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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時在政大黃季平老師的邀請之下，

台灣維基媒體協會很榮幸加入了「原

住民族語維基百科建置計畫」。當時我介紹了「維基

孵育場」（Incubator）的機制，建議組織各族的寫作

社群，直接利用維基的平台建置各族族語的百科全

書。比起在國內自建類似的服務，利用維基媒體這樣

的平台有兩個優勢：一是經營維護的成本由維基媒體

基金會負擔，更容易永續經營；二是維基百科有全球

的知名度和搜尋引擎的排名優劣，後續的利用、推廣

都更加容易。

族語進入維基孵育

儘管明白維基媒體運動在族語保存、復振上能

扮演的角色，但是很誠實地說，當時內部對於整個

案子能推展到什麼程度，最初沒有太大把握。除了

對於本地社群寫作能量的擔憂以外，我們也十分擔

心國際社群的溝通會不會成為整個案子中的最大風

險。這風險包括國際社群對「活躍專案」的認定會

不會太嚴苛、以致打擊寫作社群的信心；還有台灣

一地就申請10多種維基百科版本，會不會引來側目

的刁難。幸而從後來的過程看起來，這些擔憂都沒

有發生。這當然都要感謝教育部的經費挹注、政大

原民中心的認真執行，以及參與成員對維基百科的

信賴。

在加入計畫之初，本協會為整個計

畫擬下的工作內容分為四大項目，分別

是：「百科孵育」、「社群建立」、

「經驗模組化」與「文化反思」。百科

孵育與社群建立是最初步要執行的工

作，這個階段要訓練出第一批族語維基

百科編輯者，然後支持他們發展出教

學、聚會活動。接下來經驗模組化，則

是希望把先行社群的工作經驗紀錄下

來，並透過刊於網站、開設工作坊等方

式加以傳承。最後，則是透過建置的經驗，

去思考包括維基媒體運動發展，以及族語維

基本身的價值。

七年後回顧發展歷程，四大項目都算是

有一定程度的達成。而從維基媒體運動的角

度來看，我認為有幾個關鍵事件特別有意

義。

讓條目走向國際化

第一，是在百科孵育之初，在規劃如何

快速衝高條目時，我建議跳出原民文化的範

疇，多寫一些普世知識。當初我的建議是可

以先把一到十的數字條目都建立起來，然後

再來寫些地球、太陽系各星球等科學性的內

容。理由是以族語書寫本身就是以提供族人

閱讀為主，不是要讓台灣其他族群相互了

解。所以應該要多寫一般知識，讓這些知識

能以族語的方式傳承。

這樣的提議應該有影響到後來計畫的執

行，我看到每個族語都寫了很多「不原住民

族」的條目，例如世界各國、NBA球星、電

影明星等等。而在這個過程中，參與者在好

幾次的經驗分享中都提到，裡面許多新的概

念，讓他們需要挖空心思、發揮創意，自己

創造出一些新的說法。相信這對於族語跟上

世界的腳步，絕對好的開始。

第二是在COSCUP、Wikimania這些資訊

世代社群上，看到族人的身影，分享著他們

在維基裡的經驗。這些會議有著資訊世代的

習慣與性格，到了2020、2021兩年更是因為

疫情影響，全面轉到線上參與。族人現身在

這樣的場合，以全程族語或族語為主的方式

分享經驗，那個畫面被後象徵的文化交流意

義極為豐沛。

而七年來各族族語維基一個一個成立

時，維基媒體運動內部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維基媒體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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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維基語法種子教師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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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起發動了「維基媒體2030」的全球性策略討論，配合聯

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定出兩個策略方向：「知識

即服務」與「知識平權」。前者設定的目標中，希望能為同盟

與夥伴構建工具以組織並交換自由知識；後者則歡迎來自每種

背景的人們構建強勁且多種多樣的社群。這也意味著較少人使

用的語言，在這個策略方向下無論是建構社群，或者是知識的

分享，都將得到更多的國際關注。

台灣非常幸運地能夠在這樣的機會來臨之前，就打下了不錯

的基礎。這也意味著原住民族語維基百科未來

的發展，可以從如何操作介面、寫作、管理平

台、組織社群等等戰術性的摸索，朝向策略的

討論。舉例來說，我們可以開始從量化、質化

的不同角度，開始觀察族語維基百科在台灣的

脈絡下，對於族語的學習、傳承、使用、發展

有哪些影響；或者進一步討論以族語書寫的知

識，跟台灣其他族群的語言之間，有什麼敘事

角度、章節架構、比重分配⋯⋯等等的差異，

了解不同族群之間知識框架上的差異，以及如

何利用維基百科這個平台來做互補。

如何更深入維基百科

因此，我也借《原教界》一角，邀請各族

語維基百科社群深入參與全球維基組織，爭

取發展資源，也更進一步融入開放知識社群

文化。具體的做法提供如下：

一、申請維基媒體基金會的補助。今年

維基媒體基金會推出全新形態的補助架構，

分成「社群基金」「聯盟基金」與「研究和

技術基金」三種。社群基金之中的快速補助

可以在15天內審核通過，最高撥款金額5,000

美金；聯盟基金可以補助非維基社群的組織

執行維基百科專案，上限100,000美金。

這些補助額度高、撥款審查貼近社群活

動需求，而申請方法和過去申請案例也都會

公開在「元維基」（meta.wikimedia.org）平台

上可做為參考。在審核、報告的過程中也能

更近一步了解維基社群的期待。過去族語的

發展多仰賴官方資源，但在政府資源有限之

下，台灣維基媒體協會相當期待協助引入國

際等級的NGO資源，以協助族語的發展。

二、參與全球性的維基媒體社群活動。

如果要申請維基的經費補助，最簡單的方式就

是參與在維基社群中已經有一定聲望的社群活

動，為這些活動辦理族語的版本。例如「維基

愛古蹟」「維基愛地球」的攝影賽事，或是

「藝術與女性主義」「維基百科亞洲月」等

寫作馬拉松活動，台灣都已經有多年的參與

經驗，可以很簡單地參考現有架構複製各族

語版本的活動，由此累積社群經營的經驗，

也讓族語運動與社會議題之間有更多的結

合。

三、拓展台灣的伙伴關係。在自行有能

力申請多元的補助、也能與充分與各種議題

結合之後，族語維基百科社群也有能力跟學

校、圖書館、博物館、研究機構等成為伙

伴，讓各族語維基百科能有更多條目、更深

入的內容，也更具影響力。

期待下一個7年

2015至今7年期間，在戰術設定還算合理

明確的情況下，成功讓五族語維基百科成功

上線。而今年起到2030來臨前又差不多是一

個7年，我們面臨由戰術提升到戰略境界的挑

戰。期待7年之後，維基能成為族語發展更緊

密、更有力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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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媒體基金會2020年推出全新的三類補助，供全球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