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 計 劃 於 10 8年 2 月 1 日 至 1 0 9年 7 月 3 1 日 執 行 ，在上期計 畫 執 行 期 間 ，已取得南勢部 

落的同意進行合作。10 9年 4 月以學術利用申請取得狩獵許可，期 限 至 10 9年 1 2 月 3 1 日 。亦 

協助建立南勢狩獵自主公約、及狩獵動物管理規章及流程。關於避免瀕危物種黑熊與石虎的誤 

獵 ，目前以規劃狩獵區域分級分區，後續推動陷阱記名制及嘗試降低誤捕之陷阱裝置來努力。 

從南勢部落示範獵區的自動相機資料分析，山羌變動下限為34,8，野 山 羊 為 1.18，野 豬 為 0.67; 

八仙山長期監測區域山晃變動下限為 28.01，野 山 羊 為 0.96，野 豬 為 （X6 2 。雖然目前狩撒物種 

的月平均出現頻度都曾有過低於變動下限，但都有再提高的情況。各物 種 之 月 平 均 0 1 值 、標 

準誤及變動下限會因資料的累積而逐年修正，以獲得長期的平均趨勢。整體 而 言 ，南勢狩獵樣 

區 的 4 種 狩 獵 物 種 出 現 頻 度 ，相較於同時期的八仙山長期監測樣區並無太大差異。狩獵量分 

析 ，109/1〜109/6南勢部落狩獵示範樣區扣除野放個體，共 捕 獲 山 晃 5 1 隻 、台灣野山羊 3 0 隻 、 

野 豬 1 6 隻 、白面鼯鼠 9 隻 、大 赤 鼯 鼠 1 2 隻 、白鼻心 2 隻 ，共 1 2 0隻 動 物 ，由 於 山 羌 、台灣野 

山羊近三年出現頻度呈現增加之趨勢，考量還在永續使用量的情況下，下一年度的山晃申請數 

量 可 以 提 高 至 100〜1 2 0隻 。狩獵自主管理部分，已開始依所討論出來的機制進行狩獵量回報， 

評估在狩獵壓力下該狩獵物種之經營管理，與部落共同合作進行，以達部落自主管理、資源永 

續利用與保育之目標。

關 鍵 字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狩 獵 物 種 、八 仙 山 地 區 、族群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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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計畫需求與目標

一 '前言

近 年 來 ，因應世界重視原住民族文化資本及傳統生態智慧的潮流，消逝中的台灣各原住民 

族傳統生態智慧與文化傳承也日漸受到重視，使得台灣野生動物保育政策也開始省思人與自然 

隔離的策略所衍生的問題，而逐漸有學者提出結合在地部落傳統狩獵文化制度及科學性的野生 

動物監測機制 (裴家骐和羅方明 199 6 ,裴 家 骐 2 0 0 3 )，納入傳統生態智慧及傳統祭儀等文化傳 

承 的 需 求 ，期望能因應世界潮流，發展出一套由政府與在地部落社群共同參與與管理的野生動 

物保育與資源管理策略，並發揮在山林巡護、文化傳承及旅遊產業上，以尋求資源永續利用、 

野生動物族群保育及文化資本保存多赢的局面(盧道杰等2006)。

國際上近年的保育方針，主張從地方本位出發的保育模式，可 以深入認識和闡明問題的背 

景 脈 絡 ，達到更良好的保育效 果 。第 十 屆 聯 合 國 《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大會於 2 0 1 0年 10 

月 提 出 「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策略計劃」及 「愛 知 目 標 （AicMTargets)」。後者包含五大策 

略 目 標 和 2 0 項子 目 標 ，其 中 ，策略目標 E :「透過參與式规劃、知識管理和能力建設強化策略 

目標的執行工作」，而 子 目 標 1 8項 更 詳 細 訂 定 ：「到 20 2 0年 ，在原住民和地方社區的有效參與 

下 ，其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永續利用，和習慣使用自然資源方式相關的傳統知識、創 新 和 作 法 ， 

必 須 受到尊重，並獲得國家法規與國際規範的保護。」這種重視權益關係者（stakeholder) ，強 

調個案的在地脈絡，主張由下到上的決策模式，成為目前世界對於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的主流。

回應這樣的趨勢，國 内 於 2 0 0 5年通過並實施原住民基本法之後，台灣的野生動物保育策 

略也開始將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的需求納入考量，主管機關林務局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 1 條 

之 1 的 修 訂 ，設 置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並 

於 1 0 1 年 6 月 6 曰發佈施行。該辦法明訂在基於原住民族傳統社會組織及文化祭儀的傳承與 

生 態 平 衡 、永續利用的前提下，原住民可依法申請狩獵野生動物，藉以凝聚原住民族對杜會組 

織及傳統祭儀和禮俗的向心力，延續原住民族之文化傳承。另基於各地野生動物資源與文化上 

的 差 異 性 ，在 呼 應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開 

放原住民族在文化祭儀狩獵的同時，必需掌握在地文化特色與資源使用需求，加強野生動物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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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科學 性 監 測 機 制 ，並透過訓練與鼓勵在地杜群能實際參與野生動物資源監測，達到在地參 

與與納入在地傳統生態智慧的目的。

藉由即時的科學研究監測掌握狩獵物種的族群資訊，如 密 度 、族 群 動 態 、分布區域等並分 

析影響動物族群動態的相關因子，包括狩獵因子的影響。並定時進行部落訪查與宣導，輔導成 

立山林巡守隊或辦理野生動物科學性監測講習與說明，讓原住民部落掌握野生動物最新的族群 

動 態 。並與傳統獵人所必須遵守的社會規範（如 在 泰雅族中的 g a g a、各式狩獵禁忌與規範）相 

連 接 ，納入現代野生動物保育的方式與價值，在部落獵人代表會議共同協商議定下，重建新的 

狩獵 規 範 與 禁 忌 ，並商討符合部落社會規範與資源永續利用原則的申請方式。如此方能針對申 

請 案 件 ，在永續利用且不影響動物族群的原則下，評估可供利用狩獵之物種與數量，隨時與部 

落共同掌握與因應部落共有自然資源的變動狀況，並獲得原住民部落的支持，以互信共管的原 

則來爭取野生動物資源管理、部 落 文 化 傳 承 、部落經濟發展等多臝局面。

近 年 來 ，政 府 單 位 、學 者 專 家 、在地原住民族三方合作，在多個原鄉部落逐次推動原住民 

族狩獵自主管理計畫，開啟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的窗口。南台灣的魯凱族、中台灣的鄒族、東台 

灣 的 太 魯 閣 族 ，在國内皆是具有代表性且持續推行至今的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案例，其計晝 

執 行 方 向 的 大 原 則 皆 以 （一 ）釐清在地原住民部落背景脈絡以及狩獵模式、（二 ）建立長期動 

物 監 測 為 主 ，等兩者皆具穩定、持續性與具有足夠資訊時，再邁入行政契約的正式訂定。前者 

執行的模式多採用深度訪談法、滾 雪 球 法 ，搭配焦點團體訪談法等模式，在研究團隊與受訪者 

之間逐步建立信任感，同時請獵人推薦提供合適的狩獵場域内，架設自動相機作為長期監測的 

初 步 起 頭 ，建立狩獵自主管理的回報模式。

因應該管理辦法，實有必要蒐集原住民狩獵文化資訊，及建立轄内可供原住民族申請狩獵 

地區之原住民主要利用物種調查資料。八仙山地區位處之台中市和平區為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告 

之 原 住 民 族 地 區 ，其境内主要之原住民族為泰雅族，周遭部落原住民主要於八仙山周遭林班地 

狩 獵 。102-105年間協助東勢林管處完成兩年期八仙山地區原住民族因禮儀及文化祭儀需求獵 

捕及利用野生動物需求前期評估計畫，完成斯 可 巴 、哈 崙 台 、松 鹤 、裡冷等和平區部落之狩獵 

文 化 訪 談 ，以及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及周邊可申請狩獵林班地（八 仙 山 事 業 區 第 97-100、 

103、106、111、112 林 班 ）内之台灣野諸 （ Sws 此扣为 )、台灣野山羊（ )、 

山 晃 （Mw油VKJwr從 台 灣 獼 猴 （M acacacyc/cp/,?)族群與相對數量調查’其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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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山事業區第97-100、111、112林班為和平區部落主要的狩獵林班地。本計晝規劃針對台中市 

八仙山地區原住民族部落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提出主要利用中大型哺乳動物之狩獵管理 

與申請作業模式以及溝通平台，並協助依相關規定申請狩獵，協助目標部落建立狩獵活動自主 

管理辦法及狩獵量回報機制。在第一期計畫1〇6年9月到108年1月執行期間，取得南勢部落 

有意願進一步合作，並已完成南勢部落狩獵區内之自動照相機樣監測建置。本期計畫將持續進 

行監測，並協助依相關規定申請狩獵，協助目標部落建立狩獵活動自主管理辦法及狩獵量回報 

機制，評估在狩獵壓力下該狩獵物種之經營管理，與部落共同合作進行，以達部落自主管理、 

資源永續利用與保育之目標。

二 、計晝期程

全程計晝期程：自106年0 8 月2 8 日起至109年0 7 月3 1 日止。

第一期計畫期程：自106年0 8 月2 8 曰起至108年0 1 月3 1 曰止

第二期計畫期程：自108年0 2 月0 1 日起至109年0 7 月3 1 日止（本期）。

三 、計晝目標

(一丨全程目標

1.  針對台中市八仙山地區原住民族部落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提出主要利用中 

大型哺乳動物之狩獵管理與申請作業模式以及溝通平台，並協助依相關規定申請 

狩獵，協助目標部落建立狩獵活動自主管理辦法及狩獵量回報機制。

2 .  釐清八仙山地區原住民族部落（哈崙台、斯可巴、松鹤、裡冷、南勢）主要狩獵 

區域與路線，並與有意願之其一部落，合作進行狩獵動物（山羌、台灣野山羊與 

野豬）族群監測與治理。

3. 延續前期台中市八仙山地區周邊可申請狩獵林班地（八仙山事業區第97-1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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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林 班 ）本 處 所 轄 林 地 監 測 ，在 合 作 部 落 獵 區 内 持 續 進 行 主 要 狩 獵 利 用 之 中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山 羌 、台 灣 野 山 羊 與 野 豬 ）族 群 動 態 監 測 。

4 . 因 應 「原 住 民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規 定 ， 

研 擬 適 用 八 仙 山 地 區 原 住 民 族 部 落 與 主 管 機 關 執 行 之 整 體 狩 獵 管 理 （包 括 申 請 、 

數 量 、適 應 性 管 理 調 整 準 則 ）與 中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族 群 監 測 之 作 業 模 式 ，以建立部  

落 未 來 自 主 管 理 之 模 式 與 規 章 。

{二 ）第一期目標

1 .  舉 辦 部 落 討 論 會 至 少 3 場 次 ，凝 聚 狩 獵 動 物 管 理 之 共 識 與 執 行 方 式 ，完成年度相  

關 狩 獵 申 請 ，並 收 集 對 現 行 「原 住 民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之 意 見 。

2 .  規 劃 中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狩 獵 動 物 （山 羌 、台 灣 野 山 羊 與 野 豬 ）監 測 與 調 查 樣 區 ，進 

行 長 期 監 測 。

3 .  舉 辦 狩 獵 動 物 自 動 照 相 機 監 測 教 育 訓 練 與 現 場 教 學 至 少 2 梯 次 。

4 .  在 部 落 有 意 願 前 提 下 ，以 完 成 一 個 部 落 的 合 作 狩 獵 管 理 共 識 或 實 地 測 試 為 目 標 ， 

或 至 少 取 得 下 一 期 開 始 進 行 之 共 識 。

5 .  利 用 執 行 工 作 計 畫 之 機 會 創 造 在 地 就 業 機 會 至 少 8 人 次 以 上 。

(三）第 二 期 目 標 （本 期 ）

1 .  協 助 部 落 完 成 年 度 相 關 狩 獵 申 請 並 回 報 ，若 因 法 令 等 相 關 問 題 無 法 申 請 成 功 ，亦 

請 彙 整 執 行 相 關 工 作 所 遇 之 困 難 ，提 供 相 關 修 法 意 見 。

2 .  如 成 功 申 請 並 執 行 狩 獵 活 動 後 ，協 助 部 落 依 自 主 管 理 公 約 舉 辦 公 約 大 會 及 管 理 機  

制 會 議 ，並 協 助 彙 整 及 分 析 部 落 狩 獵 曰 誌 、每 月 狩 獵 量 ，以利滾動檢討執行情形

。彙 整 部 落 意 見 與 實 際 執 行 效 果 ，持 續 收 集 對 現 行 「原住民基於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執 行 方 式 之 意 見 。

3. 透 過 訪 查 了 解 部 落 架 設 陷 阱 之 需 求 ，並 逐 步 與 部 落 溝 通 ，建 立 陷 阱 使 用 機 制 、傳 

統 領 域 非 法 獵 具 之 巡 護 方 式 及 珍 稀 物 種 誤 獵 之 通 報 機 制 ，減 少陷阱誤獵的可能性  

及 建 立 後 續 通 報 機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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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若 完 成 年 度 狩 獵 活 動 後 ，依 據 監 測 資 料 與 狩 獵 量 資 料 比 較 分 析 ，進行適應性管理  

調 整 狩 獵 量 。在 尚 未 完 成 狩 獵 活 動 申 請 時 ，應 透 過 各 式 機 會 加 強 輔 導 部 落 執 行 傳  

統 領 域 之 巡 護 工 作 ，必 要 時 可 輔 導 部 落 申 請 社 區 林 業 計 畫 以 建 立 部 落 自 主 巡 護 之  

機 制 5

5. 持 續 透 過 紅 外 線 自 動 照 相 機 或 穿 越 線 調 查 等 方 式 ，進 行 狩 獵 區 及 前 期 監 測 地 區 （

八 仙 山 一 帶 ）之 主 要 目 標 動 物 （山 羌 、台 灣 野 山 羊 、野 豬 及 飛 鼠 ）族群長期監測

〇

6 .  舉 辦 狩 獵 動 物 自 動 照 相 機 監 測 教 育 訓 練 與 現 場 教 學 至 少 1 梯 次 。

7 .  舉 辦 部 落 族 人 參 訪 活 動 （至 少 1 0 人 次 ），主 要 參 訪 轉 型 觀 光 旅 遊 成 功 之 部 落 ，並 

在 部 落 有 意 願 前 提 下 與 部 落 討 論 發 展 生 態 或 人 文 觀 光 之 可 能 性 。

8 .  利 用 執 行 工 作 計 畫 之 機 會 創 造 在 地 就 業 機 會 至 少 8 人 次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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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二章、部落背景資訊

根 據 鄭 光 博 （2006)參 考 移 川 子 之 藏 （1 9 3 5 )、廖 守 臣 （1984)及 田 野 調 查 所 得 之 泰 雅 族 部 落  

分 布 現 況 及 系 統 分 類 結 果 ，八 仙 山 遊 樂 區 週 邊 主 要 部 族 為 南 勢 群 ，分布於谷關至和平區行政中  

心 的 大 曱 溪 流 域 之 間 ，由 上 游 而 下 分 別 為 博 愛 里 的 哈 崙 台 （H ru n g，又 稱 十 文 溪 ，包 括 斯 可 巴 ）、 

松 鹤 （T b u lan) 、裡 冷 （L ila n g ) 與 南 勢 里 的 南 勢 （M eip as in g) 、和 平 （M ei’so lay) 等 4 個 部 落 ， 

分 屬 賽 考 利 克 （哈崙台 '松 鶴 部 落 ）及 澤 敖 利 (裡 冷 、南 勢 部 落 ）兩 個 語 系 ° 本年度訪談部落包  

括 八 仙 山 周 邊 的 哈 崙 台 、斯 可 巴 、松 鹤 、裡 冷 （屬 於 和 平 區 博 愛 里 ），以及南勢里的南勢部落  

(屬 於 和 平 區 南 勢 里 ），一 共 五 個 部 落 。而 受 到 生 活 型 態 改 變 及 地 處 偏 鄉 等 因 素 ，由於地處偏  

僻 山 區 ，青 壯 年 多 出 外 謀 生 、求 學 ，使 得 常 住 人 口 以 老 年 和 幼 童 為 主 。區内經濟活動以種植高  

接 梨 、甜 柿 、鶯 歌 桃 、柑 橘 、竹 筍 等 農 耕 旱 作 及 新 興 的 遊 憩 觀 光 產 業 為 主 ，狩獵已非維持生計  

所 必 需 ，鮮 少 以 狩 獵 維 生 ，狩 獵 方 式 大 多 為 不 定 期 或 農 閒 時 刻 在 耕 地 周 遭 獵 捕 為 主 ，現將五個  

部 落 簡 略 敘 述 如 下 ：

一 、 哈崙台部落、斯可巴部落

部 落 位 於 中 橫 公 路 十 文 溪 站 上 方 約 三 、四 百 公 尺 上 方 台 地 ，谷 關 稍 西 邊 ，大 甲 溪 的 右 岸 ， 

所 以 也 稱 為 十 文 溪 部 落 。哈 崙 台 部 落 的 族 人 原 本 居 住 於 南 投 縣 境 的 發 祥 村 ，一百多年前由頭目  

率 領 部 份 族 人 遷 移 到 大 曱 溪 流 域 建 社 。民 國 九 年 頭 目 率 族 人 襲 擊 十 文 溪 以 及 裡 冷 溪 的 腦 寮 ，殺 

害 腦 丁 ，支 援 抗 曰 事 件 ，不 過 仍 因 彈 盡 糧 絕 而 投 降 ，後 被 曰 人 強 制 遷 村 安 置 於 今 松 鹤 部 落 。曰 

人 再 於 民 國 3 0 年 前 後 將 部 落 族 人 遷 到 今 哈 崙 台 地 區 。斯 可 巴 部 落 是 從 哈 崙 台 部 落 分 出 去 的 ， 

早 已 成 為 獨 立 運 作 的 部 落 ，不 過 在 傳 統 領 域 與 狩 獵 區 域 的 部 份 並 未 再 額 外 分 化 。

二 、 松鹤部落

曰 治 時 代 被 稱 為 「久 良 栖 」，現 音 譯 為 德 芙 簡 部 落 ，為 位 於 中 橫 公 路 台 八 線 上 ，臨大曱溪  

左 岸 的 平 地 ，東 臨 哈 崙 台 部 落 ，西 接 裡 冷 部 落 。松 鹤 的 口 傳 歷 史 起 源 也 和 哈 备 台 部 落 一 樣 是 原  

居 在 南 投 縣 境 ，也 是 一 百 多 年 前 由 頭 目 帶 領 族 人 先 遷 徙 到 今 八 仙 地 區 ，再於民國三年時遷村到  

今 松 鹤 現 址 。「德 芙 蘭 」據 說 是 以 開 山 頭 目 的 名 字 命 名 ，直 到 民 國 5 0 幾 年 時 ，一位鄉長有感  

於 此 地 盛 產 松 樹 ，且 常 有 鹤 來 棲 息 （應 為 鷺 科 鳥 類 ），遂 逕 自 改 名 為 「松 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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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裡冷部落

以 泰 雅 族 語 的 語 意 來 說 ，「裡 冷 」是 來 是 於 深 山 的 人 ，也 說 明 了 本 部 落 也 為 遷 徙 而 成 之 部  

落 ，位 置 在 大 甲 溪 南 岸 與 裡 冷 溪 匯 合 處 的 西 南 方 台 地 上 ，裡冷 口 傳 歷 史 說 到 該 部 落 祖 先 來 自 南  

投 縣 仁 愛 鄉 力 行 村 紅 香 部 落 ，民國元 年 後 因 為 日 人 的 勢 力 從 大 甲 溪 推 進 到 台 中 和 平 區 與 南 投 仁  

愛 鄉 交 界 的 稜 線 ，亦 即 白 姑 大 山 一 帶 ，整 個 部 落 暴 露 在 日 警 之 監 視 範 圍 内 ，部落才在曰警勸誘  

下 ，翻 過 白 姑 大 山 稜 線 ，在 已 經 有 同 社 族 親 居 住 的 久 良 柄 社 下 游 的 大 曱 溪 與 裡 冷 溪 合 流 處 ，建 

立 新 的 部 落 至 今 。

四 、南勢部落

位 於 東 勢 鎮 東 方 約 十 八 公 里 處 ，大 甲 溪 的 右 岸 ，多 平 坦 的 平 地 或 台 地 ，為本研究中唯一在  

南 勢 里 的 部 落 。南 勢 部 落 目 前 細 分 成 兩 個 聚 落 ，以 大 曱 溪 支 流 打 鐵 坑 溪 為 界 ，位 於 東方台地上  

稱 為 南 勢 ，溪 邊 的 則 稱 為 鞘 來 。南 勢 部 落 是 由 白 毛 與 阿 冷 兩 社 所 組 成 的 聚 落 ，此兩部落原本住  

在 南 勢 對 岸 ，因 受 曰 人 襲 擊 加 上 遷 居 之 處 水 量 不 足 而 再 遷 南 勢 現 址 形 成 聚 落 ；稍來社則是原住  

在 打 鐵 坑 溪 的 中 游 山 腹 ，因 日 軍 的 襲 擊 ，被 安 置 於 現 在 和 平 鄉 公 所 後 方 山 腹 。後 來 再因抗日事  

件 後 全 社 逃 難 而 分 開 遷 到 雙 崎 、雪 山 坑 與 原 社 址 稍 來 等 地 ，後 因 地 勢 太 高 供 水 困 難 ，於是遷徙  

至 打 鐵 坑 邊 成 為 現 在 的 聚 落 。南 勢 部 落 位 於 台 中 市 和 平 區 南 勢 里 内 ，南勢里總人口 2, 1 1 8人 ， 

其 中 原 住 民 人 口 為 5 0 1 人 ，約 佔 1/4之 比 例 ，南 勢 里 里 長 目 前 也 為 非 原 住 民 擔 任 之 。主要信仰  

宗 教 為 基 督 教 ，部 落 内 有 長 老 教 會 及 真 耶 穌 教 會 。

此 五 個 部 落 在 人 類 學 上 都 屬 於 泰 雅 族 ，但 在 傳 統 祭 儀 上 也 與 北 部 泰 雅 一 樣 面 臨 崩 解 ，傳統  

祭 儀 與 狩 獵 文 化 並 未 有 完 整 的 延 續 ，楣■據前期的研究訪談初步顯示博愛里共有播種祭、收穫祭  

/ 歲 時 祭 、祖 靈 祭 、新 屋 落 成 的 祭 典 等 ，但 受 訪 者 均 表 示 目 前 這 些 傳 統 祭 儀 並 無 傳 承 下 來 ，已 

經 不 再 舉 辦 與 存 在 ，顯 示 這 些 部 落 負 責 祭 祀 的 次 團 體 隨 著 生 活 型 態 的 改 變 已 然 消 失 。但與個人  

及 家 族 延 續 關 係 較 密 切 的 生 命 禮 俗 如 新 年 、嫁 娶 等 仍 舊 维 持 一 定 的 傳 統 ，同時也會在雙方協調  

下 提 供 較 大 型 的 野 生 動 物 作 為 聘 禮 或 是 禮 物 ，種 類 與 數 量 也 是 經 雙 方 協 商 而 定 之 。至於平曰則  

倾 向 於 不 進 行 狩 獵 ，部 分 族 人 表 示 僅 於 11〜2 月 偶 而 在 農 園 附 近 山 區 放 置 陷 阱 獵 捕 動 物 ，鮮少 

專 程 深 入 林 班 地 獵 捕 動 物 。因 為 泰 雅 族 亦 從 事 農 耕 和 漁 榜 等 生 產 活 動 ，農 忙 時 間 適 逢 春 、夏 季 ， 

為 動 物 繁 殖 生 產 季 節 ，復 以 天 氣 高 溫 多 濕 ，此 時 進 行 狩 獵 活 動 ，除 了 獵 物 容 易 因 為 高 溫 腐 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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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卜，雨 季 上 山 亦 有 安 全 上 的 顧 慮 。

「原 住 民 族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附表中在台中市和  

平 區 有 關 部 落 主 要 傳 統 祭 儀 與 利 用 之 野 生 動 物（表 1)，主 要 為 祖 靈 祭 （7〜12月）及生命禮 俗 。 

根 據 國 内 外 學 者 (S im on 2013)對 於 傳 統 泰 雅 族 的 狩 獵 利 用 物 種 與 信 仰 、祭 祀與生活等文化傳承  

的 關 係 研 究 ，發 現 以 台 灣 野 豬 最 受 重 視 ，被 部 分 學 者 視 為 維 繫 泰 雅 文 化 的 關 鍵 性 物 種 (Sim on  

2 0 1 3 )，其 次 為 台 灣 野 山 羊 、山 晃 、水 鹿 等 中 大 型 偶 蹄 類 動 物 1 形成泰雅族的  

主 要 狩 撒 物 種 ；大赤籍 鼠 (P e to /r加 a 坤 啤 grandfe)及 白 面 M 鼠(尸etowW对a /ena)

等 飛 鼠 類 動 物 則 大 多 為 年 輕 獵 人 狩 獵 來 自 用 的 獵 物 ，不 會 用 在 祭 典 與 嫁 娶 等 禮 俗 上 ；而其他如  

台 灣 獼 狼 、白鼻心(jPagwm a/a rv a to to h w w !)等 動 物 亦 偶 而 會 被 捕 捉 而 食 用 。

表 1 、「原 住 民 族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之 附 表 中 ，有關 

台 中 市 和 平 區 原 住 民 族 部 落 傳 統 祭 儀 與 主 要 利 用 之 野 生 動 物

族別 縣市 祭典 狩獵季節 狩獵工具 狩獵物種 區域

泰雅族 台中市 感 恩 祭 、 

文化節

十〜三月 傳統獵捕  

器 、陷阱

台 灣 野 山 羊 、台灣水  

鹿 、野 諸 、飛 鼠 、山晃

和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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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三章、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

一 、八仙山地區原住民族因禮儀及文化祭儀需求獵捕及利用野生動物需求前期 

評估計晝(1/2、2/2)之重點成果

( 期 程 ：1 0 2 年 5 月2 5 曰到1 0 3 年 5 月 3 1 曰及1 0 4 年 3 月 2 5 曰至1 0 5年 5 月 3 1 曰）

在 開 放 狩 獵 之 前 ，首 先 必 須 了 解 境 内 泰 雅 族 之 狩 獵 文 化 與 形 式 ，並且針 對 重 點 受 關 注 物 種  

進 行 基 礎 生 態 責 料 收 集 ，建 立 實 用 且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動 物 族 群 監 測 方 法 。藉由訪談内容與族群的  

持 續 監 測 ，對 狩 獵 物 種 的 族 群 現 況 與 可 供 狩 獵 數 量 進 行 評 估 ，建 構 受 關 注 物 種 的 族 群 分 布 模 式 ， 

並 針 對 該 地 區 之 需 求 擬 定 狩 獵 方 針 與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以期能掌握開放狩 獵 後 的 動 物 族 群 數 量 變  

化 ，並 對 未 來 狩 獵 的 經 營 管 理 方 針 能 即 時 掌 握 與 調 整 。本 計 晝設定以台中市和平區八仙山地區  

週 邊 哈 崙 台 、松 鹤 、裡 冷 等 博 愛 里 3 個 部 落 為 目 標 ，訪 談 調 查 泰 雅 族 祭 儀 文 化 所 需 獵 物 特 性 、 

狩 獵 方 式 、祭 儀 需 求 等 資 訊 ，進行 三 個 部 落 於 八 仙 山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周 邊 可 申 請 狩 獵 林 班 地 内  

狩 獵 動 物 族 群 與 相 對 數 量 之 調 查 ，並 同 時 以 未 開 放 狩 獵 的 八 仙 山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做 為 對 照 進 行  

監 測 ，以 提 出 後 續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相 關 工 作 規 劃 之 建 議 及 未 來 管 理 處 轄 區内 泰 雅 族 狩 獵 物 種 族 群  

動 態 模 式 與 長 期 監 測 之 調 查 研 究 規 劃 。

(一）部落訪談

研 究 團 隊 訪 談 哈 崙 台 、松 鹤 、裡 冷 等 博 愛 里 3 個 部 落 共 3 3 位 獵 人 或 耆 老 ，表示 

因 為 經 濟 生 活 型 態 改 變 、狩 獵 管 制 等 因 素 ，現 今 狩 獵 區 域 多 集 中 在 部 落 的 農 地 週 邊 。 

現 地 調 查 發 現 ，自 動 相 機 拍 攝 到 的 獵 人 活 動 ，較 少 出 現 在 中 高 海 拔 山 區 ，主要集中在  

1500m 以 下 的 步 道 、中 橫 公 路 、台 電 維 護 路 徑 周遭附近的森林拍攝到撒人或獵犬之活  

動 。雖 然 透 過 自 動 照 相 機 ，可 對 主 要 狩 獵 物 種 達 到 一 定 的 監 測 效 果 ，但 若 能獲知實際  

上 周 遭 部 落 的 實 際 年 狩 獵 量 ，以 對 照 研 究 估 算 結 果 ，將可 對 狩 獵 物 種 族 群 有 更 好 的 評  

估 ，達 到 更 細 腻 的 狩 獵 經 營 管 理 。

{二） 狩 獵 物 種 「台 灣 野 豬 」、「台 灣 野 山 羊 」、「山 羌 」、「台 灣 獼 猴 」族群調查結果

9



針 對 八 仙 山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周 邊 可 申 請 狩 獵 林 班 地 （八 仙 山 事 業 區 第 9 7 - 1 0 0、 

1 0 3、1 0 6、1 1 1與 1 1 2林 班 ）内 之 「台 灣 野 豬 」、「台 灣 野 山 羊 」、「山 羌 」、「台灣獼 猴 」 

族 群 與 相 對 數 量 進 行 調 查 ，調 查 方 法 同 樣 採 用 紅 外 線 感 應 自 動 照 相 機 ，於 林  

班 設 置 1 4 個 自 動 照 相 機 樣 點 ，9 7 - 1 0 0以 及 1 0 3和 1 0 6林 班 設 置 1 6 個 自 動照相機樣  

點 ，山 羌 在 每 個 樣 點 都 有 拍 攝 到 ，台灣野山羊與台灣獼猴 的 出 現 樣 點 比 例 屬 廣 泛 分 布  

物 種 ，野 豬 則 在 9 7 - 1 0 0以 及 1 0 3和 1 0 6林 班 拍 攝 比 例 少 於 5 0 % 。食肉目動物拍攝到  

4 種 ，也 有 拍 攝 到 野 貓 與 家 大 ，總 計 有 26 . 7 %個 樣 點 拍 攝 到 家 大 ，26 . 7 %拍攝到獵人與  

其 他 不 明 人 士 ，自 動 照 相 機 並 拍 攝 到 帶 有 頸 圈 的 狗 （至 少 2 隻 ），追 擊 山 羌 ，此區應  

有 一 定 的 狩 獵 壓 力 ，主 要 集 中 範 圍 内 海 拔 l ，500m 以 下 區 域 。狩 獵 物 種 族 群 估 算 ，估 

算 出 八 仙 山 全 區 （9 7 - 1 0 3、106-112林 班 ）山 羌 的 族 群 密 度 約 16.6隻/km 2 ，總數量約  

7 2 6 隻 （9 5 % 信 賴 區 間 43 2〜 1，2 1 0 隻 ），周 邊 可 申 請 狩 獵 林 班 地 的 族 群 密 度 約 13.2隻 

/km 2 ，總 數 量 約 2 4 9 隻 （9 5 % 信 賴 區 間 135〜4 5 5 隻 ），周邊可申請狩獵林班地建議的  

永 續 利 用 量 為 5 6 隻 （9 5 % 信 賴 區 間 28〜 1 0 8 隻 ）。八 仙 山 全 區 台 灣 野 山 羊 的 族 群 密 度  

約 3 . 8 9隻/km2 ，總 數 量 約 1 7 0 隻 （9 5 % 信 賴 區 間 42〜 1 , 1 8 1隻 ），周邊可申請狩獵林  

班 地 的 族 群 密 度 約 6 . 1 2隻/km 2 ，總 數 量 約 1 1 5 隻 （9 5 % 信 賴 區 間 39〜3 5 6 隻 ），周邊可  

申 請 狩 獵 林 班 地 建 議 的 永 續 利 用 量 為 9 隻 （9 5 % 信 賴 區 間 3〜 3 0 隻 ）。但由於台灣野  

山 羊 估 算 不 確 定 性 較 高 ，建 議 採 取 更 為 保 守 的 方 式 ，搭 配 持 續 性 的 監 測 ，進行適應性  

管 理 。台 灣 野 豬 因 活 動 範 圍 變 異 大 且 拍 攝 資 料 少 ，台 灣 獼 猴 同 時 與 樹 上 與 地 面 活 動 ， 

因 此 在 模 式 估 算 族 群 量 與 永 續 使 用 量 上 並 不 適 用 ，以 自 動 照 相 機 拍 攝 之 出 現 頻 度 01 

值 作 為 相 對 數 量 ，監 測 族 群 變 動 趨 勢 ，周 邊 可 申 請 狩 獵 林 班 地 出 現 頻 度 0 1 值野豬平  

均 值 為 0. 5 9，變 動 下 限 0 . 4 3，台 灣 獼 猴 平 均 值 為 4 . 1 6，變 動 下 限 為 3.43。調查結果顯  

示 在 既 有 的 狩 獵 壓 力 下 ，4 種 狩 獵 動 物 族 群 量 並 未 遭 受 明 顯 的 威 脅 而 有 族 群 持 續 下 降  

或 很 低 的 趨 勢 ，但 山 羌 與 台 灣 野 山 羊 可 能 有 因 狩 獵 壓 力 或 植 被 干 擾 歷 史 影 響 而 有 族 群  

較 低 的 趨 勢 。

(三）未 來 管 理 處 轄 區 内 泰 雅 族 狩 獵 物 種 族 群 動 態 模 式 與 長 期 監 測 之 調 查 研 究 規 劃

八 仙 山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周 邊 可 申 請 狩 獵 林 班 地 内 相 關 狩 獵 管 理 之 工 作 建 議 ，建議  

於 八 仙 山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周 邊 可 申 請 狩 獵 林 班 地 内 2 0 處 建置樣點進行自動照相機監  

測 ，可 評 估 擴 大 到 大 甲 溪 北 岸 部 落 也 有 在 狩 獵 的 林 班 地 ，不 需 廣 布 相 機 到 較 高 海 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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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需 在 主 要 狩 獵 路 徑 周 遭 ，利 用 本 計 劃 建 置 的 監 測 樣 點 進 行 監 測 即 可 。同時朝向與鄰  

近 部 落 溝 通 合 作 ，透 過 實 際 狩 獵 量 的 呈 報 ，採 取 年 狩 獵 量 總 量 管 制 方 式 ，搭配主要狩  

獵 區 域 的 自 動 照 相 機 監 測 ，資 料 整 合 分 析 比 較 ，進 行 狩 獵 物 種 族 群 適 應 性 管 理 ，可達  

到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與 原 住 民 傳 統 狩 獵 文 化 永 續 利 用 的 雙 赢 局 面 。

未 來 管 理 處 轄 區 内 泰 雅 族 狩 獵 物 種 族 群 動 態 模 式 與 長 期 監 測 之 調 查 研 究 規 劃 ，可 

以 採 取 同 樣 的 模 式 ，開 始 進 行 自 動 照 相 機 監 測 ，並 可 進 一 步 納 入 飛 鼠 的 錄 音 監 測 調 查 ， 

在 核 准 部 落 年 狩 獵 量 總 量 管 制 的 模 式 下 ，提 高 部 落 合 作 意 願 ，進行實際狩獵數量的回  

報 與 記 錄 ，如 此 可 透 過 自 動 照 相 機 的 動 物 出 現 頻 度 趨 勢 分 析 ，配 合 本 計 劃 使 用 的 族 群  

估 算 方 式 獲 得 的 族 群 量 資 料 ，在 建 議 的 工 作 流 程 架 構 下 ，作 交 又 的 對 照 與 探 討 ，以及 

敏 感 性 分 析 ，評 估 動 物 出 現 頻 度 以 及 模 式 估 算 數 值 的 可 靠 度 與 敏 感 度 ，搭配適應性管  

理 的 操 作 模 式 ，建 立 一 套 動 態 的 族 群 監 測 與 狩 獵 管 理 模 式 。

二 、台中市八仙山地區原住民族因應傳統文化及祭儀狩獵中大型哺乳動物之族 

群監測與經營管理（1/2)之重點成果

( 期 程 ：1 0 6 年 8 月 2 8 曰 至 1 0 8年 1 月 3 1 曰 ）

此 計 畫 為 102-105年 間 協 助 東 勢 林 管 處 完 成 兩 年 期 『八 仙 山 地 區 原 住 民 族 因 禮 儀 及 文 化 祭  

儀 需 求 獵 捕 及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需 求 前 期 評 估 計 畫 』計 晝 ，在初步了解 部 落 狩 獵 文 化 與 八 仙 山 地 區  

主 要 狩 獵 動 物 族 群 現 況 之 後 ，在 前 期 計 晝 哈 崙 台 、松 鹤 、裡 冷 3 個 部 落 ，再 新 納 入 南 勢 部 落 ， 

開 始 進 行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操 作 與 狩 獵 動 物 族 群 監 測 計 畫 之 第 一 期 。針 對 台 中 市 八 仙 山 地 區 原 住 民  

族 部 落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提出主 要 利 用 中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之 狩 獵 管 理 與 申 請 作 業 模 式 ， 

研 擬 適 用 八 仙 山 地 區 原 住 民 族 部 落 與 主 管 機 關 執 行 之 整 體 狩 獵 管 理 ，包 括 申 請 、數 量 、適應性  

管 理 調 整 準 則 與 中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族 群 監 測 之 作 業 模 式 ，以 建 立 部 落 未 來 自 主 管 理 之 模 式 與 規 章 。

(一）部落訪談與討論會

研 究 人 員 訪 問 了 南 勢 部 落 、裡 冷 部 落 、松 鹤 部 落 、哈 崙 台 部 落 狩 獵 活 動 的 詳 情 ， 

以 瞭 解 各 部 落 獵 人 主 要 狩 獵 區 域 ，並 舉 辦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討 論 會 。南勢部落在非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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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會 後 ，得 知 獵 人 人 數 仍 多 達 近 三 十 位 ，個 人 獵 搶 多 是 合 法 搶 枝 ，而且合作的意願  

是 五 個 泰 雅 部 落 中 最 為 強 烈 的 ，其 他 前 期 接 觸 的 哈 崙 台 、松 鹤 、裡 冷 部 落 ，卻無很大  

的 意 願 進 行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試 辦 計 畫 ，亦 或 個 人 獵 槍 幾 乎 皆 無 合 法 申 請 而 作 罷 ，故本期  

新 計 畫 擬 與 前 期 並 未 接 觸 過 的 南 勢 部 落 合 作 ，以其為中心來執行狩獵自主管理的計晝  

案 。陸 續 舉 辦 了 部 落 說 明 會 、狩 獵 公 約 與 施 行 細 則 討 論 會 、多次狩獵區路線的勘查與  

相 機 架 設 的 實 地 踏 查 以 及 自 動 相 機 實 地 架 設 操 作 訓 練 課 程 。

(二） 南 勢 部 落 監 測 狩 獵 樣 區 及 長 期 監 測 樣 點 之 狩 獵 目 標 動 物 族 群 變 化

南 勢 部 落 狩 獵 樣 區 自 動 相 機 ，共 分 析 1 3 台 處 樣 點 資 料 （附 錄 一 ），總工作時數  

3 5 , 9 9 4小 時 ，有 效 影 月 數 為 2 , 9 0 5 段 ，共 拍 攝 到 3 種 偶 蹄 目 、5 種 食 肉 目 動 物 等 ，包 

括 山 晃 、台 灣 野 山 羊 、臺 灣 野 諸 、臺 灣 黑 熊 （^ 似 s / o r m t w a w u s  ) 、跑獾  

iMehgalemoschatasubaurantiaca') ' 台氣心、食蟹獲、CHerpestesurvaformosanus)、 

石虎XPrionailurus bengalensis)、台灣獼猴 ' 穿山曱（Manispentadacty!apentadacty!a~)、 

赤 腹 松 鼠 以 及 6 種 烏 類 ，包括藍腹鹏

、台 灣 山 鵁 鴻 （士6〇?"〇̂ /227<2 c m i /gw/ari》）等 ，另外也拍攝到家犬家描等非野  

生 動 物 物 種 。

從 各 動 物 的 出 現 頻 度 平 均 值 來 看 ，依 序 為 山 羌 （27.69)、台 灣 獼 猴 （6. 4 8 )、鼬獾  

(2.6) ' 藍 腹 鹇 （2 . 0 6 )、台 灣 野 山 羊 （1.7)、食 蟹 獴 （1.68)、野 豬 （1 )、臺灣山鶴鴣  

( 0 . 5 9 )和 白 鼻 心 （0 , 5 4 )。其 中 臺 灣 黑 熊 （0 . 0 3 )、石 虎 （0 . 0 3 )則分別各紀錄到在東  

卵 溪 樣 區 和 打 鐵 坑 溪 區 域 ，這 兩 種 食 肉 目 動 物 皆 為 保 育 類 第 一 級 野 生 動 物 。

(三） 八仙山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周 遭 可 狩 獵 林 班 地 自 動 照 相 機 監 測 結 果

延 續 前 期 八 仙 山 的 自 動 相 機 監 測 樣 點 ，選 擇 7 處 樣 點 持 續 監 測 ，自動相機資料總  

工 作 時 數 23,821小 時 ，有 效 照 片 數 為 1,913張 ，共 拍 攝 到 3 種 偶 蹄 目 、3 種食肉目動  

物 等 ，包 括 山 晃 、台 灣 野 山 羊 、臺 灣 野 豬 、鼬 獾 ' 白 鼻 心 、食 蟹 獴 、台 灣 獼 猴 、穿山 

曱 以 及 藍 腹 鵰 、台 灣 山 鷓 鴣 等 烏 類 ，另 外 也 拍 攝 到 家 犬 家 貓 等 非 野 生 動 物 物 種 ，以及 

獵人與不明人士 ◊ 各動物的出現頻度平均值來看，依 序 為 山 晃 （19.45)、台灣獼猴（6.07)、 

鼬 獾 （3 . 6 4 )、台 灣 野 山 羊 （1.64)、野 褚 （1.28)、藍 腹 鹇 （0 . 8 3 )、食 蟹 獴 （0 . 7 7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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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山 鷓 鴣 （0 . 6 1 )和 白 鼻 心 （0 , 2 3 )。山 晃 、鼬 獾 和 台 灣 獼 猴 廣 泛 出 現 在 各 樣 點 。其中 

BSS2 8 除 了 監 測 到 疑 似 施 工 人 員 ，也 發 現 到 持 搶 之 獵 人 ，前 期 監 測 此 樣 點 就 有 獵 人 之  

活 動 。BSS3 8 此 樣 點 位 於 行 車 路 旁 且 正 在 施 工 期 間 ，人 為 干 擾 較 大 。大致上相機樣點  

山 羌 、山 羊 和 台 灣 野 豬 的 0 1 值 與 前 期 (姜 博 仁 等 2016)相 較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

(四} 舉辦狩獵動 物 自 動 照 相 機 監 測 教 育 訓 練 與 現 場 教 學

於 1 0 7年 7 月 2 9 曰於南勢社區活動中心召開了第一次的自動相機介紹與架設相  

關 的 室 内 課 程 ，參 與 的 南 勢 泰 雅 獵 人 總 共 有 1 7 位 ，内 容 包 括 自 動 相 機 的 功 能 介 紹 、 

簡 易 操 作 方 式 、並 分 享 一 部 分 目 前 在 該 部 落 所 拍 攝 到 的 動 物 影 像 ；在 1 0 7 年 1 2 月 1 

曰 於 白 毛 山 區 進 行 了 第 二 次 的 自 動 相 機 戶 外 研 習 課 程 ，包 括 了 電 池 與 記 憶 卡 的 置 換 、 

獵 路 的 選 擇 與 相 機 架 設 角 度 的 實 際 操 作 等 ；在 1 0 7 年 1 2 月 8 日於白鹿橋後方森林中  

舉 辦 第 二 梯 次 的 自 動 相 機 戶 外 研 習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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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四章、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一 、狩獵自主管理相關工作

延 績 第 一 斯 （1 0 6年 8 月 2 8 曰 到 1 0 8年 1 月 3 1 曰）調 查 結 果 ，針對有合作意願的南勢部  

落 ，舉 辦 部 落 討 論 會 ，針 對 第 一 期 執 行 方 式 與 監 測 資 料 ，進 行 討 論 與 檢 討 改 善 。協助部落完成  

年 度 相 關 狩 獵 申 請 並 回 報 ，若 因 法 令 等 相 關 問 題 無 法 申 請 成 功 ，亦請彙整執行相關工作所遇之  

困 難 ，提 供 相 關 修 法 意 見 。如 成 功 申 請 並 執 行 狩 獵 活 動 後 ，協助部落依自主管理公約舉辦公約  

大 會 及 管 理 機 制 會 議 ，並 協 助 彙 整 及 分 析 部 落 狩 梦 a 誌 、每 月 狩 獵 量 ，以利滚動檢討執行情形  

。彙 整 部 落 意 見 與 實 際 執 行 效 果 ，持 續 收 集 對 現 冇 「原 住 民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執 行 方 式 之 意 見 。透 過 訪 查 了 解 部 落 架 設 陷 阱 之 需 求 ，並逐步與部落  

溝 通 ，建 立 陷 阱 使 用 機 制 、傳 統 領 域 非 法 獵 具 之 巡 護 方 式 及 珍 稀 物 種 誤 獵 之 通 報 機 制 ，減少陷  

阱 誤 獵 的 可 能 性 及 建 立 後 續 通 報 機 制 。若 完 成 年 度 狩 獵 活 動 後 ，依據監測 資 料 與 狩 獵 量 資 料 比  

較 分 析 ，進 行 適 應 性 管 理 調 整 狩 獵 量 (圖 1)

(一）部落討論會

部 落 討 論 會 透 過 部 落 主 要 領 導 人 士 (如 村 長 、代 表 或 頭 目等)協 助 召 開 ，以盡量召  

集 相 關 權 益 關 係 人 ，針 對 相 關 狩 獵 議 題 進 行 討 論 與 共 識 取 得 。為 努 力 取 得 部 落 信 任 ， 

事 先 與 部 落 主 要 領 導 人 就 部 落 討 論 會 舉 辦 含 前 會 ，先 取 得 共 識 ，必要時由部落主要領  

導 人 擔 任 主 要 或 協 助 主 持 討 論 會 議 。

部 落 討 論 會 以 凝 聚 狩 獵 動 物 管 理 之 共 識 與 執 行 方 式 為 目 標 ，在考量生態永續與保  

育 為 原 則 下 ，與 主 管 單 位 取 得 核 准 方 式 共 識 ，在 現 行 「原 住 民 基 於 傳 統文化及祭儀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下 ，以 「當 年 度 核 准 總 量 」協 助 完 成 申 請 程 序 ， 

部 落 可 不 必 再 於 每 次 祭 儀 或 傳 統 文 化 有 需 要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時 提 出 申 請 ，省 卻 繁 雜 手 續 ， 

亦 能 同 時 尊 重 到 原 住 民 在 打 獵 前 避 諱 提 到 狩 獵 對 象 及 數 量 的 傳 統 禁 忌 ，以及獵獲物種  

無 法 預 知 的 情 況 。協 助 部 落 完 成 年 度 相 關 狩 獵 申 請 並 回 報 ，若因法 令 等 相 關 問 題 無 法  

申 請 成 功 ，則 彙 整 執 行 相 關 工 作 所 遇 之 困 難 ，提 供 相 關 修 法 意 見 。若成功申請並執行  

狩 獵 活 動 後 ，協 助 部 落 依 自 主 管 理 公 約 舉 辦 公 約 大 會 及 管 理 機 制 會 議 ，並協助彙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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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部 落 狩 獵 日 誌 、每 月 狩 獵 量 ，以 利 滚 動 檢 討 執 行 情 形 。第 二 期 (期 程 1 0 8 年 1 月 

3 1 曰 到 1 0 9年 7 月 3 1 日）之 部 落 討 論 會 針 對 第 一 年 期 執 行 方 式 與 監 測 資 料 ，進行討  

論 與 檢 討 改 善 ，凝 聚 改 善 後 狩 獵 動 物 管 理 之 共 識 與 執 行 方 式 ，並 持 續 收 集 對 現 行 「原 

住 民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與前期執行方式之意  

見 。

{二）部落訪談

針 對 南 勢 部 落 進 行 訪 談 調 查 架 設 陷 阱 之 需 求 ，了 解 陷 阱 使 用 方 式 、材 料 、架設地  

點 、區 域 與 陷 阱 檢 查 頻 度 等 使 用 機 制 。逐 步 與 部 落 溝 通 ，傳 統 領 域 非 法 獵 具 之 巡 護 方  

式 及 珍 稀 物 種 誤 獵 之 通 報 機 制 ，減 少 陷 阱 誤 獵 的 可 能 性 及 建 立 後 續 通 報 機 制 。

採 取 申 請 年 限 一 年 的 方 式 進 行 ，協 助 第 一 期 計 晝 有 合 作 意 願 的 部 落 （目前僅南勢  

部 落 )完 成 年 度 相 關 狩 獵 申 請 並 回 報 ，若 因 法 令 等 相 關 問 題 無 法 申 請 成 功 ，將彙整執  

行 相 關 工 作 所 遇 之 困 難 ，提 供 相 關 修 法 意 見 。如 成 功 申 請 並 執 行 狩 獵 活 動 後 ，協助部  

落 依 自 主 管 理 公 约 舉 辦 公 約 大 會 及 管 理 機 制 會 議 ，並 協 助 彙 整 及 分 析 部 落 狩 獵 日 誌 、 

每 月 狩 獵 量 ，以 利 滾 動 檢 討 執 行 情 形 。

其 他 部 落 部 分 (斯 可 巴 、哈 备 台 、松 鹤 及 裡 冷 ），在 這 些 部 落 有 意 願 前 提 下 ，持續  

輔 導 及 溝 通 部 落 獵 人 依 規 定 申 請 狩 獵 許 可 。

二 、監測狩獵樣區及長期監測樣點（八仙山一帶）之狩獵目標動物(山羌、台灣 

野山羊、台灣野豬與飛鼠)族群變化

(一）自動照相機監測調查

自 動 照 相 機 主 要 採 用 B row ning R econ F o r c e 、 Spec O p s 或 同 等 級 之 自 動 照 相 機 ， 

八 仙 山 長 期 監 測 樣 點 則 沿 用 相 同 的 R econyx H C 500/P C 8 0 0 自 動 照 相 機 。自動照相機  

使 用 被 動 式 紅 外 線 感 應 器 ，為 熱 與 動 作 感 應 的 形 式 ，也就是在有感應到動物移動時才  

會 觸 發 ，拍 攝 照 片 或 錄 製 影 片 ，因 此 非常適合用來監測部落的主要狩獵中大型哺乳動  

物 如 山 羌 、台 灣 野 山 羊 、台 灣 野 豬 等 動 物 。配 合 感 應 器 設 計 ，拍攝獸徑動物的數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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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以 低 高 度 （約 30-50c m ) 架 設 ，以 10〜 2 0 度 略 微 朝 下 ，水平感應穿越獸徑之動物  

( 姜 博 仁 等 2009) » 自 動 照 相 機 每 1〜2 個 月 就 去 下 載 記 憶 卡 ，收回之影像資料將以人  

工 辨 識 ，紀 錄 物 種 、出 現 座 標 及 其 他 附 加 屬 性 資 料 （如 調 查 人 員 、氣 候 、調查方式等  

m etad a ta) 。自 動 照 相 機 的 資 料 分 析 ，主 要 針 對 物 種 名 錄 及 族 群 量 評 估 。分析的原理概  

述 如 下 ：

1.  有 效 照 片 ：

有 效 照 片 的 定 義 為 _

(1) 1 個 小 時 以 内 同 1 隻 個 體 的 連 拍 只 視 為 1 張 有 效 照 片 記 錄 ，只 把 第 1 

張 當 作 有 效 的 活 動 時 間 與 出 現 頻 度 記 錄 。

⑵ 不 同 個 體 ，即 使 是 同 1 個 小 時 内 連 拍 ，也 當 作 不 同 的 有 效 紀 錄 。若是  

1 張 照 片 内 有 2 隻 以 上 不 同 個 體 ，每 隻 個 體 都 視 作 1 筆獨立的有效紀  

錄 。但 是 因 為 台 灣 獼 猴 是 群 居 動 物 ，台灣野豬與黃喉貂亦常拍攝到小  

群 活 動 ，因 此 以 群 為 取 樣 單 位 ，這 3 種 動 物 1 小 時 内 連 拍 的 記 錄 ，即 

使 是 不 同 個 體 ，一 率 視 為 同 1 群 而 只 當 作 1 筆 有 效 記 錄 。

2 .  動 物 出 現 頻 度 ：

動 物 出 現 頻 度 （occurrence index, 0 1 ) 以 如 下 公 式 計 算 ：

O I =
一物種在該樣點的有效照片數 

該樣點的璁工作時數
X 1 0 0 0 小時

台 灣 野 豬 、台灣 獼 猴 、黃 喉 貂 與 地 棲 性 烏 類 的 有 效 照 片 數 皆 以 群 為 單 位 ， 

其 他 動 物 則 以 單 隻 為 單 位 。自動照相機的拍照頻度可以作為動物相對豐富度  

的一個指標 (C arbone et a l. 2001，O ’B rien et al. 2 0 0 3 ,裴家骐和姜博仁  2004, 

R overo and M arshall 2 0 0 9 )，因 此 可 透 過 自 動 照 相 機 獲 得 之 0 1 值 ，來作為主  

要 狩 獵 動 物 之 相 對 族 群 量 波 動 趨 勢 。然 而 自 動 照 相 機 主 要適合地面活動哺乳  

動 物 ，因 此 飛 鼠 並 不 適 合 透 過 自 動 照 相 機 監 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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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飛鼠族群監測

大 赤 鼯 鼠 、白 面 鼯 鼠 也 為 八 仙 山 區 域 原 住 民 主 要 狩 獵 物 種 之 一 ，第一期計晝訪談  

過 程 中 約 有 5 0 %獵 人 表 示 近 5 年 飛 鼠 狩 獵 數 量 有 下 降 的 趨 勢 。由 於 飛 鼠 為 樹 棲 性 ，不 

適 合 利 用 自 動 照 相 機 進 行 監 測 族 群 變 動 ，主 要 用 以 調查飛鼠的方法為在夜間利用探照  

燈 照 射 樹 冠 層 以 目 視 法 尋 找 飛 鼠 。目 前 研 究 資 料 顯 示 大 赤 鼯 鼠 雄 性 活 動 範 圍 為 15.9 

±3.17公 頃 ，雌 性 為 7.6±1.9 8 公頃(林 致 綱 2012)，因 此 將 以 南 勢 部 落 狩 獵 路 線 橫 流 溪 、 

沙 連 溪 、東 卯 溪 及 白 毛 台 等 4 條 主 要 路 線 作 為 調 查 樣 線 。每 條 調 查 樣 線 上 會 尋 找 合 適  

曾 有 飛 鼠 出 沒 之 樣 點 ，各 調 查 樣 線 再 挑 選 出 5 個 監 測 樣 點 ，每個樣點以在固定努力量  

之 下 的 飛 鼠 紀 錄 總 數 量 作 為 飛 鼠 族 群 監 測 指 標 。調 查 樣 線 以 車 行 沿 路 探 照 燈 觀 察 ，沿 

路 的 監 測 樣 點 以 定 點 觀 察 方 式 ，周 圍 1 0公 尺 以 探 照 燈 觀 察 5 分 鐘 ，紀 錄 飛鼠出現數  

量 、種 類 、出 現 的 樹 種 。調 查 時 間 為 夜 間 ，每 季 進 行 一 次 ，實 際 選 取 的 樣 點 位 置 與 數  

量 ，依 照 現 地 狀 況 ，進 行 調 整 。

(三） 動物族群監測指標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團 隊 於 嘉 義 縣 阿 里 山 鄉 的 狩 獵 相 關 研 究 計 畫 ，提出採用動物相對豐  

富 度 ，也 就 是 動 物 出 現 頻 度 ( 0 1值），可以維 持 在 合 理 變 動 範 圍 內 作 為 狩 獵 治 理 中 適 應  

性 管 理 的 目 標 準 則 (翁 國 精 20 1 5 )。本 計 畫 將 參 考 翁 國 精 （2015)提 出 之 計 算 方 式 ，以 

每 月 0 1 值 加 減 一 個 標 準 誤 (standard error, SE)視 為 合 理 的 變 動 範 圍 。本計畫將建置兩  

部 落 狩 獵 區 內 之 動 物 出 現 頻 度 0 1 值 之 合 理 變 動 範 圍 。

三 、狩獵量紀錄與監測資料比較分析，進行適應性管理調整狩獵量

在 部 落 討 論 會 中 ，希 望 可 建 立 實 際 狩 獵 量 回 報 的 機 制 ，由 部 落 自 主 通 報 狩 獵 量 ，包 括 物 種 、 

數 量 、狩 獵 方 式 與 努 力 量 等 資 訊 ，以 與 「當 年 度 核 准 總 量 」以 及 自動相機監測資料彙整分析比  

較 ，進 一 步 了 解 自 動 照 相 機 資 料 與 狩 獵 量 的 關 係 ，提 高 藉 由 自 動 照 相 機 監 測 資 料 ，進行適應性  

管 理 的 精 確 度 。透 過 狩 獵 量 搭 配 自 動 照 相 機 所 獲 得 之 狩 獵 動 物 族 群 波 動 趨 勢 ，評估不同狩獵量  

對 族 群 之 可 能 影 響 ，作 為 適 應 性 管 理 之 根 據 (圖 1)»

由 於 狩 獵 量 的 回 報 ，仰 賴 部 落 對 於 狩 獵 合 作 治 理 的 信 任 ，狩 獵 量 的 回 報 方 式 如 何 達 到 穩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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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報 以 反 應 季 節 變 化 ，以 及 正 確 回 報 以 忠 實 反 應 與 獵 物 族 群 之 關 係 ，實為影響適應性管理是否  

可 發 揮 效 果 的 關 鍵 因 素 。在 這 一 部 分 ，與 部 落 主 要 領導 人 與 獵 人 討 論 各 種 可 能 執 行 方 式 之 優 劣  

與 可 接 受 程 度 ，與 獵 人 討 論 是 否 有 意 願 以 手 機 或 相 機 拍 照 回 傳 的 方 式 （帶 有 G P S 點 位 ），並且  

透 過 狩 獵 證 的 發 放 ，並 需 在 回 報 狩 獵 量 之 後 才 可 以 由 部 落 自 主 管 理 團 隊 核 發 下 一 次 的 狩 獵 許 可 ， 

每 次 核 章 2〜3 周 的 狩 獵 期 等 等 不 同 方 式 進 行 討 論 與 評 估 ，並 在 執 行 過 程 中 持 續 加 以 修 正 ，以期 

找 到 最 好 的 狩 撒 量 回 報 的 方 式 。

另 外 在 獲 得 部 落 族 人 的 許 可 下 ，由 研 究 人 員 擔 任 隨 隊 觀 察 員 ，跟隨具代表性的獵隊前往傳  

統 獵 場 ，實 際 記 錄 狩 獵 的 過 程 、地 點 、狩 獵 方 法 與 努 力 量 、獵 獲 物 種 等 資 訊 。若部落有禁忌或  

疑 慮 ，則 完 全 由 部 落 自 主 通 報 ，團 隊 則 會 與 部 落 溝 通 ，透 過 部 落 在 非 實 際 進 行 狩 獵 的 情 況 下 ， 

隨 隊 紀 錄 實 際 狩 獵 區 域 ，利 用 G P S 定 位 ，以 利 記 錄 狩 獵 動 物 族 群 監 測 區 域 、了解部落獵區與  

狩 獵 路 線 。若 在 後 續 狩 獵 活 動 中 ，部 落 可 能 不 願 意 研 究 人 員 隨 隊 紀 錄 ，亦或者部落獵人狩獵活  

動 頻 繁 或 者 僅 於 部 落 附 近 進 行 ，研 究 人 員 無 法 隨 時 跟 隨 ，研 究 人 員 將 與 部 落 獵 人 討 論 ，如果獵  

人 有 意 願 配 合 ，由 獵 人 攜 帶 轨 跡 紀 錄 器 與 照 相 機 進 行 狩 獵 路 線 與 狩 獵 量 紀 錄 ，若是具有智慧型  

手 機 並 且 願 意 透 過 手 機 紀 錄 狩 獵 之 獵 人 ，研 究 人 員 將 與 這 些 獵 人 合 作 ，給 予 教 育 訓 練 ，透過手  

機 紀 錄 狩 獵 軌 跡 航 線 、狩 獵 地 點 以 及 拍 照 記 錄 狩 獵 量 。唯 團 隊 過 往 經 驗 ，狩 獵 量 回 報 ，受限許  

多 禁 忌 、對 於 科 技 產 品 的 使 用 、隱 私 等 之 考 量 ，實 際 執 行 層 面 多 半 效 果 不 佳 或 很 難 達 到 預 期 成  

果 ，而 以 研 究 人 員 隨 獵 隊 進 行 紀 錄 最 有 效 率 ，因 此 將 盡 量 說 服 部 落 ，配合狩獵證發放配合及回  

報 0

另 外 則 是 狩 獵 量 申 請 與 狩 獵 量 回 報 部 分 ，部 落 可 能 會 有 疑 慮 是 回 報 數 量 若 超 過 申 請 量 ，是 

否 會 影 響 後 續 的 狩 獵 權 益 ，而 對 回 報 狩 獵 量 有 所 顧 忌 或 是 有 低 報 的 情 形 ，這一部分亦將與部落  

進 行 討 論 可 以 接 受 的 方 式 ，以 及 部 落 願 意 建 置 的 規 範 等 等 。

視 狩 獵 量 的 回 報 情 形 ，狩 獵 量 的 資 料 ，將 與 自 動 照 相 機 監 測 資 料 彙 整 比 較 ，一則用以評估  

狩 獵 可 能 的 影 響 ，二 來 用 以 作 為 後 續 適 應 性 管 理 調 整 下 一 年 度 狩 獵 量 申 請 的 參 考 。

四 、傳統領域巡護與減少陷阱誤獵

針 對 有 合 作 意 願 之 部 落 進 行 訪 談 調 查 架 設 陷 阱 之 需 求 ，了 解 陷 阱 使 用 方 式 、材 料 、架設地  

點 、區 域 與 陷 阱 檢 查 頻 度 等 使 用 機 制 。逐 步 與 部 落 溝 通 ，傳 統 領 域 非 法 獵 具 之 巡 護 方 式 及 珍 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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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種 誤 獵 之 通 報 機 制 ，減 少 陷 阱 誤 獵 的 可 能 性 及 建 立 後 續 通 報 機 制 。對於有意願申請電網補助  

農 友 ，則 輔 導 其 於 果 園 架 設 電 網 ，減 緩 台 灣 野 豬 危 害 ，另 可 減 少使用索套或改良式獵捕器等陷  

阱 ，避 免 對 石 虎 或 黑 熊 等 瀕 危 物 種 之 誤 獵 。在 尚 未 完 成 狩 獵 活 動 申 請 時 ，則透過各式機會加強  

輔 導 部 落 執 行 傳 統 領 域 之 巡 護 工 作 ，必 要 時 可 輔 導 部 落 申 請 社 區 林 業 計 晝 以 建 立 部 落 自 主 巡 護  

之 機 制 。

五 、舉辦狩獵動物自動照相機監測教育訓練與現場教學至少1梯次

自 動 相 機 監 測 教 育 訓 練 延 續 前 期 計 晝 舉 辦 過 之 自 動 照 相 機 訓 練 課 程 ，根 據 部 落 學 習 狀 況 ， 

做 對 應 之 課 程 調 整 ，預 計 舉 辦 中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自 動 相 機 監 測 教 育 訓 練 與 現 場 教 學 至 少 1 梯 次 ， 

以 期 未 來 部 落 可 以 進 行 自 主 監 測 ，對 象 包 括 部 落 族 人 與 管 理 單 位 未 來 可 能 開 始 自 行 現 場 監 測 的  

巡 視 人 員 ，以 評 估 未 來 逐 步 交 由 部 落 與 管 理 單 位 自 主 監 測 與 管 理 的 可 行 性 。

自 動 相 機 監 測 教 育 課 程 將 以 實 作 為 主 ，包 括 相 機 原 理 與 應 用 、操 作 與 設 定 、野外架設與電  

池 記 憶 卡 更 換 、野 外 簡 易 故 障 排 除 ，保 養 維 修 工 作 等 ，並 且 強 調 架 設 方 式 的 標 準 化 ，以確保資  

料 收 集 品 質 的 標 準 化 。現 場 將 提 供 足 夠 之 自 動 照 相 機 ，讓 參 與 人 員 可 以 現 場 熟 悉 操 作 ，並選擇  

在 部 落 舉 行 ，選 擇 周 遭 有 可 以 實 際 練 習 架 設 之 地 點 舉 行 。

而 搭 配 研 究 人 員 陸 續 開 始 執 行 狩 獵 動 物 族 群 監 測 ，亦 將 詢 問 有 意 願 的 獵 人 ，同步進行現場  

架 設 與 教 育 訓 練 ，並 搭 配 下 載 資 料 的 影 像 觀 看 ，提 高 獵 人 使 用 自 動 照 相 機 的 意 願 ，因為架設自  

動 照 相 機 實 與 陷 阱 的 放 置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因 此 部 落 獵 人 若 有 意 願 參 與 自 主 監 測 ，提供有興趣  

的 部 落 參 與 獵 人 進 行 並 給 予 適 當 的 工 資 ，創 造 在 地 就 業 機 會 ，自 動 照 相 機 每 1〜2 個月就去 下 載  

記 憶 卡 觀 看 工 作 狀 況 ，發 現 有 問 題 的 地 方 ，可 隨 時 更 正 並 與 部 落 負 責 的 架 設 者 討 論 ，以期透過  

這 樣 的 過 程 ，可 以 在 自 動 照 相 機 訓 練 工 作 坊 之 外 ，在 實 際 資 料 收 集 的 過 程 中 ，達到經驗學習的  

效 果 ，可 為 未 來 動 物 監 測 打 下 基 礎 ，進 行 更 好 的 資 料 收 集 ，作 為 動 物 族 群 監 測 之 目 的 。

本 計 晝 之 培 訓 ，將 不 只 是 舉 辦 室 内 自 動 照 相 機 監 測 研 習 ，而 是 在 陪 伴 的 過 程 中 ，與部落一  

起 執 行 紅 外 線 自 動 相 機 的 野 外 監 測 ，在 野 外 實 地 進 行 訓 練 與 傳 承 ，並 將 計 畫 監 測 的 資 源 回 饋 給  

部 落 。

六 、舉辦部落族人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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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辦 部 落 族 人 參 訪 活 動 （至 少 1 0 人 次 ），主 要 參 訪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成 功 的 部 落 進 行 交 流 ，或 

