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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想要了解馬遠部落射耳祭和全國布農運動會報名人數落差這麼大的

根本原因。因為部落中的射耳祭在組員欣蕾和霜瑜很小的時候就有了，我們

也從小參加到現在，記憶中小時候參與射耳祭的族人很多，但是現在的我們

去參加卻發現人數銳減。可是全國布農運動會參加的人數也是變少，但是大

家都會請假排除萬難去參加，而部落的射耳祭大家卻很少看到族人請假參加

部落的射耳祭。 
  根據族人的口耳相傳，射耳祭曾經是個族人聚集的地方。而射耳際不只

可以強化社區凝聚力，還可以傳承文化。因此，我們想要找出射耳祭族人參

與度減少的原因，我們希望重新激發社區對於射耳祭活動的參與度，並且保

存這一個傳統活動。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馬遠部落射耳祭很少人參與的原因，並將這些

訪談和問卷調查紀錄下來。同時，我們也希望實現以下三個具體目標： 
（一）調查馬遠部落的族人參與射耳祭的實際現況。 
（二）調查全國布農運動會與馬遠部落射耳祭參與度比較。 
（三）提出馬遠部落射耳祭建議。 

三、研究流程圖 

圖一、研究流程圖 

四、研究方法 

（一）文獻研究法 

  透過深入研究和分析現有文獻來探討馬遠部落射耳祭、全國布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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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相關資料。該方法包括廣泛的文獻搜索，包括學術期刊、書籍、報告

和網路資源，以收集關於射耳祭參與度、影響因素。這些文獻的結果將用

於研究的理論框架建立和問卷設計，以更全面地了解馬遠部落射耳祭很少

人參與的原因。 

（二）半結構訪談 

  指有特定主題，提問問題結構雖然鬆散但是有重點和焦點。提問過程

中會處於邊談邊提問，所以提問的順序也會依照受訪者的回應而有所調

整，訪問過程以受訪者的回答為主，受訪對象為馬遠村馬鐘啟村長，詢問

村長村中射耳祭的相關問題，並依據村長的回應，進行追問了解。 

（三）量化研究的問卷 

  研究者計劃進行問卷調查，以深入瞭解家鄉部落射耳祭沒有人參與的

原因。問卷包括多個問題，探討他們的經歷、感受和反應，如：兩項活動

的參與狀態等。調查方式包括網路問卷、紙質問卷。最後，研究者將統計

數據，提供馬遠部落射耳祭和全國布農運動會的量化資料，以深入瞭解這

一議題。 

貳、正文 

一、文獻回顧 

（一）花蓮縣萬榮鄉馬遠部落相關文獻 

  在日治時期的 1917 年，丹大流域發生了被稱為「丹大事件」的事件。

為了維持臺灣殖民地區的穩定，日本政府在此事件後提出了一項名為「原

住民移住十年計劃書」的倡議。該計劃於 1933 年末首次實施，啟動了群體

移住政策，將原住民轉移到馬遠部落（鄭安睎，2000）。馬遠部落是布農族

中的丹社群 Takivatan 的一部分，位於花蓮萬榮鄉行政區，北鄰光復，南鄰

瑞穗，行政區劃分為六個村，分別為西林村、見晴村、萬榮村、明利村、

馬遠村以及紅葉村（江阿光，2019）。 
  馬遠部落座落於馬遠村，被分為三個社區，包括馬遠社區、大馬園社

區、東光社區。在過去，這實際上是三個獨立的布農族部落。目前馬遠村

的戶籍人口總數為 1279 人，其中 1157 人為布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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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花蓮縣萬榮鄉公所 各村里現住原住民人口數 

