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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就應該知道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如果參與、反應情況不佳，只能繼續虛心檢討、

改進，或許我們未擺脫「我們所以為的」，並不是部落「想要的」、「需要的」等等。

誠如胡筑珺（2009）碩士論文指出，在類似的大館與小館的合作中，雙方承辦人扮演著

極關鍵的角色；大館能否在釋出優勢的專業知識之下，仍能清晰地尊重、增能地方館舍的主

體性與價值思維，方才是永續經營的良好合作模式。筆者認為，博物館館員在推動與部落合作

的關係中，必須敏銳的意識其間「資源權力關係」，避免全然「主導指示」在地館舍的展務推

動；博物館本身相對充沛的國家資源與專業投入，在資源分享的理念下，協力部落文化推展，

如無法以催化部落萌發主體思維與動力為念，將反加速消弭、毀壞在地的特殊性與文化基質。

山林田野的知識寶庫

近十多年來，雖然傳播媒體大量出現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圖騰化表彰樣貌，卻鮮能深刻探

見其各族群心靈內涵的潛藏容顏；慶幸原住民文學作品中，除卻各種喧囂刺激，而能靜默卻有

力、平淡卻尊嚴地，刻畫出一個民族的真實處境與精神價值。或藉由博物館展示啟發，或藉由

部落文物館的推廣教育，我們盼望年輕世代的原住民在傳統文化樣態式微的環境下，或能受作

家前輩們辛苦學習用「外文漢字」記載、開築的「獵徑」所吸引觸動，更自信餘裕地傳續祖先

的生命智慧與原初生命力。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文學館公共服務組助理研究員、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專業人才培訓

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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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的榮耀與哀愁
文／圖．楊宗瑋 

飛翔空中的鳥類自古以來一直是人類仰慕的對象，不論是形態威武的猛禽類，或是色彩

艷麗的各種鳥類，鳥類的羽毛一直是許多人類彰顯身分與地位的象徵。世界各民族佩戴羽毛

的情形比比皆是，較具代表性的案例如北美印地安酋長的長串鷹羽頭飾、夏威夷國王的黃紅

相間羽毛披肩、南太平洋女郎的天堂鳥尾羽頭飾等。

臺灣各原住民族中，佩戴羽毛較具代表的例子，包括了鄒族人皮帽上的帝雉尾羽、阿美

族人頭冠佩戴藍腹鷴白色的中央尾羽（目前多佩戴環頸雉尾羽，並垂掛白色細布條），而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則是排灣族、魯凱族頭目配戴的熊鷹飛羽。

熊鷹（Spizaetus nipalensis）是臺灣留鳥中最雄壯的鷹，頭後有角狀冠羽，又名「赫氏

角鷹」（『赫氏』是指命名者Hodgson），史溫侯先生1862年曾於淡水得到一隻熊鷹；當

時漢人告訴他，此鳥在丘陵並不算罕見，會獵捕野兔，偶爾亦會獵捕小鹿。熊鷹足部密被羽

毛亦為其重要特徵，飛行時翼寬尾大，背部及雙翼暗褐色，腹部至尾下覆羽淡褐色，有許多

白色橫紋，以森林中的小型哺乳動物如赤腹松鼠、大赤鼯鼠和白面鼯鼠、大型鳥類及爬蟲類

為主要食物，覓食的方法主要為林中定點埋伏，或從空中撲殺。熊鷹常佇立於視野良好的枝

頭上尋找獵物，待發現目標即悄然接近至距離100公尺處，然後再急速撲擊，在地面獵食，

若距離太遠會選擇隱藏，再繞道撲殺獵物，也會撞擊樹洞將飛鼠嚇出後捕食。僅分佈於中低

海拔廣闊的原始森林中，大多時候停棲在森林中，滯空時間不長。生性隱密，對人類活動極

敏感，因此在臺灣低海拔山地皆遭開發殆盡的情況下，僅於較深邃原始的山區偶爾可見。目

前尚存臺灣的族群數量約500隻以下，全世界少於10000隻。農委會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

