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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從來沒有想過一個「謬想」可以

經過12年不斷的實踐看到成果，

2010年，維基百科上線9年，還處在被大家質

疑可信度的階段時，我們展開試驗到努力經

營，生下5個語言的維基百科。這場美麗的冒

險與實驗已經要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我們

更需要思考的是族語維基百科未來的發展。

從2010年開始

族語維基百科的「謬想」來自於林修澈

教授，他是一位「百科事典控」，喜歡將各

種學問精簡為詞條式的理解，因為詞條是最

沒有廢話的文字，這是他對世界各式各樣的

百科全書著迷的原因。因此，當他在網路上

看到維基百科能透過資訊科學來處理龐大複

雜的知識性資料，又能使用多國語言切換的

便利性來了解不同語言對相同事物的看法，

這時，他馬上想到政大團隊一直都在編輯原

住民族的語言教材，這些民族語言若能成為

維基百科的語言，應該對族語的發展有助

益。

為何稱這個想法是「謬想」？因為在當

時的年代，族語的發展還在努力的建置中，

維基百科也還未被普遍接受，最重要的是，

我們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規劃進行。懵懵懂懂

的過程，知道有台語維基和客語維基，我們

請教當時的做過台語維基的楊允言教授，詢

問一些電腦技術人員，還是似懂非懂，當時

覺得技術問題應該還好，廚師做菜要有食

材，應該是要先準備好族語，之後再找廚師

烹飪就行了。

就這樣，林修澈教授跟當時在國語會推

動「族語文字化」與「族語活化」的蔡惠霞

提出這個構想，惠霞基於信任但也很有膽識

文•圖︱黃季平（本刊本期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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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維基媒體協會 美國維基總部

2014年底開始進行計畫之初，團隊依然在

為怎麼找到廚師而煩惱，計畫進行一個月後，

我們為了要推動這個計畫，一直在找尋可行的

辦法，到底台灣有沒有人在跟美國的維基總部

有連結。總算在翻閱相當多資訊後，發現台灣

有自己的維基協會，身為「台灣維基媒體協

會」的秘書長王則文正好是政大校友，所以我

開始試著聯繫，總算找到這位校友，也開始我

們真正進入到維基百科的操作。維基百科的操

作，是依靠一些無償而熱心的志願者在不懈的

奉獻。台灣維基媒體協會也是如此熱心幫忙，

之外還帶有一些興奮，他們十分願意投入過去

想了解而無緣接觸的原住民族語言。

國際維基活動

台灣維基媒體協會除了提供一些技術幫

忙以外，也引導一條開拓視野的路，政大團

隊開始投入國際維基活動。第一場地點在南

非的開普敦。南非是陌生而遙

遠的地方，中心業務又非常繁

忙，我有些躊躇。林修澈老師

意志堅定的組團遠行，他說

「我們到現在，仍有許多關鍵

沒有掌握，如果不直搗核心努

力討教，就會像抽籤抽到『遠

行艱難，事業無成』，這是下

籤，也是下策。走！」

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

（Bartholomew Diaz）1486年

在前景茫茫中奮勇航行到開普

敦，是歐洲人開發亞洲航線的

一大步。我們一行四人於2019年也在前景茫

茫中奮勇航行到開普敦，不過只是團隊區區

困惑的揭迷之旅。還有一點不同，雖然同為

「航行」，迪亞士是艱辛的航海，我們是舒

適的航空。

由於台灣維基協會的引介，我們很快認

識維基總部以及各國維基協會的活躍成員，

同時受到熱烈回應，引起他們的興趣。原來

扶持各種弱小語言上線以及收集各種語言詞

彙去建立語料庫，也是維基團隊鎖定的重大

項目。言談之中，我們也把心中的疑難雜

症，適時適機拿出來請教，得到許多意想不

到的答案，對往後工作的推動幫助極大。

第二年春天到西班牙的巴斯克區，巴斯

克語對於語言愛好者的吸引力，可以用「無

以倫比」來形容。同年秋天到瑞典斯德哥爾

摩，這裡是諾貝爾獎的決策地點，又可以算

是世界的文化中心。瑞典與台北的連結是

IKEA以及類似貢丸的肉圓。西班牙與瑞典這

兩次會議已經演變成老朋友

聚會，提問更加得手應心，

所得到的答案也更深刻。我

們去追查亞美尼亞政府如何

把維基詞條寫作推動成各級

學校的全國性運動，這一點

跟台灣非常相似。

維基認定的標準：活躍

如此這般，我們抓到關

鍵概念，就是「活躍」。維

基精神，不是很在乎詞條的

多少，也不是很在乎詞條內

地說服長官來催生「原住民族語寫作工作

坊」計畫，計畫內容就是讓書寫者模仿維基

百科的撰寫詞條方式，書寫族語的詞條。當

時我們找了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太魯

閣族、布農族、卑南族6個族的族語編輯委員

們來參與，大家真的都是在什麼都不懂的情

況下書寫一篇一篇的詞條文章。這個計畫在

一年後結案。詞條歸詞條，好像跟編課文或

寫朗讀文章一樣，似乎沒有連結到上網。我

們雖然有了食材，但是還找不到正確的廚師

來烹調。

五年推動（2014-2019）

2014年底，「族語維基百科」計畫又再度

被拿來討論是否要重啟。從2011到2014的這段

時間，政大依然在編輯教材，這時候編輯的教

材是由原民會委託的補充教材，也就是我們俗

稱的「四套教材」，我們仍然與各族的編輯委

員們共同奮鬥如何讓族語的文字書寫能更穩

定。這時國語會已經併入終身教育司，終身教

育司致力於本土語文教育的推動，其中「族語

文字化」仍然是重要的議題。因此，政大團隊

再度提出可以執行「族語維基百科建置計

畫」。

各國的維基百科又經過5年的發展，幾乎

已經是民眾查閱資料時的首選，這個「自由的

維基百科」，不斷在茁壯，嚴謹度與可信度也

逐漸被接受，再加上族語食材也變得更豐富，

因此，政大團隊覺得可以重新再試試讓族語進

入維基百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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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於2011年在

