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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原住民是台灣島上不能忽視的族群，他們具有自己深厚的文化傳統，但在

科技文明及漢化影響下，卻逐漸失去最原始的自己。具有原住民血統的我們，

更應當背負起傳承和發揚文化的責任，為自己的族群發聲。 
 
因此，我們決定先從原住民作家入手，了解原住民的傳統與文化。由於國

中曾讀過相關的書籍，也注意到對自己的原住民文化，了解因為時代的改變，

我們失去了許多原住民的傳統。有鑑於原住民文化中擁有極深厚的獵人傳統，

因此我們採取文本細讀的方式，配合文化研究的概念，選擇排灣族的亞榮隆‧撒

可努的《山豬‧飛鼠‧撒可努》作為主要研究書目。亞榮隆‧撒可努是來自台東

的排灣族，本名為戴志強。《山豬‧飛鼠‧撒可努》是他的第一本書，曾獲得「巫

永福文學獎」，其中也有幾篇被翻譯成英文為大學教材，《走風的人》則是他的

第二本作品。撒可努只有高中畢業，沒念過大學，曾經也是烈日下的工人，後

來當上了警察。在他大部份文學作品裡的靈感都來自於他的獵人父親，藉著他

父親口傳的獵人文學與神話故事，用幽默、逗趣別有漢文字的方式來表達、紀

錄原住民文化。撒可努曾說：「我不知道什麼叫文學，但是我的生活就是我自己

的文學。」 
 
在針對本書內容、作者背景做深度了解後，我們希望能藉由這篇小論文，

明白當原住民以他族文字（漢文）寫作時，他們想傳達什麼樣的意念？如何喚起

這世代的青年原住民的族群意識？原住民作家與非原住民作家寫原住民觀點有

何不同？ 
 
貳、正文 
 
一、山是原住民的獵人學校 
 
「獵人的孤獨和寂寞，是精神上和力量的最大來源；兒子你要學做一個好

的獵人，就要學會『等待』的耐性。」〈亞榮隆‧撒可努，2005〉 
 
「他用他的番刀撰寫自己的生命史，用他的雙腳踩過祖先的足跡，依循山

的自然法則，使用雙手延續了老祖先的工藝。」〈亞榮隆‧撒可努，2005〉 
 
在《山豬‧飛鼠‧撒可努》一開始是在敘述他與父親一起上山打獵的過程，

描述他的獵人父親如何用生命去對待整個大自然，對動物、植物生態的尊重，

以及父親口傳的獵人文學。撒可努用活潑生動的漢文字來描述獵人與飛鼠山豬的

經過，把牠們擬人化，讓每個動物都有屬於自己的學校，而在牠們的學校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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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較有經驗的老師們來教導牠們如何躲避獵人設下的陷阱，而且還有專門的攝