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由於熊鷹飛羽上有長串三角型的斑紋，與百步蛇身的三角形圖案相似，在遵奉百步蛇

為祖靈或祖先守護神的排灣及魯凱族人眼中，因此被賦予了相當多樣的神話及傳說，如魯凱

族奧威尼卡露斯盎所著的「雲豹的傳人」一書，有段敘述：「魯凱族人長期相傳，百步蛇年

長到一定時間，牠會慢慢進化到愈來愈短，然後長出羽毛，最後長成會飛行的禽類，因此熊

鷹羽毛上的的八個三角形斑點，原來是百步蛇所形成的斑點，所以熊鷹一直是貴族（頭目）

和英雄的象徵。」江海先生所著的「漂泊兩千年」（邏發尼耀家史）也有一段敘述：「傳說

中，熊鷹也是頭目變的，那是遠古時，有一戶頭目家的長子，父母已喪亡，族人卻惡待他，

不給他食物，小男孩相當悲傷，有一天獨自跑到山上哭泣，不知不覺中竟然長出翅膀變成一

隻熊鷹，並且以酷似小孩子的哭聲在高空中喊叫，族人根據牠羽毛上的花紋，認出是頭目家

的男孩。老人家便說：『頭目家的孩子在向我們哭訴！』從此，頭目的羽冠就以鷹羽象徵，

黑白相間的節愈多、插的數量愈多，便是身份地位愈高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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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2年1月，本館「照片會說話特展」巡迴至屏東三地門鄉大社村

展出，筆者曾向該特展部落策展人撒古流先生請教關於鷹羽之事，經其手

繪簡圖並說明：大頭目才能佩戴熊鷹最長的一根初級飛羽，並配上一根小

的覆羽；南邊來義部落的大頭目要戴三根最長的初級飛羽，有的部落大頭

目戴兩根初級飛羽，各部落略有不同。羽毛是一種識別象徵，類似獎狀一

樣，在適當的場合頒給有功勞的人，取用都很嚴謹，無功勞就不能戴。他

祖父因為跑得很快，常受命傳遞消息，得到「風之使者」的封號，因而可

以佩戴帝雉尾羽，封號可以繼承，現在節慶之時，他頭上也繼續佩戴著帝

雉尾羽。大社村曾有一名長者死亡後，祭司於入土前祭祀時，手握著其生

前所有的羽毛，分別交給了其繼承人，以傳承其事蹟，最後剩下一根黑白

各半藍腹鷴的變種羽毛，說道：「這一根羽毛是獵過頭的勇士才能佩戴

的，你們誰都沒有資格佩戴，就讓它跟隨陪葬，陪他去天國吧。」

大社國小門口旁有一老屋，撒古流多年前曾租下，設立一間工作展示

室，一日遭一酒醉之青年毀損部分物品，屋主要求撒古流賠償一根熊鷹飛

羽，因為屋主身分為較次階之頭目家族，所以撒古流只買了一根較短小的熊

鷹次級飛羽就解決了；雖然只是一小根羽毛，卻也花了他六千元新臺幣。

民國87年12月臺東土坂村陳頭目家為孫女舉辦婚禮，陳頭目原由屏

東古樓遷來，這次婚禮來了多位古樓的頭目家族，每人皆頭插兩根熊鷹飛

羽，大頭目戴的是最長的兩根初級飛羽搭配兩根短小的覆羽，其他頭目則

佩戴較短的初級或次級飛羽；新郎原是平民，因與身屬頭目家族的新娘結

婚，地位提升，頭冠也插了兩根熊鷹較短的初級飛羽。依傳統的約束，新

郎的羽飾不合體制，已超越其地位。

民族學者胡台麗女士於「百步蛇與鷹：排灣族的文化認同與表徵」

一文中，關於古樓村的百步蛇與鷹的傳說及鷹羽的區別使用，做了詳細的

紀錄。百步蛇會變成熊鷹是古樓老一輩人深信不疑的事，百步蛇變為鷹

後，由神靈變成很有力量的敵人1，同樣屬於神靈界的頭目，型態雖異，

1　古樓人認為百步蛇不主動、不隨便攻擊人，熊鷹比較具有攻擊性，會將人眼抓瞎，也會吃人
的內臟，因此突顯了其「敵人」的形象，獵得兩隻熊鷹相當於獵一個人頭。獵得熊鷹後的儀
式皆比照獵頭舉行，包括獻祭、敵靈祭、獵首歌舞等。了解鳥類生態的人都知道，鳥類之所

