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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張米枝——馬卡道族的巫師，眾人的响婆 

 

一、前言 

  最初發現自己擁有原住民身份，是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那時候，我根本

不知道原住民三個字代表的是什麼，只覺得自己得到了一個有別於班上其他同學

的新身分，覺得新奇，覺得很酷。隨著年齡的增長，我便開始主動的利用學校課

本以及課外書籍了解原住民各族，也燃起了我對原住民的豐富文化資產的濃厚興

趣。 

  媽媽的娘家位在屏東滿州鄉，是排灣族。雖然媽媽的娘家並非居住在部落，

但她總喜歡提起關於原住民的故事，而這次的社會實踐的起因，便是因為媽媽所

說的故事。米枝阿嬤為我舅舅的岳母，所以媽媽從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了米枝阿

嬤，她告訴我，米枝阿嬤是原住民的巫師，在當地非常的有名，而且常把她說得

有多神奇就有多神奇，因此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故想主動採訪米枝阿嬤一探究竟。 

  除此之外，近幾年隨著臺灣本土意識的興起，政府、媒體、民間團體等都越

來越重視原住民族的權益以及文化，這也才讓長久以來處於弱勢地位的原住民得

以受到大眾的關注，而我也才驚覺、想起自己的原住民身分，並開始主動關注原

住民議題，決定不再僅僅只是坐在沙發上「望著」原住民文化逐漸消逝，而是起

身「紀錄下」原住民文化的每一秒，並追求自我的身份認同。 

 

 

二、馬卡道族 

  馬卡道族為平埔族的分支之一，大多分布在屏東沿山地帶，靠近平地附近的

部落村庄，延至恆春半島。著名的族人有：臺灣職棒選手潘威倫，以及現任立法

院院長蘇嘉全。 

  然而，在長期漢化教育，以及高山族的不認同（高山族不認同平埔族是原住

民的一員）當中，大多馬卡道族的原住民都已遺忘自己的血緣；也有的馬卡道族

人不願承認自身為平埔族，擔心被受歧視；甚至也有許多馬卡道族人從小在排灣

族群中生長，反而誤以為自己為排灣族人，更或者自以為漢人。 

  至今，馬卡道族的文化大多已消失或被同化，然而，近幾年不少馬卡道族人

正在積極恢復傳統文化及祭典（夜季），並極力爭取認同與復名。馬卡道族人不

但希望政府能還給馬卡道族一個正義，讓馬卡道族正名、被受承認，也希望其他

原住民能夠接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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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卡道族的巫師，眾人的响婆 

 

（一） 潘張米枝 

  於民國 19 年出生於屏東縣滿州鄉長樂村，而後嫁到滿州鄉里德村，至今已

足 87 歲。擁有一半漢人、一半原住民（馬卡道族）血統，平常是使用閩南語與

人溝通，然馬卡道族屬於排灣族語群，故排灣族語為其母語，身份是馬卡道族的

巫師（閩南語稱為响婆）。擔任响婆至少四、五十年以上，受訪時津津樂道自己

被表揚為模範阿嬤。 

 

 

 

 

 

 

 

 

 

 

 

 

 

 

 

 

 

 

 

  我：「阿嬤在村裡的地位很大嗎？」 

  同我一起前去訪問响婆的舅舅替响婆回答：「當然很大啦！對於村民而言， 

  响婆是很重要的存在。無論大小事，大家第一個都會來找响婆幫忙。」 

  即使當地的原住民大多為上教會的基督徒，但對於他們而言，响婆仍然是重 

  要的存在，平常也會有是基督徒的原住民來找响婆幫忙。 

 

（二） 老祖 

  數十年前的某一天，潘張米枝喝著酒在海邊散步，後來她將酒瓶放在沙灘

上，在海邊採了東邊的柳樹葉以及芙蓉便準備折返回家。然而，原本晴空萬里的

天空突然驟變，馬上開始颳風、打雷、下豪雨，活像個颱風天，潘張米枝便急忙

伸手要拿起酒瓶趕緊回家，但是酒瓶卻再也拿不起來。在那一瞬間，酒瓶中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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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朝著潘張米枝說話，要求她成為响婆，並且要恭奉祂一輩子，當下潘張米枝只

好答應。後來，當天的酒瓶便被响婆恭奉在神桌上，被稱為酒矸仔神（酒瓶神），

近幾年响婆則將酒瓶改換成現在的酒甕，稱為「老祖」。 

 

 
▲上圖就是現在被响婆恭奉的酒甕，老祖。 

 

 

※「老祖」 

老祖可認定為「番仔神」，其實也就是平埔族的守護祖靈，屏東地區的平埔族

會稱祖靈為「老祖」，其他地區的平埔族則是稱之為「阿立祖」，祖靈沒有形體，

故不得塑造人像。除此之外，每年平埔族都會於老祖誕辰日舉行「老祖祭典」，

同時也因舉辦時間是在晚上，而被稱為「夜祭」。 

 

