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A1-5-2 教師專業社群-阿美族傳統生態知識分享(蔡政良) 

執行單位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活動聯絡人 賴亮郡 

執行日期 4/23，18：00-21：00 

執行地點 師範學院 TC309 文休系會議室 

參與人數 教師人數 列席人數 

7 2 

活動主旨 透過都蘭與東部海岸線阿美族對於土地與生活的詮釋介紹 TEK 

18：00-19：00 阿美族傳統捕撈漁獲與環境定義 

19：00-20：00 阿美族魚種介紹 

20：00-21：00 部落自有社群管理機制與國家權力間的探討 

文字說明     蔡政良以都蘭阿美族的 TEK 與台東大學研究者的雙重立場，因而同時具

備對原住民族的敏感度、漁撈技巧也使得比起其他研究者有更多的實踐與洞察

力，同時地也透過人類學的研究方式建立出有次序的文化綱要。首先以東海岸

阿美族所捕撈的場域作為介紹，講述阿美族的生活因為與海為臨所以發展出包

含土地與海域命名、姓名、生活習慣、甚至是社會組織都與此息息相關的文化。

根據最初的漁撈方式，魚叉來刺魚的方式最早可以引朔 1803 年，當時日本水

手意外漂流到靜浦一帶進而發現當地魚叉的行為，並且在日本統治的其間由於

傳入玻璃與橡膠，進而擴展了自由潛水與魚槍捕撈漁獲的可能性，如講者所

說，直到現今阿美的中壯年與青年皆以低容積面鏡、防浪呼吸管、火布防寒衣、

套鞋、玻纖長蛙、和品質佳的魚槍為最佳捕魚器材考量。並且提及原住民傳統

生態智慧與政府機構在管理這方面的文化上不應該是要求從最初的器具方式

來做為考量，一昧引導社會大眾使用這些器具的原罪，或是以文化保存的觀念

將 TEK 僅放置在博物館中。 

 

    同時地，在阿美族的文化裡除了魚叉與魚槍外，也有潮間帶採集、刺網、

拋網等的方式來進行漁獵，當地族群對於各海域中的捕撈點、天氣氣候、潮汐、

流向或是海底地形都有各自一套的語言，如在較為險峻的場域裡命名就會提醒

族人這裡曾經發生過事情。各種類型的魚群，如 kokok、kung、kakapu’ay、

afal 等各自也有不同的意涵，在此魚種不會只是一種學名，也包含了捕魚技巧

的象徵。在漁撈的過程中社會階級與群體同時也影響著，並且成為一種管理自

然資源的方式 

 

    在此講者提及 CBNRM(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也就是以社區為基礎的自然資源管理是以部落從古至今所建



 

立出來的 TEK 為基礎，直到日治時期後政府的力量開始介入，國民政府以後

開始建立出山歸林務局管理、海規海管處管理的狀況，並且打破部落的社群制

度。不可否認的政府為有更多的支持社區來發展自治與生態管理，而非以國土

劃分或以消極的方式禁止各種補獵方式。 

  

講師進行阿美族生活方式介紹 Q&A時間 

  

阿美族語魚類與地名使用介紹 Q&A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