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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方機關之協助。此外，

也要特別感謝花蓮縣吉安鄉

宜昌國小李國明校長能願意

提供我們舒適且寬敞的空

間，讓這次的研討會更顯溫

馨。

本研討會的主題聚焦

這次本研討會的主題，

我們特別聚焦在太魯閣族語

書寫符號的應用與翻譯實

務，以及公文族語化／雙語

化的理念與實際演練等內

容，希望能對政府的政策，

以及對在做族語復振工作的

前輩先進們，有所回應與反饋。基於此，我們

的目標有以下幾點：

1.期望透過本研討會，針對2005年教育部

與原民會會銜頒布的「書寫符號系統」，廣納

建言，做一個再檢視與修正的工作。特別是對

於新創詞與外來借詞的應用，以及既有書寫符

號書寫的模式等，能有所對話與討論，並結成

共識，有所依循。

2.期望透過本研討會，能以行動來回應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公文雙語

化政策的推動。本研習會場也有多個機關單位

及學校代表參加，他們也希望透過這次詞意翻

譯及轉譯的概念性講座，加上實作性的公文書

寫時間，能建立太魯閣族語的公文範例，以供

各機關單位、學校、團體及族人參考。

3. 期望透過本研討會，讓族語教師在學校

及部落社團進行族語教學與文化活動推廣，做

一個經驗的分享。因此，本次除了安排較具學

術性的語言學的講座與論文發表外，也邀請全

國各校族語教師教學經驗與社區部落自主性推

動族語教學的實務分享；期望能透過實務性族

語傳習與文化傳承的分享與對話交流，能不忘

初衷，展望未來。

第一天的研討會議程

因此，本學會為達上述幾點的活動目標，

在課程主題、內容以及專題講座的邀請、論文

稿件的邀稿方式上，都有花相當多的時間討

論、定案。在課程的鋪陳上，我們第一天是以

原住民族語發展政策、族語教學場域之教學經

驗與課後族語文教學活動之案例為主。包括邀

請原住民族委員會陳志誠專員主講有關「語言

政策及語言復振議題」之內容，讓與會的族語

老師及朋友們能了解目前政府的語推政策，以

及未來的走向。其次，邀請台灣原住民族語發

展學會理事長波宏明理事長主持，由長老教會

本次
《2018太魯閣族語書

寫暨公文翻譯研討

會》，主要是依據台灣太魯閣

族語發展學會（Q m p r i n g a n 

Kkrana Kari Truku Taywang, 

QKKTT；以下簡稱本學會）

107年度的工作計畫來辦理。對

一個成立不到一年全國性的語

推學會而言，第一次辦理全國

性有關太魯閣族語議題的論

壇，要能有效地結合語言理

論、語發政策，以及語言教學

與傳承實務的活動目標，確實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做為創會的理事長，就

本學會的組織運作而言，除了要感謝所有的

理監事及顧問耆老們，在規劃過程中的協助

分工與給予指導及提醒外，我要特別感謝的

是秘書長Lowking許韋晟以及秘書處夥伴各項

行政作業與庶務性事務的處理，才有這麼成

功圓滿的活動；就外部各級機關的後勤支援

部分，我要特別感謝原住民族委員會及花蓮

縣政府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以及秀林鄉公

所、萬榮鄉公所、吉安鄉公所、鳳林鎮公所

2018太魯閣族語書寫暨公文翻譯研討會
タロコ語表記及び公文翻訳シンポジウム
Conference on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of Official Documents in the Truku Language

文︱陳昱菖（本刊編輯助理）

圖︱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譯︱石村明子（專職中日文翻譯）

文‧圖︱Muyang Tadaw胡永寶（台灣太魯閣族語發展學會理事長）

2018太魯閣族語書寫暨公文翻譯研討會

胡永寶理事長開幕致詞。

與會來賓在茶敘時間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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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賴健雄校長進行發表與問題討論。接連二

天的研討會，從課程內容的鋪陳、講座與發表

人的專業與敬業，以及現場問題的討論與對話

過程，除了讓本學會的專業度與包容度被人看

見外，更讓本次研討會的目的與功能價值更臻

完整。

太魯閣族語發展學會的展望

這兩天，個人也特別對政大林修澈教授、

國家教育研究院李台元助理研究員以及多位的

國小校長，能夠全程參與、聆聽與對話更是感

動。因此在本研討會的尾聲，個人也以主持人

的身分邀請林修澈教授給予本次研討會的評價

與未來續辦之建議。在林教授的讚美、肯定與

鼓勵聲之餘，他也特別提醒族語復振的源頭在

家庭，在部落；除能在地推動外，更要有國際

化（維基）的思維與前瞻性。此外，他也期待

太魯閣族語發展學會能年年持續辦理相關族語

議題之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讓太魯閣族語實用

於生活情境中，成為太魯閣族人與台灣原住民

族在推動族語文化之典範。

2018太魯閣族語書寫暨公文翻譯研討會

舒浪牧師、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李佩容教

授、新北市的楊以潔老師、台南市的張賢盛老

師與花蓮縣的族語專職老師高慧珍老師，發表

有關「族語書寫應用與復振工作」的論文，並

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Apay湯愛玉教授擔

任與談人。下午則是安排花蓮縣秀林國中楊盛

凃退休校長主持，由新北市的彭美珠與王美芳
老師、花蓮縣族語教保員黃惠梅老師、花蓮鄉

鎮語推人員劉珍玉老師，以及長老教會李季生

牧師等，發表有關「族語教學場域的多項實

踐」等議題做分享。最後再請台灣阿美族語言

永續發展學會朱清義理事長來分享該學會在組

織運作，以及族語復振與政策發展之經驗分

享；以及Bowtung連素娟老師分享花蓮縣秀林

鄉加灣部落推動類語言巢組織的實務經驗與困

境。第一天研討會緊湊的課程安排，也讓與會

的學者專家、族語教師、學校機關代表，以及

關心族語復振議題的朋友們受益良多。

第二天的研討會議程

第二天的研討會議程，邀請同為太魯閣族

人，也是本學會副理事長的東華大學原住民民

族學院Apay湯愛玉教授來分享「語言認同與語

言意識提升」之議題，提出當前部落及在地學

校可以做的一些族語復振之策略與具體做法。

緊接而後，即進入到「公文形式與公文族語/雙

語化」相關議題之發表與討論、實作課程。首

先由本人報告有關公文的意義、一般形式與類

別等內容，再來就公文族語化的翻譯原則與脈

絡問題提出討論。接下來則請本學會顧問耆老

金清山牧師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太魯閣族族群委

員吉洛牧師，進行有關翻譯的經驗分享以及實

作課程。最後，本次研討會也針對族語新創

詞、族語書寫系統的修訂與發展、原住民族教

育議題及國教輔導團本土語言輔導團隊現況等

主題，邀請王利蘭老師、徐中文研究員、東華

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浦忠成院長及花蓮縣奇美

論文發表。 討論與分享。 專題講座。

林修澈教授的激勵與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