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ᖴᇞᖴᇞᖴᇞᖴᇞ    

    

    這一篇論文是我第一次經過田野調查所記錄撰寫下來的資料，是我第一篇論

文，論文中還是有許多缺點，往後筆者還會繼續補足。此篇論文能夠順利的完成

需要感謝許多人，首先要感謝周純一主任在這四年中，讓我在民族音樂學系學到

了其他音樂系所學不到的學問，以及非常感謝明立國教授的協助與幫忙，在撰寫、

田野調查當中，無時無刻都在旁協助我們。讓我們真正的走進田野調查中做研究，

這種體驗是在學習的過程中最特別，也要感謝參與團隊得南華大學民音系的朋

友。 

    再來要感謝南投縣明德村布農族的族人們，謝謝你們非常有耐心的讓我們調

查，給予了我們很多資料，由其是要感謝王國慶先生，如果沒有您的協助，此篇

論文沒辦法如此的順利。有了你們的幫忙與協助，讓我真正走入了原住民的部落，

真正的融入了你們的活動，從中得到了我最珍貴的資料與資訊。 

    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老師、同學、朋友們，我們一起努力與堅持，讓我能

夠完成我的第一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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ᄔाᄔाᄔाᄔा    

    

此篇論文筆者是以南投縣明德村布農族作為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的調

查研究範圍，而南投縣明德村中包含了許多布農族非常傳統的祭儀歌曲、歌謠與

樂器表演，筆者是以南投縣明德村中「Lieh」團體的 pasibutbut 為研究對象。筆

者將在這個團體中的 pasibutbut 尋找出受到現代社會影響後如何表演出以前的祭

典儀式，還有傳承下一代的教學方法，並提出議題來調查與研究。 

  首先，筆者將從參考文獻開始著手，先去了解布農族總共分出來的五大社群郡、

巒、卡、丹、卓的分佈狀況，接著去尋找最有名的 pasibutbut 團體，經過與明立

國老師討論之後，得知南投縣明德村的村民，他們現在布農族已經沒有任何的傳

統儀式典禮了，所以希望能以傳統的演唱模式來傳承、宣揚自己的族群文化，除

此之外他們更組成了一個表演傳統音樂文化的 Lileh 團體，希望能藉由四處表演

的機會，把布農族文化慢慢地傳入國際。 

  在這個團體中，筆者將探討 pasibutbut 從前與現在的異同，再藉由以前的資料

和我所田調出來的資料來分析比對『沒有祭典儀式』與『有祭典儀式』的不同之

處，並探討出這首祭儀歌曲的禁忌、傳承與演唱形式是否有受到現代社會的影響

而有所改變，這些問題我將一一在本文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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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 2010 年的 6 月與明立國老師討論我們這一組的研究計畫，當時我們這一

組是以區域性的研究方式進行，而明立國老師原先是要我們以呂炳川老師的台灣

土著族音樂這本書來補足裡面的內容當作切入點，進入之後再找出自己想要的研

究觀點進行探討、觀察。接下來我們便分成五小組，選擇不同的原住民族群，我

們這一組選擇了布農族，筆者跟組員張凱婷、程秋淳與老師的討論下決定以南投

縣明德村布農族的 Lileh 作為我們調查的對象。因為明老師希望我們以一個人的

生命史或者是一個團體的發展史來做，這樣的研究方法是希望我們從大範圍的小

細節進行探究，如此研究出來的資料在加上一些自己的觀點做成的論文研究報告，

這樣的資料才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研究報告，才不會落入只是在整理以前的資料

與文獻窠臼之中；明老師更希望我們此次所調查出來的研究報告和論文，可以成

為我們第一手資料。在調查之初，我們先去了解這個團體整個內部的結構和形式，

在了解之後我們發現可將這團體分成祭儀歌曲、民謠歌曲與布農族的樂器演奏三

個部份來探究。因此我們三個人就各自選定想要研究的題目來撰寫論文。 

在田野調查中，我發現這個團體中的 pasibutbut 與筆者之前在台東的布農部

落休閒農場所聽到的 pasibutbut 有一種無法言喻的感覺。經過比較之後發覺在台

東布農部落所聽到的 pasibutbut 可能較偏向觀光因此做了一些簡化，而在南投縣

明德村的 Lileh 團體所聽到的 pasibutbut 的演奏內容是非常地嚴謹，也因此讓我更

想要進一步深入布農族傳統的 pasibutbut 在現代社會影響之下如何繼續傳承下一

代並宣揚到國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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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現在所調查的 pasibutbut 是受到現代社會影響後的祭典儀式，而他們是如何

延續下去這樣的傳統祭儀，再拿以前的學者所調查出來的 pasibutbut 作為參考資

料與比較。在經由田野調查得知，這兩者之間因為基督教的介入，使得布農族的

傳統祭典儀式都消失了。表示布農族受到現代社會的變遷影響很大，而這個 Lileh

團體很想要保留著他們布農族以前最神聖的祭典儀式傳統與文化。因此，筆者想

藉由「南投縣明德村 Lileh 團體」的範圍來對布農族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受

到現代社會影響後如何表演出以前的祭典儀式與如何繼續傳承下一代的方法加

以研究探討。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在經過圖書館與中央研究院的資料收集，筆者以專書、碩博士論文兩方面著

手，在布農族的音樂文化方面，筆者發現有許多專書都有對於布農族的音樂文化

做介紹，也有以不同社群的音樂做分析。而在一些論文集當中，也有很多不同時

期的音樂記錄，但在這些文獻專書和論文集當中，還未有許多對現在布農族的音

樂文化作進一步的探討。而現在的布農族受到現代社會的變遷所影響，祭典儀式

與一些布農族的文化特色也有許多變化。本論文所探討的問題著重在南投縣明德

村的 Pasibutbut 傳統與現況，筆者在此節歸納出有關於布農族 Pasibutbut 的傳統文

獻專書及碩博士論文資料。在這些文獻資料中，田哲益，2009，《玉山的守護者-

布農族》，台北市：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頁 194 書中提到： 

 

ѲၭΓॣޑεӭޘ౼کᖄ่ӧଆǴԖ౼ޘ൩ԖॣǴΥଚᄺǵ౼ᄳᄺ

аکᖂॣޑБԄٰ߄ǶѲၭΓӧॣБय़ǴฅϺԋࢂॣکޑϺ፟ᆶѲၭ

ΓޑϺ፟ǴځύаɦࣹᛗλԯᙦԏᄺɧനࣁӜǴѠচՐ҇ύǴനӃ୯ሞ

ॣࣚޕ᐀ᆶᡋԶᆪӜܭШࢂޑѲၭΓޑȨΖӝॣȩ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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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文獻中了解到，布農族這個族群是一個天生的合唱民族。而在這首曲子的演

唱上面，是有許多禁忌的。在田哲益，1995，《台灣布農族風俗圖誌》，台北市：

常民文化出版，頁 177-179。書中提到： 

 

ჹаλԯࣁЬ१ޑѲၭԶقǴࢂঁࡽဃዅԶΞಷᝄޑ౼ᄺǶ೭२ᄺѝԖ

ηωёаتޑԃനဃమࢂηǴѸتޑηωૈୖуᄽୠǴԶЪୖуԜᄽୠت

ୖуǴ٠ЪѸࢂԋԃتηǶ೭٤ୖᆶޣӧၸѐளԃύѸߚࢂதճǴؒ

ԖᎁၶҺՖཀѦکόӳ٣ޑǴৎ္ၸளѳӼ۩ᅽǵԏԋΨࡐӳǶ೭٤ᒧᆶा

ǴᄬԋΑୠᄺᛙۓǵѳکǵճǵᆶႣයֹऍޑᆒઓϷЈ୷ᘵǴԶ٬ள೭

२ᄺޑઓဃ܄ҁ፦ளаዴҥǴฅࡕωૈวඦےځ௲܄ǵሺԄޑ܄фૈǶ 

 

筆者也在吳榮順，1988，《布農族傳統歌謠與祈禱小米豐收歌的研究》，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91-292。書中得知： 

 

Pasibutbut ӧଗޗဂǵޗဂύࣁࢂ૧၈ϐ౼ᄺǴฅԶ೭ᅿШـشԶځ

ޑୠݤǴѲၭޑӃॺࢂவব္ᏢٰګޑǻᏵޣӧϝฅᄽୠ Pasibutbut

 ௦ೖ่݀όѦЯΠӈΟᅿᇥǺပፓΜঁޑ

Ȑ1ȑ ѲၭޑӃॺӧԛ࣍ᘪՉύǴЭكࡉـϐύ०ᘣࢬᘞǴጩڻࣁ

ᢀǴҗࢂځӧكࡉύ०ᘣࢬᘞԋޑៜǴздॺᆪϐόғр๘ᑊ

ལࣙϐགǴӣޗډύϐࡕǴдॺวԏԋКଆၸѐҺՖԃाᙦǴ

܈ᖄགྷଆࢂܭ behanin ႣҢ܌ځӳǴޗࢂܭύ೭ت٤ηஒᘣѲύ܌

ᏢॣޑډៜႨΠѐǴжжό๊Ƕ 

Ȑ2ȑ ǾǾǾǴдॺӃวΑᗭѮεޑЕᐉҫܭӦǴѮЕύ໔ςύޜǴ

ԜਔԋဂޑᇋီȐlinmoȑǴΞᆀȐhatongusazuȑવ༗༗բៜǴ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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ύޑޜቃҞϐϺฅӅሳጃύሳៜǴΓഒ៌όςǴӢࣁдॺவٰ൩ؒ

Ԗ᠋ၸ೭ᅿϺ᠉ϐॣǶǾǾǾǾǾǾǶ 

Ȑ3ȑ ǾǾǾǾдॺӃ᠋ډӧ่ᕞࣦࣦޑλԯҖύǴԋဂ่໗ޑλചਁવ

੯०ԶၸޑᖂॣǴǾǾǾǾǶ 

 

    而布農族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的名稱由來，筆者從明立國，1991，《中

國民族音樂學會》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布農族祈禱小米豐收歌（Pasibutbut）

之發微＞，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87。的論文集中有提到： 

 

ࣹᛗλԯᙦԏᄺޑѲၭᇟࢂȨPasibutbutȩǴҁཀࢂȨϕ࣬רȩޑཀࡘǴ

೭ঁۓӜǴᡉҢΑѲၭΓۺཷޑǴаϷ߄೭२ᄺБԄǶ൩ॣޑຝٰ࣮Ǵ

ࣹᛗλԯᙦԏᄺុࢂՉॣޑำǴࢂεৎଆஒॣำǵॣୱӛȨרȩ่ޑ

݀ǴȨרȩޑၸำԖځޑۓচ߾ᆶБݤǴՠؒԖॣޑۓଯǶ೭ࢂᅿᄊ

 ၸำǶޑӝࠨӧεৎଆόᘐӛගܹॣଯύǴ൨ऍགᡍࢂѳᑽǴޑ

 

以上這些文獻是布農族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的歷史和由來，而筆者在呂

炳川，1982，《台灣土著族音樂》，台北市：百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65。 

一書有中發現布農族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以前的唱法和形式是： 

 

ǾǾѝԖϿኧ൳ঁԴΓॺᏧᏫୠрԶςǴӢࣁ೭२ᄺሡा 9 Կ 12 Γޑ

ԋǴ܌аǴӧϣགྷाӝ೭ሶӭޑᄽୠޣǴہჴόܰǴୠ೭२ᄺளݙཀӚБ

य़ǴҗՏڀԖሦᏤޑΓॄೢᏼǴӄϩԋ 3 ಔȐ3 ȑǴவࡕय़ϕ࣬Ћ

Ћൎԋ༝ତǶਥᏵаӧӚޑፓǴऩஒୠݤᆕӝଆٰԵჸޑ၉Ǵനֹӄޑ

ࠠᄊεठӵΠǺ 

    ϩԋΟঁიǴҗሦᏤޑΓவനեॣӃୠǴаଯऊъॣ৪৪ܹǴځѬ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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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բλΟࡋǵεΟࡋǵֹӄѤࡋǵֹӄϖॣکڐޑࡋଆܹǴሦୠޑޣᖂ

ୱၲډനଯॣਔǴӝୠջύЗǶǾǾǾ 

 

而在吳榮順，1999，《台灣原住民音樂之美》傳統藝術叢書；09，＜叁、布農族

／天生的合唱民族＞，頁 35-36。書中提到： 

 

ӧҞᗋૈᄽୠࣹᛗλԯᙦԏᄺȐPasibutbutȑޑѲၭပύǴܴቺࢂঁຯᚆ

ঁပǶӢԜǴ࣬ޑ߈চӦനௗޑѲၭӃനԐځ ၨځܭдᆫပޑѲၭဂǴ

ȨΖޑȩǴόՠևӧᄺᖳύǴӧѲၭനӜ܄ۓȨᛙޑαᄽୠኳԄځ

ॣӝୠȩ-ࣹᛗλԯᙦԏᄺȐpasibutbutȑύǴ׳֍ӝΓፄॣՉޑᄽୠኳ

ԄᆶᇥǶܴቺပᄽୠࣹޑᛗλԯᙦԏᄺǴচ߾ࢂа 8 ՏԋԃتηٰᄽୠǶ

೭ 8 ӜتηϩԋѤঁᖂǴǾǾǾ 

 

