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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憲 聲 請 陳 報 （五 ）狀

聲 請 人 王 光 祿

聲 請 人 潘 志 強

代 理 人 陳 采 邑 律 師  均詳卷

文志榮律師 

林長振律師 

謝孟羽律師 

王泰翔律師 

揚志航律師 

許正次律師 

周宇修律師 

蔡文健律師 

林秉嵌律師

為司法院大法官會台字第 128 6 0號 案 件 ，依 法 提 呈 釋 憲 聲 請 陳 報 （五 ）

狀 事 •.

一 、 聲 請 人 潘志強為卑南族人，爰 以 卑 南 族 立 場 提 出 「皁南族補充意見 

書 」（附 件 4 3 ) ，基 於 卑 南族主體性之觀點，主要就大法官黃虹霞、 

詹森林詢問事項涉及狩獵與動物生命的嚴肅議題，分為三部分:「一 、 

狩 獵 的 生 命 哲 學 。二 、皁南族狩獵文化與動物生命。三 、憲法原住 

民族文化權的肯認係本解釋案關鍵所在」提 供 意 見 大 院 參 考 ，詳 

細 内 容 請 參 見 「皁南族補充意見書」（附 件 4 3 ) 。

二 、 為 便 利 大 院 認 識 理 解 各 族 群 之 狩 獵 文 化 ，爰提供原住民族電視台 

介紹各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智慧與禁忌之影片及簡要說明（附 件 44) 

供 大 院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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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司法院大法官 

附件清單

附 件 43 : 卑 南 族 補 充 意 見 書 。

附 件 44 : 原 住 民 族 電 視 台 製 作 之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智慧與禁忌  

影 片 及 簡 介 。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1 5

【以 下 空 白 ，下接狀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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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族補充意見書

I1 牛

2021/3/15

前言

[1 ]  為太法官審理會台字第 128 6 0號 王 光 祿 等 案 （下稱本解 

釋 案 ），臺東縣卑南族民族自治事務促進發展協會前於 110 

年 3 月 2 日以卑促字第1100110018號函送「卑南族法庭之友 

意見書」供 大 法 官 參 考 。皁 南 族 利 嘉 部 落 族 人  

潘 志 強 ，係本解釋聲請人之一，就本解釋案行言詞辯論時大 

法官詢問事項，認有以卑南族立場補充說明之必要，爰提出 

本 意 見 書 。

[2] 本 解 釋 案 於 1 1 0年 3 月 9 日上午在憲法法庭行言詞辯論 

的 同 時 ，卑南族民族議會發起「吟 回 文 化 權 ，唱出正義聲」 

狩徽文化權釋憲案聲援行動，在臺東市寶喿部落活動中心， 

集 聚 卑 南 族 1 0 部 落 族 人 約 2 0 0餘 人 ，聲援同一時間在憲法 

法庭出庭的本解釋案聲請人一一利嘉部落的傳統領域巡護 

者 潘 志 強 1並對於決定審理此案、透過公開徵求意見、行言 

詞 辯 論 ，促 進 跨 文 化 理 解 的 1 5 位 大 法 官 ，表達最高的敬佩 

之 意 。活 動 現 場 以 「傳統領域守護者淪為罪犯？請大法官還 

我 文 化 自 決 權 ！」為 訴 求 ，在 「吟 回 文 化 權 ，唱出正義聲」 

的活動主題下，由 各 部 落 「吟唱」傳 統 古 謠 ，特別是與狩獵 

活動息息相關的年祭祭歌（z>m>mv〇 1，藉此讓大法官和社會 

大 眾 看 見 、聽 見 卑 南 族 深 刻 的 「文化」，族人也同步觀看憲 

法法庭的言詞辯論實況，見證遲來的「正 義 」能真正落實在

卑 南 族 年 祭 祭 歌 C/m /m w ) 是 皁 南 族 年 祭 （mtingiy.’n w ) 祭儀中最重要的 

音 樂 和 文 本 ，其 中 提 到 ：北風肆虐……山 豬 ，水 鹿 、梅 花 鹿 、山 羊 、野 

鼠等野生動物在此棲息，於 是 成 了 獵 場 "部 落 長 老 和 年 輕 人 們 在 此 狩 獵 ， 

所 獲 得 的 獵 物 ，帶 回 部 落 與 大 家 共 享 ，並 歡 度 新 的 一 年 ；也包括引領喪 

家 跨 出 死 亡 的 禁 忌 回 歸 社 會 一 體 、勇 士 操 練 對 敵 人 的 反 擊 意 志 ，以及建 

立 不 落 人 後 的 奉 獻 服 務 精 神 等 。從這 部 卑 南 族 的 「詩 經 」的 内 容 來 看 ， 

已 經 足 以 說 明 ，狩 獵 活 動 在 卑 南 族 的 文 化 脈 絡 下 ，包 括 歲 時 祭 儀 、生命 

儀 禮 、宗 教 信 仰 、情 感 維 繫 、穩 固 部 落 社 會關係等 層 面 ，都具有重要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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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身上。活動過程也施放狼煙，藉由煙霧傳達族人意 

念予天地萬靈。卑 南 族 繼 2 0 0 7 年卡大地布獵人遭警驅傅事 

件 、20 1 4年巴布麓獵人事件之後，再一次集體動員為捍衛卑 

南族及各原住民族主體權益而挺身，也是繼提出法庭之友意 

見 書 後 ，再一次表達卑南族對於本解釋案的高度重視，齊聲 

呼 籲 大 法 官 ：肯認原住民族文化主體，承擔憲法轉型正義使 

命2 ，促成相互承認、彼此理解的跨文化憲法對話3 。

[3 ]有關本解釋案行言詞辯論時大法官詢問事項，涉及系爭 

規定是否違憲之判斷，屬於國家法律體系及規範衝突的問題， 

委諸法律學者專家及各界提供卓見供大法官參考，本意見書 

從 略 。本意見書基於卑南族主體性之觀點，僅 擇 要 回 應 * 主 

要就大法官黃虹霞、詹森林詢問事項4涉及狩獵與動物生命的

過去憲法的制定和修正，卑南族從未以主體地位現身（聲），故本解釋案 

如能將皁南族觀點注入其中！也可以說是對於憲法本身的轉型正義。參 

卑南族法庭之友意見書第2 6 段 。

相關訴求，另參潘調志，【請大法官傾聽】何謂原住民族狩獵文化， 

liUDS：//lw .aD ulcdailv.com /fotL)m /20210303/4H L6W A Z6EJC H FB V O FF17M B  
6 W RY / (最後瀏覽 tl : 2021/3 /15  ) 。

