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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
提及1994年原住民族正名歷程，許多人會想
到的是由「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推動

的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然而，真正能回應原住民族正

名訴求，絕非僅靠社會運動就能達成，仍需透過政府

體制內修憲或立法始得促成。

然而當時新聞媒體並不如現在發達，對於政府體

制內訊息，無論是國民大會、立法院或台灣省議會等

民意機關的質詢、修憲或立法，其過程較不易讓民眾

了解。筆者以體制內的視角，揭開原住民族正名歷程

鮮為人知的一面。

「臺灣族/人」—「山胞」名稱改變的起點
山胞正名，一開始並非以「原住民」作為名稱

的建議。根據臺灣省議會資料，1983年，臺灣省議
會第七屆第三次定期大會，臺灣省議員洪性榮質詢

當時的臺灣省政府主席李登輝，建議將山胞正名為

「臺灣族」，有趣的是，洪性榮省議員並非原住

民，至於他為何提出以「臺灣族」稱之，因哲人已

逝也難以考究原因。

1986年4月7日，排灣族立法委員
林天生，質詢時提出，山胞至少是臺

灣的原住民，建議正名為「臺灣

人」。這和洪性榮省議員以「臺灣

族」稱呼類似。不過，無論哪種名

稱，皆看出我們是臺灣原先的主人，

並以「臺灣」作為整體族群的稱呼。

1987年—體制內集體意識形成的一刻
回顧原住民民意代表，在1987

年，一連串的體制內推動，奠定之後

原住民族正名修憲的基礎共識。

筆者於1981年10月開始在台灣省政
府服務，1987年，楊仁福、李文來、翁
文德及陳建年等原住民省議員參考筆者

意見後提案、質詢，要求政府取消「山

胞」的稱呼，更名為「臺灣原住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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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性榮省議員質詢建議將山胞正名為「臺灣族」

（1983年台灣省議會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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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或研議其他

適當名稱。雖然於他們

的提案，並未對名稱有

所定論，但確實將「原

住民」一詞呈現在臺灣

省議會文獻中。立法院

原住民立委亦於質詢中

主張變更山胞的稱呼為

「原住民」。然而，行

政院、內政部及臺灣省

政府，皆認為山地同胞

僅住在山上的同胞，且

比日治時期的「蕃或高

砂族」來得好。

除了立法院與臺灣

省議會不約而同地主張

山胞正名，行政機關雖

以上述方式答覆。但

是，行政機關並非一昧

推託。臺灣省政府民政

廳因應中央及省級民意

代表質詢，在1987年11月
辦理山胞正名的問卷調

查，主要的調查對象：

各級民選民意代表、大專學生、社會團體負責

人及相關幹部、政府機關山地行政工作人員，

還有各大學相關學系的專家學者，作為問卷的

對象。總計發出了3,336份的問卷，對於山胞應
該要改稱為何種名稱，最多人回復為「臺灣

人」佔23.8%；「臺灣原住民族」佔21.9%；維持
「山胞」佔20.4%；臺灣先住民族的也有8.5%；
臺灣族6.2%；「山地人」5.4%；其他的有
13.8%。
除了前述的質詢，還有一件指標案例，

1990年9月13日行政院提出「就業服務法草
案」修正，第24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主管機

關對「山胞」就業人員應訂定計畫促進其就

業。該條文於立法院審查時，無論原住民或

非原住民的立法委員，都要求將「山胞」更

正為「原住民」。歷經11次院會討論，終於在
1992年4月17日，三讀通過。其中第24條即將
「山胞」更名為「原住民」，成為第一個以

原住民稱呼我們的法律。

將視野再轉到臺灣省政府與臺灣省議

會，臺灣省議會審議1992年臺灣省政府預
算，楊仁福原住民省議員曾與筆者討論原住

民族正名議題，筆者遂建議楊仁福省議員做

出有關山胞行政局預算案的決議：「臺灣省

政府的預算書及公文，只要提到山胞的稱謂

時，必需書寫為：山胞（原住民）」。經台

灣省議會第九屆第五次定期大會決議，雖然

臺灣省政府表達尚待憲法修改，但臺灣省議

會仍堅持做成決議，從那時開始，臺灣省政

從政府體制內觀原住民族正名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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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政府最早於公文書正式使用「原住民」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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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預算書及公文，只

