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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凱族



魯凱族分佈



文化象徵介紹
一、男子：當男子陸續獵獲五～六頭（有些部落獵獲五頭）長出獠牙的公山豬

（walisane）後，才可享有象徵獵人勇士榮譽的百合花配戴資格。

(必須累積獵到五隻公山豬，才可佩戴第一朵已開的百合花，

第二朵花是一次打獵獵到二隻公山豬，就可以配戴第二朵)

二、女子：百合花象徵品德良好、純潔無瑕。



百步蛇：排灣、魯凱、布農族的神話故事
一、布農族：

布農族都稱百步蛇為「卡比爾-kaviath」，意思是「好朋友」，百步蛇到布農族家中，

慷慨地伸展漂亮的身驅，讓布農族的女人，模仿她美麗的紋路，繡在男人的胸兜、背心長衣的腰際，

和女人衣襟的邊緣。

二、魯凱族：巴冷公主傳說

三、排灣族：古時候，太陽來到世間，產下兩個紅白顏色的蛋，

並且指定百步蛇保護它們。兩個蛋孵出一男一女，

這兩個人就是排灣族的貴族。

百步蛇是他們唯一的祖先。也是排灣族貴族的專屬紋飾。

＊排灣族以及魯凱族中會以「長老」稱呼百步蛇

＊布農族稱百步蛇為「朋友」，而排灣族及魯凱族則會稱他為「伙伴」。



頭飾

熊鷹羽（赫氏角鷹）的插飾，為大頭目專屬頭飾配戴權。



社會制度（每個階級所能享受的權利不同)
一、頭目：

二、貴族：

三、士（族）：具有優異功績或者特殊才能的村民，擁有傳統領袖給予

的特殊權利，像是免稅、戴花環等。

士族階級的傳承受到長男繼嗣制度影響，只有長子能夠繼承為士族階級，其餘為平民。

四、平民：平民在進行各項工作前，像是砍木材、結婚、過路、釀酒等，都需要支付部分稅收給頭目。

平民在進行特定儀式與繳交特定稅賦後，也能夠獲得特殊權利，像是身上刺紋圖案使用、百合花裝飾權、

服裝圖案裝飾使用及部分人名使用等權利。

五、社會階級是透過世襲而獲得，並在部落中接受頭目的領導。

1.各階級權利義務各不相同，結婚後可因嫁娶或入贅的對象，而讓子女階級產生改變。

2.傳統領袖與貴族社會地位較高，也擁有較多土地資源，有向族人徵收土地、山林稅收，以及身體刺紋圖騰、

家屋雕刻的權利。



服飾文化
魯凱族傳統衣飾文化中，按照階級有不同的限制
一、頭目專屬的百步蛇、太陽、人頭、陶壺等圖案。

二、貴族可以用人形紋、蛇紋等。

三、平民服裝的圖案，可透過納貢而獲得更多圖案的使用權。
（獵殺山豬、跑得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zX8HH3tOcI
魯凱族勇士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zX8HH3tOcI


慶典（小米豐年祭）
收穫祭為魯凱族最重要的祭典之一，舉行時間都在每年的七至八月（各地區舉辦時間有些微差異，

台東為七月，屏東為八月）。魯凱族通常在採收小米完之後舉行收穫祭。

魯凱族稱該祭典為Tangidrakakalane(為甦醒階段，所以是一年的結束暨一年的開始)。

豐收祭當天，除了農作的收成、食物的分享外，族人大大小小都盛裝參與活動，大家牽著手船唱歌謠。



黑米祭（Tapakadrawane）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村魯凱族特有的祭典，於每年11月1日至30日舉行。

為感謝神靈庇佑作物避免蟲害及惡靈詛咒，確保作物豐收的祭典。

黑米祭藉由慶祝豐收，同時也感謝一年來神明的保佑，並祈求族人能在來年富足平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2ldOfDDy0

樂遊台灣~茂林多納部落黑米祭 202007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09gVu6Pmts

魯凱族黑米祭男子趁慶典傳情－民視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1zNeKd38c

多納部落魯凱黑米祭祈豐收.展現勇士精神

2020-08-09 Hla'alua IPCF-TITV 原文會原視族語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2ldOfDDy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09gVu6Pm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1zNeKd38c


