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海洋共同編織生息的都歷，不僅在日常的採集、漁獵
活動中，展現對海的崇敬之意，每年春季舉辦的 Pafafoy

祭海儀典，也是傳承海洋親緣與部族倫理的至要活動。
祭典之前，部落的男子不分老少，皆肩負著許多的準備
工作。16-17歲的少年，是部族裡最小的實習組，必須

要完成野外採集訓練，去溪流抓螃蟹、田裡抓青蛙、
海濱浪花蟹等小魚小蝦，用過程中捕到的收獲，準備一
頓豐盛的敬老的大早餐；青壯年組則會將初夏捕獲的海
膽，獻給老人家品嚐，在一份大早餐裡學習自給自足、
敬老尊賢的部族倫理。
Pafafoy意指「獻豬給海洋」，早期因物資有限，豬肉
被族人視為很珍貴的陸上食材，尤以肝臟最為高級，因
而成為獻祭給海洋的神聖食物。族裡的男子會至山林狩
獵山豬、或後來以圈養的豬隻取代，並採集象徵純淨的
十心菜，為整個儀式開啟淨化的準備。每一位水下獵人
也會將自己的漁獵工具整理妥當，在祭儀當天放置於竹

筏上「過海」（類同於「過香」的概念），並且向心有
所屬的神氏祈願，讓器具也成為保佑平安的一股力量。
接著來到舉行 Pafafoy的海域，由頭目先以竹子在沙灘
上畫出聖域的界線，並以石頭圍繞出祭場的範圍，帶葉
的竹子立在海岸邊，象徵鎮守的力量。祭壇上則以椰子
葉編織成盤，放置豐盛的漁獲、貝類、檳榔及小米酒等，
向祖靈稟報這場年度的盛會即將開始，保佑這一次的祭
海平安順利。
頭目身穿戴整套傳統服飾，手持五節芒草，驅除惡靈，
裝重地率領眾水下獵人吟唱祭海之歌，讓心意無所阻
礙、直達海神。水下獵人依序步出拱門，向東方擲出獻

祭的豬肝，對心所屬的守護神祈願後，便由青壯年組推
著裝載漁具及白羽雞的竹筏出航，準備向海神獻祭象徵
浪花的雞，祈求來年「少一點奔跑的雞」，多一些風平
浪靜。
春末夏初的浪潮，勁道仍強烈，為經驗尚不足的青年水
下獵人帶來考驗。送走白羽雞、平安歸岸後，便接近
Pafafoy的尾聲。青年們會向南北側呼喊祖靈，邀請祂
們一起享用慶祝的大餐，其他的族人也會在此時聚攏，
成為都歷難得凝聚跨世代的交流時光。

238 239

都歷的沙灘澄澈、清明，反映世界的樣子，不多不少、美好但堅定，彷彿正
好也可用來形容都歷部落族人的生活之道，倚山而居，成為海洋生態的一

部分，順應自然時節的變遷，一代一代傳承著自山海間學到的生存智慧。
由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發行的《都歷的海事》，是臺灣第一本以原住民「里

海」文化為主題的圖文書。相較「里山」永續經營森林與土地的概念，里海則強
調人與海的共存，以人為的經營、管理恢復海洋生物多樣性與漁業資源的永續。

本書以都歷部落百年來與自然共存的歷史和文化為核心，3 位都歷部落返鄉
青年 Asan 吳龍、Siko 林詩函與 Kanas 葉之幸，歷經一年多的田野調查，結合林
務局國土生態綠網計畫的長期監測調查資料，透過種籽設計手繪圖像與排版，攜
手將都歷部落族人的海洋生活與文化一一展現。

《都歷的海事》內容大致分有傳統領域簡介、山海食物資源、生活技藝、海
事曆與海洋永續等主題。精緻繪圖配搭脈絡文字，透過這些文化切面，引領習慣
科技時代的我們，回望前人走過的足跡，看見他們安穩於自然間生存的模樣。

傳統領域與自然共生

都歷部落位於臺東縣成功鎮，地理位置落在海岸山脈南段東側。這片土地地
貌多元，農地、森林、溪流、潮間帶等生態繁盛豐富。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資

▍ 《都歷的海事》透過
長期田野調查記錄都
歷部落世代承襲的珍
貴傳統文化。

文／郭正偉（豐年社特約撰述）

圖／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傳承都歷部落智慧之書
《都歷的海事》

倚居山 成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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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說明，都歷為海岸阿美與卑南阿美混
居的聚落。阿美族語中，Torik（都歷）
指的是編織或固定物品；都歷部落也名
符其實擁有出眾的月桃編織工藝。

