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知原味　邵
邵族的族名『邵』，原意為『人』。



前言

十六世紀中期大航海時期，葡萄牙船航經臺灣，

見到高山聳峻、大地一片綠意盎然的島嶼，不禁

讚嘆了一聲「Ilha Formosa（美麗的島嶼）」。

臺灣，美麗的海島。

　　福爾摩沙小島，美麗的臺灣，熱情又

充滿不同民族的文化大熔爐，根據內政部

戶政司臺灣戶籍人口總數統計，全臺共計

       人口，居住著各種不同的族

群，其中原住民人口數      人（迄

年月），佔全臺總人口數約，而

在這些人口數中，經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之認定，更是有種不同原住民族之多，

不僅如此，各族皆有其獨特之文化、語

言、風俗習慣及社會結構，如此豐富且多

元的族群文化，不愧為臺灣文化中閃閃發

光的璀璨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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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白孿生子的傳說–祖靈籃 

二、女祭司（巫師）–先生媽

三、祖靈信仰

邵  的信仰 參

一、水精怪達克拉哈族

二、與環境共存

三、生生不息

邵  與環境 肆

參考資料來源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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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與分佈

壹

1



表臺灣原住民分部一覽表

範圍

族群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泰雅
新北市、桃園縣

新竹縣、苗栗縣

臺中市

南投縣
── 宜蘭縣、花蓮縣

賽德克 ── 南投縣 ── 花蓮縣

布農 ── 南投縣 高雄縣 花蓮縣、臺東縣

邵 ── 南投縣 ── ──

鄒 ── 南投縣
嘉義縣

高雄縣
──

賽夏 新竹縣、苗栗縣 ── ── ──

太魯閣 ── ── ── 花蓮縣

撒奇萊雅 ── ── ── 花蓮縣

阿美 ── ── 屏東縣 花蓮縣、臺東縣

噶瑪蘭 ── ── ── 花蓮縣、臺東縣

魯凱 ── ── 高雄縣 屏東縣、臺東縣

卑南 ── ── ── 臺東縣

排灣 ── ── 屏東縣 臺東縣

雅美（達悟） ── ── ── 蘭嶼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年月９日

取自，

九族文化村，年月日

取自

臺灣原住民分布

　　目前，經臺灣政府認定的原住民

族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

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

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

閣族以及撒奇萊雅族及賽德克等族，

其分布位置如圖及表所示：

泰雅族

賽德克族

布農族

邵　族

鄒　族

賽夏族

太魯閣族

阿美族

撒奇萊雅族

噶瑪蘭族

魯凱族

卑南族

排灣族

雅美族

圖原住民分布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年月日

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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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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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族原住民

