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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世界各國對於原住民族傳統生態智慧的紀錄與研究皆有著顯著的成長，而狩獵行

為對於一般民眾而言仍有多數的不解，但過去之狩獵實為一整套的文化行為；另一方面則是

對於傳統與當代狩獵的區別，但以歷史文獻與訪談紀錄得知狩獵行為是隨著時間的演進而逐

漸改變，故並非有一個時間點來做傳統與當代的分界線。 

  就傳統狩獵而言，一個獵人從小即開始學習獵場相關知識、動植物與地形地貌的熟悉，

而每一個族群的狩獵模式，組織狀態與獵場分配等稍有差異，但皆能有一套完整的獵人養成

途徑，同時一個優秀的獵人不僅只有狩獵，還必須要學習野外生活技能、狩獵禁忌與工藝、

獵物分配分享與盡部落責任等，才能是一位受敬重的獵人。 

  而當今狩獵狀況因受時代演進，社經地位的改變、道路的興建與平地化，導致當代狩獵

模式與保育之間產生了些許對立，此部分仍須仰賴現代科學的輔助，同時輔以部落的自主管

理，方能達成狩獵文化保存與保育團體間的對話空間。 

  台灣的登山史上其實與狩獵行為有著密切的關聯，從早期的探查高山到後期的探勘式登

山，都有仰賴獵路的輔助，故透過本文讓登山客們知悉並理解台灣原住民族的山林狩獵文化

與登山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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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各原住民族與大自然間互動關係，在近年來一直是一個頗受重視的議題，美國學者

Harold C. Conklin 在研究了菲律賓 Hanunoo 族對於其農業、慶典與節日間所利用的各式動植

物，並觀察到該族獨有的植物分類系統，故於 1954 年提出了民族生態學理論，它結合了民族

植物學、民族動物學以及民族昆蟲學等學理，綜觀了人類對於大自然間密切且相互依賴的關

係，這種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的後續研究與整理，也影響了近年來保育與永續利用等觀念

與做法，故傳統生態智慧的紀錄、保存與延續也因此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與持續研究。 

  台灣各原住民族因為較晚接觸到東、西方之文化與社會，故仍多保留了對於傳統生態智

慧上的知識，其中便包括了「狩獵」一事，狩獵其實是一整套的文化行為，它不僅綜合了上

述的民族動物學與民族植物學外，更包括民族地理概念、生態哲學與土地倫理、人類與社會

相關科學等概念，蘊含著非常有深度的內涵在行為之中，而非一般民眾只看到的獵殺與食用

等表象。 

  但也因狩獵行為涉及了保育相關之議題，故在台灣關於原住民狩獵與獵槍使用總是引起

了不小的對立言論，甚至在數度由政府相關單位召開的狩獵與保育議題會議時，雙方都有著

激烈的言語交鋒，但是雙方的立場往往並無對等，故數次的會議中針對原民團體與保育團體

間之對話，可說是完全沒有掌握到焦點，只能各自以其立場發言，但若以國外較為成熟的案

例而言，狩獵一事仍舊是須以一套完整的法令作為基準，同時輔有專業性的科學監測制度、

以及原住民族內部自我的管理與約束，方能有機會達到維護原住民傳統狩獵文化智慧、同時

兼顧到生態保育與永續利用的雙贏局面。 

  而台灣的登山活動雖然與原住民族狩獵並無太多關聯，但登山發展史上則與狩獵事務息

息相關，早在日治時代的山林學術調查中，各學者幾乎都是透過各族群的獵人帶領之下，方

能進行人類學、地理學與動植物相關自然科學的調查，進而透過部分的獵路改變成為登山步

道，而國民政府時代後，從早期台灣登山界四大天王的登山紀錄中，仍能清楚得知不僅常請

原住民獵人帶路以外，許多探查山岳的路線也是透過既有的獵路，省略了可能要花費相當之

氣力方能抵達山頂的歷程，甚至在近 20 年的部分探勘團體之記錄下，找尋獵路取代難走的地

形更是基本功之一，但因為這一年來因疫情關係導致登山風氣盛行，但與獵人或獵路最相關

的「山岳探勘」卻更顯孤寂，故希望透過本文來讓大眾理解狩獵與登山、狩獵文化與當代之

衝突等議題，讓登山人能夠從登山過程中多一些對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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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傳統狩獵」與「當代狩獵」？ 
  提到狩獵，一般社會上最多質疑的是何謂「傳統狩獵」，對於研究者來說，傳統狩獵一詞

