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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日治時期，由於日本人不認同文面文化，所以禁止文面，若被抓到會受懲罰，漸漸

的族人再也不敢文面，因此文面之文化也就漸漸失傳了。今日學校有許許多多原住民學

生，有太魯閣族、阿美族...等，但科技發達,時代變遷,甚至深受主流文化教育的衝擊之下,

導致他們不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甚至有些不認同﹔因此讓我們想要先了解太魯閣文面

之文化，並進入部落，進行專家訪談。 

現代已經沒有文面師，卻擁有刺青的技術，所以我們很好奇，若是現代族人了解族

群文化嚮往文面，可否用刺青或人體彩繪技術來取代文面，藉此訪談現代專家並探討現

代刺青工具與文面器具之差異。 

在進行訪談過程中，從中了解文面文化之後，專家也曾述說文面傳承之處境，他想

要將其發揚光大，必先讓族人認同自己的文化，才能影響部落人士並進行傳承﹔在訪談

過程中，專家曾提到說：「有些只為了學位的大學生來文品虛心求教，但大學生成績達

到了、學位也取得了，就再也不會聯絡。」專家深深感受到若是有目的來學習文化，自

然也不能牢記在心，文化傳承是有限的﹔讓我們從中想探究文化在傳承時之困境。 

  很幸運的拜訪文面國寶後，引發我們想要從社會福利中了解長期照護知能，讓國寶享

有安全尊嚴快樂的優質生活。帶著種種好奇與疑問，我們決定以「Gaya 傳承-最美麗的

印記」作為研究主題，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所示： 

  〈一〉了解太魯閣文面文化。 

〈二〉探討傳統文面與現代刺青之差異。 

〈三〉探討文化傳承時所面臨之挑戰。 

 

二、 研究方法與流程圖 

 

本研究先透過文獻探討，了解太魯閣文面文化，並探討傳統文面與現代刺青之差

異，採用質性訪談文面專家及現代刺青師，並以錄音錄影方式記錄專家內容，針對問題

進行整理並與文獻相互對照，歸納出有關太魯閣民族文面文化、器具…等﹔研究流程示

意如下: 

圖一：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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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正文 

 

一、 太魯閣文面文化概述 

 

〈一〉 太魯閣概述 

 

在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了方便管理，將原住民分為平埔族、高砂族(九族)，日本文

化人類學者將太魯閣族列為泰雅族的亞族，經過一個世紀的爭取，終於在 2004 年 1 月

14 日在台灣獲得官方承認，成為第 12 個台灣原住民族。 

太魯閣族與泰雅族這之間是有差異性的，例如：語系上的差異、居住地理區域位置

無連結、文化上也有明顯的不一樣﹔但兩者皆有文面、出草的文化。 

 

〈二〉 文面文化 

 

以前不懂文面化的人會稱文面為黥面，但是那是滿清時期的刑罰，與文面是完全不

同的，黥面是刺在罪犯臉上的標示，而文面是原住民神聖的文化，代表了非常多的意義。

太魯閣族以面部刺紋聞名，是太魯閣族人特有的文化之一，而一直以來都流傳許多的傳

說及意義，其目的是設立一個榮耀象徵的意義，讓族人去追求。 

而經過田貴實老師描述過去太魯閣傳統文面有七種意義，一：族群識別、二：成年

標誌、三：審美觀、四：女子的貞潔、五：避邪繁生、六：表現個人的英勇又能幹的象

徵、七：通往祖靈的世界﹔所以需要文面的人就必須得通過困難重重的試煉，而且太魯

閣族人相信，當族人去世，祖先們會以臉上的記號認定自己的子孫，因此，文面也是死

後認祖歸宗的標誌。 

 

〈三〉 文面形式 

文面形式通常在臉部，但有區分年齡、意涵，依據專家訪談，整理出表格如下： 

(1) 額紋 

部位 額頭 

意涵 族群區別的識別的象徵 

年齡 彼得洛老師：從小 5 到 6 歲的時候就打上，主要的是族群識別，在戰爭

的時候，可以預防殺錯人，藉以保護。 

(2)資格紋 

性別 男 女 

部位 下巴 臉頰 

年齡 為 16～20 歲 約 13、14 歲 

意涵 勇武的象徵 

表示成年及獵過敵人的頭 

善於織布的標記 

表示成年及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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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額紋（男子額頭）資料來源：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 

 

圖二：頤紋（男子下巴）資料來源：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 

    

圖三頰紋為女子特有的文面形式  資料來源：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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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歷史文化層面才得知，日本人佔領台灣期間，日本人非常不喜歡原住民的文

面，將文面視為不文明的陋習，於是下令原住民不可以再繼續文面，如果被抓到，就要

關起來鞭打，甚至還要動刀去除臉上的文面。二次大戰後，太魯閣的文面文化開始承受

大量來自漢人社會的異樣眼光，所以太魯閣族人便不敢再文面，致使現存的文面老人對

於文面的美麗與醜陋出現極端的看法﹔有人說「文面很美麗，比起沒有文面的族人，我

覺得很驕傲。」也有人說文面「很可怕」、「會嚇到路人」…等。因此文面漸漸失傳了，

目前台灣仍保有文面的國寶只剩五位，且都是九十五歲以上的族人。 

 