轉 型 觀 光 旅 遊 成 功 之 部 落 ，並 在 部 落 有 意 願 前 提 下 與 部 落 討 論 發 展 生 態 或 人 文 觀 光 之 可 能 性 。

七 、 持續進行部落之狩獵傳統文化之訪談及文獻紀錄

針 對 八 仙 山 地 區 其 他 原 住 民 族 部 落 （哈 崙 台 、斯 可 巴 、松 鹤 、裡 冷 ）持 續 進 行 田 野 調 查 （針  

對 部 落 長 老 、領導 階 層 與 獵 人 ），了 解 狩 獵 現 況 ，以及 參 與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計 晝 的 意 願 。南勢部  

落 同 樣 在 計 晝 狩 獵 試 辦 過 程 中 ，進 行 狩 獵 相 關 訪 談 記 錄 ，持 續 收 集 對 現 行 「原住民基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執 行 方 式 之 意 見 ，最後彙整部落 意 見 與 實 際 執  

^•效果，撰 寫 報 告 與 具 體 可 行 之 後 續 建 議 與 行 動 方 案 ，提 供 主 管 機 關 參 考 。

八 、 利用執行工作計畫之機會創造在地就業機會至少S 人次以上 

在計晝執行以下工作項目中，將能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一） 田 野 調 查 與 部 落 討 論 會 中 ，於 舉 辦 、翻 譯 、主持 會 議 等 等 ，提 供 協 助 的 就 業 機 會 。

(二） 提 供 有 意 願 之 獵 人 ，參 與 狩 獵 動 物 族 群 監 測 ，提 供 固 定 協 助 自 動 照 相 機 資 料 收 集 之  

就 業 機 會 。

(三） 提 供 願 意 協 助 狩 獵 量 與 狩 獵 次 數 等 之 回 報 與 彙 整 資 料 的 部 落 在 地 負 責 人 的 就 業 機  

會 ，由 於 回 報 給 部 落 可 能 有 較 高 之 意 願 ，也 符 合 部 落 自 主 管 理 精 神 ，更能提高狩獵  

量 回 報 的 意 願 。

九 、 上傳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庫

利 用 詮 釋 資 料 編 輯 軟 體 （M orpho) 或 後 續 林 務 局 之 新 系 統 ，建 立 本 計 晝 之 詮 釋 資 料 （含計 

畫 本 體 及 調 查 資 料 ），連 同 調 查 資 料 、第 一 二 期 成 果 ，上 傳 至 林 務 局 生 態 調 查 資 料 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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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狞獵物種經營管理工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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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狩獵自主管理歷程與成效

南 勢 部 落 在 1 0 6年 1 0 月 2 1 日 正 式 說 明 會 以 及 1〗 月 2 7 日 非 正 式 的 討 論 會 後 ，確認是八仙  

山 地 區 五 個 泰 雅 部 落 中 參 與 意 願 最 強 烈 的 ，南 勢 部 落 内 仍 有 持 續 狩 獵 的 馓 人 數 量 約 有 近 三 十 位 ， 

個 人 擁 有 的 獵 槍 也 多 為 已 申 請 的 合 法 搶 枝 ，部 落 對 於 獵 路 定 位 與 相 機 監 測 皆 有 意 願 參 與 學 習 ， 

同 時 也 與 部 落 討 論 出 與 其 他 部 落 沒 有 爭 議 的 狩 獵 區 塊 ，故 研 究 團 隊 與 102-105年皆未接觸過的  

南 勢 部 落 合 作 ，執 行 動 物 監 測 與 自 主 管 理 的 區 塊 及 申 請 年 度 合 法 狩 獵 案 。本 期 動 物 監 測 、部落  

訪 談 及 會 議 等 田 野 調 查 曰 期 、内 容 及 參 與 人 數 詳 見 表 2 。

表 2 、南勢部落田野調查综合紀錄

曰期 會議/工作内容 參與人數

108/1/9-11 部 落 獵 人 參 與 自 動 相 機 資 料 回 收 、狩 獵 工 具 訪 談 4

108/2/22〜23 部 落 幹 部 會 議 、飛鼠監測 9

108/4/3-4 部 落 狩 獵 訪 談 及 參 與 式 狩 獵 5

108/5/14 部 落 獵 人 參 與 自 動 相 機 資 料 回 收 、訪 談 部 落 獵 人 6

108/6/21 〜22 部 落 獵 人 參 與 自 動 相 機 資 料 回 收 、參與式狩獵 5

108/6/29 部 落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會 議 14

108/7/3 部 落 狩 獵 訪 談 3

108/8/22〜23 部 落 獵 人 訪 談 、參與式狩獵 5

108/9/10-12 部 落 狩 獵 訪 談 4

108/10/26 部 落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會 議 10

108/10/27-29 部 落 獵 人 訪 談 、參與式狩獵 6

108/12/3 部落狩獵訪談 3

109/1/19 部 落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會 議 及 自 動 相 機 教 育 訓 練 18

109/1/20 部 落 獵 人 之套索陷阱現勘 3

109/3/24 部 落 狩 獵 訪 談 、飛鼠調查 4

109/5/12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會 議 31

109/6/28 部 落 獵 人 之 套 索 陷 阱 現 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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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狩獵申請及過程困難處

南 勢 部 落 在 第 一 期 計 畫 中 確 認 是 八 仙 山 泰 雅 部 落 中 參 與 意 願 最 高 的 ，部落内持續  

狩 獵 的 獵 人 數 量 為 3 6 位 ，獵 槍 也 多 為 已 申 請 的 合 法 搶 枝 。本 期 計 畫 （第 二 期 計 畫 108 

年 2 月 開 始 ）持 績 參 與 4〜6 位 信 任 研 究 團 隊 之 南 勢 部 落 獵 人 的 狩 獵 活 動 ，一方面滚動  

式 更 深 入 了 解 其 他 獵 人 常 活 動 區 域 、狩 獵 頻 度 等 資 訊 *討 論 狩 獵 物 種 、狩獵量與狩獵  

區 域 的 確 認 與 修 正 ，相 對 地 向 獵 人 解 釋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的 意 涵 、申請狩獵合法之益處等  

議 題 的 推 廣 。

南 勢 年 度 狩 獵 許 可 申 請 過 程 (表 3 )，1 0 9年 期 間 陸 續 收 集 2 5 位 有 意 願 申 請 之 南 勢  

獵 人 資 料 。參 與 狩 獵 申 請 的 獵 人 中 ，20- 3 0歲 為 3 人 ，30- 4 0歲 為 4 人 ，40 - 5 0歲 為 5 

人 ，50- 6 0歲 為 7 人 ，60 - 7 0歲 為 5 人 ，7 0 歲 以 上 1 人 。研 究 團 隊 於 1 0 8年 1 2 月 25 

曰 發 文 至 東 勢 林 管 處 函 轉 林 務 局 ，擬 申 請 南 勢 部 落 年 度 狩 獵 許 可 ，狩獵工具准予使用  

傳 統 獵 捕 器 與 獵 槍 （附 錄 二 若 按 照 現 行 法 令 向 臺 台 中 市 政 府 農 業 局 做 狩 獵 之 申 請 ， 

根 據 「原 住 民 族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第六條附  

表 中 所 列 的 台 中 市 和 平 區 泰 雅 族 的 狩 獵 器 具 中 ，只 列 出 了 傳 統 獵 捕 器 與 陷 阱 ，並未將  

南 勢 部 落 多 數 獵 人 使 用 之 獵 搶 列 為 可 使 用 之 工 具 。針 對 此 問 題 的 處 理 ，林 務 局 於 109 

年 2 月 6 日 回 函 管 理 辦 法 附 表 確 實 與 現 況 不 符 ，待 後 續 規 劃 修 正 ，同時請台中市政府  

給 予 專 案 審 查 申 請 。於 是 同 年 3 月 研 究 團 隊 輔 導 南 勢 部 落 ，以南勢社區發展協會名義  

向 台 中 市 政 府 申 請 狩 獵 許 可 ，但 台 中 市 政 府 依 不 符 管 理 辦 法 附 表 之 規 定 ，驳 回 申 請 。 

由 於 管 理 辦 法 之 附 表 修 正 期 程 還 不 確 定 ，因 此 研 究 團 隊 改 以 野 保 法 第 1 8 條學術利用  

之 名 義 ，南 勢 部 落 協 同 合 作 此 計 劃 案 ，將 獵 人 列 為 工 作 人 員 名 冊 ，申 請 年 度 狩 獵 許 可 。 

此 申 請 於 4 月 林 務 局 核 准 通 過 ，狩 獵 許 可 時 間 從 1 0 9 年 4 月 8 曰 至 1 0 9年 1 2 月 31 

曰。同 時 原 住 民 委 員 會 函 示 認 定 獵 搶 為 台 中 市 和 平 區 南 勢 部 落 泰 雅 族 傳 統 文 化 上 會 使  

用 的 狩 獵 工 具 （附 錄 二 ）》

申 請 及 過 程 困 難 處 包 括 ：

1. 現 行 法 令 與 實 際 情 況 不 符 ，「原 住 民 族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辦 法 」第六條附表 内容 台 中 市 和 平 區 泰 雅 族 的 狩 獵 器 具  

中 ，只 列 出 了 傳 統 獵 捕 器 與 陷 阱 ，不 包 括 獵 搶 。台中市政府不願意依野保

一 、狩獵自主管理歷程— 重要工作項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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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核准狩撒申請。 i

2. 現代部落自然資源自主管理經驗少：民國政府以來，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 

大多由政府管理，原住民族並沒有實際管理權。谷關地區泰雅族目前已無 

舉辦傳統祭典之禮俗，也因現代生活型態的改變，現今部落内也沒有類似 

像傳統頭目的領導協調角色，雖然有設立部落會議，但成立時間並不久， 

部落内對於公共議題的討論、推動等經驗也少。加上南勢部落獵人大多從 

事非農業工作，少數人兼職務農，狩獵活動已從傳統维生技能轉變成文化 

傳 承 、休閒運動的角色，也影響對於狩獵議題的關切程度。

3. 地方主管機關的熟悉及配合程度：台中市政府表示未接受過狩獵申請案 

件 ，例 如 105年南勢部落嘗試狩獵申請，但後續部落卻沒有得到回應。其 

他縣市政府，例如台東縣、桃園市在林務局狩獵自主管理試辦計晝中則給 

予專案申請配合，中央主管機構推動政策方向未必能妥善地傳達給地方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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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南勢部落申請年度狩獵許可相關公文資訊

發文者 曰期 發文字號 對象 發文目的

野聲環境生 

態顧問有限 

公司

108/12/25
野字第 2019100238 

號

東勢林管處函轉 

林務局

申請南勢部落年度狩獵許可，但因管理辦法附表二内容與部落多 

以獵搶狩獵之現況不符，期准予以獵槍為狩獵工具為年度狩獵利 

用申請。

林務局 109/1/30
林保字第 

1081639952 號
東勢林區管理處

現前揭管理辦法之附表，其 不 符原住民族傳統祭儀、獵捕物種及 

方法之處，已規劃修正，請台中市政府專案審查本研究計晝所涉 

之傳統獵捕器與獵搶使用 。

南勢社區發 

展協會
109/3/3

南協字第1090001 

號
台中市政府 申請年度狩獵許可

台中市政府 109/3/16
府授農林字第 

10910059207 號

南勢社區發展協 

會

管理辦法附表之規定不符，依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 

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9 條規定驳回申請。

行政院農委 

會
109/3/27

原民經字第 

10 % 0 2】372 號
原住民族委員會 請釋獵搶是否為台中市和平區南勢部落傳統文化狩獵之使用

野聲環境生 

態顧問有限 

公司

109/3/31
野字第 2020100320 

號
林務局 以學術利用之目的，申請南勢部落年度狩獵許可

農委會 109/4/16
農授林務字第 

1091612744 號

野聲環境生態顧 

問有限公司

同意南勢部落以協力該計晝之方式，於規劃範圍内以傳統獵捕器 

輿獵搶，進行野生動物利用及採集偶蹄目動動之肌肉、内臟等檢 

體 。

原住民族委 

員
109/4/28

原民經字第 

1090021372 號
農委會 認定獵搶為泰雅族傳統獵捕之工具。

野聲環境生 

態顧問有限 

公司

109/6/18
野字第 2020100390 

號
東勢林區管理處

告 知 109/5/12該計晝之南勢部落狩獵自主管理會議之決議及討論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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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狩獵自主管理討論及操作

由於南勢部落示範獵區也有臺灣黑熊與石虎的棲息分佈，為了減少瀕危物種遭傳 

統獵捕器或獵搶誤捕的可能性，推廣主動通報，因此在狩獵自主公約的部分，研究團 

隊也與東勢林管處、台中市政府農業局自然保育科及南勢部落交互討論以協助三方溝 

通 ，建議包含（1 ) 陷阱的設置需避開黑熊及石虎可能出沒的區域，（2 ) 狩獵區域近 

期 （1 個月内）有黑熊及石虎活動則暫緩狩獵活動° ( 3 ) 發現石虎或黑熊誤中陷阱、 

遭獵搶誤獵、兩者之屍體或是目擊他們活動都須立即通報。（4 )陷阱提高物種針對性， 

陷阱加裝八字環、缓衝彈簧等降低動物傷害的五金零件（5 ) 合法使用套索獵具，如 

將套索進行編號，以方便管理，在現場發現無標號之套索將其拆除。（6 ) 狩獵證的給 

予機制，建議加入狩獵相關教育課程（如瞭解狩獵辦法、狩獵傳統相關知識、獵槍安 

全監測及安全使用規範、野生動物辨識、簡單的測驗）的時數。針對建議（1 )〜（3) 

項 ，部落已增加回應至相關的狩獵自主公約內（第 11至 14條） （附錄三、四 、五）， 

以及規範陷阱可以設置的區域，包含（1 ) 果園或農作物產地内及邊界周圍100公尺 

内 （2 ) 白鹿、白毛山區域（3 ) 東卯溪：從白冷肉包至涵馥（狼犬）果園路段之兩側 

( 圖 2 ) 。其他項目部落陸續舉行狩獵自主公約會議討論，如套索獵具的管理，可以 

先使用小鐵牌敲打特定編碼，請願意配合的獵人試掛於陷阱或樹上，觀察是否影響動 

物靠近之意願。若影響不大，部落對記名制大多持正面看法。南勢部落狩獵自主管理 

會議及相關訪談之曰期詳見表2 。

(三） 建立狩獵動物管理作業模式及規章

1 . 申請取得專案一年期之狩獵許可

109年 4 月以學術利用申請取得專案一年期之狩獵許可，期限為109年 4 

月 8 日至109年 1 2月 3 1 曰 。後續明年度若要繼續辅導南勢部落申請年度狩獵 

許 可 ，首先可以依中央原民會函示獵槍為南勢部落之傳統狩獵工具，嘗試再請 

台中市政府專案處理。後續是否要以南勢社區發展協會申請狩獵許可，需要部 

落再次討論，因為南勢里内包含非原住民居住，協會並未限制原住民才能參與。 

因此，部落内已有成立專屬原住民狩獵協會的聲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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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審核核發獵人證

目前南勢部落獵人證申請須經過執行長、副執行長審核研究，團隊輔導部 

落設計狩獵證及狩獵回報表，狩獵證正面貼獵人之大頭貼照片，背面需蓋當月 

許可章，章名為單字“南” ，表示經部落許可該獵人當月可狩獵之證明，以及 

印有誤捕瀕危物種時，通報東勢林管處及麗陽工作站的電話(附錄六）。

3 .  狩獵活動需由執行長或副執行長許可後取得狩獵證方得前往

獵人若欲前往獵區内狩獵，則須於獵團群組内告知執行長或副執行長，非 

狩獵季須經過同意後始得進行狩獵，同時須攜帶獵人證、以及林務局核准之公 

文 ，以備森林警察或轄區派出所員警查驗時可供佐證。

4 .  狩撒量回報

狩獵結束後一禮拜内歸還狩獵證且回報狩獵量，詳實記錄狩彳氣路線及所需 

時間、狩獵物種、性 別 、年齡。狩獵量回報方式可以利用 l i n e群組線上回報， 

或是填寫紙本(附錄六)繳給執行長、副執行長（許萬福）、聯絡人（簡萬才）或 

林秋花。再由協會統整後交予辅導團隊，若本次狩獵未有收穫，仍須回報以便 

輔導團隊進行努力量之統計。

(四）其他部落之訪談

本期再次探詢谷關周邊部落關於狩獵自主管理案參與意願，包括斯可巴與哈备台、 

松鹤、裡冷等部落。因斯可巴與哈崙台為同一個部落體系，訪談時將其合併處理，期 

間訪談斯可巴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本身也是哈崙台部落耆老）及幾位年輕獵人，獲 

得以下幾個意見：1. 斯可巴部落發展協會雖依然有在運作，在該部落的農業整體發展 

上 ，協會有較多的參與及經費申請，然而斯可巴部落除了泰雅族外，也有非原住民族 

在此耕作與經營果園使得協會有諸多非原民民共同經營會務，因此在協助狩獵自主管 

理案申請與管理上較不方便。2 .哈崙台部落的協會已經停擺許久，部分資料也遺失， 

也無部落會議組織，因此認為沒有任何組織可以帶領。3 哈崙台與斯可巴部落雖然皆 

有獵人，但只有近一半的獵人的獵搶有申請合法搶證，同時之前三年曾經接觸之獵人 

們仍無意願參與。理事長認為每一位獵人皆有他自己的狩獵想法與時間，並不易整合， 

認為兩部落維持現狀即可。4.幾位中生代獵人與南勢部落獵人熟識，對於現在南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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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有合法狩獵證持正面支持想法。

松鹤部落部分，協會前任理事長於前期並無意願同時也未積極找尋獵人參與，而 

本次前往部落拜訪較年輕的新任理事長，其對部落發展生態文化旅遊較有想法與積極 

推動之作法，獲得以下幾點結論：1 .松鹤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與總幹事目前皆由年輕 

一輩族人擔任之。2 .該部落理事長與棘斧事認為只要有相當程度的誘因(例如想了解 

南勢部落之狩獵證的運作以及申請合亡r *獵的過程等），部落獵人應願意加入本狩獵 

自主管理的計畫。3■總幹事希望團隊未來能來部落辦一場說明會，並且務必邀請南勢 

部落與松鹤較熟捻的獵人一起來與松鹤各獵人分享經驗。松鹤部落在本期訪談中，表 

達嘗試參與狩獵自主管理案的想法，但想先進一步了解南勢部落獵人參與經驗談及參 

與自主管理案的好處與誘因，因此本團隊將在八月過後與南勢部落獵人作一討論，並 

邀請相關獵人同行再度前往松鹤部落進行簡報說明。

本期裡冷部落的訪談主軸仍在於該部落獵人之獵搶並未申請合法搶證，團隊在訪 

談前一周請理事長先詢問部落獵人，發現該部落獵人並無意願參與狩獵自主管理案的 

計 畫 。獵搶未合法加上也無熱心族人願意推動獵槍合法化，是該部落不願加入本狩獵 

自主管理案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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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1黑熊核心活動區域 

16701黑熊核心活動區域 

G□今年度陷阱設置區  

£ 3 可設置陷阱區

南勢狩现示範區域

自動相機樣點 

纪錄過熊 

紀錄過石虎 

夺 其 他 自 動 相 機 樣 點  

— ~•溪流 

< = 3 台 八 線  

林道

狩獵路線

----牟行

••僅能步行

圖 2 、南勢部落109年獵人有設置陷阱區（紫色框）、公約規範可設置陷阱區域與黑熊活動核 

心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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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落建立傳統領域自主巡護機制之階段性成果及執行之困難

在南勢部落過往參與林務單位計畫經驗上，團隊在與獵人訪談過程中得知，過去 

部落曾有申請社區林業計晝，同時進行橫流溪水域水資源之調查，但隨後並沒有繼續 

申請，原因在於社區發展協會能撰寫公文與計畫書的族人有限，加上申請的程序繁雜， 

故後來便不再申請。而年輕族人多在外工作，留在部落之年輕人多為臨時工性質，本 

身缺乏撰寫能力及對公部門的申請流程也較陌生，導致族人多以既有之穩定生活為主， 

不願多花時間去申請或參與公部門相關的計畫案件。108年部落原本討論申請社區林 

業進行狩獵樣區内的飛鼠監測，但在其他族人認為這樣無法同時進行狩獵活動（當時 

尚未通過狩獵申請），故先暫緩社區林業之申請。

在南勢部落傳統領域自主巡護機制部分，南勢部落目前較常狩獵的領域為東卵溪、 

沙連溪與橫流溪等三處，其次為白毛台地區，大雪山林道沿線則因距離遠，族人因工 

作考量較少前往。除了進行狩獵外，也會在農地附近為防止台灣野豬破壞而設置陷阱。 

因此若要持續進行部落傳統領域巡守工作，仍是以此三條溪流沿線之區與白毛台為 

主 ，大雪山林道下切之獵徑為次要。同時若未來部落可逐步發展生態旅遊，傳領的巡 

護工作就更顯重要，但因前述參與公部門計劃遭遇的困境，現要再次商請參與本計晝 

案之獵人進行巡護，在沒有經費的狀況下更顯困難，仍須持績溝通。

綜觀南勢部落之傳統領域與巡護之問題，團隊建議仍要從部落社區協會内部凝聚 

對於公部門相關計晝案的共識，同時尋找能撰寫計晝案的族人，願意克服公部H 申請 

計畫案流程的手續，必要時也可透過南勢泰雅族部落會議來商討與找尋合適人選，此 

為目前推動南勢部落獵人狩撒自主管理兼山林巡護最大之困境，其次則是若在沒有任 

何經費挹注之下，族人也不願意進行麪似之山林巡守工作，故找尋有能力、並且清楚 

公部門申請案件流程的族人負責申請相關計畫案為最迫切的工作，若能順利申請，並 

有相關經費之挹注，則再透過培力，與參與自主管理案之獵人共同討論巡護路線、經 

費運用以及回報機制等，才能逐步讓部落之獵人開始兼任部落獵場與傳統領域之巡護 

機 制 。

因此，建議採分期培力的方式，初期先由林務單位委託研究單位與部落合作盤點 

可能發展生態與部落文化旅遊區域，再規劃相關議題之社區林業計畫，讓部落族人藉

二 、陷阱使用調查與減少誤獵機制的成效— 重要工作項目（四）'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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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熟悉計晝申請與執行流程，從執行計晝的過程中培養解說、傳統領域巡護路線的建 

立等能力，並藉此計畫案分期培力熟悉計晝申請與執行流程、解說導覽員、傳統領域 

巡護及監測保育員等在地人才，增加與公部門、研究單位及一般大眾溝通的能力，成 

為部落發展與外界溝通橋梁。若部落持續有議員發展生態人文旅遊，再進一步幫忙規 

劃相關解說導覽行程、觀光宣傳及遊客路線等整體觀光規劃。即便部落沒有意願髮展 

生態觀光，在前期培養之人力也可以持續以社區林業或其他政府資源來維持傳統領域 

巡護、獵區生態環境維護。

{二）陷阱使用調查

訪談南勢部落獵人在108〜109年有9 組獵隊（至少 15位獵人參與，但多數為單 

獨一人去置放陷阱）使用套索陷阱。野豬书為目前普遍使用之陷阱類型（N= 9 )，其次 

為鋼索陷阱（表 4 ) ，並以野豬吊架設較不受限制，不需要尋找彈性佳的樹種當啟動 

陷阱的動力，架設方便。陷阱設置時間大多在10〜11月開始，持續時間依需求而定， 

自用者視季節情況，於雨季開始前撤掉陷阱；而果園委託的獵人則是以委託者農作物 

產期為依據。野豬為陷阱獵獵人最主要的狩獵目標物種，這與搶獵不容易捕獲野豬有 

其相關性。其次為野山羊和山羌，皆以中大型偶蹄目動物為主。陷阱巡視頻度約5〜7 

天 ，捕抓到獵物的頻度變化較不一，大抵上平均7〜1 0天會捕獲一隻獵物。陷阱記名 

制有超過半數的獵人表示願意配合，有獵人會在自己獵具上寫上名字，認為他人經過 

陷阱若有中獵物可以幫忙告知，或是獵具失竊可以幫助尋回。

實地探訪108年 1 0月至109年 4 月南勢部落陷阱架設之區域共6 處 （圖 3 )，分 

別 位 於 1 .昆崙巷西側稜線（和平區與東勢區交界），此區獵人表示今年在此區陷阱 

(野豬吊）遭竊及破壞至少6 組 ，猜測是大茅埔的平地犬獵獵人所破壞，周圍環境為 

果園、廢棄果園與竹林鑲嵌。2 .原住民技藝中心上方及周圍山區；3 . 白毛台（往白 

毛山）山區，共有三個區塊，3 組獵隊在此設置陷阱，此區為南勢部落獵人獵捕野豬 

主要區域，部落内人稱野豬王的撒人表示在106〜1 0 7年白毛台山區累計捕獲了超過 

100隻野豬。4 . 東卯溪，白冷派出所對面坡面，此為獵隊針對野山羊設置陷阱區域， 

挑選較陡峭之地形，捕獲獵物也讀是以野山羊為主。此 外 ，打鐵坑溪流域，西側從東 

勢區與和平區交接棱線，至東側NAB01〜0 3之稜線，此區果園和次生林、竹林鑲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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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沒 有 明 確 調 查 到 陷 阱 置 放 區 域 ，但 果 園 周 圍 偶 爾 會 有 人 （非 原 住 民 族 也 會 ）放置陷  

阱 。

表 4 、南勢部落陷阱使用調查

訪

談

者

陷阱

類型

設置

地點
設置月 份

陷阱

數量

設置

目的
目標物種

巡視頻  

度(天)

捕捉

頻度

(天）

陷阱

記名

制

嘗試降

低誤捕

之陷阱

裝置

1 野豬吊
崑崙山

區
11-4 月 20

果園

委託
野豬 5 7 Y Y

2
野豬吊

/鋼索
東卯溪 10〜1 2 月 15 自用

野 豬 、山 

羌 、台灣 

野 山 羊 、 

獮猴

7 10

3
野豬吊  

/鋼索
橫流溪 1 1 月 10 自用

野 豬 、山 

羌 、台灣 

野山羊

7 10

4 野豬吊 東卯溪 U 月 10 自用 野豬 7
不一

定
Y Y

5
野豬吊 

/鋼索
松鶴 108/10 月 10 自用

野 豬 、山 

羌 、台灣 

野 山 羊 、

3-4 10 N
不懂如

何防誤

捕

6 野豬吊 東卯溪 1 1 月 10 自用 野豬 6~7
不一

定
Y Y

7
野豬吊

/鋼索
白毛台 1 0 月〜4 月 20

果園

委託
野豬 5 7 Y Y

8 野豬吊 東卵溪 2〜3 月 5 自用

野 豬 、山 

羌 、台灣 

野山羊

5
不一

定
Y Y

9
野豬吊  

/鋼索
白毛台 1 0 月〜4 月 10

果園

委託
野豬 5 7 Y Y

(三）減少陷阱誤獵

超 過 半 數 的 獵 人 表 示 願 意 嘗 試 降 低 誤 捕 之 陷 阱 裝 置 ，有一位南勢部落獵人表示自  

己 改 良 野 豬 吊 ，在 套 環 （lo o p ) 加 裝 兩 顆 焊 接 相 連 的 螺 絲 ，彈簧啟動後套環直徑約縮  

至 3 - 4 公 分 ，如 此 一 來 山 晃 、較 小 隻 的 野 豬 或 石 虎 就 不 會 被 套 環 套 住 （附 錄 七 ）。後 

續 可 以 針 對 陷 阱 裝 置 改 良 的 推 廣 和 部 落 内 陷 阱 記 名 制 的 推 行 來 努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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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南勢部落109年獵人設置陷阱之區域（紫色框）及自動相機樣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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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9年 I 月 1 9 曰於南勢社區活動中心舉辦自動相機介紹與架設室内課程，參與的南勢 

泰雅獵人總共有18位 （附錄七），内容包括自動相機的功能介紹、簡易操作方式、本案拍攝到 

的動物影像分享、以及不同物種在示範狩獵樣區不同區域豐富度的差異。室内課程舉辦前，研 

究團隊在108年 1 月 日 、4 月 3〜4 日、6 月 21〜2 2 日的三次田野訪談與調查中，安排數位 

部落獵人參與自動相機資料回收，包括電池與記憶卡的置換、獸徑的選擇與相機架設角度的實 

際操作等，使其具初步經驗。109年 0 1 月 2 0 日則於崑崙山區進行第二次的自動相機戶外研習 

課 程 ，與會中也承蒙曾經跟著團隊上山架設相機的幾位族人的大力推薦與解說，讓其他前來參 

與的族人更了解本計晝案所期望的目標，故图隊會以此為基礎，希望以後相機操作部分能由部 

落獵人來自主進行，更能符合未來部落狩獵自主監測與管理的目標。

三 、自動相機培訓課程— 重要工作項目（五 ）

四、就業機會—重要工作項目（八 ）

本計畫目前提供就業人數共2 0人次（表 5 )，總共6 位部落族人參與。主要以參與狩獵示 

範樣區内的自動照相機資料回收，同時學習相機架設的方式、角度與高度的考量，彼此間交流 

動植物泰雅名與科學學名的稱呼，相關自然觀察的經驗和科學研究的結果。年長獵人分享此區 

域以前狩獵方式、狩獵故事給同行較年輕獵人、同時訓練口語解說之能力，還有幫忙收集獵人 

狩獵的成果（附錄七）等 ，持續累積與培力未來部落狩獵自主管理、傳統領域巡護監測及生態 

旅遊導覽解說人才的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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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南勢部落獵人參與本案相關就業工作表

曰期 工作内容 工作人數 工作人次

108/2/14 〜15 參與東卯溪自動照相機資料回收、調整相機樣點 1 1

108/3/26 參與東卯溪自動照相機資料回收 1 1

108/5/14 參與白毛山區自動照相機資料回收 1 1

108/6/21 參與沙連溪自動照相機資料回收 2 2

108/8/22-23 參與自動照相機資料回收 2 3

108/10/22-23 參與東卯溪流域自動照相機資料回收 2 4

108/11/18 〜19 參與自動照相機資料回收 1 2

109/4 協助收集狩獵量回報資料 1 1

109/5 協助收集狩獵量回報資料 1 1

109/6 協助收集狩獵量回報資料 1 1

109/7 協助收集狩獵量回報資料、引介部落訪談 3 3

總計 16 20

五 、部落參訪與未來發展生態旅遊的可行性探討—重要工作項目（六）

(一）部落參訪活動歷程

於 109年 6 月 13-14曰，研究團隊與南勢部落參與部落狩獵自主管理之獵人及其 

家屬共2 0 位族人，前往嘉義縣阿里山鄉的鄒族部落，進行了兩天一夜的部落旅遊與 

狩獵自主管理經驗分享參訪活動a 活動地點包括樂野、特富野、達邦與山美等部落， 

參訪内容包括部落產業、部落文化特色旅遊解說、狩獵自主管理經驗分享以及自然生 

態導覽等，讓參與的南勢部落獄人對於思考部落未來發展旅遊以及狩獵自主管理進一 

步運作，有了長足之認識與深思（附錄八、九）。

6 月 1 3 曰自南勢出發後前往樂野部落的鄒築園，由冠軍咖啡常勝軍的「咖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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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分 享 咖 啡 產 業 在 部 落 的 發 展 歷 程 、如 何 在 咖 啡 相 關 協 會 與 漢 民 族 會 員 共 同 經 營 咖  

啡 產 業 等 經 驗 與 實 作 過 程 。由 於 南 勢 部 落 泰 雅 居 民 也 與 漢 人 居 民 混 居 多 時 ，故透過咖  

啡 王 子 的 分 享 ，讓 南 勢 族 人 未 來 在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跨 民 族 合 作 上 能 有 不 一 樣 的 想 法 。下 

午 的 行 程 則 是 前 往 特 富 野 部 落 ，在 當 地 鄒 族 解 說 員 的 帶 領 下 ，南勢部落族人聆聽了特  

富野的庫巴 (男子集會所 )的 功 能 以 及 重 要 性 、鄒 族 的 戰 祭 等 文 化 ，接著再由解說員帶  

領 大 家 體 驗 從 前 特 富 野 大 社 到 達 邦 大 社 的 「特 富 野 步 道 」，同時在步道上解說一些鄒  

族 的 民 族 植 物 等 ，對 於 未 來 結 合 部 落 文 化 與 生 態 的 解 說 行 程 規 劃 有 所 助 益 ，結束後則  

前 往 達 邦 部 落 民 宿 。

晚 餐 後 ，在 團 隊 的 努 力 下 ，邀 請 到 鄒 族 特 富 野 杜 汪 頭 目 、特 富 野 浦 家 的 資 深 獵 人 、 

獵 人 協 會 高 理 事 長 、以 及 特 富 野 部 落 的 梁 姓 解 說 員 ，共同與南勢部落的獵人成員展開  

意 見 交 換 與 分 享 。頭 目 與 浦 家 獵 人 分 別 分 享 了 鄒 族 傳 統 的 狩 獵 文 化 、以及當代的狩獵  

現 況 與 方 式 ，同 時 南 勢 部 落 也 分 享 了 一 些 泰 雅 族 的 狩 獵 規 範 等 ，最後則是高理事長完  

整 地 將 鄒 族 獵 人 協 會 的 成 立 過 程 ，包 括 兩 大 社 之 間 的 溝 通 協 調 、如何連結各部落成立  

共 同 之 鄒 族 獵 人 協 會 及 各 部 落 的 分 會 。晚間的經驗分享對於南勢部落思考未來狩獵自  

主 管 理 、部 落 與 主 管 機 關 的 對 口 單 位 的 思 考 收 穫 最 大 未 來 也 可 以 參 考 阿 里 山 鄒 族 獵 人  

協 會 成 立 的 過 程 ，在 回 到 部 落 後 透 過 南 勢 部 落 會 議 的 討 論 ，慎重決定是否也將成立南  

勢 部 落 獵 人 協 會 ，團 隊 也 會 持 續 與 部 落 保 持 互 動 ，持 續 追 踉 部 落 對 於 成 立 協 會 的 意 願  

與 動 態 。

6 月 1 4 日行程則是自 達 邦 部 落 出 發 前 往 著 名 的 溪 流 保 育 部 落 鄒 族 山 美 村 達 娜 伊  

谷 ，由 山 美 部 落 莊 姓 解 說 員 帶 領 南 勢 族 人 參 觀 8 8 風 災 過 後 重 建 的 溪 流 生 態 保 育 成 果 ， 

解 說 員 沿 途 分 享 鄒 族 植 物 的 利 用 模 式 、以 及 8 8 風 災 園 區 封 閉 後 ，族人如何在災變中  

重 建 部 落 溪 流 生 態 ，並 於 1 0 0 年 時 重 新 開 園 等 過 程 ，部分南勢族人 也 回 饋 部 分 植 物 利  

用 方 式 及 原 住 民 語 名 稱 相 似 等 。有 利 於 族 人 盤 點 部 落 優 勢 生 態 資 源 及 其 在 傳 統 應 用 所  

衍 生 的 生 活 文 化 ，並 思 考 如 何 應 用 在 對 部 落 發 展 有 利 的 面 向 或 產 業 。

下 午 在 返 回 南 勢 之 前 ，與 參 與 活 動 族 人 在 園 區 内 召 開 了 阿 里 山 鄒 族 參 訪 的 心 得 分  

享 與 討 論 ，主 要 是 由 南 勢 部 落 參 與 之 族 人 分 享 關 於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案 ，及對鄒族獵人協  

會 成 立 過 程 的 心 得 ，由 部 落 執 行 長 與 副 執 行 長 分 別 發 表 意 見 ，提 出 對 於 部 落 成 立 撒 人  

協 會 的 想 法 等 ，再 由 各 個 參 與 獵 人 發 表 意 見 。第二階段則簡單的討論部落在橫流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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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可 進 行 類 似 的 生 態 解 說 遊 程 等 ，最 後 則 是 由 計 晝 主 持 人 及 協 同 研 究 員 也 分 別 發 表 心  

得 ，與 南 勢 部 落 族 人 共 同 透 過 腦 力 激 盪 ，促 使 未 來 該 部 落 對 於 生 態 旅 遊 的 初 步 想 法 、 

以 及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案 的 進 一 步 推 動 、及 獵 人 協 會 的 成 立 能 有 共 同 的 目 標 與 期 待 。

{二）綜合討論與意見回饋表

最 後 綜 合 討 論 時 間 ，請 南 勢 部 落 參 與 居 民 針 對 與 阿 里 山 鄒 族 獵 人 協 會 、達邦部落  

和 特 富 野 部 落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等 議 題 、達 那 依 谷 生 態 與 觀 光 導 覽 ，填 寫 意 見 回 饋 表 （附 

錄 ），詢 問 對 於 未 來 部 落 持 續 推 動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以 及 推 行 生 態 人 文 旅 遊 的 看 法 。有 

多 達 1 1 位 居 民 支 持 部 落 持 續 推 動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而表態支持生態或人文觀光旅遊的  

居 民 僅 4 位 （表 6 ) 。

意見回饋包含有：

(1 -3-1)您 是 否 支 持 南 勢 部 落 未 來 持 續 推 行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您 的 想 法 是 ？

1 .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是 原 住 民 的 趨 勢 ，我 完 全 贊 同 這 樣 的 傳 統 文 化 ，並延續下一代的  

精 神 。

2 .  這 次 的 行 程 ，非 常 高 興 ，也 讓 我 瞭 解 狩 獵 協 會 ，來 達 邦 看 這 裡 的 人 如 何 打 獵 ，

以 及 了 解 他 們 的 人 教 導 ，如 何 傳 承 在 自 己 部 落 以 後 做 慢 慢 地 學 習 ，使南勢部落  

改 進 。

3. ⑴ 傳 承 ；（2)自 主 管 理 ，可 以 以 家 為 中 心 ，分 享 獵 物 ，族 群 融 合 。

4. (1)個 人 非 常 支 持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2)本 人 也 願 意 遵 守 狩 獵 公 約 約 定 。

5 .  希 望 下 次 能 有 機 會 能 再 次 部 落 相 互 觀 摩 及 交 換 意 見 ，謝 謝 =

6 .  希 望 對 南 勢 部 落 持 續 未 來 主 動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對南勢部落的年輕人永續傳承下

來 。

7. 非 常 的 認 同 ，狩 獵 的 自 主 管 理 。

8 .  支持與認同

(2-3-1)您 是 否 支 持 未 來 南 勢 部 落 推 行 生 態 觀 光 、人 文 旅 遊 呢 ？具 體 想 法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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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用 心 針 對 相 關 單 位 (林 務 局 、公 所 、市 政 府 )對 南 勢 地 區 人 文 發 展 ，不 是 阻 擋 ， 

拒 絕 對 立 。請 相 關 單 位 注 意 ，協 助 幫 助 南 勢 部 落

2 .  非 常 支 持 ，希 望 馬 上 成 立 部 落 會 議 的 組 織 ，並 積 極 爭 取 成 立 一 個 專 屬 單 位 ，來 

發 揮 生 態 、文 化 ，能 夠 順 利 執 行 。

3 .  希 望 支 持 南 勢 生 態 觀 光

(3-2-1)對 於 整 體 參 訪 活 動 的 安 排 ，您 有 什 麼 話 想 對 主 辦 單 位 說 的 嗎 ？

1. 在 參 訪 過 程 中 ，感 謝 主 力 單 位 能 讓 我 明 確 認 識 各 族 群 的 傳 統 文 化 ，希望藉此機  

會 來 影 響 本 材 的 年 輕 人 ，以 落 實 發 揮 部 落 的 主 流 文 化 。

2 .  感 恩 了 解 人 員 用 心 協 助 ；希 望 在 部 落 發 展 中 ，積 極 協 助 ，不 要 都 淪 為 口 號 ，加 

>’由 、力a 由 、力a 油 。

3 .  非 常 感 謝 承 辦 人 員 的 辛 苦 ，這 次 參 加 傳 承 工 作 ，得 到 很 多 感 觸 ，我們繼續努  

力 。

4 .  希 望 下 次 能 再 次 舉 行 類 似 觀 摩 ，依 助 建 原 住 民 的 感 情 交 流 。

5 .  我 感 謝 主 辦 單 位 的 辛 勞 對 原 住 民 關 心 》

6 .  謝 謝 主 辦 單 位 安 排 讓 我 有 深 入 了 解 狩 獵 的 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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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南 勢 部 落 參 訪 阿 里 山 鄒 族 之 活 動 意 見 回 饋 表 統 計

問題編號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未作答

1-1-1
9 5 I

1-1-2 12 3

1-1-3 11 4

1-1-4 9 5 1

1-2-1 11 4

1-2-2 10 5

1-2-3 12 3

1-2-4 11 3 1

1-3-1

(問 答 題 ）

2-1-1 8 6 1

2-1-2 10 4 1

2-1-3 9 5 1

2-2-1 14 1

2-2-2 7 6 2

2-2-3 13 2

2-3-1

(問 答 題 ）

3-1-1 13 1 1

3-1-2 11 3 1

3-1-3 11 3 I

3-1-4 13 1 1

3-1-5 10 4 1

3-2-1 

(問 答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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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部 落 發 展 生 態 或 人 文 觀 光 可 行 性 之 階 段 性 調 查 成 果

南 勢 部 落 的 狩 獵 領 域 中 ，以 東 卵 溪 、沙 連 溪 與 橫 流 溪 等 三 條 為 較 遠 離 台 八 線 公 路  

的 區 域 ，但 交 通 尚 稱 方 便 ，而 自 大 雪 山 林 道 往 南 走 向 此 三 條 溪 流 的 獵 路 因 較 少 人 行 走 ， 

路 線 也 偏 遠 ，若 要 發 展 成 生 態 觀 光 之 路 線 ，則 涉 及 到 林 班 地 的 開 發 整 理 等 相 關 問 題 ， 

尚 不 適 合 做 為 生 態 觀 光 之 路 線 ：而 部 落 上 方 的 傳 統 領 域 以 及 白 毛 台 地 區 ，則因都為農  

地 開 發 與 果 園 區 ，也 不 適 合 成 為 未 來 生 態 觀 光 的 區 域 。

在 泰 雅 人 文 的 部 分 ，南 勢 部 落 因 在 民 國 4 5 年 以 後 中 部 橫 貫 公 路 開 工 ，因而有大  

量 漢 民 族 進 入 沿 線 周 遭 的 泰 雅 部 落 ，加 上 地 處 西 部 ，外 來 宗 教 也 在 此 時 期 進 入 部 落 ， 

讓 當 地 泰 雅 人 逐 漸 放 棄 原 本 的 祖 靈 信 仰 ，改 信 外 來 宗 教 信 仰 ，導致南勢部落在泰雅傳  

統 文 化 部 分 保 留 較 少 ，而 後 本 部 落 又 移 入 大 量 漢 民 族 混 居 ，讓 文 化 傳 承 部 分 較 為 薄 弱 ， 

在 人 文 觀 光 部 分 屬 於 較 弱 之 一 塊 。雖 然 南 勢 部 落 在 泰 雅 文 化 的 外 顯 部 分 較 少 ，但是就  

計 晝 期 間 針 對 部 落 耆 老 所 進 行 的 訪 談 得 知 ，在 野 生 動 物 的 傳 統 知 識 、以及狩獵的傳統  

禁 忌 與 方 式 等 ，尚 保 留 許 多 傳 統 認 知 ，若 未 來 要 在 部 落 提 倡 人 文 生 態 旅 遊 ，可以以此  

為 基 礎 來 持 續 加 強 。同 時 也 建 議 未 來 若 有 意 願 發 展 人 文 生 態 旅 遊 ，可以前往一些發展  

生 態 人 文 觀 光 較 為 成 熟 的 部 落 進 行 參 訪 ，同 時 參 酌 部 落 活 動 内 容 以 及 餐 飲 、住宿等細  

節 ，做 為 未 來 南 勢 部 落 走 向 生 態 人 文 觀 光 的 依 據 ，再 以 部 落 現 有 的 資 源 進 行 調 整 ，做  

出 屬 於 南 勢 部 落 自 己 的 人 文 特 色 旅 遊 。

至 於 發 展 生 態 人 文 旅 遊 地 點 ，以 遠 離 公 路 與 人 造 建 築 為 基 礎 ，較為適合的地方則  

為 沙 連 溪 與 橫 流 溪 ，東 卯 溪 雖 然 有 產 業 道 路 通 至 大 雪 山 林 道 下 方 ，但因周遭 多 為 私 人  

果 園 ，同 時 也 考 慮 到 此 地 曾 監 測 到 台 灣 黑 熊 的 出 沒 ，故 建 議 先 不 做 為 發 展 的 路 線 。沙 

連 溪 雖 然 較 無 干 擾 ，但 因 較 少 人 進 入 ，若 要 發 展 生 態 旅 遊 ，則需花較多之時間進行步  

道 與 活 動 場 域 之 整 理 ；最 後 是 橫 流 溪 範 圍 ，因有產業道路可以進入到橫流溪進中游約  

1.5公 里 處 ，同 時 河 流 往 上 溯 是 橫 流 溪 曲 流 段 最 多 之 處 ，應 為 較 適 合 之 場 域 。

最 後 則 是 目 前 中 横 公 路 的 部 落 旅 遊 現 況 與 南 勢 部 落 面 臨 的 困 境 ，中橫公路從東勢  

到 斯 可 巴 部 落 這 段 ，遊 客 最 常 前 往 的 地 區 是 谷 關 溫 泉 區 旅 遊 ，除 了 泡 溫 泉 以 外 ，並在  

附 近 的 步 道 健 行 ；其 次 為 前 往 林 務 局 八 仙 山 森 林 遊 樂 區 進 行 森 林 浴 等 活 動 ，第三則是  

谷 關 七 雄 登 山 路 線 進 行 登 山 活 動 ，這 三 條 主 要 觀 光 旅 遊 動 線 並 未 涉 及 到 任 何 泰 雅 部 落  

的 生 態 與 人 文 。而 沿 線 涉 及 泰 雅 族 文 化 體 驗 者 ，則 有 松 鹤 、裡冷部落的部分泰雅人以  

個 人 名 義 經 營 的 旅 遊 行 程 ，包 括 生 態 解 說 、射 箭 、獵 人 體 驗 與 口 簧 琴 製 作 等 ，而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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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南 勢 部 分 尚 未 出 現 。主 要 是 南 勢 部 落 的 泰 雅 人 工 作 結 構 仍 多 停 留 在 農 事 、外出都市  

謀 生 、以 及 臨 時 工 等 為 主 ，若 要 協 助 族 人 逐 漸 將 工 作 重 心 轉 移 至 籌 劃 人 文 生 態 旅 遊 ， 

初 期 必 定 無 法 有 立 即 性 收 入 ，導 致 在 族 人 詢 問 過 程 中 ，得 到 的 答 案 皆 為 不 可 靠 ，怕失  

敗 ，沒 有 資 本 等 回 應 。呼 應 到 前 述 參 訪 活 動 ，居 民 對 於 生 態 或 人 文 觀 光 旅 遊 的 支 持 度  

不 高 ，故 若 要 改 變 族 人 思 維 ，推 動 部 落 狩 獵 逐 漸 轉 型 為 狩 獵 兼 具 人 文 生 態 旅 遊 ，仍要  

有 額 外 的 經 費 與 團 隊 來 協 助 ，才 有 可 能 讓 族 人 願 意 放 下 現 有 的 保 障 性 收 入 而 改 從 事 旅  

遊 事 業 。此 部 分 也 可 在 未 來 與 相 關 單 位 討 論 是 否 透 過 政 府 其 他 部 門 給 與 計 晝 來 推 動 此  

地 的 人 文 生 態 旅 遊 產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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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六章、狩獵主要目標動物族群長期監測

一 、南勢狩獵區域動物監測調查成果— 重要工作項目（二 ）、（三）

(一）中大型哺乳類動物監測

1 . 中 大 型 哺 乳 類 動 物 監 測 區 域 、路 線 及 自 動 相 機 架 設

南 勢 部 落 示 範 狩 獵 樣 區 主 要 分 5 個 區 域 ，並 以 東 卯 溪 、沙連 溪 、橫流溪和  

打 鐵 坑 溪 （鄰 近 部 落 和 平 區 與 東 勢 區 交 界 一 帶 ）山 區 為 主 ，大曱溪南侧的白毛  

山 區 也 為 南 勢 部 落 的 狩 獵 區 域 （圖 4 ) ，搭 配 部 落 實 際 狩 獵 區 域 進 行 相 機 架 設 ， 

架 設 時 由 獵 人 陪 同 選 點 ，以 便 針 對 狩 獵 獵 物 數 量 與 動 物 族 群 的 科 學 監 測 資 料 進  

行 交 叉 比 較 。原 則 上 5 個 區 域 依 地 形 （稜線  '坡 面 或 溪 谷 邊 ）、狩獵路線及獵人  

經 驗 動 物 常 出 沒 路 線 作 為 架 設 依 據 ，相 機 樣 點 間 直 線 間 隔 至 少 5 0 0 公 尺 。各路  

線 架 設 2 ~ 3 台 自 動 照 相 機 ，共 架 設 2 5 個 自 動 照 相 機 樣 點 進 行 監 測 （附 錄 一 ）。

八 仙 山 長 期 監 測 樣 點 延 續 前 期 計 畫 (姜 博 仁 等 2016)持 續 進 行 ，於台中市八  

仙 山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周 邊 可 申 請 狩 獵 的 林 班 地 （八 仙 山 事 業 區 第 9 7 -100、1 1 1、 

1 1 2 林 班 ）等 東 勢 處 所 轄 林 地 ，各 林 班 地 挑 選 1〜2 處前期所架設之自動照相機  

樣 點 (樣 點 編 號 B SS) ，共 9 台 （圖 4 ) ，持 續 進 行 中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族 群 動 態 監測 *

42



， 嘴山

丹山▲

自動相機樣點

--溪流

= = > 台8線 

c ■林道

狩獵路線

車行

2 km 南勢狩獵示範樣區••僅能步行

f T
3S

圖 5 、南 勢 部 落 狩 獵 區 域 、路線及自動相機架設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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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中大型哺乳類動物相對豐富度

分 析 1 0 8年 1 月 至 1 0 9年 6 月 自 動 相 機 資 料 ，共 分 析 2 1 個 自 動 相 機 樣 點 ， 

其 中 1 台 自 動 相 機 失 竊 （N A A 2 丨），總 工 作 時 數 166 , 6 4 6小 時 ，有效影片數為  

19,710段 ，共 拍 攝 到 3 種 偶 蹄 目 、6 種 食 肉 目 動 物 等 （表 7 ) ，包 括 山 羌 、台灣 

野 山 羊 、台 灣 野 緒 、台 灣 黑 熊 黃 鼠 狼 （Mw從 &  

sibirica taivana、 敗 獾 （ M 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 白 秦 心 、令 '蟹 養  

(U erpestes urvaform osanus')、石 免 （ Prionaihirus bengalensis) 、台 灣 M 猴 、穿 

\h 气 （M anispentadactylapentadactyla) 、刍 M 野 良 （ Lepus sinem is form o su s) 、 

白 面 錄 鼠 （P e切wrjsto feno ) 以 及 數 種 烏 類 ，另 外 也 拍 攝 到 家 犬 、家猶

等 非 外 來 溢 出 寵 物 物 種 。

1 0 8年 1 月 至 1 0 9年 6 月 自 動 相 機 中 主 要 狩 獵 動 物 的 平 均 出 現 頻 度 ( 0 1 值 ）， 

最 高 為 山 羌 （52 . 5 3 )，其 次 依 序 為 台 灣 獼 猴 （7 . 7 2 )、台 灣 野 山 羊 （2.82)、台灣 

野 豬 （0.83)(錯 誤 ！找 不 到 參 照 來 泳 。）。一 級 瀕 臨 絕 種 保 育 類 石 虎 （0.02)，108 

年 在 打 鐵 坑 溪 區 域 （海 拔 9 8 2 m ) 再 次 記 錄 到 蹤 跡 （南 勢 部 落 上 方 ，N A B- 0 2 )， 

並 於 橫 流 溪 區 域 （N A A 2 0 ) 首 次 紀 錄 。前 人 研 究 顯 示 石 虎 在 海 拔 8 0 0 m 以下出 

現 比 例 佔 9 5 % ，主 要 分 布 在 連 續 的 低 海 拔 丘 陵 地 (姜 博 仁 等 201 7 )。橫流溪樣點  

是 目 前 和 平 區 大 曱 溪 北 岸 石 虎 出 現 的 東 界 ，與 學 者 評 估 的 石 虎 分 佈 機 率 相 吻 合 。 

此 區 域 雖 非 石 虎 重 要 棲 息 地 ，但 東 勢 、和 平 區 交 接 山 區 可 能 是 石 虎 潛 在 來 往 大  

甲 溪 南 岸 （新 社 ）的 廊 道 (陳 美 汀 和 劉 威 廷 20 1 9 )。另一種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  

臺 灣 黑 熊 平 均 0 1 值 為 0 . 0 1，僅 在 1 0 8 年 8 月 在 東 卵 溪 自 動 相 機 （N A A 1 7 ) 拍 

攝 到 1 次 ，而 在 大 雪 山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的 臺 灣 黑 熊 0 1 值 為 0.2 ( 有 效 照 片 數 24 

張 ，2018/10〜2 0 1 9/9)，捕 捉 繫 放 的 黑 熊 有 3 隻 個 體 的 活 動 範 園 （16 7 0 1、16 7 0 5、 

1 6 7 1 1 ) 與 南 勢 部 落 示 範 獵 區 重 疊 ，但 整 體 而 言 ，黑 熊 呈 現 趨 避 海 拔 1 0 0 0 公尺  

以下的棲地 (黃 美 秀 2017,2019 ) ，可 能 是 南 勢 狩 獵 樣 區 内 黑 熊 0 1 值較低的原因

之 一 °

從 不 同 區 域 來 看 ，山 羌 皆 為 出 現 頻 度 最 高 的 狩 獵 物 種 ，並以橫流溪為最高  

( 1 0 2 . 6 2 )，沙 蓮 溪 次 之 （50 . 0 9 )，白 毛 台 最 低 （1 9 . 9 1 ) (圖 6 ) 。台灣野山羊則  

是 在 東 卯 溪 最 高 （5 .08 ) ，台灣野豬則在打鐵坑溪及東卯溪有較高的出現頻度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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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利用動物的月平均O I 值加減一個標準誤，視為合理的變動範圍，分 析 107 

年 3 月至 109年 6 月南勢部落示範獵區的自動相機資料，山羌預警變動下限為 

34.8卜野山羊為1.27，野豬為0.73 (表8)»此預警變動下限將可以提供未來部 

落狩獵自主管理的目標及調整狩獵公約的基準，也可以作為主管機關評估上一 

年度狩獵核准量是否合理?適時調整核准量，達到兼顧部落狩獵需求、野生動物 

保育及減缓野生動物危害的農損規模等三臝的局面。但各物種之月平均 O I 值、 

標準誤及變動下限會因資料的累積而逐年修正，以獲得長期的平均趨勢。

另檢視107年至今的月平均出現頻度，山羌出現頻度雖然波動，但整體而 

言有逐年提高的趨勢，顯示整體族群呈現平穩且略為增加的趨勢（圖8) «台灣 

野山羊的出現頻度亦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圖 9 )，野豬則出現逐年降低的情況（圖 

1〇)。獵人在狩獵量上的收穫，尤其今年秋冬季（108/10-109/2)專門在獵捕野豬 

的南勢獵人表示，野豬的狩獵量明顯比去年（107/10-108/2)減少許多。獼猴則 

在9~10月有一出現頻度高峰。

根據 I U C N  紅皮書(The I U C 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Version 2019-3. 

Available at: w w w .iucnredlist.org. (Accessed: 10 December 2019))整理國外研究資 

料顯示，野緒為一種活動範圍相當大(Spitz 1986, Spitz and Janeau 1990)，且高度 

流動性的動物，可能會因食物、獵捕壓力或不同生活史期間的需求差異在不同 

地區間快速移動。基於此，在以相機出現頻度評估野豬族群動態時，必須特別 

小 心 ，宜以較大尺度範圍的相機平均出現頻度變動來評估=地區性的監測尺度 

則建議累積較長的監測資訊來撿視其族群動態是否有週期性波動或呈現多年持 

續下降的狀態來評估。對於野豬這種活動範圍大、高流動性特性且兼具經濟利 

用 、文化禮儀傳承的關鍵性物種及危害作物主要物種等多重角色的重要動物， 

應該投入更多研究資源針對其棲地利用、活動範圍、生活史特徵及影響其族群 

動態的因子深入研究，提供狩獵自主性管理、危害動物防治及該物種永續利用 

保育策略上的依據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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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南勢樣區自動相機拍攝到的中大型哺乳動物出現頻度平均值（〇ccurrenceindex，OI 

值 ）及出現樣點比例（21個樣點）

動物 學名 O I值 1 有效照片數
出現樣點比

例 （％)

兔形目 台灣野兔 Lepus sinensis form osus 1.93 292 14.3

食肉目

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taivana 0.74 115 61.9

石虎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0.02 2 9.5

食蟹獴 H erpestes urva form osanus 2.82 523 95.2

家犬 Canis lupus fam iliaris 0.60 96 71.4

家貓 F elis silvestris catus 0.01 1 4.8

黃鼠狼 Mustela sibirica davidiana 0.09 11 14.3

台灣黑熊 Ursus thibetanus form osanus 0.01 1 4.8

鼬貔
M 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

6.39 1158 95.2

偶蹄目

山羌 Muntiacus reevesi micntrus 52.53 6796 100

台灣野山 

羊
Capricom is swinhoei 2.82 370 90.5

台灣野豬 Sus scrofa taivanus 0.69 115 95.2

鱗甲目 穿山甲 M 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 0.18 32 71.4

靈長目 台灣獼猴 M acaca cyclopis 7.72 1420 95.2

1 0 1 值分析日期為108/3〜109/6

表 8 、107年 3 月~109年6 月南勢示範獵區主要狩獵物種月平均出現頻度（occurrence index，

0 1 )、標準誤、C V 值及變動下限

物種
107-109 年月 

平均0 1 值
標準誤（S.E ) C V 值 變動下限

山羌 37.57 2.76 0.39 34.81

台灣野山羊 1.44 0.17 0.61 1.27

野豬 0.83 0.10 0.62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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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

圖 1 0、107年 3 月至 109年 6 月南勢部落示範狩獵區内台灣野豬月平均出現頻度 

(occurrence index, 0 1 ) 之變化

(二）飛鼠族群監測

1. 監測路線設置規劃

飛鼠監測樣點规劃可與部落獵人一同合作監測，由於獵人表示飛鼠有季節 

性出現的熱點，與部落獵人討論後將監測方法設定為定點周圍10公尺以探照燈 

觀察5 分鐘，紀錄飛鼠出現數量、種類、棲息活動的樹種。飛鼠監測車行樣線、 

步行樣線及點位位置圖詳如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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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飛鼠監測點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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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飛 鼠 族 群 監 測 結 果

調查發現飛鼠出現數量受季節、食物資源、調查前有無狩獵 

所影響。若以每季單次樣線、多樣點調查飛鼠數量，飛鼠數量波 

動相當大。與部落獵人討論的定點監測結果（表 9 )，在本年度測 

試中發現可能並不適合用於飛鼠監測，而由獵人狩獵飛鼠方式與 

數量來看，穿越線調查應該調查到較多的數量，但因飛鼠調查需 

夜間進行，山區路況不穩定，要取得足夠的調查數據需要相當大 

的努力量，如每月每條路線皆須數次，每次持續至少半個晚上或 

整 夜 ，才可能累積夠多的飛鼠數量資料。後續飛鼠若需要監測， 

搭配獵人夜間狩獵的紀錄進行探討，可能較為可行。

白毛台山區白面鼯鼠及大赤鼯鼠出現地點及海拔重疊，海拔 

8 5 0 公尺即有白面鼯鼠出現。台八線沿路及部落果園周圍（打鐵 

坑溪區域）則都為大赤鼯鼠。目前狩獵回報沒有記錄到小鼯鼠， 

但部落曾有獵捕過，並稱為小飛俠，另外獵人曾獵捕過全身白毛 

之飛鼠1 次 。

本研究嘗試以整年度獵人飛鼠狩獄量和狩獵次數，作為狩獵 

效率和飛鼠族群監測的一個指標*狩獵效率定義為平均每次狩獵 

的飛鼠獵獲隻數。分區域來看108年以大雪山林道（13-26K ) 狩 

獵量及效率為最多，其次為台八線沿路，崑崙山、白毛台區域沒 

有紀錄，應 與 108年部落尚未進行狩獵回報有關（圖 12、圖 13)。 

109年 ，狩獵效率及狩獵量以非屬部落獵區的其他區域為最高（圖 

1 4、圖 15)，主要是部落内獵人與其他部落有人進入青山一帶狩 

獵 ，以狩獵量作為監測指標需要更詳細的回報資訊，包括狩獵時 

間 、狩獵路線長短、有無收穫及彳氣獲物種、數量等，並依此計算 

單位狩獵努力量的捕獲率，才較能夠評估各獵線間的差異與整體 

的族群的波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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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飛 鼠 監 測 之 點 位 資 訊 及 發 現 數 量

觀察點 X Y 調查區域 調查曰期 大赤縫 白面 I I

1 237331 2674085 打鐵坑溪 108/2 3 0

2 233886 2673991 打鐵坑溪 108/2 2 0

3 232858 2673854 打鐵坑溪 108/2 0 0

4 231750 2674050 打鐵坑溪 108/2 1 0

5 241529 2677902 沙連溪 108/10 0 1

6 241678 2677555 沙連溪 108/10 0 0

7 241150 2677112 沙連溪 108/10 1 0

8 243000 2677337 白冷山區域 108/10 0 0

9 241361 2674274 白毛台區域 109/3 0 0

10 241421 2675637 白毛台區域 109/3 0 0

11 242078 2674156 白毛台區域 109/3 0 1

12 242062 2674303 白毛台區域 109/3 1 0

13 242068 2674390 白毛台區域 109/3 0 1

14 242045 2674440 白毛台區域 109/3 0 1

15 242023 2674527 白毛台區域 109/3 0 1

16 245364 2678677 東卯溪流域 109/4 0 1

17 245396 2678940 東卯溪流域 109/4 0 0

18 245117 2678171 東卯溪流域 109/4 0 0

19 245640 2677539 東卯溪流域 109/4 0 0

20 245551 2677335 東卯溪流域 109/4 0 0

21 245373 2677230 東卯溪流域 109/4 0 0

22 244460 2676324 東卯溪流域 109/4 0 0

23 242857 2676071 白冷山區域 108/6 0 0

24 242715 2676315 白冷山區域 108/6 1 0

25 242563 2676353 白冷山區域 108/6 0 1

26 239626 2672827 白毛台區域 108/6 1 0

27 239957 2676081 打鐵坑溪 108/2 0 0

28 240565 2675952 橫流溪流域 109/2 1 0

29 240813 2675530 橫流溪流域 109/2 0 0

30 240616 2675826 橫流溪流域 109/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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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勢狩獵樣區狩獵量紀錄與監測資料比較分析，進行適應性管理調整

狩 獵 量 回 報 從 1 0 8年 1 月 至 [ 0 9年 6 月 共 記 錄 3 7 次 的 搶 獵 活 動 及 8 組 使 用 陷 阱 （包含金  

屬 套 索 、野 豬 吊 ）獵 團 的 狩 獵 量 。1 0 8年 上 半 年 因 部 落 對 於 狩 獵 許 可 尚 未 通 過 而 對 狩 獵 回 報 的  

動 作 持 保 留 態 度 ，但 研 究 團 隊 會 詢 問 固 定 4 位 熟 識 部 落 族 人 的 狩 獵 情 況 ，他們 多 數 時 會 一 同 去  

狩 獵 ，偶 爾 會 與 不 同 人 搭 檔 ，另 外 在 部 落 活 動 時 會 收 到 其 他 獵 人 回 報 的 零 星 狩 獵 事 件 ，但主要  

還 是 以 紀 錄 這 4 位 獵 人 的 狩 獵 活 動 為 主 。1 0 8年 下 半 年 在 持 續 鼓 勵 、說 明 獵 人 回報狩獵成果的  

意 義 與 推 動 下 ，以 及 1 0 9年 4 月 以 學 術 名 義 申 請 到 整 年 度 狩 獵 許 可 後 ，統 計 有 2 3 人回報狩獵  

量 及 相 關 資 訊 。其 中 有 8 位 獵 人 為 逐 次 回 報 ，其 他 為 整 季 回 報 ，所 以 資 料 尚 無 法 以 每 月 份 為 基  

準 進 行 較 詳 細 的 統 計 。

1 0 8 年 1 月 至 1 0 9年 6 月 ，3 7 次 的 搶 獵 活 動 中 共 記 錄 9 7 狩 獵 人 次 ，捕 獲 1 7 8 隻 動 物 。陷 

阱 部 分 ，野 豬 吊 捕 獲 1 3 5 隻 動 物 ，金 屬 套 索 捕 獲 2 6 隻 動 物 。合 計 搶 獵 及 陷 阱 獵 共 捕 獲 3 3 9 隻 

動 物 ，其 中 以 山 羌 1 1 1 隻 為 最 多 ，其 次 為 白 面 鼯 鼠 （n= 7 8 ) 、台 灣 野 山 羊 （n= 5 0 ) 、臺灣野豬  

(n= 3 3 ) 、大 赤 鼯 鼠 （n= 2 9 ) 、臺 灣 獼 猴 （n= 2 2 ) 、穿 山 甲 （n= l l ) 及 白 鼻 心 （n= 5 ) ( 圖 1 6 ) 。 

其 他 因 體 型 小 、懷 孕 及 非 目 標 物 種 等 因 素 ，捕 捉 後 釋 放 了 山 羌 2 2 隻 、台 灣 野 山 羊 3 隻 、臺灣 

獼 猴 1 4 隻 ，其 中 穿 山 甲 全 數 原 地 再 野 放 。

狩 獵 量 對 照 各 動 物 出 現 頻 度 ，山 羌 狩 獵 量 為 最 高 ，而 其 出 現 頻 度 在 上 述狩獵物種中通常也  

為 最 高 值 ，獵 人 們 也 常 表 示 山 羌 真 的 很 多 ，戲 稱為“山狗”，表 示 山 羌 跟 流 浪 犬 一 樣 多 、普 遍 。 

台 灣 野 山 羊 與 臺 灣 野 豬 出 現 頻 度 低 於 山 晃 ，其 狩 獵 量 也 明 顯 較 少 於 山 晃 ，唯目前狩獵回報率應  

該 還 是 有 低 估 其 狩 獵 量 。尤 其 臺 灣 野 豬 因 肉 質 與 家 豬 類 似 而 受 人 類 喜 愛 ，加上有 用 鼻 骨 掘 地 供  

土 之 行 為 ，與 農 果 園 附 近 覓 食 之 習 性 而 容 易 與 人 產 生 衝 突 （吳 幸 如 2 0 0 9 )，部 落 内 放 陷 阱 的 獵  

人 普 遍 也 表 示 以 野 豬 為 主 要 的 狩 獵 目 標 。但 臺 灣 獼 猴 並 沒 有 呈 現 這 樣 的 趨 勢 ，可能由於臺灣獼  

猴 以 群 體 活 動 ，果 園 常 以 犬 隻 驅 趕 獼 餱 做 為 防 治 方 法 、沒 有 將 臺 灣 獼 猴 列 入 回 報 項 目 中 等 因 素 。

不 同 狩 獵 方 法 （搶 獵 與 陷 阱 獵 ）捕 獲 物 種 及 數 量 受 獵 人 是 否 有 鎖 定 特 定 物 種 、陷阱放置的  

地 形 和 動 物 生 活 習 性 等 因 素 影 響 。臺 灣 野 豬 以 陷 阱 捕 獲 數 量 居 多 （n= 2 9 )，搶 獵 數 量 較 少 （n= 4 ) 。 

飛 鼠 皆 以 搶 獵 捕 獲 ，資 深 獵 人 表 示 約 2 0 年 前 還 會 上 樹 設 置 陷 阱 捕 捉 飛 鼠 ，現今部落 内 已 無 人  

會 使 用 陷 阱 捕 捉 飛 鼠 （圖 1 6 )。

各 區 域 使 用 不 同 狩 獵 方 法 之 捕 獲 數 量 ，利 用 陷 阱 捕 捉 獵 物 主 要 以 白 毛 台 、東卯溪和昆侖山  

區 為 主 ，各 區 域 皆 有 使 用 搶 獵 （表 1 0 、圖 1 7 ) 。整 體 而 言 ，東卯溪流域為目前捕獲數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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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9 8 ) 的 區 域 ，其 次 為 白 毛 台 區 域 （n= 7 2 ) 、崑 崙 山 區 域 （n= 5 8 ) 。此三區域槍獵與陷阱皆有  

在 使 用 ，也 可 能 與 數 位 在 此 區 域 放 置 陷 阱 的 獵 人 ，其 狩 獵 回 報 較 詳 細 之 關 係 而 高 於 其 他 區 域 。 

大 雪 山 林 道 周 圍 森 林 區 域 ，南 勢 部 落 主 要 以 秋 冬 季 狩 獵 飛 鼠 及 台 灣 野 山 羊 為 主 （表 1 0 ) » 臺 灣  

野 豬 部 分 ，部 落 内 專 門 以 陷 阱 捕 獲 野 豬 的 獵 人 表 示 今 年 冬 李 （指 108/11-109/2)台灣野豬的捕  

獲 量 比 去 年 減 少 很 多 ，他 們 認 爲 與 平 地 獵 人 帶 獵 狗 在 白 毛 台 、崑 崙山等區域狩獵而有影 響 。

統 計 今 年 度 於 南 勢 部 落 狩 獵 示 範 樣 區 内 （109/1〜1 0 9 / 6 )的 狩 獵 量 （目 前 大 約 有 6〜8 成的獵  

人 回 報 ，圖 1 8 ) ，扣 除 捕 獲 後 野 放 個 體 ，山 羌 5 1 隻 、台 灣 野 山 羊 3 0 隻 、野 豬 1 6 隻 、白面鼯  

鼠 9 隻 、大 赤 鼯 鼠 1 2 隻 、白 鼻 心 2 隻 ，共 1 2 0 隻 動 物 ，山 羌 、台灣野山羊的狩獵量都已經到  

達 今 年 度 許 可 量 的 一 半 。前 期 八 仙 山 地 區 利 用 相 機 0 1 值 所 評 估 出 山 羌 永 續 使 用 量 約 2 2 0 隻(姜 

博 仁 等 201 6 )。南 勢 部 落 狩 獵 示 範 樣 區 面 積 及 出 現 頻 度 都 相 近 的 情 況 下 ，預期到年底狩獵量超  

過 申 請 的 山 羌 狩 獵 量 8 0 隻 的 機 率 不 低 ，山 羌 近 半 年 的 出 現 頻 度 也 還 在 變 動 下 限 之 上 ，考量還  

在 永 續 使 用 量 的 情 況 下 ，下 一 年 度 的 山 晃 申 請 及 核 准 量 可 以 提 高 。

各 區 域 山 羌 狩 獵 量 和 出 現 頻 度 的 關 係 ，山 羌 出 現 頻 度 最 高 的 橫 流 溪 、沙連溪區域其狩獵量  

也 最 少 ，狩 獵 量 與 出 現 頻 度 似 乎 有 呈 現 相 反 的 趨 勢 （圖 1 9 ) ，出現頻度較低是否與狩獵量較高  

有 關 ，則 需 要 更 進 一 步 的 收 集 更 完 整 的 紀 錄 以 及 每 次 狩 獵 的 時 間 ，而 非 整 季 回 報 ，以釐清彼此  

的 關 係 。未 來 若 狩 獵 回 報 機 制 運 作 上 執 道 後 ，可以評估與比較 各 獵 區 每 月 狩 獵 量 與 出 現 頻 度 的  

變 化 ，藉 以 評 估 狩 獵 移 除 量 對 於 山 羌 等 狩 獵 物 種 族 群 的 短 期 及 長 期 效 應 ，作為後續研擬適應性  

自 主 狩 獵 管 理 機 制 與 模 式 的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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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 、南勢部落各狩獵區域之不同狩獵方法所捕獲之物種數量（統 計 108A 〜 109/6)

山羌• 臺灣野山羊* 野豬 白面縫鼠 大赤綠氣 穿山甲， 臺灣獼猴* 白鼻心 總計

槍 陷阱 槍 陷阱 槍 陷阱 槍 陷阱 搶 陷阱 槍 陷阱 槍 陷阱 搶 陷阱 搶 陷阱

大雪山林道 0 0 7 0 0 0 26 0 0 0 0 0 0 0 0 0 33 0

台八線 0 0 0 0 1 0 2 0 13 0 0 0 0 0 0 0 16 0

白毛台 8 16 0 10 1 18 6 0 4 0 0 3 0 4 0 2 19 53

沙連溪 5 0 0 0 0 0 9 0 3 0 0 0 0 0 0 0 17 0

其他 4 0 5 0 1 0 23 0 0 0 0 0 0 0 0 0 33 0

東卯溪 34 13 4 22 0 2 6 0 9 0 0 0 0 7 0 0 54 44

崑崙山 0 30 0 0 1 5 0 0 0 0 0 8 0 11 0 3 1 57

橫流溪 0 1 0 2 0 4 6 0 0 0 0 0 0 0 0 0 6 7

總計 51 60 16 34 3 2 9 78 0 29 0 0 11 0 22 0 5 178 161

*山羌懷孕個體及幼體共原地釋放了 2 2 隻 ；台灣野山羊共原地釋放3 隻個體；穿山甲捕獲1 1隻皆全數原地釋放，無傷亡。臺灣獼猴共原地释放1 4隻 。

5 8



60

沙連溪
崑崙山

蛛 卵 溪

* 白毛•台

0 10 20 30 40 50

狩獵 隻 數

圖 1 9 、南 勢 部 落 狩 獵 各 區 域 之 山 羌 狩 獵 量 及 出 現 頻 度 平 均 值 （統 計 108/1〜 109/6)

□ 2020 * 2 0 1 9

30

16 17 17

H  ■
9

12

山晃 台灣野山羊 野豬  白面鼯鼠 大赤鼯鼠  白鼻心

2 3

■

白鼻心 獼猴

圖 1 8 、於 南 勢 部 落 狩 獵 示 範 樣 區 内 不 同 年 分 之 各 動 物 年 狩 獵 量 （2 0 2 0 年 統 計 至 6 月 ）

120 !

