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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她的(her)故事(story)-港口阿美婦女口述歷史 

調  查  研  究  報  告 

 

 

一. 前言： 

 

    一份口述歷史，既可做為無文字民族的歷史研究，也可做為社群集體記憶的

留存。因為是群體作業的結果，是訪談人與受訪人共同合作與記憶拔河的工作，

所以更顯其獨特與珍貴。 

    自一九六○年以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傳播媒體蓬勃發展的潮流衝擊下，

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開始放棄以政治、菁英和男性文化為主的主流文化態度，而

開始注意著重一種以小看大、以下看上的文化潮流走向，這樣的走向即使面臨所

謂主流與正統潮派的很大的挑戰，仍無法可擋在現實上提供另類足以媲美所謂主

流與正統歷史的豐富與多元樣貌，而為世人所關注與重視。而長久以來的弱勢族

群與少數民族或是婦女團體，在歷史的文本資料顯現上原是非常的貧乏，也因口

述歷史的興起，讓原本在文本上無從發揮的、無聲的、或被曲解的族群，透過訪

談的過程將他們湮埋在記憶中的資料重新挖掘出來，並用自己的話語說出來。 

    港口部落，即使是偏處台灣島國東邊一隅的小部落，也在一九六三年冬季至

一九六五年秋季的這段時間，經人類學者採田野訪談的研究方法，在有限的部落

歷史文本上留下極有價值與分量的文字資料，並為後來想在類似領域進行研究調

查的人，提供極為豐富的內容。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調查研究中進行資料與記憶

提供的報導人仍是以男性為主。甚且在後續年代（即便是進入了當代）有繼續前

來港口部落進行各面像之調查研究者，也還是以男性角度與男性報導人居多，身

為少數民族裡的婦女同胞相形之下顯得更為無聲而弱勢。 

婦女的記憶，或許總是瑣碎片段而柔弱感性，無法如男性般理性且剛強的將

家庭生活排除在事業與理想之外，但是她（們）的故事（herstory），不同於他（們）

的故事（history），在歷史文化的既可廣大的視野又可微觀的角度下，猶如口述

歷史的實現，正在世界不同的族群層面、工作場域與社群角落進行著，這種跨領

域且兼具親切與同理心的調查與研究方法，是符合當代與全球化世界所需要的，

既能補充原有之不足，也帶動學術研究走向社會大眾，走出象牙塔，走進與我們

同為人類的，沒有分別的同一條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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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緣起： 

 

    阿美族的社會組織狀態在一般人的認知領域裡，母系社會的概念與年齡階級

組織制度，大概是最為人知的。在進行阿美族文化資產各類別的調查研究上，尤

其是在港口部落，不知是否因年齡階級組織制度即使面臨外在大環境的影響仍能

屹立不搖而特別顯得珍貴，或是調查研究者皆受漢民族父系社會以男性為主為貴

的根深柢固影響，曾經在港口部落進行過的調查研究，幾乎也多以男性方面的組

織制度、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也就是因年齡階級組織制度而延伸出來的各面向

生活活動，譬如：祭典儀式、音樂舞蹈、狩獵魚撈、建築蓋屋等等為調查研究主

體，甚且在受訪者的性別上也多以男性受訪者的口述報告為紀錄來源。相較之

下，以女性為出發為研究的，似乎很貧乏。而這似乎也有愧於阿美族是母系社會

的印象了。  

    再說女性的「母系社會」一詞，即使認為用「母系氏族」或「母系親族組織

與制度」（引用自阮昌銳著「大港口的阿美族上冊」一書）這樣的說法，更符合

港口部落從清朝到日據到民國到現在，一直在轉變中的「母系社會」的內涵與價

值，這也無論如何都是研究者都是男性說了算的，到底身為主角的婦女同胞們又

是怎麼看待與敘述這些屬於自己的生活模式與行為呢？ 

    歷史，不論是文字書寫或是口語敘述，其實都不應該只是「他的故事」

（history），「他的故事」或許宏大、理想、輝煌、戰況永遠激烈，足以扭轉一個

民族的生與死，但是進入生活與家庭瑣碎細節的實際層面裡來聽「她的故事」，

並由「她們」來說說「他們」的故事，是不是能別有一番趣味，也許也才能真正

探看出歷史裡的人物、事件的另面價值。  

    因此，我們嘗試從部落婦女的角度，從女性生命狀態的轉變，從母系親族組

織與制度來敘述她們自己與她們一輩子生活所在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相信必能

豐厚港口部落已經有的「文字歷史」，並提供另類事實呈現與觀看的角度與可能。 

 

