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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在求學過程當中，結識了相當多原住民同學，引發了我對原住民文化與音樂

的好奇與興趣，因此想更進一步的去了解其文化背景及音樂特色。在透過一些文

獻的閱讀後，發現大部分的原住民音樂研究多聚焦於傳統音樂，特別是和祭儀相

關的音樂，較少著墨於非祭儀音樂的探討，因而認為還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發展

關於非祭儀音樂的研究。本文將分為以下幾個部份加以描述：工作歌的定義、傳

統工作歌、工作歌現況，兼及宗教信仰、兩性關係、音樂傳播等議題的討論。也

將藉由幾首工作歌曲例來輔助這些議題的討論。 

 

本文主要研究方式是以阿美族耆老黃貴潮先生做為訪問對象，並透過田野調

查與收集資料來對於阿美族工作歌作一個初步的探討與文獻收集，對於更深入的

研究分析礙於時間上限制，筆者將在往後的研究中繼續深入追尋。 

 

關鍵字：阿美族、工作歌、mi-tapi-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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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求學過程當中，結識了相當多原住民同學，引發了筆者對原住民文化與音

樂的好奇與興趣。當筆者想要從現有研究中，更進一步了解其文化背景及音樂特

色時，發現大部分的原住民音樂研究多聚焦於傳統音樂，特別是和祭儀相關的音

樂，較少著墨於非祭儀音樂及都市原住民音樂的探討，因而擬定這個研究，以探

討這個長期以來沒有受到應有重視的研究區塊。筆者特別對阿美族的工作歌感到

興趣，並企圖藉著對阿美族工作歌的探討去了解民歌的傳統特質與民歌在當代社

會中的變形。在初步的文獻研讀中筆者發現，傳統工作歌常被運用在於現代的一

些創作中。因而，筆者也希望經由了解現代改編創作的作品進而如何反映當代原

住民的社會與文化變遷。例如，傳統的工作歌常以不具字面意義的音節演唱，可

以自由地即興、唱和，在改編創作的歌曲中，則多附上固定的歌詞；歌曲表達的

情境及演唱的場合也和過去演唱工作歌的情境有明顯的差別。看似簡單的即興曲

子，在過去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而這些歌曲衍生的改編創作又呈現了當代原住

民的社會風貌。 

    透過本次論文的書寫，其最主要目的是想為年輕一輩的原住民同胞及都市原

住民朋友瞭解到過去傳統原住民音樂的美及變遷後對於他們的音樂有了什麼樣

的影響，透過瞭解這些影響中是否能重新的省思及追尋那所謂的「傳統」而有不

同的新動作想要來保護這樣的文化。其次則希望透過本文的介紹，可以讓更多讀

者及未來研究非祭儀音樂的研究者不僅只是在過去的文獻中瞭解傳統儀式的音

樂，而能從本文中得知更多原住民非祭儀音樂的資訊與音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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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文獻回顧與探討文獻回顧與探討文獻回顧與探討    

 

從過去的文獻來看，清領時期到了日治時代以前台灣並沒有專書來探討台灣

原住民音樂研究，但仍有少數的文獻及地方誌，可看到當時的原住民音樂活動的

寫作，如周鍾瑄 1724《諸羅縣志》、黃叔璥 1736《臺海使槎錄》等。但並未有針

對阿美族的舞蹈有一清楚地描述或研究，但大抵上已經可以窺探出歌舞在阿美族

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蔡政良曾指（2007）： 

 

戰後的發展，雖然已經開始有人針對阿美族的歌舞較為詳盡的描述，

但也僅止於『描述』的階段，並未有進一步的詮釋與分析。 

 

後來到了日治時期，研究台灣原住民音樂的學者漸漸的興盛了起來，不僅只有音

樂學者外，還多了人類學家、民族學者、考古學…等學者的著作都有提及到台灣

原住民音樂，例如：伊能嘉矩《台灣踏查日記》、黑澤隆潮《台灣高砂族的音樂》、

史惟亮《台灣山地民歌調查研究報告》和呂炳川《台灣土著族音樂》…等人。 

然而我們得知，過去的文獻大多半以介紹阿美族歌舞的不同分類，也因不同

的學者而產生不同方式的分類方法，例如黃貴潮（1990）將它們分類為： 

 

ㄧ、祭典歌曲（saki lisin）：包括巫師行祭（maagag）、祈雨儀式

（paka'orad）、豐年祭歌舞（likoda ilisin）；二、工作歌（sakatayal）：

包括搗米（sapitilek）、除草（sapikakapkap）、犁田（sapikag）、採

山柴（sapikasay）、採山藤（sapi'oway）、消遣（cacdgan）；三、生

活中的歌舞（kaloladiw）：包括大型宴會、餘興；四、幼童歌謠。 

 

然而巴奈．母路（1993）則將它們區分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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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馬利古大（malikoda）歌舞（豐年祭中的牽手舞）；二、尼比嗨

（nipihay 或 mipibay）歌舞（指豐年祭中或祭後由婦女所跳的舞蹈）；

三、歡樂歌舞；四、其他祭儀歌舞等。 

 

另外巴奈．母路也在公共電視所企劃之節目《傾聽我們的聲音--尋訪阿美族

的音樂世界》中也提出他對阿美族音樂的區分，依功能性來可區分為： 

 

ㄧ、祭典音樂：豐年祭音樂與祭司音樂；二、非祭典音樂：工作歌、

休閒歌  與童謠。 

 

過去的阿美族生活方式不是工作就是休閒，而工作裡的一切也自然的就呈現

了阿美族人的一切生活型態包括工作時所唱的歌曲及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模式。 

 

孫俊彥曾指出（2000）： 

農務是男女共同的工作，過去馬蘭族人不喜上學讀書或以勞力賺取工

資，這會被視為怠惰，他們常說：「有什麼比男女相伴到田地去一面唱

歌一面耕作更快樂的事呢？」。馬蘭人有「換工」（mipaliw）的習慣，

所謂換工，即多位族人一起組成換工之團體，約定大夥於某日到團體

某位成員的家中幫忙農事，改天又到另一位成員家裏幫忙，如此共同

以輪流方式增加工作效率。換工團體成員最常見的組成方式，是由兩、

三位要好的未婚男子發起，並邀約自己心儀的女性一起加入，因此人

數總是成雙。 

 

然而最近因為時代的變遷、經濟的快速成長也使得阿美族人的經濟活動有了

不同以往的改變，對於年長的五、六十歲以上的長者而言農耕方式仍舊是生活的

一部分，但對於阿美族的年輕一代族人們則是選擇從事其他的勞動工作，或者是



 

 12 

選擇離鄉背景到城市中尋找就業及就學機會。所以上述提及的「換工」方式，也

因這些外在因素的影響下成為了過往的舊傳統。 

阿美族人常藉由歌唱的方式，來抒發勞動時所帶來的苦力與身體的疲憊，音

樂是阿美族人的生活必需品。同時，孫俊彥也曾指出（2000）： 

 

在過去農業機械尚未引進馬蘭時，為了節省工作時間，都是親朋好友

一起下田，或是未婚男女以換工方式幫忙農事。在田間工作時，工作

場地如此寬廣，有時又因作物或雜草遮掩視線，經常無法看到工作的

夥伴，不知道對方的方向與距離，因此以唱歌的方式來循知夥伴的所

在位置，對方聽到自己的歌聲後，即刻也以歌聲相應。除了探循工作

夥伴的狀況外，也聯絡大家的感情，並利用這個機會練習歌唱培養彼

此默契，選擇換工對象時經常考慮對方會不會唱歌，能不能搭配自己

的歌聲。要換工前不論男女都會穿著盛裝，男生並配帶禮刀，向心上

人表現出最好的一面，同時也是告知部落裏其他族人「我們要去換工

了」。到田裏再換上工作服，工作時不會大聲高歌，只要換工伙伴能夠

聽聞即可；但是工作將告完成之際，會唱得更高更大聲，讓部落裏的

人知道大夥的工作將要結束。工作完成才又換回盛裝，回到農地主人

家中休息用餐聚會。 

 

巴奈．母路曾提到日治時期以前工作歌與休閒歌是以 ho-hay-yan ，way-yan 等襯

詞為主要歌詞，由於工作歌大多以獨唱為主，獨唱歌曲的特色在於其旋律屬「即

興式」，即旋律由數個旋律動機即興地反覆變化組合構成，動機的變化與組合沒

有常規，因此每次演唱時旋律都有或多或少的改變；歌詞並無受限制，有時可配

合情境的需要而加入即興的唸詞來鼓舞一同工作的夥伴。在歌詞的部份，阿美族

八十歲以上的長者可篤定的跟我們說都是唱 ho-hay-yan 所謂襯詞的唱法，直到日

據時代開始有了填詞並開始學會使用文字。阿美族文化工作者少多宜．篩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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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阿美族人用著最熟悉的語言 ho-hay-yan 、way-yan 等來表達工作的情緒，除

了祭典的歌謠以外，所以 way-yan 充分運用於阿美族的生活裡,所以他深信

ho-hay-yan 、way-yan 為阿美族原先的主詞。面對於大自然的無常與個人身體的

脆弱與靈魂的孤寂便藉由歌聲來撫慰,便會產生一種淒美的特別聲音，阿美族有

一字眼常被使用稱為 mararum(自憐)，巴奈．母路則發現老人家之所以常會營造

這樣的氣氛來演唱最主要還是對於應靈的世界來唱，使得自我憐惜與安慰之感由

然而生。面對這麼多人對於 ho-hay-yan、way-yan 等詞提出他們個人的見解後，

引發了我自己對於這個議題想深入去探討的想法，所以在本次的論文寫作中，筆

者也將以這個議題為其中探討之部份。 

    然而就目前現有的文獻中，少數對於當代都市原住民的音樂做深入的探究。

就目前以歌謠演變為主的文獻中，大多僅止於將工作歌的演變過程做歷史性的論

述，如江冠明（1999）、公共電視台（2007）： 

 