（二）全國布農運動會相關文獻 

  布農族是臺灣原住民族之一，最初定居於南投縣的高山區，緊鄰濁水

溪上游。在 18 世紀，布農族開始向東遷徙，延伸至花蓮縣的卓溪鄉和萬榮

鄉，以及臺東縣的海端鄉和延平鄉，南至高雄市的那瑪夏區和桃源區，成

為臺灣原住民族中遷徙幅度最大的一族。 

  在布農族的傳統祭典中，射耳祭被視為一年中最重要的慶典，以部落

或家族為單位舉行。進入 21 世紀後，布農族每年舉辦全國性的射耳祭，以

促進各地部落的聯繫和團結。此活動結合傳統技能競賽和全國布農族論

壇，由各布農族原鄉輪流主辦，成為原住民族中的先例。全國布農族射耳

祭暨傳統技能競賽活動包括開墾祭、播種祭、封鋤祭、除草祭、狩獵祭、

收穫祭、嬰兒祭和射耳祭等儀式展演，以及現代田徑項目、球類運動、布

農族傳統射箭、傳統摔角、鋸木和負重接力等競賽，成為每年重要的盛事

（石育民，2019）。 

（三）布農族射耳祭相關文獻 

  布農族射耳祭，亦稱 Ma-naq-tainga 或 Ma-naq-titi，通常在 4 月至 5 月

舉行，是布農族最盛大的祭典之一。此儀式對於布農族兒童的成長極為重

要，扮演狩獵、作戰能力訓練、確立生命價值及獲取社會認同的角色，成

為成年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大多數布農族祭典具排他性，射耳祭卻

歡迎異社群參與。為準備祭典所需的獵物耳朵，部落成年男性需在祭典前

上山狩獵，此處的「耳」指的是「鹿耳」。山鹿體型較大，成功狩獵者在族

人眼中享有英雄地位，因此射耳祭也被戲稱為「鹿耳祭」（田哲益，

2003）。 

  射耳祭通常在黎明前開始，過去僅限成年男性參加，六、七歲以下的

男童只需會走路、講話和聽話即可參與。祭典在氏族族長的庭院或公共廣

場舉行，由族長擔任司祭；若為散社聯合的射耳祭，則在公共廣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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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選舉產生的主祭者擔任司祭。射耳祭具有強烈的集體凝聚力和教育意

義，象徵著對外射獵敵首及對內團結友愛，因此不僅是宗教儀式，也承擔

社會、教育、經濟和政治等多重功能（劉還月，2001）。 

（四）花蓮縣萬榮鄉馬遠部落射耳祭相關文獻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村是布農族丹社群唯一的聚落，每年四月下旬舉辦

「祭槍祭」與「射耳祭」（成年祭），祈求農作豐收與財運。射耳祭除了訓

練狩獵技巧，還是青年成年禮的重要儀式。過去，男人們會練習射擊、烤

肉，並祭拜敵首、獸骨與武器；現代則改以標靶象徵性練習。射耳祭旨在

保存原住民傳統文化，活動包括祭儀展演、唱頌報戰功、八部合音、小米

豐收歌、技藝競賽等，凝聚族群認同與情感，並振興在地文化。目前多數

布農族人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但部分活動仍保留傳統精神，延續文化傳

承。射耳祭（malahodaigian），亦稱打耳祭，每年四月下旬舉行，涵蓋教

育、競技、團結與法律等意涵（林奕昇，2019）。 

二、問卷及訪談結果 

（一）問卷調查結果與意義 

  此次研究採用 google 問卷，採樣數為 95 份，一邊走訪社區協助老人

填寫問卷及線上發給部落在外地就業、就學的族人，也會在 8/10（六）的

嬰兒祭發放問卷給族人協助填寫射耳祭的問卷，因為這時也會有族人從外

地回來部落參加祭典活動。 
問卷主題和背景資訊 

  

   這份問卷調查探討了花蓮縣馬遠村射耳

祭：少人參與的謎團。調查對象是馬遠村的

族人，而馬遠村並非只有單一族群居住，所

以裡面有非布農族的村民，扣除此 7 人，共

有 97 份有效回應，受訪者的性別分佈相對均

衡，以國小到高中階段的學生稍多一些，是

因為我們在村中邀請族人填寫問卷時，以學

生群在村中居多。年齡分佈涵蓋了不同年齡

段，以反映多代人的經驗。 
馬遠部落射耳祭相關問題 

9-18 歲 19-3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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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0 歲 51 以上歲 

  

請問有參加過「馬遠部落射耳祭」嗎? 

參加與否 9-18 歲 19-30 歲 31-50 歲 51 歲以上 

是 35 人 19 人 23 人 20 人 

否 0 人 1 人 4 人 3 人 
  整體來看， 9-18 歲和 19-30 歲的群體的參與率較高，而隨著年齡增長，特別是進入 31-

50 歲階段，參與率有明顯下降。年齡較大者的參與率雖然有所回升，但未達到年輕群體的水

平。反映了隨著年齡增長，生活壓力、身體狀況和時間安排等因素對參加傳統文化活動的影

響。 
9-18 歲 19-30 歲 

  

31-50 歲 51 歲以上 

  

請問您已經參加過「馬遠部落射耳祭」幾屆/幾次? 

