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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隊伍透過製作原住民族傳統弓箭，來瞭解部落狩獵文化中的智慧，我們

從進入山林開始、找尋做弓箭與靶架的竹材，再透過耆老指導我們製作弓箭與靶

架的每一個過程學習與探究，有別於探討弓箭射程與準度的相關研究，我們這次

將研究重點著重在製作弓箭中的過程與生活文化中的對話，透過親自實作、體現

傳統部落技藝的智慧，並將之融入於生活及學習當中。探討原住民族製作弓箭與

使用弓箭的作法及觀點，例如：竹材的選擇條件為何?做弓箭之前的相關前置作

業為何?製作弓箭過程中相關的流程與限制條件有哪些?等其他必須考量的因素，

並做不同弓箭之間的比較記錄與探究其中所蘊含的科學原理，以謙卑尊敬的心態、

探究傳統手作技藝寶藏。 

 

 

 

 

 

 

 

 

 

 

 



4 
 

貳、研究動機 

    原住民族的狩獵活動，一直是原住民族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瑰寶，狩獵能力、

被視為勇士的必備條件之一，而原住民族的尊敬山林的智慧強調，取之山林、用

之山林，對於大自然的守護，原住民族更是銘記在心。技藝或生活器具的演進，

代表了面對生活的態度，從一把弓箭的製作與使用，我們可以看見一個部落生活

方式的適應與演進。現代社會中，射箭文化也以一種競賽活動的方式，來讓更多

人認識原住民族獨特的弓箭製作技藝與精彩的地方，例如：弓身的紋飾、表達出

了不同的文化特色與意涵，在部落中看到一些耆老，因年事已大，無法上山打獵，

轉而開始研究、製作傳統弓箭，將祖先傳下來的傳統智慧，再次活現在年輕一輩

的眼前，讓更多人瞭解並且參與傳統弓的製作與傳承，我們很幸運的能跟著耆老

一起學習如何做好一把弓箭，期盼能透過這次原住民族傳統智慧研究的過程，能

吸引更多同學一同加入並發掘部落的智慧寶藏。我們以自己的意念為弓、努力為

箭，嘗試找出自己最完美的弧線，正中目標靶心，這是我們的主要研究動機。 

 

 

 

 

 

 

 

 

參、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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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實作並探究製作弓箭的竹(木)材篩選條件與原理。 

二、弓與箭的製作方法、限制條件與原理探討。 

三、學習傳統弓術並探討其訓練方法。 

 

肆、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採耆老訪談及實作(實驗)設計進行探究，並參考相關文獻資料，透

過分析與討論，最後彙整並做出結論。 

      

 

 

 

 

 

 

 

 

 

 

            圖一 研究方法與架構 

 

 

 

 

 

伍、研究過程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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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謙「弓」、有「理」話從頭: 入山採竹過程 

    傳統弓射箭運動近年在台灣盛行，擁有一把量身打造的弓，是選手的夢想，

在第一次參加原住民雲端科展後，我們隨即在去年的暑假開始就著手，想在學校

成立ㄧ個射箭社團，平常要摸到弓箭的機會本來就不多，因此我們請教了校長與

老師們後，決定邀請部落耆老指導我們，製作一把屬於自己的原住民傳統弓箭，

並整理、探究相關製作原理，做為參加本次科展的研究題目。於是我們從「頭」

做起，從「無」到有，上山採竹開始。 

    1、準備上山採竹器具 

        

 

 

 

 

電鋸 (鋸刺竹) 樹枝剪 (剪細枝及刺) 

 

 

 

 

 

鐮刀(砍細枝) 小山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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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入山後判斷採竹地點 

  

 

 

 

桂竹林(3-5年生) 桂竹林 

 

 

 

 

 

刺竹林 山勢高約 300公尺 (卑南) 

 

3、開始採竹 

 

 

 

 

 

採桂竹(取竹齡 4年竹) 

(粗直徑約長 10cm竹、留竹根 30cm處

砍下) 

採刺竹((取竹齡 3-4年竹) 

(粗直徑約長 8-10cm竹、留竹根 30cm

處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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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竹身裁鋸處理、取用竹身長度及部位判斷 

 

 

 

 

 

 

 

 

 

合作抽拔已鋸下的刺竹 

(已剪去有刺的細枝) 

取靠近竹根部竹材三分之一處 

(做弓用、長約 200~220 cm) 

 

 

 

 

 

 

扛刺竹的女超人 
製弓竹材廢料留做箭筒 

(約長 45cm) 

 

5、未利用竹材整理、放置於邊坡 

 

 

