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按：《台灣有聲資料庫全集》1994 年第 1 卷第 2 期出版了三張台灣原住民

的音樂，分別是阿美族民歌、卑南族與雅美族民歌、泰雅族與賽夏族民歌。 

此次出版是一次復刻資料整理，錄音資料來源是以民國六十七年第二次民

歌採集運動成果為主，部份錄音資料來源則是民國五十五年、五十六年間的第一

次民歌採集運動成果。 

這兩次大型的民歌採集運動，是自日據時代以後最大規模的田野採集行

動，由國內民族音樂學者、人類學學生及許多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一共記錄了

近兩千首台灣民間音樂，除了原住民音樂外，也記錄了數量可觀的漢民族音樂。 

《台灣有聲資料庫全集》1994 年第 1 卷第 2 期所出版的原住民民歌錄音資

料，最早曾由第一唱片廠有限公司於民國六十八年及民國七十三年，在《中國民

俗音樂專集》系列出版中發行。此次復刻出版，首先感謝第一唱片影視有限公司

提供母帶，並概允我們發行。其次，感謝製作人許常惠老師整理出當年的錄音資

料紀錄表，使我們得以整理出大部分歌詞大意，並承阿美族宜灣人黃貴潮先生

（Lifok）大力幫忙，補正部分歌詞，一並致謝。 

最後，再次謝謝許常惠老師提供一篇近兩萬字的的《台灣原住民音樂》論

文，供我們整理介紹，做為聆聽台灣原住民音樂的入門。調查隊日記得一並刊出，

則是讓民族音樂愛好者得以透過許常惠老師詩意盎然的文筆，一窺當年的田野錄

音歷程。日記文字摘自許常惠老師著《追尋民族音樂的根》，台北樂韻出版社民

國七十六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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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民族音樂的根（民族音樂調查日記前言） 

 

許常惠 

 

回想起來，我的採集民歌田野工作大概開始於民國五十年，工作比較重大的

有三個時期： 

1. 民國五十與五十一年，我採集的對象為佛教音樂，地方是台北至台中一帶的

寺廟，那時候顧獻樑常陪我去；2. 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對象為民歌，先是福

佬系，然後客家系，最後才是山胞民歌，範圍擴大到中央山脈以西的整個地區，

這段時期史惟亮與范寄韻經常一起去採集；3. 六十五至六十七年，對象為戲曲

音樂，地方為高雄至宜蘭縣福佬地區，及台北市的大陸傳統戲劇與說唱藝術。這

時期邱坤良與王振義士我的好嚮導。 

十七年了，我看民間藝人一個一個過去，而一件一件民間音樂失傳；我看著

民族音樂的鼓吹者也一個一個倒下去，但幸而少數有志於民族音樂的青年接棒人

產生了；我看著社會仍不重視這些民族遺產的寶貝，也不推行維護與發揚民族文

化的具體工作，我的心情多麼沉重。 
然而，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我還是繼續走下去這個困難重重的民族音

樂道路。」這是我這次組隊出去調查全省民族音樂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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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音樂 

