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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
在十幾年前，教會

開始參與配合原民

會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補

助計畫」政策，當時的教會紛

紛設立了文化成長班，在教會

內大力推動母語振興與教育工

作，但對人力資源較薄弱的地

方教會，卻無法執行。當原民

會從2022年開始與地方教會討
論，確定將在2023年推動「原
住民族教會推動族語發展獎勵

計畫」時，經過原民會執行實

施前的各項業務說明會，讓我

們慢慢了解本計畫的目的，是

為了長期以來鎮守、保存沒落

母語的原住民教會而提出，也

讓教會更有自信的，帶著教會

主體性的身份來參與推動族

語。

母語失落何時起？
台灣的原住民教會自

1980年以來開始受到靈恩運
動的影響，部落本地教會開

始在1990年以後，經台灣本
地的華語派，強勢的語言和

敬拜讚美風潮的帶動之下，

原住民母語和文化工作開始

受到比較明顯的排斥，同時

加上部落人口外移的大社會

因素，開始淡化了部落教會

對傳承母語的使命感。雖然

教會母語已經退化了將近

二十年，但是仍然能夠在這

個時候選擇以教會作為重要

據點，獎勵部落教會作族語

工作，就我個人認為，這是

原民會對族語學習展現出力

挽狂瀾的決心及魄力。

再走遠一點
最後一個層面，我想分

享一些關於實務工作上的經

驗和建議。在教會族語發展

獎勵計畫的實務層面上，原

民會委託安貞事務所的協

助，讓教會端在處理必要的

從懷疑到自信

從懷疑到自信

行政核銷的流程上的確簡化

了許多，2023年度結束後還
召開了一次說明會和意見討

論，其中在地教會也都提出

了實務推動上的一些特殊案

件，和諸多考量建議；2024
年推動的時候針對核銷流程

又再次修正，可以幫助地方

教會對於核銷要求與規定更

為了解。建議每一年能夠針

對實務工作進行意見交流，

以滿足教會與部落的需求。

當本教會進入第二年的

推動工作，明顯感受到教會

開始對「教會推動族語工

作」有一些共鳴和肯定。經

過團契、小組、聚會的運

動，讓本教會的母語事工，

愈來愈有規模架構，明顯看

出族語的復甦和文化保存的

成效。但若要讓信徒對此計

畫產生更大的向心力，必須

提升族群意識與保存語言的

動力；此時可利用宗教力量

凝聚的優勢，將族語、信仰

和聖經信息結合，來強化群

族意識；另一方面將教會節

期和原住民文化節期作融合

應用，可以增強族語保存的

動力，也更具有意義和力

量。

期待與美好不期而遇
其實可以選定一些在推

動族語事工方面，較有創意

且具成效的教會，作一個成

果發表，並且以多媒體方式

呈現，讓已加入推廣族語的

教會，都可以參考這些創意

的作法，達到更好的效果；

亦可當成很好的宣傳說帖，

鼓勵其他尚未加入族語發展

獎勵計畫的教會，一起加入

我們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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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配合族語推動，辦理祭倉祭認識小米活動。

教會辦理母語比賽—兒童組。

懐疑から自信へ
From Scepticism to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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