t 虹霞大法官詾問略以：「第二個郜分是相對的，關於安全性的要求 > 我 

也非常認同，但是效能的部分，我們今天要對抗的，不是手上同樣有武 

器的人，我們現在狩獵的對象是躐物，嗯，如果從獵物的角度去看的話， 

到底我們應該存怎麼樣一種態度？......我要非常感謝很多法庭之友，給
我們很多的指導，這個部分其中有2 個 和 『效率』是有關係的，所以我 

覺得值得和大家說明 一 下 ，一個是社圑法人台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 

會 *還有一個布農族的法庭之友急見書*裡面有一些句子，讓我非常感 

動 *也和我原來認知是一致的，他們是這樣說，狩獵活動對於台灣原住 

民族文化的意義和重要性，重點不在於獵捕的行為，而在於和環境和諧 

共生的實踐，那麼他又說，每一次出獵，不可以講話，因為是準備讓自 

己的靈和宇宙萬物的靈，處於一個平等競爭的態勢*我作為法律人，看 

到平等，就會比較冇感覺 > 都要平等，F眾生平等』，那麼他又說，布農 

族並沒有獵人的概念，人是環境的一部分，你要是非人的，這讓我想到， 

不是從人本位的思想來出發，看特事情 > 這個是讓我感動的，整個布農 

族的部分，大概有這樣基本的看法。然後我說還有另一篇，也讓我非常 

感勤 f 這個是皁南族我們青年朋友寫的，他說，也是剛剛林律師也有提 

到 ，說獵人是獵場守護者的概念，獵人是傳統領域守護者、巡視者，你 

看他都不是以占有者，或者是侵略者這樣的概念在看待事情，他又說， 

卑南族長久在地生活發展出來的生活知識和智慧，以及文化惯習，均講



嚴 肅 議 題 ，分為以下三部分提供大法官參考：一 、狩獵的生 

命 哲 學 。二 、卑南族狩獵文化與動物生命。三 、蕙法原住民 

族文化權的肯認係本解釋案關鍵所在。

一、狩獵的生命哲學

[4] 從二位大法官的深刻提問當中，我們感受到其中所隱含 

「對獵物的悲憫」，引出了狩獵文化與動物生命的深層思考，

讓我們將文化保存、文化保護的思維，提升到生命哲學的高 

度 ，進一步省思與回應：狩獵文化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為何？

[5 ]  有關原住民狩獵活動，如 果 不 以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文化 

整 體 去 理 解 ，而 以 所 謂 「本質」之 說 看 待 的 話 ，則可能會有 

人 認 為 「狩獵的本質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掠奪」5 ，甚

究與大自然共存共續，我們利用享用大自然之餘，更要守護大自然，這 

樣的觀念和想法讓我是感動的。也是因為這樣的想法和感動’還同時看 

到一句話，讓我覺得我們是不是要去思考 > 内政部講的『低效能』是不 

是有它的道理存在？他 說 ，大獵祭的神聖性是由『獵』，取得上蒼、祖 

靈自然所賜而來，狩獵之前，總是要說請賜給我們祢所剩下的、多餘的、 

那些殘缺不全的。這樣的概念，我們如果現在要使用搶，我們來獵物的 

話 ，需要去追求一個現代高效率的搶嗎？」詹森林大法官詢問略以：r再 

來耍特別請教浦教授，您剛才的一段話，讓我很有感覺，您說在狩獵的 

時候，站在所謂人道狩獵的立場，#寧是希望能夠讓勤物，不曉得能不 

能夠用一搶斃命來形容，但是就我以及我相信恨多人觀察，不管是親眼 

看到或者是看電視，動物在受到攻擊的時候，他毋寧是極盡一切可能求 
生 ，所以如果我們讓這種搶枝不是那麼樣高效能1以至於被子彈打到的 

獵物，他還有逃跑的機會，或者是說，附近的動物，一看到牠的同胞已 

經被打中了1牠比較有機會去逃跑，所以這樣子的權衡，也就是說，今 

天沒有動物在場 1我們有着過幾場特別是美國演的電影，如果動物會講 

話的話，牠難道也會說，如果我真的必須被你打中的話，請你讓我一搶 

斃命吧？或者動物會說，不 ，還是希望讓我有逃命的機會？這個不曉得 

在我們獵人的文化以及原住民的傳統上，有沒有思考到這一點？當然您 

剛才提到，我也很受感動，獵人在獵得獵物之後，會對獸靈加以祭祀， 

我只是反問，如果是動物•牠是寧願被打死而來被祭祀呢*或者是我逃 

過這一次的災難，讓我跟人一樣活更久一點會比較好？」

二位大法官的詢問都著眼於「愴枝效能」，但背後的理由似涉及「對獵 

物的悲憫」（從獵物的角度去看，眾生平等；如果動物會說話會想要逃 

跑）。
參〈原住民族狩獵文化與憲法保障座談會會議紀實H 法律扶助與社會》，



至有人質疑：「動物還是最弱勢的，狩獵的本質就是對動物 

的 一 種 殺 戮 ，殺 戮 本 身 不 是 絕 對 不 行 * 但 本 質 就 是 殺 戮 ，殺 

戮 可 不 可 以 變 成 權 利 ？」6 、「為 什 麼 還 要 讓 殺 m 繼 續 存 在 於

當代社會之中？為了降低狩獵殺戮，是否應降低狩獵工具的 

有效性？」、「保存狩獵是否會鼓勵殺戮？鼓勵殺戮是否會延 

伸成為社會安全潛在威脅？」

[6] 原住民接觸外來信仰的時間，也不過是六'七十年而已， 

在此之前，原住民篤信傳統的祖靈信仰，以及相信萬有萬物 

皆 有 靈 的 萬 靈 信 仰 ，因 為 相 信 自 然 萬 物 皆 有 靈 性 與 靈 力 ，所

以 ，面對自然與日常生活時，形成了更加成慎謙皁的態度。 

然 而 ，神聖狩獵常被視為野蠻兇殘的「茹毛飲血」= 生活習 

慣被視為原始落後。可 是 ，現在當面對文明的副作用時，眾 

人才覺醒，原住民的生活習俗與價值信仰，含有更值得重視 

的内涵。

[7] 環境保護、生態維護的討論，由於加入了人道主義的考 

量 ，使這個議題遠離了野生環境的法則，刻意迴避了野生世 

界的獵殺事實、現象與功能n事實上，野生環境就是殺戳的 

世 界 *野生環境中的殺戮（動物間的獵捕）其實是造物者設 

計自然環境的一環。不殺生，或文明（至少是人想像的文明）， 

是 人 為 （人 工 ）環境的創造。環境保護的極致思維，是讓 I  

多的環境「野生化」'「荒野化」。充滿現代性思維的人道化、 

宗教化、文明化思維，以及過多人為的設計，反而脫離了自 

然 ，扼殺自然規律和呼吸的機會。凡是隱含人道思想，提倡 

宗教性、去野蠻的看法，其實就是在進行去自然，反環境保 

護 "因 此 ，假設動物會說話的提問，或許出於直率慈悲的發 

想 ，但其實是一項偽命題野生動物的共生、互動與溝通（非 

語言溝通），獵殺就是一個互動和溝通的主要模式之一。用 

偽命題包裝所有的野生世界應該立即人為化'文明化，反而

創刊號，頁 120 (許玉秀發言

公共電视有話好說，「王光祿釋憲索開庭！獵人為何變罪人？狩獵文化、 

動保難兼顧？」，hU ps:/7voutLi.be/6qM R-C Y4r l  ̂(影片 31:00 以下，台灣 

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長朱增宏發言）（最後瀏覽曰：202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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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顯 「人為主宰 J 的 思 維 ••極力主張人道化，宗教性地看待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文 化 ，其 實 隱 含 了 「文明化」的傲慢與歧

