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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的太陽，陽光既刺眼又炎熱，臺灣原住民各

族生活在十分酷熱的環境有著諸多不便，是什麼樣的影響讓人

煎熬？原住民們是如何面對這棘手的難題？射日是唯一的手段

嗎？出手之後，一切就天下太平了嗎？

文/ 潘康嫻

原力與太陽的決戰時刻

原力與太陽的決戰時刻
鄒族勇士用弓箭

射下炎熱的太陽 
（繪 /莊暉明、

提供/莊瑜姍）

故事先從臺灣經歷荷蘭統治期間說起，當時荷

蘭東印度公司為貿易所需，從商貨取自何處、貨量

多寡等紀錄文件，知曉地方居民的居住地及當地的

特產，從文獻中可見當時臺灣原住民族群包含漢人

的聚落多以地方社為名，隨後的中國清朝不只顧及

臺灣島西側，也挺進中央山脈的東側，進行大規模

的巡查，執行官方眼中的開山撫番，造成不少社群

的傷亡與遷移。直至日治時代的人類學者們調查，

這些社名漸變成以風俗文化分類上的族名與其相似

的蕃社，也成了今日臺灣社會對原住民族的認知。

由於日本人類學家們的調查，不僅有人口普查

與居住位置，更深入解析語言、歲時祭儀、社會政

治，廣至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面。若以時間為軸，

這些紀錄包含一個人從出生、牙牙學語、學習生存

技能與文化祭儀、傳接族群文化觀念、至成年禮、

結婚生子、承擔家庭與社會的責任、直至死亡的喪

禮，以點（一人）、線（家庭）、面（社會）、和

對外網絡（外交）等進行多觀點的記載。本篇文章

以日治時代的調查報告書等書籍，所書寫下的傳說

故事為主要的參考資料（如圖1）。

當時臺灣原住民族群從北到南、由西到東，有

住在山區的泰雅、賽夏、布農、鄒、魯凱、排灣、

阿美、卑南與住在蘭嶼的達悟族，以語言與文化差

異辨識度最高所分成的九大族群。近年透過正名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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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如從泰雅群中分出的賽德克族、太魯閣

族，鄒族中分出的邵族、卡那卡那富族、拉

阿魯哇族，以及阿美族中的噶瑪蘭族、撒奇

萊雅族，當時也有以蕃社為名的分項紀錄。

翻開《蕃族調查報告書》書籍，每個族群的

最後一個章節寫著一則則天地創世、日月星

辰、祖先的來歷、居所的選址遷移、生活的

火種栗種、文化的祭祀儀式等等各式各樣主

題的傳說故事。

一手拿著傳說故事書籍，一手攤開地

圖認識臺灣原住民族群的居住分佈，在日

本人對原住民族進行大規模的集

體移住之前，各族的居住地其實

多有山巒與海洋的區隔彼此（圖

2），彼此的語言也不相通。然

而，大家的太陽傳說故事內容居

然有共通性。

上回在《臺北星空》第112
期，筆者撰寫的《遠古時代，鄒

族的月光比陽光還熱》一文，敘

述一個非常古老的故事，在很久

很久以前有段時間日子非常炎

熱，因為當時有顆熱炸的太陽跟

溫和的太陽兩者輪番出現（一說

是因為天空太低），對鄒族的生

活產生諸多不便。

圖1.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的館藏書籍：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

告書》與《蕃族調查報告書》等書冊。

圖2. 在日本人強制執行集體移住之前，當時臺灣山區原住民族的居住地和人口

數量分佈圖。達悟族則住在離島的蘭嶼。圖片來源：葉高華，2023，《強制移

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

圖3. 《臺北星空》第112期以鄒族

的射日傳說壁畫（繪/莊暉明）為封

面。

https://ta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FDE741762D625CD4&sms=E756759C10260173&s=F7F88A7700B69DB4
https://ta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FDE741762D625CD4&sms=E756759C10260173&s=F7F88A7700B69DB4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439/relfile/21708/8944997/3edbfd56-88c2-440c-8531-ebec7ba1e93d.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439/relfile/21708/8944997/3edbfd56-88c2-440c-8531-ebec7ba1e93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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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說：寸草不生的乾涸大地，不僅糧倉見