神山部落活動廣場-聖心天主堂



婚禮
1.婚前三訪女方家提親約3~6次，其分別為議婚、訂婚、結婚三階段進行。

2.婚禮歌謠並無階級性人人都可唱，但不同階段有不同歌謠之配合，

反應出與磋商階段與歌謠演唱的聯結，儼然形成從議婚到結婚過程裡

所扮演的回應角色。

3.嚴守一夫一妻制，不允許重婚，禁止近親結婚。

4.魯凱族的繼承模式為長男、長女繼承，女嗣繼承為特例。

5.非婚生子女的繼承權，端視認養儀式而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24iLcnE5h8
魯凱族伴郎的任務？！｜超華麗魯凱族傳統婚禮｜屏東霧台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24iLcnE5h8


下聘食物與聘禮(劉克浩，2013)



聘禮的象徵意義

1、頭飾：霧台部落只有頭目才可以配戴雄鷹羽毛，結婚當天新娘的頭飾可以允許佩戴熊鷹羽毛一天，

代表部落的喜事。

2、陶壺：陶壺象徵階級並代表生命，但貴族與平民陶壺不同。

3、槍：只有貴族才有，象徵權利。

4、鍋：見證家庭建立的開始。

5、禮刀：保戶家庭的象徵。

6、男士頭飾與肩帶：象徵地位尊嚴。

7、環貝：代表女人的聖潔與賢慧。

8、服飾：表示尊敬對方的誠意。

9、木材：象徵飾物(花飾)。



魯凱族之婚禮儀式
1、洗腳(pataudrapale):新娘透過沒有穿鞋子之儀式，表示在嫁到男方家前，將內心不好之事除去，

以潔淨之身嫁給男方，並要創造新的生活與新的生命。

2、躲藏(kialepenge):利用躲藏故意刁難男方，讓男方知道雙方結合不容易，告知男方要珍惜女子之意，

並在找到女子之後，將女子送回到女方家裡，女方則會進行結婚以下步驟。

3、鎖身(kiacaisi):當新娘要嫁給男方前，除了將衣裙逢上，甚至會有用麻繩綁住身體。嫁至男方後，

新郎如果要洞房則必須解開新娘身上所有的障礙，故有時不是一、二天能圓房。新人是否圓房，

端看新娘手環有無取下，取下即代表圓滿，男方會準備食物舉行圓歡禮(yakubu)，來凝聚男女家族的團結，

並討論禮物的歸屬事項。當新娘未取下手環時，則男方長老會鼓勵新郎再接再厲。

此目的在提醒新郎要珍惜新娘之意。

4、搶婚(mataketeke):當新娘要出嫁時，女方因不捨新娘出嫁，會擁抱圍著新娘不讓其出嫁，

此時男方會派族人催婚。當女方家人一直不想放手時，男方家人會與女方家人有拉扯之動作，

故有類似強行帶走新娘之行為。此過程當中，男方會準備小禮物贈送女方，使女方親人不再勉強。



飲食及狩獵文化

魯凱族的經濟生活有農業生產與狩獵活動兩方面。農業方面主要種植小米、旱稻、甘薯與芋頭；狩獵生產方面，

以山豬肉等為肉類食品來源。

https://www.travelerluxe.com/article/desc/200003975
屏東霧台部落廚藝學校
https://luluwanfood.wordpress.com/2017/08/17/一個食物與故事，魯凱族部落的傳統x伊娜的廚房陳/
魯凱族部落的傳統文化X伊娜的廚房陳媽媽X魯魯灣傳統食物新煮藝復興運動研習班
https://theme.maolin-nsa.gov.tw/kids/page-4_2.html
茂林兒童網

https://www.travelerluxe.com/article/desc/200003975
https://luluwanfood.wordpress.com/2017/08/17/%E4%B8%80%E5%80%8B%E9%A3%9F%E7%89%A9%E8%88%87%E6%95%85%E4%BA%8B%EF%BC%8C%E9%AD%AF%E5%87%B1%E6%97%8F%E9%83%A8%E8%90%BD%E7%9A%84%E5%82%B3%E7%B5%B1x%E4%BC%8A%E5%A8%9C%E7%9A%84%E5%BB%9A%E6%88%BF%E9%99%B3/
https://theme.maolin-nsa.gov.tw/kids/page-4_2.html