影師跟蹤獵人的一舉一動，把影片編入牠們的教材。這樣的形容別有一般的寫

作方式，不是以寫實逼真的筆法來描述獵動物的過程，而是把他們擬人化、可

愛化，給讀者一種輕鬆自在的感覺。讀完這篇就可以感受到當時原住民對打獵

這件事是如何的重視、對獵人這個角色是多麼的尊敬與驕傲、對自己的獵人文

化傳承是何等地嚴肅且積極。 
 
  
二、獵人用喝的語言──酒 
 
「從台灣有歷史文字記載的開始，空白的前一小段是小米酒的歷史；它是

一種無形的文字，也是一種唯一能用「喝」來表達的語言。」〈亞榮隆‧撒可努，

2005〉 
 
撒可努從敘述酒在原住民文化裡的重要，然後瞭解到過去酒是神聖、有地

位、且是受人尊重的。在大多原住民的社會裡，都以小米為主食，小米是原住

民文化的象徵。在過去的原住民部落裡，族人每天辛苦、細心的照顧小米園，

到了收割的季節時，族人們忙翻天，整個村子都動起來了！辛苦的收成後，部

落就會舉辦小米豐收的節日，感謝祖先的祝福，感謝天的幫助，感謝部落族人

辛苦的栽種，每個人忘卻先前的辛苦，開心的飲喝小米釀的酒、唱歌歡舞。就

像阿美族的豐年季、布農族的小米豐收季。 
 
「酒」代表一種文化、智慧，在過去原住民社會裡，酒是一個很珍貴的物

品，它需要長時間的生長，等待收成，再釀造，才能得到它。然而現今人們對

原住民的飲酒文化一直保持負面的態度，酗酒總是會與原住民產生聯想，這是

為什麼？很多書刊編輯的整理都是歸因於外來的強勢文化，對原住民打壓，導

致族人心裡的層面受到打擊，所以藉著酒來發洩心情。但後果是讓族人無法想

像的現實，醉後的神智不清，醒來才發現土地已經沒了；醉後的鬧事、暴力充

斥著整個部落，本來是美麗的文化，到今如此的變調。 
 
如果我們能瞭解原住民酗酒背後的故事，我們才能真正的對他們有更深入

的了解，明白在現實的生活中被欺壓、備受歧視等種種的原因，而不是愚昧的

以刻版的印象去認定。 
 
三、 獵人的矛盾與失落 
 
在「亞榮隆撒可努」這章節中，撒可努把他從小到大所經歷到在異文化入侵、

腐蝕下，原住民如何站穩腳步、生存下去，文化又是怎麼改變、消失寫下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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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原住民的撒可努又怎樣為自己的族群盡一份心力呢？ 
  

  1、獵人 
 
「時代的進步，讓原住民被迫跟著齊步走，假使原住民未能跟上時代的步

伐必然遭到瓦解和淘汰。」〈亞榮隆‧撒可努，2005〉 
 
漢人收走了原住民的土地，讓原住民失去發揮技能的空間，沒有學歷、沒

有文憑、沒有土地也失去了獵槍，但生活還是要過下去，「對一個原住民而言，

如果「死亡」終不可免，至少我們要死的很莊嚴，像一個勇士、像一個獵人、像

一個酋長的後代。」〈孫大川，2000〉。曾幾何時，追著獵物滿山跑也不會累的
身體被迫扛著鋼筋在烈日下，拿著獵槍的手改拿鏟子攪拌著混泥土，卻又未受

到良好的教育，於是一代又一代的惡性循環下，原住民被冠上了貧窮和落後，

是社會的落勢族群，生存在社會低階層。但原住民從未放棄希望，靠著自己的

勞力努力的生存下去，因為原住民不是註定是被淘汰的族群，然而，跟上了時

代，卻也放棄了自我的文化！ 
 
作者也寫到因時代的變遷，在異文化的到來、衝擊下，土地被徵收，森

林、河川與大自然共存的淨土消失了，獵人被迫離開熟悉的獵場，被束縛的自

由，被壓榨的文化，被隱藏的身份，被掩蓋的傷痕，使得原住民一直在退縮。

在現代進步的社會裡，時間快速的進行，原住民的文化也正在快速的流逝與消

失，轉眼間淝沃的山變成貧瘠的石礫，清澈的河流變成乾涸的泥巴，原本寧靜

的部落變為工業的水泥場，原本傲人的獵人變為採石的工人，原本獨特的文化

變為熱門的商業化話題。 
 

苦悶的現代獵人 
愈是稀有的動物愈好吃。 
獵人最怕的動物是警察。 
我們只能在國家公園外圍，補捉越界的動物。 
‧‧‧‧‧‧。我們這些獵人只能像小偷一樣抄小路前往獵區。〈21 世紀台灣
原住民文學，1999〉 
 

2、語言的失落 
 
「老一輩的平埔族不是被漢化就是不敢承認自己是平埔族，或是根本不曉

得什麼是平埔族，更不用說還有誰會說平埔族的話。」〈亞榮隆‧撒可努，2005〉 
 
撒可努和他的妻子展開了甜蜜的戀情時，因為撒可努的妻子是平埔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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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出了一段失落的歷史。平埔族是最早接觸漢人及漢文化的台灣原住民，因居