  我：「阿嬤，難道妳當下沒有想要拒絕當响婆嗎？」 

  响婆：「那個不能拒絕啦，拒絕的話會被靈作祟，人就會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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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紫竹宮 

  响婆目前住在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中簡單的平房，利用自家經營著紫竹宮，

神桌上恭奉著神明及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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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 

 

土地公 

 

觀音 

 

池府千歲 

 三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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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响婆 

  响婆擁有與神溝通的能力，同時能替人消災解厄，故無論是身體生病、事業

不順等，都可以前來請响婆幫忙替自己消災解厄，當然若無任何不順遂也是可以

來找响婆，响婆仍會為你祈福消災。而且，响婆對於有求者通常是來者不拒，相

當大方，無論你是原住民還是漢人，响婆都會用同樣的心、同樣的愛去對待每一

位來者。除了平常替人消災解厄之外，一旦到了老祖的誕辰，便是由响婆來主持

馬卡道族的老祖祭典。 

  然而，正式成為响婆之前，必然的要有一些先決條件。第一，在施行法術的

過程中都需全程使用族語；第二，必須發毒誓。响婆必須要發誓，所學、所用之

術法皆不可用之傷人、害人，否則不只自己會有天譴、報應，就連後代子孫皆會

為此連累受苦。 

  後來，响婆提到「無字天書」，無字天書不是一本書，而是無形的法器，响

婆會使用無字天書做向（做法、施法），才能順利請神來，而响婆也提到，若是

心存歹念的人想利用無字天書請神、做壞事，無字天書都會失效。但是，除了無

字天書這個無形法器之外，响婆也必須要有其他法器才能夠做向，分別是番石榴

葉、豬骨、螺錢、無患子、乾蒲瓜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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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三張圖皆為做向所需之法器。 

 

 

 

 

 

 

 

 

 

 

 

 

 

 

 

 

 

 

 

 

 

 

 

 

 

 

 

 

 

 

螺錢 

 無患子

子 

 

豬油、豬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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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的豬骨包含了豬的肩胛骨、大腿骨、髖骨…等。據响婆描述， 

這些豬骨都已經使用了數十年，但仍完好如初就像當初新的一樣。 

 

 

 

 

豬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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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番石榴葉上黃色一小坨的是豬油及豬肉末。响婆說，番石榴葉就好比 

  漢人在使用的紙錢，而中間黃色的豬油、豬肉末，則象徵著金箔，兩者加 

  起來就是漢人的金紙。 

 

  我：「阿嬤，當响婆是要靠學習嗎？還是靠機緣？天份會遺傳嗎？」 

  响婆：「這不是說想當就可以當的，成為响婆的天份不會遺傳，一切都是靠 

  天命，若有機會成為响婆，你就會成為响婆，沒辦法就算你求祂也是沒有用。」 

 

 

（四）做向(Palisi) 

  在開始做向之前，响婆會拿出法器依順序恭敬的擺在地上，等來者告知响婆

所要求的事物，等到一切都準備好後，响婆便會開始做向。 

 

 

※做向：「向」源自於馬卡道、西拉雅等族語，發音應為 hiang，有時解釋為「法

術」，因此「做向」即為「作法、施法」。Palisi：排灣語，「祭祀、祈禱」之意。 

 

番石榴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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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法器都已準備好，响婆便會將乾蒲瓜殼夾在雙腿之間，再將豬油抹在乾蒲

瓜殼上頭，並將無患子放在殼上開始順時鐘繞著表面摩擦，响婆會開始喃喃念著

咒語，這是一種「請神」的儀式，而解答將會出現在無患子上，當問題有所解答，

無患子便會停在蒲瓜殼上。 

乾蒲瓜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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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婆在一邊解釋一邊示範的時候，無患子多次都沒有停住，原本我還有些失 

  望，後來响婆突然不講話了，雙手扶著無患子繞個幾圈之後，最後無患子真 

  的停在乾蒲瓜殼上，當下讓我大開眼界，趕緊拿出相機拍下這一幕。而响婆 

  則跟我說，是祂看我特地來採訪，就特地要讓我見識看看，所以才會成功。 

 

  照規定農曆 12 月 24 日「送神日」到 1 月 15 日「元宵節」這段期間是不能

做向的，因為這段日子神會回天庭，倘若在這段期間做向、請神下凡幫忙，將會

打擾到神的休息，不只對之不敬還可能會引起神怒。 

  因為當天採訪的日子剛好是農曆 1 月初，所以响婆沒辦法真實呈現做向的過

程給我看，只能以動作示範的方式告訴我整個做向流程，但我對於做向還是有些

疑問，响婆也很樂意地跟我分享實例。 

  响婆說，若今天來的是一個生病的人，便會照上述的過程開始請神解答，當

無患子停在乾蒲瓜殼上，就代表有邪靈、魔鬼在當事人身邊作祟，响婆會邊念咒

語邊拿番石榴葉擦拭病人全身，最後再將番石榴葉灑在病人身上，就得以驅趕邪

靈、魔鬼。 

 

