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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職業軍人退休，打從學生時期到退役

日，時間長達20餘年。這段時間是我對本
族文化認知的空窗期，因為除了執行公務之

外，所接觸的、能互動的人、事、物，都與民

族或民族文化無關。就算休假在營外，也得因

職務規範不能踰距，或珍惜與家人相處時光，

鮮少碰觸民族文化相關事物。隨著時光的腳

步，漸漸地與本族產生疏離感，不陌生但感覺

很遙遠，就算得知，記憶只是片面，回到部隊

又丟到腦後。

翻譯再翻譯 家族聚會像聯合國
回到我自己組成的家，更是讓人覺得好玩

又好笑。排灣族的老婆跟我溝通用國語，互動

沒問題；但回到她世居台東大武鄉，我就變成

少數民族。岳父岳母及老人家，都用族語交

談，對話還得借助翻譯。好奇的是岳父岳母家

的小孩子，都講Holo語，或許是環境使然吧，
大武鄉大武街十之八九都是Holo人，排灣語在
他們家小孩用語習慣上硬是轉為第三順位，要

學排灣族語也很困難。

相對地，帶老婆回賽德克族發源地，南投

仁愛鄉，她也是鴨子聽雷，一籌莫展。想不到

吧，我們兩個不同語言的人結合成一家，習慣

了用雙方聽懂的國語溝通；但雙方家長碰面，

可就熱鬧了。我們倆夾在中間，我翻賽德克語

轉國語再轉成Holo語或排灣語，她翻排灣語轉
國語再翻成賽德克語；翻譯來翻譯去，簡直像

小型聯合國。好在老人家會講些基本的日本

語，溝通尚無大礙，否則會累翻。

其實，與其說是我倆雙方對自己族語有保

留，不如說是對族語認知程度不夠。自己或許

是因為大部分時間在營區內，全心投入工作，

沒多少時間、精力來關注說或學族語這件事

上，所以也不刻意要求對方要學或一定要學。

直到兩個小孩陸續報到，我才驚覺要學族語；

對這個問題，現在想想有點嘔。要教泰雅語

（當時賽德克族尚未正名，統稱泰雅族）我不

會，想跟老人家學，反被修理說是：「自己有

家不回，回別人家？」意思是說有自己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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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教別族語言？兒子更是絕：「戶口名簿

寫我們是泰雅族，你教我的是⋯」怎麼說，都

得從頭說起啊！

 
都會生活 把族語晾在一邊

「語言」是原住民族文化的根基，由於缺

乏文字記載，「語言」就變成人與人之間互動

的關鍵。我很慶幸也很榮幸沒忘掉我的族語，

雖然偶而會有些走調，但很快就會補上。回到

部落祖居地也是一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很

少互動，我聽得懂長輩或對方說的、問的什麼

事，卻無法用正確族語回答，真的有些尷尬，

又有些汗顏。我總覺得「語言」學習環境很重

要，經常接觸就會有心，實務上用得著就會

學，習慣用族語，自然而然就會通。

問題是我們當時教育環境沒有族語教學，

來到都會區生活也用不上；小孩在都會接受教

育，從幼稚園學基本發音起，一直到大學，主

流語言就是生活周圍主溝通管道。族語就晾在

一邊，鮮有機會用上；偶爾用上，也是回部

落。說到回部落，我們家兩個小孩跟部落小朋

友玩得很愉快，雙方都使用他們會的語言表達

都會區跨族家庭子女語言學習的困境

直到兩個小孩陸續報到，我才驚覺要學族語。要教泰雅語（當

時賽德克族尚未正名）我不會，想跟老人家學，反被修理「自

己有家不回，回別人家？」兒子更是絕：「戶口名簿寫我們是

泰雅族，你教我的是…」怎麼說，都得從頭說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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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溝通，但遇到長輩問話就傻住。哪怕是一句