 
許常惠 
 
【壹】原住民音樂的重要性 
 

台灣原住民的音樂，以歌謠為主要部分，器樂為次要部分。歌謠的演唱形式，

包括人類最單純至最複雜的層次，而歌謠的內容與民族文化各層面息息相關，豐

富的程度實令人嘆為觀止。所以自本世紀以來，台灣原住民的音樂受到國際民族

音樂學界的普遍重視，並贏得「世界民族音樂的寶庫」之一的美譽。 
台灣原住民的演唱形式，幾乎包含人類歌唱的所有技法：單音唱法中有朗

誦、曲調、對唱、領唱與和腔等形式；複音唱法中有平行、卡農、頑固低音、自

由對位等技法；和聲唱法中有自然和絃、協和和絃的分別；另外還有奇異的異音

唱法。至於他們的歌謠功能，與他們的民族生活是無法分離的。例如傳承語言諺

語、神話傳說；配合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激勵遊戲舞蹈、勞動戰鬥；表達感情

思想、人生觀；維持家族社會、倫理秩序…等，無一不與歌詠聯繫在一起，音樂

在他們的民族文化中發揮極大功能。因此，對於民族音樂學者而言，原住民音樂

的採集，不僅為學術研究必要之工作，而且為了解他們的傳統文化直接而具體的

基本途徑。 
 
【貳】原住民各族歌謠介紹 
 
（一）泰雅族 

分佈於台灣北部，中央山脈東西兩側：台北縣烏來鄉、桃園縣復興鄉；新竹

縣尖石、五峰二鄉；苗栗縣泰安鄉；台中縣和平鄉；南投縣仁愛鄉；花蓮縣秀林、

萬榮、卓溪三鄉；宜蘭縣大同、南澳二鄉，共八縣十二鄉。人口七萬五千二十八

人（民國七十四年民政廳資料）。歌謠的歌詞、旋律、節奏皆屬於即興的，單音

的朗誦唱法相當自由自在。旋律的音組織有二音組織（小三度）、三音組織（E、

G、A）、四聲音階（G、A、C、D），泰雅族中的塞德克亞族有知名的卡農唱法、

兩部合唱，在小米播種祭的舞蹈、歡迎新娘、舂小米等場合演唱。 
（二）賽夏族 

分佈於台灣北部，中央山脈西側的淺山地區：新竹縣五峰鄉；苗栗縣獅潭、

南庄二鄉，共兩縣三鄉。人口三千八百十六人。與泰雅相鄰，在音樂上頗受影響。

矮靈祭的祭祀為本族歌謠的最大特色，分為迎神一天、祭典三晚、送神一天、共

五天舉行。本族曾有平行四度的複音唱法，但現在已無人能唱。歌詞形式講究也

是本族歌謠特色，包括巧妙的押韻、反復法、疊語等。旋律的音組織大致與泰雅

族相同，但在矮靈祭歌唱中有三聲音階（C、G、D）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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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農族 
分佈於台灣中部，中央山脈東西兩側：南投縣仁愛、信義二鄉；高雄縣三民、

