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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密度圍繞著，長年受漢人

文化壓縮影響下，邵語使用屈

居弱勢。

族語家庭難以推動

邵族語言傳承面臨嚴重

斷層，早在2013年邵族文化發

展協會執行原民會當時推動的

「搶救瀕危族語計畫」時，便

發現部落幾乎無法推動「族語

家庭」這個項目。就當時分別

由石阿松、高倉豐、石玉英、

石至寶4位長老帶動的4組實驗

家庭結構來看，70∼90歲以上

的長者能夠以邵語流利對話，

但多無書寫能力，但是扮演家

庭支柱的30∼69歲這個年齡

層，卻幾乎無人可以扮演母語

傳續的角色，他們多數雖聽得

懂或可透過前後詞意揣測出句

意，但有書寫能力的多是在

1999年921地震後，在邵族發

起正名獨立運動時期，透過重

新學習與深耕再度找回邵語能

力，然而人數屈指可數。而在

10∼29歲年齡層當中，邵語能

力較佳者，多停留在單詞應

用；反而是10歲以下的孩童，

因為國小授課有進行鄉土語文

教學課程，已有接觸邵語拼音

與九階教材的基礎，反而是全

家當中邵語程度聽說讀寫能力

較為平衡者。

原本希望透過族語家庭

來營造母語對話氛圍，在當時

邵族部落執行實際情況，卻比

較像是1位老師對多位學生的

混齡教學狀態。

族語師資嚴重匱乏

這些年隨著耆老相繼離

世，部落裡能以母語交談的耆

老已屈指可數，而族語師資嚴

重斷層，邵語教學面臨師資匱

乏的窘境，以目前僅5位（簡

史朗、高榮輝、袁百宏、丹俊

傑、袁守康）族語老師來消化

整個族群的族語復育、考試命

題、國小教學、遠距教學、新

創詞研討、部落學校等⋯教育

工作，更是凸顯邵族當代族語

傳續的艱鉅。因為族語復振，

再多再好的規畫都需要有教學

人才來支撐。

利用師徒制培養師資

2018至2019年間，邵族語

puqaqangqan波卡槓

槓，在邵語的

意思是指水面漾起層層波紋。

石阿松長老在教孩子們這個單

字時，他形容：就像是丟了顆

石頭到潭水裡，噗咚一聲，從

石頭掉入水中的地方會出現一

圈一圈的水紋⋯。如果連石頭

都能有自己的影響力，那麼身

為人當然也會有屬於自己的影

響力。

從霸主變成瀕危

邵族世居日月潭，雖位

處熱門觀光景點日月潭風景

區內，豐美的傳統文化卻在

歷經殖民政權交替、水庫興

建及多次土地政策變革後，

不僅面臨部落傳統領域及古

文物大量遺失的窘迫境況，

更因高度漢化的生活環境，

使得母語瀕危、部落祭儀及

生活空間限縮，短短數十

年間歷經多次劇烈文化衝

擊。多年來的變遷與侵

害，讓邵族從昔日的水沙漣

霸主轉而列名「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語言極度瀕

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的

族群。

漢人文化下的掙扎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的

伊達邵部落，為原民會目前

唯一官方公告之邵族部落，

亦是邵族最重要傳統祭儀—

祖靈籃文化，保存最完整的

地方。據內政部戶政司2019

年12月統計，邵族在台灣目

前總人口數為809人。另南投

縣政府2019年10月統計，魚池

鄉邵族人口305人，佔邵族整

體人口比例37%。而邵族部落

所在的日月村總人口數為979

人，邵族人約300人，僅佔日

月村人口30%。從數據中能觀

察到部落文化及語言，在人

口比例高達70%的漢人社會中

如果有一天邵族能有自己的民族學校？
もしある日サオ族が自分たちの民族語学校を持つようになったら？
If the Thau Have Their Own Ethnic School Someday in the Future…
文‧圖︱陳姳曄（邵族聯合行政辦公室主任）

2019年邵語夏令營之邵語學習員帶動邵語練習課。

如果有一天邵族能有自己的民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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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族語學習員混齡教學畫讀
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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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塊地都是邵族傳統領域