多是指從過去的歷史文獻中、以及當今對於各族群耆老與文化工作者之訪談所得的紀錄與狩

獵概況，而當代狩獵則是指受到現代社會的工作型態、宗教信仰與地區發展程度而衍生的狩

獵行為，但是所謂的傳統與當代，並沒有絕對的時間點來做分割，以槍枝狩獵使用的範例來

說，台灣原住民族使用槍枝的年代已經有兩百餘年的歷史，兩百年至今來說是傳統亦或是現

代並無定論，且槍枝的使用早已融入到各族群文化中（例如布農族的獵前祭槍歌），故並非如

平地民眾所言：使用陷阱的才叫做傳統，使用槍枝則為現代。 

  再者，狩獵文化是隨著時間的演進而不斷地變動，不同的族群間之交流會增加些許的變

化，再加上與外來執政者的接觸後，較為現代的器具（如鋼製套所、麻繩、打火機、噴燈等）

也隨之進入部落而被應用在狩獵之上，這應視為狩獵文化隨時代改變的演進，狩獵意義與內

涵也因此而演進，而不是一分為二的以狩獵器具或方式來區分傳統與現代。 

  另外對於狩獵領域的變遷也同前述，因部落遷徙過程或是部落或族群間衝突，狩獵領域

的變化也不斷的變更，而自日治時代後的集團移住政策到國民政府時代的遷村，也導致部落

間之狩獵領域流失或變動，隨著時代的演進，道路的建設與其他產業的發展，更讓狩獵形式

產生變化，如共同獵區的增加、或是狩獵時間、路線與地點的限制都因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改

變，故並無法以某一個時段來區分傳統與現代。 

傳統狩獵文化 
  本文所指的傳統狩獵文化是以文獻紀錄與耆老口傳訪談來做敘述，主要是指過去的狩獵

記憶、狩獵的方式、獵區的劃分、狩獵器具的使用與各式狩獵禁忌來做說明，故以下逐步將

一個獵人的培養與成長略述如下： 

一、獵人的養成 

  在過去的部落中，一個男孩自小就會跟著父執輩前往山林中探索，不僅是在生活中學習

農耕、採集等事務，同時更是透過野外的經歷去熟悉狩獵知識，舉凡領域內的地形地貌、溪

流水源、動植物種類等都是透過跟隨長輩前往山林時逐漸熟悉，另外狩獵器具的部分如小型

陷阱、石板陷阱、套鳥陷阱、彈弓製作與刀具使用等也必須逐步接觸與熟捻，透過一而再再

而三的入山歷程，逐漸內化到一個男孩的成長歷程中。 

  到了青少年而至青年的階段對於狩獵已經具備了相當程度的認識與歷練，但是此時就必

須開始接觸更進一步的學習，例如各家族或氏族的獵場分配、狩獵的規範與禁忌、同時也開

始做更精細複雜的陷阱，而此時學習的狩獵概念也開始增加與非家族成員共同進行討論，透

過與他人或是其他家族的協商與合作，讓成長中的男孩能更加熟悉部落狩獵活動的運作，而

有的族群則是經過集會所制度的訓練進行集體的狩獵經驗與技能傳承，同時也為自己成年時

所需的儀式做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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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歷過上述歷程後，一個男孩透過成年儀式成為部落裡真正的男人，這也代表著未來