在上面的演唱分佈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知道，以前的演唱模式和現在的演唱模式有

些許的不一樣，而部落的不同也會有差別，而在每個時期繼續傳承布農族音樂上

都會有些許不一樣，而明德村的這個部落是他們布農族的第三代。所以筆者綜合

了上述的文獻資料，將這些傳統的文獻資料作為論文的參考資料，再與筆者實際

田野調查出來 Pasibutbut 的音樂文化相互比較，做為此篇論文所要探討的主要部

份。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筆者原先選擇了布農族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為研究的題目，但在這

之前有許多學者已經在這一區塊做了許多非常詳細的研究。後來在第一次與明立

國老師討論之後，找到了南投縣明德村裡面的 pasibutbut 來做為研究的對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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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的田野調查工作中從協助記錄的工具（錄影機、相機、錄音筆…等）中

及田野筆記的記錄，整理成田野日誌，其中發覺布農族現今已沒有任何的祭典儀

式，這樣的情形與之前很多學者所調查情況並不一樣，所以筆者想藉由田野調查

去探討現在布農族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所使用在什麼場合，而受到現在

社會的影響後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演唱行事演變的過程。再輔以許多學者

的調查資料作為參考，再與筆者所做的田野記錄現況資料來比較出以前與現今的

異同之處；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必須親自踏入田野中調查清楚，透過多項的問答和

不斷的訪問來增加資料佐證，再從這當中研究現在的 pasibutubt 祈禱小米豐收歌

是如何保存最傳統的文化音樂，在來加以分析與比較。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筆者的研究範圍是以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作為研究對象，布農族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受到現代社會影響後如何表演以前的祭典儀式與如何繼續傳承

下一代的方法，因為布農族的祭典儀式已消失，而從明立國老師那裡得知，現在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還有一個保有最傳統的音樂文化之團體，所以我的研究範圍

就以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為研究對象。 

    現今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因為基督教的傳入，所以使得布農族的傳

統祭典儀式也慢慢的消失。因此，筆者在田野調查時，遇到了沒有辦法呈現祭典

儀式活動影像的限制，也沒有辦法可以完整取得傳統 pasibutbut 的祭典儀式。所

以只能在以前的文獻資料中，得到布農族傳統 Pasibutbut 的音樂記錄，而在這個

「Lileh」團體中的 Pasibutbut 唱法是在布農族的社群中唯一在聲音與年齡上最為

平均的團體，也是唯一還有繼續傳承布農族傳統 Pasibutbut 唱法的部落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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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布農族布農族布農族布農族族群族群族群族群的歷史與文化的歷史與文化的歷史與文化的歷史與文化    

 

第一節 布農族的社群與遷移 

 

布農族是一個典型的高山民族，他們的居住地位於在台灣的中部，以台灣的

玉山山脈為主，他們是台灣原住民中居住最高的一個民族，有人稱他們為玉山的

子民和守護者。 

    布農族在居住觀念中是以氏族作為區分，在早期的布農族居住型態與我們現

在所看到的居住型態是不一樣的。現今所看到的型態是在 1895 年日治時期被日

本政府統治他們把布農族集體的遷移及遷村，而在 1945 年國民政府統治台灣後，

進一步的提出了一些政策，積極的推動原住民居住地的交通建設、生活改善、義

務教育等等的政策，提高了原住民的生活水準1。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並非布

農族早期的居住型態。在布農族的基本分類上是分為郡社群與巒社群，這兩個社

群上有一些差別，在語言上和文化特質上以及音樂也都有所不同。這兩個社群是

布農族社群中最大的兩大社群，而其他的卓社群、丹社群、卡社群，都是後期才

從巒社群分支出去的。我們可以在他們遷移時得知他們都還是以『氏族』為單位，

從舊社 Asang 這個地方遷移到其他的居住地，筆者在田野中得知原先是郡社群先

來到現在的明德部落，後來才有巒社群的搬入明德部落。雖然布農族分成五個社

群，但是他們之間都還是互相的協助對方2。 

 

    Ѳၭځ٩МޑόӕёϩԋϤঁޗဂǴϩձࣁǺޗڑဂȐtake todoȑǴь

ဂȐbubukunȑǴޗဂȐtake banuaȑǴଗޗဂȐtake vatanȑǴޗဂȐtake bakhaȑǴϏޗ

ើޗဂȐtake pulanȑǶϤঁޗဂаޗဂǵើޗဂǵଗޗဂࡌҥനԐǴԶϏޗ

                                                      
1參考資料於黃應貴，2006，《布農族》，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頁 2-5 
2參考資料於葉家寧，2002，《台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南投市：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頁 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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ဂᆶьޗဂ൳ЯӕਔԾޗဂϩрٰǴԶьޗဂӧϩрޗڑဂٰ3…… 

 

本來是六個社群，因蘭社群人數較少已被住在附近的鄒族所同化了，因而蘭社群

現今已經沒有了，所以現在的布農族社群分佈為五大社群，這五大社群有：卓社

群、卡社群、郡社群、巒社群、丹社群。 

筆者從田野調查中得知，布農族現在分為四個縣市、八個鄉，原先是由 Asang 的

舊社慢慢的從郡大溪、巒大溪、丹大溪、卡大溪分散到不同的居住地點，現在各

分至南投縣的信義鄉、南投縣的仁愛鄉、高雄縣的那瑪夏鄉（原三民鄉）、高雄

縣的桃源鄉、台東縣的海端鄉、台東縣的延平鄉、花蓮縣的卓溪鄉、花蓮縣的萬

榮鄉，而布農族現今的人口數大約是三萬五千人至四萬人左右，以南投縣為分佈

最多人口，也是台灣原住民中人口數排名第四名。 

目前五個社群的居住地分別在： 

表 2.1-1 

（（（（一一一一））））卓社群卓社群卓社群卓社群（（（（taketaketaketake----todotodotodotodo））））：：：：南投縣信義鄉久美村、仁愛鄉中正（過坑）、法

治（武界）、萬豐村（曲冰）。  

（（（（二二二二））））卡社群卡社群卡社群卡社群（（（（take bakhatake bakhatake bakhatake bakha））））：：：：信義鄉南潭、地利、雙龍三村。  

（（（（三三三三））））丹社群丹社群丹社群丹社群（（（（take take take take vatanvatanvatanvatan））））：：：：信義鄉地利村、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村。  

（（（（四四四四））））巒社群巒社群巒社群巒社群（（（（takebanuadtakebanuadtakebanuadtakebanuad））））：：：：信義鄉豐丘、望鄉、明德、新鄉、人倫及花蓮縣

卓溪鄉。  

（（（（五五五五））））郡社群郡社群郡社群郡社群（（（（bubukunbubukunbubukunbubukun）：）：）：）：信義鄉東埔、羅娜、明德及台東縣海端鄉、延平鄉

及高雄縣那瑪下鄉（原三民鄉）、桃源鄉。 

資料來源：吳榮順，1988，《民俗音樂研究會》第五屆論文集。筆者整理製表格4。 

                                                      
3吳榮順，1995，《布農族音樂》，南投縣：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頁 21 
4吳榮順，1988，《民俗音樂研究會》第五屆論文集，＜布農族祈禱小米豐收歌之研究＞，台北：

民俗音樂研究會，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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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社會的特色 

 

布農族文化與社會的特色有音樂文化、宗教的信仰、祭典與慶典、氏族、社

會生活等等的文化特色，筆者根據金文獻先生的說法得知，布農族是一個典型的

父系社會，他們是原住民族群中唯一沒有頭目的原住民族群。布農族是保存原始

氏族制度最為完整的一個原住民族群，他們是一個典型的大家庭制度，在布農族

的氏族中最老的長者就是他們氏族中的大家長，也是這個家族中擁有所有權利的

人。而布農族與其他族群的不同在於，布農族並不重視個人的功績，因為布農族

是一個集體式的民族，他們所有的活動都是大家一起參加，他們強調個人的能力

是需要在這個大團體中受到大家的肯定才是一個有能力的人5。 

    布農族的傳統社會裡面，他們的經濟來源都是自給自足的方式。男生就是負

責在外狩獵、擔當保護部落的安全；女生是負責日常生活的農業、家中的雜事，

如果有比較吃重的工作男生才會來幫助，但等到男人已經年老或是生病， 

才會留在家中幫助一些事情6。 

    而在布農族的傳統信仰上，以前的布農族是祭拜天神（Dihaning）。在布農族

的生活當中祭典是他們最基本對天神祈禱的儀式，所以布農族有許多祭典儀式的

活動，每年的一到十二月都有祭典儀式。十二月至一月是小米的播種祭、一月至

二月是農具封鋤祭、二月至三月間是結束小米播種祭、三月是小米田除草祭、四

月是驅疫祭、四月至五月是打耳祭、六月至七月是小米的收穫祭、七月至八月是

嬰兒節、八月是小米進倉祭、八月至九月是新年祭、十月至十一月是農地開墾祭，

其他還有狩獵祭、成年禮、小孩成年禮7。 

 

                                                      
5吳榮順，1999，《台灣原住民音樂之美》傳統藝術叢書；09，＜叁、布農族／天生的合唱民族＞，

頁：31 
6海樹兒．犮剌拉菲，2006，《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台北市：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國

史館台灣文獻館，頁 118 
7參考資料於田哲益，2009，《玉山的守護者-布農族》，台北市：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頁：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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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祭典儀式名稱祭典儀式名稱祭典儀式名稱祭典儀式名稱    祭典儀式祭典儀式祭典儀式祭典儀式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十二月至一月十二月至一月十二月至一月十二月至一月    小米的播種祭小米的播種祭小米的播種祭小米的播種祭    在播種小米之前舉行的祭

典，藉由這個祭典儀式像天

神祈禱小米豐收。布農族很

重視這個祭典，會殺豬祭

祀。祭式的地點大多是在，

種植小米的農地或是住家。 

一月至二月一月至二月一月至二月一月至二月    農具封鋤祭農具封鋤祭農具封鋤祭農具封鋤祭    農具封鋤祭主要祭祀的對

象是「鋤頭」、「手鍬」等等

的農具。感謝這些農具圓滿

的完成了播種的工作，都是

在播種完後舉行。地點在自

己住家得倉庫，祭祀完將農

具收藏於倉庫中。 

二月至三月二月至三月二月至三月二月至三月    結束小米播種祭結束小米播種祭結束小米播種祭結束小米播種祭    這個節日是布農族人對天

神奇願豐收與感謝的祭典儀

式，再祭典的期間，家中不

能太乾淨，這樣小米會長不

出果實，五天祭典過後，才

將住家打掃乾淨。都是在農

地舉行這個祭典。 

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小米田除草祭小米田除草祭小米田除草祭小米田除草祭    除草祭目的是為了要告訴

小米與天神他們即將要除

草，祈求禾苗可以成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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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因為雜草會影響小米的

生長，所以布農族才會有除

草這個工作和儀式，都是在

小米田舉行祭典儀式。 

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驅疫祭驅疫祭驅疫祭驅疫祭    驅逐祭是驅逐一些侵害族

人健康和牲畜的病魔污穢，

消災祈求健康平安的祭典儀

式，祭典的地方在各自的住

家庭院中舉行。 

四月至五月四月至五月四月至五月四月至五月    打耳祭打耳祭打耳祭打耳祭    打耳祭是布農族一年中最

盛大的祭典，通常都是在天

還沒亮的時候開始舉行。就

由這樣的射耳形式祈求獵物

豐收，後代子孫能夠成為優

秀的獵人，是一種狩獵的祭

典。都是舉行在各氏族族長

的庭院或是公共廣場。 

        六月至七月六月至七月六月至七月六月至七月    小米的收穫祭小米的收穫祭小米的收穫祭小米的收穫祭    收穫祭是告知天神他們要

開始收割全部的小米，舉行

收割儀式，並會殺豬來祭天

神和小米靈。族人認為祭祀

就能夠獲得豐收，所以都會

在小米田舉行此項祭典儀

式。 

七月至八月七月至八月七月至八月七月至八月    嬰兒節嬰兒節嬰兒節嬰兒節    又稱嬰兒祭、嬰兒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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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節日一年舉行一次。在八

月月圓時舉行，在各住家舉

行。主要的行事是在嬰兒胸

前掛上美麗的項鍊，象徵嬰

兒成長會像項鍊一樣美好。

目的是希望這樣的新生命，

帶來了喜悅與希望。 

八月八月八月八月    小米進倉祭小米進倉祭小米進倉祭小米進倉祭    進倉祭是布農族人小米收

割完，將小米曬乾後，儲存

於倉庫內的祭典，感謝天神

與祖靈的儀式，都是在住家

舉行。 

八月至九月八月至九月八月至九月八月至九月    新年祭新年祭新年祭新年祭    新年祭是布農族人新年的

開始。這個祭典是各家舉

行，目地是祈望來年又可以

豐收，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的意思。 

十月至十一月十月至十一月十月至十一月十月至十一月    農地開墾祭農地開墾祭農地開墾祭農地開墾祭    開墾祭是布農族人在預備

開墾一片新地時所舉行的祭

祀，目地是告訴天神他們要

揭開地面的農耕。在舉行祭

典時都必須遵守許多禁忌，

這屬於家祭，就是各個住家

舉辦。 

資料來源：田哲益，2009，《玉山的守護者-布農族》，台北市：台灣書房出版有

限公司，頁：82-95。筆者整理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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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儀式祭典當中也有許多禁忌在，౼ڂሺԄύǴޑגाߚதᝄǴ  