裡的地名，而翻開機會、命

運牌裡的問題或挑戰，當然

也都要以邵語來表達。這個

遊戲的第一群試驗者是邵族

伊達邵部落文化健康站的長

老們，第2群試驗者是放學

後，來協會寫功課的小朋友。

後來，我們開發每個邵語教學

遊戲都比照這樣的方式來試

驗，如果能夠被不同年齡層的

族人接受，大家都能投入並對

遊戲感到興趣，那麼在這個遊

戲當中出現的邵語，被學習牢

記的機率當然大幅提升。

在2019年暑假展開的邵語

學習營順利結束後，除了將原

有教具持續進行優化改善以

外，透過檢討會議，非師資培

訓體系出身的學習員，他們很

清楚未來有更大的挑戰，當身

分從學生轉換成族語教學老

師，不論是對於教案的規劃、

上課節奏的拿捏、學生注意力

的掌握等⋯都是全新課題。

文化認同決定學習意願

尤其當代族人對於邵語

學習的動機薄弱，邵族身處觀

光地區，許多家長都認為孩子

學習外語才有競爭力，就現實

層面而言，邵語對於升學加分

方面雖具有影響力，但以長遠

而論，能夠讓邵語學習扎根的

力量，還是要回到文化認同。

部落記憶、技藝持續發生、新

生，是啟動文化存續的關鍵。

人、語言、傳統領域是部落文

化重要載體，更是連結記憶的

媒介，而文化認同度更決定部

落青年的投入度。

2020年初武漢疫情席捲全

球，在部落小朋友寒假延期

的同時，邵族語推組織推出

連續4天的「收心小學堂」，

課程除了玩邵族大富翁遊

戲、觀看原民會推出的邵語配

音的影片「奇奇冒險日記」、

「溫泉屋女將」以外，也請二

位學習員設計課

程，這系列課程對

象含括非邵族籍的

學童。

扭轉主流文化

深涉在主流文化

裡，部落最終必須找

到屬於自己文化保存與維護的

方式，當非邵族籍的小朋友能

夠在翻開機會牌時，大聲用邵

語唱著打獵歌、當棋子走到讓

幸運的小朋友買到邵族聖山土

地Lalu時，其他小朋友能懂得

那無與倫比的珍貴而發出驚呼

的羨慕聲音時⋯主流文化並非

永遠不可被扭轉。

一個個邵族教具教材累

積、一個個邵語教案累積、一

次次教學經驗累積⋯總有一

天，邵族會有機會有自己的小

學校教自己的文化。

如果有一天邵族能有自己的民族學校？

陳姳曄

高雄市岡山區人，1981
年生。現於國立中興大

學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

位學程進修中。現任南

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

展協會／邵族傳統智慧

創作共同基金管理委員

會／邵族逐鹿市集聯合辦公室主任。

言推動組織，藉由執行原民會

所推行「瀕危語言復振計畫」

扶持之下，透過邵語全職師徒

制，培養2位學員陳玉聖、蔡

麗綉扎根成效明顯。在短短2

年期間內，皆通過邵語認證中

高級。

然而對邵族現況而言，

目前最為需要的是族語老師。

而非是擅長考試或是做語言研

究的人才。二位學員在投入計

畫第2年時，在3∼6月期間透

過擔任族語聚會所助教，除了

在一旁觀察邵語老師前輩們的

授課方式，也嘗試協助編輯教

學教材。而為了迎接8月時的

邵語學習營，他們各自認真準

備教案，負責其中的6堂課。

混齡的邵語學習營

邵語學習營很特別，有

來自外地的他族小朋友、也

有年紀不滿5歲的幼兒、國小

學童，還有可以權充小隊輔

的國中學生。某程度而言，

可說是當年族語家庭混齡教

學的放大版。邵族語推組織

在收到報名資料後經過討

論，決定在4天的學習營期

間，每天各自設定一個主

題，第1天：撥開邵族文化的

面紗、第2天：成為勇士之

路、第3天：部落巡禮、第4

天：帶走邵風光。我們嘗試

讓每一天的課程各有主題，

但又能連貫性的由淺入深讓

孩子認識邵族，另外更透過

分組讓孩子學會互相照顧與

團隊合作。

利用遊戲來學習族語

為了課程進行順利，邵

族語推組織開發了邵族版的

大富翁遊戲，遊戲大地圖裡

2019年邵語夏令營製弓與射箭戶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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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族傳統領域大富翁之豪
華升級版。

收心小學堂之語推組織自辦課程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