任何一個男人所進行的狩獵活動後，所有的成就或是功績開始加諸在自己身上，同時可以擁

有一些獵人所屬的加持，例如羽毛、山豬獠牙等，同時在自己的家中也可以擺飾自己所獵的

獵物頭骨等，這是一種榮耀的表現，但是此時除了前述種種的技能與經驗外，更重要的是要

理解並學習獵物的分享，這也是一個部落優秀獵人所必須承擔的責任。 

二、狩獵相關事務 

  對於非原住民族的外界而言，一聽到狩獵行為往往只會聯想到獵殺與食用，但狩獵過程

前後所有事物卻是一無所知，而在傳統獵人從事的狩獵行為中，其實包括了許多不為外人所

知的知識與技能，這些都是族群文化傳承的部分，同時更兼具了當代的生態保育與保護區的

概念於其中，茲舉例如下： 

1. 獵場熟悉 

  對於傳統領域內的獵場，各族群都會有其管理與保護的措施，獵場的使用權部分也分為

集體主權以及氏族分配亦或是個人所屬等方式，而身為一個獵人，必須很理解獵場的管理分

配方式，以及傳統領域內何處是禁獵區（例如神聖領域或是禁忌區域，如魯凱人將大鬼湖與

小鬼湖列為禁獵領域，即為類似保護區之概念）等，同時對於所屬獵場內的山川、河流、地

形與地貌、水源、重要植物種類分布等也都必須很清楚，如此才不容易於狩獵途中發生意外，

同時更能掌握野生動物出現的機率，增加獵獲的比例。 

2. 狩獵組織 

  在過去的狩獵歷程中，會有個人獵與團體獵等兩種方式，團體獵的組成又可分為小團體

（約 2-5 人不等）以及部落中有大事時需要的大型團獵活動，所以一個獵人不僅僅會自己一

人前往山林狩獵，培養自己的獨立性與能力以外，更需要理解團獵時自己所處的地位與任務，

不可擅自自作主張與任性而為，合作狩獵的同時也能培養每一位獵人的人格與團隊精神，例

如泰雅族過去有「獵團」組織，除了共享獵場以外，也必須負責分工來做獵場的守護，所以

是一種部落共同體的概念。 

3. 狩獵方式 

  原住民各族過往狩獵方式非常多樣化，各族群也有一些自己的狩獵方式或是時間，每個

獵人除了必須學會自己的狩獵方式如各式陷阱的取材與製作、獵槍的製作與使用外，同時也

要與其他獵人共同學習團獵的時狩獵方式，或是與獵犬搭配的默契等，更要知悉獵物的習性，

才能讓狩獵的成效增加，故一個獵人的養成，也必須對於各式狩獵方法熟悉，並配合地形地

貌與植群分布來設計出最好的狩獵方式。 

4. 狩獵規範與禁忌 

  關於狩獵規範與禁忌部分，嚴格來說應屬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因過去的狩獵行為實有

其神聖性，故有著諸多的禁忌行為與內部規範，身為一位獵人，必須清楚了解各項狩獵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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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與禁忌，舉凡出獵前的夢占、祭告祖靈祈福等，到出獵時的鳥占等信仰皆必須理解與

遵守，而出獵的規範與禁忌更是繁複，各族群雖有不一，但是皆須嚴格遵守之，例如需在狩

獵季節才可前往狩獵、懷孕動物與未成年動物與不打、出獵前不可與家人有紛爭、不可提前

與其他人言明欲前往狩獵之事，更不能直言想打之獵物或數量、狩獵過程中不可放屁、打噴

嚏，不可吵架，家有喪事者不可參與狩獵……等皆是，另外不可以前往禁獵區域狩獵，以及偷

盜別人的獵物、破壞他人獵具等都是禁止的，所以出獵前後犯下這些禁忌者輕則受傷，重者

不僅可能會致使生命喪失，甚至影響到自己家族之人，不可不慎，這些傳統禁忌與規範若以

當代眼光來解釋，則類似法律條文或部落規約般，避免過度狩獵造成動物族群衰退，但過去

的獵人卻以此無形的力量達到了生態保育的成效。 

5. 狩獵工藝技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狩獵也同這句話，一位成熟的獵人，必須會自己自製狩獵

相關物品，例如傳統使用的弓箭、刀與製作刀柄的材質選擇與製作、槍的製作等事，另外到

了遠離部落的獵場，獵人必須會因地制宜的善用各式物品搭建獵寮，包括簡易獵寮與可以長

住且堅固的獵寮，遇到困難地形時須就地取材，架設簡易梯子或是簡易橋梁以渡過地形，到

了適合的地點，獵人必須會精巧的架設陷阱，這些陷阱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要符合實際的需