ঁΓाᙣޑᒥӺǴӵ݀ҍגǴѸௗڙೀᆦǶ܈ఠፎӄပ٦ޑҔǴ

ӚᅿޑઔᅽǶ၀ޑઓډ৹ઓǹளڗఈ׆ࢂޑҞޑ᠑ǶЬाکҢၰᄹ߄

ሺԄՉਔǴନ૧၈ޑவࢂឦܭ౼ሺޑπբϐѦǴόૈᚆ໒ပவځ٣Ѭޑπ

բǶၴϸΑ೭ᅿגǴӵ݀ပύวғख़εཀѦ٣ҹǴ၀ΓஒԋࣁҠϐޑǴѸ

ఠа٦ӄပޑΓǶдॺ࣬ߞಥᚆ౼ڂሺԄࢲޑࢂჹઓޑόལǴ೭ΨᏤ

ठΓઓ܌ᒪకǶ 

    Ԗᜢ࣍ᘪ౼ሺதޑـגԖǺрวόૈ־ܫǵόૈѺቔᓶǴύόૈႣـ

ೂǵႵǴӧ҂ၲډಃঁ TaukulȐξαȑόૈܜکελߡǴց߾ѺόύᘪނǶ

ৎΓ׳ѸᒥӺ SamoȐ࣍ᘪגȑٯӵǺՐࡂόૈѺǴ೭ኬᏤठ܌Ԗޑᘪ

າǹόૈᙃѲǴ೭ኬᏤठᘪΓξᛯಋॹȐӢഞጕӵξᛯȑǹόૈπբǴނ

ӢᙌβᡣݝβวૌǴ೭ኬᏤठᛌԺܰᆭឳǴคݤ१ҔǹόૈӞεᇁǵᇺ

Ԗ३ޑښ१ނǴӢࣁ೭ᅿᐚࣁښᡣނᆪ॥ԶǹόૈॷО๏ձΓǹόૈࢱ

ՊܺǴ೭ኬᏤठᘪΓόύᘪނǶځύৎΓԖԝΫޣǴനגࣁᒈǴѸҥջࢴ

ΓஒୖуޑৎΓћӣǴց߾၀ΓҭӧξวғཀѦǶৎΓࣁΑᗉխҍגǴ

ৎΓΕξ࣍ᘪځ໔Ǵۚৎޑζǵู࠸όᆶΓ࣬ϕٰ۳8...Ƕ而在這些文獻

當中得知的禁忌，在現在的布農族文化中，因為西方基督教傳入後，也跟隨著走

入歷史。 

    在筆者田野調查中，司明信長老的口述歷史得知，這些祭典儀式在西元 1950

年西方基督教傳入之後，祭典儀式就沒有再舉行了，也在金文獻理事長口述歷史

中知道，現在明德部落的布農族人都是信仰於基督教，所以有就慢慢沒有了任何

祭典儀式，也因為生活的方式改變，讓他們的社會文化也跟著改變了。 

 

 

                                                      
8霍斯陸曼．伐伐（王新民），《中央山脈的守護者：布農族》，＜第三章人神合一的律法＞， 

台北縣：稻鄉出版社，頁 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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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明德部落目前的社群與生活 

 

筆者現在所調查的明德部落現在的社群中有郡社群、巒社群，而在明德部落

當中現在最多的社群是郡社群。從筆者田野調查中的金國南口述歷史資料9中得

知，原先南投縣信義鄉原先都是鄒族所居住的地方，從換成日本統治的之後，才

變成布農族居住在南投縣信義鄉，因為當時郡社群是第一個從 Asang 移下來的社

群，也是第一個先到信義鄉的社群，他從最之前的老理事長司明信的口傳歷史中

了解當時鄒族與布農族兩個族群是互相殘殺的，而郡社群到了明德村之後，他們

與鄒族協議是否不要在有爭鬥，當時布農族為了與鄒族和平相處，所以也殺了一

頭牛送給鄒族頭目當作和解的禮物，加上日本也反對兩族之間繼續戰爭，也與鄒

族商量後，所以才慢慢把布農族從 Asang 趕下山到明德村，所以先來到明德村的

則是郡社群。而當時巒社群的領導者堅持不讓他們巒社群移到明德村，領導者說

除非我死了才可以移到明德村，所以他們就等到那位巒社群的領導者去世後才移

入明德村，因此巒社群比郡社群晚了約一二十年才移居到明德村與郡社群一起生

活。也因為這樣，在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的布農族社群中包含有郡社群和巒社群

兩大社群，這也是布農族受到了大環境的影響造成他們居住地點的變遷。而現今

南投縣信義鄉居住的族群不僅僅有布農族人，還有非原住民與一些其他原住民族

群，現在的戶數有 5244 戶，原住民的男生有 5041 人、女生有 4465 人，非原住

民的男生有 4227 人、女生有 3422 人，總共人口數有 17260 人，有 14 個村 119 鄰，

這是南投縣信義鄉戶政事務所民國 100 年 3 月 31 日統計的人口數。現在明德部

落中也有少數的原住民與平地人通婚，或是與其他族群的原住民通婚，所以現在

的布農族不在像以前傳統文化一樣，只能和布農族人結婚，但還是禁止與同姓氏

的人結婚。 

 

                                                      
9
 田野調查，2011.01.15 星期六，南投縣信義鄉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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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資料來源：南投縣信義鄉戶政事務所民國 100 年人口統計資料。筆者自製。 

 

原是住在高山上的布農族，生活經濟來源是靠著務農的方式。從歷史資料中

也可以了解，在布農族的飲食文化中是從農耕或者是狩獵、捕撈、飼養、採集中

獲得食物10。而現在經由社會的變遷，使得現在布農族的生活經濟來源都是以農

業為主或是飼養等等的工作，還是有一半以上的人還是以農耕為主要的經濟來源，

但狩獵已經比較少，有些人家會用自己飼養的方式來取得肉品，但還是保有到山

上狩獵山豬和山羌的習慣。農耕主要是以種植梅子、葡萄、檳榔為主，而飼養的

動物有山羊、雞、鴨等等家禽和家畜。所以筆者做田野調查時，發現在部落當中

的年輕人，都是為了讓自己的生活經濟能夠變得更好，所以都往都市或是市區去

發展，很少有年輕人留在部落當中繼續從事農業。 

筆者在田野調查時，了解部落的長老們希望年輕的族人能將布農族的社會文

化特色繼續的傳承下去。也就是把傳統文化延續下去，讓他們的後代子孫都能知

道布農族這個族群以前的社會文化特色有哪些。不要因為受到社會變遷的關係，

                                                      
10田哲益，2009，《玉山的守護者-布農族》，台北市：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頁：13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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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響到他們原有傳統社會文化的保存。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布農族的音樂文化布農族的音樂文化布農族的音樂文化布農族的音樂文化    

 

第一節 音樂概念與類型 

 

布農族的合音唱法是他們最傳統的音樂，有人稱他們為天生的合唱民族，天

神賦與給他們天生的音感與音質。布農族人的音樂中幾乎沒有獨唱除了在童謠中

以兒童來演唱的話才有獨唱，但如是由成人演唱的話，族人仍會用熟悉的大三和

弦來形成四聲部的合唱，而在布農族中是沒有舞蹈的，他們是台灣原住民族群當

中最獨特的一個民族，他們都是以集體的方式來演唱。雖然他們沒有跳舞，但他

們有著仿如天籟般的和聲，而這樣的歌聲足以讓他們有著與其他民族不同的音樂

文化與特色11。在筆者所找到的文獻資料中有提到： 

 

ᗨฅдॺؒԖឺᆟ„ඇޑངᄺԔϕນ૱ǴՠࢂԔൿᄺىаᖺΓఽǴзΓ

Ǵ״ऊޑ౼ሺ҇ޑಷᝄٗࢂ׳٬ฅǴ܄҇ޑύখࢋٗࢂϐǶ೭ࣁ

ωૈബр೭ᅿᄺѸӝॣޑຝ12Ƕ 

 

在這段話當中可知道，布農族的音樂歌曲中是沒有愛情歌曲的，但他們所創

造出來的音樂大多都是以敘述當時的心情為主。 

而在布農族的音樂文化中，從傳統所保存下來的音樂我們可以把他分出三種

類型，而這三種類型分為：歌謠、祭儀歌曲、樂器。但在這三種類型中又有許多

傳達出不同意思的傳統音樂，以下表格為這三種類型的內容： 

 

                                                      
11吳榮順，1995，《布農族音樂》，南投縣：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頁 34 
12田哲益，1995，《台灣布農族風俗圖誌》，台北市：常民文化出版，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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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類型名稱類型名稱類型名稱類型名稱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歌謠歌謠歌謠歌謠    

    歌謠分成兩種：（1）生活性的歌謠、（2）童謠 

（1） 生活性的歌謠：這一類的歌謠主要的內容都是與布農

族的日常生活有關，歌詞內容大多是在說工作、婚嫁、

苦悶、勞動等等瑣碎得生活內容。而在這個歌謠演唱

時是沒有禁忌的，因為有時歌詞內容屬於開心的，尤

其這個生活性歌謠常是使永在布農族人飲用小米酒

時。 

（2） 童謠：而童謠的主要內容是屬於寓言性、童話性的簡

潔歌詞，充滿了童稚有趣的音樂內容。 

    而這兩種歌謠的演唱方式都是以合唱或是重唱的方式來

演唱。 

    

祭儀歌曲祭儀歌曲祭儀歌曲祭儀歌曲    

    祭儀歌曲的內容一定是與他們的農耕祭儀、狩獵儀式和

生命禮俗結合在一起的。但在這些祭儀歌曲中有著特定的宗

教功能和演唱的禁忌，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莊嚴肅穆的歌曲，

布農族人在演唱時，是不可談笑風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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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榮順，1995，《布農族音樂》，南投縣：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

管理處，頁 41-42。筆者整理製。 

 

    從這樣的音樂內容可知道，布農族的音樂文化類型中，包含了全部布農族的

傳統生活儀式和生活型態。在他們的音樂當中可以感受，『音樂』是布農族人的

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精神支柱。 

 

第二節 音樂表現與風格 

 

    布農族的音樂呈現大多都是以合唱與重唱的方式來表現，他們是一個非常

講究和聲的民族。在和聲上面的運用是以大三和弦來自由運用，幾乎在合唱的

歌曲當中都一定會在大三和弦中的三個音上重覆或是高八度，他們需要有很好

的默契來完成這樣完美和諧的布農族歌謠，布農族人非常講究和追求這樣的音

樂和諧度，這也是他們音樂的最大特色之一。 

    在歌謠的演唱方式上有合唱的方式、重唱的方式、朗誦領唱與合唱、呼喊

的方式，在這幾個演唱方式中，最為典型的布農族演唱方式為合唱方式，這種

方式是以西方音樂的 Do、Mi、Sol、Do 來形成四個聲部或是三個聲部，都是以

    

    

樂器樂器樂器樂器    

    

布農族中的樂器種類共有六種，分別為：弓琴、口簧琴、

五弦琴、杵音、搖搖器及敲擊棒。 

（1） 弓琴（Latuk） 

（2） 口簧琴（Hung Hung） 

（3） 四弦琴（Latuk-panhil） 

（4） 杵音（tortor） 

（5） 搖搖器（lahlah） 

（6） 敲擊棒（kipahpah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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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音高，但節奏的合唱方式為主。例如：敘事歌（Ting Kabu）、誇功宴

（Malastapanng）等歌曲。 

    筆者認為，在每一個族群、地區及國家都會因為居住得生活環境及地理位

置不同，在音樂的表現及風格上也會有很大的不同。筆者在國立台南大學音樂

教育研究所許淑珍的碩博士論文中得到： 

 

1. চՐ҇ᄺୠޑԄǺ 

  аΠࣁதඁӧȠ໘ࢤѠ҇ᖳࣴزȡਜύǴჹচՐ҇ᄺୠࠠޑࢂϩᜪǺ 

Ȑ1ȑ ൂॣୠݤȐᐱୠ܈ᄡୠȑǺ 

Ʉ1 ਟᇝୠݤǺаλॣޑำਟᇝ٣ࡺǴӵऍǵ௨Ƕ 

Ʉ2 ᔈเୠݤȐჹୠୠݤȑǺሦୠޣӃୠ 1 ѡǴεᔈเᙟୠሦୠޑᄺ

ຒǴӵၽǵߓऍǶ 

Ʉ3 ԔፓୠݤȐ҇ᄺୠݤȑǺϸᙟֹޑۓڰԔፓࡓǴӚԖǶ 

Ȑ2ȑ ፄॣୠݤǺ 

Ʉ1 4 ܈Ȑࡋ 5 БǴζᖂаѳՉࡓޑғتǺӧݤȑѳՉୠࡋ 4  ࡋ

Ȑ5  ᄽୠǴӵѲၭǵᖻহǶࡓޑȑࡋ

Ʉ2 ௹ՉୠݤǺӧុϸᙟޑեॣୠрࡓǴӵ௨ǵᎹഩǵ 

 ऍǶߓ        

Ʉ3 ፺ୠݤǺа࣬ৡኧܡԶᄺୠ࣬ӕޑࡓǴӵੀǶ 

Ʉ4 ԾҗჹՏୠݤǺӧЬୠޑޣࡓǴኧΓуаࡓᄺୠǴӵߓऍ  

        ǵ௨Ƕ 

Ȑ3ȑ کᖂୠݤǺ 

Ʉ1 Ǻаݤಌୠککڐ 3 ǵ4ࡋ ܈ࡋ 6 ಌԶᄺୠǴԖჴຒکǴԖਔΟࡋ

 ǴӵѲၭǵၽǶޑǵΨԖຒȐຒȑޑ

Ʉ2 ԾฅکಌୠݤǺаޑॣݱಃ 3ǵ4ǵ5ǵ6 ޑಌϣکεΟޑЬ༸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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ӝॣӝୠǴӵѲၭ13Ƕ 