 

 

 

插秧時節的美麗水稻

田與互助合作的傳統

阿美族母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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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內容與期程： 

 

（一）原申請案 

 

本計畫案原申請於九十八年度第二期，計畫執行期程為二○○九年十一月一

日至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計畫訪談對象以六十歲到九十歲以上居住於部

落的婦女為主要的訪談對象，並著重家族與氏族的平均分配，每一個十歲為一個

階段挑選一至兩名（六十歲至六十九歲挑選一至兩名婦女，於此類推）進行訪談，

並視實際情況需要增加或刪減訪談人數與個別次數。 

計畫訪談內容包括：第一，除基本資料的建置外，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

家族與氏族等關係脈絡的建置也是重點。第二，著重對原生家庭、成長背景、過

程與環境、家庭婚姻、社經活動、人際往來等不同面向與關係的敘述中，細細追

索出由婦女角度說出的部落近代歷史的文化與生活的變遷，以及家庭組織與部落

組織互為影響的互相改變。第三，企圖追索出由女性承傳的文化脈絡，譬如巫師、

祈雨、製陶、釀酒、織布等記憶與技藝的傳承與內涵。第四，除了記錄婦女對部

落對家這樣一個小世界的過去與現在的敘述之外，也希望記錄到她們對自己、對

部落與部落之外世界的未來的看法、期待與想望。 

實施期程如以下表格所示： 

 

作業期程 2009 年 11 月－2010 年 10 月 11 12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前置作業（資料收集、工作人員與受訪

人員時間安排與器具之準備） 

○            

第一階段田野（人物訪談、 地點踏查、 

事件記錄等等，並從中細細追索以進行

部落文化、歷史環境與族人生命生活的

變遷） 

 ○ ○ ○ ○ ○       

第一階段圖文影音整理       ○ ○     

第二階段田野（針對第一階段田野進行

加深加廣與再次求證的追溯與調查） 

       ○ ○ ○   

第二階段圖文影音整理          ○ ○  

文本與數位圖文影音彙集整理與結案

報告 

          ○ ○ 

 

（二）新申請案 

 

原計畫案在執行將近半年後，因為計畫案主要執行人員在長時間工作壓力下

導致身心狀態欠佳，出現無法按期程進行調查與研究的狀況，期間與其他相關工

作人員協調溝通雖仍能勉力為之，但為顧及調查研究的品質，雖從國藝會相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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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負責人員處得知有延期的可能，仍決定暫時放棄計畫案的執行。在專心調養

身體的同時，也暗自期許計畫著待身心狀態康復後，仍是要繼續完成未完成的調

查與研究。 

歷時將近兩年多的身心調養，計畫案執行人員於二○一二年一月重新提出此

年度第一期申請，且慶幸能再次獲得補助，得以繼續進行未完成的部分。 

重新申請回來的計畫案也因諸多主客觀因素的改變，做了如下調整與變動：

第一，因為原申請單位之人事組織與結構的改變，新申請案改為由個人提出申

請，以利計畫案的繼續實行。第二，計畫案的實施內容部分並未做更動，但也針

對先前已進行的部分而有所心得與感想的進行了些微的修正與調整。修正與調整

的部分為訪談對象的擴大，原本以六十至九十歲的婦女為主，但擴大為以六十年

次以上居住在部落的婦女為主要訪談對象。做此修正的原因，一方面是擴大訪談

層面，才能從比較長的時間軸與比較寬的空間軸，同時能從更加多元的角度，看

出部落近代文化與生活上的發展，是如何受著外在環境的影響而產生結構上的變

遷，而不是只著重在有限的年齡層面上進行較特定且狹隘的訪談；另一方面則是

有利於訪談者對部落變遷的掌握，畢竟從相仿的、較接近的年齡層面開始進行訪

談，讓不具有相同身分與文化背景的調查研究人員（雖然居住生活於此也有十七

年的時間），比較能進入狀況，感同身受地體會相同的處境，而能在往上做更年

長的年齡層面的訪談時，能擁有一定的對時事物的背景了解。第三，也因先前已

完成的部分，新計畫案的實行期程與進度調整如以下表格所示： 

 

