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 源  
 

分 佈
 

人 口  
 

神 話  
 

祭 典
 

工 藝  
  

（ 一 ） 起 源 ：  

鄒 族 昔 稱 「 曹 族 」 ， 主 要 源 於

嘉 義 縣 阿 里 山 鄉，阿 里 山 鄒 亞 族（ 又

分 為 Tapagu-Tufuja 群 和 Lututu

群 ）、卡 那 布 亞 族、沙 阿 魯 阿 亞 族 。

目 前 僅 存 特 富 野 和 達 邦 兩 大 社 ， 阿

里 山 鄉 里 佳 、 樂 野 、 來 吉 、 山 美 、

新 美 及 茶 山 等 村 ， 居 住 之 鄒 族 人 ，

均 分 別 屬 於 這 兩 個 古 老 部 落 。 其 生

產 方 式 以 農 耕 為 主 ， 兼 以 狩 獵 、 捕

魚 及 飼 養 家 畜 等 ； 因 善 於 狩 獵 ， 皮

革 遂 成 為 男 性 衣 飾 ； 農 作 物 以 小

米 、 旱 稻 和 甘 藷 為 主 。  

 

 

（ 二 ） 分 佈 ：  

鄒 族 分 南 、 北 鄒 ， 南 鄒 包 括 高 雄 縣 三 民 鄉 之 那 卡 布 群 和 沙 阿 魯

阿 群 ； 北 鄒 包 括 阿 里 山 地 區 之 特 富 野 社 、 達 邦 社 、 伊 姆 茲 社 及 南 投

縣 信 義 鄉 久 美 村 之 魯 夫 都 社 等 。 鄒 族 是 重 男 輕 女 的 父 系 社 會 ， 「 庫

巴 」 是 族 人 舉 行 祭 典 、 研 商 大 事 和 訓 練 男 子 成 長 的 場 所 ， 女 子 禁 止

進 入 。  

（ 三 ） 人 口 ：   

鄒 族 人 口 主 要 集 中 於 嘉 義 縣 阿 里 山 鄉 及 高 雄 縣 三 民 鄉 ， 部 份 散

居 於 高 雄 縣 桃 源 鄉 及 南 投 縣 信 義 鄉 境 內 ， 總 人 口 約 五 千 餘 人 ， 其 中

男 性 佔 49.1%， 女 性 佔 50.9% ， 而 98.3%均 係 山 地 原 住 民 。   

（ 四 ） 神 話 ：   

說 從 前 有 一 條 巨 鰻，將 大 地 的

出 水 口 堵 住，導 致 洪 水 上 漲，人 們

逃 到 玉 山 頂 避 難 ， 後 來 有 一 隻 螃

蟹，自 告 奮 勇 用 巨 螯 夾 住 鰻 魚，鰻

魚 因 疼 痛 而 轉 身 移 動，洪 水 才 得 以

逐 漸 消 退 。 之 後 ， 族 人 從 玉 山 下

來，開 始 向 西 方、南 方 及 西 南 方 遷

徙 ， 建 立 據 點 及 男 子 會 所 。   
 



傳 說 鄒 族 係 源 於「 聖 山 」－ 玉

山 的 一 支 民 族。傳 統 上，鄒 族 每 年

都 有「 敬 謝 山 神 」的 儀 式 ，以「 淨

山 」、「 靜 山 」的 概 念 為 主 軸 ， 讓

山 林 休 養 生 息，表 達 對 山 神 的 虔 敬

與 感 恩。近 年，玉 山 國 家 公 園 管 理

處 亦 因 原 住 民 此 一 生 態 觀 念 之 延

續 ， 開 始 舉 辦「 聖 山 守 護 」活 動 ，

配 合 鄒 族 傳 統 的 「 敬 謝 山 神 」 儀

式，每 年 均 在 特 定 期 間 內 封 山，實

施 登 山 管 制 措 施，希 望 藉 此 喚 起 國

人 更 加 珍 惜 生 態 資 源，讓 鄒 族 良 好

的 傳 統 習 俗 得 以 生 生 不 息 。  

 

 

（ 五 ） 祭 典 ：  

鄒 族 僅 存 的 祭 典 為 ：  

1.凱 旋 祭 － 祭 拜 天 神 及 戰 神 的 戰 祭 。  

2.小 米 收 穫 祭 － 七 、 八 月 祭 祀 小 米 神 。  

3.小 米 播 種 祭 － 聖 誕 節 後 至 元 旦 期 間 舉 行 ， 藉 著 小 米 的 播 種 儀 式 ，

祈 求 當 年 的 小 米 豐 收 。  

4.子 安 貝 祭 － 高 雄 縣 三 民 鄉 沙 阿 魯 阿 族 特 有 之 祭 典 ， 每 兩 年 舉 行 一

次 ， 為 祈 求 接 近 祖 靈 之 隆 重 祭 典 。   

阿 里 山 鄉 鄒 族 原 住 民 「 瑪 雅 斯 比 」 祭 典 ， 即 祈 求 爭 戰 勝 利 、 狩

獵 豐 碩、族 人 平 安 及 強 化 晚 輩 對 自 己 族 群 認 同 之 深 層 意 涵，因 此「 瑪

雅 斯 比 」 祭 典 活 動 亦 稱 勝 利 凱 旋 祭 ， 對 族 人 深 具 凝 聚 力 。   

「 鄒 族 生 命 豆 祭 」亦 為 一 重 要 祭 典 ， 雖 曾 中 斷 ， 但 91 年 再 度 重

現，因 鄒 族 長 老 擔 心 族 人 滅 絕，鼓 勵 生 育，珍 愛 家 庭 而 提 倡 之 祭 典 ，

期 以 「 愛 情 」 與 「 新 生 」 兩 大 主 題 ， 喚 起 族 人 對 族 群 應 負 的 使 命 ，

並 以 「 豆 」 作 為 生 命 繁 衍 的 象 徵 ， 生 命 豆 （ 鄒 語 fona） 在 貧 瘠 的 土

地 上 亦 能 生 長 良 好 ， 且 結 實 纍 纍 ， 鄒 族 青 年 應 牢 記 在 心 ， 為 發 揚 鄒

族 傳 統 文 化 而 努 力 。   

 

（ 六 ） 工 藝 ：  

昔 日 原 始 工 藝 之 製 陶 及 紡 織 均 為 女 性 工 作 ， 目 前 卻 已 逐 漸 失

傳 ； 籐 、 竹 編 織 或 背 負 獵 物 用 之 網 袋 工 藝 ， 尚 受 重 視 ； 皮 革 揉 製 為

鄒 族 之 特 有 技 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