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禮物互動、共生共榮－西拉雅族與鄒族的親密關係】 

文/ 浦忠勇 

臺南府城的「札哈木公園」，常引起阿里山鄒人浪漫的歷史想像。

名稱取自阿里山鄒族稱呼臺南地區的傳統地名，「札哈木」的意義已

無法確定，學者浦忠成、汪明輝推測，這是從台南「知府」轉譯而來

的地名。 

鄒族有「鄒族曾經在臺南地區，並與荷蘭人相遇」的神話痕跡；

有人說，「札哈木」是指鄒人所坐的椅子，是鄒族的座位；鄒族勇士

常以貝類為裝飾，認為「安氏族」是從安平地區上來的平原氏族，甚

至認為鄒族部分有荷蘭人的血統，等等。似神話又似歷史的敘事，長

年在部落流動著。 

神話式的推測與敘事，雖無法取得考古學和地質學研究的證實，

然而「札哈木公園」，以及臺南市府每年舉辦的「府城鄒族日」，名

稱就增添了鄒族對臺南地區的歷史情愫與空間認同。 

可以確定的是，諸多考古研究均為認為臺南西拉雅族與鄒族曾有

密切的互動關係。中研究劉益昌教授在其〈考古學與平埔族群研究〉

（2001,2007）中，從考古證據推測西拉雅與鄒族確實有長時間的交

流互動。 

劉教授在阿里山鄒族傳統生活領域的考古研究，發現了不少西拉

雅族所製造的各類陶器碎片，而且主要是裝酒的陶甕，因而推論鄒族

很早就跟西拉雅族進行以物易物、禮物交換的活動。 

 

 

 

 

 

 



猜想，鄒族人應該是帶著山林產物下山，而西拉雅族則是帶著平

原地區的生活用品，進以族群之間的物品交流。陶片，也許散落零碎，

但那是部落與部落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在歷史長河中互動交流的

證據。 

鄒語的 yano ngeesangsi原是指居住在平原地區的民族，鄒族人

並沒有特別指出這些群體族名，但在鄒族傳說中卻有不少與 yano 

ngeesangsi互動的口頭傳說。 

鄒族從 yano ngeesangsi民族交換日常生活所需，特別是一些在

山上部落不易取得的生活用品，包括陶器、布匹、海鹽和鐵器。 

阿里山鄒族稱男子會所為kuba，而西拉雅族稱部落公廨為kuva，

如此近似的語言文化，又是兩個族群親密關係神來一筆的註解。 

於是，我認為曾文溪這條美麗的河川，是連結西拉雅族和鄒族的

大動脈，她形塑了這一區域大河文化圈。 

今天我們去想像這些散落在鄒族生活地區的西拉雅酒甕陶片，想

像兩個族群之間，部落長老、勇士或婦女，相約在山林狹谷之間，舉

行隆重有禮的物品交換儀式。 

酒，在原住民傳統社會，必然是稀有珍品，或作為族群之間互動

的厚禮，或作為生活物品交換，藉禮品交換，共生共榮。 

臺南市政府在札哈木公園辦理「府城鄒族日」活動，推出豐富多

元的文化活動，也許我們可以讓以物易物、禮物交換的歷史活動再次

展現，藉此重新想像酒甕陶片的歷史意義，也重新去正視鄒族與西拉

雅之間的互動交流，讓「札哈木－府城鄒族日」更具歷史縱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