二、 探討傳統文面與現代刺青之差異 

 

根據訪談文化工作者及現代刺青師，整理出傳統文面與現代刺青之差異，如下表： 

 傳統文面 現代刺青 

專家 彼得洛 

 

 

 

 

 

 

 

 

何知凌

 

年齡 有年齡限制 

 

彼得洛：從小 5到 6歲的時候就打

上去了，那意味著是什麼？他是，

主要的是族群識別 

田貴實：正確的答案是五到十五歲 

 

依據法定年齡 

 

何知凌：我是依據成年人的部分…我幫客

人刺青，他們有些是原住民有些不是

原住民阿！現在應該也是沒有幫這麼

小的文面了吧，而我才會說現代就是

依據就是法定年齡。後面文的幾個獵

人都已經確定是滿二十了，然後女性

也是滿二十，都已經滿二十了 

文化 有文化限制 

 

彼得洛：所謂的一個就是說最基本

的男生要符合會打獵，女生要會織

布，這個都大家都應該都知！ 

沒有文化限制、有新潮流的感覺 

 

何知凌：有時文化其實在這方面，如果要

跳到我們這裡來就不行阿！例如:要求四

歲紋上額…那是屬於他們的文化！ 

季節 冬天、入秋的時候 

 

彼得洛：因為我們在文面的時候，

沒有季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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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入秋的時候，入秋的時候才能

夠文面，入秋大概差不多 9月份，

9月 的 9月份的時候，就是要文

面，那盡量在這個 1、2個禮拜的

時間阿 

工具 刺刷、刺針、排針、木槌、刮血工

具、炭粉盒 

彼得洛：文面這個東西在過去的話

是，一個木頭，那個木頭裡面餒，

類似鐵釘那種有沒有？但是他們

要 他們要開始紋的時候餒，要先

把那針？要先給他燙，燙要消毒，

要先燒火，用火去燒，燒到紅紅，

就已經消毒了！ 

人體彩繪原料 

何知凌：那不一樣，那不能刺入皮膚 

他沒有那是類似針頭，那是針頭然後我們

把針頭前面磨平然後擠藥水出來這樣子 

 

柚子刺 

 

彼得洛：在更古老以前，用那個柚

子的刺，柚子他不是有一種刺有沒

有？他所握的那個木頭，扁扁的那

個，扁狀型的那個木頭吼，就打

洞，打洞好了就是一排一排一排一

排的，就把那個柚子的刺，就往那

個洞裡面塞住，而且要凸出來醬

子，大概差不多 1公分半，有凸出

來就好了。 

紋身槍 

何知凌:以前的人要紋身，需要用針沾上

墨，一針一針把圖案刺上去，所以稱之為

「刺青」。現在通常都會用紋身槍，安全

快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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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魯閣原住民，他們對於文面均有共同的記憶，都認為它是傳統社會生活中族人

及部落非常重要的文化，是族群辨識符號，也代表榮耀的象徵，此外又是族群自我認同

的象徵、歸屬感及核心價值，有此圖騰，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情感，也隨

之激盪及凝聚力。 

但文面的意義不管經過了幾個世代都不曾改變，但如今卻面臨挑戰﹔究竟文面還應

不應該存在呢?這個原住民的傳統，也許即將成為一項消失的歷史痕跡，但文面的象徵意

義不僅僅是美麗的印記，更是展現生命的特質與莊嚴。 

 

三、 探討文化傳承時所面臨之挑戰 

 

在多元文化環境下，對自己的文化缺乏了解，有些原住民會不會為了生存，拋棄他

們自己的文化，忘了老祖先傳承下來的文化價值，只為了順應世界潮流，讓我們很好奇，

再次訪談 2 位太魯閣文化工作者，當他們述說在進行文化傳承時所面臨之困境時，當下

覺得很難過，不知可否能幫上什麼忙，只好尋求學校師長討論，原來學校可以利用文化

回應教學之具體行動，來幫助部落的學生進行文化認同進而達到文化傳承如下表所示： 

 

 彼得洛 

 

田貴實

 

文

化

傳

承

所

遭

遇

之

挫

折 

彼得洛：我的朋友之前對我說，既然要

做文化的傳承，為什麼不從自己的部

落、族群開始，我那時說我有從自己的

部落開始，但是並沒有成功，為什麼？

因為我教的小朋友，不管是舞蹈、還是

樂器…等，都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還

是一個問號，那這個問號是什麼呢？教

出去的東西，全部還給老師，他們的文

化就是學外面的文化，而不是自己部落

裡的文化。 

田貴實：剛開始，我的啟蒙是我兒子，

當我去做田野調查的時候，很多人奚落

我，奚落我憑哪一點，我行嗎？ 

  第二個政府單位不支持，因為他們

說，這是有專門的人去調查的，不需要

我來做，他們很難想像他們所稱的專門

的人，都是一些大學畢業的漢人…等。 

  我想請問一下他們能夠和我們溝通

嗎？他們用什麼跟我們溝通？同樣的，

像他們這些學者早期的的習慣和我們的

一不一樣？也不一樣，所以我才能夠融

入在裡面。 

文 彼得洛：因此我問我自己是不是我教的 田貴實：現在已經是多元文化了，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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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認