都歷部落的傳統生活領域與海息息
相關，翻開本書第一個主題，便是都歷
部落與海共生的緣起，書中藉 12 個地域
名族語，將都歷的傳統領域做細緻的由
來介紹。

Cifiyaday，語意原指有身孕的女子，
此處海岸地形夾在兩海灣的凸出點，彷彿
挺起圓肚子朝向陸地，豐富的魚蝦貝類
的海岸，成為都歷部落最重要的「孕母之灣」。都歷溪過往被稱為 Katomayan，
意指熊出沒的地方，因部落舊址的河流沿岸常有熊的蹤跡，久而久之河流抵達的
海岸便沿用此名。

另外還有 Calacahay（會呼吸的海），提醒水下的獵人聆聽海浪的聲音；南
北族人交換訊息、交易貨物的 Kalalayap（交流之地）；海岸線上自然淡水噴湧處
被稱為 Cinemnemay（湧泉）等，從前人取名的智慧，得以完整理解都歷族人與

自然共生的模式。

▍取名為 Katomayan，也提醒著「此地熊出沒」。

Katomayan

都歷的語言，也讓一個地點本身就帶有敘事的魅力。
在舊部落（今東管處）的一條小河流，因為常於有熊出
沒的蹤跡，而被族人稱為 Katomayan。沿著這條河流
抵達的海岸，也自然而然地沿用了這個名字。今日，則
是以「都歷溪」記下了部落（舊址）的歷史。

Cilapasan有狹長的沙灘地形。相傳這裡是都歷祖先初
來乍到的登陸地。族人在此上岸後便開始尋找適合居住
生活的地方，並漸漸建立起了部落。

Cilapasan

Kato

m
ay

an

都

歷

溪

7 熊出沒的地方；都歷溪 8 上方海域

傳統領域與海岸地景二

26 27

▍ 介紹各地域的族語，也深入介紹命名緣由。

Calacahay Kalalayap

名字不只擁有自己的音節，也流洩出環境裡的音聲。
這片海域因起伏變化較大的浪況，被族人喚做「會呼
吸的海」-- Calacahay有著「喘氣」的意思，族人提醒
著來到此處的水下獵人們，必須仔細聆聽海浪的聲音、
感受出海的節奏，融入海的呼吸中，順著海洋的浪與
流同進退，才能在正好的時刻乘風踏浪，出入平安。

在還沒有郵局、手機的時代，南北族人若要交換
訊息、或是交易貨物，就會以此海域為約定地，
就像是訊息收發中心，交流著各部落的最新消息，
以及貨物交易的集散處，於是族人便形容此海域
為「layap 握手的地方」，也讓 Kalalayap成為海
岸線上的交流之地。

/  下方海域

9 會呼吸的海 10 交流之地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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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為食與生活技藝

書中以「編織一張山海食物網」為題，
將都歷部落的日常食材藉四季區分，人與
土地、海洋相互倚靠影響，身土不二的循
環飲食，春日有藻，夏有鮮魚，秋漬螺貝，
冬冷休漁。

每季食材後收錄的特色食譜，則讓讀
者有機會自製都歷美味。海藻炒豬肉，結
合海味的清新香氣與山珍的美味；水母炒
蛋則以夏季限定的水母拌炒軟嫩雞蛋，為
爽脆鹹鮮的口感增添溫厚味覺。各式醃製
螺貝與略帶苦味的山菜煮湯，鮮美難擋。

再延伸至都歷部落的工藝技術，如書
中所言，都歷族人多有一雙擅長編織的巧
手，代代相傳的工藝技法在食衣住行中面
面展現。藤編、竹編，知名的月桃編織、
林投葉編織，順應植物原生的脈絡，製作出各式紋編法與器具。

斜紋編是都歷族人最基本的編織手法，另外還有六角編、方格編、圓盤底，或
是用於固定房舍梁柱的藤環等多種編織手法，應用於魚簍、背簍或其他生活用具。

水母炒蛋
煙燻海鰻

早期捕撈的漁獲，多使用樸實無華的料理方式，熱水煮湯、或過水去鹹味後，調入辛
香料食用，享受最自然的原味。
夏季限定的水母，滑溜卻帶有脆度的鹹鮮口感，讓新一代的都歷料理人靈機一動，拌
入也鮮美卻軟嫩的炒蛋，創造出山海的絕配經典，這盤水母炒蛋也道出了山海裡的同
中有異、異中有同。

