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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狩獵動物學芻議

浦忠勇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I. 森林探戈―野生動物與獵人之間

本文旨在初步探討鄒族在狩獵文化脈絡下的動物知識與慣習，名為「狩獵動物

學」，聚焦狩獵活動涉及的重要動物類別1，包括mayuyuangsou獸類、mazozomx鳥類

以及mayoyoskx魚類三種2，屬民族動物學（ethnozoology）範圍。惟鄒人生活相關的

動物種類繁多，整體動物概念也龐雜，例如鄒人稱yoi的動物，就包括各種昆蟲類、

蛇類、蚚蜴等等，snosnoecavx是指有別於野生動物的所有家畜，這些動物有些經由鄒

人命名，有部份可以利用或賦予文化意義，應該視為更大的「鄒族動物學」範疇，

基本上有些動物與狩獵沒有太大關係，僅簡約討論。一般動物學，指的是研究動物

的種類、形態、生理構造、生活習性、發展及進化史、遺傳及行為特徵、分布、以

及與環境間相互關係的生物科學，而民族動物學則是以民族學理論視角探討人類與

動動物關係，包括動物的認知、命名、利用、慣習以及賦予文化意義的現象。本文

採取民族動物學方法論去探討鄒族狩獵動物學，藉此耙梳鄒族狩獵動物學的基本輪

廓。狩獵活動乃傳統鄒族重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臺灣省通誌稿》就提及曹族是一

個「嗜獵如命」的族群。從中可以想像野生動物與鄒人之間的緊密關連，彷彿森林

探戈，彼此之間互動共生又緊密相連。

阿里山曹族之原始文化無疑為狩獵文化。該族過去的戰爭與遷徙之主要原因

為獵地之取得，氏族宗家之主要象徵物獸骨架tovofusuya以象徵獵神，粟祭為

meesi no ton’u中有儀式的狩獵，為祭儀之最主要部份。該族男子之原始衣服自

帽至衣履幾全以鹿皮為之。該族之獵區hupa為氏族所有，但聯族間可以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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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互用。獵場獵得之獲物必分贈於同氏族人，及聯族之共獵者cono hupa，及

獵場所有主之氏族曰himho hupa；由此等遺制皆可以證明狩獵為曹族之原始

生產方式。雖然後來農業已代替了狩獵成為最重要之生產手段，但該族至今

仍嗜獵如命，故事雜談以狩獵為主題，其狩獵技術亦極精巧。（衛惠林等 

1951：57）

文獻點出鄒族狩獵文化幾個核心要素，如獵地、獸骨架、獸皮衣飾、獵神、獵

場分配與使用、獵物分配以及狩獵技術等，由此觀之狩獵在鄒人生活的重要性，其

過程可視為一整套社會文化行為，其中是獵人、獵物以及獵場所構築的文化網。從

日治時期開始就有不少民族誌記錄鄒族的主要獵物3，包括山豬、水鹿、山羊、山

羌以及幾種較大型的鳥類，包括各類漁獲，如鯝魚、岩鰍等，也記錄一些動物神話

故事以及鄒人關於動物的利用（食用及獸皮製品等）、禁忌（可獵／禁獵、可食／

禁食、鳥占等）、狩獵方式以及漁撈技術，這些記錄算是鄒人關於動物知識與慣習

的重要文獻。2001年阿里山鄉公所出版之《阿里山鄉志》第四篇為〈動物志〉，內

容包括阿里山地區之主要動物種類，比較特別是討論到「動物與人類的活動」，描

述一些動物的民俗意義，特別是鄒族的鳥占文化做了詳細的記錄，內容已初步涉及

民族動物學的討論（王嵩山等 2001）。基於狩獵活動，鄒人自然與動物形成互動

關係，鄒人因此累積並傳承與動物相關的知識與慣習。動物、獵人與鄒族文化之間

的關係，似是抽象卻真實存在。本文參酌相關文獻及實際部落調查資料，首先從山

豬解剖過程理解鄒人擁有的動物知識、利用及分配方式，屬鄒人的山豬形態學；其

次，舉野生動物的例子，包括獸類、鳥類以及魚蝦等三種，說明鄒人關於動物的知

識與慣習；再者，綜合探討鄒人如何將野生動物賦予社會文化意義；最後初步界定

「鄒族狩獵動物學」的意義範疇。這是雜揉自然科學、社會、文化以及宗教等多重

面向的文化研究，有異於傳統、純粹自然的動物科學，本文名之為「鄒族狩獵動物

學」，並以實證資料探其精微。

II. 山豬形態學

2012年，研究者採訪鄒族特富野部落關於獵物（山豬）的解剖與分配方式，即

發現不同部落甚至部份家族基於各自的口述傳統，處理山豬的方式略有差異，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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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其他部落進行三場田調工作4。工作人員依老獵人指示依序將山豬各器官部位支

