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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族繪本

繪畫的童趣與象徵性，視角由族人出發，展現卡

族對大自然與祖先的敬畏與情感。

A2.《牟吉》（2021，大塊文化），作者與

繪者角斯。大塊文化出

版社2021出版。繪本採

中文呈現，故事取材自

卡那卡那富族的神怪，

主角牟吉源自族中「射

日」傳說。故事敘述少

年牟吉天賦異稟，射下

驕傲的太陽，引發與太

陽的追逐冒險。插圖氣

勢磅礴、色彩豐富，結

合卡那卡那富族「奈巴拉牟吉」傳說與鄒族「哈

莫大神」元素。主題上探討勇氣、驕傲與自然平

衡，呈現了卡那卡那富族對太陽與天地的想像。

雖非族語繪本，但作為以卡那卡那富族文化為底

蘊的繪本，對族群文化的傳播與族人文化自豪感

具有正面意義；讀者可透過插圖和故事認識這個

傳說，並反思與自然相處的態度。語言學習價值

相對較低（以中文撰寫），但可作文化主題教材

使用。

B、十六族共有網路翻譯繪本系列
十 六 族 共 有 的

「世界文學名著」翻

譯本有6本：《小王

子》（B1，2015），

譯者孔岳中；《會說

話的葉子》（B 2，

2 0 1 6），譯者孔岳

中；《羅密歐與茱麗葉》（B3，2017），譯者孔

正傑；《木馬屠城記》（B4，2018），譯者孔岳

中；《湯姆歷險記》（B5，2018），譯者孔岳

中；《愛麗絲夢遊仙境》（B6，2018），譯者孔

岳中。

十六族共有的科學故事「吉娃斯愛科學」繪

本4集，第1集《大船落成時》，第2集《智慧地下

屋》，第3集《飛魚的夜曆》，第4集《水芋田宇

宙》，翻譯者都是孔岳中。

「族語E樂園」的「繪本平台」，收錄89種

「十六族共有繪本」，專門提供族語學習使

用。

繪本《小王子》封面。

繪本《牟吉》封面。

平埔族
繪本，目前可以看到三族繪本，

由北而南是道卡斯族（苗栗縣後

龍鎮）、巴宰族（台中市神岡區、南投縣埔里

鎮）、西拉雅族（台南市東山區）。從繪本出版

年來看，卻是由南而北，在2010年代以後大量出

現，從數量來看，也是南多北少。從主題看，南

多故事，北偏歷史與祭典。

A、道卡斯族新港社繪本
A1.《牽起道卡斯》（2020，苗栗縣道卡斯

文化協會），作者劉秋雲、蕭綾均、王商益，繪

圖翁勤雯。苗栗縣道卡斯文化協會在2020年出

版。道卡斯族新港社聚居在後龍鎮，即高鐵苗栗

站所在地，人口數將近1700人左右。新港社最重

要祭典是牽田祭，農曆8月15日前後慶豐收時舉

辦，然戰後停辦56年之久，得到苗栗縣政府的協

助及族人的努力，在2002年恢復舉辦。

新港社的苗栗縣道卡斯文化協會，藉中央原

民會輔導平埔

聚 落 活 力 計

畫，做出牽田

繪本。牽田為

新港社Taukat族

人最重要的祭

儀，是一種祭

祖 型 的 收 穫

祭，族人透過文史調查、耆老訪談、祭典影像蒐

集和實際參與，將牽田祭儀繁複的過程以繪本的

方式呈現出來，包含祭典前準備工作，例如舉旗

手遴選、製作大旗、釀酒、撿拾海螺、祭品準備

和祭歌練唱等，帶到祭典儀式中的mata賽跑、

patay祭祖、敲鑼報信、舉旗和牽田祭歌舞，以阿

公對孫子們講述故事的方式，編輯成適合老中少

皆適合閱讀的繪本。

B、巴宰族繪本
B1.《失落的鄉

音  a iyan 阿維的故
事》（2016，神岡區

公所），主編潘淑

清，譯者潘美玉等，

繪圖翁子瓏等。臺中

市神岡區公所2016年

出版。此為臺中岸裡

平埔族絵本
Picture Books of Plains Indigenous 
People

文︱ 編輯部

圖︱ 翁勤雯（繪本作家）

     潘軒豪（前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專任助理）

     編輯部

平埔族繪本  
年份 高級 中高級 中級 初級

2016 0 0 2 8

2017 0 0 6 4

2018 0 5 5 0

2019 0 3 7 0

2020 0 5 5 0

2021 5 0 0 5

2022 5 2 0 3

2023 2 2 3 3

2024 0 2 1 0

2025 1 1 1 2

族語E樂園繪本統計表

年份 繪本出版品

2002 C1.《西拉雅（挪亞方舟）》2002西拉雅文協會
2013 C2.《桃花心木林與大冠鷲》2013樹谷文化

2015

C3.《阿瑪阿立的兒子：大加弄》2015西拉雅部促會
C4.《渡海》2015西拉雅部促會
C5.《西拉雅大冒險》2015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2016 B1.《失落的鄉音 aiyan 阿維的故事》2016神岡區公所

2018 B2.《年到了！》2018一條全麥麵
2020 A1.《牽起道卡斯》2020道卡斯文化協會
2023 B3.《舞出巴宰》2023國立暨南大學

平埔族繪本年表

繪本《牽起道卡斯》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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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繪本，華語與巴宰語雙語對照。以巴宰族的