　　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於民國年

月統計，邵族人口目前僅約三百多人，不

僅為全台五十三萬多原住民中最袖珍型民

族，更是世界中人口極少的民族之一。

　　邵族，是一支完全屬於南投縣的原住民

民族，且較其他山地原住民漢化較深，但雖

如此，卻仍保留了其族內特有的族群特色、

文化特質，形成特殊的漢原文化共存型態的

原住民族，這樣的特色更顯得邵族極需被重

視、保存。

　　邵族多分布於南投縣魚池鄉及水里鄉，

據說邵族人的祖先為了獵捕一隻罕見而美麗

的白色巨鹿，一路追逐到日月潭，從此在日

月潭定居。此外，由於傳說大多指向邵族源

自阿里山地區（鄒族分部區）一說，且鄒族

及布農也曾有邵族為鄒族分支之說，加上邵

（  ）發音極像鄒（  ），故在以往

被列入為鄒族族群之中。

南投縣內原住民簡介

　　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資料統計

（年月數據），我們將南投縣內所

有原住民族群分類整理出來，發現南投

縣內之原住民，竟多達五族，泰雅族、

賽德克亞族、布農族、邵族、鄒族等。

泰雅族

賽德克族

布農族

邵　族

鄒　族

圖南投五族原住民分布圖

資料來源：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年月日

取自行

4



邵族原住民

　　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於民國年

月統計，邵族人口目前僅約三百多人，不

僅為全台五十三萬多原住民中最袖珍型民

族，更是世界中人口極少的民族之一。

　　邵族，是一支完全屬於南投縣的原住民

民族，且較其他山地原住民漢化較深，但雖

如此，卻仍保留了其族內特有的族群特色、

文化特質，形成特殊的漢原文化共存型態的

原住民族，這樣的特色更顯得邵族極需被重

視、保存。

　　邵族多分布於南投縣魚池鄉及水里鄉，

據說邵族人的祖先為了獵捕一隻罕見而美麗

的白色巨鹿，一路追逐到日月潭，從此在日

月潭定居。此外，由於傳說大多指向邵族源

自阿里山地區（鄒族分部區）一說，且鄒族

及布農也曾有邵族為鄒族分支之說，加上邵

（  ）發音極像鄒（  ），故在以往

被列入為鄒族族群之中。

南投縣內原住民簡介

　　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資料統計

（年月數據），我們將南投縣內所

有原住民族群分類整理出來，發現南投

縣內之原住民，竟多達五族，泰雅族、

賽德克亞族、布農族、邵族、鄒族等。

泰雅族

賽德克族

布農族

邵　族

鄒　族

圖南投五族原住民分布圖

資料來源：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年月日

取自行

5



　　但邵族卻有別於鄒族，擁有屬於自己

族群的文化特質、語言、以及風俗習慣，

因此終於在民國年月日之時，經行政

院審議通過，從鄒族分離出來，成功正名

為邵族（ ）。

日月潭周遭之重要地名相對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日月潭桂月村民宿交通指南，
年月日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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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的遷徙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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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人們一路翻越阿里山追趕跋涉

到了水社大山，眼前出現了一個美麗

的湖畔（註）。而那隻白鹿，卻也

在眾人面前躍身入湖，獵人雖然也跟

著跳入湖中追趕，但白鹿卻自此消

失，只剩湖底下成群的魚兒，以及美

麗的青山碧水，環繞在眾人身際。

日月潭原名水沙連嶼，俗稱水社海，其潭中有一嶼，稱珠嶼，

而後經正名為拉魯。邵族稱水為沙連，因此不論是水沙連或沙

連，都是水社的意思，而邵族的聚落則以日月潭為中心，散布

於日月潭附近。

註

逐鹿傳說

　　據說這是發生在清康熙年間的事

了。原本住在嘉義阿里山鄉一帶的邵

族人，在一次的狩獵，由頭目排大木

率眾壯丁十幾人，一同出發。接連好

幾天都未捕獲任何獵物，正當大家心

灰意冷之時，突然眼前出現一隻美麗

而罕見的白鹿，族人非常高興，於是

連忙追捕。但說也奇怪，不論怎麼

追，總是追不上，更神奇的是，這隻

白鹿似乎有靈性的一直與獵人們保持

微妙的距離，讓他們雖然追不上，但

也不至於跟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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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喝足後，環顧著四周的環境，

覺得白鹿一定是帶著祖靈的旨意，引領

他們來到這個環境幽美、物產豐富，更

有許多的魚兒可以捕捉的新樂園。於是

獵人們循著狩獵沿途留下的記號，順利

的回到了部落，並把這項消息帶給大家。

　　但隔年的春天，樹幹上的刻痕記號，

隨著萬物旺盛生命力的掩蓋而消失，還

未出發的族人，已經找不到路線；而已

經出發的族人，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從

此雙方便失去了連繫。其邵族聖島

島白鹿雕像如圖所示。

圖邵族聖島島，標示處有一白鹿雕像

攝影　陳繪羽 攝於年月日

　　頭目排大木決定先領著幾十戶人

家，再次沿著記號走，一路遷移到湖畔

定居，而剩下來的人，決定日後跟上。

　　追丟了鹿的族人，眼看狩獵出發

時所準備的食物已經吃完了，又餓又

疲憊，便有人提議捕抓湖中看到的魚

來吃。但大家都沒有吃過魚，也不知

道是否能吃，這時一位年長而無家室

的長老自告奮勇的開口：「就由我先

試吃吧！反正我孤家一人，若有毒也

只會死我一個。」於是眾人決議將捕

獲的魚，讓該長者先食。沒想到嘗了

一口後，竟發現原來魚肉鮮美可口，

因此眾人便開始大啖朵頤，並將多捕

的魚烤成魚乾後，當回程的糧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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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居住地的傳說位於阿里山

