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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言童語，讓我們傳唱祖先的歌  

 

【田野日誌】 

 

日期：2011/06/12（星期日） 天氣晴 

時間：19:00-20:30 

受訪者：周顧章 

地點：野銀高屋 

訪問者：席萳˙嘉斐弄 

紀錄者：席萳˙嘉斐弄 

訪談內容：童謠、童謠故事背景及歌詞解說 

 

 野銀部落在蘭嶼部落遷移的口傳中，我小時候因二姐嫁到野銀，因此我念國

中時曾經住過野銀部落一段時間，對野銀部落較不陌生，又有二姐的人脈和親戚

網絡，加上我的表妹也都嫁到野銀部落，因此對於野銀部落的童謠採集，應該較

能駕輕就熟的進行。 

 

    今天請二姐陪同，約了野銀部落的耆老周顧章，去拜訪並採集錄音達悟童謠 

，在我的童年記憶中，老人常吟唱童謠當搖籃曲，所以我一直認為童謠是每個部

落都很熟悉的達悟文化，但是今天的訪談，發現野銀部落的耆老對於昔日部落的

童謠文化所知有限，所吟唱的歌謠多半都是之前在朗島已經採集到的，沒有較獨

特屬於野銀部落的童謠，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在野銀部落的採集，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耆老們對於文化傳承的意識缺乏，這

與達悟傳統文化有關，過去達悟文化的傳遞是靠家族，意思是達悟老人只肯把自

己的知識或文化告訴自己的孩子，不可能告訴別人。若有人去問他有關過去的事 

，最常得到的答案是「你沒有父親？你沒有母親？」言下之意是這種事情只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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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家人或長輩，不可以問外人。這種達悟文化根深蒂固，使得這次的田野採

集一開始就碰到阻礙，即使說明來意，也很難跨越那道傳統文化的阻礙，這是在

達悟族進行跨部落文史採集的障礙，即使我帶了自己的親姊姊去拜訪，困難一樣

存在，這是我之前在朗島田野訪談所沒有的經驗。 

 

    今天的訪談，雖然相談甚歡，老人也很歡迎我去拜訪，但是卻沒有得到實質

的收獲，因為沒有採集到任何可用的題材，不過至少知道了東清、野銀這兩個部

落田野採集的困難度比我想像中的要來得高。 

 

    看來，要想個辦法克服障礙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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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言童語，讓我們傳唱祖先的歌  

 

【田野日誌】 

 

日期：2011/06/20（星期一） 天氣晴 

時間：19:00-20:00 

受訪者：黃堅里 

地點：受訪者家客廳 

訪問者：鄭梅玉 

紀錄者：席萳．嘉斐弄 

訪談內容：達悟童謠編曲的動機與歌詞解說 

 

今天晚上我和姪女一起訪問了東清部落的黃堅里，我的姪女鄭梅玉嫁到東清

部落，她的媽媽是我的同父異母的大姊，她的祖先即是東清部落的，而我的姪女

嫁到東清部落，是信仰虔誠的長老教會信徒，白天在東清國小當廚工，兼東清國

小的族語支援教師，這次的年度計劃，特別邀請她參與此計畫。原本想邀請的是

她最小的妹妹鄭美花，她也是嫁到東清部落，擔任社區托兒所的保育員，更適合

參與此計畫。誰知因為本計畫案的補助經費不如預期，兼任的田野採集工作人員

的所得不高，這種近半志工性質的田野工作，無法獲得她先生的認同，最後她很

委婉的推辭了我的邀請，還好她的姊姊願意承擔這份工作，支持我這位跟她同年

的阿姨的計畫，有她的參與，對於東清部落的田野採集，將可獲得更多的支持才

是。 

 

由於鄭梅玉白天要上班，所以東清部落的田野訪談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進行 

，當然，蘭嶼的老人即使年紀大了，只要還能行動，白天通常也是要上山或下田

工作的，所以田野採集最適合的時間通常都是在晚上。今天訪問的是東清的耆老

黃堅里，她雖然年紀大了，但是記憶力很好，她很能聊，談到小時後吟唱童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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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很有趣，她唱了好幾首達悟童謠，其中「出來吧!螃蟹」、「想嫁到你家」

都是很經典的，今天的訪談，算是豐碩的。 

 

    和耆老相約，下次有問題再來請教她，希望她保重身體，她很幽默的說，下

次來要多帶幾瓶保力達喔。 

 

    在回程，和姪女聊了一下，她白天工作很忙、也很累，要訪談的時間較難安

排，因為老人也不好連絡，不過這次的開頭，至少是成功的，又有收獲，所以算

是一個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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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言童語，讓我們傳唱祖先的歌  

 

【田野日誌】 

 

日期：2011/06/30（星期四） 天氣晴 

時間：19:30-21:00 

受訪者：蔡金蘭、蔡秀妹 

地點：受訪者家客廳 

訪問者：鄭梅玉 

紀錄者：席萳．嘉斐弄 

訪談內容：達悟童謠編曲的動機與歌詞解說 

 