求，符合當下可使用的植物種類，當有了收穫，必須要有獵袋或背籃可背負獵物，故獵人平

日也必須學會獵袋的製作，這些事情都足以顯示一個獵人的養成，在工藝與巧思部分也必須

要兼備，才能夠對應各種狩獵時可能會遇到的狀況，並拿出最適合自己製作的工具來面對。 

6. 動植物習性與特性理解 

  獵人除了對於前述諸項必須非常熟悉與遵守以外，到了野外若是對動植物完全不熟悉，

也無法有太多的收穫，所以一個好的獵人必須對於動物的習性與植物的特性要有足夠的認識，

例如獸徑的判斷、各種動物的繁殖季節、獵物常去的地方、各種獵物喜愛的植物種類與食用

方式、高低海拔各式動物出現的季節與頻率等，獵人都必須非常清楚；而對於植物的使用也

屬重要的一環，例如何種植物適合拿來做吊子的支撐木、何種樹種較容易生火、何種果實可

以拿來當獵物誘餌等，哪些植物可以用來果腹、何種樹種適合做獵寮或是簡易木梯等等，這

些都算是優秀獵人的基本常識，都是從小就慢慢學習，更是狩獵過程中必備的知識。 

7. 獵物處理與分配 

  在過去的年代，獵人往往會花近一星期的時間前往深山獵場狩獵，但是若祖靈眷顧，獵

到許多動物的話，又要如何在現場處理？回到部落後的分享方式又該如何？這也是獵人必須

要熟悉的項目，一般來說過去若在遠地獵到大型獵物，距離部落又遠時，則會先處理內臟，

再來則用各式方法保存獸肉，各族都有其方式，例如可以燻乾方式將肉製成肉乾，以方便攜

帶；另外也有使用鹽巴醃漬，此為獵物較不新鮮時可使用。回到部落後也可進一步處理，例

如製成醃肉（加鹽巴以及加米後保存），一段時間後即可食用，這些都是獵人針對獵物處理時



 
 

 
 