附近，加上鄒族（註）也有一段

類似的白鹿傳說，指著邵族人為了

追捕白鹿而到了日月潭附近定居；

另外布農族也有邵族人為鄒族人分

支的傳說，因此邵族人有一段時間

一直被認為是鄒族。然而，邵族一

直都保有自己特有的傳統文化、信

仰與語言，因此才於民國 年 月

日，由行政院正式公布為第十族

（註）。

　　邵族的始祖之說已完全失傳，

只 留 下 許 多 無 法 考 證 的 版 本 與 說

法，而這些傳說也只是口耳相傳，

讓族人了解遷居此地的始末，卻未

能解釋邵族從何而來，或究竟是否

為鄒族一支。

邵族是否曾為鄒族一支？

鄒族，原曹族。註

自民國年（西元年）迄今，經行政院認可的

原住民族群，共有族。

註

邵族尋根

　　關於邵族發源於何地，一直都

是個耐人尋味的謎。對於邵族原居

地 的 說 法 ，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版 本，

如：台南平原一帶、嘉義大埔、阿

里山；亦有邵族原居台南，因追逐

白鹿到阿里山，再從阿里山追到日

月潭等說法，但皆無確切證據或相

關記載，且多為口傳故事，因此無

從考證邵族究竟來自台南或嘉義。

　　《台灣的先住民腳印》（洪英聖

，）中提到，根據德化社耆老口

述歷史中，提及祖先是由阿里山追鹿

到日月潭；但由頭社遷居到大坪林的

耆老卻有台南追鹿，追至阿里山，再

由阿里山到日月潭之一說。

邵族從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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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族是否與台南的平埔族西拉雅族有關係？

　　邵 族 與 鄒 族 比 鄰 而 居 ， 但 不 論 在 服 飾、

習 俗 、 信 仰 、 祭 典 以 及 語 言 上 都 具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而 這 些 也 說 明 了 邵 族 與 鄒 族 ，

其 實 並 不 屬 於 同 一 民 族 。

　　《 台 灣 的 原 住 民 邵 族 （ 達 西 烏 拉 灣 ‧

畢 馬 著 ，     ） 》 中 提 到 ， 徐 福 全 博 士 懷

疑 邵 族 人 頭 上 「 插 草 」 ， 此 一 舉 動 與 西 拉

雅 族 的 竹 籃 和 「 海 祭 」 時 頭 上 插 草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 但 究 竟 兩 者 是 否 有 關 係 ？ 文 獻 中

並 無 確 切 記 載 ， 只 留 下 了 傳 統 的 相 似 處 ，

因 此 這 部 份 還 仍 需 研 究 、 探 討 。

表邵族與鄒族相異處比較

資料來源：日月潭的長髮精怪，簡史朗，，台北：新自然。

台灣先住民腳印，洪聖英，，台北：時報。

台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田哲益，，台北：武陵。

比對項目 邵族 鄒族

語言（非寫法，英文字僅為念法，非語言寫法）

你好嗎？     ？   ？

你叫什名子？    ？   ？

你住在哪裡？    ？ ？

打獵  

部落 

長老 

火 

祭典   

長矛  

家 

茄冬樹 

靈    

表邵族與鄒族相異處比較

比對項目 邵族 鄒族

服飾

男子服飾：

使用的色彩以深、淺褐

色、藍、灰及黑色為最

多。

男子服裝：

包括有紅色長袖上衣、胸

衣、後敞褲等，其中男子

胸衣以挑織的方式織出

幾何花紋，穿著時佈滿幾

何花紋位置，便顯露在胸

前

帽子尖形金字塔，上插花

草和樹葉。

皮製帽子，其形多為圓

形，上插羽毛裝飾。

習俗
不砍茄苳樹，因為茄苳樹

會流血（樹汁紅色）

豐年慶每年一次會將茄

苳樹枝條砍短

宗教信仰 家家戶戶有公媽籃 公共祖廟

祭典

豐年祭

農歷七月底至八月底

火源設在小茅屋裡

豐年慶

國歷二月十五日起

火源設在室外大廣場的

中央火爐中

過年擊杵石音 無此儀式

為了查證這古老的口述傳說，邵族人也曾幾次到

嘉義阿里山去探訪鄒族部落，結果卻總是有點失

望。下表僅提供幾項比對參考如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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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傳入了清朝廷那兒去，朝廷

