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美和他的三個同學  

 

 

 

花蓮縣溪口國小 六年甲班 

隊名 阿卑泰太.美南雅魯閣  

組員 高俊宇  周佑恩  林  競  林心茹 

指導老師 林依瑩  曾柏烜 

       
     

       



 我們班只有四個學生，因緣巧合有四

個不同的原住民族籍-阿美.卑南.泰雅.太

魯閣。我們想利用網路小論文的研究，了

解自己的族群，也讓同學認識彼此。身在

阿美族部落，我們也希望知道自己的社區

與家鄉文化。 

     花蓮阿美族的豐年祭有亮眼的服裝， 

  溪口部落也有自己的豐年祭。所以我們也 

  想知道阿美族的服裝是怎麼製作的？如果 

  可以我們也想自己動手做做看。 

壹、研究動機 



 
     (一) 從六個面向－祭典活動、穿著服裝、 

       淵源由來、特有食物、階級區分、傳 

       說故事來彙整、分析阿美族、卑南族、 

       泰雅族、太魯閣族四族的文化差異。 

 
   (二)訪問耆老與社區人士，記錄溪口部落 
       的阿美族文化。 
 
   (三)學習製作阿美族頭帶 

貳、研究問題 



 
透過三階段，進行這次的研究： 

 
(一)網路及書籍資料查詢、 
    蒐集與彙整、分析 
 
(二)訪問社區耆老 
 
(三)阿美族頭帶實作DIY 

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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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流程 



祭典活動 

1. 由於時代的改變，所以早期原住民祭典的形   

    式和現代已有所差異。 

2.早期原住民舉辦祭典的時間是依照農作物豐 

    收的季節和時間所舉辦，但現代卻是配合政 

    府規定的時間舉辦。             

3.早期原住民有很多祭典，但現在都慢慢沒落 

    了。 

4.傳統儀式因政治力的介入出現形式上的變化。 

伍、四族分析與比較(一) 



伍、四族分析與比較(二) 

服裝穿著 

 1.阿美、泰雅、卑南都以麻布作為主要材料 

 2.四族織衣服工作都由女人負責， 

    男人則在外打獵。 

 3.阿美以地區決定衣服顏色， 

    泰雅服飾上會有圖騰， 

    卑南服裝多樣性，將鮮豔麻布穿插交織， 

   太魯閣較簡單，將麻對折，就可成為男人褲   

   子。 

   



淵源由來 

1.雖然各族都有石生說的故事，但內容說法和含 

   意卻大不相同。 

2.有些族分布於不同的地區，隨著地區的不同， 

   因而產生不同的故事。 

3.這四個族群在原住民族群中都算是大族(太魯 

   閣族例外)，人口數也居高。 

伍、四族分析與比較(三) 



特有食物 

 1.四族食物幾乎都是就地取材， 

    例如打獵來的肉、農耕或種野菜。 

 2.四族相同主要食物有小米、山豬、魚、羊、 

    鳥、番薯、醃肉及乾旱農作物，由此可看 

    出原住民多半住在山下或河邊  。 

 3.四族烹  飪方式以燻烤、煮、蒸為主。 

 4.阿美、太魯閣都有竹筒飯。 

伍、四族分析與比較(四) 



階級區分 

1.太魯閣不像其他族群有嚴謹的社會階級制 

   度。 

2.泰雅族人認為「家」是共同生活的團體， 

   並且是為社會組織的基礎，和其他族群不 

   太一樣。 

3.四族的原住民族階級最高的通常是頭目、 

   長老或較年長老人。 

伍、四族分析與比較(五) 



傳說故事 

1. 從阿美族故事中巨人說:「只要你們帶檳榔、小米 

    酒、麻糬、芒草來祭拜,你們就能捕到很多魚蝦」。  

    由此可見阿美族原本居住的地方是在海邊、河邊 

    和平原。 

2. 阿美族和太魯閣故事的傳說故事主角都有惡鬼巨 

    人，這些巨人會威脅到族人的生命的安全和生活 

    的安定。 

3. 傳說故事很多都跟動植物有關，因為古時的原住 

    民對自然現象沒有太多的理解，很敬畏自然，所 

    以想像出很多跟巨人、動物、植物有關的故事。 

伍、四族分析與比較(六) 



訪問者：高俊宇      採訪主題：階級區分 
 

陸、訪問(一)   

1.阿美族的階級名稱和定義。 

答：原有8個階級，因麻達布階級被日本軍隊 

        殺掉，因此目前剩下7個階級。 

        溪口部落的阿美族每8年分一級。7個階 

        級的名稱分別是  1阿拉賣、2阿拉 ㄍㄧ  

        時、3阿拉ㄇ ㄍㄧ 師、4鶻不爛、5溝哈 

        購、6阿喇悶、7時不爛 (阿美族譯音) 



陸、訪問(一) 

2.不同階級會有什麼待遇、任務?  