同 

不夠好，但我教的已經夠多、夠好了，

不過他們無法接受，他們寧願學外來的

文化，而不是自己部落裡的文化，但總

有一天，他們會想通，並且回到自己部

落，學習自己部落的技藝 

們的學校，也有很多族啊！像是阿美族

啊！都在一起學習啊！那就是多元，最

主要的目的是要讓下一代，知道他們的

祖先臉上的刺青代表著什麼，只需要記

住這個就好了！ 

  記住他們祖先之前的刻苦難耐還有挑

戰大地，這個標誌，這個代表榮耀的標

誌，並不一定要繼續文面。 

文

化

保

存 

文化部表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自今(105)年度起，與苗

栗縣、花蓮縣政府合作推動「文面傳統與文面耆老保存

維護計畫」，積極從事文面耆老口述與拍攝記錄，以及紋

面耆老的長期照護工作。 

 

田貴實：目前已經向政府請求對他們優先長照，就是你

生病，一通電話，他馬上來接，然後還會有一個看護，

一個禮拜幫你洗 3次澡，還有一些像是生活用品…等，

然後逢年過節時還會有一些慰問金，但是還不夠，因為

他們被封為「國寶」﹔因此我會繼續努力為他們爭取這

些照顧…等。 

文

化

回

應

教

學 

學習欣賞原住民族之不同文化與價

值觀，可以帶領孩子學習請教原住

民部落耆老及原住民學生家長，可

提升教師與孩子對原住民文化認

識，學習尊重部落傳統禮俗，若有

機會在當地體驗其傳統文化活動，

探索其含有科學知識，藉由課程內

容設計，融入當地原住民社區文

化、環境、資源、人土風情等元素，

更符合當地學生之生活經驗與需

求，並提高對在地的原住民孩子文化認同。 

 

黃校長：我會尊重每一種文化，例如文面文化，在前提之下，基本上不要對他人造

成一種困擾，基本上我覺得這些文化是需要尊重的，那其實在原住民有很多的文

化，都被漢人化，那也會造成一些衝擊，我們說的打獵這件事情，那也許原住民覺

得打獵是他們原有的文化，可是在商業利益下去，漢人他們用金錢去衡量，導致這

些動物沒辦法生存，甚至大規模的去獵殺動物、還有開發，能不能保留現成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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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在現實面很難取到一個平衡點，包含立法，當然從善的角度去想的話，這些文化

當然應該保存，而且被尊重的，只是說現在在科技的發達之下，我覺得很多東西，

不一定會被保留下來。 

我們現在在立法上的困難點，政府在執行上的困難點，這是衍生出來的，那學校的

教育基本上會尊重各種不同的文化，那也希望說文化要保留下來， 

主流化其實一直要我們擁有國際視野，可是國際視野並不是說只有語言的交流，我

覺得要尊重自己在地的文化，才能夠包容外地的文化，包含黑人、白人…等等，那

是種心態的問題，所以這種知識性、技術性的東西，我當然還是希望同學能夠知道、

了解。 

 

  參 、結論 

 

歷經這次小論文研究發現，在太魯閣原住民，他們對於文面均有共同的記憶，都認

為它是傳統社會生活中族人及部落非常重要的文化，是族群辨識符號，也代表榮耀的象

徵，此外又是族群之間的認同意識、歸屬感及核心價值，有此圖騰，人與人之間以及個

人與社會之間的情感，也隨之激盪及凝聚力。 

近數十年以來，經過日本人的排斥、禁制文面，太魯閣族人不再文面，使這種文面

文化漸漸被掩蓋在歷史的洪流，然而我們卻希望用目前現有資訊，去探討以前老祖先們

文面的經歷與過程，尋找太魯閣文化傳承的可能性。 

 

一、 太魯閣族老祖先智慧與科技的結合 

 

文面的長者〈尊稱國寶〉一個一個的消失，能不能讓現代年輕人去試著了解與傳承

文面文化，使這份文化能繼續的保留下來，也嘗試著了解是否可以利用現代紋身貼紙、

刺青的技術與人體彩繪，能讓這份文化繼續流傳。 

 

二、 傳承祖先智慧以及研究價值 

 

最重要的目的是讓學生能認同自身文化及尊重他人文化，製造出具有個人意義的學

習，進而提升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而教師與學生亦能在一起共同建構文化回應教學的

歷程中，會使得教與學更充滿生命意義與價值之所在。 

 

三、 對未來展望 

 

首先須了解文面文化那層意義，嘗試著去認同並了解族群文化與 gaya 的禁忌；透過

對文化的認同，因為只要對自己族群文化有自信與認同，在未來才有機會將文面文化繼

續傳承，自然也可以昂首的走出世界，活出太魯閣族人應有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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