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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串的策施，諸如各縣巿鄉鎮設置語推人員，

16族成立語推組織，一時間好像全國全部落都

動起來了，族語的振興工作已不只是族語老師

或語推人員了，而是所有族人都一肩挑起這些

重擔。這不用深奧的思維邏輯就知道，為了族

語全族人向前齊步走，光是那一股聲勢就會把

族語帶上來，輕而易舉地傳播開來、流行起

來。

但是，走訪了一趟「語言推動組織」（以

下簡稱「語推組織」）期望和現實卻有很大的

落差。或許是因為今年（2019） 3月才倉促上

路，各「語推組織」仍未找到自己的定位，因

此有下列問題尚待釐定解決。

第一，「語推組織」不知道自己的職掌。

有的已經很清楚地規劃了自己要做的工作，並

且分成中、長期來規畫，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期

中完成了哪些工作期末要做完哪些項目，由此

就可進一步做規畫未來還要做哪些工作。但是

有些「語推組織」卻還在摸索，不知道自己的

職責是什麼？哪些工作的輕重緩急抓不住要

領，因此，就花時間去參加一些不相干的活

動，美其名為那些活動也在做語推的活動。

  第二，到部落訪問或召開會議，由於專

職人員在地方的人脈不夠就得透過村里長、地

方上有力人士或教會來召集人員。在部落青壯

年人大多到田地或山上工作，因此參與會議的

大部分是年長者，他們的族語說的很流利，而

「語推組織」的專職人員因年輕族語能力無法

表達清楚，講國語年長者又只聽懂一些些。因

此，結果都一樣：認為部落的族人不清楚「語

推組織」是來賣什麼東西的人。留在部落的長

者的族語說和聽的能力都好，但讀跟寫的能力

就明顯的不足，「語推組織」的人員卻反而認

為他們沒有語言的危機感，想要在部落開班授

課教那些老人家「書寫符號」，這太折騰老

人。其實原住民族使用文字只不過這十幾年光

景，傳統知識全靠老人家口而相傳到今天，何

不順勢去記錄他們語言表達的方式（那才是正

2017年6月「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通過，

又一次掀起族語振興「運動」，這次

運動的振幅不小，一鼓作氣吹生族語，成為風行全部

落進而全民使用族語運動的氣勢。

將族語融入生活的師徒制

去年有幸參與了幾場「瀕危語言」的評鑑工作，

其師徒制族語學習方式就吸引了我，因為過去一直以

來的族語教育對象是小孩子，但是師徒制的主體是青

年或中生代的族人，看他們牙牙學語，很難想像那就

是我們的族人，怎麼把自己的「母語」說成那麼卡卡

的，連原鄉都這樣都會區更不堪想像。今年再去看他

們，面對同樣的師徒，徒弟不但可以跟師傅用族語對

話如流而且還滔滔不絕，族語本來就是要在生活中

「學習」得來的，而不是「教」會的。這次政大專管

中心特別另外邀請各該族也是師傅級的兩位人員擔任

評審，當他們時而點點頭，時而微笑，就表示滔滔不

絕是有內容的，這是很貼心的設計。師徒每天生活在

一起，這也證實了要有族語的環境母語才會成長，更

說明了母語要在日常生活中傳承才會活的健康長命，

這點可以給族語推動的工作者一個很好的啟示。

語推組織的執行與問題

今年族語振興運動又有新的發展，原民會頒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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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和語言中豐富的知識，只能各別訪談才能

得到原住民族知識的「原味」。

第三，有一些「語推組織」的部落盤點工

作做得相當不錯，尤其部落人才庫的建立，根

據各個耆老的知識專長狩獵的、漁撈的、植物

的、動物的分門別類，這些知識才是建立「原

住民族知識體系」重要的文化寶庫。但是，另

有一些「語推組織」還不是很明確的知道要盤

點那些項目？它的目的為何？就只派年輕的專

職人員下部落，他們的族語交談能力不夠，又

受限於自己對原住民文化認識不足，因此只能

在文書作業列舉一些名單，像這樣建立的名單

就很難發揮它極佳的功能。由於不知道做什麼

事，就只好去「輔導」地方成立協會或參與地

方性的會議，一下子把自己的角色拉抬到高

處，認為只要是跟族語有關的事務，就想「指

揮」其他社團，方向走偏了盤點的工作就無法

落實。 

還聽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年輕一代的原

住民接受了現代語言學的理論和概念之後，到

了部落反過來卻要糾正老人家的族語講的不

對，這是倒因為果「語法正確但文化不對」的

荒謬現象，這種態度將會從根本上破壞民族的

語言文化，比禁止說族語的傷害有過之而無不

及。

第四，語推人員要有廣納各方言別的心胸

才能成事。原住民族有幾個人口較多，又橫跨

數個縣巿的族群，各具有不同表達語言的習慣

和方式，語推人員在訪查各部落時，也會用自

己最熟悉的用語，因為這是長期以來的生活習

慣，就會忽略掉其他方言群的感受，配合度就

會大打折扣，人之常情嘛！語推人員就要適時

調整心態而不是把自己認為的事強加在他人身

上，才能夠真正做到語言推廣的工作。

第五，書寫符號一直困擾著各族群，即使

在同一族群內部也有各自的堅持，要有共識是

一件很艱難的工程，各「語推組織」都在進行

書寫符號的統整工作，如能取得共識當然大家

鼓掌叫好，不行，那就相互尊重。但是，我也

發現有一部分主事者的「本位主義」很強，說

族語振興不只是工作而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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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寫的都以自己的方言別為主，無形中在內

部就在分別他／我，這也是「本位主義」在作

祟。常言道：有共識才有力量，有力量才能形

成動力，有了動力語言才能推動。

尤其甚者，書寫的資料使用了一些很偏

僻、艱澀的用語，而讓人卻步。公開的文書資

料應該使用通俗的日常生活用語，就會有很多

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語言就越流行不必用

力推，語言自然也會活絡起來。

最後，必須一提的事是「協會」和「語推

組織」在人事與業務上混淆不清。當初原民會

委辦給各族群現有的「協會」承辦，一開始就

引起其他協會的不滿和抗議，咸認為該協會的

人員和業務根本就不適合做語推的工作。真正

承接了「語推組織」的工作之後，就發生「協

會」和「語推組織」內部人員和經費的交流運

用，在期中評鑑時還看到拿「協會」的工作當

作「語推組織」的業績。到了期末一些有責任

感的主事者就很明確的切割「協會」和「語推

組織」的人員和經費，但是，還有一少部分仍

然糾纏不清，語推的工作進展令人堪虞。

以族語振興為使命

我們推動族語振興的工作少

說也有20多年了，政府從早期的

「鄉土文化」課程，到「原住民

文化振興發展六年計畫」挹注了

不少經費，也動員了許多人力，

族語的成效不如人意，這是大家

心知肚明的事實。我們現在的族

語教育一切以族語認證為首要任

務，族語認證真的是一個民族語

言文化振興的萬靈丹嗎？2008年

有一個統計不支持族語認證在原

鄉有71.2%，在都會區也有73.9%，其結果是原

民會2014年指出族語考試通過率在2007年有

77.22%，2010年70.8%，但是到了2014年卻大幅

下降到不及格的56.20%。為何會有這種結果，

除了考試的方式應該翻天覆地的檢討之外，族

語認證委員的能力和心態不無可議之處。在此

就借用前原民會主委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認

為：「原住民族本身功利主義的心態，是母語

傳承與學習的障礙，亦是最關鍵的因素。」也

就是原住民族不能把族語振興只當作一份工作

而是一個搶救民族命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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