作業期程 2012 年 05 月－2012 年 10 月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階段六十年次以上部落婦女訪談、地點踏查、事件 

記錄，從中追索出部落文化、歷史環境與族人生命生活

的變遷 

○ ○ ○ ○   

第二階段針對第一階段田野進行加深加廣的求證與追溯     ○ ○ 

文本與日誌圖文影音彙集整理與結案報告      ○ 

 

    另外要特別說明的是，預計參與本計畫的調查研究與翻譯人員皆由部落婦女

與女性青年負責執行，我們相信文化承傳是必須從任何一個可能點切入，實際經

歷，親身參與，回饋與影響也必能更直接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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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方法 

 

（一）文獻研讀 

     

    若拿文字書寫與口語敘述做一比較：文字記錄下來了便比較不用擔心隨時間

衰退；口語敘述則隨時間環境、隨口述人物的性格不同，而會有不同的敘述方法

與敘述內容，且因時代背景與生活方式的改變，口述形式的產生與可能，也愈來

愈少，愈來愈沒有機會，甚且有在地方區域上消失的可能。相較之下，文字書寫

的方式對沒有文字的民族來說，似乎是更形重要與需要的。 

    因此，研讀曾經進入部落做過調查研究的專業人員留下的各面向的資料，不

僅可以作為行前的準備，或作為訪談後獲得資料的比較對照，還可以觀看到所謂

口述資料變為文字資料後的時代差異，與因為採訪人及受訪人的不同，而有不同

的風貌，且有助於文獻資料可以回饋口述資料的可能，因為口述者會因為看到文

獻資料而增減其口述的內容，或者調查研究與撰寫者會因為閱讀了文獻資料而提

供了加深瞭解或反思、或印證或對照出更豐富內容的機會與可能。 

    所以，雖說此計畫案的調查研究方向是以口述為主，但文獻的蒐羅與研讀，

仍為相當需要。 

 

（二）田野調查 

 

    由於有關港口部落的史料有限，如果要由純粹的史料與文獻來研究，實有所

不能，實際上也欠缺周全，因此田野的工作相形之下顯得非常重要。 

    田野的工作可分為實地實物的考察與探訪，以及人物的訪談與口述。實地實

物的考察與探訪是以報導人口述出來的環境、地理位置、器具或物品為對象進行

走訪或記錄；人物的訪談與口述，則是以計畫中主要的女性各年齡層為訪談對

象，針對計畫方向進行訪談與紀錄調查。此外，根據生活經驗與人際關係，從女

性角度觀察與紀錄部落內重要祭典活動與社會文化的重要性，以瞭解部落女性對

文化意義的自我認同與詮釋。 

 

 

 

和善溫柔的部落婦女，坐在自家

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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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開懷的部落婦女在

自家菜園前 

 

 

 

 

 

 

 

 

 

 

 

滿頭銀絲的部落婦

女坐在自家門前 

 

 

 

 

 

 

 

 

 

 

與先生合照於自

家門前的部落婦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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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精神山腳下，工作完畢準備

回家的部落婦女  

 

 

 

 

 

 

 

 

 

 

 

 

 

 

 

 

 

 

在自家門前碾

米工作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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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調查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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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口阿美族部落，位於花蓮縣豐濱鄉，其地理位置位處於台灣東海岸的

