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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7 年一群幾世紀以來一直居於花蓮奇萊平原的原住民，在歷經了 129 年

寄人籬下的日子後，重新回到歷史舞臺。2007 年 1 月 17 日，後山有了一陣歡呼，

這群隱忍兩甲子的巴拉瑪火神弟子成為官方所認定之臺灣原住民族第 13 族。 

 

一、研究動機 

 

    國二時，學校於假日舉辦在國福社區的闖關活動，社區中居住著不同的

族群，包括原住民撒奇萊雅族、阿美族還有漢人。社區文化多元複雜。活動

有各式各樣的體驗遊戲和探索，但最讓我們感到興趣的還是撒奇拉雅族，這

個只有在歷史課本中出現過的原住民族。在社區的各個角落裡，都有介紹撒

奇拉雅族歷史的牌子，我們發現到，這個族群背後的歷史是充滿心酸的淚

水，也因為一位不是撒奇萊雅族的校長，為了這個族群的文化永續傳承，讓

我們更想知道這個住在我們隔壁卻十分陌生的族群，我們想透過他們最獨特

的祭典─火神祭來認識他們但是我們也無法如願參與撒奇萊雅族的火神祭。 

 

二、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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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 利用網路置網頁搜尋部落歷史。 

2. 利用假日空閒時間至撒故兒部落調查詢問。 

3. 藉由圖書館之管道查詢關於撒奇萊雅族之族群書籍。 

4. 詢問指導老師此地區的歷史。 

貳●正文: 

 

一、撒奇萊雅族族群: 

 

(一)撒奇萊雅歷史 

 

    撒奇萊雅早在 17 世紀時便已出現在西班牙的歷史文獻上，後來勢

力發展越來越大。但在清領時期，沈葆楨開山撫番後，越來越多清軍駐

兵花東地區，便常有衝突發生。其中最為知名的是加禮宛事件。 

 

    加禮宛事件原是噶瑪蘭族與清兵的紛爭，但因為清兵想先襲擊撒奇

萊雅族的達固灣部落，導致居住於當地的撒奇萊雅人與清朝軍隊發生衝

突。我們訪問部落長老黃德勇先生(圖一)，他告訴我們撒奇萊雅每年部

落成年禮都會要求成年的少年在聚落外種植一圈一圈的刺竹圍籬(圖

二)。而在當時清兵進入部落時，外面已經有幾十層刺竹。於是清兵只

好決定採取火攻，將上火的箭朝一整片竹林發射，使部落陷入茫茫火海。 

        

    長老們在商議之後決議推舉部落大頭目古穆‧八吉克及妻子伊婕‧

卡娜瀟前往清軍兵營投降。也因為撒奇萊雅族遭火攻強襲，倖存者擔心

遭追殺被滅族，所以隱姓埋名躲藏於同在花蓮的阿美族部落。日治時期

時，依地理歸類而稱為奇萊阿美，也是被歸納於阿美族，隱匿了 129

年，文化也跟阿美族多多少少有了文化的融合1。 

 

            (圖一)與當地耆老對話         (圖二)耆老介紹刺竹的意義 

                                                      
1
 維基百科，加禮宛事件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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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撒奇萊雅族正名運動 

 

    1990 年起由撒奇萊雅族長老帝瓦伊·撒耘(漢名李來旺)，開始發

動民族正名運動2，在花蓮市成立「撒基拉雅重建發展協會」。但是

2003 年帝瓦伊·撒耘(李來旺)，就離世了。其子督固‧撒耘繼續完成

其志業。督固‧撒耘於 2005 以「1013 行動」，向外發佈民族正名。

2006 年 7 月 1 日於達固灣舊址舉行第一次的 巴拉瑪」火神祭3。 

     

    正名運動從 1990 年開始，在經歷了 17 個年頭，終於靠著族人不

屈服的心情重新找回了名字，獲得行政院通過，正式成為第 13 個臺

灣原住民族。 

 

(三)撒奇萊雅族社會制度 

 

    黃德勇先生和我們分享了許多撒奇萊雅的歷史與制度，他提到了

年齡階層(表一)。為了訓練撒奇萊雅少年的意志，每到一個年齡階級，

就必須到山中練習獨立生活，一切食物來源都要靠自己去尋找，到了

時間才會召回部落。在訓練山中獨立生活時，部落是禁止親友或家人

拿食物給受訓者食用，不過還是有些母親怕自己的孩子吃不飽肚子會

餓到，還會偷偷拿食物給小孩吃4。 

(表一) 