底，失去生活的時間感，沒有夜晚的日子也讓族人

難有後代。長久下去，將對族群的延續造成嚴重的

生存危機。

不只是影響一日的生活、長久的生計，甚至是

族群滅亡，都讓鄒族非常憂愁。

太陽的熱，還有誰感受到了？

泰雅族說：我看到不只兩顆太陽，這種無晝夜

之分的日子不好過。

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說：這兩顆太陽一前一後

出現，熱得溪流無水、作物歉收，這樣下去會沒有

糧食。

賽夏族說：這天空太低，只是兩個太陽照整天

的，實在很難睡覺。

邵族說：這顆太陽太曬了，萬物都快被烤焦了

布農族說：太陽把我小孩給曬死了，讓人感到

憤怒，我一定要復仇。

拉阿魯哇族說：其中一顆的陽光特別熱，沒有

黑夜的生活很煎熬。

卡那卡那富族說：兩顆太陽讓生活沒有晝夜很

不方便。

魯凱族說：太影響作息，讓大家沒得睡覺。

排灣族說：這天又熱、天空也低，生活艱困還

不能睡，我擔心有天會滅族。

阿美族說：我認為是天空太低，才這麼熱。

撒奇萊雅族說：本來是只有一個月亮，有點

表一：各族多版本故事【註1】中太陽的數量，對於炎熱環境的看法以及擔憂。

原住民族群

環境影響 對族群的影響

太陽數量
曝曬炎熱 晝夜難分 天空太低

復仇 
（失去孩子）

影響收穫 族群絕嗣

1 2 > 3

泰雅族

賽德克族 
太魯閣族

賽夏族

邵族

布農族

鄒族

拉阿魯哇族

卡那卡那富族

魯凱族

排灣族

阿美族

撒奇萊雅族

卑南族

達悟族

註1 臺灣原住民族過往以口述作為載體，同一個主題常有多版本的敘事方式，如今更有文字記錄與口述傳承兩種

方式並存。本文參考故事版本以所選文獻為主，不排除還有更多版本存於部落，因此保留未來擴充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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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新竹縣尖石鄉鎮西堡部落教會之壁畫。圖片來源：國家文