 

在這文獻探討的資料當中可以知道，布農族和聲唱法是以自然和絃唱法或複音唱

法所形成的，與其他族群的唱法也有些許的不同之處。 

    但在祭儀歌曲中有一首曲子與一般的歌謠唱法是不同的，這首祭儀歌曲就是

布農族在 1952 年日本音樂家黑澤隆潮所收錄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這是

一首布農族在每年二月播種祭之前所傳唱的一首祭儀歌曲。而這首曲子的演唱方

法不像一般歌謠的演唱方式是以固定大三和絃來演唱的，這一首祭儀歌曲筆者將

會在下一章節詳細的探討。 

布農族人具有非常卓越的合音音感，在他們的音樂表現風格中，算是一種

人類行為的表現方式，而這種唱法很明顯的表示著他們族人與族人之間的默契

需要有非常融洽的關係，因為布農族人音樂的表現方式和演唱風格都是屬於集

體式的表演風格，所以在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在筆者田野調

查訪談中，受訪者金文獻理事長也有提到，他們平常一個禮拜中都需要抽出兩

天至三天的時間練習，也是因為要增加他們團員與團員之間的默契。如果沒有

常來參與練習的團員，是無法一同參與演出，因為他們有可能會因之間的默契

不足而出錯。就有如他們在打獵的時候，身邊的同伴需要非常足夠的默契和了

解對方打出的暗號，如此才能降低這次打獵行動的危險。所以在布農族的團隊

中，他們相當再意與身邊族人之間的默契是否良好。 

 

 

 

 

 

                                                      
13許淑珍，2005，《運用台灣原住民歌謠於國民小學音樂課程之研究—以布農族為例》，國立台南

大學音樂教育研究所碩博士論文，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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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明德部落的音樂現況 

 

    現在的明德部落依舊傳承著上一代老人所傳授給他們的演唱方法，而這一代

已經是明德部落的第三代了。在調查過程中，筆者發覺明德部落的音樂文化並未

受到現今社會的影響，因為老一輩的族人還是秉持著傳統的音樂文化來做傳承。

這些第三代的族人們，也一樣堅持不要加入任何新的元素在他們的音樂文化當中，

因為他們希望可以繼續將布農族最傳統的音樂文化原原本本的傳承給後代子孫。

雖然西方基督教的傳入改變了他們的信仰，但在明德部落裡面西方宗教音樂和傳

統的布農族音樂還是分得相當清楚，基督教是他們現在的信仰，而傳統的祭儀歌

曲是他們祖先所留傳下來的音樂文化，而這個音樂文化與他們所信仰的宗教無關，

這是他們最一致的信念，也就是有這樣一致的信念，他們的音樂文化才得以源源

不絕地流傳，讓我們還可以聽得到和看得到布農族最傳統的祭典儀式歌曲、歌謠

與樂器。 

    筆者在田野調查訪談時，從在受訪者金文獻、全伍阿限、金國南、全秀蘭、

王國慶等人的回答中得知，現今有兩個問題一直是現在明德部落所煩惱的，一為

樂器的製作問題、另一為整個音樂文化傳承的問題。因為小孩子受到現在的資訊

網絡影響，對自己族群的音樂文化完全沒有興趣，這些年輕一輩的族人認為如果

有了他們年輕人的加入，就會奪走了自己父親或是母親在團體中的位子，所以目

前明德部落正在這兩個問題上，努力的進行溝通以期能有所解決。而在樂器製作

上面，也有製作材料的取得及製作技巧上的問題；現有製作樂器的材料少之又少，

老一輩的族人慢慢地凋零，目前部落中僅存的一兩位會製作樂器的老人也已臥病

在床，因而製作樂器的技巧與方式有漸漸失傳之虞，因此現在的族人正在拼湊當

時觀看製作的片段過程，冀望能從中尋求製作的技巧及方式，直到現在還無法拼

湊出完整的製作過程。 

也因為現在有這樣的問題出現，所以在傳承這方面，明德部落的族人已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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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承上開始著手計畫。像是在之前他們在部落當中舉辦製作口簧琴的教學活動，

信義鄉公所邀請了望鄉村會做口簧琴的全春榮長老來做教學。製作口簧琴的技巧

非常的難，大家所做出的口簧琴都吹不出聲音，所以在製作上面還是需要花一點

時間研究。當時全春榮長老看到現在明德部落有許多族人會吹口簧琴，非常的高

興，因為他感覺到部落在傳統的文化的傳承上以邁出了一大步。但這次我們在田

野調查時得知，全春榮長老因已年是已高身體的狀況不穩定，所以經常進出醫院

無法做更近一步的調查，令人深感遺憾。不過在明德部落的這一群布農族人，有

著一個很強的信念是，那就是他們不但傳承祖先所留下來的傳統音樂文化，更要

將它推向國際，讓世人也能聽見布農族優美的傳統音樂。 

 

 

 

 

 

 

 

 

 

 

 

 



 

23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以南投縣信義鄉明德部落為例以南投縣信義鄉明德部落為例以南投縣信義鄉明德部落為例以南投縣信義鄉明德部落為例    

 

第一節 明德部落「Lileh」團體的背景 

 

「Lileh」這個團體是南投縣信義鄉明德部落所創立的一個傳統音樂文化團體，

主要的演出內容都是以布農族最傳統的歌謠、祭儀歌曲、樂器作表演。這個團體

最初是由幾位長老先招集組成，這些長老主要目的是為了他們自己布農族的文化

傳承所創立。而在 1999 年 11 月正式成立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Lileh」

這個團體也為了展演而正式成立，展演的人員都是以信義鄉明德部落的布農族人，

他們所表演的內容重點都是以來自高山最原始的聲音。這團體的演出經驗相當的

豐富，早在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還未成立前，1996 年就已經受邀至國家

劇院演出，也在 1997 至 1998 年間受邀赴羅馬於教宗面前演出，而在正式成立後，

陸續也開始受邀至一些傳藝活動、比賽活動與活動序幕儀式的演出。這個團體不

只是國內的演出，在 2006 年也受邀至日本東京國際和唱大賽演出，這次的演出

讓團體裡的老人、族人都相當開心，這是他們第一次出國宣揚他們的文化。而在

這次的出國演出後，在隔年 2007 年的七月波蘭也邀約參加勇氣節的節慶活動。

這個團體從開始組成的 10 至 20 人，到現在已有約 30 至 40 人左右，所以團體裡

的成員也一直不斷地增加與調整，因為他們這個團體是一些對自己布農族音樂文

化有興趣的族人主動參與，並不是以此作為他們營利的工作，全部的團員都有自

己的工作崗位。而參加的年齡上大多是 30 至 85 歲之間，幾乎沒有 30 歲以下的

年輕人。在團體中可看見明德部落的「Lileh」團體，是如此的積極在推廣他們的

傳統音樂文化，讓世界各地都知道台灣原住民中，明德部落還保有布農族最傳統

的音樂文化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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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台灣布農族 Lileh 之聲成員團體合照。資料來源：『Lileh』演出節目單 

 

在『Lileh』團體從創立至今算一算也已有 12 個年頭了，最初這個團體所招

集的第一批族人，都已經一一去世了，而司明信長老（郡社群）他是現在這個團

體中最年長的一位，也是從一開始團體創立至今的重要耆老，今年 83 歲。能夠

讓這個團體中的傳統音樂能得以繼續保有及傳承，也是司明信長老一句句地口傳

下來的。司明信長老在團體中負責的是 Pasibutbut 的中音、歌謠、祭儀歌曲。 

 

 

圖 4.1-2：司明信長老，郡社群。張凱婷 拍攝。201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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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理事長金文獻（巒社群），是從 16 歲加入『Lileh』，從剛開始加入時，

就是在老一輩族人的身旁邊聽邊學，所以他算是現在團體新加入的團員中，年資

最久的一位。在這團體中是負責 Pasibutbut 的領唱（最高音聲部）、歌謠、祭儀歌

曲。 

 

 

圖 4.1-3：『Lileh』現任理事長。金文獻理事長，巒社群。程秋淳 拍攝。2011.03.16 

 

而這個『Lileh』團體的前一任理事長金國南（巒社群），金前理事長的爸爸

（金正義 先生）也是一開始創團的成員之一，他們在布農族的樂器上也提供了

很多傳統的歷史。而金前理事長是在團體中負責 Pasibutbut 的最高音聲部、歌謠、

祭儀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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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Lileh』前理事長。金國南前理事長，巒社群。程秋淳 拍攝。2011.03.16 

     

在這團體中的總幹事王國慶（泰雅族），是在他們的團體中負責接洽所有活

動的重要人物，在團體中的大小事情都是由他負責來處理，他也是在『Lileh』團

體中唯一不是布農族人的成員，而他在這團體當中也參與演出，因為團體中的族

人認為他是布農族的女婿，也可算是他們家族中的一份子，所以就一起拉他進來

參與。他是在團體中負責 Pasibutbut 的最高音聲部、歌謠、祭儀歌曲。 

 

圖 4.1-5：『Lileh』總幹事。王國慶總幹事，泰雅族。程秋淳 拍攝。201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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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ileh』團體中，有這些主要的耆老與這些理事長、幹事及集體團員的努力之

下，讓布農族的音樂文化在宣揚和傳承的過程中進行非常的順利。但在筆者田野

調查的訪談當中，了解到團體當中每一個族人都有著自己家中的文化傳承，所以

在這團體中也融入了不同的意見在其中，所以在討論的過程也會多出現許多不同

的歷史文化。在這樣的意見融合之下，讓布農族的傳統音樂文化有了更豐富多元

的內容。 

 

第二節 Pasibutbut 使用及存在的方式與脈絡 

 

布農族的祭典儀式歌曲中，最受人們矚目的祭儀歌曲就是 Pasibutbut 祈禱小

米豐收歌。這首祭典儀式歌曲在 1952 年被黑澤隆朝收錄，寄至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之後，被視為世界音樂文化中最罕有的一種現象。 

 

一、Pasibutbut 的歷史與傳說：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在以前的布農族當中，是每年二月的播種祭之前

所唱的祭典儀式歌曲，當時只存在於五大社群的郡社群和巒社群兩個社群中傳唱。

而在筆者的田野訪談中知道，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的發明是由郡社群所發

明的，在這首祭儀歌曲的由來與傳說有三種說法，分為： 

 

表 4.2-1 

傳說傳說傳說傳說    傳說內容傳說內容傳說內容傳說內容    

 

 

瀑布的傳說 

在某次狩獵的行動中，看見山谷之中的瀑布，由其是在幽

谷中瀑布造成的迴響，令他們不禁產生出肅穆敬畏的感

覺，回到部落中之後，他們發現收成比起過去任何一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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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於是聯想起聽到的瀑布聲，於是社中這些男子將瀑布

中聽到的聲響來做模仿，之後就一直傳下去了。 

 

 

 

蜜蜂的傳說 

在某次狩獵的行動中，發現了一顆巨大的枯木橫躺在地，

巨木的中間是以空洞，有成群的蜜蜂展翅嗡嗡作響，在中

空的巨木之天然共鳴箱，族人很開馨的回到部落模仿出在

山上聽到的聲音。 

 

 

小鳥振翅的傳說 
在結穗盈盈的小米田中，成群結隊的小鳥振翅疾飛而過的 

聲音，模仿而學會了這首歌曲。 

 

資料來源：筆者經由田野調查後所整理的口述歷史。筆者整理製。 

 

在明德部落的族人都是覺得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是瀑布的聲音，這樣的傳

說與文獻資料中的說法大致相同。 

    這首祭儀歌曲的名稱意思是『拉著別人的手一起參與我們的 Pasibutbut』，在

以前布農族的舊社 Asang，如果除了郡社的族人以外的社群，要唱這首祭儀歌曲

是需要經過郡社群的族人同意才可以演唱。 

    祈禱小米豐收歌是一首相當多禁忌的儀式歌曲，從在一開始選擇可以唱

Pasibutbut 的演唱者和整個儀式過程是否順利都是布農族人最重視的。這首祭儀

歌曲演唱的能夠參與的只有成年男子可以參加，當時的女性是不能參加的，祭典

舉行的地點是存放小米的『儲藏屋』前的空地。當天在演唱這首祭儀歌曲的成年

男子，家中這一年中一定不可發生任何不幸和大家都認同的好男人才能參與祭典，

參加這個儀式的演唱者在祭典儀式前幾日不能喝酒、食用刺激食物與親近女色，

才能面對這個因為這個非常神聖嚴肅的祭典儀式，因為這攸關於他們的主食小米

是否可以豐收，所以對布農族人來說這個祭典儀式是非常重要的。當時的布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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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都是要在部落製作小米酒，準備好儀式結束後的食物，等著男子們回到部