桃源二鄉；台東縣海瑞、延平二鄉；花蓮縣萬榮、卓溪二鄉，共四縣八鄉。人口

三萬四千四百二十人。本族是天生的和聲民族，無論單音唱法的和聲旋律，或複

音唱法與和聲唱法，都能找到自然泛音的三和絃（C、E、G）。“祈禱小米豐收的

祭歌”，是本族聞名世界的民族音樂的瑰寶，二部（或三部）的歌聲構成五度、

四度或三度，以半音階向上悠慢地進行，最後以最高音區達到協和的情形來判斷

本年小米的豐收。 
（四）鄒族 

分佈台灣中部，中央山脈西側：南投縣信義鄉；嘉義縣阿里山鄉；高雄縣三

民、桃源二鄉，共三縣四鄉。人口六千六百二十一人。本族因與布農族相鄰，部

份音樂有相似的結構。旋律的音組織有五聲音階（C、D、E、G、A）和自然和

絃（C、E、G）兩種，後者與布農族相似。本族的和聲唱法，特別在有名的“獻

給軍神的祭歌”中表現，效果上具有不同協和和絃的轉換，而不像布農族固定一

個自然和絃上。本族的祭歌或舞歌中三拍子的節奏（3/4 或 6/8），這是其他族所

沒有的。 
（五）排灣族 

分佈於台灣南部，中央山脈南段的東西兩側：屏東縣三地、瑪家、泰武、東

義、春日、牡丹、獅子、滿州八鄉；台東縣太麻里、金峰、達仁、大武、卑南五

鄉；花蓮縣卓溪鄉；高雄縣三民鄉、桃源二鄉，共四縣十六鄉。人口六萬六十二

人。歌詞大部分是即興的，但旋律有一定的形式，將歌詞套進旋律的框架中，唱

時有些加花情形。團體歌唱時，領唱與和腔的唱法最普遍。一般為單音唱法，但

如“五年祭”的團體歌唱時有頑固低音的複音唱法出現，結婚儀式中也有異音唱法

的情形。本族旋律的音組織有兩種：未達八度（五度或四度）的七聲音階與琉球

音階（C、E、F、G）。 
（六）魯凱族 

分佈於台灣南部，中央山脈南端東西兩側：屏東縣霧台鄉；高雄縣茂林鄉；

台東縣卑南鄉，共三縣三鄉。人口六千九百七十人。本族也因與強大的排灣族相

鄰，音樂方面有受影響的情形。旋律的音組織只有一種未達八度的七聲音階，並

無排灣族的琉球音階。唱法除單音唱法的領唱與和腔之外，頑固低音的複音唱法

又是本族的特色。七聲音階中與五聲音階的五音為主，其他兩音似乎是半音的裝

飾。結婚儀式的歌唱也有異音唱法的情形。 
（七）阿美族 

分佈於台灣東部平原和海岸：台東縣東河、池上、關山、長濱、成功、卑南、

台東七鄉鎮市；花蓮縣新城、吉安、壽豐、鳳林、光復、豐濱、瑞穗、玉里、富

里九鄉鎮；屏東縣牡丹、滿州二鄉，共三縣十九鄉鎮市。人口十二萬三千四百三

十九人。本族的旋律最為豐富，從純樸的到城市小調，甚至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

因本族人口眾多，與漢族與日本的接觸也多。旋律的音組織以五聲音階最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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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族的團體歌唱，以”豐年祭”的歌舞最有名，採用領唱和腔的方式，節奏強烈，

旋律優美，領唱與和腔的連結緊湊。另外，台東阿美（或卑南阿美）有獨特的自

由對位的複音唱。由二至四人唱二至四部的複音唱法，三部為最常看到的，第一

部由中音唱起，第二、三部分別唱高音與低音部，經自由對位之後，三部結束在

同音上。 
（八）卑南族 

分佈於台灣東海岸、台東南方的平原：台東縣卑南鄉。人口八千一百六人。

音與強大的阿美族相連，在音樂上頗受影響。本族旋律與阿美族一樣，以五聲音

階的羽調為最多，極少情形出現第六與第七音有半音裝飾。“出草敘事歌”是本族

古老的歌。 
（九）雅美族 

分佈於台灣東南海上的蘭嶼島：台東縣蘭嶼鄉。人口三千五百四十五人。本

族因孤立於海島上，長久以來與外界隔離，保存了最單純而純樸的歌唱方式。幾

乎全部的歌唱屬於單音的朗誦唱法，音組織從一音和上方大二度的二音組織

（D、E），一音和上下方大二度的三音組織（C、D、E），到四音三全音組織（C、

D、E、F）。另外有”感謝豐收”類的船歌，以中心音和上下二度以上的律動構成。 
“工作坊落成的慶祝歌”，由眾人領唱與和腔的方式從晚上唱到天亮，它的唱法是

屬於異音唱法。 
（十）邵族 

目前一般都將之歸入平埔族。人口兩百九十三人，分佈於台灣中部，日月潭

附近。雖然今天的邵族已失去本族語言，但仍保存其部分傳統風俗習慣，包括音

樂。本族的旋律大致以五聲音階構成，有名的”杵歌”在中間有轉調情形，唱法只

有單音的曲調唱法，可能因長久以來受漢族的影響。 
 
【參】各族樂器 
 

台灣原住民的音樂雖然以歌唱為主，但除了雅美族沒有樂器之外，其他族群

仍有少數簡單的樂器，供予演奏器樂。各種樂器介紹如下： 
 
（一）體鳴樂器 

少數銅鑼類與鈴類樂器，不能確定是否屬於他們的固有樂器。而樂杵與口簧

琴是他們常用的重要樂器。 
1. 樂杵：邵族與布農族的樂器以大小不同的八到十根木杵為一組，一般以五聲

音階調音，另外配合二到三個竹筒，敲地上的石板發出聲音。杵歌是以杵音為前

奏或間奏，中間插入八到十個女人的齊唱，用於喜慶或歡迎賓客。 
2. 口簧琴：分布於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古代中國叫”簧”。台灣的原住民各族