相信這棵茄苳樹王確是有靈性、神力

的，更擔心神樹的庇佑之下，台灣會

漸漸難以掌控，甚至出現另一個王朝

來與清廷抗衡，因此便派人要鏟除這

棵神樹，破壞當地風水。

　　神奇的事發生了，不論漢人怎麼

砍，這棵神奇的茄苳樹仍然安然無

恙，傷口不論再怎麼深、如何嚴重，

旺盛的生命力使得這棵樹於隔天就能

完全復原。大家無不稱奇，卻怎麼也

想不出如何能對付這令人摸不著頭緒

的怪誕事。

大茄苳的傳說，邵族的興衰

　　相傳在白鹿消失的地方（註），曾有

一棵需要約莫三十人才環抱得住的千年大

茄苳樹。第一批遷居至日月潭的邵族人，

推 舉 帶 領 他 們 的 排 大 木 為 遷 居 地 的 新 頭

目，而族內各戶耆老便由排大目召集，於

這棵大茄苳樹下立誓：『不論未來如何，

我族將永遠不會離開此地，祈求族勢隨著

茄 苳 樹 成 長 、 日 漸 茂 盛 ， 每 增 添 一 片 新

葉，即代表我族人增添一壯丁，讓邵族如

此 茄 苳 樹 一 樣 ， 茁 壯 長 青 。 』 祖 先 的 誓

言，猶如茄苳樹的庇蔭，邵族日漸茁壯，

發展出屬於邵族的一片天地。

　　安穩和樂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很久，隨著

漢人的開墾與拓荒，日月潭這豐碩肥沃、美

如仙境的樂園，早已被覬覦。隨著漢人的生

活圈拓展，邵族人面臨戰事不斷，但彷彿有

茄 苳 樹 的 守 護，邵 族 人 屢 屢 戰 勝，不 僅 如

此，就連邵族人遠征奇襲其他異族部落時，

也總是戰績輝煌，使許多異族紛紛臣服於邵

族，邵族也越來越強大。

拉魯島，於邵族原意為『心中聖島』，又名珠仔山、珠嶼、

光華島、玉島、水沙浮嶼、珠潭浮嶼……等，是邵族人以前的居

住地，原面積應是相當大，但後來因為瘟疫遷居，加上水庫興

建，以至於潭中水位上升，現今僅留下小區塊。於九二一後正名

回拉魯島，並歸還邵族，是為邵族聖地，一般民眾不得上島。相

傳大茄苳樹位於島上土亭方位。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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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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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族遷徙與環境的關係

　　 邵族人的來源與遷徙路徑雖眾說紛紜，

但從可查證的史料與發展脈絡來看，邵族主

要有四次重要的遷徙，而這四次的遷移多半

與漢人入墾邵族傳統領域有關。

陳計堯，  

　　 值得探討的是，邵族人面臨了多次的重

大變遷、流離失所卻並未因此消失，除了因

為他們有過人的剛強、平和、毅力及高度的

環境適應力，更重要的是邵族人懂得利用自

然環境的優勢，採用農耕和漁獵兼營，同時

不對環境造成過分掠奪，例如：打獵避開冬

季和春季的母獸懷孕、生育時期，讓動物能

繁延下一代，獸群數量不致減少；耕地則每

兩三年換地開墾，只取得農作物，其他都

還給大自然…等。

　　 邵族人對環境抱持莊重的態度，能細微

觀察環境的變化並敬仰感謝自然的賜與，這

些都是邵族人為什麼能生生不息。

　　氣餒的漢人首領，有一天在睡夢

聽見一個神秘聲音：『斧頭……別白

費力氣了…這棵樹……是砍不倒的…

…唯有……獠牙……血……銅釘……』

但究竟獠牙是什麼呢？血又是什麼呢？

漢人首領絞盡腦汁後，終於想到──

或許用鋸子、黑狗血、長銅釘，才能

將這棵大茄苳樹鏟除！

　　 於是，便再次召集漢人，以黑狗血

淋樹頭，以鋸子將這棵大茄苳王鋸

斷，並將黑狗血塗抹在鋸出來的傷

口，以長銅釘釘住樹根，再以大銅鑼

蓋住樹頭，讓樹從此不再生，徹底被

毀滅。

　　說也奇怪，茄苳樹一倒，汁液如

鮮血般直流，遍滿日月潭，整個湖面

成血紅色，過了五天才漸漸恢復澄澈

湖面。而邵族少了神樹的庇蔭，災

害、瘟疫四起，情況動盪不安，以至

於族人們移轉卜吉居住，以避災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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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族遷徙與環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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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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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晚上，希那努馬夢見

