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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社夜祭動態影像畫面

族語復振成果展示

論壇與培力成果展示

計畫相關印刷品展示

歷年輔導成果分佈地圖

本次展區共分為五個區域：

- 輔導各聚落成果靜態展示
介紹本年度輔導之聚落執行之相關內容、產出之衍生物與記錄影像。

- 族語復振成果展示
介紹歷年來臺南市政府輔導各協會推行西拉雅族語復振之相關成果影像。

- 論壇與培力課程成果展示
介紹本年度計畫舉辦之學術論壇、培力課程成果。

- 歷年輔導成果分佈地圖
介紹臺南市內各西拉雅聚落、大武壠族聚落、洪雅族聚落參與計畫之分佈情形。

- 計畫相關印刷品展示：
展示歷年計畫中，直接與間接推動產出之相關出版品與文宣。



頭 社 部 落 是 臺 南 地 區 相 當 有 名 的 西 拉 雅 族 夜 祭 的 所 在 地，在
�� 世紀初，曾文溪為臺南平原進入山區玉井盆地的唯一交通
要道，而頭社里是此交通要道的第一隘口，故稱「頭社」。

由 於 頭 社 為 丘 陵 地 帶，形 成 了 許 多 小 空 間 的 生 存 地 帶，也 提
供西拉雅族各社遷入頭社時獨立發展的部落。

頭 社 的 西 拉 雅 族 神 祇 主 要 是 神 職 人 員 法 力 來 源 的 老 君 ( 非 道
教太上李老君 ) 及部落主神太祖。每年農曆 �� 月 ��-�� 日
是 頭 社 太 祖 夜 祭 年 度 祭 典，祭 典 場 面 盛 大，是 西 拉 雅 族 祭 典
中 的 代 表 之 一。頭 社 太 祖 夜 祭 融 合 了 西 拉 雅 族 的 宗 教 信 仰 與
漢 人 民 間 信 仰 的 文 化，如 此 特 別 的 文 化 祭 典，總 是 吸 引 學 者
、民眾前來參觀，是臺南地區西拉雅信仰的重要活動。

隙仔口位於山上區的西南側，行政區域隸屬於豐德里，與左鎮、
新化、新市交界，當代口訪及文獻上都顯示這裡是西拉雅族新港
社民從舊社（今新市區社內里）遷徙到丘陵地區所建立的分社。
後代縣民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整個山上區有 ��� 人登記，推斷都
是隙仔口的西拉雅族居多。

隙仔口的信仰文化在日治到戰後約 �� 年代，一直保佑相當豐富
的祭典文化，許多學者採集西拉雅族的信仰，都常到這裡拜訪耆
老。

但是近年來因為認同的流失，使得原本豐富的隙仔口太祖信仰產
生變化，這幾年族人亟欲恢復傳統的夜祭活動，找來頭社的神職
人員協助，祭典有趨向頭社化，但文獻中所描述的隙仔口祭典是
跟現在樣貌相去甚遠。

「六重溪」泛指六重溪沿溪數個部落的總稱，以「六重溪」為最
大的本部落，荷蘭時期即有少部份自大內頭社的大武壠社人被
派住此處，清乾隆中葉，「大武壠」遷徙地楠西、玉井再次派駐
至 六 重 溪 屯 守，故 史 稱 為 大 武壠派 社。日 治 時 期「焦 吧 哖 事 件
」後，一 些 避 難 的 大 武壠社、茄 拔 社 民 再 次 遷 徙 至 此，再 加 上
一些入山定居漢人，組成現在的六重溪，其中平埔部落主要分
布在三重溪部落以東的六重溪河谷。

祭 典 部 分，六 重 溪「太 祖 五 姊 妹」夜 祭，祭 儀 主 要 由 尪 姨 主 持
，過 程 中 有 請 神、獻 豬、點 豬、牽 曲 與 翻 豬 禮。六 重 溪 的 祭 典
中斷約五十年之久，後來才在地方人士及學者的努力下，以老
人家的片段記憶做為線索，終於將失傳的六首牽曲拼湊出其中
的三首，也在 ���� 年恢復夜祭儀式。

口埤的地名由來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地處虎頭埤上游集水區入
口處而得名、另一說則是此處有數座水埤，今慈善寺有一座，
稱為「內口埤」，該寺西側約 ��� 公尺的公車站牌處有另一座
，稱 為「外 口 埤」，但 這 兩 座 水 埤 都 已 經 被 填 平，口 埤 之 名 從
此而來。

口埤的西拉雅族人大都是基督教徒，���� 年前口埤的信徒都
要長途跋涉到左鎮澄山（山豹）或新化市區做禮拜，後來口埤
教友穆萬得提供茅草屋一間做為聚會之用，於 ���� 年分設口
埤支會。後來穆萬得進一步捐出土地，於 ���� 年完成首次建
堂，重建後的禮拜堂歷經多次大地震，至 ���� 年有感不堪使
用，由 第 一 任 牧 師 蕭 棋 田 領 導 下 重 建 禮 拜 堂 及 牧 師 館，直 至
���� 年完竣。

拔馬部落行政區域隸屬於左鎮區中正里及左鎮里，為左鎮中心
區域，也是早期西拉雅族人在左鎮地區最早開發的地方。拔馬
為古早左鎮的地名，這裡也一處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知名的百
年教會：馬雅各醫生 ���� 年在此設教的拔馬教會，後來改名
為左鎮教會，教徒絕大部分是當地的西拉雅族新港社族人。另
外，在 這 裡 也 有 著 傳 統 的 西 拉 雅 祖 靈 信 仰「公 廨」的 存 在，分
別是位於摔死猴的中興公厝前的「太祖媽祠」、左鎮國中附近的

「口社寮阿立祖壇」。

拔馬部落裡有著古老的西拉雅族信仰文化與 ��� 年的基督教信
仰並存，都是目前族人的兩個不同信仰體系，再加上此地族人
人口眾多、集中，有許多的傳統文化存留，如 : 狩獵文化、植
物 生 態、飲 食 文 化、傳 統 工 藝 等，其 文 化 底 蘊 豐 富 相 當 具 有 潛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