[S] 原住民近百年來非自願被迫納入殖民或文明國家體系之 

前 ，作為自然野生環境的一份子，是保持野生環境生存的設 

計 存 在 ，所以才有狩獵的行為。不具有狩獵的能力，是不能 

存 在 於 野 生 （或說自然環境之中）u 狩 獵 文 化的深層意義， 

就是不喪失野生環境存活的能力。要習得、懂得獲之於自然， 

用 之 於 自 然 ，還諸於自然的法則。簡 言 之 ，狩 獵 ，就是原住 

民 不 忘 祖 訓 ，不忘野生能力，不失野性的文化實踐，保存文 

化活力的體現。給一個野性的保留空間、遵循野生世界一份 

子 的 狩 獵 文 化 ，不僅能尊重原住民族文化，更能保護自然。

[ 9 ]  參加狩獵活動教育養成的人，其 實 ，會更敬畏大自然。 

事 實 上 ，在外來信仰及現代概念傳入原住民社會之前，我們 

就已經發展出和自然之間，和動物之間的平衡與平等的文化 

信念和習慣。而行為不符合規範的違反者，會被譴責和處罰， 

然 而 ，這份原本存在的管理機制與功能，卻被國家體制不信 

任 、不 承 認 、不賦予適當的位置與權利，引為參與管理或共 

同管理的一份子 ◊ 國家體制的不信任、不 承 認 、不 賦 權 ，破 

壞了原有的社會規範，更進一步形成原住民社會力削弱與紊 

亂之源 ◊ 所以，承認原住民文化自決權，引進原住民原有社 

會 能 量 ，參與負擔管理野生世界的貴與權，應更有利於自然 

維護與環境治理。

[10] 原 住 民 生 活 中 ，面對著三種生命型態：野 生 植 物 、耕作 

植 物 、野 生 動 物 。面對不同的生命，原住民都發展出了繁複 

的 儀 式 ，顯示了對所有生命（上蒼的賜予）的 尊 重 。生活中 

的 每 時 每 刻 ，面對生命對撞，採摘捕獵文化都在實踐「敬天 

法 祖 」的虔敬態度，豈能被不理解之人粗暴解讀呢！

[11] 生 命 相 遇 、對 撞 ，並造成有一方，或互相的生命造成傷 

害 、終 止 等 等 不 幸 ，一直是宇宙萬物互動的方式之一，看起 

來也是造物者設計世界運作的一道程式，這一套生命互動的



程 式 規 則 ，一 直 在 這 世 界 、在 這 宇 宙 中 運 行 。除非有比造物  

者 更 大 的 力 量 終 止 它 ，終 止 世 界 的 運 行 ，才 能 跳 脫 、擺脫這 

一 個 永 無 止 息 的 運 行 。我 們 人 在 其 中 ，我 們 利 用 它 ，也被利 

用 。我 們 威 脅 其 他 的 物 種 ，也 被 威 脅 。但 是 ，這個看起來相 

互 毁 滅 的 方 式 ，卻 又 含 有 取 給 互 補 和 施 捨 滋 養 的 功 能 與 意 義 。 

我 們 原 住 民 的 祖 先 ，身 處 原 野 ，深 刻 地 體 會 到 這 個 道 理 ，所 

以 ，發 展 出 「取 之 以 道 ，待 之 以 禮 」的 文 化 與 慣 習 。面對給 

養 生 命 重 要 的 生 活 途 徑 ，用 禁 忌 加 以 約 束 ，用儀式表達能夠 

生 存 發 展 的 無 限 感 激 u 我 們 知 道 ，採 摘 野 生 的 植 物 花 朵 ，會 

傷 害 被 採 摘 植 物 的 生 命 。收 割 小 米 高 粱 等 人 為 栽 種 的 農 作 ， 

也 是 收 回 終 止 它 的 生 命 。獵 捕 大 自 然 中 我 們 需 要 的 野 生 動 物 ， 

更 是 如 此 ！所 以 我 們 對 天 、對 萬 靈 、對 大 自 然 ，對每一個幫 

助 自 己 和 部 落 族 群 生 命 延 讀 和 成 長 的 生 命 和 物 質 都 充 滿 感  

謝 。透 過 禁 忌 、祭 儀 、慣 習 和 我 們 的 生 命 態 度 的 省 思 加 以 表  

達 ^

二 、卑南族狩獵文化與動物生命

[ 1 2 ]在 前 述 卑 南 族 「吟 回 文 化 權 ，唱 出 正 義 聲 」狩獵文化權 

釋 憲 案 聲 援 行 動 的 現 場 ，普 悠 瑪 部 落 吟 唱 年 祭 祭  

歌 （/ra/raw ) 「新 年 新 氣 象 」（p⑶ ）的 段 落 ，吟 唱 的主 

題 即 在 頌 揚 北 風 吹 、芒 萆 生 、獵 物 聚 、滋 眾 生 的 生 態 觀 。荒 

野 的 形 成 、動 物 的 滋 生 、動 物 食 草 、動 物 相 食 （含 人 ），就 

是 1 天 田 」的 形 成 。上 天 不 只 種 植 物 ，更 蓄 養 野 生 動 物 。這 

樣 的 環 境 ，是 被 1 現 代 」破 壞 了 。我 們 嘗 試 用 以 下 的 文 字 思  

路 加 以 敘 說 ：

獵 場 ，是 造 物 者 所 造 的 自 然 園 地 ，愈 荒 野 愈 保 生 命 力 。 

獵 殺 ，是 自 然 運 行 的 法 則 之 一 ，是 連 爾 文 口 中 的 物 競 天  

擇 的 推 力 。

荒 野 ，是 充 滿 危 機 與 生 機 之 地 。所 以 ，原 住 民 進 入 獵 場  

必 要 析 禱 "