參加次數 9-18 歲 19-30 歲 31-50 歲 51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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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次 0 人 1 人 4 人 3 人 

1 次 4 人 2 人 2 人 1 人 

2 次 5 人 4 人 4 人 1 人 

3 次 6 人 0 人 7 人 2 人 

4 次 6 人 3 人 2 人 2 人 

5 次 0 人 2 人 3 人 2 人 

6 次 3 人 2 人 0 人 5 人 

7 次 4 人 0 人 0 人 0 人 

8 次 1 人 4 人 0 人 1 人 

9 次 1 人 0 人 0 人 1 人 

10 次 0 人 0 人 0 人 0 人 

10 次以上 5 人 2 人 5 人 5 人 
  在調查結果中，不同年齡層的參加次數有明顯差異。9-18 歲族群的參加次數較為集中，

絕大多數參加次數介於 1 到 7 次之間；而 19-30 歲族群的參加次數較分散，最高參加次數達

10 次以上者僅 2 人，且有 1 人從未參加過。31-50 歲的參加者有一部分人曾多次參與，5 人

參加次數達 10 次以上，然而也有 4 人從未參加過。51 歲以上族群參加次數分佈相對平均，

10 次以上的參加者占 5 人。 
全國布農運動會相關問題 

9-18 歲 19-30 歲 

  

31-50 歲 51 歲以上 

  

請問您有參加過「全國布農運動會」嗎? 

參加與否 9-18 歲 19-30 歲 31-50 歲 51 歲以上 

是 30 人 18 人 22 人 18 人 

否 5 人 2 人 5 人 5 人 
  從整體數據來看， 9-18 歲群體的參與率相對較高，表明他們對於布農運動會有較強的興

趣，可能是因為學校或社區鼓勵他們參加祭典，幫助他們接觸並傳承傳統文化；而 19-30 歲

群體的參與率最高（90%），表明該年齡層在社會活動和體育運動方面的積極性較高。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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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31-50 歲和 51 歲以上的參與率逐漸下降，這顯示隨著年齡增長，個人參加運動會的意願

可能會受到家庭與職業責任或健康狀況的影響。 
9-18 歲 19-30 歲 

  

31-50 歲 51 歲以上 

  

參加次數 9-18 歲 19-30 歲 31-50 歲 51 歲以上 

0 次 4 人 2 人 5 人 5 人 

1 次 6 人 2 人 4 人 1 人 

2 次 3 人 0 人 4 人 2 人 

3 次 6 人 4 人 6 人 2 人 

4 次 9 人 1 人 1 人 3 人 

5 次 1 人 4 人 2 人 2 人 

6 次 4 人 0 人 0 人 3 人 

7 次 0 人 1 人 1 人 1 人 

8 次 0 人 3 人 0 人 2 人 

9 次 1 人 1 人 0 人 0 人 

10 次 0 人 0 人 0 人 1 人 

10 次以上 1 人 2 人 4 人 1 人 
  這些數據顯示不同年齡層對全國布農運動會的參與程度差異顯著。年輕人和中年人較為

積極參加，但隨著年齡增長，參與次數有所下降，這可能受到生活責任、工作壓力以及身體

健康的影響。整體來看，參加次數較多的人群體現出對布農族文化活動的強烈支持和認同。 
請問「馬遠部落射耳祭」與「全國布農運動會」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有何不同？為什麼呢？ 

多數問卷填答者認為「馬遠部落射耳祭」和「全國布農運動會」在規模與性質上存在明

顯差異。「射耳祭」屬於部落內的小型活動，主要著重於傳統文化的傳承，具有宗教與祭典

性質，參與者多為本地族人。而「全國布農運動會」則是一項全國性的活動，參與範圍廣

泛，來自各地的布農族群共同參與，活動更傾向運動競賽和文化交流，並結合了現代元素。 
此外，許多受訪者強調「射耳祭」具有維護族群文化根源的重要性，但參加意願受限於

個人工作、交通等因素。而「全國布農運動會」活動多元、趣味性高，凝聚族人情感，並提

升族群間的互動交流。整體來說，兩者在族人心目中同樣重要，分別在傳承與發展文化上扮

演不同角色。 
請問對於「馬遠部落射耳祭」的組織與管理，你認為有哪些方面可以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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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對於環境衛生的改善被普遍認為必要，建議增加廁所數量及設置更多垃圾桶，以

