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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靈信仰
是邵族的特色，邵族人更

將祖靈信仰實體化，創造

出ulalaluan（公媽籃、祖靈籃）。公媽籃是將祖先
遺留下來的衣服、飾品、珠寶，放置在編織的籃

子內，年代愈久遠則放在愈上層，這代表是祖靈

的住所。邵族的每一戶都會有一只公媽籃，通常

擺置在神桌上或離地約2公尺的壁上。

邵族依然保持傳統的歲時祭儀

邵族的傳統歲時祭儀絕大部分都是必須把

公媽籃集中到公共祭場去，由所有的先生媽一

起向祖靈祝禱，祝禱的內容是為了整個部落的

共同事務。邵族的傳統歲時祭儀保存得相當完

整良好，目前也都還按照舊例如期舉行，其中

重要祭典有Mulalu pishpazay（播種祭）、
Matansuun（狩獵祭）、Mulalu tuza（拜鰻祭）與
Lus’an（祖靈祭）等。

Mulalu pishpazay（播種祭）通常自農曆3月1
日開始，為期3天。在第一天的清早，家中長輩
就帶著小孩出發到山上的旱園，小孩把陸稻的

種籽播下，然後祝禱、彈灑祭酒敬

祖後隨即返家；而婦女們已備妥祭

飯，取下掛在牆壁上的公媽籃到部

落祭場去祭拜祖先。初三這天，各

家的公媽籃再集中在祭場做祭

儀，以盪鞦韆來預祝山園裡的陸稻

能長得飽滿結實，迎風招展就像擺

盪中的鞦韆一樣。

過去邵族於農曆7月農耕之
餘，部落內會舉行狩獵儀式，每當

進行過狩獵祭儀之後，頭人會引領

全社男性入山狩獵。現在的邵族則

是在農曆7月1日與3日兩天舉行
Matansuun（狩獵祭）。Matansuun
為「一起、集體」之意，儀式名稱

邵族新年序幕舂杵音，宣示Lus’an（祖靈祭）開始。
（圖片提供：簡史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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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含著狩獵是一種集體的活動。最特別的儀式

是在7月3日，族人需準備白鰻魚造型的糯米糕為
祭品，每一條白鰻麻糬上都貼有各戶家主的姓

名紅紙，所以這天也可以稱做Mulalu tuza（拜鰻
祭）。族人會將自家公媽籃拿到頭人家中，請

先生媽隆重祭禱，請祖靈保佑子孫福壽綿延。

農曆8月過新年——Lus’an（祖靈祭）
邵族的Lus’an（祖靈祭）也就是過新年。在

農曆7月最後一夜，族人要到袁姓頭人家舂石
音，以matlhakan（杵音報訊儀式）宣示祭典開
始、迎接新年到來，是邵族最具特色也最盛大

的祭典。邵族的新年是農曆8月，有大過年與小
過年之分，如果這年有人出來擔任pariqaz（爐
主）就舉行大過年，時間持續20幾天甚至1個
月；否則舉行3-5天的小過年。

農曆8月1日是過年頭一天，男子要聚集到

毛姓氏族家中進行titishan（除穢儀式），先生媽
則同時在祭場祭祀公媽籃，告知祖靈要過年

了。從這天傍晚開始至3日，每戶準備各式佳餚
與美酒，舉行喝tuqtuq的儀式，繞行喝酒的動線
具有秩序，要走完所有邵族家戶才可結束。2日
由毛姓氏族舉行除穢儀式，祈求祖靈庇護族人

豐獵；3日由陳姓與高姓兩氏族舉行paru nipin 
azazak（小孩打牙）鑿齒儀式，祈求祖靈庇佑少
年平安長大。

4日蓋hanaan（祖靈屋），蓋好之後先生媽
會舉行儀式請祖靈來到祖靈屋，屋中放置酒、

火塘、毛毯等供祖靈使用，與族人同樂。邵族

有一套特殊的過年歌舞，蓋完祖靈屋之後，族

人每晚都到祖靈屋前舉行牽田儀式，族人們利

用這個機會溫習古傳的祭歌和舞步，氣氛溫馨

感人。

祖靈祭要蓋hanaan（祖靈屋），先生媽舉行儀式請祖靈來到祖靈屋，屋中放
置酒、火塘、毛毯等供祖靈使用，與族人同樂。（圖片提供：簡史朗）

邵族的新年敬酒，在農曆8月1-3日，每戶準備各式佳餚與美酒舉行喝
tuqtuq的儀式。（圖片提供：簡史朗）

邵族的Lus’an（祖靈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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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族協商制訂放假日的過程