吉拿富：
假酸漿(阿拉布嚕)的葉子，又稱野獸的草藥。加馬告、芋頭粉、山豬肉。水煮。



霧台魯凱族文化



文化創造

琉璃工坊



歌曲、電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6ReamgfUDY
魯凱歌謠-鬼湖之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cS8jB37kY
2015屏東電影節入圍作品《鬼湖戀》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748644
台東魯凱族部落盪鞦韆戀愛文化 獲「智慧財產權」保護。

http://web.klokah.tw/video/watch.php?vid=692
魯凱族 -茂林魯凱語（人與蛇結婚）

http://web.klokah.tw/video/watch.php?vid=701
茂林魯凱語-7 upu na theve'ke' si lakbibi abe'ya (嚼檳榔懷孕的女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6ReamgfU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cS8jB37kY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748644
http://web.klokah.tw/video/watch.php?vid=692
http://web.klokah.tw/video/watch.php?vid=701


文化行銷的簡介



行銷基本概念

「行銷1.0」主要以產品特色為核心，因此行銷內容常著重在強調商品規格。

「行銷2.0」透過清楚的產品定位區隔市場，以有趣的內容來滿足人們的情

感需要。

「行銷3.0」的概念，指出消費者期待品牌能夠展現人道價值，期待企業創

造出來的產品、服務和公司文化，都能讓世界更美好。

「行銷4.0」指的是結合網路和實體世界，連結品牌和顧客互動的行銷手法；

透過物聯網、社群連結強化顧客參與，將消費者轉換為企業品牌的忠實擁

護者。



文化行銷：

透過運用當地的文化資產，經過文化理念的設計、創造產品與服務的附加價值，

以滿足消費者中的文化需求。



1.文化資產

從事文化行銷活動中所利用或可以運用的所有各種資源。



2.文化理念

文化行銷組織對於所要行銷主體，的經營理念、使命使用的策略希望達

成的目標，並將其理念與實際社會當代精神結合，與消費者共同建構一個思想

與價值相同的生活理念。



3.生活中的文化價值取向

文化行銷的實質是創造活動的價值，體現出人類價值活動的一般性。



一、都市創生：都市常伴隨著經濟產業與社會發展起伏，都市的興起與沒落最明顯的指標便是居民的人口。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生命週期，在繁華落盡後得以東山再起的過程，就是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

二、都市再生的新風潮：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但是一座城市要如何脫穎而出，在世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隨著新世紀到來，文化行銷在城市再造過程中逐漸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尤其是受到成功案例的鼓舞，

帶動自二十世紀末以來的文化行銷風潮，諸如:博物館肇建、藝術與文化特區、藝術家進駐、公共藝術引入、

大型運動會的舉辦、節慶活動規劃、創意產業發展等，行銷文化成為都市再生的新希望。

三、在文化行銷中，典型地會運用硬體與軟體建設，營造出文化特色，期許在世人文化版圖中烙下顯著標記。

硬體建設：是增設與擴建文化機構、設計獨特文化建築、增加公共空間與舊建築再利用。

軟體部分：透過舉辦節慶與活動、爭取興辦大型運動會、文化祭，目的在造就媒體知名度。



文化行銷的案例

https://matana.pixnet.net/blog/post/92616731

重造魯凱族產業茂林行銷「三黑」

https://news.cts.com.tw/cts/life/201002/201002070406430.html

行銷霧台觀光佳暮英雄助陣!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71694/

魯凱小米說故事霧台大武部落保留21種小米品系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2213

【臺東慢經濟】達瓦娜家園把部落美食推向國際

https://matana.pixnet.net/blog/post/92616731
https://news.cts.com.tw/cts/life/201002/201002070406430.html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71694/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2213


台灣原住民文化相似處

1.泰雅族、布農族為父系社會
2.阿美族、卑南族則為母系社會
3.魯凱族與排灣族為貴族社會
4.賽夏族、布農族則為氏族社會

原住民重視祖靈信仰，相信祖靈居住在山上，並且會保護族人收穫豐盛。

各個原住民族都有豐年祭，各族也有自己獨特的祭典。

＊布農族的射耳祭（以箭射獸耳禱求獵穫豐收）與小米祭。
＊賽夏族每二年舉辦一次矮靈祭。
＊達悟族的飛魚祭，排灣族人的五年祭
＊卑南族重要的祭儀有海祭、男性的猴祭及女性的鋤草祭等。
＊南鄒族相信祖靈依附在收藏的貝珠中，因而有子貝祭。
＊鄒族則有戰祭、收穫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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