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民族文化科學教學模組單元主題 命題單三 

命題委員姓名：   林清美             

主題： 卑南族的羌祭與鳥占                              

 智慧類別（請勾選 █，可複選）： 

□部落農漁特產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傳統手工藝的文化科學    

□部落植物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動物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傳統音樂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傳統建築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傳統狩獵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傳統祭典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的天象、氣象與科學 

▓部落的環境生態與科學 

□部落的科學智慧與創意創新應用 

□原住民族文化與數學 

□部落文化與人文社會 

□科學、技術與部落社會的互動 

□部落傳統智慧與自然災害防治 

□部落其他文化與科學 

 

主題所屬族群：卑南族-南王  

卑南族普悠瑪部落的一則傳說故事，說到有兩兄弟因著鳥鳴的啟示而獲得了解除詛咒的方

法，兩兄弟照著 tekuyil鳥(像伯勞鳥，頰部有紅圈，生在灌木叢中)的指示，去獵梅花鹿進行祭

祀，藉以去除厄運，獲得平安，這也就是 Puyuma部落 pubiyaw儀式的由來。但因梅花鹿絕種了，

如今大家都以山羌取代，所以這項儀式亦被稱之為羌祭。 

卑南族的占卜可分為竹占、鳥占以及夢占三種。族人在下定決心從事特殊或是高危險的行為

之時，如搬遷或狩獵等，經常會進行鳥占。在出發前、行動中、抵達目的或著手進行時，若鳥兒

的叫聲或飛行的方式，呈現凶兆，便會即刻暫停活動或返家。不論是否有科學根據，皆可以從鳥

占此項行為，看出族人對自然環境的尊重，以及高敏感度。 

一個生物的絕種，影響的不只是生態環境，對一個族群的文化也會產生極大的衝擊。像是

Puyuma 部落的 pubiyaw 祭儀，原本是以 biyaw 梅花鹿作為主要祭品，卻因其絕種，而改以使用

山羌。除此之外，日治時期以前 Puyuma 部落是不會捕捉 kurabaw 田鼠，作為飲食中的蛋白質來

源，卻因大型獵物急遽減少，以及國家法律對狩獵行為的種種限制，而開始捕捉 kurabaw。生態

改變，文化也隨之變遷。 

關鍵字（最少一個）： 

鳥占、羌祭、梅花鹿、山羌 

相關概念（科學概念為主，或其他相關概念也可以，最少一個）： 

原住民族人與山林有著生存共生密不可分的關係，無論耕作或狩獵。動物會因為環境的驟變而

改變習性或鳴叫聲，也因此帶給族人警惕，這是族人的山林智慧。 

參考資料或網址（若無可不必填寫）： 

普悠瑪部落陳光榮耆老口傳故事 

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daa9b010-a68d-4cc8-a049-774aeca4fcfd 

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daa9b010-a68d-4cc8-a049-774aeca4fcfd


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09/6049409 

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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