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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個部落，盤點區分別是花蓮、台東、北區、

南區及西區等五區；目前已完成玉里鎮（20部

落）、豐濱鄉（11部落）、光復鄉（9部落）、

吉安鄉（19 部落）、台東市（15部落）、 牡丹

鄉（1部落）等6個鄉鎮共75個部落的盤點。盤

點的項目如表1。

目前完成辦理盤點的有吉安、光復、玉

里、豐濱、台東、牡丹等6個鄉鎮，並召開6埸

次的「語言振興共識會議」。在共識會議中宣

導語推工作及執行的項目，與部落領袖凝聚共

識，共同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激發阿美族人

自主自決共同維護、傳承與發展阿美族語言，

整合各種資源與力量，維護阿美族語言、文化

和價值的傳續，促進阿美族社會的永續發展。

第二個執行的重點是阿美族語書寫符號共

識。阿美語書寫系統已討論多年，然而由於亞

群語音的差異及認知上的不同，仍需

要更多的討論凝聚共識。從1996年鄉

土教學以來，歷經20多年，阿美語的

書寫仍然紛歧，在未來的教學及傳

承，我們仍然要面臨書面化及標準化

的要求，避免造成學習者及教學者的

困擾。書寫符號共識會議分三階段進

行——近程、中程、遠程的目標。近

程（本年度）的目標有關為書符號o/u、書寫符

號f/v/b、拉長音[ : ]的處理方式。

目前我們已完成兩場次「阿美族語書寫符

號共識會議」及一場次（花蓮區）「族語書寫

系統標準化暨基礎語言學概念工作坊」。尚未

完成工作項目有一場次的「阿美族語書寫符號

共識會議」及一場次（北區）「阿美語書寫系

統標準化暨基礎語言學概念工作坊」。初步的

共識及決議內容可以參考表2。

2018年底得知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

會受全國各縣市各鄉鎮部落代表的肯

定，推舉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屬下的「阿美族語言推動

組織」，族人倍感興奮，這是由下而上的組織，我們

從此可以自己訂定書寫符號系統，可以決定我們自已

語言未來的發展，政府這項德政，我們要珍惜，這是

台灣原住民劃時代的日子！

執行初期所面臨的問題，無論是政策面、制度

面、財務面、人員出勤、執行策略等問題，都是項項

大考驗，如何起步，孰先孰後，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原住民族委員會、專管中心和語推組織三邊的立埸、

權責及認知各不同，似乎要有更多的溝通，消除彼此

間的誤會，凝聚共識共創美好的族語學習環境。為了

能夠務實地完成這大使命，阿美族語言推動組織不斷

地與原民會專管中心溝通，建立彼此互信相互配合，

未來工作仍須邊執行邊修正的方式進行。阿美族語推

組織就現階段執行的重點、執行情形、遇見的問題、

及未來願景做概要的說明。

2019年度執行的三大重點

首先是部落族語發展現況的盤點。全國阿美族有

光復共識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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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01 部落70歲以下族語流利者（50-70歲、50歲以下以10歲為單位計算）
02 部落全族語家庭（須為跨世代之族語對話如:父子、祖孫）
03 部落家庭族語使用狀況（全族語、雙語或全華語）

04 部落傳統知識持有者（傳統工藝、文化、歌謠、儀式、狩獵等）

05 部落特殊身分人員名單（巫師、祭師、獵人、領唱、部落領袖等）

06 懂得部落傳統領域特有名稱者（如：樹名、石頭名稱、葯用植物、山川地域之名稱等）

07 部落有開設族語課程之部落

08 部落公共聚會使用之語言（包含年祭、部落廣播等）

09 部落族語振興措施（如：原住民族意象及路標⋯等）

10 族語證道神職人員名單

11 族語保母、專職化教師、阿美族語推人員名單

12 阿美族語相關組織  

表1：部落盤點項目

項目 內容 決議

議案一：

母音o / u 

書寫符號o/u國際音標（IPA）為[ʊ]。
秀姑巒阿美固有語詞以o為主， 外來語詞則o/u並列使用。 
南勢阿美固有語詞以u為主，外來詞o/u並列使用。 
馬蘭阿美固有語詞或外來語詞都採o/u並列使用。 

列管

議案二：

子音f / v / b 

書寫符號f / b/ v 在國音標（IPA）分別為[f]與[b][v]。
秀姑巒阿美、海岸阿美、馬蘭阿美、恒春阿美以f為主。 
南勢阿美以b為主（暫刪除v的書寫符號），外來語才使用f。