落飲酒慶祝。但在這些祭典儀式的消失，這些祭典的禁忌也跟著一起消失了。 

 

二、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的形式與演唱法：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這首歌的演唱模式是以八個人至十二個人來做演

唱，他們再以這八至十二人的男子分為四個聲部，這四個聲部的布農語在每個社

群不同，念法也有不同。以下是各村落四個聲部的名稱： 

表 4.2-2  

 

資料來源：明立國，1991，中國民族音樂學會 第一屆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中《布

農族祈禱小米豐收歌(pasibutbut)之發微》。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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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這個表是筆者田調時所訪問到的資料，現在明德部落這四個聲部的名稱

為： 

表 4.2-3 

聲部名稱聲部名稱聲部名稱聲部名稱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明德村明德村明德村明德村））））    發音字母發音字母發音字母發音字母    

Mahosngas（起音） 

其中一人領唱 

4 人 

（明德村多一位） 

『U』 

Macinin（第一音） 1 人 

（最重要的聲部） 

『E』 

Lamaylulu（第二音） 3 人 『E』 

Mabonbon（第三音） 3 人 『O』 

資料來源：田野調查資料。筆者整理製。 

 

    再唱法上，這四個聲部從第一個起音聲部開始，一開始起音聲部有四位，再

由裡面的其中一位進行領唱的動作，爾後，另外三位再跟著加入。這個領唱者所

起的第一個音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第一個音太低或是太高都是會影響其他

三個聲部的進行。在開始的起音穩定之後，第一音進來時的音高足以影響整首曲

子，這個聲部的音是以起音的下方小三度來演唱，在參考文獻中有許多學者說這

個聲部的感覺有點像走音的感覺。所以在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中，Macinin

這個聲部是需要音感非常好的人來擔任這個位子，因為他是整首曲子裡面的關鍵

人物，整個曲子的合音進行成功與失敗都是他。Macinin 這個聲部在明立國老師

的中國民族音樂學會 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的《布農族祈禱小米豐收歌

(pasibutbut)之發微》有提到： 

 

    ॣӧঁ Pasibutbut ՅǴفޑޣᄽঁЬᏤתࢂᄺୠՉύǴჴሞޑ

ॣޑдځکाۓኬηǴ೭ঁॣޑȩॣوाԖᗺႽȨࢂݤБԄǴΓ࣮ޑᄺୠ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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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όኬȩǶаՋࢩ᛬ೌॣޑፕᢀှٰۺញޑ၉Ǵ೭ࢂԖᗺᜪ՟ȨکᖂѦॣȩ

ຝǴՠ೭ঁȨѦॣȩӧޑ Pasibutbut ύǴࢂࠅനख़ाॣޑǶ 

 

所以在 Macinin 這個聲部，它是 Pasibutbut 這首祭儀歌曲中，最重要的領導者。後

面的兩部都是要以這個聲部來繼續演唱。Macinin 的音出來後，起音已經慢慢的

上昇，接下去的第二音及第三音就以大約大二度的音程繼續演唱，而整首曲子持

續上昇，使整個音程在互相拉扯，找到四個聲部中的平衡點。在以前的紀錄是以

這樣的模式重複唱六次，而現在明德部落以這樣的模式重複唱六至十次，有時族

人覺得現在的音響非常好聽，就會要求繼續唱到最完美才停止。在整首曲子重複

到第五次時，起音聲部的領唱者會有一個高音出現，這個高音是提醒演唱者在一

次就要結束了。Pasibutbut 這整首曲子，可以說是有一套模式在，而這個模式就

是一直在不斷地「破壞」與「重建」14。 

    而現在的演唱方式有受到表演型式的影響，所以有時領唱者覺得還可以繼續，

所以一直不唱出那提醒的高音。在最後結束的那一次唱完後，起音聲部與第三音

聲部延長至完全五度，結束整個 Pasibutbut 的演唱。 

    在隊形上，現在也有做了一些變化，在 1988 年的演唱隊形先是以八個人圍

成一圈，手在背後互相交叉牽手。而在 2005 年的演唱隊形，開始一樣是八個人

互相在背後互相交叉牽手，到了快結束時慢慢移動成一字型面向觀眾。在 2011

年時，演唱人數已變成十一位。以下是 1988 年與 2005 年的對型圖： 

 

 

 

                                                      
14明立國，1991，中國民族音樂學會 第一屆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中《布農族祈禱小米豐收歌

(pasibutbut)之發微》。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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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隊形的變化。 

資料來源：曾毓芬，2005，＜在舊傳統與新思潮的衝擊下，一個新美學觀的成形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 Pasibutbut 歌唱傳統的貫時性觀察＞，《南投傳統藝術研討

會論文集》。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頁 24。 

    但在現在明德部落的隊形上，是連女生也加入這個祭儀歌曲。男生還是在中

間圍成一圈，女人在中間圓圈的後方互相牽手。如下圖： 

                            

觀眾                               觀眾 

2011201120112011 年的全曲隊形年的全曲隊形年的全曲隊形年的全曲隊形                                                                        2011201120112011 年的結尾隊形年的結尾隊形年的結尾隊形年的結尾隊形    

圖 4.2-2：2011 年明德部落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個隊形的變化。 

資料來源：筆者製 

    在以前的祭典儀式上女性是不能參與的，但現在因為表演形式的關係，希望

讓整體在舞台上不要看起來過於太單調，所以也開放了女性族人的加入與參與。

但筆者在這一區塊有一些疑問，這樣的改變是否就無法完整呈現布農族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最傳統的一面呢？所以筆者認為他們還是多少受到社會環境的

影響之下，慢慢地在表演形式上做了些許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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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演唱人員簡介： 

 

明德部落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現在主要是以下面這十一位演唱者： 

MahosngasMahosngasMahosngasMahosngas（（（（起音起音起音起音））））    

 

圖 4.2-3：筆者與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Mahosngas 聲部（領唱）， 

金文獻 先生合影。 

張凱婷 拍攝。2011.04.17 

 

 

圖 4.2-4：研究團隊與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Mahosngas 聲部，王國慶 先生。 

路人 拍攝。201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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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Mahosngas 聲部，伍正發 先生。 

程秋淳 拍攝。2011.03.16 

    

    

圖 4.2-6：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Mahosngas 聲部，金國南 先生。 

程秋淳 拍攝。201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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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ininMacininMacininMacinin（（（（第一音第一音第一音第一音））））    

    

圖 4.2-7：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Macinin 聲部，金明福 先生。 

程秋淳 拍攝。2011.03.16 

LamayluluLamayluluLamayluluLamaylulu（（（（第二音第二音第二音第二音））））    

    

    

圖 4.2-8：筆者與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Lamaylulu 聲部，史新喜 先生合影。 

張凱婷 拍攝。201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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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Lamaylulu 聲部，伍正明 先生。 

程秋淳 拍攝。2011.04.17    

    

圖 4.2-10：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Lamaylulu 聲部，司明信 先生。 

程秋淳 拍攝。201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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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onbonMabonbonMabonbonMabonbon（（（（第三音第三音第三音第三音））））    

    

 

圖 4.2-11：研究團隊與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Mabonbon 聲部， 

金文常 先生合影。 

王國慶 拍攝。2011.03.16 

 

圖 4.2-12：研究團隊與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Mabonbon 聲部， 

金文彥 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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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慶 拍攝。2011.03.16 

 

 

圖 4.2-13：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Mabonbon 聲部，伍進元 先生。 

程秋淳 拍攝。2011.04.17 

    以上是四個聲部演唱團員的照片，這十一位演唱團員各自的工作都幾乎都是

務農，只有王國慶所長是公務人員。其中幾位較年輕的團員都已經算是他們的第

四代，他們目前還是一直在這些較年長的長者旁邊見學中。 

 

四、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的音樂分析： 

 

    在以前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有許多學者在音樂上做一些分析，有黑

澤隆朝、呂炳川、明立國、吳榮順等學者，都有在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上

做了一些當時的紀錄。這些紀錄幾乎都是在最傳統的唱法下所記錄的，而筆者現

在所做的記錄，是以傳承三代後的 Pasibutbut 演唱的方法是否有不同之處，筆者

將會在這一段中，將以前的音樂分析紀錄與筆者現今的音樂記錄做一些分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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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以下為過去有關的記譜與分析作為參考比較： 

 

 

譜 4.2-1：黑澤隆朝「高砂族的音樂」唱片解說譜。資料來源：明立國，1991，

中國民族音樂學會 第一屆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中《布農族祈禱小米豐收歌

(pasibutbut)之發微》。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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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4.2-2：呂炳川「台灣土著族音樂」記譜。資料來源：呂炳川，1982，《台灣土

著族音樂》，台北市：百科文化。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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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4.2-3：明立國「布農族祈禱小米豐收歌(pasibutbut)之發微」記譜。資料來源：

明立國，1991，中國民族音樂學會 第一屆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中《布農族祈禱

小米豐收歌(pasibutbut)之發微》。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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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4.2-4：吳榮順「布農族傳統歌謠與祈禱小米豐收歌的研究」。資料來源：1988，

《布農族傳統歌謠與祈禱小米豐收歌的研究》，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博士論文， 

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頁 3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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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真正理解布農族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如何演唱是很困難的，必須

先了解整首曲子的過程，才能真正的把譜記錄下來。筆者參考明立國教授口述的

記譜方法作為自己的記譜方式。 

    記譜上，以分成四個聲部來記譜再以秒數來區分每個聲部演唱的先後順序。

而在音高上，以音符的左方標上一個向上的箭頭，表示比實際音高在高一點，箭

頭向下就是表示比實際音高在低一點。因為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不像是西

方音樂是有固定的音高，所以在以前學者得記譜上，筆者認為明立國教授的記譜

法較為清楚。在記譜的過程中，筆者是用田野調查的錄影檔來作譯譜。因為以實

際的看到他們演唱比聽錄音檔來的好記譜，祈禱小米豐收歌沒辦法分部的來記譜，

因為如果以分部的方式來記譜，無法知道下一個聲部是什麼時候進入，他們在演

唱時起音是一直持續的升高，第一音、第二音以及第三音都是慢慢的一一加入，

形成一個最好的聲響。這四個聲部就像是一個連體嬰一樣，缺少對方的哪一個部

份都無法繼續下去，所以在記譜上，筆者是用秒數來進行記譜。 

以下為筆者的記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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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4.2-5：明德部落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筆者記譜。2011.03.16 

 

    在音樂分析上，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是不具有拍子的一首祭儀歌曲。

布農族的傳統音樂是以 Sol、Mi、Re、Do 四個音組成的，這四個音是布農族音樂

中最基礎的四個音。在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中，起音與第一音之間大約都

是在大三度的音程裡面，絕不會超出這個音程。第一音至第二音與第二音到第三

音都是在大二度的音程內。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是完全沒有固定的起音，而在唱至快結束時會有

一個提醒的音高，但在 3 月 16 號筆者所錄音的記錄中發現，當天在演唱第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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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就有一次提醒的音高，而在第七次又有一次提醒音高。所以在與以前學者

所記錄的譜例中，還未發現有兩次的提醒音高出現。這樣的改變是現在明德村團

員所跟筆者解釋的，與最傳統的演唱方法不同。 

 

譜 4.2-6：明德部落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第一次提醒音高。筆者記譜。

201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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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4.2-7：明德部落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第二次提醒高音。筆者記譜。

2011.03.16 

 

    但在後面的記錄中，他們還是回復到只有一次的提醒高音。所以筆者就去詢

問起音聲部的領唱者，為什麼有時他們會唱出兩次的提醒音高，受訪者也清楚的

說，因為他覺得當下所聽到的聲響很好聽，想要讓它繼續下去。等到著唱不下去

的時候，就出現了第二次的提醒音至結束。在訪談的過程中，金文獻理事長也說

到，再以前的長輩唱法中，他們做了一些改變。因為以前的唱法是在比較低的起

音開始，但是他們覺得這樣的音唱到結束時，音高只到中間的音域，就沒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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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顯的感覺。所以他們就把起音固定在比較中間的音，唱至結束時，那整個聲音

會比較突顯。 

    這些演唱方式與形式都是現今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做的改變，而這樣

的改變是否讓這首祭儀歌曲還是走在布農族音樂傳統的範圍裡面嗎。我們要如何

去定出他們真正的傳統，因為在唱法上還是根據傳統的唱法，但實際上我們可以

看到他們已經有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變。在唱這整首歌曲的時間長短上與形式上等

等，這些小細節的改變，也都是因為現在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已經不是以

前在祭典儀式上演唱，現在會演唱都是在舞台上。所以為了可以有更多的舞台效

果與宣傳手法，在這首祭典儀式歌當中還是受到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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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的傳承與內容 

 

