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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我們是文蘭國小的學生，在文蘭有很多族群的學生，們都會知道部落舉辦了

什麼祭儀，例如在池南隔壁的米亞丸是太魯閣族，常常在新年或有喜事和喪事時

殺豬。而在池南部落的阿美族則有豐年祭和捕鳥祭，雖然豐年祭有很多人知道，

但是捕鳥祭很少人知道，所以我們想透過這次小論文來讓更多人認識捕鳥，進而

傳承這珍貴的文化。 

二、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小組希望以阿美族池南部落的捕鳥祭為主題，

進行初步資料收集後，擬定研究目的如下： 

(一) 了解捕鳥祭的意義。 

(二) 探討過去與現在捕鳥祭的差別。 

(三) 了解傳統捕鳥的方法。 

(四) 傳承傳統文化。 

三、 研究方法 

接下來，我們運用文獻的收集和閱讀以及實際訪談部落的老人家來得到捕鳥

祭的相關資料，兩種方法說明如下： 

(一) 文獻分析 

我們上網查詢有關捕鳥祭的資料，其中，我找到了一些阿美族舉辦捕鳥

祭的影片，以及許多的新聞與僅僅的一篇研究論文文章，閱讀文獻之後發現

只有很少人研究捕鳥祭的文化，但我們還是透過閱讀和分析這些資料，討論

出我們要訪談的題目，訪談題目如下： 

1. 為什麼辦捕鳥祭？ 

2. 什麼時候捕鳥祭？ 

3. 傳統上會在什麼地方捕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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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前是用什麼工具捕鳥？ 

5. 以前捕鳥祭會做什麼事情？ 

6. 捕鳥會在白天還是在晚上？ 

7. 捕鳥祭通常會抓什麼鳥？ 

(二) 訪談 

為了深入了解捕鳥祭，我們蒐集了一些文獻，透過觀看新聞影片，我們

發現其他部落的捕鳥祭各不相同，但是都沒有池南部落的族人被記者訪問到，

所以我們利用暑假與開學期間訪談了兩位池南部落的老人家，並且整理訪談

筆記與心得之後，歸納成我們的研究結果。 

四、 研究流程 

以下是我們閱讀文獻並討論之後，整理的研究流程：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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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正文 

一、 文獻中的捕鳥祭 

(一) 捕鳥季的起源 

捕鳥祭（Misaliliw、Palahok to liliw）是北花蓮的「南勢阿美」族群特

有的祭典，包括新城、花蓮、吉安、壽豐等北區鄉鎮的南勢阿美族人都會舉

辦，特別是阿美族重視「敬老尊賢」、「團結合作」的精神，在農忙時候各部

落均組成名為 Paliw的農耕團體，於每年秋收之際舉行隆重的捕鳥祭活動，

集體外出狩獵數周，在野外設置陷阱及使用原住民傳統繩索工具，開放族人

前往田地捕鳥，相傳如果將害鳥捕光，那麼明年田地就會豐收。 

另外，根據葉梅花(2019)訪談南勢阿美族部落耆老的結果，我們可以知

道阿美族最早捕鳥的原因是為了不讓小鳥把稻穀吃掉，此外，在農稻收成的

時候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阿美族人常常會有 Paliliw(換工)，也就是互相幫

忙收成的習慣，在工作完畢後會擇日早起補作田裡的鳥類，並在中午的時候

一起享用，同時也透過補完害鳥來祈求明年作物的豐收，久而久之 misaliliw

就漸漸的變成了這個活動的代稱。 

(二) 捕鳥季的內涵 

首先捕鳥祭通常在十二月舉辦，原因是在農忙時節稻米收成的冬季，會

有很多的害鳥來影響收割，所以農人們都會到各個田地捕捉害鳥，以祈求來

年豐收。捕鳥祭所捕捉到的禽鳥，一般會集中起來舉辦宴會，把野鳥燒烤或

煮湯，讓族人一起食用，而且為了答謝老人家的智慧，部落的青年階層會把

最好的禽鳥肉端給長者吃，或殷勤幫忙夾菜、送湯。 

根據葉梅花(2019)的研究，傳統的南勢阿美族捕鳥工具主要有陷阱以及

鳥網，首先，捕鳥網/一字網主要是以麻雀、斑鳩、雉雞為目標物種，以前

主要是使用竹子、棉繩、樹枝等材料來製作陷阱，但捕鳥網因為效率高再加

上只需要經過地主同意就可以架設，也因為這樣經常有不是目標物種的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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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鳥網困住。第二則是鳥踏仔，這種陷阱是利用鳥類喜愛停留在突出的樹枝