列管

議案三：

長音符號「:」
長音符號「:」，IPA為[:]。拉長音是阿美語語音特色，有辨義作用，
必須納入書寫系統內，而非附註說明。

列管

表2 阿美族語書寫符號共識會議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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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成效不言可喻。

另外，這三項語言復振的工作，有疊床架

屋資源浪費之虞，就以教學而言，專職教師在

國小有主聘學校及合聘學校的教學工作，語推

人員設有傳習教室教族語；語推組織設有人才

培育、種子教師研習及巡迴教學的計劃，這三

項教學工作彼此沒有互動，也沒有專責機構來

整合訓練及培力這些族語老師，由於拼音書寫

認知不同又缺乏語言學基本素養，形同各自為

政，教學品質良莠不齊。

如今50歲以下的原住民家庭幾乎都不說族

語了，所謂家庭是學習族語的搖籃在都會裡幾

乎不復存在，語言的傳承的工作轉移到學校，

學習族語的責任就不得不落在族語老師身上

了。因此，學校、部落、政府相關的機構要認

真思考，如果未來我們都不說族語，我們的學

童不願意學族語，我們花再多的人力資源時間

精力推展族語，未來民族學校的設立又有何意

義。

族語的發展需要多方

共同努力

語言推動組織

的設立以及對族語未

來的維護及發展非常

重要，部落的事務當

然是交由部落來維繫

及執行，原住民族語

言的存亡也要靠部落

及所有的族人的維護

及發展；國家政府要

復振原住民族的語言

文化也必須有賴於部

落的配合及族人的認同。族語家庭逐漸解構，

語言學習的工作逐漸轉移到學校老師身上，然

而多年來族人期待有語言專責機構來推動族

語，如今有了語推組織，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

機會，我們要大力地推動並改善族語的現況。

然而，台灣16個原住民族共42個亞群，大小不

一，各族有各族的問題需求，祈願原民會依照

民族人口比例，寬列預算及擴大員額編制，強

化語推組織的功能、執行力及公信力。有效發

揮由下而上的力量，配合政府政語言政策，結

合部落，喚起民族意識，共同營造美好的族語

學習環境和族語的活力。

第三個重點項目是製作族語推廣網頁及族

語宣傳影音作品。主要目的是因阿美族同胞散

居在台灣各個鄉鎮角落幅員廣闊，要推擴族語

或做政策宣導，必須靠媒體的傳播力量，製作

族語推廣網頁及族語宣傳影音作品。此族語推

廣網頁，並以雙語（阿美族語、華語）呈現，

製作阿美族語宣傳影片，以年輕族群為目標對

象，建立阿美族語正面的語言意象。目前已完

成阿美族語宣傳影片劇本，拍攝完成70%。阿

美族語推動網頁也已完成架構及部分資料收

集。而阿美族語影片拍攝、剪輯以及阿美族語

推動網頁前台設計完成、上線的工作尚在進行

中。

遭遇的問題和迷思

自2017年5月26日《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後，原住民族語言正式成

為國家語言。原住民族委員會語言復振的工作

第二期的六年計劃，增設了族語專職教師、語

言推動人員及語言推動組織，這三項工作的管

理機關不同，專職教師隸屬於各縣市教育局、

語推人員設在各鄉鎮公所，由師大

負責評鑑的工作；語言推動組織則

設置在民間組織或學會並有獨立的

辦公處所，行政人員則由政大專管

中心負責其行政和管理。然而，各

學會語推組織辦理年度族語研習大

活動時，專職教師及語推人員無法

共襄盛舉，主要的原因是彼此所在

的工作單位沒有隸屬的關係下，欲

出席參加研習的專職教師及語推人

員涉及到差勤公出的申請問題。站

在原住民族語言推動的立埸，必須

是全面動員，包括各鄉鎮市、學校、部落、及

語推組織群策群力共同努力來營造美好的語言

學習環境。過去政府在推行國語的時候，則以

國家的力量推動，如果原住民族的語言復振工

作只交由少數人力又分散的組織，點綴式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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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花蓮縣鳳林鎮鳳信部

落人，1951年生。東華大學碩
士。現任社團法人台灣阿美族

語言永續發展學會理事長、原

住民族委員會語言推動組織計

劃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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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部落訪問。

專管中心訪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