解排列，標註鄒語及中文名稱（參下表及圖片），族語命名作為山豬形態學知識，

其中多有涉及鄒人關於動物解剖的知識、分配、利用以及慣習。

表1　山豬解剖相關辭彙及文化意義簡表

snxfx no bxyo 肚皮
tavaha／tuovaha 上一層（第四個乳頭始）肚皮肉，

獵人取之可以現場食用

kenkengi 豬腳（蹄），可餵食獵犬 fainx 後大腿（骨肉相連）

pamo 後腿骨 emucu 前腿

tonpo 鼻子，獵犬攻擊的部位 umo 舌頭，作為祭祀供品

koyu 耳朵，獵人抓豬耳刺殺 yucu'u 咽喉

ngo'ngu 上顎 yasngx 下顎（骨），獵者留存懸掛獸骨架

h'oevaho／h'oeva 下顎皮 fngu 頭骨，獵者留存懸掛獸骨架

hci'i 肩甲骨 tmusko'x 里肌肉，分配與山豬博鬥並刺殺者

cmx'x 胸前三角骨帶肉 hohxvxsa 三根肋骨＋脖子（骨肉）

peucivca 脊椎後段連尾巴（無肋骨） beahci 肉，作為祭祀物

mxhngx 橫隔膜 putngu 肺氣管

pcuyu 腎臟 cfu'o 肚

h'onx 肝，作為祭祀供品
snxfx 山豬皮，作為獵物分配部位，其餘動之皮不會

分配給他人

viei 大腸（指直腸），可作為水袋 su no vhongx 細腸

nxtnx 肺，女人食之 psxca 粉腸

skuzu 胰臟，作為祭祀供品 t'uhu 心臟，作為祭祀竹心手竹竹

tkukuyungva 包覆腸子的脂肪網 cpxh'o 腰椎

suhe 髖骨 faengx 肋骨

elakloko 喉結 to'eocnana 山豬生殖器的組織

mehaesana 小腿骨 tayavingi 山豬背部最厚的豬皮，作為尊敬長者的禮物

fci'i 肩胛骨 ohvxsa 脖子及排骨之間的骨肉

（資料來源：摘錄自浦忠勇 2020:36）

在狩獵文化中山豬是最具指標性的獵物。上述的解剖記錄，可以初步理解山豬

相關的知識與慣習，部位命名是獵人對山豬身軀與肌理的知識，有些部位有特殊的

文化意義，如tayavingi是山豬背部厚皮，可作為尊敬長者的禮物；viei大腸較粗大，

洗淨曬乾之後作為水袋，供獵人在山林使用。山豬獵物的分配方式比其他動物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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膩嚴謹，呈現鄒族「經濟分配」和「社會規範」的制度，獵物除分給族人、親友及

獵團，也要分配給土地神靈ak’e mameoi。在重要行事如戰祭mayasvi或建屋的時候，

要以山豬肉祭祀天神，包括umo（舌）、beahci（肉，包括前腿及後腿的肉）、h'onx

（肝）、t'uhu（心）、skuzu（胰）等五種肉。在小米收成祭要用豬的五種部位作為

供品，包括肝、肉、胰、心以及帶毛的耳肉等五種作為貢品。藉著獵物分配，讓氏

族成員、獵場主人以及參與狩獵的人，以及神靈都能分享到獵物，彼此關係得以確

認與強化。底下圖1－圖7即採訪並記錄部落族人解剖山豬的過程畫面。

圖1　研究者帶領工作人員進行山豬解剖工作
（圖片來源：浦忠勇攝，2019/4/26）

圖2　工作人員依長老指示將山豬各部位支
解後標記鄒語及中文名稱

（圖片來源：浦忠勇攝，2019/4/26）

圖3　山豬各部位均標記鄒語及中文名稱
（圖片來源：浦忠勇攝，2019/4/26）

圖4　工作人員依長老指示將山豬各部位標
記鄒語及中文名稱

（圖片來源：浦忠勇攝，201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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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的解剖知識，鄒人對山豬的大小、性別、年紀、棲息地以及生長狀況都

有不同的認知與命名。茲摘錄研究者2020年採訪鄒族長老關於山豬相關的知識與習

俗，包括山豬的命名、大小及生物特徵的描述，知識與命名，屬鄒族傳統動物觀的

縮影。

sie'ohx 形容山豬大小，指剛剛換牙的中型山豬，獵者屬勇士。

esloengx 開始長獠牙的山豬，獵者屬勇士。

smosuceno haah'o 獠牙已經長成的大山豬，擅獵者常能獵捕。

圖5　山豬各部位標記之鄒語及中文名稱
（圖片來源：浦忠勇攝，2019/4/26）

圖6　山豬支解後，由部落長老解說其名稱
與文化意義。

（圖片來源：浦忠勇攝，2019/4/26）

圖7　鄒族將山豬皮支解後並未將豬毛刮除，亦
作為獵物分配之用。

（圖片來源：浦忠勇攝，201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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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suceno mameoi(siponeo) 獠牙開始老化，即老山豬。鄒人常以山豬年齡或大小