保持場地整潔，而且需要提供參與者明確且清晰的車輛停放指引，確保交通順暢。在宣傳與

參與方面，強調活動宣傳的重要性，建議在部落內加強信息傳遞，鼓勵外出工作的族人回來

參加，並提前至少一個月通知族人，給予族人足夠的時間請假、購票、規畫返鄉。 
針對活動內容，建議提高多樣性，增加現代的競賽項目以吸引年輕人，並規定參加者穿

著傳統族服，以增強文化認同感，同時對每個活動的意義進行詳細說明（包含祭典前的儀

式）。文化傳承應加強對下一代的教育，讓他們了解射耳祭的歷史，鼓勵年輕人與長輩交

流，重視文化的實質性。 
請問對於「馬遠部落射耳祭」的傳統元素，例如儀式、飲食、表演等，你有什麼想法或建

議？ 
問卷填答者提到儀式方面，多數人希望長者能帶領年輕人參與，幫助他們理解布農族的

傳統文化；而在飲食方面，受訪者期待更多樣化的選擇，建議增加飲料和攤位，並舉辦 DIY
活動讓年輕人體驗傳統飲食。同時，應注重食材的衛生，並邀請回鄉的主廚展示才藝。至於

表演，受訪者希望看到更多元化的內容，並鼓勵年輕人在表演中發揮創意，如獨唱和舞蹈，

建議提升表演的品質。 
請問對於「馬遠部落射耳祭」應該如何與現代社會相結合，以吸引更多年輕人的參與？ 

首先，結合文化與娛樂是吸引年輕人的重要策略，建議透過音樂、舞蹈及趣味競賽等形

式，增加活動的娛樂性。例如，設計以布農族文化為主題的比賽，提高年輕人對文化的認同

感。使用社交媒體宣傳，邀請知名藝術家或網紅參加，也能提升活動的知名度。其次，鼓勵

在地年輕人主導活動的規劃與執行，讓他們重新定義傳統祭典，符合現代需求。 
  提前公告活動時間（村長有提到廣播，但廣播都是在祭典前兩三天才廣播，而廣播的語

言往往是用布農族語，對於族語不是那麼懂得人，就會需要有翻譯告訴他們，才能知道村長

廣播了什麼內容）、延長活動天數和提供獎勵，能激勵參與。家庭的文化責任感也很重要，

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往往受到家庭影響，因此加強家庭對文化教育的重視，有助於下

一代理解並融入傳統文化。最後，保持活動的傳統性與現代化之間的平衡至關重要。可以簡

化儀式的嚴肅性，增加互動性，使參與者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感受部落文化。 
請問對於「馬遠部落射耳祭」未來的宣傳與推廣，你有哪些建議或意見？ 
  首先，社群媒體的運用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推廣手段。許多受訪者建議透過 Facebook、

Instagram 等平台進行宣傳，甚至可以邀請知名網紅或歌手參與，以吸引更多年輕人的關注。

此外，利用傳單、海報以及村長的廣播來進行地面宣傳，能夠有效提高活動的能見度。 
  在活動策劃上，應該考慮更改活動的時間，例如在過年連假期間，讓更多族人能夠返鄉

參加。增加活動的多元性，如邀請不同族群的參與，亦能讓更多人了解布農文化的重要性。

同時須有足夠的表演及活動安排，以提升活動的吸引力和參與度。為了提高族人參加的意

願，可以考慮提供交通補助或是鼓勵在外工作的年輕人回來參加。 

（二）訪談馬鐘啟村長與意義 

1 射耳祭停辦的緣由 

  布農族每年的歲時祭典，與小米種植密切結合，在小米收成後進行

祭典，祭典儀式中，族人會準備小米飯、小米酒祭祀神靈。然而在日本

殖民統治時期，日本人強迫布農族人種植水稻，加上經濟作物的改變和

外來宗教的污名化及禁止，使得歲時祭儀受到重大衝擊，幾乎停止舉辦

（林奕昇，2019）。 
  而在我們訪談鐘啟村長的過程中，鐘啟村長告訴我們：「以前停辦的
原因不太清楚，就村長自己的了解，民國四十幾年時，我們的祖先骨骸
有被台大盜取，目前都還在台大的醫學院，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因為
沒有什麼人知道這件事情，也不敢說什麼，因為是配合政府單位去偷
挖，以前老人家也不敢反抗，事情就慢慢被淡忘。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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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辦射耳祭的活動，對於部落來說是很大的傷害。後來到了十幾年
前，換了哪一個鄉長、民意代表、議員，討論是否要重新開始辦理這個
祭典。」 