一九五○到七○年代，山地歌謠隨著原住民的工作，輾轉從部落流傳

到林班、遷徙到都市。在林班工作的苦楚，都市工地工作的心酸，只

有藉著歌唱來抒發。在哼哼唱唱之間，許多反應生活情境、流浪心聲

的歌曲，林班歌大部分都是集體創作而來，而且大多都是情歌。旋律

融合了各族群原住民歌謠與流行音樂，並且多是 Am 的曲調。在自嘲與

卑微的歌詞中參雜著生疏的國語，內容反映出時代的背景。許多林班

歌像是對話一樣的在唱歌，這是深受傳統原住民文化的影響。公共電

視台（2007） 

大約上世紀 60 年代後，台灣原住民的勞動力開始大量投入礦業、

遠洋漁業及工廠作業員。台灣農村逐漸走向解體，經濟轉向都市建設，

建築業的木工、鐵工又吸收了這批原住民勞動力。部落青年遠離了山

林，走入都市，變成了都市原住民；山地林班歌，也轉變成了都市工

作歌。江冠明（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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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現階段的傳唱方式及實質的演唱內容與型態，尚無專書進行探討。 

由上述這些統整後的文獻與影音資料看來，絕大部分的文獻提到阿美族都是

將它的歌舞作分類後然後再進行各分項的初步討論，並且通常聚焦於祭儀相關的

樂舞，較少的學者會對於工作歌這個部份在提出更深入的見解。本研究以工作歌

為討論對象，關切工作歌這類音樂在社會及科技的變遷之下是否產生變形？而這

樣的變遷又呈現什麼樣的社會文化與音樂的改變方式？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我

希望透過研究調查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並期待我的研究成果可以使研究者和社

會大眾更了解日常生活中的、變遷中的原住民音樂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實地田野調查與訪問： 

筆者本身於大學時期為民族音樂學系之學生，所以了解在民族音樂學的研究

領域中強調的就是實地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唯有田野調查與實際的面對面訪問，

並充分的運用「局內」、「局外」的角色問題，才能真正去體會及觀察問題的核心，

而完成一份具有系統性的研究。 

本研究將以阿美族耆老黃貴潮先生之訪談做為主要研究方法。因現今擅長傳

統工作歌的阿美族人大多在以七十幾歲以上，所以有一部份的訪問將針對這些年

齡層的長輩來進行研究；並對於男性與女性長者分別作口頭上的訪問題調查，來

觀察性別間對於工作時的想法與互相如何看待彼此的關係。另外，筆者希望了解

改編創作過去工作歌的創作者的動機與想法；以及阿美族七十歲以下及更為年輕

的族人對於時代變遷與原住民社會文化轉變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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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詞分析： 

企圖從歌詞型態的變化瞭解工作歌和社會變化的關係。從一些訪問及文獻中

發現，工作歌裡頭的音樂歌詞中雖然大多以虛詞或襯詞來構成但卻隱含著特殊的

某些意義，即興的歌詞也有許多令人值得深入探討的部份。然而過去工作歌很多

都被改編成現代的創作作品，所以可以在這些新的改編作品的音樂風格中探討到

不同的問題，例如反映當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變遷…等問題。 

〔三〕參考歷史錄音： 

隨著工商業的發達，使得許多過去農村的生活方式也隨之改變，然而原住民

也因這樣的改變而改變了他們農耕生活，進而影響到阿美族工作歌的發展。使得

現階段，當我們要進行一些田野方式去採集這樣的工作情形時已難再取得，甚至

有時需透過較年長一輩的長輩族人來揣摩當時的意境來示範，所以歷史錄音成了

重要的參考依據，也是在本次研究中佔有極具重要的一項研究方法。筆者將以公

共電視、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過去學者所出版之錄音、錄影帶作為參考。 

〔四〕參考相關文獻： 

    由於阿美族工作歌這方面的相關議題較少人著手研究，所以實際能參考的文

獻相對的有限，但仍舊有一些相關議題的文獻與研究論文能作為參考的指標，筆

者將充分的使用這些有限的資源來輔助本次的研究主題。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預期結果與研究限制預期結果與研究限制預期結果與研究限制預期結果與研究限制    

    

（一）預期結果 

    本文預期利用筆者所提出的工作歌研究範圍定義下，對於阿美族工作歌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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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較初步平面性的資料收集與討論，其能對於阿美族工作歌過去資料不足、文獻

鬆散的部份做一個較完整性的整理進而瞭解傳統與當代工作歌差異性。這是一本

議題新穎的論文題材，發前人所未發甚具意義，並且在民族誌書寫和口述歷史中

挖掘出許多甚具價值的資料，可有助於往後阿美族音樂文化的深入探討， 

（二）研究限制 

    目前在有限的資源與時間上較無法再更深入探討。最主要的原因其一，因為

本次的研究題目在過去較少有文獻討論過能參考的文獻有限，因此在研究的過程

中大部份只能透過實地的訪談及影音資料的參考，而幾個月的研究時間對於研究

一個過去較少被提及的研究而言確實在時間上有其限制；其二，在寫作本論文的

過程中又剛好面臨研究所考試準備的雙重時間壓縮與壓力下，難免力不從心；其

三，因過去在課堂上學習的很多理論在未實地參與田野工作時都只有概念上的認

知，直到真正進入田野調查時才發現理論僅僅只是理論，至於要如何運用、運用

的恰當甚至是面對的受訪者的多元、語言上的隔閡挑戰，要如何才能將課堂上學

習到的認知放於實際行動上，再加上經驗、能力上的不足以致在研究過程中心情

的轉換實為複雜及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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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何謂何謂何謂何謂工作歌工作歌工作歌工作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工作歌起源工作歌起源工作歌起源工作歌起源    

 

古今中外有很多對於音樂的來源或者是「工作歌」有多種的定義。例如：中

國重要著作《呂氏春秋》一書的《古樂篇》自歷史的觀點來探討樂之起源： 

 

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

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

曰總萬物之極。 

 

張蕙蕙（1991）： 

 

    據許多學者研究，音樂起源於勞動，並且由勞動決定了最初的內容和形式。

易言之，韻律就是產生於有節奏的勞動，樂器實際上就是人類最早的勞動工具，

最初的音樂是與工作、舞蹈、詩歌有著密切關係的。 

 

以過去的文獻參考資料看來，從西方文化到東方文化中皆可發現「工作歌」

的背景，都源自於工作者為抒發工作上的身心疲憊而延伸出的產物。但有些因地

區風情之不同而使詞彙的運用也產生差異性。如十九世紀北美黑人的 Work 

song、保加利亞女性合唱團、中國的青浦田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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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阿美族工作歌阿美族工作歌阿美族工作歌阿美族工作歌    

 

（一）定義： 

以下筆者將幾位學者過去在文獻中曾對於阿美族「工作歌」的劃分，使用文

字跟表格的方式一一作介紹： 

在田野的過程中，阿美族耆老黃貴潮曾說：「工作歌」可用地點、場合、目的來

作為區分，而他個人偏向於用「場合」來界定工作歌定義。如：黃貴潮 1990〈阿

美族歌舞簡介〉《台灣風物》40.1：79-90。 將阿美族歌舞分類為【表一】： 

 

一、 祭典歌曲（saki lisin）：包括巫師行祭（maagag）、祈雨儀

式（paka'orad）、豐年祭歌舞（likoda ilisin）； 

二、工作歌（sakatayal）：包括搗米（sapitilek）、除草

（sapikakapkap）、犁田（sapikag）、採山柴（sapikasay）【譜例一】、

採山藤（sapi'oway）【譜例二】、【譜例三】、消遣（cacdgan）； 

三、生活中的歌舞（kaloladiw）：包括大型宴會、餘興；四、幼童歌

謠。 

可看出是由「場合」來作為歌曲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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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祭典歌曲 

 

巫師行祭（maagag）、祈雨儀式（paka'orad）、 

豐年祭歌舞（likoda ilisin） 

工作歌 搗米（sapitilek）、除草（sapikakapkap）、 

犁田（sapikag）、採山柴（sapikasay）、 

採山藤（sapi'oway）、消遣（cacdgan） 

生活中的歌舞  

大型宴會、餘興 

 

 

 

 

 

黃貴潮 

幼童歌謠  

童謠 

 

 

 

【譜例一】、「打柴歌」（來源：林信來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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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二】、「採藤歌」（來源：林信來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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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三】、「採藤歌」（來源：吳明義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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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巴奈．母路所企劃的公共電視節目《傾聽我們的聲音--尋訪阿美族的音樂

世界》中也提出他對阿美族音樂的區分。若依「功能」、「場合」來可區分為： 

 

一、祭典音樂：豐年祭音樂與祭司音樂；二、非祭典音樂：工作歌、

休閒歌與童謠【表二】。 

 

【表二】 

 

由此可發現巴奈．母路與黃貴潮兩位學者劃分方式的原則是相同的，只是巴

奈學者的分類較為簡潔，不似黃貴潮學者將其中的一些細節也仔細的劃分。 

第三位學者，林信來在《台灣阿美族歌謠歌詞研究》(1981:46-86)中提出，

阿美族民謠的類別可分為【表三】： 

 

祭祀謠、民俗謠、詛咒謠、飲酒歌、勸戒歌、詼諧歌、猥褻歌、敘述

歌、生活歌、愛情歌、搖籃歌、童歌等，而在生活歌裡又依歌詞的不

同分類為：農歌、牧歌、夯歌、兵歌、漁歌、船歌、醫歌、樵歌、工

祭典音樂 
豐年祭音樂 

祭司音樂 

巴奈．母路 

非祭典音樂 

工作歌 

休閒歌 

童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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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歌、生活感想等歌。 

 

【表三】 

 

由上述的分類可看出林信來學者與上述的黃貴潮學者界定「工作歌」的方式

不同，黃貴潮是以「場合」作為區分，凡是工作場合所唱的都將它劃分進來，而

將林信來所提到的農歌、牧歌、漁歌、船歌等都劃分入「生活歌」的範圍中。如

此一來，工作歌也成為了生活割得一部分，而非單獨的獨立出來。 

由三位學者的分類方式來看，每位學者對於「工作歌」都有各自的解讀方式。

綜合他們的各方說法後，藉此筆者想在這些不同分歧意見中提出個人對於「工作

歌」界定與看法：真正在阿美族歌謠的分類裡並沒有工作歌，他們並沒有這樣的

術語，而是由後來的學者自己就歌謠來做分類的。阿美族人的生活方式基本是透

祭祀謠  

民俗謠  

詛咒謠  

飲酒歌  

詼諧歌  

猥褻歌  

生活歌 農歌、牧歌、夯歌、兵歌、漁歌、船歌、醫歌、樵歌、 

工作歌、生活感想 

愛情歌  

搖籃歌  

詼諧歌  

敘述歌  

 

