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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或接近滿月的日子，取其明亮圓滿的好意

涵。嬰兒祭通常會是一個家屋中有新生兒的

小家庭(一個家屋通常會由二、三代人，眾多

小家庭組成)共同協商一個日子辦理，並不會

每年都辦，而是會累積到相當人數才一起舉

辦，因此只要是家屋中沒參加過嬰兒祭的孩

子都會參加，不限定是當年出生的新生兒。

空間―家屋、祭場

嬰兒祭當天，父母要在家中幫嬰兒清

洗、裝扮。首先要把嬰兒身上穿的舊衣服換

下，將嬰兒清洗乾淨後套上以苧麻製作的小

背心，再套上新做的外衣、妝飾品，將小孩裝

扮得很漂亮。除了為嬰孩mapinqala(裝扮)外，

父母必須盛裝(hulusliqadan3)，即穿著參加重

大祭儀、活動時的服裝。在盛裝打扮後，父

淺談布農族巒社群Masuqolus 
(嬰兒祭、掛項鍊祭)

臺灣閩南族群在傳統上有新生兒舉辦「滿

月」、「度睟」的傳統，睟是週年的意思。滿

月時要父母要幫新生兒剃頭、洗身，並邀請親

朋好友們來吃滿月酒，外婆外公也會送寶寶

頭尾(從頭到腳的服飾)和紅龜粿來祝賀，如果

生的是男孩，會送油飯、紅蛋；如果生的是女

孩，則送彌月蛋糕，而現在的人經常不論生男

生女多是送彌月禮盒來告知親朋好友們寶寶

滿月了。小孩滿一週歲時，必須準備牲禮(家

禽、家畜、魚)來拜祖先，而小孩的外家也要

和滿月時一樣，送頭尾和紅龜粿來祝賀，在

度睟當天還有一項重要的儀式，那就是「抓

周」(將各種物品擺放於小孩面前，任其抓取，

傳統上常用物品有筆、墨、算盤、錢幣等，用

來預測小孩未來的職業)。臺灣布農族原住民

也有為新生兒祈福的生命禮儀，巒社群布農

族稱之為Masuqolus，郡社群布農族人稱之為

Masihaulus，在詞義上是指「掛項鍊的動作」，

因此可稱之為掛項鍊祭或俗稱為嬰兒祭。

時間―小米收穫祭之後

每年的7~9月間，在小米收成並舉行小

米收穫祭(Minsodaa)後，部落祭師會提醒大家

可以辦Masuqolus的時期到了，至於要不要舉

辦，什麼時候辦，則是由參與的家庭自行商

議決定再告知祭師，基本上只要是可以看到

月亮的日子都可以舉辦，但最好還是選在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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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或母親會拿出親手串好的項鍊掛在嬰孩身