了他的黑臉兒子，夢裡，他的兒子

哭著對它說：『族人將面臨的災厄，不會

因為我的死而有所改變 ， 唯一的長久之

計，是每一家庭都必須準備一個祭籃，將

祖先們的遺物置放進去，視為祖靈居所，

並供奉。家中有發生的事情，不論大小

事，或是部落舉行的重大祭典，都必須恭

恭敬敬的稟告，讓祖先們知道。否則，族

人將會有災禍降臨。』

　　頭目醒來後，便把這件事告訴了族

人，眾人懊悔不已，於是連忙回家備妥黑

臉嬰孩所托夢之事，將祖先們的衣飾、遺

物，置入一藤編籃子中供奉，至今仍舊如

此。這便是祖靈籃（註）的由來了。

祖靈籃又稱公媽藍，裡面放置祖先遺留下來的衣飾、配件

等，按年代久遠，最古老的擺最上面，代表祖靈居住的場

所。日治期時，日本因為要求改拜神社、天皇，四處收購

祖靈籃並要求邵族人焚之。當時相傳燒了公媽籃或改拜漢

式公媽牌的某些邵族人，因激怒祖靈，遭受懲罰而發生不

幸之事，致使邵族人為之警惕，因此而產生多元文化並存

的特殊現象。如邵族人立有漢式公媽牌，亦同時供奉公媽

籃；或改信基督教者，仍於十字架旁擺放公媽籃等有趣現象。

註

黑白孿生子的傳說
祖靈籃

　　很久以前，邵族人認為孿生是不吉

利的，因此生出雙胞胎是族人的一大忌

諱。在邵族遷居到日月潭沒多久時，頭

目希那努馬（       ）的妻子卻生

下一對雙胞胎男孩，更奇怪的是這兩個

孩子，一個臉黑，另一個臉白，這樣的

情況讓族人們非常的驚恐，眾人議論紛

紛，相互猜測是否將有不祥之事發生。

當然，頭目更是心痛萬分，因為此事一

方面是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卻攸關全

族之福禍與安危。

　　人心惶惶，讓希那努馬手足無措，

情勢不得不逼著希那努馬做出 最 後 決

定。趁著妻子不注意時，他悲痛的將黑

臉嬰孩投入了潭中，讓他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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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靈信仰

　　邵族人相信在  島上的大茄苳樹

中住著一位法力最強、最具權威的、地

位最高階的祖靈──     ，也正因

如此，   島被邵族人視為祖靈的聖

地。     是一位男性的神，祂是所

有女祭師（先生媽）的祖師，因此所有

學作女祭師的人都要獲得     的同

意，才可以從祂那邊傳得法術。

這四為氏族的祖靈皆服從於，並且

祂們與一樣，都能夠庇佑所有的族

人，驅除惡靈，並賜福給所有的族人，保佑

族人生生不息、日漸茁壯。

祖靈     與 

則是邵族五大氏族的祖靈，

地位僅次於。分別為：

──袁姓的始祖

──高姓的始祖

──陳姓的始祖

──
毛姓

石姓的始祖

女祭司（巫師）
先生媽

　　邵族人的祖靈信仰，其中最重要的

一個部份，便是「女祭師      」

一 職 ， 在 日 治 時 期 ， 女 祭 師 被 稱 為

「      」，也許因為被日文所影

響，而現今的邵族人則稱女祭師為閔南

與發音的「先生媽」。由於邵族人的祖

靈信仰、祖靈籃崇拜文化並無因為漢化

或日本統治影響而消失，仍保持得相當

完整，因此，先生媽一職仍在邵族社會

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女祭司負責的工作，是與祭儀相關

的工作，舉凡服侍祖靈、與祖靈溝通、

向最高祖靈祈求禱告等等，都是女祭司

的工作。除了上述與祖靈通靈之祭儀

外，族內所有的婚、喪、喜、慶、歲時

祭儀、男子成丁、建築房屋、造船等等

之祭儀，也都由女祭司來主持，除此之

外，治病與招回失魂，也都是女祭司的

工作。因此，女祭司必須是受族人尊敬

與推崇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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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泛指所有的靈體，所有超自