 

 

林 

 

信 

 

來 

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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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工作來了解人與人之間各種生活型態。可以說「工作」的內容，本身在如何界

定上就是模糊的，對於阿美族人而言工作本身不僅只限於工作當下，在工作結束

後的某些活動、消遣、慶祝也都涵蓋於「工作」的內容裡。因此，「工作歌」也

就有著兩種不同的意義：一、跟工作有關的，在工作時所唱的歌都稱為工作歌；

二、工作之餘或工作完畢後，晚間大家聚集歡樂所唱之歌。換言之，一首相同的

曲子，有時可在工作的場合使用，有時也會作為其他場合的運用。 

就此研究而言，筆者個人認為「工作歌」一詞，傾向凡有關工作時演唱之歌

曲都應放入工作歌，雖然很多歌曲不僅僅只限於工作時所演唱，但如果又在歌詞

上做不同的界定將會出現很多的衝突點與矛盾，就如同在學者林信來的界定中將

農歌、牧歌、漁歌、船歌等與工作歌分開，但未能解釋他的定義。因此，筆者個

人分類的方式較貼近於學者黃貴潮以「場合」的方式作為劃分以區隔，並且對於

祭典時所唱的歌謠也不納入在工作場合中，故以下不在此限制範圍內的歌曲筆者

將不列入工作歌的研究範疇中。 

 

（二）年齡層 

    雖然阿美族帶給大家傳統的認知上是有年齡層的限制問題，因此筆者就這樣

的一個問題去拜訪明立國老師，明老師認為在傳統歌謠上，女孩子比較沒有年齡

階級的問題，但是男孩子比較有年齡階級的問題。比較跟年齡階級的問題的歌謠

大多跟豐年祭的有關係。但是就工作歌本身來談，在男生與女生之間並沒有年齡

層的限制問題，非祭儀的音樂中年齡層的區別性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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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傳統工作歌傳統工作歌傳統工作歌傳統工作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演唱角色演唱角色演唱角色演唱角色    

    

首先以經濟、社交功能兩方面來看，根據孫俊彥於 2000《阿美族馬蘭地區

複音歌謠研究》所說： 

 

傳統阿美族從事的經濟活動大多是以務農為主要，當然除了農作的工

作以外也有漁獵、採山柴、採山藤、採礦等等的工作。而務農的工作

基本上是以小米為主，直到日治時代末期開始出現了水稻的種植。也

因為如此阿美族人形成了所謂「換工」（mipaliw）的習慣，所謂換工，

即多位族人一起組成換工之團體，約定大夥於某日到團體某位成員的

家中幫忙農事，改天又到另一位成員家裏幫忙，如此共同以輪流方式

增加工作效率。選擇換工對象時經常考慮對方會不會唱歌，能不能搭

配自己的歌聲。換工團體成員最常見的組成方式，是由兩、三位要好

的未婚男子發起，並邀約自己心儀的女性一起加入，因此人數總是成

雙。據說「堤防階層」（今約七十五歲左右）【表四】這個年紀以上的

長者們過去年輕時，要換工前不論男女都會穿著盛裝，男生並配帶禮

刀，向心上人表現出最好的一面，同時也是告知部落裡其他族人「我

們要去換工了」。到田裡再換上工作服，工作時不會大聲高歌，只要換

工伙伴能夠聽聞即可；但是工作將告完成之際，會唱得更高更大聲，

讓部落裡的人知道大夥的工作將要結束。工作完成才又換回盛裝，回

到農地主人家中休息用餐聚會。白天一起工作，到了晚上就在該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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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餐後並留下聊天唱歌，夜深時歸。這個換工後的晚間休閒稱為 

pasongkang，其目的除了消除日間工作的疲憊，聯絡同儕感情外，也

讓父母認識自己交往的朋友（看看適不適合成為未來的伴侶）。 

 

明立國老師： 

 

「傳統工作歌有分男孩子女孩子的工作不一樣，有些的工作是男孩子

不能參與的，像是搗米，搗米有專門搗米的歌，像那種男孩子不能唱，

因為那不是男孩子的事情。另外像在山上砍木頭的、撿流木的，那些

都是男孩子的歌，女孩子不能唱。所以從工作的內容可看出兩性的分

工，兩性分工會看它怎麼的分工法，它的類型如何劃分，這就要回到

它整個社會結構去看。主要的原則是，做田裡的小米的除草那都是女

孩子的。」 

 

因此，除草、搗米都是 mi-tapi-ay 的工作，所謂的 mi-tapi-ay（mi：前詞、動詞，

tapi：工作之意，ay：後詞。），意指未婚妻、求婚時期到男方家裡幫忙之女性，

另一解釋為未婚少女之意（女子不像男子有年齡組織，而此時的未婚少女也可稱

為 mi-tapi-ay）。搗米時間約於晚間 6-9 點，時間一到，各家的 mi-tapi-ay 相約在

庭院前搗米，而男子們則在旁觀察，此時就是男子鑑定心儀的女孩是否能成為未

來人生伴侶的時刻。另一方面工作歌也是另一種情歌的表現方式：唱歌的場合是

工作場合但是實質內容是男女兩性間談情說愛。 

其實不只有阿美族人是如此，在 Conrand Phillip Kottak （2005）中引用了拉

客伍（Yvonne Lockwood 1983）對於戰前的波士尼亞一處回教村落帕拉尼尼卡

（Planinica），當地的民俗歌謠的研究： 

 

大部分活要活耀得歌者是 16 到 26 的未婚女性（小姐）。領唱者往往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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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起音與領唱者的角色，具有強力、完整、清亮的高音音域。從女孩

到小姐（可以結婚的女性）之間的社會身份轉換，由主動參與公開場

合的歌唱與舞蹈所標示的。青春期的女孩們被女人們吹促加入這些公

開場合，並試著讓自己行為像個小姐。這是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

的一部分，由一個女孩（dite）變成一個小姐（cura）。對於女人而言，

歌唱標示在不同年齡之間的一系列轉換過程。歌唱與舞蹈常見於男性

與女性共同參加的普瑞羅普瑞羅普瑞羅普瑞羅（prelos），在帕拉尼尼卡，賽爾──克羅埃

西亞語的普瑞羅這個字，常常被界定成「不斷旋轉的蜂蜜」，意指任何

一次的互訪場合。普瑞羅在冬季特別常見。在夏季村民的工作時間較

長，普瑞羅很少見。普瑞羅提供一個場景，讓人們遊戲、放鬆、唱歌

與跳舞。所有小姐的聚會場合，特別是普瑞羅，都是唱歌的場合。已

婚婦女鼓勵小姐們唱歌，通常會建議特定的歌曲。假使男性也在場，

可能會發生一種唱歌的對決，小姐與年輕男性互相戲弄對方。一場成

功的普瑞羅有許多人參與，還有許多唱歌與舞蹈。 

 

    然而相較於波士尼亞的普瑞羅儀式，阿美族的 mi-tapi-ay 角色的轉

換過程不也是一種相似於「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1的表現。再

此筆者只是做了一種大膽的假設並不深入進行討論，希望往後的研究

中能進一部的深入探討關於這樣的一個議題。 

 

 

                                                
1. 

生命禮儀又譯通過禮儀。荷蘭學者范傑內普（A. van Gennp）所創術語。現今這一術語意義只只

限於描述：只當某一個人在其生命過成中，從一種社會地位轉向另一種社會地位時舉行的禮儀。

典型的生命禮儀是只在人出生、成長、結婚、死亡時所舉行的各種儀式。范傑內普將這些禮儀分

為三個階段，即：象徵分離的禮儀、象徵過度的禮儀、象徵聚集的禮儀。象徵過渡的禮儀是用來

表示某一個人體已經郭離某一個社會地位，但仍位進入下一個地位的過程，這類禮儀很明顯地見

於成年禮，例如，許多社會要求成年禮的參加者暫時離開社會群體，獨居野處一段時間（陳國強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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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禁忌觀念禁忌觀念禁忌觀念禁忌觀念    

    

就宗教禁忌的功能而言，阿美族的禁忌世界豐富且守法，並非只有在祭儀時

才有所謂的禁忌問題。對於阿美族人來說是先有信仰才有工作，在工作時有許多

的禁忌（例如：笑、哭、罵…等行為皆不可有），而講話方式也要轉換方式表達，

或在工作時可以讚美神靈或是提前告知祂你的需求。學者黃貴潮認為這是一種儀

式性的過程： 

例如：我渴了（X） 

      我要水（O） 

例如：我需要你，我要帶你回家。（○） 

 

據巴奈．母路劃分：「工作歌」是非祭典性的音樂。但非祭典時所唱的歌曲

卻也同時是使用聲詞最為普遍的曲子，一方面是因為工作時限制了演唱的動作，

另一方面則是禁忌的觀念影響。從第二項影響看來，在不同的民族裡雖然工作歌

的演唱限制不像祭儀時的禁忌那樣的多，但他們卻具有著豐富及影響深遠的宗教

意義及觀念。在歌詞的部份，阿美族八十歲以上的長者可篤定的跟我們說都是唱

ho-hay-yan 所謂襯詞的唱法，直到日據時代開始有了填詞並開始學會使用文字。

阿美族文化工作者少多宜．篩代表示： 

 

阿美族人用著最熟悉的語言 ho-hay-yan 、way-yan 等來表達工

作的情緒，除了祭典的歌謠以外，所以 way-yan 充分運用於阿美族的

生活裡,所以他深信 ho-hay-yan 、way-yan 為阿美族原先的主詞。 

 

    透過田野的訪問訪問過程中，黃老師則認為：從語言學的觀點加上他自己的

獨特見解，過去一直被爭論不停的虛、聲詞之說，他則是由認為它不具任何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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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認為那是一種古語和禱文，且認為祖先之所以會用那些字詞是一種固定用法，

