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民族文化科學教學模組單元主題 命題單二 

命題委員姓名：温初光                    

主題：部落文化與人文社會-初嘗祭栗 p`ani to fxesx 
 

智慧類別（請勾選 █，可複選）： 

□部落農漁特產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傳統手工藝的文化科學     

□部落植物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動物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傳統音樂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傳統建築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傳統狩獵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傳統祭典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的天象、氣象與科學  

□部落的環境生態與科學  

□部落的科學智慧與創意創新應用  

□原住民族文化與數學  

■部落文化與人文社會  

□科學、技術與部落社會的互動  

□部落傳統智慧與自然災害防治  

□部落其他文化與科學  

 
主題所屬族群：鄒族  

主題題材簡要說明(至少 150 字)： 

命名是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生命禮俗，在這樣賦予名字的過程裡，一個人取得他正式的名位，

在這個名位背後「隱藏著各方的期待」，也模糊地勾勒出其未來生命的豐富與否，鄒族的教育

訓練和各級年齡層的升級儀式有密切的關係，當然性別的差異也造成所有接受的訓練內涵的差

異。有關初嘗祭栗 p`ani ta fxesx，是鄒族小孩長到 15、16歲時，由母親準備蒸糯米飯，再

攜帶兒女同返娘家。先由外祖母攝取小塊糯米飯，口中發出噴噴聲，此動作是族人獻祭時常

見，表示敬獻祭物，尚饗之意，以祭獻土地神 ak`emameoi’，並祝佑外孫，再同食糯米飯，

吃完了就表示孩子已經長成，如果是男生，就開始要離開家屋，經常在男子集會所接受訓練，

並且夜宿於當中，平時父兄要出獵，也必須要隨行觀摩學習。而女子也開始正式參加農耕的工

作和家務事。另外這一個階段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習俗，就是經過初嘗祭栗的儀式之後，男女都

要經過長達數年戒吃魚、辣椒、鹹薯芋、豆類等食品的戒食期，期間只能食栗、糯米飯和獸

肉、果菜之類，一直等到成年禮舉行過之後才能解除禁戒。 

關鍵字（最少一個）： 

初嘗祭栗 

相關概念（科學概念為主，或其他相關概念也可以，最少一個）： 

1.初嘗祭栗的意義. 

2.吃完了糯米飯「表示孩子已經長成」，之後要做什麼？ 

參考資料或網址（若無可不必填寫）：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著作巴叔亞.poicon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