評價獵人能力。

kualeila 只有一隻支獠牙的山豬，殘疾的山豬，獵者非擅獵者。

knof 'xsa 獠牙已長到彎曲狀，獵到這種山豬視為禁忌。

smua'iei 形容山豬的獠牙銳利，可以傷人，獵人需小心應付。

hapuyu 山豬的皮膚病症狀，表示獵場有石灰水質。

neeza 兩隻長期同行公豬，獵人比喻為這是山豬的同性戀

現象。

h’oufuzua 一般／尋常大小的山豬，容易獵獲。

yinsi 未生胎的母豬，頭骨不會留存，獵獲者不算勇士。

eut’ucu 已經生胎的母豬，頭骨不會留存，獵獲者不算勇士。

eususu 大的公山豬，捕獲者可以列入擅獵者。

mon’a hof’oya 形容還有黃色條紋的小山豬。這種山豬若活捉回來，

可以交給婦女飼養。

sulingki 指山豬在潮濕泥濘之地覓食、打滾的行為，獵人若發

現有這樣的痕跡，則認為是前往獵捕的好時機。

hihivza 這是在大雨來臨，特別是颱風豪雨之際山豬會在不會

淹水的高地築窩，在此暫時安身。獵人認為這也是獵

山豬的機會。

以上的山豬文化語彙，可略知鄒人對山豬的知識與意義賦予現象，鄒人了解山

豬兇猛，但又希望成為獵豬勇士；認為山豬獸魂強大，必須具天賦命格才能成為獵

豬勇士；獵獲母山豬不算擅獵者suaemi，其下顎不會留在獸骨屋；獵到公山豬要將

其頭骨和下顎留存，用山芙蓉簽條繫綁，懸掛於獸骨屋內，象徵獵者榮耀，男子藉

此取得社會地位；有能力獵獲公山豬才能成為「擅獵者」，鄒語稱為suaemi；與山

豬正面搏鬥，鄒人稱作momu，將可獲得特別的山肉―里肌肉；獵獲的山豬數量多，

或以搏鬥方式制伏山豬並且受傷，可配戴山豬牙環，也是榮耀佩飾。因山豬有其社

會文化意義，所以獵人必須學習各種獵獲山豬的知識技能，熟悉山豬的棲息地，了

解山豬的習性以及獵捕方法。鄒人依循山豬的分配與祭祀規範，否則會遭到族人嘲

諷、指責甚或懲罰5。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山豬的neeza現象，「兩隻長期同行公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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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人比喻為這是山豬的同性戀現象」，若有這個現象獵人會設法捕獲，因為牠們無

法繁殖。這樣的山豬形態學，有屬自然科學，也涉及傳統生態永續的意識，另外，

犬獵完成之後獵物也會分配一份給獵犬作為代價。總之，山豬形態學是綜合一般動

物知識與特殊慣習的動物觀。

III. 動物知識與慣習

mayuyuangsou 獸類的例子

鄒族的獵物包括鹿、羌、山豬、山羊、熊、猴、豹、狸、兔等，禽類包括鷹、

藍腹鷳、帝雉、竹雞、「錦雞」6、鴿、鳩等7，在鄒人而這動物有些可獵可食，有

的禁獵禁食，可與不可之間，鄒人總是將原因歸諸於神祕與神聖的理由，「從遠古

時期就是如此」、「這是peisia禁忌不能違背」、「若觸犯了土地神不悅，會帶來噩

運」，類似的講法是常聽到的部落獵人敘事。為了成為擅獵者，獵人就必須清楚牠

們的棲息地及習性、狩獵技術以及相關的禁忌、規範。下表簡略呈現鄒族關於獸類

動物的認知與慣習。

表2　獸類知識與慣習舉隅8 9 10

動物名稱 相關知識與慣習

‘ua 水鹿

重要獵物之一。水鹿喜歡尋找「獸泉」（nsoo）飲用，獵人則在獸泉

附近放陷阱，或直接在獸泉附近進行埋伏獵，鄒語稱為zonsoo8。山蘋

果樹及殼斗科植物，果實十月成熟，水鹿前來覓食，適合進行狩獵。

水鹿在乾旱季節在山林間踩踏土地，使之積水供其飲用及浸泡身軀。

獵人會將鹿角保存，並善用鹿皮揉製成皮衣、皮飾或皮件。獵人在山

林間看見鹿角，屬不吉，不能觸模或帶回家，否則會導致無所獵獲。

鄒人會生吃新鮮的鹿肝，也嗜吃具有新鮮百草味的腸肚。

buhci 老鼠
鄒人不吃老鼠，認為牠不是獵物。有鄒族地名稱buhciana，意即「很

多老鼠的地方」。

cmoi 熊
鄒人視熊為有靈之物，不會刻意獵捕。能獵到熊的人表示他有特殊的

狩獵命格，會將熊皮飾於皮帽上。若獵到熊，不能帶回部落，只能在

部落外吃，鄒人認為熊會帶給部落飢荒，是禁忌。

e’uho 雲豹
鄒人視之為有靈之物，不會刻意獵捕，若獵捕雲豹，會留下其下額配

飾於獵刀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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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名稱 相關知識與慣習

