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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阿魯阿人
（Hla’alua）目前被歸
為「鄒族」，但兩族語

無法互相溝通。沙阿魯阿總人口數約500人，主要
聚居於高雄市桃源區（桃源區約260人、那瑪夏區
約150人）。本區自日治時期起，布農族大量遷
入，目前已占總人口數8成，沙阿魯阿則僅占5.5%
左右。依戶政資料的分析，桃源區內沙阿魯阿人

有64%聚居於高中里，雖說如此，高中里的族人
卻僅占該里總人口數的22%而已。近50年間，布
農族的人口成長率為沙阿魯阿人的3倍，兩者的人
口比例從11：1擴大至15：1。即便是在沙阿魯阿
人數比例最高的高中里，族人仍屬少數中的少

數。

計畫的內容大致是根據行政院原民會擬

定的項目，包括成立推動小組進行族語推廣

活動、以家庭的親子及青少年為主要對象、

營造部落學習環境、透過耆老訪談建立部落

遷移史等，期望能提升族人學習族語的意願

和機會。

年輕人和學生的族語能力 出現差距
根據2008年統計，具沙阿魯阿語溝通能

力的族人有21人，但到了2012年僅餘16人，
僅占全族人口6%。造成沙阿魯阿語流失的原
因有二：（1）布農族為相對強勢之民族：
（2）過去單一國語政策的影響。

近5年來，族語認證考試（一般人士）不
但無人通過認證，應考人數更是門可羅雀；

在後繼無人的情況下，族語師資瀕臨匱乏，

已成為眼前最急需解決的難題。詳見表1。

近5年的學生族語認證應考與通過情況，
詳見表2。對學生而言，因通過族語認證考試

可獲得實質的升學加分效益，故每年尚有報考

及通過的人數。但這些學生的族語程度距離

「具有使用族語溝通的能力」，其實尚有一段

2009-2012年間連續辦理暑假期間的沙阿魯阿語言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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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的差距；且與其他各族學生比較起來，通

過率偏低。事實上，因為整個部落社區環境已

無使用族語的場域，學習族語卻無場域得以實

際操演，效果遠比英語學習成效還差。因此，

挽救沙阿魯阿語須聚焦在語言人才培育工作

上。

瀕危族語搶救計畫的實施

有鑑於族語嚴重流失，行政院原民會在

2011年以重大政策專案計畫的方式啟動「搶救
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實施計畫」，目的是鼓勵部

落自主成立搶救組織，聘任專職人員協助運

作，並以工作津貼方式補貼，推展各項復振模

式。例如族語學習師徒制，擬每月補助師傅津

貼3,000元、徒弟每月1,000元學習記錄費；族
語學習家庭，擬每月補助每戶2,000元；並獎
勵鄰里、教會及部落會議說族語等。期盼能以

成立當地復振組織為中心，從個人到家庭，延

伸至社區，全面營造說族語的空間與環境。

如此的推動框架，應該可加深加廣族語使

用。但在沙阿魯阿人特殊且緊急的情況下，筆

者認為應著重在種籽教師的培育。

2012年辦理瀕危語言搶救計畫，對外及對內皆展現搶救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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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一般族語認證考試統計

年

度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項

目

應

考

到

考

通

過

通

過

率

應

考

到

考

通

過

通

過

率

應

考

到

考

通

過

通

過

率

應

考

到

考

通

過

通

過

率

應

考

到

考

通

過

通

過

率

統

計

19 14 8 57

%

11 8 1 12.5

%

7 6 4 66.7

%

6 3 3 100

%

7 3 2 66.7

%

表2：升學族語認證考試統計

（資料來源：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資料來源：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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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的負面處境