100 * 橫流溪

80
60
40
20
 

山
羌
出
現
頻
度

o
 

o
 

o
 

o
 

o

5

^

3

2

1
 

狩
獵
隻
數

59



三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周遭可狩獵林班地動物監測調查成果— 重要工作項

g

八 仙 山 地 區 長 期 監 測 相 機 樣 點 ，在 八 仙 山 9 7 - 1 0 0林 班 架 設 5 台 及 111-112林 班 架 設 4 台 

自動 相 機 ，其 中 位 於 馬 崙 山 步 道 周 圍 B S S5 7 相 機 遭 竊 ，後 續 在 同 區 域 海 拔 較 高 處 新 架 設 B SS63, 

共 10 個 自 動 相  機 樣 點

圖 2 0 )。分 析 1 0 8年 1 月 至 1 0 9年 6 月 自 動 相 機 資 料 ，總 工 作 時 數 86,794.7小 時 （n= 1 0 ) ， 

有 效 照 片 數 為 9 , 5 6 4張 ，共 拍 攝 到 3 種 偶 蹄 目 、6 種 食 肉 目 動 物 等 ，包 括 山 羌 、台 灣 野 山 羊 、 

台 灣 野 豬 、鼬 獾 、白 鼻 心 ' 食 蟹 獴 、黃 喉 貂 、黃 鼠 狼 、臺 灣 黑 熊 、台 灣 獼 猴 、穿 山 甲 ，另外也  

拍 攝 到 家 犬 、家 貓 等 非 野 生 動 物 物 種 （表 1 1 ) 。其 中 ，中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的 出 現 頻 度 平 均 值 ， 

依 序 為 山 羌 （40 . 7 5 )、台 灣 獼 猴 （6 . 1 7 )、鼬 獾 （3 . 7 0 )、食 蟹 獴 （1.26)、台 灣 野 山 羊 （0 . 9 3 )、 

台 灣 野 豬 （0 . 6 3 ) (錯 誤 ！找 不 到 參 照 來 源 。）。山 羌 、絶 獾 和 台 灣 獼 猴 廣 泛 出 現 在 各 樣 點 （錯  

誤 ！找 不 到 參 照 來 源 。）。其 中 臺 灣 黑 熊 與 黃 喉 貂 為 此 區 域 自 動 相 機 首 次 紀 錄 ，分別為樣點  

B S S 6 3 於 1 0 9年 4 、6 月 所 拍 攝 。除 此 之 外 ，獵 人 表 示 水 鹿 也 已 經 會 下 到 台 八 線 管 制 站 附 近 溪  

床 ，去 年 年 底 （1 0 8年 ） 曾 有 哈 倫 台 部 落 的 獵 人 捕 獲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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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0 、八仙山長期監測樣區自動照相機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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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八 仙 山 樣 區 自 動 相 機 拍 攝 到 的 中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出 現 頻 度 平 均 值 （ occurrence index， OI

值 ）及出現樣點比例（9 個樣點）

動物 學名 O I值 1 有效照片數
出現樣點比

例 （0/〇)

兔形目 台灣野兔 Lepus sinensis form osus 0.01 292 10

白鼻心 Pagum a larvata taivana 0.18 15 50

食蟹獴 Herpestes urva form osanus 1.26 101 80

家犬 Canis lupus fam iliaris 0.37 37 80

食肉目
家貓 F elis silvestris catus 0.13 15 20

黃喉貂 M aries flavigula chrysospila 0.04 2 10

黃鼠狼 M ustela sibirica davidiana 0.08 4 40

台灣黑熊 Ursus thibetanus form osanus 0.02 1 10

鼬耀 M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 3.70 322 90

山晃 M 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 40.75 3191 100

偶蹄目 台灣野山羊 Capricornis swinhoei 0.93 75 100

台灣野豬 Sus scrofa taivanus 0.63 58 80

鱗曱目 穿山甲 M 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 0.06 5 70

靈長目 台灣獼猴 M acaca cyclopis 6.17 567 100

值分析日期為108/1〜109/6

分 析 1 0 7年 5 月 至 1 0 9年 6 月之自動相機資料月平均出現頻度，得出未來八仙山長期監測 

區域山羌合理利用的預警變動下限為 2 S. 0 1，台灣野山羊為 0 . 9 6，野豬為 0.62 ( 表 1 2 )。未來 

可以以此做為此區域適應性狩獵自主管理的目標。而以月出現頻度波動，山羌的季節出現頻度 

會 在 12-1月有較明顯的低值（低於變動下限），各年度變動趨勢相近，可能與生活史周期及主 

要狩獵季節狩獵量影響有關（圖 2 1 ) ，野山羊和野豬的月間波動較山羌明顯（圖 2 2 、圖 2 3 ) ， 

甚至有時自動相機也沒有拍攝到，可能與動物活動範圍、移動屬性及主要狩獵季節狩獵量影響 

有 關 ，有待長期監測資料及狩獵回報資料累積來釐清。

整體而言，南勢狩獵樣區的4 種狩獵物種0 1 值 ，相較於同時期的八仙山長期監測樣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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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太 大 差 異 ，在 美 國 一 個 以 公 民 參 與 的 自 動 相 機 計 晝 ，比較了 3 2 個 保 護 區 内 外 1 9 4 7個相機樣  

點 ，結 果 顯 示 健 行 遊 憩 及 狩 獵 端 實 會 對 一 些 物 種 分 佈 上 造 成 影 響 ，但棲地品質及 棲 地 破 碎 化 的  

程 度 卻 是 更 重 要 的 影 響 因 素 。同 時 也 發 現 常 被 狩 獵 的 物 種 （如 白 尾 鹿 、浣 熊 、東 部 灰 松 鼠 ）在 

狞 獵 區 域 相 對 豐 富 度 較 低 ，但 還 是 廣 泛 分 佈 。頂 層 掠 食 者 如 美 洲 黑 熊 、山 貓 （bobcats) 相較於  

保 護 區 内 ，他 們 會 在 狩 獵 區 域 内 較 明 顯 躲 避 人 類 的 情 況 (K a y se ta l. 2016)。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  

區 與 南 勢 狩 獵 樣 區 、東 卯 山 、波 津 加 山 區 等 大 甲 溪 北 岸 山 區 為 同 一 塊 連 續 性 棲 地 ，南勢部落有  

意 申 請 社 區 林 業 巡 邏 樣 區 ，若 搭 配 自 動 相 機 架 設 ，與 大 雪 山 志 工 系 統 之 自 動 相 機 一 同 分 析 ，將 

有 機 會 釐 清 這 區 域 不 同 人 為 活 動 對 野 生 動 物 群 落 的 影 響 及 野 豬 在 較 大 尺 度 範 圍 出 現 頻 度 波 動  

及 其 與 狩 獵 量 的 關 係 ，為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提 供 較 為 詳 盡 的 科 學 數 據 。

63



5 6 7 8 9 10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11 12 1 2 3 4 5 6

2014 2015 2018 2019 2020

年/月

圖 2 1 、八 仙 山 長 期 監 測 樣 區 1 0 7年 5 月 至 1 0 9年 6 月 與 前 期 計 晝 （1 0 3年 5 月 至 1 0 4年 1 0 月 ） 山 羌 月 平 均 出 現 頻 度 （ occurrence  

index，0 1 ) 之變化及變動下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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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八 仙 山 長 期 監 測 樣 區 1 0 7年 5 月 至 1 0 8年 1 0 月 與 前 期 計 晝 （1 0 3年 5 月 至 1 0 4年 1 0 月 ） 台灣野山羊月平均出現頻度  

( occurrence index, O I) 之變化及變動下限

65



5 6 7 8 9  101112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 1 2 3 4 5 6
2014 2015 2018 2019 2020

年/月

圖 2 3 、八仙山長期監測樣區107年 5 月 至 108年 1 0 月與前期計畫（103年 5 月 至 104年 1 0月）野豬月平均出現頻度（occurrence 

index，0 1 ) 之變化及變動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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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1 0 7年 5 月〜1 0 8 年 1 0 月 八 仙 山 長 期 監 測 樣 區 動 物 月 平 均 出 現 頻 度 （occu rren ce in d ex, 

0 1 ) 、標 準 誤 、C V 值及校正後變動下限

107-108年月平均  

0 1 值

標準誤

( S.E )

C V 值
變動下限

山晃 31.79 3.78 0.61 28.01

台灣野山羊 1.10 0.14 0.66 0.96

野豬 0.78 0.16 1.05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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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結論、建議與後續工作規劃

一 、狩獵自主管理

完成南勢部落年度狩獵合法申請，許可日從109年4 月8 日至109年 12月3 1日。申請狩 

獵山晃80隻 ，台灣野山羊60隻、野豬50隻、飛鼠100隻，共有25位獵人參與。建立狩獵管 

理動物作業模式及規章，今年度以學術利用專案取得一年期之狩獵許可及上述核准在案的狩獵 

量 。因應公約執行成效得召開公約大會（每年一次）與管理機制會議（每半年一次）等 ，以討 

論公約執行、獵物回報等事宜。由於制度剛開始執行不久，108年5 月開始發放獵人證，又因 

季節因素此時期狩獵活動較少，除了婚喪喜慶重要生命禮俗之外，3 月至1 0月也為部落的非 

狩獵期。建議今年度持續輔導部落落實狩獵證領取、狩獵回報等工作，以及下一年度的狩獵申 

請 。另外南勢部落考慮以狩獵協會的方式來申請明年度的狩獵許可，或許也是將狩獵自主管理 

推向其他部落的契機。

成立狩獵協會的優點，協會議題將以狩獵自主管理為關注焦點，亦以原住民族為協會主體， 

避免其他事務的推影響協會内部的資源分配，也較能夠聚集以此議題有興趣、願意付出的成員， 

培養内部凝聚力。而無論以社區發展協會或是狩獵協會，兩者在狩獵自主管理的路程上，培力 

部落内行政能力、鼓勵討論參與公共事務都是需要再持續進行的。

二 、南勢部落狩獵領域内瀕臨絕種動物之保護

由於南勢部落示範獵區也有臺灣黑熊與石虎的棲息分布，為了減少瀕危物種遭傳統獵捕 

器或獵搶誤捕的可能性，推廣主動通報，因此在狩獵自主公約的部分，包含將『（1 )陷阱的 

設置需避開黑熊及石虎可能出沒的區域。（2 ) 狩獵區域近期（1個月内）有黑熊及石虎活動 

則暫緩狩獵活動。（3 ) 發現石虎或黑熊誤中陷阱、獵槍誤獵、兩者屍體或是目擊兩者活動都 

須立即通報。』等條款增加回應至相關的狩獵自主公約内（第11至 14條） （附錄三、四 、 

五），以及規範陷阱可以設置的區域，包含（1 )果園或農作物產地内及邊界周圍100公尺内

( 2 )白鹿、白毛山區域（3 ) 東卯溪：從白冷肉包至涵馥（狼犬）果園路段之兩側。其他部 

落狩獵自主公約會議所討論的，陷阱改良、精準式狩獵、套索獵具的管理，目前討論可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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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陷阱加裝八字環、缓衝彈簧等降低動物傷害的五金零件（2 ) 可使用小鐵牌敲打特定編 

碼 ，請願意配合的獵人試掛於陷阱或樹上，觀察是否影響動物靠近之意願。

三 、部落輔導所遭遇的困境與未來可行對策

南勢部落組織内可能因為第一次自主執行這樣方放狩獵正的權力，對於大家是否能確實 

遵守流程，如狩獵證領取後一禮拜繳回或是攜帶外地平地人一同狩獵。雖然也都知道公約上 

有規定違反規定之處罰，但部落内大家多為親戚，有時礙於情面怕落實執行壞傷了感情，這 

一方面部落幹部是希望有第三方能夠多出來宣導。

裡冷部落、松鹤部落、哈崙台部落與斯可巴部落所遭遇的困難皆不一致，雖然都尚未加 

入狩獵自主管理的計畫，但松鶴、斯可巴一些中生代較年輕的獵人，對南勢部落目前取得年 

度狩獵許可抱持正面支持態度，也表示想參與的意願。目前松鶴部落，新任年輕理事長，對 

部落發展生態文化旅遊也有其想法與積極推動之作法，該部落理事長與總幹事認為只要有相 

當程度的誘因(例如想了解南勢部落之狩獵證的運作以及申請合法狩獵的過程等），部落獵人 

應會願意加入本狩獵自主管理的研究。裡冷部落同樣礙於部落的槍隻多未合法，獵人擔心若 

是槍隻合法後，在政黨輪替過程中會被警政單位收回，故多數族人仍認為保持現有的使用狀 

況即可，同時也沒有任何較為有號召力之部落族人針對獵搶合法化的部分提出鼓勵與推動， 

是該部落不願加入本狩獵案的主因。哈崙台部落與斯可巴部落，該部落的農業整體發展上， 

斯可巴社區發展協會有較多的參與以及經費申請，但也因協會有諸多非原民民共同經營會 

務 ，故針對狩獵自主管理案會較不方便，但幾位中生代獵人與南勢部落獵人熟識，認爲現在 

南勢部落有合法狩撒證表示正面支持想法。故這四個部落現階段都未能參與本狩獵自主管理 

案 ，建議未來可舉辦搶枝健檢、安全使用等相關工作坊，協助部落檢視擁有之槍枝是否符合 

規定，輔導申請搶枝合法許可證。仍必須要持續追踉瞭解近期各部落的狀況，再尋找可協助 

解決問題的管道，或是評估是否有合適的學者/ 專家，來協助輔導部落。

69



四 、 後續狩獵動物數量申請及修法之建議

南勢部落於109年度狩獵申請之動物數量，分別為一般類野生動物山羌80隻、臺灣野豬 

6 0隻、飛鼠100隻及保育類野生動物臺灣野山羊50隻 ，而今年度109年 1 月至6 月狩獵回報 

統計山羌5 1隻、臺灣野豬16隻、飛鼠21隻(白面鼯鼠9 隻、大赤鼯鼠12隻）、臺灣野山羊30 

隻、白鼻心2 隻及臺灣獼猴14隻（但獼猴全數釋放）。由於自動相機監測結果顯示山羌、臺灣 

野山羊其出現頻度趨勢為增加之情況，若部落狩獵需求確實會超過今年度之申請數量，建議明 

年度山羌狩獵申請數量可提高至100〜120隻，臺灣野山羊50〜6 0隻，臺灣野豬、飛鼠則先維 

持原本109年度申請之數量。另外明年度狩獵動物申請建議可新增白鼻心10〜1 5隻、臺灣獼 

猴 20〜3 0 隻。白鼻心並非主要狩獵物種，但仍有少數人有食用需求，臺灣獼猴則主要因造成 

農損而進行獵捕，獼猴雖為群體活動，但因習性聰敏機靈，以目前的狩獵方法也難以大量捕捉。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之附表，谷關區域之泰 

雅族部落目前並沒有舉辦傳統祭典，建議可增加以生命禮俗為由之需求，狩獵物種可新增白鼻 

心 、溪魚。狩獵方式部分將獵搶、魚叉、漁網、捕魚工具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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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南勢部落狩獵區域及八仙山地區之動物監測自動相機架設地點（TW D9 7系 

統），共35個樣點

相機編號 架設曰期 海拔 X 座標 Y 座標

NAA-01 2018/3/1 1312 245378 2678929

NAA-02 2018/3/1 1209 245142 2678228

NAA-03 2018/3/1 919 244994 2677236

NAA-04 2018/3/2 1063 244738 2678184

NAA-05 2018/3/2 855 244455 2676082

NAA-07 2018/6/13 939 242996 2675963

NAA-08 2018/6/13 958 242878 2676055

NAA^09 2018/6/13 1037 242571 2676363

NAA-10 2018/9/20 847 241116 2673545

NAA-11 2018/9/20 991 241260 2673149

NAA-12 2018/9/20 957 241862 2673900

NAA-13 2018/9/20 1080 241529 2677902

NAA-14 2018/9/20 1107 241678 2677555

NAA-15 2018/9/20 930 241462 2676355

NAA-16 2018/10/26 963 245623 2677335

NAA-17 2018/10/26 1010 245606 2677506

NAA-18 2018/11/5 645 240570 2675956

NAA-19 2018/11/30 641 241139 2676160

NAA-20 2018/11/30 626 241421 2675637

NAA-21* 2019/1/11 562 239622 2674729

NAB-01 2018/3/31 900 239622 2676822

NAB-02 2018/3/31 982 239948 2676085

NAB-03 2018/3/31 742 239749 2674761

N AAA-01” 2018/6/13 911 239605 2670772

NAAA‘02 丰參 2018/6/13 1075 241329 2671167

BSS28 2018/5/24 955 249863 2676134

BSS38 2018/5/24 750 248716 2675286

BSS39 2018/5/24 966 249291 2675339

BSS42 2018/5/24 1160 249419 2674574

BSS49 2018/5/14 825 253134 2678493

BSS51 2018/5/13 1178 255279 2679700

BSS52 2018/5/13 1403 254948 2679346

BSS57* 2018/5/13 1340 252714 2677274

BSS63 2020/12 1860 253059 2676713

BSS65 2018/5/14 1215 254406 2679088

*NAA21 'BSS5 7於今年度失竊；**NAAA-OI 'NAAA-02於 107年已撤點，沒有列入此次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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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輔導南勢部落申請狩獵許可相關公文

正本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函

地 : 拟Dtf *醎妗4铕仁文<»6作 *

IBK
承 _人 ： 聿

含中市* 庳« 南陽A 逸灿荘life t »  ： 0)37)582503
傳真：W7M2M3 EnfljJ ■ nildlif«iuclifgiBi].coii

受 文 老 ：行政陝裏業委貝畲林務爲東勢林區管理處

« •艾BJH : t 黎氏* U) 8 + l2S2 5a
發文宇Ifc:野字第20191训238t t
itJH ： * JI#
S 等及》密r t f r i 保 a *!限 ：

W作 ：如夂

主 & :本公司為权行贵處委辦之「台中市八仙山地a 原住民因應 

傳统文化及祭儀狩氮中大蛰哺乳動物之族群測及尨瞢管 

理 (2/2)」案 > M 中锖南勢却落年度狩徽許可，狩氯 1 具 

准予使用傳統致捕器與獄榆■敬請賁4 函幃林務局惠九同

f t -

优 明 ：

一 、 取 據 「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现捕宰較利用野生 

動物管理辦法」就 定 ，以及本計龛试辦原住民卸落莳諷自 

主廿理飧神■本 *提4 年度许穠絳可 t 請 ，在本 « 隊的科 

半轚測與陪伴下，試辦部落自主管玫•但囡管3 辦法附表 

二 M於台中市桊稂原住民族之苻徵工其僅有傳统摄捕》 1 

未包括凍住民依法可擁有之致滄•然部落傳托狩氯工具包 

括 徵 檜 1 管雄辦法咐表二與泰雅族部洛現今當代狩* 多使 

用微檜扦獗之現沉不 符 。烏完成郃落簿統狩* 自主管理之 

試辦•兼顧傳统文化舆生態永蟥•納入a 棣狩 a 在參計龛 
中試衝 < 為本計盡試辦成功以及来來台中市地a 庳住民基 

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穠捕宰 殺 利 野 生 動 物 •M入徵搶 

為本年度狩S t利用申請可使用之砰穠工具 * 以研擬適用八 

仙山地&康住民族部落與主詈機 M軌行之整饉扦* 營理 

(包括 f 讀 、教 量 、適應性管速詞怯準則）以建立部落未來 

6 主管理之棋式與规章，敬請贵處 *轉林務扃息允冏意 *

二 、 撿时申請資料1份 、南勢邨落狩氰自主公約1份 、工作討劃

書1价*

三，計tiU tiM t1 fc合行政院農業委錢會林務属與家畜*生 
试狭M採樣*來，會與部》溝边癦助採条衧鬣潙璋目動柚 
之風内、内臌相《枪«提供給盲衛所，本公I]另有專任歎 
璺研究員 > 亦可在取得部#歡人許可下，協劝相導採撖‘ 
典由本*符*試_ 4主營违，更可在尊索許可下的狩後遣 
行飧«採集，坫助扦括盱生動*族_元健摩状況，提供野 
生動物之保t 舆嬗瞢管堆麥考货m，而松t t橡樣评估家畜 
舆矸生動物疾病交互傳染風汝•亦對裒*级*助益甚大*

A本 ：杆ARA* 要具♦ ■林《為 東 »林 速 贅 a*

« 本:

_ 賣人姜捧仁

第 1 K共 2  I *  2 H 共 2 I

附圖2-1、辅導團隊發文林務局申請獵槍為允許狩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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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樂 _課

保存年HI: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函
地址：10050臺北市令正區杭州南珞一役2 

號
聯絡人：f 建仁
霓話：（02)235卜5441 #679 

傅其電括：（02)2321-7661 

電子信葙：tcjbravoiforest-gov. tw

受文者：本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發X B 期 ：中華民H 1Q9年1月30日

發文字》 :林保字第1D81639952K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味：

主 旨 ：有關貴處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句為執行之「台中市八 

仙山地區原住民因慮傳統文化及祭儀狩獵中大型哺乳動物 

之族群監測及經營管理(2/2)」案 ，擬申請南勢部落年度 

狩獵許可，狩锾工具准于使用傳统獵捕器與嚴搶r f l 钟朝^儿請智^

說 明 ：

一 、 復貴處108年12月27曰勢育字第1083166485號 函 。

二 、 查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 

物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 

關審查申請案時，應考量各地區原住民族之傳統領域、文 

化 、祭 儀 、獵捕區域、期 間 、方式及動物種類、數量之獨 

特 性 ；核准獵捕野生動物之數量，應以傳统文化 *祭儀所 

需為限，並應參考轄區野生動物資源現況及上年度實際撒 

捕野生動物種類、數量決定之。」 ，先予敘 明 。

三 、 現前揭管理辦法之附表，其不符原住民族傳統祭儀、獵捕 

物種及方法之處，己規劃修正*於修正完成前，主管機關 

應依前揭條文意旨，考量轄内原住民族實質傳统撒捕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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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法與獵捕物種之獨特性及野生動物資源現況，予以審 

査核准，不以附表為限。

四 、副本抄請查中市政府專案審查本研究计耋所涉之傳統獵捕 

器與獵搶使用。

正本：本局東勢体g 管g 處

M 本 中 市 玫 府

附 圖 2 - 2、1 0 9年 1 月 3 0 日林務局之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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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原仗民族事•務委m 會 函

j m  : .1池 丨 免 赁 杰 的 谢印山路川优 
人 兮 AV«

料 ：I•时•、漬 II 4細
全中市如个岛七 ̂  ̂ ,r>s.vf. I ̂  : < # | vĈ l̂ ll：;iluf,̂ ^ v，-lx

戈 文 者 ：全 中帑和平區南势社迈汴妗硌分

伶 义 H 期 ：屮 读 川 W

, . 仔 又 芊 虼 m . y.丨1)洲(丨〇丨s.x !汍 

: 奇 逄 仆 .

H n ' _ _  — __________

主 污 ：函蚱本市和平區南勢社區發敁沾分中請109年南勢部落溥 

圮义iu?微許 y 及傳純符撒工典准于使用1案'請赴照 

現 叫 ：浓柹全中市和^臣南勢社區柃屐阽會1 〇9年3片:3日I Of)和南 

協宇;^ IMCKKH號 函 。

T： 正各：分中不炙芡九）
4、：私化义泠違玟及土比管过組 '全屮不和平臣南势杜呸分牧沾分

肘圓2 - 3、南勢杜區發展協會發文台中原民會（函轉台中市農業局）申請狩 

獵許可

表絮.沉分《 i S H t 找.IS業将支变.味行

i'.lli (V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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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a* : 年3月 18B
發文字St •‘府«農林字第！〇9005fl2[r?ft 
速W :奢边淬
密等及《0條件成《®期m :

K W件：如眈明-

主 & : 有 關 贵 會 申 請 於 本 市 辦 理 「原 住 民 族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案 ，復 如 說 明 ，請 查 睬 。

說 明 ：

一 、依據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诋需要抓捕宰殺利用野i  

— 動物管理辦法相Bfl規定辦理並復贵會109年3月3日109和南

協字第〗090001號函（隨函退還）《

二 ，依揲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 

動物管理辦法第6條第2項列表所示，本市泰雅族原住民野 

生動物獗捕方式為傳統獵捕器及陷阱，合先敘明。

* 三 、經查貴會申請野生動物撒捕方式為撖搶，鯓不符前述咐表 

之規定：爰此，本府依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 

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9條規定予以駁回申 

： 請 。

正 本 ：臺中市和平區南勢社區發展協會

射 本 ：原住民族委貝會，行政院農業委呉會林務局、行政院襄■業娄負會林務局東勢林區 

管 理 處 、臺 t 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ft會 ，臺中市和平区公所、本府策業局林務 

自 謝 科

玀 麵 籲 11篇 |
第 1 頁，共 1 s 1 0 9 3 1 6 1 4 9 7

限辨日期/

附 圖 2 - 4 、台 中 市 政 府 回 函 南 勢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駁 回 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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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發欠方式：t 子交換

檔 试：

保存年限：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函

100024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二號

丨 受文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31S
1 發文字號：野字第2020100320號 

速 別 ：普通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如文 
装
! 主旨：本公司為執行東勢林區管理處委辦之「台中市八仙山地區
丨 原住民因應傳統文化及祭儀狩獵中大型哺乳動物之族群監
； 測及經營管理(2/2)」案 ，擬申請南勢部落狩獵許可，狩

; 獵工具准予使用傳統獵捕器與獵搶，敬請貴局惠允同意。

女 說 明 ：

! 一 、依據「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 
! 動物管理辦法」規定，以及本計畫試辦原住民部落狩獵自
I 主管理精神，本案提出年度狩獵許可申請，在本團隊的科
I 學監測與陪伴下，試辦部落自主管理。但因管理辦法附表
4  二關於台中市泰雅原住民族之狩獵工具僅有傳統獵捕器，
; 未包括原住民依法可擁有之獵搶，然部落傳统狩獵工具包

丨 括 獵 搶 ，管理辦法附表二與泰雅族部落現今當代狩獵多使

用獵搶狩獵之現況不符。為完成部落傳統狩獵自主管理之 

試 辦 ，兼顧傳統文化與生態永續，納入狼搶狩獵在本計晝 
中試辦，為本計畫試辦成功以及未來台中市地區原住民基 

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納入獵搶 

! 為本年度狩獵利用申請可使用之狩獵工具，以研擬適用八

! 仙山地區原住民族部落與主管機關執行之整體狩獵管理

! (包括申請、數 量 、適應性管理調整準則）以建立部落未來

! 自主管理之模式與規章，敬請貴局惠允同意。

! 二 、檢附申請資料1份 、南勢部落狩獵自主公約1份 、工作計劃 
書1份 。

地址：350苗栗縣竹忐鎮仁愛路645巷 
16號

承 辦 人 ：蔡幸獱

電話：（037)582503

傅真：037582503
Email ： wildlifeduck@gmail.com

第 1 頁 共 2 頁

附圖2-5、輔導團隊（野聲）以學術利用名義協同南勢部落申請狩獵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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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 號：
保存年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

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 

聯絡人：曾建仁 

電話：（02)2351-5441 #679 

傳真電話：（02)2321-7661 

電子信箱：tcjb ravo @ f o r e s t . gov. tw

受文者：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S 109年4月8 曰 

發文字號：農授林務字第1091612744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斯限：

附件：如說明二（109170D000890_1091612744_109D2005916-01.pdf、 
109170D000890_1091612744_109D2005917-01.pdf)

主 旨 ：本會同意貴公司為執行東勢林區管理處委託之「台中市八

仙山地區原住民因應傳統文化及祭儀狩獵中大型哺乳動物

之族群監測及經營管理（2/2) j 計 畫 ，申請之野生動物研

究利用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 ：

一 、 依據貴公司109年3月31日野字第2020100320號函辦理。

二 、 本會同意貴公司研究團隊及協力之臺中市和平區南勢部

落 ，即曰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於臺中市以傳統獵捕器與 

獵搶等工具，進行野生動物利用及採集偶蹄目動物之肌 

肉 、内臟相關檢體等。方法及人員詳附件「同意利用保育 

類野生動物事項」與 「執行人員名冊」 。

三 、 同意之動物種類、數量如下：

(一） 一般類野生動物：山 羌 80隻 、 臺灣野豬60隻及飛鼠 

100 隻 。

(二) 保育類野生動物：臺灣野山羊50隻 。

四 、 研究人員應依下列事項辦理，本會將視配合辦理情形列入

第 1 頁■共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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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申請保育類野生動物利用之評估依據。

(一）本案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7條 、第18條第1項第2款及 

其施行細則第21條之規定許可，如行為涉及其他法條或

法規時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 誇於執行利用前通知相關主管機關，俾視業務狀況派員 

繚解及查驗執行利用情形。研究期間如發現薄臨絕種及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因病或不明原因死亡時，應僂 

速通知主管機關以進行後績處理。

(三) 本同意利用案期滿後3個月内，應將成果填寫「利用保育 

類野生動物成果報告書」及结案報告（註明核准日期及 

文號）函送本會備查。若次年度仍有保育類野生動物利 

用需求，請於本案期滿前將初步結果填於前揭報告書， 

併於新案中提出申請。

(四） 動物之發現地點或野放地點空間分布資料，請於本案期 

滿3個月内上傳至本會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庫網站

(h t t p s ://e c o l!e c t. f o r e s t, gov. tw ) °

五 、相關表格及報告書格式請至本會林務局自然保育網下載 

- h t t p ://c o n se rv a tio n, f o r e s t, gov. tw) °

正 本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副 本 ：* 中市政府、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本會林務局東勢林E 管理恚

* 2 頁• * 2 I

附圖2-6、林務局回文許可學術利用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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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本

發夂方式：鲜寄 檜 號：
保存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函

受文者：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隈公司

發文a 期 ：t 蓽民gjiofl年4月28b 
發文字就：勢育字第10931肋256统 

速別：縈邋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RL :普通

W 件 ：如文

主旨：函轉原住民族委貝會就贵部落傳統文化狩獵使用之獵搶是否 

屬泰雅族傳统獵捕器範啤释示案，請査照。

! 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貝會林務局 109年4月24日林保字第 

1090215012號函辦理。

訂 二 、旨案經原住民族委負會認定现搶係為泰雅族傳统欲捕之工具， 

諳贵部落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傳统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 

利用野生動物申請時，檢附釋示函供審査單位參考。

正本查中市和平 ®南努社6 發展谌會
副本：本處育* 課'野鼙環境生慇顧問有BL公司C均含附件〉

地址：42058臺中市豐原£ 南*路选仙莊1

32653
桃团市杨梅S 永美路335婕2樓

%
承辦人：張故烽
t n  ■ 04-25150855#339

說明：

第1K 共1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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榡
保存年隊：

: 原住民族委員會函
地址：24200新北市新莊a 中平路439«北棟 

! 14樓
i 承鰣人：邱家豪
； 轉路耄锌：02-89953256
! 雹手酆件：Sl9978«82<Sfcpc. gov. tw
； 傳真：02-89953213

受文者：行政院農業委貝會

發文S 期 ：中.華民8109年4月16曰 

* #义 字 St:凍民鳗字第1090021372«

! 迷别\’普逯件
! 密尊及解密條件或保* 期學•：
； 附件：如說明二

i 主旨：責會函詢臺中市和平黾南勢部落傳統文化狩紙使用之欲搶是

； 否屬泰雅族傳統猓捕器範疇1案 * 復如說明，請 査 照 。
! 说明：
： 一 、復贵會109年3月27曰展授林務字第丨091700518號函。

： 二 、查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 
! 物管理辦法〉第6條第2項之附表■所列臺中市泰雅族现捕方

y 式 ，僅列舉傳統穠捕器及陷阱，未包含银搶 ；惟本會於107
年2月出版「原 &山海間一臺灣原住民族狩獵暨漁榜文化研 

'： 究j 1書 ，該書彙登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之文獻，其 中 <
! 畨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記錄桊雅族的狩猓方式、工具、组成

| 形式以及狩獵過程，並样錄桊雅族锹人使用各種楮枝打獵的

； 情況，「番人所使用的搶有前膛、後艘、連發及火S S等各植

i 搶枝」，並說明搶枝取得方式，而狩獵工具是生活日常用品，
： 也是征戰獵首的戰具（詳參苐80至S2頁） ，是以 .泰雅族（

•‘ 含臺中市和平區）尚有使用傳统文化狩獵之猨搶
t

A 本 ：行政院襄業委貝會

« 本 ：臺中市政麻、炼合说*處•教穿文化處、嫌濟發展處(均含拊件）

第】頁共1胃

行政院褎裳委頁會總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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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2-7、原住民委員會函示獵槍為南勢部落傳統狩獵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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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台中市和平區南勢部落泰雅獵人狩獵自主管理公约

台中市和平區南勢部落泰雅现人狩颯自主管理公約

第一條：台中市和平區南勢部落以維護傳統領域内野生動物資源及自然環境，並促進泰雅民族 

狩獵自主管理為使命，本於自律自治之精神，遵守狩獵倫理、維護泰雅民族狩獵文化 

與榮譽，特制定本公約。

第二條：本公約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為前提，狩獵所捕獲之動物皆為自用，無商業 

販售之行為。另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解釋令，本公約中之「自 

用J 係指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或依傳統文化供分享之用，另教會活動之 

分享也同。

第三條：參加公約組織之成員需年滿二十歲，居住南勢部落之泰雅族人，依其意願向管理機制 

申請加入，並報請管理會議審核，經同意後始可入組織並授予狩獵證。

第四條：為有效執行公約，設置管理機制如下：

執行長一位，統算公約執行與回報事務。

副執行長一位，協助執行長統籌公約與回報事務。

聯絡人一位，負責獵人間協調以及與執行長間之聯繫。

幹部遴選機制：每年召開公約大會時，重新遴選執行長、副執行長及聯絡人，以會員 

投票表決決定。

第五條：本組織因應公約執行成效得召開公約大會（每年一次）與管理機制會議（每半年一次） 

等，以討論公約執行、獵物回報等事宜，必要時得由各獵人透過聯絡人提議召開臨時 

公约會議或管理機制會議，由執行長召集之。

第六條：本公約訂定之狩獵區域為南勢部落傳統領域為主，範圍為橫流溪流域以東，東側以東 

卯山至屋我尾山棱線為界，北界從大雪山林道以南，南界為白毛台山區，領域範圍如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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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南勢部落示範狩獵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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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部落獵人欲前往前述第六條明訂之傳統獵場進行狩獵前，須事先向執行長或副執行長 

進行報備，每一次報備申請狩獵期間以7 天為限，取得執行長或副執行長許可後方可 

前往狩獵。

第八條：若本公約之任何成員若要進入和平區非第六條所列區域之其他部落傳統領域進行狩獵， 

請務必事先連繫該部落領導人或社區協會理事長告知，並取得許可，以避免各部落間 

之相互衝突，同時仍須遵守現行之國家法令依法申請狩獵，若有任何事宜則須按照現 

行法令處理之，不受本公約之保障。

第九條：狩獵活動須遵循傳統狩獵gaga精神，維護傳統領域與自然主權之權力；狩撒任務採 

適時、適地、適需之原則，狩獵季節以當年9 月起至隔年2 月底，每年3 月到8 月為 

非狩獵季，非經執行長或副執行長許可，不得前往狩獵。因生命禮俗之因素欲於非狩 

獵季期間進行狩獵活動，則需經由執行長或副執行長決定之，並嚴禁販售狩撒獵物。

第十條：非狩獵季期間除因部落生命禮俗與教會或祭儀相關活動使得為之，同時需考量該時節 

動物繁殖季節與狀況、獵物海拔分布與移動情形、獵物腐壞速率等因素，故須由執行 

長與副執行長討論後決定是否發放狩獵許可證，以維護傳統領域内動物族群之穩定度， 

避免過度捕殺野生動物。

第十一條：參與本公約之獵人所使用之獵槍必須為合法登記之獵搶，以傳統獵捕器名義申請狩 

獵證之獵人在使用獵具部分，不得有鐵夾類之獵捕器，以防誤獵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 

動物，同時避免過度傷害獵物。

第十二條：本公約禁止獵捕第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包括石虎與台灣黑熊，若誤獵上述物種、 

或發現屍體，都請須於第一時間主動和執行長、或副執行長通報，再由其通知東勢林 

管處或麗陽工作站。另外本公約訂定之特別需要保育對象則包括台灣水鹿、穿山曱、 

食蛇龜、柴棺龜、黃喉貂、麝香貓等物種。

第十三條：針對族人所經營之果園與農地周遭為防止野生動物侵入而設置之傳統獵捕器部份，

若相關研究單位在該地區所設置之自動相機監測過程中，拍攝到台灣黑熊與石虎等第

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則需將獵具予以拆除以避免對台灣黑熊與石虎之誤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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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

第十四條：因應避免誤捕第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包括石虎與台灣黑熊，南勢部落示範獵區 

實行獵具分區分級使用制度，第一級：全年不得使用套索式陷阱，包含金屬套索、彈 

簧套索（野豬吊）。第二級，僅於狩獵季節以當年9 月起至隔年2 月底可置放套索式 

陷阱，可使用的區域，（1 )果園或農作物產地内及邊界周圍100公尺内（2 ) 白鹿、 

白毛山區域（3 ) 東卯溪：從白冷肉包至涵馥（狼犬）果園路段之兩侧。第三級，針 

對經營之果園與農地周遭為防止野生動物侵入而設置之套索，置放陷阱期間以農作物 

結果期（或出筍期間）為依據。非結果期或農損期通;^需將陷阱拆除。分級範圍參考 

狩獵樣區内自動相機之結果、黑熊活動範圍分佈f 數據"

第十五條：申請狩獵者須嚴守獵人風範，遵循gaga祖訓，禁談不吉祥言論，不做傷風敗俗之 

行為（如觸犯禁忌、偷竊、炫耀、詐騙、破壞他人獵具獵寮等），以維護與傳承傳統 

狩獵文化。

第十六條：狩獵出發後若發現該次狩獵區域已有其他獵人前往，則需另覓狩獵區塊，避免產生 

獵場紛爭與誤傷族人的事情發生，若當晚多組人員欲進行狩獵，執行長或副執行長需 

與各獵人間進行協調分批分區塊前往。

第十七條：入山狩獵應盡量結伴而行，並隨身攜帶通訊器材以便緊急連絡，隨時注意自身安全。 

酒醉、身體不適等違反禁忌之情事及有心血管等相關疾病者禁止上山狩獵。

第十八條：獵人於山區狩獵時一併協助巡視山林，若有遇任何不法情事則須立即通報聯絡人， 

並轉報執行長或副執行長與自主管理辅導團隊，以及早聯繫林務與警政相關單位處理。

第十九條：狩獵季節結束後，獵區内的陷阱與個人獵具必須予以全部拆除收回，避免浪費動物 

資源與誤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與其他有特別需要保育對象之動物。

第廿條：本部落為本國之「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案示範部落」，故公約成員務請盡實回報狩 

獵量，並建立詳實之獵物數量與分布地區，併做為動物族群監測與永續利用、以及部 

落狩獵自主管理之參考依據，若有誤獵其他非狩獵目標之動物，也請獵人註記於狩獵 

紀錄表中，以建立獵區内更詳實的動物生態資料庫，若未回報狩獵狀況，狩獵執行長

與副執行長得於下次成員申請狩獵時不予發放狩獵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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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條：狩獵回報内容包括該次狩獵物種、性別、大小與隻數並拍攝當次獵捕之動物照片， 

由執行長每月統計一次。各獵人需於每個月回報各狩獵區塊之獵物數量成果比例，並 

回報予執行長，執行長得依此與所有獵人溝通部分獵區是否需暫停狩獵活動讓山林動 

物休養生息，並妥善分配獵人出獵之區域、人數與狩獵數量，暫停狩獵期間以一個月 

為主，時間增減得以執行長與副執行長討論決定之。

第廿一條：參與本公約並協助回報狩獵量之獵人，研究計晝期間意外險之費用以研究計晝相關 

預算補貼之，後續則由參與者自行負擔。

第廿二條：達反本公約之懲戒處份分成三項，詳述如下：

一、 申誡：申誡為經公約會議確認未遵守本自主管理公約，並由執行長與副執行長決議，

二次申誡則沒收狩獵證一個月，不得申請。

二、 停權：若有重大違反狩獵公約情節，如盜伐林木、販售獵物等商業行為、沒收狩獵

證六個月，並依現行法律處理，並通報執行長與副執行長，六個月後需由執 

行長與幹部共同決定是否恢復權利，若決議停止本處分後即可恢復狩獵證之 

申請資格。

三 、 獵團除名：若於前項之懲戒解除後仍違反本公約，則由執行長宣告於各公約成員，

該違反公約之人員自南勢獵人中除名，銷毁該獵人之狩獵證，並不得再加入 

任何公約組織。

第廿三條：受懲戒中之成員於處分期間私自前往任意獵區進行狩獵活動，若有任何違法事 

件 ，該員需按現行法令自行承擔所有法律相關賣任。未加入本公約之獵人若因狩獵涉及法律 

相關問題也須自行承擔法律責任，本公約所有成員將不予任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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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南勢部落狩獵自主管理相關會議簽到表及照片

表拎邶沭r?篆公吟分沭
費nf表

願 _

[•';♦子 玛 C：
1

1
V “M；
會H
謂 t：

s

附圖4-1、108年6 月2 9 日於南勢活動中心舉行狩獵自主公約會議。

附圖4-2、108年 10月2 6 日於南勢活動中心舉行狩獵自主公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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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4-3、109年 1 月 1 9日於南勢活動中心舉行狩獵自主管理會議

(簽到表日期錯誤，實際執行日期為108年 1 月 1 9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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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圊4-4、109年 5 月 1 2曰於南勢活動中心舉行狩獵自主管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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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4-5、109年 5 月 1 2曰於南勢活動中心舉行狩獵自主管理會議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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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南勢部落狩獵自主公約會議結論

正本
發龙方式：電子突捲

榡 贫 ：

保存年限：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函

； 地址：326桃圍市裼梅返永美路335獍
! 2樓
■ 420212 承辦人：蔡幸帑
!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路逸仙莊1號 電話：037-58250M 72
I Email ： wildlifeduck^ graail.conI
i 受文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 發文B 期 ：中華民國109年6月18日
| 發文字试：野字第2020100600唬

I 速 别 ：普通件
I 密等及觯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如文

! 主旨：檢送「台中市八仙山地區原住民因應傳統文化與祭儀狩獵
J 中大型哺乳動物之族群監測輿經營管理(2/2)」之南勢部
! 落狩獵自主管理工作會議記錄1份 ，請查照。

! 說明：檢附會議記錄、簽到表a
ir
； 正本：行政院襄業委黄會林務局東勢林區骨理處

I 副本：I
| 負責人姜博仁

線

第 1 頁 共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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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八仙山地區原住民因應傳統文化與祭儀狩獵中大型 

晡乳動物之族群監測與經營管理（2/2 ) 之南勢部落狩獵自 

主管理工作會議紀錄

一 議 時 間 ：109年 5 月 1 2日 19黏

二 、 會議地點：南勢社區活動中心
心

三 、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四 、 決議討論事項（或結論）：

案由 I :將南勢部落泰雅獮人狩獮自主管理公約與實行細則合併■ 

籣化直述內文•讓大家更能理解相關重要條文•

決議：通過•

案由2 •.狩獵前向執行畏領取狩獾證.告知狩通區域.狩獵後一個 

禮拜内繳回狩獵證並固報狩獵置■檄回時間一個禮拜是否足 

夠 ？另外每個角需繳画狩獮證，蓋印每月許可章_

決議：出發前向執行畏（管國源）領取狩獵證•並於狩獵結束後一 

禳拜内歸還且回報狩猸霣.狩猶置回報方式可以利用line群 

組線上回報■或是填寫紙本嫌給執行長、副執行長（許萬 

福 ）或聯絡人（簡萬才）•狩獵證背面需盖當月許可章.章 

名為單字^南".表示經部落許珂該獵人當月可狩獾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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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案由3 :陷阱可以使用的區域* ( 1 )果醑或臃作物產地内及邊界周 

園 1 0 0公尺内（ 2 )白鹿、白毛山區域（3 )東卯溪：從白冷 

肉包至涵馥（狼犬）果困路段之兩側•

決議：投粟一致同意通過•

案由4 : mrusa陷阱使舌要霣行記名制.陷阱上綁一個有印製號碼之 

小鐵牌•

結諭：先製作一批鏞牌*讀願意配合的猬人試掛於陷阱上，觀察是 

否影禱動物靠近之意願•若影》不大•部落對記名制大多持 

正面看法•部落内有不同慝見與看法*如是否加裝小鐵牌• 

可能會影響捕捉效果*也有獵人認為在陷阱上用麥克筆直接 

寫上姓名即可•經濟划算好操作•但其他人認為較缺乏公信 

力•

案由 5 :陷阱是否加裝八字環，彈簧等降低動物傷害的五金零件

結输：田姓部落獮人與大家分享自製改裝的陷阱•針對太小的動物 

如右虎、小山羌*利用亞管或螺絲加裝在陷阱的網索上•可以 

調整陷阱觸發後的窶索直徑•避免誤捕•部落也認同_會一起 

來推廣埴些對動物比較的改良技術*

六 、散會：晩上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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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南勢部落狩獵證及狩獵回報表

令中市如平區宙勢部#

姓名：

狩獵期間:109年4月8曰至109年12月30曰止

色中市和平B闻ft部落泰JISA莳■自主管M 約以原住 
民族甚本法第十九條為H A  ,禁i h M S—
種保霣類勖物包括石ift興台灣瀾軀•狩捕洗^動桷塗 
為自用> _商_贩窗之行A ,另依照野生動ftAff珐第二
十一》之一搪一項解《令_本公ft中之「自用j係相非»  
此獲取利益*值供本人、親邇攻依傳ft*化供分享之用， 

會活B之分享也同• fl外本公約訂定之特別需要保育 
對*則包括台灣水唐*穿山甲，食蛇龜、味 ^»、黃暖SS、 
硐鬌18等 _若誤獾上述拓1« •，主勤回和•

109年度狩»許可時間

1月 2月 3月 5月 S月 0月 10月 11月 12月

珍資保育類誤捕通報專筠：東勢林管處04*25150855 

、 麗隈工作站04>25951728

狩獵量回報紀錄表
紀錄時W "
狩徽人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狩氰時f-1_______  年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分
狩橛許可堆 a  —  3 Z
符a 方 式 ：― I 1,獗榆 2.套 索 （屯山骑吊 b.M 索套拿）

杆 * 目 擊 C看到幾 | 哏時〕： 山羌_ 1 / 山味 1 / 山羊 .1/~ ~

_____________________ 飛AL白_ 瓶鼠紅_ f 小飛俠_ H _________
扦缫全轾開了幾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狩獗量纪鋒:

名稱 數
*

公 母 照片右*
成年 背少年 幼tt 成年 青少年 幼碰

山 4  pata
山单mit
山赌bzvok
艰手yugoay
飛氣台
a  a紅
其他物種請紀錄如一F :

捋諷地贴與珞線：

苻菔樣£ 請打句或於地B上曲選
l 東印谟/阿森;天網/最後采a
l 沙違滇

3 .橫流溪

5 .崑备卷
么打珉坑溪

7 .其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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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南勢部落狩獵自主管理相關、自動相機培訓、工作就業等照片

附圖7-2、108年 2 月 1 4 日南勢部落獵人偕同回收自動 

相機資料於東卯溪山區

附圖7-4、1 0 8年 2 月 22-23日偕同忐勢部落撒人進行飛 

鼠監測

附 圓 7-1、10 8年 2 月 1 4 曰南勢部落獵人偕同架設自 

動相機於東卯溪山區

附圖 7-3、108年 2 月 22-23日偕同南勢部落獵人進行 

飛鼠監測（圊中為大赤鼯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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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圖 7-7 ' 108年 4 月 3 4 日跟隨南勢獵人進行狩獵活 

動

附困7-8、10 8年 4 月 3 4 日，於南勢部落分享自動相機 

動物彩片。

附 圖 7-9、108年 3 月 2 6 曰 ’南勢部落撒區拍攝到之 附 圖 7-10 ' 1 0 8年 5 月丨4 曰南勢部落獵人偕同架設自

瀕臨絕種保育類石虎。 動相機於白毛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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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圈 7-11、1 0 8年 6 月 21-2 2日舆跟隨南勢獵人進行 

狩獵活動

附 ®  7-13 ' 1 0 8年 6 月 21 -2 2曰訪問南勢登山經驗豐

附 圖 7-12、1 0 8年 5 月 U 日與東勢林管處討論狩獵公 

約及申請核准之會議

富之族人

附 圖 7-15、108年 8 月 8 日東卯溪自動照相機拍攝至 

黑熊

附圖 7-14、10 8年 6 月 21-22曰與跟隨南勢獵人進行狩

馓活動

附圖7-16、獵人改良防止套索緊縮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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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7-17、東卯溪發現之黑熊爪痕 附 圖 7-18，109年 1 月 1 9 日於南勢活動中心舉行自動

相機教育訓殊之簽到表

附圈 7-19、109年 1 月 2 0 日於崑备山區舉行自動相機 附围 7-20、八仙山長期監測區域在109年 4 月 1 6 曰拍

教育訓練室外課程 攝至臺灣黑熊

附圖7-21、八仙山長期監測區域首次在109年 6 月 15 附圈 7-22、108年 1 0月 2 6 曰參與式狩獵

曰拍攝至黃喉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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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狩獵自主管理計畫案部落參訪計畫書

台中市和平區南勢部落泰雅族 

狩獵自主管理計晝案部落參訪計晝書

一 、 緣起

台灣原住民泰雅族在過去是一個以狩獵為主、遷徙能力強大的民族，但因時空背景 

的轉變，現代的狩獵模式已與過去有些許之差異，再加上自日治時代以至於國民政府執 

政 後 ，諸多的法令限制與規範已與今曰泰雅族的狩獵實際現況不符，進而產生許多保育 

與法律之糾紛，林務局為解決各原住民族與法令間的矛盾，故陸續於轄下的八個林管處 

推 動了「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示範部落計晝」，希望能透過與各族群的示範部落來進行 

狩獵自主管理模式之建立，並達成社會共識，以促進現行狩獵法令之修改，以求能更符 

合台灣各民住民族之狩獵現況，其中台中市和平區的泰雅族南勢部落也是示範部落的其 

中之一。

另外南勢部落因為鄰近谷關風景區，傳統領域内擁有橫流溪、沙連溪與東卯溪等三 

條溪流，以及白毛台與大雪山林道以南區塊，自然環境豐富，加上當地仍有部分獵人仍 

遵循傳統進行狩獵活動，不過部落卻一直沒有發展生態與人文相關之旅遊活動，而綜觀 

台灣其他原住民族，有部分族群之部落即以自身的生態環境與人文特色，發展出各式以 

族群或部落文化為主的生態觀光與人文旅遊行程，故本次參訪活動也包括參訪其他族群 

部落已逐漸成熟的生態與人文特色旅遊規劃與解說，故擬透過部落參訪，以提升南勢部 

落族人未來對於生態觀光與人文旅遊部分的思考與發展，並實際拜訪這些進行狩獵自主 

管理已有初步成效的部落，藉由該部落執行之案例與過程，給予本部落一些持續推動的 

參考與依據。

二 、 參訪事項討論目標

1. 部落自主狩獵公約之意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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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每個民族與部落的狩獵傳統與文化不盡相同，但為因應現行法令的框架之下 

仍有部分公約内容會有雷同之處，故藉由本部落與參訪部落雙方的狩獵公約進行意見

交流與參考，俾使本部落狩獵自主公約之規範與條文能更進趨完整。

2 .  狩獵回報機制之建立與運作

在本狩獵自主管理示範計晝中，狩獵物種與狩獵成果回報是最要的一環，這也涉 

及到部落獵人對於部落執行計畫案的團體是否有足夠之信任感，故也藉由此參訪機 

會 ，參考該部落對於狩獵回報的說服過程與實際執行成效面來給與本部落實質之建 

議 ，對於未來本部落欲推動狩獵回報應有非常實質之助益。

3 .  狩獵協會之推動與成立

目前本部落只有部落會議，但在執行本計晝案時，有開會討論過關於是否成立南 

勢泰雅狩獵協會之討論，但仍未有決議，而本計畫預參訪之部落已因本案而成立了相 

關的狩獵協會，故希望透過此次參訪行程，來了解欲參訪部落之狩獵協會成立過程' 

部落協商過程、運作模式與計畫經費申請等細項，待參訪結束後再透過部落會議來討 

論本部落是否需要已協會方式繼續推動關於狩獵自主管理案，甚至是以此協會來向其 

他公部門進行其它有利於部落發展的計畫案，故也是此次參訪的重要目標之一。

4 .  部落推動生態觀光與人文旅遊相關事項

本次參訪也會詢間關於部落發展生態與人文旅遊相關的過程，透過與其他族群或 

部落對話，聆聽這些已有生態人文觀光經驗的族人談論發展旅遊的初衷、生態環境條 

件 '人力資源配置、文化資源重整'旅遊事務相關計晝案如何申請與申請之過程、以 

及經費運用等事宜，並了解部落青年返鄉從事部落文化工作以成為生態觀光與人文旅 

遊的基礎等實質的執行面，未來或可於本部落努力推動號召之。

三 、 執行單位

主辦單位：南勢部落社區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四 、 預定參訪部落與概略行程

1 .  預計參訪部落：嘉義縣阿里山鄉特富野與達邦部落

2 .  參訪單位：嘉義鄒族生態與人文導覽解說團隊、嘉義鄒族獵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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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概略行程如下：

第一天 曰期

07:30 南勢部落出發

09:30-10:00 特富野部落報到

10:00-10:30 雙方參訪人員介紹與致詞

10:30-11:30 部落生態旅遊導覽與人文環境解說（導覽解說範例）

11:30-13:00 午餐用餐時間

13:00-14:30 前往達邦部落參訪與部落巡禮（生態旅遊與人文資源解說範例）

14:30-17:30 鄒族兩大社之區實地觀察

17:30-19:00 晚餐用餐時間

19:00-20:30 針對生態人文旅遊與狩獵自主管理經驗之分享

第二天 曰期

07:00-08:00 早餐用餐時間

08:00-10:00
針對狩獵自主公約、回報機制、狩獵協會成立、生態導覽員與阿 

里山風景管理所搭配過程以及各項生態遊程之分享

10:00-12:00 前往達娜依谷拜訪

12:00-13:00 午餐用餐時間

13:00-15:00 達娜依谷生態與人文旅遊體驗

15:00-16:00 綜合討論（意見回饋、心得分享）

16:00 參訪結束，準備回程台中南勢

18:30 回南勢部落，結束部落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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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期效益

透過本次的部落參訪，預計能達到以下效益：

1 .  部落狩獵自主管理公約内容更完整、更具代表與約束力

2 .  針對狩獵回報的執行過程、回報機制以及信任感將會得到共識，並完整的執行。

3. 了解參訪部落的獵人協會成立與運作後，本部落會針對部落現況與獵人意願，再透過 

獵人共同討論，決定本部落是否欲以相同模式成立狩獵協會？抑或是以其他方式來執 

行 ，將會有較完整的思考與討論

4. 了解並統整南勢部落現有可供發展生態與人文旅遊的地點評估、以及現有步道之整 

理 、如何開闢新步道等討論。

5 .  參考鄒族之經驗，思考本部落如何培養解說員，並可考慮主動跟民間生態導覽與旅遊 

團體進行交流，透過對話近一步培養部落中對於生態與人文有興趣的導覽員，更近一 

步則是可以思考以此號召年輕人返鄉工作。

6 .  透過參訪來檢討本部落現有協會是否能有更進一步關於部落其他事務的推動與計畫經 

費的申請等。

透過參訪來檢討本部落現有協會是否能有更進一步關於部落其他事務的推動與計畫經費

的申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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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南勢部落參訪阿里山鄒族行程相關之照片

附閩9-1鄒築園，由冠軍咖啡常勝軍的「咖啡王子」分 

享在部落的發展歷程

附 圖 9 - 2於鄒族特富野杜汪頭目以及、獵人協會高理 

事長交流

附圈9-3鄒族特富野社參訪解說員導覽 附圓9-4鄒族山美村達娜伊谷參訪

附圓9-5於達娜伊谷會後综合討論時間 附圖9-6於特富野步道聽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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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南勢部落獵人訪談相關狩獵資訊

2017〜2018年間之訪談

1. 許 x 烈 （隊長）25yrs (三人一組，這裡可以有12組）做板模 

獵搶

地 點 ：東卯溪大山溝、小山溝、七重漆布（大道院對面的山溝）

一個月2〜3 次 （冬夏頻度差不多，夏天動物比較少，要爬比較上面）

狩獵時間：大 約 14U 5 歲開始

2 、 3 年前開始動物會再較道路外圍看見，山羌山羊飛鼠山豬鼬獾都是。

8 、9 月吃杉木果實飛鼠，

山羌數量太多了，我們叫山狗，多到不想打了。

—年山羌40〜5 0 隻 （其他人覺得數字有點虛報）（一年四季打到的量吃不多），山羊出 

現的地方比較侷限大約20~30隻（冬天比較多也因為溪水比較少），通常打到山豬就回家 

了不會再打了。山豬 15〜2 0 隻 。不會特定打飛鼠，有看到就打。飛鼠2 0 隻 ，白面和大次 

各佔一半。白面是高海拔，紅色的低海拔。2 、3 年前獵物比較少，數量少一半。

2.賴 x 榮 ，26yrs

去年在白毛台馬路旁邊看見黃喉紹（只有一隻）a 

獵槍

地 點 ：東卯溪大山溝、小山溝、崑崙山（山豬比較多，因為果園比較多甜柿、菜園）、 

白鹿吊撟。大約都一個晚上，凌晨 1 2、1 點回程這樣。

狩獵時間：國小就開始了，一個月3〜4 次 。

動物變化：山羌數量變多、山羊也是變多（但不一定打得到），飛鼠沒有注意。

獵物數量：同一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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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許 x 福今年比較少打

狩獵時間：國小開始跑山上學會陷阱，國中開始自己用獵槍打。大部分時間待在部落。

2 0年前大家比較常打飛鼠，反而山晃比較少打，因為獵搶比較沒那麼厲害，打不打山 

羌 。五年前，我這戶飛鼠打70〜8 0 隻 ，再之前打更多，去年打10〜2 0 隻 （因為現在沒有特 

別找，獵物選擇，現在喜歡打山羊和山豬）。飛鼠一年繁殖一次夏天八到十月生小孩。10〜15 

年開始比較常打山羌，喜德丁大概十年前開始使用。3 0年前路需土地開墾，

地點：鞍馬山林道沿線（一半）或是從34k 往下切從白冷出來，或是東卯溪/德芙蘭步 

道沿路。

獵物數量：山羌2 0 隻 ，山羊5 隻(今年比較少，三隻），山豬五隻去年，今年三隻。

4. 田 x 成 56yrs種田柿管大哥的堂弟

主要使用獵搶，鋼索陷阱大約四年沒用了，自從得鼻炎癌後就沒有放了。

吊索：以前主要在橫流溪放，放 10〜2 0個 ，都當天來回。冬天一禮拜看一次，夏天3〜4 

天放一次。

獵搶：最近在果園附近（果園在部落幾百公尺），上上禮拜才在果園打到一隻山羌，會 

去那邊吃嫩草。獵搶主要也是在橫流溪流域打。

次數：一個月一次（冬夏天都會去，夏天比較好打不會不會冷。大約都下午五六點出發。

—年 （去年）：山羌十幾隻（兩個人），山羊3〜4 隻 ，山豬只有用陷阱抓過8 6年退伍 

回 來 ，1 、2 隻 。天氣冷山晃山羊都跑下來拉。飛鼠四十幾隻（大部份都是紅的？），夏天 

比較好打，因為果實結果會下來海拔較低的地方。吃青剛櫟、五葉松 kukululoka(—種像草 

莓的果實）。覺得動物數量沒有變，差不多。

5 .管 x 榮 64y r s表哥和平分局搭檔是平地人，從小在部落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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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比較多一個冬天60〜7 0 門 ，十月〜三月，一個禮拜巡一次。