fuzu 山豬 山豬是鄒人最具象徵意義的獵物，參見前段山豬形能學內容。

hieamoza 穿山甲 鄒人不刻意獵捕。獵捕之穿山甲常會販售給漢人。

istola 石虎 鄒人禁食10。

'itaci 黃鼠狼 鄒人禁食。

kuhku 狐狸類 鄒人禁食。另外若於狩獵途中遇狐狸類動物，視為不吉。

mea'hisi 白鼻心 鄒人認為牠屬kuhku狐狸類，卻是可獵動物。

moatx’nx 山羊

重要獵物之一，又稱lam’ocu，意即喜歡在峭壁上俯望。楠梓仙溪上

游地區有一處山壁稱為kuba-no-moatx’nx，鄒語原意即山羊的集會

所，是山羊重要的棲息地，這些棲息地需要技術與體能登山去才能

獵獲。鄒人喜歡有腐臭味的山羊肉。山羊皮可揉製成皮帽、皮衣及皮

件。

nghou 猴子

傳統鄒人禁食，特別是杜氏家族，因其認為猴子原是家族成員。約自

1960年代前後開始獵捕食用。鄒人認為猴子肥的時候特別好吃，尤其

是吃楠木果實的猴子，肉質肥美可口。猴子在鄒族觀念中是調皮的動

物，所以稱牠們為nghovava’hx，意即「在山溝內戲要的猴群」，鄒

人常比喻猴調皮搗蛋的動物，具負面評價。現今鄒族農人討厭臺灣彌

猴，因為成群的猴子會吃農作物。鄒族稱獨行的猴子為mituhaci，這

種猴子特別肥壯。

puktu 松鼠

屬於鼠類，卻是重要獵物之一。松鼠是部份儀式之重要貢品，例如小

米收成祭必須準備松鼠，煮熟後作為祭祀小米神的貢品，在小米神眼

中，一隻松鼠就是一隻大山豬，祭祀用的松鼠肉屬神靈之物，鄒人禁

食。松鼠在獵人觀念中是吉祥之物，例如獵人若停止打獵一段時間

（也許因為家裡有喪、夢見不吉利的事、獵場受別人詛咒造成不潔淨

等原因不能上山），他要再次入山打獵，會先在家附近獵捕松鼠之後

才上山，表示已得到土地神之允許。

snoo 水獺

鄒人並無獵捕水獺的文化。由於鄒人崇尚狩獵，對喜歡在河裡捕魚

的人並不讚賞，甚至稱其為snooknoko，鄒語意即「像水獺一樣的

人」，是形容一個人懶惰的嘲諷詞。從文化語彙可知鄒族其崇尚狩

獵、漁撈其次的文化特性。

ta’cx 山羗
重要獵物之一，常見於較平緩之獵場，極為溫馴之野生動物，比山豬

及山羊容易獵獲，鄒人認為其肉質好吃。其皮可揉製成皮帽或皮件。

veoveo 梅花鹿
原為重要獵物之一，因早已消失，相關口碑缺乏。鄒族地名

pooftonga-veoveo，意即「擊殺梅花鹿之地」，即今觸口地區。

voyx 飛鼠
鄒族獵場可見的飛鼠包括白面、赤腹以及小飛鼠kutipa。傳統鄒族禁

食。約自1960年代開始食用。

（資料來源：浦忠勇2016年田野調查採錄整理。所列鄒族動物知識僅列與習俗、慣習相關者，而鄒族對獵物的
知識不止於此，如獵物的棲息狀況、食物、習性等，可以另以專題討論，限於篇幅，僅列部份資料，鳥類及魚

類知識慣習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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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zozomx 鳥類的例子

鄒人對於禽鳥獵物的知識與慣習同樣

豐富，獵人同樣要熟悉獵場鳥類的種類、習

性、食物以及棲息環境，多種鳥類鄒人獵捕

作為食物，賦予藍腹鷳、帝雉、熊鷹、大冠

鷲等鳥類特殊文化意涵，將其尾羽配飾皮帽

上，作為狩獵之榮耀象徵（如圖8）。鄒族

會在出征或狩獵之前，舉行鳥占儀式，以繡

眼畫眉（鄒語oazmx/oaimx11）的鳴叫聲判定

吉凶，在戰祭儀式中對繡眼畫眉有特別的祭

祀儀式，即topano儀式，祈求出征或狩獵能平安又豐獲；至今尚有部份鄒族獵人依

然遵循鳥占結果決定上山與否12。下表是鳥類相關的知識與慣習的例子，部份與一

般動物學類似，同樣延伸許多社會文化意義。

表3　鳥類知識與慣習舉隅13

動物名稱 相關知識與慣習

ak'esayangx 
黃腹琉璃

喜歡停駐在同一樹技上，小孩喜以彈弓射之。

'cii-no-momecu 
虎鶇

秋冬乾季的時候會出現在陰濕的森林間，鄒人以鳥套捕捉。

feoc'u 五色鳥 肉質好吃，喜歡吃農作物。

feoc'u-chumu 
翠鳥

鄒語指「具水性的五色鳥」，有此種鳥類出現表示河裡有魚。

ftxftx 帝雉 鄒人認知屬較高海拔的鳥類，若獵到帝雉，會將其尾羽作為皮帽配飾。

hu’hu 深山竹雞
鄒人經常以鳥套捕捉，認為其肉質好吃。另在鄒人觀念中，若深山竹雞

鳴叫，表示當天下雨機率極高。

kaangi 灰林鶚
禁食。鄒族獵人認為灰林鴞有多種鳴叫聲，此種鳥一叫，不少動物會躲

避，不易有獵獲。

keuisi 麻雀
洪水神話傳說中取火之鳥，但牠未能取到火種即返回，鄒人認為牠協助

取火種，所以允許在田邊吃小米。

koiyo 大冠鷲

禁食。鄒族有一神話相傳大冠鷲是由飢餓的孩子變化而來的。鄒族獵人

會把大冠鷲的尾羽作為皮帽上的裝飾，象徵擅獵的勇士。如果獵到大冠

鷲，獵人會在獵場放幾顆貝殼，作為與土地神交換的物品13。有一首大

冠鷲童謠流傳。

圖8　鄒族將禽尾羽佩飾在皮帽上象徵
狩獵榮耀

（圖片來源：浦忠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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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名稱 相關知識與慣習