然物的總稱。  又分為善靈及惡靈，

邵族人相信心地善良的人，死後會成為

善靈            ，也就是會變成

      或   ，繼續守護族人；而邪

惡、做壞事或凶死的人，死了以後會化

為身為惡靈              ，繼續

危害族人，例如會讓人溺水或翻船的水

精或危害他人、作祟人間、影響收穫等

的黑精。

　　因此邵族人的祖靈崇拜與信仰，多

是為了逢凶化吉、驅除惡靈，祈求祖靈

庇蔭族人健康平安、豐衣足食，讓族勢

日漸茁壯、永續繁衍。

靈魂與精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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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邵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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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精怪達克拉哈族

　　從前從前，在邵族人來到日月潭

以前 ， 曾經住著一種神秘生物的族

群，根據傳說描述，這種生物有著烏

黑而亮的長髮披肩而下，上半身是

人，有著人的面孔和身形，但下半卻

像魚，有著魚尾，以及閃閃發亮的鱗

片，他們很友善，從不會主動傷害人

或牲畜。邵族人稱他們為達克拉哈

     。

　　邵族人最初來到日月潭時，與達

克拉哈一族維持著友好的關係，相傳

當邵族人在潭中捕魚時，常可以看到

達克拉哈族在潭底游泳嬉戲，或是在

岸邊曬太陽。一直以來，潭內的魚兒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邵族人也在

日月潭周遭，過著豐衣足食、自在快

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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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一陣子，族人發現漁獲量越來

越少了，不僅如此，常常有捕到的漁獲突

然消失、漁具被惡意破壞等等，大家都摸

不著頭緒，苦惱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族

人賴以為生的日月潭，如果真的捕不到魚

了，那叫族人如何生活下去呢？

就在大家百感交集時，勇敢且善於游泳的

努瑪  ，自告奮勇的站出來：「我願意

跳入潭中，一探究竟！」於是努瑪便噗通

的跳入了日月潭中。

　　「疑？為什麼這裡這麼多壞損的漁具？

這個網子怎麼會破洞？」在心中好多好多為

什麼浮出時，努瑪看到了達克拉哈族人正在

破壞邵族人的漁具，憤怒的努瑪，立刻浮上

水面，將所看到的事情告訴族人。族人恍然

大悟，原來這些日子以來，捕不到魚的罪魁

禍首竟是和平共處的達克拉哈族！生氣的邵

族人，便群起向達克拉哈族發動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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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月潭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叢叢

像雜草叢生於潭中的浮嶼，那便是早

期邵族人特殊的捕魚方式─浮嶼誘

魚。浮嶼，又名浮田、草坡，邵族人

將竹木結成架，置於潭之上，並且將

日月潭天然生長的漂浮植物集結一

起，使之不斷生長，繁殖成一大塊如

小形島嶼般漂浮水草叢。邵族人將捕

魚的漁網、魚簍、蝦筌等漁具陷阱，

設在浮嶼周圍，當魚蝦靠近浮嶼時，

便能有所收穫。可以引來的魚群有奇

力魚、鯽魚、歪腰魚、潭蝦等。

如圖所示。

浮嶼誘魚法

與環境共存

圖浮嶼，邵族人獨特的捕魚智慧

攝影　陳繪羽 陳繪羽，攝於年月日

　　這場爭鬥持續了幾天，邵族人與達

克拉哈族都死傷慘重，但卻無法分出高

下。疲憊的雙方，決定好好的把事情講

清楚。努瑪：「你們為什麼要破壞我們

的 漁 具 ？ 為 什 麼 要 妨 礙 我 們 的 漁 獵 生

活 ？ 」 達 克 拉 哈 族 人 卻 憤 慨 的 回 答 ：

「一直以來，你們無止盡的在捕捉潭裡

的魚蝦，毫無節制，難道你們從來沒想

過，總有一天所有的魚蝦都會被你們捕

光嗎？到時候，不只是你們，所有依靠

著湖畔生存的生物，將面臨多大的災難！」

　　 邵族人聽完之後，自知理虧，也為

自己過渡漁獲的行為感到羞恥，更為自

己破壞了自然的平衡而感到慚愧。瞭解

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邵族人除了與

達克拉哈族和好，更在漁具上做了調

整，例如：魚網不像以前一樣細密，因

為要給幼魚、幼蝦有可以成長的機會，

不可以一網打盡；更約束族人只能在固

定的時間之內，捕捉特定的魚，要讓小

魚有成長的時間。如此一來，潭中的生

物才能夠綿延不絕、永續經營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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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天然生長的漂浮植物集結一