216 展望山岳新視界·探索×融合×深耕 

所必備的技術。 

  至於獵物的分配部分，過去各族群重視長幼，故獵物帶回部落後，獵人必須清楚地知道

獵物的分配模式，通常都會先分配給部落的長者以示尊重，再來則是一同狩獵的獵人，第三

則是部落的婦女與小孩或是部落其他較無狩獵能力之人，如果狩獵過程中是有攜帶獵犬協助

的，當然也必須要給予獵犬獎賞，在這個獵物分配的過程中也顯示了優秀獵人所承擔的社會

責任，故善於狩獵與樂於分享的獵人是有著榮耀與地位的。 

當代狩獵 
  隨著時代的演進，執政者的更替以及整體國家制度取代了各族群與部落分治的狀況，當

代狩獵的模式也與過去文獻與訪談紀錄中有了非常大之改變，但仍有一些族人在環境動盪的

過程中堅守部分傳統的狩獵精神與做法，故本節將會討論到當代狩獵與傳統的差異、以及當

代狩獵衍生出的一些狀況與未來因應模式參考。 

  過去部落所屬的傳統領域內，皆有可能是各家族的狩獵區域，所以傳統獵人若是出門狩

獵，最長可能會長達近一星期甚至更多，除了進行狩獵外，也可守護部落的傳統領域不至於

被其他族群或部落侵犯，出門前後也被各式占卜與禁忌所限制，使的野生動物可以休生養息，

但是目前現在的狩獵模式，則多停留在 3 天之內，同時地點也被限制在部落附近，甚至一個

晚上在馬路兩旁則可進行狩獵，從原本的「面型狩獵」轉變成「線型狩獵」，原因則是因為現

在的獵人也必需要工作，需農閒時間方可安排獵程，甚至有獵人是在都市工作，假日才回來

成為「假日獵人」，因此傳統領域內深山的獵路消失或是其他因素（如盜伐者佔據）而鮮少前

往，狩獵前後的各式占卜與禁忌也有部分不再遵守（此部分與外來宗教信仰有關），這也是傳

統與當代狩獵最顯而易見不同的地方，以下將造成差異與試行解決方式略述如後： 

一、動物相關法令之制定 

  大約荷鄭時期後，台灣原住民諸族的土地權即受到外來政權的影響而逐漸流失，日治時

代以至國民政府時代，土地所有權更限縮在原住民保留地，傳統領域內的狩獵活動也被迫改

變型態，但由於外來文化與經濟體系的進入部落，導致 20 世紀近末期部落狩獵因強勢外來經

濟因素變質，山產店盛行，故 1989 年政府公布了「野生動物保育法」，並在隨後幾年陸續做

了修正與補充，野保法雖然有效地讓野生動物逐漸地恢復，但是對於一直遵守著傳統狩獵規

範的獵人來說，野保法的制定並沒有將過去原住民的狩獵規範與智慧列入參考，制定時更忽

略了原民族的意見，導致在法令層面並不符合傳統狩獵與獵物間的動態平衡關係，更無法管

理當代狩獵現況，許多獵人除了不清楚法條內容，也有因部分法令與傳統禁忌相牴觸而不願

遵守的情形，故近年來部分學者與林務局各林管處長期與部落合作，希望能透過科學研究，

納入族人觀點，並斟酌現行狩獵現況來做修正（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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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19 年執行原住民狩獵自主管理計畫列表 
管理處 計 畫 名 稱 族 別 試辦地區/部落 

羅東處 

宜蘭縣原住民族狩獵輔導計畫暨狩獵區內野生動

物資源監測計畫 
泰雅族 宜蘭縣大同鄉 

澳花村德卡倫部落狩獵自主管理制度建立暨現況

調查之整合性研究計畫 
泰雅族 宜蘭縣南澳鄉 

新竹處 
泰雅族傳統狩獵區域內中大型哺乳動物監測資源

計畫—以桃園復興三光部落與新竹尖石梅嘎浪部

落為例 
泰雅族 

桃園復興三光部落集

新竹尖石梅嘎浪部落 

東勢處 
台中市八仙山地區原住民族因應傳統文化與祭儀

狩獵中大型哺乳動物之族群監測與經營管理 
泰雅族 

台中市和平區（哈崙

台、斯可巴、松鶴、裡

冷） 

南投處 
丹大地區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模式建立及族群

監測計畫 
布農族 南縣信義鄉雙龍部落 

嘉義處 
嘉義縣阿里山鄉鄒族原住民自主款理機制輔導與

研究 
鄒 族 嘉義縣阿里山鄉 

屏東處 
屏東縣來義鄉排灣族傳統領域之中大型鳥獸族群

監測及狩獵管理計畫 
排灣族 屏東縣來義鄉 

台東處 
台東縣卑南鄉卡大地布部落中大型哺乳動物相對

豐度與分部調查暨部落傳統文化祭儀中野生動物

之利用及狩獵範圍之探討 
卑南族 

台東縣卑南鄉卡大地

布部落 

花蓮處 

花蓮縣原住民族地區豐南部落野生動植物治理示

範計畫 
阿美族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

吉拉米代部落 
原住民族漁獵治理現況與自主管理的發展—花蓮

太魯閣族近代獵場的空間生態學與自主管理架構

建立 
太魯閣族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部

落 

二、保育觀念興起 

  20 世紀末期左右保育概念逐漸興盛，對於台灣野生動物的關注也受到重視，首當其衝注

意到的問題，即是前述的原住民族狩獵問題以及森林砍伐、棲地破壞等問題，因在該段時間

除了前述的獵捕販賣問題以外，早年的林業伐木政策、以及棲地破壞、道路開發與觀光發展

等也都是造成野生動物族群不穩定的原因，另外 1991 年後政府決定全面禁伐天然林，加上野

生動物保育法的制定與實施，保育觀念更進一步影響到 21 世紀後的民眾，但部分對原住民深

度狩獵文化並未理解的保育人士、以及站在人道立場認為動物生命不該如此被終結的人士則

始終對於原住民狩獵有著諸多的意見，加上長年以來仍有部分族人在狩獵上並不遵守傳統的

約束與禁忌，導致數次狩獵與保育相關會議中雙方皆無法有共識，但保育團體中也仍有較願

意與部落對話的人士，同時希望透過未來有更健全的法令來達成對獵人文化、以及對生態保

育都能達到雙贏的目標。 

三、殖民觀點下的狩獵文化 

  從前文得知，狩獵文化因受到外來政權與經濟體系的影響下，導致部分獵人的狩獵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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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獵物收穫逐漸成為經濟型的商品，狩獵行為也被汙名化而成為只有獵殺與買賣食用，而此