不會任意的去改變它的使用方式。且這些字詞具有通靈和神靈溝通的意義，並具

有神秘性和神聖性。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演唱風格演唱風格演唱風格演唱風格    

    

除了跟儀式的連結以外，工作歌也有情緒宣洩的功能但最重要的是要能達到

肉體疲勞的舒緩。為了生活與經濟的需求，不管多麼艱苦的工作都必須要咬牙忍

耐過去，再加上面對於大自然的無常與個人身體的脆弱與靈魂的孤寂， 因此藉

由歌聲來撫慰，這個時候唱歌成為最好的抒發情感與壓力的管道，藉由歌聲忘卻

時間的壓力，消除身體的疲憊。然而便自然會產生一種淒美的特別聲音，阿美族

有一字眼常被使用稱為 mararum(自憐)，巴奈．母路曾說： 

 

「發現老人家之所以常會營造這樣的氣氛來演唱，最主要還是對於應

靈的世界來唱，使得自我憐惜與安慰之感由然而生。」 

 

工作歌除了抒發情緒以外，以田間工作為例：除了割稻（mipanay）因動作

費力不利歌唱外，犁田、插秧（mi'anip）、除草（miqotqot）等工作都會演唱歌曲。

因此，黃貴潮老師則對我表示：唱工作歌時因為動作有規律，所以旋律盡量採用

簡單、自由、不複雜的方式為主，而除草、搗米歌皆為合唱曲，則由一群 mi-tapi-ay

工作時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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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俊彥（2000）： 

犁田為一個人工作，因此只有獨唱，不過插秧、除草等，在過去農業

機械尚未引進馬蘭時，為了節省工作時間，都是親朋好友一起下田，

或是未婚男女以換工方式幫忙農事。在田間工作時，工作場地如此寬

廣，有時又因作物或雜草遮掩視線，經常無法看到工作的夥伴，不知

道對方的方向與距離，因此以唱歌的方式來循知夥伴的所在位置，對

方聽到自己的歌聲後，即刻也以歌聲相應。除了探循工作夥伴的狀況

外，也聯絡大家的感情，並利用這個機會練習歌唱培養彼此默契。台

東縣成功鎮都歷部落（Turik）出身的阿美族音樂工作者少多宜．篩代

（Sawtoy Saytay）指出田間工作時的彼此唱和呼應，造成歌聲的層疊

現象，是阿美族複音歌謠發展形成之主因。 

 

    然而在筆者做田野訪問學者黃貴潮先生的過程中，他提及了一個很有趣的問

題，他認為現今的卡帶、CD 大多以獨唱為主，而過去在表現獨唱時通常大多以

男子獨唱阿美族犁田歌表現為最多，因此便推測犁田歌為原住民曲子獨唱的起

源，而阿美族最早的「流行歌」可能就是源自於「工作歌」的轉換而來。因為本

文在研究的期間尚能作到的部份只是收集，因此對於阿美族音樂工作者少多宜．

篩代及黃貴潮學者所提出的問題未能有較深入的研究，也希望往後的研究中能將

此問題往下探討。 

 

 

 

 

 

 



 

 31 

【表四】、 馬蘭地區年齡階級列（來源：孫俊彥 2000） 

 

階段 職務 階層名稱 漢語階名 階名典故 年齡 入階 

lakongkang 軍艦 日本軍艦來到臺東外海 89~91 1930 

lasongtok 總督 日本總督來臺東巡視 86~88 1933 

lataypak 臺北 日政府招待馬蘭青年遊臺北 83~85 1936 

laketun 中斷 日本下令停辦豐年祭 80~82 1939 

latehemok 恢復 長老決定恢復豐年祭之舉行 77~79 1942 

latifo' 堤防 日人強迫築堤以禦敵軍 74~76 1945 

lamingkok 民國 國民政府來臺 71~73 1948 

latanku' 坦克 坦克駐防新生國小 68~70 1951 

isefi'ay 

長老 

lakunlen 訓練 政府徵兵開始前往玉里受訓 65~67 1954 

老年 

退休階段 

pakarongay no isefi'ay 

傳令長老 
lakingmong 金門隊 役男前往金門服役 62~64 1957 

itukalay 

部落總管 
latayciw 臺中隊 役男於臺中受新兵訓練 59~61 1960 

ipadalay 

部落副總管 
latingko 傳廣隊 楊傳廣贏得羅馬奧運銀牌 56~58 1963 

palawilay 

部落庶務 
lacuyacuy 大橋隊 臺東大橋被颱風吹斷 53~55 1966 

milumlumay 

部落分配 
lacongtong 總統隊 蔣介石前來臺東視察 50~52 1969 

中年 

掌權階段 

mihingningay 

部落招待 
lafunsyaki' 志航隊 志航空軍基地完工 47~49 1972 

lacidac 洪水隊 颱風引發臺東水患 44~46 1975 

lataytusi' 臺東市隊 臺東鎮改制為縣轄市 41~43 1978 

latunil 隧道隊 花東鐵路之岩灣至山里段隧道完工 38~40 1981 

lakulanto 公園隊 縣立體育場改建 35~37 1984 

lasansyen 山線隊 紅葉至初鹿水圳啟用通水 

青年 

服役階段 

kapah 

青年 

latenaw 電腦隊 進入電腦時代 

32~34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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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amkang 中華橋隊 興建中華大橋 29~31 1990 

lasyataw 新站隊 臺東鐵路新站完工啟用 26~28 1993 

layancuming 原住民隊 「山胞」正名為「原住民」 23~25 1996 

lafayfay 會旗隊 制定馬蘭年齡階層文化促進會會旗 20~22 1999 

未成年 

訓練階段 

pakarongay 

傳令少年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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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工作歌現況工作歌現況工作歌現況工作歌現況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演唱場合演唱場合演唱場合演唱場合    

    

本次田野訪問對象明立國老師說： 

 

「我相信現在還是會有工作歌，也會有的意思是，縱使他們現在到台北去

做建築板模還是會有他們的工作歌的，就以 ho-hay-yan、 naruwan 一般性

的歌謠，他們是很容易創作出來的。」 

 

由於社會整體經濟的轉變，再加上大部分鄉村的人口都朝著都市發展的狀態

下。原本的鄉村生活結構也隨之有了不同的改變，例如：經濟活動的改變，阿美

族人不再倚靠著農耕生活，而是朝向都市扮演起用勞力賺取金錢的角色。也因如

此，傳統工作歌的演唱場合就轉型在不同的角落被使用，如同：到工地扮演板模

工人的阿美族人身上、跟著漁船到遠洋捕魚的族人、甚至是在 pub 駐唱的族人用

著相同曲調的歌曲填入當代歌詞的使用等等，都充分的展現了工作歌的演唱場合

已不再像過去，只侷限於鄉村生活而是順應著生活型態的轉變而在不同工作場合

上被傳唱著。如公共電視台（2007）： 

 

一九五○到七○年代，山地歌謠隨著原住民的工作，輾轉從部落流傳

到林班、遷徙到都市。在林班工作的苦楚，都市工地工作的心酸，只

有藉著歌唱來抒發。在哼哼唱唱之間，許多反應生活情境、流浪心聲

的歌曲，如「我該怎麼辦」、「可憐的落魄人」【譜例四】、「流浪到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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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就這樣源源不絕的創作出來。林班歌大部分都是集體創作而來，

而且大多都是情歌。旋律融合了各族群原住民歌謠與流行音樂，並且

多是 Am 的曲調。在自嘲與卑微的歌詞中參雜著生疏的國語，內容反

映出時代的背景，在貓王與披頭四風靡全球的年代，吉他也以另類的

形式融入林班歌當中。 

 

江冠明（1999）： 

 

許多林班歌像是對話一樣的在唱歌，這是深受傳統原住民文化的影

響。大約上世紀 60 年代後，台灣原住民的勞動力開始大量投入礦業、

遠洋漁業及工廠作業員。台灣農村逐漸走向解體，經濟轉向都市建設，

建築業的木工、鐵工又吸收了這批原住民勞動力。部落青年遠離了山

林，走入都市，變成了都市原住民；山地林班歌，也轉變成了都市工

作歌。 

 

【譜例四】 

「可憐的落魄人」      詞 曲、演唱者：北原山貓     

你可以戲弄我 也可以呀不理我 

就算你不再愛我 見面也該說哈囉 

你也可以欺騙我 也可以呀利用我 

就算你不再愛我 見面也該說哈囉 

每一次我見到了你 你總是斜眼看看我呀瞪一眼 

到底我哪裡做錯 

請你可憐呀心上人 

呼伊喲 呼伊呀安 吼愛耶  

呀嗯嗨呀吼愛有呀嗯 

吼 愛 呀嗯嗨依呀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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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伊耶呀嗯 

依呀吼歐印嗨呀嗯吼愛有  

呀嗯西呀吼愛有呀嗯 

吼愛呀嗯嗨伊 呀泥嗨有伊耶呀嗯  

依呀歐印嗨呀嗯 

 

你可以玩弄我 也可以呀甩掉我 

就算你不再愛我 見面也該說哈囉 

你也可以玩玩我 也可以呀踢掉我 

就算你不再愛我 見面也該說哈囉 

每一次我見到了你 你總是斜眼看 

看我呀瞪一眼 

到底我哪裡做錯 

請你可憐呀心上人 

 

呼伊喲 呼伊呀安 吼愛耶 呀嗯嗨 

呀吼愛有呀嗯 

吼 愛 呀嗯嗨依呀泥海 有伊耶呀嗯 

依呀吼歐印嗨呀嗯吼愛有 呀嗯西呀 

吼愛有呀嗯 

吼愛呀嗯嗨伊 呀泥嗨有伊耶呀嗯  

依呀歐印嗨呀嗯  

 

    在筆者作田野訪問的過程中，黃貴潮老師提及：「現在工作歌的分類是由歌

詞來進行分類」。換言之，以不再像傳統工作歌是以「場合」來作為歌曲間的區

別性，而是用「歌詞」來進行區隔，一方面是因為創作多元了，更重要得是場合

有了更大的轉變。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演唱內容演唱內容演唱內容演唱內容    

    

    傳統的工作歌常以不具字面意義的音節演唱，所謂的「虛詞」，如漁撈歌【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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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可以自由地即興、唱和。從古至今，阿美族的歌曲 ladiw 沒有附固定的歌

