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民族文化科學教學模組單元主題 命題單一 

命題委員姓名： 包基成                 

主題：雲豹可以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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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凱族 

主題題材簡要說明 (至少 150 字)： 

臺灣原住民族魯凱族人，稱雲豹為「Lrikulau」，傳說 800多年前古好茶（Kucapungane)

獵人，豢養雲豹為獵犬，該獵犬嗅覺敏銳，擅於攀爬樹叢間，獵捕獼猴、飛鼠、松鼠或鳥類等

騰躍靈巧的獸類，如探囊取物般的快捷，幾無天敵，故被排灣族或魯凱族人視之為「森林之王」。

因其引領獵人直搗獵物眾多之處，現今中央山脈以南，北大武山迤北廣袤的森林，先祖發現該

獵犬到達今已列為二級古蹟遺址的舊好茶聚落，即留在原地趴土挖穴不肯離去，許是天命適合

人居住的地方，乃立柱為記，族人陸續遷徙至此，依山傍水，物阜民豐，繁衍子嗣，故以「雲

豹的故鄉」自居，尊稱雲豹為「靈犬」或「神犬」。 

但如此珍貴的珍奇異獸，魯凱族人在台灣已宣布絕種的動物，是否有復育的可能？教學模

組三大議題：  

1、認識台灣雲豹？ 

2、為什麼要復育雲豹？  

3、怎樣復育雲豹？ 

初步構想：以魯凱族傳統領域為場域，擴展雲豹復育議題跨域連動性，建構魯凱族知識體系螺旋

課程的設計，產官學研合作模式，與林業與自然保育署策略聯盟的合作關係，建置環境保育的知

識庫，雲豹是否能復育成功？可是未定之天，但在教學模組化為教學或研究實際行動中，「雲豹」

就是傳統神話故事與現代自然環境科學接軌的催化劑 ，「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

與自然生態之平衡」，何樂而不為？  

關鍵字（最少一個）： 

瀕危絕種、生物多樣性 



相關概念（科學概念為主，或其他相關概念也可以，最少一個）： 

自然科學、環境教育、 

參考資料或網址（若無可不必填寫）： 

1、 雲豹能重返台灣山林？ 國際保育組織來台：要當地居民希望牠們回來 https://e-

info.org.tw/node/222647 

2、 彌補山林失落的一角 雲豹「再引入」開展跨國學術討論 https://e-

info.org.tw/node/21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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