時主流社會亦會將其認定的意識形態強加諸在原住民族狩獵活動，即使在當下仍有一些老獵

人是一直堅持著祖訓進行狩獵，但仍敵不過強勢主流文化的認知，於是狩獵行為便不斷地在

社會上被貼上是「動物消失」，「生態殺手」的標籤；另一方面則必須面對以人道與生命權為

優先的人道主義者，這類人士對於外界常言現代社會若要食肉，則可前往平地市場購買即可，

並提出狩獵仍為殺生，並非是文明的行為等言論，但這些論點無異是一種強勢文化強加於原

民族身上，並不斷塑造原住民族與動物間過去的種種互動視為一種不文明的陋習，但從過去

國際上強勢民族對待原住民族的觀點，以及上述台灣的原住民族處境來看，就是一種以殖民

觀點來解釋各族群的狩獵文化，絲毫未考慮到原住民族的文化權，更無視幾百年以來各族群

獵人狩獵與動物生存間達成動態平衡的知識體系，所以筆者常聽到各族群的耆老對於過往與

當今各掌權者擅自解釋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時，皆表示無法接受卻又無可奈何，對於如何撕

下這個汙名化的標籤仍有一段辛苦的路需要去面對與解決。 

  另外一個讓原住民獵人揹上黑鍋的狀況則是平地籍獵人的出現，部分平地籍獵人的裝備

甚至比原住民族獵人要佳，同時也一樣前往山區進行狩獵，但若媒體一旦報導該地區狩獵事

件出來，大眾往往第一時間又直接聯想到是原住民獵人所為，筆者在進行狩獵自主管理案時

便常常聽聞或偶而目擊平地籍獵人狩獵一事，故也在此文中舉出此等事件，其實並非所有狩

獵事件皆與原住民獵人有關。 

四、族人的自我檢討 

  但若從部落目前的現況來討論狩獵一事，其實造成上述汙名化的原因也仍有部分必須歸

咎於一些不遵守部落傳統與禁忌的族人，筆者走訪各族群多年，在面對眾多經驗豐富的耆老

獵人時，他們總是會說這些亂打獵的人並不適合被稱為獵人，而只是些「愛打獵的人」，且通

常是以年輕族群居多，也有少數中年以上族人，但這些人大多數仍以槍獵為主，即使部落族

人勸說但也依舊為之，這些人將狩獵行為當成是休閒遊憩般，也是造成保育團體始終抓著辮

子不放的地方，連帶影響到一直遵守部落規範的獵人名聲，以下即是目前部落中較常見到的

不當狩獵行為： 

1. 不按季節，想打就去打。 

2. 不限數量，有時候早超過所能背負的量。 

3. 見到獵物不管成體幼體皆打，甚至懷孕的也打。 

4. 困難地形照打獵物，卻因地形關係無法撿拾獵物。 

5. 回到部落炫耀打獵後的收穫情形。 

6. 仍有少數獵物收穫有販售行為。 

  以上情形並非在每個部落皆如此，但當我們要探討狩獵傳統文化以及生態保育間之關係

時，就必須真實地把各族群部分部落仍存在的不遵守規範的狩獵行徑也一併討論，這些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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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殺與食用的行徑除了傷害了自己族群的狩獵文化、更讓狩獵行為背上黑鍋而不斷地受到外

