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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人止步＝性別不平等？

　　原住民社會傳統的性別分工，是否

也可能造成性別不平等呢？ 2013 年行

政院相關部會曾建議原住民婦女可依不

同性質活動或方案，參加原住民的文化

活動，惟部分族群文化涉及傳統文化觀

念無法突破，如卑南族男子集會所，致

造成參加傳統祭儀障礙。上述意見，因

為直接點名卑南族，因此在卑南族社會

中引起了對此不以為然的意見。例如著

名卑南族作家巴代（2013）即指出，傳

統卑南族的社會是女尊男卑的，家庭組

成是以「夫從妻居」的小家庭形式，「巴

拉冠」（即卑南族男子集會所）是男子

的「教育訓練所」、「收容安養所」、

「團體諮商所」，與祭儀並無直接關

係。會產生一群單身男子睡寢的地方，

是基於禮節與男女有別。而且卑南族有

各種祭儀，男女分工，內外有別，各司

其職，環環相扣，沒有婦女參與根本無

法進行。因此他認為此建議是誤以為祭

儀只有卑南族男子的相關活動，而卑南

族婦女的參與，僅是聊備一格。

　　原住民民間團體所提出的「消除對

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

審議原住民族影子報告」（2014），針

對這個事件，也說明卑南族是屬於平權

或女性社會，建議在性別平等教育方面，

應先了解臺灣原住民各族文化中關於性

別分工與互動的不同文化意涵，而非先

以主流社會中的父權社會框架來定義，

才不致落入另一種主流文化的霸凌，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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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原住民文化的二度歧視想像。

