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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獼猴平時以植物果實、葉片、嫩枝芽等為主食，但因人類活動空間與棲息地重疊，造成猴子以更

容易的方式獲取食物，如：人類吃剩的食物。                                 （圖／黃鈺惠攝）

　鄰近高雄柴山、壽山的中山大學旁，當地

居民與學生長年與臺灣獼猴的活動空間重

疊，2023年底時更頻繁出現臺灣獼猴因搶食而

攻擊民眾的事件，躍上新聞媒體，人猴衝突似

乎頻繁上演。

　臺灣獼猴是臺灣特有種動物，也是唯一的靈

長類野生動物。2018年，林務局判定獼猴數量

趨於穩定，於是將臺灣獼猴從「保育類」調降

為「一般類」動物。儘管獼猴已不屬於保育類

動物，但仍然受到《野生動物保育法》的保

護，禁止民眾隨意捕殺及飼養。

獼猴降級 科普教育不足

　「不餵食、不干擾、不接觸」，是政府單位

宣導的三不原則，然而往往民眾面對獼猴的搶

食行為仍然手足無措。

　台灣獼猴共存協會秘書長林美吟直言：「民

眾對該物種的科普教育仍不足，同時在媒體報

導與社群軟體輿論的渲染之下，也能察覺到民

眾對台灣獼猴逐漸累積的負面觀感，政府單位

貿然降級只會對該物種引發更多的衝突。」

　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副教授蘇秀慧就

網路上針對台灣獼猴的流言指出，獼猴數量多

寡並非人猴衝突主因。蘇教授強調，人類活動

空間擴張與獼猴棲息地重疊度提高導致人猴交

會次數增加，才是根本原因。

中山大設組大隊 防猴群

　中山大學腹地與臺灣獼猴棲息地高度重疊，

校方為維護學生權益，在防治獼猴上也會提供

相對應的措施，如入學時發放獼猴攻略手冊、

舉行相關獼猴講座、積極宣導食物勿外露的事

項以及開辦相關獼猴課程等，在今（2024）年

2月初校方也祭出「被害補償金」，只要被獼

猴搶食的學生事後提出消費證明，一餐最高可

獲補償壹百元，以提升學生與獼猴之間的和平

之道。

　校方為減少學生與獼猴間的衝突，由校方人

員組建「猴賽雷大隊」，必要時會使用「空包

彈」進行主動干預的方式來保持學生與獼猴之

間的安全距離，中山大學事務處總務長林淵淙

表示，學生宿舍後方是山區也是獼猴經常出沒

的地點，除了在人流較多的地方加強人力進行

人為驅趕，也希望建立環境教育的概念，透過

校園活動、新生座談等方式，同步進行治標也

治本的方式。

被迫夏季缺水 下山覓食

　獼猴平時以植物的果實、葉片、嫩枝芽等為

主食，對於果實的偏好程度最高，如構樹、銀

合歡，但隨著人類足跡往淺山移動，棲地遭到

破壞的獼猴，開始吃起人類的食物，人類食物

經過加工相較於天然食物較為美味，更吸引獼

猴下山覓食。

　壽山地區每至夏季會有缺水問題，加上人類

食物加工後更具吸引力，因此增加被搶食的機

會，中山大學大三社會學系黃雅萱受訪時表

示，剛入學就有兩次被獼猴搶食的經驗，因此

在校園內會將食物藏在背包裡以免遭受搶食。

她認為，校方在食物不外露的宣導上是有必要

的，因為鄰近學校的獼猴已相當聰明，能辨識

出塑膠袋聲音以及塑膠袋上的品牌logo，如麥

當勞、肯德基等，可見當地的獼猴在後天學習

上已習得此特殊的食性方式。

　在校學生長期與獼猴相處，對於獼猴出沒的

時間點有明顯的暸解，中山大學大三劇場藝術

學系廖東聖說，在校園裡看到獼猴搶食的頻率

為冬天一個月約1至2次，而夏天則一週至少1

至2次，大多都為午餐時間或晚餐時間出沒。

　學生熟知獼猴出沒時間，因此鬆懈於政策宣

導，在採訪期間觀察到校內部分學生仍將食

物、飲料提於手上，並未有任何防範的危機意

識。林美吟說:「學生只是這所學校的過客，

可是獼猴要一輩子生活在這裡。」

　她認為民眾應該多加包容與退讓，學習與獼

猴共生，不僅能夠達到保護牠們的目的，更可

以讓人與動物之間一同永續共存。

記者／黃鈺惠、汪廷融、莊甯幃、周玉堂

獼猴搶食 如何共存獼猴搶食 如何共存

台灣獼猴共存推廣協會秘書長林美吟表示，獼猴的科普知識相

當普及才能叫做保育有成。　　　　　　　（圖／黃鈺惠攝）

壽山地區每至夏季會有缺水問題，加上人類食物加工後

更具吸引力。　　　　　　　　　　（圖／黃鈺惠攝）

臺灣獼猴群聚於壽山步道旁。（圖／莊甯幃攝）

記者／黃鈺惠、汪廷融、莊甯幃、周玉堂

　近年來，人猴衝突事件頻傳，引發社

會關注。專家學者認為，要促進人猴共

存，關鍵在於提高人類對獼猴的認知。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副教

授蘇秀慧、台灣獼猴共存推廣協會秘

書長林美吟、中山大學總務長林淵淙、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解說員黃雅婷等專

家，皆認為必須透過「教育」提升民眾

