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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人學校
一詞，

應該是

在作家Sakinu亞榮隆‧撒可努

1998年出版的作品《山豬‧

飛鼠‧撒可努》中首度出

現。出身自台東縣拉勞蘭部

落排灣族獵人氏族的Sakinu，

在這本描述狩獵文化與山林

智慧的書裡提及：父親說過

一 段 很 棒 的 獵 人 哲 學 ， 他

說：「獵人的孤獨和寂寞，

是精神和力量最大的來源之

處；兒子，你要學做一個好

的獵人，就要學會『等待』

的耐性。」這一段話讓我深

深地被吸引，這竟是自己的

父親，一個國小沒有畢業者

所說出來的話。聽過這句話

後 才 知 道 ， 有 些 書 上 沒 有

的；然而在獵人學校裡，卻

是必修的課程。為了傳承狩

獵文化，Sakinu於2003-2004

年間開始著手籌辦

「獵人學校」，終

於2006年獵人學校

在Sakinu的家鄉拉勞

蘭部落開課了。

Sakinu的獵人學校
如果能有那麼一

天，可以籌建一所學

校，去教孩子們，關

於土地、自然與人的

關係，讓我們在台灣

這片土地上，打造一

所與大自然共舞的快

樂天堂，關於這個天

堂，我們稱之為獵懷

人學校。──Sakinu

亞榮隆‧撒可努。

Sakinu除了是獵人學校校

長之外，平日的職業是看似與

「狩獵」價值觀有些衝突的森

林警察，但他認為，就是在狩

獵被誤解的當代，在禁獵法令

限制下，更應該保存狩獵文

化，讓本族族人認識自己，並

向外傳達獵人的價值。Sakinu

表示，他創辦的獵人學校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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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對山林敬畏和感
恩的心，Sakinu（前）帶著學員下山完成

課

程。（圖片提供 葉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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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狩獵技能為主，而是以傳

達理念為重。他說明，他的獵

人學校不教狩獵技巧，也不教

爬山、野外求生技能，而只是

帶著學員入山，讓學員透過跟

隨的過程去感受。不管是透過

文章或是影片報導，他不斷強

調獵人應該有的謙卑、分享、

尊重自然等特質，在排灣族的

語言、文化裡，獵人的真正涵

義不是狩獵，而是能與土地、

自然溝通的人。「我的心裡有

一座山，我想把這座山交給我

的孩子。」聽起來或許有點

而
在
「
獵
人
學
校
」
的
理
念
出
現
後
，
全
台
不
同
族
群
的

許
多
原
鄉
部
落
，
近
年
也
陸
陸
續
續
成
立
獵
人
學
校
，
或

是
以
社
區
、
營
隊
等
不
同
名
義
實
施
獵
人
文
化

教
學
體
驗
。
除
了
本
族
族
人
以

外
，
亦
開
放
其
他
族
群
的
學
員

參
加
，
讓
更
多
人
認
識
獵
人
文

化
。

認識野外植物是各族
獵人必備技能，也是

許多獵人學校都有的
課程。（圖片提供 范月華）

名稱 族群 所在地

撒可努的獵人學校 排灣族 台東縣太麻里鄉

寶山社區獵人學校 布農族 高雄市桃源區

鸞山部落森林博物館 布農族 台東縣延平鄉

吉籟獵人學校 阿美族 花蓮縣壽豐鄉

花蓮溯溪‧特陸谷 太魯閣族 花蓮縣秀林鄉

裡冷部落獵人教室 泰雅族 台中市和平區

泰雅獵人學校（泰雅文史發展協會） 泰雅族 宜蘭縣大同鄉

合流部落獵人學校 泰雅族 桃園市復興區

給樹營地 泰雅族 新北市烏來區

卡拉模基文化營 泰雅族 新北市烏來區

下盆獵人學校 泰雅族 新北市烏來區

泰雅巴萊部落村 泰雅族 新北市烏來區

松鷹獵人學院 泰雅族 新竹縣五峰鄉

五峰獵人學校 泰雅族 新竹縣五峰鄉

霞喀羅古道獵人體驗 泰雅族 新竹縣五峰鄉

梅嘎蒗獵人學校 泰雅族 新竹縣尖石鄉

國內的獵人學校

※ 僅收錄網路得以搜尋之資料，如有遺漏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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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但這也是Sakinu身