化記憶庫

暗，巫師請神加個光，結果神給了十顆太陽，這樣

就又太熱了。

卑南族說：不只是天空低，兩個太陽接力，想

休息都難。

達悟族說：天空是真的低，這樣陽光照得近，

小孩都被曬死了，我深感悲傷。

有人認為是一顆特別炎熱的太陽，或是天空特

別低，所以讓這顆太陽距離大地太近；多數人認為

是因為有兩顆太陽輪流出現；也有人認為不只有兩

顆太陽。當時的環境高溫曝曬和作息大亂是各族普

遍的記憶，對於環境嚴峻的原因以及做出的反應，

則顯示各文化的觀點不同。

如果當時大家能聚在一起討論，可能會像這樣十

分熱絡。太陽的熱也讓大家情緒沸騰了起來，經過族

內的商量之後，各族決議要與這顆炎熱的太陽直接對

決，勇士拿出最強武器，踏上這不簡單的旅途。

跋山涉水地朝向太陽前進，此行的未知變數風

險都難以評估，遇到問題就解決，有新的問題也不

怕。泰雅族這一趟走得非常艱辛，第一批出發的三

人，還沒到目的地就已白髮蒼蒼，趕緊派一人返鄉

請求支援，第二組青年出發時背上嬰兒，待兒子長

大成人交棒這項重責大任，而這一路上所需要的糧

食，就沿路耕種，一來作為沿途補給，二來作為標

記，返程時可依循回家。

來到決戰當日

一行人終於來到離太陽最近的地方，勇士就狙

擊位置，等待太陽一出現，雙手瞬間拉滿弓，屏

息，鬆手的瞬間，讓滿載決心的箭射向太陽。

各族帶著弓箭出發的勇士都對自己的能力有十

足的信心，一出手就知道有沒有；布農族很清楚地

知道射中的地方是太陽的眼睛；泰雅族、賽德克、

太魯閣族和太陽的決戰現場有死有傷，頃刻間有人

當場被太陽中箭所傷的大量血塊擊斃、還有人被鮮

血沖走落海而亡。太陽的鮮血有些向天空噴灑，成

了天上的星星，有些向地表流去，為大地染上了點

紅色。這時的太陽不甘示弱地試圖想要回擊，不管

是被勇士抓著還是去追擊勇士。

因為，受傷的太陽有話要說

太陽的光與熱是帶給地球的重要能源，有水與

空氣的循環帶給豐沛的降雨及氣候調節，植物行光

合作用的生長，讓人有了糧食，生活所需皆來自太

陽能的驅動，因此受傷的太陽要為自己申訴：「你

們生活的一切受惠於陽光，不知感謝，現在還來討

伐我？」布農族對太陽的教誨感到慚愧，取下身上

的布巾抹去太陽滿臉的鮮血，傷勢嚴重的太陽，其

光芒減弱許多，另改其稱呼為月亮。

現在月亮上的陰影，鄒族和泰雅族認為是傷口

結痂後的疤痕，布農族則認為陰影是當時擦滿鮮血

的布巾，此後受過傷的月亮就不常以全貌露臉，從

彎月至望月再到殘月，月相的變化讓原住民族的生

活多了由月光指引所帶來的時間感。布農族並與月

亮約定，以後每月舉行祭祀儀式，一來作為安撫免

得月亮再度產生炙熱的光芒，二來提醒自己凡事要

感激這得來不易的生活。

而莽撞行事的後果，帶給鄒族則是另一片長達數

月的黑暗與寒冷，因為溫和的太陽被前方激烈的戰況

嚇得躲起來，少了陽光的溫暖，日子依舊不好過。

鄒族向天神hamo祈求希望太陽能夠回來。某

日的東邊總算探出了點陽光，但隨即馬上消失，之

後的每天，太陽都在一次次地升高又閃躲之間來

回，終於有天太陽從東方日出，一如往常經過天頂

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734077
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73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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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群

解決困境的媒介

弓箭 鳥 杵 刀 槍 咒語 其他

泰雅族 （泥巴）

賽德克族、太魯閣族

賽夏族

邵族

布農族

鄒族 （神明）

拉阿魯哇族

卡那卡那富族

魯凱族

排灣族

阿美族

撒奇萊雅族

卑南族 （神力）

達悟族 （巨人）

表二：原住民族解決炙熱太陽困境所使用各樣媒介。

來到西邊落下，同時一抹彎月現身於西方地平，日與月的照明為

晝夜開啟了新秩序。

射向太陽的箭，一定是弓箭的箭嗎？

出手解決問題的人，一定是男性嗎？

排灣族有一則故事說的是婦女們上屋頂，一邊舂小米，一邊

用杵撞太陽，一顆太陽就落下了。卑南族認為炎熱的天氣是因為

天空太低造成的，這樣高溫對孕婦非常不友善，一位孕婦就用杵

把天推高。阿美族則請託小鳥把天頂高。一位達悟族的母親，一

手抱著被陽光曬死的孩子，一手指向太陽口中念念有詞，用咒語

讓太陽的陽光減弱。

這些故事中同時也展現了不同的社會文化，在面臨危機時的不

同作為。狩獵文化為主的社會，常見男性為主角並使用強而有力的

武器，以攻擊作為手段。男女平權和母系社會的故事則見女性為主

角，每日早晨舂小米的杵臼是女性在操持家務常用的工具之一，為

圖5. 搗小米的排灣族婦人。資料來源：

國家圖書館 臺灣記憶

https://tm.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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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2023年桃園天文嘉年華之天文故事館活動，由筆者向幼稚園

學童介紹臺灣原住民族的射日神話傳說。

家人準備餐點的杵力對女性、對家而言是既溫和又

強壯。而居住在離島的達悟族爭取和諧的方式，更

以母親的感受化為語言就是最強大的力量。

原住民族解決困境所使用的箭、杵、咒語等工

具，不只是象徵著各族的看家本領，整個故事也象

徵的勇猛、膽識、力量與積極，為困境尋求突破。

或許這支射向太陽的箭有很多種形式，在筆者

的腦海裡，它可以是男性狩獵時所用，象徵力量的

具體弓箭；也可以是婦女備餐舂小米時手握的杵，

在外型上與箭同樣屬長條物，只是更大更重，婦女

們需以絕佳默契的節奏感來舂小米，所以用杵不只

要有力，還要用得巧。若抽象一點，將這支箭視為

無形的咒語，像漫畫的表現方式寫出一串文字向太

陽飛去。另一方面，箭羽是取鳥的羽毛所製，因

此小鳥舉天與射箭彼此互為隱喻，而小鳥用歌聲

舉天，也許說得是杵音的餘音繞樑繞向在天際的太

陽。這是筆者另類的天馬行空，與原住民族一同感

受故事的魅力。

原住民族各自用最拿手的本事，重新整頓天地

日月的運行，完成任務的勇士循著沿路的果樹踏上

歸途，返鄉時已是滿頭白髮，少數故事還留有名

字、家族姓氏、與地名，帶給後人對祖先的景仰。

神話與傳說眾多版本口傳數載至今，不僅呈現臺灣

多元文化的社會，同時也是原住民族文化中無形的

資產，體現原住民族在大自然與人之間的互動中尋

找生命的方向，紀念著屬於原住民族的驕傲。
潘康嫻：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圖6. 鄒族婦女們使用杵與臼於家屋外，有節奏地協力舂小米。（繪/
莊暉明、提供/莊瑜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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