生活面貌與口傳故事為題材，書中融入巴宰歌

謠、傳統節慶與校園創作。插畫傳統而細緻，透

過真實案例保存巴宰族失落語音，對族語教學價

值極高。

B2.《Azem pasaken lia! 年到了！》（2018，

一條全麥麵），

口述者潘德興，

作者與繪者翁勤

雯。一條全麥麵

2018年出版。本

書 為 噶 哈 巫 族

（巴宰族群）傳

統 過 年 習 俗 繪

本，內容由噶哈巫族耆老潘德興口述，描述守城

部落的農曆過年流程，包括打獵、醃肉、釀酒、

祭祖等儀式。圖文並茂地呈現噶哈巫獨特節慶文

化、長輩與孩童互動，語言方面同時保留了大量

噶哈巫語詞彙，留下珍貴族語口述資料。此繪本

為巴宰語族語教材，兼具文化傳承與語言教學功

能，插畫風格樸實溫馨，由耆老及民間青年合作

完成，從族人視角真實反映族群儀式意涵。翁勤

雯是講台語的外族，因為熱愛噶哈巫族（巴宰族

群），整天混部落學族語，她的筆名是「全麥

麵」，由此可知「一條全麥麵」出版，就是自費

出版。

B3.《舞出巴宰》（2023，暨南國際大學），

作者李瑞源（ P a p a r i l 

Tavali），繪圖陳昱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23年

出版。故事構成南投縣巴

宰族群文化協會 繪本小組

(潘英寬、潘文輝、潘英

傑、潘美珠、楊秀琴、潘

軒豪)，由族人集體回憶和

口述歷史，經過圖文創作

繪本《Azem pasaken lia! 年到了！》封面。

新港社牽田繪圖（圖片提供：翁勤雯）

繪本《舞出巴宰》封面。
（圖片提供：潘軒豪）

轉譯而成。

此繪本以真實歷史為基底，描繪烏牛欄巴宰

族人從臺中平原遷徙至埔里的二百年遷徙史。若

自清道光三年（1823）起算，今年（2023）屆逢

二百年。全書分四部：第一部巴宰大遷徙、第二

部新天堂樂園、第三部蘭僑種籽、第四部巴宰文

化復振。烏牛欄是埔里的地名，雅化後變成愛

蘭，是愛蘭白酒的產地。蘭字就成為烏牛欄巴宰

族的簡稱，族人外徙，便稱蘭僑。

該書雙語對照以中文為主、穿插少量巴宰語

詞句。圖文風格細膩感性，並附族語指導詞，適

合族語教材使用，也讓族群以書本方式重溫歷

史，文化意涵深遠。

C、西拉雅族繪本
C 1 .《西拉雅

（挪亞方舟）》

（2002，西拉雅文

化協會），編著萬

淑娟，譯者萬益

嘉。臺南市平埔族

西拉雅文化協會

2002年出版。此書以挪亞方舟為題，使用華語、

英語及西拉雅語三語對照呈現。故事雖然是以聖

經挪亞方舟傳說為藍本，但文字與畫風結合聖經

寓言與西拉雅文化意象。

C2.《桃花心木林與大冠鷲》（2013，樹谷

文化），作者與繪者蔡涵羽等。樹谷文化基金會

2013年出版。此

書藉桃花心木林

與大冠鷲的森林

冒險，呈現西拉

雅族的自然景觀

與文化情節。故

事結合生態保育

與傳統傳說，插

畫細膩、色彩溫

暖。

C3.《阿瑪阿
立的兒子：大加

弄》（2015，西拉

雅族部落發展促進

會），作者段洪

坤，繪者段欣余。臺南市西拉雅族部落發展促進

會2015年出版。此書採華語與西拉雅語雙語對

照。內容敘述西拉雅部落長者阿瑪阿立與其子大

加弄的傳奇故事，強調族群祭典與信仰。插畫呈

現部落生活與神話場景。

C4.《渡海》
（2015，西拉雅族

部 落 發 展 促 進

會），作者段洪

坤，繪者段欣余。

臺南市西拉雅族部

落發展促進會2015

年出版。此書以西

拉雅語撰寫，故事背景為部落祖先跨海移居的歷

史。敘述西拉雅族人渡海遷徙的傳說與心路，對

應族群遷徙歷史意義。插畫風格富想像力，配合

西拉雅文化符號。

C5.《西拉雅大冒險》（2015，西拉雅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作者邱凡芸、彭其捷，繪者侯

思妤、陳敬恆。交通部觀光署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2015年出版。故事

以兩個孩子在風景區冒險

為主線。插畫富童趣，可

引導兒童對西拉雅地理與

文化興趣。有助於培養兒

童對西拉雅文化與自然的

認識，圖文風格活潑現

代，視角體現對族群地景

的在地關懷。

繪本《西拉雅（挪亞方舟）》封面。

繪本《阿瑪阿立的兒子：大加弄》封面。

繪本《渡海》封面。

繪本《桃花心木林與大冠鷲》封面。 繪本《西拉雅大冒險》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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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個孩子在風景區冒險

為主線。插畫富童趣，可

引導兒童對西拉雅地理與

文化興趣。有助於培養兒

童對西拉雅文化與自然的

認識，圖文風格活潑現

代，視角體現對族群地景

的在地關懷。

繪本《西拉雅（挪亞方舟）》封面。

繪本《阿瑪阿立的兒子：大加弄》封面。

繪本《渡海》封面。

繪本《桃花心木林與大冠鷲》封面。 繪本《西拉雅大冒險》封面。


	原教123-0730-內文2 69
	原教123-0730-內文2 70
	原教123-0730-內文2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