去 年 1 2月白天，東卯溪最後果園裡面放陷阱（果園裡面有一條路熊有時候在裡面）， 

在 搖樹，看見人之後逃跑。一隻成體。前 年 ，也是冬天白天，果園下面的溪溝，山溝裡喝 

水 。

地 點 ：白毛山，有果園的地方。主要抓山豬。200斤山豬抓過四隻。約兩年。

以前會在東印溪（天網）、裡冷林道打獵。

一 年 ：山羌約1 0隻 、山羊2〜3 隻 、去年剛去白毛山放陷阱（10-3月）抓了 110隻 ， 

今 年 1 0月開始目前是五隻。以前獵物數量更多，民國7 3年開始放陷阱，以前制式猶_槍比 

較 好 （民國6 7、6 8年），以前體力好。以前羊皮會賣拿去做鼓。921地震之後山晃山羊動 

物變多，以前這裡沒有山羊。以前一趟陷阱可以收6〜8 隻芭樂（山羌），二十年前飛鼠很 

多 ，現在要比較深山，路邊看不見。大哥們認為年輕人（五組）一年山羌四、五十隻。 海 

拔八百公尺以上才會有白面鼯鼠。大哥們認為一年八辣（山羌）60〜8 0 隻 ，山羊2 0 隻 ，山 

豬 80〜100隻 ，飛鼠30〜4 0 隻 。飛鼠很多，看得到打不到。

6. 陳 x 傑 30y r 庫尼是叔叔他們家正在烤肉，有好幾個阿美族朋友 

獵搶/陷阱一半一半，一次大概2 0 門 = 1 個禮拜巡一次’家裡附近放一下。

東卯溪當天回來，陷阱也是差不多區域。

二 '三年前比較常打，一個月2,3次 。冬天比較多。現在我哥哥有在打，我就很少打了。

數 量 ：一年山見2 0 隻 、山羊可能不到1 0隻 、山豬很少、飛鼠20〜3 0 隻 （紅的佔大多 

數 ）。這 10年打的數量差不到，很少打其他動物。山羌、山羊有變多，家裡附近都有。飛 

鼠變少（公路附近沒有）

今年年中5 、6月 白 天 ，在青山，距 離 50〜6 0 公 尺 ，開河床邊道，看間一大一小熊跑 

過 ，跑進森林裡。

認為一年部落量山羌60〜7 0 隻 。

7. 楊 x 哲 約 30y r s陳 x 豪比較常的搭檔搶有合法登記，清潔隊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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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搶，東卯溪大小溪溝，昆崙山部落後面，一天（下午去隔天早上）。冬天一禮拜1~2 

次 。夏天比較少去。

19歲退伍開始打獵，一年山羌3 0 隻 ，山 羊 （冬天）5〜6 隻 ，飛鼠40 - 5 0隻 （大赤鼯 

鼠約2/3，小鼯鼠1/3)，比山羌山羊都好吃。晚上用獵搶打山豬一年約2〜3 隻 （最大隻250 

斤）。山諸眼睛顏色紅紅的鳳眼° 白鼻心有看見才會打

山羌山羊數量都變多，山豬比山羌多。

8. 管 x 源 ，63yrs

7~8年前會用吊子，4〜5 天巡一次或一個禮拜巡一次，看天氣。現在都用槍。以前吊 

子放青山發電廠進去，走大約半天，沒有路順著溪流走。還有自己果園附近（裡冷林道6k >

槍則是最常在自己果園附近打。12，1月剪枝，5,6月採果，9U 0 月採甜 柿 。

狩獵量：一年山羊2〜3 隻 ，羌 7 ~ 8隻 ，山豬運氣好有一隻，飛鼠10幾隻。

飛鼠會生吃，晃和羊也可以。飛鼠肉加小米或白飯加鹽巴醃，夏天一週冬天半個月， 

是一道珍貴的菜色，重要場合或招待好朋友時才會拿出來。以前會吃動物上的蛆，但是皮 

膚會過敏，以前老人家很愛吃，還會特別會給他爛長蛆。蛆和高麗菜一起煮湯，蛆咮道很 

重 。現在南投老人家還有再吃。猴子肉燉中藥，現在沒有在吃猴子了，少 。

前 2〜3 (104〜103)年打的獵物特別多（羊 3 ~ 4隻 ，羌 1 5隻以上，飛鼠二十幾隻），今 

年比較少，青剛櫟長比較少，跟五六年前差不多。果實結果多，動物數量就多。 9

9. 黃 x 德 55yrs,45yrs老師退休

放吊子的地方不一定，東卵溪，大雪山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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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7年南勢獵人推估各物種年狩獵量

獵人 山晃 山羊 山豬 飛鼠

1 40^50 20 〜30 15 〜20 20

2 20 3〜5 3〜5 10-20

3 10-15 3-4 1 30-40

4 10 3-4 5〜10

5 20 5〜8 1〜2 20 〜30

6 30 5〜6 2〜3 40-50

7 7〜 S 2〜3 1 10 〜15

8 2〜5 1 1

總計 139〜158 42〜61 29-43 130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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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H— 、期初審查意見回覆表

評審委負意見

(一）王委員顆：

回霞意見

1, p3 0 表 5 之總計應把捕獲數量/目擊數量都 遵照辦理，已在表3 内補充說明。其中套索

要呈現出來，以利參閱。 類被動式陷阱並不列入目擊數量之計算。

2. p3 1 請部落人員協助監測飛鼠數量，應該 遵照辦理，已新增一張飛鼠監測點位地圖。

列出監測天數、觀察時段及時間長度。監測 目前為研究人員與獵人一同進行監測，觀察

點位建議顯示於地圖上，以了解其空間分布 

之關係。

時段都為夜間，觀察長度約5〜1 0分鐘。

3 ,監測白面鼯鼠數量只有1 隻 ，多數為大赤 監測飛鼠為研究人員協同獵人進行，而狩獵

鼯鼠，但是狩獵成果回報幾乎全是白面鼯 成果多為獵人單純狩獵活動。差異可能監測

鼠 ’是否可能是飛鼠監測點位分布不一，或 點位不足，後續會依各狩獵路線均勻選擇飛

是監測時間的差異所致？ 鼠監測點位。

4 .表 7 、表 8 、表 1 0、表 11等 ，建議在呈 目前是依照科別（family) 分類來做排序，

現多種動物資料時，將哺乳類與烏類、人 

類 、家養動物等各成群集，分類順序各表格 

統一。

各類群有分別順序。

5 .表 6 、目前工作人次為7 , 宜說明實際受 

聘請之人數有幾位。

實際受聘人數有兩位。

6.自珍貴稀有動物及對野生動物具有影響力 目前拍攝到犬貓的相機大多位於果園周遭人

的犬雜等，如可能可附上其被拍攝的位置分 造林或次生林中，有犬貓出現之相機山羌、

布 圖 ，以利參閱。 台灣野山羊0 1值舆其他相機並沒有明顯的

差 異 ，後續資料累積會進一步分析探討。

7 .本年度山晃、台灣野山羊及野豬之整體 空間分佈上的差異可能來自相機樣點的地形

0 1 值與前期研究成果差異不大，但其在空間 差 異 （稜 線 、坡面）、人為干擾的程度等，

的分布上有無顯著變化及同一區相機拍攝之 由於相機架設時間差異，待後續資料收集更

0 1值有無年間明顯差異？ 為完整，再作進一步分析。

8 .宜收集部落内的平地獵人是否使用陷阱狩 遵照辦理，部落獵人多以喜德釘獵搶，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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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之資訊，如 有 ，宜積極溝通，以減少對黑 幾位使用散彈槍（制式獵搶），傳統火藥目

熊 、石虎等的威脅。使用的獵搶喜德釘與傳 

統獵搶的比例及偏好如何，如有資料或可說 

明 。

(二）張委員仕緯

前訪問的獵人中已無人使 用 。

1. 一個狩獵地區需要多少相機設置，才足以
感謝委員意見，後績資料分析會進一步討

監測狩獵目標動物的數量變動。
論 。

2 .飛鼠監測只設置10點 ，各觀察周圍10公 飛鼠監測地點未來各狩獵樣線會均勻增加樣

尺範圍，是否取樣過少？若初步試驗的資料 點 。取樣地點目前以獵人曾經目擊過的地點

不 足 ，宜適度增加取樣量。取樣地點的選取 為 主 ，他們認為不同季節飛鼠會因應食物資

是否有可應用到其他地區的普及性。 源而有不同出現的“熱點”樹 種 。

3 .相機0 1 值分析，獼猴以群分析單位，是 有試圖區分正常猴群與孤猴，但實際上孤猴

否有區別拍到獼猴時，是正常猴群或孤猴？ 在相機影像判別上並不容易得知，如果可以

若無區別，當孤猴數量變化大時，分析恐受 

到影響。

判斷的情況下，研究團隊是會區分的。

4. P 1 9 「大赤鼯鼠為體型最大之飛鼠」乃錯 

誤描述。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修正。

5 .建議表列動物出現0 1值 時 ，皆加列分析 

的時間範圍（如表7 、表 8 等）。

遵照辦理，已修正如（表 7 、表 8 )。

6. .P 5 1 第 18條缺内容 。。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修正。

7. P 5 2幹部遴選每年一次是否太過頻繁?部落 此條內容當初部落並沒意見，會在下次部落

意見如何？ 會議中再次提議是否延長。

8. P 5 4 「獵人除名」項目中提及「監察人」 

但公約及細則中並無「監察人」的產生機 

制 。

内容筆誤，已於内文修正。

9 .公約及細則的法律依據?及其通過與修訂 目前以部落會議下的狩獵自主管理委員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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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制為何?宜列入公約中明定。 式進行，部落會議相關法源來自原住民基本 

法 、原住民部落會議實施要點。

(三） 黃委員美秀

1 .頁29&3 0 :第四段（1 ) 獵區分級，建議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區域分級的細節規劃還

使用 matrix方式呈現，表示區域和方法之關 在討論規劃中，之後會以較合適方式呈現。

聯 性 。

2 . 頁33:表 五 ，狩獵人數之外，建議說明狩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補充。回報人數約有10

獵回報涉及的人數（有些個體會重複），以 人 ，有些狩獵事件並無法明確指出地點，之

及地點以圖示空間分布表示。同時 *諳問狩 後可以以路段方式呈現。今年度狩獵回報並

獵過程中是否有狩獵過程中目擊或紀錄瀕危 沒有提到目擊或誤捕黑熊的情況，有一筆誤

物種如黑熊的紀錄，可否列入日後訪查提問 擊石虎的消息，但無法確認是否為真，當事

内容。 者表示以為是貓屍體已流放溪中。

3 . 頁37 :第三段，獵人誤捕黑熊的紀錄，建 遵照辦理，由於有幾位當事者尚未訪談確認

議補充說明誤捕方式，以及後續黑熊的狀 誤捕人、黑熊反應等細節，待後續整理完畢

況 ，以了解當地人熊關係發展。 一併補充在附錄中。

4 . 另内文表示相機未記錄到黑熊，與表七 今年度（20 1 9 )尚未拍攝至黑熊，黑熊01

的黑熊0 1值為0.01不符合。 值因為分析日期從2018/3開 始 ，所以包含了 

2018年拍攝到兩次黑熊出現的紀錄。

5 .頁4 7 :第三段”套索陷阱大小直徑1 2 以
參照美國明尼蘇達州自然資源部的捕捉哺乳

下”試 驗 ，建議詳加說明内容和根據。根據 類之現代陷解指導手冊（M o d e m  snares for

曰本的、經 驗 ，這並無法防止黑熊誤中陷阱。
capturing mammals: definition, mechincal, 

attributes and use consideration) ，建議套索有

除了套索設置方式（如材質，粗度等）的規 最大圈套止點（maximum loop stops ) ，減少 

捕獲比預期中大的獵物。台灣目前沒有相關
範之外，更重要的是獵人巡視的時間頻度 可參考的研究，成年黑熊的腳掌長度約

(一星期或一天一次），擺設地區（如是否 12〜2 2公 分 ，台灣套索相關法規並不完善， 

與部落合作試圖縮減套索孔徑，也是為後續
為黑熊活動重要棲息地），以及是否有明確 狩獵觀念、工具和技術的改進建立良好關

的通報系統等管理配套，方能有效減少沒有 係 。

選擇性陷阱對於黑熊可能的傷害。 目前訪談獵人巡視陷阱時間大約3~5天/次 ， 

天氣炎熱時改2〜3天/次 。擺設區域以東卯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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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果園周遭，無設置於林管處所提供大雪 

山黑熊計晝黑熊出没範圍，並與部落達成共 

識後續若有再新增點位仍會避開其他黑熊出 

没範圍。若有發生誤捕石虎、黑熊時，則由 

部落或獵人直接通報林管處麗陽工作站。

6 .其他：

( 1 ) 為減少狩獵活動對於瀕危物種族群 

的衝擊，建議本計晝的相關訪查結 

果若有相關資訊，可詳細收集該紀 

錄之時間和空間等資料，以利長期 

之追蹤監測。陷阱誤捕，或山林偶 

遇黑熊或新鮮黑熊痕跡，是否也是 

記錄黑熊出沒”該區域”之依據？是

今 年 度 （2 0 1 9 )自動照相機尚未記錄到台灣 

黑 熊 、訪談部份於今（109 )年 5 月有登山 

客於東卯山區目擊黑熊。爾後若有再發現黑 

熊踪跡，會請部落列入紀錄追踨。而黑熊通 

報系統，則如同上述，發現時通報林管處麗 

陽工作站。

目前公約内有規範若該區域黑熊出沒會先暫 

停狩獵活動，密集監測，再予討論何時再開 

放 。

否有任何通報系統，以及公開透明 

之資訊傳遞？若是有如此有熊出沒 

資訊，社區也會暫時停止此區域的 

狩獵活動嗎？

( 2 ) 原住民文化祭儀方面之内容撰 

寫：結果與討論部分的内容陳述，建 

議内容須釐清是本研究調查結果， 

亦或是文獻回顧所得，以符合科學 

調查報告的格式。若是後者，則須 

列舉引用文獻。

(四） 裝委員家骐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說明。谷關地區祭儀方 

面之内容是參照前期2014年 ，台中市和平 

區 （八仙山地區）原住民族因禮儀及文化需 

求獵捕及利用野生動物需求前期評估計晝成 

果 。

1 .過去的監測結果應該要系統化的呈現。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說明補充。

2 .部落獵人組織的形成有待加強。 感謝委員意見，持續與部落努力中。

3 .野生動物族群監測與部落組織並重，建議 部落組織需要部落内取得共識，找適合南勢

要有一個架構。 部落長久經營下去的方式，目前先以部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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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搭配社區發展協會申請社區林業做配

合 。

4 .獵人組織需要符合現行的法令規定。 目前以部落會議下的狩獵自主管理委員會方

式進行，部落會議相關法源來自原住民基本

法 、原住民部落會議實施要點。

5,建議公告公約中的狩獵範圍，避免擾動整 公約中的狩獵範圍並非傳統領域•前期訪談

個社群，確保這個狩獵區域之排他性設定， 也與各部落各自主要的狩獵範圍，基本上並

減少與其他部落之衝突。

(五） 台中市政府農業局（方股長义寬）

沒有太多的重疊。

1 .關於打鐵坑溪拍攝到石虎的部分，團隊有
拍攝至石虎的地點周圍，目前了解並沒有獵

提到須注意陷阱的設置類型並減低誤捕機 人在放置陷阱。野豬習性警慎，獵人表示夜

率 ，另外依團隊報告中提出之今年獵捕數 間狩獵利用槍枝並不容易捕獲之，故針對野

據 ，建議可增加野豬之獵捕數，因市府在執 

行電圍網架設之調查時，有不少山區民眾反 

映受野豬危害之情形嚴重，所以鼓勵原住民 

可以多捕獵野豬。

豬多使用套索類陷阱。

2. P3 3顯示狩獵曰期2019/3捕獲到6 隻獼
獼猴皆為放置在竹林周圍的彈簧套索所捕

猴 ，請問這6 隻獼猴是否為防治動物危害農 獲 ，可能因竹筍季節，獼猴落地覓食而捕獲

作物的情形？ 之 0

3 .有關狩獵申請，地方政府依法規辦理，建 感謝委員意見，會與使用陷阱式獵人溝通，

議可針對法規允許的部分先提出申請（如傳 

統獵捕器、陷阱），而獵搶目前得知已報送 

林務局進行修法，待未來修法通過，再申 

請 。

(六） 李委員彥興

鼓勵提出申請。

1 .這次期初報告須完成的項目，沒有列得很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說明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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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如狩獵申請之困難處，建議應彙整清 

楚 。

2 . 自主巡護機制未列於報告中。
巡護内容與機制持續與部落討論中，預計申 

請明年度社區林業計晝。

3 .建議部落一定要先有組織，這個公約若與 

部落決議有衝突時該如何解決。

目前以部落會議下的狩獵自主管理委員會方 

式進行，公約若與部落決議有衝突，依照法 

源召開部落會議討論投票表決。

4 . 目前這個區域已有其他部落反應對這個計 

晝有不同的意見，未來執行時須注意這個部

分 。

遵照辦理，會持續與其他部落溝通。

(七） 洪委員幸攸

1 .這一期目標内容，報告書的内容要與契約 

内容相對應，建議再請修正。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修正。

2 . 因為這個計畫是接續前期且跨年度之計 

晝 ，内文所提年度請標示清楚。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修正。

3 .公約中預計幫部落申請山晃的狩獵量為 

8 0隻 ，但根據訪談獵人所得到之年狩獵量山 

羌達 158隻 ，請問申請的量是否有符合獵人 

的實際狩獵需求？

訪談之狩獵量為一估計值（139〜158隻）。每 

年狩獵的隻數會因參與狩獵的人數、對狩獵 

物種的選擇等等有所變動，申請的狩獵隻數 

為部落共同所討論，按照公約内所規定半年 

會討論一次狩獵量來進行調整。

4 .黑熊的出沒地區，團隊有引用美秀老師的 

研究資料，會後我們會再提供更新的資 訊 1 

包含追蹤編號與活動範圍。

感謝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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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補充未來進行「套索陷阱大小直徑
預計與兩位獵人合作，試驗地點在白毛台山

12c m 以下」之試驗地點、期程與方式。 區及東卯溪前段（果園旁），期程約在1 0月 

開 始 （今年甜柿結果量不佳，所以等氣候較 

涼爽才會開始放套索）1各設置自動相機於 

兩位獵人套索陷阱上方（依現場調整在動物 

較不易觀察到的角度），未調整陷阱直徑與 

調整至直徑12公分以下的套索陷阱各5 

個 ，計算捕捉率及動物出現頻度之差異。

6.請問部落對於狩獵證給予機制的看法？ 參與的獵人必須能遵守公約，在部落内的風 

評也是幹部的參考依據。

7 .針對公約，是否能有外部的監督機制的規 

劃 ，另外組織的建立，應為未來努力的方向。

目前的組織以部落會議下的狩獵自主管理委 

員會方式進行，部落目前沒有太大意願另外 

申請狩獵圑體組織。

8 .依 據 108年 7 月 4 曰局裡召開之防範獸鋏 感謝委員意見，會列入下次與部落狩獵自主

陷阱的會議，局裡建議各管理處執行狩獵自 管理委員會開會事項中。

主計畫時，應於公約中增加陷阱巡視的頻

度 ，以減少非目標物種誤捕之機率。

9 . 關於狩獵公約施行細則第十條分區分級管 目前以東卯溪為主要禁止套索式陷阱之區

理的部分，目前是否已有初步空間上的規 域 ，細節的空間規劃還與部落討論規劃中。

劃 。

10.建議未來部落召開的相關會議，在簽到 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表中能加入會議日期、地點等較詳細之實

訊 。

11.若誤捕到第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 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依據目前本處救傷處理流程，建議可先通報

工作站同仁，就近了解。

12 .關於協助部落申請社區林業的部分，想 目前與部落協調討論工作内容，包含飛鼠監

1 1 7



評審委貝意見 回鞔意見

請教目前的進度。另依照林務局108年 8 月 測樣點、狩獵路線巡邏頻度及巡視人員的安

2 6 曰來函之「石虎保育策略（短 、中 、長 

期 ）彙整表」（核定本）’有關策略4 避免人 

為捕獵毒殺之項目，建議可列入未來社區林 

業之工作項目中。

排等等。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13. P 1 5表 1 ，建議重製表格。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修正。

14.錯字修正：『』標記錯字：

(1) P 6 第二段第五行「籍以凝聚原住民

『的』對杜會... 」，建議刪除。

P 6 1 第 3 點第二行「但仍未有決議，而本計

畫 『裕』參訪之部落...j °

(八）鞍馬山工作站（張技士瑋君）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修正。

1.P 1 7、P 3 6 、P3 9之地圖内，狩獵路線未有 狩獵路線皆有圖示，且分類為汽車能行走路

圖示。 線 （車行）及僅能步行路線（步行）。

2. P 7 第二段臺灣野豬前引號童複。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修正。

3.P 3 2 第二行：「以」協會方式... 。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修正。

4. P 5 1 第 9 條 ，一 「律 」…… 。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修正。

5. P 5 3 第一行，「申」請狩獵......。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修正。

6. P 3 3列數第4 列 ，及 P 3 4 列數第2 列為空 

白 ，是未成功捕獲獵物嗎？是否加註。

相關數據已於表5 中更正

7 .嘉義阿里山山區已實施自主狩獵的部落， 阿里山鄒族並沒有遇到限用獵槍使用的問

是否遇到本期團隊遭遇的法規問題?或有更 

好的解決方式？

題 。

8 .有關未來合法取得狩獵證之獵人，是否能 感謝委員意見，部落的建議為設計一套南勢

於進行狩獵活動時配戴易於由紅外線相機相 部落專用獵人背心，進行狩獵活動時必須穿

片識別之配件，以利工作站區別所拍攝到之 

獵人是否已合法申請。

著 ，以分辨其合法性。

1 1 8



評審委貝意見 回後意見

(九）陳召集人耀榮

1 .育樂課針對裴老師的建議，對於計畫的目 

標 、契約的内涵需思考是否要再調 整 。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修正。

2 .狩獵申請與法規不同的地方，建議將來可 

以向局裡或農委會等上級機關反映，讓這個 

地方能夠永續經營，原住民能夠在維持環境 

生態平衡下執行自主管理。

已向林務局反應法規與現實情況不符之處。

3 .請團隊針對委員們提出的意見進行修正， 野生動物族群監測的部分，目前都是以研究

另外調查的方式也請團隊思考未來是否還是 團隊執行，只是鼓勵部落獵人參與一同互相

請族人進行調查。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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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期中審查意見回覆表

評審委貝意見 回覆意見

(一）王委員穎

1 . 調查時間及氣候均能影響動物定點調查 

的結果，飛鼠調查的努力量是否能反映 

飛鼠實際數量應有探討，研究團隊能否 

另行進行獨立調查？

謝謝委員意見，後續期末會在飛鼠調查的方 

法學上多做分析論述，以目前調查的點位數 

量及次數可能無法反映較真實的飛鼠族群波 

動 ，即便調查團隊獨立調查也需要更多的努 

力 量 ，或許未來能將飛鼠族群監測列為一個 

獨立的研究計晝、或部落社區合作申請社區 

林業來做初步監測工作。

2 . 可提供整體搶獵與陷阱獵所佔的比重 

(圖 3 ) 以利參閱；另如有可能，不同 

獵法中各種類獵物的大致比例亦可呈 

現 。

謝謝委員建議，由於目前主要訪談的獵人以 

槍獵為主，陷阱獵的資料量較少，所以沒有 

分 析 。補充各區域以搶獾^方式所捕捉之各種 

獵物之隻數於圖4 。

3 . 有關小型食肉動物如鼬獾等之狩獵資訊 

可在訪查中多加留意收集。

遵照辦理，多數獵人皆表示沒有在食用鼬 

獾 、黃鼠狼、黃喉貂、食蟹獴等物種，小型 

食肉目以白鼻心最常被食用。

(二） 張委員仕緯

1. P 1 4 「普通話」一詞非台灣用語，請改

之 。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P 1 4修 正 。

2 . 建 議在「方法」中加入計晝執行的期 

程 ，包括第一階段及本階段的各一、二 

期起迄日期。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P 9 修 正 。

3. P2 0提到以每月0 1值加減一個標準誤 

(S E ) 為合理變動範圍，請補充說明要 

如何實務應用在日後狩獵量管理。

持續累積狩獵樣區内的動物出現頻度及波 

動 ，以及鼓勵更多的獵人主動回報狩獵量， 

當月0 1值持續低於變動範圍下限，當地獵 

人的單位努力量捕獲率與觀察也呈現類似的 

情 況 ，應在每半年召開的狩獵會議中討論減 

少某物種狩獵量或暫停減缓狩獵活動。

2. P2 5 第 5 行 「預計 j 等屬計畫書字眼，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p2 7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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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貝意見

請在期末報告修正。

回後意見

3 . 圖 3 等圖例不易區分’請在期末報告改 

善 。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圖3 (p3 7 ) 中修正。

4. 本計畫的飛鼠監測結果似乎成效不佳， 

是否飛鼠監測只能回歸以獵獲量為監測 

工具？

飛鼠活動範圍以霧峰地區大赤鼯鼠為例，雄 

性月平均活動範圍15.9 ±3.17公 頃 ，雌性為 

7,6±1,9 8公 頃 ，活動範圍並不大，以既有的 

產業道路當作調查路線，勢必會受狩獵活動 

的影響，監測飛鼠的努力量將會嘗試增加， 

再與狩獵資料做一個比對，探討不同監測方 

法的差異。

5. P3 9 第 12-16行 有 「錯誤!找不到參數來 

源 。」及倒數第6 行有今年度（108 

年）需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内文p4 5修 正 。

6 . 期末報告請增加動物0 1值與獵獲量的關 

聯性分析。

謝謝委員意見，後續會持續收集狩獵回報 

量 ，將於期末呈現。

7. 建議圖9 等動物0 1值圖加入「平均值減 

一個 S E」的下限值線，以便閱讀比較。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p5 0 、51 (圖 11〜13)

修 改 。

8- 圖 15-18建議加入八仙山106年以前的 

監測0 1值 。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p5 5 、56 (圖 17〜20) 

中修改。

9. 公約與施行細則分立的部分請再酌，尤 

其執行長產生方式為重要事項，列在施 

行細則是否妥當。

謝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疑慮納入， 

後續與部落開狩獵公約討論會議，以取得公 

約的修改共識。

10. P5 8 第2 4條 ，懲處裁定由執行長與副執 

行長共同決議是否這2 人權力太大?請再 

斜 酌 。

(三） 黃委員美秀

謝謝委員意見，此建議再與部落溝通，是否 

調 整 。

1 . 計晝目標所列之三種大型哺乳動物，並 

未涵蓋飛鼠，請於文中前言說明列入此 

物種監測之緣由和意義。

由於第一期計晝王穎委員建議飛鼠因狩獵壓 

力應該不低，若在能力許可應將飛鼠納入監 

測 ，或可以在監測方法學上做探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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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貝意見 回覆意見

2. P21，以山羌作為狩獵指標物種，第二段 

指出利用 RoyleandNichole (2003)之方 

法 ，但如何利用此法於本研究中並未說 

明清楚。若有利用此原理，請補充說明 

之 。

後續在期末報告中會呈現利用 

RoyleandNichole (2003)之方法分析山羌之 

族群量結果。將自動照相機拍攝資料以單工 

作 天 數（5〜25天 ，視物種而定），區分不 

同回合，每一回合視做一次調查，累積多次 

回合之重複調查，彙整動物在每一回合是否 

有被拍攝之資料（0與 1)，使用軟體 

Presence估 算 。估算之自動照相機資料將取 

自主要的狩獵季節之自動照相機拍攝資料， 

每一回合適當之天數，以動物被拍攝機率可 

達 p>0.15來加以區分。

3. P21，請說明文中建議”山羌族群年增長 

率 0.545-0.589”，以及，，每年族群成長量 

40%”之理論根據，包括適用條件（因為 

每類動物可能因生活史和情況不一而 

異）。

原文獻依照不同類群動物體重、生活史與族 

群動態特徵與模型，並以較保守方式，給予 

不同比例建議■由於不同動物在不同區域差 

異通常不小，因此僅做為參考，最終會依照 

本計晝收集到的狩獵量與自動相機資料，結 

合其他文獻資料，做綜整的討論分析•

4. P30，附錄四内容包括67-70頁 ，資料繁 

多 ，搜尋不易，故建議適當歸納螫理。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附錄四p72〜76修 改 。

5. P33，請定義”獵團’’，另是否有獵人重複 

計數？

獵團指通常一起狩獵的獵人團體，大多 2〜4 

人 。訪談時以 1人為獵團代表，獵人偶爾會 

與不同獵團的獵人一起狩獵。

6. P34，飛鼠觀測點的監測方式理論上是極 

為可行的方法，但本計畫的觀察結果因 

故而略嫌稀落，僅有 2-4月實料，且每 

點只觀察5 分 鐘 （20頁），故在採樣設 

計 上 ，亦恐難反映族群的相對變化狀 

況 。故若擬採用採樣法，建議在研究方 

法學上再斟酌改進，以增加樣本數（如 

每月觀察2-3次 等 ，或增加同一區的觀 

測點），並系統化方法以減少人為誤差。

謝謝委員意見，後續監測飛鼠的努力量將會 

嘗試增加，再與狩獵資料做一個比對，探討 

不同監測方法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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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貝意見 回覆意見

7. P3 6 ，部落參訪若能增加參訪後意見回 

饋 ，應有助於了解學員參訪的心得。
謝謝委員意見，會於參訪活動尾端新增綜合 

討論的時間讓參與學貝分享心得與意見回 

饋 。

8. P3 9 ，筆誤二處，”錯誤”。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内文p4 5修 正 。

9. P4 1 & 4 2，欲釐清人為干擾對樣區野生動 

物相對豐度之影響，建議可比較於森林 

遊樂區内的監測結果[出現頻度（0 1值= 

有效照片/1000小時）依序以山羌的 

66,00最高，其次分別為台灣獼猴7.49、 

台灣野山羊3.05 ' 鼬獾 1.26、黃鼠狼 

0.75、黃喉貂0.74、台灣野豬0.60、食 

蟹獴0.42、白鼻心0,41、台灣黑熊 

0.20，穿山甲0.03最低]，其中山羌，野 

山羊和黑熊之0 1值為本研究約2 倍 。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内文p4 5補 充 。不同計 

畫對於計算自動照相機之有效照片定義不同 

(譬如大雪山以半小時内為一獨立事件，本 

研究以1 小時内為獨立事件），以及台灣野 

豬是否以群體為計算，都會影響其出現頻 

度 。

10. P4 5 ，請說明圖8 圖 9 中Y 軸之單位， 

% ?

為動物出現頻度（occurrence index, O I) 如

下公式計算：

o i = (—物種在該樣點的有效照片數y該樣點 

的總工作時數）* 1 〇〇〇小時出現頻度。為一 

比值，並非百分比。

1 1 . 圖8-13，圖 15-18等 ，圖說請說明是利 

用自動照相機監測之頻度，0 1值？
謝謝委員意見，為動物出現頻度

(occurrence index，0 1 )，已於 p49〜52 (圖 9-

1 5 )，p55〜57 (圖 17-20)中補充。

12 . 本計畫特別針對非目標狩獵物種（如黑 

熊和石虎）而進行經營管理規劃，故執 

行内容中可否補充相關的訪查或現場觀 

察等相關資訊，如痕跡或目擊，作為相 

關參考資訊。經營管理上，亦建議加強 

通報平台建構，鼓勵相關通報，作為監 

測之輔助工具。

謝謝委員意見，將發現痕跡補充在p7 8附錄 

中 。也持續宣導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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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貝意見

(四） 裴委員家骐

回復意見

L 本計畫重要目標之一是輔導部落根據現 

行法律進行狩獵，另一項工作是狩獵物 

種的監測。惟多年來（2014年）在物種 

監測上的努力量明顯多於前者，成果也 

多於前者，建議團隊可以邀請適當的專 

家加入參與本計晝。

感謝委員意見。在本計晝結案前，會持續追 

蹤裡冷部落、松鹤部落、哈崙台部落與斯可 

巴部落的近況，並依照委員意見，邀請或諮 

詢張惠東委員參與或給予指導•

2 . 狩獵物種監測的部分務必方法要清楚交 

代 ，資料分析要具科學原則，資料的解 

讀也應有所本，並且避免過度解讀。 

如 ：

( 1 ) 方法中對相機的間距沒描述清

謝謝委員意見，已在内文p2 1補充相機樣點 

選擇之條件。在 圖 17-20補充前期（103 

年）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周圍之自動照相 

機監測數據。狩獵回報確實並不完整，會留 

意文字詮釋的程度》

楚 。 多張跨區域的比較圖已於内文中修 改 。

( 2 )  從 2014年就有監測數據，建議可 

以放入報告。

( 3 )  報告中目前的狩獵成果是以訪談 

方式獲得，其正確性、完整性及代表性 

應有所保留，不宜過度解讀，較敏感之 

資訊也應注意。

( 4 )  圖 4 和圖 8 跨區域的比較不應以 

折線圖表現。

( 5 )  飛鼠調查缺乏方法學，如此呈現 

結果的判讀也會失真。

台灣目前一直缺乏對飛鼠的有效族群監測方 

法 ，詳細的狩獵回報與努力量資料作為族群 

波動的監測指標在美國已應用多年，研究團 

隊會盡力在可負擔的人力下收集、探討飛鼠 

監測較有效的方法。

3 . 目前卡在狩獵工具不在列表中而不能申 

請的比例佔多少？能否先申請合法的獵具 

部分？

約有30位獵人使用獵槍作為工具，約 8〜10 

位獵人會季節性使用套索類陷牌，且一定比 

例是針對農地防治而使用，所以南勢部落還 

是希望以申請獵搶作為合法的狩獵工具。

4. 報告引用其他地區的數據只引用到前幾 

年 ，應更新至近期報告及參考其他林管 

處的相關結果。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内文p7 ~ 9前言、文獻 

中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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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貝意見 回覆意見

(五） 張委員惠東

1. 請述明目前申請年度狩獵許可所遭遇之 

法令上困難為何？（P 16-17)

根 據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 

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六條附表 

中所列的泰雅族台中市的狩獵器具中，南勢 

部落泰雅族人的狩獵器具只列出了傳統獵捕 

器與陷阱，並未明確條列獵搶，除非台中市 

府將獵槍視作傳統獵捕器。而南勢部落則大 

多以獵搶為狩獵工具。

2 . 目前部落狩獵成果回報狀況如何？ 目前尚未申請過合法狩獵，所以主要以幾位 

與研究團隊熟識之獵人做狩獵回報之動作， 

累積一些基礎資料，或許後續能回推估計整 

個南勢部落的狩獵量。

3 . 回報數量與申請之數量不同無妨，於法 

律 上 ，申請時所給予之狩獵許可為「暫 

時性行政處分」，最終之處分仍有待回報 

成果後始確定（P2 3 )。

謝謝委員意見，可與部落分享此訊息，降低 

大家之疑慮。

4. 透過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之學術研 

究 ，經林務局許可者，其許可申請之程 

序等事項，均由林務局規定即可。 

(§腦 ）

謝謝委員意見，目前決定先以南勢部落發展 

協會名義向台中市政府農業局做狩獵申請。

5 . 部落討論公約時，邀請林管處、市府農 

業局一同，有利於日後實踐，值得讚 

賞 。

謝謝委員意見，曰後獵人開會也會邀請麗陽 

工作站一起來參與。

6 . 狩獵證之有效期限每次多長？ 目前向台中市政府申請狩獵至109年 1 2月 

3 1號為止，有效期限中若發生不符公約之情 

況 ，將有其相關停權規定。

7 . 另行制定「施行細則j 之原因為何？ 主要希望一些細節規定能夠保持較彈性的變 

動 ，但後續會與部落討論，朝向簡化，與其 

他部落狩獵公約一致，不採用施行細則的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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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李委員彥興

回覆意見

1 . 請 說 明 「公約」、「管理委員會」、「收取 

會費」、「停權罰則」之來源法源依據?與 

部落會議衝突時該如何處理?公約等本計 

畫結束後如何能長久運作？

南勢部落目前以南勢社區發展協會當申請狩 

獵之合法協會，公約及費用的收取都可以人 

民團體的法源當依據。收取會費主要是運用 

在協會運作（包含行政等）、獵人狩獵時的 

保險費等。

2. 本計畫範圍包含八仙山地區，有無可能 

未來的成果能宣傳到其他部落?如此本計 

畫才能有實質上的幫助。

(七） 洪委員幸攸

謝謝委員意見，將會持續與其他部落溝通、 

推廣狩獵合法申請的程序步驟。

1. 報告内容呈現可將前期資料加入但應敘 

述清楚。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前期成果部分再做重 

整 。

2 . 照相機資料只彙整到108年 1 0月 ，應更 

新到更接近報告繳交日期。

由於自動照相機資料龐大，辨識物種、公 

母 、年齡等資料及分析都需要時間，所以通 

常會提前在報告繳交前0.5至 1個月回收資 

料 。此次回收資料於12上 旬 ，但因爲資料 

一致性，故統一呈現至1 0月 。

3. 本期檢核指標的教育訓練一場次沒有看 

到文字描述，僅在照片中看到，且缺乏 

課程内容、確切時間時數、參與人數、 

簽到表等資訊。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内文及附錄中P4 2補充 

簽到表資訊。

4. 狩獵區域的分區分級描述不明確（僅在 

公約細則中看到，應該在報告中加以描 

述並加以討論），應明確表列分區位置、 

分級方式，並輔以地圖等圖像化呈現相 

關規劃。

謝謝委員意見會於内文p3 0補充說明，詳細 

分區位置等圖像化呈現，擬於期末報告與部 

落獵人有更多共識與討論後，再一併呈現。

5 . 報告中描述南勢部落有意申請社區林業 

巡邏樣區，但本年並未見到其有提出申 

請 ，是否有追蹤到相關原因？

剛好正值杜區發展協會改選交界，部落對於 

巡邏之際是否可以狩獵這件事情有爭議，討 

論後還是等狩獵申請合法後再來申請社區林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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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圖 1 、5 、6 、7 ，南勢部落獵區的相機點 

位標示分別只有1 9台 、2 1 台 、1 9台及 

2 4 台 ，與文中所述2 5 台不符，請修 

正 。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圖中修正，有些相機點 

位可能比較接近，圖示會被重疊。但總計是 

2 5 台 。

7. 報告中的各項會議、訪談等都應附上紀 

錄 、討論内容及簽到表等。

謝謝委員意見，將於期末報告一併整理附 

上 。

8. P3 2提到獵人會「沿大雪山林道遊樂區 

入口前至13K …狩獵」，但大雪山林道應 

非屬南勢部落獵區，且林道31K 開始就 

是遊樂區範圍，未來收費站也會下移， 

應告知部落獵人應在規範區域内狩獵。

獵人主要是岔出大雪山林道外的森林内行 

走 ，獵人表示在林道上狩獵曾有被警察制止 

的情況發生。會告知部落收費站往下移的情 

形 。

9. P4 7 的圖1 3，八仙山地區跟南勢獵區的 

物種比較，為何是八仙山地區物種出現 

頻度較低？

動物出現頻度會受動物本身生理、繁殖等棲 

地需求而有波動，圖 13為約一年時間的出 

現頻度平均比較，兩區域出現頻度差異並不 

是非常多，若以月份出現頻度來看，兩區域 

的差異也是波動的。

1 0 .有關向當地農民推廣電圍網防農害取代 

架設陷阱的部分，請把當地意見補充進 

報 告 。

遵照辦理，上一期報告已有陳述相關意見回 

饋 ，期末會將陸續訪談意見整理。

11. 公約中有規範狩獵月份，非狩獵月份需 

要基於生命禮俗與祭儀活動，沒有提到 

自用，但公約施行細則中又有提到自 

用 ，請釐清。

(八） 林務局保育組（曾技士建仁）

非狩獵季期間可進行基於生命禮俗與祭儀活 

動的狩獵活動；如需自用，則需經執行長或 

副執行長許可發放狩獵許可證才可為之。

1 . 實現狩獵自主管理機制前提是”徤全的 

組織”，目前看到報告寫獵人有約30 

人 ，但看到多次活動參與人數僅10餘 

人 ，參與的比例不是非常高，請問團隊 

在未來組織培力的部分有何想法？

狩獵自主公約會議參與過的居民總共接近30 

位 ，雖然居民會以處理生活重要事務為優 

先 ，並非每次都有空，但會盡量參與。詳細 

的會議參與名單會於期末報告一併整理附 

上 ，研究團隊將會持續宣傳活動與會議的事 

前通知，以增進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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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目前各林管處試辦計畫擬定的狩獵自主管 

理公約落差很大，未來林務局希望提供一 

個公約公版給各試辦計晝參考。

謝謝委員意見，期待未來公約公版的出現。

3 .狩獵量回報機制是如何操作？目前回報率 

有多少？

(九）台中市政府農業局（童科員燻民）

每次狩獵活動結束將狩獵證繳回，一同回報 

其狩獵成果，但因目前狩獵申請尚未通過。 

研究團隊僅與幾位彼此有信任的獵人回報狩 

獵情況，回報率約1 成 。

1. 野生動物保育法未委任授權給台中市政 

府農業局作行政業務執行，未來報告或 

發文時請回歸「台中市政府」為主管機 

關 。

謝謝委員意見，發文皆以台中市政府為受文

2. 整個計畫如以野保法第18條申請執 

行 ，在報告裡應把學術研究的目的闡 

明 ，像 是 「受東勢林管處委託...」等字 

眼加入以加強描述其學術研究的意旨， 

避免整份報告看起來有未合法的疑慮存 

在 。

謝謝委貝意見

3. 建議公約總則加入野保法的相關規 定 。 謝謝委員意見，會與南勢部落在做溝通討 

論 。

4 . 針對獵捕工具中，獵搶是否含於「傳統 

獵捕器j 中 ，於接獲申請案時會函文給 

台中市原民會作解釋認 定 。

謝謝委員意見

5 . 原住民族之狩獵申請案在現行法令上是 

一個通案，未來申請時應避免用「專 

案」的字眼來申請。

謝謝委員意見，會依照後續申請法源做公文 

内文上的修正。

6. 依野保法第18條申請獵捕的獵物，可 

直接由主管機關闡明處理方式是委由原 

住民處理。

謝謝委員意見，會依照後續申請法源做公文 

内文上的修正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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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鞍馬山工作站（張技士瑋君）

L 請問改善的陷阱裝置降低的誤捕對象為 

何?是否包含降低黑熊的誤捕率？

目前針對崑崙山'打鐵坑溪與白毛台山區石 

虎較可能出現之區域進行推廣，後續會與在 

東卯溪、沙連山區架設陷阱之獵人討論降低 

黑熊誤捕零件的設計並嘗試。零件構造原理 

類似放大間距（6-8公分）的金屬烤肉網置 

放於陷阱套環上方，讓山羌、台灣野山羊和 

野豬等目標物種腳還是可以陷入套環内，但 

黑熊腳掌則無法觸發陷阱。

2. 文内之陷阱名稱（鋼索陷阱、鋼 索 、野 

猜 吊 、彈簧套鎖、套鎖、鋼索套鎖） 

等 ，同種的應加以統一。

遵照辦理，統一以野豬吊和套索稱呼，已於 

内文p33〜3 5 中修-正。

(十一） 育樂課（高技士貴珍、張技士 

紋绮）

1 . 本計晝工作項目相當多樣，建議執行團 

隊下次報告時，以查核指標分項報告執 

行情形，以凸顯計畫成果及利於審查作 

業 。

感謝委員意見，報告書已做調整。

2 . 報告書整體部分：

( 1 )  應把同一項工作的前期與本期成 

果先分別闡明，最後再加總在一起呈 

現 ，畢竟是2 個計晝，在工作成果上不 

宜全部混淆在一起，且 108年 1 月是屬 

於前期計晝，本期報告書中多個部分以

「108年已完成…」來描述並不正確。

( 2 )  「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應比 

照契約書上工作項目條列，且 「結果與 

討論」也應逐一比照條列，而非需要自 

行翻找報告書中哪段文字是在對應哪個 

工作項目的成果。

( 3 )  前期已完成之成果摘要也應一併

( 1 )  感謝委員意見，報告書已於内文 

p30~31做修正。

( 2 )  感謝委員意見，報告書已於内文 

pi7〜2 8 、p30〜5 3修 正 。

( 3 )  感謝委員意見，報告書已於内文pll- 

15補 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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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工作項目，分項描述才清楚。

回覆意見

3 . 增加就業人次是單獨一個工作項目，應 

單獨拉出詳細陳述並加入實際受聘人數 

(非只有人次），勿混入其他工作項目 

的文句中。且本期程期自108年2 月 

起 ，勿將 108年 1 月之數據混淆。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内文p4 4修 正 。

4 . 部落參訪的另一個重點是發展觀光或人 

文活動之可能性討論，應在參訪計畫中 

加重本部分之描述。

遵照辦理，已於内文p42-44、p80-83補充修

正 。

5. 工作項目中有一項是與八仙山其他部落 

持續溝通及輔導申請狩獵許可，此部分 

未見到相關成果描述。

遵照辦理，後續於期末報告一同呈現。

6 . 發現或誤獵瀕危物種時的通報管道是否 

真的能如規劃的方式執行?時效性如何？ 

是否有演練過?應將相關通報機制明文 

化並演練是否有窒礙難行之處。或可直 

接試行狩獵回報機制。

謝謝委員意見，部落已選出記錄回報人，會 

持續鼓勵大家進行狩獵回報及誤獵瀕危物種 

時的通報。

7. P 19動物出現頻度一節，最 後 「飛鼠並 

不適合透過自動照相機」後面文字疏 

漏 ，請補上。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內文p2 2補充修正。

8. P 3 1 陷阱使用調查部分，訪談者5 設置 

陷阱的位置在松鹤，圖3 的地點也包含 

大雪山林道和台8 線 ，請釐清是否已超 

出南勢部落傳統領域範圍？

確實有些族人不在南勢部落示範狩獵樣區内 

進行狩獵活動，持續辅導告知狩獵申請有其 

規範之狩獵範圍。

9, P 3 9 中有多個「錯誤!找不到參數來 

源 。」的文句，請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内文p4 5 中修正

10. P 3 9有 「今年訪談到一位…」的文句， 

應直接寫明年份。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内文p4 5 中修正

1 1 . 圖 1 、6 、1 4的森林遊樂區標示色塊疊 謝謝委員意見，由於森林遊樂區將其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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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下方藍色色塊後顏色偏差，請更 

正 。

做調整，想顯現森林遊樂區與其他部落狩獵 

區域重疊之情況，已與圖中再做調整。

12. P4 8八仙山周遭林班地的監測成果部 

分 ，自動相機總工作時數及有效照片數 

的數值是自何時開始起算?依據表9 的 

有效照片數加總僅有2,516張，與文字 

描寫6,536張不符。

表 9 中呈現的為中大型哺乳動物之數據，内 

文中資料為包含所有自動照相機拍攝到之物 

種總有效照片，已於表中補充說明。

13. P5 3 第一段第二行「...潛在狩獵壓力 

『做』進一步了解…」錯 字 。

遵照辦理，以内文p5 8修 正 。

14. P 5 3 第二段「…並分析了『108年 6 月 

份前』之相機…」時間是否有誤？

遵照辦理，以内文p5 8修 正 。

1 5 .每期委員的審查意見，除了當次報告回 

覆外，應直接於報告中修正或加強描

述 0

遵照辦理，已於上述回覆中辦理。

1 6 .舉辦的活動、教育訓練時應提前通知本 遵照辦理，已於上述回覆中辦理，及在期末

處時間内容，相關的紀錄、照片等也應 

完整呈現。

(十二） 陳召集人耀榮

報告完整呈現。

1 . 報告書的摘要、工作項目等應分列清 謝謝委員意見，已逐項在報告書内容中修

楚 ，履約管理的工作項目雖有做到但成 

果彙整上應寫得更清楚。

正 、補 充 。

2 . 報告中論述不清楚、委員審查時提出應 謝謝委員意見，能修正補充之内容已於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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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的 地 方 ，修改後應 加 入 本 文 中 。 報 告 中 呈 現 ，其餘不足待資料收集更完全， 

後續將在期末報告完整撰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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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十 三 、期末審查意見回覆表

(一） 張委員惠東

1 . 研究團隊與部落族人溝通充分，值得肯 

定 。蓋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推動之成敗， 

咸在與部落之信任度之高低。

謝謝委員肯定

2. P.17亦 提 及 「狩 獵 量 之 回 報 ，仰賴部落
同獵人同意的情況下，實際與部落獵人一通

對狩獵合作治理之信任」 ，想請教團隊就增
參 與 狩 獵 ，藉由共同經驗的分享以及獵人會

進部落族人信任度之實際做法如何。
認同研究人員了解狩獵的實際經過，進而增

加 信 任 度 。

3 . 狩獵申請量及回報量不一之情形，乃屬 

於 法 律 上 之 「暫時性行政處分」可解決之情 

形 ，可與主管機關溝通。

謝謝委員之建議

4. P.20之 「訪 談 」工 作 項 目 ，可否酌予列 

出期初報告中之訪談紀錄於期末報告中。

(二)王委員穎(書面意見）

謝 謝 委 員 之 建 議 ，已於附錄十中補充。

1 . 摘 要 中 文 字 若 有 「超過半數」或 「多 

達 」等具有比較的語意，宜 列 出其樣本數， 

以了解其相對之代表或重要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已修改摘要内容。

2 . 獼猴在某些泰雅部落常被利用，故針對
南勢部落沒有將獼猴列為習慣食用的獵物，

所辅導的部落及鄰近地區應確認其對此物種
但會因農作物危害之因素，利用犬隻驅趕或

是 設 置 陷 阱 ，後續會將獼猴列入修改附表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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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態 度 ，是否該列入 本 區 傳 統 祭 儀 與 主 要 利  

用 之 野 生 動 物 名 錄 中 之 狩 獵 物 種 ，以利管 

理 》

獵 物 種 的 名 單 中 。

3. P.2 6 表 4 内 容 涵 蓋 表 2 ，或可省略表 

2 。

遵 照 辦 理 ，已 將 表 2 、4 合 併 ，移 除 原 表 4 。

4. P.30圖示中如1671丨活動核心區宜修正為16711
遵 照 辦 理 ，已 於 圖 2 ( P . 2 9 ) 、圖 8 (P .4 8 )中

黑熊活動核心區，以利參閲。P .5 0圖 8 資料無法呈 

現 ，應修正。

修 正 。

5 . 本 計 晝 的 輔 導 對 象 為 南 勢 部 落 ，故對其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已 於 P . 7 内 文 補 充 。南勢部

背 景 資 料 的 介 紹 應 較 詳 細 ，如村中人口數及
落 位 於 台 中 市 和 平 區 南 勢 里 内 ，南勢里總人

不 同 種 族 組 成 的 比 例 ，宗 教 信 仰 ，性別及年

口 2 , 1 1 8 人 ，其 中 原 住 民 人 口 為 5 0 1 人 ，約

齡 層 分 佈 等 。如 可 能 ，狩 獵 人 數如有亦可列  

入 或 可 估 算 ，以 利 其 後 探 討 的 參 考 。

佔 1 /4 之 比 例 。

6 . 本 計 晝 部 落 參 與 者 背 景 資 料 如 參 與 者 年
目 前 參 與 狩 獵 申 請 的 獵 人 中 ，2 0 - 3 0 歲 為 3

齡 層 的 探 討 ，以 利 往 後 工 作 推 展 之 因 應 。
人 ，3 0 - 4 0 歲 為 4 人 ，4 0 - 5 0 歲 為 5 人 ，50-

6 0 歲 為 7 人 ，6 0 - 7 0 歲 為 5 人 ，7 0 歲 以 上 1

人 0

7 , 如 發 展 生 態 和 人 文 觀 光 ，宜有市場調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未 來 與部落若討論聚焦至比

查 。
較 具 體 操 作 方 式 ，再 進 行 市 場 調 查 。

8. 飛鼠監 測 宜 有 努 力 量 及 調 查 天 候 的 記
謝 謝 委 員 建 議 ，飛鼠監測主要以監測樣點的

錄 ，如 路 線 長 度 ，調 查 時 間 及 天 候 狀 況 等 ，
方 式 進 行 。另 外 在 P .5 2 表 8 中補充調查區域

並 可 就 所 得 資 料 計 算 單 位 努 力 量 成 果 ，以利
時 間 等 相 關 資 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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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 。

9 . 如 可 能 ，可探討及比較年齡與狩獵方式 謝謝委員建議

的 差 異 。

(三 ） 張委員仕緯(書面意見）

1 . 目 錄 中 ，第五章標題缺漏。
已於目錄中更正

2. P. 5，第 7 & 8 項 内 容 重 複 。
已於 R 5 内文更正

3 . 圖 8 宜以白底黑線呈現（如其他阎） 。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已更正圖8(P.48)

4 . 圖 1 1 圖 例 ，建議以中文標示。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已修改圖 11(P. 50)内容

5. 表 1 1 ，請確認總計的數字是否正確，如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總計數字為 5 ，已於表

白鼻心應為5 而 非 0 。
10(P.58)更 正 》

6. P.69提及南勢部落狩獵合法申請至 12 4 - 9月為公約上規定的非狩獵季，也因為李

月 3 1 曰 ，但本計 晝 於 7 月 3 1 曰 結 束 ，八月
節 氣 候 因 素 ，此時節較少獵人前往狩獵。若 

延續有外部輔導團隊協助南勢部落狩獵自主
便的狩疏狀況疋否有進4亍 料 鬼 集 ？相關的

管 理 ，八月之後則持續推動目前已建立的回

管理如何進行？
報 模 式 ，收 集 資 料 。

7. P.83之 第 十 二 條 ，建議臺灣水鹿可不必
由於雪山山脈的水鹿族群不似其他區域常

列特別需要保育對象，因水鹿分布範圍曰漸
見 ，根據朱有田老師之研究指出雪霸國家公 

園 、志樂溪等雪山山脈區域水鹿族群遺傳結
擴 展 ，對植被衝擊之情形漸續傳出。

構與其他山區有所差異。另外也因水鹿目前 

並沒有分佈於南勢部落狩獵範圍内，獵人目 

前也並沒有針對水鹿有狩獵需求，或許未來 

若 水 鹿 族 群 擴 張 ，再討論是否列入申請項目

135



中 。

8. P . 8 5倒 數 第 一 行 ， 「所以 成 員 」應為 

「所 有 成 員 」 。

(四 ） 李委員彥興

已於 P.85更正

1 . 本期計畫需要協助有意願合作部落事 

項 ，與上次審查會提出將本成果和其他部落 

宣 導 ，請 補 充 執 行 情 形 。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已於 P.27、2 8 補 充 。

2 . 結論中有提到公約大會模式與狩獵協會 

方 式 ，請 分 析 2 者 之 優 劣 點 。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已於内文P.68補 充 。

3 . 結論三題到其他部落所遭遇困難，例如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建議未來可舉辦搶枝健檢、

搶 枝 未 合 法 、自主管理繁雜等，請分項提出
安全使用等相關工作坊，協助部落檢視擁有

可 行 對 策 。
之搶枝是 否 符 合 規 定 ，輔導申請搶枝合法許

可 證 。

4. P . 7 0結論三提到五個部落未能參與本
分 別 為 松 鹤 、裡 冷 、哈奋台部落與斯可巴部

案 ，請 確 認 哪 幾 個 ？ 

(五 )洪委員幸攸

落 ，為 四 個 部 落 ，已於内文 P.69更 正 。

1 . 摘要提及狩獵物種的月平均出現頻度都
山羌與台灣野山羊會因植被或是狩獵歷史而

曾有過低於變動下限的狀況，是否可以試著
出現頻度有所改變，另外野豬則是一種活動

討 論 可 能 原 因 ？
範 圍 相 當 大 ，且高度流 動 性 的 動 物 ，可能會

因 食 物 、獵捕壓力或不同生活史期間的需求

差異在不同地區間快速移動，造成出現頻度

的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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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 法 規 而 言 ，台中市泰雅族可狩獵物種 

包含台灣獼猴，而南勢部落亦有狩獵台灣 

獼猴的記錄(108年 )及需求，是否能進一步 

討論未來將台灣獼猴加入狩獵物種進行狩 

獵申請及持續監測族群數目的可行性？

謝 謝 委 員 建 議 ，明年度申請會將獼摇需求數 

量列入與部落討論的項目之一 =

3. P.23提 及 1 0 9年 已 有 2 5 位獵人加入計

晝 ，請將參與之獵人建立清冊，並將管理 

組織之正副執行長、聯 絡 人 等 註 明 ，並載 

明每位獵人使用之狩獵方式，加入附表(保 

護個資名字可部分隱碼)或是另外提供給本 

處 。未來 計 晝 執 行 上 ，建議應於計畫開始 

時即建立有意願之獵人清冊，並記錄每位 

獵人參加會議及狩獵量回報次數等，以作 

為發放狩獵證之依據，也不會造成發放狩 

獵證是只憑管理組織幾人的印象分數來准 

駁 。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會將獵人資料另外提供給貴 

處 。

4 . 狩 獵 量 回 報 部 分 ，團隊枢•據目前回報狀 

況 ，是 否 可 以 多 加 描 鼠 人 回 報 的 意 願 ？ 

獵人有無遇到困難？（老人家不願意填表？ 

表格太繁複？ 口頭回報？或回報比例是否 

偏低 ?）並建議未來是否有何種獎勵措施增 

加獵人回報的意願及積極度？

主要是獵人目前主動回報的動作還沒有成為 

習 慣 ，若是訪談聊天問起獵人狩獵之成果， 

一般來說都願意提供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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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較狩獵量及獵區自動相機監測結果 

一節(P.57-58)，請加入南勢部落各狩獵物種 

的年度狩獵量建議值？以利明年度申請參 

考 。

依照目前狩獵量回報的數據，山晃的狩獵量 

趨勢可能會超過目前的一年需求量，也有在 

内文中給予建議增加數量。其他物種目前的 

狩獵量趨勢則尚未超過需求量半數，待年底 

1 0 、1 1 月可以再與部落開會討論決定是否增 

加 明 年 度 狩 獵 量 。另外也在結論 P.68-69中 

補 充 。

6 . 表 11(P.60)狩 獵 量 統 計 部 分 ，穿山甲 

為 保 育類禁獵物種，應於文中及表列下方 

載 明 已 放 生 ，才不會造成誤解。另白鼻心 

非法規表 列 可 獵 物 種 ，部落若有狩獵需 

求 ，可一併提出修法建議。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已於 P.58表 1 0 中備註說 

明 。白鼻心狩獵需求會再與部落討論所需數 

量 。

7 . 請明確說明部落巡護方式建議如何進 

行 ？因 P.31最 後 一 段 提 到 「為因應巡護機 

制沒有經費誘因等而執行困難，建議盤點 

部 落 旅 遊 熱 區 ，先逐步協助部落生態旅 

遊 、巡 護 旅 遊 熱 點 ，增加收入來源及旅客 

達一定量後再擴及傳統領域巡護工作。」 

的 說 法 ，但 此 建 議 與 P.36~42 —段 ，部落參 

訪 鄒 族 後 ，對發展生態旅遊意願不高，兩 

者 結 論 相 反 ？如此建立巡護機制的方式是 

否繞遠路？

參訪鄒族的南勢部落族人確實表態支持的只 

有 四 位 ，其他人對於要發展到像達那依谷這 

樣健全的制度規模似乎覺得有报長的路。另 

外南勢部落内其實也有想發展觀光的聲音， 

如 辦 部 落 市 集 、橫流溪規劃健行步道的建議 

等 。另外也在内文 P30〜3 1 修 正 、說 明 。

8 . 針對獵區内有黑熊及石虎出現，部落目
一個月依據主要是黑熊多以植物性食物為

138



前以狩獵區域近期(1個月内 )有出現黑熊及 

石虎即立即暫缓狩獵活動。但自動相機資料 

非 即 時 性 ，一個月的限制依據為何？是否有 

更即時應變的方法？

主 ，目前南勢部落狩獵樣區内也並沒有發現 

有特定黑熊食物資源密集特定季節出現，因 

此黑熊一般不會特別逗留在某個小區域内， 

大雪山的黑熊追蹤研究結果也如此呈現，即 

時應變的方法也須仰賴在當地活動的居民或 

果 農 ，如果發現黑熊 新 鮮 蹤 跡 （目 擊 、爪痕 

或糞便等） ，可以在有訊號地方架設簡訊型 

相機來達到即時監測。

9 . 部落部分獵人回饋說常看到石虎，是否 

加 入 訪 談 項 目 ，可協助修正監測點位及陷阱 

範 圍 。

和平區是目前石虎在台中市分布的東界，陳 

美汀博士等人的研究指出雖然和平、東 勢 、 

新社區交界提供了石虎族群交流的廊道，但 

也因為此區域高密度的果園開發，石虎多是 

利用東勢和平交界的稜線，及 大 甲 溪 、大安 

溪 沿 岸 。南 勢 自動相機石虎0 1 值與苗栗石 

虎核心族群區域也是偏低的情況’加上石虎 

習 性 隱 蔽 ，夜 間 活 動 居 多 ，訪談可以加入石 

虎 辨 識特徵的 内容，自動相機監測可以在崑 

崙 山 區 、打鐵坑溪稜線部分新增幾個樣點。

1 0 . 公約中有規劃說會投保意外險，今年是 

否已經開始？未來部落自行運作時經費如 

何 支 應 ？

今 年 尚 未 開 始 ，部落原本是提議自行繳費。

11. P.69結 論 一 章 ，是 否 能加入探討，目 

前狩獵自主管理在運作機制上，管理組織 

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導致運作上躊躇不前？

組織内可能因為第一次自主執行這樣方放狩 

獵 正 的 權 力 ，對於大家是否能確實遵守流 

程 ，如狩獵證領取後一禮拜缴回或是攜帶外 

地平地 人 一 同 狩 獵 。雖然也都知道公約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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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對於發放狩獵證的擔憂為何？）未來 

建議可以以怎樣的方式提升組織運作的意 

願及獵人的參與度？

規 定 違反規定之處罰，值部落内大家多為親 

戚 ，有時礙於情面怕落實執行壞傷了感情， 

這一方面部落幹部是希望有第三方能夠多出 

來 宣 導 。

12. P. 6 9提及部落明年度預計仿效鄒族方 

式 成 立 狩 獵 協 會 ，並以狩獵協會名義進行 

狩 獵 許 可 ，惟部落成立新組織的能量是否 

足 夠 ？且年底到隔年初正值撒季，應提前 

準備明年之狩獵申請。是否仍先以社區發 

屐 協 會 名 義 申 請 ，同時籌組獵人協會，雙 

軌 並 行 ，以 免 造 成 延 誤 。

謝 謝 委 員 的 建 議 ，關 於 狩 獵 協 會 ，部落內還 

在 溝 通 討 論 的 階 段 ，今年底應該還是會以南 

勢社區發展協會名義申請狩獵許可。

1 3 . 附 錄 2 及 表 3 載明本計晝相關的重要公 

文 ，惟 請 於 表 3 加 入 發 文 文 號 、附 錄 2 的 

所有公文照片只有第一頁，造成公文缺 

漏 ，或是只有機關轉發的函文而沒有附件 

的 函 釋 内 文 a 如中央原民會的公文並無法 

在 附 錄 二 中 看 見 内 容 ，請 修 正 。

謝 謝 委 員 建 議 ，已於附錄中補充内容。

1 4 .部 分 委 員 於 期 初 、期中報告提出的意 

見 ，預計於期末報告修正的部分請確實檢 

視是 否 已 補 充 說 明 。

謝謝委員建議

15. P . 5 3最後一段載明飛鼠在大雪山林道 

(13〜26K) 、非部落傳統獵區之狩獵量及效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大雪山林道獵區並非只指林 

道 上 狩 獵 ，是指林道下坡南邊區域内。也都 

有向獵人宣導請勿在林道上狩獵，非部落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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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最 高 ，此部分請加強跟部落溝通，大雪
獵樣區的狩獵則是因為有時南勢獵人會與其

山林道不宜納入部落的狩獵範圍，且在非
他 部 落友人前往，也有加強說明其狩獵許可

部落傳統獵區之狩獵活動亦可能造成部落 

間衝突及觸法。

有其規定區域之規定。

1 6 .有關本計晝執行精準式狩獵之成果，請 

多 加 描 述 。

謝謝委員意見

1 7 .部分數據及圖文對應有錯誤，如文字多 

次 提 及 圖 1 但 與 内 容 不 符 、P.21、P.82等 ， 

請 檢 視 修 正 。

(六）林務局保育組(曾技士建仁，書面意見）

謝謝委員意見

1 . 本期計畫相較前期成果 1 有顯著增加工 

作投入部落培力，獵具實名制之意見收集， 

均能提供未來在狩獵自主管理參考，下期計 

畫應可實質進行獵具實名制試 辦 。

謝謝委員建議

2 . 計畫進行多次訪談工作，訪談重要意 

見 ，建議可記錄表列於成果報告。

謝 謝 委 員 建 議 ，將補充内容放置附錄

3 . 成 果 報 告 P. 2 8提到狩獵回報即使未有收 由於部分獵人以冬季整季的狩獵方式回報，

穫 ，仍 需 回 報 ，以统計努力量，但成果報告未 無法得知實際的狩獵次數有低估的情況，依

有 狩 獵 次 數 成 果 統 計 呈 現 ，因該資料確有資 目前統計2 0 1 9年 槍 獵 2 4 次 ，2 0 2 0年槍獵

源 現 況分析意義，應 請 於報告補充。 1 4次 。另外陷阱獵的部分，努力量較難推

估 ，大約估算全部獵人置放陷阱的總數及陷

阱架設的時間長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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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另 狩 獵 與 季 節 、月 份 之 關 聯 性 ，在狩獵回
由於部分獵人以冬季整季的狩獵方式回報，

報 統 計 ，除 分 析 物 種 、徽 捕 工 具 比 較 外 ，請
所以沒有每個月份的詳細實料，故無法分析

補 充 不 同 獵 場 間 ，物種 /月 份 之 統 計 。
物種 /月 份 間 的 統 計 。

5. P .5 0圖8 印刷反黑，應請修正。

(七）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方股長文寬）

已於 P.48圖 8 修正

1 . 建 議 目 錄 字 體 應 一 致 ，無須以斜體表 

示 0

遵照辦理

2. P . 1 0中 提 及 「八仙山全區台灣野山羊的
數 字 並 沒 有 誤 植 ，台灣野山羊平均出現頻度

族 群 總 數 量 約 1 7 0隻(95 %信 賴 區 間 42〜1，181
變 化 較 大 ，所以信賴區間的數值差異較明

隻)」 ，其 中 數 字 1,181是 否 誤 植 ，請再確

認 。

顯 ，保守推估的年度永續使用量為 13.2隻 。

3 . 有關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與祭儀需要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後續若有相關計畫，會再注

獵 捕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等 行 為 ，後續如有其他 

相 關 研 究 計 畫 ，請邀請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會參與相關會議。

意 要 請 原 住 民 、警政相關單位出 席 。

4. P .2 6 之 表 4 、P .3 5 第 2 行之(附錄三)與
自動相機教育室内課程與狩獵自主管理會議

附錄四之附圖 4 - 3 是否為 同 一 場 會 議 ，如是
為 10 9年 1 月 1 9 日同一天舉辦。表 4 已和

請修正會議時間與說明内容。
表 2 彙 整 合 併 ，刪 除 原 表 4 。

5. P .3 3 倒 數 第 2 行之(附錄四)是否為附錄 

七 之 附 圖 7 - 1 6 ，請 確 認 並 修 正 。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已於内文 P.32修 改 。

6. P .4 6 第 2 行提及相機總工作時數應有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已於 P.44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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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請再檢視並修正。