                                                      
2
 網路資料，〈清帝國在臺灣-加禮宛事件〉。 

3
 黃宣衛、蘇羿如〈文化建構視角下的 Sakizaya 正名運動〉 (2008)。 

4
 網路資料，〈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 

成年級 

預備階級 

幼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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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拉瑪」火神祭 

 

(一) 火神祭由來 

 

    火神祭的由來與家裡萬事件中犧牲的頭目古穆‧巴吉克及其妻伊

婕‧卡娜蕭有關。當時兩位代表撒奇萊雅族投降被俘，頭目古穆‧巴吉

克被清軍綁在大樹上處以慘不忍 睹的凌遲之刑，而頭目夫人則被夾在

兩塊大樹幹之間，清兵數人站在樹幹上跳躍活活把人碾碎，並且叫附近

的阿美族及附近部落來目睹慘刑，藉此殺雞儆猴。而部落也被清兵的火

箭襲擊。因此，火神祭的「火」和死亡是有關連的。而為了紀念犧牲的

兩人，在撒奇萊雅正名之後，每年 10 月第一個星期六黃昏日落舉行火

神祭5。 

 

    在慘事後，倖存的撒奇萊雅族，為了保留後代，而隱姓埋名存於當

時的阿美族中，並與阿美族人長期通婚、混融，以致於在祭儀文化、生

活習慣等方面，出現難以區隔何者是屬於撒奇萊雅族文化。 

 

(二) 火神祭儀式 

 

    我們去踏查時，看見部落祭場上有八顆巨石代表，分別代表:風吹、

雨林、土生、火燒、敬神、勤奮、自愛、愛人，紀念石碑由六顆巨石，

組成兩道門型石座。左邊是永生之門，象徵生者扛著亡者默行，代表過

去悲壯慘烈的歷史；右邊是重生之門，象徵雙手捧著一顆種子，充滿希

望與未來，代表族群重生、文化復興，重返榮耀、迎向未來。從兩道門

中由東西望，遠處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丘，是當年外族入侵後，倖存族

人躲避戰火的第一處歇息地砂婆礑山(圖四)。 

 
(圖四)黃德勇耆老告知是石頭擺放的樣子與山的起伏相似 

                                                      
5
中時電子報，〈撒奇萊雅火神祭─重現歷史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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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奇萊雅族的服裝以土金色和暗紅色為主，土金色代表土地，撒奇

萊雅族始祖靈魂由土地誕生，族人崇拜土地，以及古穆‧巴吉克大頭目

說的「土地有心」。暗紅色代表祖先的凝乾的鮮血，表示慎終追遠，永

不忘加禮宛事件與族群滅亡的慘痛過去歷史。而刺竹墜飾，刺竹的意義

代表保護自己也保護部落，從這些服飾中呈現愛護部落的精神。  

 

   (圖五) 服裝(引自 RN 花蓮全球資訊網站) 

火神祭的儀式從傍晚開始，前一天晚上會有前祭。一開始就有指揮

官，強烈述說先烈的犧牲是事蹟，體醒族人不要忘記自己族群的過去會

有年齡階級訓練，以及召魂引靈，去古戰場(十六股、農兵橋、四維高中

一帶)為戰死的祖先祭禱6。祭典開始時，模擬加禮宛事件，族人與清兵

交戰、芒火沖天的情形，為了保衛族人的土地，族人的尊嚴，中間有多

活動，包括祭司用薑與祖靈溝通，思念祖先對族群的付出，也有舉辦火

葬儀式，燃燒火神太花棺，祈求撒奇萊雅族及祖先靈魂和族民能夠浴火

重生祭典最後以火燒茅草祭屋，在屋邊圍成一圈稻草，點火燃燒，並由

耆老帶著族人從一缺口逃出，象徵加禮宛身陷火海逃離，表達他們「因

火而亡，但浴火重生」。整個祭祀臺燒完後儀式，最後邀請民眾與族人

共舞火神祭之歌及送神曲才正式結束。   

 

(三) 小結 

 

    在參考了諸多資料以及訪問部落耆老後，我們發現火神祭有三重意

義在： 

1. 提供正名運動一個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2. 追思先祖，慎重追遠。 

3. 紀念族群重要歷史事件。 

 

    其中，我們認為起到最大作用的，是讓撒奇拉雅成功正名。近年來

火神祭已經漸漸讓社會大眾認識，甚至成為課本的補充教材，讓學生能

認識到這個族群。撒奇萊雅族也隨著正名運動及火神祭而越來越常出現

在社會大眾眼前。火神祭的成功成為也變成一個標誌，吸引大家關注。 

                                                      
6
全國宗教祭祀網，〈撒奇萊雅歲時祭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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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宣衛和蘇羿如的論文中提到，火神祭具有外演及內演的效果在。