    每一個族群中都會有一些事物與文化需要傳承的，也會因世代的不同也會影

響到傳承的內容與方法，所以在傳承的方法上都會有些不同之處。 

    布農族的音樂文化從古至今都是以口傳的方式在做傳承，因為在古代布農族

的音樂文化中是沒有任何記譜或是記錄的，全部的音樂文化都是以個人的記憶經

由口述所記錄下來的。長者用口述與實際動作的方式來做為傳承的表達，後者再

憑著記憶，用模仿的方式重現當時的情況。在布農族的音樂上，記譜是非常困難

的，因為布農族的音樂都是以當時個人的音感去演唱與合唱出來的，所以每次的

演唱都會呈現出些許的不同。 

    筆者在田野調查時，訪問金文獻先生是如何學習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的演唱方法。以受訪者所描述的傳承方法是先把剛加入演唱的族人放 Lamaindo

或是 Mabonbon 的聲部，跟在一位長老身旁聽邊學，以這種方式來學習。剛開始

都是以這兩個聲部先開始練習，等熟練之後，再以自己聲音的音域去調整適合的

聲部。而 Macinin 這個聲部，是需要經過全部演唱族人們的認同才可擔任這個位

子。 

    在田野調查後發現，這整首曲子所需要傳承的是整個祭典儀式的活動以及祭

儀歌曲的演唱及方法，而現在布農族的音樂文化只有著重於傳統的音樂演唱上，

並未在整個儀式上有真正的傳承。在田野訪談中，詢問這些演唱團員們是否知道

當時祭典儀式的過程及其含意，但當時大家皆說並沒有真正看過，都只是聽過長

老們的描述，所以也沒有辦法對整個儀式上做完整的重現。而筆者認為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這首祭儀歌曲原是布農族與天神溝通的一首歌曲，因為現今族人

信仰的改變，讓現在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僅能以一種演出模式，呈現於

世人的眼前，但筆者認為音樂的文化傳承就，應該傳承整個布農族的音樂文化及

其祭典儀式全部的內涵，並不是僅僅以表演的方式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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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從一開始進行南投縣信義鄉明德部落布農族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田

野工作至今完成論文，花了約一年的時間，這段期間不斷的增加文獻資料、不斷

拜訪明德村布農族的族人們，增加了許多與論文相關的資料，在這過程中筆者發

現調查與研究是無法因論文完成而終止，因為傳承的問題永遠會層出不窮的。在

這次的田野工作中，筆者從完全不懂到慢慢進入狀況，在這過程中讓我學到，人

與人之間的接觸、溝通、問答，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經驗。有著這樣的經驗與感

受，更讓筆者從中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如何適時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傳統布農族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是布農族人的傳統祭典儀式歌曲，

對現在一般人而言，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只是布農族人對外演出的演唱模

式。因此，筆者在選定南投縣明德部落布農族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做為

研究題目時，受到過很多質疑，布農族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八部合音）

在以前有許多學者都深入的探討、分析過，大家都已經了解它的唱法，那為什麼

還要研究？但筆者認為，就因為之前的學者都在當時做了音樂上的記錄與分析，

我們才了解到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的內容，但在田野調查中發現，現代社

會不斷的在改變，而信義鄉明德部落布農族的音樂文化也是朝著恢復傳統為目標。

過去的田野資料較少著重於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受到社會變遷的衝擊影響

之下，發展出來的社會現象。藉由這樣的田野工作，筆者所收集到現在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所演唱的場合、形式、音樂等都受到社會舞台的影響，為了有更

多的演出和更熱烈的掌聲，在一些形式上都做了改變，對於這樣的反應，族人認

為對他們的傳統音樂文化的宣揚是非常有幫助的，所以也讓他們認為需要有這樣

形式上的改變，才能爭取到更多的演出機會。而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他們所

做的改變雖然較能符合舞台效果，因而增加了演出機會，但是舊是否能回歸傳統

文化上，筆者抱持著些許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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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撰寫此篇論文的過程中，內容或許還有許多疏漏之處，但在經過了這次的

田野工作經驗，讓筆者成長了許多，也從中獲取了許多有關於布農族音樂文化的

知識，更透過訪問的過程中，了解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的發展過程與涵義，

也了解他們在現代社會文化的衝擊中，以最多的修正與融合，來宣傳自己族群的

傳統音樂文化。不僅如此在這次的探訪研究之中，受益最大之處則是學習到如何

與人溝通的方法與技巧，也體會到人與人之間分工與互助的重要性。而在這過程

中認識了這些熱情的布農族人，從中可感受到他們那股想要延續、展現自己族群

音樂的熱誠，這樣的精神真是令人感到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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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田野日誌田野日誌田野日誌田野日誌    

 

時間：2010.09.07 星期二 雨天(小雨) 

地點：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第一次初步田調） 

組員：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 

器材：攝影機、照相機、錄音筆 

 

  今天早上十點出發，先到西螺接秋淳，接這就開始我們的第一次田調。到信義

鄉公所大概一個小時就到了，但因為太早出發，信義鄉公所的王國慶 所長在開

會所以要五點以後才能跟他聯絡。所以我們就先到路過的日月潭吃中餐，在附近

逛逛、照相。後來在下午兩點多先到了台灣基督教信義教會找牧師，但到達時教

會一個人都沒有門也都沒有鎖，所以就到鄉公所問一下，結果那邊的人都用一個

很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們三個人，感覺我們怎麼會在鄉公所出現呢!?後來我們也問

了信義教會怎麼都沒有鎖門，牧師也不在。結果他們就說教會本來就不會鎖門的

阿，這個回答讓我們三個人又尷尬又好笑。但後來我們又回到了教會尋找了牧師

的電話，打了一通電話跟牧師聯絡。後來一直照著牧師說的尋找我們今天的落腳

處，牧師說:「就在教會後門對面鐵皮屋的樓上」但我們一直望著對面的鐵皮屋

看著說:「應該不可能是那間吧?!看起來不像是有人住的地方。」，結果我們的落

腳處就是那個看起來不起眼得鐵皮屋。一進去就有一股雞屎味(因為隔壁是養雞

的)，但是走上樓梯後進去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小木屋一樣。後來我們放下了行李

就開始整理我們今天晚上要睡覺的地方，差不多整理完後就已經五點了。躺了一

下後，大概六點多跟王所長連絡，他就說他們家就在最上面叫我們可以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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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後來整理了一下我們的問題和資料，就出發到王所長家拜訪了。 

到達後，王所長就先一一問我們要做的論文題目，他也知道我們有很多問題想要

問。第一次的田調讓我們緊張到都忘記跟王所長做自我介紹了，後來王所長就說:

「我都還不知道你們怎麼稱呼呢。」後來就很不好意思的趕快介紹自己的名字。

我們也跟王所長談了大約一個半小時，也在這時間裡面得到了很多資料和資訊。

王所長也非常熱心的跟我們分享我們題目中所提出的問題，也請了王所長的老婆

(全秀蘭女士)像我們回答一些問題。 

 

 

圖 附錄一.1，王國慶所長與金秀蘭女士家中客廳鋼琴。筆者拍攝。201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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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0.09.08 星期三 陰天    

地點：信義鄉公所拿取資料 

組員：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 

器材：照相機、錄音筆 

 

今天我們七點半起床，八點二十分出發到鄉公所。到了王國慶所長的辦公室後，

王所長就開始印一些資料給我們和傳一些影片、照片到我們的電腦上給我們參考，

最後我們三個人也跟王國慶所長合影了一張照片做為這次田野調查的結尾。 

 

圖 附錄一.2，我們與王國慶所長合影。王所長助理攝影。201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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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0.11.05 星期五 晴天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參加「民族音樂學在台灣」的學術研討會 

組員：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 

器材：相機、錄音筆 

 

今天早上十點出門，吃完早餐就開到台南藝術大學，下午兩點開始發表有關

於原住民的論文。主持人員先是吳榮順教授，但因為有事情所以就是換成蔡宗德

教授主持，與談人是孫俊彥教授。今天兩個發表人的題目為排灣族音樂文化的傳

承與發展-以屏東縣泰武鄉為例、第二個是泰雅族 pslkawtas(祖靈祭)音樂展演的文

化認同與義涵-以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為例。但這兩位的發表都只是大致上的講，

並沒有非常深入的去探討這兩個題目的問題，由其是第一位陳孝穎。在發表問題

的時候明立國教授也提出了他的論文問題所在，也告訴它局外人與局內人的觀點

問題，還有他的問卷數據也不夠多。當時的場面讓我想起我自己的論文，也把明

立國教授提出的那兩個問題，在我的論文上也特別的去注意。今天這場是記憶最

深刻的一場研討會，那種氛圍很像自己是台上的報告人一樣，感覺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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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1.01.07 星期五 晴天  

地點：南投縣牛稠坑自強村 柳家梅園休閒農場(先和王國慶所長聯絡得知) 

組員：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蔡孟君 

器材：攝影機、相機、錄音筆 

 

南投縣政府邀請公視的台灣新幹線這個節目來介紹 Lileh 團體，目的是繼續

傳承布農族的八部合音。 

今天一早八點出門，開車到南投縣牛稠坑自強村的柳家梅園休閒農場去拍攝

當天的錄影狀況和詢問團員一些問題，10 點 08 分到柳家梅園，一到他們已經開

始錄影了，所以我們趕快詢問他們現在在哪裡錄影，在這路上一度聽到八部合音

的聲音，結果發現是賞梅花的路人攝影下來的聲音。一到目的地趕快架起攝影機，

拿出錄音筆、相機，全部準備好以後，剛好他們開始從新錄影。等到錄完影後，

我們就走向前和王國慶所長打招呼，王所長向我一一介紹他們明德村八部合音的

團員，後來也跟他們邊聊天邊得知一些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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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一.3，與 Pasbutbut 全部演唱者合影。路人拍攝，筆者相機。2011.01.07 

時間：2011.01.15 星期六 晴天 

地點：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活動中心、全伍阿限家 

組員：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 

陪同者：明立國教授、明心、明真 

器材：攝影機、照相機、錄音筆 

 

  今天與老師約好要一起到明德村去找族人聊天，今天我們先跟隨著老師到老師

接兩個女兒一起。當天去剛好是信義鄉的長老教會裡面的牧師兒子結婚，所以一

到那邊他們就馬上請我擺了一桌的菜請我們吃，也讓我們體驗了原住民的婚禮。

他們的婚禮應該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所以他們的婚禮大概都是跟我們平地人

一樣的方式。之後我們就跟著老師到明德村的活動中心，我們和金文獻、金國南、

王國慶，一起在活動中心內向聊天的方式向他們訪談，因為老師也和他們很久沒

碰面，所以他們也很開心的在跟老師說之前去表演的狀況。我們三個人就在旁邊

邊聽他們以前表演的過程和現在他們育到了哪些困難，樂器上面缺少樂器表演的

人等等的問題。當時我們也提出了一些問題問他們，他們也很有耐心的回答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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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問的。 

  之後我們就到了全伍阿限家，我們到了以後也拍攝了很多有關弓琴和口簧琴的

東西，全媽媽也很開心的一直把他知道的東西告訴我們，還拿出他以前的照片給

我們看，也向我們解釋弓琴上有玉米跟沒有玉米的差別在哪裡。讓我們了解許多

關於弓琴和口簧琴的事情，後來我們要離開前老師也向全媽媽說我們後面還會一

直來找他問一些問題，她也很開心的說好阿。我們都覺得全媽媽是一個熱心又可

愛的人。 

 

 

圖 附錄一.4，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活動中心。張凱婷拍攝。20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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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一.5，全伍阿現家門口。張凱婷拍攝。2011.01.15 

時間：2011.3.13 星期日 晴天  

地點：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活動中心 

組員：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 

器材：攝影機、照相機、錄音筆 

 

     今天下午三點四十分出發，到明德村的 7-11 吃晚餐和準備錄音錄影設備。

今天是要專程來看他們的練習狀況，七點鐘在明德村的活動中心練習。因為新竹

的交通大學邀請他們演出，所以為了 3 月 16 號的演出而準備。今天也大概的與

團員們自我介紹，也拍攝了他們當天的練習狀況，也一些團員因為家中有是和生

病無法出席，但還是有一半以上的團員都有出席。 

練習一開始大家開始一起禱告，之後開始照演出的順序開始練習，在這中間也一

直在討論需要加入什麼、隊形怎麼排、演出的時間是足夠等等的事情在做安排。

今天杵音練習的布是很好，所以在大家練習完以後，還特地留下來繼續練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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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到大家都有默契了，才能休息。今天只練習到八點四十分，大家也都需要休息，

所以我們今天也沒有做任何的訪談，單單只有拍攝練習情形和錄音。 

 

圖 附錄一.6，團員練習開始前的聊天。筆者拍攝。201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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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1.3.15 星期二 多雲  

地點：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活動中心、全伍阿限家 

組員：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 

器材：攝影機、照相機、錄音筆 

 