  我：「阿嬤，這真的有效嗎？」 

  响婆：「前幾天才有一個生病的來找我，一下就好了，妳覺得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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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以為傲的事蹟 

 

 

 

 

 

 

 

 

 

 

 

 

 

 

 

 

 

 

 

 

  有一次，山下的村莊內有一戶人家最近幾天鬧得雞犬不寧，原來是家裡有邪

靈作祟，於是那家人便請了道士到家裡淨化，沒想到家裡的情況並不樂觀，一個

道士竟然無法應付，於是那家人又再請了兩位道士來幫忙。然而，總共三名道士

一起作法卻還是無法處理家裡的邪靈，就在三名道士都作法作到汗流浹背、精神

上都快支撐不住的時候，說時遲那時快，响婆到場了，原來是隔壁鄰居看不下去，

乾脆上山恭請响婆幫忙，平常向來熱心助人、來者不拒的响婆當然一口答應，立

刻就下山來了。响婆一到場，便拿出法器開始做向，沒三兩下、輕輕鬆鬆地就解

決了這家人的困擾，村民們原本早就對响婆相當恭敬了，當日又看見三名道士不

如一個响婆，可見响婆的功力不在話下，村民各個連聲讚嘆，而累垮在一旁的三

名道士也不禁對响婆產生敬佩之意。 

  又有一次，响婆親戚的車被賊給偷走，在報警數個月毫無所獲後，轉而向响

婆請求協助，响婆於是拿出法器、喃喃念咒的開始做向，當時她施法請神明協尋

失竊車輛，响婆當下眼睛閉起，就在黑暗中看見失竊車輛的所在位置，告知親戚

後，確實也在那個地點找到了失竊的車輛。 

  响婆露出驕傲的表情表示：我是模範阿嬤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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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得 

  從以前，我就一直很喜歡臺灣宗教文化，我想或許是因為我很喜歡聽故事

吧！畢竟各個廟宇、神佛總是會有些神蹟奇事，而且臺灣少不了的是很多鄉野傳

奇，一個都比一個還要有趣。第一次聽到米枝阿嬤的事情，就讓我印象深刻，因

為原住民在臺灣一直是處於文化弱勢的狀態，更別說是原本人數就很稀少的原住

民巫師了，當我知道身邊就有著一位擁有臺灣瀕臨消失文化的人，我非常的興

奮、開心。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原住民的珍貴文化，當下的情緒非常激動，有一種「活

體歷史」又或者是「活化石」就在我眼前的感覺，我的眼睛、耳朵紛紛忙的一刻

都不能閒，急著想要記著响婆的身影、手法以及所說的每一句話；與此同時我也

很擔心，該不會這是最後一次了吧？就像响婆所說的，响婆文化並不是想要傳承

就能傳承，而是要有機緣，然而，時至今日也還未出現年輕的傳承者。 

  我想馬卡道族文化會傳承不易與社會變遷有關，隨著各個政府的統治、強硬

的政策下，不只馬卡道族的文化，其他各原住民族也是一樣，大多都已消失、瀕

臨，甚至被消磨殆盡，再加上與漢人的通婚、漢人的教育，以及部落年輕人的出

走，最終都難以傳承，面臨斷根。 

  或許馬卡道族的响婆文化已經難以再有傳人，但各地不少的學者、學生、文

史工作者都積極地在紀錄、維護著原住民傳統文化，政府、民間團體及部落本身

也開始著手進行文化復育等工作，就在我去採訪响婆當天的幾個月前，早有一組

高雄的研究生來過一趟了，而在此之前前去採訪响婆的人可說是數也數不清，今

日我能夠成為記錄响婆文化的其中一員，我感到非常榮幸。 

  最後，我要感謝米枝阿嬤接受我的採訪，阿嬤是好客、大方的人，但當天我

還是因為太緊張所以顯得很不安，儘管口中講著破爛臺語，但阿嬤還是很樂意與

我分享她的事情，甚至親身為我示範做向過程；再來我要感謝陪同我去找米枝阿

嬤的舅舅，謝謝舅舅幫忙我用臺語轉述我要問的事情，再用國語解釋給我聽，否

則這趟採訪不會這麼順利；還要感謝幫我連絡米枝阿嬤、安排一切行程的表姐，

謝謝妳願意特地請假陪我返屏東一趟，雖然最後仍是因公事無法抽身，但還是謝

謝妳。 

  最後我要感謝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給了我這次的機會去做這次的採訪，不只

如此，還有補助能讓學生不必為費用煩惱。最一開始有參加社會實踐的想法，是

來自於大一上學期的社會實踐報告講座，看著學長姐們俐落的報告讓我不禁問自

己：我也可以做到嗎？經過這次的社會實踐，儘管全程並非都盡善盡美，但我想

最後的答案仍然是：YES！我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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