 答：(1)豐年祭有專屬的歌曲，各個年齡階 

              級又有屬於自己的歌謠。               

        (2)服裝除了年齡階級會產生不同服飾風 

             格展現外，同時不同區域的阿美族           

            有不同的服飾。 

訪問者：高俊宇      採訪主題：階級區分 
 



陸、訪問(二) 

訪問者：周佑恩 採訪主題：耆老與頭目 
 

1.要有什麼資格才可以當上耆老? 

答：必須要有對自己族群有豐富的認知。 

2.要有什麼樣的條件才可以當上頭目?  

答：必須要有責任、很會領導這個族群 

 
 
 

3.頭目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答：頭目很重要，因為政府要推動原住民的一  

       些活動時，需要頭目的協助，還需要跟族 

      裡的人溝通。 



陸、訪問(二) 

4.頭目會有什麼樣的義務? 

答：頭目的義務： 

       1.管理部落內事務 

       2.解決部落的糾紛 

       3.有重大事情時要召集全部落的人宣布 

          或討論 

訪問者：周佑恩 採訪主題：耆老與頭目 
 



陸、訪問(三) 
訪問者：林競       採訪主題：特有食物 

 

1.是不是阿美族大部分的食物都是小米做的？ 

答：現在沒有人在種小米，傳統食物例如： 

        都崙，都改用糯米做成。 

        以前的社區有人種小米，但是不好種、 

        產量又不多，所以漸漸的就沒有人種 

        了。 

 



陸、訪問(三) 
訪問者：林競       採訪主題：特有食物 

 
2.阿美族有客人來的時候，會用什麼來招待 

   客人？ 

答：我們會用糯米、山豬和藤心來招待客人， 

        山豬是族人上山打獵才有的。藤心是要 

       種三年的作物，藤心有很多刺，也很難 

       採收，所以三條就可以賣兩百元。所以 

       阿美族是好客的民族，會把珍貴的食物 

       拿出來與客人分享。 



陸、訪問(四) 

訪問者：林心茹     採訪主題：服裝穿著與豐年祭 

1.阿美族成年男子，耳邊帶著像耳機的飾品， 

    有什麼含義？    

答：讓臉看起來比較大，比較美觀。 

2.不同階級的人穿的服飾有什麼不同？  

答：同個階級會穿同樣的服飾，服飾就代表 

        階級。 

 



陸、訪問(四) 

訪問者：林心茹  採訪主題：服裝穿著與豐年祭 

3.豐年祭的流程。 

答：各村頭目會提早開會，商量各村舉辦豐年 

        祭的日期。豐年祭前一天晚上會殺牛分牛 

        肉，一起吃飯。第一天早上運動會晚上跳 

        舞；第二天，早上年輕人會去抓 魚，代表 

        洗澡的意思，但現代的魚都是直接買的， 

        晚上則是跳舞。跳舞會連續好幾個晚上。 

        而且現在不論是捕魚還是捕鳥祭都要和政 

        府商量,符合政府規定才不會犯法。 



訪問者：林心茹  採訪主題：服裝穿著與豐年祭 

陸、訪問(四) 

4.豐年祭的大會舞由誰領唱？ 

答：沒有固定。但通常都是比較會唱的人， 

         覺得時機成熟了，就開始領唱大會舞， 

         其他人就會有默契的跟著一起唱跳。 

 
 
 
 

5.豐年祭的大會舞的圓圈的意義與  階級？ 

答：跳大會舞時，年紀大的長者和耆老會坐在 

        圓圈中間，欣賞年輕人跳舞，而熱鬧的氣 

        氛，代表團結與和樂融融的意思。 



柒、服飾DIY 

步驟1.   