  

    今天去拜訪了兩位姊妹，兩姊妹一邊聊天，一邊講笑話，真的很有趣。老人

家一直問幹嘛要唱那個，那是小時後唱的，是小孩子的時候唱的啦，年紀那麼大

還唱會不好意思…。還好我們是同個教會的，我一直跟她凹，她們才勉強開口唱。

在她們的記憶中，小時後部落童謠很流行，家家戶戶都會吟唱，因為要哄小孩就

一定要唱啊，現在由於時代的變遷，這些寶貴的達悟文化都消失了，像現在她的

媳婦都不會唱了。 

 

    她們兩姊妹在我們的請託下，最後終於肯配合，吟唱了幾首達悟童謠，並解

釋那些童謠的歌詞內容，其中最特別的是「愛戳人的腳」和「踩，牠縮起來」兩

首，這是以前沒聽過的童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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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言童語，讓我們傳唱祖先的歌  

 

【田野日誌】 

 

日期：2011/07/12（星期二） 天氣晴 

時間：19:30-21:00 

受訪者：黃野茂、鄭露露夫婦 

地點：東清部落。受訪者家客廳 

訪問者：鄭梅玉 

紀錄者：席萳．嘉斐弄 

訪談內容：達悟童謠編曲的動機與歌詞解說 

 

 今天晚上拜訪東清村的老傳教員黃野茂夫婦，這兩位老人家我很熟，2007

年我在準備碩士論文時，就曾為了瞭解天主教的傳教歷史來訪問過他們，黃野茂

夫婦年紀雖大，但記憶力極佳，也很平易近人，是很好聊天講話的長者。 

 

    還記得，黃野茂曾經說過，他的歌聲五音不全，當年為了紀神父的逼迫，他

曾急智中站起來指揮大家唱聖歌，讓全場笑翻，這次來要採集童謠，黃野茂又提

起那段往事，對於開口唱歌，他還是有點害羞。最後在我們再三的請託下，他還

是開口唱了當年他帶孩子時候吟唱的搖籃曲「睡吧！」這是今天訪談最大的收穫。 

 

    達悟族的童謠，常是即興的，曲調大同小異，但是歌詞多半是即興的，換句

話說，每個達悟族老人按傳統都是作詞者，依現場的情況，即興填詞唱出，有點

像台灣的急智歌王張帝的樣子，可惜那優質的達悟傳統，正極遽流失中。 

 

 

 

童言童語，讓我們傳唱祖先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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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日誌】 

 

日期：2011/07/18（星期一） 天氣晴 

時間：19:00-21:00 

受訪者：謝金葉 

地點：野銀部落。受訪者家客廳 

訪問者：黃杏華 

紀錄者：席萳．嘉斐弄 

訪談內容：達悟童謠編曲的動機與歌詞解說 

 

 今天和表妹約好去野銀舊部落訪問謝金葉，在去的路途中表妹跟我談及，前

幾天她和一個老人約好去訪問，但是當時後到了，她去到耆老家的時候，卻無人

應門，感覺那老人明明在裡面，但就是不開門，可能是覺得我們給的訪談費太低，

不願接受訪問。表妹對於達悟老人把傳統文化的傳承看做生財的工具很不以為然 

，但是這的確是部落老人的現況，可能是過去到部落做田野的學者給她們的印象

不好的緣故，造成現在要訪談就要先把價碼談好的窘境，畢竟部落很小，我們訪

談所能動用的預算其實不多，又要準備禮物或茶點等，不能跟學者的研究計畫相

提並論，但是部落長者不會管這些，你再怎麼解釋這計畫是為了部落文化的傳承

與推廣，為老人而言就是來訪問者有很多錢，所以不給錢就不給訪問，這經驗讓

表妹很不高興，也很為難，因為要約老人訪問常被老人問到唱一首多少錢？這的

確是很讓人頭疼。因為達悟童謠有長有短，短的可能就兩句而已，而且可能唱的

都是之前已採集過的，若都是唱重覆的，要怎麼計費？真的很頭疼。這現象的確

困擾我們很久，總覺得基於對部落文化紀錄與傳承的計畫，族人理當配合才是，

但是實際面卻是如此的斤斤計較，這不太像達悟傳統文化的樣貌，但無論如何，

既然遇到了，就要想辦法克服。現階段的訪談，先從表妹的夫家的親族開始，畢

竟算是自己人，比較不會那麼見外，但要訪問沒有親族關係的族人，困難度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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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跨越。 

 

    今天訪問的謝金葉，很能唱，也會自己編童謠，算是野銀部落較會唱童謠的

耆老，她唱了「你是誰？」和「別再下雨」，是以前尚未採集過的。 

 

 

 

 

 

 

 

 

 

 

 

 

 

 

 

 

 

 

 

 

 

 

 

 

 

 

 

 

 

 

 

童言童語，讓我們傳唱祖先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