7. P.60表 1 1 之 總 計 數 字 有 誤 ，如 P5 9 圖
圖 】6 、1 7野豬統計數字並無誤，是尤於有

1 6 之野豬之搶數應為 3 非 4 輿 P.59圖 1 7 之
一隻槍獵野豬不曉得狩獵地點在何處，將修

東卯溪之搶數應為5 3 非 5 4 ，請再檢視並修 

°

正 列 入 其 他 區 域 ，表 1 0 已 更 正 。

8. P.62圖 2 0 部 分 ，請再補充新增 BSS63

相 機 位 點 ，以符合圖 說 。

已於 P.60更正圖 20

9 . 本計晝相關野生動物調查資料較為簡 謝 謝 委 員 的 建 議 ，由於利用自動相機要去計

單 ，可參考一些水生動物調查方式，嘗試透
算陸生哺乳動物的體長、體 重 年 齡 等 資 料 ，

過紀錄動物年齡、體 長 、重 量 等 數 據 ，去計
現階段技術需要更多的人力去判斷這些數

算 「野生動物資源量」 ，對該地區野生動物

據 ，無法像水生動物直接捕捉測量，取樣去

豐度的評估會較準確。

(八）鞍馬山工作站(張技士瑋君）

做 族 群 评 估 9

1. P.52圖例說明請統一成中文，另監測點 

位 圖 例 說 明 僅 寫 「飛 鼠 」 ，建議應完整寫出 

「飛鼠監測點位」 。

已於 P.50修 改 圖 1 1 。

2. P.35第 3 段 最 後 一 行 ，應 為 「對 」部落 

發 屐 有 利 。

已於 P .36内文修正

3. P.61圖 1 8 團隊說明因去年獵人還未習 由於今年度只收集約半年的狩獵量，另外部

慣 回 報 狩 獵 量 ，但白面鼯鼠統計至今年 6
落表示殼斗科結果季節，飛 鼠 會聚集覓食，

月 ，與去年整年度之數量仍然相差懸殊，是
也 較 容 易 出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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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進一步說明討論可能的原因，或有待收集 

更 詳 細 的 資 料 。

(九)育樂課

1 . 標 示 陷 阱 區 之 圖 2 及 圖 3 的 差 別 不 大 ， 

是否共用 即 可 ？另請於圖中加入曾監測到石 

虎 及 黑 熊 的 點 位 ，以與陷阱獵區域做對照。 

尤 其 圖 2 靠西一帶均訂為可設置陷阱區，似 

乎與石虎可能活動範圍接近？未來在架設陷 

阱區内是否應增加自動相機，方能確認相關 

區 域 動 物 情 形 。

謝 謝 委 員 意 見 ，已 將 P. 2 9 圖 2 加入監測到 

石虎與黑熊的相機點位。陳美汀博士等人的 

研究顯示此區石虎多是利用東勢和平交界的 

棱 線 ，及 大 曱 溪 、大 安 溪 沿 岸 。記錄到石虎 

出現的地點並沒有在陷阱設置區内，未來會 

在稜線周圍架設自動相機，了解石虎的活動 

範 圍 。

2 . 結論部分請增加最新彙整的修法建議。
遵 照 辦 理 ，己於内文 P.69補 充 。

3, P.2S 表 3 所 載 ，109/4/28本處函轉原民

會 函 釋 一 項 ，建 議放原公函的資訊，不要放 

函 轉 文 之 資 訊 。

遵 照 辦 理 ，己於 P. 2 5 表 3 内 修 正 。

4. P.26表 4 列各項會議及訪談日期人數， 

但沒有討論内容或相關決定，建議未來每次 

訪談應列出訪談主題及内容簡單描述。

謝謝委員意見

5. P. 2 8提及哈崙台及斯可巴部落有近一半 

的獵人有申請合法搶證，與一開始調查結果 

幾乎未申請搶證不太一樣，是否知道大約有 

幾位有申請槍證？

哈 崙台及斯可巴部落，根據理事長說法最近 

1-2年部落内開始做申請搶枝合法的動作， 

大 約 10位左右的 撒 人 有 申 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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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有標示相機點位的幾張圖示，自動相機 

點位均未更新到最新情況，八仙‘山新架設的 

B SS6 3 未 標 示 位 置 。部分地圖套色不清楚或 

因重 i 而 變 色 ，請 修 正 。

已於内文 P.60修正

7, P.36表 6 ，創造之就業人數為重要工作 都有簽收領據的動作，可以另外提供資料給

項 目 ，建議應附上姓名(保護個資可用：王 

X 明等方式），未來建議應製作領據備查。

林 管 處 。

8. P.46僅 有 2 1 個自動相機樣點之資料分
已於内文 P.44補 充 修 正 ，共 分 析 2 2 個自動

析 ，但此區域架設有 2 5 台 相 機 ，請 說 明 。
相 機 樣 點 資 料 ，N A A 0 3 位於溪邊地勢遭土

石淹沒所以沒有分析、N A A A 0 1 、N A A A 02

則已經撤點所以也未列入今年度分析。

9 . 附 錄 1 ，多台相機之架設日期錯誤，失 

竊相機也可標示於此表。

遵 造 辦 理 ，已於 P .72附錄一中補充。

1 0 .圖 8 請修改底色以方便閱讀。 遵 照 辦 理 ，已修正 P.48圖 8 。

11. P.118委員意見第 4 點 消 失 了 。
遵 照 辦 理 ，已於附錄中補充 =

1 2 .期末報告光碟請將本計畫(3年)中相關照 

片 ，含 活 動 、教 育 訓 練 、會 議 、參 訪 、自動 

相機拍攝到物種之照片及影片、狩獵照片 

等 ，及監測之原始數據檔案，一併燒入光碟

内 《

遵照辦理

13.錯 字 請 修 正 ： (1)建經版地圖亦有沙蓮溪之寫法，會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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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摘 要 「沙”連” 溪 」 。 統一 改 至 沙 連 溪 。

(2) P. 1 2中 段 ， 「南勢部落狩獵樣區自動相 (2) 已於内文 P.12修 改 。

機 台 中 分 析 1 3 台處樣點資料 ...」語意不清請 

修 正 。

(3) 已於内文 P.34修 改 。

(3) P. 3 5第 一 段 「附錄三七 」 。

(4) 已於内文 P.38修 改 。

(4) P.39族人回饋部分錯字及語意不清處(第 

1.4點 )是否協助修正。

(5) P. 7 0「…故這 iE E f個部落現階段都未能 

參加 ....」 。

(十）陳召集人耀榮

(5) 已於内文 P.69修 改 。

1 . 本計畫期程已執行 3 年 ，工 作 項 目 多 ， 

報 告 成 果 内 容 繁 多 ，請務必將報告内容中有 

錯 誤 的 地 方 修 正 清 楚 ，前 期各委員提出的意 

見也請確實檢視是否完成修正及補充說明。

遵照辦理

2 . 摘要部分請明確說明本計晝期程、工作 

成果 及 達 成 之 效 益 。

遵 照 辦 理 ，已於摘要中修改

3 . 請精準提列出本項工作後續建議應執行 

之 事 項 ，如 可 狩 獵 量 多 少 、法 規 修 正 建 議 、 

各機關須如何互相合作及橫向溝通、如何強

遵 照 辦 理 ，已於内文 P68〜6 9 中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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牝 與 部 落 的 互 信 度 、保育類動物宣導如何加  

強等 ...請 多 加 論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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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晝概述與目標

一 、 計晝概述

近年林務局致力推行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計畫，建構原住民族部落與林務 

單位之分工，以達成自然資源之保育與永續利用兩大目標，並逐步透過狩獵自主 

管理制度建立部落自然資源自主管理之能力，並與政府相互合作，作為未來原住 

民族部落與政府之共商與共事之協力平台。

然 而 ，臺灣原住民族並非由單一族群所構成，不同民族在各處之地理環境、 

文化規範、狩獵型態以及部落社會結構等亦非一致，因此必須因應上述之不同因 

素 ，在尊重部落自主與傳統文化之大原則下推行前述政策。

本計畫透過與在地東埔部落布農族人之合作，推動野生動物責源永續利用及 

保育自主管理制度之建置與倡導，並盤點在地部落的現況；包括具體的公私合作 

事 項 、當地面對的困境與難題，以及野生動物資源自主管理制度之相關課題。

二 、 計晝目標

本計畫於東埔部落，透過部落内部及外部學術單位與專家共同合作，推動培 

力 、獵人座談以及課程等，逐步加強部落自治自律之組織，以嘗試建立東埔部落 

野生動物資源永續利用及保育自主管理制度，推動東埔部落在地族人與學術研究 

者及行政機關（林管處）之三方共同合作，冀確保原住民族文化承傳、野生動物 

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並達成政府與原住民族共同合作實現公益、確實保障原住 

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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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工 作 項 目 、内 容 、執行規劃

狩獵自主管理制度之推動，除需有野生動物資源監測機制作為適應性管理之 

依據外，另一重點在於同步建立部落自主管理機制與能力，包括自治自律管理之 

事項以及部落回報等工作，以及逐步展開部落與行政機關之間未來進行行政契約 

協商之準備，以彼此討論與確認相互之間的能力與期望。

部落內部自主管理機制的建立，應以部落為主體，由部落內部產生共識，進 

一步凝聚出集體行動、建立共識。部落內部需做溝通與協調，並盤點、檢視部落 

目前的客觀條件（資 源 、人 力 、物力）以及確認部落的需要（利 益 、分 享 在  

具體的做法上，可透過既有的制度（協會或是傳統組織）來團結部落，並培養自 

主管理能力。自主規制的建立，不可或缺的一個條件，也 在 於 「社會之可接受 

性 」，這意謂著：一 、應包含法律上正當行政程序以及內部監督機制與外部監督 

機 制 ；二 、自主團體具有自治能力與充分經驗；三 、自主規範公開透明、具代表 

性 、獨立性；四 、利害關係人能於程序中參與，一般公眾亦能表達其意見。

本計劃擬基於建立具有在地傳統特色以及資源永續利用之治理與管理機制、 

尊重原住民族自治、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大原則下，嘗試在法制上賦予在地 

居民對資源治理具有充分且權責相符的自主性與主導權，並與國家合作，協力實 

現公益。這也是在現代民主法治國之中，國家減少命令強制色彩之施政、擴大人 

民事前參與行政決策之管道，以協商的方法、契約的形式，使行政任務的履行更 

有效率、避免事後產生紛爭。現行法規與法院實務見解在原住民族自然資源管理 

之 領域，即可參酌既有的「合作國家」、「公私協力」之精神1，以建立狩獵自主管

1 許宗力，「論行政任務的民營化」，法與國家權力（二），2 0 0 7年 ，元照，頁 4 2 5 以下；詹鑌 

榮 ，「公有財產提供民間使用之法制框架及契約形式--以臺北市政府為例-上-」，法令月刊66: 8 ， 
2 0 1 5年 8 月 ，頁 9-26 ; 詹鎮榮，公有財產提供民間使用之法制框架及契約形式--以臺北市政府 

為例 -下-」，法令月刊， 66 :9，2015年 9 月，頁 32-50 ; 許登科、許照生，「促參法之締約程序 

法律關係中申請人的地位與權利保障」，東吳法律學報，27 :1，2 0 1 5年 7 月 ，頁 41-90 ;程明 

修 ，「德國加速公私協力法上「競爭射話 （ Wettbewerblicher Dia丨og)」制度於政府採購上之運 

用j  >法學叢刊，59 :4= 236，2014年 1 0 月 ，頁 63-99 ; 程明修，「公私協力契约與行政合作法-- 
以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之改革構想為中心」，興大法學，2 0 1 0年 6 月 ，頁 69-143 ; Ziekow, Jan 
著詹鎮榮譯，「從德國憲法與行政法觀點論公私協力--挑戰與發展」，月旦法學，1 8 0 期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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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機制。

「行政契約」搭 配 「自主規制」的法制結構，除可減輕國家負擔、增進國家 

與原住民族之間的協力連結性之外，更可以借重原住民族的地理與環境智慧，協 

助國家達成行政目的。對於向來較少利用行政契約形式達成行政任務的我國行政 

機 關 ，於未來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合作方式，尤其 

是建構可實現在地治理、資源永續法體制的面向更有其重要性2 。

一'工作項目與内容

為瞭解東埔部落族人對於野生動物資源自主管理之相關意見，本計畫於執行 

期 程 中 ，先行整理東埔部落之相關文獻資料蒐集，並調查野生動物資源之利用現 

況 ，以及蒐集及彙整族人之意見，同時辦理獵人共識會議，以凝聚部落獵人之共 

識 ，形塑對於野生動物資源自主管理之自治自律公約。

此 外 ，為增進族人對於自主管理制度之瞭解，除部落自主管理培力課程暨工 

作坊之外，亦邀請學者專家講授野生動物監測及保育實務培力課程，藉由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動物組講師的協力與分享，使族人得以瞭解野生動物監測工具 

(紅外線自動相機）之 操作、施 放 、資料寬集和資訊判讀，並與部落族人共商如 

何兼顧保育與永續利用之目標，進行野生動物資源之利用；為瞭解其他部落自主 

管理機制推動之情形，將辦理移地觀摩，以增進制度瞭解以及相互切磋、意見交

年 5 月 ，頁 220-236 ; 吳 志 光 ，「公私協力行為之公法化趨勢 --以委託經營管理及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之實務見解為核心」，輔 仁 法 學 ，3 6 期 ，2 0 0 8年 1 2 月 ，頁 1-55 :劉 淑 範 ，「行政任 

務 之 變 遷 與 『公私合營事業』之發展脈絡」，中研院法學期刊，2 0 0 8 年 3 月 ，頁 1-108 ; 程明 

修 ，「公私協力行為對建構『行政合作法』之影響 --以 臺 北 高等行政法院 ETC案為契機」，月旦 

法 學 ，第 1 3 5期 > 2 0 0 6年 8 月 ，頁 5-13 ; 吳 志 光 ’「ETC裁判與行政契約 --兼論德國行政契約法 

制之變革方向」，月 旦 法 學 ， 第 1 3 5期 ，2 0 0 6年 8 月 ，頁 14-28 ; 詹 鎮 榮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之現實與理論 --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 ETC相關裁判 j ，月 旦 法 學 ， 1 3 4 期 ，2 0 0 6 年 7 

月 ，頁 46-67 ; 程 明 修 ，「行政行為形式選擇自由 -以公私協力行為為例」，月 旦 法 學 ，第 120 

期 ，2 0 0 5 年 S 月 ，頁 37-65 ; 詹 鎮 榮 ，「論 民 營 化 類 型 中 之 『公私協力』，月 旦 法 學 ，第 102 

期 ，2003 年 11 月 > 頁 8-2 9。

2 張 惠 東 ，「法國行政契約之履行一比較法國行政契約法」，立 憲 國 家 之 課 題 與 挑 戰 許 志 雄 教  

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元 照 出 版 ，2 0 1 3年 1 0 月 ，頁 7 7 4 至 814 ; 張 惠 東 ，「法國行政救濟理 

論發展之趨勢一法國行政契約訴訟之客觀性」，收於行政院 1 0 2 年學術研討會：我國及德 ' 法 、 

美國行政救濟制度之探討與比較，行 政 院 ，2 0 1 3 年 1 0 月 ，頁 71- 97 ; 張 惠 東 ，「公私協力契 

約 ：法國法與曰本法的比較觀察」，法 之 橋 ：臺灣與法國之法學交會一彭惕業教授榮退論文集， 

元 照 出 版 ，20 1 6年 7 月 ，頁 6 4 1 至 6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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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族人合法進行野生動物自主管理之相關狩獵活動，擬依據野生動物保育

法第18條之規定申請學術硏究之許可，以使部落進行長時間之自用狩獵。

依據本計畫之工作計晝書，推動以下各工作項目：

1. 東埔部落文獻資料收集與彙整1式 。

2. 至少25位東埔部落野生動物資源利用現況調查及意見蒐集（含訪談內容逐 

字稿），期中報告前訪談15人 次 。

3. 獵人共識會議至少4場 次 ：於期中報告前辦理兩場次，以達成獵人對狩獵 

自主管理推行之共識為主軸。

4 .  部落自主管理培力課程暨工作坊至少4場 次 ：於期中報告前辦理兩場次， 

以狩獵自主管理法制說明與實務為主軸。

5 .  野生動物監測及保育實務培力課程至少2場 次 ：於期中報告前辦理一場 

次 ，內容以野生動物監測及保育為主軸。

6. 狩獵自主管理移地觀摩1場 次 ：11月2 日至4日至阿里山鄉山美村參與全國 

獵人團結大會，與其他部落獵人相互交流。

7. 東埔部落狩獵自主管理自治自律公約I式 。

8. 申請自用狩獵1式 ：10月提出申請並檢附獵人名冊。



二 、執行規劃

(一 ）東埔部落基本資訊

1.地理資訊

東埔部落於現行之行政區劃上，隸屬於南投縣信義鄕東埔村，位置於信義郷 

南 部 。依據日治時期之資料，當時東埔部落隸屬於臺中州新高郡，其傳統領域座 

落於東郡大山西南麓、陳有蘭溪與沙里仙溪交會處等範圍内。因同血緣、同姓氏

等因素，團結力強，日常生活互相扶助，過著極為和睦的曰子3。

鹿谷0

a
a

阿里山画家 
•森林遊樂®

9里山《!

IS鳇赶

敌.•

/ 北山9

“广 、勒画家公I 》

.-Go gle

( 圖 一 ：東埔部落地理位置圖） * 12

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蝙譯，高 砂 族 調 查 書 .蕃 社 概 況 ，20 1 1年

12 月 ，頁 2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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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埔部落傳統領域與林務局所轄林地之關係

若我們將東埔部落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 

地調查及劃設計畫」所劃設之傳統領域範圍（圖二），搭配林務局國有林地治理

工程資訊網之「國有林事業區林班圖4」進行套圖對照的話，可看出東埔部落之傳

統領域，大部分座落於南投林區管理處管轄林地之巒大事業區以及少部分之嘉義 

林區管理處管轄林地之玉山事業區（圖三）。

tan -dna^^  iha

tapa-n^#arPan9f eY  MOi suajpa -̂ngf-sl-lan f lif ▲
u-haf-nu-nanŝ rjSû hu'-lan
ma-,su-zu-kan 4 ̂ ^ su4ka-!a-arhang usab; 了

tavi'urhan-kanVsuijpa-ll-mu-dun ,̂njr,an ^4u-hau-ngu ^
•• • - M山V  ， 大山

tal-na-dai-ngaz pa-yahfia-̂ un

-史 军 、s 杗 约 通 填 s  • - ,Jv l
w rr  ’ ， -用 小 - . ,  寺

m a l-m a -z a v a n  to n g k u (由玉山）

( 圖 二 ：東埔部落傳統領域圖）

4 林務局國有林地治理工程資訊網，網址：https://ecofrieng.forest,gov;tw/ht:ml/index_map >最終潘J 
覽曰：2020年 7 月 1 0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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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三 ：東埔部落傳統領域範圍與林務局所轄林班地對照圖）

3 .人口資訊

東埔部落族人多為布農族郡社群，以為伍、王 、史 、司 、方及呂等姓氏為主

5 。目前依其現居地之地理環境，劃分為六個鄰，分別為 ：東埔一鄰被劃人玉山國 

家公圜範圍內，族人多稱為東光 （ Tungpii Daingaz) ;東埔二鄰族人多稱為依勞善 

( llausan) 、五鄰為勞善（Lausan) ，目前有不少非原住民之觀光溫泉業者進人； 

第三鄰為法蘭娜（Valam) 及 達 谷 蘭 （Takudan) ;第四鄰則是由日本時代招來從 

事林木砍伐工人及其後代所組成的漢人聚落，又稱為下東埔，係過去台車道的終 

點 站 ；第六鄰為涵碧蘭（Hanpizan) 。

依據南投縣信義鄕戶政事務所之資料，2019年 1月戶籍登記上東埔村之總人 

口數為]267人 ，其中男性662人 ，女性為6〇5人 （參見表一）；原住民915人 （佔

S 海樹兒 . 犮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史館台灣文獻 

館 ，200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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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 ) ，非原住民352人 （佔28%) 6。

區域別 鄰別 鄰數

總 計

戶數
人口數

計 男 女

東埔村 小計 6 366 1,267 662 605

001 ' 1 101 408 208 200

002 1 34 115 56 59

003 1 39 134 71 63

004 1 46 111 61 50

005 1 76 272 143 129

006 1 70 227 123 104

( 表 一 ：東埔村各鄰住戶人口表）

各鄰戶籍上之總人口分別為（参見表二及表三）：第一鄰為東光，408人 ，原 

住民372人 （佔9 1 % ) 、非原住民36人 （估9 % ) ; 第二鄰為依勞善，115人 ，原住民 

108人 （佔9 4 % ) 、非原住民7人 （佔6 % ) ; 第三鄰為達谷蘭及法拉娜 * 134人 ，原 

住民U 2人 （佔9 1 % ) 、非原住民12人 （佔9 % ) ; 第四鄰為漢人聚落，111人 ，原住 

民8人 （佔7 % ) 、非原住民103人 （佔9 3 % ) ;第五鄰為勞善，272人 ，原住民162人 

(佔6 0 % ) 、非原住民110人（佔4 0 % ) ; 第六鄰為涵碧蘭，227人 ，原住民 143人 

(佔6 3 % ) 、非原住民84人 （佔3 7 % )。

依據表二及表三所顯示之資料，可看出東埔部落六個鄰之中，僅有於第四鄰 

中 ，非原住民人口比例佔大多數；第 一 、第 二 、第三鄰中，原住民人口佔90%以 

上 ；第五鄰及第六鄰之原住民人口亦佔60%以 上 。整體而言，東埔部落居民之原 

住民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6 南 投 縣 信 義 鄉 戶 政 事 務 所 ，1 0 8 年 1 月 各 鄰 住 戶 人 口 統 計 表 ，頁 1 1 ，參 見 ： 

https://sinvihr.nantou.gov.tw/ViewService/FileDownload.ashx?id=lED7B236-8DE3-44F4-B60A' 
C2S82E2CC6E9&name=E220C94F95394EB8AC342A452BB60446&module=File，最後瀏覽日 ： 2020 
年 7 月 1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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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別 鄰別 m

原 住 民

合 計 平親住民 山地原住民

戶數
人□數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It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東捕村 小計 6 232 915 480 435 1 6 1 5 231 909 479 430

001 1 90 372 194 178 - 2 - 2 90 3T0 194 1.76

002 1 31 108 □3 55 匿 - - ■ 31 m 53 55

003 1 36 122 66 56 - 2 1 1 36 120 65 55

004 1 3 8 3 5 1 1 - 1 2 7 3 4
005 1 40 162 86 76 - 1 - 1 40 161 86 75

006 1 32 143 78 65 - - ■ - 32 143 78 65

( 表 二 ：東埔村各鄰乏原住民住戶人口表）

區域別 鄰別 鄰數

非 原 住 民

戶數
人口數

計 男 女

東埔村 小計 6 134 352 182 170

001 1 11 36 14 22

002 1 3 7 3 4

003 1 3 12 5 7

004 1 ,43 103 58 45

005 1 36 110 57 53

006 1 38 84 45 39

( 表 三 ：東埔村各鄰之非原住民住戶人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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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執行規劃

本計畫係為推動東埔部落野生動物自然資源自主管理制度之建置，在方法上 

先透過書面文獻之資料調查，深入瞭解東埔部落之歷史脈絡與文化傳統，並透過 

田野調查訪談，瞭解狩獵之相關傳統、文 化 、方式以及狩獵的規範或獵人間相互 

默許之潛規則。並針對族人之回覆分析其意見，以更深層地理解東埔部落之狩獵 

實 況 。

透過辦理培力課程以及工作坊，分享及傳遞自主管理制度之架構、行政契約 

之内涵，並將邀請瞭解族群文化之講師，分享相關知識，使族人透過學習，更能 

理解當前自主管理實務工作以及相關之技術性問題，更重要是基於當地布農族傳 

統文化慣習建置適地適宜的自主管理制度。

透過移地觀摩，觀察各場域的實作案例分享與工作資訊，可使各團隊相互間 

瞭解彼此現況、困境和難題。包括组織培力之方法、規約研擬之疑義、組織運作 

之經驗等，以協助東埔部落在實踐方法、步調與步驟上有所調整與助益。

因 此 ，本計畫以下列期程進行執行規劃：

1 .期初審查

( 1 ) 提送工作計畫書，內容包含本計畫工作項目、訪談或調查時程、內 容 、

執行方法等之規劃。（已完成）

2 .期中審查

(1) 完成東埔部落文獻資料收集與初步彙整。

(2) 完成至少15位東埔部落野生動物資源利用現況調查及意見蒐集（含訪談 

内容逐字稿）。

(3) 辦理獵人共識會議至少2場 次 。

(4) 辦理部落自主管理培力課程暨工作坊（至少2場次）。

(5) 辦理野生動物監測及保育實務培力課程（至少 I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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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末審查

( 1) 完成東埔部落文獻資料收集與彙整1式 。

(2) 完成至少25位東埔部落野生動物資源利用現況調查及意見蒐集（包含期 

中審查之15位 ）（含訪談内容逐字稿）。

(3) 完成獵人共識會議至少4場 次 （包含期中審查之2場次）。

(4) 完成部落自主管理培力課程暨工作坊至少4場 次 （包含期中審查之2場

次 ）。

(5) 完成野生動物監測及保育實務培力課程至少2場 次 （包含期中審查之1場 

次 ）。

(6) 完成狩獵自主管理移地觀摩1場 次 。

(7) 完成東埔部落狩獵自主管理自治自律公約1式 。

(8) 完成申請自用狩獵1式 。

12



--- --- 執行方法

參 、執 行 方 法 及 預 定 期 程

本計畫之研究方法分為兩大部分：一為文獻分析，一為實地田調訪查。

(一 ） 文獻分析法

1. 蒐集整理現行文獻中所記載之東埔部落以及其狩獵慣習與方法及祭儀等基 

礎資 料 。

2 .  彙整分析訪談田調所得之意見與資訊，以歸納可用經驗於未來修法之基 

礎 。

( 二 ）  田 野 調查法

訪問部落族人等，蒐集各方族人對於野生動物資源永續利用之想法與建議。 

在方法上先透過文獻分析，深人瞭解東埔部落之歷史脈絡與文化傳統，並由 

田野調查訪談，瞭解其傳統與文化，針對族人之回覆分析其意見，以更深層地理 

解東埔部落之實況。

此 外 ，本研究透過與部落族人相互協力之方式，以獵人共識會議形成共識， 

完成東埔部落狩獵自主管理自治自律公約；並共同完成部落自主管理培力課程暨 

工作坊、野生動物監測及保育實務培力課程以及狩獵自主管理移地觀摩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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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定期程

工 作 項 目

109年度 110年度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逐 步 了 解 部 落 現 況

部 落 狩 獵 現 況 調 查  

工 作 以 及 相 關 資 源  

利 用 之 資 訊 與 意 見

部 落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培 力 課 程 暨 工 作 坊

野 生 動 物 監 測 之 保  

育 實 務 培 力 課 程

獵 人 共 識 會 議

移 地 觀 摩

研 擬 東 埔 部 落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自 治 自 律  

公约

彙 整 東 埔 部 落 文 獻

資料

申 請 自 用 狩 獵

期 初 報 告 提 出

期中報告提出

期 末 報 告 提 出

預 定 進 度 累 計  

百 分 比

5% 15% 20% 35% 40% 55% 60% 75% 80% 90% 95%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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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晝執行

一 、文獻資料蒐集與初步彙整

(一 ）布農族簡介

布農族的部族群大致上分為六群，分 別 為 Takbanuaz (巒社群）、Takitudu 

(卓社群）、Takibakha (卡社群）、Takivatan (丹社群）、Isbukun (郡社群）和 

Tapukul (蘭社群）。東埔部落屬於郡社群7 ，其家庭文化以布農族習慣之父系繼嗣 

為原則，且呈現出民主樣貌，強調活動成員的身份地位，是依個人後天的努力與 

能力而來的，而非與生倶來。此外布農族也認為個人的能力是經由實際的社會活 

動的結果，得到所有成員的無異議之認定，當成員不能達成共同的意見時，將導 

致領導者的替換或活動單位的分裂8。此 外 ，布農族對於家庭的觀念則在於是否能 

共 享 、共食和同住。而布農族的宗教觀則是強調hanitu此種靈性的存在，其宗教 

觀也展現於儀式活動中，例如打耳祭是為展現個人所具有的h a d to力量如何克服 

動物及自然環境9。在社會變遷、市場經濟和外來宗教傳人之影響下，直至當代已 

經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樣貌。

(二 ）布農族的遷移與影響

布農族作為台灣各原住民人口中的第四大族群，分布區域也是僅次於泰雅族 

的廣袤，而這背後原因在於布農族的社會特質以及其所致的頻繁性遷移。在社會 

特質上，包含對個人能力的追求與展現，而這也促成族群在結果上和過程中不斷 

地分裂、再 組合，而這樣情形也與土地相關，除包含自然地理上的移動，同時也 

建構出地理上人為的空間型態（或稱為地景）1(5。此 外 ，隨著人口增加、耕地不 

足或異族逼近也是使布農族聚落遷移的重要原因，且在過程中不斷的分裂也使得 

家的數目增加，也因此在空間上需求也增加，致使布農族在人口聚落上呈現散居

7 海樹兒犮刺拉菲，布農族郡大杜部落歷史研究，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8年 1 0 月，頁3 8 。 
8 黃應貴，東埔社布農人的杜會生活，中研院民族所，1992年 1 0 月 ，頁23 «
9 黃應貴，布農族，三民書局，20 0 6年 6 月 ，頁2 8 。
1 0 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 7 月，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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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式 。除 了 聚 落 變 遷 的 内 在 因 素 外 ，也 包 含 外 在 因 素 ，其 中 ，國家政策即為重要

的 因 素 。曰治時期為方便治理而將以散居為居住型態的布農族人集中移住至一

處 ，實 施 十 年 移 住 計 畫 ，並 且 在 移 住 之 地 設 置 公 共 設 施 、警察機關駐在所及蕃童

教 育 所 ，並 且 為 了 提 供 日 軍 足 夠 的 糧 食 ，也 在 新 聚 落 推 行 水 田 耕 作 。此種新聚落

的 產 生 ，連 帶 地 影 響 聚 落 成 員 組 成 、領 域 改 變 及 新 身 分 角 色 的 出 現 。除了聚落的

政 策 性 遷 移 外 ，日本政府也擬定山林治理的相關政策，將 山 林 原 野 地 國 有 化 ，並

禁 止 布 農 族 焚 獵 。國 民 政 府 時 期 ，延 續 了 日 治 時 期 制 度 ，包含山地三大改進運

動 、山 地 行 政 區 的 劃 設 、道 路 開 闢 、土 地 重 劃 及 地 方 自 治 ，讓聚落性質及居住形

態 帶 來 改 變 ，且 隨 著 西 方 宗 教 的 進 入 ，教會的設置也增添了聚落内的多元異質性 

n 〇

1 . 國家政府時期前的遷移

布 農 族 人 的 部 落 （A sa n g) 遷 徙 之 起 源 有 許 多 說 法 ，包含從中國經臺灣海峽 

經西部平地到山脈與山脈交叉口最低點 Lamungan (今 南 投 、名 間 一 帶 ），再遷移 

到 今 所 習 慣 稱 為 「舊 部 落 」的 Asang daingaz ( 或 稱 M ai-asang) 的 「中國大陸 

說 」；以 及 由 西 部 平 原 地 區 遷 移 至 L am ungan的 D 5近 L am ungan說 」、洪水神話 

所 指 出 的 「玉 山 附 近 起 源 說 」。若 從 考 古 硏 究 結 果 來 看 ，其遷移似因人口增加過 

多 導 致 土 地 資 源 爭 奪 及 族 群 互 動 所 致 ，而 由 今 彰 化 、臺南等地往高山地區移動  

12。至 布 農 族 祖 聚 居 地 （ Asang daingaz) 時 期 ，也 進 人 較 清 楚 的 口 述 歷 史 時 代 ， 

因而日籍學者馬淵東一依照口述資料將布農族遷移分為兩期： * 12

1 1 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 7 月 ，頁9 至頁1 1。
12海榭兒犮剌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 1 2月 ，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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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遷移路徑

第一期

前進 Asang daingaz
西半平地各處一 Lamungan等 地 一 祖聚居地

第二期 

領域擴張期

祖 聚 居 地 一 東 部 花 蓮 、台 東 、南投及高雄

(本研究整理製表）

在第一期移動中，各社群以自身舊社為中心創設部落，在此確立部落氏族组 

織基礎13。然而，對於這一期如何移動到舊大社位置之資料不多，從口述資料大 

約可得知是從臺灣西部平原往東前進，流傳最廣且為布農族熟知的袓居地就是 

L a m u n g a n，其位置據說在今竹山鎮社寮一帶I4 ，而此一時期的布農族移動原因可 

能源自於平原地區漢人的壓迫15 16。相較於巒社群、丹社群、卡社群及卓社群曾經 

合住，東埔部落所屬的郡社群，是單獨從北方南下的社群，遷徙路線係由南投平 

地往嘉義、南投的丘陵地帶移動，而隨著與其他社群的布農族相遇，且加上居住 

地久旱無法耕作，而向南移動至郡大溪流域，在過程中與其他社群間也較無互動 

16。而東垴部落更是直至晚近的150年前，才有其中一氏族往西跨越西郡大山和西 

巒大山，並與鄒族L u f t u 群約定以一隻火槍、一支弓 '一個鍋子，還有殺豬、釀 

酒作為代價，取得東埔一帶之土地17 «

在第二期領域擴張時期，布農族的遷移源自於當時東部幾乎是無人煙地帶， 

野生動物多、土地肥沃，作為獵場和耕地都是非常好的條件，也能使族人從事祭

0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统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 

篇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天書局出版，2011年 1 月，頁 162 »
14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 

篇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天書局出版，2011年 1 月 ，頁165 •
15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 

篇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天書局出版，2011年 1 月，頁 166 «
16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 

篇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天書局出版，2011年 1 月 ，頁1 67。
n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屑之研究：第一冊本文 

篇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天書局出版，2011年 1 月 ，頁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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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和 餽 贈 活 動 ，同時布農族各式群在其舊社因人口增加，也 因 著 北 方 泰 雅 族 、西 

方平埔族及西南方鄒 族 勢 力 不 可 侵 犯 ，因 此 ，布 農 族 開 始 往 東 方 、東 南 方 移 動 ， 

主 要 在 今 花 蓮 縣 卓 溪 鄉 境 内 的 太 平 溪 和 拉 庫 拉 庫 溪 兩 流 域 建 立 聚 落 。而在此時  

期 ，郡 社 群 往 東 部 的 遷 移 ，相 較 於 丹 社 群 、巒 社 群 更 晚 ，遷移過程也持續與鄒  

族 、沙 阿 魯 哇 族 、魯 凱 族 、卑 南 族 等 衝 突 ，並且向內本鹿一帶及周遭河川溪流往 

南 拓 展 勢 力 範 圍 ，成 為 布 農 族 中 遷 移 最 遠 的 部 族 。而 談 及 遷 徙 原 因 ，除找尋獵場 

或 耕 地 之 外 ，也 會 因 不 服 部 落 領 導 者 而 被 驅 逐 ，也 因 此 郡 社多為遷徙的先鋒者， 

使得分布領 域 在 布 農 族 各 社 群 中 為 最 廣 ，也相對容易遭遇與其他族群衝突的可能

18。若 是 在 遷 移 時 發 現 到 可 耕 可 獵 的 土 地 ，布農族也會透過氏族關係延續路線往 

東 移 動 ，讓同一家族的成員 共 享 耕 地 和 獵 地 ，從中也突顯出布農族同一家族有土 

地使用的共同權利19。

2 . 日本政府及國民政府時期的遷移

到 了 日 本 政 府 時 期 ，初 期 儘 管 採 取 有 限 、消 極 且 懷 柔 的 理 番 工 作 ，内容仍是 

依 循 清 朝 時 期 的 手 段 ，例 如 隘 勇 和 隘 勇 線 的 設 置 、墾 撫 局 設 立 、通 事 許 可 、教育 

所 、交 通 道 路 等 ，爾 後 才 開 始 積 極 以 武 力 鎮 壓 ，並 且 在 1909年 進 一 步 頒 布 「理蕃 

事業五年計畫書」（五 年 討 伐 計 畫 ）。頒 行 理 蕃 事業五年計劃書後初期，日本政府 

對 布 農 族 採取較溫和的撫育政策，在 1914年 才 開 始 轉為武裝的敵對衝突，開始設 

立 分 遣 所 ，後續改為駐在所或警戒所以方便監視 2° 。此 後 ，布農族人對曰軍出草 

的 次 數 也 漸 漸 頻 生 ，1922年的威撫時期開始嘗試推行小規模集團移住，布農族開 

始 感 受 到 強 烈 的 威 脅 ，出 現 集 體 性 的 出 草 行 動 ，展現布農族人對土地守護的積極 

能 動 性 。日本政府將布農族人的出草行為視為反叛的，有 罪 的 ，也開始武裝進佔 

布 農 族 各 領 域 ，並沿著山麓河川設置電鐵絲網防線防堵，也針對布農族部落進行 * 1

1S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 7 月，頁 3 6。
1S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 

篇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天書局出版，2011年 1 月 ，頁 182。
M海樹兒犮剌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邊移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 1 2月 ，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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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規 模 的 強 行 搜 索 與 砲 轟 ，甚至埋放地雷進行討伐行動21。隨 著 「討 伐 」告一段 

落 ，日本政府開鑿主要道路、定 耕 指 導 獎 勵 、衛 生 教 育 等 推 廣 ，也在部落設置可 

監 控 部 落 生 活 的 「頭 目」。〗930年 發 生 霧 社 事 件 後 ，日 本 重 新 檢 討 理 蕃 政 策 ，並 

在 1933至 1934年 ，推動影響布農族巨大的「集團移住」政策22。

1933年後曰本政府大規模推行布農族的集團移住政策，除 因 政 治 、教育目的 

外 ，亦 為 了 取 得 山 林 資 源 。南 投 地 區 布 農 族 之 移 住 ，主要於大規模集團移住後  

期 ，郡 社 、巒 社 、丹社和部分卡社之新移住區域為陳有蘭溪之沿岸台地，包含羅 

娜 、望 鄉 、新 鄉 等 ，而部分則 移 至 今 明 德 、地 利 、人 和 等 村 ，卡社則主要集中於 

潭 南 村 。而相對於上述社群各部落受到集團移住政策影響而遷移，東埔社布農族 

人 在 過 去 遷 居 的 動 機 、原 因 ，多是因聚落本身受到居住地人口增加、耕 地 狹 隘 、 

獵 物 減 少 等 影 響 而 遷 移 ，而未受到集團移住政策太大的衝擊，而持續居住於陳有 

蘭溪及沙里仙溪交會處至今23。

曰本政府的移住政策對布農族社會文化造成劇烈的影響，在政治層面曰本引 

進 的 「頭 目 」制 度 取 代 了 布 農 族 原 先 的 長 老 Madadaingaz (或 M asituhas) ，以及 

因個人能力而被推舉成為部落内政治領導者 L a v ia n，以貫徹曰本政府在部落的統 

治 。而 在 生 產 活 動 上 ，日本 政 府 透 過 官 辦 「交 易 所 」的 設 置 ，統 一 、限制部落與 

其他部落或與他族交易的產品及數量，更推行水田稻作的定地耕作生活方式，使 

稻 米 取 代 小 米成為部落的主食，從而影響部落日常生活模式及祭儀活動的推展。 

此 外 ，日本政府也將貨幣引人部落，促 成 部 落 資 本 化 和 私 有 化 ，使部落開始依賴 

外部經濟24 » 而 在 土 地 方 面 ，日本政府將土地收歸國有，力a上強力推行集團移住 

及定耕化農業 > 破壞原先部落土地所有和分配的傳統文化，甚至促使原先土地上 

居住的族群被迫遷移或合併至其他社。例 如 鄒 族 Luhutu群因布農族的移住而被迫 12

海樹兒犮剌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 1 2月 ，頁 193。 
海樹兒犮到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 1 2月 ，頁 19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 蕃社概況，2 0 1 1年
12 月，頁 209 <■
海樹兒犮剌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 1 2月 ，頁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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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中 ，並 且 與 布 農 族 人 混 居 ，1931年更在日本政府干預下舉行鄒族與布農族的獵 

區 讓 渡 儀 式 ，被迫同意以楠梓仙溪為界將東至荖濃溪的獵場割讓給布農人。

國 民 政 府 時 期 ，1950年 擬 定 山 地 施 政 要 點 ，大 抵 延 續 了 日本時期的理蕃政  

策 ，後 續 政 府 也 頒 訂 山 地 三 大 運 動 ，包 含 山 地 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獎勵山地 

實 行定耕農業辦法及獎勵山地育苗造林實施辦法，更全面地對南投區布農族部落 

產 生 影 響 。

經過日本政府集團移住政策及國民政府時期山地三大運動，當代部落意涵已 

經 和 布 農 族 傳 統 部 落 A s a n g不 同 ，加 上 經 過 當 代 行 政 區 劃 ，更使得部落傳統聚落 

受 到 切 割 ，連帶對於部落之授獵文化產生影響。

( 三 ）布農族狩獵文化

傳 統 上 布 農 族 將 土 地 分 做 「耕 地 」、「建 地 」及 「獵 場 」三 種 ，其中獵場的範 

圍 比 起 建 地 及 耕 地 都 來 得 更 廣 泛 。布 農 族 的 獵 場 以 山 脈 稜 線 為 界 ，由氏族  

( s id oq) 持 有 ，因為強調最早到一個地方的人有耕地及獵場的最大選擇權，後到 

者對於耕地及獵場取得必須經先來者同意 25，因此導致在遷移的過程中找尋適合 

的 獵 場 和 耕 地 更 為 重 要 。相較於 農 作 ，狩 獵 並 非 布 農 族 最 重 要 的 ，僅於農閒時進 

行 ，日常生活的蛋白質來源多以家中畜養的禽畜為主要，且狩獵目的不單只是要 

獲 得 獵 物 ，源自於布農族人相信對居住空間的侵犯是對其生命的威脅 26，因此相 

較 於 捕 獲 獵 物 ，更 重 要 的 是 巡 邏 ，也 因 此 ，狩獵的社會意義遠高於其生產意義。

布 農 族 依 照 家 （lum ah) 為 生 活 單 位 ，而 這 也 是 遷 徙 成 員 的 組 成 單 位 ，且在 

布 農 族 狩 獵 文 化 未 遭 遇 「集團 移 住 」前 ，氏 族 （sid oq) 所持有的獵場係布農族為 

獵 場 規 範 之 重 要 的 傳 統 原 則 = 只 要 是 同 氏族成員皆可使用獵場，並且一同分享在 

獵 場 中 獲 得 的 獵 物 ，從 中 展 現 出布農族的共享觀念。而當非屬於該氏族的獵人要 

至 獵 場 打 獵 時 ，可 在 經 過 列 場 所 有 者 同 意 後 前 往 ，並且將所得之獵物分送給獵場

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 7 月 ，頁 2 。

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 7 月，頁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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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者 。而獵場的繼承權並非完全採血統身分之認定，主要考量家族成員中對獵 

場熟悉度與打獵能力後公議而決定。

傳統上布農族狩獵型態分成三類，焚 獵 、帶犬隻組成獵隊以及個人設陷阱。 

焚獵以往是一年一次並由全氏族的男人舉行，獵 物 由 氏 族 成 員 平 分 ：獵隊打獵則 

由6-8人 組 成 ，並在獲得獵物後依功分肉，通 常 將 頭 、前腳和胸分給打中獵物者， 

其 他 則 平 分 ；焚 獵 和 獵 隊 的 狩 獵 模 式 ，通常都會公議選派出領導者進行。單獨設 

陷 阱 的 狩 獵 ，原則上是在個別家族獵場進行，若 要 前 往 其 他 家 族 之 獵 場 ，同樣須 

徵 得 獵 場 所 有 者 之 同 意 ，並於狩獵後將獵物前腿送給獵場所有者27。而在三種傳 

統 狩 獵 型 態 下 ，郡社群東埔部落常見的狩獵丄具包含下表幾種28 :

族語名 方法

ahu 利用繩套捕捉山晃或小烏

liung 用竹茅刺殺山羊、野豬和鹿

dangal 將野豬誘引到棚架下，再以重石壓死

puasu 指揮獵犬追捕野獸

hanup 露宿山中狩獵

matahalamu 夜半時分靜候野獸前來並射殺之

(本研究製表）

布農族的狩獵型態也展現出蘊含於社群內的共享特質，儘管狩獵成員間因貢 

獻 有 所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所 得 ，但 擁 有 獵 場 的 氏 族 ，包 含 姻 親 ，即使未參與狩獵仍能 

獲得獵物29 » 此 外 ，在狩獵活動結束的歸途中若遇到人得與其分享獸肉，接近部 

落 時 ，以 鳴 槍 或 喊 叫 方 式 通 報 ，家 人 聞 聲 趕 緊 出 門 迎 接 ，回到部落後舉行慶祝酒 

宴 ，並 將 獵 物 分 送 。郡社群東埔社習慣的獵物分配法為將獸肉均分，獵物的頭顱

27黃應貴，東埔社布農人的社會生活，中研院民族所，1992年 1 0月 ，頁31 •
a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惯調查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 

前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7年 1 2月，頁 115。
a 黃應貴，東埔社布農人的社會生活，中研院民族所，1992年 1 0月 ，頁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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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獵 捕 者 取 得 ，頭 顱 及 腳必須放在眾人容易看到的地方，若 為 犬 獵 ，則須將動物 

毛皮分給獵犬主人3()。

在 東 埔 社 ，打 獵 不 僅 是 提 供 必 要 肉 類 的 活 動 ，更是分辨男女身分角色與地位 

的基礎 31。布 農 族 狩 獵 之 動 物 多 以 鹿 、山 羊 、羌 、野 豬 、猴 等 為 主 ，而從狩獵物 

種 的 限 制 也 展 現 布 農 族 人 傳 統 的 動 物 分 類 ，主 要 是 以 「可 食 」與 「不 可 食 」，以 

及動物生活空間限制及其與人親密的程度而訂。而 依 據 文 獻 記 載 ，郡社群東埔社 

的 狩 獵 文 化 中 的 禁 忌 ，包 含 ：婦 女 碰 觸 獵 具 、出 發 前 夢 占 不 吉 利 、途中有人放屁 

或 打 噴 嚏 、鳥 聲 不 吉 利 、看 見 蛇 或 蛇 皮 等 ，若有此類情形均必須取消狩獵行程

32 0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 
前篇，中央研究院民旗學研究所，2007年 1 2月 ，頁114。
黃應貴，東埔杜布農人的社會生活，中研院民族所，1992年 1 0月，頁8 5。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 

前萬，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7年 1 2月 ，頁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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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自用狩獵之許可

本 計 畫 已 於 109年 10月 16日 依 據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第 十 八 條 之 規 定 ，經南 

投 縣 政 府 層 轉 向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申 請 ，於 109年 11月 16曰取得農委會一年期之 

自 用 狩 獵 許 可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有 82名東埔部落族人參與此次狩獵自主管理申  

請 ，另 包 括 計 畫 主 持 人 、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主任秘書鄭錫奇及特有 

生物保育研究中心專任研究助理陳宏彰等三人。首次申請狩 獵 自 主 管 理 之 數 量 ： 

臺灣野山羊 50隻 、臺灣野豬 50隻 、山羌200隻 、臺灣彌猴 20隻 、白面鼯鼠及大赤 

鼯鼠總計 50隻 、白鼻心20隻 、藍腹鵰 20隻 、松 鼠 20隻 、黃 喉 貂 20隻 、水 鹿 300 

隻 、帝雉 10隻 ；此 外 ，首 次 申 請 狩獵自主管理之區域，以 東 埔 村 界 為 基 底 ，不超 

過 南 投 縣 信 義 鄉 鄉 界 ，依照訪談及共識會議上東埔族人所劃定之山脈、河川等地 

點 ，標示其位置及區域界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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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第 一 次 部 落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培 力 課 程 暨 工 作 坊 及 獵 人 共 識 會 議

(一 ） 日 期 ：109年 10月2 5日 （日）下午 13時

(二 ）  地 點 ：東 埔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79號 ）

(三 ）  出 席 人 員 ：計 畫 團 隊 、南投林區管理處葉旭容技正及2S位 族 人 。

(四 ）  課 程 暨 工 作 坊 內 容 （會議參與狀況照片如下）。

1• 狩 獵 自 主 管理培力課程（計畫主持人）（略 ）

2 . 獵人共識會議

( 1 )  討論東埔部落狩獵自主管理申請之獵區範圍劃定。

( 2 )  討論東埔部落狩獵自主管理申請之獵人證樣式設計。

( 3 )  討論東埔狩獵自主管理申請之獵人證頒發儀式。

( 4 )  討 論 109年原住民族全國獵人大會進行移地觀摩時各團隊所需報告事 項 。 

(5 ) 討論未來邀請鄒族獵人協會至東埔部落交流狩獵自主管理推動事宜。

( 圖 ：計晝主持人講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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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日 期 ：109年 11月2 2日 （日）下午 13時

(二 ） 地 點 ：東 埔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79號 ）

(三 ） 出 席 人 員 ：臺北大學張惠東助理教授及其團隊、南投林區管理處楊曼 

蕾 課 長 、南投林區管理處葉旭容技正及42位 東 埔 族 人 。

(四 ） 課 程 曁 工 作 坊 内 容 （會議參與相片如下圖）：

1 .  自主管理培力課程（計畫主持人）（略 ）

2 .  獵人共識會議

( 1 )  東埔部落狩獵自主管理自治自律公約。

( 2 )  討論 109年 12月 12日東埔狩獵自主管理申請之獵人證頒發儀式規劃。

( 3 )  討論與周遭部落說明東埔部落執行狩獵自主管理推動之事宜。

( 4 )  討論狩獵自主管理獵人證樣式。

( 5 )  討論東埔部落獵人組織架構圖。

四 、 第 二 次 部 落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培 力 課 程 暨 工 作 坊 及 獵 人 共 識 會 議

( 圖 ：計晝主持人講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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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野生動物監測之保育實務培力課程

(一 ） 日 期 ：109年 10月2 5日 （日）下 午 13時

(二 ） 地 點 ：東 埔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79號 ）

(三 ） 出 席 人 員 ：臺 北 大 學 計 畫 團 隊 、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主任 

秘書 鄭 錫 奇 及 專 任 研 究 助 理 陳 宏 彰 、南投林區管理處水里工作站謝光 

普 主 任 、南投林區管理處葉旭容技正及28位 東 埔 族 人 。

(四 ） 課 程 內 容 ：本次課程内容以野生動物調查監測為主軸，說明紅外線自 

動 照 相 機 款 式 、操 作 基 本 原 理 和 監 測 目 的 ，此外也介紹既有野生動物 

監測實際操作 之 相 關 案 例 ，課 程 參 與 狀 況 如 下 圖 ：

( 圊 ：主秘鄭錫奇講授課程）

( 圖 ：專任助理陳宏彰講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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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東埔部落野生動物資源利用現況調查及意見蒐集

( 一 ）受訪者清單

訪 談 15名 東 埔 部 落 獵 人 ，其 中 六 名 居 住 於 六 鄰 ，六 名 居 住 於 第 五 鄰 ，此 

外 第 一 鄰 、第二鄰及第三鄰人員各一名，其他詳細受訪者資料呈現於下表：

訪談時間 姓名 性別 年齡 居住地

20201002 方 ◦ 平 男 68 第六鄰

20201002 方〇龍 男 68 第六鄰

20201002 方 0 明 男 58 第六鄰

20201003 史 0 成 男 55 第六鄰

20201003 方 ◦ 雄 男 54 第六鄰

20201003 伍 0 華 男 51 第一鄰

20201003 伍 0 安 男 27 第二鄰

20201003 方 0 光 男 54 第三鄰

20201023 伍 0 村 男 69 第五鄰

20201024 全 〇光 男 56 第五鄰

20201024 王〇傑 男 31 第六鄰

20201025 方 ◦ 評 男 65 第五鄰

20201025 伍 ◦ 育 男 51 第五鄰

20201025 方〇龍 男 45 第五鄰

20201025 方〇水 男 59 第五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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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野生動物資源利用現況

依 照 15位 受 訪 者 的 訪 談 内 容 ，分別整理出布農族東埔部落狩獵文化現況及布 

農族東埔部落傳統狩獵文化之表格：

1.布農族東埔部落狩獵傳統

訪談主題 内容

實際狩獵地區

東 埔 部 落 獵 區 採 嚴 格 的 家 族 式 管 理 ：

1. 方 家 以 往會從塔塔加往南至楠梓仙溪、小 南 山 狩 獵 ，並且 

與 王 家 共 用 獵 場 ，包 含 郡 大 山 、東 埔 山 一 帶 。

2 .  伍 家 、司 家 及 史 家 以 八 通 關 父 子 斷 崖 、樂 樂 溪 、沙 里 仙 、 

觀 高 為 主 要 獵 場 ，與王家和方家以八通關跟觀高山為界。

傳統獵場包含無雙部落、秀 姑 巒 大 水 窟 山 、馬 博 山 一 帶 。

獵場重疊 

或排斥

若 發 現 有 人 至 家 族 獵 場 狩 獵 或 放 陷 阱 ，會邀請其來聚餐並且 

以 歌 唱 方 式 表 達 勸 戒 ，若 該 人 聽 懂 了 ，就 會 自 行 離 開 ，若仍 

聽 不 懂 ，就會摑掌該人以示懲戒和警告。

主要獵具 陷 阱 獵 ，包 含 鋼 絲 套 索 ，此 外 也 使 用 犬 獵 、茅 及 火 藥 制 槍 。

狩獵時間帶 不 限 。

主要狩獵方式

家 族 式 的 共 同 前 往 ，出 發 前 會 舉 行 槍 祭 ，且習慣將動物烘烤 

後 以 減 輕 重 量 帶 下 山 ，若有獵捕到動物會在高處吶喊以向族 

人 表 明 其 收 穫 ，吶喊聲長短與獵獲成果豐富與否相關。

主要獵物 山 羊 、山 羌 、飛 鼠 、猴 子 及 水 鹿 皆 有 。

狩獵目的 曰 常 飮 食 、換工及傳統祭儀所需等。

狩獵禁忌 

與規範

鳥 占 ；嚴 格 的 家 族 獵 場 管 理 ；若要前往其他家族獵場需先告 

知 並 且 事 後 分 送 獵 物 ；不 獵 捕 獼 猴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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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農族東埔部落狩獵現況

訪談主題 內容

實際狩獵地區

郡 大 山 、望 鄉 山 、十 八 重 溪 、郡大林道 18k ' 彩虹瀑布以及新 

中 橫 公 路 前 往 塔 塔 加 、神 木 村 、自 忠 。無 雙 舊 部 落 、大水窟 

山 （宣示性尋根活動）。

獵場重疊

十 八 重 溪 、郡 大 林 道 、沙 里 仙 溪 、和 社 溪 、無雙舊部落和塔 

塔 家 至 自 忠 等 地 區 ，皆 有 其 他 部 落 （如 羅 娜 ）或其他 族 群  

(如 鄒 族 魯 富 都 群 ）有 獵 場 重 疊 之 可 能 性 。較特殊者為東埔 

一 鄰 因 被 劃 人 玉 山 國 家 公 園 ，伍家家族認為其家族有其家族
或排斥

專屬之排他性獵區。

若 衝 突 發 生 時 多 為 口 頭 勸 戒 為 主 ，或提醒外來者需有東埔部 

落族人協同才得狩獵。

主要獵具 以 槍 枝 為 主 。

狩獵時間帶 以 10月至 12月 冬 天 之 農 閒 時 為 狩 獵 旺 季 ，頻率約為半個月一

及頻李 次 。多為夜間8時或9時 出 發 ，隔日日出前返 家 。

主要狩獵方式

多以現代交通工具沿著公路前往獵區進行狩獵。因動物數量 

較 多 ，得 以 直 接 在 車 上 以 獵 槍 為 之 。此 外 ，因 交 通 便 利 ，多 

可 當 日 往 返 ，無需如過去一般燻烤獵物以減輕重量後揹送。 

通 常 狩 獵 團 體 之 組 成 為 兩 人 以 上 ，若 有 不 同 世 代 獵 人 同 行 ， 

年輕人需協助負責送獵物下山。

主要獵物 山 羊 、山 羌 、飛 鼠 、猴子及水鹿等動物。

狩獵目的 時 常 配 合 教 會 活 動 ，另 若 有 婚 嫁 祭 儀 ，也會進 行 狩 獵 活 動 。

狩獵禁忌
维 持 夢 占 傳 統 ，蛇 為 凶 兆 ，夢 到 柴 火 、大胸部的女子等夢境 

時 ，將 會 豐 收 。喜 喪 事 當 天 不 得 狩 獵 。狩 獵 前 忌 諱 放 屁 、吹
與規 f e

噓 、開 玩 笑 '掉 東 西 。女 性 不得參與狩獵。不 得 獵 捕 黑 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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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結

訪 談 中 有 幾 點 值 得 記 述 ：

― 、當今實際狩獵地點已因時間推移，與 傳統獵區有些出入。

二 、 現 代 生 產 經 濟 方 式 以 農 業 為 主 ，因此狩獵活動多於冬天農閒時進行，且 

冬 天 動 物 為 避 寒 下 山 ，也使冬天進行狩獵活動更易有所得。受西洋宗教 

影 響 ，自冬季開始有較多活動，至 隔 年 四 、五月為主要狩獵季節。

三 、 多 位 受 訪 者 提 及 ，受 到 動 物 數 量 過 多 之 影 響 ，獵 場 環 境 遭 到 破 壞 ，導致 

生 態 失 衡 ；獵場植株被水 鹿 磨 角 而 環 狀 剝 皮 ，山羊等動物過多亦會破壞 

山 林 。

四 、 玉 山 國 家 公 圜 成 立 後 ，由於在數百年來的傳統獵區內突然嚴格禁止狩  

獵 ，破 壞 了 東 埔 獵 區 陷 阱 獵 的 傳 統 習 慣 。而在在動物數量過多的情況  

下 ，傳 統 的 陷 讲 容 易 被 動 物 破 壞 ，陷阱獵的方式在實際上也不可行，逐 

漸 改 採 以 槍 獵 為 主 。

五 、 現 代 交 通 工 具 以 及 公 路 的 開 設 ，影 響 狩 獵 模 式 。過去需步行數日以人工 

背 負 獵 物 ，現 今 則 已 可駕車於公路沿線狩獵，並 可 當 日 來 回 ，無須將動 

物 烘 烤 後 帶 下 山 。除衝擊過去家族式獵場管理的傳統文化，也可能使部 

落族人之間更容易產生獵場衝突。

六 、 對 於 林 務 局 推 動 之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試 辦 計 畫 1 受訪者普遍表示支持與肯  

定 ，認 為 從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出 發 ，未來可以漸進式地走向原住民多方位的 

自 主 管 理 ，也期望藉由此計畫振興傳統狩獵文化，藉由恢復布農族狩獵 

的 集 體 傳 統 規 範 ，重建布農族狩獵秩序。

七 、 族 人 普 遍 對 於 自 然 生 態 保 育 有 一 定 認 知 ，於動物繁殖期均主動停止狩  

獵 ，並重視獵場生態環境之维護，以養育更多的獵物在獵場内繁殖。

八 、 過去的狩獵禁忌在現代社會，有 某 些 仍 被 遵 循 ，某 些 不再成為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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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移 地觀摩

(一 ） 日 期 ：109年 11月0 2日 （一 ）至 11月0 4日 （三)

(二 ） ±也點：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

(三 ） 出 席 人 員 ：計 畫 團 隊 成 員 ，及 10名 東 埔 族 人 。

(四 ） 活 動 內 容 ：參 與 109年原住民族全國獵人大 會 ，並由部落會議副主席 

史 文 成 先 生 於 會 議 第 二 日 報 告 東 埔 部 落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推 行 經 驗 與 現  

況 ，與 現 場 長 官 、貴 賓 及 試 辦 團 隊 進 行 交 流 ，活 動 參 與 紀 錄 如 下 圖 ，

( 圖 ：與林務局長、保育組組長及南投處育樂課課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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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獵場區域協調

由 於 歷 史 因 素 ，東埔之狩獵區域與其他部落或族群可能產生重疊或排斥，因 

此 東 埔 部 落 族 人 與 計 畫 主 持 人 ，於 11月2 1日下午至鄒族 久 美 部 落 ，就東埔實際狩 

獵 區 域 進 行 討 論 及 協 調 ，並 且 在 會議中擬出初步合作意向書草稿，雙方均支持原 

住 民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事 務 ，未來也將就獵區範圍持續進行協調。

( 圖 ：東埔部落族人與久美部落族人及計晝主持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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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錄

一 、訪談逐字稿全文 

時間：2020年10月02日

受 訪 者 ：方 0 平 先 生 、方◦ 龍先 生 、方 0 明 先 生 、方 0 雄先生 

問 ：我 們 今 天 主 要 是 想 要 問 ，就 是 叔 叔 那 個 你 們 打 獵 的 地 點 ，還有你們的一 

些 方 式 ，那 我 們 會 錄 音 ，跟你們 說 。

方 〇 明 ：我們都往後山打。

問 ：往 後 山 打 ，那麼那個地方以前也是你們家族的嗎？

方〇明 ：對 ，我們以前也是從那邊過來的啊。

問 ：後 山 ，我有帶那個地圖，東埔的話在 ...

方〇雄 ：你沒有那個 g o o g le的 嗎 ？

方〇明 ：用這個眼睛會壞掉，眼 睛 看 不 到 。

方 〇 雄 ：對 啦 ，你用電腦會比較清楚。

問 ：主要是想確認後山的位置在哪邊、地 點 。地 域 、地 點 在 哪 邊 。

方 〇 雄 ：我 們 的 獵 場 也 是 這 邊 ，現 在 在 打 無 雙 那 個 是 ，但是我們最近打是這 

個 。

問 ：這 邊 是 ？

方 〇 雄 ：啊 ...新 中 橫 、新 中 橫 公 路 。

方 〇 明 ：我 現 在 沒 有 打 ，郡 大 。

方 〇 雄 ：然 後 郡 大 山 、望 鄉 山 這 個 ，啊 也 有 往 哪 個 ，還是我們沒有往東光那 

個 ，好 像 是 伍 家 的 欸 ，八 通 關 那 個 。

方 〇 龍 ：大 部 分 就 是 往 這 個 郡 大 山 ，也 有 到 那 個 八 通 關 啦 ，但 是 比 較 遠 、比 

較 遠 。

問 ：那你們打獵打多久？

方 〇 平 ：很 久 啦 。

方 〇 明 ：國 小 。

問 ：國小畢業？

方 〇 龍 ：以 前 都 是 跟 那 個 阿 公 啦 、外 公 啦 ，啊 現 在 他 們 走 啦 ，換 我 們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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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一 樣 是 現 在 是 動 物 比 較 多 ，以 前 打 獵 都 要 到 比 較 遠 的 地 方 ，啊現 

在 動 物 很 多 ，有 時 候 一 個 禮 拜 去 那 邊 空 空 的 回 來 ，以 前 ，現在很多 

啦 ！

問 ：喔 ...欸 那 我 們 看 一 下 這 個 （展示地圖），那現在你們打獵的方式是用搶還 

是 用 陷 阱 ？

方 〇 龍 ：搶 啦 ，現在買不到陷 阱 。

問 ：搶 比 較 多 。

方〇龍 ：現 在 是 用 倒 的 。

問 ：倒 的 ，鋼 絲 那 樣 。

方 〇 平 ：對 。

問 ：現在用比較多是搶的。

問 ：獵 搶 。

方〇 明 ：現在大部分是獵槍啦。

方〇龍 ：我 們 以 前 老 人 去 放 喔 ，一 個 禮 拜 去 看 ，我 們 現 在 吼 ，今天晚上去凌 

晨 回 來 就 有 啦 。

問 ：因為動物太多了。

方 〇 龍 ：對 啊 ，就 用 搶 啦 ，很 方 便 。

方〇 明 ：以前我們放一個禮拜，可 能 沒 有 到 （這麼久

方〇龍 ：下 雨 的 話 可 能 會 有 ，下 雨 的 話 動 物 會 跑 ，像現在開車子到最上面打 

就 有 看 到 了 。

問 ：那你們通常打獵的時間都是什麼時候比較多呀？幾月到幾月？

方 〇 平 ：冬 天 。

方 〇 龍 ：現 在 很 忙 ，種 菜 ，沒 有 時 間 。

方 〇 明 ：嗯 。

問 ：那我們看一 下 這 個 地 圖 * 通常你們打獵的位子是在 ...

方〇龍 ：這 個 有 往 神 木 的 嗎 ？這 個 這 個 ，阿 里 山 、塔 塔 加 ，也 是 往 那 邊 ，都 

是 走 溪 底 。

方 〇 明 ：溪 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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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彳主塔塔加的方向。

方 〇 龍 ：對 ，快要到鄒族的地方。

問 ：都是嗎你們？

方 〇 龍 、方 〇 平 、方 〇 明 ：對 。

問 ：所以剛剛說的後山就是這一帶。

方 〇 龍 ：這 邊 。

方◦ 明 ：新 中 橫 。

問 ：往 新 中 橫 那 邊 。

方 〇 平 ：嗯 。

問 ：所 以 大 概 是 這 兩 個 區 塊 ，好 ，我 們 現 在 在 這 邊 ，東 埔 在 這 裡 ，紅色的地 

方 ，然 後 剛 剛 長 老 們 是說會往阿里山這邊打，所以是往西南這邊打對不 

對 ？

方 〇 明 、方 〇 平 ：嗯 。

方 〇 龍 ：那 個 楠梓溪在哪裡，以前我們老人都往那邊，高雄的地方。

問 ：往 楠 梓 仙 溪 打 ，這 邊 嗎 ？

方 〇 龍 ：對 ，會從塔塔加下去 

問 ：最南邊就是這裡。

方◦ 明 ：嗯 。

方 〇 龍 ：那邊有一個叫做小南山，它 的 溪 。

問 ：喔 ，最 邊 邊 的 地 方 ，你 們 的 邊 界 。

方〇雄 ：對 ，以前我們方家都到那邊，現在那邊不是有我們獵人做的土堆。 

問 ：喔 ，所以南邊就是往械梓仙溪到小南山這一帶。

方〇龍 ：就自忠那邊也有一條路，往 森 林 裡 面 ，往 那 個 ，欸 ...鄒族的 地 方 。

方〇雄 ：就是出問題的那個地方，打 死 人 那 個 ，剛 好 就在那邊。

問 ：你 說 自 忠 那 邊 嗎 ？好 ，所 以 南 邊 是 到 楠 梓 仙 溪 ，然 後像自忠就是往這  

邊 。

方 〇 明 ：快到阿里山那邊。

問 ：快 到 阿 里 山 ，那會往北 打 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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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〇 龍 ：以前走路的話要兩三天，開車子的話就很近啊。

問 ：那你們往北通常是在哪個區塊，哪 個 地 方 ？

方 〇 龍 ：郡 大 山 、十 八 重 溪 那 邊 ，開 車 子 很 近 啊 ！大部分打獵就是往溪比較 

看 得 到 ，报 方 便 走 路 呀 ，不 要 走 危 險 的 路 ，走 溪 就 好 。

問 ：所以西到 自 忠 、南 到 楠 梓 仙 溪 ，北到十八重溪 ...

方〇龍 ：十 八 重 溪 在 下 面 ，在 豐 丘 ！

問 ：那這個範圍都是方家的，還是說是東埔部落？

方 〇 明 ：都 有 啦 。

問 ：所以現在方家的獵場都是在楠梓仙溪這一帶？

方 〇 龍 ：對 。

問 ：所以方家的獵場有一部分現在是有伍家的打？

方〇龍 ：對 。

問 ：那界線的話是在 ...