祈 禱 ，是 為 了 進 入 荒 野 獵 地 （神 聖 地 ）行 危 險 之 獵 殺 （或 

被 獵 殺 ）活 動 之 際 ，求 神 靈 保 祐 自 己 的 平 安 。祈 禱 ，更 

是 祈 求 祖 靈 上 蒼 允 許 進 入 荒 野 （上 蒼 護 養 生 命 的 神 聖 地 ）



獵 取 神 聖 物 u謙 卑 祈 求 賜 予 生 活 所 需 ，謙 卑 祈 求 賜 予 上  

蒼 所 餘 、所棄 ' 有 不 全 者 u 而 進 出 神 聖 危 險 之 地 ，必須 

先 行 入 聖 （野 地 返 俗 （曰 常 生 活 ）的 通 關 儀 式 ，以 

配 合 上 蒼 好 生 養 生 之 德 。

[ 1 3 ]  卑 南 族 狩 獵 文 化 對 於 獵 物 及 獵 場 的 態 度 ，例 如 ：（1 ) 熊 

的 禁 忌 與 殺 熊 後 的 儀 式 ：熊 （的 /m %v ) 在 食 物 鏈 的 最 頂 層 ， 

是 山 神 派 來 的 使 者 ，殺 熊 會 替 部 落 帶 來 災 厄 （熊會聞獵人味  

道 到 部 落 報 復 ），若 不 慎 誤 殺 7 ，則 需 比 照 傳 統 按 親 人 在 外 意  

外 身 亡 方 式 祭 拜 ，流 程 3 天 ，下 山 後 要 找 巫 師 祭 拜 ，並停止 

上 山 幾 年 。（2 ) 珍 惜 自 然 資 源 ，凡 被 獵 傷 /亡 （即 使 發 臭 、未 

腐 爛 ）的 動 物 一 定 要 找 到 、帶 回 部 落 。（3 ) 獵 取 重 要 獵 物 時  

必 會 析 禱 （從 遭 遇 戰 爭 演 變 而 來 的 祭 詞 ）：「這 是 場 戰 爭 ，我 

今 天 幸 運 戰 勝 了 你 ，感 謝 你 犧 牲 身 體 讓 我 與 族 人 共 享 ，你的 

靈 魂 我 將 帶 回 去 供 養 ，直 到 我 死 去 。」（4 ) 不 獵 捕 懷 孕 、哺 

乳期 ' 正 在 交 媾 、帶 小 孩 的 野 生 動 物 。（5 ) 只 獵 3 0 0 斤以上 

成 年 公 鹿 ，不 撒 雌 鹿 與 小 鹿 ，以 利 物 種 延 續 。（6 ) 不獵鷹族  

及 夜 間 棲 息 的 鳥 類 （夜 盲 症 ，無 抵 抗 逃 脫 能 力 （7 ) 受重 

傷 、明 顯 無 法 存 活 之 野 生 動 物 ，會立刻處 理 以 減 少 牠 痛 苦 的  

時間％( 8 )不 長 期 使 用 單 一 獵 場 ，定期休獵（如 同 耕 田 休 耕 ）。

[ 1 4 ]  少 年 年 祭 （嫌 /tg处rmgfl少m v ) 又 被 稱 為 「刺 摇 祭 」’係以 

獼 猴 為 對 象 進 行 的 狩 獵 活 動 ，剌 殺 猴 子 之 祭 儀 活 動 有 訓 練 青  

少 年 面 對 生 離 死 別 及 勇 於 刺 敵 等 多 層 意 義 9。在普悠瑪部落少  

年 年 祭 的 3 首 祭 儀 詩 歌 （如必m v ) 中 ，詳 細 敌 說 刺 猴 、掉 狼 、 

棄 猴 （送 行 ）的 過 程 。這樣 的 儀 式 行 為 ，呈現了卑南族人對

黑熊因噢覺超級靈敏，有危險或遇上人類時>從很遠的地方會先行離開， 
有下列狀況時才會攻擊人：（丨）受傷或誤觸陷阱時；（2 ) 正在吃獵 物 ， 

鼻手在動物身體内，突然有人靠近會以為搶食者；（3 ) 身旁有小熊時* 

此時最危險；（4 ) 發春期公熊會爐著母熊，任何人靠近都會被公熊誤認 

為競爭者5

為什麼獵人要給獵物痛快？回到撿拾獵物的祭詞，也是比擬對方是戰士， 

給他的禮遇^換言之，我成為俘虜時，也希望對方給我戰士的對待，迅 

速結束生命1不耍虐待 

參皁南族法庭之友意見書第14段 。



於該動物生命的嚴謹態度。

/fW raw少年祭儀詩歌(1)

ore /ra 欄! m/ 來丨我們即將要開始/

我們要吟唱了'

d r a  k i n a l a d a n  / d m  s i n a b a l r a n  清晨/大清早 

k a d H n l n g a w u y ， k a d r l n l a m i 在 最 矢 在丸方 

p a r e n u a n a y , p a r e d e k c m a y 便送紙J使达違

眼神空洞/目光混濁（亡猶）

p a n u n u a n a y, p a t n i t r u w a n a y

/Vwrywmg"—直到逮 (花蓮一帶）

(言主：北纟且少年詩歌，在 冊 w ?刺猴場吟唱 

3 遍 ）

少年祭儀詩歌(2)
(m ? /ra , Awmw<:/rt_mYi m丨我們將要吟唱了/我們要吟 

唱祭歌

d r a k i n a l a d a n , d m  s i n a b a l a n  這清晨/這一大早 

/fflt/r/W wi/):如办加/ 丨在起初之地/在從前的地方

(指袓先發源之地）

芦 “少使送抵 /使送達 

/c«斤 /a "r (’mw/w仰 眼 神 空 洞 / 眼 目 混 濁 （亡狼） 

m iU rubuirubu , m u b ira b ira 帶 德 的 丨有奪 +  的 

/而 re/mgrm,/ 而g rm 在少年會所 /在聚集的場地

na  m u w a isa tr  t na  m uwadcire _h J i ./_ F^ F  6\J 
p a sa sn tru k a n，p a k a k a n m a n 被 任 命 的 /被 派 遠 者  

su n a su n a n a y, tu n itu m d r a y ■ff-iH  
p a n u m iw a n a y, pcU ulutiduw anay 延 績 的 /連續的 

p a u m n m n a y  i P a n a y sa n g  送括  ̂P a n a y sa n g  ( 炎 蓮 一 帶 )  

( 註 ：北組少年詩歌，在 （ra /«办m 少年會所底下吟唱3 

遍）

/cwrfmw少年祭儀詩歌(3)
/r« f/r/成 /a(mw/rtwa m/ 我們將要吟唱了/我們要吟

3



唱祭歌

d r a  k i n a l a d a n , d r a  s i n a h a l a n  這清晨/這一大早 

k a d r i n i n g a w a y, k a d f i n i a m i 在最先的/在先氣 

知 的 /rafWmwrwc" !目M 申空洞/ 眼目混濁（亡猴） 

m u t r u b u t n i b u , m u b i r a b i r a 帶德的丨有葉子的

职m, /wW/rtmgim在少年會所/在聚集的場地 

而少，加n伽r"c/ra少被服侍的/學長們 

j o a k a k a m n a n , p a s a s u r u k a n  m 遣的/學皋奶 

n a m u w a i s a t r, n a m u w a d a r e  J i Ji/T T  

p a n u m i w a n a y, p a t r u t r u w a n a y  

k i l u t u l u t u n g , k i u n g a u n g a y  

i k w n u k u m u t i; i t m s a t n t s a l 在藤蔓J 爲 

k a d r i m a r a n e a n , k a d r i m a i n s e a s 河床地/石子地

刺死/打死

k a n a k a w i y a n , k a n a  b a s i k a w  木/竹 

k a n a t i n i n g a t l n g , k a n a  t i n i w a t i w  吊 /拮卜 

s a n g l r’da n a y, s a n g d r c d a n a y 儀靠丨铸I  

k a n a k a w i y a n , k a n a  b a s i k a w  

t i t a b c d a n a y, t . i u b u s a n a y 棄I毛

( 註 ：北組少年詩歌，於 如 /t：m (即懸掛處，指棄猴 

場 ）吟唱 3 遍）

三 、憲 法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權 的 肯 認 係 本 解 釋 案 關 鍵 所 在

[15]本解釋案以「我國£ 法是否保障原住民（族 ）（狩獵） 

文化權？」作為言詞辯論爭點題綱之一這可說是本案最核 

心 、最關鍵的爭點，沒有之一 ^各相關機關，包括内政部及 

警政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即令主張各該主管之系爭法規 

未 違 憲 ）及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就 此 均 持 貪 定 態 度 ，意見並無 