住在平地，漢人移民來台後，用哄騙、強硬的手段，搶走了平埔族的土地，平

埔族被迫遷移，也因為當時的來台禁令－不得攜家帶眷，導致台灣男女比例失

調，漢人男子娶了平埔族女子，還可以得到土地（平埔族大多是母系社會）何樂

而不為！在近三百年的嚴重漢化下，平埔族失去了語言也失去了文化，甚至不

被政府承認，留下的僅有相似原住民的外表！而台灣其他的原住民族群會不會

是下一個平埔族呢？ 
 

  3、宗教的衝擊 
 
  「我不能忘記，自己身上流的昰排灣人的血液，說的母語是排灣話，排灣族

就是排灣族。」〈亞榮隆‧撒可努，2005〉 
 
撒可努想要用傳統排灣族的儀式完成婚禮，父親卻堅持要用基督教方式，

父子倆因而發生衝突。在書中我看見了撒可努對排灣族的堅持，不只是爲了自

己、還爲了自己的族人，書中寫道：老人家說：「撒可努，看到你結婚，讓我想

到了以前我們的生活。」〈亞榮隆‧撒可努，2005〉 
 
僅僅是一個結婚的儀式，卻是對族人是極大的激勵，不只老人家找回了記

憶，小孩子對排灣族文化認識更深了。但在撒可努的父親身上，筆者發現，影響

原住民的不只是漢文化，外來宗教也是另一個原因。基督教在十七世紀由荷蘭人

傳入，使得原住民捨棄了祖靈信仰，改信了基督教，但基督教的一神信仰衝突

到了文化，又該如何做呢？ 
 
我想，「這不是保不保祐的問題，而是對自己母文化的承認和了解的問題。」

〈亞榮隆‧撒可努，2005〉也許，這就是最好的回答吧！ 
 

4、觀光化、商業化的豐年祭 
 
「圍著祖靈的人，唱著自己的歌，跳著自己的舞，穿著自己的服飾，過著

自己的豐年祭，我很驕傲的高聲唱著，想把過去的唱回來。」〈亞榮隆‧撒可

努，2005〉 
 
其實撒可努的香蘭部落長期受到下部落的阿美族主導和影響，不管是唱

的、跳的甚至衣服全都是阿美族的。如今終於舉辦了屬於自己的豐年祭，看書

的筆者感受到他滿腔的澎湃，這是多麼的感動啊！等了二十年終於等到了，香

蘭部落的排灣族人醒了，終於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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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原住民來說，豐年祭代表著對祖靈的敬畏、族人的歸屬感，也是族人

們同歡的日子，然而近年來豐年祭逐漸「商業化」、「觀光化」，已經失去了豐

年祭所要表達的意思了。今年筆者參加了「全國布農族聯合豐年祭」，因長官遲

到，原本應該是主角的族人，竟然只能在台下等著長官到才開幕！這是原住民

祭典，為什麼要由遲到的漢人主導、開幕呢？真的需要我們加以反思。 
 
四、獵人文化的消失 
 

1、獵人在都市 
 
原住民逐漸離開了部落，去到了都市，尋找更大的天空、更多的賺錢機

會，原住民要怎麼適應都市生活？撒可努說：「這裡的人沒有泥土味，也聽不到

能跟石頭對話的聲音；這裡的天空不是老鷹飛翔的天空；車子很多，沒有山上

看得到顏色的天空──這裡就是台北。」〈亞榮隆‧撒可努，2005〉城市的生活
對原住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曾經以為是美好的未來，但等到時間的繼續進

行，最終的結局往往是族人們無法想像的後果。畢竟都市和部落有很大的差

別，本該是在大地裡奔跑的原住民族群，到了都市卻像鳥一樣困在鳥籠裡。 
 
撒可努在台北街頭遇到了排灣族的阿嬤，來台北找他的兒子，當她用族語

跟他說話，撒可努卻只聽得懂幾個單字，這個情景直接反映出兩代的問題！老

一輩的原住民認為說族語給人的感覺是落後的，不想讓下一代學習族語、受歧

視，而年輕一代的原住民不會說自己的母語、不認同自己的文化，更消失了族

群意識！因為原住民沒有文字，「唯有透過自己的語言，才能完全知道原住民過

去的歷史及文化。語言是很重要的，可以延續一個民族的歷史，也是傳述任何

事物的代表符號。」〈亞榮隆‧撒可努，2005〉，在口傳文化之中，語言對原住
民來說是傳承文化重要的媒介，所以我們必須藉著語言把神話傳說、歷史故事

傳述下去！   
 
「部落社會的瓦解，傳統組織功能的喪失，原住民生存空間備受限制；族

人爲了生活，只有下山工作，山上的一切已不再滿足原住民的需求。」〈亞榮

隆‧撒可努，2005〉 
 
部落工作機會較少，又不能再靠打獵為生，而原住民前往都市尋找機會，

能選擇的工作也不多，大部分都是重勞力，沒有保障的工作環境讓安全受到威

脅。離開了部落，也遠離了自己的文化、族群，下山的族人們久久才回去一

次，族人們向心力弱了、團結感沒了，支離破碎的部落，在都市中找不到獵場

的獵人，誰能引導他們回到祖靈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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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能忘的根─獵人傳統 
 