詞 olic。必要時才由領唱者 miticiway 以即興方式填加歌詞。因此，平常唱歌時

大家都使用虛詞（黃貴潮 1990：80）。田野訪問中黃貴潮老師也指出：傳統的工

作歌多為即興歌詞，具有教育性、幽默性、激勵性，屬於禱文式的，而目的最主

要為祈福之作用。巴奈．母路所企劃的公共電視節目《傾聽我們的聲音--尋訪阿

美族的音樂世界》中也提到： 

 

日治時期以前工作歌與休閒歌是以 ho-hay-yan ，way-yan 等「襯詞」

為主要歌詞。 

 

【譜例五】、「漁撈歌」（來源：吳明義 1993）

 

 

巴奈．母路學者認為（2005）： 

 

「襯詞」比「虛詞」更為貼切，因為這些音節是一種「非抽象、非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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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非單純屬於情緒性的歌唱形式」，他是一種「『有意義的』、 『區

隔性的』歌唱形式」； 

 

然而，明立國學者認為（巴奈．母路 2004）： 

 

與其稱「襯詞」，不如使用「發音詞」。 

 

而陳俊斌教授（2008）則提議將這類沒有字義的音節（vocable）稱為「聲詞」：  

 

早期音樂學家對美洲原住民或非洲部族歌唱中所使用的沒有字義的音

節，多稱為「nonsense syllables」、「meaningless syllables」

（McAllester 2005：36）、或「meaningless- nonsensical syllables」

（Halpern 1976）；有些學者認為，雖然這些音節不具有語義，它們並

非完全沒有意義，因而稱之為「nonsemantic syllables」（Turino 

2004：174）。 

 

目前，在民族音樂學的論著中，「vocable」一詞則似乎較常用來指稱這類音

節。台灣學者較常以「虛詞」一詞指稱這類音節（如：黃貴潮 1990，吳明義 1993），

但近年來，有幾位者對這類詞的稱呼提出不同看法。並認為，使用「聲詞」一詞，

強調視它只是「音節」，突顯了以單純的音節形式純在的本質（如：陳俊斌 

2008a）。就如同（孫俊彥 2000）所說： 

 

由於工作歌大多以獨唱為主，獨唱歌曲的特色在於其旋律屬「即興

式」，即旋律由數個旋律動機即興地反覆變化組合構成，動機的變化與

組合沒有常規，因此每次演唱時旋律都有或多或少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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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歌詞並無受限制，有時可配合情境的需要而加入即興的唸詞來鼓舞一同

工作的夥伴。 

    現代工作歌不僅僅出現時早有固定歌詞且早具字面意義外，過去除了

mi-tapi-ay 合唱搗米歌時會配合杵敲擊的聲音外，其餘在農耕生活幾乎是以清唱

的方式表達、抒發情緒。但由於日治時期的影響下、社會的條件轉變後，現今工

作歌不只有了固定歌詞的演唱方式也被不同的方式改編，例如：加入了那卡西的

音樂伴奏型態、電子樂器的伴奏、甚至是走向了錄製卡帶、CD 唱片等銷售方式

傳唱著（最有名的例子是阿美族馬蘭部落長老郭英男所演唱的老人飲酒歌）。在

此我們以黃貴潮及林信來所紀錄的「舂米歌」作為傳統即興式與現代固定歌詞間

的比較，詳見【譜例六】、【譜例七】。附有實詞的「表演化、獨唱式」阿美族歌

曲，從 1960 年代起，借助唱片等媒體在部落間流通，形成了一種通俗文化，由

於它和媒體的關係密切，或許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原住民「媒體文化」，另外媒體

形式與規格改變，又可以將媒體文化分為「唱片文化」、「卡帶文化」及「CD 文

化」等。我們可以了解，這些文化的變遷，並非只是音樂載體或歌詞性質的改變

而已，他們的改變受到當時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很大，這些因素值得加以討論（陳

俊斌 2008）。其次，在田野過程中黃貴潮老師也提到工作歌一方面也是情歌的一

種表現方式，在過去扮演牽起男女情誼的角色，但如今卻因為上述的這些外在因

素、社會變遷的影響下，工作歌以不再像過去扮演牽起男女情誼的角色。相同的，

除了唱片的需求外，合唱、或領唱答唱的演唱方式也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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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六】、「舂米歌」（黃貴潮 記譜） 

  

 

【譜例七】、「舂米歌」（來源：林信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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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譜例六】傳統工作歌大部分的歌詞都以「聲詞」作為演唱方式偶爾才加入

即興創作的歌詞。而現今的工作歌【譜例七】則是加入了固定的歌詞。可看出【譜

例七】它一開始也是使用「聲詞」的演唱方式，但是到了第二、第三段後漸漸的

進入了固定的歌詞。相較於【譜例六】譜例的區別性可看出【譜例七】正式經過

變遷的轉變下所改編的曲子。 

從田野的過程中發現，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深深影響著原住民音樂的改

變，那就是 1960 年「唱片工業」時代的來臨。雖然時代的變遷對於整個音樂的

傳唱會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沒有人在犁田就很少人在唱犁田歌、很少人從事砍柴

隨著時間砍柴歌就漸漸被遺忘，但是這些都僅是少部份的改變。當唱片市場打入

了時代的變遷中，很多人不再需要自己演唱想要唱的曲子，而是只要隨手按下錄

音機按鈕自然的想要聽的曲子就會播放出來，不必在像過去演唱歌曲需要有同伴

一起演唱合唱或者是複音演唱，且有伴奏樂器的配置更加豐富只需要跟著播放出

的音樂哼哼唱唱即可。而現在追尋所謂的傳統工作歌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了，因為很多的唱片裡的傳統歌曲歌手也都會加入自己的歌詞。傳統的演唱方式

開始消逝而新的變遷闖入了原本的生活方式，使得很多人不會演唱過去傳統的歌

曲。 

在此舉出一個筆者在田野過程中發現的一個特殊案例：原住民歌手包青天

先生在專輯中有一首叫 mi-tapi-ay 的曲子，但是它卻是由男子來演唱且曲式風格

似宴會時候的舞曲，不像我們所想像的 mi-tapi-ay 指的是未婚女孩子所唱的歌

曲，且因為是工作時所唱的歌曲所以演唱方式應不像舞曲那樣的輕快。結果筆者

將這樣的曲子帶去讓黃貴潮老師聽，請他幫忙筆者釐清這樣的一個問題，黃老師

一聽馬上就說這是跳舞時所唱的曲子，不是什麼 mi-tapi-ay，這又讓我更感到困

惑。 

後來筆者幫陳俊斌老師紀錄他拜訪了包青天先生的訪問過程中，陳老師也將

相同的問題請教了包青天先生，包先生聽完後大笑，一經他的解釋完後我們才發

現是一場誤會。原來歌名叫 mi-tapi-ay 的曲子，裡頭的內容跟歌名完全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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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它屬於喜慶跳舞時所唱的曲子。包先生解釋：當時候錄製完一首曲子唱片

公司都會詢問曲子的歌名，因為原住民的歌曲沒有固定的名稱，但是如果曲子本

身本就沒有歌名或是情急出片的情況下歌手或唱片公司就會想到什麼就會隨意

為曲子起個名字，所以並沒有根據。就如同專輯裡頭的一首曲子打漁歌，但實質

內容演唱的是關於族人去工地幫忙蓋堤防的內容與打漁完全無任何關聯；另外一

首月下老人，歌詞內容唱的實質上是關於一個無子老人放牛的歌曲。這也是我在

本次的研究中遇到最大的問題，往往有很多曲子的曲名與內容不是有很大的關

係，有時甚至是跟工作內容或工作行為都沒有關係，但卻取了個工作意涵十足的

名稱。這些誤會都是在研究過程中感到既頭疼又有趣的問題。難怪黃貴潮老師會

說：「現在工作歌不再像傳統工作歌是以「場合」來作為歌曲間的區別性，而是

用「歌詞」來進行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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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本文主要透過對黃貴潮老師的訪談及文獻的收集比較後對阿美族「工作歌」

的傳統與變遷間，分別性地作一個較平面的介紹與收集。從而我們也瞭解到，傳

統工作歌會轉變成現代工作歌或稱為都市工作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社會經

濟條件的改變與人口大量往都市移轉所造成的文化現象。然而傳統工作歌演唱場

合也由稻田、山上、海邊轉移到都市工地，同樣的在演唱的歌詞與內容上也有了

及大的改變，因為顧忌到禁忌問題的傳統工作歌多為即興式演唱，多用著「虛

詞」、「聲詞」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工作時的情感表現；反觀現代的都市工作歌則沒

有禁忌的問題，大多使用「實詞」、固定的歌詞並且有了唱片的錄製形式出現。

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影響「工作歌」流傳方式最大的改變是 1960 年起黑膠唱片文

化介入原住民音樂生活後，這不僅僅是唱片工業的興起卻也是將其文化帶進另一

文化的新時代，黑膠唱片是跨傳統與現代間的變遷產物與象徵物。至於在兩性分

工及兩性關係的議題中，事實上不管是傳統或現代工作歌除了是工作抒發時所唱

的歌曲外，它另外也扮演了情歌的角色也可以說是男女間相互戲謔的歌曲。 

在初出茅廬的寫作完此文章後我學習到了很多，包括實際的田野調查、在

訪談的過程中如何與受訪者互動甚至是如何寫作一篇好的文章能將其研究完整

的呈述予讀者，這都是目前我仍舊必須要繼續努力學習的。雖然作為一個民族音

樂學系的學生，在課堂上學習過一些基礎關於民族音樂學理論及田野調查的方法

與理論，但是在過去的學習經驗中都僅是在課本上閱讀別人的經驗與方法並未能

自己實地的參與田野調查，即使有機會參與田野調查也只是為課堂報告所做的短

暫調查未能稱上真正的田野調查；至於寫作像這樣的研究報告文章那更是從未有

過。第一次對於自己掌握一個研究題目進行研究實在感到徬徨與茫然，即使研究

已進入了尾聲但仍舊對於自己要研究的題目方向未能精確掌握，本次研究只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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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於阿美族「工作歌」作一個概略性的描述與資料整理，在很多內容上都還尚