東海岸線，是鰻苗返洄海島的登陸點，也讓族人肩負起海神託付的重任，以守護魚苗的心意。老
一輩的族人多喜愛捕撈肥美的錢鰻、薯鰻（第氏裸胸鯙，大斑裸胸鯙，星帶蝮鯙，裂吻勾吻鯙），
然後就著岸邊的漂流木，燃起裊裊燻魚香…

老人家看守沿岸的 fufu捕鰻簍，年輕人則會在水下狩獵時捕撈水母上岸後，先來個泡個熱水澡，排出多餘的鹹

午休或收工前，隨興地撿些漂流木，大夥生起火，把現捕的鰻魚掛在柴火上剛出浴的水母，需要即刻跳進冰水裡，鎮住天生的脆口

等待魚熟的期間，先乾一杯慶祝收獲，交換今日的海況，或海域裡的新發現等待水母泡冷水澡的時候，起個油鍋，拌炒雞蛋

煙燻的香氣常常引來更多的族人，一起分享鰻魚的美味將水母切成適口的大小，滑入軟嫩的炒蛋裡，山海融為一體

編織一張山海食物網三

46 47

▍書中收錄都歷部落的美味特色料理

常見的紋編法

Wikwik
斜紋編

斜紋編是最基本的編織手法，依功能取向分為三種疏密度。

疏斜紋編  四分斜紋  

密斜紋編 有骨斜紋編 

Kalimoc

Takoyudan

魚簍

背簍

身部通常使用疏斜紋編，但也會
依照個人喜好變化，方格編也蠻
常見，主要為了瀝去多餘的水分、
讓漁獲保持良好的通風。

器身下半部，也會使用斜紋編，
同樣依照所需密合度，選擇疏斜
或密斜。例如裝穀物、小米用的，
就會編織的較縝密。

Torik，牢牢固定的手藝四

64 65

▍擅長編織的都歷部落，也發展出各式紋編。

兩代水下獵人 

Kalimoc Tafokod

Tafokod

Tadangoyan

Kalimoc

Sakawit

Kalawad

Kalawad

Pacing

Eng’nol

Tingto

Hapelac

Sakawit

魚槍

潛水刀

水鏡

蛙鏡

鉛塊龍蝦陷阱

魚簍海膽袋

海膽鉤

短柄扁平鑽

採貝工具

竹筏

八卦網

面鏡

膠筏短蛙潛水鞋

潛水手套

潛水刀

八卦網

海膽鉤

短柄扁平鑽

頭燈

Tilaw
串魚線

魚簍

海膽袋

Torik，牢牢固定的手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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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都歷漁人比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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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藝與海上採獵工具，也是都歷族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技能。從古帆船到竹筏
的製作，取材於自然，以熟稔的手工技藝完美呈現都歷部落的智慧結晶。海下採
獵、潮間帶採集的各式工具，書中都詳細藉精緻插畫一一呈現，也讓讀者能進一
步理解，像都歷部落這般海洋子民如何生活。

海事曆程與生態永續

記錄都歷部落年度重要行事的海事曆，也完整收錄在《都歷的海事》中。跟隨
前人順應四季流轉生活的時節提要，依曆排程。1 月採青苔與海藻、迎向狩獵季的
2 月，也準備開始農務。3 月抓蝦，6 月割稻，8 月男子成年歌舞祭，12 月祭祖。

與海洋共同編織生命故事的都歷部落，每年春季舉辦的 Pafafoy祭海慶典，是
傳承海洋親緣與部族倫理的重要活動。Pafafoy意指獻豬給海洋，感謝海洋以無私
資源富養我身，獻上敬意與感恩，也祈求往後日子風平浪靜。

自然海岸與海洋生態系遭受棲地破壞、嚴重污染、過度捕撈等因素而迅速失
去的現今，藉著記錄都歷部落世代承襲之人文智慧的《都歷的海事》，讀者得以
追溯前人倚靠山海維生的故事，取樣傳統文化的價值觀，重塑我們對環境與生態
的永續意識。取於自然當回報予自然，與自然一起活動、一起休息的生活模式，
正是都歷部落前人們落實於日常的生存態度，提醒著當代的我們，理想的循環生
態模式當如是。

月的盈虧，是Marowaday的雷達
發送潮汐的訊息，與直覺合體
海的呼吸，讓Mastikay得以與浪共舞
一口氣飽覽海神的博物館
以尊重萬物的心意和崇敬海洋的行動
編寫出身世裡的都歷海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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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歷部落的海事曆，記載前人順應自然過日的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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