花蓮推動維基詞條

寫作。

政大團隊於2010年在政大辦理族語維基寫作

研習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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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水準的高低，最在乎的是活躍，也就是有

多少人在更動。更動可以是一個舊詞條的內

容，包括修改、添補、正誤。更動也可以是

一個新詞條的創立。總之，只要有人願意自

動經營，詞條數少可以變多，詞條品質劣可

以轉佳。

本此精神，族語維基，也一樣不必在乎

詞條多少與劣佳，只要有人肯上網動鍵，族

語便能活躍，便能有生命力。

開課教「維基語法」

族語維基最需要的就是拓展寫手，但是

進入維基寫詞條需要學會「維基語法」。這

種本事，跟一般文書打字，大不相同，必須

開課學習。到各族去「開班授徒」變成為中

心助理的工作，帶頭的主事者是這個計畫案

的專任助理CoCo（蔡佩珍）。CoCo認真負責

守護著族語維基百科的所有進展，激勵族語

寫手來保持族語維基的活躍度。

指點撰寫共通性詞條

維基百科包括數百種語言版本，由各語

言的使用者去經營。維基總部（服務部門）

則是提供同一詞條在各語言之間的連結。維

基不同於其他百科事典的好玩之處，便在於

同一個詞條可以悠遊於眾多語言之間，寫手

可以借鑑其他語言的內容，加以翻譯或改

寫，然後收錄在自己的語言裡。而詞條的獨

特性，固然可以彰顯自己的特色，但是詞條

的共通性，卻可以借用別語的豐富內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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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大自己語言的知識容量。一般人的思維容

易朝向獨特性，但是善用維基百科的這些特

性，可以引導大家即時採用共通性去加以發

揮。所以必須為新的寫手提供詞條目錄以供

選擇，讓其容易寫出來，又容易發揮維基特

色。這一點國際化的感覺，使很多寫手沉醉

其中，樂而不疲。

維護維基撰寫的環境

族語維基的經營，有時涉及環境的維

護。寫手在奮力撰寫時，可能出現環境的險

惡，達到不是個人力量可以克服的情況。撒

奇萊雅語正要衝刺上線時，突然發現語言代

碼有疑義，原來在國際上把撒奇萊雅語當成

是那荳蘭語（阿美語的一種支系）。政大用

一年半的時間去爭取正名後，才能名正言順

上線。邵語長期被認為是原住民族語言裡最

瀕危的一種，經過邵文協與本族的努力，已

經不斷超前，正在從容發展族語維基時，突

然發現邵語被國際認定為死語，一切都不能

再玩了。政大也用一年時間去證明邵語是活

語，死而復生，可以繼續編輯邵語維基百

科。政大與各族的分工漸漸明朗，政大負責

族語環境的維護。

開拓維基經營經費的途徑

維基的基本精神就是自發性，所以沒有

稿費或也沒有寫手的薪資。當然維基組織本

身也有相當的財力，這些經費只用在培訓或

講習。未來，政大希望能引導各族語維基團

體向維基總部申請經費，而不是個人撰寫來

領稿費。維基總部提供的金額，從5千美金到

10萬美金不等，經費報銷又比台灣制度寬

鬆，應該有極大的誘惑力。廣招生員，培育

新血，或是老手切磋，交換經驗，都是需要

經費的，若各族可以自行向維基總部申請經

費，運作得宜，就能存活下來。

製作族語維基大事年表

族語維基推動過程的甘苦，在大家偶爾

相聚時，互聊兩句，心神相會，感覺到很溫

暖很舒暢。不過隨著時間消逝與雜事繁多，

細節逐漸忘記，日期經常弄錯。撒奇萊雅語

版維基的生日（上線日期），政大畫在成果

展的主視覺大幅上。成果展之後，主視覺移

到辦公室的外牆上，所有員工每天都會照

面，畫裡飛到樹上的鳥，彷彿每天清晨窗外

發出唧唧喳喳的鳥，畫鳥野鳥變得真假難

辨。可是演講寫稿時常記不住2019年11月29

日的精確誕生日期，還得開門走到外牆去確

認。所以這次的族語維基專輯，特別請編輯

助理製作「族語維基大事年表」，相信這是

往後大家，包括身歷其境與早已久仰，在拼

湊故事時的必備參考文獻。

2022今後

在阿美語與排灣語獲得上線後，台灣的

上線族語有5種，僅次於印尼的9種，菲律賓

的7種。但是如果考慮到它們的語言總數，印

尼是431種，菲律賓是176種，台灣是21種。

我們更可以體認到台灣的輝煌成績。這種成

績的維持維護，必須靠大家的自覺與自動。

永遠不要忘記維基的規則：不活躍，便下

線。
CoCo（蔡佩珍）與賽德克族語維基小幫手江凱文討論如何使用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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