010。第 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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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太魯閣族殺豬儀式的文化 

太魯閣族「殺豬」是祭祖靈、呼喊祖靈回來同享以祈求保祐；而豬肉是分 

給親戚好友，或者與在場的人分享。部落長者 Butun payi 說：「兒子娶媳婦、女兒

嫁出去，這個家裡的家長一定要殺豬祭祖靈，分享、保平安是重點，因為這是太

魯閣族祖靈的傳統規範，非遵守不可」5；再則，太魯閣族的儀式分食在農作物栽

種前或豐收後、兩家提親或相親、結婚禮俗、求得諒解等重要族人生活課題，都

要以豬隻被宰時所發出哀號之聲響，以傳達給無所不在的 utux（祖靈）聽，昭喚

並祈求平安留存在族人的生活中。總之，殺豬見血的儀式是族人之間分享的 gaya

規範，很明顯的，太魯閣族人任何原因而進行的殺豬儀式，「他們所祭拜、邀請來

共食的對象，都是屬於祖靈……」（邱韻芳，2013)，全都是為了家族保平安，族

人相信 utux（祖靈）的善良，只要誠心誠意殺豬獻祭，會避免惡運纏身的。太魯

閣族如此儀式 gaya 規範是代代相傳，自古至今，依然如此。 

 

 （三)「豬隻內臟分類」的文字闡述微乎其微 

 太魯閣族人殺豬這件重要的事情，男主人會約同部落男性朋友們負責殺豬、

肢解豬肉、排骨和頭骨，以及徒手剝離整豬內臟、撈取豬血等工作，這些都是男

人們要做的事情；一團豬隻內臟交給婦女們之後，在旁備戰的婦女們就開始進入

全神戒備、明察秋毫，絲毫不敢隨意的扒開、清洗、分類，處理之前放置幾個容

器在旁邊是不可少做的，備用的刀、剪刀等器具也不可或缺，人力絕不能少於三

個婦女，如此一來，才能把複雜的豬隻內臟清理的井然有序。事實上，最需要花

費功夫清洗乾淨的是豬隻的胃、大腸、中腸、生腸及膀胱，最重要的是，黏附在

肝臟上的「膽」，要很有技巧、小心翼翼的剝取，如果手藝不靈光，膽汁破裂就壞

了整個內臟的味道。以上種種的闡述，研究組員們縱使竭盡蒐集文字紀錄的資料

卻難以獲得真實的景象，因此，深入部落訪談長者或實地觀察的方法，是組員們

到了後面的時間常用到的策略（圖二) 6。 

  

 

Butun payi 介紹豬的內臟 Abus payi 說明內臟的料理 在一住戶家殺豬現場觀看 

圖二：耆老訪談 

 

二、部落族人殺豬場域的樣貌 

                                                      
5 組員訪談加灣部落長者 Butun payi（訪談日期：2023年 7月 23日）。 

6 圖二前（2023年 7月 13日）、圖二中（2023年 8月 1日）、圖二後（2023年 8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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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人的生活遇見中，不管是好事或不好事，都要殺豬，這件事不只 

是祖先傳承下來的習俗，也是族人跟 utux（祖靈）最接近的時候，「家裡有重要的

事情一定要殺豬，不然一家人會不好過；殺豬之前，心理誠懇默念就是要請祖先

的靈魂與我們同在」7；同時，殺豬過程繁文縟節，得要按步就班絕不可敷衍了

事，必須要遵守規範。 

 