   今天也是要到明德村拍攝練習狀況和訪問一些問題，今天我們三點半出門，

到南投四點半所以先去吃晚餐，六點二十分到明德村，還有半小時所以先到處走

一走，後來在路上遇到全媽媽，全媽媽問我們要不要到她家裡面坐一下，所以我

們就到她家裡面坐了一下。全媽媽當時還沒吃飯也還沒洗澡，所以叫我們等他一

下，後來剛好等全媽媽都準備好後也剛剛好六點五十五分，我們就與全媽媽走到

活動中心準備練習。今天的出席率比 13 號那天還要多，因為明天就要演出了，

所以大家都排除萬難的踴躍出席，今天看到了許多老人家也都出席參與這次的表

演。開始練習前還是一樣先禱告，今天練習的聲音也變得比較厚了，應該是因為

人比較多了吧。旁邊也有許多小朋友跟著自己的爺爺奶奶一起來玩，所以今天也

趁機問了幾個小孩他們會不會唱，他們跟我們說不會、他不會唱，但是後來我們

離開後他又默默的跟著他們一起唱，真的很可愛。今天的練習練到八點五十分，

今天比較晚是因為杵音有一些問題，所以後面有留下來繼續練習，也是因為我們

找了金文獻理事長和金媽媽(口簧琴)訪問了一下我們的問題。之後我們又到了全

媽媽家繼續向他訪問，也知道全媽媽非常的多才多藝。後來因為明天要早起到新

竹演出，所以我們覺得讓全媽媽早點休息，也因為我們明天也要跟著他們到新竹，

所以也要早點回宿舍為明天而準備。全媽媽還邀請我們住他家中明天一早跟他們

一起做遊覽車去新竹演出，但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準備，所以今天一定要回宿舍，

也只好跟全媽媽說下次有機會一定會住他家。 



 

64 

 

 

圖 附錄一.7，練習情況。筆者拍攝。201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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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1.03.16 星期三 晴天  

地點：新竹教育大學，「Lileh」新竹市交通大學演出 

組員：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 

器材：攝影機、照相機、錄音筆 

 

  今天我們早上出發到新竹市交通大學，因為下午一點有吳榮順教授的演講，所

以我們就早點出發到新竹。過了兩個半小時到達交通大學後，因為時間還早，所

以就在他們的演講室外的餐廳吃中餐，後來就看到明德部落的族人也抵達演講現

場。一點開始演講，演講的內容就是關於我的論文題目，吳榮順教授邊講解

pasibutbut 邊請明德村的族人來示範，但當時我覺得這樣一首神聖的歌曲，為什

麼可以說停就停，說唱就唱呢？這樣不會觸犯到他們的禁忌嗎？這是我心中當時

的疑問。後來等到演講結束後我們就到交通大學的中正堂後台找明德村的團員們，

四點多他們也開始要彩排了，彩排後我們就像大家要求是否可以幫他們拍照和與

他們拍照。因為也不要讓他們太累，所以我們就先去吃晚餐，後來王國慶所長就

跟我們說老人都在找檳榔，所以我們去吃晚餐回來時就幫他們帶了四盒檳榔給他

們吃，這也是我們三個人的第一次買檳榔的體驗。 

  回到中正堂後表演也要馬上開始了，我們在中場時拿檳榔過去給他們，但他們

說現在不能吃，吃了就唱不出來了。後來就先放在後台，我們就回到座位繼續星

賞他們的表演。結束後，我們也一一的像他們團員道別，他們也一直提醒我們要

小心開車、注意安全。等他們上車後，我們也開車回嘉義了，回到嘉義已經十二

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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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一.8，演出當天 Pasibutbut 彩排。筆者拍攝。201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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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1.04.17 星期日 多雲  

地點：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活動中心、全伍阿限、金文獻、司明信、王國慶家 

組員：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 

器材：攝影機、照相機、錄音筆 

 

  今天計畫的是下午一點以前到明老師家，先與老師討論問題後上明德村找金文

獻理事長。我們三點四十六分到明德村，打電話和金文獻理事長聯絡，就帶著我

們準備的拌手禮到金理事長家訪談。在與金理事長訪談的時候，他的老婆就拿出

他們自己種和自己醃的梅子。很好吃，雖然他一直說她做得不好吃，但我們都覺

得很好吃。後來因為與金理事長問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金理事長就說直

接帶我們到他們部落最老的長老家，馬上我們就帶著金理事長到了司明信長老家

問了一些關於以前的歷史的問題。後來因為不想打擾到他們吃飯的時間，所以我

們就離開了司明信長老的家。帶金理事長回部落後，我們就到明德部落下面的

7-11 吃晚餐和整理一下剛剛訪問的資料。六點四十分回明德村找全伍阿限，到全

媽媽家拜訪，也問了一些問題和聽了一些布農族的故事。後來就和全媽媽一起走

到活動中心準備練習，他們今天要練習新的六首歌曲，後來練習完，金理事長也

幫我們留下了團員，讓我們可以一個一個像大家詢問一些問題，我就開始問

pasibutbut 的團員們。後來結束活動中心的訪談後，我跟秋淳到王國慶所長家，

凱婷到全伍阿限家作訪問。我跟秋淳也向王國慶所長和全秀蘭女士也提出了一些

問題，也和全秀蘭聊到一些論文上現在遇到的問題，他也向我們分享著他現在也

在寫碩士論文遇到一些問題的，最後也向王所長拿取一些他們之前表演所記錄的

影音和照片。問題問的差不多後，我和秋淳就到全伍阿限家找凱婷。當時已經下

著雨了，全媽媽還是很開心的向我們說住下來明天一早在回嘉義上課，但明天我

們要考試，所以又再次拒絕了全媽媽，後來全媽媽就說那要小心開車，我會幫你

們禱告，後來我們三個人因為沒帶雨傘，所以先向全媽媽借了兩把雨傘走到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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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在開車到全媽媽家還雨傘給他，全媽媽還看著我們車開走後才進去，後

來我們今天回到嘉義十一點四十五分。 

 

 

圖 附錄一.9，女生練習情況。張凱婷拍攝。2011.04.17 

 

圖 附錄一.10，男生練習情況。張凱婷拍攝。201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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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1.04.21 星期四 晴天  

地點：信義鄉戶政事務所、全伍阿限家、王國慶家、金麗娟家 

組員：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 

器材：攝影機、照相機、錄音筆 

 

    今天快三點到金麗娟媽媽家，原先的行程沒有要拜訪的，但是在去戶政事務

所的路上，看到金媽媽在家，就順道去拜訪了一下。今天先去戶政事務所查非原

住民與原住民的人口數，後來到了金媽媽家訪問了他一些問題，也發現金媽媽都

是一個人住，因為小孩子工作都到平地去了，當時感覺到金媽媽一個人好孤單，

所以也與金媽媽聊了很久，也幫凱婷問到了四弦琴的演奏者，也與金媽媽約好星

期六會來找他一起去找四弦琴的演奏者。因為這位四弦琴的演奏者是她的小姑，

所以很幸運得剛好遇到星期六他會回信義鄉。大概與金媽媽聊天聊到五點多，我

們就離開去像王所長拿一些他們之前的影音檔，也剛好去到鄉公所後，王所長剛

好要回家，我們就跟他一起到他家中拿資料。我們今天也準備了一支中國笛要給

全伍阿限全媽媽，因為上次與全媽媽聊天的時候，知道全媽媽一直在找以前吹過

的一種笛子，後來一問原來是中國笛，剛好我是學中國笛的，也有一些當時在大

陸買的笛子沒再用，就當作禮物送給了全媽媽。當時他收到的時候好開心，還說

星期六來找他的時候，他要表演給我們看。看到全媽媽開心的臉，我們也覺得能

為他找到他一直想要的樂器，我們也非常開心。今天沒有特別要做什麼訪問，只

是純粹來與王所長拿資料、拿笛子來送給全媽媽，剛好遇到了金嬤嬤，做了一下

訪問。這樣的閒聊，讓我覺得與他們之間越來越接近了，也讓他們對我們的防備

心慢慢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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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一.11，金媽媽家中。筆者拍攝。201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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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口述歷史口述歷史口述歷史口述歷史    

    

時間：2010.09.07 星期二 

地點：王國慶所長家 

訪問者：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 

受訪者：全秀蘭、王國慶 

 

筆者問：小米豐收祭的祭典和他們的布農族的傳說有什麼關係？ 

王國慶、全秀蘭答：老人跟他們說小米豐收祭祭典所唱的 Pasibutbut 傳說有三個： 

1. 瀑布的傳說  

2. 蜜蜂的傳說  

3. 小鳥振翅的傳說 

他也一一的跟我說了這三個傳說的故事 

 

1. 瀑布的傳說：在某次狩獵的行動中，看見山谷之中的瀑布，由其是在幽谷中

瀑布造成的迴響，令他們不禁產生出肅穆敬畏的感覺，回到部落中之後，他

們發現收成比起過去任何一年都好，於是聯想起聽到的瀑布聲，於是社中這

些男子將瀑布中聽到的聲響來做模仿，之後就一直傳下去了。 

 

2. 蜜蜂的傳說：在某次狩獵的行動中，發現了一顆巨大的枯木橫躺在地，巨木

的中間是以空洞，有成群的蜜蜂展翅嗡嗡作響，在中空的巨木之天然共鳴箱，

族人很開馨的回到部落模仿出在山上聽到的聲音。 

 

3. 小鳥振翅的傳說：在結穗盈盈的小米田中，成群結隊的小鳥振翅疾飛而過的 

    聲音，模仿而學會了這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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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問：演唱者是否有甚麼禁忌和誰有資格參加？ 

全秀蘭答：答在小米豐收祭的祭典中只有男人可以參加，而且只有沒有犯任何壞

事和大家認同的好男人才能參與和當作演唱者。禁忌是女生是不能參與這項活動

的。 

筆者問：祭典中婦女的角色？ 

王國慶、全秀蘭答：在祭典中婦女的角色就是做一些祭典後要喝的小米酒，還有

一些事後的娛樂準備。因為以前這個小米豐收祭的祭典是只有男生可以在現場，

女性是不可以到現場的，只能在部落做事後的準備。 

筆者問：有在小米豐收祭的祭典結束後所唱的歌嗎？ 

王國慶、全秀蘭答：因為結束後就開始喝小米酒了，所以就會唱「飲酒歌」。在

喝醉的時候女性會唱「敘述寂寞之歌」，這首歌的內容是在敘述女性生活當中的

壓力，有兩種的敘述內容為：1.與公婆之間的問題 2.孩子不在身邊的一些敘述內

容。 

布農族都比較含蓄，所以比較不會直話直說，需要一點酒精的催眠下說出自己的

心聲。 

筆者問：因為現在沒有小米豐收祭的這個祭典，那會在唱八部合音的時候都是在

什麼時候？ 

王國慶答：因為現在沒有了小米豐收祭的祭典，現在都是在一些表演的場合做為

開幕式的祈禱，或者是有藝文團體會請他們做表演。他們這個「LILEH」團體是

代表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所成立，創立的原因是為了文化的傳承。在這個

團體中除了有演唱八部合音以外還有演唱布農族傳統的祭歌、歌謠和傳統樂器的

展演。王所長說：「現在的八部合音唱的聲音最好，是因為他們所演唱的年齡比

較平均。如果是比較其它的社群所唱的八部合音，因為年齡都比較偏老，所以聲

音上面會比較低。」 

筆者問：布農族的音樂和聲方式是否有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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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慶答：只有分四個聲部，但和聲是在固定的音域中以自己的音感去做和聲，

沒有固定的音高。 

王所長也給了我們很多關於布農族的書籍資料，還有關於「LILEH」這個團體的

資料和他們最近練習的時間。後來也跟我們約了明天再給我們一些以前有做過這

些調查的研究者的資料做參考，也把它們有一次在明德村所表演的光碟片送給我

們。非常謝謝王國慶 所長提供的這些資料和資訊，讓我們對自己的論文又有向

前跨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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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1.01.07 星期五 晴天 

地點：柳家梅園休閒農場 

訪問者：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 

受訪者：金國南、金文獻、金明福、伍正發、王國慶、金文常、伍正明、 

史新喜 

 

問：台灣的布農族的服裝是不是不一樣?花紋是不是不一樣 

金國南答：跟東部，台東、高雄是不一樣，中不是一樣的，其他是不一樣的。尤

其是台東的布農族跟排灣族有點類似，正統應該是我們中部的服飾。 

問：八部合音這首祭典歌曲，在以前是在祭典上才會演唱，那到現在是不是不一

定在儀式上演唱? 

金國南答：以前是在播種和採收以前的時候唱這首歌，因為是對天感謝神，用這

個方式來謝謝天供應我們魚、陽光等等，因為以前沒有肥料只能靠天，所以用這

樣的方式，沒有其他的歌，但是這是郡社群先唱這首歌，其他四個社群才跟著郡

社群唱這首歌，所以八部合音是郡社群開始齊唱的。布農族八部合音 pasibutbut

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拉著別人的手一起參與我們的八部合音』。 

明立國教授、吳榮順教授帶他們往外發揚他們的文化。 

問：你覺得今天的演唱滿意嗎? 

金國南答：你們講是最標準的。 

金文獻 答：我不是很滿意，因為很冷的關係，所以喉嚨沒有開嗓。 

問：今天錄影最後的那首個曲是有什麼意思? 