二 致 。鑑定人蔡志偉副教授、王毓正副教授分別提出之書面 

鑑 定 意 見 ，亦 為 本 解 釋 案 涉 及 之 相 關 原 住 民 族 集 體 權 利 （原 

住民族傳統領域權、原住民族土地權及自然資源權）之憲法 

依 據 、理 論 基 礎 、内 涵 及 範 圍 等 ，提 出 足 供 大 法 官 參 考 之 論  

述資料。誠如本解釋案聲請人：̂兆園地方法院張家豪法官於最

9



後陳述時所言：「本件議題如果從上位觀察，其實就是憲法 

是否保障原住民文化的主體性，並尊重原住民文化的發展性， 

並非侷限在所謂的文化就是復古的這個想法當中U那這體現 

在原住民可否隨著時代、環 境 、科 技 、經濟的發展，選擇最 

適合的方法、最適當的工具來實現文化的内涵，傳承文化的 

本 質 。就本案來說，就是原住民是否有櫂利有自由去選擇更 

安 全 、更經濟、更準確也更容易延續狩獵文化的方式或工具 

來實現狩獵文化。」

[16]然 而 ，在 「我國憲法是否保障原住民（族 ）（.狩獵）文 

化權？」此一爭點的肯否之間，大法官會不會因為「對獵物 

的悲憫」，或者基於任何人隨時隨地都可能對於動物萌生的 

佛心/慈悲/憐憫之情1(3，而不自覺對狩獵心存疑惑/反感的態 

度 ？即使自認為理性、對少數心存善意的大法官，是否内心 

也可能會有所掙扎、拉 扯 ，這樣的悲憫動物之情、對狩獵疑 

惑的態度，會不會抵銷規範上、事實上亟需大法官及時保障 

少數文化的力道？甚或構成大法官透過釋憲肯認憲法保障 

原住民族文化權的無形（心理）障礙* 11 ? 基 此 ，本意見書擬 

藉由上述補充說明，希望可以增進大法官及社會大眾對於狩 

獵文化内涵的理解，並從理解進而相信狩獵文化的豐富（不 

是只有獵，還有祭儀、情 感 、對動物生命的態度等12)美好 

(對生態環境、維持物種平衡的貢獻等），打破所謂狩獵「本 

質」之說n 。況 且 ，面對長久以來加諸於原住民狩獵的窒息

1()例如：不殺生是佛教五戒之一；想像到動物被獵殺的晝面，或觀看人頫 

殺死動物的影一般人都會心生不忍 "

另有關動物權利的討論，關注的重點不在於動物生命的維持，毋寧強調： 

保護動物不受殘忍和暴力對待，應減輕動物的痛苦，故人不應虐待動物* 
或是用殘酷的手段對待他們，法律應該防止對動物的殘酿行為D See Cass 
R. SuniJtein, The Rights of Animals, 70 U. CHI. L. REV. 387 (2003).

11例如認為：若是承認（殺戮、掠奪生命的）狩獵文化是憲法權利，會讓 

高貴神聖的憲法（或號稱憲法守護者的大法官）沾染企跡！

12有關狩撒活動對於皁南族文化之意義與重要性，參卑南族法庭之友意見 

書第3-19段 。

11至於將狩獵標籤化為殺戮，而主張不應承認「狩獵權」之說法，可以簡

單比擬作為回應：在養雞場或家禽屠宰場工作的人，選擇從事此一職業，
10



性壓迫（例如 1 2004-2016年間，至少有25 9個案件、382 

位原住民因為日常性狩獵被起訴」14、獵人因使用不安全搶 

枝造成搶枝誤擊傷亡15)所導致原住民族狩獵文化 曰 漸式微、 

消逝而毫無「自由的追求文化發展」可言之情形，大法官懍 

於憲法職責，在 （與其他行政、立法機關同受）憲法價值決 
定（平等 '多元文化、積極保障發展原住民族文化）拘束下， 

宜否將自己的宗教信仰、價值觀、悲'丨閔動物生命的情緒，注 

入在憲法解釋的工作上，也值得大法官審慎思量。

[ 1 7 ]容我們再次強調，本解釋案絕對不僅止於法律爭議的論 

辯 ，而需要大法官傾聽、理解各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内涵， 
且真正的關鐽在於憲法應肯認、還我集體文化權16 (而不只 

是將系爭法規宣告違憲）。否則，有關原住民狩獵活動的說 

法 ，終究無法避免仍停留在事實層面的錯誤、認知層面的偏 

見而不自知。例如本解釋案鑑定意見中，仍有認為：「全世 

界主要先進國家針對狩獵文化，均以法律位階規定其狩獵規 

範 ，而似無將狩獵視為基本人權，因為現代生活狀態已經不 

適宜再擴大狩撒文化，而大碑危害野生動物之多元物種，嚴 

重破壞自然生態環境之平衡。」n這正好證明了社會上對於 

狩獵文化誤解/ 不解的樣貌，同時也提醒大法官，站在理解 

的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放下成見（不要墨守原來的個人權 

利體系），打開心胸，積極正向去建立論述*擁抱新的憲法 

權利，肯認原住民族文化主體，承擔憲法轉型正義使命。

以及這些飼養雞的所有人，難道不能主張他們殺雞的行為，受到憲法工 

作權，財產權的保障？有人會質疑，他們行為的「本質」是殺戮，因此 

不是憲法保障的權利嗎？

鑑定人裝家騍教授提出之書面鑑定意見，頁6«

參立法院公報，110卷 1丨期，委員會紀錄，頁 207 (警政署統計2013 

年至2020年搶枝誤擊事件共46件>

有關本解釋案確認我國憲法保障卑南族（狩撒）文化權之必要性及急迫 

性 ，參卑南族法庭之友意見書第24-27段 。

鑑定人林明鏘教授提出之書面鑑定意見，頁2 ，註 5 «
11



0 1 泰雅狩獵成敗品格態度均有嚴梏規範 

h u p s : //\\n,vw. y o u tu b e. com/w alcli?v=G6'JyevDXwBc

i d a h a n g g a g a丨n ly a p(m laL a) miq q o y a L u k i x 泰雅族人對於打獵有嚴謹的規範， 

從獄團的组■成到撒人的品格與態度都是打獵成敗的因素*泰雅族語叫做m 1 ahang  

g ag a na m lyap(D U ata) 1■打獵"隹有遵守g a g a 才是唯一途棱5

0 2 阿美族重分享文化詞彙類別多

h t t p s ; //www. y n n tu h e. cnir/w atch?v ~wf-gzA 1 zxl^E

在阿美族的社會裡^ 分享一直我們最重要也是最美的文化之一 。在不同的情境和 

狀 態 1 阿美族對 "分享 "有不同的解釋和說法。 如在途中遇到撒人直接與你分享 

他 的 收 穫 ，這個時候的分享我們稱 pawacW " 另 外 ，撒人將帶 回 家 的 收 獲 ，分裝 

後再一一送到親友家，這樣的分享我們稱 p a f a t i s 。 還有一種分享將煮好的收 

獲 ，用碗公盛一碗湯送到親友家，這樣的分享我們稱 pakohaw ■■

0 3 排灣族狩獵分享獵人生活態度謙虛

h t t p s : / / v , 'w . y o u tu b e .  c〇[ i i /w atch?v-zuW ciIH IF JU

排 灣 族 也 有 狩 獵 文 化 ！不 是 近 代 發 明 的 ，而 是 山 林 民 族 千 百 年 延 伸 出 來 的 生 存 方  

式 之 一 ，獵 人 在 部 落 是 相 當 受 人 尊 重 的 ，而 且 獵 人 的 好 名 聲 會 流 傳 萬 代 。為 什 麼  

在 傳 統 社 會 獵 人 文 化 如 此 受 到 重 視 ，因 為 獵 人 取 到 食 物 ，都 會 先 帶 到 領 袖 家 内 '  

