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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傳統社會的經濟生活，

以農耕為主，在農閒之

餘則進行狩獵活動。狩獵既是生計、娛樂，也

是展現男人氣概，提升其社會地位的行動。狩

獵主要又分為規模較小的平時狩獵，以及重要

祭典的集體狩獵。近20年在民族文化認同推促

下，無論留在原鄉部落或遷移都會區的族人，

在「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等情況下，仍進

行狩獵活動，惟其目的與性質已由生活經濟之

需求轉變為狩獵文化之保存，顯示其重要性。

狩獵及狩獵文化，兩者可以說是一體，卻

是兩個不同概念。狩獵，是行動；狩獵文化，更

涵蓋與狩獵一切思維及相關內涵，包含狩獵所具

備的各種知識及其對親屬關係、部落組織、社會

規範，乃至於信仰及價值觀等所構成之狩獵文化

知識體系。

社會變遷 傳承困難

在傳統社會，通常在少年時期的男孩隨著

父兄參加狩獵，直到成功獵得一隻動物後，才

被視為真正的男人和獵人，在實際參與過程裡

學習到許多狩獵方面的知識及經驗。惟面對當

今原住民族社會變遷劇烈之世代，加之長期國

家政策及動保團體等之挑戰，傳承狩獵已非易

事，甚至可以說不復存在。生活經濟的變遷無

法實際參與狩獵，更遑論獲取狩獵文化相關知

識。因此，對當代原住民族而言，保存或延續

狩獵文化將面臨許多的挑戰。因此在思考現代

保存狩獵文化議題上，必須面對原住民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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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之實際面做為基礎，且以

永續經營的概念來思考相關議

題。尤其在族人高度要求自治

的同時，狩獵文化的延續或保

存也應回歸部落自主管理機

制，才能真正永續經營自身之

生活空間。

物種永續是關鍵

獵人之存在就要有獵物，

獵物的永續性，才會有獵人的

存在。因此，兼顧山林各種物

種之永續及族人狩獵文化之延

續，是討論的重要課題。

首先，原住民族人口：傳

統社會人口較少，對獵捕動物

的需求相對也較少。而現今人

口數明顯增加，自然獵捕數量

會增加。因此，為能物種生態

之永續，首先應用科學方法，

調查所居處山林或傳統領域的物種及其數量。

由於各物種活絡的季節不同，因此，應統整各

物種在不同季節繁衍及出沒等之數量調查基礎

資料，做為管理與永續規劃的重要依據。如國

外案例，就有限制獵捕某項動物及收費之相關

規定，在某個時段僅能捕獵某一物種；收費則

是「使用者付費」的概念，撥入「部落公基

金」，對沒有狩獵者以示公平。而此做法均是

提供其他物種復育、生長的機會而不致消失滅

絕，就如同我們族人保護及復育高山溪流魚類

而封溪之概念相同。

其次，獵具及技術：傳統獵具相當多元，

除了陷阱機類之外，還有弓、箭、刀刺槍等，

而即使已有使用火槍，但不普及。獵捕相當耗

時，速度相對緩和；而當今族

人已普遍使用獵槍，獵捕速度

相對較快速，確實對山林物種

瀕危之威脅提高，應提供各物

種生息、復育所需時間，才不

致面臨山林物種枯竭或滅絕。

因此，規範使用的獵具及技術

也是族人保存狩獵文化的重要

條件，以保永續經營山林及物

種之目的。

再者，飲食蛋白質的獲

取：傳統社會裡族人以獵物為

蛋白質主要來源，視獵物相當

珍貴，在狩獵前準備及進行過

程都有許多規範及禁忌，甚至

在分食動物部位時也有一套規

範與禁忌。如今飲食獲取來源

已相當多元，已不需大量獵捕

山林動物來補充。

用科學及教育保存狩獵文化

在傳統社會裡，族人狩獵著重於生計，而

當今現代化社會則為文化傳承而為。有鑑於

此，處在現代社會的族人，也需要以現代科學

方法思考如何管理山林及物種的延續問題，近

年族人在諸多挑戰狩獵議題之下，深刻體認到

狩獵文化瀕臨消失的困境，試圖透過如部落學

校或獵人學校，來教授下一代學習各種裝置陷

阱機類的技術，以及對自然生態環境、各種動

植物及其習性的認識，以及人與自然關係的智

慧倫理等狩獵文化相關知識。

狩獵及狩獵文化是行動，是知識，更是實

踐。但更重要的是部落族人自主經營或管理，

更攸關狩獵文化永續及保存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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