 

 

 

細竹材頂部整理 細枝及廢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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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任務完成下山 

 

 

 

 

 

耆老的戰利品 卑南溪出海口眺望 

 

討論: 

1、桂竹與刺竹的生長條件差異及竹材挑選的條件與限制。 

   

 

 

桂竹是台灣原生固有種植物，生長在

台灣平地到海拔 1,500 公尺山區，是

原住民重要的經濟植物之一，無論興

建房舍，或製造獵具，都能派上用場，

與原住民的生活脫離不了關係。(農作

物-桂竹筍四、五月為產季) 

 

 

 

 

刺竹（Bumbusa stenostachia Hackel）

是高大、竹桿密集叢生的竹子，竹桿

基部的小枝條會變成刺，因此得名。

尤其是乾旱期越長的環境，鞭條狀的

刺越多而密集。相傳高雄古時的平埔

族──馬卡道族的部落，周圍都種植

刺竹，馬卡道族稱刺竹為 Takau，是高

雄古地名「打狗」的由來。(靜宜大學

生態研究所副教授 

     楊國禎) 

 

 

 

名符其實的刺竹果然不能小看，它的

刺非常銳利，極易刺傷皮膚或勾破衣

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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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就會被刺竹的小刺刮傷流血，

要特別小心 

 

我們挑選兩種不同的竹材(桂竹與刺竹)來做製弓的比較、挑選、條件限制如下: 

(1)生長方向 

   選取竹身朝東南方向生長的竹子，因為耆老說山上的風向大都是吹東北風，

所以要選取朝東南方的竹子，其底部韌性較強，適合取來做弓。 

(2)生長時間與高度 

   選取 4-5年生的竹子較適合竹子的纖維束也較緊密與扎實高度約為 8m~10m

左右如果取用 1-3年生的竹子則較容易斷弓彈性，也相對較差(纖維層生長厚度

不夠) 。 

 

二、「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取回來的竹材馬上我們就要開始處理步驟如下: 

    1、利用砂輪機將竹子兩端電鋸裁切處及竹節部分，以細砂紙磨平，以免刺 

       手，造成做弓不便。 

 

 

 

 

 

耆老的朋友指導我們使用砂輪機 冠宇熟能生巧的在磨平剛採回來的竹

子凸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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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收下來的刺竹已處理掉節枝，準備

塗上白膠防蟲 

耆老說製弓的長度約長 200~220公分 

取竹材根部 30公分以上到 220公分的

部份竹子纖維質皮層才夠厚實 

討論: 

(1) 磨砂機上的砂紙為ㄧ圓形狀，為何不能整面朝下與接觸物磨擦? 

   

 

 

 

       

   箭頭所指處，是較安全的磨砂紙與

被磨擦物接觸界面，手持式磨砂機握

把部分在以上接觸面上，較能控制其

運動方向及力道，如果整面朝下與磨

擦物接處則會造成磨擦力過大、手持

式磨砂機掉落或滑出，造成危險。 

2、將磨好的竹子塗上白膠，防蟲蛀，也減緩竹材水分從兩端缺 

   口散發過快。 

 

 

 

 

竹節切口處塗上白膠防蛀 竹節周圍都要塗上白膠防蛀 

 

 

 

 

 

 

 

煙燻採回來的竹材，除了防蟲蛀外，

 

 

 

 

 

 

 

天然的防蟲蛀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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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適度保持竹材水份，不致過乾

破裂 

 

討論: 

1、為何耆老說煙燻是天然的面膜和防蟲良方呢 ? 

因為耆老的做法是並未去青，去青的意思就是將採回來的竹子放入熱水煮，

透過熱水的高溫破壞竹子外表的綠色皮膚(竹皮膜)，ㄧ來也殺菌(蟲)，然後再進

行晾乾的動作，但是耆老說熱水煮過竹子後也會破壞到竹子內部的纖維，造成製

造弓容易斷裂，所以他利用另外一種方式也就是煙燻法，一樣可以達到防蟲蛀的

功用，另外由於煙燻時，會在竹材皮層外形成一層薄碳，達到竹材保濕的功能，

所以耆老才會說那是天然的面膜及防蟲良方。 

 