再 與 族 人 分 享 ，這 是 從 古 以 來 的 習 慣 ，不 能 自 己 享 用 u 部 落 的 許 多 老 獵 人 說 過 ， 

缻 人 最 重 要 的 裝 備 ，就 是 一 個 誠 貧 的 心 ， 不 可 以 隨 便 拿 別 人 的 獵 物 ，這 是 個 禁  

忌 ，如 果 你 拿 別 人 的 撒 物 佔 為 已 有 ，會 受 到 詛 咒 ，下一次 上 天 就 不 會 再 給 你好運 

氙了  =■獵 人 之 所 以 受 到 敬 重 ，除 了 因 為 他 也 是 一 樣 非 常 尊 敬 別 人 之 外 ，在 山 林  

取 食 物 時 ，都 必 须 放 低 姿 態 ，這 也 是 訓 練 族 人 要 謙 虛 的 生 活 態 度 。獵 人 有 了 這 些  

好 名 聲 ，自 然 就 會 受 到 尊 重 ，這 就 是 瘋 人 們 追 求 的 最 大 福 氣 。這 是 今 夭 的 文 化 常  

識 ： 排 灣 族 的 狩 獵 文 化 。

0 4 狩 獵 是 布 農 族 男 子 最 高 價 値 體 系 的 杜 會 行 為  

h t tu s ://www, you tiibe, caiii/^H td i?v~D7QliJ2inikA(J

從 布 農 族 狩 獵 的 社 會 行 為 * 來 談 一 談 布 農 族 男 子 的 養 成 教 育 。 我們從布農族狩  

撒的社會行為  > 統 稱 為 h a n u p 狩 獵 ，早 期 h a n u p ，也是布農族男子最高價值體系  

的 社 會 行 為 1 ma t h a z a m 輕狩撒 > 園 地 工 作 午 休 時 刻 1利 用 時 間 進 行 的 狩 獵 行 為 1 

h a z a m 是 烏 類 ，所 以 獵 物 對 象 是 以 烏 為 主 。 當 然 有 好 夢 遇 到 獵 物 也 會 帶 家 > 

i m t a k s a h 有夢（運 氣 好 ），夢 占 是 布 農 族 占 卜 的 方 式 之 一 ，延伸為生活用於指幸

https://v,'w


運 者 ，或運氣好的形容詞用語。 m a i t a l a 夜獵 > 晚 飯 愎 ，一個或二個相約的好 

朋友 ' 到 森 林 俗 成 散 步 的 体 間 式 狩 獵 行 itiapu' a s u 伴狗獵也稱團獵 1 家族或 

部 落 有 目 的 、有 組 織 、有計晝的全體性的杜會行為 = nial’ a h u 陷 阱 獵 * 預設性 

的 狩 獵 方 式 ，獵人必須具在高度的山林智慧，才有所成的狩獵行為。

(J5 卡大地布除喪祭除去喪家失親傷痛

h t t p s : Z/www. y o u tu b e ,  com /watch?v-vxpVnO \vjnPQ

天 才 剛 亮 ，從 山 上 狩 撒 返 回 部 落 的 卡 大 地 布 男 子 ，聚 集 在 巴 拉 冠 預 備 1 2 月 31 

號 的 除 喪 祭 儀 。這 一 天 ，一 年 當 中 只 要 家 裡 有 歷 經 喪 事 的 喪 家 ，將戴著苦苓樹枝  

編 織 的 花 環 ，在 部 落 青 年 會 的 帶 領 下 ，除 去 身 上 失 去 家 人 的 傷 痛 跟 晦 氣 。 除喪 

祭 歌 響 微 整 個 部 落 大 街 小 巷 ，青 年 會 圍 圏 園 住 喪 家 ，拉 罕 祈 福 之 後 ，喪家就會加 

入 青 年 會 的 舞 蹈 ，並 且 接 受 族 人 們 的 關 心 與 慰 問 ^ 喪 家 歷 經 失 去 家 人 的 傷 痛 ， 

還 好 有 部 落 族 人 的 關 心 與 安 慰 ，陪 伴 他 們 一 起 度 過 難 熬 的 時 光 ，部落族人關愛的 

表 現 ，讓 部 落 族 人 關 係 更 加 緊 密 ，青 年 會 的 組 織 建 立 了 部 落 的 守 衛 制 度 ，跟保護 

部 落 的 陏 級 ，更 展 現 部 落 團 結 關 懷 的 溫 馨 景 象 ，讓 喪 家 在 新 的 一 年 ，感受部落的 

真 誠 關 懷 。

0 6 西 魯 凯 族 豐 年 祭 男 人 狩 獵 獲 榮 耀  

h t l .p s ://www, y o u tu b e. com/w atch?v ^_2HjCZPTZJs

西魯凱族的豐年祭即將快到了1獵人們這個時候都到山上打獵。主要的S的是 

為了要分享給部落族人，一方面也是為了要取得百合花的榮耀。 因此魯凱族要 

成為真正的男人是一種挑戰 > 是要冒著生命跟獵物搏H的。今天文化辭彙單元 

帶大家來暸解獵人的心聲。 魯凱族男子頭飾上的榮耀標誌，視同生命的價值一 

樣的尊貴* 因此*每個H子都在競爭努力取得百合花的光環。魯凱的男子不只 

是要成為獵人勇士 *更重要的是要遵守分享的規範，才能稱上真正的男人5 早 

期的撒人勇士與現在的i 人勇士的獵法是不同的。 豐年祭的這一天，魯凱族的 

獵人勇士是宣揚自己功勞的一刻，甄人不只在飲酒中用歌聲報戰功，連早期厲害 

的獵人先輩們，也成為獵人們在閒話家常中骰佳的話題"

G7 鄒族狩獵禁忌打喷嚏恐發生不幸

h t t p s : //www. you tu be. ccj!i]/ftatch?v~\i'u9KiLiKr6^i

台 灣 原 住 民 族 群 中 *都 有 一 些 生 活 的 禁 忌 ，尤其是狩撒 民 族 ，當 要 出 發 狩 獵 時 ， 

絕 對 不 可 以 打 喷 嚏 p a s n g i，因 為 對 獵 人 來 說 是 不 好 的 預 兆 ，如果堅特出發拫可  

能 會 在 路 上 會 發 生 不 幸 事 件 ，這 般 禁 忌 請 姑 且 相 信 ，因為這是耆老留下的山海智  

慧 1 禁 忌 在 鄒 族 生 活 文 化 裡 是 依 然 存 在 ，根 多 事 宣 還 是 遁 著 傳 统 習 俗 去 執 行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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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人準備上山狩獵時，一般都是最早起，因為出發前絕不能聽到有人打噴嚏的聾 

音，所以獵人一般清晨天還未亮時 > 就出發狩獵，一來早起烏兒有蟲吃，二來求 

乎安，目前部落還一直保存這般禁忌>

08羅氏鹽膚木實用性高赛夏族做析天祭儀 

b l i p s : //www. you tu b e. coi]i/watc:h?v-Xej；3riADq,saU

羅氏鹽膚木，赛夏語稱作k a p h u e l，是台灣原生種落葉性小喬木，分布中低海拔 

向陽光的地方，它的果實有鹹味，因此早期原住民取它的果實當鹽巴來使用•而 

在赛夏族U n a’ Lo’祭典儀式中，用在析夭撥雲的儀式部分。羅氏鹽膚木剖完之 

後 ，就要烤乾，mama’ k a l i h 說 f 舉行 t i n a ' t o 祭典時，木頭要當天砍當天烤乾， 

是不可以提前準備的，而且在p a S ta’aj"時，用羅氏鹽膚木來支樓榛木" mania’ 

