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民俗风情 

邹族 
简介 

  邹族（Tsou；Cou）在早期的文献里称为“曹族”，为台湾原住民族的一支，日本人称之

为“阿里山番”（指世居阿里山的邹族），但该族人认为此译名与他们的族语原意有误，而于

1999 年要求正名为“邹族”。邹族分布于南投县、嘉义县和高雄县境内，人口约六千多人。

该族分为三个语言群：阿里山群（邹语）、四社群（沙河鲁阿语）和简仔雾群（卡那布语）。 
邹族又可分为南邹与北邹，南邹指的是南方的”卡那卡那富”与”沙阿鲁阿“族，北邹又称”阿
里山邹”，有”特富野”、”达邦”、”伊姆诸”与”鲁富都”社，而四社中的伊姆诸社与鲁富都社都

于本世纪初因恶疾、部落首长绝嗣而废社。阿里山邹族目前有八个村落，来吉、里佳、乐野

附属于特富野社。新美、茶山、山美附属于达邦社。 
  其生产方式以山地耕作为基本，兼以狩猎、捕鱼及饲养家畜为辅。狩猎曾一度为主要生

产，至今狩猎在祭仪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受限与保护野生动物观念的兴起、森林公园

的设立、猎物的减少等因素，已少有以打猎为生。农作物以小米、早稻、李、梅、桃、生姜、

甘薯为主，其中以竹笋为生产大宗。较特殊的作物有香菇、板栗、棕榈、油桐、山茶、爱玉

子等，嗜好品有粟酒、薯酒、竹筒饭与烟草。邹族人生活比较简朴，或者说比较艰苦，但非

常重视祭典和人人能歌善舞却是一大特色。 
历史沿革 

  阿里山丛书《亲近邹族》认为：阿里山的邹族原住民最早于三千至四千年前已抵达台湾

岛活动，邹族人相信所有的人类都是由邹的天神(hamo)所创造，早在传说中的大洪水之前，

邹族人已活跃在嘉南平原一带，后因生活习惯及适应狩猎环境，乃逐渐移入深山。 
  卫惠林、余锦泉、林衡立的《台湾省通志稿卷八同胄志，曹族篇》认为达邦与特富野两

大社，在荷人 1650 年的《台湾土民户口表》上出现 Tapangh 和 Tivora 等地名。王嵩山的《阿

里山邹族的历史与政治》认为，虽然“种族所属与社会文化内涵，尚末能被认识，但至少我

们已可确切知道 370 年前这两地已建立部落。” 
  潘英在《台湾原住民的历史源流》中把台湾原住民各族的发源地传说分成三类：一类是

高山发源说：有泰雅族、布农族、邹族、排湾族、鲁凯族、卑南族、雅美族等；一类是海外

源地说：有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排湾族、阿美族、卑南族、雅美族、平浦族等族；一

类是平地或海滨发源说：有布农族、邹族、阿美族、卑南族、雅美族、平浦族等族。认为高

山族九族仅阿美族、赛夏族二族没有高山发源说，仅邹族、鲁凯族二族没有海外发源说。 
社会组织 
邹族人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份 

  大社(hosa)：由几个氏族联合组成。 
  氏族(aemana)：由几个联合家族组成。可能有血缘关系，也可能没有血缘关系，同一氏

族之间禁止通婚。 
  联合家族(ongo-no-emo)：由几个单一姓氏的家族组成，共有耕地、共有河流渔区、共

有小米祭祀小屋(又称粟祭屋)。 
  单一姓氏家族(emo)：例如特富野社的安家是本家，由安家分出武家与洋家。而郑家与

田家又是安家的养子，因此安、武、郑、洋、田等五家为同一氏族，不得通婚。达邦社的庄

家与温家、杜家与杨家共同一个小米祭屋，属于联合家族，亦不能通婚，猎区、渔区可共同

使用。由联合家族推派的长老共同主持长老会议是邹族部落的最高决策单位。头目依长老会

议的指示分派工作，赋予每一个联合家族责任与义务。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5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0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8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8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8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7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6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6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6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6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6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6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6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239.htm


 

1983 年：六合夜市获颁“卫生示范夜市”。 
1987 年：高雄市政府在六合夜市规划夜间行人徒步区，时间为傍晚六时至凌晨二时，

并禁止汽车和机车通行。 
1996 年：由新兴区公所和高雄市广告创意协会的规划下，经高雄市民票选后，六合夜

市正式拥有象征特色的标志及吉祥物。 
街道整建与污染防治 
高雄市政府在 2003 年曾对六合夜市进行一系列改造计划，包括造街改善新风貌工程及

六合观光夜市改造计划，以改善六合夜市凌乱的街景。 
造街改善 
2003 年时，高雄市政府工务局将民主横路到自立路段，全长约 320 米，以彩色沥青重

新铺面，并区隔摊商区与人行徒步区，并重新设立共杆路灯。同时并和六合夜市摊商管理委

员会共同并依原有之视觉标志设计制作部分硬件管理设施。 
污染防治 
另外，六合观光夜市改造计划，乃是为落实卫生管理以防止食品污染影响观光客健康，

并规定作业人员工作中不得吸烟。而除防止食物污染外，对厨余所造成的影响，高雄市政府

也于 2000 年及 2001 年间协助当地摊贩设立油脂截流器，以避免所产生的厨余造成两旁侧沟

污染及专用污水管造成阻塞。 

第五章：高雄旅游 

佛光山寺 
佛光山寺是一座大乘佛教的寺庙，总本山在台湾高雄市大树区，目前在全世界都已设有

许许多多的别分院。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创办于 1967 年，星云大师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僧侣

及学者，提倡“人间佛教”，为中国佛教临济宗法脉传承。目前已经成为全台湾第一大佛寺，

由于是高雄县观光景点及为方便来往佛光山之民众，高雄县政府曾规画高雄捷运佛光山线，

但因不符成本而维持快速公交系统。 
历史 
封山 
1997 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在媒体面前宣布，佛光山即将封山，当时这项消息震

撼全台湾。大师封山的原因是为了要提供佛光山常住僧众一个宁静的修行环境。西元 2000
年，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先生及其他政府官员从高雄拜访佛光山，并且期许佛光山能够重

启山门。经过层层考虑，佛光山终于决定重启山门，并且提供大众一个清静的环境来修行。 
改革创新 
佛光山一直到现今可以说是发展格外的成功的一个佛教道场。从佛光山开山以来，数十

个别分院以及组织在全世界各大洲建立起来；同时，孕育了超过 1300 名的出家众。佛光山

特别强调以教育及服务来弘法。佛光山在这数十年来创立了大学、佛教学院、图书馆、出版

社、翻译中心、艺文中心、茶馆，并且也积极推动行动式的义诊。 
佛光山同时也创办了育幼院、老人之家、高级中学，报纸以及电视台。 
四大宗旨 
以文化弘扬佛法 
以教育培养人才 
以慈善福利社会 
以共修净化人心 
佛光山四大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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