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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來地區的獵人學校

烏來
，是一個很有趣的

地方。它是距離總

統府最近的原鄉；同時也因

為溫泉與原住民歌舞文化展

演，極具觀光化；很多文化

看似已消失，卻又隱藏在部

落的生活細節內，讓你不得

不驚嘆這些僅存的文化，在

部落所扮演的族群存在的延

續性意義。

烏來部落的獵人學校

以烏來部落西羅岸路上的

「給樹營地」、「泰雅巴萊部

落村」兩家獵人學校為例，兩

家的經營方式都是以家人為主

要的工作人員，然後根據不同

團體預約的需求，再尋找部落

裡的親友針對所安排的活動內

容尋求支援。

經營時間較長的「給樹營

地」，算是烏來地區最早將獵

人的山林生活智慧，轉換為讓

遊客專程前來體驗的場域。

「給樹」（gisu）是泰雅語九

芎樹的意思，負責人陳金發在

營地主要扮演營主任的角色，

傳遞泰雅的gaga文化，教唱泰
雅的歌謠，介紹泰雅部落族人

如何針對不同的動物製作陷

阱，同時也會傳授其一級棒的

射箭技術，而在認識營地的環

境時，陳金發會鉅細靡遺地說

明泰雅族對這些植物的運用方

式。由於陳金發非常瞭解烏來

的山林環境，偶有外國團體透

過官方或民間的推薦，會特別

安排長達一週的山林活動，上

山體驗製作陷阱、黑夜狩獵、

等待獵物進入陷阱，甚至下到

溪河邊學習泰雅族的射魚技

術。

近年來才剛起步的「泰雅

巴萊部落村」，也提供了類似

的山林文化服務。因為泰雅巴

萊部落村所在位置較為平坦，

年輕的負責人溫俊恆也熱愛露

營活動，因此以露營做為主要

烏來地區的獵人學校
烏来の狩人学校
Hunting School in Ulay

外國遊客到給樹營地體驗獵人生活。

文．圖︱ 范月華（政治大學烏來樂酷計畫專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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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項目，遊客大多是自備露

營帳篷來此享受山林的寧靜。

但是，溫俊恆期待所有的顧客

除了放鬆身心靈，也能認識土

地上的特有文化，還是會讓遊

客體驗原住民的生活，舉凡獵

人的生態環境知識、日常生活

炊煮、傳統文化等套裝行程，

客製化規劃，成為西羅岸路上

遊客的另類選擇。

福山地區的獵人學校

而距離烏來部落18公里左
右的福山地區就更有趣了，新

店溪上游的大羅蘭溪是福山居

民賴以生活的重要河川，可以

想像這裡的獵人們各個都是山

林裡的硬漢、河川裡的優游蛟

龍。過去，對於這裡的獵人

們，打獵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沒有人會想到要以此做為營生

的工具來改善經濟。

一直到這些年，因為相關

單位頻繁導入觀光活動，越來

越多的遊客期待能有更真實的

泰雅文化體驗，部落的青年與

耆老共同商討後，首先在卡拉

模基部落建立了屬於家族、也

屬於部落的瞭望台。而這瞭望

台的建立也凸顯出，這是福山

卡拉模基部落的真正文化，絕

不是觀光團體的觀光活動。部

落在接待每一個團體時，首先

會召開部落會議，共同討論遊

客預約的時段是否大家都有接

待的時間與意願。

因為如此慎重，所以遊客

來到部落體驗在地文化，必定

會邀請部落的耆老為參與活動

的遊客們祈福，青年們也會以

迎賓歌舞歡迎大家。獵人們首

先會帶著大家先穿上泰雅族的

披肩，射箭體驗、陷阱製作、

大羅蘭溪戲水、部落古道巡

禮；而部落的婦女們則在多天

前便開始準備山林的食用植

物，做為大家來此體驗的食物

主要來源。

卡拉模基部落北方約七公

里的下盆部落，是一個更小的

部落。這裡也有一個超級在地

化的獵人團體，他們以業餘的

方式經營下盆獵人步道體驗。

因為這些下盆部落的年輕人，

平日各個都以擔任公車司機為

職業。兩年前大家利用假日期

間，整理部落的大家長──阿

財爸爸當年與他父親一起種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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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模基的獵人射箭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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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的山林。由於荒廢已久，他

們先是花了近一年的時間以人

力的方式整理步道，以便可以

讓遊客稍微輕鬆地行走在陡峭

的山林裡。整片山林裡遇見穿

山甲的洞穴就刻意繞過，做為

遊客上山途中導覽解說的一個

景觀點。日治時期山林交易的

平台，也是一段文化歷史的解

說休息點。沿途部落青年也會

帶著遊客依照環境學習做不同

動物的陷阱，讓大家彷彿真正

經歷了山林狩獵。

在稍稍寬廣的地點，部落

青年還會帶著遊客鑽木取火，

並且自己剖竹做烤豬肉串。當

大家在烤肉時，部落青年運用

竹子的特性，立刻變成盤子可

以盛食物，讓遊客們瞭解山林

裡諸多的智慧。飯後，會帶大

家在山林裡射箭或射擊。返回

部落後，還會請阿財爸爸或其

他耆老分享他們從老哈盆遷村

到下盆部落的故事，讓遊客認

識他們的在地歷史。

其他獵人團體

一些以打零工為業的獵人

們，大多為特種部隊軍人退

伍，他們沒有特定的營地供遊

客體驗山林文化。但是，他們

靠著朋友們的推薦，運用對整

個烏來山林河川的認識，也常

常有團體跟他們預約體驗真正

的獵人生活。因此，針對三天

兩夜的山林活動，這些獵人們

會先到預約團體舉辦活動說

明，以減少活動期間對大自然

或對在地文化不了解而觸犯禁

忌的情況。活動前的說明，通

常包括了對自身安全的照顧方

法，與危險的狀況認識及不慌

亂的處理方式。例如，曾經有

個高中的社團，由教官帶著到

烏來體驗真正的山林生活，學

生學習攀樹過程不慎摔下來，

沒有人驚聲尖叫，只是快速拿

出急救包緊急包紮處理，為什

麼大家都這麼淡定？因為這些

獵人在行前訓練過程中，一定

會這麼說：「在山林裡受傷是

一定會發生的，但是大家要學

會處變不驚，才有能力面對更

大的挑戰與危機。」當然，這

一群真正的獵人，常常是烏來

各個團體週末假日預約活動的

最搶手獵人教練。近來更有烏

來在地溫泉業者，會邀請這些

獵人們在晚餐過後或是早餐過

後，到飯店為遊客們示範教學

山林中的基本技術，在現今烏

來的觀光活動中，體驗獵人生

活技術可說是相當熱門的選

項。

烏來地區的獵人學校

下盆部落的阿財爸爸（左）帶遊客認識部落環境。

范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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