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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讓它像是一個自然發生的過程，只是

很諷刺的是，我們聚會的目的是為了「說自己

的語言」，我們無法改變歷史造就的今日，但

我們要創造機會找回失去的一切。

個人認為比起「族語教室」，我更喜歡

「族語聚會所」的名稱以及學習模式，如政

大林教授修澈所言，大家圍坐一圈，一瓶飲

料（能讓族語說得流暢的飲品）擺在中間，

開始用族語聊天。確實這樣的方式非常符合

部落的生態，但若要達到政府期待的績效或

漂亮的數據，畢竟教與學是一條漫長的道

路，況且聚會所不是一個教育機構，而是自

發性的學習場域。

聚會所執行過程

2019年3月15日卑南族語言推動組織召集

各部落，參與「族語聚會所」辦理說明會，該

年度共計開設9個聚會所，分別為南王詩詞祭

文聚會所、南王古謠族語聚會所、南王親族族

語聚會所、寶桑族語聚會所、知本族語聚會

所、知本婦女古謠聚會所、建和族語聚會所、

泰安族語聚會所、阿里擺族語聚會所等，另外

加1個知本教會族語班，則共有10個場域同時

進行卑南族四個語別的學習。

族語學習不可標準化

卑南族部落分佈相距並不算遠，最近車程

10至30分鐘不等。專職人員平均每兩週去觀看

一個聚會所的情況，由於各聚會所類型不同，

族語能力的起點不一，我們不能用齊頭式的標

準去評定每一個會所，而是針對學習內容去關

心大家學會了什麼？學會了幾個單詞？會唱幾

首傳統歌？會說幾句生活的族語？或觀察整個

聚會所的學習氣氛。然而，越是自由的學習越

不容易看出標準化的成果，雖然每一個聚會所

都有提出學習計畫，但不一定按著計畫走，以

傳統歌謠的學習為例，在多首歌曲中，南王部

落的「老歌謠三部曲」是當中較為困難的古

卑南語的生命跡象

卑南族目前人口數約有16,576人，依16族人口數

排名第7位（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2020年2月統計數

據），現階段的卑南族語的生命跡象約30%，在卑南

族10個部落當中，尚能以流利族語溝通的年齡約在

60歲以上，而60∼50歲族人僅能以簡易的生活單

詞，或以不通順的語句溝通，再者50歲以下族人幾

乎不能用族語溝通，頂多用幾個單字拼湊出似懂非

懂的話語。

如果我們單單只將母語搶救的希望，灌注在小

學或學齡前的兒童身上，卻沒有建立一個全然使用

族語的環境，未來這個語言可能會被簡化，也就是

語言文化的厚度將會變得單薄表淺。因此，我們更

應該投入更多的心力，思考如何讓部落恢復充滿族

語對話的環境，而「族語聚會所」是社區族語營造

很重要的一步。

聚會所的意義

當有一群人定期聚集在一個場域，共同執行一件

特定的事情時，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文化正在發生，因

為需要，因為有意願，因為認為有意義，所以它自然

的不斷地發生，如同每年定期辦理的祭典儀式，它

具有共同的意識與價值觀，而產生群聚性的行為。

我想說的是，「族語聚會所」的成立像是採取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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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族語言推動組織（台北成果展）。

知本婦女古謠聚會所。 南王詩詞祭文聚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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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學習者們很難學會這個調子，有時候學員