要提到山胞，就必需加

註原住民。

我是鄭天財Sra Kacaw—
正名修憲之後，原住民自
我認同之路
歷經前開各種體制

內的推動與改變，國民

大會終於在1994年完成
原住民族正名修憲。開

啟後續相關法律的修

正。姓名條例也在1995
年完成修正，明定原住

民可以用傳統名字登記

於戶籍資料；不過當時

原住民傳統名字的登記

僅能音譯成中文字登

記，例如：瓦歷斯．貝

林。而受限於中文讀

音，原住民傳統名字的

發音未必能如實表達，例如阿美族傳統名字

『Komod』，並無同音的中文字，只能屈就
使用相近的谷木」，但其意義完全不同，

『Komod』是頭目、級長之意，而「谷木」
唸起來就會是阿美族語塑膠、橡皮筋的意

思，完全失去它的原意。

因此，2000年適逢內政部提案修正《姓
名條例》，同年11月17日行政院政務委員召開
審查會議，時任中央原民會企劃處處長的筆

者，特別拜託時任中央原民會主委尤哈尼．

伊斯卡卡夫特一同出席爭取「原住民傳統姓

名得以羅馬拼音併列登記」，卻遭內政部堅

決反對，連主持會議的政務委員也支持內政

部的意見。筆者最後只能商請政務委員將中

央原民會的意見與內政部版本，併陳行政院

院長裁奪；然而，上呈的公文還沒送到前行

政院長張俊雄手中，就被時任行政院秘書長

邱義仁代行，以內政部版本提行政院院會後

函送立法院審議。

無奈之下，筆者私下拜託時任原住民立法

委員楊仁福提案，於《姓名條例》第2條增列
「原住民之傳統姓名，得以羅馬拼音併列登

記」，並於2001年5月24日提出。值得慶幸，在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時，獲得原住民立法委

員蔡中涵、瓦歷斯．貝林及其他非原住民立委

的支持，成功修正：原住民之傳統姓名得以羅

馬拼音並列登記，順利三讀通過。

2001年姓名條例修正後，許多原住民都會
將傳統名字並列登記，此外也有部分直接取用

傳統名字。另外，也有呼聲認為原住民姓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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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鄭天財Sra Kacaw還原歷史─就服法原住民正名早修憲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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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實，應該可單列「原住民文字」(或稱羅馬
拼音)直接登記原住民傳統名字。筆者擔任立法
委員時為捍衛原住民族的姓名平權，於2022年4
月提案修正《姓名條例》，主張原住民得以原

住民文字單列原住民族傳統名字，當時因行政

院及內政部反對而未能修法通過。

2023年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原住民族
語言發展法》及《國家語言發展法》明定

「原住民語言為國家語言」，認《姓名條

例》第2條第1項之「應取用中文姓名」應擴
張解釋為「應取用國家語言姓名」，判決原

住民得以單列原住民文字登

記原住民傳統名字。2 0 2 4
年，筆者再次提案修正《姓

名條例》，得以原住民族文

字單列原住民族傳統名字。

高金素梅及伍麗華委員亦採

相同主張分別提案。終促成

立法院2024年5月14日三讀通
過姓名條例，明定原住民得

以單列原住民族文字登記傳

統名字。

法律明定戶籍資料應註記原住民民族別
筆者於2000年1月調任中央原民

會企劃處處長，研擬「原住民身分法

草案」提報行政院於2000年10月24日
函送立法院審議，雖然《原住民身分

法》的立法目的僅限於認定「山地原

住民」及「平地原住民」之個人身

分，不包括「民族別」。筆者突破立

法體例，協調原住民立法委員增訂

「應註記族別、原住民之族別認定辦

法由行政院定之」，並獲立法院於

2001年1月三讀通過，讓原住民之民族別可以
登記於戶籍資料。

從政府體制內觀原住民族正名過程

鄭天財 Sra Kacaw
花蓮縣瑞穗鄉瑞良村法淖部落

人，阿美族，1956年生。國立台
灣大學法律系畢業。現任第8-11
屆 平 地 原 住 選 區 立 法 委 員

（2012-2024）。曾任台灣省原
住民行政局副局長（1994.01-
1997.01）、臺灣省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副主委(1997.01 -1999.01)，中央原民會處長
(1999.01-2001.08)、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委。

拜託楊仁福委員提案修正《姓名條例》增列「原住民之傳統姓名，得以羅

馬拼音並列登記」。

陪同原民會主委出席行政院審查《姓名條例》修正草案，極力爭取「原住

民傳統姓名得以羅馬拼音並列登記」，併陳行政院院長裁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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