上，為嬰孩獻上父母親的祝福。

接下來，父母會抱著或揹著嬰孩一起前

去祭場，請祭司為嬰孩祈福。從清洗、裝扮至

掛項鍊，整個過程皆由父母執行，不宜假手

他人，家人僅在旁協助、觀禮，外人則不宜參

加。祭場儀式結束後，會返家設宴款待親友，

此時遠親、朋友會來家中一同慶祝，並為嬰兒

祈福。簡要言之，儀式本身的主要參與者是

父母、小孩和祭司，同一家族的人會在旁觀禮

(家中裝扮、祭場祈福)，被邀請的客人(包括母

方家人)僅能參加從祭場回來後的慶祝宴會。

項鍊

女生掛的是長鍊 (qolus)，男生則是頸

鍊(qolusmusqut，musqut是「綁或繫在脖

子上的……」之意)。項鍊主要使用材料為

qehas(川穀，Coix lacrymajobi)或katipulun(臺

灣薏苡，C. lachrymajobi var. mayuen)的果實，

兩者都是禾本科(Gramineae)薏苡屬(Coix)植

物，使用的理由是因為其果實飽滿、光滑漂

亮又有很多種顏色，以期盼孩子能夠長得強

壯、漂亮。這兩種植物本身生長力強又能大

量結果，象徵子嗣繁盛、生生不息之意，此

外其果實硬度適合穿孔、加工(不會一穿洞就

碎掉)，乾燥後可以保存很久。除了川穀、薏

苡的果實外，其他材料也可搭配使用，但大

原則是材料本身必須是可以長久保存，因此

不會使用容易腐壞、發霉、破碎的材料。另

外，女孩子的項鍊為了美觀可能會使用一些

植物的花，但是當天用完會馬上從項鍊上拆

下。項鍊最好能由父母親自製作，但也可以

請熟悉項鍊製作的親友幫忙，只要父母有共

識即可。製作好的項鍊可重複使用，多半是

男、女分別製作一條，其後出生的孩子均是

使用同一條項鍊，所以嬰兒祭一結束，父母

就會把項鍊取下收好，等到下個孩子要進行

嬰兒祭時拿出來整理後再次使用。

有關項鍊材料的使用，巒社群族人還有

其他補充說法：(1)嬰兒項鍊最好的材料是

qehas川穀，次等材料為katipulun或其他不易

腐壞的果核，因川穀果實的硬度較薏苡果實

佳，更適合穿孔加工製成項鍊；(2)父母會以

布或豬肉塊來換取石菖蒲(Acorus gramineus)

的地下莖(布農語ngaan，生長五年最佳)，取

回家切成段，用柚子的尖刺刺穿再用苧麻細

線縫成一條項鍊，預備於舉行嬰兒祭時掛在

嬰兒項上，布農族巒社群人相信此菖蒲繫在

嬰兒身上可使其驅邪避禍。

但是，多數受訪談耆老們的集體記憶中

禾本科植物katipulun (臺灣薏苡)。katipulun是qehas(川穀)的變種，兩種果實都是布農族巒社群製作嬰兒項鍊的主要材料。 
(Savi Istasipal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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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指出，上述由菖蒲地下莖製作的項鍊是掛

在母親身上，並非嬰兒身上。母親會在帶嬰兒

出遠門時先咬一小口項鍊上的菖蒲，放入口中

咀嚼，然後將汁液塗抹嬰兒全身，口中唸祈福

語、驅邪語，才會揹嬰兒出門。嬰兒生病時也

會咬一小口菖蒲地下莖放入口中咀嚼後，將

汁液塗抹病根處或痛處。多數耆老提到，以前

部落裡的媽媽們都會掛著ngaan串的項鍊。

儀式前的準備工作

主要包括製作(修整)項鍊、打獵(若有需

要)或殺豬、釀酒、準備宴客飯菜、製作小米

糕等。原則上，上述準備工作皆由嬰兒的父

母親自準備，其他人可以從旁協助(例如搬

運、分送物品)，但主要工作必須是由父母親

自來做。嬰兒的父母親如有養豬，就殺一頭

豬，沒豬可用時才需要去打獵。受訪耆老特

別強調：「嬰兒祭最重要的就是父母一起為

嬰兒用心準備，父母為孩子所準備的一切都

代表著對孩子的關心與祝福，父母準備得越

好，象徵這個小孩未來也會活得很好、很平

安，因為有很關心他(她)的父母。」

帶嬰兒回娘家

Masuqolus掛項鍊祭是布農族巒社群針對

嬰兒所舉行的生命禮儀，地點是在夫家(男方

家)。除了Masuqolus外，布農族人也有很特別的

Mankazhav(帶小孩第一次回外祖父母家)生命禮

儀。通常男方家族會先準備Mebabu(豬肉)，最

好是整隻的pinasaq(腿肉)，並且讓小孩用雙手

奉上，若小孩年紀太小，媽媽會協助用雙手在

孩子的手前臂下幫忙撐著，此時女方的家人也

早已準備好餽贈的禮物，生男孩就贈via(刀)、

生女孩是贈pusut(布料)。這是布農族很特別的

儀式，通常只有第一胎生的孩子(夭折的不算)

才要舉行這個儀式，但也有家族是在生第一個

男孩及第一個女孩時，各舉行一次。

 

3 布農族巒社群常用的服裝名稱為hulusdutaz，是指布農
族人日常穿的工作服(下田、打獵)，但現在被誤用成所
有布農衣服的稱呼。參加祭典、活動時的服裝應該稱為

hulusliqadan或hulusbadvauan(huluspatva-u-an)。受訪耆老提
及：「現在舉辦祭儀(例如射耳祭)時，經常看到從山上打
獵回來的勇士就直接到祭場，這是不對的，因為打獵和參

加祭典一定是穿不一樣的服裝。」

臺灣薏苡的果實(左圖，直徑約6~7 mm)較川穀的果實(右
圖，直徑約3~4 mm)大，但果殼比較薄。布農族巒社群人
普遍認為，用川穀果實製作的嬰兒項鍊雖然串珠較小，

但品質(耐久性)比較好。(Savi Istasipal 攝)

傳統布農族婦女配戴的項鍊

(ngaan)。(Savi Istasipal 攝)
ngaan是由多年生的石菖蒲地
下莖製作而成。(陳建帆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