（一) 兩個性別空間之區隔 

  操刀殺豬的人是要有經驗的族人男性擔綱，也需要手藝靈巧女性做接續 

的處理工作，如此兩邊共同協力進行到結束，獻豬的儀式才算是告一段落。一般

來說，族人殺豬時共有三個順序是男、女明顯區分界線的時候。 

1. 豬隻待殺時，要把整豬固定好到不能動彈，牠的頭朝上，並請有力的中 

       年人持鋒利的蕃刀行一刀斃命之舉，盡可能讓豬啼叫一聲即可，既可傳 

       達聲音又讓豬隻痛快而去。以上這些工作都是由經驗豐富的男性負責 

       的，女生只能在旁邊看。 

2. 當豬隻斷氣之後，需要更大的力氣清理豬身上的大小體毛，除此之外，還

要用鋼刷將豬隻的身體用力搓揉幾次，使豬的外表潔白乾淨，接著就畫開

豬的肚皮，用最大的力氣徒手剝扯全部的內臟。幾位工作者做整潔豬隻這

吃力的工作時，無不汗流夾背地埋頭苦幹，而這些工作也是中年男性全程

操作的，女性只能在旁邊看而已，不可參與其中，她們只有在旁邊等待接

下豬的內臟。 

3. 內臟接下之後，由族人中年女性引導年輕婦女做處理豬隻內臟的分類、清

洗工作，她們必須專注、用心看清楚內臟各器官的位置，因為有些器官要

先摘除如「膽」，或切斷大、中腸接口時，要好好找尋得到隨即一端綁

好，避免糞便流入各器官之內，壞了整個內臟的味道。此時，男生們也在

如火如荼地大刀剁骨、小刀切肉塊的進行著，總而言之，畫面的呈現，男

女工作空間分際嚴明。 

4. 觀察中發現： 

太魯閣族人是很勤勞也很愛乾淨的族群，即便身軀龐大的豬隻，處理之

後，會用不少的時間盡力讓豬隻清理乾淨，稍微一些黑黑的顏色出現，就

要耗時刷洗，難怪有組員說，有時家人分到一分豬肉回家時，根本沒看到

再清洗，直接切來用了；族人嚴明遵守 gaya（規範)，每一塊肉都是受到

祝福的祈求而分外珍惜，所以，拿到一分豬肉的族人，特別欣喜。 

 

 （二) 區隔分明的兩個大小空間 

    其實，我們去部落訪視觀察住家殺豬的時候，發現族人切豬肉和處理內臟兩

個地方是分在不同的位置，也可以說男生切豬肉的地方比較明顯，佔的空間也寬

大，反觀處理豬內臟的地方大都在角落，比較狹小地方，兩個大小空間的工作者

                                                      
7 組員訪談加灣部落長者 Tusyi  payi（訪談日期：2023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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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不逾越，各守本分，各盡其責，其中組員輕聲問旁邊的長者為何要分兩個區域

處理豬隻呢？對方回答說：「一方面工作中，互不礙事，一方面其中的內臟有排泄

物，怕豬肉會弄到！」8，此時，另一邊的一位 payi 大聲的跟我們全部組員說，

「這就是太魯閣族的 gaya（規範)！」。我們走訪過幾個殺豬的住戶，皆緊守兩個

地方界線分明的樣貌。組員們發現太魯閣族男、女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是以分

工合作的方式運作完成，就如傳統習俗「男獵女織」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以維

持家人的生活溫飽一樣，自始至終，未曾改變（圖三)。  

 

  
 

部落 Tumin 家廣場殺豬 Butun payi 家內臟處理現場 部落 Tapaq 家殺豬現場 

圖三：男、女處理豬隻工作者區域分明 

 

三、非嚐不可的靈魂料理 

 太魯閣族是打獵的民族，「族人賴野生動物為生。」9正因為生活中經常見到

森林中的動物，族人對獵物內臟的處理是輕而易舉的。換句話說，要是有經驗的

族人，對於豬內臟的分類工作不但駕輕就手，還會教導年輕的婦女學習，但是，

Abus payi 說：「要看年輕人自己願不願意跟著長輩動手學習！」由此可知，現在

太魯閣族婦女不熟悉處理豬隻內臟的原因之一，是學習意願不強。事實上，我們

觀察部落四家住戶殺豬，現場在角落邊處理內臟的婦女們，發現到有年輕的婦女

在其中，看起來是正在跟長輩們學習。 

 