有不足，希望在往後的研究中能建立於此研究之基礎上更進一步的討論更深入性

的問題及發揮此次學習後的經驗。並希望及感謝讀者對於本文能不吝設的提出個

人的看法與指教。      

 

【表五】 

 

 

(2007/12/29 攝於黃貴潮學者寓所，右為黃貴潮學者、左為筆者。) 

 傳統傳統傳統傳統    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場合 農耕、漁獵、砍柴           板模、礦坑、鷹架 

角色 換工、mi-tapi-ay、工作者              工作者、大眾化  

演唱方式 即興、虛詞 固定、實詞、卡帶 

伴奏方式 工作器具、無伴奏         那卡西、電子樂 

兩性關係 ○ ○ 

宗教禁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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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目前收集到之工作歌曲目） 
 

 

   1-1、「上山工作之二」（來源：林信來 198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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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搬運木柴歌」（來源：林信來 1983：232） 

 

 

 

 

 

 

 

 



 

 49 

               1-3、「粟播種」（來源：林信來 198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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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捕魚歌」（來源：林信來 198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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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檢蝸牛」（來源：林信來 198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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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山上工作歌」（來源：林信來 1983：225） 

 

 

 

          1-7、「修道路」（來源：林信來 198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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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寄人籬下」（來源：吳明義 199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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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工人甘苦經」（來源：吳明義 199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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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我是工人」（來源：林信來 198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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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男子漢！當自重」（來源：吳明義 199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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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海上情懷」（來源：吳明義 199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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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討海人」（來源：吳明義 199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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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船員的悲哀」（來源：吳明義 199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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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創業艱苦」（來源：吳明義 199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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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離鄉背景」（來源：吳明義 199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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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鷹架風情」（來源：吳明義 199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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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    

 

 

                                                                                            民族誌民族誌民族誌民族誌    

    

2007/12/29 黃貴潮老師寓所 

 

    今天是第一次要去拜訪黃貴潮老師，因為對於是不是要做有關工作歌的研究

一直無法定案下來，且因為這樣的一個題目會面臨到可能無法順利進入部落訪問

到經歷過傳統工作歌的長輩們，所以今天想要去拜訪黃老師請他指點一下。第一

次拜訪從未見過面的人實在感到很緊張，還好有爸媽開著車陪我一同從高雄到台

東去。第一次見面之前有跟黃老師講過話，在約時間的時候就因為語言的關係我

幾度聽不懂老師的表達意思，這導致我今天的心情更加的複雜。我好怕我聽不懂

老師在想什麼！ 

 

    到黃老師家前，我們在便利超商買個幾罐高梁酒跟檳榔要去當拜訪老師的初

次見面禮。到了黃老師家後，隔壁家的那隻黑狗吠的厲害。媽媽跟我都感覺很害

怕，還好有爸爸在旁邊我們才得以進入黃老師家。第一次見到黃老師感覺跟我想

像中的有很大的不同，雖然我之前就拜讀過他的文章也見過他的照片，但真正見

到本人時還是感覺有很多的不同。黃老師親切的招待我們，我們很快的打成一

片，他與爸爸媽媽也聊的開心。偶爾我有聽不懂的地方爸爸、媽媽還會充當翻譯，

順便在一旁擔任攝影師。沒想到黃老師一開始就劈頭問我怎麼會想要做這樣的題

目，如果要做這樣的題目恐怕會很難通過最初的計畫案審核。黃老師說這樣的題

目以前都沒有人做過，再加上文獻很少，可以訪問的對象現在也已不多，甚至進

入部落進行訪問也不太有可能，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思考，或許可以做一些以前

大家都會想到要做的題目，畢竟這是我第一個研究。他也說我真的很特別會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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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這樣的研究精神。後來在幾翻交談後他問了我一句話：你有確定要做嗎?你

有想要試試看嗎?還是你要回家想一想換個題目?現在還沒急著要申請你可以考

慮看看。我後來其實有思索了幾秒鐘，但我最後還是親口跟黃老師說我要挑戰這

樣的一個題目。黃老師一方面替我很憂心另一方面覺得我很不錯，因為來拜訪他

問研究的學生基本上都是研究所的學生難得有一個大學生這樣的有勇氣。 

 

    後來到了晚上六點多，爸媽幫黃老師買了晚餐，聊了一下話後我們離開了黃

老師的寓所。再回程的路上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但又覺得我應該要相信自己也

應該相信陳老師與黃老師。回到家已經是晚上九點多，拖著疲憊的身軀寫完了此

篇民族誌，該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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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2 黃貴潮老師寓所 

 

 

於下午一點半時，帶著有點緊張的心情到黃貴潮老師家進行第二次口頭訪

問，一到老師家他依然用著親切的方式招呼我們（我和媽媽）。不過黃老師家隔

壁的黑狗這一次不見了，因為牠在我第一次進行口頭訪問時吠相當厲害，害我感

覺有點害怕。當然我們也帶了黃老師最喜歡的高粱酒去拜訪他，他笑得很開心，

並且說著我們第一次拜訪他時帶的高粱酒他仍舊還捨不得品嚐。本次的拜訪,因

為已經確定通過國科會的申請案了，所以比較有一個明確的目的要問老師一些什

麼樣的問題。黃老師說我很有勇氣作這樣的一個題目，因為阿美族工作歌實在是

範圍太小了且太少人會想要朝著這樣的一個方向去進行研究，雖然我秉持著想要

瞭解工作歌的勇士精神去面對但仍舊感到不少壓力，因為這樣的東西文獻不僅僅

是少的可憐而且由於時代的變遷，傳統工作歌的使用以不再見得及老一輩的長輩

也漸漸消逝使得研究的困難性不斷加深，我仍舊為著我的方向感到擔憂！不過還

好有黃老的大力支持加上陳俊斌老師的鼓勵…..我正在努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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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10/05  2pm  天氣晴 於台東黃貴潮老師之寓所 

 

以下是本次拜訪黃老師時的收穫： 

1.對於阿美族人來說是先有信仰才有工作 

 

2.過去的學者都在討論有關『傳統』兩個字，所謂的傳統到底是暫於何種角度或 

是背景和時空去確立他的角色的？ 

 

3.工作歌友音樂結構組織，且旋律性較為簡單，有歌詞，合唱 ex:馬蘭，有複音， 

獨唱 

 

4.所以黃老師認為阿美族的犁田歌由男子獨唱，那便是原住民曲子獨唱的起源？ 

我個人對於這樣的一個說法仍感到一些質疑，需要更多的文獻去證實及備受考

驗這樣的講法 

 

5.工作歌一方面也是情歌的一種表現方式 

 

6.唱工作歌時動作有規律，旋律簡單自由不複雜 

 

7.黃老師認為許多學者在研究原住民音樂時都沒有注意到節拍的問題 ex:搗米歌 

 

8.傳統的工作歌多為即興歌詞（教育性/幽默性/激勵性）算屬於禱文式的（我猜

想他指的是虛詞或稱為聲詞的部份），而目的最主要為祈福。 

  而現在的工作歌已有固定的歌詞 

 

9.黃老師認為從語言學的觀點加上他自己的獨特見解，過去一直被爭論不停的虛    

聲詞之說他則由過去的沒有意思到認為那是一種古語和禱文，且過去的祖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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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會用那些字詞是一種固定用法,不會任意的去改變他的方式。且這些字詞具

有通靈和神靈溝通的意義，並具有神秘性和神聖性。 

 

10.現在工作歌的分類事由歌詞來進行分類 

 

11.過去插秧時不能進行唱歌,（笑＆哭＆罵…），講話方式要相反 

   EX:我渴了（X） 

   我要水（O） 

 

12.小米時代：說話也禁止 

  水田時代：說話禁止,但年輕人常違反規定 

  除草時可唱歌 

  可以讚美神靈或是提前告知 ex:我需要你,我要帶你回家（砍樹） 

  黃老師認為這是一種儀式性 

 

這一次的訪問過程中有一點不太順利,雖然口頭訪問得到不少東西但有很多問題

都在同時打轉,所以我還是有很多的問題尚未解決,但我想這就是作田野的必經過

成,我需要更大的耐心及更努力的去證實一些我尚未瞭解及考證的事。今天還真

是累阿,明玉飯店將是我今晚的落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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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12/6（六）2pm  天氣晴 於台東黃貴潮老師之寓所 

 

這是拜訪黃老師後的心得與問題整理： 

1、從家裡帶過去認為是迷他必愛的歌曲黃老師認為它是宴會歌 

 

2、迷他必愛真正的拼法 mi-tapi-ay（未婚妻、未婚少女、求婚時期）。mi：前詞、

動詞，tapi：工作之意（未婚女子），ay：後詞。 

 

3、情歌通常分為三對象：思念之人、已婚、未婚。所以 mi-tapi-ay 算於情歌之部

分。過去傳統情歌大部分都是 mi-tapi-ay 的內容。但又可說是稱為工作歌但內

容是談情說愛。除草、搗米都是 mi-tapi-ay 的工作。搗米約晚間 6-9 點，mi-tapi-ay

搗米而男子在旁觀察。除草、搗米歌皆為合唱曲，由一群 mi-tapi-ay 工作時合

唱。 

 

4、黃老師提到工作歌可由地點、場合、目的來區分，而他寫作時是用場合來進

行區分。 

 

5、黃老師又再一次再訪問中提及：他認為工作歌可能是流行歌的起源。 

 

6、因為蒐集了許多有關除草歌的歌譜，無法釐清哪一個曲例較為正確，所以請

黃老師幫忙鑑定，但他個人認為曲例都有些不符合之處。所以這方面可能要

再進行查證。 

 

7、黃老師希望在本篇論文中，我可以重新解釋過去的工作歌與如何看待現今工

作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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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這次做完田野後或許要改變曲例（那魯灣之歌裡的現代作品及郭英男所唱之

除草歌或搗米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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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11 下午 15：00 晴 

 

今天明立國老師百忙中抽空出來讓我訪問了短短的幾個問題，雖然只是短暫

的半個小時但看得出明老師是個大忙人。在訪問的過程中也同時跑來了好幾個明

老師的其他研究生，因此在採訪的過程中一直被打斷，有接問題也是解釋了很多

時間才解釋出來。以下是訪問明老師的一些問題： 

 

Q：阿美族是母系社會在性別議題上對工作歌有何象徵與深層意義? 