認為太難而不開口，但老師每一次都會帶大家

唱，不管學員是不是有開口，透過不斷地旋

律，相信會烙印在心中。其實看到族人們從一

開始不太會唱，到期末的成果發表，每一個人

的聲音融合在一起的震撼力，真令人感動。

耆老是最珍貴的語言文化資產

真正珍貴的語言文化價值，潛藏在部落耆

老的腦中，我們要把握有限的時間，不斷地讓

長輩們說族語，在學習的過程同時紀錄，紀錄

不僅僅是保存，更是發現問題的來源。「南王

詩詞祭文班」確實有達到這樣的效果，這個聚

會所最具特色的主要角色，也是智慧寶庫—陳

光榮長老（83歲），在他青壯年時期紀錄了以

前老人所說的傳說故事、歷史事件、南王古語

等，而陳長老也甚感擔憂，這些古語必須盡快

傳給下一代，於是先列出了1,000條的古語詞

彙，對照白話的單詞。另一名重要的角色是具

有優級族語認證的林清美老師（83歲），在當

中擔任協同教學，當陳長老述說具深度且較困

難的語句或單詞時，清美老師會協助以中文解

析，而學習員們也會不斷地提出比較實際應用

的問題，如何用在生活對話中，或是用在寫族

語文章當中，因此，它是具備了紀錄性及應用

性的聚會所類型。

家族一起來學族語

南王親族族語聚會所，這個班於2014年成

立，成員都是家族親戚因而命名為「親族族語

班」。成立的原因是家中一位唯一會說流利族

語的長者過逝，子孫們遺憾沒能在長者在世時

用族語跟他對話，長者離去前，請了親戚長輩

不斷地在他身旁說著族語、唱著傳統的古謠，

直到他離世。子孫們決定每週聚在一起學習族

語，一直持續到現在。值得一提的是，學習過

程中有一名學習者，也是這個班的班長，因必

須出國一段時日但又希望持續上課，因此特別

利用通訊軟體line，發展出遠端視訊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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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line功能不如預期，常有雜訊和遲滯情

形，仍未影響學習態度。

活到老 學到老

建和族語聚會所及泰安族語聚會所，當中

的成員皆為銀髮族長者，兩個聚會所的特色都

是讓長輩們學習字母拼音。其中「建和族語聚

會所」成員們可以族語對話，形成一個族語聊

天時間，每週找一個主題聊天，並發展出族語

的字母卡，讓長輩們拼字卡學拼音。

學習類別區分：

類型 族語聚會所

紀錄性、應用性 南王詩詞祭文

古調、歌謠、詩歌 南王古謠族語、知本婦女古謠、知本教會族語

會話、文句分析 南王親族族語

歲時祭儀主題 寶桑族語聚會所

閱讀、書寫 知本族語聚會所、阿里擺族語聚會所

聊天、拼音 建和族語聚會所、泰安族語聚會所

困境與迷思

一、族人們對於「族語學習」即「開班授

課」的僵化思維所侷限。「開班授課的學習」

跟「族語聚會所的學習」是兩條不同的學習路

徑，族語聚會所是提倡聚在一起「說」族語。

從零開始的學習者，必須規劃有邏輯性的學習

進程，及由淺入深的教材安排，當有一定族語

程度的時候，再進到所謂的「族語聚會所」，

使學習者有一個「聽族語、講族語」的刺激性

的環境，如此學習才會有效果。

二、在執行的過程中，有些小部落沒有族

語老師，於是請鄰近部落的族語老師前來教

授，該部落人口少，青年外流，部落族人不太

有意願學習族語時，族語聚會所難以持續，於

是走向終止。

三、族語聚會所的老師是誰？每一個會說

族語的長輩都可以當教學者嗎？我認為需要有

一名具高級以上的族語認證的「協同教學者」

共同參與執行，當耆長提供知識但不會教族語

拼音或句型時，可以透過協同教學者來幫助學

習正確性，這樣學會比較有效率。

結語

族語回家學？幾乎是不可能辦到的事，因

為父母不會說（不太會說）族語，於是學童先

是透過「學校系統」族語課程習得，然而學習

時間也僅限於每週1小時，實在少的可憐，所

以理想的規劃是在部落裡有一個固定說族語的

場域，如語言巢、族語聚會所等，但維持這樣

的場域必須要有「共有意識」即族語危機感，

它才有可能自然地，且不斷地發生。  

Senten Katadre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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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族語聚會所拼讀字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