三、「弓」說「弓」有「理」 

    準備製作弓箭材料，耆老說一把弓的產生要從無到有，都得身體力行的去

使用到全身去實作、去實現，過程中我們學會如何辨別竹材好壞，以及採竹的方

法，下山時，大家都好有成就感。在學校木工教室，我們學會磨製弓身、弓柄，

拿著彩筆為自己的弓著上特別的紋飾，耆老也分享一些他過去狩獵的趣聞，最後

成品完成時的感動，真是讓人難以形容，我們居然擁有一把屬於自己的弓了。沒

有耆老的指導，我們根本就無法完成它，更無法體認到弓箭在原住民族文化脈絡

中的重要意涵，耆老說他希望時光倒流，他也想參加這樣的科展活動，好好把屬

於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精采之處，讓更多人欣賞。 

 

 

 

1、弓臂與弓柄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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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手臂長度 測量拉距 

 

 

 

 

弓柄拋磨 樣板對照 

 

 

 

 

弓臂均勻抹上 AB膠 

(避免黏著時產生縫隙) 

弓柄上膠前用砂紙磨擦弓身 

(讓弓柄與弓臂榮義著膠) 

討論: 

1、手臂長(拉滿弓時)與弓臂之間的彈性位能有什麼關係? 

   首先先來說明弓箭的原理`，是由弓弦後拉後,弓彎曲產生彈力後，弓弦回復 

   時產生向前推力，將箭延合力方向射出，弓必須要彎曲，才能產生彈力。 

   換句話說，因為拉弓作用力成為箭射出的反作用力 拉力與作用力大小相等  

   但方向相反。另外箭長越短，則箭速越快；拉力越大時，箭速也會越快。 

   

 

 

 

 

 

表ㄧ  木質弓與竹弓射程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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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公尺) 

手臂長的人箭就射得比較遠嗎?耆老說:那我們就來拿現成做好的弓來測試看 

看，我們發現當拉滿弓時所需最大的力量(以電子拉力測試器測量磅數)是受 

到弓臂材質的影響，由同一人測試使用木質弓(七里香)與竹弓(桂竹)，以 

35度角、相同拉距(70cm)、朝同一方向射出，共測試五次，發現竹弓射出 

的距離較遠。我們所製作的弓為青少年使用規格，約 20~25磅(9~13.6kg)拉力的

弓。 

  原住民弓箭製作的原理《本圖取自科學小玩意兒-弓的科學》 

 

圖ㄧ 原住民弓箭製作的原理說明圖 

2、黏著弓柄與弓臂 

 

 

 

弓柄與弓臂以繩子纏繞綁緊 

(增強黏著力) 

將間細處再補抹上 AB膠 

(避免空氣進入空隙，容易造成斷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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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AB膠黏著原理。(AB膠環氧樹脂) 

   首先、依各劑配合比(通常為 1 ： 1或其他比例)，精確擠出主劑 A、硬化 

劑 B於同一容器中(若比例不對，會造成無法完全硬化)，進行混合。 

均勻攪拌約 2分鐘(攪拌均勻後會變成較濃稠的狀態)，必須注意容器邊緣之 

樹脂液亦應刮幾次，以確保攪拌之完全(攪拌不均會造成無法完全硬化)。 

 

四、「弓」其有備 

    耆老說:製作弓與箭的材料必須容易取得，再來就是使用這樣的材料能發揮

較良好的效益且具備高度穩定性，而後開始「制形」也就是說嘗試做出品質較好

的弓形與箭身，然後再產生相應的「射箭技巧」，最後再以射法修正改良材料、

加工與制形。老師曾經說過人類器物文化發展的歷史型態，就是從面對及適應生

活樣貌改變的開始，原住民族傳統弓箭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即是從此處萌芽蓬

勃。 

  任何一個族群的傳統射箭文化都是由三個元素組成，分別是「精神」、「器物」

以及「技術」。「精神」是一個民族傳承射箭這個文化的靈魂，可藉由典儀、歷史、

說明與教育的方式來傳承與推廣；「器物」就是射箭用的硬體，例如弓、箭、箭

筒、弓身紋飾與服飾等等，從實用、工藝到藝術層級皆有所涉及，相當程度上反

映出當地的文化水平。再來就是「技術」這個軟體，隨著環境與使用器物演進的

不同，也會研究出不同的射箭技術。總體來說，傳統弓術在現代是個育教育樂的

文化運動，能發揮的文化元素也很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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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姿勢~金牌的設箭姿勢 備料~裸弓製作 

 

 

 

 

 

備圖~弓臂紋飾設計 充滿原住民特色風格的弓臂紋飾 

 

 

備靶~圓靶與山豬靶 
備箭~冷熱交替只求其直 

(自己的弓自己造) 

 

 

 

 

 

學生版自製箭筒 耆老版自製箭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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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射箭技巧指的是哪些技巧?這些訓練對中靶機率有幫助嗎? 

