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原住氏飲酒行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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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藉由文獻蒐集分析，回顧台灣原住民飲(恥)酒情形
及其衍生

問題。以作者蒐集文獻就年代粗略分隔，可分早期(迄
日人治台期)、

近期(民國 50- 60 年)、當代(民囡 70 年代以降)。文末並提出二點研究

發現。

貳、早期 Jffi、住氏飲酒的文史記載

台灣原住氏的飲酒紀事，自荷的以迄日人治台期
末，相關記載不

多。從有限史料整理分析，大致早期台灣原住民飲酒乃配
合祭典、儀

式;酒為祭典、儀式備品 o 祭典、儀式完畢後，男女共飲，歡樂時歌

之舞之。

日人治台前相關文史記載原住民飲酒有二篇{番社采
風圖考〉

及〈台灣使搓錄} 0 {番中土采風固考》記載 I 農事既旱，各番互

相邀飲;必令酒多，不拘看核。男女雜坐歡呼其最相愛者，
亞局並霄，

取酒從上瀉下，雙入於口傾流滿地，以為快樂。」又載 I每歲收票

時，通社歡飲，男女雜座地上以木常í.\、椰碗互相酬蚱，不
醉不止。其

交好親密者，取酒灌之，流溢滿地，以為快樂。 J (轉引自簡美玲， I 台

灣原住氏的傳統釀酒 J )。此時期原住民飲酒行為乃慶祝農收〔農事既

旱，每歲收票時〕之共同飲酒行為， c 各番相邀飲，通社歡飲 J J 。

《台灣使搓錄〉記載之原住民飲行為場合增加，及於婚宴
、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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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臘、出航等 I 婚娶、築舍、捕鹿、出比海、;夭以水，群坐地上，

用木瓢或椰碗汲飲之 J 飲酒仍為集體行為 。

日人治台時期之報告二篇 o <台灣蕃族慣習研究 (1) ) 指出，原住

民祭典〔報謝祭、持獵祭、摘穗祭〕中，酒為供祭之物 I 又報謝. . 

為主見酒食. . 報謝 . 餅酒等 J (台灣蕃族慣習研究(1) , P. 131) I 神

對 . . 供物，通常酒餅 J ... (P. 132) I 又南番諸族 總酒.肉等神靈

獻… J (P.132) 。祭把完畢，飲酒歌樂，歌舞從之。「祭式終 必酒

宴 . 男女酒食...共燕飲興闌 歌謠舞E舟.其間亦宴飲 繼續 . 例」

(P. 133) 日人宮本延人 〈台灣的原住民族》記錄阿美族人信仰部份，敘

及 I 一般都有祭酒、牲禮以祈求「靈」不要找自己的麻煩。其實祭

把本身也是一種娛樂，在祭典中它們可以跳舞，又可以 ~01 酒 J (宮本延

人著，魏桂邦譯 1992 : 159) 

參、近期房、住氏秘酒行為之民族學調查

阿美族及布農族視酒為祭品、符客物;排灣

旅祝酒為祭品、禮品及待客物。

(一) 酒為祭品

阿美族之播栗祭、收栗祭、建屋祭前備酒為祭品(李亦園， 51 

37.39.170) ，布農族於種甘芽、射耳祭中酒為祭品(丘其謙， 55 : 20. 24) 

排灣族過技穫祭五年祭時，團主必須釀酒款待平民(石磊， 60 : 137) 

(二) 酒為禮品

排灣族團主的長制結婚日守，團主將殺豬、釀酒款待所有的團氏，

園民也得贈送禮物;酒、小米或珠子，三種禮物送一種即可(石磊， 60 : 

137) 。結婚時送禮物，送的禮品多以小末或酒為主。現在也因為環境

的改變而送禮金。不論是物品或禮金，它的多寡是以親屬距離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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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義， 60 : 137) 。賀生禮 : 親屬圍內生小手表時，也以小末或酒送去，

以資道賀(石磊， 60 : 137) 。

(三) 酒為符客物

李亦由《馬太安阿美族人的物質文化》敘及下列場合酒為待客物:

「有客來時，主人如能以酒肉享客為最敬意，或以煙草檳榔請客，亦

為合適的待客方法 J ，(李亦園，民 51 : 200) 0 r 有客人，如不常見的

親屬，伯叔男父等來訪，若有酒必出酒招待，而平常無事故則絕少飲

酒 J ，(李亦園，民 51 : 422) 0 r 有朋自遠方來，以酒款待 J (李亦園，

民 51 : 422) 。

丘其謙記載布農族人農事完畢後以酒待客 r 一月開墾旱田:擬

墾地砍草木，砍完後返家社宴請客，用於酒宴之酒為前二天釀好的酒」

(丘其謙，民 55 : 16); r 十月收穫節、司祭收集此等小米後，一部分

拿來作酒供全部足人飲用 J 0 (丘其謙，民 55 : 35) 。

石磊記載排灣族人獵事完畢後以酒待客 r 但他還有一個附帶條

件的義務，等打獵回到村裡後，他在自己的家裡釀酒，請一同打娥的

人到家裡喝酒，並且將煮熟的獸頭(全部)拿來佐酒 J (石磊，民 60 : 

