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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彥光  

 

 

說到原住民，總會讓人想到他們愛喝酒甚至酗酒，無酒不樂的。不過，部落的老

人家可能就不這麼認為。這種雜貨店隨手可得的酒，不是部落原有的文化。這是從日

治時代開始的，那時候用原住民工作，給的工錢是很少的，常會加上一瓶酒當作工錢

。光復之後，也有類似的情形，給酒。現在部落的年青人抽菸、喝酒的，事實上並不

是很好，大唱卡拉 OK 也很花錢，這一套是受到平地應酬文化的影響，在務農的山區

是不需要的。每天賺的錢都還無夠唱卡拉 OK，怎麼還會有錢呢？而喝酒，也可以更有

文化更有情調，不用天天醉。 

記得有一次和阿里山鄒族老人家談到喝酒的事，知道了鄒族過去喝酒的一些有趣

的文化。聽說過去鄒族的傳統，四十歲以下的人是不能喝酒也不能坐的。四十歲以下

的人要在老人家身邊站著，所以他們都很會說故事。因為站在老人家身邊，這邊聽那

邊聽的，把不全的故事都湊全了。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人，可以吃酒糟。更小的吃

洗過的酒糟，因為想吃，可是又沒有喝過酒，不勝酒糟的酒力會醉的，所以先洗一洗

再吃。酒糟也可以用來做竹筒飯，很好吃的。 

以前鄒族的人很少喝酒。在什麼時候會喝酒呢？除了祭典喜慶之外，通常就是輪

工的時候。譬如，全聚落來幫忙插秧的時候，主人會準備中餐、晚餐給大家吃，晚餐

的時候就會有酒。蓋屋的時候，也一樣。屋主先把要用的竹子砍好，全聚落來幫忙，

婦女和小孩子也會參加。晚餐的時候，主人會用瓢子舀一瓢酒到竹杯，放在客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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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個客人是比較特別的人，就會用更大的瓢子舀一瓢。這杯酒不必一口喝完，

只要沾一下，可以把酒倒到自己的竹筒中，帶走再慢慢喝。如果一口氣喝完，也沒有

第二杯了。肉也是一樣，主人把肉放在客人的面前，客人只要摸一下這塊肉，就表示

接受了這塊肉。主人就會把這塊肉，放入客人掛在牆上的背袋，讓他帶走。如果來的

客人很多，作主人的就要很精明，要知道那一個袋子是誰的，不能弄錯。 

說到鄒族老人家吃飯作客用來裝酒的竹筒啊！以前鄒族的老人家，會拿著一根竹

子做的柺杖，每一個竹節打通，只留最後一個節不打通，這樣在人家吃飯作客的那杯

酒也可以倒了進去，拐杖可以用來裝酒。所以以前鄒族的老人家拿著柺杖在路上走，

會有「漏漏漏漏」的水聲。有酒的時候，一杯酒可以喝一個晚上，一邊說故事。圍坐

在火邊，老人家會把裝有酒的竹筒，伸到火中溫酒，慢慢喝。在山林擁抱群星映照下

，和著野風喝杯帶有竹香溫熱的酒，直到天亮前，這樣與天地同飲，一杯也會心醉。

酒不必喝多，喝的有感覺才好。鄒族的老人家真是會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