2 射耳祭恢復後三個階段，不同的射耳祭主辦方 

  第一階段，以各部落為主，目前馬遠村有三個部落，祭典由部落自
行舉辦，並由族長、主席及婦女主席等人員推動，並非村辦公室來舉
行，因為要申請經費，要由社區發展協會（馬遠社區、東光社區發展協
會）來提報計畫書，向鄉公所、縣政府來爭取經費。 
  而我們一直認為部落射耳祭參與人很少的原因就在此，因為我們所
參加的是固努安部落則是獨立主辦，在聚會所進行，參與的族人是以馬
遠部落裡 1-4鄰的族人為主，而其他鄰則不是參加我們這邊的射耳祭，
大馬遠部落和東光部落是合併辦理，在活動中心廣場舉行，看似是同一
個村中的村民，但參加的射耳祭是不同的。 
  第二階段，每兩年由鄉公所舉辦全村的射耳祭，主要以萬榮鄉布農
族丹社群為中心，並邀請同為丹社群的的紅葉村、奇美村及高山部落等
同族的族人一起參與丹社群的射耳祭，但主要參與射耳祭的族人是以萬
榮鄉馬遠村為主，此射耳祭是由鄉公所主導，村辦公室是執行，舉辦地
點就會在馬遠國小。 
  第三階段是全國布農族運動會，是全國性活動，會以全國各鄉鎮的
布農族以鄉鎮為單位參加比賽性的活動，而花蓮縣萬榮鄉只有馬遠村是
布農族，就會以馬遠村代表去參加。 

3 馬遠部落的族人參與射耳祭的實際現況 

  鐘啟村長告訴我們：「村長六年來的觀察，人數有增加，是以鄰為單
位，要看各鄰的動員力度，以平均來說大概兩百到兩百五。而鄉公所射
耳祭會到近千人左右，全布運是有傳統競賽（鋸木、拔河、摔角、搗
米，大概四到五項）和現代運動會的比賽項目，和展演的表演的項目
（射耳祭等等的祭祀活動，各鄉抽籤然後去表演這個項目，不要重複為
主），全部加起來的人員大概三百多人是選手，家屬不在其中，所以人數
會更多。」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探討了馬遠部落射耳祭參與度減少的原因，並將其與全國布農運

動會的參與情況進行比較。經過問卷調查和訪談的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一）參與現況 

  馬遠部落射耳祭的參與人數較少，主要因為活動主辦方的分散性和部

落內部的參與動員力度不均。雖然部分族人逐漸回歸參加，但整體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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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待提升。 

（二）文化傳承意義 

  射耳祭被視為維護族群文化根源的重要活動，但受訪者也反映出生活

壓力、交通便利性等外部因素對參與意願的影響。相對而言，全國布農運

動會因其競賽性質和多樣性，能夠更好地吸引族人的參與。 

（三）組織管理及活動內容 

  受訪者對射耳祭的組織與管理提出了改進建議，認為需改善活動的環

境衛生、增加宣傳及早通知參與者。此外，活動內容的多樣性以及對文化

意義的重視也被認為是提升參與度的關鍵因素。 

二、研究建議 

（一）加強社區參與 

  建議部落加強各鄰的動員工作，透過社區活動提高族人對射耳祭的認

識與參與感，並鼓勵年輕一代積極參加。 

（二）文化教育與宣傳 

  應增設相關的文化教育活動，讓族人了解射耳祭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意

義，以喚起族人對於傳統文化的重視和參與意願。 

（三）強化宣傳與資訊傳遞 

  在部落內加強對射耳祭的宣傳，鼓勵外出工作的族人提前回來參加。

提前至少一個月通知參與者，並利用社群媒體和公告板進行信息傳遞。 

（四）整合資源 

  建議鄉公所和社區發展協會加強合作，統一舉辦射耳祭，減少分散的

活動方式，並提升活動的規模與影響力，吸引更多族人參加。 

（五）多樣且趣味化活動內容 

  增加競賽項目和文化表演，吸引更多年輕族人參與；鼓勵參加者穿著

傳統族服，強調活動的文化意義；引入現代元素和趣味競賽，提升活動的

吸引力，使其更具參與性和互動性。 

（六）持續跟進調查 

  未來可定期進行相關的參與度調查，以便了解文化活動的變化與需

求，並根據調查結果進行適時的調整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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