136 ) 

飲酒場合

(一) 酒為祭品

祭中巳後飲用(如阿美之播票、收菜、建屋祭，布農之種甘譜、射

耳祭，排灣族之收穫祭、五年祭) ;.或設宴請客，與客人共飲，或司

祭拿酒供全部族人飲用。

(二) 酒為符客物

1 .客人來訪(阿美族)。有客來時，主人與客人共飲;不常見

的親屬如伯叔、舅父來訪與之共飲有客自遠方來，以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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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共官犬。

2. 農事完畢(布農族) 0 或設宴請客，與客人共飲，或 司第收

集小米，一部份拿來作酒供全部族人飲用。

3 .獵事完畢(排灣族) 。主人等打獵回到村裡後，在自己的家

裡釀酒，請一同打娥的人到家裡喝酒，並且煮熟的獸頭全部

拿來佐酒 o

(三) 酒以小米製成

I (布農族)十月收穫節，司祭收集此尊心、米後，一部份拿來作

酒供全部族人飲用 J (丘其謙， 55 : 35) 0 I (排灣族)富 milatsik一一

他們的生活是令人羨慕的，不但常吃小米飯，更有很多的機會喝小米

酒，吃以小米粉包肉做成的糕 J (石磊: 60 : 140-141) 

肆、當代原、住民飲動酒行為之研究

民囡七十年以來之研究，經本文整理後涵蓋房、住氏酒類消耗量、

飲用酒類、飲用場合、飲用年齡層、飲酒進行率、飲用場合、飲用年

齡層、飲酒與健康之關條、以及飲酒造成之相關家庭、婚姻、犯罪、

教育等問題。

一、 酒類消耗量

余光弘、許木柱、美p元慶等就厚、住民酒類清耗量進行研究 o 就酒

類消耗量而言，原住民部落酒類消耗量呈增加趨勢，且酒類消耗量高

於其他族群 o

余光弘就台灣省菸酒公賣局花蓮分局配銷所提供的資料所做的統

計表，顯示花蓮縣秀林鄉歷年酒類消耗的增加趨勢。(轉引自黃崑宗，

民 80 : 4) 

許木柱以統計表顯示長流阿美族部落，在民國六十六年平均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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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 27.84 瓶的米酒與 8 . 5 瓶的啤酒。阿美族的耗酒量比整個台灣地區

的耗酒量高約四倍多 o (轉引自黃崑宗，民 80 : 4) 

鄭元慶等指出:民國六十一年，平均每個蘭嶼雅美族人消耗1.9

瓶米酒 o 六十二年升至 6.7 瓶，六十三年為 14.5 瓶，六十四年 27.2

瓶 y 銷量年年增加，其他各族的情形也差不多(民 85 : 52) 。

二、飲用酒類

簡美玲、陳全成就原住民飲用酒類進行調查。筒美玲列舉原住民

常飲用酒類有。卑酒、米酒、稻香、竹葉青、甜酒釀(民 84) ，又有陳紹、

紹興、凍頂白的地、 xo 、高梁、寥草酒、維士比(民 85) 。陳全成以布

農部落的調查列舉米酒、啤酒、威士忌、維士比、高梁、琴草酒、稻

香酒、小米酒(商業產品)。原住民又偶以稻香混合米酒，米酒混合維

士比等，成年男性喜歡酒加飲料，如 flf 酒加口加口非或稻香加冬瓜露(簡美

玲，氏的: 45) 。

三、飲用場合

原住民飲酒以不再是限於祭品、禮品、待客物 o 甚至不需要原因，

可以一大早起來就喝酒(台灣史料彙編: 205) 。 厚、住民仍少一人在家獨

飲方式，沾酒共飲為最常見 。 或鄰里友朋、或親友婚宴，酒可視為社

交物、待客物(陳全成，民 87) 。 惟早期原住民社會，酒為珍貴之物，

兼且交通不便，待客以小米酒為隆重之禮。現今乃左鄰右舍聊天聚會

之佐物，;古未酒、啤酒等。意義大不如前。

四、 飲用年齡層

事1) 碧華等(民 83)報告指出原住民男性甚至在三歲至11 五歲有喝酒的

行為 o 飲用年齡層及於就學青少年(陳全成，民駒，台灣史料彙塢，民

豹，筒美玲，民 84) 婦女(安1) 碧華等，民 83) ，甚至於孕婦(台灣史料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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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氏的，楊美賞，民 85) 。