oazmx/oaimx
繡眼畫眉

禁食。鄒族占卜之鳥，源自於鄒族勇士神話。繡眼畫眉有五種鳴叫聲作

為占卜吉凶之依據：

　tmusansango 清脆宏亮的鳴聲－大吉

　zezezeze 娛悅的鳴聲－吉兆

　emu’au 滯澀沮喪的鳴聲－凶兆

　caicici 急促驚嚇的鳴聲－凶兆

　engaho 哀淒的鳴聲－大凶

puau 綠鳩
鄒族有一地稱為puau，是與’aeyao征戰故事有關，在楠梓仙溪上游

地區。

sx'eo 竹雞
肉質好吃，鄒人用鳥套或鳥踏捕捉。鄒人了解夜間竹雞是集體棲息於樹

枝，易於夜間捕獵。

teofsi’za/teofsi’ia
臺灣藍鵲

洪水神話中取火之鳥。有一說法認為，鄒族婦女的服飾顏色，是模仿臺

灣藍鵲的色調和形狀。

tmu'eosx 藪鳥 鄒人認為此鳥是警戒鳥，牠的鳴聲會驚擾動物。鄒人認為藪鳥肉好吃。

toevosx 藍腹鷳

鄒族獵人會以鳥套捕捉此鳥，若獵獲則將黑色及白色尾羽配飾於皮帽

上，象徵擅獵勇士，在山林間看到此鳥，獵人認為是吉兆，鄒語也稱

zomx-no-axlx，意思是「正宗的鳥」，是因其文化意義名之。

uhngu 白腰文鳥

洪水神話中取火之鳥，族人為了對牠感恩，便特別容許牠在田間啄吃小

米和稻子。牠的喙尖不長，也是被火灼燒過的痕跡。種植小米和旱稻的

鄒族，從以前就與麻雀關係密切，例如在小米和稻米成熟季節，鄒人雖

然會趕走麻雀，但因為牠取火有功，可以到田中央吃稻米，而keuisi鳥
取火失敗，只能在田邊吃。鄒人認為麻雀雖小，但肉質好吃。

yiski 熊鷹
禁食。鄒人獵獲將其尾羽配飾於皮帽上，象徵狩獵勇士。達邦社東方有

一地名為yiskiana，意為「熊鷹之地」，是達邦部落的舊址。

yx'px 鳳頭蒼鷹 禁食。鄒人認為此鳥飛得快，很容易捕捉到家裡養的雞。

seisi 山椒鳥 鄒人認為看到這種鳥是好現象，屬帶來吉利的鳥。

tfua’a 烏鴉
禁食。鄒族神話描述烏雅羽毛很漂亮，後來被大冠鷲塗成黑色，烏鴉生

氣就經常在空中追逐攻擊大冠鷲。鄒人認為烏鴉是雜食性，不乾淨。

（資料來源：浦忠勇2016年田野調查採錄整理）

mayoyoskx 魚蝦的例子

鄒族雖未崇尚漁撈文化，但鄒族也將河川分段交由不同氏族或亞氏族管理與

使用。主要漁獲（含魚、蝦、蟹）大致有十幾種，每一種漁獲也都有相關的知識與

慣習，例如是否為主要捕撈對象、是否可作為祭祀貢品、其棲息狀況如何、可食不

可食、好不好吃等等。鄒人稱鯝魚為yoskxaxlx，意即正宗的魚，似乎對它賦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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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意義，不僅認為牠是最好吃的魚，可以作為分享的體面禮物，在小米播種祭

可作為祭祀的魚種。當然，在鄒人習俗中，河中魚蝦均不宜作為祭祀貢品，在各

類儀式中都不會使用魚類，唯獨小米播種祭會用到鯝魚。鰻魚在傳統鄒人觀念中

屬神祕的大地靈物，屬禁食魚種，筆者在田調時詢問過部落長老「為何不能吃鰻

魚？」答案同樣是「從遠古以來就不能吃」，真正的原因已難確認，但鄒族人認

為禁食鰻魚是遵循土地神靈的做法。約自1960年前後，有些野生動物的禁食規範逐

漸瓦解14。

表4　魚蝦類知識與慣習舉隅

動物名稱 相關知識與慣習

‘eu 高身鯝魚 重要漁獲之一，棲息在深潭。屬主要捕撈對象。

acipa 鱉 鄒人禁食。約自1960年代前後開始捕撈食用，今已少見。

copi 爬岩鰍 重要漁獲之一。棲息在急流，可爬岩石。屬主要捕撈對象。

czou/ciou 石賓

重要漁獲之一。鄒人認為這種魚部份的卵有的會轉化成為蛇，其卵

具毒性，不能吃。鄒人也認為此魚較兇猛，所以喜歡欺負人的孩子

會被形容為czou/ciou。

kos’oza 蝦子

鄒族部落山溝均有溪蝦，較大者稱為kakusungu；有一種群體棲息

在淺潭的小蝦子，稱為koa-soehxpx，鄒語意思是「看了就令人想

昏睡」，可能是因為蝦子太小的緣故。鄒族捉蝦的方式相當多元，

包括手捉、垂釣、叉刺、網撈，以及用雜草綁成一束放置水潭，隔

天再把草束快速拉至岸上，此時即有蝦子藏匿其中，此方法鄒語稱

sohi’u。

phoi 溪哥、馬口魚 鄒人認為其肉質略差，非要捕撈對象。

sukasx 何氏棘魞 鄒人認為此種魚是河裡體型最大的魚類，屬主要捕撈對象。

tfun’nu 彈塗魚 鄒人認為其肉質略差，非要捕撈對象。此魚今已少見。

tungeoza 鰻魚
傳統鄒人認為鰻魚是大地靈物，禁食。約自1960年代前後開始捕撈食

用。

yongo 螃蟹
部落河川、山溝均有螃蟹，鄒族有捉螃蟹之歌。鄒人若在乾地上看

見螃蟹，表示將有颱風。

tabacici 螃蟹 顏色較白，鄒人認為此種螃蟹味道略差。

yoskx-axlx 鯝魚
鄒人最重視的魚種，是祭祀所用之魚。鄒人也認為此魚最好吃，作

為禮物最體面。屬重要捕撈對象。

（資料來源：浦忠勇2016年田野調查採錄整理。「acipa 鱉」一項，並非鄒人認為牠是魚類，而是視為河中生
物，列入此表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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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界定「鄒族狩獵動物學」

