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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空洞化和文化斷層危機。對此，族人常感

嘆，原住民為了在主流社會拼經濟求溫飽和求

學翻轉命運，往往以犧牲族語文化為代價。因

而孫大川曾感嘆原住民族像似黃昏民族，快在

台灣社會中消失了。

瀕危語言的傳承困境

台灣是多樣族群、多元文化及多種語言的

國度，當中原住民族在台灣生活幾千年且孕育

著非常豐富的語言文化遺產，這般彌足珍貴的

歷史文化資產也最能代表台灣的文化精髓。可

惜台灣原住民族近四百多年來遭受諸多外來殖

民者的統治壓迫和強制同化，造成許多原住民

族及語言文化面臨瀕危或消失。目前官方認定

的原住民有16族和42種方言別。然而，在歷經

日治50年期間強制實施「皇民化教育，灌輸族

人效忠日本天皇」和國民政府接續推行「獨尊

國語、壓抑方言」的語言政策，加上族人若要

升官發財及求取功名，愈精通主流語言文化愈

可能成功（深度同化），構成百餘年來台灣原

住民族語言使用的環境日益惡化，現今30歲以

下族人不到4成會使用族語，顯示原民社會已

出現嚴重的族語文化傳承窘境。

根據原民會近期的調

查，台灣原住民族有10種

方言別被列為瀕危語言，

包括：卑南語、賽夏語、

撒奇萊雅語、噶瑪蘭語、

邵語、拉阿魯哇語、卡那

卡那富語、茂林魯凱語、

萬山魯凱語、多納魯凱語

等。顯示當今搶救、復振

原住民族語言已成為原民

會刻不容緩的首要施政項目。雖然近年原民會

積極鼓勵民間成立「語言推動組織」及編列預

算推行「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振補助計畫」，

採師徒全薪以「一對一」或「一對二」的方式

傳授族語。但一般咸認，原民會理應將計畫型/

補助型的瀕危語言復振計畫轉為制度型的常設

措施，長期投入充分的經費與資源，大力推動

語言復振工作，才能有效改善瀕危語言的傳承

困境。

 

盱衡
歷史，在17世紀荷蘭人占領台灣並引進中

國沿海之漢人遷移台灣開墾之前，原住民

在台灣早已生活了幾千年，算是台灣社會最早的主人/

先住民。直到四百多年前，歷經荷蘭、西班牙、明

鄭、清朝（漢人）、日本及國民政府等外來勢力憑藉

武力強行入侵和實施高壓殖民政策，不僅改變原住民

身為台灣主人的地位，同時也使得原住民的土地家園

被掠奪和族群文化被摧毀。在這般歷史不正義的危害

下，原住民族便成為國家社會中的邊緣性族群，並被

殖民統治者在官方文件上註記為「生番」、「熟

番」、「高砂」及「山胞」等，這些稱謂皆帶有濃烈

的歧視意涵，是被嚴重污名化的符號，且這類污名化

符號還充斥在社會各個角落，使得許多族人日漸對自

族文化產生認同危機，繼而形構了自我認同的污名

化，並將其自身的負面感受和認知表現在價值觀和行

為上，如否定自己、自卑感、缺乏自信心、隱藏原民

身分及避免講族語等，這也迫使族語文化日趨流失。

歷史不正義與原民文化消失危機

雖然台灣原住民族歷經1980年代原住民權利運動

及後繼原運的種種努力，催促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成

立、原住民族身份法等諸法令的相繼實施，原住民族

的社會地位確實有提升，

且在經濟條件、教育程度

及人口素質等方面也改善

許多，只是隨著原住民族

各項社會發展指標的進

步，族語文化卻面臨快速

流失的危機。原本部落是

培育新生代族人具備族語

能力和傳承深層文化的最

佳場域，如今部落年輕人

口群為了升學或謀生而大

舉外移都會區，造成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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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教育的先行者：從靜宜大學原住民族文化碩士班談起

原碩班新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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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實驗學校後繼無力

