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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米(trakis)是從前泰雅族人的主食。認識小米，經歷傳統的種植過程，回溯泰雅族因小米產生

的傳說、品種、小米種植的儀式、以及為確保小米產量，必須驅趕啄食小米的天敵，藉由紀錄、採訪、

找回小米田、製作趕鳥器這樣的過程了解從前泰雅族人的生活文化。這次的實驗透過聲音、光線折射、

風力等條件，找出保護小米田最有效的趕鳥器。本實驗發現，能夠轉動的新型趕鳥器，最能夠讓鳥類

誤以為有其他生物存在小米田周圍，使鳥類不敢靠近小米田。 

壹、研究動機 

一、傳承泰雅族的小米文化：關於小米田的開墾(tmaroq)、播種(tmubux)、除草(lmahing)、收割(kmluh) 

   都相當耗費人力，目前部落裡已經沒有人在種植小米，連帶關於小米的祭典、文化也都消失，在 

   祭典中族人感恩祖靈的庇佑，在儀式中祈求祖靈照顧族人，預祝來年好收成以及平安順遂。在生 

   活中無處不在地和祖靈保持交流，對自然的尊敬，以及合諧共存共榮，都代表泰雅族珍貴的文化 

   內涵。 

二、小米的收成好壞，端看結穗的過程。如果在靜待結穗時，飽受鳥類的啄食，產量將大幅減少，所 

    以驅趕小鳥、了解從前泰雅人的趕鳥器(pslawa)。 

三、原始傳統的趕鳥器是以聲音的振動傳遞，來達到驅趕鳥類的目的。本次所製作的趕鳥器，除了以 

    聲音震動的方法外，也可利用風力帶動趕鳥器，以光線折射的閃光或天敵的圖案來嚇阻鳥類。。 

 

貳、研究目的 

一、藉由小米的種植，趕鳥器的製作，喚起部落耆老對於小米文化的記憶，將族人對於祖靈的信仰文 

    化繼續傳遞下去。 

二、利用科學方法，找出省力，且環保的方式，來對付啄食小米的小鳥，確保小米田的收穫量。 

三、尋找出鳥類對於風力、光線、聲音哪種方式的反應最大。 

 

参、泰雅族的小米文化 

一、小米的傳說：泰雅族廣為流傳在各部落的故事有幾則： 

(一)  