探詢族人對於族語復振的認知，除了認

同族語代表文化傳承的重要因子之外，部分族

人對於自己族語的處境普遍有弱勢（自卑）、

缺乏自信、無學習管道的反

映，約莫有以下3種負面現象：
現象一、部分族人認為沙

阿魯阿語屬於弱勢語言，已無

實質功能，逐漸衍生放棄使用

或傳承的情緒。

現象二、沙阿魯阿族父母

親的族語能力普遍不佳，因為

久未使用族語交談，逐漸弱化

了其對族語的認同，子女對族

語的認同亦同樣受到影響。

現象三、目前部落社區內

並沒有足供接觸沙阿魯阿語日

常會話的環境和管道。沙阿魯

阿族因位處少數的劣勢，不但

失去了社區使用的場域，亦無法在學校傳授。

如何消弭族人對於使用族語的自卑感，

解決缺乏自信的障礙，並增加使用族語的場

域，已成為復振沙阿魯阿語的重要課題。

用師徒制來培育族語人才

我們的解決方式是語言人才培育方案，

擬採師徒制來培育能說能教的族語種籽教師，

建立語言人才庫，並結合以下方式進行：

◎語言空間營造：族語即母語，家庭是學

習母語的最佳環境，因此，我們將僅存的教授級

族語教師——游仁貴老師之家屋規劃為學習場

域，讓教師在熟悉且自然的空間充分發揮教與學

之效果；另外，游仁貴老師家屋二樓設有傳統器

具及工藝品展示，可提供教學及製作課程。因

此，融合靜態及動態文化課程更能培育出具完整

傳統智慧及文化精隨的語言種籽教師。

◎語言課程設計：族語的課程設計是原住

民族語言當前的困境，規劃以國小學習領域為

架構，結合九階族語教材進行教學，以本族語

文、祭典歌謠、族語數學、傳統領域、口傳文

學等全族語式教學領域來設計每週或每日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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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果僅存的沙阿魯阿耆老，期盼藉由古調喚起族語瀕危的搶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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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課程，建構沙阿魯阿語言種籽教師的系統培

育課程。

◎語言教學實習：目前，沙阿魯阿宗親

會及桃源區興中國小歷年皆有申請暑期振興

族語語言巢計畫，再結合常態正式課程——興

中國小及桃源國中的本土語言課程，利用游

仁貴老師授課時間來培訓語言種籽教師（擔

任輔助教學教師），進一步提供實習教學機

會。

因此，沙阿魯阿人跳脫政府部門的族語

復振計畫模式，特別申請語言人才培育計畫

（完整師徒制），希冀能提供講師費及學習

者工作費，使兩方皆能毫無後顧之憂地專心

傳承與學習沙阿魯阿語。

以美國印第安人K a r u k族為例，學者
Leanne Hinton在觀察第一個師徒制小組的成立
之後，即在《F l u t e s  o f  F i r e :  E s s a y s o n 
California Indian Languages》書裡描述：

這個計畫強調教導有高度學習動機的年

輕人……讓他們可以幾個月不工作……在完

全族語的環境下，估計大約3至4個月的時間

就能大大地提升族語流利的程度……

因此，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讓能流利

聽、說、讀、寫的授課老師安心培力沙阿魯阿

新一代族語種籽教師，將來才能開枝

散葉。

挽救族語依賴族人自身力量

從民族文化與語言來分析沙阿

魯阿人，獨樹一格卻面臨凋零。依

據邱英哲的碩士論文（2008），沙
族能流利使用族語的人不到20人。
到了今年，已剩不到16人。目前政
府採用國外多種復振模式，卻未見

成效。今年度再擬定搶救瀕危語言的三大計

畫目標——「啟發族人搶救意識」、「建全搶

救組織」及「搶救耆老智慧」，並請各語別

研提符合部落需求的語言搶救計畫，以建立

「自己的族語自己救，小孩的族語自己教」

的部落意識及搶救自己族語的熱忱。

原住民語言復振工作，除了政府大力協

助外，族語的挽救更要靠族人本身的力量。

沙阿魯阿人不單要進行文化保存工作，更要

積極地讓目前唯一具授課能力的游仁貴老師

挑選學生，提供師徒無後顧之憂的環境來教

族語、學族語，培養更多的語言人才成為推

展族語的種籽教師。將沙阿魯阿語的使用，

先由建立多點而能連成線，盼達到全面性的

族語活力恢復。

郭基鼎

鄒族Hla’alua（沙阿魯阿）人，高
雄市桃源區高中里Vilangan （美
社）人，族名Pali-Iang ana，

1979年生。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

究所碩士。現任高雄市桃源區樟

山國小輔導主任及高雄縣桃源鄉

鄒族宗親會總幹事，致力於創新

研發國小族語教材、語言復振及認證推廣工作，並參與編

輯《Hla’alua圖解式族語小詞典》，數位典藏本族語言。

沙阿魯阿語的使用現況與搶救方式

語言人才培育專案（師徒制）讓沙阿魯阿大學生在暑假期間也

來參與整天說族語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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