狹長地帶，整個港口部落從南到北包括大港口、港口、石梯坪與石梯灣四個聚落。 

依據陳有貝一九九一年的敘述，「大港口為距離海岸六百公尺的秀姑巒溪出

海口北側的河海階地，港口為距離海岸五百公尺的臨海階地、小山背風面，石梯

坪為距離海岸一百公尺的臨海階地，石梯灣則是距離海岸八十公尺的臨海階地，

其中以港口海拔二十五到四十五公尺最高」。港口部落因此可說是一個依山傍水

又受海洋滋潤的小部落，古稱為 Cepo’。 

追溯文獻上最早出現阿美族人的社群分類是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後來陸續有

日本和國內學者等人分別提出看法。國內學者主要是以地理區域和部落遷徙，自

北至南將阿族人分為「南勢阿美」、「秀姑巒阿美」、「海岸阿美」、「卑南阿美」、「恆

春阿美」五大群。在台灣人類學的學術分類上，花蓮港口部落屬於「海岸阿美」，

被指稱為海岸阿美族人。 

雖說學術上的分類，或許是為了調查研究上觀察分析與綜合整理的方便，因

為阿美族人居住範圍確實分散而廣大，不僅橫跨台灣東邊的花蓮縣與台東縣的縱

谷山線，更從北往南由花蓮縣長達一百七十五公里的海岸線，繼續往南橫跨台東

縣長達一百七十六公里與屏東縣長達一百三十六公里的海岸線上，都有阿美族人

居住的足跡，但事實上，不論居住於南邊或北邊，山邊或溪邊，海邊或其他任何

角落的阿美族人皆稱自己與自己的語言為 Pangcah，只在相對指稱對方的居住地

理位置與環境時，才用 Amis 居住在北方的族人，與 Dimor 居住在南方的族人，

作為居住區域上的分別與人際上的溝通。這種一統於一個共同血緣的名稱－

Pangcah，但為現實上的分別與聯繫而做的區別－北方的族人 Amis 與南方的族人

Dimor，實際上更融入與接近族人的價值觀與天性。 

    港口部落的傳統組織架構與運作模式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仍有許多精神價值

是潛移默化的保留在當代族人的心中，譬如對 Misa Cepo’（海祭，每年的五月初

舉行）與 Ilisin（一年一度對海洋與天地祖靈舉行的祭典儀式）的重視、對年齡

階級組織的強調、對舉行各種形式的聚會（氏族的、家族的、共組家庭的、迎接

新生命的與安慰死者的，等等）的要求。生活方式仍可見到族人（不僅是可見到

年長的，也可見到年輕的）依循古法進行食物採集，但也相當程度的依著經濟能

力的許可，將現代科技運用在農耕與魚撈上。而文化產業、生態觀光與藝術創作

是近幾年部落青年嘗試發展的新契機。 

    港口部落如同大多數其他族群的部落，長久以來，因為宗教信仰的衝突、權

力結構的改變、國家權力的介入，不論在對內或對外的事務處理與觀念調整的運

作，都愈來愈無法有一個真正以「部落價值」為出發點的權衡考量，也或許，眼

前這樣處於妥協與折衝的、既學習接受也從中學習抗拒與轉變的部落現況，就是

所謂「當代的部落價值」，畢竟，所謂的「現代」仍在往前繼續邁進與改變中；

而所謂的「傳統與古老」，也從未是真正的「傳統」與「古老」，因為所有在當時

人們生活行為中展現出來的，都無法避免的必須加入當時狀態的元素與情境，也

面臨著當時狀態真實性的挑戰，而一直有新的、被選擇加入的，進到所謂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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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古老裡。想要在部落與外面世界，找到一個既平等而正向的溝通機制與管道，

或者是模式，都不是說形成就能形成，然後即可既定又不變、可以永遠執行下去，

而事實上必須是在緩慢且真實血淋的生活挑戰中，慢慢調整、慢慢形成。加入一

點新的同時，或許必須改變一點古老的；失去一點舊有的同時，也創造了一點新

鮮多元的。 

無論如何，不管在外人的眼中，接受新事物的同時是否會喪失丟去了些什麼

古老的，也不管外人如何用過度浪漫或嚴苛的角度與心態來看待部落的轉變，我

們所真正關心與期待的是，在現代工商社會過度消費的經濟，與觀光強勢的引導

與影響下，如何讓部落曾經擁有的生命活力重新再現，如何讓曾經身為 Cepo’族

人的自信驕傲與寬厚圓融重新擁有，才是我們真正希望的。 

當然，也也許，所有期待與失落的，所有的這一切，都只是個夢的過程。從

沒有開始，也從沒有結束。我們都只是在過程中，只能靜靜的觀看一切的來去，

最後，無得也無失。 

 