從上述的的山豬解剖過程以及三類狩獵動物知識與慣習的例子中，本文再進一

步從下列四個面向闡釋鄒族狩獵動物學的意義與特質，其一是狩獵動物的形態學內

涵，其二是狩獵動物涉及的社會文化意義，其三是鄒族關於蟲子以及家畜的概念，

最後則是鄒人與狩獵動物所構築的宗教信仰。以下就分項闡釋鄒族的動物觀，藉此

界定鄒族狩獵動物學之精微。

狩獵動物與自然知識

關於狩獵動物的自然知識，前文山豬的形態學已經初步將鄒人關於山豬解剖

各部位予以分別命名，這樣的命名語彙基本上就是對山豬的基本知識，而這些解剖

知識也能應用在其它大型獵物的解剖處理，如果有能力細緻解剖山豬的獵人，其他

的動物像山羊、水鹿以及山羌等同樣能輕易完成解剖，而且解剖刀法也成了評價獵

人能力的指標之一。鄒語有sme’iei一詞，意即「山肉切不好、切歪了」，如果解剖

山肉還有這個現象，老獵人會覺得技術未達精熟程度，還不能成為擅獵者，因此每

位獵人都要學習認識各種獵物的肌理骨骼，算是基本常識。當然，鄒族對山豬及其

他獵物的解剖和分配方法都大致相同，只是山豬最為嚴謹，其他像水鹿、山羊以及

山羌的解剖工作，因為要符合之後製作皮件的要求，包括張皮、刮毛以及揉皮等工

作，在解剖過程中，必須留意獸皮的正確切割方法，以免損壞獸皮。

另外要清楚各類野生動物的生活習性以及牠們的棲息環境，包括動物出沒時

間、地點以及當地的地形和植物狀況，不同的動物會在不同的地形以及植被出沒，

動物會依著不同季節覓食（包括草木以及果實），掌握這些環境知識才能順利狩

獵。分享經驗是獲得知識的重要管道，所以，在獵人的談話中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彼

此分享獵場的環境生態狀況。筆者曾調查鄒族獵場殼斗科植物的種類及分佈，這是

獵場重要的狩獵植物，老獵人可以輕易地用鄒語說明八種殼斗科植物，包括植物形

態特質以及動物前來覓食的季節，大家藉此掌握出獵的時機。當然鄒族有豐富的狩

獵文化語彙去描述這類相關知識，例如有描述地形地貌的詞maemaepuhu，形容森林

下的地形，地勢較平緩，長一些低矮不濃密的草木，這種地方就非常適合水鹿以及

山羌棲息覓食，也適合放置鳥套。另外，前文提到的獸泉nsoo是水鹿喜歡飲用的泉

水，其實這種泉水又有不同類別，有些是山羊喜歡飲用，有些是誘引山羌或飛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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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如果獵人熟悉自己獵場有這樣的泉水，那麼表示他經常有機會豐獵。鄒人也累

積不少觀察各類動物的特殊行為，例如犬獵追逐獵物之際，若動物一泡冷水之後就

會短暫失去體力，是獵捕的時機，但不久就會恢復體力不易追及，這些在獵場的細

微知識無法在此贅述15。總之，狩獵動物所延伸的關於動物形態、習性、獵場生態

以及對應的狩獵知識極為精緻。

狩獵動物與社會文化

在山豬形態學的討論中已提到山肉分配的原則，這些是鄒人吃山肉之餘賦予野

生動物的社會文化意義。在鄒族而言獵場及其獵物是屬於全家族的，不是獵人自己

的財產，所以獵獲必須要分配所有家族成員享用，這個制度鄒語稱為butis’i，目的是

要所有家人都能共享獵場獲得的資源，山肉如此，漁獲也是如此。獵獲者以及參與

狩獵的人雖能分得多一些，但基本上獵物就是要共享共用，除了在部落分享，在山

裡遇見剛上山的獵人同樣要分享，值得一提的是獵人返回農作區zoezoyx遇到獵人就

不再給山肉，但若遇見婦女就一定要給，因為婦女不在獵場活動就不會遇見獵人，

她們在農作區工作就需要分給山肉，她們自已吃或是帶回家給家人吃都可以，從此

我們也可以理解鄒人將hupa獵場和農耕地加以區分，獵場屬男性，女性則在農耕地

為主。獵物分配是狩獵文化之精髓，違反獵物分配者會遭指責或詛咒，筆者認為這

是鄒族傳統社會的強制性「經濟分配模式」。家族成員均可透過獵物分配，享用獵

場資源，不會因為沒有實際參與狩獵活動而無山肉食用，可維繫家族成員之間的關

係；另外，鄒族認為經常分享獵物的人是值得尊重的，分配者除證明自我狩獵能

力，也可展現其在家族之重要地位，這是獵物分配的社會意義。

我們在前段討論中也提到山豬的厚皮是贈送給尊敬的長者，基本上鄒人已經

將山肉及漁獲作不同等級的評價。例如山豬肉是等級最高，其次為鹿以及山羌、山

羊；鳥類是藍腹鷳和帝雉的評價最高，其他鳥類屬次等；魚類則是鯝魚最高，其次

是高身鯝魚以及何氏棘魞，其他魚類屬次等。當然有些動物鄒人根本不會吃，或者

勉強吃了也認為上不了正式台面，例如部分鄒人吃猴肉，只會在同輩之間分享，不

會給長輩吃。在鄒族的飲食文化中，這些獵物及漁獲的不同評價也符合鄒族對敬重

長者的社會價值。我們可以從吃山肉、獵物分配以及飲食禮俗中發現，獵物的利用

以及管理其實已映照出鄒人社會結構與秩序維繫的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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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子、家畜與性別