方〇雄 ：我們好像跟王家的重複吧！

問 ：所以現在沒有這麼明確的分誰家的誰家的這樣？

方 〇 雄 ：對 ，但我們儘量不要去其他家族的這樣。

問 ：喔 ，那 我 看 書 說 要 去 其 他 家 族 的 要 講 一 下 ，然後如果有打到要把獵物一 

部 分 給 別 人 這 樣 。

方〇龍 ：對 ，還 是 會 ，原 住 民 就 是 ，會 分 享 ，如 果 你 不 給 人 家 會 注 意 看 你  

耶 ，說你這 個 人 沒 用 啦 。

問 ：所以現在家族沒有這麼明確的劃分之外 ...

方 〇 龍 ：沒 有 ，現在就是你很認真找、打 就 是 你 的 。

問 ：那現在獵場有跟其他部落重疊嗎？

方 〇 明 ：別的…別 的 村 啦 。

問 .所以跟其他的村有一些 ...

方 〇 龍 ：像我那個堂哥他去那個…打 ，欸那邊不是那個郡社，仁 愛 鄉 。

方 〇 雄 ：比 較 少 ，除 非 有 人 帶 啦 ！

問 ：那 無 雙 在 東 北 吧 5 無 雙 ，那現在還會去無雙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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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〇 明 ：不 會 啦 ，太 遠 了 。 '

方〇雄 ：有 啦 ，我們一年有去尋根一次！

方 〇 明 ：可是無雙那邊都沒有動物啦，沒有草都沒有啦。

方 ◦ 平 ：底下那邊有溫泉那邊應該有 3 

問 ：無雙那邊現在都沒有動物了？

方 〇 平 ：那 邊 的草都沒有啦，被 山 羊 ，牠們吃過的東西都死掉。

方 〇 龍 ：原 來 那 個 林 務 局 說 打 水 鹿 啦 ，那 個 樹 都 乾 掉 啦 ，因為牠們用角磨那 

個樹皮 ..

問 ：所以因為水鹿所以樹都死掉？

方 〇 龍 ：以前老人說牠的角好像有毒欸。

問 ：以前打獵是自己吃還是？

方〇明 ：自己吃啦。

方 〇 龍 ：嘿大家一起分啦。

問 ：會是有人結婚還是教會有活動才去打嗎？

方 〇 龍 ：有 ！他 們 幾 個 年 輕 的 ，比 如 說 感 恩 節 ，教 會 一 起 吃 ，大家一起吃比 

較 好 吃 。

問 ：你們現在一個月或一週打獵大概幾次？

方 〇 明 ：有 空 就 上 山 啊 ！

方〇龍 ：很 少 打 欸 ，有 心 情 的 話 才 會 去 走 一 走 ，打 飛 鼠 也 是 ，飛 鼠 很 好 吃 ， 

動物最好吃的是飛鼠。

方 〇 平 ：可是現在飛鼠很少 啦 。

方 〇 明 ：很 少 啦 。

方 〇 龍 ：你要打的話一個晚上都打不到欸。

問 ：是 為 什 麼 ？

方〇明 ：以前那個飛鼠很多欸，隨 便 打一打就有。

問 ：那你們現在打獵會有什麼禁忌嗎？

方〇龍 ：以前比如說我們要去打 ...

方 〇 平 ：鳥往左邊這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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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〇 龍 ：對 ，我 們 就 馬 上 回 來 。

問 ：小烏從左邊往右邊就是不吉利？

方 〇 龍 ：對 ，往 上 面 的 話 可 以 。

問 ：以 前 會 看 這 個 。

方 〇 龍 ：對 ，老 人 。

問 ：那你們現在打獵會看鳥這樣嗎？

方〇龍 ：好 像 沒 有 欸 ，現在動物很多還要去禁忌？ ！

問 ：了 解 。

問 ：現在動物很多可是飛鼠比較少這樣？

方 〇 明 ：就 是 飛 鼠 比 較 少 。

問 ：是兩種都滅種？還是紅面或白面？

方 〇 龍 ：低 海 拔 才 有 拉 ！

方 〇 明 ：但是好像在仁愛鄉很多欸！

方 〇 龍 ：往 那 個 哪 裡 ，我 知 道 那 個 。

方 〇 平 ：以前河流這邊很多欸。

問 ：你 說 飛 鼠 嗎 ？

方 〇 龍 ：對 。

問 ：現在剩水鹿和山羊最多。

方 〇 雄 ：還 有 山 見 。

問 ：猴 子 呢 ？

方 〇 雄 ：猴 子 不 用 說 ，很 多 ，塔 塔 加 那 邊 。

問 ：那你們去打的話是自己去比較多？

方 〇 龍 ：一 個 人 去 比 較 多 。

方 〇 平 ：對 。

問 ：就帶著槍去嗎？

方 〇 龍 ：對 ，去 上 面 走 一 走 回 來 ，碰 運 氣 就 有 。

問 ：往 那 個 郡 大 山 那 邊 ，那 我 再 確 定 一 下 你 們 打 獵 的 地 方 ，往北會比較多打 

到 十 八 重 溪 ，往 西 的 話 是 塔 塔 加 、阿里山這一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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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〇雄 ：自 忠 ，應該算往神木村…

方◦ 龍 ：嗯 ，往 神 木 村 那 邊 。

問 ：往東的話是郡 大 。

方〇雄 ：東 郡 大 。

問 ：那這些地點哪一個比較常去打？

方 〇 明 ：現 在 都 開 車 ，然後往這個 ...

問 ：比較常去郡大？

方〇雄 ：現在好像年輕人去自忠，開 車 。

方 〇 雄 ：最近好像打獵的都在那邊。

方〇 哥 ：從 車 子 上 面 打 。

方 ◦ 龍 ：給他打一下然後就休息，不然人下來就跑掉！

問 ：那平常在哪裡打比較多？

方◦ 雄 ：差不多是郡大這邊啦 ^

問 ：東北這一帶？

方〇雄 ：望鄉山跟郡大 山 。

方 〇 龍 ：就是開車騎摩托車可以到。

方〇 明 ：以 前 要 走 路 。

方 〇 平 ：一個負責開車兩個負責打。

問 ：然後剛剛是說年輕人比較常往哪邊打？

方 〇 雄 ：自 忠 、新 中 橫 那 一 帶 。

問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分啊？

方 ◦ 龍 ：往那邊打比較輕鬆啦。

問 ：所以往郡大那一帶就要走？

方 〇 平 ：對 ！

問 ：那你剛剛說以前阿公打獵的時候往郡大比較多？

方 〇 龍 ：對 ，以前家裡走路要兩天，去無雙部落還要動物要用扛的。 

方 〇 明 ：要烤 一 烤 帶 下 來 ，比 較 輕 。

方 ◦ 雄 ：我們之前有二十人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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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去老部落的地方？

方〇雄 ：對

問 ：那我知道你們以前會烤一烤再帶下來，但現在用車載還會烤嗎？

方 〇 龍 ：現 在 就 不 用 啦 ，但如果恨 遠 就 會 要 啦 。

問 ：然後我看部落的群組會有山老鼠，這樣的事情會很多嗎？

方 〇 龍 ：有 ，被 抓 很 多 啦 。

問 ：所以都在這邊比較多嗎？

方〇龍 ：對 ，那 邊 檜 木 很 多 。

問 ：所以他們往郡大比較多？

方〇龍 ：也 有 其 他 啦 ，嘉 義 的 。

問 ：那他們這樣扛會影響你們抓到動物嗎？

方 〇 龍 ：他 們 山 老 鼠 在 ，我 們 就 不 進 去 ，因為那個機器一響動物就跑掉啦。

方 ◦ 明 ：他們有說也帶獵搶欸。

方 〇 雄 ：其實我們以前最南邊會到大水窟那邊。

方〇龍 ：那 邊 要 走 兩 三 天 ，我兒子他們有去說那邊，喔 ，像 路 燈 欸 。

問 ：大 水 窟 山 ，在 秀 姑 巒 山 再 往 下 ，這 很 遠 耶 ！

方 〇 明 ：以前阿公他們的時代會去那邊打獵。

方 〇 龍 ：以 前 阿 公 的 時 候 ，那裡有不一樣的水鹿。

問 ：最後想問長老們對狩獵自主管理的想法？

方〇龍 ：應 該 是 自 己 管 比 較 好 ，給 我 們 自 己 管 的 話 很 自 由 欸 ，自 己 狩 獵 ，不 

用 說 還 要 申 請 怎 麼 ，現 在 也 沒 有 申 請 ，以 前 有 ，很 久 以 前 有 ，你有 

打 到 一 隻 來 我 這 裡 登 記 ，來 我 這 裡 寫 ，你 打 到 幾 隻 也 要 到 這 裡 登  

記 。

問 ：但現在比較少

方 〇 龍 ：最近好像還沒有人到我這裡登記欸。

方 〇 明 ：都 是 偷 偷 摸 摸 。

問 ：那 如 果 之 後 部 落 要 自 己 管 狩 獵 這 件 事 的 話 ，長 老 們 有 什 麼 規 定 或 規 矩  

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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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〇 龍 ：可 能 打 的 話 不 用 來 我 這 邊 講 他 們 要 去 打 ，除 非 你 有 打 到 再 找 我 登  

記 。

問 ：就打到再講就好了，那有其他的規矩要放到打獵的那個 ...？

方 〇 平 ：像那個年輕人要打獵要有人去教。

方 〇 明 ：怎麼樣用那個槍。

問 ：像 你 們 以 前 是 阿 公 帶 你 們 去 打 這 樣 ，所 以 你 們 現 在 年 輕 人 去 打 ，不會像 

你們以前是阿公帶著這樣？

方 〇 明 ：我 們 老 了 ，背 不 動 了 。

方〇龍 ：尤 其 是 這 個 （酒 ）要 帶 欸 ，不 然 很 累 ！

方 〇 明 ：以 前 還 要 怕 那 個 國 家 公 園 會 抓 ，因 為 他 們 躲 在 下 面 ，所以讓我們部 

落自己管比較 好 。

問 ：所以要有老獵人帶部落的人管理狩獵這件事情。(結 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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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2020年 10月0 3曰 

受 訪 者 ：史 0 成先生

問 ：今 天 主 要 是 想 要 了 解 你 們 狩 獵 的 ，打 獵 的 地 方 ，還有你們目前打獵的頻 

率 或 是 方 式 。

史 〇 成 ：我 們 一 年 當 中 狩 獵 的 次 數 ，一 年 當 中 差 不 多 1 一月到六月這個時候 

有 持 續 地 在 打 獵 ，七月到八月是一個空窗期。

問 ：因 為 ？

史〇成 ：農 忙 ，六到八月算是一個空窗期，就是因為務農的關係。

問 ：那 後 面 ？

史 〇 成 ：後 面 就 是 十 月 ，中 秋 節 過 後 就 是 要 秋 天 嘛 ，秋 冬 ，秋 天 到 冬 天 ，十 

月到十二月這幾天，也 是 開 始 狩 獵 。

問 ：所以最主要應該是十到十二月？

史 〇 成 ：對 對 ，比 較 熱 門 就 是 這 幾 天 ，當 然 碰 到 聖 誕 節 ，就 是 有 節 日 啦 ，頻 

率打的次數才比較多。

問 ：一個月或是一週上去幾次？

史 〇 成 ：差 不 多 ，一 個 月 有 兩 次 ，對 。

問 ：所以通常就是有節日或是要吃的時候才會上去？

史〇成 ：對 啊 ，就 是 有 節 曰 ，不然就是冰箱有空的時候。

問 ：那一般來說是打什麼動物比較多？

史 〇 成 ：一 般 是 水 鹿 比 較 多 ，因 為 水 鹿 體 積 真 的 太 大 ，那通常水鹿都是往部 

落 這 邊 ，因 為 他 們 體 積 太 大 ，那 再 來 就 是 山 羌 ，山羌這兩種動物是 

比 較 頻 繁 一 點 啦 ，太 多 了 。

問 ：所 以 現在獵場的位置比較是交通方便的地方？

史 〇 成 ：對 ，因 為 現 在 一 方 面 是 交 通 方 面 ，到一個地點進入一公里兩公里用 

走 的 ，這 是 最 方 便 的 ，以目前狩獵的話交通方便比較好。

問 ：了 解 ，那你們史家的獵場有跟其他部落重疊嗎？

史〇成 ：沒 有 ，不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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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沒有跟其他族群重疊的地方？

史 〇 成 ：沒 有 ，因 為 我 們 獵 場 的 話 ，一 鄰 是 史 家 、司 家 、伍 家 ，我們獵區的 

話比較沒有衝突到什麼族群啦，比較可能碰到就是自忠。

問 ：自忠那邊是跟鄒族嗎？

史 〇 成 ：對 。

問 ：那有發生過衝突的事件嗎？

史 〇 成 ：欸 會 碰 到 ，但是也沒有發生到什麼口 角 。

問 ：就是講一下？

史◦ 成 ：對 ，打 個 招 呼 。

問 ：通常打獵的工具？

史 〇 成 ：我們現在打獵的工具就是自製式的獵搶。

問 ：那你們現在打獵還是有禁忌嗎？

史〇成 ：禁 忌 的 話 ，還 是 有 ，應 該 他 們 老 人 家 比 較 有 禁 忌 一 點 ，例如我們要 

出 門 之 前 ，小 鳥 阿 ，還有一個最大的禁忌就是家裡有喜事。

問 ：但不是家裡有喜事就是要準備嗎？

史 〇 成 ：那 是 之 前 喔 ，當 天 不 行 。

問 ：喔 ，當 天 不 行 。

史 〇 成 ：再來就是喪事那一天也不能出去，那 是 最大的禁忌。

問 ：那除了這兩個以外還有其他的嗎？

史〇成 ：還 有 還 有 ，一 些 放 屁 ，放 屁 是 不 能 對 著 大 家 放 屁 ，你 一 定 要 迴 避 ， 

迴避也不能放很大聲。

問 ：然後好像說做夢也有？

史 ◦ 成 ：做 夢 的 話 倒 是 肢 體 上 的 一 個 夢 啦 ，比 如 說 我 夢 到 一 個 女 孩 子 ，這一 

個 女 孩 子 我 可 能 認 識 或 不 認 識 ，那 碰 觸 到 她 的 身 體 的 話 ，就是一個 

很 好 的 跡 象 ，那你有碰觸到她身體的話，就 是 好 事 。

問 ：那現在還會看嗎？

史〇成 ：還 會 呀 ，這 就 是 夢 占 。

問 ：意思是如果沒有夢到就不會去，有夢到就會去打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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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〇 成 ：對 。

問 ：現 在 （夢占的習慣）還 會 有 嗎 ？

史 〇 成 ：現 在 還 有 。

問 ：那還有其他的夢嗎？

史 〇 成 ：比 如 夢 到 車 子 ，車子在那邊一直打轉。

問 ：汽 車 嗎 ？

史 〇 成 ：欸 對 ，你 看 到 他 摔 車 的 地 方 就 會 有 動 物 ，你出門就會有動物可以得 

到 ，這 是 一 個 夢 。

問 ：那年輕人打獵還有看夢嗎？

史〇 成 ：這 沒 有 再 問 欸 ，因 為 現 在 小 孩 子 對 打 獵 的 禁 忌 、夢都可能不在意這 

個 。

問 ：那請教對於狩獵自主管理的看法？

史 〇 成 ：狩 獵 ，因 為 以 往 沒 有 受 到 這 樣 的 ，就 是 課 程 啦 ，那當然就是有一個 

張 老 師 能 夠 願 意 幫 我 們 這 樣 子 ，就 是 教 導 我 們 守 法 狩 獵 啦 ，就是對 

我 們 部 落 最 好 的 一 個 示 範 ，所 以 就 是 在 狩 獵 方 面 、禁 忌 方 面 ，我們 

的一個區域就要守法來維持文化 啦 。

問 ：那 剛 剛 講 到 禁 忌 ，好像是民國42年 之 後 因 為 受 到 宗 教 的 影 響 ，然後有信 

基督教對於禁忌這件事情有影響嗎？

問 ：應該說基督教傳入後對部落的狩獵文化有什麼影響嗎？

史 〇 成 ：剛 開 始 有 衝 擊 到 ，因 為 以 前 動 物 比 較 少 ，那因為我們以前老人家在 

宗 教 進 來 是 都 有 在 打 ，在 接 受 宗 教 之 前 是 沒 有 禁 忌 的 ，那後來宗教 

進來之後就有些禁忌了，譬如說 ...

問 ：譬如說哪些是宗教進來之後才有的禁忌？

史 〇 成 ：就 是 儘 量 不 要 去 狩 獵 啦 ，就 是 把 我 們 集 中 在 一 個 地 方 接 受 宗 教 洗  

禮 ，那在狩獵方面就減少啦。

問 ：所以宗教是不鼓勵人狩獵嗎？

史 〇 成 ：他 不 是 說 不 鼓 勵 啦 ，因 為 那 時 候 宗 教 進 入 之 後 ，就 是 要 集 中 ，就是 

把 我 們 家 庭 、一個家族在宗教的活動中接受洗禮 啦 。



問 ：就是說因為宗教的活動把他家集中，就比較少去進行狩獵的活動？

史 〇 成 ：對 ，因 為 以 前的話狩獵是一個季節性的，從九月開始到十二月是很 

頻 繁 的 ，那 三 月 到 七 、八 月 是 我 們 的 農 忙 李 ，我 們 就 沒 有 去 狩 獵 ， 

所 以 其 實 我 們 狩 獵 的 時 候 應 該 是 沒 有 受 到 禁 忌 ，是我們就到十二月 

的時候就完全地去打獵，有時候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問 ：然後以前會說獵人背獵物下來會唱歌？

史〇成••對對對，以 前 那 個 是 剛 好 那 個 狩 獵 季 ，老 人 去 山 上 打 獵 ，有獵物的 

話 他 會 到 一 個 地 點 例 如 說 像 父 子 斷 崖 ，東 光 那 邊 ，比 較 高 ，部落在 

底 下 ，他 就 在 那 邊 鳴 搶 ，然 後 開 始 唱 歌 、呼 喊 啦 。

問 ：那 現 在 ？

史 〇 成 ：現 在 沒 有 啦 。

問 ：以 前 是 走 進 去 ，會到父子斷崖唱歌？

史 〇 成 ：那 是 一 個 地 點 ，部 落 在 山 下 ，第 一 個 就 是 鳴 搶 ，就是知會說狩撒的 

人 要 回 來 了 ，因 為 有 獵 物 啊 ，因 為 部 落 聽 到 就 是 會 馬 上 準 備 吃 的 、 

一些食物要給他們吃，派幾個男孩子去迎接這樣子。

問 ：所以現在受到交通工具的影響，整個狩獵方式都變了？

史 〇 成 ：不 一 樣 、不 一 樣 ！

問 ：那您小時候有去接過嗎？

史◦ 成 ：有 啊 ，比 如 說 獵人走一段回來我們會去迎接他們，那老人家我們要 

接 他 們 ，他 們 要 給 我 們 的 肉 就 是 已 經 背 在 上 頭 ，他們會把要給我們 

吃 的 就 已 經 分 好 了 ，那 是 我 們 去 接 的 喔 ，比 如 說 我 們 五 個 人 去 接 ， 

他 們 會 分 好 五 包 給 我 們 ，那 是 小 小 包 的 ，那其他到了家裡會再重新 

分 給 部 落 ，有 去 的 、沒 有 去 的 都 有 ，大 家 都 有 ，那 時 候 獵 物 很 多 ， 

而且那動物是燻烤之後才背下來。

問 ：那現在還會這樣分嗎？

史 〇 成 ：現 在 ，六 鄰 這 裡 有 。

問 ：一鄰也會嗎？

史 〇 成 ：會 啊 ，各 部 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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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只是現在就不會先烘乾了，直接帶下來？

史〇 成 ：對 啊 ，沒 有 ，就 剖 開 然 後 分 好 帶 下 來 ，現 在 沒 有 整 隻 帶 下 來 ，太重

問 ：跟 放 陷 阱 比 起 來 ，現在比較多是用獵搶？

史 〇 成 ：就 是 自 製 式 的 ，其 實 以 前 比 較 多 是 用 套 索 ，只是缺點是說抓到的獵 

物 爛 掉 了 ，現 在 年 輕 人 也 不 吃 ，那 以 前 這 樣 的 話 ，老人家可以放一 

百 多 個 夾 子 或 是 套 脖 子 的 ，一 個 禮 拜 去 看 一 次 ，有 的 都 爛 掉 ，但是 

這 些 動 物 就 會 跑 到 別 的 地 方 去 ，那後來就是國家公園和保育人士進  

來 之 後 ，才 慢 慢 這 些 夾 子 淘 汰 掉 ，然 後 我 們 也 是 遵 守 ，就是儘量不 

要 放 夾 子 ，也 就 是 說 夾 子 沒 有 再 放 ，套 脖 子 沒 有 再 放 ，以前用夾子 

很 多 ，動 物 會 爛 掉 ，會 造 成 浪 費 。

問 ：因為沒有辦法每天上去巡？

史〇 成 ：對 ，比 如 碰 到 農 忙 季 就 可 能 沒 辦 法 上 去 ，這些動物就會爛掉在那  

邊 ，不 然 就 是 ，因為動物也會遷移，有屍臭味他們就遷移。

問 ：因 為 放 陷阱就不會受到狩獵季節的影響？所以夾子或套索以前就是放一 

整 年 嗎 ？

史 〇 成 ：對 。

問 ：只是現在沒有放了？

史 〇 成 ：對 ，所 以 動 物 就 越 來 越 多 ，就 靠 近 我 們 附 近 ，所以其實現在打獵就 

不 用 跑 那 麼 遠 ，車 子 到 那 邊 進 去 走 一 走 就 有 啦 ，就 回 來 啦 ，而且用 

打 的 ，我 們 差 不 多 打 到 三 隻 、兩 隻 就 回 來 啦 ，不 會 說 再 多 打 ，因為 

你 光 是 要 背 、要 殺 都 是 要 時 間 ，一 隻 水 鹿 要 殺 的 話 ，比如說晚上要 

殺 一 隻 水 鹿 就 要 三 小 時 ，還 要 剝 皮 、切 割 ，所以反而是用自製式釘 

搶 打 獵 比 較 好 ，不 會 浪 費 很 多 啦 ，因 為 夾 子 你 去 看 就 會 爛 掉 ，就這 

樣 子 ，所以說這 兩 個 比 起 來 ，用搶的還是比較好，真的 。

問 ：那大概部落什麼時候開始普遍地用搶？

史 ◦ 成 ：對 ，普遍的 ...

問 ：你剛剛說是國家公園和保育團體進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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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〇成 ：對 ，以 前 沒 有 保 育 人 士 深 入 到 山 裡 面 。後 來 夾 子 、套脖子的陷阱沒 

有 再 放 的 時 候 ，動 物 就 越 來 越 多 ！現在最大的間題就是山老鼠的問 

題 ，也有影響到我們部落的狩獵。

問 ：大概是什麼樣的影響？

史 〇 成 ：因 為 山 老 鼠 他 們 也 有 搶 啊 ，他 們 走 到 哪 裡 ，那 附 近 都 沒 有 動 物 ，因 

為 他 們 放 陷 阱 或 用 搶 打 ，山 老 鼠 在 我 們 這 個 部 落 裡 面 ，有些單位就 

會說你們是山老鼠？不 是 ，我們就是純粹打 獵 。

問 ：會被誤會？

史〇 成 ：對 ，被 誤 會 ，山老 鼠 真 的 不 行 ，你 看 現 在 山 老 鼠 都 在 我 們 山 上 附  

近 ，都 在 拿 木 頭 、砍 木 頭 ，因為一方 面 他 們 每 個 人 都 有 一 把 搶 ，所 

以 我 們 能 靠 近 嗎 ？我 們 知 道 他 們 在 那 個 附 近 ，但 是 我 們 不 能 靠 近 ， 

太 危 險 。

問 ：所以山老鼠對真正要狩獵的獵人會是一種干擾？

史〇成 ：對 ，干 擾 ！

問 ：而且也會擔心他們的武力強大？

史 〇 成 ：對 ，我 們 現 在 就 是 最 擔 心 山 老 鼠 ，像 他 們 進 去 揹 木 頭 ，整個動物就 

不 見 了 。

問 ：那 現在去狩獵的話，一組人會有多少、幾 支 搶 ？

史 〇 成 ：我 們 獵 人 ，比 如 說五個人，就 有 三 把 搶 ，沒 有 說 全 部 （人都帶搶）。

問 ：因為有些人要負責揹？

史 〇 成 ：對 ，還 有 照 明 啊 。

問 ：但這個是不是每個獵人習慣不一樣？

史〇成 ：對 ，不 一 樣 ，我 覺 得 打 獵 最 好 是 兩 個 人 啦 ，打 獵 太 冒 險 了 ，山上的 

路 況 、地 形 啊 ，你走到哪都不知道，我 們 是 大 概 ，往 東 往 山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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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2020年10月0 3曰 

受訪者：方 0 雄先生

方〇雄：應該整個原住民應該只有我們有而已欸（搶祭），我是覺得這個也很 

珍 貴 ，慢慢進入狩獵之後這個文化吼，因為以前的事也不能殺很多 

啊 ，只是說你打，打的話就是要用可以用就好了。

問 ：嗯 ，就自己用這樣子？

方 〇 雄 ：對 ，但是以前也是說動物很少欸，因為你看我們昨天那個老人跟他 

講 ，以前打獵的話，一兩個禮拜也只有一兩隻欸？所以可見以前的 

動物也是被滅種的欽。

問 ：以前的動物反而少啊？

方〇雄 ：少 啊 ，所以我們是一直想，以前的動物太少了，所以現在保育、保 

育變得動物是多了，又加上現在的人，慢慢因為取得肉比較簡單， 

他就是買就好啦，野生動物這個需求量就沒有那麼強，除非是說重 

大節曰，或是說我們要辦聖誕節、感 恩節、嬰 兒 節 ，一些節日我們 

教會要打獵，我們辦感恩節就打三個山晃啊，所以我們的文化來講 

的 話 ，希望透過這個狩獵把文化弄回來，也順便回到自己的老部 

落 ，利用狩獵尋根啊。以前要狩獵很麻煩，我是覺得很奇怪為什麼 

要用申請的，應該就是報備就好。主要我們是要永續經營，叫孩子 

透過打獵回到自己的文化。打獵的時候老人會講地名、說以前的故 

事 ，講布農族多勇敢。小孩子就是被照顧，就是有那個階級啦，要 

慢慢開始被教導，因為這個五十年…應該六十年，文化失去了，因 

為強勢文化進去，我們就卑微啦，以前長老是最大的，啊現在政 

府 、村長就變大啦，其實部落的組織就...

問 ：開始被削減？

方〇雄 ：以前的組織很好啊，以前是長輩最大，以前是走向集體的，集體就 

是家族大家一起用，今天是可能輪流，以前最好，可惜現在文化比 

較 式 微 。但是也還好啦，希望透過狩獵，慢慢開始找回原本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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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讓政府承認，我們原本在這個土地上也有我們自己的一些屬 

性 ，原住民本來就是在森林生活，我們不可能在那裡賺錢，跟老人 

說狩獵的時候，他們都很在乎以前的那些地方、地 區 ，因為以前布 

農族有家族，都分得很清楚，這個山溝是誰的，要去打獵的時候你 

就儘量不要超過別的家族的，以前是很忌諱的。

問 ：但現在比較少？

方〇雄：現在因為我們有狩獵的斷層，最起碼六十年，大家都忘記拉，現在 

是有口述說我們這個山脊是我們的但是現在的法律又定得死死 

的 ，我們整個文化已經超越以前持續的文化，所以是很可悲啦！我 

們希望透過狩獵來守護文化，如老人說的走向集體意識，回歸集 

體 ，很多祭儀我們現在也沒有在做了，慢慢我們會教導年輕人參與 

狩 獵 ，而 且 ，你看最大的問題是，有人放陷阱，你就不能去那邊打 

獵 啦 ，因為你放陷阱的時候，夾到一兩隻，其他動物就跑掉了 = 最 

近我大哥本來很喜歡放夾子，還有一個老人也是去年才過世的，去 

年有兩個習慣放夾子的獵人都死掉了，他們都是固定有自己獵場的 

獵 人 。

問 ：有一個固定的區域才能放陷阱？

方〇雄：對 啊 ，如果放夾子你就不能去拉，因為你去的時候動物被夾到，（其 

他動物）就跑掉啦！狩獵慢慢式微...但是也好啦，因為文化要隨著 

這個時代改變…也是很難欸，有一些難度丨但是不做的話我們永遠 

也不會找回老人的那種優越感啊！其實主要的是，找到自己的根的 

時 候 ，你才有民族性的優越感，優越感有的時候，你才有自信啊！ 

我們原住民差不多五十年間，被管得死死的，野生動物保育法很強 

勢 欸 ，你打一隻就關了欸，又加上森林法，森林法又很重，所以我 

們跟國家公園、林務局關係是很不好。我小時候外公就說，布農族 

要像老鷹一樣，因為土地是你的，狩獵到的就是你的，看到動物就 

是要抓到啊！你看他們老人的想法！我們要把很多東西交給我，到 

現在我們要狩獵，他們也是很怕啊，不 相 信 啊 ，慢慢開始改成這 

樣 。因為我們的獵場喔，就是像我們傳統領域就是像我們的獵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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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是超過十八重溪，因為王家的是在十八重溪對面，我們晝 

的時候不要晝到，因為那邊已經有豐丘，其實我們超過到那邊，如 

果是說我們東部的話，東部的話是十八重溪到清水山，清水山他就 

會打到。

問 .這樣很大欽。

方〇雄：因為以前沒有動物，所以他講，出去打獵就要兩個禮拜啦。

問 ：譬如最近十年還會打到這麼大的區域嗎？

方〇雄：我們偶爾會去，比如四、五年會去大水窟那個遺址尋根。一般我們 

打的話是望鄉、郡大山。最遠應該是楠梓仙溪，然後自忠。楠梓仙 

溪是很重要的獵場，所以也要晝進去，很奇怪整個動物都是在那個 

楠梓仙溪，會有一個去宣示性的，一年一次，我們辦那個聖誕節會 

去那邊打啦，聖誕節可能一年一次，聖誕節之前，假如說我們打個 

五 '六 隻 就 回 來 了 ，那個就是宣示性的。打獵的話東埔算是最弱 

的 ，我們一年可能差不多三百隻。

問 ：所有的獵物加起來？

方〇雄：應該是整個部落加起來差不多三百隻 *如果加上黑數的整個應該是 

三 百 ，所以那時候我們是有跟他講五百隻，怕是有一些黑數。

問 ：剛剛說大水窟是到箭竹草坡那邊嗎？

方〇雄：對 ，應該到那個地方，其實我們有一個老家在那邊，因為那邊長很 

多那個愛玉，有一個地方，就是大水窟還要過去，花蓮的交界啦， 

我們是希望我們最遠的是到那邊。

問 ：那裡比較少去，之後會想去？

方〇雄：可能幾年幾次啦。

問 ：跟無雙一樣？那比較常去無雙，比較近嗎？

方◦ 雄 ：對 ，比較近，但也是要四天欸，因為我們會畫到那麼遠，也是覺得 

那邊是部落的地方，有一點宣示性的，就是承認就是說那邊以前是 

我們的。

問 ：那這樣的範圍内會跟其他部落的獵場重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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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〇雄：正常是没有，其實正常沒有重疊。

問 ：那剛剛是說東埔的範圍，那附近有望鄉部落、羅娜部落，因為這個區域 

内會跟其他獵場重疊嗎？

方〇雄 ：應該是不會，他們是會來我們的獵場打啦，他們是被遷移的啊...

問 ：你說原本不會，是因為一般...

方〇雄：他們很少打我們這邊，他們會偷偷地打啦，我們會跟他說你沿路偷 

偷地打，我們是，但是就只有郡大林道18K ，進去就不要打啦，就是 

從1K 到18K ，沿路啦。

問 ：就是跟附近的部落講..

方〇雄 ：就是久美、望鄉都往那邊，新 鄉 、豐 丘 ，因為他們比較近，羅娜的 

不會重疊，其實羅娜的他們是豐丘後面的，我們是跟羅娜有一點重 

疊性啦。

問 ：哪一塊？

方〇雄 ：他們是在西巒山那邊，就是他們會過來，但我們不會過去啦，因為 

他們老家也有在無雙，就是會有點尷尬，會搶來搶去，有 拉 ，我們 

有跟他們說如果要打獵要跟我們講，我們也不是不歡迎他們，是跟 

我們講一下，如果今年有去的話，會跟他們講一起去這樣。

問 ：無雙嗎？

方〇雄 ：對 。

問 ：有真正發生什麼衝突嗎？跟羅娜的。

方〇雄：現在真正有衝突的是阿里山，他們就是把獵場晝過來我們這邊，所 

以可能這次我們全年狩獵的部分就是發一個全年的，就是我們講新 

中 橫 、自 忠 、郡 大 林 道 ，就是全年的，其他的地方就是要一起去 

啦 ，我們儘量就是不要把獵場全部變成狩獵的，因為有一個地方， 

某些地方是專門狩獵的，如果我們狩獵，動物就會跑去保護區啊， 

因為十八、八通關就儘量不要去，因為物會在那邊繁殖，就是蛋黃 

區我們就是狩獵，蛋白就是不要到那邊，牠們要繁殖。

問 ：所以蛋黃是郡大、望鄉這邊，蛋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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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〇雄：還有自忠，就是可以常常去的啦，其他就是大家一起去啦，若是全 

部一起弄會很嚴重欽，動物連生存的地方都沒有啦，如果我們打他 

們就沒有地方跑，如果說我們往蛋黃區動物就會往其他地方，如果 

多就會滿出來，我們希望可以這樣運作。

問 ：所以獵場重疊跟衝突比較大是跟鄒族，但是在布農本身，譬如說跟羅娜 

也不是很大？

方〇雄：不 會 ，因為他們會尊重我們，我們私底下有個機制，他們知道這是 

我們的，他們會尊重，因為最大的是鄒族我們不知道，跟羅娜講， 

因為我們跟他們是同個家族*那 久 美 （的布農族），他們是到後面打 

獵 ，久 美 、望鄉他們尋根是往地利，濁水線，如果他們狩獵他們會 

往那邊。啊最近很多南部的會想來我們這邊，我們是想說你要來， 

我們要帶他們去山上。

問 ：南部的誰啊？

方 ◦ 雄：那瑪夏的，因為他們真正的老家也是這邊，我們那個郡社有那個地 

方叫郡社發源地，就是那邊擴散的。

問 ：好像叫 mai-asang ?

方◦ 雄 ：對 ，mai-asang。那家族的那個很重要，他的代表性很強，他是找部 

落做有能力的人，找大家幸福的當領袖，幾乎都是看人，找做優秀 

的 ，所以布農族強大在這個地方，他不是一人獨裁的，他是集體 

的 ，你去老部落的話會有一個很大的石板，各家族的長老有一個領 

導 ，而且都是絕對的多數，一個人反對都不行喔。

問 ：就是大家都要同意？

方〇雄：對 。

問 ：那現在部落的組織還有這樣運作嗎？

方〇雄 ：式微了啦，我們還有那個家族的聚會啦，因為我們布農族以前的組 

織很重要，就是一個耆老、勇士，第二個算是巫師，巫師完就是勇 

士 ，部落要運作就是三個組織在推動。

問 ：因為我聽起來現在巫師比較少運作，因為教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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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〇雄：就沒有啦，那我們是希望說能夠找一些集體的思維，儘量以老大， 

找大家烤肉，就把巫師的部分變成很多的耆老，思想弄在一起，就 

變成長老帶我們年輕人在旁邊聽，就走向集體式的管理啦，报重 

要 ，所以我們最近就是部落自己做的，我們在想要弄經費把它弄厚 

一 點 （指傳統領域一書）。

問 ：就是跟傳統領域有關的故事這樣？

方〇雄 ：對 ，以後就知道布農族的文化，啊我們也是希望透過狩獵，自主管 

理 之後，因為有的部落的人還是很反對啦，他們認為我們為什麼要 

跟政府合作？我是跟他說第一步就是簽訂合約表示政府認同，但部 

落有的人認為不須申請；但現在社會中要漸進式的，表示說我們簽 

訂 合約，他 （政府）也適度的跟我們有那個關係，就是他承認我們 

的傳統領域和狼場，但有的人就是反對啊，部落就是我們的，但我 

們是希望跟政府關係打好吼，下一步，因為採集、水 資源，透過狩 

獵我們才知道我們的文化，因為部落要推動就是要自發治理。

問 ：那所長你現在打獵的話一個禮拜或一個月打幾次？

方〇雄：我很少打啦，現在差不多兩次，我們去山上走神木的時候會一個禮 

拜 兩 次 ，阿不對一個月兩次，因為我對打獵沒什麼興趣啦，應該是 

一個月一次。

問 ：就是去巡山，也順便打撒。

方◦ 雄 ：對 啊 ，我們去十幾個人會帶五支搶，我們好幾次去都沒打 到 。

問 ：因為太多人？

方〇雄：沒 有 ，其實大家對狩獵沒有這麼強大，除非是鹿的時候，鹿茸的時 

候 ，我們光是一到六鄰，其實從去年四月只有打七隻欸，好像一隻 

康 ，六隻山晃。

問 ：所以現在部落打獵的強度也沒有這麼大？

方 〇雄：因為現在都在種田、都在忙啊，而且打獵沒有這麼簡單，你要翻山

越嶺矣欠。

問 ：好像也是之前管太嚴有一個斷層，造成沒有那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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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〇雄：對 ，但我覺得以前布農族文化是繞著獵場去打，所以我覺得找回這 

個部分很重要，而且以前狩獵很禁忌欸，以前回來打獵要做儀式， 

如果他山頭放搶的話我們就要去接了欸。

問 ：他放搶通知山下的家庭？

方〇雄：對 ，現在就是沒有啦，我們以前獵場是這個，新中橫蓋起來就，他 

以前放搶就會這樣唱歌，（歌聲）拉得很長就是打得很重，因為喊的 

時候很吃力，我們就知道要派兩個人上去，如果唱得很快我們就知 

道打得很少。那其實打獵台灣沒有很重視這一塊，很可惜啦，現在 

政府有在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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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年10月03曰 

受訪者：伍 0 華先生 

伍〇華：我叫伍〇華 ，住在一鄰。

問 ：所以是伍家的？

伍〇華：對 。

問 ：我們主要想要問伍大哥，平常有沒有在打獵？

伍〇華：以前經常啦，現在很少。

問 ：大概多久打一次？

伍〇華 ：以前經常一個禮拜兩、三次吧，現在幾乎有時候半個月一次、一個 

月一次。

問 ：現在通常是為什麼會去打獵？

伍〇華 ：可能是以前前輩帶的時候就變成習慣啦。

間 ：喔...就習慣想說還是要去打一下這樣？

伍 ◦ 華 ：對對。

問 ：通常去的時候會去打什麼動物？

伍〇華 ：不一定啊，樹上大部分都是飛鼠啦、猴 子 。

問 ：打飛鼠、猴子比較多？

伍〇華 ：欸 ，地上是山晃、山羊、山豬那些啦。

問 ：水鹿會打嗎？

伍〇華：會 。

問 ：通常都是什麼季節或幾月的時候去打獵比較多？

伍 〇 華 ：平常就是差不多在冬天的時候比較會常打，因為比較不是工作期 

嘛 ，就比較有時間。

問 ：大哥的工作是？

伍〇華：種蔬菜啦。

問 ：農業？

伍〇華：欸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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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所以冬天因為不用種就可以有空去打獵？

伍〇華 ：對 對 。

問 ：了解。以前長輩通常都去哪裡打比較多？

伍〇華 ：就是沙里仙啦，或是八通關古道。

問 ：喔 。那大哥通常是自己去比較多，還是找朋友，或是...？

伍〇華：跟朋友。

問 ：大概會多少人一起上去？

伍〇華 ：平常都是我跟朋友兩個，有時候很多人的時候就放狗。

問 ：狗 獵 ？

伍 〇華：對 。

問 ：你們會用狗獵嗎？還是都用槍？

伍 〇華：現在很少養那個會追動物的狗，就比較沒有了。

問 ：都用槍比較多？

伍〇華：對 。

問 ：那陷阱你們會放嗎？

伍 〇華：有時候會放。

問 ：現在還是會放？

伍〇華：偶爾啦，都是放在自己田裡。

問 ：喔〜抓山豬？

伍〇華 ：對 ，山豬和猴子啦，因為破壞農作物。

問 ：也不是為了要吃他們，就只是要抓，怕牠們咬蔬菜？

伍〇華：對 。

問 ：所以剛剛說通常是往沙里仙跟八通關那邊打嘛，那會去到比較遠的地方 

嗎 ？就是偶爾去的，比如說會去舊部落那邊？

伍〇華：偶爾會去 啦 。

問 ：大概多久會去一次？

伍 〇 華 ：有時候是一堆人啦，有時候去申請啦，申請然後就大家一起去，有 

時間的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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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就跟整個部落，所長他們辦尋根那時候？

伍〇華：對 。

問 ：所以現在也不會去到無雙？

伍〇華：現在比較少。

問 ：那現在你們還會去分說，這是伍家的、這是司家的獵場嗎？

伍 〇華：現在沒有了，老人家好像有講好說，你的體力或是你可以到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去，以前有分是誰家的地盤，現在沒有了。現在大家都 

是可以去到那邊就可以了。

問 ：你只要能力可以都沒關係？

伍〇華 ：對 U 

問 ：是一鄰的長輩講的？

伍〇華 ：對 ，以前長輩現在帶年輕人是這樣，不會分伍家、司家...。

問 ：像一鄰的或是伍大哥你會到新中橫、自忠那一帶去打嗎？

伍〇華 ：那個喔，很少耶。

問 ：太遠了？

伍〇華 ：那邊是國家公園。

問 ：那你們打獵的地方跟其他部落或者其他族群，譬如說鄒族有重複嗎？

伍 ◦ 華：沒有重複。

問 ：了解。所以就是大概會是在沙里仙溪、塔塔加、八通關古道到觀高這一 

帶是一鄰的範圍這樣？

伍〇華 ：對 。

問 ：那你們會到比如說可能像王家或方家的...因為你剛剛說長輩說只要有能 

力都可以去嘛，你們會可能有時候去到後山那邊去打嗎？

伍〇華：後山會喔。

問 ：所以是常常去還是偶爾？

伍〇華 ：偶爾啦。

問 ：那你們去之前會跟王家或方家說嗎？

伍〇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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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就直接去這樣？

伍 〇 華 ：對 ，因為現在年輕人很少過去，你可以去到那邊，你的能力、體力 

好的話就可以去。

問 ：所以有的時候還是會去到後山打？

伍〇華：對 。

問 ：那會往北到...比如說十八重溪那邊嗎？

伍 ◦ 華：沒 有 ，很 少 ，因為那個不屬於我們東埔的。

問 ：那伍大哥覺得東埔部落獵場的範圍最北是到哪裡？望鄉嗎？望鄉山？

伍〇華 ：沒有耶，欸…應該是望鄉山那一帶，到那邊上來。

問 ：你的印象中是到望鄉山而已，不會到十八重溪？

伍 〇華：不 會 。

問 ：大概就是望鄉、郡大山？

伍〇華 ：對 ，郡大山。

問 ：大概多久會去一次？

伍〇華 ：不一定，心血來潮就約朋友去啊。

問 ：那通常去都是打 

伍 〇華：水 鹿 、山羊。

問 ：會是因為可能要自己吃，或是結婚'什麼的活動去，還是就想去就去？ 

伍 〇華：對 對 ，想去就 去 。

問 ：所以無雙現在去，就是單純去尋根這樣，沒有說就是去打獵這樣？因為 

你們去無雙好像都很多人一起去。

伍〇華：對 。

問 ：了解，那這樣伍大哥打獵的經驗應該算是滿久的，那你們之前打獵或現 

在 ，有什麼禁忌嗎？

伍 〇 華 ：禁忌我就是，我們要上山之前不能放屁啦，出發之前聽到一種鳥聲 

就不能上去。

問 ：那個放屁的是，譬如說沒有人聽到我放，這樣就不行，就是說一個人獨 

處的時候放就不能去，還是說被人家聽到就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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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〇華：不能被人家聽到，

問 ：但是自己偷偷放可以？

伍〇華：欸 。

問 ：可以放無聲的？可是會聞到耶。

伍〇華 ：你不跟人家講，他們也不知道a 

問 ：但是你自己打獵就會被影響到？

伍◦ 華 ：老人家說會有影響，可是像我們就比較不忌諱那種*

問 ：譬如說你跟朋友兩個人上去，比如說放了屁，那你自己不會忌諱還是會 

上山i|_樣 ？

伍〇華 ：還是會，現在比較不忌諱那種啦，像以前老人家很多禁忌啦，聽到 

的時候表示說不吉利，上山可能會發生事情◊

問 ：剛剛你還有說聽到一種鳥的聲音，那個鳥是什麼？

伍〇華 ：我不知道那個叫什麼，我忘記怎麼叫了。

問 ：我記得人家都會說布農族是很愛作夢的族群，現在作夢對你們打獵有什 

麼一些...

伍〇華 ：對 ，有時候，作夢喔，夢到好夢上山可能會獵到很多。

問 ：譬如說好夢的内容是 ...？因為剛剛有聽到有人說夢到女孩、摸到女孩 

子 ，這是好夢...

伍〇華：對 ，搬那個木頭啦，夢到一直搬就是可能會打到很大隻的。

問 ：那現在還會有這些禁忌，比如說你現在打獵的話你還會想說不能放屁、 

不能怎樣怎樣...

伍 ◦ 華 ：現在比較沒有啦，因為現在年輕人都比較愛開玩笑，故意在前面放 

啦 ，但是有老人家在就不行喔，老一輩會罵，比較同輩 '年輕好像 

就會開玩笑。

問 ：剛剛還有聽說，比如獵人本來沒有特別要去打獵，可是他夢到了好夢， 

他就要上山，對你而言也是這樣嗎？

伍〇華 ：不一定啊，有時候我們是有作夢，可是是幫人家，好像託夢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有夢到好夢，夢到其他的人，他那時候可能有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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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他一定有抓到，我們再跟他說，我就是當天那時候有夢到你怎 

麼 樣 ，他就分肉，謝謝我作夢這樣。

問 ：所以現在作夢的這個文化還是持續有？

伍〇華 ：對 ，還是有。

問 ：那年輕一輩呢？年輕一輩也有這樣子？

伍〇華 ：有 。

問 ：我剛聽伍大哥說現在年輕人上山比較愛開玩笑，伍大哥你會覺得這樣是 

不好的嗎？還是你覺得其實也還好？

伍〇華：就…好像比較不尊敬以前老前輩以前交代的那個話。

問 ：我也有看過其他的記錄寫說，打獵前不能吹噓自己一定會打到什麼…

伍〇華 ：對 ，不能把那個話放前面說：「喔〜今天我打幾隻幾隻！」要上山之 

前不能把話講得滿滿 的。

問 ：我問一下伍大哥的想法，如果再來部落要自己做自己管理打獵的這件事 

情 ，那大哥有沒有覺得什麼規定要有？規矩要教給年輕人？

伍〇華 ：就是還是要聽以前前輩所講的那些交代啊，比較好上山去打。

問 ：就是長輩的教導要聽？

伍 〇華：對 對 。

問 ：譬如說比較具體的，有沒有希望這個是一定年輕人也要學會的，因為剛 

剛你有說，譬如說 放 屁 ，放屁這件事情有的時候你如果自己偷偷地放也 

還是會上去嘛，（伍〇華：對 。）那譬如說你說老人家的教導，關於放屁 

啦 ...這種禁忌有哪些是你覺得一定要教給年輕人的？要成為一個獵人， 

有沒有覺得哪些東西是他們一定要學會的？

伍〇華：現在年輕人都…他們會說：「現在什麼時代了，還管以前前輩所交代 

的事情？」都 沒 有 放 在 心 上 。

問 ：你覺得年輕人現在其實不聽，就算老人家想講他們也不聽？

伍〇華 ：可是有輩分的老人家他們也不敢。

問 ：你是說年輕人在有輩分的老人家前面也不敢太…不守規矩？

伍〇華：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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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現在伍大哥去打獵的話，通常成員是...朋友？親戚？還是你是帶年輕人 

上去比較多？

伍〇華：都 有 。

問 ：會帶自己的兒子上去嗎？

伍〇華：我沒有兒子，會帶同學啦、朋友啦，親戚都有。

伍〇華：對 ，老部落所以大家都會去。

問 ：以前狩獵跟現在狩獵，動物數量上有覺得有差別嗎？譬如碰到動物的數 

量 ，跟頻繁度？

伍〇華：（樹）底下的還是一樣啦，樹上的飛鼠好像比較少了。

問 ：兩種都比較少？紅色跟白色？

問 ：大赤鼯鼠跟白面鼯鼠。

伍〇華：對 ，以前打兩三次就已經二、三十隻還不算多呢，現在飛鼠幾乎看 

不到了，不曉得去哪裡了，樹也是有長果實啊，就是沒看到。

問 ：像剛剛其他有講到的山羌、水鹿牠們的數量上，年輕時打獵跟現在比 

較 ？

伍〇華•■差不多。以前水鹿都在後山那邊比較多，現在附近就好像有幾隻這 

樣看到，就是不用跑去後山那邊打水鹿，（問 ：在自己家附近就看得 

到了？）對 。

問 ：剛剛講到主要打的是水鹿跟山晃，那像其他的獵物，猴 子 、山 豬 ，還 

有...（伍 〇華：山羊），這些動物碰到的時候也是會狩獵，但不是主要狩 

獵的對象？

伍 ◦ 華 ：欸 ，不 是 ，只是碰到就是會打。比如說今天去哪一個山，本來說要 

去打水鹿，可是在路上碰到（其他動物）一定會打。

問 ：如果有碰到這個機會就會把握這樣？

伍〇華：對 啊 ，有時候還没到要去的地方就已經打足夠了，就回來。（問 ：就 

不會堅持一定要打到水鹿？）對 。

問 ：白鼻心呢？也是獵物之一嗎？

伍〇華：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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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碰到也是會打？

伍〇華 ：會 ，可是那個报少碰到。

問 ：大哥覺得部落自己管自己狩獵的事情的話，你覺得怎麼樣？

伍 〇 華 ：應該這樣比較好啊，因為自己管理自己，想去哪個地方就比較方 

便 。

問 ：就是不用再一直跟政府申請？

伍 〇華：對 。

問 ：一鄰人數超多的，目前大概有在打的有多少？

伍〇華 ：幾乎都在打了，每一戶。

問 ：這#■聽起來還滿多人的。

伍〇華 ：對 。

問 ：大部分是年輕人比較多還是老一輩比較多？

伍〇華 ：現在是年輕人。

問 ：一鄰的年輕人？

伍〇華：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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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年10月0 3曰

受訪者：伍 0 安先生 —

問 ：首先要請問你平常打獵的地點在哪裡？ 一

伍〇安：我都打這上面啊。

問 ：是自忠、新中橫那裡嗎？

伍〇安：應該是啦！

問 ：不會到後山那邊，因為伍家獵場不在那邊？

伍〇安：喔後山，不能一個人，太危險了。

問 ：所以你有去過嗎？

伍〇安：有 啊 ，差不多一年一兩次吧！

問 ：那你多久去一次啊？

伍〇安：不一定，沒有肉才會打欸。

問 ：沒有肉才會打？

伍〇安：所以沒有固定一個月會去幾次。

問 ：那你通常打是打什麼動物比較多？

伍〇安：山羌跟山羊比較多。

問 ：那你通常去打，是自己吃比較多？

伍〇安 ：對 啊 ，自己吃。

問 ：不會因為教會活動嗎？

伍〇安：教會的話會有啦。

伍〇安：對對對，那時候會三、四個人上去。

問 ：那你通常是自己去打比較多嗎？

伍〇安 ：比較少，通常是跟朋友啦，最基本是兩個。

問 ：那你們現在打獵的話，會有自己比較知道的禁忌說不能犯嗎？

伍〇安：現 在 ，最基本的就是女性不能，比較古老的就是還好，就自己注意 

安 全 啦 ，比如說長輩說打獵不能放屁啊，我們是還好，有些年輕人 

會忌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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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所以你自己是比較忌諱女性的部分？

伍〇安 ：對 啊 ，還有如果出發前掉東西，或突然有什麼事情，就覺得狀況不 

對就不要去，就是不安啦，可能就不是很好的前兆！

問 ：那你現在還會做夢，就是夢到一些好兆頭？

伍 〇 安 ：我是不會欸，我現在沒有在做夢的！還是會講，我們這一群去打的 

話還是會講啦！

問 ：那你們現在在自己家族獵場打比較多，還是會跟...？

伍 〇安：欸自己獵場比較多。

問 ：但還是會去？

伍〇安 ：還是會去其他家族的啦，因為現在也沒有在分。

問 ：那現在會找長輩去打，對嗎？

伍〇安：欸通常是長輩找我們，節慶的話通常是長輩找我們。

問 ：那跟長輩去會不會壓力报大 ？

伍〇安：會 啊 ，就會看技術，小問題啦，是怕會背比較多而已。

問••那跟長輩去會分工說你們主要背這樣嗎？

伍〇安：通常背一定是我們，那打的話就是看興趣啦。

問 ：那你現在打是用搶比較多還是放陷阱？

伍 〇 安 ：我通常是用搶啦，因為放陷阱比較累，因為要巡，那他們以前放陷 

阱是因為不是每天去，有時候就臭掉了，我們現在這樣比較新鮮了 

問 ：那你怎麼學習打獵這件事的？還是說幾歲開始？

伍〇安：幾歲噢，我以前也沒有跟老人Is! ，前面出杜會後通常是自己。

問 ：所以也沒有人帶著你說布農族的狩獵是…

伍 〇 安 ：還是有，有長輩教啦，應該可以說20歲 ，20歲之前沒有在打，因為 

都在外面讀書。

問 ：那麼那時候怎麼開始的？

伍〇安 ：應該是說，本來從小就有興趣啦，因為我的阿公和外公都是獵手， 

都是老將級的，可是我爸沒有傳承，啊到我這邊我就比較有興趣， 

然後我就自己跟老人家學啊，有家族的也有別的家族的，可以說同



部落的啦！

問 ：你們這個獵區有跟其他家族或部落重疊嗎？

伍 〇 安 ：應該沒有，因為從以前就是我們的啦，但是你要說現在的話，現在 

的話就是有那個新鄉、羅 娜 、久美的都會去打，所以他們都會去 

打 ，就是順著這個公路上去，因為我的工寮就在上面，看他們上來 

就知道是哪裡的啊。

問 ：那你看到的話你會怎麼回應？

伍〇安 ：是覺得還好啦，可以說是布農族自己人，如果是別族會比較反感 

啦 ！

問 ：那有碰過其他族的嗎？

伍〇安：現在是還沒碰到過，都是別的部落的。

問 ：都是布農族的就是，沒有其他？

伍 O 安 ：對 ，因為你要說去禁止他們的話，那等於是我們也不能去他們的 

啊 ，那你又不能說欸我們這裡比較多獵人什麼的，因為現在也很少 

人在打獵的啊。

問 ：所以你自己也會去到羅娜那邊的獵場？

伍〇安：他們是很後山，很常去郡大那裡，像我同學他們就很常去郡大。

問 ：好像是位在清水山這邊打，西密大山這一帶？

伍〇安：差不多，有時候他們也會去神木那裡，神木村。

問 ：所以你說的同學是羅娜的人？

伍〇 安：對對對。

問 ：去到神木村打？

伍O 安 ：對 啊 。

問 ：東埔部落的話，哪個家族比較常去神木村打？

伍O 安 ：神木我們現在很少人去啦，因為現在都是走台2 1 ，不然就是郡大那 

裡 ，就是豐丘那裡。

問 ：那一塊（指神木村）沒什麼人去？

伍〇安：應該還好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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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所 以 現在去主要是開車去，在公路的沿線？

伍 〇 安 ：對 ，就比較快啦，可以當天來回，像如果正常去郡大這裡的話都是 

要兩天以上。

問 ：所 以 比較習慣在新中橫那邊打？

值〇安 ：對 啊 ，因為我的工寮在上面啊，像我們上去就是往塔塔加那裡。

問 ：所以平常打獵不會到阿里山或神木村再過去？

伍 〇 安 ：不 會 啦 ，因為那邊有管制站，如果要過管制站要五點以前，因為這 

邊是很多水鹿啦，自忠那裡。

問 ：如果在那邊，打到好遠喔。

伍◦ 安 ：也是要等白天啦。

問 ：所 以 在你的區域比如獵寮，看到其他部落會提醒他們不能來嗎？

伍〇安••不會，因為他們也是都開車啊，因為他們也算自己人，因為那邊是 

公路啊，你要怎麼警告？你也不可能設個柵門吧！

問 ：有聽到老人家會說很介意別人去他們的工寮，你會介意嗎？

伍 〇 安 ：就是要講啊，就是要告知啦，看我願不願意給你來，因為有些人就 

是沒有告知，因為會去的話基本上我們自己人都會先問啦！或是問 

我要不要一起去，會知道誰要上去，對 。

問 ：從你20歲開始打獵到現在，你有覺得數量上差很多嗎？

伍〇安 ••沒有 欸 ，越看越多啊，因為也很少人在打啊。

問 ：那你對於狩獵自主管理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

伍 〇 安 ：就 是 ，像 我 啊 ，多了一個保障，有這個獵人證比較放鬆拉，但也不 

知道這個是怎麼跟玉山國家公園溝通啦！

問 ：就是還是會擔心這件事情？即使有獵人證？

問 ：那像你會打比較小的動物嗎？飛鼠、白鼻心啊？

伍〇安：會 ，飛鼠啦，飛鼠也算很常遇到，白鼻心的話比較少遇到。

問 ：紅面跟白面也都是嗎？

伍 ◦ 安：會啊。

問 ：那所以打獵的時候你有分日落後或曰出前的時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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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〇 安 ：因為像我們走台21開車嘛，所以我們都是晚上八 '九點出發，如果 

很多人去的話，會比較晚點回來，因為大家輪流開車嘛，差不多曰 

出前回來，差不 多 四 點到家，啊現在白天比較少打。

問 ：那你有分冬天，比如說十到十二月打嗎？

伍〇安：沒 有 ，我沒有在分這個，除非是老人一直叫我們去，聖誕節、復活 

節什麼之類的，叫我們去打，才會跟。

問 ：因為老人家他們好像會因為是農忙的時候就比較少打。

伍〇安 ：也 還 好 ，因為現在路都很順，都是公路啊，除非你是去爬山才會 

分 ，現在打公路的話，他們無聊就會問，我們很無聊就會跟著去。

問 ：那會在車上打嗎？

伍〇安：有時候牠們躲起來，就要下車去追牠們的腳步啊。

問 ：那這樣聽起來年輕人打獵的習慣跟老人很不一樣。

伍 ◦ 安 ：因為現在可以輕鬆就輕鬆啊，因為牠們會下來啊，動物會下來，除 

非特定的節曰有些打鹿茸的，才會到山上。

問 ：那你會打鹿茸嗎？

伍〇安：不 會 ，因為我們這邊很多在打鹿茸的，就肉都不拿，鋸 掉 （鹿茸）， 

身體丟在旁邊啊。

問 ：那你會覺得這樣不太好嗎？

伍〇安：不太好，我之前就遇過I15! »

問 ：而且之前訪談有說，之所以不用陷阱，就是因為動物（屍體）發臭會影 

響動物的出現。

伍 〇 安 ：對 啊 ，而且他們專門打鹿茸的，今年就打河流這裡，因為屍體可能 

在下面嘛，所以牠們（動物）就往上跑，明年他們就打上面，但這 

樣子也是很不好，起碼背東西回來，為了那個錢！鼻子很靈敏的都 

聞得到，因為咮道會上來啊！

問 ：那你本身有覺得，因為後來，後來教會開始來到東埔，你有覺得這個信 

仰有對部落狩獵產生很大的影響嗎？

伍〇安 ：應該說教會進來對整個文化是有影響啦，因為我們布農族的一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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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會在教會舉辦，一些比較傳統的東西就沒有了，就是有好有壞 

啦 ，對於狩獵的話我覺得是沒有影響，所以宗教對於布農的狩獵沒 

有影響。

問 ：會有結合的跡象嗎？比如說因為聖誕節或嬰兒… 。

伍〇安 ：對 ，但對狩獵沒有影響，對文化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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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年10月23曰 

受訪者：伍 O 村先生 

問 ：首先想請問長老的名字？

伍 〇村 ：伍 〇村 。

問 ：長老今年是幾歲？

伍 0 村 ：民國40年出生，69歲 ，我從七歲開始打獵，跟著我爸爸他們一起。 

問 ：這樣也打獵快60年 了 ！那現在打獵是用什麼樣的方式進行？

伍◦ 村 ：以前跟爸爸打獵都是用陷阱、夾 子 ，然後用那個矛、獵搶這樣，那 

是剛開始！

問 ：啊現在？

伍 〇 村 ：現在是用新的，是用彈珠那個，啊其實我也有獵搶，但我是用那 

個 ，聲音沒有很大。

問 ：弹 珠 ，所以不是用子彈？

伍〇村：對 ！以前是用火藥那個。

問 ：就比較不會那麼大聲？

伍〇村：對 ，雖然是大的可能會打不死，但是多打幾發。

問 ：了解，所以用那個是不想讓其他動物被嚇跑？

伍 ◦ 村 ：對 對對，而且我們那個是用獵槍那些，現在那個我們是合法，去警 

察派出所登記，所以我們現在也有獵人身分證，我們那個槍也是自 

己送到派出所，還要照相。

問 ：了解，那現在長老都在哪裡打獵？就是地點？

伍 ◦ 村 ：以目前的話這個山都有，也不會跑很遠，因為現在動物都在底下 

啦 ，以前的話，我們跑很遠到秀姑巒那邊。

問 ：秀姑巒！

伍〇村：對 ，就是大水窟。

問 ：快到花蓮了！

伍〇村：對 ，我們去的話就三天、四 天 ，有打到撒物就要四天啦。

69



問 ：那現在都在什麼山或什麼河嗎？

伍〇村：就都有，有時候往塔塔加下面。

問 ：往楠梓仙溪那邊嗎？

伍〇村：對 ，嘉義那邊也有。

問 ：自忠嗎？

伍〇村：就是大埔，往曾文水庫、那瑪夏那邊4

問 ：那裡動物很多嗎？

伍 〇 村 ：很 多 ，就是我們開車，那邊路又很好，我們開車往那邊打，一個晚 

上可以打二十幾隻。

問 ：那你都打什麼動物？

伍 〇村：飛鼠、山豬，還有山羌。

問 ：所以現在比較多是往塔塔加？

伍〇村：就是一有時間，就是忙的時候就暫時，工作很累了就利用晚上。

問 ：晚上的時候？

伍〇村 ：對 ，白天沒有，我們就是用那個燈照啊，隔天就是凌晨四點、五點 

回來。

問 ：那長老都多久去打獵？

伍 〇 村 ：要看情形欸，我都輪流，有時候去海邊、有時候去山上，而且我們 

這個打獵喔，都會分享，我們按照我們這個祖先啊，從爸爸就會講 

說 ，你打到動物還是你釣魚，你販賣到那些店舖喔，以後你就打不 

到 動物，所以我們 B u n u n喔 ，就是願意把你所獵的動物要分享給大 

家 ，比如說教會有什麼節曰就大家一起吃，分享。

問 ：所以你說把獵物賣掉是一個禁忌？

伍 〇 村 ：對 ，就是一個不好的，禁忌啦，而且我們打獵按照習俗，是不能打 

黑熊的，因為黑熊是不吉利的，如果你看到黑熊，就要把牠趕走， 

不能打牠，那以前狩獵誤抓的話，被抓到啦，你也不能給他說擺在 

那 邊 ，我們就先就離開，知道牠死、沒有氣啦，我們就把牠拿掉， 

可是你要回來（部落的時候），不能回家裡睡覺，要到田裡，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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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在那邊，所以我們Bunun不喜歡狗熊。

問 ：所以除了這個禁忌還有其他的嗎？

伍〇村 ：以目前，現在獼猴太多了，但就是他們會到田裡吃這些我們所種的 

水 果啊，牠們會來吃，就說我們放陷阱，我們被抓到啦，我們就把 

' 牠 打 死 ，因為我們不會打那些獼猴，因為按照老人說獼猴以前是 

人 ，所以我們就不吃獼猴。

問 ：那這些禁忌到現在還有嗎？

伍〇村 ：應該是還有，就是不得已牠們會亂吃我們所在種田的那些，我們當 

時要把牠趕走，沒有辦法出去打獵，或是你打到就交給會吃的那 

個 。

問 ：那通常長老去打獵是為了自己吃，還是教會有活動這樣嗎？

伍〇村：對 啊 ，就分享大家一起吃。

問 ：那你有遇過獵場跟別的部落或族群衝突這樣嗎？

伍 〇 村 ：以前是有，我們在村裡面啦，比如說我們這個山是我爸爸的狩獵 

區 ，我們會做一個記號，可是呢在那些，社區裡面喔，他們也知道 

說你現在是誰在那邊放陷阱，然後就會做一個記號，然後就不能進 

去 ，假如你真的很調皮，亂放陷阱，就是等到在一起有這個節曰， 

就 邀 請 ，他一起來啦，就一起，然後用歌來表示說你因為誤闖我的 

狩獵區。

問 ：你說用唱歌的方式跟他說？

伍〇村：對 ，他如果聽得懂就會偷偷離開，聽不懂就給他打一巴掌。

問 ：以前的時候？

伍 〇村：以前，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家族的狩獵區。

問 ：那現在還有這樣子嗎？

伍〇村：沒有啦，大家都年輕，反正你有實力就去嘛。

問 ：所以不會分這是誰家的誰家的？

伍〇村 ：對 ，因為年輕人嘛，不喜歡打獵就不去啦，不像我們好動的。

問 ：所以你打獵的地方是你家族的獵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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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〇村：不 是 ，反正只要是屬於Bunun的狩獵區域就大家都一起啦。

問 ：你說只要是Bu_ 的都會去，所以羅娜、豐丘那邊你們也會去嗎？

伍〇村：因為那邊的，也是從郡大這邊的，我們屬於郡社，羅娜也有啊、信 

義也有啊，比如望鄉那幾個郡社的，他們也有他們以前的部落，所 

以他們會往那邊，只是有時候他們來的話我們會睁一隻眼閉一隻 

眼 ，你進來那就是你打到也不會打很多啦。

問 ：所以也不太會管？

伍〇村：對 。

問 ：現在打獵的人也少？

伍 〇 村 ：對 ，像我們這個年紀，做 農的，工作很累，到山裡面找個動物就帶 

下來大家一起分享。

問 ：所以現在打獵比較像是休閒？

伍〇村 ：對 ，我們不是把它賣掉。

問 ：所以你說去大埔打，那你有跟鄒族遇到過嗎？

伍 ◦ 村 ：沒 有 1 比如說因為在大埔那邊的話，那個山很大，有一次我晚上去 

那邊帶我一個孩子啊，他現在是牧師，我們就翻了五個山，我們迷 

路 啦 ，我們就先天亮後再找這個方向，一翻翻了五個山是這樣，我 

們就這樣下來到車子，所以那邊很廣啊那些山1 現在我們就是怕有 

警察會做一個臨檢。

問 ：會查你們？

伍〇村：大埔那邊的警察很少出來啦，我們只會說有狀況啊。

問 ：了解，那因為長老是務農，那你打獵的時間，之前聽一些長老是冬天的 

時候打，還是你沒有這樣分？

伍 〇 村 ：像我們這個老人喔，現在已經可能會，因為他們預備的那個放陷阱 

是在九月，因為這個六、七 、八是採收那個小米還有五穀玉米那些 

東 西 ，所以老人就知道，這個時候到冬天，秋天就預備，冬天就會 

很冷了，動物就會聚集下來，因為以前的動物很少啊。

問 ：所以有一部分冬天打是因為上面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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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〇村：因為會下雪啊，因為大部分老人就開始九月放陷阱。