都有口簧琴，以竹為平台，中間挖空，固定金屬簧片（有單簧至五簧），將口簧

琴含在嘴裡，以手拉鈕線，使簧片振動通過口腔共鳴發出聲音。目前以泰雅族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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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用於口簧舞的伴奏、演奏旋律（泛音），代替語言的通訊等。 
3. 木琴、竹琴、木鼓等：木琴和竹琴可能來自黑潮文化圈，過去只有阿美族使

用，但目前很少看到。木鼓是利用織布用的木箱，中間挖空，用木棒敲打，目前

泰雅族仍在使用。 
 
（二）膜鳴樂器過去文獻中記載阿美族、卑南族與平埔族使用鼓類樂器，可能是

漢族傳入的。但現在在傳統音樂中不使用。 
 
（三）弦鳴樂器  有五線琴與弓琴 
1. 五弦琴：將五條鐵線定在木板上，定音為 C、F、G、A、C 的四音，只有布農

族保存。是否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同類樂器？ 
2. 弓琴：分布於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是人類在石器時代便擁有的樂器。將弓

背咬在嘴裡，一手分弓弦的長短位置，一手彈弓弦，經口腔共鳴發出泛音旋律。

台灣原住民各族曾有弓琴，但目前以布農族保存得較多，用於娛樂和男女青年之

交誼。 
 
【肆】氣鳴樂器 
 

有縱笛、鼻笛（一根和雙根）、橫笛，都是竹製。橫笛可能外來的，由漢族

傳入。縱笛與鼻笛是原住民固有的、與南洋諸島的民族樂器相同。 
1. 縱笛：以五孔最多，但兩孔到八孔都有。過去原住民各族都使用，用以祭敵

人人頭，或打獵時引誘野獸。目前用於娛樂與聚會，以排灣族用得最多。 
2. 鼻笛：有單根與雙根的不同鼻笛。可能來自馬來西亞或印度尼西亞。過去原

住民各族都使用，但目前以排灣族用的最多。兩根演奏時，有一根有孔奏旋律，

一根無孔奏持續音；兩根都有孔齊奏；也有兩根孔數不同，演奏複音情形。只有

頭目或部落重要人士在祭祀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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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法的樣式 

 
許常惠 
 
原住民音樂的型態，茲敘述如下： 
（一）對位法唱法：從二聲部到五聲部可以自由對位，以阿美族（卑南阿美）為

主。 
（二）協和音唱法：此唱法分為兩種類，一種是泛音的自然和音唱法，布農族的

合唱全屬這種唱法，鄒族中極少部份歌謠也是屬於這種唱法。另一種是協

和音，大部份的鄒族和邵族屬於這種唱法。但是鄒族和邵族則因曲子之不

同來決定是否使用這種協和音唱法，而且一首曲子完全使用協合唱法情形

較少，通常是使用於歌曲的一部份而已。使用不協和音部份相當少。 
（三）異音性唱法：這是一種異音性唱法（hetero-phonic），無論協和或不協和唱

法，要以兩部來唱。排灣族外，魯凱族和卑南族及雅美族的一部份歌曲，

也走這種唱法。 
（四）並行唱法：並行唱法（Organum），一定以並行四度、五度來唱，主要是

賽夏族，但是曹本族的某一種歌也是這種唱法。 
（五）輪唱唱法：又稱卡農唱法（Canon），賽德克亞族和阿美族之一部份（南

勢阿美）可以聽到這種唱法。 
（六）應答唱法：先唱者是以合唱方式先唱，獨唱者以應答方式再酬唱。 
（七）持續音唱法：又稱杜農低音（Drone Bass）唱法，偶爾也反覆 Ostinato 唱

法來唱，種類十分多采多姿，達二十種以上的變奏，排灣族和魯凱族有這

種變奏曲唱法。 
（八）變奏曲唱法：這種唱法是一種主題為基本，根據獨唱或合唱展開這變奏

曲，種類十分多采多姿，達二十種以上的變奏，排灣族和魯凱族有這種變

奏曲唱法。 
（九）半音階唱法：通常以三部歌唱來歌唱，其中一部份是從低音開始，每隔半

音徐徐唱上去，其他兩部則是小三度、大三度、完全四度、完全五度的協

和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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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與賽夏族民歌 