邵族的傳統祭儀相當多，目前也依然繼續

傳承，這次政府要給原住民族一個國定假日，邵

族如何挑選全族認同的放假日？編輯部採訪邵族

的族群委員石慶龍（Rungquan Lhkatafatu）先
生，了解當時協商的過程。

邵族的人口不多，而且集中在日月潭，召

集會議較為容易；再加上族人都有共識，所以針

對歲時祭儀放假日只開了1次會。不過石委員提
到，邵族有很多傳統祭儀，快要消亡亟待族人們

延續傳承的也不只1個，歲時祭儀如何選擇、日
期怎麼訂定，種種抉擇都讓族人感到為難。

石委員表示：「目前來說，我們還有很傳

統的祖靈祭，祖靈祭有時候一起辦的話，大概就

要20幾天，最短也有4-5天吧，所以該怎麼放？

邵族過年第三天，舉行小孩鑿齒儀式，祈求祖靈庇佑少年平安長大。
（圖片提供：簡史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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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邵  族

邵族主要分布在南投縣魚池鄉

日月潭周圍，人口集中在日月村的

Barawbaw（德化社），另外一部

分住在南投縣水里鄉坎頂村的大平林。總人

口數為719人，住在都市的邵族有401人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2年2月統計資

料）。講邵語，是台灣原住民族中人口較少、平地化較深

的一族，會講邵語的族人不到20人，年紀也超過60歲以

上。

邵族為父系氏族社會，族人以往並不聚居於一地，因

此各自的領域各有其頭人。頭人是其氏族的領導者，負責

決定部落的重要祭儀事項與社務的仲裁，在邵族重要的歲

時祭儀，族人都會在頭人家舉行祭拜祖靈的儀式。以嫁娶

婚為主，嚴守氏族外婚制，婚後行隨夫居。父權的承襲則

以長子優先，財產均由男系承繼，女子於出嫁時可接受父

母贈予的嫁妝。

邵族世居於日月潭畔，所以發展水陸兼具的產業文

化。之後由於水力開發迫使邵族遷徙及放棄耕地，再加上

日月潭是觀光勝地，造成邵族從傳統產業轉向觀光業。杵

音與歌舞，成為日月潭觀光的邵族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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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哪一天好呢？不太好弄，經過討論，我們還

是斟酌一下，最後就選祖靈祭的第一天，因為

那天晚上我們有杵音表演，最好第一天放假日

之後是禮拜六，不然就是1天而已，沒有連假，
族人要回來也不容易。我們的祖靈祭是以平地

人的農曆為主，每年都是農曆的8月1日開始，所
以就訂那天為邵族的放假日。這樣年輕人不管

是工作、就學都可以放假回來。水里鄉那邊已

經沒有這個祭典，但是他們會有人來參加，例

如那邊的耆老、祭司。」雖然歲時祭儀放假日

很有彈性，例如阿美族、鄒族是採取一段期間

而非明確日期，但石委員說邵族的討論真的不

太複雜，基本上大家都算同意。

Lus’an（祖靈祭）常遭誤稱為豐年祭
邵族選擇的歲時祭儀放假日是Lus’an（祖靈

祭），但為什麼鄉公所或觀光局都寫成豐年祭

呢？石委員解釋：「其實

以前被叫豐年祭，這個豐

年祭和我們族群舉辦的祭

儀，應該沒有這麼貼切。

邵族正名後，我們覺得應

該要改過來，所以稱為祖

靈祭。但是這些機關單位

都有一些刻板的認知，豐

年祭的名稱比較有名，也

有觀光的效果，要改也不

是一兩天能完全改過來。

行文給他們應該也沒有

用，那些機關他們承辦原

住民事務的承辦人員常常

換，你換成另外一個人的

時候，他的認知還是豐年

祭，文書、傳單方面的製

作也還是會用這個字眼。

我們真的很不希望別人把我們的祖靈祭叫豐年

祭，這應該是我們和原民會、原民局、地方的

民間組織與社團共同要努力的方向。」

用放假日充實自己的祭典

邵族擁有自己的放假日之後，2011年回到
部落參加祖靈祭的族人是否變多了呢？石委員

說：「其實，不是單純有沒有放假的問題，這

牽涉到年輕人的認同和工作方不方便、壓力大

不大和約束性的問題。沒有辦法說我就是不

管，沒放假我就是要請假去，這個放假日到底

重不重要、有沒有價值性，其實是看個人。我

是覺得說能夠有一個放假日，是放鬆意義比較

大的。現在有自己本族的放假日，剛開始可能

要有宣導的一個過程，經過幾年之後的努力，

大家才能夠真正用這個假日來充實自己的祭

典。像是平地人的祭典都一直可以放假，慢慢

也就有傳統的意義了。」

邵族新年的集體祭典，各家的公媽籃集中於公共祭場向祖靈祝禱。
（圖片提供：簡史朗）

邵族的Lus’an（祖靈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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