問 ：所以長老去打獵通常是自己去？

伍 〇 村 ：對 ，自己，因為現在沒有在放陷阱啊，而且現在有手機，你打到就 

電話叫孩子去接，他們也是利用天黑上去，知道地點後就對外聯 

絡 ，然後就去背。

問 ：而且現在好像比較常開車？

伍〇村：要 看 ，比如說父子斷崖就要走的。

問 ：那那瑪夏就要開車？

伍〇村：對 ，開車，大概三個小時半，在路上就可以…

問 ：一路 打 。

伍〇村：差不多一點就扛回來，本來是很想上去打，但要看時間趕快回來， 

到家裡差不多四、五 點 。

問 ：那長老知道之後東埔要推動狩獵自主管理，想問長老的想法？

伍 〇村：這個我知道啦，可是要看啦，狩獵本來就是原住民的文化，不管政 

府怎麼樣來去管這個，可是我們還是要去打啊。

問 ：不管政府推了什麼政策，都應該要打獵的意思嗎？

伍 〇 村 ：對 ，因為這是我們的文化，不能忘本，就 這樣，主要是那些到都市 

裡 面 的 ，他們就是赚錢，他很少到，他們有時候覺得打獵太苦啦， 

可是在我們這個喜歡打獵的不會，因為這是我們的文化啊

問 ：那長老會想要培養年輕人打獵嗎？

伍〇村：會有啦，但不需要培養啦，他們看到爸爸打獵，孩子也自動會跟著 

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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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2020年 10月2 4 日 

受 訪 者 ：全〇光先生

問 ：很 感 謝 理 事 長 接 受 我 們 的 訪 談 。那 現 在 在 做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他主要的制 

度 就 是 說 ，因 為 現 在 的 原 住 民 打 獵 的 法 規 ，中華民國的法 律 很 複 雜 ，而 

且 管 很 多 ，那 這 樣 的 法 律 和 規 定 你 要 有 祭 儀 、要 有 打 耳 祭 才 能 打 ，而且 

你 還 要 事 先 申 請 ，如 果 沒 有 事 先 申 請 這 樣 也 不 能 上 去 打 ，打完還要回 

報 ，而 且 還 要 事 先 講 你 要 打 幾 隻 ，這些規定和我們原住民打獵的傳統很 

不 合 ，所 以 後 來 政 府 就 想 說 ，不 然 我 們就讓原住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打  

獵 ，可 是 政府比較重視的是說他們想知道打幾隻，這樣他們才會比較了 

解 動 物 還 夠 不 夠 打 ，這 件 事 情 他 們 是 想說我們政府都不要問，原住民自 

己 來 管 理 自 己 ，然後要發獵人證誰可以上去打獵也是部落自己來決定， 

哪 些 人 他 技 術 還 不 到 要 先 當 學 習 獵 人 ，然後還有打來的東西只能自己吃 

或 者 是 分 享 ，就 是 不 能 拿 去 賣 ，但是我們 可 以 取 得 自 己 管 理 打 獵 的 權  

利 ，所以我們現在在 推 動 的 是 這 樣 的 一 個 制 度 ，也就是說我們原住民可 

以 自 己 管 自 己 ，東 埔 以 後 就 自 己 管 自 己 的 獵 場 ，自己管自己打獵的事 

情 。那 我 們 接 下 來 有 一 些 問 題 要 請 教 理 事 長 ，那前面應該是一些基本的 

個 人 資 料 。理事長你的貴姓大名？

全 〇 光 ：我 姓 全 ，安 全 的 全 。

問 ：那您是住在第幾鄰？

全〇 光 ：我 本 來 是 住 第 二 鄰 ，現 在 搬 到 第 三 鄰 ，戶籍還是第二鄰。

問 ：那您今年年齡大概幾歲？

全 〇 光 ：五 十 六 歲 。

問 ：那現在的職業？

全 〇 光 ：做 農 。

問 ：那從一開始打獵到現在大概多久？

全 O 光 ：我從尚中開始就偷偷在打，高中就在打飛鼠，大 的 都 沒 有 打 。

問 ：可 能 也 三 、四 十 年 了 。打獵的工具都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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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〇 光 ：剛開始都是用土製的搶，現在都是用喜得釘。

問 ：那有做陷阱嗎？

全◦ 光 ：陷阱是比較沒有做。

問 ：以前一開始就是用搶了？

全 〇 光 ：對 ，因為我們比較不會用陷阱，陷 阱 比較危險。

問 ：那現在通常在哪邊打獵？

全〇 光 ：現在一般都在我們這個後山。

問 ：那通常都是在什麼時候打獵啊？

全 〇 光 ：冬 季 。

問 ：喔 ，可能是比較農閒的時候。那在打獵的季節大概多久打一次？

全〇光 ：那個時間差不多在十月份就開始了，到 明 年 的 五 月 。

問 ：那通常打獵的原因是自己要吃還是？

全 〇 光 ：就 是 自 己 吃 ，還有部落的朋友想要去新的地方打獵就去打。

問 ：那現在我們東埔去打獵的地方跟其他部落有沒有重疊啊？

全 〇 光 ：目前是有。比如說像是自忠啊，還是十八重溪那條路都有重疊。 

問 ：那以前有上山打獵的時候別的部落也來嗎？

全 ◦ 光 ：有 有 ，也 有 。

問 ：就是發現說不是我們東埔的也跑來我們的獵場，所以那個獵場等於是大 

家都有一個默契互相都可以用？

全 〇 光 ：大家都認為說不要妨礙到他的區域就好，各 打 各 的 。

問 ：就是說我們也不會說你不要進來這樣。那通常打獵都是跟朋友一起去？ 

全 〇 光 ：一般是跟朋友或是自己的孩子。

問 ：哦 ，跟 家 裡 面 的 小 孩 子 ，帶 他 去 順 便 也 教 他 。那理事長剛才是說打獵高 

中就開始了？

全 〇 光 ：對 ，高中就開始 了 。

問 ：所以那個時候是跟誰？

全 〇 光 ：跟 同 學 。

問 ：跟 同 學 一 起 去 ，那有跟爸爸嗎？或是長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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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〇 光 ：以 前 是 有 一 些 長 輩 帶 我 們 去 ，是 羅 娜 的 帶 我 們 到 十 八 重 溪 那 個 地  

方 ，那 時 候 他 們 的 獵 區 ，因 為 我 同 學 他 的 太 太 是 羅 娜 的 ，羅娜的的 

人帶我們到那的。

問 ：那大概都打哪一些動物？

全 〇 光 ：都 是 針 對 飛 鼠 。

問 ：白面的嗎？

全 〇 光 ：都 有 。

問 ：那除了飛鼠以外還有打什麼？

全 〇 光 ：只 有 看 到 山 羌 ，看 不 到 別 的 動 物 。

問 . 山 見 ？

全 〇 光 ：山 羌 跟 山 豬 ，但 是 山 豬 打 不 到 。

問 ：那 像 水 鹿 比 較 不 會 下 來 對 不 對 ？牠 應 該 還 要 再 更 高 的 地 方 ，所以大概就 

是 山 羌 跟 飛 鼠 。那 有 沒 有 說 那 些 動 物 跟 以 前 比 較 年 輕 的 時 候 打 得 不 一  

樣 ，有沒有發現牠們有什麼變化，哪些變多哪些變少？

全 〇 光 ：飛 鼠 變 少 。現 在 飛 鼠 越 高 才 會 有 ，低 海 拔 就 沒 有 。

問 ：等於部落周遭就變得比較少？

全 〇 光 ：對 。

問 ：以前日本時代有 寫 一 些 布 農 族 打 獵 的 禁 忌 ，那我們想知道說我們東埔的 

人打獵的時候還是一樣把這件事情當作禁忌？例如說看到鳥從右邊往左 

邊 飛 過 去 ，以前是說看到這個就要回家了。

全 〇 光 ：這個以前老人有在講，但 是 沒 有 碰 到 過 。

問 ：實際上你還沒有遇到過？

全 〇 光 ：沒 有 遇 到 過 。

問 ：然後還有說如果放屁或是打喷嚏這種我們就不能打了。

全 ◦ 光 ：對 對 對 ，就 不 要 去 了 。如果現在我也會跟我的小孩說不要去。

問 ：還 是 會 遵 守 就 是 了 。例 如 說 以 前 會 講說你要出們的時候小孩子哭了、吵 

鬧 ，或是說家人跟你吵架，這個也 不 可 以 出 門 ，現在也會遵守嗎？ 

全 〇 光 ：現 在 是 有 教 孩 子 啦 ，因 為 現 在 比 較 少 上 去 了 都 是 小 孩 子 了 ，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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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他們說既然這樣就不要去。

問 ：那 還 有 以 前 有 說 ，你 要 出 門 剛 好 有 人 來 拜 訪 這 也 是 一 個 禁 忌 ，就不能去 

打 獵 。

全 〇 光 ：找 我 ，找 去 打 獵 的 還 沒 有 關 係 ，但是以前我就比較不會知道這個消 

息 。

問 ：還有就是親人過世期間也不去打獵。

全 〇 光 ：對 。

問 ♦ 現在也是這樣 ？

全 〇 光 ：現 在 盡 量 。

問 ：那另 外 還 有 一 個 ，就是作夢夢到什麼就不能去打 獵 。

全 〇 光 ：有人說夢到女孩子的話會打很多。

問 ：哈 哈 哈 ！我 們 之 前 有 一 次 訪 問 的 時 候 ，問到一個 我 們 東 埔 的 老 獵 人 ，說 

他只要作夢夢到女孩子的胸部，去打一定打很多。

全〇 光 ：就 是 會 有 一 個 反 差 ，也 不 知 道 為 什 麼 ，老人家跟我講說今天要去打 

獵 的 話 有 沒 有 作 夢 ，我 說 有 ，他就說我們今天去打。

問 ：好 ，大概是這些主要的禁 忌 。還有幾個就是如果在山上不小心打到黑熊 

就會說那就不能再打了。

全〇光 ：對 ，打到黑熊也是一樣。

問 ：就是要在地趕快處理，然後接下來就不打了？

全 〇 光 ：老 人 家 是 說 如 果 看 到 黑 熊 就 讓 牠 跑 就 好 了 ，盡 量 就 不 要 殺 牠 ，會讓 

我 們 貧 窮 ，對 我 們生活不好。

問 ：還有就是說女孩子不可以跟你們去打撒=

全 〇 光 ：我太太她是有打到。

問 ：有打 到 ！所以以前的那個現在也是現代化了，男女平等了。

全 〇 光 ：過去是想說太太想要體驗，那時候才想說帶過去打打看。

問 ：還是有打到？

全 〇 光 ：對 ，可 是 麻 煩 。

問 ：還 有 說 以 前 日 本 人 有 記 載 ，布 農 族 只 要 打 到 獵 物 ，就會大叫或是鳴搶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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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我已經拿到了，現 在 也 會 嗎 ？

全 〇 光 ：如 果 是 團 體 的 話 會 。

問 ：自己的話會嗎？

全 〇 光 ：自 己 的 不 會 ，因 為 畢 竟 沒 有 人 會 聽 到 ，我有跟過幾個長輩去後山就 

是 這 樣 子 ，打 到 了 他 們 就 鳴 搶 表 示 說 有 了 ，也就是說我們要去幫忙揹  

啦 ，比如說到了一個山頭他就放一個，就是 讓 你 過 去 幫 忙 。

問 ：那所以自己 去 打 還 放 槍 ，會不會到時候來很多人 ^•你分？

全 〇 光 ：那 個 就 比 較 沒 有 。

問 ：那 理 事 長 對 我 們 接 下 來 要 推 動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的 看 法 ，你的期待或者是說 

有沒有什麼擔憂？

全〇 光 ：當 然 希 望 既 然 部 落 要 推 行 這 個 打 獵 這 個 程 序 ，我就希望說還是要訂 

一 個 自 己 的 内 規 ，希 望 說 不 要 太 隨 便 ，太隨便怕說一些鄰居們不了 

解 傷 了 環 境 ，那 些 該 禁 忌 的 '該 小 心 的 他 必 須 要 知 道 這 個 法 ，比如 

說年輕人要上山還是要帶一個長輩比較資深一點的。

問 ：因 為其實我們接下來這個算是我們去跟政府交涉，然後現在的政府他承 

認 原 住 民 的 權 利 ，所以未來我們最終希望達到東埔的人來管東埔自己的 

獵 場 ，然後變成 說 大 家 自 己 要 負 起 那 個 責 任 ，因 為 自 己 的 獵 場 自 己 顧 ， 

然後可能也要跟別的部落 ...如果有重疊的大家要談。

全 〇 光 ：我 也 希 望 如 果 已 經 通 過 的 時 候 ，我 們 必 須 就 要 找 人 去 跟 那 邊 談 ，比 

如 說 跟 鄒 族 的 那 邊 大 家 都 在 搶 ，因 為 動 物 比 較 多 ，要跟他們談比如 

說 季 節 性 哪 時 候 你 可 以 去 打 ，畢竟怕說到時候大家在那邊吵架這樣  

不 好 。

問 ：今天很謝謝理事長接受我們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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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年10月2 4日

受訪者：王〇傑先生、全〇光 先 生 ^

問 ：非常謝謝0 傑 ，你現在是住在第幾鄰？ —

王〇傑：第三 鄰 。

問 ：那你今年幾歲？

王〇傑 ：3 1。

問 ：現在的職業呢？

王〇傑：攝影師。

問 ：你有在打獵嗎？

王〇傑 ：會跟啦。

問 ：你開始跟以後大概幾年？到現在你打獵的年資大概有幾年？

王〇傑：我中間一段沒有打，就是我國小四年級就開始跟我爸到國三嘛，之 

後就沒有再打，然後到最近才回來，大概五月又開始跟上去。

問 ：是 ，所以這樣的話，斷斷續續可能拉哩拉雜差不多十年左右。上去打的 

話 ，打獵的工具是什麼？

王〇傑：獵 槍 、刀 ，差不多這樣。

問 ：有做陷阱嗎？

王〇傑：會放啦可是那是小時候，之後我父親就沒有再放，都是用獵槍了。 

問 ：好像我們東埔大部分都是用獵槍在打獵。

王〇傑：對 。

問 ：那還有就是說，你通常都去哪裡打？

王〇傑：我都在我的...應該說我們的…就是我們家的工地、農田附近，大部 

分是在那邊，就是我們那個山往上...

問 ：就是三鄰上去...

王◦ 傑 ：算草坪頭吧。

問 ：草坪頭一帶？

王〇傑 ：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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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那邊動物已經就夠多了？不用跑太遠？

王 〇 傑 ：現在比較多耶，以前要跑很遠，現在有大型的，以前都只有飛鼠、 

松鼠這樣。

問 ：啊現在咧？通常...

王◦ 傑 ：有山羌也有山豬耶。

問 ：所以你也有抓到山豬？

王〇傑：沒 有 ，我就跟我爸去啊，我爸去拿的，有看到啊，也有打到。

問 ：那通常在什麼時候會去打獵？

王〇傑：晚上。

問 ：有例如說幾月嗎？

王◦ 傑 ：沒 有 耶 ，就是 ...（問 ：全年性都有可能？）像我爸是說他農忙結 

束 ，沒有那麼忙的話就會上去走走，就當作運動這樣*

問 ：就是不一定說什麼一定冬天，有時候春天'夏天也會去？

王〇傑：其實會看耶1還要看...因為我爸好像是說也要看牠們會不會下來這 

件事情，上面如果食物夠...真的不一定，我沒有特別去記。

問 ：就是大概只要有空就會跑去打。

王〇傑 ：不過鹿茸季的時候最多啦，鹿茸季的時候大家會比較想去打。

問 ：那還有就是說，如果像在打獵的時候，通常一個禮拜打幾次？或是說每 

個月大概打幾次？

王〇傑：一個月一次就很多了吧。

問 ：那通常為什麼會上去打？是因為想吃嗎？還是說為了教會的活動？還是 

家人？

王〇傑：現在都是為了教會活動。

問 ：教會活動所以大家去打？ （王〇傑 ：對 。）

問 ：那十八重溪那邊也會？

王〇傑：那邊應該不算我們的吼。

全〇光：畫的時候也算我們的，就是你的舅舅不是在那邊？

王◦ 傑 ：因為聽說去那邊，明德村的人都會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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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大家都會過去那邊打？

王 ◦ 傑：對 。

全〇光 ：跟豐丘同一個。

王〇傑：會吵架...

問 ：那我們東埔的獵場有沒有像剛剛講到十八重溪，有沒有其他地方附近的 

部落也有說他們...也算是他們也會過去打？

王〇傑：神木區就有啊，神 木 區 ，還有郡大林道也有，老部落還是會有別村 

的人會去啊。

問 ：大概是哪些啊？附近都會嗎？還是說有沒有比較...

王〇傑：羅娜村的、明德，還有望鄉、久美的都有聽過。

問 ：喔他們也都會跑過去？

王〇傑 ：對 。

問 ：那以前有吵架過嗎？以前有聽說嗎？

王〇傑：聽爸爸說有啦，像有些人會蓋獵寮嘛，然後被別人使用後沒有恢復 

就會有爭執啊，但是有些比較頑固的…也不是說頑固啦，有些老人 

家是比較堅持自己的獵場的人，就會覺得說：「你們來侵犯我的領 

地」啊 ？

問 ：但是不會說不讓他來，對不對？

王〇傑：會 ，會啊。

問 ：「諉你怎麼可以過來！」這 樣 。（王〇傑：對 對 。）「這我們的！」

王〇傑 ：有些外來的人放陷阱抓到獵物，獵場主人就會守在那邊，就等那個 

放陷阱的人上來拿的時候，當面罵他。（問 ：會 說 「你怎麼可以來我 

邊 放 ！」）對 ！然後可能把重要的部位拿走，像山豬的牙齒、鹿的 

角 ，或是内臟，很新鮮的話，那些都會先拿走，然後留一些比較不 

重要的，我聽到的是這樣。

問 ：所以像這種事情以前還是有發生？

王〇傑：以前有耶！

全 〇光：以前比較常，現在比較不會，現在的觀念是說，你努力上山拿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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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自己的。

問 ：那所以像這種獵場有重疊的話，不曉得說，需不需要去跟其他部落的協 

調 ？去跟他們講一下、溝通？

王 〇 傑 ：我覺得需要，因為有一點是，陷阱是個問題，如果是別人放的，我 

們不知道，我們也許帶狗上去被夾到，其實很傷耶，如果互相協調 

知道說這邊有放陷阱的話，或是我們跟你講說這邊不要放陷阱，因 

為我們可能都去走，我們狗獵會放狗，對 啊 ，就在這裡。

問 ：那還有就是說，通常打獵的話你是自己去嗎？還是跟朋友一起去？還是 

跟爸爸一起去？通常成員是哪些人？

王〇傑：朋友跟爸爸。

問 ：然後大部分都是因為教會的關係？

王〇傑：現在都是幾乎因為教會有活動，前一個禮拜就會上去。

問 ：所以你那個打獵就是等於說跟爸爸一起學習，從他那邊學來的，你說大 

概小學的時候就開始（王〇傑 ：就開始跟了），那時候大概幾歲？

王〇傑：10幾歲吧，13到15歲 。

全 〇 光 ：他們那邊都比較年輕，像我以前也是差不多國小就被我姊夫、第六 

鄰 那邊，也是帶到山，放在山上裡面，我就一個人，一個人了，他 

就跑到...一個人就跑到撲....。

問 ：哇 ！訓練喔？！

全〇光：對 ！

王〇傑：你只有一個刀啊，然後一個手電筒。

全〇光：對 啊 。

問 ：這樣子喔！他是故意的？

全〇光 ：我們以前是沒有手電筒，是燒火而已，放在那邊，他就上山了，我 

一個人在那邊，好幾天、幾個小時沒有人，就開始哭了。

王〇傑：重點是你在這邊等，然後你聽到旁邊只要一有動靜，你就會以為是 

有什麼東西在那邊，（全〇光 ：很恐怖。）以前是這樣，然後就一把 

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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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〇光：他們那邊那個六鄰，六鄰的老人家都會喜歡帶一些小孩子。

問 ：哇〜那這樣其實也不錯啦，從小開始訓練。

王〇傑：有些人會怕，像我哥和我弟他們就不敢去，但是我去的原因是因為 

我爸爸想教啊，我會覺得，就是還是要跟啦，意思意思啦，就我代 

表這樣，所以我才跟上去了。

問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開始，也是要開始設計狩獵的訓練課程。

王〇傑&全〇光：對對… ！

問 ：還有那另外就是說，大概上去打到的動物，像你剛講說大概飛鼠、山 

晃 、山猪"麻，對不對？

王 ◦ 傑：還有水鹿啊。

問 ：水鹿也有喔，水鹿也會下來，那你有沒有看到說動物的一些數量的增 

長 ？有沒有哪些變多？或哪些變少？

王〇傑 ：我國小的時候打的時候，基本上沒有遇到什麼大型的，但是現在都 

會遇到大型的，真的。4
問 ：所以像水鹿、山羌都會下來？

王〇傑 ：對 。

問 ：是滿常的，你說也不用狼刻意到處找，他們自己都會下來？

王◦ 傑 ：你有時候工作可以聽到聲音啊。

問 ：這樣啊？他就在叫了。

王〇傑 ：對 。

全〇光：山羌就比較常常看了。

問 ：例如你們年輕人平常打獵，還有沒有在守一些以前古老的、傳下來的、 

我們布農族的禁忌？像例如說，看到鳥從右邊飛到左邊這樣子，「那就不 

要 打 了 ！」或是說我們一起打獵，聽到有人放屁、打噴嚏呀 ...這一類 

的？

王〇傑：只會聊一個，就是異夢這個問題這個東西，只會聊啦。

問 ：但是如果真的，例如說有一個人「哈啾〜」，還是繼續打？

王〇傑：其實沒有（禁忌），只會稍微問一下說：「欸 ？有作什麼夢？」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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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問 ：夢比較會問。

全 〇 光 ：禁忌是因為，大家如果說很在意的話，最主要是在意，如果在意這 

東西的話，你就絕對不會，比如說我很在意這東西，我就叫孩子不 

要 去了，如果說大家都...比如說年輕人比較不會在意嘛，就 算有， 

他們也是照樣 去 。

王 〇 傑 ：所以那個作夢的會比較注意，就是如果有遇到、就是你夢到什麼蛇 

啊 、或是什麼跌倒、或是受傷的東西的話，就是不會去了。

問 ：作夢的東西是還滿在意的？

王〇傑：會在意，我們會在意。

問 ：比較在意作夢？ （王 〇傑：對 。）其他的那些打嗝啊、什麼哈啾的就不 

在意？

王〇傑：不會啦。

問 ：就是夢這件事情還是滿注重的？

王〇傑：對 。

問 ：那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 是 說 ，你對於我們接下來東埔要推動這一個狩 

獵自主管理的你的看法，你有沒有一些期許？或說什麼擔憂？或者你認 

為哪些事情是應該要注意、應該要推動的？

王 〇 傑 ：就是...我自己這樣看啦，你說要完全恢復狩獵這行為？其實我們已 

經不是靠打獵維生了！你知道嗎，其實我們都有自己的生活，只是 

說 ，我覺得我們現在做這一塊有個好處就是，像打獵和巡山，還有 

就是文化傳承！其實滿重要的，即便我不是靠狩獵為主業了，但是 

可以帶小朋友上去體驗，順便認識一下自己的家、自己的獵場，還 

有族群的歷史。那也可以順便看一下動物，然後維護獵場，我覺得 

都還算不錯的一件事情。至於擔憂？我是覺得，就是有些舆論會說 

我們恢復狩獵根本就沒有意義，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是靠這個維生， 

說我們不靠打獵維生，這是的確啦1但狩獵那就是我們的文化！狩 

獵已經就是一個象徵了嘛，我只能這樣講，你要單靠只吃那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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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不吃其他什麼東西，然後又不種什麼經濟作物來生活，真的很 

難 啦 ！狩獵的文化，像我們學剝皮、製皮這個，最近我們年輕人有 

在 學 ；然後還有「分食」的文化，也是年輕人會學；還有就是在山 

上 ，年輕人要主動去幫忙，這也是我們年輕人在學的；還有就是像 

飲酒文化，我們也是在山上才學的。就是晚輩要幫長輩倒酒，晚輩 

要主動去揹重物啊，或是晚輩要主動去帶水. „。如果沒有透過這個 

狩獵來去推的話，其實我們年輕人很難知道這些文化。我自己過去 

沒有跟大家去巡山的時候，我不知道原來年輕人要做這些事情！我 

不 知 道 ，我是在觀察之後才發現：「欸 ？為什麼？」跟我同輩的一 

起 ，我們兩個是最小的，因為他常在部落，但我是剛回來，所以我 

不知道我應該要下去做什麼事情。

問 ：是〇安 ？

王〇傑：不 是 ，〇華 。我是發現他幫大家倒酒，我爸也是一直叮嚀我說，「你 

在上面要主動，不要給別人添麻煩！」因為有一次我跟我爸分 開 ， 

他是另一組，我是走往老部落那一組，就是在那邊觀察，才知道說 

真的要自己主動。因為大家都會累，不過年輕人其實身強體壯嘛， 

所以你就是一定要知道說你要多負擔一些重的東西，或是一些比较 

雜 碎 、零碎的事情，那在狩獵的過程中，基本上長輩也是採取說， 

誰看到誰先啦，然後第二槍就是看...？是看輩分嘛是不是？還是看 

誰 ？第一搶是誰先看到誰先打，沒有中的話，我記得後面是...好像 

也會… 也是一種學習你知道嘛，就是看到很多...（問 ：有一個順位 

是不是？）這個沒有一個教科書耶，所以我最近這樣...

問 ：等於要長輩跟你們講？傳承？

王〇傑：等到長輩講話，其實已經是不好的時候了，就是你已經...

問 ：就是你一定要主動。

王〇傑：對 ，是要主動的。

問 ：不要我長輩還要跟你講說「你要來倒酒...」

王〇傑：對 ，那個就是已經算是有點修...就是指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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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在罵了D麻？

王〇傑 ：以前我都不知道這些，所以我爸上山前一直跟我講說，你一定要主 

動' 主 動 ！還好我在那些過程我沒有被長輩說：「要幹嘛，欸 ，ibi去 

做 什麼。j 我們都是自己主動說，可能需要什麼我們就去做。這個 

我覺得才是我們做這個狩獵文化其實還滿重要的東西，我覺得可以 

推 廣 啦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什麼教科書，你知道嗎？狩獵沒有什麼 

教 科書。然後我也是在做文化之後才發現說，其實從以前學習這個 

都是主動的，長輩不會叫你說：「欸你來，我要教你什麼東西。」他 

不 會 ，可是你參與之後，你會想要幫忙，你自己會去看，用看的然 

後慢慢地去學、去 做 。這個是我對我們做這一塊的滿覺得就是值得 

去…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問 ：所以有期待？

王〇傑 ：對 啊 ，更多的年輕人一起參與的話，其實還不錯啦，因為有些年輕 

人可能會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融入群體的時候，你有時候個人的 

想法要放掉，你要融入，因為大環境'環境是這樣，你如果一直保 

持你自己，這種個人主義太強烈的話，你很難~就是你會覺得在這 

裡格格不入啊，他也是一個學習，因為你在山上是一個禮拜，甚 

至...對 嘛 ，很長的時間，如果你一個人跟大家容不下去的話，其實 

你在這段過程裡面會很辛苦，所以也是一種學習。在山上很長時 

間 ，我也是慢慢地放下我自己，我本來超怕的，就是覺得很怕髒或 

是怕怎樣怎樣的，可是大家都這樣做，我就覺得「那應該是不是就 

是這樣？」就反而開始接受在山上...

問 ：融入部落？

王〇傑：對 ，沒有手機也無所謂，沒有洗澡也無所謂，隨便吃也無所謂，有 

東西大家一起在那邊吃就很開心了。肉 ，以前我不喜歡吃山肉的咮 

道 ，可是在山上就覺得，欸大家在一起就覺得滿香的。就是 ...對 

啊 ，然後我爸也跟我講說，關於狩獵這個東西就是，我們打不是為 

了自己吃，其實只是大家一起吃真的比較好玩，（全〇光 ：共 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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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共 享 ！就是比如說分食文化，它的意義、精髓是這個，而不是 

說我們享受打獵的那個快感、殺戮的快感，不 是 ！因為我也是在這 

段 時 間 ，才發現說對生命就是有那麼一點衝擊，最近看到一個人打 

—個大型獵物，牠沒有當場斷氣，但是要我們來去把牠解決嘛，可 

是我不會殺生你知道嗎，我那時候内心超掙扎的，然後牠在那邊呼 

吸 、在掙扎，我爸就跟我講說：「你覺得牠很痛苦的話，你趕快幫牠 

啊 ！」

問 ：讓牠解脫？

王〇傑：對 ，讓牠解脫，可是你知道我不會殺生，我也是看別人怎麼用我才 

用 ，哇 ！真 是 ！那天晚上真的完全睡不著，就是一直很亢奮。就 

是…我覺得生命超渺小的，生命超渺小的！我是會這樣看啦，我不 

知道其他年輕人來參加這個，會有什麼感受？就是在山下生活久 

了 ，再回到山上，就有一個衝擊啦，滿有趣的啦，對啊...。

問 ：好 ，謝謝接受我們的訪問，謝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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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2020年10月2 5曰 

受訪者：方〇評先生 

問 ：想請問一下長老你的貴姓大名？

方〇評：叫方〇評°

問 ：那族語名字是叫？

方〇評 ：Bagi。

問 ：是住在第幾鄰？

方〇評：我是第5鄰 。

問 ：那現在的年齡大概幾歲？

方〇評：現在65歲 

問 ：那現在的工作呢？

方〇評：現在是在種蔬菜，有時候去登山步道做工程。

問 ：那就是說長老你打獵大概打幾年？大概從幾年開始打？

方 〇 評 ：從國小我父親就開始帶我打，到山上放陷阱，從四年級開始就跟我 

爸爸去山上，但是不是到這麼遠的地方，最遠就是到對關的地方。

問 ：所以這樣打獵的經驗也有50多年了？

方〇評 ：對 。

問 ：那通常上去打獵都是用什麼工具上去打？是用槍還是陷阱？

方〇評 ：那時候比較小的時候是用陷阱，只有用槍的時候是打飛鼠啦，大部 

分都是放陷阱。。

問 ：那後來有改用槍嗎？

方〇評：改用搶是後來國家供應後才用的。

問 ：就是玉山國家公園成立後才開始？

方〇評：對 ，就是差不多5 、6年之後才用搶。

問 ：那為什麼會突然？跟國家公園成立有什麼關係？

方 〇 評 ：因為國家公園那時候就開始抓很嚴，動物就越來越繁殖，又這麼 

多 ，目前到現在都沒有放陷阱，都是用獵槍去山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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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等於動物太多了，放陷阱可能一下就抓到？

方〇評：對 ，一下抓到，因為我們可能一個禮拜才去一次看，或是有時候半 

個月才去一次，所以那時候動物比較少、比較沒有繁殖這麼多。 

問 ：所以後來就變比較多？

方〇評：對 。

問 ：因為動物多了所以就比較用搶打？

方〇評：對 。

問 ：那我們部落周遭你會去嗎？

方〇評：以前我還小的時候我爸爸都會帶我到他家下面，塔塔加下來，排雲 

的對面，還有這邊到後面。

問 ：那會跑到自忠嗎？

方◦ 評 ：自忠不會。

問 ：就是原則上是塔塔加這邊？

方〇評 ：對 。

問 ：不會再跨過去了？

方〇評：不會。

問 ：為什麼不會跨過去？

方〇評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林道，就是有火車到那個東埔山山上，林道都還 

沒有經過。

問 ：也不方便？

方 〇 評 ：對 。就是沒有刻意分，但是我們爸爸或爺爺就是都知道到這邊以 

後 ，不能過去。

問 ：那所以通常打獵是在什麼時候打？

方◦ 評 ：像我們過去大部分都是從11、12月冬天開始。

問 ：那通常會打到幾月？

方〇評：應該是三、四 月 ，因為我們老人就開始工作了，就不會去山上，啊 

剛好這個時候也是動物在繁殖的時候，我們就比較少上去。

問 ：那通常從9月 、10月到隔年3 、4 月 ，大概那個打獵的次數？例如說我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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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去幾次或是每隔幾個禮拜就上去，那個大概多久上去一次？

方〇評：你有放陷阱的話才會到這麼遠的地方，因為在附近動物比較少，所 

以大部分都是到比較遠的地方或是後山去放陷阱。我們那時候那個 

肉 ，就是你打了幾隻，我們就在那邊烤一烤，然後回來的時候就把 

肉請同族的人，帶他們去工作，然後就把肉分給他們。

問 ：所以會大概每個禮拜都上去嗎？

方〇評：不會。

問 ：大概一個月上去一次？

方〇評：大概15天上去一次，如果太久沒上去那個肉就會壞掉了。

問 ：所以如果有放陷阱就是15天上去一下這樣？

方〇評 ：對 。

問 ：所以通常為什麼會去打獵？是想吃呢？還是說因為家人生日或是教會要 

辦活動，為什麼會上去打獵？

方 〇 評 ：以前不是說教會辦活動，那時候還沒有，以前打就是說打幾隻回 

來 ，那個肉就請別人做工，就給大家分，可能把肉分一分，有一隻 

的話我們就把這個肉分給鄰居，分 享 。

問 ：那我們去打獵的時候有沒有發現獵場和別的部落或別的族群重疊或衝突 

的 ？例如我們來打獵的時候，發現他們怎麼也在這裡？有沒有這種狀 

況 ？例如像說像羅娜、望 鄉 、新 鄉 、久美的人？

方〇評：沒 有 ，沒有這種衝突。

問 ：沒有看過說他們到我們東埔的獵場？

方〇評 ：例如望鄉很少往這邊，都是往他們那個望鄉山那邊上去。

問 ：比較不會說往這邊後面？

方〇評：比較不會往我們這邊上來，而是往那邊上去。

問 ：那羅娜的呢？

方〇評：羅娜的也有，因為他們以前也是isbukun ( 按 ：郡社群），他們也會上

來'»

問 ：所以上去有遇過羅娜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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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〇評 ：有 。

問 ：因為他們也是郡社的，所以就沒有衝突？

方〇評：沒有。

問••那久美的布農族呢？

方〇評：也有一部分上去，但是比較少。

問 ：那雖然有遇到，但是沒有什麼衝突？

方 ◦ 評：沒有沒有，不 會 ，有遇到的話，比如說我們從山上下來，我們會給 

他們分一點。

問 ：哦哦分一點給他。那我們訪談之前有聽說，好像東埔也會往十八重溪那 

邊 打 ，那邊算是我們東埔打獵的地方嗎？

方〇評：那個是久美的，他們都會往那邊啦...

問 ：我們東埔呢？

方〇評：我們比較少。

問 ：現在會去是因為要走郡大林道的關係嗎？

方〇評 ：對 。

問 ：所以也是會勾回來嗎？

方〇評：對 。

問 ：好像是到第6鄰上面那邊嗎？

方〇評 ：對 。

問 ：所以通常打獵通常都是跟朋友一起去嗎？還是跟家人跟爸爸？

方〇評：有時候跟朋友或爸爸都有，有時候像我爸爸或鄰居啊，有時候三、 

四個人一起上去。

問 ：所以小時候學打獵就是跟爸爸學的？是爸爸帶著你上去的？

方〇評：對 ，我們上去放陷阱，也教我們怎樣用獵搶打。

問 ：所 以 長老你小時候，還有你年輕的時候，陷阱都是抓哪種動物啊？

方〇評 ：就是要看那個你放的陷阱，有時候抓山羌啊、山羊I55!、水鹿啊、山 

豬啊都有。

問 ：那像最近在山上比較能夠抓到的動物是哪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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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〇評：現在大部分都是水鹿、山羌。

問 ：山豬就比較沒有？

方〇評：比較少。

問 ：那你上去的時候有沒有發現現在這個周遭獵場裡面的動物，現在比較多 

或比較少？你有沒有感覺或觀察到？

方〇評 ：有 啊 ，像以前山羌是在附近比較多，但是因為水鹿的衝擊，所以現 

在的山晃也比較少，水鹿也越來越多。

問 ：那我們有在文獻看到一些布農族打獵的禁忌，那不曉得長老你現在打獵 

遇到的話，還會不會遵守這些禁忌？例如說以前曰本時代說，布農 

族你出去有一種鳥，牠從右邊飛到左邊，那我就不要去打獵了，那 

你會在意這種事嗎？

方〇評：現在不會。

問 ：然後以前有講到說，如果打獵有人放屁或打喷嚏，那就不打了，現在還 

會嗎？

方〇評 ：現在不會了...

問 ：還有就是小孩子哭啊或是吵鬧，或是家人吵架，就也不會上去打了，那 

現在呢？

方〇評：現在也還是會上去打獵啦…

問 ：還有就是有親人過世的話就不會打獵了？

方〇評：對 。

問 ：那現在還是嗎？

方〇評：對 ，有家人過世或小孩要結婚，就都不會上去。

問 ：就是為了要籌備一些大的事情就不上去？

方〇評：對 ，還是要遵守。

問 ：還有就是說，以前說做夢如果夢到什麼事就不會上去，那長老像你是夢 

到什麼你比較不會去打獵？

方〇評：應該沒有吧。

問 ：那另外就是說，以前布農族也有說如果抓到黑熊就不打了，會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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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〇評：可是現在很少抓到黑熊了。

問 ：很少齣，幾乎沒有？

方〇評：很 少 ，以前是有。

問 ：我們現在在東埔要一起推動狩獵自主管理這個計畫，會讓我們東埔的人 

自己管理自己的獵場，打獵回來要跟自己人回報。我們每一鄰不是都已 

經有一個聯絡人嗎？我們打了回來以後就要跟他講，這樣我們以後管理 

獵場才知道哪裡有哪種動物啊，他的數量多或少啊 ...。我們會發獵人 

證 ，就是我們自己東埔的人，來看誰可以當獵人，誰還需要訓練，所以 

還需要上一些課程，老獵人要教年輕人打獵的技巧或是規矩。打來的動 

物不能賣，可以分享大家一起吃。對這樣子的計劃，不曉得長老你的看 

法如何？或是有沒有想給大家一個勉勵，或你擔心的事情？

方◦ 評 ：這是很好的計劃，因為我們要照季節去打，哪些4 候不可以打，最 

好是不要打，哪些時候可以打....？所以這個還是要教，有的年輕人 

想上去就上去，我們應該要教他們哪時候可以去、哪時候不要去。 

這個很重要。

問 ：就是長輩還是要教年輕人。謝謝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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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2020年10月2 5曰 

受訪者：伍 0 育先生 

問 ：執事你布農語的名字？

伍〇育 ：Dahai。

問 ：那姓是什麼？

伍〇育：姓是 T u a n。

問 ：住在第幾鄰？

伍〇育：第5鄰 。

問 ：今年幾歲？

伍〇育 ：51歲 。

問 ：那現在的職業？

伍〇育：做 農 。

問 ：大概從幾歲開始打獵？

伍〇育：16歲開始。

問 ：那時候是跟爸爸嗎？還是同學、朋友？

伍〇育：沒 有 ，以前是有前輩之類的。

問 ：所以那個前輩後來就一直教你們怎麼打獵？

伍〇育 ：對 ，因為我本身是沒有自己的火搶，所以我就很興奮他要帶我上 

去 ，因為我覺得說一定根•安全。

問 ：他搶借你？

伍〇育：對 ，前輩的槍在後山那邊差不多有6支 搶 ，一支就我在用，他教我怎 

麼 打 。

問 ：那時候比較不是做陷阱嗎？

伍〇育：不是。

問 ：那時候大概民國幾年I1 可？

伍〇育：應該是在民國68左 右 。

問 ：所以那時候主要是用搶，不是用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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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〇育：不 是 ，是有在做陷阱，但是要去後山那邊的話都是用槍。

問 ：不然還要回去收，很遠？

伍〇育 ：對 ，因為回去收的話回來的話，肉就會有一點味道這樣子。

問 ：所以通常執事你打獵的地點都在哪邊打？

伍 〇育：我以前是前輩帶我的時候，我都是陪著他們打獵，是到後山，在附 

近的話我個人是在這個彩虹瀑布以上，郡大下來中間這段。

問 ：那以前老人走很遠的話都是走到哪裡？

伍〇育：都是走到最遠也是到無雙山8麻 ，一個是到大水窟那邊。

問 ：有的長老說他們還走到秀姑密...

伍〇育：對 ，但剛剛聽到長老講的，我的爸爸跟阿公他們還超過那個地方...

問 ：就是到花蓮那邊？

伍〇育 ：對 ，就是花蓮跟大水窟那一段，我們的前輩有下去放陷阱，但是他 

們最遠程是到那邊，沒辦法再進去，因為我們前輩也知道他們再過 

去可能會超過界線。

問 ：那會再往塔塔加那邊打嗎？

伍〇育：塔塔加那邊打的話，就不至於會到那邊啦。

問 ：比較少過去，也不會跑到自忠那邊？

伍〇育：不會。

問 ：為什麼不會往那邊過去？

伍 ◦ 育 ：就是因為像我們這輩，比較就是用開車的，開車就可以往新中橫這 

樣過去，到那個塔塔加就回來了，也不會到自忠那邊。

問 ：不會開那麼遠？

伍〇育：對 。

問 ：所以長輩有說嗎 > 再過去就是別族的還是怎麼？

伍〇育：也有說。

問 ：以前的阿公有講過？

伍〇育：對 ！

問 ：通常打獵的話時間大概是什麼時候？每年的什麼時候會開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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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〇育 ：每年差不多在快過聖誕節時開始，到務農期三月到五月為止。

問 ：到五月中？

伍〇育 ：對 。

問 ：所以差不多12月中一直到隔年5月中這一段比較常在打獵？

伍 〇 育 ：因為我們要迎接聖誕節活動開始，就有很多一系列的活動，會一直 

到務農期的時候。

問 ：所以這段期間通常多久去打一次？每個禮拜都會去嗎？還是？

伍〇育 ：沒 有 ，應該是一個月差不多最多兩次。

問 ：那這段時間去打獵的目的是什麼？

伍 〇 育 ：為的就是活動，有慶祝的節日時候，像元旦或是聖誕，還有我們家 

會辦的母親節，弟兄會一起去打獵，打回來就會一起分享。

問 ：所以在打獵的這個幾十年的經驗裡，我們東埔打獵的獵場有沒有和附近 

的人重疊的狀況，例如跟望鄉、羅娜還有像久美，有沒有重疊的地方？ 

伍 〇 育 ：應該是沒有，只是說有時候會碰到他們來這邊打獵，我們也會跟他 

們講說他們這邊是我們的獵場。但是沒有到衝突，只是會跟他們說 

這裡是我們的獵場，你要跟我們這邊的人說你們要過來這邊打獵， 

而不是自己沒說就跑過來這裡...

問 ：所以雖然會讓他們來，但是會跟他們講這是我們東埔的獵場？

伍〇育 ：對 ，不然就是起碼你要跟著我們東埔這邊的人一起打。

問 ：就是由我們東埔的人帶你來，不然的話希望你以後不要過來？

伍〇育 ：對 ，因為我想說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獵場...

問 ：那時遇到是哪個部落的人？

伍〇育：望鄉的。

問 ：所以我們通常上去打獵都是打哪一種動物？

伍〇育：什麼動物都喜歡打，但比較多打到山羊、山晃或水鹿°

問 ：那以前你上山的狀況和現在比你覺得有沒有什麼變化？像山羊、山羌或 

水鹿或飛鼠，有沒有哪些動物牠的數量變多或變少？

伍〇育：現在的山晃他的數量減少，飛鼠也減少，現在的數量多就是水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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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那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伍 〇 育 ：應該是像牠們吃的草，因為現在後山的草大部分都被水鹿吃了，牠 

們大部分都一下來往有草的地方，造成說山羌和水鹿就衝突，因為 

搶著吃草，山羌現在都看不到了，大部分都是水鹿，附近這邊也會 

看到水鹿。

問 ：等於水鹿都下來了？

伍〇育：對 。

問 ：執事的阿公或爸爸那一輩的布農族好像有一些打獵的禁忌？我們在書上 

有看到一些曰本人的記載，例如看到烏從右邊飛到左邊，這個好像不吉 

利 ，聽到或看到的話就好像不會去打了，現在呢？

伍〇育：以前真的是這個樣子，還是會有這個禁忌嘛...但是我們現在的年輕 

人沒有這種想法，還是照樣去打獵。

問 ：不在意就對了？

伍〇育 ：對 。

問 ：所以像放屁、打嘖嚏這樣的話我們就不會去打獵，現在也不會在意了？ 

伍〇育：不會在意了。

問 ：那有比較在意的禁忌嗎？比如說做夢夢到什麼你覺得不太好了就不去之 

類 的 ，現在還有這樣嗎？

伍〇育 ：還是有一點點，因為如果那個夢真的是跟打獵有關係的話，我覺得 

還是不要去打...

問 ：有做過類似什麼樣的夢，你覺得對打獵不好就不去了？

伍〇育：夢到開車撞到或是被石頭砸到，就不要上去了。

問 ：那 反 過 來 ，有沒有什麼是你夢到，你會覺得這個很好，上去會抓到很 

多 、拿到很多的夢？

伍 〇 育 ：我們老人講過，夢到女孩子的時候，去山上一定會打到，尤其是放 

陷阱的。

問 ：放陷阱的人如果夢到女孩子的時候，他會收穫不少？

伍◦ 育 ：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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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我們現在要推動狩獵自主管理，正式的公文我們也已經送給縣政府然後 

轉給農委會了，接下來就要發獵人證，我們東埔要開始試辦自主管理計 

畫 。對這個計畫，你有沒有什麼期許或是你覺得擔憂的地方？

伍 〇 育 ：如果成立自主管理的話是很好，因為這是我也期待的，可以自主的 

話 ，可以保護自己部落的山，打獵方面的話也會出較自由，也會比 

較 安 全 。不會像以前打獵，怕被抓還是被怎麼樣的話，又送到法 

院 ，罰錢又被關，如果成立自主管理制度的話，打獵有管理的話， 

這個是最好的！

問 ：那謝謝執事接受我們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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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年10月2 5曰 

i 訪 者 ：方〇龍先生

問 ：執事你現在住在幾鄰？

方〇龍 ：5鄰 。

問 ：今年幾歲？

方〇龍 ：45歲 。

問 ：現在的職業呢？

方〇龍 ：務 農 。

問 ：那大概什麼時候開始打獵？

方 ◦ 龍：也是大概從國中就間始跟耆老上山，以前耆老比較擅長做夾子放陷 

阱 ，如果說要帶搶打獵就比較少，因為帶搶主要是防護，以前山很 

多熊。

問 ：以前帶搶比較是在保護自己？

方〇龍 ：對 ，因為靠著做陷阱去保有方便，用搶去打獵物的話，如果說打過 

去但是射程不夠沒有擊殺牠的話，牠還是會跑掉，所以很多這些在 

山上的耆老他們的共通點都不同◊

問 ：所以那時候帶執事你上去的是固定的幾位？還是會有不同？

方〇龍 ：也是都不同，就是大部分跟叔叔、叔公那輩分的。

問 ：那你還記得他們的名字嗎？

方〇龍 ：以前是還有Makila、Damala (布農語人名）...很 多 ，都忘了。

問 ：你還記得他們的中文名字嗎？

方〇龍 ：還記得，方泰山阿，因為他們以前也是登山選手，所以爬山很久， 

都忘了他們的名字。

問 ：就是可能之後要慢慢回想起來，那就像執事說的以前都是放陷阱，那執 

事還記得都是在打獵的哪邊放嗎？

方 〇龍：以前都是在長輩他們走比較遠的距離，大概到秀姑巒跟大水窟那 

邊 ，要到花蓮那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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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這樣走過去要多久啊？

方〇龍：大概兩天。

問••那這樣腳程算很快，那這樣打一次來回大概要多久？

方〇龍：三 天 、四 天 ，因為他們還要烘烤獵物才揹下山。

問 ：所以這樣去兩天，回來又兩天。

方 〇 龍 ：就是可能是說，可能今天打到的傍晚就烘烤，明天就有人回程，用 

銜接的方式。

問 ：有人來、有人要下去，就請他幫忙帶下去的方式？

方〇龍••對，可能有時候他們三人一組，兩個人先下去或兩個人留在那邊。

問 ：就是換另外的人上來，其他人再下去。

方 〇 龍 ：那以前長輩他們是放夾子，然後上山兩天就下山了1 然後就開始做 

夢或碰到有空才上去看"

問 ：那通常是一個禮拜上去看嗎？

方〇龍：不一定耶，耆老他們就是很會做夢，然後才會上山這樣，但是他們 

老人家就很多很可惜的，他們喜歡被夾到的肉是比較多那種蒼蠅或 

長 蟲的，新鮮的他們反而不一定要，可能先放著，新鮮的可能就從 

山上背到家裡就先放著。

問 ：是放到有味道嗎，他們就喜歡那個味道？

方〇龍：對 。

問 ：那通常會在什麼時候比較常上去打獵？

方〇龍：一定是要有活動，通常是聖誕節或是教會有活動，或是部落有活動 

的時候，比方說喜事之後的，喜事的時候就會有弟兄先去，以前喜 

事不是說豬肉像現在都是豬肉，他們都要先上去打，可能不是說馬 

上 打 ，就是有喜事他們就會提早準備，就是說把這個肉給最要好的 

朋 友 。

問 ：就是有準備就對了。

方〇龍 ：對 ，因為這也是一個慶典。

問 ：所以在打獵的時間點上，大概多久去打一次，每個禮拜都會上去嗎？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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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月上去幾次？

方〇龍：我們長輩耆老他們就是有特定的時間跟時期，所以我們現在很多後 

輩的恨多都不了解他們耆老的一些活動，因為他們以前沒有日曆那 

些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想要吃就上去，那他們長輩一定不是說每天 

去 ，他們一定是有他們的時間，他們要打的動物也會有他們的智慧 

啦 ，不會就亂打，也有分母的或是說大概知道動物的受孕時期他們 

都要去了解，這些耆老都了解，所以他們要打什麼動物都了解6

問 ：所以他們都了解這些步調，不會說固定打多少次這樣？

方〇龍：對 。

問 ：那通常那個打獵的原因會跟教會比較有關？

方〇龍 ：因為以前也許在耆老還沒有認識那些傳教士的時候，那些耆老可能 

就是以他們長者的心智，接觸宗教之後就比較因為我們宗教是一家 

人 ，我們部落居住在部落的都是一家人，我們的慶典就是用在跟教 

會的一個慶典配合，也不是說想上山就上山。

問 ：就是說以前可能是家族的，但現在就把教會的活動當成打獵原因？

方〇龍：對 ，就是說我們有活動就是去山上。

問 ：那通常一起去打獵的是家人嗎？還是跟教會的一起？還是說跟朋友啊？

方〇龍：有時候是跟朋友，有時候是跟教會的弟兄一起。

問 . i|_種情況都有？

方◦ 龍 ：對 ，都 有 。

問 ：那通常是幾個人一起去？

方〇龍 ：如果是以教會的弟兄的話，就是十幾個一起去，平時的話就是兩到 

三個。

問 ：就是大家約好時間一起去這樣？

方〇龍：對 。

問 ：所以通常打到的動物是哪些種類？

方 〇龍：走比較遠一點的就是水康、山 羊 、山見這些都有，近的話可能是山 

羌 、飛 鼠 ，山羊也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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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所以水鹿就要遠一點？

方〇龍：對 。

問 ：你以前打獵的狀況跟現在的狀況比的話，以前比的話，有沒有哪種動物 

牠的數量變多或變少了？

方 〇 龍 ：當然水鹿是變多，因為現在年輕一輩的沒有去那麼遠的地方去捕捉 

這些獵物，然後在山下以下這些山羌、山羊越來越稀少，大部分山 

羌都往下，因為我們部落都往下移，所以山羌比較容易被打到、被 

夾到這樣，所以山林的一些破壞都是被水鹿。

問 ：所以水鹿其實現在的數量好像太多了這樣？

方 〇龍：對 ，所以之前在國家公園做工程，我在八間的山屋，都是我們台灣 

高山的山屋，那個山林的樹皮都被水鹿的尖角給磨掉然後吃。

問 ：那等於山林也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方 〇 龍 ：對 ，草也是，草是不夠量給他們吃，所以樹也都給牠們毁壞掉，整 

個一個林看過去就五、六十隻在那 邊 。

問 ：那數量真的很多，那通常打獵的話，在文獻上記載說我們東埔打獵有一 

些禁忌啊，例如說鳥從右邊飛到左邊，長輩就會說不要去打獵了，那現 

在你們還會在意這個嗎？

方〇龍：我們以前聽耆老說他們很多禁忌嘛，那我們可信可疑嘛對不對，但 

年輕人很多都當故事。

問 ：他們不會在意嘛？

方〇龍 ：對 。

問 ：那執事你如果看到有烏這樣飛過去你還會上去打獵嗎？

方〇龍：當然我還是會考慮一下，如果是要到高山就盡量不要，如果近的話 

可能會看一下，可能就還可以。

問 ：那以前是有說如果聽到有人放屁或打噴嚏，出發時有人做這些事就不要 

出去了，那現在呢？

方〇龍：還是有，以我們年輕一輩的就比較會知道，有這個耆老覺得比較嚴 

重的這個不能去，因為他們都有這個禁忌的事情了，但年輕人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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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還是會硬要去。

問 ：那執事你相信嗎？

方〇龍：其實我還是會相信，其實自己經歷過的話就還是要信，因為真的你 

會槓龜（打不到）欸 。

問 ：就你自己經歷過，是打喷嚏嗎？還是？

方〇龍：打喷嚏或是就是說肚子不舒服，心裡會想說毛毛、怪怪的，以前耆 

老長輩都講過，但你就不相信嘛，但是事實擺在眼前，你再怎麼打 

都打不下來、打不到。

問 ：所以好像還是有影響？

方〇龍：對 ，就是經歷過幾次禁忌啦，就還是有影響。

問 ：以前你有說要出門的時候剛好有人祥訪你，那就不要去打獵了嗎？

方〇龍：這個就比較也是要看拜訪的事情，我們就要看是不是有什麼事，因 

為可能有些事可以提醒，提醒說如果都準備好你的武器東西，但是 

你的朋友剛好來找你是有什麼事的話，就可以有感覺今天不對勁。

問 ：那還有就是說做夢，如果說有夢到一些事就不要去打獵？

方〇龍 ：對 ，因為以前長輩就是跟我們說，他們都是放夾子陷阱，所以他們 

就容易會有這個很多想像的預夢，他們就會夢到女孩子，就是會看 

到夢中跟女孩子的約會或是跟女孩子的相處怎麼樣，所以他們都可 

以認知到這個是吉利的還是不吉利的。以前他們就是去放陷阱夾子 

才會有這個託夢的情事，但是放陷阱跟帶搶打獵（對夢的解讀）又 

不 同 ，所以禁忌都不一樣，這些耆老他們就很有豐富的想像力。但 

這些夢占都是有驗證、有經歷過的，我也有經歷一些耆老說過的 

夢 ，但有時這樣的事好像衝突，啊你是要去槍獵呢？還是去看夾 

子 ？我們的年輕人不了解的話，就會不曉得怎麼辦。

問 ：所以剛剛好像講到說，如果車子從山上滾下來，搶獵和放夾子對夢的解 

讀就不一樣舶？

方〇龍：對 。

問 ：那執事你有沒有夢過什麼夢啊？就是說你後來發現就真的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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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〇龍：就是夢到女孩子，也是有。

問 ：夢到漂亮的女孩子跟她聊天嗎？

方〇龍：對 。

問 ：這樣是好的嗎？

方〇龍 ：是好的！真的夾到山羌...都 有 ，以前都喜歡在山上放夾子嘛，真的 

有 夾到，所以我們講的都有真實性。我們講說夢到跟你放陷阱或是 

去槍獵的夢都會不同，所以我們的禁忌一定要去明白他真實性，我 

們現在應該不是說想要去就去。現在對年輕人是恨通融，但要去山 

上就要很小心，長輩說不要去就不要去，但年輕人有時候就硬著 

去 ，年輕人就是這樣..，（問 ：就是會提醒他們小心…）對 ，提醒他 

們很多的禁忌他們還不曉得。

問 ：我們東埔要真正推動狩獵自主管理，要自己管理自己，那你對狩獵自主 

管理的看法有沒有一些期許，或是一些擔憂的事情？

方〇龍：當然自主管理狩獵是不錯，只是就是我們講的，一定有他不足的一 

面 嘛 ，因為我們講的他有規定說，他只要是原住民都一定可以申 

請 ，但是我們應該想到這些獵人他的年齡層？或是你要發給這些獵 

人 ，他合格或不合格？所以有些獵人心裡會有一點不滿，可能會是 

我很愛打獵，但為什麼不發給我？如果我沒有拿到獵人證，我會很 

羨慕有拿到獵人證的人，但是還是會偷偷的去打獵，但是又怕偷偷 

去打獵的話會被抓...所以自主管理的話有他的好處。如果我們限定 

某些人可以有獵人證的話，對那些沒有拿到的，他們可能會說我比 

拿到獵人證的人厲害但我為什麼沒有拿到？可能會有一點忌妒'不 

滿 足 ，他可能就會天天去打獵，就不管自主管理制度，也不在乎。

問 ：執事你覺得誰可以拿到獵人證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來決定？

方〇龍 ：其實這個我們不能用檢定的，我們族人會有他的特性，從十幾歲就 

很喜歡跟著父母去打獵，但他有時候不是父母親帶他去，可能晚上 

就自己去。我們可能會認為你才十幾歲，沒有資格這樣打獵...有這 

狀 況 ，所以這一定要好好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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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執事從你的經驗裡面，我們要怎麼討論出這個方法？是不是要找一群長 

老？

方◦ 龍 ：其實我們不能用限定的，合格與否我們不能用限定的...

問 ：太魯閣那邊他們會有長老去討論年齡，比如說18歲以下的他們就不發， 

或是說16歲的雖然可能常常去打獵，但他們就會說，你就先不要拿獵人 

證 ，要等到他18歲再給他獵人證。

方〇龍：這 可以，我們這邊的話可能還可以去通融，我們這邊可以採用這種 

限制。

問 ：有的長老說，用比較像考試的方法來認定，比 如 ，「你知道夾子怎麼放 

嗎 ？」「你知道用槍要注意什麼嗎？」如果說比較小的孩子還比較不了解 

的 ，耆老就發給他「學習獵人證」，大家在教要怎麼打獵的時候，學習獵 

人就一定要跟著來，學習以後我們才發給他獵人證。像這種制度，執事 

你覺得呢？

方〇龍：當然我們就還是要去確定年齡啦，因為說實在這個自主管理是很 

好 ，只是我們講的這個上山的自由是自己的自由。也許有參與狩獵 

自主管理的這些弟兄，一定都會堅守規定；但是沒有參與在内的， 

他們一定會很不在乎，那我們也沒有辦法管到他們。

間 ：那他可能違法的話會被警察抓...

方〇龍：對 ，我們最怕就是這個。

問 ：因為他沒有加入的話，如果違法打獵可能就會有警察抓他...

方〇龍 ：對 ，我們弟兄就是說大家都要參與，但是你真的喜歡去山上的話， 

就按照規定嘛，我們就一起去山上，不是說你想要去就去。

問 ：所以有沒有我們東埔村裡面的人，他都有在打獵，但是他還不知道有狩 

獵自主管理的人？

方〇龍：沒 有 ，應該都知道，我們東埔的應該都知道。

問 ：那會不會有還沒加入的，他知道但就不想加入？

方〇龍：我們這些人比較知道，都有參與，但有些人比較不一定，他們可能 

有不一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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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好 ，謝謝執事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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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年10月2 5曰 

受訪者：方〇水先生

問 ：首 先 ，想要先請敎一下長老你的貴姓大名？

方〇水：我姓方。

問 ：那你的布農語的名字？

方〇水：我的布農名字Uni 

問 ：Lini那姓呢？

方〇水 ：Takisilian。

問 ：那你現在是住在幾鄰？

方〇水 ：我住在五鄰 "東埔五鄰。

問 ：今年現在是幾歲？

方◦ 水 ：5 9。

問 ：59歲 。那現在的職業呢？

方〇水 ：目前我在玉山國家公園，就是3見在在排雲山莊當管理員。

問 ：那像你打獵的年資啊，已經打獵打幾年了？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

方〇水 ：我從真正可以一個人上山，大概是17歲 。17歲到當兵，然後後面， 

當兵回來就，可能是有一點想法，所以…只有沒有到…當兵回來還 

跟叔叔去打獵這樣子。

問 ：所以差不多前後有快40年囉？有40年的時間？

方〇水 ：對 。後來就比較沒有...