答：金國南、金文獻、金明福、伍正發、王國慶、金文常、伍正明、 

史新喜 (大家一起) 那首是報戰歌，勇士去打獵、打戰，有任何功績的戰士和勇

士在報功績的意思，如果沒有任何功績的勇士就只有倒酒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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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1.01.15 星期六 晴天 

地點：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活動中心 

訪問者：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明立國老師 

受訪者：金國南、金文獻、王國慶 

    

凱婷 問：布農族的樂器有什麼故事嗎？ 

金文獻 答：杵音本來不是一個樂器，起先是打小米，老前輩聽到打小米聲音節

奏很好聽，所以後來變成樂器的一部份，以前就是純粹是打小米。 

金國南 答：以前布農族會取一個石板放在我們的房子前面，播種以前要先打一

打，一方面打一方面用自己的心理面的聲音配合，步是兩三個打，是一二十個人

在打，打出來的聲音是 sol、mi、re、do、sol、mi、re、do、sol、mi、sol、do、sol、

mi、re、do，那種的聲音，就是別的打法不是這個聲音就不是布農族。 

秋淳 問：這個團體跟以前唱得有什麼差別？ 

金文獻 答：差別是，合唱團的話要有樂器要有鋼琴，我們都不用，我們就是起

唱起音後面就在和聲這樣。 

金國南 答：布農族不能一個人唱，一個人唱就有問題，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唱

法，我跟他唱法不一樣，大家唱出自己的聲音，合起來就會有不一樣的聲音，不

管怎麼唱都是很和諧。 

金文獻 答：所以我們也沒有什麼譜。 

秋淳 問：所以也沒有記譜？ 

明立國老師 答：記譜是我們的事，我們記譜他們唱就好了。 

答：因為我們布農族，我們所唱的都是我們祖先傳下來的，都沒有改變他，沒有

把歌改變，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改變了。 

筆者 問：以前的 pasibutbut 有一些禁忌都還在嗎？ 

金文獻 答：現在是沒有禁忌了，以前是有拉！以前沒有宗教，現在有宗教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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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了。 

金國南 答：宗教一進來，我們就沒有禁忌了，以前我們布農族比平地人禁忌還

多。 

金文獻 答：現在的禁忌就是同姓的不能結婚啦！ 

金國南 答：以前的禁忌中，打獵的時候不能放屁，因為會空手而回。還有一個，

半路看到一個小米，從右邊推過來很順，如果是左邊推過來的要停一個晚上隔天

才能出發，不然後有問題。 

筆者 問：那 pasibutbut 是什麼時候沒有這個祭典？ 

金文獻 答：這個祭典是從政府下來了就沒有這個祭典了。 

明立國老師 答：以前種小米很多的時候還有，像以前的老人都還有，所以他們

都還記得嗎！前理事長司明信應該有參加過。 

金國南 答：pasibutbut 是郡社發明的，他們起源的。Pasibutbut 的意思是拉你一起

進來，不分族群。但是我們巒社群不可以自己 pasibutbut，要尊重郡社群，除非

我們巒社自己辦一個活動。 

明立國 答：這種傳統原住民都有，就像以前原住民打獵的時候也是一樣，你跑

到別人的地方去也是要尊重人家阿，這種禮貌一直都在喔。像久美那邊也是，他

們從仁愛鄉過來，他們對鄒族還是很尊重阿。「金國南 答：對對對」對阿！所以

我覺得這種傳統，老人這種傳統都還在。我覺得很好！ 

金國南 答：因為這個地方，信義鄉這個地方，以前完全都是鄒族的。「明立國 答：

以前，對阿」，換日本統治以後，他們從 Asang 把他們趕下來，郡社群先搬下來。

但是以前理事長司明信老人所傳承的這個本來是鄒族的，結果呢。因為我們布農

族以前跟鄒族互相殘殺，至郡社群到這邊以後，老人家跟他們鄒族和諧。看是不

是不要在這樣，然後郡社群就殺一頭牛給他們。因為他們本來是阿里山的搬過來，

我們郡社群看到他們大肚子的婦女不能殺，就帶回來孩子是他們的，那這樣下去

那不就是自己殺自己嗎？所以長老就殺一頭牛給鄒族頭目的，是不是以後不要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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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從那時後就沒有這樣了！日本也是反對我們這樣的動作，日本也有跟鄒族商

量，然後慢慢把布農族群全部弄過來。那時候郡社群先過來，那時候我們巒社群

的頭目不讓我們過來，他說除非我死了，所以我們等頭目死了才過來。巒社群比

較晚過來，我們慢了一二十年才過來。日本那時候也是很尊重我們布農族的頭目，

因為我們的頭目他會詛咒。 

秋淳 問：參加這個團體是義務性參加還是有薪水？ 

金文獻 答：這個是我們團體才能參加，不是我們的會員就不能 

金國南 答：要加入會員 

凱婷 問：怎麼加入會員？ 

金文獻 答：好像是要，各個機關如果要成立都是要這樣嘛！ 

筆者 問：那要怎麼加入？ 

金文獻 答：因為我們是布農文化協會，所以一定要布農族 

金國南 答：以布農族為主。 

秋淳 問：所以有薪水嗎？ 

金文獻 答：沒有 

秋淳 問：你們有各自的工作嗎？ 

金文獻 答：我們都是作農的，像我們幹事也沒薪水阿。所以我們都是自願、意

願的這樣來傳承阿。 

金國南 答：義務的。 

秋淳 問：演出的費用呢？ 

金文獻 答：費用是他們會給我們，給我們一天的工資。 

秋淳 問：要申請嗎？ 

金文獻 答：對，要申請，要到機關申請。 

金國南 答：外面邀請我們的，他們就給我們幾萬塊錢，我們出去表演就分到一

千塊錢，是工錢屬於演出費，剩下的就屬於我們協會的基金，就是辦一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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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們向教會有什麼活動，像去年的跨年晚會，我們這邊就贊助三萬塊。因為

我們協會這邊是一個村，在教會那也是一個村。 

金國南 答：之前有一次表演沒有參與他們的八部合音，但是我有跟我們的年輕

人，怎麼唱怎麼唱，我都有交，pasibutbut 我就不怕了，缺一個人一個人遞補。

我用這種方式訓練新人，不要之前中間少一個人我們就不能去表演。去年我們有

辦一個訓練傳統音樂的活動，歌謠、pasibutbut、樂器，這些我們都有用會的交不

會的，大概進度應該也是，現在也還是有繼續練習。 

王國慶 答：自從我們被列為文化保存團體以後，我們都辦一些傳成的活動。今

年也有阿，八月到十一月做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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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1.03.15 星期二 晴天 

地點：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活動中心 

訪問者：鍾舒安、程秋淳 

受訪者：金文獻理事長 

 

筆者 問：pasibutbut 從以前到現在你們做了什麼改變？ 

答：沒有做任何改變 

筆者 問：那在演出上面呢？ 

答：也沒有，我們這個都是老前輩教我們的方式唱，像有的團體有什麼創作拉，

就是新的改變，我們都沒有。 

筆者 問：有繼續教下一代嗎？ 

答：有，像小孩子在暑假的時候有興趣的就來跟我們一起唱一起練習。 

筆者 問：想要學的有很多嗎？ 

答：很少耶！小孩子都為了要看電視打電腦，所以很少會想要學。 

筆者 問：會為以後擔心傳承上面的問題嗎？ 

答：有點擔心啦！因為現在小孩子都不想要學。 

筆者 問：以前這首歌是在向上天祈禱，那現在唱這首個你們心中是在想什麼？ 

答：還是像神祈禱，大家平安。內容大致一樣！ 

筆者 問：現在有傳給其他族群的人嗎？還是都是傳給自己的族人？ 

答：還是傳給自己的部落，因為每個部落有每個部落的他們都有不一樣 

筆者 問：你們會想恢復以前的祭典嗎？ 

答：不會了吧！不會了！因為以前的祭典我們也沒有看到過，所以也不清楚。 

筆者 問：傳承用什麼方式 

答：先唱，學的人在旁邊聽，到時再慢慢加入。 

秋淳 問：那這個團創立到現在就是這些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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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沒有，老的都已經沒有在做了，因為老人說他們的生音已經唱不出來了，所

以就沒有再參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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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1.04.17 星期日 多雲 

地點：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活動中心、全伍阿限、金文獻、司明信、王國慶家 

訪問者：鍾舒安、張凱婷、程秋淳 

受訪者：司明信、金文獻、王國慶、全伍阿限 

 

秋淳 問：唱祈禱小米豐收歌是哪個聲部的？ 

金文獻 答：我是唱主音（起音），我是最先出來的聲音，我的聲音不要停。等到

他們都已經出來後，我的聲音再提高。 

秋淳 問：你在演出中只有負責 pasibutbut 嗎？還是還有其他的？ 

金文獻 答：還有，還有飲酒歌，我也是主音。本來像報戰歌也是我跟前任理事

長再唱，但現在就給年輕人練習，每次都要給他們練習，所以我就沒有比較常唱

主音了。我 16 歲就開始跟老人練習了，所以我可以說是在裡面年資比較大，裡

面有比我年紀比較大的，但是他們是很晚進去的。年輕人那時候沒有很踴躍參與，

我對原住民的傳承有興趣，所以我就進去參加。 

筆者 問：有聽過長輩口述過遷移過程嗎？ 

金文獻 答：有，我聽我們老前輩說日本人把我們趕下來的時候，是郡社先到明

德，後來趕下來的時候我們巒社就住在半路，是最後移到明德的。當時移到明德

時，不管祭典什麼活動都是一起的，也沒有分你是郡社還是巒社的。 

秋淳 問：你是巒社還是郡社？ 

金文獻 答：我是巒社 

筆者 問：那時候 pasibutbut 巒社是沒有唱這首祭儀歌曲的？ 

金文獻 答：對對對，這式郡社發明的祭儀歌曲，是郡社的老長輩拉我們參加的。

但是有一些歌謠、古調是我們巒社發明的。 

筆者 問：那你是怎麼學 pasibutbut 的？ 

金文獻 答：我們算是第三代，在練習唱的時候，我是剛進去，所以把我放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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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旁邊，就在旁邊聽他們唱。他們有時候會把我放到別的聲部那邊，然後再以

我的聲音適合在哪個聲部來分部。 

筆者 問：還知道 pasibutbut 是用在什麼時候？ 

金文獻 答：像播種祭、打耳祭等等的活動都會用到。 

筆者 問：現在用在哪裡？只是用在表演嗎？ 

金文獻 答：像鄉運、運動會等等。 

筆者 問：那就算是一個表演的模式？ 

金文獻 答：對，表演。 

秋淳 問：你本身的工作和年次？ 

金文獻 答：43 年次，務農的，種葡萄、梅子。 

秋淳 問：為什麼會加入這個團體？加入後會有什麼影響嗎？ 

金文獻 答：沒有影響阿，會想說我們既然是布農族，我們有上天給我們的恩賜

這個歌和聲音，我們想說要一直傳給我們的小孩子。如果在我們這裡斷掉，這樣

就對不起我們的前輩。 

秋淳 問：所以想要藉由這個團體繼續讓小孩子可以來參加繼續傳承嗎？ 

金文獻 答：對對對。 

筆者 問：這個團體有下一帶得人選嗎？ 

金文獻 答：現在有一些 30 幾歲後賴慢慢拉近來的，我們先拉他們，再讓他們再

去拉小的進來。現在還是有一些很小的小孩，他們還是沒辦法認真的練，因為心

裡還是想著要玩。 

秋淳 問：你加入這個團體多久了？ 

金文獻 答：我們這個協會還沒成立，我就跟著老前輩開始學了，十年前。 

筆者 問：現在唱 pasibutbut 大概唱幾次才會結束 

金文獻 答：八至十個 

筆者 問：最近表演大概唱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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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獻 答：現在我們是有點不一樣，以前跟老人在唱是從最低的因慢慢上去到

中間就結束，我們現在是從中間唱到高就結束。如果從低音唱上去，那聲音就沒

有出來，所以我們才改變成這樣。 

秋淳 問：那這樣的改變是因為是為了舞台效果嗎？ 

金文獻 答：對，也是有一點。 

筆者 問：司明信長老現在幾歲？ 

金文獻 答：他現在 83 歲了，我們現在都是由他來教我們。 

筆者 問：這些歌謠、祭典歌曲、古調都是怎麼來的？ 

金文獻 答：因為我們在祭典的時候都會唱，生活中也會唱，所以就一直記到現

在。也都是老一輩的長老唱給我們聽的，然後都是自己記住，再繼續傳唱。 

筆者 問：郡社和巒社的母語是不是不一樣？ 

金文獻 答：對，不一樣。所以我們這邊現在的年輕人都會把兩個社群的母語混

在一起說。 

筆者 問：現在明德部落的氏族有哪些？家族的氏族 

金文獻 答：金、全、伍、司 

筆者 問：以前剛到明德部落最大是哪個家族？ 

金文獻 答：伍先到明德，司家在對面，因為日本在對面調一個炸彈，所以就跑

過來明德部落。 

筆者 問：那是一個家族一個家族從舊社下來？ 

金文獻 答：對對對。因為我們布農族，日本把我們遷下來以後，有的到高雄、

花蓮、台東、南投，我們這邊最多。 

秋淳 問：pasibutbut 是唱哪一聲部？ 

司明信 答：第二音 Lamaylulu 

筆者 問：各聲部有幾個人？ 

金文獻 答：起音四個人，第一音一個人，第二音三個人，第三音三個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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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參加就先從最後一個聲部加入。一剛開始就是先從第第二音和第三音開始

練習唱。 

筆者 問：司明信是哪個社群？ 

司明信 答：郡社群 

筆者 問：這些音樂是在舊社就有，還是已經遷移才有這些音樂？ 

金文獻 答：以前就有 

秋淳 問：歌的名字都是怎麼定的？ 

金文獻 答：都是歌的內容去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