          量線、剪線、 

          理線、綁線 。    



柒、服飾DIY 

步驟2.  編花樣  



柒、服飾DIY 

步驟3.  做毛球  



柒、服飾DIY 

半成品-頭帶與毛球 



柒、服飾DIY 

YA！大功告成，頭帶做好了 



捌、札記心得 
                                                                           高俊宇(卑南族) 

         我們參加衛服部舉辦的衛生小天使活動，有一站是

參觀原住民族委員會，我們看了「祭遇」這部影片，讓

我聯想到我們的小論文研究，所以印象很深刻。 

         「祭遇」是台灣介紹原住民文化的小短片，已經入

圍坎城影展，讓世界認識台灣原住民的生活。 

        影片中只介紹了九族，而到現在台灣官方認定已有

十六族，這是為什麼呢？因為較晚被認定的族群因語言、

傳統文化流失太多，早期的九族，人口較多、遺留下來

的語言文化、器皿用具、族群人口較多也較完整，所以

很快被台灣政府認定族籍。而每個原住民族都想要努力

爭取族群認同，所以多方努力、尋根究柢，所以才有現

在的十六族擁有自己的族籍。 



捌、札記心得 

 
 

                                                                   高俊宇(卑南族) 

          我覺得每一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不論

是生活倫理還是知識，都值得後代子孫學習、也令

人欽佩。因少子化、青壯年離鄉背井工作，使得部

落的人口日漸減少，所以身為原住民的我們無論如

何都要把前人智慧、部落文化繼續保留下來、發展

延續，這是身為每個有原住民血統的人應負的責任。 



捌、札記心得 
                                                              周佑恩(太魯閣族) 

 每個歷程都有困難  

      在表格彙整的時候我們花了很久才做完，還好老

師有先做表格給我們填，因為我們要把四大族的資料彙

整起來，再做分析比較，要仔細看完四族的資料，再看

他們有哪些不同？哪些相同？我覺得有點難。而且我是

太魯閣族，常常只找到一點點資料，書也很少。 

         當我們要去訪問頭目時，不是頭目不在，就是他

在睡覺。第二次去的時候，雖然頭目在，可是頭目在睡

覺，我們不想打擾他的美夢，所以我們就安靜的離開頭

目的家。 

        結果就是…找資料和訪問都沒有想像中的簡單。 



捌、札記心得 

                                                             周佑恩(太魯閣族) 

         在找太魯閣族的資料時，有些資料不完整，例如

我們的六大面向的階級制度，資料只有一點點，很不

清楚。我看了其他同學的資料，例如阿美族、泰雅族

的網路資料和書籍都非常的多，但是太魯閣族的都只

有一點點。所以我以後要多學一些太魯閣族的傳統文

化，例如跟爸爸的姐姐學太魯閣族母語和製作太魯閣

族的傳統服飾。而且班上其他三個人都有自己的傳統

服裝，只有我沒有，等我學會製作太魯閣族的傳統服

飾，我就有自己的服裝 。 



捌、札記心得 
                                                                         林競(阿美族) 

         我覺得訪問很有趣，因為訪問對象就是我的阿祖

公，訪談時，比較對的上話，也比較不會太尷尬，而且

我阿祖公也比較聽得懂我說的話。在訪問的過程中，我

也認識了更多的阿美族文化，阿祖公還告訴我，明年我

就可以進入階層了，雖然我不是很想進入階層，但是這

也是我生為阿美族男子的責任與義務，所以只好認命了。 

         要訪問頭目時，一直找不到頭目，不是出門了就

是在睡覺和休息，我們也不想打擾人家，所以最後因為

時間的關係，我們就沒有訪問頭目，這是這次研究有點

遺憾的地方，下次在社區遇到頭目，我會再問那些我想

知道答案的問題。 



捌、札記心得 

                                                                     林心茹(泰雅族) 

         在第一階段－蒐集資料時，我發現網路資料密密

麻麻的很多，很難一次就把它們全部吸收。統整資料時，

更是麻煩，雖然資料很多，但重複性卻很高，導致有些

面向資料不足。 

         查完資料後，我也發現自己族群的文化漸漸沒落，

所以我決定現在開始要好好學習泰雅語，接觸自己的文

化。 

         在彙整表格時，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處理版面排列

的問題，所以拖延了很多時間，影響了進度。 



捌、札記心得 

                                                                   林心茹(泰雅族) 

         第二階段訪問時，主要訪問者是社區耆老和頭目，

但他們都是老人家，說話速度有點慢也很不清楚，所

以在溝通上有很大的問題，最後是經過老師的輔助才

完成訪問。在約訪頭目時，頭目因為休息或是出去不

在家而無法約到，有次去訪問頭目時，隔壁的房東很

好心的請我們吃香蕉喝飲料，讓我覺得既開心又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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