A：沒有，這是假設。工作歌有分男孩子女孩子的工作不一樣，有些的工作是男

孩子不能參與的，像是搗米，搗米有專門搗米的歌，像那種男孩子不能唱因為那

不是男孩子的事情。另外像在山上砍木頭的、撿流木的，那些都是男孩子的歌，

女孩子不能唱。所以從工作的內容可看出兩性的分工，兩性分工會看它怎麼的分

工法，它的類型如何劃分，這就要回到它整個社會結構去看。主要的原則是，做

田裡的小米的除草那都是女孩子的。 

 

Q：那麼有年齡層的認知嗎? 

A：年齡，女孩子比較沒有年齡階級的問題，但是男孩子比較有年齡階級的問題。

比較跟年齡階級的問題的歌謠大多跟豐年祭的有關係。可是就工作歌這一塊比較

沒有，工作歌會牽扯到現代的工作歌跟傳統的工作歌。我相信現在還是會有工作

歌，也會有的意思是，縱使他們現在到台北去做建築板模還是會有他們的工作歌

的，就以 ho-hay-yan、 naruwan 一般性的歌謠，他們是很容易創作出來的。他

們工作的性質常常都是會以年齡階級來做處理，但是就歌謠上的部分還是以豐年

祭這一塊比現的比較明顯有年齡階級的劃分。 

 

Q：那工作歌有沒有場合、時空性？ 

A：沒有！其工作歌它屬性很清楚，它不像阿美族的其他歌曲。其實在阿美族歌



 

 82 

謠的分類裡並沒有工作歌，他們並沒有這樣的術語，如果沒有這樣的術語是不是

表示他們沒有這樣的概念？在結構語言學分析的時候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但是

結構語言學進來，就它語言的部份分析你不一定看的懂它的思維，看是語言學不

足的地方，所以你一定要從它的文化系統來看。兩個部份結合起來大概就沒有問

題，工作哥這樣的詞就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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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訪談紀錄訪談紀錄訪談紀錄訪談紀錄    

    
2008/09/02 

 

黃：你今天要問我什麼呢？ 

 

佘：呵！我今天要來跟黃老師說我通過國科會的計畫了 

 

黃：喔，那很好阿。那很了不起喔！這個題目要做的人很少，之前陳老師跟我說

你要做這個題目我們都覺得很難。 

 

佘：嗯！但是剛好有這個機會可以通過來做這個題目所以感覺很開心，但是現在

有很多不懂的事情想要來問黃老師。 

 

黃：那你的題目怎麼寫？ 

 

佘：我寫傳統與變遷 

 

黃：那你怎麼定義傳統呢？ 

 

佘：我其實在這篇文章裡頭沒有想要去界定所謂的傳統，只是想要是突的去找尋

出文化的變遷影響工作歌有哪些不同！   

  

黃：喔！現在很多學者都在討論什麼是傳統。 

 

黃：這個問題很難。你知道嗎？ 

 

佘：其實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去界定所謂的傳統，但是我聽陳老師跟我提過，如

果真正要去界定所謂的傳統的話要花很多的時間，而且花了時間去做也不一

定可以找到真正傳統的定義。 

 

黃：對阿！現在很多人在找。也都在說。過去的學者都在討論有關『傳統』兩個

字，所謂的傳統到底是暫於何種角度或是背景和時空去確立他的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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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嗯！我也自己在想說，昨天對於今天能稱作傳統嗎？今天對於明天能叫傳統

嗎？到底要怎樣去找才能找到傳統呢？ 

黃：現在要做傳統的東西很難！ 

 

黃：因為現在很多東西都在改變，改變把傳統的東西都變不見了，而且老人都死

翹翹，很多東西都要老人家才會唱。 

佘：嗯！ 

 

黃：所以現在年輕人不知道以前的演唱方式。 

 

佘：對阿！所以要研究這部份的東西感覺很難。 

 

黃：你現在要做的那個工作歌，傳統的都要老人家才會唱。 

 

黃：做起來會比較難，現在大家也沒有在田裡工作了更是不知道。但是沒關係！

你可以來問我阿！ 

 

佘：呵！ 

 

黃：對阿！你問我我就跟你說阿，你不知道的都可以問我阿。 

 

佘：嗯嗯。 

 

黃：所以說你不要去談論傳統的問題，你只要把我給你的東西讀熟，然後你把它

的曲子好好弄清楚，分析分析。 

 

佘：嗯嗯！我知道，我之前有把你寫過的東西看過幾遍了。 

 

黃：那你把我給你看的書拿出來看看。 

 

佘：（翻閱書中） 

 

黃：你看這邊，工作歌阿 ，基本上都是獨唱！你知道？ 

 

佘：嗯。 

 

黃：因為在工作的時候動作很大阿！如果你要邊唱邊工作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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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呵！ 

 

黃：真的阿！這不像舞曲。舞曲在跳舞時動作很大，但是不用工作。但是工作時

如果動作在家唱唱很複雜的旋律會很累。所以說它都是即興式的。 

 

佘：那它基本上都是唱怎樣的內容 

 

黃：基本上都是唱一些旋律比較單純的，曲子的意思比較沒像豐年祭那種曲子比

較嚴肅。 

 

黃：所以說工作歌基本上都是獨唱他有可能就是獨唱的起源阿！ 

 

佘：流行歌起源？ 

 

黃：對！因為以前的歌基本上都是合唱嘛。犁田歌是獨唱阿 

 

佘：嗯 

 

黃：以前大家都唱這個！很好聽。 

 

佘：呵！那黃老師有什麼根據嗎？ 

 

黃：這是我自己在想的，因為以前大家都唱這個，獨唱！ 

 

佘：嗯。 

 

黃：工作歌也是情歌阿。 

 

佘：嗯！我之前看文獻有看到。 

 

黃：你在工作時就邊在挑結婚的對象。所以要表現好一點 

 

佘：所以說工作歌唱起來比較沒有禁忌嗎？ 

 

黃：阿美族，我們阿美族本來禁忌豐富的世界。 

 

佘：那這樣唱工作歌時會有所謂的冒犯精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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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有。只是它沒像祭典歌曲那樣。 

 

佘：喔。那有什麼禁忌？ 

 

黃：基本上我們唱的內容都是在讚美。 

 

佘：讚美？ 

 

黃：對！讚美神靈。 

 

佘：喔。 

 

黃：像你上山去砍柴阿，你要先跟神靈說，說完之後你要說它長得很漂亮阿，然

後跟他說你需要它。 

 

佘：是喔！ 

 

黃：對！你不能沒告訴它就把它帶回家這樣會冒犯神靈。 

 

佘：那我聽說有一種是要說反話。 

 

黃：對！如果你要砍柴你不可以說你要砍他阿！你要說你需要它！ 

 

佘：呵呵 

 

黃：這是一種類似像儀式性的東西，但他不是一種儀式，只是類似一種象徵。 

 

黃：所以以前才會說用虛詞來演唱。 

 

佘：虛詞！ 

 

黃：對。現在不是很多人也在討論虛詞、襯詞阿。 

 

佘：對！陳老師也有做這個研究。 

 

黃：嗯！ 

 

佘：但是陳老師認為那是聲詞，不知道黃老師對於這個詞怎麼去定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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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我自己是沒有特別去定義它。 

佘：是喔！ 

 

黃：但是我以前是覺得它沒有任何意思。 

 

黃：但是我現在有用語言學得角度去看它，現在我覺得那是古語、或者是說禱文。

你知道什麼是禱文嗎？ 

 

佘：嗯！我大概知道黃老師你想表達的意思。 

 

黃：對阿！但是我現在不想說它沒意思，反而覺得這些字詞具有通靈和神靈溝通

的意義，並具有神秘性和神聖性。 

 

佘：喔！ 

 

黃：而且那時候工作時要講反話！ 

 

佘：老師你能舉個例嗎？ 

 

黃：就像你到田裡面去工作阿，然後工作累了口很渴，但是你不能說我口渴，要

說我要水。 

 

佘：呵！這麼特別喔。 

 

黃：對阿。因為你亂說話可能小米精靈或是神靈會生氣或跑走阿。嗯！所以講話

前要先想一想。 

 

佘：嗯嗯。 

 

黃：現在很多學者在研究原住民音樂時都沒有注意到節拍的問題，像是舂米歌  

阿。所以你以後如果有機會要分析的話一定要小心。 

 

佘：嗯嗯！好。 

 

黃：這個很重要，因為對原住民而言那個跳舞的拍子還有節奏很重要。 

 

佘：今天的問題我大概都有懂了！其他目前我還沒有找到要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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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不過老師今天提的一個問題我很有興趣，就是那個獨唱的起源的問題。如果 

我回去想一想以後我還有問題的話我再打電話或是親自過來拜訪老師。 

 

黃：好啊！如果你有什麼問題你都可以過來請教我。 

 

佘：呵！我想我很快就有機會可以來拜訪老師了，只是因為學校功課很忙碌所以

還是要找時間來。不過還是謝謝老師。 

    

    

    

    

    

    

    

    

    

    

    

    

    

    

    

    

    

    

    

 



 

 89 

2008/12/06 

    

佘：之前陳俊斌老師有跟我說過關於迷它必愛（mi-tapi-ay）的事情我想要問問

黃老師有關這件事。 

 

黃：喔  

  

佘：因為之前他有去拜訪林道生，林老師有跟他講有關迷它必愛的事，但它還是

不是很清楚叫我過來請教你。 

 

黃：喔。林道生有錄那個不能遺忘的歌，我也有參與。阿很難得，你會來問我這

個迷它必愛，這個很難得聽見別人問。很好，這個很好。 

 

佘：呵！謝謝。 

 

黃：真的阿。我之前寫過嗎？不然你怎麼會想要來問我呢？ 

 

佘：我就是不曉得什麼事迷它必愛？它意指的是什麼？或者是說迷它必愛他的整

個產生的過程如何？（放音樂給黃老師聽） 

 

黃：那個，這個歌屬於阿美族的宴會歌。我之後已會寫。 

 

佘：這個不是工作歌嗎？ 

 

黃：不是。這屬於舞曲。 

 