外演的部分就是將撒奇萊雅族的文化用表演的方式來讓民眾觀賞，並且

讓他們了解過去的歷史，以便認定為官方獨立族群，內演則是叮嚀族

人，了解自己的族群，及讓他們認同自我民族歷史，具有凝聚族群向心

力的精神7。 

 

參●結論 

 

一、 總結 

     

    撒奇萊雅族火神祭的「火」象徵著隨著代代傳承而被賦予的多重意涵，

意涵著因為加禮宛事件火攻而逃亡的那個部落，他們因火而死，但他們也因

火而生。一方面，「火」是對清兵的恨，另一方面則是永不屈饒的精神。 

 

    而火神祭特殊的地方在於其並非傳統祭典，而是因特殊需求，而創造發

明的新祭典。撒奇萊雅族也成功藉由祭典活動展現族群的獨立，並且讓正名

運動成功。而族群歷史中重要的人物，如古穆‧巴吉克及他的妻子伊婕‧卡

娜蕭及為撒奇萊雅族正名而努力的長老帝瓦伊·撒耘也因火神祭的舉辦而永

遠存在。 

 

二、 困境與發展 

 

    目前撒奇萊雅的困境在於人數過少，聚落太小，認知度過低。例這次我

們參加了部落的豐年祭，有訪問到一位女士的先生，他說他太太是撒奇萊雅

族，這一次陪她從南部請假上來參加豐年祭，她提到之前和公司請假回鄉參

加火神祭，卻因為老闆不知道火神祭依照政府規定，火神祭有可請假的權利

(圖六)。證明撒奇萊雅的火神祭依然不如阿美族的豐年祭、賽夏族的矮靈祭

般出名。 

 

                     (圖六) 訪問撒奇萊亞族人 

                                                      
7
黃宣衛、蘇羿如〈文化建構視角下的 Sakizaya 正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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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目黃德勇先生也提到都市化程度高，鄉村人口外移，年輕的族人紛紛

往都市跑，族裡剩下的人多數為老人或小孩。因此，隔代教養也是他們目前

面臨的問題。族人一個接著一個的往外跑，能留下的沒幾個，我們認為火神

祭的必要性在於能讓族人產生向心力。這也是撒奇萊雅族正在苦力克服的一

大困境。 

 

於是我們想到可以透過以下幾點，增加火神祭的能見度： 

 

1. 邀請名人：如果能邀請撒奇萊雅族的名人參與火神祭，並與觀眾一起互

動，就像張惠妹一樣每年都會固定回去參加卑南族的祭典，意外帶來許

多人潮。 

 

2. 與政府合作：既可以與花蓮市政府合作，多多辦理火神祭相關活動，為

花蓮市帶來觀光效益。多提倡火神祭的重要性，讓撒奇萊亞族人也更重

視這個的節日。 

 

3. 結合藝術文化：例如我們找到一本繪本叫《火光中的撒奇萊雅》，將撒奇

萊雅族的故事做成童書，貼近大眾生活。將繪本利用書局、圖書館讓他

能夠成為小朋友喜歡的故事，也讓他們對撒奇萊雅族耳熟能詳。 

 

4. 運用教育資源：來推廣撒奇萊雅，與附近學校合作，目前撒奇萊雅族已

在花蓮國福國小當作一種學習教材，學校外牆也佈滿了一面一面的歷史

版畫，將文化傳入學校，讓學習的小孩能夠了解撒奇萊雅族，並且可與

教育部合作，將自己的族群所想表達的歷史文化，運用課本規劃在課綱

中，讓全國的學生知道這個族群的存在，引發他們對撒奇萊雅好奇心，

進而研究。 

 

撒奇萊雅族因火而死，但是他們從死裡復生，所以火是一種死亡也

是種復活的精神。火神祭目的讓大家更了解撒奇萊雅，並且讓族人意識

到自己的民族文化歷史，連服飾都意味著對族群的愛，這些事讓更多人

知道撒奇萊雅，讓撒奇萊雅與社會貫通。 

 

這次我們參與撒奇萊雅的祭典，發現很多人雖然不是撒奇萊雅族，

但都有撒奇萊雅血緣，所以特地來到花蓮參與祭典，這也是一種族群認

同的理念。也有一些網路上的作家及大學教授來參觀撒奇萊雅族的火神

祭，代表撒奇萊雅族正漸漸受到大眾關注。期待撒奇萊雅未來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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