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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2021_2022__E5_8F_B0_E

6_B9_BE_E6_96_87_E5_c34_45079.htm 高山族没有本民族文字

，有自己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又称马来一玻利尼西亚语系印

度尼西亚语族，据统计，共有22种语言。除已近消亡的平埔

人语言外，尚有15种。根据语音、词汇、语法形态上的差异

，大体可以分为‘泰雅”、“曹”、“排湾’三大语群。包

括泰雅语、赛德克语、曹语、卡那卡那富语、沙阿鲁阿语、

阿美语、布农语、卑南语、赛夏语、鲁凯语、雅美语等。其

中雅美语与菲律宾的巴丹语接近。现在不少高山族同胞已能

使用汉语，而且高山族语言中还吸收了不少汉语闽南话借词

。这些措词与农耕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器具有关，反映了历史

上高山族与汉族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关系。 高山族语

言与古越人语言一样，也是多音节的粘着语，不同于汉字一

字一音的孤立语。如，“船’为“卡苏”、“打猎”为“卡

妈路苦”等。学者们认为，高山族语言与同源于古越人的壮

侗语族各族的语言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同源关系。 高山族虽

然还没有通用的民族文字，但近年来，在排湾人和布农人地

区发现的“绘画木板”与“记事木板”，却反映了高山族图

画文字的雏形。“绘画木板”绘制了对多个图像，可归纳

出14种会意形象，如骑马的童稚，戴羽冠、横枪手肩、持枪

前进、手提敌首、舞蹈等人像，心及鹿、百步蛇等；“记事

历板”用桧木制成，镌刻着各种结构单一的符号，如▲表示

一天，q表示架平锅煮酒， ■（长方形）表示禁忌砍柴。此

外还有表示背篓里有芋、有粟，以及表示狩猎、耕垦、鹿猎



、饲养、娱乐、等刻画符号。‘绘画木板’与“记事木板”

所刻画的形象与符号，已初具萌芽记事的特征。它反映了高

山族早期农耕兼狩猎的原始经济文化类型，可以说是高山族

人民对自己历史的一种写照。 高山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无

论劳动、恋爱、婚宴 、节庆、祭祀等，都有歌舞抒情寄意。

因为高山族支系 较多，所以表现在音乐歌舞上的风格也是丰

富多彩的。 民间传统歌曲，多为触景生情，即兴演唱。有的

如高山 流水，自然悠扬，有的如击竹鸣玉，清丽动人；有的

如 排浪鼓石，节奏明快。显得粗犷、淳朴、细腻。 常见的乐

器有口弦琴、弓琴（方琴）、笛子、叶琴 （树叶）、杵乐、

臀板、竹鼓（鼓砍）、腰铃、脚铃、 口弦琴和鼻箫，常用于

青年男女恋爱中呼唤情人和传达 爱情。叶琴实际上是一片随

手摘取的阔叶树叶片，衔于 唇间便可吹奏出不少曲调。杵乐

是从舂米的木杵演变而 成。高山族人舂捣稻谷时，常在屋内

挖一洞穴，穴底放 一块石板，几名妇女环立四周，手持木杵

舂米。木杵碰 击石板，发出如钟似磬的音响，传播甚远。后

来人们用 长短粗细有别，高低不同音的木杵，奏出节奏不同

的乐 声，用它伴奏的歌曲称“杵歌”。用它演奏的乐曲为“ 

杵乐”。杵乐歌舞在高山族人民居住的地方非常盛行。 杵歌

还成为青年男女恋爱的纽带，许多美满姻缘就是在 杵乐声中

结下的。臀板是把一串竹管和铜壳垂于臀部， 与腰铃、脚铃

都是舞蹈者的道具和伴奏乐器。 高山族的舞蹈具有集体性的

特点，凡重大活动，都 有集体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在歌舞

聚会时，人们堆柴 点火，围火高歌豪饮。先是十来个青年人

款款起舞，并 唱序歌，渐入高亢激越，众人连臂合围，踏歌

欢舞，时 前时后，进退有致，间有齐声欢呼，场面非常热烈



。 近年来由于旅游事业的高度发展，许多到台湾观光 的游客

都前往高山族民俗村寨或旅游景点观看山胞们的 民俗与歌舞

表演。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