兼獵人學校校長、森林警察兩

種不同身分，但用不同的方式

在保護山林，與自然共存共

榮。

獵人學校紛紛設立

而在「獵人學校」的理念

出現後，全台不同族群的許多

原鄉部落，近年也陸陸續續成

立獵人學校，或是以社區、營

隊等不同名義實施獵人文化教

學體驗（相關名錄資料請見表

格）。像是新北市烏來區的給

樹營地、新竹縣尖石鄉的梅嘎

蒗獵人學校、花蓮縣壽豐鄉的

吉籟獵人學校、台東縣延平鄉

的鸞山森林博物館、高雄市桃

源區的寶山獵人學校⋯⋯等。

除了本族族人以外，亦開放其

他族群的學員參加，讓更多人

認識獵人文化。以吉籟獵人學

校的體驗內容為例，不管是到

獵場實地認識植物，辨識野外

對人體有害／有益的植物，就

地取材依據不同目標獵物設置

陷阱，鑽木取火，使用竹子或

其他植物烹煮、裝盛食物，搭

建傳統獵寮⋯⋯等；此外，亦

有些單位會傳授狩獵時的主動

攻擊技能，例如：給樹營地、

卡拉模基文化營的射箭教學。

以上幾乎是各族獵人皆會具備

的狩獵技能及野外生存知識，

許多獵人學校將之轉化為體驗

課程，讓遊客可以在一、兩天

乃至一星期內，短期體驗原住

民族獵人的生活，瞭解先人在

山林中生存的智慧，並瞭解當

地文化、歷史。而除了上述狩

獵技能之外，不同單位也有依

當地環境、生態因地制宜設有

其他活動，如溯溪、生態觀

察、夜間觀察、極限運動⋯⋯

等，或是依報名單位所需，體

驗時間、課程皆可客製化，接

受預約的來賓除了散客，規模

較大的獵人學校甚至可以接受

辦理學校、機關、企業等團體

的大型活動。

帶動部落經濟及其隱憂

承上段所述，可看出「獵

人學校」的性質也隨著時間發

展有些轉變。有別於Sakinu單

純的想法──傳承狩獵文化開

始，從教導部落的新生代認識

自身文化開始，獵人文化成為

可以改變當代部落維持營運的

契機，出現許多「生態旅遊

式」的獵人學校。以結合生態

旅遊的方式，除了帶動部落的

新型態觀光，也讓族人得以發

揮所長。對於許多族人而言，

獵人學校所教的內容，皆是他

們過去甚至至今生活的一部

分，除了操作起來得心應手，

亦可以回到部落安居樂業，以

國內的獵人學校概述

外國遊客到給樹營地體驗獵人學校，正在學習製作陷阱。（圖片提供 范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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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籟獵人學校是少數建置完整資訊網站的獵人學校。

目前的發展而言，可說是部落

與族人雙贏的狀態；但話雖如

此，並非全然樂觀。

例如有些獵人學校是政府

補助之計畫性質，當計畫結束

之後，該如何另外開源補齊經

費跟軟、硬體資源的缺口？甚

至有許多是自力營生的獵人學

校，經費、資源來自部落或是

族人向外募得，是否能收支平

衡乃至創造利潤？所得利潤又

該如何分配於部落？再來是推

廣宣傳，許多獵人學校仍無法

透過網路找到太多資料，遑論

是專屬網站，僅能透過少許的

報導、部落格文章等，才得以

得知相關訊息，或許是族人想

藉由控制遊客人數以維持山林

環境，但僅透過口耳相傳或偶

爾的媒體報導，是否能有穩定

客源以維持長久營運？最後則

是人力問題，尤其是青年人

力。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2015

年年底的統計資料，都市原住

民人口來到25萬941人，幾占

原住民族總人口之46%，自

1970年代以來，原住民族為了

工作、學業、婚姻等因素移居

都市地區的趨勢至今仍未停

歇，以此趨勢，數年內都市原

住民將超過50%，成為原住民

族總人口的大多數，當部落瞭

解狩獵文化的耆老相繼凋零，

是否能有足夠的青年人力投入

遞補，繼續傳承、發揚，亦是

現今許多獵人學校的隱憂。

目前在網路上獵人學校相

關資料仍較為參差，本期《原

教界》後續分篇介紹了幾家至

今確定仍維持營運的獵人學

校：Sakinu的獵人學校、吉籟

獵人學校、烏來地區的幾家獵

人學校，以及梅嘎蒗獵人學

校，另外亦曾於第10期概述撒

可努的獵人學校，第25期介紹

宜蘭的哈盆部落泰雅獵人學校

（泰雅文史發展協會），歡迎

讀者搭配本期參閱。（《原教

界》線上網址：www.alcd.nccu.

edu.tw）

卡拉模基部落耆老在
學員入山體驗獵人生

活前進行祈福儀式。
（圖片提供 范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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