  相傳在三、四百年前在一個泰雅族的部落裡，發生的奇異的事情，而事情的起始是這樣子的。過

去有叫「翁」部落的泰雅族部落，他們每個部落人可是很勤勞耕種、打獵，並且世代永續與傳承傳統

文化；而且他們非常聽從祖靈的啟示與訓誨，因此，祖靈有什麼啟示都會透過託夢方式給部落的頭目，

然後再由頭目帶隊執行祖靈的啟示工作，所以，在這個部落物產豐盛，沒有任何的缺乏。 

    有一個晚上，馬興頭目夢見祖靈向他託夢說：「有一天，我們祖靈會派遣一隻小鳥到你們部落裡，

在鳥兒的嘴裡會刁一株要你們食用的種子，當你們看見他時，取下牠口中叼的種子後，請牠喝水，然

後將種子灑在你們的田裡，幾個月後就可以取來食用，食用的方法是先將種子去殼後，放在甕裡煮，

煮熟後就可以食用。」沒想到果真有一天，頭目家門前飛來一隻小鳥，口中叼了一株種子，頭目照著

祖靈在夢中啟示一步一步跟著做。小鳥在喝完水後飛走了，頭目將種子一樣灑在田裡，並吩咐部落人

輪流細心照顧所灑下的種子，避免成群結對的小鳥把它給吃了。 

    過了數個月後，灑下的種子果真長大結穗成熟，頭目一樣照者祖靈的啟示，將摘回來的食物先去



殼，然後放入甕裡煮，煮熟後非常的香，整個部落都聞到了這個食物的香味，部落人為了紀念祖靈的

恩寵，因此辦了一場命名典禮，由頭目命名。頭目為了感謝祖靈命名為「你把我們放在心上」，取前

面兩個字音叫做「小米」（泰雅語trakis），而後部落人就把祖靈賜的食物叫「小米」。 

    又有一天，馬興頭目又夢見祖靈託夢說：「把部分的小米拿去釀，希望爾後你們要用自己釀的小

米祭祀我。」祖靈又把釀製小米的方法告訴了頭目，馬興醒來後，又將此事宣布給部落所有的人，馬

興頭目一樣照著祖靈的啟示與方式，將今年收割後部分的小米拿去釀製，成熟後把釀製的小米拿來獻

祭，為紀念祖靈的教導，頭目又辦了一次命名典禮，由部落頭目命名，頭目將這種行為命名為「我們

在這裡」，取其中間的一個譯音叫「酒」（泰雅語qwaw），而後部落人稱釀製的小米叫做「小米酒」

(泰雅語qwaw trakis)。後來部落人將每年收割後，都會將部分小米釀製小米酒來獻祭，為紀念祖靈，

後來衍生為「小米祭」的祭祀儀典。 

    小米祭的禁忌不少，依泰雅族長老的說法，從整理種子和工具開始，就要以神聖的心情面對，晚

上準備工作結束後，部落的人會殺雞，將雞的鮮血沾在工具上，希望今年的收成可以像血一樣飽滿。

當天晚上睡覺若做了不好的夢，第二天也不能播種。像是夢到下雪或海洋，就代表收成會千百倍豐盛，

但若夢到山崩、樹木斷落，則代表今年會遇颱風。出發去播種時，路上要保持安靜，即使交談也要儘

量小聲，從家裏到播種的路上若是碰到人，就要回家等心情平靜後再出發；因為，倘若繼續前進，自

己的福氣就會被那個人所取代。播種時不可以打噴嚏、咳嗽，否則就會把小米粒吹走，代表收成不飽

滿；這段期間不能碰針線、縫衣服，否則會有颱風把小米弄亂，也不能碰剪刀和鐮刀，因為剪刀和鐮

刀就像是老鼠的嘴一般，會把小米吃掉。播種時也不能說肚子餓或要吃飯。小米播種祭是泰雅文化非

常神聖的祭儀，關乎部落未來一年的生計。 

(二) 

    泰雅族的小米起源神話出現以鼠做為媒介的起始情節：太古時候，Papak Waqa 之地有一棵巨樹，

二股樹根間夾有巨石。一日，巨石崩裂，裡面走出一男一女來。接著，有一鼠跑來放了一粒粟（小米）

之後便跑掉。兩人不知其為何物， 乃將粟拾起並分成兩半，將之煮熟後，嚼一嚼又播種在石頭前，

第二年便收穫甚豐，粟穀的栽培至今不絕。 

(三) 

    傳說古代泰雅族人只需半粒小米就可供給一、二十個人食用，不過，要把一粒小米切成兩半是需

要很大的力氣與耐心。有一天，一大群人至奇萊山放置捕捉野獸的陷阱，到了中午的時候，由一位懶

惰的人煮飯，他直接將整粒小米放入鍋中煮，他想，這麼一來，晚餐就不必費神再煮一次，而且還可

以偷懶睡個大覺。 

    不料，煮了半天，米都沒有煮熟，打開鍋看，鍋子裡一隻隻麻雀向外飛去，最後一隻麻雀對懶人

說：「像你這樣懶惰的人，是不可能有飯吃的，而且我們以後會回來偷吃你們種植的小米，懲罰你們

的懶惰。」 

    我們根據以上幾則傳說故事，採訪南山部落的陳和平牧師，四季部落的呂美花老師，請教他們關

於我們所知道的小米傳說、種植、祭儀、品種…等問題，從訪談的對話和傳說中可以了解：泰雅族種

植小米的起源，以及不同的小米品種有不同的用途：較具黏性的小米(rhkil)會製成小米糕，食用的

小米(nmyun)用來醃肉，較硬的小米(nqoyit)可釀製成小米酒。另外也提到小米與鳥類之間的天敵關

係，所以泰雅族很早期就是以旱田種植小米，並每日至小米田巡邏，製作趕鳥的器具(pslawa)來防止

小米被鳥類吞食，確保能夠供應族人人數的產量。 

 

 

 

 



二、種植小米的流程與儀式   

1.整地(tmaroq) 

從前泰雅族將欲種植小米的田地砍除其樹木雜

草，用火燒過後，燒完的灰燼就成為土地的肥

料，也省去了整地的麻煩。 

1月的時候，將整片土地除去雜草、翻土後，

在地上挖出田間溝渠 

 

2.播種(tmubux) 

(1)2月初先請耆老們為今年度的收成祈福，並

播下今年希望的小米種子。 

(2)祈福時要準備前一年收穫的小米，小米做的

醃肉，小米酒，獻給祖靈。 

 

3.除草(lmahing) 

(1)播下種子後大約一個月，在 3-4月時要進行

間拔、疏苗的工作，還得把小米旁的雜草拔乾

淨。 

(2)部落裡的婦女來教大家如何疏苗及拔除雜

草以利小米的成長。 

 

4.設置趕鳥器(kbalay pslawa) 

(1)根據耆老們的說法，除草工作完成後，就要

讓小米好好的結穗，人不能再進入小米田，以

免打擾小米生長。 

(2)這時就需要設置趕鳥器的裝置，不讓牠們把

小米吃光。 

 