（一) 神通廣大的豬隻內臟分解者 

 在殺豬的現場中，我們觀察處理豬隻內臟的婦女們很專心看著手中處理的 

器官，例如，心臟、肺臟、肝臟、膽、胃、胰臟、脾臟、大腸、中腸、粉腸、膀

胱、腸子表面附有多叢的白條油絲等，婦女們都很仔細的分類、清洗。接著，婦

女們要先把沒有糞便的小腸、肝、肺、心臟等取出放在一容器，再處理有穢物的

胃、中腸、大腸、膀胱，尤其是大腸的清理更是大費周章，必須要專注，不可以

因為一時的疏忽破壞整個內臟。總而言之，太魯閣族婦女們從一堆纏在一起的豬

隻內臟分類的清清楚楚，她們的手巧和堅持是我們每位組員看得見的。 

（二) 瞭解豬隻內臟部位的名稱及其位置 

                                                      
8 組員談話問加灣部落長者 tutaw baki（訪談日期：2023年 8月 6日）。 
9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秀林鄉志》，2006。第 4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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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間，部落 Abus payi（阿嬤)應老師的邀約來到我們學校教室，跟我們 

說明殺豬內臟處理拍攝的影片，雖然老師拍攝的影片沒有全部內臟拍出來，但是

經過 Abus payi（阿嬤)仔細介紹，我們組員不僅會記得內臟部位的名稱、位置，還

會網路蒐尋配對路邊攤小菜名稱，例如，豬的上顎（天梯)、食道（軟管)、大動

脈（脆管)、橫膈肌（肝連)、胃（豬肚)、脾臟（腰尺)、腎（腰子)、小腸（粉

腸)、直腸（大腸)、膀胱（小肚)、輸卵管（生腸)等器官。同時，Abus payi 特別說

到膀胱是以前小孩子們要排隊爭搶的，因為清洗後的膀胱可以處理、製作成不容

易破裂的氣球。 

 

圖四：豬隻內臟部位（組員許忠誠 手繪) 

 

（三) 「靈魂料理」的食材內容 

    本文主題所說的「靈魂料理」就是人家習慣說的「豬血稀飯」10，而這道 

「豬血稀飯」的內容物是有加豬肝的。本文中以「靈魂料理」之稱謂，是因為族

人要與 utux（祖靈）共享最重要的料理，也是部落長者們很期待、也很在意的食

物，是非嚐不可的。其實，部落長者明白表述，殺豬分豬肉之後，在場的所有人

不可就此離開，必須要吃到豬血慢煮的「靈魂料理」才算殺豬這件事完成，也讓

主人圓滿結束以得到 utux（祖靈）的保祐。 

 

 事實上，每個族群煮熟「靈魂料理」的食材內容是不大相同，甚至各村落的

煮食料理也有些差異，但是，Butun payi（阿嬤)告訴我們說，傳統烹煮豬血料理主

要是白米、水、肺臟、中腸、豬油和豬血就可以了，豬肝其實是不必加進去，這

是為了避免太多的內容物會蓋住豬血的原來味道，所以不必太複雜。 

同時，Butun payi（阿嬤)還說到這一鍋非嚐不可的料理，加入的份量是有一定

的比例，她說：「家裡使用一般大小的水桶，半桶的豬血需要用 2 碗白米和適量的

水，不加豬肝，而豬的脂肪放一些，不要加太多，肝連在胃的四周，切塊放進鍋

內，再加上切成小條的大腸，中腸，只放這些料就好，才不會搶走豬血的味道」
11。我們聽了，覺得很不簡單，對於太魯閣族婦女們的巧手及細心佩服不已。 

                                                      
10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出版，《太魯閣風味食譜集》，2015。第 34-35 頁。 
11 組員訪談加灣部落長者 Butun payi（訪談日期：2023年 8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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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觀察結論： 