台灣近年來歷經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

及價值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而原住民族也藉此

社會發展趨勢，結合本土勢力發動「原住民正

名運動」、「原住民自治運動」及「還我土地

運動」等，由此也促成原住民族內部開始致力

於思考，如何建構自族的知識體系與教育模

式，以培育符合原住民族社會文化發展所需的

人才。也因此，帶動一波籌設民族實驗學校的

風潮，並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逐步嘗

試結合在地原住民部落的人、文、地、產、

景，藉此規劃民族教育課程、教材及帶領學生

實地參與各項文化活動，透過部落即教室、文

化即生活的深度學習方式，培育學生具備深層

的族語文化能力，繼而傳承文化。例如幼兒沉

浸式族語教育、民族實驗小學、原住民完全中

學等（非正規教育體系部份還包含部落學校、

獵人學校、部落大學），即建構以部落為基礎

的教育模式。目前有諸多原鄉幼兒園實施沉浸

式族語教學及部落小學轉為民族實驗學校（如

博屋瑪國民小學），對於幼兒和學童的族語文

化能力都有顯著的提升。問題是，目前原住民

完全中學在國民基礎教育（升學課程內容）與

民族教育（族語文化內容），孰輕孰重或兩者

如何平衡問題仍在掙扎及討論中，加上原住民

完全中學的數量屈指可數，使得各原鄉部落之

民族實驗小學畢業生如何銜接原住民完全中學

仍面臨極大的考驗。

靜宜原民文化碩班成為培育族語文化

傳承人才的搖籃

靜宜大學長期對於原住民族議題

研究與原住民族高等教育著墨極深，

以致自2013年開始構思原住民族高教

的出路，繼而在2015年與賽德克族民

族議會討論籌設原民文化碩班的可

能，並展開課程設計與規劃耆老授課

事宜；而後於2018年向教育部申請108

學年度開設原住民族文化碩士學位學

程獲得通過。原住民族高等教育的推

進，可以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為

里程碑（2001年8月1日成立），之後各大專院

校紛紛設置各類專業的原住民專班，希冀培育

原住民大學畢業之人才，並貢獻所長於原住民

族社會發展。然從教育現場可見，原住民專班

的學生來自各族群，加上專班課程規劃設計係

以一般專業領域為主軸，頂多加入一些泛原住

民族文化課程，這般教育模式著實無法舒緩原

住民族文化傳承危機，更遑論能藉此教育模式

建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就東華大學民族學院

來說，確實培養許多族群關係、民族事務、社

會工作、藝術傳播等民族專業領域的原住民人

才，只是大多屬於泛原住民族的知識範疇，還

是無法針對個別民族的知識體系進行深度的傳

授與建構自族的教育體制。基於此，靜宜大學

與賽德克族民族議會體認到民族耆老凋零、文

化知識流逝及族語文化傳承的危機，由是，嘗

試透過高等教育體制，落實單一原住民族自主

文化傳承的工作，於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

院成立「原住民族文化碩士學位學程」。本碩

士班以個別民族文化系列課程為核心，並以該

民族語言能力為入學條件。本碩士班第一屆與

賽德克族民族議會合作開設賽德克族文化傳承

系列的課程，期待未來本碩士班可分組招生

（增加泰雅族、布農族、阿美族、排灣族

等），以培育更多族群的族語文化傳承人才，

並使靜宜大學原住民族文化碩士班成為培育族

語文化傳承人才的搖籃。

族語教育的先行者：從靜宜大學原住民族文化碩士班談起

賴秦瑩

台中市北屯區人，1982年生。中正大
學社會福利學博士。現任靜宜大學健

康照顧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

專班助理教授。曾任靜宜大學原味大

地（部落有機市集）執行長。長期致

力於原住民部落產業發展的研究。

郭俊巖

台南市鹽水區人，1963年生。中
正大學社會福利學博士。現任靜

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

學系特聘教授、人文暨社會科學

院院長。長期致力於原住民議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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