對獼猴的理解，進而建立人猴和諧共生

的環境。

消除誤解 才能人猴共處

　蘇秀慧長期致力於台灣獼猴的研究和

保育。她表示，引發人猴衝突的開端便

是人類首次對台灣獼猴進行餵食的時

候，人們往往認為自己了解台灣獼猴的

習性與作為，擅自的餵食行為導致了台

灣獼猴覓食方式的改變，進而演變成人

猴衝突。

　人類的行為加上媒體的片面報導，導

致了台灣獼猴在人類的眼中是個窮凶極

惡的生物，蘇秀慧認為，如果能夠加強

公眾對於台灣獼猴的認識，消除這些誤

解後與獼猴們和平共處其實相當容易。

　林美吟認同蘇秀慧的說法，另外，

台灣獼猴因數量穩定後被移出保育類

動物，看似是保育有成，但她表示，所

謂台灣獼猴的保育有成應該是社會大眾

對於台灣獼猴的科普知識相當普及才能

叫做保育有成，並不是因為牠們數量飽

和、隨處可見。

　林美吟認為，人猴衝突中社會大眾往

往譴責的是台灣獼猴，而不是人類無知

下的所作所為，但是實際要做的應該是

教育人類提高對於台灣獼猴的認知，才

能夠讓人們真正理解和尊重台灣獼猴。

現有政策無法有效解決

　她呼籲，除了教育社會大眾之外，政

府單位對於台灣獼猴或野生動物的相關

生態保育應該要有更明確的規範及政

策，並不是一昧的宣導「三不原則」，

希望能借鏡新加坡的文宣範例，提供正

向的防治獼猴宣導，不要使用其險惡的

形象作為負面宣導態度，盼望政府能正

視生態保育的重要性，與民間共同守護

台灣獼猴。

　教育有助於促進人猴共存並扮演重要

角色。蘇秀慧與林美吟皆表示，唯有透

過教育，才能讓民眾深入了解台灣獼猴

的生態習性和保育的重要性，並建立人

與野生動物和諧共處的理念。

　長期與獼猴共處的中山大學也深知教

育的重要性，林淵淙表示，學校為了提

升學生們對於台灣獼猴的認識，開設了

多門台灣獼猴保育的通識教育課程，例

如:「台灣獼猴生態宣導」，學習台灣獼

猴的生態知識、「台灣獼猴保育實務」

。此外也和台灣獼猴共存推廣協會合作

進入柴山了解獼猴習性，以及許多相關

的體驗課程與座談演講。

　他強調，這些課程都是希望讓學生深

入了解台灣獼猴的生態習性、保育現況

與人猴衝突議題，並培養學生尊重野生

動物的觀念與解決人猴衝突的能力，進

而達到人猴共存的目標。

開教育課程傳達正確資訊

　林淵淙指出，近期校園中發生人猴衝

突的事件已經大幅減少，學生們平時與

獼猴的相處已成習慣，自然能夠應對突

發的緊急狀況，但是教育課程的成效也

功不可沒。

　位於眾多獼猴的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管

理處也設立了許多教育課程。解說員黃

雅婷表示，片面的資訊確實有礙於民眾

和野生動物共存的意願，如果要達到人

猴共存，需要人類去改變對於台灣獼猴

的認知，因此加強宣導及科普教育來消

弭誤解及偏見是首要之務。

　管理處在103年度開設了淺山學堂，

提供多元的環境教育課程，其中包含了

台灣獼猴的生態導覽、行為解讀、保育

議題探討等內容，適合各年齡層的民眾

參與。其中，戶外教學課程特別受到歡

迎，學生們可以實際走訪國家公園，在

專業講師的引導下，觀察台灣獼猴的自

然生態，並學習與獼猴共處之道，黃雅

婷也分享某次外出的特別經驗，碰巧遇

到有人正在餵食獼猴，她立即上前阻止

並當場教育餵食者與學員們餵食的壞處

與後果，給予大家深刻的印象。

　專家學者建議，透過教育使人類與獼

猴和諧共存是可行的，但需要人們共同

努力。

　蘇秀慧表示，教育促進人猴共存是長

久之計，也是首要之務，透過教育才可

以提升民眾對獼猴的認知和理解，改變

過去與獼猴互動的錯誤方式，並尊重牠

們的生存空間，才能夠建立人類與猴子

和諧共生的環境。

生態教育生態教育扮演重要角色扮演重要角色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副教授蘇秀慧表示，教育

促進人猴共存是長久之計。             （圖／莊甯幃攝）

（圖／周玉堂製）

中山大學大三劇場藝術學系廖東聖說，在校園裡看到獼猴搶食

的頻率為冬天一個月約1至2次，而夏天則一週至少1至2次。

                                       （圖／黃鈺惠攝）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解說員黃雅婷認為，必須透過「教育」
提升民眾對獼猴的理解。　　　        （圖／莊甯幃攝）

為促進學生與民眾了解台灣獼猴，中山大學與壽山管理處皆開設相關課程。

                                                  （圖／周玉堂製）

高雄柴山、壽山獼猴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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