 
泰雅族 
 
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  1978 年 7 月 31 日 

我們四個人－林谷芳、方明崇、吳祥輝與我，等著麻念台，使我想起五十六

年那一次空前的民歌採集隊。那一次也是在七月，十一年前的七月二十一日，我

們總共九個人，分為東西兩隊： 
東隊四人：史惟亮（國立藝專副教授）、顏文雄（文化學院講師）、葉國淦（小學

教師）、林信來（師大音樂系學生） 
西隊五人：許常惠（國立藝專副教授）、徐松榮（中學教師）、呂錦明（小學教師）、

蔡文玉（小學教師）、邱延亮（台大考古人類系學生） 
早晨七時半集合在台北火車站，然後互祝工作順利，分道出發我特別想起了

史惟亮，感慨無限！ 
這一次又是五人：許常惠（國立藝專副教授）、林谷芳（台大考古人類系學生）、

方明崇（文化學院五專西樂組畢業生）、麻念台（大華晚報記者）、吳祥輝（青年

作家，「拒絕聯考的小子」作者） 
路線是由東到西，目標不限於民歌，包括全省各種民間音樂。所以我叫這一

次的隊伍為「民族音樂調查隊」。當然了，以四萬元的有限經費（這還是好友蕭

炎增捐助的），要做二十多天的田野工作，我們只能以我個人二十年的經驗，做

重點式的調查。 
幸虧，這次有麻念台的小車，節省了不少交通費，也節省了我們的行程時間。

十一年前，我們只依靠火車、公車與徒步，做民歌採集的田野工作。 
十一時半，麻念台終於來了。於是吳祥輝騎他的機車，我們三人坐麻念台汽

車，立刻往第一站宜蘭縣大同村出發。一路經台北縣板橋、土城、三峽、桃園縣

三民，而進入北部橫貫公路，復興至大同一段山路不是柏油路，而且因時有山崩，

整修的工作隨時進行，一路小型汽車走起來相當吃力。路經羅浮至高義附近，我

們的小車，被正要讓路給對面的卡車而在急速倒行的大卡車撞上車頭。幸而，只

是損壞了車的頭部，車仍可開動，算是演了驚險的一幕，有驚無險。這一次小車

禍使我們耽誤了半小時之多，山間的夜晚來的早，我們沒有多餘的時間和大卡車

的司機理論。於是趕緊起程，一路再經過蘇樂、巴陵、然後進入宜蘭縣芃芃、棲

蘭，於下午六時半到達大同鄉崙埤村的鄉公所。 
這時天已全黑，鄉公所的人早下班了。只有找大同鄉警察分駐所的警員，告

知來意後，請他們找鄉公所的人，傳達我們已經到達。 
我們這一次的調查工作，事先請求省政府民政廳的協助，由民政聽去函各鄉

鎮公所，由當地文化工作人員協助，安排及找出適當的民間音樂人材（對象為六

十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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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駐所的戴天岳所長是一位年輕而熱心的警官。他為我們找到了休息的地

方，然後聯絡村長張錦標，幹事謝本源。一小時後由他們找來了十多位泰雅族男

女山胞，平均年齡在六十歲以上，在鄉公所的會議廳錄音工作開始了。由林谷芳

擔任紀錄唱者身份與歌詞內容，方明崇操作錄音機，麻念台與吳祥輝擔任攝影，

我則拿著麥克風兼作翻譯工作。 
這一晚的採集工作不很理想。來了十多人，結果吵吵鬧鬧的只錄了五首歌。 
其中一首（情歌）卻是受了日本與台灣流行歌影響的民歌。此地民歌如此的

