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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前言 

 

一、研究動機 

 

        布農族的祭儀、禁忌最多，這是一般人對布農族的印象。問阿公阿嬤們，都說這是和月

亮的約定，說到月亮的約定，我們小孩就都聽過二個太陽的神話故事，故事中布農族人和月亮

的約定，依約定的時節做各式各樣的祭儀。再這麼多祭儀中，為什麼選小米進倉祭當我們的研

究主題? 

一來是把研究聚焦。二來是進倉祭有殺豬，我們還會分到豬肉帶回家，很特別。三是現代

社會因為經濟型態的改變，除了射耳祭以外，很多祭儀都不再辦理了。我們覺得文化傳承是重

要的，於是我們決定以進倉祭當研究題目，學習把整個流程和精神研究清楚。這是我們做這個

專題的理念和動機。 

   

二、研究目的 

   

    因為想把布農族的文化留下來這樣的動機，我們的目的如下: 

(一)訪談耆老:小米進倉祭的意義、準備事項、祭典流程、禁忌。 

    (二)以布農族小米進倉祭為主題，製作簡報向全校小朋友報告。 

    (三)演示布農族小米進倉祭給全校師生和部落耆老看。 

    (四)透過影像記錄編輯布農族小米進倉祭做為文化傳承的素材。 

   

     

三、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訪談紀錄：攝影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 

(二)製作材料：小米、殺豬。 

 

 

四、研究架構 

  

 
 

 
   

耆老訪談文獻探討 簡報製作
小米進倉
祭演示

小米進倉祭
影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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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正文 

 

一、文獻探討 

 
在找書面資料或網路上有關布農族小米進倉祭資料時，出現一個困擾，因為傳統 

布農生活領域在中央山脈的各山頭，社會制度屬於家族制，沒有頭目的制度，所以各

家族的祭典儀式都會有一點點不同的地方，所以找到的小米進倉祭文獻也會有一些說

法上的小差異，所以這次我們經過討論，決定完全以武陵 Buklavu 這個部落的耆老訪

談為依據，我們將訪談轉換成文字，念珍老師再指導我們歸納成以下心智圖的模式: 

 

 

圖一:布農族小米進倉祭的心智圖 

 

 

     

二、研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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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訪談的耆老余新民，他是 Buklavu

部落公認在傳統文化最權威的耆老，這

張照片是有一次我們在阿公的果園訪談

他時照的。 

 

這是祭典事前準備事項中，小朋友們最

好奇的忻懤用的獸骨，lah lah，它是用

豬的肩脥骨做成的。 

 

事前準備事項還有一件事是很特別的，

那就是學習釀酒，很酷也很有趣，但禁

忌要遵守才不會釀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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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進倉祭演示前，先由我們在室內向

全校師生和家長做簡報，講述祭典的流

程。 

 

小米曬乾後準備進倉 

 

耆老教我們把鬆脫的再用蜘蛛抱蛋這種

植物重新挷好。 

 

傳統上進倉祭是要殺豬的，所以這次學

校也買了一隻豬，請部落家長在校園的

另一角殺。祭典的殺豬方法用現代的觀

點來看是有點血腥的，所以我們在演示

現場用道具豬來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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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用看似不人道的殺豬法，但是傳統

文化在祭典上就是這樣，豬死後主祭者

是會用獸骨祭器為豬忻福，和感謝牠的

犧牲讓我們一家人能不挨餓。 

 

校園另一角依傳統的殺豬分豬肉正在由

部落家長進行中。 

 

也要用祭器對小米忻福，感恩它來到我

們家，讓我們一家人能夠飽。 

 

傳小米進倉庫時，全家族人要圍成一個

圓圈，傳第一次時，傳完要高舉雙手並

高喊感謝天神讓我們家的米倉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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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的時候，耆老特別強調，以前在山

上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所以進倉時掉在

地上的小米要撿起來重挷或另外收好，

要惜福!要感恩! 

 

小米都傳上架子後，主祭者再次用祭器

對架上小米忻懤，希望小米都吃不完。 

 

還要用剛剛殺的豬血塗抹在架子上，這

樣小米精靈才不會跑走或被別家的祖靈

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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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倉庫的門口也要抹上豬血。 

 

進倉完成後，就進入最令人期待的美食

分享，傳統吃法也很等別，用豬肉片夾

小米來吃。 

c 

吃美食真開心! 

 



和月亮的約定-布農族小米進倉祭 

9 

 

這一次小米進倉祭由我們自己排練演

示，達妮芙擔任總主持人，收穫最大。 

 

部落家長不少人來一起參與，這位阿姨

有獎徵答搶答答對，獎品是我們學生自

己釀的糯米酒一瓶，阿姨笑的很開! 

 

最後大合照，部落耆老、長輩都很感

動，還開心的依傳統做法每人拿一小袋

豬肉回家。 

 
 

叁 ● 結論 

 

  本研究經過訪談耆老、並實際演示、錄製關鍵過程，獲得的結果有: 

一、我們把訪談記錄以心智圖記錄，讓架構更清楚。 

二、透過簡報向全校師生報告布農族小米進倉祭，讓更多師生了解。 

三、透過實作演獲得老人家的肯定。 

四、為布農族小米進倉祭留下影音檔案，讓文化不失傳。    

 

經過這次的探究，我們學會布農族小米進倉祭的意義、流程、禁忌，也實際演示進倉祭及

製製作成影片，我們肯定布農族小米進倉祭會讓更多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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