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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大原民中心，自2014年
起，執行教育部「原住民

族語朗讀文章計畫」迄今10
年，配合「全國語文競賽」公

告及修訂文章，建立完善管理

模式，從辦理「編輯會議」、

「邀稿寫作」、「審查文

稿」、「文稿數位化」、建置

「朗聲四起」資料庫，每年定

期滾動修正，以期提高原住民

族語朗讀文章的精確度與可讀

性。

批評容易、寫稿不易
原住民族語朗讀文章旨

在提升學生對於族語書寫系

統的「視」、「讀」能力，

過去為完成各語別文章資料

庫數量，有些語別會先以中

文進行創作，再各自以轉譯

的方式完成朗讀文章。然每

年配合全國語文競賽期間初

稿公告、修訂公告，大多數

的建議為部落拼音的建議，

或文章「譯稿」的建議。

為因應同語別不同部落之

方言差異，全國語文競賽臺灣

原住民族語言朗讀文章，以不

改變文章內容、句子本意，均

接受縣市參賽代表之個別化文

稿修正，為解決「譯稿」爭議

問題，規範朗讀文章體例，除

應具備完整結構，內容以生活

化、學生經驗、現在部落生

活、原住民族文化核心價值等

為主外，另應符合族語語順，

且不能以翻譯、臨摹他人作品

方式完成，從集體創作逐步朝

向個人創作。（朗讀文章的族

語內容大約300詞，詞綴較長
的語言，如：拉阿魯哇語大約

2 0 0詞。中文摘要僅為參
考。）

擴大參與對象
計畫執行期間，大量邀

從「族語書寫活動」看族語書寫的未來
「民族語文字筆記活動」から見る民族語文字筆記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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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活動各語別室內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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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厚實資料庫，為讓更多不

同的書寫人才加入書寫行

列，讓文稿更多元，規劃辦

理原住民族語線上「徵稿活

動」，鼓勵族語教師或社會

人士參與創作。2019至2022
年辦理徵稿活動，首次從

「邀稿」朝向「徵稿」發

展，然各語別投稿狀況不

同，造成資料庫文章數量不

平衡的問題，如：東排灣語

投稿率遠高於其他語別，除

了投稿的比例失衡外，我們

亦發現書寫人才較少的語

言，如：邵語、汶水泰雅

語、噶瑪蘭語、撒奇萊雅

語、卡那卡那富語、拉阿魯

哇語、茂林魯凱語、多納魯

凱語、萬山魯凱語等，都沒

有主動投稿。

遭遇疲乏寫作期
常寫稿的人，寫久了也煩

了；不常寫稿的人，怎麼寫都

煩。回顧中心為推廣原住民族

語文字，曾透過文學家的對

談，辦理「文學講座」分享寫

作經驗，規劃族語寫作為核心

的研習課程，增強族語文學素

養、知識，以期提升族語寫作

能力、啟發靈感，輔以在地踏

查方式展現的「文學研習」。

10年期間，曾經的邀稿對象從
中年逐漸步入老年，寫作技巧

愈趨成熟，卻苦無題材下筆，

或因個人因素而婉拒投稿；書

寫人才斷層的現象逐漸浮現，

尤以瀕危語言最為嚴重。

從室內出走至文學館
鼓勵族語書寫除了公告

周知、主動邀請投稿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可能？為徵得

瀕危語言文章，希冀解決現

況，文學應該是融入生活，

不應只是存在於「室內寫

作」的表現方式。如何營造

文學環境成為首要目標，而

大多數的「文學館」都是作

家故居或是紀念館，用來介

紹作家生平、收藏、保存手

稿與作品。以文學「走讀」

的方式，走入「文學館」期

盼走出「文學味」，成為

2023年辦理1日「族語書寫活
動」的規劃重點，1場次在台
北，另1場次則在高雄，2場
次均以「文學館」為場域，

從文史導覽、散步過程，走

出新的文學故事。

從「族語書寫活動」看族語書寫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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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室內走出戶外的文學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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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的第一站－漫步台北街區
「紀州庵文學森林」位於