二、卑南族的傳統性別分工

　　基本上，若國家推動性別主流化

時，未考量各族群間不同的文化規範意

義，一概以漢人社會「重男輕女」的刻

板傳統作為文化背景去理解，的確可能

對原有文化中的社會關係及意義產生錯

誤的詮釋（曾巧忻，2015）。傳統卑南

族社會中，婦女在親族社會中居有重要

地位，但男子則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

色。男子年齡階級組織和部落會所是

政治組織的基礎，部落領導人是各母

系氏族或宗族的宗家，頭目是男性，由

大宗家長子擔任。公共事務由部落會議

和會所會議決定，不過若是祭祀和農耕

事宜，在大頭目家則由女性家長參與和

決定，所以卑南族傳統中是具有集體主

義和民主精神的（汪憲治，2010）。另

外，擔任巫師的女性可以參與許多公領

域之決定。陳文德（2010）指出，傳統

社會中巫師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巫師負

責祭儀，而卑南族祭儀的靈力，是鄰近

阿美、排灣和布農畏懼卑南族的重要原

因。卑南族巫師幾乎多為女性，即使在

今天，她們仍被視為是傳承當地文化與

儀式知識的重要人物，甚至是社會文化

急速變遷情境下，傳統秩序的守護者。

三、平權不等於沒有參與障礙

　　雖然卑南族是較具性別平權的社

會，但是隨著社會的改變，青少女參與

13

103

婦研103.indd   13 2015/11/17   下午 11:37:08



部落活動的情形卻出現值得省思的狀

況。林頌恩（2004）的研究即顯示，女

孩子一上國中，中學六年這段時間與青

年會的接觸就變少，甚至完全脫離。一

方面青春期的女孩子來到巴拉冠會所這

個幾乎都是大男生常常聚在一起的地

方，會感到不自在；另外一個原因是，

由於缺少女生團體的基礎以及行事的

習慣，女孩子來到這裡也不知道要做什

麼。特別是當男孩子擁有一個可以聚集

訓話、增加凝聚力的巴拉冠會所空間，

女孩子卻如烏合之眾，形同點綴般沒有

固定的聚集之處，這個情形尤以祭典期

間更為明顯。要等到她們有男朋友在巴

拉冠很努力付出時，才會過來幫忙，或

是長大後對於文化及族群的事務較有思

考時，才有辦法被婦女會動員來參與部

落事務。

四、孩子對性別差異的理解與

詮釋

　　如果青少年參與部落傳統文化活動

的狀況，原本只是性別分工，各自有其

重要角色和任務，到現在已出現因性別

差異，導致可能參與程度的差別時，年

紀更小的孩子又是如何看待性別分工或

性別隔離的傳統呢？雖然孩子所說的，

往往不一定是正確的文化傳統知識，甚

至可能和成人的理解或期許有落差，但

是，透過孩子的描述，我們可以了解他

們真實的體驗和感受，供作教育措施修

正之參考。

　　筆者曾到一所非常重視原住民文

化傳承，也獲得良好成效的小學，訪

談高年級的學童。這些學生就讀於卑

南族部落的學校，所以有很多機會參

加部落的傳統祭儀，而且學校還安排

了傳統文化相關課程，因此許多學童

都以身為卑南族為榮，對文化也有所

了解。關於文化中的性別差異，在學

生口中，傳統中各司其職，相互尊重

的性別分工，卻變成多是「禁止」女

生從事或參與這些活動。例如，學生

會說，女生不可以參加大獵祭。即使

有些女生可參與，仍是扮演協助者角

色：「（大獵祭）喪家的女生要跟上

去，好像是上去幫忙煮飯！」有許多

物品也是專屬男生的，女生不能碰，

女生說：「男生可以的，有些女生都

不能碰。」「削完竹子他們 ( 男生 ) 都
會寫那個畫符，然後已經畫，有描了，

我們 ( 女生 ) 就不能碰。」

　　甚至在孩子口中，許多規範變成性

別隔離的嚴格禁令，若違反規定，會遭

受可怕的懲罰或天譴。例如女生不能進

男子會所，如果進去了，「傳說女生走

進去的話就會被殺死。」也有男生說，

這樣做「會受詛咒。」這種死亡傳說即

使並非事實，孩子也不懂背後的社會制

度，但這也反應了該社會性別規訓的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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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程度。所以在重要祭典中，女生到底

在做什麼，孩子的說法是「就在家等，

準備吃的東西之類的。」雖然女生有除

草祭，但是小女生通常不會參與，活動

規模也較小，因此像大獵祭或猴祭這類

的儀式，就成了孩子認識傳統祭儀最主

要的活動，孩子也在當中學習到部落的

性別規範。

　　傳統中，卑南族是以平等的態度，

來看待女性在大獵祭或猴祭等活動中

的等待、迎接或服務工作。不過好動

愛玩的小學生並不理解這樣的文化，

反而將之視為不太愉快的經驗，因為

女生認為男生很多時候都在玩：「我

們女生就要一直在村落那邊等著，然

後男生就跑去山上，然後跑去各個地

方啊，男生都在玩。」「女生比較辛苦；

女生要煮東西。」

　　而男生因為有機會參與，相較於女

生能對活動的細節有更多的理解和認

識，也加強了對文化的深度理解。筆者

即訪談到有位男生細緻地描述了猴祭的

過程：

S1：祭典到了最小的要抬猴子。

問：所以你們算是最小的。

S1：像上次是我抬猴子。

問：猴子，現在都是？

S1：用假猴，草猴子。

S1：以前是用真的猴子。

S2：去刺牠。

問：猴子要抬到哪裡？

圖片引用自 http://www.echotaitung.
net/archives/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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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就刺死牠的時候，拿去丟掉，然後

　　再唱一首歌。

S1：就是刺死牠的時候在唱歌，要紀念

　　牠，因為牠是我們以前抓過來的，

　　然後就會跟牠玩，就會有感情。

問：猴子也是分給大家？

S9：猴子我們不會吃，我們就刺死牠，

　　然後抬猴子的人就會很難過。

　　另外，學校課程也延續這樣的性

別分工和性別隔離，例如學校的文化

課程，男生在老師指導下，在建築

課中以竹子在校園中搭建卑南族的建

築，女生則是編織。女生的反應仍是

覺得男生的活動比較動態，比較好

玩。在卑南族花環部落的學校中亦是

如此，男生做較粗重工作，女生煮飯，

即使這些小女孩們根本不擅長廚藝，

女生說：「上次去訓練，男生去砍竹

子，女生煮飯，全部我們自己煮，我

們煮一大鍋，很難吃。」

五、結語：擴大不同性別者參

與，有助文化傳承

　　性別是情境下的關係互動，並在

日常生活的實際過程中，透過一再的

操演而確立，因此要理解性別經驗，

應掌握個人與群體互動的情境與脈

絡，及重複發生的性別實作（楊幸真，

2010）。傳統卑南族是個較具性別平

權的社會，維持傳統社會性別分工，

在卑南族社會脈絡下，不宜過於簡略

地被解釋為性別不平等，這是因為在

文化及現實生活氛圍中，仍維持著不

同性別間的相互尊重與權力對等。因

此應讓更多人有機會深入了解卑南族

傳統性別平權文化的美好，並讓學生

以此性別平等的典範為榮。但在目前

仍持續進行的傳統文化活動中，可以

發現男生從國小即有機會在以會所制

度為主的文化活動中，持續地學習與

操演，並因此加深他們對文化的理解。

相反地，女性在青少女和女童階段，

因為缺少女生團體以及行事的習慣，

所以實際參與傳統活動的機會的確較

少，也因此減少了女童在傳統文化方

面的學習及參與傳統文化活動的機

會。

　　另外，學校課程沿襲傳統性別分

工，雖然有文化傳承的意涵，但根據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七條規定：

「學校之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應鼓

勵學生發揮潛能，不得因性別而有差

別待遇。」而第十九條第二款，也進

一步要求：「教師應鼓勵學生修習非

傳統性別之學科領域。」筆者認為，

傳統文化固然要維持，但是不論傳統

祭儀或是學校課程，若皆能兼顧學童

學習興趣，以及現代社會中日益寬鬆

的性別框架，讓有興趣的學童都能參

與活動，而非依性別加以設限，如此

應能吸引更多年輕一輩的原住民參

與，對弱勢族群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學

習，應該也會更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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