4.採收(kmluh) 

(1)7月時按照泰雅族與祖靈對話的傳統，在採

收小米之前，也要進行收割祭儀式以告知祖靈。 

(2) 祈福時要準備以小米製作的醃肉、小米

酒，獻給祖靈。整個儀式結束後，即可開始採

收小米工作。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傳統趕鳥器 

構造說明 相片 

整體是三~四個竹節長的竹子，將竹子剖開一

條縫，成為兩個竹片相連的器具，並將兩邊竹

片刻出凹槽成為把手，就可以利用竹子的韌

性，透過敲擊的方式，發出又響亮又清脆的聲

音，來趕走鳥類。 

 

 

製作步驟 相片 

1.先砍一節竹子 

 

2.把砍下的竹節從中間劈開一條縫 

 

3.製作趕鳥器的把手：用黑筆畫出把手兩邊的

範圍，先用線鋸鋸開，再用雕刻刀按照黑筆的

線條雕刻 

 

把手 
竹子剖開的縫 



4.最後再用砂紙磨平切割過的痕跡 

 

  

二、新型趕鳥器 

構造說明 相片 

利用寶特瓶輕盈的材質特性，貼上色彩鮮豔的

膠帶，以及光碟片，再藉由風帶動此種趕鳥

器，借用光線折射及空氣振動的原理，來驅趕

鳥類。 

 

製作步驟 相片 

1.把彩色膠帶貼在寶特瓶外圍 

 

光碟片 

彩色膠帶 

寶特瓶 



2.再把寶特瓶成扇狀剪開 

 

3.將剪開的寶特瓶扇折彎後，蓋上蓋子，再把

蓋子穿洞 

 

 

4.然後在寶特瓶中塗上白膠，再貼上光碟，就

完成了。 

 

 

 

 

 

 

 

 

 

 

 

 

 

 



伍、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傳統趕鳥器實驗 

研究步驟說明 研究步驟相片 

1.用雞群代替鳥類以方便觀察 

 
2.先用食物引誘雞來吃，用傳統趕鳥器敲擊出

聲音，觀察雞群的反應 

 

3.雞群一開始被驚嚇到，慢慢從食物旁走開，

過了 3分 15 秒，雞群才慢慢走回到雞寮。 

 

4.隔一週再次使用傳統趕鳥器敲擊聲音，驚嚇

雞群，雞群反應不大。 

 

 

 

 

 



二、無風狀態下的新型趕鳥器 

研究步驟說明 研究步驟相片 

1.用雞群代替鳥類以方便觀察 

 

2.將新型趕鳥器放置在雞群飼料邊。 

趕鳥器使用光碟反光及風力驅動，但當天沒有

風，陽光也不強烈，雞群對新型趕鳥器沒有反

應，自顧自的吃飼料 

 

3.隔一週再次將新型趕鳥器放置在雞群旁邊，

雞群仍然沒有反應 

 

 

 

 

 

 

 

 

 

 

 

 

 

 

 

 

 



三、轉動時的新型趕鳥器 

研究步驟說明 研究步驟相片 

1.幾次實驗，都沒有風吹動趕鳥器，所以將新

型趕鳥器的風扇裝上電扇馬達，放置在雞群飼

料旁，試試看有風吹動趕鳥器的扇葉時，效果

如何？ 

 

2.裝上馬達的新型趕鳥器用電驅動風力，來吃

飼料的雞群被突然轉動風扇的新型趕鳥器驚嚇

後跑掉。 

 

3.大約等了五分鐘，雞群只是在旁邊觀望，不

靠近飼料 

 

 

 

 

 

 

 

 

 

 

 

 

 



陸、研究結果 

趕鳥器種類 雞群反應 

傳統趕鳥器 
第一次被驚嚇，3分 15秒後回到雞寮 

第二次對聲音反應不大 

無風力驅動的新型趕鳥器 雞群對顏色、光線反射沒有太大的反應 

轉動時的新型趕鳥器 反應最大，雞群不斷觀望，等了五分鐘仍然不敢靠近 

結果：轉動時的新型趕鳥器 > 傳統趕鳥器 > 無風力驅動的新型趕鳥器 

 

柒、結論 

    鳥類對於光線的反射，或是聲音的驚嚇的反應都不及轉動起來的新型趕鳥器。所以要製作一個趕

鳥效果好的趕鳥器，最有利的方式就是使用能夠轉動的新型趕鳥器，給鳥類突然的驚嚇。驚嚇程度越

大，鳥類回來覓食的間隔就越久。 

    未來可以再加上傳統趕鳥器使用聲音來趕走鳥類的方式，配合新型趕鳥器，讓鳥類誤以為有其他

的生物存在，相信可以大幅減少鳥類啄食小米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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