五、飲酒盛行率

根據民國 75 年的調查報告，山地鄉各族(泰雅、排灣、雅美)酒精

濫用及酒癮的盛行率很高，大約是 1950 年代的 70 倍，也比平地人酒

癮的盛行率高近 10 倍，但各族問並無差異。(轉引自葛應欽， 85 : 130) 。

劉碧華等(民 83)指出新竹縣五峰鄉原住民喝酒終生盛行率，男性為

85.53% '女性為 58.0%;一年期盛行平男性為 65 .4% '女性為 25.9% 。該

研究進一步指出，就喝酒盛行平來看，不論南北部厚、住民飲酒的盛行

平(美 50%) 皆高於平地人(36.1 6%)

六、 飲酒與健康之關條

原、住民斟酒已形成健康問題 。 根據鄭等的研究，山地原住民死於

自殺、意外災害、慢性肝病、及呼吸道疾病等的死亡率很高，而死亡

者中有較多的酒癮者(轉引自葛應欽，的 : 130)斟酒可能是癌症、肝硬

化、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意外等疾病的危險因子(劉碧華等，

民 83 : 405) 。劉碧華等(民 83)針對新竹縣五峰鄉泰雅、賽夏族人調查

發現，男性飲酒終生盛行率達 85.53% '女性達 58. 的。早期李亦因(民

51 : 423) 即指出阿美族人男性有高達1. 1%之酒精中毒率。時至今日，

台灣原住氏，各族普通因飲酒造成健康問題。山地鄉十大死因中，意

外傷害、慢性肝病及肝硬化高居一、四位(中央健康保險局， 87 : 2) , 

這兩大死因都與創酒有高度關聯。葛應欽除以整體理論架構探討影響

原住民健康因子(含酬酒)(葛應欽，氏的) ，另指出原住民因肝硬化死

亡趨勢呈明顯上升(葛應欽，民 87) 。

楊美賞(民 8日報告發現南部某山地鄉布農族婦女飲酒盛行率高達

67. 沛，使用年齡最早達 12 歲，懷孕期間飲酒可能不利於胎兒發育，

與流產、死產、畸形兒有關 。 而飲酒、吸煙、嚼槓抑的比例亦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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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癌症的發生有關 o

請b叔芳等(民 83)研究指出台灣 30 個山地鄉皆有高意外災害死亡

率，機動車及道路意外高居第 一死因排行(男性)及第二死因排行(女

性)。機動車及道路意外與 ~ð， 酒有很高的關連。

享[í 家英等(民 85)之調查山地鄉原住民事故傷害情形。意外事故以

交通事故為主，而發生之原因多為路況不良、工作及喝酒(氏的:

108- 109) 

陳喬琪(民 85)引遺傳之觀點，說明遺傳因素在形成酒癮過程中所

扮演角色，從而顯示環境或社會因素並非重要因素。該文並作酒癮的

分類。

孔吉文(民 85)姚文青等(民 85)陳全成(民 86)則提示斟酒防治工作

策略 。 孔吉文側重政府醫療系統防治;姚文青等以民間團體角色參與

iM酒防治工作;陳全成則強調早期教育預防之功能 。

七、婚姻、經濟、意外、犯罪、教育

厚、住民飲酒造成婚姻、經濟受影響(李亦園，日，黃崑宗，民 80 ' 

鄭元慶等，民 8日常有婚姻上的不協調而引起離婚，離婚和重婚的後

果便是造成心理上和物質上的威脅，以及子女和繼父母間的不融洽 ，

此種婚姻和家庭不滿的人多流於~~，酒;變化過程中多有經濟困難事件

發生(李亦園， 51 : 423) 。 斟酒使得支出增加、收入減少，家庭經濟困

難，製造了不少夫妻失和的事件(黃崑宗，民 80 '要1\ 元慶等，氏的)

恥酒亦造成意外事故增加(鄭元慶等，氏的，黃崑宗，民 80 '葉元麗，

民 76)酒後騎機車或走山路出事的案例增加，使得意外死亡率，在死

亡原因中名列前茅(鄭元慶， 85 : 52) ，酬酒造成意外死亡率為山地鄉

十三年半上升最快的死因，其中以男性為甚(葉元麗，民 76)

加酒容易犯罪;打架;故事、攻擊他人，甚至觸犯重典 。 酒後犯罪

之特徵則有:年輕、勞動階層(傭工、工廠工人)、男性、故意犯、暴

力傾向(黃崑宗， 80 :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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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斟酒影響學業;甚至有高比例青少年犯罪因斟酒所影響(陳

全成， 86 : 9) 。陳全成 (87)調查指出，原住氏青少年有上學前飲酒造

成逃學、精神不振、影響學業表現等現象 o 而厚、住民學校有較高之中

轅率亦可能與自凶酒有高關聯 。

伍、房、住民飲酒行為的變化(研究發現)