貧乏，使我感嘆和失望。謝先生說..明天帶你們去四季村，那邊可能找得到更多

會唱的老人。於是，約好明天傍晚再來，然後一起去四季村。 
晚上九時採集工作結束，村長張錦標先生為我們燒了一鍋湯麵（此地沒有旅

社，也沒有食堂）。匆匆吃完麵，謝過大家，離開大同鄉一路趕車，到羅東已是

晚上十點半。 
 
宜蘭縣南澳鄉碧猴村  1978 年 8 月 3 日 

上午十一時由羅東出發。在南澳等候車隊，然後上蘇花公路，於下午一時半，

到南澳鄉南澳村。下午四時，由鄉長鄭有里先生與文化課長游禎子先生陪同，到

碧猴村展開採集工作，翻譯工作由村幹事陳波勇擔任。南澳鄉的碧猴村與武塔村

的山胞，原來住在中央山脈南湖山邊，這十多年來由於省政府的社區計劃，逐漸

遷到靠近平地的地方來。 
其中，林友妹（六十九歲）的歌最真實，陳秋廣的口琴舞在今天是難得看到

的。林友妹女士告訴我：「其實，我們村裡的老人還有幾個人會吹口琴，只是大

家都沒有樂器了。」我問：「為什麼？」她說：「送給人了。」我再問：「那麼，

能不能再做呢？」她說：「當然可以，只是沒有材料，沒有簧片了。」最後，我

答應她，從台北買些銅片寄給她。希望她們趕快做口琴，但是不要再亂送，亂賣

給平地人。 
 
宜蘭縣大同鄉四季村  1978 年 8 月 1 日 

錄音工作於七時半開始，今晚的泰雅族民歌採集，來的人雖然比在崙埤村

少，但無論質與量都比崙埤村豐富，秩序也很好。共錄到十九首，包括六首口琴

獨奏（單簧口琴一首、雙簧口琴三首、四簧口琴兩首），十三首民歌。 
其中，以陳先慈女士（七十一歲）所演奏的口琴與所唱的民歌（情歌與舂小

米歌），為最純實。但（讚美上帝歌）係基督教之聖詩。至於山胞的口琴，十多

年前幾乎到處可以聽見而今天卻變成如此珍貴。如此下去，山胞的原始樂器不久

將與原始民歌一起消失是可想而知的。 
九時結束錄音，我們一行在陳勝立先生家吃了近宵夜的晚餐後，駕車回到羅

東已晚上十一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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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南澳鄉武塔村  1978 年 8 月 3 日 
晚上七點，我們移到武塔村工作，由村幹事楊福壽擔任翻譯，共錄了七首民

歌。其中，賴秀蘭女士（六十八歲）所唱的三首歌，無論音色或音量都是突出的，

以她的年齡來看，真是難以相信。此地沒有錄到口琴表演，但賴女士說：「我們

都會吹，包括在座的黃珍松先生（七十一歲）。但樂器沒有了，如果有樂器，不

但能演奏，也能跳舞。」在這裡，我要呼籲：「文明的平地人啊，不要隨便拿走

山胞的樂器。」同時建議：各山地鄉應該保存山地原始樂器，隨時供山胞使用。 
 
宜蘭縣南澳鄉碧猴村  1978 年 8 月 3 日 
 
宜蘭縣大同鄉四季村  1978 年 8 月 1 日 
 
宜蘭縣南澳鄉南澳村  1978 年 8 月 4 日 

上午九時，武塔村幹事楊福壽先生來到宿舍，告訴我們.. 「昨天沒有找到會

唱古老民歌的白彩鳳女士，現在在南澳村，要不要請她錄音。」我們謝謝楊幹事

好意，決定立刻到鄉公所的鄉長辦公室錄音。白女士（六十歲）共唱了四首純樸

而優美的泰雅族民歌。 
白女士以朗誦式唱法在敘事歌時，因其音色和唱腔優美，已接近民歌式唱法

了。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穫。白女士臨走時還告訴我：「我母親八十多歲，懂更多

的山地民歌，等跟她學好後，再請你來錄音。」原住民對民歌的態度，總是那麼

謙虛而真摯，使我感動。歌唱對原住民來說是表現他們的感情的直接方式，在每

一個人的生活裡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民歌不僅是給人聽，更要給人唱的。 
 
宜蘭縣大同鄉四季村  1978 年 8 月 1 日 
 
宜蘭縣南澳鄉碧猴村  1978 年 8 月 3 日 
 
賽夏族 
 
本次錄音  五峰鄉為北賽夏群；南庄鄉為南賽夏群。 
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  1978 年 8 月 21 日 