熊鷹飛羽使用區分（撒古
流繪，楊宗瑋提供） 

不變的是鷹羽上的百步蛇紋。

熊鷹是原住民深富文化意涵的袓靈物種，具有崇高地位而且成為信仰象徵，理當應能獲

得最完善的保護；然而為何會陷入瀕臨絕種之危機，甚至幾乎絕跡的地步，值得臺灣居民深

思。最主要的原因當然屬棲地的大幅減少，農業上山、伐木、林相單一化，甚或觀光遊憩都

有影響，眼前最主要且直接的威脅，卻是來自獵人的捕捉，因為有需求，遂有供銷。傳統規

範只有頭目女兒出嫁才能手持的整組熊鷹尾羽，現在已變成任何出嫁的女性皆可配戴熊鷹羽

毛。雖然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熊鷹屬於第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禁止捕

捉、販賣其產製品，但是在臺灣山區，「野生動物保育法」難以貫徹執行是居民心照不宣的

事實。

在臺灣的數萬賞鳥人士中，只有少數人有幸能見牠一面，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建立的鳥類

資料庫裡的觀察記錄亦屈指可數，臺灣熊鷹的野外生態調查報告亦屈指可數，很可能在我們

瞭解牠之前，牠就已從臺灣消失了。生態攝影家劉燕明先生在六福村企業的贊助下，花了五

年時間終於拍攝到一對熊鷹的育雛過程，完成了珍貴的紀錄片，期待能夠喚起國人對熊鷹的

重視，別讓這種臺灣最重要的猛禽在野外消失。

不少學者專家認為原住民具有「生態智慧」，其利用自然資源有特殊性（或稱低效率

性）的機制2，因而可以達成與自然和諧共存，永續利用的目的，因此原住民可以稱為「山林

之守護神」。不過，也有部分學者專家稱原住民為「野生動物終結者」，固然有其迷思，失

之極端，但若稱其為「山林守護神」，或許也是另一個迷思。

以熊鷹的案例來看，祖傳的禁忌3早已僅供參考；日據時代紀錄的排灣族雕像就早有佩戴

鷹羽的彫刻圖像。前述胡女士一文的第二十三頁，刊出了古樓村頭目受訪時的相片：一隻仍

然存活的熊鷹奄奄一息的癱在頭目的腿上，頭目拉開鷹羽為胡女士解說。這隻熊鷹無奈的處

境，恰可代表臺灣其最後族群的哀愁。

在市場經濟影響之下，原住民生活型態改變，許多傳統的禁忌不再有約束力，在其努力

以會攻擊人類，都因護雛而發起，所以鷹的「敵」性，其實是因人類先發動的敵意—「獵雛」而起。

2　特殊性的機制如：傳統繼承的獵場領域、散佈式的獵區使用、獵場的調整和輪替、特定區（小鬼湖）的迴避行為、傳
統的禁忌和占卜。這些機制的背景和動機，與現代的保育觀念有許多並不相容的立場。

3　魯凱族的好茶部落，相傳祖先從臺灣東部海岸遷移山區，再橫越中央山脈，由靈敏的雲豹領路、老鷹（熊鷹）在空中
引導，最後來到舊好茶，到此之後，雲豹卻佇足不肯離開，於是遂在舊好茶建立了部落，稱之為雲豹的故鄉。族人為
了感恩，便禁止狩獵雲豹和老鷹（熊鷹）。

攤販販售的熊鷹鷹羽（何錦尚攝）佩戴熊鷹鷹羽的女子（何錦尚攝）在祭典中插著熊鷹鷹羽的魯凱族男子（黃國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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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地埃拉日
菲律賓北呂宋島高地的原住民族運動

