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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
是一個人出生後，對外溝通所必

備的工具；母語是一點一滴所累

積出來的，因為所有的需求都要透過語言來

陳述。同樣地，在生活中，什麼語言能滿足

需求，就會優先選擇使用！如果沒有接觸或

需要，當然就不會產生想說的理由。

母語 親子之間的微妙連繫
我的老大和老二開始上學後，因為當時

我認為不說華語，將來功課會跟不上，所以

家中第一語言是華語。而我家老么，從出生

開始，我和他幾乎是刻意以Holo語在對話。

但是在他開始上幼稚園小班不到2個月後，他

開始不再用Holo語和我對話，儘管他的華語

說得很生硬，他仍選擇講華語，因為每天在

學校度過8小時的共同語言是華語。從此以

後，不管我如何加以利誘，他也無動於衷。

出社會後，他開始對Holo語產生興趣。

由於小時候，我沒有停止用H o l o語和他說

話，所以，這對他學講Holo語發揮很大的功

用。如果將此比喻成說族語，家長一定不能

放棄以族語溝通，因為，這是你和孩子之

間，一個非比尋常的微妙連繫！

講族語受歧視 族語漸失

我問大阿姨，為什麼沒有教孩子你所熟

悉的語言（噶哈巫語）？她說：「會說有什

麼用？只會讓人家取笑，笑我們是番。」在

當時，講族語是社會階層低下的表徵，誰會

要說呢？不再使用自己的語言和孩子溝通，

很自然地這個語言就逐漸消失了。

部落裡面，除了老人家見面時偶爾會用

族語打招呼外，年輕人和長輩只剩一兩句，

小孩子更不用說了。除了會用族語講幾句罵
如果家長本身不教、不說、不用族語，孩子就沒有機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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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如果不在家 那傳承就根本談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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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埋怨的話，日常生活幾乎都使用學校老師

所教的華語。而且，學校根本禁止說族語，又

何況孩子會被笑，索性都不講了！

在家天天說族語 不用特意教也會

噶哈巫族當中有一個家庭，在50幾年前

搬離部落，他們以替人收驚為業。我特地去拜

訪BaBa，問她如何在一個Holo語圍繞的陌生

環境中，將噶哈巫語傳承給孩子？甚至連嫁過

來的媳婦也都能夠講一口流利的噶哈巫語？

她說道，因為她覺得使用噶哈巫語，才

能充分表達她所要表達的事物和感受，又Holo

語是她的第二語言，所以，很自然地選擇用噶

哈巫語來和孩子溝通。在家每天都在用，根本

不需要特意去教，完全不著痕跡地用在生活

中，就和吃飯睡覺一樣理所當然。後來我問她

的媳婦，得知她嫁過來時根本一句也聽不懂；

可是30多年來，每天聽，不知不覺中也就會說

了。

BaBa因為工作的關係，用族語交代事項

比較方便，可以擁有別人都聽不懂的好處。久

而久之成為習慣，也因此得以保存下來。

族語沒在家 就沒本錢延續
歸納起來，「族語在家」是延續族語最

大的關鍵；族語沒在家，就沒有延續的本錢！

如何讓族語在家，這是家長的責任；因為爸媽

本身不教、不說、不用，孩子根本沒有機會學

習，不能怪孩子學不會。

噶哈巫早期是部落群居，由於被外人譏笑

是番，而不自覺地自我隔離，導致保存族語的機

會比起其他平埔諸族多。也因如此，平埔諸族中

只有噶哈巫的語言最有希望復興，何其幸運！

到目前為止，部落中會說族語的還大有

如果家中都使用族語，說族語就和吃飯睡覺一樣理所當然，

根本不需要特意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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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但是現今最大的困難在於，要如何喚

起族人說族語的習慣？還有多少家長會有共

識而身體力行？這是現階段需要克服的最大

難題。

就像我從不知媽媽會說噶哈巫語，連她

也說不知道自己懂得多少？真的是讓人唏

噓！媽媽強調說她會的不多，她之所以能

講，是常常從她媽媽和姨媽之間的談話中聽

來的。因為無人和她以族語交談，久而久

之，也不知道到底記得的有多少？

族語使用 不應受到時代壓力而放棄

聽說一百多年前，埔里鎮內的平地人因

為語言的關係，都無法和我們四庄噶哈巫族

溝通，而噶哈巫在基督教、學校及社會三方

壓力之下，選擇學習新的社會價值觀所認同

的新語言，而捨棄自己的語言！當初誰又料

想得到，民族的命脈——語言，在短短的數十

年間，幾乎就要消失。

台灣各族族語的延續，往往都是視其必

要性、經常性來決定。台灣平埔諸族約14

族，語言都不相同！目前真正還有保留的，

大約只剩噶哈巫中的少數幾個人。至於噶哈

巫之外的語言，巴宰族雖有出版巴宰語字詞

典，但其實嚴格說來，其中有一半以上所收

錄的詞彙來源出自噶哈巫。

由於當年研究巴宰語的學者，不知有噶

哈巫族的存在，將受訪者一律視為巴宰族，

錯把噶哈巫語詞彙當成巴宰語詞彙來編寫。

此舉造成噶哈巫族被誤植的狀況，導致噶哈

巫族在爭取正名上，遇到許多不必要的的困

擾！在我多方查訪比較下，我希望學者應該

再仔細對證；由於誤植，導致貽害噶哈巫族

許多層面，相信這也應該是學者當初始料未

及的事，應該儘快協助證實噶哈巫族在平埔

諸族中具有明確的定位！

藉噶哈巫的遺憾 警惕台灣原住民

找回族語應視為第一個工作要件，此工

作因為事不宜緩，急需要專人、專業、專

任，長期錄製收集，需要一筆經費來完成。

可惜行政院原民會只因為文案寫得不夠完

善，所以一直無法通過補助條款，未能讓噶

哈巫語言重回部落。

希望藉噶哈巫的遺憾，讓目前的所有台

灣原住民族做為警惕，提早做預防的工作，

對族人做心理建設，將獨一無二的驕傲，成

為保護語言文化資產的動力！

族語如果不在家 那傳承就根本談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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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族語傳承遭遇的最大困難，是如何喚起族人說族語的習慣？還有多少

家長會有共識而身體力行？


	水印AEW43-view-M1_部分61
	水印AEW43-view-M1_部分62
	水印AEW43-view-M1_部分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