佘：那我不就整個都搞錯了！呵呵。 

 

黃：像我現在正要寫分類。 

 

黃：所以像剛才林老師，林道生你知道嗎？ 

 

佘：我知道。 

 

黃：他做很多阿。我很驚訝你，很好會知道要問迷他必愛！ 

 

黃：迷他必愛（mi-tapi-ay）中文指的是未婚，女孩子未婚，未婚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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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tapi 是工作的意思。在阿美族裡 mi 是前詞，ay 是後詞。tapi 是工作的意思，

這裡指的工作是年輕還沒結婚叫 tapi 這裡是形容詞。 

 

佘：是未婚的人在做工作都叫作 tapi？ 

 

黃：不是。是未婚的少女才是。 

 

佘：喔！未婚少女。 

 

黃：對阿！ 

 

黃：所以我很驚訝，你會來問這個。因為現在一般人都忘記這個了！ 

 

黃：譬如說你還沒有結婚嘛？ 

 

佘：呵！對。 

 

黃：到了過年的時候，你到了你男生的朋友家裡去，不管有沒有訂婚。你到他的

家去你不是去玩，阿美族以前的戀愛方式是這樣的，你要去男方家但是不是

去玩。如果有人問這個小姐是哪裡來的？就會回答他說 mi-tapi-ay。也可以

說來幫忙工作，因為以前訂婚並不是馬上結婚，還是要時常到男生家幫忙工

作。在那裡不是作個人而是要幫忙煮飯、煮菜、掃地這樣的。 

 

佘：嗯。 

 

黃：那時候應該是結婚時期，因為我們的母系社會男生都有入贅，這是專有名詞

只有未婚的女孩子才可以用，所以男生會叫女生是 mi-tapi-ay。 

   所以阿美族一本書裡歌謠世界，你不是有讀過有分類嗎？裡面有工作歌阿…

等等的，其中也有 mi-tapi-ay。 

 

佘：所以 mi-tapi-ay 是宴會歌？ 

 

黃：不是，是有形容 mi-tapi-ay 的歌謠。 

 

佘：呵呵呵！好複雜喔，我有點稿不清楚。 

 

黃：應該是說情歌、愛情歌裡面除了思念他、失戀啦，還有 mi-tapi-ay 怎麼說？ 

    應該是說當成一個歌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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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歌名？ 

 

黃：對阿！ 

 

佘：mi-tapi-ay 是歌名？不是…怎麼說？ 

 

黃：不是！mi-tapi-ay 是我剛才說這個中文很難解釋，就是未婚的女生都叫

mi-tapi-ay。我剛說的，如果你到男朋友家的話你的代名詞就叫做 mi-tapi-ay。

雖然你叫阿聆，但是人家會問說那個阿聆是做什麼的？不是男生的妹妹的朋

友？也不是男生的弟弟的同學？因為是哥哥的女朋友所以這時候就叫做

mi-tapi-ay。所以說歌謠世界裡面也有作 mi-tapi-ay 的情歌。 

 

佘：喔喔喔喔！ 

 

黃：一般我們的那個歌謠已經結婚的也有、失戀的也有、思念的也有。所以說在

流行歌當中有形容 mi-tapi-ay 的，知道了嗎？ 

 

佘：嗯！ 

 

佘：所以說它是一個代名詞！但是也有好幾首歌？ 

 

黃：這是一個形容詞。這時候已經指定你的身份了。以前阿美族是母系社會所以

女生會自動的找男生。所以這個女生如果得到 mi-tapi-ay 的身份的話就是一

級棒。 

 

佘：呵！ 

 

黃：知道這個意思的嗎？ 

 

佘：恩。 

 

佘：那我剛剛放的這首曲子是 mi-tapi-ay 的內容嗎？ 

 

 

黃：不是！是一般老人家唱的。是沒有歌詞的阿，隨時都會改變歌詞，這首是舞

曲。凡是沒有歌詞的話，一般現在都稱為「虛詞」。 

 

佘：那為什麼工作歌也沒有固定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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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工作歌都是即興式的，現在都是現成的。現在那個曲調都是可以放歌詞進去 

的，你作成哀歌也可以阿！你形容我的媽媽為什麼你死翹翹這個也可以

阿，或者試你為什麼忘記我，這個改成別的曲調也可以阿！都可以阿。所

以阿美族以前沒有現成的歌詞你知道嗎？ 

 

佘：嗯！知道。 

 

黃：都是即興式的，你一定要瞭解。 

 

佘：嗯！ 

 

黃：70 歲以上的老人家唱的都是即興式的。 

 

佘：知道！ 

 

黃：工作歌以前都是即興式的。工作歌都是獨唱的。像是在犁田時唱的歌就可能

是向牛說話。 

 

佘：呵！ 

 

黃：所以現在都固定了。有時候為了出版就要替曲子取歌名。就像現在那個數位

化阿，就是像這樣的啦。 

 

佘：這個嗎？（翻書中） 

 

黃：對！就像這個都有歌名！ 

 

佘：那像 mi-tapi-ay 以前在唱也是即興嗎？ 

 

黃：現在都轉成固定歌詞了。所以我很高興，你來問我這個！現在的人都不知道

這個了，但以前的人都很喜歡。 

 

黃：現在很少能回答這樣的問題了，日據時代的歌幾乎都是 mi-tapi-ay 的歌。 

 

佘：那我本來要用我今天帶來的曲子當成我研究裡面的一首歌，因為我一直以為

mi-tapi-ay 是這首歌的內容，但現在發現這是大烏龍很像不能用了！呵呵呵。 

 

黃：那你現在瞭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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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對！比較清楚知道那是什麼。 

 

佘：還有另外一首是除草歌。因為之前我想說 mi-tapi-ay 都沒有人討論過，所以

想要用 mi-tapi-ay。然後歌很多人在寫研究時都提到，那因為我現在看過孫

俊彥還有其它人，但是他們的除草歌版本都不一致。像除草歌有比較正確的

版本嗎？ 

 

黃：舂米歌是 mi-tapi-ay 的歌阿！是用來抒發少女工作時的歌。 

 

佘：那這樣我又搞不清楚了！ 

 

黃：不一樣阿！mi-tapi-ay 的工作是舂米。舂米歌可能是情歌的起源，從這裡來

的。 

 

黃：那是有即興式的歌詞，他們通常是兩三個人在一起，晚上時會幫忙一起舂米。 

 

佘：是換工的意思嗎？ 

 

黃：不是！舂米的責任是 mi-tapi-ay 的，他們會有組織。但是現在已經失傳了。 

 

黃：另外是除草，mi-tapi-ay 在一起時也要除草。 

 

佘：好複雜！ 

 

黃：一般人都不知道。這個問題很好！ 

 

黃：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除草跟舂米。 

 

黃：奧運的那個郭英男唱的那個歌就是除草歌阿。後來在馬蘭變成複音唱法，本

來那是女生唱的。除草跟舂米都是年輕人做的，老的沒有辦法啦！ 

 

佘：呵呵呵！ 

 

黃：mi-tapi-ay 舂米的時候大概是晚上六點到九點。男生晚上就在外面一直看一

直看，偷偷的。 

 

黃：他們回家的時候，大概有四個人。一個是這一家的，另外三個是鄰居過來的，

所以另外三個的男朋友就會先知道他們在哪裡集合，然後去看，那是他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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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說愛的時間，過了九點以後他們如果還沒回家，家裡的人會擔心。但是他

們爸爸媽媽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的阿！ 

 

佘：呵呵呵！ 

 

黃：呵！所以說 mi-tapi-ay 應該是未婚少女的代號阿。 

 

佘：那黃老師你現在這邊有舂米歌跟除草歌的譜嗎？ 

 

黃：我現在要準備出版了，還沒有整理。歌詞很長。所以我說情歌是從那裡來的。 

 

佘：那我帶來的孫俊彥的這個譜例這是除草嗎？ 

 

黃：不是！這是舞曲！ 

 

佘：是喔！ 

 

黃：所以現在這個都很危險，大家都亂取名。 

 

黃：現在社會改變了，很多事情都沒有了。但是我們阿美族永遠都是工作的人。

你作這個很好，現在都沒有人作過。這樣很好！ 

 

佘：就是因為都沒有人作過所以我壓力很大，因為都找不到可以參考的前輩的書。 

 

黃：你不要怕。我知道你很怕。大家沒做過才好阿！你現在來做阿。 

 

黃：我很期待你作的東西！ 

 

佘：哈哈哈。你不要期待啦。我壓力真的很大，因為有很多東西我都不懂，而且

可以做的時間很短。我沒有很多時間可以去討論很多深入性的問題！ 

 

黃：沒關係！你現在不是才三年級嗎？先把資料整理一下，然後把我跟你說的寫

一寫，以後你讀研究所可以寫很多，時間比較多可以研究更多的東西阿！ 

    像你提 mi-tapi-ay 別人都不知道這個東西！ 

 

佘：呵呵呵！ 

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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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那不然你還沒來找我以前你覺得 mi-tapi-ay 是什麼？ 

 

佘：我以為他是工作歌裡面其中一首曲子的名字。 

 

黃：不是！ 

 

佘：因為我之前都找不到文獻，也沒有可以問的人。陳老師也只是跟我提到，他

也不很清楚，所以叫我過來請教你。 

 

黃：對阿！mi-tapi-ay 算是阿美族社會裡面的制度之一。男生有年齡階級，少女

的話沒有婦女會、也沒有團體。只有 mi-tapi-ay 這種團體，他們唱的都是工

作歌但是內容卻是談情說愛。當時他們以場合、目的、地點來劃分演唱內容。 

     

佘：喔喔。我大概知道老師的意思了！ 

 

黃：這樣你瞭解了嗎？ 

 

佘：呵。知道。 

 

黃：那今天你有收穫嗎？ 

 

佘：有！很多。我今天知道了很多關於 mi-tapi-ay 的事情。也大概釐清了我之前

的觀念。 

 

黃：那這樣很好阿！ 

 

佘：今天謝謝黃老師。 

 

黃：不會！你下次有問題再來問我，你要趕著做火車，家裏在高雄離台東這邊很

遠已經很晚了你先趕快回家。以後有問題再來問我！ 

 

佘：好！謝謝黃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