k a l i h 說 ，台灣狩獵民族，以前用羅氏鹽膚木，拿來烤乾燒火，取它的木炭敲碎■ 

和箸硝石，可以做成火藥1用來打撒。羅氏鹽膚木，除了在t i n a 't o 祭典中， 

利用打火產生的火花，祈求天氣晴朗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也用來當火把火藥， 

賽夏族人祖先利用植物特性，衍生在山林生活的智慧。

09延續祖先智慧籣嶼信守飛魚季捕撈禁忌蜆範 

h t t p s ; / / vavw. y o u tu b e .  c〇[n/watch?v-ii3pFVqQ7PP3

以海洋為生活中心的關嶼雅美達悟族人，至今大部分還信守傳統飛魚李捕撈的禁 

忌规範’而所捕#到的飛魚，各部落也有不同的處理方式。耆老說，祖先 s i r a  

do p a r a e n t採納菲律寅巴什族人建議，因此才多了一片魚肉的刀法= 藺嶼傳統 

歲時祭儀都是以圍繞著飛魚而制定，按照祖先傳授的智慧，辨別生態植物的變化， 

就能判定飛魚的路線及時程，甚至觸犯禁忌時，也有一定的規範。延績祖先的 

智慧，了解尊重環境、永續經營的道理，籣嶼雅美遠悟族人信守傳统禁忌的规範， 

而傳统禁忌的背後，是蘭嶼雅美達悟族人尊重生命，以及維護自然的生活智慧真 

理 。

10邵族狩撒祭向祖靈析求豐收順利

h t tp s : /A v w w .  y o u tu b e .  coi]i/walch?v=HKidvvlWRTA

每年裏曆7 月 1號，是邵族舉行狩獵祭的日子，今年恰好踉原住民族日同一天， 

邵族人遵循傳統文化，挨家挨户帶著祖靈籃分別在袁、石頭人二家，由 

S h in s h i iC 女祭司）主持祭典儀式，向祖靈祈求t 收順利。儀式達行到一半，頭 

人家要把雞肉、砧板跟刀子 ‘拿到祖靈S 前祭拜，後續S h i n s h i K 女祭司）會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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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祭拜過的雞肉，而且任何人跟狗都不得食用y Sfi族以祖靈信仰為核心，祭典 

進行中是不能被打擾1但護衛隊成員表示，仍有遊客不遵守规範。邵族傳統領 

域經過市地重劃，高樓林立，壓縮原本的生活空間，祭典也只能在馬路上進行， 

但邵族人堅守傳統，持續努力爭取應有的土地權益。

11太魯間族野外求生技能認識解渴植物能保命 

h t t p s  i/Zv̂ w. y o u tu b e, coni/w atch?v=ycUF2fMfDeo

早期族人在登山狩臘的時候，短時間可以不愁進食，但絕對不可以缺水喝 d 因此 

在山中如 何 山 中 取 水 ，是獵人們最重要的山林智慧與本能了 u 耆老說山中除了 

溪谷 (Ayu)有 水 源 之 外 ，認識解渴植物就是野外求生必備知識與智能》透過鏡頭 

一起認識耆老解渴植物文化，例如黃藤心 q w a r u x大 芒 草 心 powr i b n g r u x 筆筒 

樹 q e r u r i秋 海 棠 rq rsu s等 等 食 用 方 式 "耆 老 表 示 ，除了以上所介紹的解渴植物 

之 外 ，其實還有很多野外植物可以解渴，例如野芭蕉的嫩心 powri ，雖有澀味 

卻 有 解 渴 之 效 ，另外族稱（tin y q) 靠近灌木地帶的閫葉 w asaw，在它的樹幹底 

d n g u r部 用 刀 斜 切 一 刀 ，約 G小時後可積水 tgnu q s i y a l公 升 左 右 ，水質清淡可 

口 。巨木樹洞或岩石凹洞等，也 可以找到少許的積水（tgnu q s iy a ) 。 植物文化 

也 是 畸 後 該 好好的復搌與記錄 了 1 身為太魯閣族的孩子讓我們心動化為行動 

—起保存珍貴的祖先植物智慧 1

1 2 噶瑪藺族傳統信仰萬物皆有靈  

h t t p s : / / w w w . y o u tu b e ,  co rn /w a tch ?v 4 5 rd 3 R p L E m 4

v/away na keba 1 an zana mesa 1 £i w 噶瑪蘭人的傳統獵祭，族人要到野外狩獵時會 

先在家中祭祀，自然界的神靈包括山神獄物神各種自然精靈笄是一種由自然萬物 

所變化的靈魂以及祖靈。 我們可以從儀式中看出噶瑪蘭無論是從事任何活動， 

都 以 神 靈 、袓 靈 進 行 祭 祀 行 為 ，噶瑪籣人相 信 透 過 祭 儀 、祈 福 ，能夠保佑族人 

狩 獵 順 利 平 安 "噶 瑪 蘭 人 的 傅 統 信 仰 ’萬物有靈的靈魂覯、神 靈 、忸靈是一種 

無所不在的靈魂。 如 自 然 界 的 神 靈 ，包括山神、獵 物 神 、各 種 自 然 精 靈 等 ，是 

一種由自然萬物所變化的靈魂。 噶瑪籣人在邳外狩獵，即 會 先 在 家 中 ，祭祀此 

類 靈 魂 。

13撒奇莱雅族狩獵.捕魚太贤收須分享鄰舍及親犮 

h t t p s ://ftTw , y o u tu b e. c〇[n/wat.ch?v-xin£)L5VEVrKR

如狩撒或捕魚有收穫，會分给鄰人親友’這就是族人所謂（p a a n i丨1)分（共）享的觀 

念。但總會有一毛不拔吝嗇的人，只知享受卻不付出u 這些家族因為付出不多1 

應該頗有賴蓄才對，但通常每下愈況。原來這些家族因不佳之表現5而造成家庭

4

https://www
https://ftTw


上之影響，所以另外有個讀語： ta la h a d a y a luitiai kidem en nu edu ku l i p u s i 

s u I li,备嗇人家，米倉的米會被老鼠偷吃。證明一毛不拔的行為會付出敗家的代

14賽德克狩獵禁忌多徵犯隱喻收穫

h l lp s : //www. you t li be. coni/w a t c h ? v ̂ J n v r - ̂ ̂ 2v Pw

賽 德 克 族 文 化 狩 獵 U wam ac有 很 多 的 禁 忌 i 準 備 狩 撒 的 過 程 中 ，有 交 代 撒 人 是 不  

能 觸 碰 編 織 ，這 是 會 影 響 獵 人 所 設 的 阳 s i n g 陷 阱 ：而 在 山 上 也 不 能 直 呼 台 灣 黑  

熊 的 名 稱 kuiuay/ s m ie ，這 樣 會 破 壞 了 禁 忌 ，老 人 會 生 氣  < 我 們 不 能 太 直 接 明 白  

的 說 ，如 果 我 們 直 接 說 kum ay， Kuraay — 定 會 直 接 咬 我 們 ，這 個 是 我 們 狩 獵 的 禁  

忌 ；我 們 一 定 要 遵 行 老 人 教 導 我 們 的 習 俗 * 這 個 是 我 們 狩 狨 的 文 化 ，接 下 來 我 們  

有 請 兩 位 耆 老 講 述 過 去 族 人 對 獵 人 的 訓 誡 。

15卡 那 卡 那 富 河 祭 虔 敬 感 恩 河 川 #養 族 人  

h t t p s ; //vvw',v. y o u tu b e. coni/w a tch?v-::LyvkbsasciBg

6 月分對卡那卡那富族來說有一個恨重要的儀式，就 是 河 祭 。主 要 詞 彙 ： 

P n s ik a r a i/ maruvana k a n a a sia / niuctmcttm a r a m ia 'a  / 'apactfvura k ita n a 11 

