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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復振的能量。

因此，長老教會本

身應該不是阻止文化延

續或者文化傳承的角

色，相對的，信仰乘載

我們的文化、歷史及教

育，對於我們民族認同

與文化傳承、民族歷史

都有著非常重大的意

義，我們更該記下祖

先、前輩們的記憶、回

憶、故事，讓這些意義

非凡的服事可以流芳百

世。原住民文化本來就是上帝給予我們的智

慧，這當中有很多的教導與紀念，我們不應

該因為信仰基督而忘記自己的根源，這是神

給我們的禮物，也是我們能證明我們是原住

民的依據。

在本會的族語情境中，以漸進初步的方

式來推動族語使用。此計畫多面向的安排，

為了讓兒童主日學、少年團契、青年團契可

以隨口說族語，以現階段三個團契的族語程

度，期待至少在語句中加入族語單詞，或一

段族語。而福音與文化，即透過中會的講習

與自身的研究，嘗試推動排灣族文化與基督

教信仰對話、結合，使原民文化可以貼近宗

教信仰，再以信仰提升文化，並實際投入參

與社區工作與傳統祭儀活動。

主日禮拜－雙語情境
說「族語」一直是近期教會在主日禮拜

中，青少年們最為憂慮的事情。部落長年受

到漢族文化影響，以及多數族人選擇在都市

就學與就業，甚至定居於都市，使年輕一輩

的族人們，因接觸族語的時間極少，在族語

口說及書寫方面多半無法傳承，甚至已經不

會使用，已達流失邊緣。本會與排灣中會眾

多教會一樣，已經在年輕一輩的族人身上，

發現族語流失的嚴重性。為了讓年輕一輩族

人接觸族語、學習族語，本會的上、下午主

日禮拜分別使用族語與華語，以採雙語模式

進行。本會採用雙語模式禮拜，是希望教會

全齡的會友們都能聽見上帝的話語，並深入

他們的心中。另外一點，本會也希望透過雙

語模式，在年輕一輩的會友中，可以聽到上

帝的話，是如何成為最靠近我們族群的語

言。

如同
舊約的寫作，但當我們了解舊約的描述與

寫作，透過上帝一次再一次的在舊約裡對

以色列人說，我是你們祖先的上帝，我們可以知道，

舊約的信仰，其實與文化密不可分，律法書就是透過

信仰，在文化上保留、民族認同有著非常大的力量。

結合現代身為台灣原住民的我們，我們今天能用族

語、羅馬文字、語言，表達我們自己對鄉土、領域、

文化的堅定與認同，這都是長老教會因著「定根本

土」，支持本土的信仰的果實。

教會結合原住民文化的傳承
自2023年起，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

教會推動語言發展獎勵計畫」，藉著原住民族教會

以族語證道、族語主日學、族語詩歌、讀經及族語

環境布置等族語推廣活動，來推廣族語。目的就是

希望能結合原住民族教會對族語保存與傳承之重要

功能及角色，擴大原住民族語言推廣及發展據點，

並建構多元學習族語的管道，提供更多族語使用與

學習的機會，讓族人找回失落的母語，進而全面帶

動族人參與推動族語復振的風氣，累積更多推動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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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長老教會的族語情境布置

2024年中村教會感恩節與復活節佈置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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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關心的是人的靈魂，更是人的周遭，不侷限

在教會，而是社會。」
（中村教會主任牧師 孫子貴牧師 2022.08）

2024年中村教會駐堂主任牧師孫子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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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期禮拜－族語與文化
之布置
本會在每個不同

的節日，都有不同的

禮拜設計重點，以今

（2024）年布置的設

計主題為例，在復活

節時，以主任牧師為

主要設計重點，主任

牧師以族語經文、詩

歌導引會眾，默想主

耶穌基督的一生與受

難過程，並使用「百

合」、「白菊花」兩

種花來布置教會，這

兩種花的清香可以帶

給我們嗅覺上的清

新，以味道洗淨我們

的空氣；在感恩節

時，由於是兄弟團契

主辦，因此禮拜設計

以男子狩獵文化為主

要設計重點，獵人將

外出最好的獵獲獻給

上主，並且也將日常

所種植的良好農作獻

為禮物；在聖誕節

時，筆者與主日學校長規劃，以「族語戲

劇」為設計方向，將邀請各團契用族語來演

耶穌的故事。

培養新一代排灣族的士師，拓展傳統文化與拓
野南島文化
本會更重視的是青年參與部落青年會。

青年Maqacuvucuvung在排灣族的社群角色裡

一直是「要角」，如守護部落安危，使族人

得以安居，部落呈現祥和、穩固、自由。在

長老教會宣教策略中，重視在地教育促使文

化復興與原住民相關議題運動，特別在年輕

一輩的族人會友中，長老教會讓年輕族人的

自我族群意識提升，紛紛復興重振文化與傳

統事宜，尤其在教會的支持下，教會青年參

與部落青年會，進而參與語言復振事宜。

在部落中與筆者年齡相仿的青年，正屬青

年會裡最需要的「中生代」，是連接社會青年

與學生青年的中間者，由此，需要更多青年與

筆者同樣也積極參與青年會事務、參與收穫祭

中文化樂舞、歌謠的展演及文化課程的裝備。

文化是要傳承的，特別在原住民族中，文化如

同一個民族的生命氣息，沒有文化就沒有了生

命氣息，而傳承文化的使命與接續，是要由部

落的青年來承擔，因此，在中村教會接受信仰

與文化結合教育的青年們，在部落中努力傳承

文化，亦是積極的信仰表現。

筆者畢業於玉山神學院，在玉山神

學院的神學教育薰陶下，更積極的思考

實踐信仰與原住民族文化的結合。筆者

常常在陪伴教會的青、少團契時，提醒

與鼓勵青年多學習文化以及族語，希望

教會的青、少年藉由信仰生活，以及學

習族語，來認識並強化本身族群文化的

意識與概念，並從中理解信仰應該與文

化結合。因為文化與信仰是沒有衝突

的，應利用信仰與族語，來認識原民文

化。

推動族語復振的能量
透過認識台灣原住民族與南島文化

的關係，特別是台灣為南島文化原鄉，

族語就是台灣給南島文化的禮物，而族

語是民族的生命力。推動族語復振所攜

帶的是文化脈絡、傳統智慧、歷史故

事，以及民族性情，而在台灣的長老教

會努力將族語成為原住民傳承的力量。

或許就由台灣的長老教會開始，可以接

合南島文化國家的長老教會，兩者透過

以文化、語言的連結，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在台灣這一片土地上文化、歷史的故事分享

給國際，提升台灣的國際價值，分享上帝國

普世宣教的工作。

中村長老教會的族語情境布置

壹喬．法之山
屏東縣來義鄉文樂村文樂部落

人，排灣族。1992年生。國立台
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現

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村教會教

育傳道師，曾任國立臺灣史前文

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環境教育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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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誕裝飾下的中村教會夜景。

2024年中村教會青、少年團契
參與部落青年會活動合影。

教會環境之文宣—族語情境佈置會場。

教會環境之文宣—族語情境佈置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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