「在這個時代要如何將文明和傳統相結合，是一個需要詮釋的思考方式，

我現在還在繼續的學習、成長，希望未來能把我族人的東西，讓文明世界的人

尊重，且開始了解學習。」〈亞榮隆‧撒可努，2005〉 
 
不該再怪漢文化了，時光不能倒流，已經發生的事不能再改變。原住民現

在該要接受、並且強硬起來，強硬的捍衛自己的文化！我們既接受了文明、教

育，該利用這項工具讓漢人清楚、明白我們是誰！我們是來到這片土地最早的

人、我們是存在這片土地最久的人，我們過去不會消失，以後也是。 
 
五、以漢人的觀點看原住民 
 
以漢人作家吳錦發的《悲情山林》書來說，作者收錄了閩籍、客籍、外省

籍、山地籍作家的小說作品。他為什麼會想編輯這本書呢？為什麼題目是以「悲

情」來形容山林呢？ 
 
在作者的前序有說到，在他還沒真正認真的接觸到原住民文化時，一直以

為原住民這個族群，就像課本記載的一樣，是野蠻、未被開發的民族，以為自

己所屬的漢民族是高尚的、進步的，而把漢民族對待原住民文化的同化視為開

化、幫助。 
 
但在一次的部落探訪，才真的了解到原住民的文化，了解事實的真相。在

與原住民相處中，讓他開始思考文明與野蠻的標準在那裡？也對自己的無知感

到羞恥，大家都有責任彼此互相尊重、包容，檢討對原住民族的態度。在書中

收錄的《吳鳳之死》一文中，記載在漢文史的記錄裡，吳鳳想改變阿里山曹族出

草習慣，所以奉獻自己的生命來告誡他們。這個故事一直流傳至今，讓原住民

族飽受殘暴野蠻的罪名，可是一直沒有證據可以解釋事件的真相。學校課本的

教育，歷史的渲染，在原住民的內心裡真相已經沒什麼意義了，造成的後果已

經無法挽回對原住民族的傷害。這本書都在敘述在漢文化下生存的原住民，描

寫在這個極端的現實社會裡，原住民所從事的工作都是屬於低下階層的勞動工

作，而被漢人欺壓、排斥、鄙視、不尊重等，可能就是「悲情」後的意義吧！ 
 
参、結論 
 
在研究這個原住民文學主題，讀了相關的原住民作者所寫的作品，都會以

現在與過去的原住民社會去做比較。大概在民國 70 年代的解嚴時期，開始有原
住民作家發表抗議言論，大都表達漢民族對原住民文化的破壞、同化、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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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歧視。這些原住民作家都是經過文明和教育的洗禮，知道原住民社會的種種

問題，不再沈默了，選擇為自己的族群發聲，讓我們瞭解到為什麼撒可努想寫

有關自己族群的作品。在這中我們也找到漢人作家寫原住民族的著作，來比較

兩者的不同！ 
 
現今的原住民大都已嚴重的漢化，只剩下部落的長輩們會說自己的母語，

而家中的父母也不會教導自己孩子族語，雖然政府推廣族語課程，但一、兩個

小時的族語課程，能學會什麼？學到什麼？語言這東西要多講，一星期一次的

母語課程幫助不大！原住民自己的語言和文化自己要維護，靠政府效果是很小

的。其實現在我們的原住民和一般人已經沒有不同了，原住民面臨的困境，就

是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原住民根本不會說自己的母語，甚至不承認自己的文化！

如果連原住民本身都不認同自己，我們將會是下一個平埔族，讓美麗的文化消

失在世界上，像從來沒存在過！我們不是普通人，我們是特別的一群民族，擁

有別人無法體會的美的文化，特別的語言、服飾、臉孔、膚色、語調、舞蹈，

這就是我們原住民。現在我們原住民青年都已經漢化成跟普通人一樣，沒有人

告訴他們自己的文化正在他的身上一一的流逝，沒有人把自己原本傳統的文化

傳給他們，剩下的就只有空有的外表的臉孔、膚色，而不是內在認同的心，如

何喚起這世代的青年原住民的族群意識？這是一門很大的學問，突破傳統是件

輕而易舉的事，但想修復、回復傳統是件困難的事，只要傳統一被扭曲、被侵

入，想要在回復真的很難，有可能會永遠失去那原本美的文化。所以大家都在

想如何喚起原著民對自己文化的認同，喚起他們內心深處對自己族群的驕傲與

熱情，現階段我們還是在黑暗中尋找光明，不知道前面的路，害怕在這黑暗的

迷霧中徘徊太久，時間過去的當中，我們會留下更多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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