或竹竿頂端的習性，所製作的陷阱。一般鳥仔踏的做法是取一段竹竿，一端

插入土中，露出地面約 150公分左右，當飛鳥落在竹片上時，竹片會立即彈

起，竹弓強力向外緊拉，瞬時間細繩活節套住鳥腳。 

(三) 捕鳥季的困境 

雖然開放捕捉鳥類，但因傳統狩獵方式無法控制什麼鳥類飛到陷阱裡，

像 2017年楓林步道被發現貓頭鷹黃嘴角鴞撞上鳥網，掛在網上動彈不得，

所幸山友即時救下。隨著時代變遷，花蓮市部落族人盡量以其他陷阱取代捕

鳥網。現在因野生動物保護法，原住民要捕捉非保育類動物，也得先向花蓮

縣政府申請，還要提供身分證、戶口名簿等資料，如跨鄉鎮獵捕還要拿出獵

捕範圍的空照圖，限制頗多，但是目前在捕鳥祭期間已經開放全縣捕捉鳥類

許可，但是還是需要注意是否有不小心捕捉到保育鳥類。 

二、 Matu’asay(老人家)口中的捕鳥祭記憶 

(一) 舉辦捕鳥祭的起源與時間 

Matu’asay說最早期是沒有捕鳥祭的，是因為早期大約在民國 40年左右

池南村附近到鯉魚潭都還是一片農田，灌溉農田需要引水，所以每一戶人家

都會派出幾位男生組成一個「水利會志工團」幫忙看田、挖水道，他們平常

偶爾會抓一些鳥來吃，那個時候還會抓田鼠來吃，每年的 12月稻田收割的

時候因為怕鳥來吃農作物，所以都會架一字鳥網來抓鳥，在中午的時候大家

一起吃，這個活動叫做 Palahok(吃午餐)，後來才出現「捕鳥祭」這個名詞，

所以傳統的捕鳥祭應該要稱作狩獵祭才對，因為以前不只有抓鳥類來吃。 

根據Matu’asay的回答我們知道了以前的捕鳥祭只是大家在做農期間抓

捕田裡的動物來吃，在 12月捕鳥也是為了預防鳥類吃即將收成的稻米，後

來大家才慢慢地將這個活動稱作捕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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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捕鳥大小事 

1. 捕鳥的地點選擇 

Matu’asay說以前捕鳥都是在大家的田裡或是部落東邊的地，因為

部落西邊是太魯閣族的領土，所以大家都不會去那裡放鳥網或是捕鳥，

位置大概是下面圖片中紅色圈起來的範圍。 

圖 2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reurl.cc/my7Qd9 

2. 捕鳥的時間 

根據Matu’asay的回憶，以前捕鳥都會在白天，大約是 9點到 10

點之間，不可以太早也不可以太晚，如果太早就把鳥網架起來的話，白

天鳥要出門找食物或是玩耍的時候，就會發現鳥網，Matu’asay說鳥類

很聰明，都會知道那個是要抓他們的，所以如果太早放鳥網的話鳥就會

換地方休息，這樣就不會抓到鳥。 

如果是 9點到 10點的時候，鳥在外面覓食跟玩耍，所以不會發現

鳥網，到了傍晚鳥類要回家的時候，光線已經比白天還要暗了，所以鳥

要回到休息的地方時就會容易撞到鳥網上。這個時候也剛好是農人作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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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的時間，所以剛好可以去收鳥網。 

我們知道了Matu’asay們在捕鳥的時候會看鳥兒的生活習慣來決定

放鳥網的時間，而且這個時間剛好也跟他們做農的作息對上，所以也是

順便收穫而不用特別的去巡視。 

3. 補鳥的工具 

Matu’asay說捕鳥主要會用鳥網來補鳥，也有會用叫做「鳥踏仔」

的工具來抓一些飛得比較快或是比較聰明的鳥類，有時候也會用彈弓來

打鳥，趁著鳥在樹上休息的時候把鳥打下來，有時候老人家還會就地取

材，拿乾掉的桂竹在鳥群來往的路上揮動把鳥拍下來。 

4. 常捕到的鳥類 

Matu’asay說以前什麼鳥都抓，用鳥網抓到的鳥類有麻雀、斑鳩和

燕子，有會再上山打獵的時候打到竹雞。Matu’asay說這些鳥裡面，最

香的是燕子，因為燕子的肥肉很多，所以煮湯或烤起來會很香，但是燕

子比較難抓，因為牠們飛得很快，所以會用鳥踏仔來抓，或是兩個人拿

著鳥網，看到燕子來的時候馬上打開鳥網來抓燕子，用鳥網抓燕子的時

候還要特別把鳥網往下壓，因為燕子調頭的速度很快。 

(三) 捕鳥祭的惜與今 

Matu’asay說以前的捕鳥的人大部分都是壯年人或是年輕人，但是現在

就只剩下老人家了，因為年輕人都要在外地工作。現在池南的鳥也比較少了，

因為田地都蓋房子了，所以之前也有人跑專門到臺東或是花蓮的南部捕鳥，

他們那裡補島的鳥有時候會到 100多斤。 

Matu’asay也講到現在要捕鳥也就只有特定的時間可以捕，因為要保護

動物的關係，所以政府規定只有特定時間開放架鳥網。現在池南部落捕鳥祭

吃的鳥都是去花蓮的市場買回來的，因為在花蓮市的鳥比部落裡面的鳥還要

多，所以會跟他們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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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論 

一、 Palahok/捕鳥祭是池南部落阿美族農耕活動的習慣 

透過看相關的文獻還有實際訪談老人家之後，我們了解如果用捕鳥祭來稱呼

池南的捕鳥習慣好像不太正確，第一個原因是Mato’asay提到其實以前不只有抓

鳥類而已，而是會抓在田裡出現的動物；第二個原因是捕鳥祭不像是豐年祭那樣

有一定的祭儀甚至還有專屬的歌謠與舞蹈，從 Palahok的意思也可以知道捕鳥祭

是農人們聚在一起吃午餐的活動，沒有像是豐年祭那樣有祭祀的活動。因為上面

這兩個原因我們認為捕鳥祭其實是部落農耕活動的習慣，為了要傳承這個習慣所

以將這個活動叫做捕鳥祭，讓族人可以知道我們有這個傳統。 

二、 社會變遷導致現在的捕鳥祭已經與傳統的捕鳥祭大不同 

現在的捕鳥祭因為社會的變遷，以前的農田現在都變成居住的房子，捕捉鳥

類也變得很難，所以捕鳥季的鳥都是到花蓮的市場買來，已經很少用鳥網抓來的

鳥了。接下來是現在的年輕人都到外地工作，所以會捕鳥的人不像以前都是壯年

人和年輕人，現在大部分是在部落的老人家捕鳥了。最後是政府因為要保護動物，

所以限制捕鳥的時間，以前就算不是 12月老人家們也會捕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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