   射箭技巧與訓練能，是可以提高中靶機率的，說明如下: 

   (1)站姿:耆老說:當就射擊定位時，需對射箭場地尊敬，因此在訓練前，我 

      都會先朝前方靶架與場地表示尊敬，鞠躬敬禮後，再開始訓驗流程。站 

      姿講求的是「正」、「定」。步驟如下: 

   (1.1)轉側身後，雙腳打開與肩同寬，踏穩(腳趾朝前) 。 

   (1.2) 縮小腹，提氣、收臀。 

   (1.3)頭轉左肩方向，注視前方(慣用左手射擊則換邊動作) 。 

   (1.4)眼朝左(右前)方之靶架。 

   (1.5)目光集中在靶架上的圓心部份。 

   (2)架弓:抽箭後，將箭置於弓窗上，準備聽口號，射出箭。 

   步驟如下: 

   (2.1)聽到口號後，從箭筒中抽出一支箭。 

   (2.2)將箭架於弓窗上後，再將弓弦卡住於箭尾小凹口處。 

   (2.3)聽口號後，拉弓預備(同時屏氣穩定身心) 。 

   (3)拉弓預備:聽到拉弓預備後，隨即就是進入到了準備將箭射出的時候，這 

      時更要注意身心的穩定性，步驟如下: 

   (3.1)聽到口號「拉弓預備」時，即將弓箭同時提起並與地面平行位置。 

   (3.2)依先前拉弓訓練的基本動作，將弓與箭拉滿到正確的位置，等候口號 

        射出。 

   (3.3)屏氣 3~5秒後，隨即聽口號「開始射」時，同步放箭。 

   (3.4)依序將箭射出、射完為止，將弓置放於弓架上或地上，並回復原站姿 

        等後，等候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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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看靶:射完箭並回復原站姿後，接下來就是看靶的動作，說明如下: 

   (4.1)聽到看靶口令，小跑步到靶架左(右)前方，查看每支箭的中靶位置。 

   (4.2)將中靶位置紀錄於紀錄本上，做為調整射擊方向的參考依據。 

   (4.3)聽到拔箭口號後，隨即手握箭頭方向的箭身，開始拔箭，需注意身邊 

        是否有人經過以免誤傷。 

   (4.4)較難拔的箭，則須先以畫圓方向，調整力道，轉動箭頭拔出。 

   (4.5)回到射箭位置後，提取弓，回復站姿，等候下ㄧ波射擊口令。 

    耆老在訓練我們時，非常注重基本姿勢的訓練與射箭前的暖身運動，他說:

先將身體暖身後(拉弓 50下) ，肌肉才不會太緊繃，造成扭(拉)傷，ㄧ步ㄧ步紮

實的訓練基本動作，讓身體去記憶與定位到對的位置，另一方面，呼吸的調整更

是重要，「屏氣凝神」的功夫，一定要練就，否則箭射出時，容易亂飄，造成脫

靶。最後，當然勤練也非常的重要。 

 

五、「弓」無不克 

 

 

 

 

基本射姿訓練 5到 18公尺的訓練 

  

 

移地訓練 賽前耆老精神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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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組團體賽 上戰場驗收訓練成果 

 

畢業前再一次體驗

做科展的美好 

 

陸、結論:「射」石飲羽 

    「射石飲羽」是一句成語，釋義如下: 

飲：隱沒；羽：箭尾的羽毛。箭射到石頭裏，隱沒了箭尾的羽毛。原形容發箭的

力量極強。後也形容武藝高強。 

    接觸了傳統弓箭的製作與弓術訓練，讓我們在身心上受益非常多，也窺見了

原住民傳統弓箭文化的美麗篇章。這一次實驗，我們大都是親自實作探究，從入

山林採竹，到上場射箭競賽，過程中雖然被刺竹刺傷了好幾個地方，流了一點血，

不過耆老說:受過一點傷，就會變成鐵金剛，雖然只是一句玩笑話，我們也聽得

懂語句後的意涵及鼓勵。是的!我們會繼續探究未來。 

    弓箭的製作和射箭的技巧，蘊含了一些科學原理，在不經我們探究下，是無



20 
 

法學到的，隊員們間的分工合作，更是重要，我們期盼這些日子以來的探究紀錄

如相片、文字說明及影音檔，將對於未來原住民弓箭文化的教學、傳承，有些許

的幫助，我們會緊跟上耆老與老師的腳步，用功學習及傳承這份原住民族手作工

藝的瑰寶。謹以此份研究報告，感謝所有協助過紅心隊的耆老，老師與同學們，

我是原住民 ! 我愛學習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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