問 ：比較沒有，就沒有再打獵了？

方〇水 ：對 ，就沒有再打獵 了 。

問 ：那以前的時候，你一開始學打獵是跟誰？是誰帶你嗎？

方〇水：我在國小就跟父親，他想一直帶我們去爬山，就是去打獵。只有差 

不多小學一年級或二年級以後，那個時期，我是到爸爸的練習室， 

到鹿山下，就是我們叫作Masaku (地名），就是在鹿山下面，就是在 

鹿 山間，那個地方，就是從東埔這邊走的話，也要走一天啊！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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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到了，也是要東埔這邊出發，凌晨差不多四點。

問 ：所以那個時候是跟兄弟姊妹一起去嗎？

方〇水：對對對。

問 ：還是父母帶？

方〇水：父親跟哥哥，一起去，然後就是在那個地方，就開始學習。（問 ：學 

習怎麼打獵？）對 。所以很有趣的是，我第一次在，因為那個時候 

還 很小，然後父親，這個是一個故事，哥哥他們就有抓到山羊嘛， 

然後在稜線，然後就叫我說你要照顧這個，不然會有…我們是真的 

有黑的，就是黑熊，那邊有黑熊，所以叫我們說你要顧這個，不可 

以給黑熊給牠抓回去，因為牠已經是死的，可能是讓我壯膽吧，所 

以 ，我一個人在那邊半天，顧那個山羊，所以他們又去… （問 ：打 

獵 ？）沒 有 ，我們以前是用放陷阱的，去看一些陷阱，可能他們是 

到另外一個稜線吧，然後就也差不多半天才回來，回來然後就到那 

邊 。我是在稜線顧那個山羊，我也要不能睡覺，因為他說不可以給 

那個黑的，我們就是以前叫 matahdung，就是黑熊，我們沒有稱是黑 

熊 ，我們指稱黑的，matahdung。所以叫我說你要顧好，不要給那個 

matahdung被 牠 拿 走 ，所以我在那裡顧，都沒有睡覺，就顧那個山 

羊 ，很認真地顧那個山羊。

問 ：所以那個時候大概40多年前，那時候打獵是主要是放陷阱喔？那時候比 

較不是用搶喔？

方〇水 ：比較不會用獵搶，過去都是用放陷阱的。在我了解的時候，已經是 

用陷阱了。

問 ：用陷阱，那後來慢慢變成常常要用搶，是大概什麼時候？

方 〇 水 ：因為在我知道的時候，我父親他們放的陷阱在 M a h i n那個也有， 

M a h i n就是用箭竹來...，山豬的話，那個時代他們還有用 palaksu， 

然後還有 palaksu，就是 palaksu就是我們真正的路槍，就擺在那邊， 

動物來的時候，就它自動會打那個，我們叫 M a h i u。我記得那個小時 

候 ，就是一個就是 M a h i n，就是布農族語 palaksu，然 後 M a h i u，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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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M a h i u，就這個幾個。

問 ：那你知道大概那個什麼時候開始用獵搶比較多嗎？

方〇水 ：獵搶比較多的是，應該是30年 前 ，國家公園成立的時候就開始用獵 

搶 。

問 ：為什麼國家公園的成立和用獵搶會有關係？

方〇水：第一個 就是，如果是你放陷阱的話，會不會容易被抓？過去是比較 

嚴 属的。剛開始以前就是，比較沒有說國家公園進來就宣導比較沒 

有 。後來是我們當巡山員在現場（問 ：巡 到 。）對 ，後來就慢慢的 

就 ，因為我們去拆獵具。

問 ：把它拆掉，後來大家就乾脆改成用獵搶？

方〇水：就改成就雨獵搶，直到現在。一方面，國家公園可能真的動物越來 

越 多 ，不是說我們，像剛才講沒有那個科學儀器，但是我們知道是 

比過去還多。

問 ：那通常打獵的地方，像很早以前，像長老您的父親，還有後來你慢慢長 

大以後，打獵的地方大概在那些地方？

方〇水：後來我慢慢長大了，然後就跟哥哥打啊，大哥一起去打獵，它是比 

較在差不多樂樂這一帶，然後更遠的是在馬博，就是已經走到花 

蓮 。

問 ：哇 ！已經到很裡面了，

方〇水：更花蓮的切線，就是在我們叫Pisiti (布農語地名）。

問 ：那會跨過去嗎？會到花蓮那邊嗎？

方〇水：就是到花蓮那一帶。

問 ：喔 ！已經跑到花蓮那邊去》

方〇水 ：已經跑到花蓮，那個是跑到花蓮 *可是不知道過去就是，花蓮他布 

農族他不能過來我們這個？因為那個是一個稜線，所以他們就不過 

來這邊，所以我們也不翻過他們那個地方，不會翻過那個棱線，所 

以我就在花蓮那個地帶。

問 ：所以像這附近的話，部落周遭打獵的話，會大概都往哪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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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〇水 ：以 目前的打獵的，現在打獵是大部分都在… ，雖然都在國家公園範 

圍 附 近 ，不是在部落附近，但他也不會太遠，因 為 動 物 （問 ：很 

多 ？）不知道是多，因為最誇張的是在我那個，後面這個地方就有 

了 ，所以大家都不會往比較遠的地方。

問 ：動物現在真的很多了？

方 〇水：對 。在我叔叔還在，就是前年，他還在對面這個就已經有 水座，就 

是這個彩虹溪，就已經有水康。

問 ：那會開車嗎？從那個十八重溪那邊及郡大林道？

方 〇 水 ：現在大部分都是會，不是只有我們東埔這邊，所以有些也是，其他 

的村他們會開車，開去直接到郡大林道那邊打。

問 ：那邊算是我們東埔的嗎？

方〇水：那也算我們東埔的...照道理講，那個是我們東埔跟羅娜的。

問 ：東埔跟羅娜的？

方 〇 水 ：對 對 對 ，東埔跟羅娜的。然後十八重溪，應該是我們這樣的話，右 

邊是我們東埔跟羅娜’裡面這個是，應該是密社的。

問 ：那如果有其他部落的人進來到郡大林道裡面打獵，東埔會不會覺得說希 

望他們不要進來？

方 〇水：過去的時候，大家都會遵守這個，以前怎麼可以遵守這個老人的規 

定 ？因為這個規定就是規定。但是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會怕這個，可 

能在宗教方面，應該是有宗教的信仰，所以對這個禁忌，他們都… 

(間 ：比較會遵守？）沒 有 ，現在比較不會遵守。

問 ：喔現在比較不遵守。

方〇水：所以他才會可以到別人的那個獵區… （問 ：獵區打？）對對 對 。

問 ：那像那個以前我們看到一些文獻資料，好像以前東埔跟鄒族的交界大概 

是在塔塔加？

方〇水：實際上在我了解的時候，八通關那個以前也是鄒族的，然後從八通 

關這邊被…可能是布農族比較兇悍吧？然後讓他們退退退，退到繞 

過這個玉山，繞過這個南玉山。南玉山這個以前也是鄒族的，後來

110



都是變成我們布農族的。在我認知到的部分，就是楠梓仙溪這邊都 

是布農族的。

問 ：都是布農族的？

方〇水：然後在美濃林道那個是高雄的布農族，然後鄒族的就剩下一點點， 

在水山那個地方，所以剩下一點點。

問 ：現在問一些東埔的年輕人，他們說他們打獵也會越過塔塔加？

方 〇 水 ：他們現在是越過塔塔加，是因為他們現在開車… （問 ：開車方 

便 ？）所以又到現在塔塔加、自忠那邊，真 的 是 ，那是鄒族的獵 

區 。可是現在我講的，現在年輕人不會怕這個禁忌什麼的，然後就 

進去那邊打。

問 ：所以如果之後我們開始要發獵人證，那長老你覺得有需要跟他們說一下 

嗎 ？

方 〇 水 ：如果是要變好的關係的話，在我的看法，應該是我們會跟年輕人 

講 ，盡量不要到自忠那個地方，因為那本來就不是我們布農族的獵 

區 ，那個是鄒族他們的。然後要的話，就是在東埔這一帶。現在年 

輕人就是開車比較方便，所以這也是不太好的，這個獵人證要發的 

話 ，還是要跟獵人他們講一下，盡量就不要過去那邊，因為那個本 

來就是鄒族他們那邊的。

問 ：那通常打獵的話，像剛剛長老您有講到，會跟父親，還有跟一些教會的 

人去打獵，那通常我們打獵，東埔的習慣是什麼時候去打？

方〇水 ：我們習慣都是在11月 。一般比較附近的是，每天都有打的話，就是 

每個禮拜他們會有個開車，就是我講的自忠（新中橫），還有郡大林 

道這一帶。因為交通方便，然後就是在我們這個後方這邊，。

問 ：等於算是尋根？

方〇水：尋 根 ，屬於尋根，然後有布農曰的話，有一些其他的村莊，他們會 

差不多4 、5月他們會過去。

問 ：那所以像這樣開始一直打，U 月多開始，那我們會大概打到幾月？等於 

說例如說6 、7月 ，7 、8月 ，8 、9月也有可能會去打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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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〇水 ：那個是一般的話，如果是說講的大的話，（問 ：比較大型的打獵…） 

比較大型，它有時候是在4月 ，有的是在11月 。

問 ：為什麼是4月？ 4月是什麼原因？

方〇水：因為我們四月現在是布農日，或者是說打耳祭的季節，把它放在四 

月的時間。信義鄉這邊有一些部落，會在這個時間去打，（跟政府） 

申請打獵的話比較好申請，因為那時候要辦打耳祭，所以要申請的 

話比較好申請。

問 ：所以通常現在的話，以前打獵的，為什麼會想說我們要上去打獵？是打 

來自己吃，還是什麼原因？

方〇水 ：過去去打獵的是，他是因為我們以前沒有什麼肉可以吃，像我以前 

小時候也是很少吃到豬肉，所以大家都會上山打獵。一方面如果是 

在工作的時候，你打很多的話，就跟大家分享，請大家都到我這邊 

幫忙工作，然後就把那個肉就分給大家。

問 ：所以跟那個換工也有關係？

方 〇 水 ：對 ，也 有 關 係 。但是因為真的過去要吃肉很難，因為那個要到深 

山 ，像我講的，要到花蓮那一帶，那個馬博，才會有那個山羊啊， 

還有水鹿啊，水鹿是過去比較少’只有山羊或山豬啦、山晃啦，這 

一類的動物。過去是這樣，如果你打到水鹿一隻的話，啥 ！那個就 

是大家都對你很崇拜，英 雄 ！

問 ：就是厲害！

方〇水：抓到一隻就很厲害了。

問 ：那像現在，現在的打獵大概都是因為什麼原因去打？

方〇水：現在的打獵就是有一些只有打一打，然後就分享給親戚；也有的是 

打水鹿卻只拿鹿茸，差不多4 、5月 ，就會開始去打，那樣的打獵方 

法我們也比較不喜歡。

問 ：為了鹿茸的關係去打獵，水鹿其他的部位就丟在山上？

方〇水：對 ，那個就是我們很不喜歡，所以有一個例子就是這樣，過去有一 

個人一直這樣打獵，有一天他出事了，後來他就比較沒有像以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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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只拿鹿茸了。其他的獵人，打獵都是分享給鄰居，就是說去打 

獵 ，回來以後，他就跟大家分。

間 ：分給大家？

方〇水：對 ，分給大家這樣。

問 ：請問我們東埔的獵場跟其他部落有沒有重疊的現象？

方〇水 ：有 ，會有。

問 ：大概在哪幾個地方？

方〇水：在郡大林道也會衝突，還有無雙這邊會，（問 ：跟羅娜？）對主要是 

羅娜這邊會比較衝突，但是應該可以跟他們談。郡大林道是大家都 

會隨便去打，因為那個可以開車，所以其他，巒社那個他們都會過 

去 ，望 鄉 、新 鄉 、久美他們也都會往那邊走。如果是照傳統上的獵 

區來說，他們應該不是在這個地方，應該是在人倫山的那個地方， 

他們巒社應該是在那個地方。這邊是屬於我們郡社的，也就是羅娜 

跟東埔。

問 ：那通常去打獵的話，都是自己打，還是說跟家人一起去？或者是說跟教 

會的一起去打獵，比較多？

方〇水 ：現在是朋友跟朋友這樣子。如果是你要自己一個人去打，那個就比 

較少啦。現在大部分都是和朋友，（問 ：呼朋引伴？）對 ，或者是帶 

—些同學，就一起去山上打。

問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打獵會打到哪一些動物？因為長老你是小時候就開始 

打 ，現在你的觀察，有沒有那些動物以前很多，現在很少？或者是說以 

前很少，現在很多？你的觀察是什麼？

方〇水：以前差不多20年 前 ，飛鼠還很多，現在的話就好像幾乎都看不到， 

在我們這邊都看不到 ...不說看不到，就越來越少，飛鼠都變得很 

少 。變多的是黃喉貂，很 奇 怪 ，我有跟另外一個獵人談，怎麼飛鼠 

沒有了，奇怪這個黃喉貂卻越來越多？我們猜想是不是黃喉貂把飛 

鼠牠生產的的小飛鼠吃掉了？飛鼠好像越來越少，黃喉貂真的是越 

來越多了！以前要看到黃喉貂很 難 。從小我就沒有看過那個黃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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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 ，有吃過啦，只是沒有常常聽到獵人說抓到黃喉貂。我們叫牠做 

sinasaku，以前很難看到那個黃喉貂，現在就蠻多的，很奇怪。然後 

黃鼠狼也越來越少了，可能是黃喉貂有在的話，黃鼠狼就變少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吧。第二個就是，過去水鹿，我講的很難打， 

打到的話，大家都稱你英雄，打到一次，抓 到 啦 ，那個以前都是用 

抓 的 ，或者是用獵狗，所以水鹿我也曾經也有，所以抓到的話，大 

家都會稱你英雄！現在不是啊，現在相反嘛，山羊好像比較少…有 

水鹿的地方，山羊就比較變少，可能是牠到另外一個地方棲息吧？

問 ：水鹿牠越來越多了？

方 〇 水 ：對 ，你看年輕人他們說，隨便就打水鹿都會有。我曾經有跟另外一 

個 獵 人 ，兩人去巡山的時候，我們看到水鹿，算 算 算 ，哇 ！太多 

了 ，算不起來了！五 、六十隻有，然後發現這邊也是...這邊的山都 

是 。如果是以前老人看到這個景象，就是不尋常的現象，獵人會馬 

上跑掉了，因為怪怪的，我們叫 Bakahila (布農語）。

問 ：那剛好接下來我們要問這個問題，以前曰本時代有記載布農族的人打獵 

會有一些禁忌，例如說你出門的時候看到有一種鳥，牠從右邊飛到左邊 

這 樣 ，你聽到、看到就要回家了，就不要打了。那像現在的獵人如果是 

這 樣 ，他還會不會去打獵？

方 〇 水 ：對 啦 ，牠以前如果是右邊往上的話，獵人就趕快下山，或者是他還 

可以用石頭丟，看到牠往下的話，還是可以上山；'如果鳥沒有飛回 

來的話，他就會回家。如果在路上看到蛇的話，也要回家。現在打 

獵 ，他 們 沒 有 這 個 概 念 啦 ，小孩不會 ...（問 ：他們不會在意這 

個 ？）不會在意這個地方。

問 ：所 以 以 前如果說有打噴嚏啊，或是有人放屁 啊 ，這個都不好。

方〇水 ：那個都不行，那個可能要延期。如果是我們還在家裡的話，有人打 

噴嚏的話，就延期，或這是聽到有放屁的話，那個也要延期。可能 

是下禮拜，或者是隔一兩天才上山。

問 ：那現在的狀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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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〇水：現在的狀況，大家都沒有這個概念。

問 ：都沒有在管了。

方〇水 ：對 ，都沒有這個概念。所 以 ，常常會有一點，因為很多就是打獵的 

時候是這個出事情，那個出事情，這個都是年輕人比較不警戒的。 

报多事情它有一些禁忌應該是我們要遵守。

問 ：像有一些記載就是說，好像作夢，就如果作夢的時候夢到什麼，就不要 

去 了 ，像這種有沒有？

方〇水：也 有 。

問 ：長老有沒有自己的經驗？

方〇水：我是沒有。但我是有聽說啦！然後如果是以前，這是老人說的，他 

們說有夢到女孩子的話就很好。尤其是夢到胸部很大的女孩子，可 

能會抓到母的，而且是很肥的。

問 ：所以那個作夢的，現在大家還是蠻相信的。

方〇水 ：還是相信。夢這個東西，大家還是都會相信。尤其是你夢到背柴 

火 ，因為以前都是用柴火，你夢到你自己揹很多的柴火帶回家的時 

候 ，你上山的時候會豐收，那個是很好 的 。

問 ：很好齣！

方〇水：對 。不好的是，比方啦，你本來要揹柴火，但是你卻放下，沒有帶 

回家的那種夢，出去打獵就會沒有獵物。

問 ：那個就沒有用，雖然夢到柴火，可是就沒有那麼好。

方〇水：對 ，比方說這樣。那個就沒有抓到。

問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因為接下來我們東埔就要正式開始進行狩獵自 

主 管 理 ，長老對我們東埔要推動這個事情，你的想法？有沒有一個期 

許 ？希望我們可以做到什麼。或是未來我們東埔會不會面臨什麼挑戰， 

有沒有什麼擔憂？

方 ◦ 水：第一個擔憂的是，如果一發了獵人證，有些年輕的獵人可能會帶著 

去隨便打獵，但卻沒有經驗。在山 上 ，兩個人、三個人的話，大家 

都 危 險 ，如 果 是 打 獵 ，都還沒有教怎麼打獵的時候，會 危 險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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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我想獵人證一發的話，還是想要請一些老獵人教導年輕人。有 

一 次 ，去年我們去也是到老部落那邊，有一個年輕的，然後另外一 

個老獵人是走旁邊，然後他教人說要在這邊看一下，不然等一下會 

往 這 邊 ，那個動物會往這邊，那個年輕人都跑上去，我就叫他說： 

「不 行 啊 ，不能到上面，你 到 上 面 ，萬一那個老獵人不知道有動 

靜 ，會把你當成是牠們打！」所 以 ，還是要教導年輕人，因為現在 

的年輕人打獵，不是像以前慢慢慢慢累積的那個經驗，現在年輕人 

拿獵搶，很少拿獵搶一起去打，兩三個人萬一打獵走到那個稜線的 

時 候 ，通常是在稜線的時候容易出事情。所 以 ，這個我們會在發獵 

人證以後，還是要上課，要教育一下年輕人，這是很重要的。然後 

你在山裡面，如果下雨的話，怎麼起火？要怎麼去求生？這個都會 

跟年輕人講，最基本的這個起火，獵人一定要會，這個要教，不然 

他 在 山 上 面 的 話 ，可 能 也 是 會 凍 死 ，淋 濕 的 話 ，就比較不會… 

( 問 ：很容易失溫啦。）對 。那個是求生的能力，還是要教育他 

們 。如果是發獵人證的話，還是要教他們，不然的話，這麼危險， 

個人的求生技巧還是要有。

問 ：謝謝長老



二 、課程簽到表

( 一 ） 第 一 次 部 落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培 力 課 程 暨 工 作 坊 及 獵 人 共 識 會 議 及  

野 生 動 物 監 測 之 保 育 實 務 培 力 課 程

培力課程簽到表

時間：109年 10月 25日下午13時 

地f t :東埔基眘長老教會（南投縣馆義挪開高巷79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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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 二 次 部 落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培 力 課 程 暨 工 作 坊 及 獵 人 共 識 會 議

東 埔 部 落 野 生 動 物 資 源 永 續 利 用 及 保 育 自 主 管 理 制 度 建 立  

培 力 課 程 簽 到 表

時間：1 0 9年 1 1月 2 2 日下午1 3時 

地*  : 東埔基甘長老教會（南投躲信義鄉聞高巷7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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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申 請 公 文 及 核 准 公 文

( 一 ）申請公文

褚  m m w -

铎奋务* : u>年

國立臺北大學函 (稿）

地址：2374丨斬北市三峰还大學路.151號 
承W人：董瑞欣

： 0286741111#66704 
傳真：0286715B77 
束+信箱；starxindoî @gniaiIcom

I 發文B期：中孳民81的年10片8曰
^ 發文字垅：北大教字g 1092〗00220»
; 速別：普通件
! 密笄及解密條#成保密期垠：
i 附件；

I 主 旨 ：依 據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及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申 猜 利 用 保 育 類 野  

j 生 動 物 ，詳 如 說 明 • 請 査 照 °

說 明 ：

]r 一 、本 校 法 律 學 系 張 惠 東 老 師 受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貝 會 林 務 局 南  

投 林 區 管 理 處 之 委 託 ，進 行 「東 埔 部 落 野 生 動 物 資 源 永  

| 讀 利 用 及 保 育 自 主 管 理 制 度 建 立 」之 學 術 斫 究 工 作 。

! 二 、本 研 究 冀 透 過 南 投 縣 信 義 鄉 布 農 族 部 落 族 人 之 之 原 住 民  

j 獵 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之 行 為 ，原 住 民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組 織 之

! 回 報 及 野 生 動 物 資 源 監 測 工 作 ，建 立 依 傳 统 文 化 、祭儀

! 及 自 用 狩 獵 之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制 度 。

^  三 、本 研 究 依 據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及 野  

I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提 出 利 用 保

I 育 類 野 生 動 物 申 請 書 ，烊 如 附 件 。

! 正本：南投縣政府

釗 本 ：行 *氏 衷 t 委貝合林務局南投林 ®管理處、南投杨東埔巿* _ &热資琢 s 文化自 

主治理協会'束埔村村辨公玄 -東綃邨落會議'南投榦《義鄉東埔社叵發展協 

會(铕自行至電子公本.播下栽） 

f 抄 本 ：如 J L 刭本

共2真
l i f n i i i i a K i i i i
法律孥院 )0$21D0220

(郵遞S 號） 
( 歧 ） 

受 文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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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利用保畜類圩生動物資料

»件 _

一 、 申請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資料

二 、 物種：

(一） 保育類：臺灣坪山单（ Capricomis swinhoei)、黃嘴招（Martes flavigula)、

水鹿 （ Rusa unicolor)

(二）  般類：臺灣野諸（Sta! scroll) ■'山晃（M x n /fecus* jieet/esi)、臺灣搞#

( M acaca c y c b y jis ')、 h  面 瓶 瓦 （ fie tsu T is ta  a lb o ru fu s ) ' k 泰紘良  

{P e ts iid s ta  p h ilip p e n sJs') ' 台 私 心 （Pagvm ^  ]a rv 2 ia ') ' 基播J$s 

(■t^pAura swioAoifO、帝雄（SjrmiaAimsiniibirfo)、松 &(Sduridae)

三 '數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及自用之目的，全年分享臺灣野山羊50隻、臺 

灣野諸50隻 '山羌200隻、臺灣镩猱2 0隻、白面fe鼠及大赤鼯良總 

计 50隻•白鼻心2 0隻、||腹期20隻、松軋2 0隻 、黃唯貂20隻、 

水鹿300隻 、帝雄10隻•

四 、 地 區 ：如 附 件 二 。

五 、 方法：透過南投縣信義鄉東埔部落布農族人之原住民播•人以狼搶、傳统狼

捕器 ' 陷阱、犬猿等工具進行狩現，以及透過原住民狩獵自主管理 

組織之回報，搭S i野生動物資逋監測*取得維持動物的相對族群量 

指 標 （自動照相機所產生的0 1 值），在合理的變動範困内，作為原 

住民族因傳統文化、祭儀及自用狩徵之狩獵自主管理之目標，並遂 

年调整申猜狩獲總量，以建立屌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之制度*狩獵 

後之野生動物利用，由凍住民基於傳坑文化、祭儀或自用，非普利 

之方式，供其本人或親屬或依傳统文化供分享之用* 利用過程將盡 

力避免射殺或誤捕瀕跬絕種動物，若因自衛射殺或造成該動物死亡 

受傷者，應將其矣難搞回或於現場妥善安叟後•尚原住民狩獗自主 

管理扭織回報 • 並通知相關機關尋求協助。

六 、 時M :自核准日起一年*

七 、 @ 的 ：透過凍住民獄人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原住民狩欲自主管理组織之

回報及野生動物資源監測工作之研究，建立依傳統文化、祭儀及自 

用狩垠之原住民族狩I R自主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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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首 次 申 請 核 准 公 文

.文搞H 而 文教：1090512327丨
櫺 波：

保办年舐：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

f 機W地址：丨00台北市中土远南海格37珑
： 禅絡人：甘建仁
r «話 ：（02)2351-5441 #679
： 傳真電話：（02)2321-7661
： 重手信箱：tcjbravo@ fbres丨 gov.tw

I 受文者：國立臺北大學

發文B期 ：中華民0109年I t月16日 

R 發文字我：農校林務字第10抑73〇丨64*

： 速扨：普通件 
： 密等及解密倏淬或保密期限：

： W件 ：如珑明二（枏件 1 AO95GO0OOQOOO0OOCJ0917ODOO27U) 1090730164—
： l09D20m 2WH.pdf)

i i 旨 ：本會同意贲校暨南投縣信義鄉東埔部落等69人 ，為執行 

| 本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委託之「東埔部落野生動物

| 資源永續利用及保肓自主營理制度建立 j 計 畫 ，申請除

I 激政絕種舒生動物及穿山甲 （ M a n isp en lad a c ty丨a ) 外之保

i 育類及一般類野生動物學術研究利用索 * 詳如 說 明 ，請

I 查照 *

! 說 明 ：

； 一 、依據南投縣政府109年丨0月21 3 府農林字第1090243536號 

j 函暨贲校109年10月16日北大教字第1G92100220號函辦理《

； 二 、本會同意貴校研究困隊及協力之南投縣信義鄉東埔部 

^  落 ，即 0 起至110年丨0 月30日止，進行野生動物利用及採

j 集 。實施地點、方法及人貝詳附件「同意利用保育類野

j 生動物事項 j 與 「執行人員名冊」 》

| 三 、研究人貝應依下列事項辦理，本會將视配合辦理情形列 

| 入下次申請保育類野生動物利用之評估依據"

| (一)本索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丨7條 ，第18條第丨項第2款

j 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之规定許可，如行為涉及其他法

通立«北大s
A〇95〇<M)〇〇Q〇〇0〇〇OOJl>：H70DOO：n iO J 〇9rj7：S〇】64 ja 喊 j頁 ，共"很  画 1 _ _ _

沙 上 备 仪 笫 t 耵/兵丨D B  (全文10 .
1 0 9 0 5 1 2 3 2 7  m u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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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賒宵面 文號U W 0512327

條或法規時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請於執行利用前通知相關主管機關，侓视業務狀況派 

貝瞭解及査驗執行利用情形。

(1)本同意利用案期滿後3個 月 内 ，應將成果填寫「利用保 

育類野生動物成果報告書」及 結 案 報 告 （注明核准 3 

期及文號）函送本會備查《若次年度仍有保育類野生  

動物利用需求，請於本案期滿前將初步结果填於前揭  

報 告 書 ，併於新案中提出申锖"

四 ，本學術研究利用執行人員應具備協會製發之獵人證，並 

於執行時妃戴以供查脍，

五-相關表格及報告書格式請至本會林務局自然保育網下載  

C蜗 址 ：h ttp ://c o n s e rv a tio n ,fo re s t.g o v .tw )。

六 、贲校辦理旨揭計畫 *請併推動下列工作 > 以確保自然資 

源永續利用：

(―)獵人資格：

1 、獵具使用技能（含用搶安全 ） u 

2 ，相關法規認知、保育觀 念 。

3 、 動植物辨 識 6

4 、 定期獵人證換發機制。

(二)保育機制：

1 、野生動物族群監測= 

f  2 、狩獵李節、時間管理 a

j 3 、獵場經營管理，如分區管理，或獵場輪動機制。

I 4 、排除幼年或懷孕野生動物6

| 5 、使用陷阱截具標註協會名稱及聨絡資訊6

\ J t本：尚立臺北大学
： 釗本：a 立臺北大半张惠東助过教找、南找样政府，南投鹈政府警察局，内政部蓍政

12S

http://conservation,forest.gov.tw)%e3%80%82


署 保 安 夸 察 第 七 达 叹 、本 會 怵 務 々 南 投 休 氐 管

^ t̂ ^ ^ ：-^ in：j . ^ j  f/ ■■ itc i!> im-：r ;: iir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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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意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事項

- 、輪種：味*tt絶種野生動物及眘山T ( 外之保f 籲及 

■**鼷野生動物

二•數f :依本t研究計畫方法•確貧K 控利用物植之雎群*化婧形.益於 

*t t成果统计f  W 利用tft本會備査*

如时II

扦l i K 敦業备R t l l M 林A W  10^07X1164故轟m体

H 、方法：选過南投麻信義样東埔邨珞布襄抹人之« 住民獄人以讓轅，傳故 

黴捕篇，陷阱、犬a 等工典進行狩後*以及透過康住民扦霰自主管a 紐 

崦之8 報，搭£ 野生動物資暹轚测■取得維持動物的相對移群董指鏢 < 自 

動照相懺所產生的〇丨值），在合理的*動崧团内*作為庳it民族s 傳统 

文化、祭儀及自用符撒之狩徵自主管理之目標，益逐卑綱» 申蜻狩徵齙

t *以建立摩住民族狩a s 主管理之制度•狩截後之矸主動物利用，由

廉住民基於缚供•文化、祭儀或自用，非營利之方式■供其本人或親屬或

依傳蛛文化供分享之用•利用遇《# 蠡力避先封投或供捕溁ft*&植動

物•若珥自衛射殺或进成铒動物死亡受痛者•恚丼其屍》謓田或聆现場

妥善安置後*向康值民狩截边主管織0 報，並通知相«機«尋求協

助*

五，時IQ : 6揸准日起直民鷗U 0 年10月30 3止。

六•*鸚的：

速過庳住民後人利用野生勤物之行為，廉住民狩黴自主管理a 織之s 報 

及野生動物货涑工作之研究，建立依傳耗文化、祭儀及自用狩缳之 

康住民族狩徵自主營《制度*

AOT«G0000a〇0O0000.1OB17tlCKM87t0_109^}1fl^y^D201982W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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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補件核准公文

文 面  文 號 ：！0905丨3201
it « ：

保存年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

: 機M地址：〗00台北肀中正®南海路37油
： W格人：替St仁
： 1ES ： {02)2351-5441 #679
： 傳其電任：（02)232丨-7661
； 電子信箱：tcjbrav〇@f(TOst..g〇vs；w

j 受文者：國立臺北大學

： 發文B期：令華民0丨〇9年12月7日 

葶 發文字玟：R柃林務字赛1汹0252911忧
： 速别：酱通件
： 密¥ 及解密任件成保密期限：
| W件：如挞岬二（ W 件 1 A095GOOIMQOOOOOOO 109l 70D002861_t 0902529H
： l09D202]185̂ 〇l ,pd()

I 主 旨 ：本會同意貴校暨南投縣信義鄉東埔部落增列史文雄等16 

! 人 ，合計85人 * 執行未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委託之

； 「東埔部落野生動物資源永續利用及保育自主管理制度

建立 j 計 畫 ，申請除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及穿山甲 （ M anis  

I p e n la d a c ly丨a ) 外之保育類及一般類野生動物學術研究利

 ̂ 用 案 *詳如說明，請查照。

； 說 明 ：

! — ，依據南投縣政府丨09年】1月3 0日府農林字第丨09D276767號

1 函轉贵校109年11月2 5日北大教字第109210Q279號函辦理*

| 二 、本會109年]丨月1 6日農授林務字第1090730164號 函 （諒 

f  遠 ） ，己同意贲校暨南投縣信義鄉東埔部落等6 9人 ，進

| 行激臨絕種野生動物及穿山甲 （ M a n i s pentadaciyla) 外之

； 保育類及一般類野生動物學術研究利用，現同意增列執

| 行人員史义雄等丨6人（蝙坑7 0 - 8 5 )，詳 如 附 件 「執行人

i 貝名冊」 》

； 三 、餘相關注意事項諳依前揭同意函及附件「同意利用保育 

; 類圩生動物事項」辦 理 。

AlW5Gimn〇QO(IOOrtO<>JfKM 7〇rNW!吣 妗 i i j i l 销 百 ，共_;()沉

阈.U表北大莩

■ _ _ _ |
1 0 9 0 5 1 3 2 0 1  IiWUm

辟 t;苒H U 如 -菜1 fU  t t m H H 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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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铜K 面 - 1090513201

JL本：明立臺*大學
刮本：S 立臺北大學張惠東助理教授*南椏棘政廣、忐投驊政府¥ 察局，円政卸警政 

脣保安譬察苐七蟋隊、本會林務局A投林叵管理* (均含时件

第2菝1共10頁

曲上篆找公: X 蚵f i l 笫 2 H / 共|〇 3  (全文m  H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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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A I% 裂業委M♦ 襄M体璘字m m 〇2?29l l  K A m 件

用意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事項

— »軚種：除满绝種野生動物及穿山T 外之保T » 及

_ 般顢野生動物

二，數量：依本素研究計畫方法_ 4 » E 控利用物種之搞群變化情形於 

計畫成果蜣計實W 利用董報本會備査•

三 k % K :如埘躪

w 、方法：透過由投躲信義鄉象埔部落布農族人之康住民後人a 獗熗、傳统 

穰摘S 、陷阱、犬歡等工具進行狩坂，以及遘遇琢住民狩缻自主營边組 

織之0 報，搭配野生動物資濰監測•取得隼待動物的相對旄群S 指樣（自 

動照柘機所產生的0〖值），在合理的變動範®内，作為原住民族因傳統 

文化、祭儀及自用狩獄之狩徵自主營过之0橾，並逐年《整申請狩跃垅 

4 •以建立原住民族狩擞自主管瑾之制度□狩彼後之野生動物朽用，由 

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非普利之方式，供其本人或親屬或 

依傳统文化供分享之用。利用遇a 將盡力避免齡殺或供捕湘达圯種動 

物，若拽自衛射殺或造成孩動物死亡受傷者，應将其徒#撝0 或於現場

妥晷安置後，句原住民狩徽自主管理fe織回報，並通知相«機《尊求W

六》目的：

逍過冻住民现人麫用野生動物之行為、凍住民狩徵自主管理a 織之曰報 

及圩生ft物資珠长:对工作之研究，建立依傅銖文化.祭诋及自用狩瓿之 

席住民族狩撤自主管珑制度*

助*

五 '時間：自核准日起至民a  n o 年io月m 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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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東 埔 布 農 自 然 資 源 暨 文 化 自 主 治 理 協 會 布 農 獵 人 自 治 自 律 公 約

條 文 說 明

名 稱 ：布 農 獵 人 自 治 自 律 公 約 本 自 治 自 律 公 約 名 稱 為  

布 農 撒 人 自 治 自 律 公

约 。

第 一 章 布 農 獵 人 之 使 命

第一條 布 農 獵 人 以 傳 承 狩 獵 傳 統 慣 習 、禮 

儀 暨 倫 理 道 德 規 範 、自律守護傳統領域及其内  

之 野 生 動 物 資 源 、自然環 境 多 樣 性 之 神 聖 平 衡  

與 和 諧 為 使 命 ，在 布 農 獵 人 之 共 識 下 ，訂定本  

公 約 。

本 條 明 定 本 公 約 之 制 定  

目 的 。

第二條 布 農 獵 人 應 本 於 自 治 自 律 之 精 神 ， 

積 極 且 誠 實 執 行 職 務 、遵 守 狩 獵 狩 獵 傳 統 慣  

習 、禮 儀 暨 倫 理 道 德 規 範 、砥 礪 品 德 、維護信 

譽 、精 研 狩 獵 事 務 、維 護 民 族 尊 嚴 、榮譽及價 

值 ，並 促 進 自 然 生 態 之 保 育 與 動 物 之 福 祉 。

本 條 明 定 布 農 獵 人 之 基  

本 精 神 、任 務 及 使 命 。

第 二 章 布 農 獵 人 之 資 格 及 養 成

第三條 布 農 族 原 住 民 生 而 具 有 布 農 族 獵 人  

資 格 。

布 農 族 原 住 民 得 申 請 加 入 布 農 撒 人 團 （以下稱 

獵 人 團 ）。

經 獵 人 團 審 查 合 格 ，並 完 成 狩 獵 傳 統 文 化 、狩 

獵 技 術 及 生 態 保 護 之 訓 練 合 格 後 ，為獵人團獵  

人 ，並 得 申 請 登 錄 於 獵 人 名 薄 ，及 請 領 獵 人 證  

書 。但 於 本 公 約 公 布 施 行 前 ，經 獵 人 團 耆 老 認  

可 具 備 資 格 者 ，不 在 此 限 。

前 項 訓 練 之 實 施 方 式 、合 格 之 標 準 、退 訓 、停 

訓 、重 訓 等 有 關 事 項 ，由 獵 人 團 諮 詢 長 老 後 ， 

依 布 農 族 狩 獵 傳 統 慣 習 定 之 。

一 、 第一項明定布農族  

原 住 民 均 具 有 布 農 族 獵  

人 資 格 。

二 、 第二項明定布農族  

原 住 民 得 申 請 加 入 獵 人  

團 成 為 獵 人 團 獵 人 。

三 、 經 獵 人 團 審 查 合 格  

並 完 成 狩 獵 傳 統 文 化 、 

狩 獵 技 術 及 生 態 保 護 之  

訓 練 合 格 後 ，得登錄於  

布 農 獵 人 團 之 獵 人 名 薄  

並 請 領 獵 人 證 書 ；同項 

但 書 設 受 訓 練 之 例 外 資  

格 。

四 、 布 農 狩 獵 傳 統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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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狩 獵 技 術 訓 練 規 則 等  

由 獵 人 團 擬 定 ，諮詢耆 

老 討 論 後 定 之 。

第四條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不得充獵人團 

獵 人 ，亦 不 得 發 給 獵 人 證 書 ：

一 經 獵 人 團 認 定 已 喪 失 執 行 狩 獵 之 信 譽 。

二 曾 受 本 公 約 所 定 除 名 處 分 。

三 經 醫 院 證 明 有 精 神 障 礙 或 其 他 心 智 缺 陷 ， 

致 不 能 勝 任 獵 人 職 務 。

四 受 監 護 或 辅 助 宣 告 ，尚 未 撤 銷 。

發 給 獵 人 證 書 後 ，有 前 項 情 形 之 一 者 ，註銷其 

獵 人 名 薄 之 登 錄 ，並 收 回 其 獵 人 證 書 。

於 原 因 消 滅 後 ，得 向 獵 人 團 申 請 准 其 回 復 協 會  

獵 人 資 格 。

一 、 第一款明定無狩獵 ^ 

信 譽 者 ，不 適合加入需 

要 以 名 譽 為 主 之 獵 人

二 、 因違反本公約遭除  

名 者 已 不 適 合 加 入 獵 人  

團 ，故 於 第 二 款 明 定 。

三 、 因心智障礙或受監  

護 宣 告 者 ，無法勝任獵  

人 職 務 ，爰規定於第三  

款 及 第 四 款 。

第五條 獵 人 團 應 置 獵 人 名 薄 ，應記載事項 

如 左 ：

一 姓 名 （含 布 農 族 傳 統 之 拼 音 ）、性 別 、身 

分 證 字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住 址 。

二 獵 人 證 書 編 號 。

三 加 入 獵 人 協 會 及 登 錄 之 年 、月 、曰 。

四 曾 否 受 過 本 公 約 之 懲 戒 。

本 條 明 定 獵 人 名 薄 之 應  

記 載 事 項 。

第 六 條 獵 人 證 書 應 記 載 事 項 如 左 ： 

一 姓 名 、性 別 。

二 東 埔 部 落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證 字 樣 。

本條明定獵人 證 書 之 應  

記 載 事 項 。

第 三 章 獵 人 團 獵 人 之 權 利 及 義 務

第七條 獵 人 團 獵 人 依 第 二 章 之 規 定 登 錄  

後 ，得 於 合 法 申 請 之 區 域 内 狩 獵 。

本條明定登錄於獵人名  

薄取得獵人圑獵人證書  

之 獵 人 ，其狩獵範圍為  

依 法 申 請 之 區 域 内 。

第八條 獵 人 團 獵 人 受 獵 人 團 耆 老 之 監 督 ， 

並 遵 守 撒 人 團 大 會 所 為 之 決 議 。

一 、 明定獵人團受獵人  

團 耆 老 之 監 督 。

二 、 獵人 團 獵 人 應 遵 守  

獵 人 團 大 會 之 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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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獵 人 團 獵 人 對 於 獵 人 團 、檢察機關 

或 司 法 私 法 機 關 、警 察 機 關 ，不 得 有 矇 蔽 或 欺  

誘 之 行 為 。

本 條 明 定 獵 人 團 獵 人 之  

誠 實 義 務 與 守 法 義 務 。

第十條 獵 人 團 獵 人 捕 獲 之 野 生 動 物 以 非 營  

利 自 用 之 方 式 使 用 。自用係指非藉狩獵獲取利  

益 ，僅 供 本 人 、親 屬 或 依 傳 統 文 化 供 分 享 之  

用 。

獵 人 團 獵 人 應 於 每 次 狩 獵 後 回 報 獵 獲 資 訊 予 獵  

人 團 。獵 人 團 應 於 每 季 將 所 有 獵 人 之 獵 獲 資 訊  

彙 整 並 妥 善 記 錄 留 存 。

前 項 獵 獲 資 訊 係 指 狩 獵 起 訖 時 間 、每次參 與 狩  

撒 人 數 、撤 獲 動 物 之 物 種 名 、性 別 及 數 量 。

第 四 章 布 農 獵 人 狩 獵 傳 統 慣 習 、禮儀及倫理  

道 德 規 範

一 、 依 據 目 前 法 規 之 規  

定 ，捕獲之獵物以非營  

利自用之方式 使 用 始 為

合 法 。

二 、 狩 獵 獵 獲 資 訊 包 括  

種 類 、獵 場 （獵獲地  

點 ）、性 別 、數 量 等 。

第十一條 布 農 獵 人 應 遵 守 之 規 範 如 左 ： 

一 於 服 用 酒 類 或 其 他 相 類 之 物 後 不 狩 獵 。 

二 維 護 野 生 動 物 棲 息 地 ，維 護 自 然 環 境 、不 

棄 置 垃 圾 、不 破 壞 他 人 之 農 林 作 物 ；並禁止電  

魚 、毒 魚 、炸 魚 。

三 不 採 集 或 砍 伐 森 林 植 被 。但 為 生 活 慣 俗 、 

文 化 或 經 獵 人 團 或 協 會 認 可 之 需 求 且 合 法 者 ， 

不 在 此 限 。

四 尊 重 他 人 之 狩 獵 範 圍 及 狩 獵 行 為 ，維護他 

人 之 陷 阱 ，不 竊 取 他 人 之 獵 獲 物 。

五 進 入 其 他 家 族 之 獵 場 狩 獵 前 ，應事先 取 得  

同 意 ；因 追 獵 動 物 進 入 其 他 家 族 或 他 人 之 獵  

場 ，無 法 事 先 取 得 同 意 時 ，應 於 事 後 告 知 。 

六 適 時 回 收 陷 阱 所 捕 獲 之 獵 獲 物 ，且考量自 

身 之 搬 運 或 揹 負 能 力 ，不 浪 費 獵 獲 物 。

七 因 狩 獵 所 需 而 取 用 他 人 獵 寮 之 物 ，應 儘 速  

告 知 獵 寮 所 有 人 ，並 於 下 次 上 山 時 補 充 取 用 之  

物 於 該 獵 寮 。

八 村 落 之 近 鄰 周 遭 ，不 進 行 搶 撤 活 動 ° 

九 於 獵 人 團 登 記 後 ，始 得 於 狩 獵 時 帶 領 非 布  

農 族 之 人 士 （含 研 究 人 員 ）進 入 獵 場 。

十 其 他 布 農 族 傳 統 所 應 遵 循 之 規 範 。

一 、 本 條 明 定 布 農 獵 人  

應遵守之狩獵傳統慣習  

及 狩 獵 禮 儀 暨 倫 理 道 德  

規 範 。

二 、 範 圍 包 括 搶 獵 、陷

阱 獵 及 漁 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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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槍 枝 及 陷 阱 使 用 安 全

第十二條 搶 口 應 指 向 安 全 之 方 向 ，不得朝 

向 自 己 或 他 人 。

應 以 搶 枝 内 已 有 子 彈 上 膛 之 態 度 使 用 槍 枝 。除 

真 正 射 擊 時 外 ，手 指 不 可 接 觸 扳 機 。

射 擊 時 先 確 定 狩 獵 目 標 所 在 及 其 後 方 有 無 安 全

顧 慮 。

搶 枝 使 用 安 全 等 有 關 事 項 ，由撒人團以狩獵搶  

枝 使 用 安 全 規 則 另 定 之 。

本 條 明 定 用 搶 之 基 本 安  

全 。槍 枝 使 用 安 全 之 規  

定 過 多 ，若 規 定 於 此 處  

恐 顯 龐 雜 ，爰於第四項 

規 定 另 定 規 則 處 理 之 。

第十三條 獵 槍 之 使 用 應 避 免 射 殺 瀕 臨 絕 種  

動 物 。若 因 自 衛 射 殺 該 動 物 者 ，應將其屍體攜  

回 或 於 現 場 妥 善 安 置 後 ，向 獵 人 團 回 報 誤 殺 之  

情 事 。若 造 成 該 動 物 受 傷 ，則應即通知獵人團  

尋 求 協 助 。

本 條 明 定 搶 獵 之 方 式 應  

避 免 射 殺 瀕 臨 絕 種 動 物  

及 其 後 續 處 理 方 式 。

第 十 四 條 陷 阱 之 使 用 應 避 免 誤 捕 非 目 標 動  

物 、避 免 造 成 獄 獲 動 物 長 時 間 緊 迫 、避免動物  

受 傷 逃 脫 。

陷 阱 之 設 置 應 避 免 誤 捕 瀕 臨 絕 種 動 物 。若發生 

誤 捕 活 體 之 情 形 ，需於安全 無 虞 之 條 件 下 現 地  

釋 放 ，或 應 即 通 知 獵 人 團 尋 求 協 助 。若該動物  

已 死 亡 ，應 將 其 屍 體 攜 回 或 於 現 場 妥 善 安 置  

後 ，向 獵 人 團 回 報 誤 捕 之 情 事 。

本 條 明 定 陷 牌 撒 之 方 式  

應 避 免 誤 捕 非 目 標 動 物  

以 及 瀕 臨 絕 種 動 物 ，及 

其 後 續 處 理 方 式 。

第 六 章 獵 人 團 獵 人 之 懲 戒

第十五條 獵 人 團 獵 人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應 付 懲 戒 ：

一 有 違 反 第 十 一 條 之 行 為 者 。

二 有 其 他 違 背 本 公 約 或 獵 人 團 決 議 之 行 為 ， 

情 節 重 大 者 。

本 條 明 定 受 懲 戒 事 項 。

第十六條 獵 人 團 獵 人 應 付 懲 戒 者 ，由獵人 

團 圑 長 依 程 序 處 理 。

撒 人 團 對 於 應 付 懲 戒 之 獵 人 ，得 經 獵 人 團 會 議  

之 決 議 ，予 以 懲 戒 。

一 、 本 條 明 定 獵 人 團 獵  

人懲戒事項之 處 理 程 序  

及 組 織 。

二 、 本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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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 人 圑 會 議 決 議 ，得懲 

戒 協 會 獵 人 。

第十七條  被 懲 戒 之 獵 人 團 獵 人 對 於 獵 人 團  

之 懲 戒 決 議 有 不 服 者 ，得 向 獵 人 團 請 求 覆 議 。 

覆 議 之 處 理 及 程 序 ，由 獵 人 團 耆 老 定 之 。

本 條 明 定 獵 人 懲 戒 之 覆  

議 制 度 。

第十八條  懲 戒 處 分 如 左 ：

一 警 告 。

二 申 誡 。

三 停 止 獵 人 團 獵 人 資 格 二 年 以 下 。

四 廢 止 獵 人 證 書 。

五 除 名 。

受 警 告 處 分 三 次 者 ，視 為 申 誡 處 分 一 次 ；受申 

誡 處 分 三 次 者 ，應 另 予 停 止 獵 人 團 獵 人 資 格 之  

處 分 ；受 停 止 獵 人 團 獵 人 資 格 期 間 累 計 滿 三 年  

者 ，應 予 除 名 。

懲 戒 處 分 應 登 錄 於 獵 人 名 薄 。

一 、 本條第一項明定懲  

戒 處 分 之 種 類 。

二 、 第二項明定各種懲  

戒 處 分 之 關 係 。

三 、 第三項明定懲戒處  

分 應 登 錄 於 獵 人 名 薄 ， 

以 明 其 責 。

第十九條  若 遇 特 殊 天 災 或 人 為 之 因 素 ，致 

環 境 產 生 重 大 之 破 壞 或 傷 害 時 ，獵 人 圑 得 決 議  

暫 時 停 止 狩 獵 。

本 條 規 定 環 境 產 生 重 大  

破 壞 或 傷 害 時 ，獵人團 

得 決 議 暫 時 停 止 狩 獵 ， 

以 使 環 境 復 原 。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二十條 本 公 約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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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東 埔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申 請 之 獵 人 證 頒 發 儀 式

( 一 ） 背景說明

自105年8月總統向原住民族道歉，並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開始，原民會及 

林務局於106年6月正式會銜發布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一解釋令，首度將非營 

利 「自用」狩獵類型納入傳統文化之一環，打開了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之路。 

在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之積極推動下，鄒 族 （阿里山鄉）、排 灣 族 （來義鄉）、太 

魯 閣 族 （秀林郷）、阿 美 族 （富里鄉）等地已陸續成立在地獵人組織，並授與獵 

人 證 ，進行狩獵自主管理及建立獵獲回報系統。

東埔部落於108年通過長老會議同意，與臺北大學及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 

共同開始推動東埔部落獵場範圍內之狩獵自主管理制度。一年多來，部落族人與 

研究團隊召開多次獵人會議，並於部落內部建立自然資源治理組織，並於109年4 

月與南投林區管理處合作推動狩獵自主管理計 畫 。109年8月在東埔布農自然資源 

暨文化自主治理協會內，建立東埔部落獵人團。

東埔部落目前共有82位族人參加獵人團組織，並通過部落内部獵人資格審 

核 ，成員組成包括東光、勞 善 、依勞善、達谷蘭、法拉娜、涵碧蘭、伊溪袖等部 

落之族人。以此獵人團成員為基礎，109年 10月16日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八 

條之規定，經南投縣政府層轉向林務局申請一年期狩獵許可，開始施行狩獵自主 

管 理 。秉持原住民族自治之精神與傳承東埔布農文化之使命，東埔獵人團訂於 

109年 12月12日 ，授與獵人證給部落獵人，期盼未來與政府建立雙邊夥伴關係， 

邁向資源共治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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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細部規劃

1 .  時 間 ：109年12月12日 （星期六）上午9:00

2 .  地 點 ：東埔基督長老教會廣場

3 .  主辦單位：東埔布農自然資源暨文化自主治理協會

4 .  協辦單位：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國立臺北大學張惠東教授研究室

5 .  參與人數：獵人團成員及相關單位來賓約150人 

6 •流程：

時間 内容

9:00-9:30 獵人團報到集合

9:30-10:00 完成祭儀事前準備

10:00-10:30 儀 式 開 始

析 福 方 有 水 長 老

禱 告東埔長老教會蘇畢娜牧師

鳴 槍 方 光 明 、王振明、方英武、王明儀、伍榮興

八 部 合 音 方 有 水 長 老 、方金龍執事

祭 搶 方 有 水 長 老 、方金龍執事

正式宣布伍明村長老

恢復東埔部落生活領域之狩獵自主管理任務，析求上帝保佑

10:30-11:00 來賓致詞主持人：方光雄、方可韋、司梅琴

一 、 東埔部落長老方有水先生

二 、 南投林區管理處處長李政賢先生

三 、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主任楊嘉棟先生

四 、 原民會代表

五 、 信義鄉鄉長代表

六 、 全文才議員代表

七 、 久美部落鄒族頭目家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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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久美部落鄒族文化協會理事長甘萬德先生

九 、 鄒族獵人協會理事長高德生先生

十 、鄒族達邦大社部落會議主席汪啟德先生

十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研究員兼主任秘書鄭錫奇先生

十二、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惠東先生

11:00 〜11:30 授證儀式：說明狩獵自主管理精神與規範

授 證 人 ：方坤龍、伍 明村、王振坤、史金鐘、司長生、全東光

等耆老，由東埔部落各大家族耆老代表授證。

11:30- 部落美食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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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農 族 東 埔 部 落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宣 誓 暨 獵 人 證 授 證 儀 式

新聞稿

新聞聯絡人 

東埔部落方光雄：0928-702-738

東墙部落獵 人 團 （Takitungpu masasambut tu hahanup) 於今日舉行狩獵自主管理 

宣誓暨獵人證授證儀式，為全台灣第一個透過狩獵自主管理機制發放獵人證的布 

農族部落。今年八月，東埔部落在部落長老會議的同意下，與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及臺北大學張惠東老師研究室合作，在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的支持下，共 

同試辦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計畫；並於今年十月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八 

條 ，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請為期一年的原住民族「自用狩獵」許 可 。秉持原住 

民族自治之精神與傳承東埔布農傳統文化之使命，東埔部落第一批將發放為期一 

年的獵人證8 2 張 ，獵人團將遵守東埔部落狩獵自治自律公約，確實掌握獵人進 

山的資訊和獵獲回報，並正式公告東埔部落之狩獵範園。

授證儀式在東埔部落長老方有水以傳統獵前儀式祈福後開始，獵人團宣示將秉持 

布農族傳統狩獵規範'傳承撒人文化以永續治理自然資源，並將與政府、學術單 

位密切合作，共同建立山林守護體 系 。更期盼東埔部落成為布農族的首例，與政 

府建立互信、互助的協力夥伴關係，實現土地與歷史正義，邁向自然資源共治之 

新紀元。

東埔部落長老方有水表示，成立獵人團、推動推動自主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為 

了保護獵人，維護尊嚴，建立原住民族自然資源治理的權利。原住民族獵人的狩 

獵就是守護土地以及傳承族群在地生態智慧。期盼未來在原住民族自治的原則 

下 ，東埔部落也將與鄰近各部落用相互尊重的態度，討論彼此的狩獵區域及協力 

合作的方法，持續為原住民族自然資源治理的事務共同努 力 。

部落青年獵人伍睿安進一步解釋，布農族的狩獵有行為禁忌，例如尊重他人的狩 

獵範圍與狩獵行為，以維持狩獵秩序。此 外 ，布農族獵人在態度上永遠謙虛'愛 

惜獵物、守護獵場森林與植被，這些基本獵場美德，在部落的長輩教導中，也都 

傳承給年輕一代的獵人，讓布農文化與土地共生共榮。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主任揚嘉棟表示，位處南投集集的特生中心與在地 

「鄰居」東埔部落合作，是自然生態保育研究與部落傳統生態知識兩種理解自然 

資源及管理方式的整合，其目的都指向人類（或部落族群）能永續的在地生活。 

因 此 ，由本中心主任秘書鄭錫奇研究員帶領的團隊協助下，以在地撒人為主體， 

將建置自動紅外線動物族群監測和獵獲物回報系統，讓科學技術與原住民族在地 

生態知識合作，建立部落、政府與學術單位間夥伴關係，共同針對狩獵範圍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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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族群進行調查與監測。除了可以透過在地的參與行動，使生物多樣性價 

值及野生動物的永續利用成為部落民眾共同的信念之外；更實踐了特生中心所揭 

橥的願景，「研究生物多樣性，為現在也為未來」 。

長期與東埔族人共同合作的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惠東認為，這幾年東埔 

部落的族人們展現了高度原住民族自治的精神與團结合作的力量，是狩獵自主管 

理制度得以順利推動的主要原因。同時也必須感謝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南投 

縣政府和原民會的支持與實質合作，使族人願意加入東埔獵人團，實踐原住民族 

狩獵自主管理 權 。

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制度，必須透過法制化建立制度才能永續，而非一時性的 

措 施 。

張惠東進一步說明，原民會及農委會於106年 6 月會銜發布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 

1 條的解釋令，將非營利「自用狩獵」類型納入「傳統文化」之一環，打開了原 

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之路。未來東埔部落依法透過與政府簽訂行政契約的方式， 

將取得一定程度的狩獵自主管理空間，並遵循部落制定的自治自律公約，自主發 

放獵人證、管理獵人，在瞭解野生動物族群資訊的環境中，建立原住民族狩獵 

權 。

獵人團再次呼籲，只要是東光、勞善、依勞善、達谷蘭、法拉娜、涵碧蘭、伊溪 

袖等部落的族人，願意遵守自治自律公約，都歡迎加入東埔獵人團。

主辦單位：東埔布農自然資源暨文化自主治理協會 

協辦單位：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臺北大學張惠東教授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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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東埔部落獵人證樣式

注意蓽項：
l 確貢■守布臞疾相讀承符翟規範•雄護觀人尊® • :

上持有本a z a 人箝進行潯統文化、轚僅或自用之非* 利 ，

朽《•不進行商粟庙n •

2 狩S 後9 违貢回琛6 獼铕播爾及數屋考霣訊绘束埔田落 

的各《5 » »人《

3. «於合沄申3?2ttS進行钶《 •

4. 味 狩 蟹 或 文 化 所必轚不任想进设 R生動物植铕樱 ^及 

a 林 桕 篏 •

5. 蓐祖II他人、其他部西及其他族群之襄場•

6. 障緊ft狀沅，不霪補洱Bft»勸物*有誤M 辨回報•

緊急聯络人：

l  两投林a 管理處

水里工作站（〇49 ) 277*0509 

笱来諛（049 ) 236.S22 

2. 東埔部落：

方光雄 09287027B8

(左圖：狩獵證正面；右圖：獵人證背面）

♦  ♦ ♦ ♦ ♦ ♦ ♦ ♦

東埔部落狩獵自主管理證

饯别：* 老 鑷 ! 8 : 001

fl目片
姓名

族語名
Syr 
:1

身分證字號

??v2ww ：iia^ i〇fj3〇a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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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東埔部落獵人組織架構圖

東埔部落會壤

忐授I M U *布簋6 鉋謇瀛罾文fcfi主6嬗达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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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09年原住民族全國獵人大會議程

109/11/2

13:30-14:00

活動開幕式

主持人：高德生理事長（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

14:00〜15:00

議題一：部落自主監測的作法與發展

引言人：裝家麒教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主持人：高德生理事長（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

15:00 〜15:20 茶敘時間

15:20-17:20

議題二：狩獵自主管理法制修法之進程發展 

引言人：張 惠東（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主持人：呂翊齊（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與環境學系博士生）

17:20 〜18:0
議題討論（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宣言草案）

主持人：浦忠勇組長（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研究發展組）

18:00-20:00 晚餐.休息

109/11/03 第二天

08:00-09:50
分組討論（由各管處負責帶領轄區内原住民部落夥伴，討論狩獵 

議題並推舉經驗分享代表）

9:50-10:00 茶敘時間

10:00 〜12:00

1,宣 告 「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宣言」2.各組代表狩獵自主管理 

經驗分享

主持人：浦忠勇組長（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研究發展組）

12:00 〜13:30 午 餐 、休息

13:30-17:00
參訪鄒族部落文化及產業（樂野>達邦> 特富野）

導覽人員：第一車陳明利 .浦少光；第二車湯進賢.高德生

17:00-20:00
鄒式晚宴（營火.烤全豬.團康活動）主持人：浦 珍 珠 （嘉義縣鄒 

族獵人協會總幹事）

109/11/04 第三天

07:00〜08:00 早餐

08:00-09:00
議 題 三 ：原住民獵搶管理辦法之說明報告單位：原民會 .主持 

人 ：浦忠勇

09:00〜10:00
專題演講:林務局原住民相關政策推動情形 

主講人:林務局局長林華慶

10:00-10:20 茶敘時間

10:20 〜12:00

1. 嘉義林區管理處與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簽訂行政契約儀式

2. 綜合座談及活動閉幕式主持人：林局長華慶（林務局）高德生 

理 事 長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

裴家麒教授.浦忠勇教授.張惠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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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委員意見回覆表

一 、期初報告委員意見回覆表

楊課長曼蕾 意見回覆

一 、林務局近來的開放山林政策，有較多登 

山遊客進入山區，對原住民狩獵活動是否有 

影響？

謝謝課長提問，依據部落的資訊4 實伴隨著 

登山運動普及，有不熟稔山林環境之登山客 

攪 擾 。

二 、未來部落狩獵申請時，需有野生動物監 

測數量作為核准依據。

謝謝課長意見，本計畫預計先建立與部落的 

互 信 ，首先掌握實際獵場範圍後再進一步進 

行動物監測蒐集資料。

三 、獵人若加入狩撒自主管理計晝，可能會 

受到拘東及限制，如何說服獵人來參與計 

畫 ？

謝謝課長提問，未來將嘗試參考其他各族狩 

獵自主管理經驗，以狩獵的去污名化、恢復 

獵人光榮身分，邀請獵人加入。

4. 行政契約和共管的精神、辦理事項、權 

責差異為何？請協助提供詳細課程内容，建 

議課程亦可邀請丹大地區之原住民一起參 

力a °

謝謝課長意見，未來執行計畫時將納入考 

量 。共管是更大的制度架構，野生動物、野 

生植物等自然資源都是共管架構下具體的共 

管客體，透過行政契約的簽訂，可以落實共 

管制度；也就是，在契約中明確釐清各方應 

該負擔的權利與義務。

謝主任光普 意見回覆

— 、請說明部落内獵人老中青不同世代各分 

別有多少人？狩獵模式及頻率有何差異？

謝謝主任詢問，這個問題涉及時間的因素， 

依照部落目前提供之資訊，農忙時期較少人 

進行狩獵活動。狩獵的時間多為祭儀前後， 

例如聖誔節前後，幾乎各部落的所有獵人都 

會進行狩獵，頻率約一週兩次。而一年四季 

皆有狩獵者，目前調查約3 0多人。

二 、請說明鄒族案例輔導建立公約期間，參 

與人數約有多少？

謝謝主任提問，個人參與鄒族狩獵自主管理 

公約及行政契約推動期間，各階段參與人數 

不 一 ，前期較少，約五至七人參與，以特富 

野社汪義福頭目、達邦社汪啟德部落會議主 

席 、鄒族獵人協會高德生理事長、來吉部落 

會議主席梁崇效、特富野部落陳吉華長老、 

浦少光長老等人為主，後續慢慢增加。

三 、東埔部落傳統獵場過去較無野生動物資 

源基礎調查及建立資料，未來核准數量依據 

應為何？

謝謝主任提問，建立與部落的互信是本計畫 

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其次詢問實際獵場範 

圍後，再進一步與部落族人一同開始動物監 

測蒐集資料以作為數量之參考依攄，另外今 

年有與特生中心合作辦理監測課程講習。

葉技正旭容 意見回後

一 、請於報告書内補充說明會議討論主題、 

培力課程及工作坊内容規劃。

謝謝技正意見，已於頁5 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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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紅外線相機監測部分，除課程教授外， 

建議增加實際操作練習、測試相機監測、相 

片判讀等，以使獵人瞭解未來可能要操作的 

内 容 。且未來不論是以學術研究或簽訂行政 

契 約 ，亦需野生動物資源監測資料作為核准 

依 據 ，以掌握狩獵活動及自主管理計晝對野 

生動物族群數量之影響，及政策說明與推動 

之科學依據。

謝謝技正意見，計畫預計先建立與部落的互 

信 ，首先掌握實際獵場範圍後再進一步進行 

動物監測搜集資料以作為數量之參考依據， 

因此我們將於未來辦理至合適的階段時納入 

參考。

三 、林務局精準獵具建議可於計畫課程中作 

推 廣 。

謝謝技正意見，我們將於未來執行相關計畫 

時納入參考。

王技士政承 意見回覆

一 、本計畫獵人共識會議是否各鄰均會參 

加 ？共識會議應有多少人參與，較能討論建 

立具代表性的共識？

謝謝技士意見，目前一鄰參與人數較少，且 

依據目前部落提供的資訊實際狩獵之戶數亦 

不 多 。實際上來參與共識會議的人數眾多， 

但並未簽名；未來會盡力完成簽到表以呈現 

實際參與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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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委員意見回覆表

林委貝良恭 意見回復

一 、 八通關古道目前車輛無法進入，部落 

族人以什麼方式進入打獵？

謝謝委員意見，在八通關古道狩獵活動的進 

行 ，主要係騎摩托車前往最近登山口後，步 

行至獵場狩獵。

二 、 報告提及過去狩獵沒有分季節，現在 

則多在農閒時期。狩獵時間是否與宗 

教信仰和慶典時間有關？

謝謝委員意見，從訪談中我們發現，目前東 

埔部落的狩獵主要配合農間時間，有一部分 

狩獵時間也埃實與基督宗教有關，例如耶誕 

節 、感恩節、母親節時的狩獵。

三 、 建議進行獵人訪談時可詢問狩獵物種 

及數量，以作為參考數據。

謝謝委員意見，未來進行訪談時會進一步詢 

問 。

姜委貝博仁 意見回覆

一 、 由計晝看來自用狩獵公約完成於狩撒 

許可後，是否在狩獵許可前部落内已 

有相關内部公約？

謝謝委員意見，東埔部落於提出狩獵自主管 

理許可申請前，已有自治自律公約，並於計 

晝執行期間、發放獵人證前，也進行多次公 

約之内容討論，並於109年 1 1月 2 2 日第二 

次獵人共識會議中進行最終版本確認。

二 、 獵場區域部分位於玉山國家公園、丹 

大野生動物棲息環境及台大實驗林， 

在法規層面上該如何解決？保育類野 

生動物是否也可獵捕？

謝謝委員意見。本次狩獵申請前、中 、後 ， 

均有向部落族人表明依據國家公園法，玉山 

國家公園範圍内不得進行狩獵。因此，本計 

晝狩獵依法係排除國家公園之範圍。另外， 

臺灣大學為台大實驗林之土地管理機關，但 

狩獵活動之主管機關仍為農委會。針對保育 

類野生動物獵捕，依照農委會之公文（農授 

字 1090252911 號及 1090730164 號） ，除瀕 

臨絕種野生動物及穿山甲外，保育類、一般 

類野生動物，皆屬本次狩獵自主管理獵捕範 

脅 。

三 、 獵場劃定範圍遠大於實際打獵範圍， 

部落將獵場範圍劃定這麼大的用意為 

何 ？

謝謝委員意見，部落獵場的範圍受到「傳統 

領域」劃設之影響。未來在計畫執行上，執 

行團隊會再與部落進行溝通和討論。

四 、 自主狩獵計晝是否有物種和年度狩獵 

數量之規定？部落每年實際獵捕需求 

數量為多少？

謝謝委員意見，物種與數量如下：臺灣野山 

羊 5 0隻 、臺灣野豬5 0 隻 、山羌200隻 、臺 

灣彌猴2 0 隻 '白面鼯鼠及大赤鼯鼠總計50 

隻 、白鼻心2 0 隻 、藍腹鹇 2 0 隻 、松 鼠 20 

隻 、黃 喉 貂 2 0 隻 、水 鹿 3 0 0 隻 、帝 雉 10 

隻 。業已將狩獵自主管理申請之年度獵捕數 

量新增入本報告書内文及附件三。部落每年 

實際獵捕需求數量，我們將嘗試於未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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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進一步詢 問 。

五 、 獵人在劃定的狩獵範圍外的狩獵有什 

麼樣的機制管理？

謝謝委員意見，本團隊目前的管理機制係透 

過獵人團管理。在培力課程中也強調獵人證 

的效力範圍。至於未參與狩獵自主管理的獵 

人 ，必須自行向縣政府提出個人申請。

六 、 東埔部落狩獵自主管理自治自律公約 

是否需加入「部落巡邏」項目？巡邏 

在部落傳統和文化上有重大意義，以 

維護部落及環境安全。

謝謝委員意見，東埔部落在本計畫執行以 

前 ，已有組成巡山隊進行部落自主巡邏，防 

止山林盜伐等問題，執行至今已數十年。

七 、 以過去對黃喉貂族群數量調查之經 

驗 ，東埔部落年度准予黃喉貂狩獵 

2 0 隻已超過族群乘載度量。請問部 

落獵捕黃喉貂是因為農害或是傳統祭 

儀上需要？希望曰後提供部落獵捕黃 

喉貂之原因，以利進行黃喉貂族群數 

量管理。

謝謝委員意見，針對黃喉貂之獵捕情形，我 

們將於未來進行訪談及田野調查時進一步詢 

問 。

李委貝志瑕 意見回覆

一 、 多數原住民部落都有獵場重疊的問 

題 ，請問老師對此問題的建議和因 

應對策？

謝謝委員意見，針對獵場重疊問題，東埔部 

落與鄰近部落及族群之間，將透過各方多次 

協談與討論來進行處理。

二 、 嘉義鄒族已有申請狩獵自主管理之先 

例 ，在計畫推動和執行上是否和東埔 

部落有差異？

謝謝委員意見，東埔部落在計晝推動和執行 

上的特殊性在於：

一 、 東埔部落之家族長老制和教會組織長老 

制在某些程度上有相合之處。

二 、 東埔部落狩獵自主管理計晝未來的推展 

上 *須協調與同族之其他部落及與他族部落 

獵場的重疊問題。

三 、 東埔部落獵場將部分玉山國家公園範 

圍劃入，曰後是否有需與玉山國家 

公園進行狩獵溝通？或是東埔部落狩 

獵範圍需要調整？建議日後會議邀請 

玉山國家公園與嘉義林管處列席參 

加 。

謝謝委員意見，針對東埔獵場區域範圍，我 

們有與族人說明並不包括玉山國家公園。未 

來計畫審查可邀請玉山國家公園、嘉義林區 

管理處列席參加，因東埔部落狩獵區域也涉 

及上開二單位所管理之轄區。

四 、 野生動物狩獵數量之核准需由族群調 

查結果作為依據，東埔部落狩獵範圍 

内之野生動物族群數量是否有進行監 

測調查？

謝謝委員意見。本團隊目前預計下次的計畫 

會開始執行野生動物族群數量的監測調查 。 

本計晝先由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講師進行 

野生動物監測調查之培力課程，讓獵人了解 

監測之目的與操作原理，並結合獵人證發放 

的規範，讓獵人更了解監測調查之意義。

揚委貝曼蕾 意見回覆

一 、 期中報告書第2 3 頁提及「有 8 2 名 

東埔部落族人參與此次狩獵自主管

謝謝委員意見，針對所差4 人之人數差異， 

原因為後續另直接轉由中央林務局進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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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申請，另包括計畫主持人、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研究員兼主任秘書及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專任研究助理 

等三人」 ，共 8 5 人 。經 查 1 0 月 8 

曰申請6 9 人 、1 1 月 2 9 曰申請 12 

人 ，共 8 1 人 ，請老師說明人數差異 

原 因 。

件 。因此東埔部落狩獵自主管理申請人數， 

本報告書僅依照農授林務字第1090252911 

號公文核定人數8 5 人書寫，公文内容如附 

件 三 。

二 、 計畫規定須完成至少2 5 位東埔部落 

野生動物資源利用現況調查及意見收 

集 ，請問老師有無對每個鄰做預計訪 

談人數规劃？

謝謝委員意見，目前訪談的研究方法係以 

「滚雪球取樣」 （snowball sampling ) 研究 

法進行，因此會有各鄰人數不平均的研究限 

制 。當然我們會盡力考慮各鄰受訪者人數的 

平均。

謝委貝光普 意見回復

一 、 同屬郡社群的羅娜部落是否可以加入 

東埔部落狩獵計晝？

謝謝委員意見，羅娜部落與東埔部落同屬郡 

社群為主之部落。陳有蘭溪流域之部落若未 

加入自主管理計晝，未來對於獵區之重疊部 

分不易處理。將視其自主之意見以及南投處 

之考量，羅娜若加入狩獵自主管理計畫，可 

先獨立成立獵人團以及制定其自治自律公約 

開始。

二 、 台灣各部落所宣稱的傳統領域及獵場 

幾乎都重疊、獵場範圍關乎部落尊嚴 

和命脈，未來是否會朝向共享式的獵 

場發展？

謝謝委員意見，針對共享式獵場的發展，未 

來我們將在尊重部落意見的前提下進行觀 

察 。

育樂課葉技正旭容 意見回覆

一 、 第 2 8 頁表格「王家 '方家以往會 

從塔塔加往南至楠梓仙溪、小南山 

狩 獵 ，並與王家共用獵場」 ，是否 

内容筆誤。

謝謝技正意見1 我們已將筆誤部分進行修 

正 °

二 、 第 2 9 頁獵場將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列 

入 ，有無需要做修 改 。

謝謝技正意見，國家公園範圍本即被排除於 

狩獵自主管理計晝之 外 。

三 、 狩獵範圍涉及玉山國家公園和台大實 

驗林部分，該機關如對本計晝内容 

不了解恐造成誤會，是否需要進行說 

明或拜訪？

謝謝技正意見，針對與玉山國家公園及台大 

實驗林說明計晝部分，未來視需要可進行拜 

訪及說明。

四 、 報告書之圖1 至 圖 3 建議以彩色呈 

現 ，以方便閱讀。

謝謝技正意見，圖 1 至圖3 將改彩色印製呈 

現 ，方便閱讀。

五 、 建議補上狩獵申請計晝和林務局核准 

數量作為附錄供參考。

謝謝技正意見，我們已將狩獵申請及核准數 

量之公文内容納入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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