起，使之不斷生長，繁殖成一大塊如

小形島嶼般漂浮水草叢。邵族人將捕

魚的漁網、魚簍、蝦筌等漁具陷阱，

設在浮嶼周圍，當魚蝦靠近浮嶼時，

便能有所收穫。可以引來的魚群有奇

力魚、鯽魚、歪腰魚、潭蝦等。

如圖所示。

浮嶼誘魚法

與環境共存

圖浮嶼，邵族人獨特的捕魚智慧

攝影　陳繪羽 陳繪羽，攝於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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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族的在山上選定耕地後，會先

在外圍開墾出不讓火勢延燒的防火

巷，接著將所圈出耕地上的植物放火

燒掉，之中沒燒盡的樹幹和耕地中的

石塊會被做成矮石牆以防止山地水土

流失，而燒盡的灰燼則成了最天然的

現成肥料。和漢人固定一處以水田精

耕的方式不同，邵族人每隔兩到三年

便會換地方開墾，使土地肥力消耗得

差不多的田地能回歸自然，漸漸恢復

樹林的樣貌，而不會地力耗盡。

火墾刀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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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的智慧

　　由於漂浮性植物的根未著地，像被子一

樣覆蓋在湖上，對魚群形成天然的遮蔽處，

加上叢生水草處，有許多微小生物及有機雜

質，能提供魚、蝦許多的食物來源，非常適

合魚群繁殖、藏匿，因此吸引了許多不同的

魚群在浮嶼中生長。

　　邵族人獨門的浮嶼誘魚法，除了能輕鬆捕魚

之外，也因此提升了許多魚蝦生存、生長的空間

與機會，火燒開墾的方式則帶來生態的循環與演

替，加以慎選耕地和注重邊坡的維護，都有助維

護土地的安全和恢復力。在生態平衡上，邵族人

有著永續資源利用的智慧。

　　以往在電力公司抽水發電時，水位的高

度差異大，造成潭中許多的魚卵難以留存，

但有了浮嶼後，魚、蝦將卵產附於水草叢

中，以浮嶼的飄浮性質來平衡水位差，許多

魚、蝦等水生生物也因此存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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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水精怪達克拉哈族的故事、

浮嶼誘魚法、火墾刀耕等事蹟，都意

味著邵族人與環境的共存中，不僅只

是利用資源，更在意的是永續、平衡

的使用。

　　當我們汲汲營營的努力創造經濟

發展，或是為了利益而大量捕撈、

開發時，是否曾在意過被我們破壞的

自然？而我們又能為自然做些什麼？

我們該怎麼彌補對自然造成的傷害

呢？地球只有一個，自然更是孕育萬

物的大地之母，沒有了自然，人類該

如何賴以為生？邵族人與環境共存的

智慧，不也是我們應該好好正視並學

習的課題嗎？

生生不息

　　邵族人以水精怪的傳說，對族人述

說著一個重要的生態概念─一網打盡，

將會讓所有的魚群消失殆盡；不 論 大

魚、小魚、小蝦米，如果不讓他們有成

長的機會，將造成資源耗竭，以後就捕

不到魚了。所以邵族人在捕魚過程中，

所選擇的漁具，網目都不會太細，並且

取之足用則足矣，目的是為了讓小魚有

存活的機會；捕魚時，他們也都會按不

同時令、不同季節來捕獲不同種類的

魚，目的則是為了讓每一種魚兒都有繁

殖、生長的時間，如此一來，潭中的生

物才能生生不息，族人才能永續利用。

　　而浮嶼誘魚的原理，更是讓人驚訝

不已。邵族人利用環境中既有的生態特

色，打造出人類與自然共存的和諧畫

面，達到與自然相處的平衡與共榮，而

這也正是我們現代社會中必須思考、學

習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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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知原味–邵
邵族的族名『邵』，原意為『人』。





邵族多分布於南投縣魚池鄉及水里鄉，

據說邵族人的祖先為了獵捕一隻罕見而美麗的白色巨鹿，

一路追逐到日月潭，從此在日月潭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