本文聚焦討論三類與狩獵文化有關的動物，然而在鄒族日常生活中必然還有許

多動物出現，鄒語常以yoi這個語彙來概括各類昆蟲，甚至蛇、蛙也歸類為yoi。對崇

尚狩獵的鄒族而言，這些與維生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鄒人也不會抓來食用，部份

鄒人會吃蛇、青蛙也是近幾十年才有的現象，筆者詢問老獵人為何不吃這些動物，

他們一定會用鄙視的語氣表示「我們吃好的獵物就夠了，怎麼能吃這些蟲子」，yoi

在鄒族的觀念中根本就是不好的東西，鄒人會在小米田辦理meebxs’xfex驅蟲祭儀式，

獵人要上山之際遇蛇也是不吉利的徵兆。

另外，崇尚狩獵的鄒族也將yuangsou狩獵動物和各類家畜snosnoecavx嚴謹區分，

男人要打獵所以不能飼養家畜，屬重要禁忌，獵人養豬就沒有獵獲，連豬圈都不能

進入，飼養家畜是婦女的工作，當然獵人也會協助到野外採集家畜的食物，但帶回

來之後就由婦女接手餵食。另外，鄒族獵人若活捉幼小山豬就會帶回家，交給婦

女飼養，然而經過婦女接手之後獵人就不能再接觸，在鄒族的觀念中fuzu山豬是獵

物，歸男性所有，而家豬fex’x是牲畜，歸女性管理，在此我們也看到在動物的分類

上反應出鄒族傳統的相當嚴謹的性別分工。

獵人、獸魂與土地神

我們再回到狩獵動物關於「可獵／禁獵、可食／禁食」現象討論狩獵相關的

宗教信仰，來理解鄒族狩獵動物涉及的超自然領域。在鄒族觀念與實際行為中，

「可獵／禁獵、可食／禁食」似乎是同一件事，可獵動物即可吃，禁獵動物就不能

吃，筆者還沒發現有獵人會刻意獵捕禁吃的動物，除非發生誤捕誤獵，若真的發生

誤捕情況，獵人也會認為這是不吉利現象，最好能用五節芒為自己做禳祓儀式，語

稱topeohx。「可獵／禁獵、可食／禁食」的現象可以用peisia（禁忌）或者einu（倫

理規範）來解釋，屬宗教信仰層次。當然我們已經無法確定為什麼是這些動物禁獵

禁食，例如為何不吃黃鼠狼？為何不吃鰻魚？又為何不吃熊鷹？我們只能概略推

測這些動物是特殊的大地靈物。關於動物之靈，我們從民族誌文獻以及調查資料

中可以確認，鄒族觀念中動物是有靈性的，牠們具有獸魂hzo，因而狩獵有鳥占、

蒼蠅占（獵場的蒼蠅飛來家中表示有獵獲）以及蛾占（皇蛾類飛來家中要抓起來

擲入火中，口中發出滋滋聲，表示有獵獲）等宗教行為。另外，獵獲動物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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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動作是要取酒或嚼碎米飯置於地

上，感謝獵物將其身體賜予。獵人

在解剖獵物時，在其胸前切劃第一

刀時也要口中發出滋滋聲，跟獵物

表示感謝，並請土地神繼續庇佑給

予豐獵。因此《臺灣省通誌稿》即

提到，狩獵在鄒族社會是「聖潔行

為」，延伸出來的禁忌也繁多，嚴

重觸犯獵忌，身體會遭致穢物所入

侵而得怪病，鄒人稱之mea-hupa（衛惠林等 1951）。以此觀點而言，「suaemi擅獵者

／hzo獸魂／ak’e-mameoi土地神」三者，是鄒族狩獵信仰的三大主體，擅獵者需要土

地神的庇佑，也需要獸魂的犧牲，而獸魂接受土地神的管理，擅獵者要對土地神和

獸魂舉行相關的祭祀儀式。於是，在狩獵場域中三者構成相連、互動又彼此共生的

關係（如圖9）規範鄒族人的狩獵行動。

V. 結論

本文從民族動物學範疇探討鄒族狩獵動物學，第一節簡略地說明一般動物學和

民族動物學的內容及其差異，接著第二節從山豬形態學討論鄒族關於山豬的知識、

利用、分配以及鄒人所賦予的社會文化意義，從山豬的知識與慣習初步呈現鄒族的

狩獵動物觀，第三節以三類與狩獵相關的動物例子，進一步說明在鄒族狩獵文化脈

絡下關於動物的知識與慣習，第四節試著從四個面向界定鄒族狩獵動物學的內涵與

特質。文末，再歸納以下幾個具體的研究成果、價值及其可能影響，作為結論。

本文蒐集整理鄒族狩獵動物相關的在地知識與慣習，設法保留及還原知識所屬

族語及原本的脈絡，從中耙梳鄒人關於狩獵動物知識，以及鄒人賦予野生動物社會

文化的意義，諸如獵場概念、狩獵方法、獵物種類、獵物分配、狩獵信仰、狩獵與

工藝、飲食文化、漁區管理、捕撈技術等等，發現這些動物知識與慣習巧妙地符應

鄒族的社會結構、價值和秩序。

本文探討動物知識慣習涉及之宗教信仰，將鄒人與動物之間的關連神聖化。

例如獵人、獸魂以及土地神三者之間的連結與共生；將獵物區分為可食、可獵／禁

ak’e mameoi 
土地神

hzo 
獸魂

suami 
擅獵者

圖9　擅獵者與土地神、獸魂關係示意圖
（圖片來源：作者繪圖，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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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禁獵，可作為祭祀貢品／不可作為祭祀貢品，這些禁忌規範同樣呈現鄒人關於