 

 

   

 

 

 

 

 

 

 

 

 

 

 

   

 

 

 

 

 

 

 

 

 

 

   

  靜浦      吉浦巒島      大港口             港口 

 

從空中看秀姑巒溪出海口、吉浦巒島與溪南岸的靜浦、溪北岸的大港口與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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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梯灣裡的石梯漁港有

許多部落族人的大型筏

與漁船 

 

 

 

 

 

 

 

 

 

 

 

 

族人於石梯港自製大

型的塑膠筏漁船 

 

 

 

 

 

 

 

 

 

 

潛水用魚槍射魚也是族

人經常使用的抓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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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部落下方礁岩岸邊

直至今日仍是婦女喜愛

拿取海菜貝類做為當天

新鮮食物的來源 

 

 

 

 

 

 

 

 

不只女性，炎熱的夏

季，男性也會加入在退

潮的石梯坪岸邊拿取

貝類或海菜 

 

 

 

 

 

 

 

 

直接在石梯坪海邊野餐 Pakelang，吃海裡

新鮮的食物，是族人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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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告之整理與撰寫 

 

調查報告內資料的呈現，除了以國字書寫，用羅馬拼音的 Pangcah 語也是書 

寫的文字之一，另有圖片、表格、地圖與手繪圖稿，也是呈現的方式。 

    文字來源，最珍貴的部分是來自部落五大氏族不同年齡層的婦女的訪談。

Pangcah 語的部分，經過口譯或以國字書寫，或以羅馬拼音方式書寫，皆是不得

不的方便之法，但事實上是常常無法精準、細膩的傳達出 Pangcah 語言本身的精

緻微妙之處。但為了方便閱讀與親近讀者的可能，用大家都能接受的國字翻譯與

書寫，也確實是必須與需要的。 

前人做過的調查報告與著述，相關的部分經過對照印證亦被採納作為訪談不

足之處的補充。撰寫者本人，作為執行人員之一，自身進行的觀察研究與調查記

錄亦是可能的內容來源。此外，關心此計畫案的朋友與我們進行的對談、溝通與

建議等等，亦在思考反省與整理記錄之後，成為有用的文字資料。 

相片的部分，有來自執行團隊的現場紀錄，有來自翻拍或掃瞄前人的調查報

告與著述，後面這一部份多作為與當代現況的印證，比對或作為體驗與揣想古老

情境的依據。 

手繪圖搞的部分，由執行團隊進行日常觀察與紀錄時所做的一般性圖稿繪

製，皆是為了快速反應與留下一定的紀錄以供日後做翔實整理所用或所參考。 

表格的部分，大部分是為了讓某些繁複的文字性資料經由表格的整理與設計

之後，能變得較容易與閱讀進行分析比對。小部分表格來自鄉鎮公所的人口記

錄，以及前人之調查報告與著述內相關的資料等等。 

地圖的部分，則是為了明顯表示位置或區域等相關說明，而由執行單位自行

繪製，或是自鄉鎮公所的電腦圖檔內印製出來。 

另外，負責做最後文字整理與撰寫的筆者，經常會在比較理性的紀錄書寫之

後，若是碰到有所感想與心得的地方，或是在整理過程中因為看了其他相關文字

的研究而有所感觸時，都會不得不的直接在下段的文字上，進行個人的思考或反

省。筆者知道這在所謂專業的學術研究或報告上是相當不妥的，但筆者也私下認

為，或許這些才是做為一個觀察與敘述者最忠實與誠懇的紀錄。還盼有興趣的閱

讀者在看到諸如此類的文字時，能用一顆同理與感受的心，共同分享。 

    最後，調查報告的整理與撰寫，雖是由計畫申請人負責執行，但在這裡仍須

再次強調的是，Pangcah 語本身的說出口，其實也是另一種型式的書寫，只不過

是書寫在每個人必須呼吸吐氣的空氣裡，書寫在每個聽者感動的心中。當然，還

是必須趨於事實上的需要，用筆將語言記錄在紙上。因此，若讀者經由閱讀文字

而感受到任何深刻的體驗，那精妙絕倫的部分也絕絕對對是屬於口語敘述者本身

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