在卡那卡那富族的家鄉有一條楠梓仙溪，還有其它大大小小的支流小溪，每年到 

了 5 月 開 始 ，就 是 魚 、蝦 、螃蟹的產卵季節。到 了 這 個 時 候 ，卡那卡邪富族人就 

停 止 捕 魚 嘏 了 。開始準備飯類、肉 類 '些 許 小 米 酒 、迖草及山棕莱 =刷洗家中的 

捕 魚 工 具 。長老們強調要清洗到沒有任何異味，那樣才不會驚嚇到魚蝦 = 到了 

河 祭 的 當 天 ，男士們要早早起束，到指定的地點集合，在天色將亮而未亮之時， 

首領就會對著眾人說聲「大家往前走」 ！率領所有的人往河溪走去。路 途 中如果 

有分叉的小路，遺要擺上刻意打上結的芒草《據說是為了迷惑有意干擾的壞精 靈 。 

抵遠河流要尋找有深潭的旁邊起火。 首 先 是 祭 司 儀 式 ，完成之後首領要說話， 

此時首領所說的話 |是以虔誠的語氤謝夭、謝 地 ，感恩河川用它的溪水、生物以 

及 川 M 等餵養族人 "首領要激勵族人保護河川。說 完 話 ，就開始咀嚼所攜帶的米 

飯 ，撒 往 深 潭 ，青年人拿著撈網、芒 草 、山 棕 ，從下方缓慢的將魚蝦往上趕。因 

為 所 有 的 魚 蝦 ，都有牠們原本產卵的位置。在大石上還要疊上石塊，表示族人有 

到達此地的標記=長輩們說，要祭祀河溪才會庇祐族人，永遠有美好的生活環境。 

族人這個儀式的意義，其實與當今的生態環保非常契合，很值得傳揚下去。

16拉阿魯哇族雁爾杜聖貝祭T a k i a r u 獻唱祭歌迎接貝神 

h t t p s : //vvw. y o u tu b e. com/w a tch?\-~QKbpElc7y r I



清晨五點，天色依舊昏暗，拉阿魯哇男子輪流舉起火ffl T同時手沾釀酒，灑向聚 

會所外，告知天神即將舉行迎神儀式，高雄桃源忖雁爾社2 月2S 號這一天，舉 

行聖员祭丁a k i a r u ，由排剪社領袖帶領部落勇士，天還未亮就間始獻唱祭歌跟舞 

蹈 ，迎接眾神降臨。雁爾社跟美櫳社x 同的是，沒有抛璧貝儀式，一般人很難 

看到聖貝的廬山真面R "因此雁爾杜的聖貝祭，部落領袖將聖員放進酒渣中洗滌， 

在祭歌與舞蹈過後，就會把聖貝收回f 中。進行祭典過程，部落挑選最合遶的 

豬隻獻給天神，當刺豬儀式進行瞬間，族人園聚歌唱，場面相當震槭。 由於拉 

阿魯吐族跟鄒近的布農.族大量迺婚，彼 此文化也相互融合，因此近年來：拉阿魯 

哇楨極推動文化復振，讓原本離鄉工伟青年，可以回到部落傳承祖先記憶。高 

雄市桃源區拉阿魯哇族，2014年正式脫離鄒族正名為拉阿魯哇，目前人口約有 

300人 。 由於拉阿魯哇族語，列為極度瀕臨滅絕消失語言，拉阿魯哇族人都有 

強烈危機感，他們希望可以努力推動語言復振，特別是年輕人，可以多說族語， 

讓拉阿魯哇族語可以代代相傳"

17原 觀 點 東 海 岸 之 聲 第 00]集 【族 群 看 狩 獵 】

(H i p s ://www. y o u tu b e. coii)/w atch?v^wtbBc jZWXLQ

原住民的祭儀或生活與動物息息相關，如皁南族的猴祭跟大獵祭，是與猴子跟山 

羌為獻祭 > 排灣族祭祀必以山羌為最重要的祭物，稱山羌為所有動物的頭S 1而 

布農族的射耳祭是與水鹿有關。所有族群對熊有一致性的看法，不去捕獵熊，被 

視為禁忌，需進行重大儀式，免遭凶災M足族群觀點看待動物，呈現原民觀點。 

各族群對傳統狩獵方式有其堅持，布農族用狗III獵 ，顯出人狗互動的情感跟維護 

生態平衡的智慧。排灣族用獸鋏捕獵動物顯出撒人的智慧跟_ 氣°現今政府所准 

許使用的自製獵搶，被老一輩的獵人視岛無技術智慧可言，且因搶枝過多危害到 

動物生態。觀之 *傳統原住民視動物為天神所賜，為贖罪的祭品，透過儀式讓 

個人及族群生命躍升到新的領域，報戰功及分享獵物來維繫杜群緊密的關係，這 

些郇是#要靠動物獻上為祭才能完成u 所以人與動物，動物與人是一體’彼此共 

生共裱相互依存，是維護生態的傳統價值。

1 8原 觀 點 部 落 進 行 式 第 039集 【布 農 狩 獵 文 化 與 部 落 青 年 】 

h t.t p s : //v;w . y n u tu b e, cciii/w atchyv^lM u n 'F o tjJE

—悚 大 樹 倒 著 ，樹 中 間 是 空 的 * 阿 公 就 搭 起 帆 布 ，在 旁 邊 挖 引 水 溝 ，有一棵檜木  

中 間 是 空 的 ，我 們 整 理 鋪 上 山 羊 皮 ，就 是 我 們 的 獵 寮 ，那時候我整整有兩三年的  

寒 暑 假 ，都 這 樣 跟 著 他 。

達 瑪 巒 部 落 青 年 L um av回 憶 起 「那 些 年 和 阿 公 一 起 狩 獵 的 日 子 」，長輩所傳承的 

狩 獵 文 化 ，其 實 藏 著 對 大 自 然 的 維 護 與 對 祖 靈 尊 敬 的 輿 秘 。 目前法律規範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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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的狩獵行為，讓部落青年Ta 1 urn N angavu丨a n 有話要說，他認為年輕人現在 

想要推的是上山能夠由我們自己來管理自己，才能秉著自生自立的精神。

濁水溪上游的T an iazuan達瑪巒邹落，有豐富的山林實源，孕育出與山林永續共 

存的B u n u n文化。獵人原本是部落的榮耀，一直以來卻遭到汙名化，兩位部落 

青年如何守護傅統文化？

i 9 原觀點部落進行弍第111集 【東埔都落的遠見-我與獵人證】 

https: //wvvw, youtube. com/wfitch?v~D5...-8LA6Tr()

南投信義鄉東埔布農部落，在南投林管4 與學者的協助下，向農委會申請狩獵自 

主管理試辦計晝》發放獵人證，東埔族人們依照傅統規範，訂定自律公約，也 

逐漸找EJ屬於自己的布農文化"

20 Li .VIA新聞世界第邪7 集 【狩獵 *培力】 

h t t p s  ; /7\™w,y o u tiib e, CQmAvatch?v-YATA7htJLMk

在排灣族杜會裡，要成為一名獵人，不是那麼簡單，除了要學會狩獵的技巧，還 

要僅得觀察大自然，更要學習傳統的狩獵分享分肉文化，而這個文化中的知識不 

是靠聽或是說，而是要靠經驗，打到狼物，要先回饋上天，還要懂得哪個部位分 

享給誰，尊敬，分享，感恩，是獵人根重要的元素，常常冇人說，獵人是部落族 

人蛋白質營養的供應者，也是自然生態的監控者，更是山林文化的守護者，面對 

現今的法律，還有文化改變，來義鄉傳统狩獵文化協會與屏科大，就發起一場狩 

獵培力課程，老獵人，年輕一代的部落孩子，再加上外界的專業技術■人員，大家 

彼此分享彼此學習和討論，如何成為一名能夠承接傳統，又能融合現代的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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