本文研究發現，可分為兩方面敘述。

一、民國六十年以前之調查率皆指向酒之於台灣

原住氏為祭品、禮品及待客之物。屬喝酒之記

載殊少 o

酒為祭品，年不過數次飲用 。舉社歡飲，歌之舞之，娛神娛己。

酒為禮品，於婚禮慶生場合，社交中高貴禮品，甚至是宴請子氏之物，

代表身份 o 酒為待客物，除誇耀本身農事、獵事、娛己娛友外，招待

遠方客人及尊長 。 此時期酒以小米釀製而成，飲酒多為共飲，釀製不

易，亦需正當理由方能飲酒 o 整體而言，此時期台灣各族原住民飲酒

有其條件性。飲酒造成問題(problem)亦僅偶見於日人宮本延人及李亦

因二位之簡略敘述:阿美族有位喝酒情形，及因郵1酒造成婚姻、經濟問

題 。

民因七十年以來之調查，則關注台灣原住民飲泊可能已形成斟

酒，並造成因斟酒可能衍生之相關問題(problem) ;婚姻、健康、經濟、

教育、意外傷害、犯罪等，且問題可能普遍存在於各族 ，不論年齡、

性別 o

二、有關台灣房、住氏酬酒問題，欠缺完整理論體

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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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民族學調查以敘述的角度說明原住氏與洒的關條

(e. g ，李文、石文、丘文) ，問及~/酒問題(李文) ，概屬社會一文

化調查，於~/酒成因及防治策略未見著墨 o 民國七、八十年以來之研

究更多著墨於r!i~/酒問題(現象及行為後果) (e. g ，鄭文、葉文、葛文、

陳文、黃文) ，亦僅觸及社會、文化成因與斟酒關聯。而醫學界以流

行病學調查原住民自凶酒問題並作防治呼籲 。特殊者 ，陳喬琪採遺傳成

因(生物學理論)進行成酒療程研究 。

斟酒問題需以防治工作來消除或減少。惟防治策略祇涵蓋社會文

化層面。胡海國 (87 )、葛應欽 (87 )、陳全成 ( 86 )論述防治工作

策略。胡海國 (87 )、陳全成 (86 )認為整體的防治工作應包括政府、

社區、學校三層面。萬庭、欽 (87 )建議基本的防治工作由教育做起。

長期以來原住民飲酬酒問題常以社區為調查對象，陳全成(民 87) 進

一步以原住民國民中學學生為調查對象，進一步研究如何以教育力量

進行防治之道。

前人的努力雄使吾人了解原住民飲~/酒問題，然基本盲點卻仍存

在 : 斟酒成因理論及因理論而開展之防治之道 。相較於美國學界於醉!

酒之長期、深入、完整的研究，台灣本土對原住民斟酒成因理論之研

究殊少。美國學界對商品酒成因理論可分三主要理論:心理學、社會學

及生理學理論。而最早理論之發展可溯及 1950 年代，如 Bam仗， 1955 ' 

Snyder ' 1958 之社會一文化理論。 iL於 1 980 年代， 美國 已發展出三主

要理論， 10 次要理論(詳見陳全成，民 86 : 12-15) 

論述對原住民自1喝酒問題常歸因在工業社會中無法競爭，找不到工

作、失業。回到部落中以酒澆愁。這也是二年原住民社區常見的現象。

又有論述以為，是強勢文化行銷，配合公責政策，社會(政策)鼓勵

縱容飲酒，以致造成原住民勸酒問題(如鄭元慶等，民 85 )。又如筒

美玲(民 87) ，孔文吉(民 87 )所述，文化解體，部落制衡約束力量

不再，以致r!i~/酒情形最重。上述三種論說均屬社會學(社會一文化)

理論範疇 o 兼有醫界論及原住民體質優異，能飲善飲(如葛應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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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陳喬琪，民 85) ，則屬生理學理論。學界以心理學理論來研究及

闡明原住民加酒成因以及進而發展防治之道值得期待，以使本土就厚、

住民斟酒及其防治形成完整體系。本文作者於民國 87 年進行台東縣、延

平鄉布農族飲醉1酒狀況調查，從樣本獲得資料初步分析顯示，原、住民

缸!酒成因多數可歸諸於笛人，心理層面;諸如減少工作疲勞( Tension

Reduct i on Hypothes i s ) ，保護笛人自我 (Psychodynamïc theories) 

家庭層級問溝通不良 (Transactional theories ) ，以及飲酒、制酒、

酒精中毒三部曲 (Reinforcement theories) 

每人的部I酒成因可能不同， 對房、住民面的酒成因清楚而正確，才能

發展有效的防治策略。台灣學界原住民~I酒成因理論建立後，才是解

決原住民斟酒問題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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