台北市中正區同仁街，為透天

獨立三層建築，是市定古蹟亦

是台北市第一個以文學為主題

的藝文空間。走讀路線從古亭

捷運站8號出口出發，至南昌
公園（前南菜園）、古亭庄長

慶廟、廈門街，最後回到「紀

州庵」用餐、寫作。「紀州

庵」曾是小說家王文興的居

所，知名的詩人余光中亦曾住

在廈門街113巷，週邊是許多
出版社、文人雅士聚集之處，

選擇「紀州庵文學森林」為書

寫活動的第一站，在這充滿文

學氛圍的場域，「關鍵詞」引

導，也為參加的語別撒奇萊雅

語、汶水泰雅語、噶瑪蘭語鋪

陳出個人的詩，截止日期為

2024年6月，本次活動的王秀

英、王秀妹這對姊妹已書寫撒

奇萊雅語文章，計9篇之多，
成果極為豐碩。

瀕危語言的第二站－持續寫作
的精神
高雄地區的瀕危語言居

多，位於高雄市美濃區黃蝶翠

谷附近的「鍾理和紀念館」是

第一座平民文學紀念館，館內

一樓陳列鍾理和的文稿、日

記、書信、筆記、照片等文學

史料，二樓為鍾理和作品展示

及鍾理和紀念館的歷史介紹。

館外為「台灣文學步道園

區」，為鍾理和當年生活、思

考、散步的地方，另有其他作

家作品選句刻在步道石碑上，

步道極具文學氣息，可供族語

寫作發想。

鍾理和寫作生涯並不平

順，屢遭退稿仍持續寫作，直

到死前，都還持續修改小說

〈雨〉的稿件，被稱為「倒在

血泊裡的筆耕者」，此處作為

書寫活動的第二站，極具意

義，應可激發出這次參加的語

別－拉阿魯哇語、萬山魯凱

語，持續寫作的精神。這次的

活動以年輕人為主，然而，族

語書寫能力亦非一蹴可及，離

開書寫場域，持續書寫的動能

不足，因個人因素拖稿，截止

日期為2024年6月，僅產出1篇
拉阿魯哇語文章，甚為可惜。

突破困境的第三站－生活處處
是文學
台中從日本時代即為台

灣的文壇中心，在2024年成
為2日「族語書寫活動」的主
要聚點。

紀州庵文學森林 用手機、平板、電腦以關鍵詞寫詩。 熊與貓咖啡書房 小熊老師講述臺中文學館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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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加的語別為恆春阿

美語、馬蘭阿美語、卓群布農

語、丹群布農語、巒群布農

語、郡群布農語、汶水泰雅

語、萬大泰雅語，文學路線較

廣，第一站為台中霧峰蘭生街

的一間獨立書店—「熊與貓咖

啡書房」。作家小熊老師（林

德俊）、韋瑋（陳靜瑋）以咖

啡、在地的「芋頭冰」喚醒五

感感受，帶來「飲食書寫」的

方向。第二站「臺中文學館」

前身為日本時代警察宿舍的歷

史建築，透過走訪、穿行於歷

史建築間，沈浸於沿途的文學

地景，無論是館內的展示、陳

列、互動裝置設計、日式木造

建築，均可激發文學想像與創

作靈感。第三站則為「臺中文

學公園」，綠化植栽景觀與文

學元素的結合，文學意象造景

也讓文學貼近生活。第四站則

為寫作場域，透過「體例說

明」、「關鍵詞引導」、「文

本閱讀－第五市場」、「標題

瀏覽」均透露出文學是生活的

一部份，與生活習習相關，離

開前的「朗讀發表」，也為這

次的活動迎來碩果。

展望未來
「族語書寫」是一件很

孤單的事。寫作就像研究歷

史般，需要長期、從不同的

角度發展，耗時、費力，隨

著時間逐漸精煉、積累，喚

起不同的感受。在這場時間

的馬拉松賽道上，展望原住

民族語書寫的未來，我們還

在摸索，有沒有其他可能？

前往「族語書寫」的道路，

下一站，去哪？

從「族語書寫活動」看族語書寫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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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文學館外活動後的合影。熊與貓咖啡書房 小熊老師講述臺中文學館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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