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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當代部落祭典重建初始構

想，可溯自1991年布洛灣文化活動，

第一次出現獵頭祭儀。

▲當代傳統樂舞展演活動大多模擬再演祖先

生活，顯現太魯閣族人一生追求靈質與趨

向靈界的生命過程。

▲ 從 2001 年到 2003

年的文化活動場

上，張掛追尋族群

根源的布條，強烈

表達太魯閣族名

確立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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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的族群復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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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5 月 19 日清晨，布洛灣臺地

上的日照光熱擋不住來自深山的寒氣，山

風清涼的吹向每一位在臺地上的人們，一

位頭戴青綠頭飾、耳掛竹片綴飾的文面男

子，從臺地右側的小徑上突然一個跳躍、

大吼一聲跳上小土丘，然後以馬步跨立在

土丘頂端。站立土丘上的男子腰繫一把獵

頭刀，右手握木槍，左手緊抓頭顱，且不

斷變換轉身環視四周，看起來似乎在搜索

週遭動靜，更有一種向在場所有人誇耀的

神情。而久違近百年的獵頭祭，以充滿嚴

肅詭異的儀式氣氛開場了。

1991 年在布洛灣臺地舉辦的「花蓮縣

原住民文化技藝活動」，首次由花蓮縣秀

林鄉、萬榮鄉的兩位鄉長共同擔任大會主

席，活動規模可以說是花蓮縣境太魯閣地

區歷年來首見的盛況。由於太魯閣族部落

祭典在日治時期早已不再舉行，1991 年的

這場獵頭祭儀是太魯閣族群東遷花蓮以來

的首演，而在布洛灣臺地的演出不僅添增

族人重回祖居地的歸鄉情懷，也讓部落族

人對這次文化活動印象深刻。

太魯閣族人在 20

世紀末葉，推展主體性

的族群運動有三，一是

部落祭典重新舉辦；二

是太魯閣族歷史追溯；

三是太魯閣族正名運

動。這三個文化復振驅

力或多或少受到 1970

年代以來整個國家政策

轉向於重視本土文化，加上多元主義的全

球化思潮成為建構國家的策略取向，臺灣

整體環境急速變遷催化了原住民精英反省

自身獨特的歷史經驗與族群文化。太魯閣

族的文化自覺意識，通過族群知識精英在

各個領域的實踐，共同在當代社會場域

裡，以族群自我詮釋進行文化傳承。

1994 年初，花蓮縣太魯閣建設協會討

論傳統祭儀重建事宜，並列入年度工作計

畫，此一重建構想可遠溯自 1991 年布洛

灣文化活動中第一次出現的獵頭祭儀。到

了 1999 年 2 月和 5 月間，花蓮縣秀林鄉

兩個民間協會不約而同的先後舉辦祖靈祭

典，首先是秀林鄉可樂文化傳承協進會辦

理「部落之愛：1999 富世村可樂社區祖靈

祭典」；其二為太魯閣建設協會進行「賽

德克群祖靈祭活動」。到了 1999 年 12 月

底，秀林鄉公所整合鄉內熟悉祭典運作人

士參與籌備「秀林鄉迎千禧祖靈祭」的文

化展演活動，終於促成祖靈祭成為全鄉性

歲時祭儀活動。

太魯閣族第二個文化復振場域是太

魯閣族歷史事件追溯，主要針對1896年到

1914年太魯閣族抗日戰爭史事研討，藉由耆

老口述強調祖先的英勇事蹟。2000 年 7月

28~30日，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承辦「族

群互動與泰雅族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從

研討會論文內容看來，有關太魯閣事件的探

究大多以事件後對太魯閣族群的影響，分析

範疇侷限於日本官方的「理蕃志稿」。

2001 年到 2003 年，花蓮縣青少年公

益組織協同花蓮縣德魯固族文化發展協

會，接續辦理太魯閣戰役紀念研討，這幾

場研討會以族老口述方式，希能釐清太魯

閣族抗日十八年史事，翻轉當年被日本官

方隱藏的事件真相。年逾 80 歲的族老講述

幼年時期親身體驗的部落遭遇，細數祖先

們如何以樹石陷器對抗日本軍警的精良槍

砲。然而部分族老在口述過程中，總會聲

嘶力竭的數落日本殖民時期欺瞞後代族人

的文字紀錄。也因為場內針對太魯閣族歷

史事件研討，必然碰觸到太魯閣族當代發

展情境，相對促動「太魯閣族」族稱認同。

從 1996 年到 2001 年間，由臺灣基督

長老教會太魯閣中會與花蓮縣太魯閣建設

協會分別舉辦太魯閣族正名座談研討會，

當時東、西部族對於「太魯閣族」的族稱

認知差異甚大，加上花蓮地區族人對族稱

正名並無共識，甚至演變為賽德克族與太

魯閣族稱間的角力。

2002 年，花蓮縣德魯固族文化發展協

會在秀林鄉公所召開「正名暨自治政策研

討籌備會」，並成立太魯閣正名促進會。

這個階段的正名運動隱然形成跨越教派與

知識階層的形態，一方面透過秀林、萬榮

兩個鄉代表會議決通過成立「太魯閣族」，

並結合鄉公所行政力量，積極辦理村落說

明並展開連署；另一方面是在臺北市成立

的「臺灣原住民德魯固族學生青年會」，

發表刊物認同太魯閣族稱正名的訴求。正

名推動者以第一人稱主體性為基調，強調

自我認定的行使權益，藉由太魯閣族抗日

戰爭對於族群發展的影響，重構太魯閣族

群的集體記憶。

2004 年 1 月 14 日，太魯閣族正名運

動推動八年後終於成功正名，並為臺灣原

住民第十二族，其後在族稱討論與持續補

充過程中，相對深化了太魯閣族人認同意

識。2004 年後，花蓮縣境內的太魯閣族人

受到「太魯閣族」正名成功的鼓舞，族群

內部也逐漸產生凝聚能量，無論是傳統祭

典重建，或是太魯閣抗日戰史追溯，都相

繼進入新局面。部落祭典從 2004 年起進

行祭儀變革，定名為 Mgay Bari 感恩祭；

2014 年初，花蓮縣境內的太魯閣族人舉辦

正名十週年系列活動，而籌備中的太魯閣

族抗日戰爭紀念系列活動，也在 2014 年

六月全面展開了。

太魯閣族人近二十年來戮力於族群復

振運動，在部落祭典、抗日戰史、族稱正

名等三個場域交相疊盪下，修補民族發展

過程中曾經斷裂的文化歷史，建構太魯閣

族在現代臺灣多元社會的族群主體性。

▲ 2004 年後，太魯閣族部落祖靈祭典定名為 Mgay Bari

感恩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