提起五峰鄉賽夏族民歌，無人不知趙旺華老先生（七十一歲），他在日據時

代當過山地學校的教師，光復後當過縣長。但更可貴的是，為了保存山地文化，

他數十年來蒐集了各種資料，退休下來後專心編寫有關賽夏族文化歷史的書（內

容涉及音樂部份很多）。我認識他已有多年，但特別是這兩年來，因編輯原住民

民歌的工作，經常找他請教。在原住民民歌的研究者中，賽夏族的趙旺華先生與

曹族的高英輝先生是同樣可貴的有心人。 
所以這次來到五峰鄉也不例外，在鄉公所見了朱鳳光鄉長後，就到大隘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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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旺華老先生家休息，等候趙先生及鄉公所的人的安排。他們說：可能的話今晚，

不然就明天上午，在趙先生家裡錄音。 
今晚可能因下雨的緣故，沒有老一輩的原住民來唱歌。但在趙先生家過的這

一晚，首先錄趙老先生一人唱的歌，然後錄他所收集的賽夏族矮人祭祭歌，最後，

我和他們二人談了來。就像一次在布農族人鄭江水老先生的家一樣，也是下著大

雨，自然的翻開黑澤隆朝的高山族民歌採集日記：在七十七頁的照片上，趙旺華

先生停止下來，然後叫起來：「這不是父親與我的照片嗎！」 
果然照片上記著：趙明政（當時六十三歲）與趙旺華（當時三十五歲）父子，

日記上記著：關於賽夏族實際調查，大隘村住有一位對古時事情精悉老翁趙明

政，他的兒子叫趙旺華，是一位熱心於研究鄉土文物的青年，所以有關賽夏族的

風俗習慣，就專門請教他們父子了。 
趙先生說：「這張照片太珍貴了，連我都沒有父親的照片。」趙先生又說：「同

時，從八十到九十八頁所有賽夏族祭典歌與民歌歌詞，全是由我提共的。」 
這一晚趙先生為我們唱了八首民歌。其中前四首係賽夏族民歌，後四首係泰

雅族民歌。風格完全不同，前者屬於朗誦式的而風格莊嚴。後者屬於民歌式的而

活潑的。我問趙老先生：「為什麼唱泰雅族民歌？」趙先生說：「賽夏族分布於新

竹縣五峰鄉與苗栗縣南庄鄉，那邊是本家，這邊是分家。現在五峰鄉的住民以泰

雅族為多數，賽夏族為少數，而且許多年輕賽夏族都被泰雅族同化，忘記了本族

的語言習慣。所以這裡的賽夏族會唱泰雅族民歌是平常的事情，反而許多賽夏族

不會唱本族的歌呢！」 
賽夏族民歌的特點為..緩慢、莊嚴而吟誦式的。除此之外歌詞的有規律反覆，

或有技巧的反覆又是它的特點。例如童謠歌詞：AB BC CD DC（依此類推下去！）

這種取前句的尾，做後句的頭，以歌詞反覆方式做音樂的反覆結構，無論在短小

的童謠遊戲歌或祭典吟誦都經常使用。 
 
新竹縣五峰鄉茅圃  1978 年 8 月 22 日 

上午七時半起，五峰鄉的賽夏族人開始集中到我們住的趙先生家來，到八時

已來了八個人，平均年齡六十五歲。昨晚因為只有趙先生一人，無法錄到賽夏族

的有名四度平行的複音唱法，希望今天上午能錄到複音部分。 
結果，第一首唱的比昨晚生動，但第二首起該唱複音的卻多數唱成領唱與眾

唱的齊唱單音唱法，不過全部的歌都是屬於賽夏族的。 
十時歌唱結束，我們繼續留下來轉錄趙先生所收集的矮人祭全部祭典歌，於

中午結束錄音。在趙先生家吃過午飯後，整理行李，告辭及道謝趙先生。三時離

開五峰鄉，上歸途，往台北出發。回到台北的家已天黑，下午七時了。 
 
苗栗南庄縣蓬萊村  1978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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