界放大審視，對於部落裡那些嚴守規範的獵人們來說，真的是一種巨大的傷害，當我們與族

人一起疾呼外界能真正認識狩獵深層內涵的同時，我們更要呼籲族群內部的這些「愛打獵的

人」能願意放下現在的濫打行為，喚回文化認同，重新與耆老們學習真正的獵人文化，才夠

資格被稱為「獵人」。 

五、狩獵自主管理 

  針對目前法令對於當代狩獵現況的不足、外界對於狩獵文化的誤解、以及部落內部分不

守規範的狩獵狀況，林務局結合了各學術單位在全台數個部落內進行「狩獵自主管理」計畫，

期待透過學術性的調查與研究，建立部落獵場內的野生動物科學性監測機制，同時鼓勵在地

族人共同參與動物資源監測，累積幾年的資料後可較為掌握基礎動物的族群資訊如密度、族

群動態、分布區域等，獵人部分則在部落內建立狩獵回報機制，提供每次的狩獵量紀錄與回

報，掌握狩獵量後再進一步與上述科學監測內容做比對，分析其對動物族群動態的影響等，

若能得到某部落對於某種獵物的每年永續使用量，則可維持該獵物在每年的合理狩獵量，獵

物也可以永續利用，若科學監測下發現某獵物數量出現頻度減少，則部落內部就要針對該獵

物進行狩獵上的調整，以期能讓該獵物在隔年逐步恢復，另外針對一級保育類動物之保護，

即開始推廣精準式獵具到參與計畫之部落，讓獵具能避免掉珍稀動物被捕捉的機率。 

  目前全台已有數個部落或是族群已透過該計畫成立了狩獵或是獵人協會等組織，例如鄒

族的鄒族獵人協會、排灣族的屏東縣來義鄉傳統狩獵文化協會、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

協會……等，同時也擬定了屬於自己的部落或族群狩獵規約，這些協會的成立，代表著部落內

部對於狩獵文化的振興、傳承都有共識，同時希望透過協會的努力，讓部落內的狩獵能結合

科學，同時逐漸影響年輕一代的獵人走入傳統狩獵精神，另外協會的成立也可以健全內部共

識，協同政府相關部門與保育團體展開對談，減少彼此的認知差異，希望能在對等的地位上

彼此理解，搭配法令的修正，找出最符合當代狩獵現況與資源永續使用最佳的共識。 

登山過程與狩獵之關聯 
  綜觀台灣的登山史，日治時代即有許多動植物與人類學者的登山歷程是商請原住民族獵

人帶路，部分路段也沿用了獵路，而國民政府時代後，「台灣省山岳會」於 1947 年成立，剛

開始仍延續了日治時代已走出的幾條主要山峰的登山路線，隨後被岳界尊稱為四大天王的邢

天正、蔡景璋、林文安、丁同三等以及同期的前輩們開始探查台灣的其他高山，那段時間幾

乎都是請原住民族獵人帶路，故獵路使用的頻率頗高，但原住民族之獵路通常只為進行狩獵

或是領域巡視，少有直通山頂的獵路，不過山林探勘前段路程仍藉由獵路的便利性而省去不

少困難，但隨著獵人因時代改變愈來愈少前往深山中進行狩獵，部分登臨高山的路徑便荒廢

而改由後來登山人新闢的稜線路來登頂，直至現在的高山路徑就少有再度變更。 

  隨著台灣高山路徑的持續穩定後，部分登山人士轉而開始探查冷門的中級山岳、以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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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探查等，此時獵路的使用再度受到重視，欲進行探勘者往往會事先前往部落訪談獵人關

