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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愁鼠患請來卑南獵鼠高手」、「蘭
嶼鬧鼠患請來卑南族跨海獵捕」，

2010-2011 年 間， 媒 體 陸 陸 續 續 出 現 這 樣 的 新
聞，看到這樣的新聞，我忍不住微笑，原因會在
後面說明。那段時間我剛好在蘭嶼島上進行珠光
鳳蝶與食草港口馬兜鈴的調查，在永興農場，遇
上老人常會被問：「你們管 anidu（珠光鳳蝶）
幹嘛，你們不去抓老鼠嗎？他們都害我們在田裡
跌倒！」一開始我還一頭霧水，進到農地後終於
感受到老人口中說的「跌倒」是怎麼一回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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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臭青公」的成年禮

 蘭嶼島

是台灣體型最大、最擅長掘洞居住的老鼠「鬼
鼠」，不知道是如何進入蘭嶼的。在台灣，你很
難想像有老鼠挖洞挖到讓人務農的時候會跌倒。
蘭嶼雖然也有習慣挖洞的動物，但洞穴較小，且
密度較低，是一種叫做「凶狠圓盤蟹」的大螃蟹，
他們不會像蘭嶼的鬼鼠，挖到地底猶如金門的戰
壕般四通八達，加上這種螃蟹其實更喜歡在田埂
邊緣挖洞，蘭嶼老人早已相當習慣這種螃蟹的習
性，畢竟在飛魚季節的 4 月份，女生會捕抓這種
陸蟹，與製作芋頭糕，在螃蟹節那天慰勞飛魚季
辛苦的男性。看到獵鼠的報導，我之所以微笑是
因為，終於有人要來幫忙蘭嶼老人除鼠患，出一
口氣；也一邊心想著，真的有物種有能力根除這
種老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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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興農場

 蘭嶼臭青公牛螕

蘭嶼的鼠患到底跟跟卑南族有什麼關係？要
從卑南族最重大的祭典「年祭」的近代演變談起。
卑南族是台東平原最古老的族群，自古以來年底
都會有最重大的祭典來進行今年的總結，其中包
括狩獵與部落出草儀式、重要的成年禮、除喪，
與訓練少年膽識的猴祭……等，一連串祭儀與訓
練。日本人來了以後，出草被禁止，轉變成大獵
祭的純狩獵；國民政府來以後，山林土地傳統領
域很多變成保護區與林班地，狩獵也受到野生動
物保育與保育類動物的限制，大獵祭演變成轉為
捕抓大型的老鼠「鬼鼠」，發音近似「古拉豹」。
卑南族數十年下來可以說是全世界最會抓老鼠的
族群，於是蘭嶼的鼠患就透過關係請到卑南族人
的幫忙，可說是南島民族之間的相互幫忙，也是
非常有趣的案例，對於現在居住在卑南族利嘉部
落的我來說，感覺到間接參與的愉悅。

近年我們在蘭嶼都有蜥蜴監測與外來種「多
線真稜蜥」的移除工作。2023 年的調查重點一
樣放在永興農場，除了農地內一樣滿滿的鼠洞，
一樣不小心就會跌倒外，短短四天中，還目擊三
隻台灣人習慣俗稱臭青公的「王錦蛇」，最大可
以長到 2.5 公尺以上的臭青公是蘭嶼最大的原生

蛇類，鬼鼠雖然是台灣的原生種，對一海之隔的
蘭嶼卻可能算是外來種，媒體報導蘭嶼開始出現
鬼鼠，是在 2010 年，也談到鬼鼠是疑似在 2009
年 8 月發生的莫拉克風災跟隨漂流木來到蘭嶼，
雖沒有證據，但時間點上吻合，不無可能。

在威權時代的民國 47 年，政府剝奪蘭嶼人
土地，設立「蘭嶼農場」安置與屯墾不好管理的
士官兵與管訓人員，小小 45 平方公里的蘭嶼島
竟然設立了多達十處的農場，永興農場是其中面
積最大的，直到民國 78 年結束業務，蘭嶼人陸
續回到這邊耕種，如今變成蘭嶼最大的旱作農業
區，主要種植塊莖類的地瓜、蔬菜，成為鬼鼠的
夢幻食堂。此地剛好也是我們這三年主要調查蜥
蜴的樣區，多年觀察永興農場的臭青公，感覺數
量變多不少，這場本土大將「臭青公」對抗外來
兵團「鬼鼠」的戲碼越演越烈，在永興農場抓到
的臭青公身上很常傷痕累累，彷彿一種成年的戰
功印記，雖然是台灣最巨大的蛇，但是要對付同
樣也是台灣最大的老鼠，是必須付出代價的，這
種現象被我稱作「蘭嶼臭青公的成年禮」。

外來的人搶奪了蘭嶼人的土地，在當年造成
蘭嶼人很多的傷害；外來種的鬼鼠，帶來了原生
種蛇類臭青公新的食物選擇，卻也帶來新的挑戰；
卑南族年祭受到外來政權的干擾，狩獵演變成抓
老鼠的高手，竟然幫助到同屬南島民族的達悟人；
臭青公同時也面臨了以往沒有的成年禮，挑戰
鬼鼠。讓我們繼續拭目以待接下來的蘭嶼物種演
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