1. 部落婦女們樂於融入洗腸子及烹煮料理，快樂氛圍中大家都愉快 

完成任務。 

2. 她們處理豬內臟過程中，難免會有難處理的部份，她們以互助的 

方式共同解決問題，歡笑中，再困難的問題也容易解決。 

3. 婦女們分類清洗中，是有傳承的景象，有經驗的婦女帶領著年輕 

婦女，操作中指導，學習者也在動手當中增進手巧技藝，呈現代代

相傳的傳統習俗。 

  
 

部落 Tumin 家 部落 Buya baki 家 部落 Tapaq 家 

圖五：角落邊專注神情的婦女們 

四、最關鍵的「靈魂料理」 

 

太魯閣族人會在喜慶請客之前，會在主人房子前面宰殺豬隻並立刻肢解， 

部落文化工作者 Tumun masaw 說：「豬肉其實就是我們的喜餅！」12藉著豬肉的分

送，會使這段姻緣獲得 utux（祖靈）及族人的祝福；除此之外，要喝到現場烹煮

的豬血料理，也就是「靈魂料理」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每個人都一定要喝上一

碗「靈魂料理」才算有參與到這受祝福的地方，也是家戶殺豬這整個過程告一段

落的時候。早期太魯閣族人的祭儀習俗以宰殺家養牲畜為主，也就是說一定要見

血，據部落長者的說法，此刻是與 utux 最接近的時候，和家人分享這美味的料

理，當下時刻，無處不在祖靈給予現場人的靈意精神、思念著祖先並給予好好招

待 utux，福氣必降臨住家及現場的每個人，靈魂料理就是可以牽繫祖靈的豬血料

理，非嚐不可。 

                                                      
12 一組員訪談加灣部落文化工作者 Tumun Masaw 的家（訪談日期：2023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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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靈魂料理的烹煮  

 總之，烹煮「靈魂料理」是需要慢煮，不可急躁，為了避免整個煮焦掉，不

但要控制火侯，也要不停的攪拌，不可隨意離開現場。而最好的方法是，誰開始

在煮食，就由他繼續做完，不要中間換人，使這道口味保持原味，這整鍋是在場

族人最要等待的「靈魂料理」。Abus payi 說：「寧可不要豬肉，就是一定要吃豬

血，沒有吃到就等於沒殺豬！沒有吃到豬血，就沒什麼意思！」，部落族人和太魯

閣族祖先無不藉「靈魂料理」的分享距離不再遙遠，世世代代平安、祝福紛至沓

來。 

 

伍、結論 

透過本專題研究的過程，以下是我們的結論： 

一、瞭解部落殺豬的原因及其祭儀的方式 

透過部落訪談與殺豬現場訪視，讓學生觀察並感受到族人殺豬文化傳習的

重視；學習長者祭儀的重點之處，把握並能融入族人的生活文化。 

二、理解處理豬隻內臟的重要性 

雖然現代婦女因為工作繁忙或其他原因不碰觸處理豬隻內臟的情形，也要

珍視並傳習族人的生活文化。 

  三、知道豬隻內臟部位的名稱及其位置，與「靈魂料理」的處理過程 

      學生家裡若因祈福殺豬要多近距離觀察豬隻內臟部位的名稱，最好能 

      再多跟家長學習豬隻器官的族語，更貼切並能融入太魯閣族的文化意境。 

  四、能夠瞭解太魯閣族殺豬儀式中「靈魂料理」的文化意涵。 

請學生把握、聆聽自家或親戚殺豬時的對話，使明白太魯閣族的 Gaya。 

 

 我們雖然沒有實際處理豬隻內臟和烹煮「靈魂料理」的操作，但組員們親臨

現場觀看部落五家族人殺豬相似的模式，多少是有些許的概念，尤其是有組員嚐

到族人分享的濃厚「靈魂料理」，是藏不住敬畏祖先、感恩祈福的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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