簡單的問候語，只會愣著仰頭傻笑，要不就是

躲在我身後不回答。這時的我，臉真的不知該

往哪裡擺；我想在都會生活的族人，應該都有

這種經驗跟感受。

教學欠環境 族語計畫無疾而終 
說實話，有一陣子，發下誓言，一定要教

會小孩說族語，還信誓旦旦地計畫從起個原住

民名字開始，希望引發他們學習的興趣。用心

良苦地告訴小朋友，名字的由來及編撰民族英

勇故事給他們聽，前兩天還很有興趣，隔一個

禮拜，全忘光光。重頭來過，又是同樣結局；

弄得我心力交瘁，倍感無力。再加上我們夫妻

倆同時為生活、房貸連番奔波，所以本計畫沒

多久就無疾而終。

老婆說要教排灣語，我沒理由反對，認為

多學一種語言，而後人際關係可能會更好。但

絕的是，簡單的排灣語從老婆的嘴中，不是發

音不全，就是用錯詞，經常鬧笑話，她自圓其

說硬拗，結果是挨一頓白眼：「不會，乾脆就

不要教」，岳父大人鐵睜眼阻止老婆回話。這

回央求岳母大人出馬來教，我想包準不會出

錯；不教還好，一教全亂了套，一下排灣語，

一下Holo語夾雜日語，族語教的全是罵人的話，
我們無言以對，怎麼辦好呢？

玩笑心態教族語 喪失精神意義
民族文化從語言開始，我的經驗告訴我是

多認識幾個不同的語言，可以多認識幾個部落

的文化。但在都會中，多數跨族朋友都是以玩

笑心態來教自己的族語。或許是對本族文化沒

自信，抑或是陌生而產生疏離，讓學習者感受

不到誠意；就像在白紙上隨意寫字或塗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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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沒有精神意義，學不到文化內涵及其精

髓，真的很可惜。近期，在都會區，如火如荼

地推行族語教學，族語老師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頭，但教學效果如何？有待觀察。

都會區隔代教養的比率，不會比部落低，

岳父、岳母、阿公、阿嬤在帶小孩的機率很

高，小孩不出大事，身體健康，做父母的就覺

得非常安慰。生活在都會區的原住民朋友，在

有限的親子互動時間，當然也希望將族語教給

下一代；問題是都會區討生活不易，操持家計

者，為了討生活而東奔西跑，難有空閒時間及

精力再為小朋友的族語操心，日積月累下就會

產生以下事例。

學習動機 最怕應付考試及比賽
認識一個年輕人（暫且保留他的族別），

想像中應該會講族語，事實上他一句也不會

說。我講了幾句學來僅有的族語，他只有憨笑

不答，後來他說：「從小在都會長大，知道自

己是原住民，可在家，大大小小都講國語或

Holo語，族語這選項根本不用，所以他從小就
不會講族語⋯」。

不會講族語的結果，讓他不敢回自己的部

落，怕部落族人笑他。現在他急著讓自己小孩

學族語，但其動機不是為學而學，而是為爾後

考試做準備。這無可厚非，樂觀地說等他小孩

學會族語，大概也會學到該族文化意涵，最怕

就是為考試而考試。有機會去觀摩族語教學上

課情形，小朋友拿到教材，就朗朗上口，念上

一大串。驚訝之餘，偷偷跑去問他剛剛念的詞

句是什麼意思，他也是不知所以然。小朋友只

知道一大串族語，是為了應付族語朗讀比賽，

硬是背了下來。

又臉書上一個年輕人，說要錄原住民族語

專輯，我覺得很意外，現在年輕人很有勇氣，

去錄原住民族語專輯，於是跟他閒聊幾句；他

一句自己的族語都很難說上口，那專輯怎錄？

有一天看到他唱歌的影像傳上網，才意識到他

要錄的是教會的聖歌，用族語唱的。這樣也是

可以，至少他接觸到族語，應該在詮釋過程

中，也能進一步了解涵義。

年輕一代不諳族語 文化恐斷層
前述實例，讓我們驚覺，族語教學仍有難

以超越的鴻溝。年輕一代的族語能力包括聽、

說，仍未見起色，不僅讓人想到文化斷層的問

題。如何避免文化傳承產生斷層，全體原住民

應該重新思考，如何喚起過去文化優勢，讓我

們將祖先留在神話、傳說、歌謠、舞蹈、祭

儀、禁忌、占卜、道德、倫理、社會組織、生

產方式之中的智慧及知識內涵，加以傳承並發

揚光大。

都會區跨族家庭子女語言學習的困境

有機會去觀摩族語教學上課情形，小朋友拿到教材，就朗朗上

口，念上一大串。驚訝之餘，偷偷跑去問他剛剛念的詞句是什

麼意思，他也是不知所以然。小朋友只知道一大串族語，是為

了應付族語朗讀比賽，硬是背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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