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蹈源於日常 簡單而自由

近幾十年來，隨著族群復振運動的興起，泰雅

族人開始對於自己的母語、編織、歌舞，甚至是口

簧琴的技藝逐漸重視，也開始在自己的部落當中

播種扎根，配合政府提倡保存原民文化，現在不論

是想要深度學習泰雅傳承，或體驗他們的獨特技

藝，走進臺中市和平區的部落，就能夠近距離的接

觸「原汁原味」的泰雅族文化。

不同於有些族群繁複華麗的舞蹈動作，泰雅

族的舞蹈其實是很簡單的，非常貼近生活。他們

的舞蹈大都由生活習慣以及日常動作延伸而來，

如果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其中常包含他們織布、狩

獵、篩米等等的動作；另外，或許和泰雅族多居住

於山區有關，其舞蹈動作較注重下盤的穩定，也有

比較多屈膝的舞步，身體隨著跳舞情境自然律動，

自由性相當大，這也是泰雅族舞蹈的一大特點。

秉持「生活即文化」的態度

指導和平國小學生習舞的黃雅玲老師就是用

過去泰雅族祖先這種「生活即文化」的態度來帶領

他們，透過歌舞讓學生瞭解祖先的生活，來學習自

己的母語；如同泰雅族舞蹈的自由性，黃老師在指

導學生練習的時候，也儘量讓他們依循傳統的舞

蹈精神，隨著環境氛圍、身體的節奏律動，發展出

他們自己的特色舞蹈，而這樣的表演果然讓時尚

天后女神卡卡為之驚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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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臺中市和平區雙崎部落、鄭保雄

泰雅族的藝術之美

現今
我們在和平區看到的泰雅族文

化，曾經歷過一段即將失傳的窘

境，這是因為過去泰雅族群在日治時代激烈

抵抗日本人的統治，受創最為慘烈，因此許

多泰雅族的傳統儀式和文化，受到當時日本

政府打壓與禁止，再加上之後時空變遷與外

來文化的影響，讓泰雅族成為臺灣原住民族

群中文化流失最多的一族。

和平國小學生以融合傳統與自我特色的

舞蹈，獲得女神卡卡的讚賞。

木製織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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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男子才能揹著女子回到自己的部落！而做丈夫

的必定會親手打造一支口簧琴給妻子，表達自己

的愛意，當丈夫上山打獵時，妻子一邊織布，不時

也會拿起口簧琴吹奏，表達對於丈夫的思念。

由此可知，在泰雅族眼中，口簧琴不僅僅是一

種演奏的樂器，它更是一種溝通的管道，藉由口簧

琴來「說」出彼此的心意，這也是為什麼日治時代

日本統治者禁止泰雅族人使用口簧琴的原因；雖

然對於一般人來說，可能只是一支小小的口簧琴，

但是對於泰雅族人而言，卻是祖先留下來的智慧

結晶、重要資產。

因此，鄭保雄老師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接觸到

口簧琴之後，就因為感念祖先的智慧，而一頭栽進

口簧琴的研究和製作，在技術逐漸純熟後，他開始

帶著學生學習從採竹、製作到演奏，想要將這祖先

的寶物完整的留傳下去，而在地方政府的推動下，

現在和平區的學校大多有安排相關的課程，邀請

黃老師因為熱愛祖先流傳下來的文化，除了

在學校傳承泰雅的傳統歌舞，還創立「泰雅原舞

工坊」，教學之外也接受各界的邀請，前往各地表

演，不僅要將傳統的文化繼續流傳，也期望讓更多

人接觸、瞭解泰雅族。

口簧琴用來表彰身分

提到泰雅族舞蹈，就不能不提及「口簧琴」，

它和紋面、織布一起被稱為「泰雅三寶」，足以代

表口簧琴在泰雅族人的生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這二十多年研究口簧琴，並進行教學推廣的鄭

保雄老師表示，對於泰雅族的男孩來說，當他能夠

做出一支口簧琴，代表他已經長大成人，可以保護

自己，也才可以跟隨著部落裡的長輩上山狩獵。

另外，演奏口簧琴對於泰雅族人來說，也是一

種重要的身份識別系統，像是當狩獵隊伍要返回

部落，這一個狩獵隊的隊員就會一起演奏口簧琴，

除了讓部落裡的族人瞭解隊伍的方位之外，也透

過這樣的方式報平安，同時表明身份；簧片的多寡

也代表不同的身份地位，因此，泰雅族人一定會隨

身攜帶屬於自己的口簧琴，甚至連往生之後，這支

口簧琴也要隨他下葬。

更是傳達情意的工具

口簧琴對於泰雅族的年輕男女，更是傳達情

意的重要工具，當男子要向心儀的女生求婚時，就

得藉由口簧琴表達自己有多喜歡她，等到女生首

鄭老師前往教學。不過，要真正學會口簧琴並不是

這麼容易的事情，所以鄭老師自行研發較為簡易

的竹撥式口簧琴，期盼能讓更多人瞭解口簧琴之

美，他希望大家能夠更加重視也共同協助這樣的

文化傳承，因為他最憂心自己一身的技藝，卻沒有

後繼者可以把這項祖先智慧完整的傳承下去。

織藝是原民中的佼佼者

泰雅族並沒有文字，所有的歷史及祖先的智

慧只有靠口耳相傳，或是化成織紋記錄在衣服上，

因此，泰雅族的紡織技藝被公認是臺灣原住民族

中的佼佼者。泰雅族人的一生從出生包裹嬰兒的

布，成年結婚的新人衣，婚後家用的布，到終老死

亡時裹軀的布，這些都仰賴女人織成，所以泰雅女

人一生的社會地位繫於紡織技藝的精湛與否。

她們編織的圖案以三角形、菱形紋、幾何形紋

等圖形為主，其中菱形紋是泰雅傳統織物上最常

見的圖騰，代表祖靈的眼睛及守護，而平行層疊的

橫紋則是泰雅傳說中經常出現的彩虹橋。

日治時代以後，因為文化的斷層讓過去風光

的編織技藝逐漸凋零，但值得慶幸的是，現今在和

平區的泰雅族部落中，包括環山部落、谷關附近的

松鶴部落、大安溪流域的雙崎、達觀等等部落，都

有許多媽媽教室、工坊成立，推廣泰雅編織藝術，

讓族人們能夠重拾過去引以為傲的編織技術，也

讓其他族群的人可以欣賞到她們的織藝之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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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梨山文物館的泰雅織布。

2 口簧琴對於泰雅族的年輕男女是傳達情意的重要工具。

3 泰雅女人一生的社會地位繫於紡織技藝的精湛與否。

民眾聆聽梨山文物館的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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