於獵路使用情形，甚至請獵人前往帶路，也因此促成台灣山區古道調查結果與中級山岳探勘

的成就達到另一境界，故台灣的登山活動雖然與狩獵行為較無直接關聯，但卻仍透過與狩獵

最有密切關係的獵人與獵路使用，方能達到現在登山風氣盛行的成就。 

結論 

一、獵人的生態智慧 
  針對當代狩獵現況而言，早期傳統狩獵的許多方式與禁忌都已不再執行與遵守，但仍有

許多精神存在現在的獵人身上，而我們需要與部落族人合作的就是找回那些快消逝的記憶，

希望能將狩獵的生態智慧繼續傳達下去，以下做一簡單的敘述： 

  1. 禁忌與神話：傳統狩獵禁忌與神話，以現代觀點來說就是維繫了獵人與獵物間的動態

平衡，讓獵人不至於每一次都能順利進行狩獵，其實就是讓動物有著相當程度的喘息機會。 

  2. 聖地與禁忌之地：在許多族群的口傳敘述中，有一些地區是神聖的、或是有禁忌的，

對於這些地區，任何獵人都不能前往狩獵，這就是現代保護區的概念，讓動物能在這些區域

休生養息。 

  3. 狩獵季與非狩獵季：通常非狩獵季都在春末、夏季左右，初秋則開始做狩獵前之準備，

這種做法是讓動物能保有繁殖季，這樣未來才會有永續的獵物可使用；另外若夏季狩獵，獵

物較容易腐敗生菌，將會浪費動物生命與糧食，故秋末、冬季到初春狩獵的話，獵物利用程

度才能大幅提升。 

  4. 獵場分配：各族群或部落多會有不盡相同的獵場分配方式，但是獵場的使用若無適度

管理，可能會造成善獵者過度狩獵，但透過氏族的分配或是獵團的合作狩獵等規範，可減少

上述情形發生，故獵場的適度分配與公共區塊集體狩獵可以讓狩獵不致過度。 

  5. 獵物分享文化：過去狩獵的獵物分配除了是一種美德外，也肩負了社會責任的意義在

裡面，同時透過獵物分配也可讓獵物達到最大的使用效率，不至於浪費資源。 

  6. 對獵物的尊種：過去傳統時代，獵人獵獲動物時，會在當下感恩獵物與感恩祖靈的賜

予，這種從小就建立起來對動物的尊重會影響到狩獵的態度，故過往的狩獵不會過度濫獵更

不會浪費獵物，即是因為來自於對獵物的尊重。 

  從以上的簡單歸納來看，各族群傳統的這些禁忌與規範實為一種長期以來與大自然相處

後得到的生態智慧，而針對外界常常解釋這些狩獵的行為與背後意義不科學，但每一個民族

建構自我認同與文化認同的方式皆不盡相同，我們不應僅以西方科學的角度來看各族群建構

出來與大自然互動的知識體系，這些知識體系對族人來說也是一種他們自己定義出來的「科

學」，所以在現代國內外許多學者也都開始偕同原住民族共同尋回這些傳統知識，搭配現代之

科學研究與發揚對於永續使用的概念，將會是促進部落發展的一盞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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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狩獵文化來看登山安全 
  最後簡單將全文的狩獵文化與登山安全做一連結，以提供給所有登山人士一個參考： 

  1. 出獵前後的占卜與諸多禁忌：主要是透過神話與禁忌做狩獵行為之限制，但若轉換到

登山來看，登山前最好事先查閱墜來天氣預報、以及隊員身體狀況等，而若出發前發生一些

家庭事件，可能會讓人在行進中分心，發生意外機率便會提高；另外行進間的禁忌若用在登

山之中，象徵身體若有任何微恙，都有可能影響到未來行程中（如受傷、脫隊等等），故獵人

寧願回頭或就地休息，也不願違反禁忌即是如此。 

  2. 熟悉獵場：一個獵人熟悉獵場才可保護自身安全，也可讓狩獵效率變高，同樣的應用

在登山中，登山人出發前必須事先做好對欲攀登的山岳與山區進行了解，事先熟悉所有路線、

地形、甚至是植被情形，都可以增加自身與隊伍的安全以及成功率，減少迷途或受傷的機率。 

  3. 獵人對山林動植物的生態習性理解：除了避免受傷或是食物中毒以外，同樣也可提高

捕獵的效率，而登山前若也對於山上的各式生物做一理解，如蛇類蜂類的可能威脅與處理方

式、野菜的可食與否，有毒植物的分布等，除了一樣會提高登山安全以外，更可增加登山過

程中的知識增長，享受山林增加樂趣。 

  4. 獵人的山林求生：熟悉地形、熟悉植物、有著工藝的技能可以搭建避難場所甚至是獵

寮，我們登山者雖然不用像獵人一樣，但是基本的山林避難常識仍是需要學習培養的，即使

現代的登山人有著非常良好的裝備，但是對於山林最基本的野外求生常識以及心理建設仍是

要向獵人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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