獸魂及土地神的敬畏之情，這樣的動物觀也衍生鄒人對土地及動物的peisia禁忌和

einu倫理觀念。鄒人對狩獵動的利用、分配以及贈予慣習隱含了等級區分，例如獵

物可作為贈禮／不可作為贈禮的慣習、好吃／不好吃等等，此映照出鄒人敬重長者

的社會價值，這是雜揉著動物科學以及民族、社會、文化的民族動物觀。

鄒族狩獵動物學提供與一般動物學不同的知識與方法論研究取徑，值得學界

關注。鄒族狩獵動物學提供多層多樣的山林知識樣貌，如奇花異草般讓關心野生動

物或徜徉山林的社會大眾，增加民族文化的有趣視角。此外，在當代臺灣社會關注

多元文化以及建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之際，本狩獵動物學除提供一個可行的研究途

徑，並以實證資料闡釋鄒族不同於主流族群的知識體系精髓。綜觀以上研究成果，

筆者認為本文雖然定位為芻議階段，但可視為民族知識建構工程、知識解殖工程，

更是族群文化發展的學術工程的重要起步。

附註 
1 本文狩獵和漁撈這兩個詞融合使用，為行文之便大部份以狩獵稱之，亦即狩獵經常包含漁撈，這

也符合鄒族傳統的概念，山林及河川均稱為hupa，意即獵場，交由各氏族管理。

2 本文使用鄒語拼音採用教育部頒訂之符號，以斜體呈現，便與英文作區別。為書寫便利，符號u
均以x代替。

3 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1年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族》、2015年編譯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冊：鄒族（阿里山蕃、四社蕃、簡仔霧蕃）》、宋文薰1994年撰《鳥居

龍藏眼中的台灣原住民：跨越世紀的影像》、湯淺浩史於2000年著之《瀨川孝吉 台灣原住民族

影像誌―鄒族篇》以及衛惠林等1951年《臺灣省通志：卷八同冑志第六冊曹族篇》等民族誌，

即為典型之作。

4 狩獵文化之採訪工作分別於2018/10/21於山美村第七鄰聽取莊新生長老解說狩獵文化；2019/2/15
於鄒族自然文化中心第二次聽取莊新生長老解說狩獵文化；2019/4/19於茶山部落採訪汪萬興及

汪榮華長老；2019/4/26於新美部落採訪汪萬興及方新忠長老。

5 筆者在部落訪談中蒐集到獵到山豬被詛咒的故事。有獵人以犬獵獵獲山豬，此山豬是在別家族的

獵場被擊殺，就獵物分配規範而言，應該分配一份獵物給該獵場主人，鄒人稱nu-no-hupa，但
這些獵人並未依規範分配獵物，結果被獵場主人知道之後，氣憤之下就行詛咒儀式，獵人必須再

以獵獲公山豬作為賠償。

6 經採訪新美部落長老汪漢輝表示，「錦雉」之鄒語為tovosu no ngeesangsi，原意是「平原地區
的藍腹鷳」，從名稱可知鄒族並無「錦雉」之專名，僅以組合詞代替。

7 參《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冊：鄒族》、《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族》、《臺灣省通誌

稿：卷八同冑志第一冊曹族篇》等民族誌文獻。

8 nsoo是野獸喜歡的山泉，本文簡稱獸泉。獵場有一些山泉含有特殊礦物質，野生動物喜歡飲用，
經常出沒泉處。獵人會在泉水周邊放陷阱，或做埋伏獵。如果獵場有多處獸泉，就是一個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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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獵場，因為獵物會經常在此山區出沒。

9 筆者曾採訪里佳部落汪榮華長老，其腰刀背帶上即配飾一個雲豹的下顎。

10 鼠類（松鼠除外）及狐類（白鼻心除外），總之為kuhku，鄒人禁食。

11 前者為tfuya（特富野社）語，後者為tapangu（達邦社）語。

12 當今宗教信仰已經以基督教（含天主教）為主，獵人上山大多簡化相關儀式，鳥占不再是上山與

否的唯一依據。然仍有部份較年長的獵人極重視鳥占儀式，據其描述認為，若依鳥占指示行獵，

容易有所獲，並且行程順利。

13 鄒族將貝殼佩飾於皮帽上以及腰刀背帶上（其意義尚無法確認），另外巫師也利用貝殼作為延壽

巫術之施法器物。

14 1960年僅是作者推測的年代，這段時間鄒族社會變遷快速，傳統經濟模式逐漸由貨幣經濟取

代，族人與外界互動較多。作者觀察到這段時間已有部落族人開始試著食用過去禁吃的野生動

物。也有部份族人至今依然依循傳統不食。

15 可以參酌浦忠勇於2017年著之《原蘊山海間―臺灣原住民族狩獵暨漁撈文化研究》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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