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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
Mayasvi（戰祭）最原初的意義是

與獵獲敵首有關的儀式，也是部

落集體性的宗教行為（浦忠勇，2011），在

當代由特富野部落和達邦部落輪流舉辦。現

今達邦部落的Kuba（男子聚會所）於荷蘭人

記載的文獻中即已存在，祭場中央的第二代

雀榕樹已經很老了，由此可知Kuba的歷史悠

久。Kuba大概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新修建，

此舉稱為ekubi，當然有些東西族人還是會將

它們保留下來，但基本上Kuba的格局是不會

變的。

在近幾年的修建過程中，有部分族人可能

因為家中有人過世的禁忌、或者是沒有參與祭

典前一個月的練習等其他因素而無法參加祭

典，因此為了無法參與祭典的族人在祭場旁增

設觀眾席，但Mayasvi時卻有許多觀光客進入

此區就坐。

部落族人對於觀光客參與Mayasvi的看法

Mayasvi是由Peongsi（部落的領導者）主

導的一個祭儀，目前達邦部落和特富野部落的

Peongsi皆是出身自漢姓為汪的家族。Peon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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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導了部落族

人對於觀光客參與祭儀的態

度。特富野部落的Peongsi以前

是公務員，退休前在達邦國小

擔任幹事，因此一直都和外界

有所接觸，或許這樣的經驗讓

他採取相對開放的態度；相對

於此，達邦部落前一任頭目汪

傳發先生連華語都不太會講，

在 他 的 領 導 下 ， 部 落 舉 辦

Mayasvi時就比較注重古禮。

不過，特富野部落在這幾

年經過部落族人的討論，也相

當注重回歸祭儀的原貌，因此

這兩屆Mayasvi都可看見回歸

古禮的趨勢，同時也開始管理

外來觀光客。例如這次特富野

部落的Mayasvi，就規定了哪

些人可以進來祭場，並規劃攝

影區，同時請當地的派出所加派警察，且按照

部落的決議去維持秩序，部落也派出了一些年

輕人，不參加祭典，專門負責維持秩序；而達

邦部落則是希望觀光客不要打擾到儀式進行就

好，不過這幾年也有一些年輕人開始覺得觀光

客的某些行為對他們造成困擾，所以也開始採

取一些維護儀式秩序的行動。

原民會近幾年來推動部落觀光的政策方針

原民會經濟發展處這幾年來對原住民區域

觀光的著力點，大致上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

國人的旅遊；二是中國地區人民來台觀光的原

住民族部落深度旅遊。針對國人的旅遊，原民

會規劃15條部落觀光的路線，可參考《山海部

落15條秘境》一書，同時也和

觀光局合作行銷，提供有別於

一般風景區的深度旅遊選擇。

後者是由原民會選定32條觀光

路線，和觀光局、移民署合

作，只要中國地區人民有意參

加此旅遊行程，便可不受一天

5,000人次的中國遊客團體觀光

數限制，且旅遊申請為隨到隨

審，只需等候約一週時間便可

進入台灣觀光。這個政策從今

年3月推行至今，已有約3萬人

進入部落觀光，收費方式是以

人頭計算，依各部落所開出的

收費方式計價，一人的消費約

在1,000-1,600元左右。

目前針對部落觀光的最大

議題，應是祭儀時的規劃。因

觀光客參加祭儀時，多不會事

先和部落聯繫，而是直接驅車前往部落。此時

部落如果沒有事先進行規劃，觀光客的大量湧

入，往往會干擾部落祭儀的進行。原民會已經

注意到這點，並且正積極研擬相關規劃，現與

奇美部落、迦納納部落等數個對維護祭典秩序

較有經驗的部落請益，相信未來能做出妥善的

配套措施，使部落在觀光產業發展與文化傳統

的堅持間能取得相對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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