文／圖．黃郁倫

臺菲兩國原住民族的1984

為紀念1994年8月1日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正式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行政院依

據「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訂立了「臺灣原住民族紀念日」，表示臺灣歷經十年的原

住民族正名運動終於有所回饋。反推十年前，1984年，「臺灣原住民（族）權益促進會」

（簡稱原權會）成立，標示臺灣原住民運動正式開始的起點。臺灣原住民族在歷史上殖民者

所遺留的不公平殖民政策下，以及在漢人移民者優勢社會文化下，不論是社會、經濟，或是

語言、文化方面，都面臨極大的威脅，於是原權會發起抗爭、提出訴求，撞擊臺灣社會當時

的環境背景。

且將我們目光停留在那個年代，但稍往南方移動。

1984，就在原權會成立的那一年，菲律賓北呂宋（Luzon）島高地上，當地的原住民族

組織「科地埃拉人民聯盟」（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簡稱CPA）成立。稍早幾年，

這個地方曾發生嚴重的血腥鎮壓，為紀念在血腥鎮壓中死亡的族群領袖，科地埃拉地區的原

住民族於1984年成立了CPA，並每年舉辦「科地埃拉日」，以象徵來自科地埃拉地區的人民

對外與區域性、全國性、國際性等三種不同層次團體的團結與互相支持。

1984年對臺灣與菲律賓的原住民族運動來說都是關鍵的一年。臺灣與菲律賓除地緣以

及原住民族群血緣文化近似以外，臺灣與科地埃拉地區原住民族在近代的政治環境上亦有頗

為類似的處境，從過去的殖民統治到專制統治，甚至延續至當代之資源掠奪、法令政策之不

平等，等等⋯。因為這些關係，以及同樣對原住民族相關事務的關心，近年不少臺灣以原住

民族為主的群體，在科地埃拉日組團前往菲律賓北呂宋島參與、學習與聲援——獵人學校亦

是其中之一。2011年4月獵人學校如同往年一般前往，在這篇文章筆者除了分享此趟行程所

開拓的視野，更要介紹在我們國境南方不遠的大島，那塊土地上的原住民族運動。

科地埃拉與CPA

致我們臺灣原住民兄弟姊妹和所有莫拉克颱風受害者

親愛的朋友：

我們向所有臺灣莫拉克颱風的受害者表達慰問之意，特別是我們失去摯愛、家園、土

地及生命財產的原住民朋友們。同樣的超強颱風也侵襲菲律賓⋯⋯（中略）⋯⋯原住民地區

的重建工作必須建基於尊重原住民對傳統領域、土地及自然資源的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

（中略）⋯⋯政府政策不應以重建及劃定危險地區之名，而將原住民強制從自己祖先留下的

領域遷出。若因危險因素而離開居住地是最後的選項，部落也必須參與在決策過程中並因

恢復傳統領域及復興固有文化的同時，如何不執著於穿戴飾物的表象，納入尊重物種生存權

的現代保育觀念，是這一代原住民應有的體認。

羽飾之配戴，得以彰顯權貴，強化階級認同，凝聚族群向心力。舉凡山豬牙、琉璃珠、

銀幣、花環、百合花、紅毛及雲豹皮飾等，目前均有人工替代品，亦普遍為原住民接受，且

不失其象徵意義，只有熊鷹羽飾在現代慶典尚未出現適當的替代品，然而其使用量更有明顯

增加的趨勢，西部屏東縣的情形又比東部更為嚴重，實在令人憂心。希望有心人士能儘早開

發出熊鷹飛羽的人工製品，更希望能被族人認同與接受。臺灣山區原始林地的保護更需要全

民共同參與，減緩熊鷹所面臨的滅絕危機。

（本文原刊於史前館2003.12.15電子報第25期  2012.10.10增補）

（本文作者曾任史前館工務機電組組長、卑南文化公園代理主任、臺東縣野鳥學會理事

長，2009年於史前館技正任內退休。現任臺東縣南島社區大學發展協會理事長、臺灣環境保

護聯盟臺東分會執行長、和氣大愛文教基金會臺東慈場傳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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