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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泰雅族傳統織布是完整呈獻原住民織布文化的重要一環，亦是發展部落特色的重要資源。編織發展至今仍十分的活躍，部

落中的推廣與教學，帶動了泰雅族人對傳統技藝的重視與瞭解，這些年政府單位大力推廣原住民織布，大量引進桌上型織

帶機或立式織機，雖然帶動傳統織布的脈絡化但也造成傳統織布技藝的式微，這樣的完整的演變是其他部落編織文化發展

的借鏡。 本研究主要是從泰雅族服飾織布活動做概略地介紹，以文獻分析、影像分析及田野研究等研究方法，文獻史料部

份為清代地方志、日治時代調查資料、總督府的原住民政策書類，分析歸納以下： 1.依據使用的材料、製作的工具、運用

的技術方法等，來探討傳統織布活動在賽德克族群中清流部落的發展脈絡與重要性。 2.探討部落織布工坊所帶來的變遷。

3.經由上述的討論，進而了解泰雅族中部落菁英與政府單位逐步展開文化復振與傳承，密集舉辦的傳統手工藝研習班，為

傳統織布尋找一條新出路，來達到部落裡傳統尋根、文化傳承的風潮。 關鍵字：原住民、泰雅族、清流部落、賽德克族群

、織布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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