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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憲政體制自從邁入承認並尊重原住

民族多元文化時代之後，族語復振

工作始終受原住民族社會以及政府所高度關

注。在諸多族語復振政策中，大家所熟悉者，

包括族語研究、族語課程、教材編纂、師資培

育、族語認證、族語競賽活動等。其中，去年

底由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接受原住民族

委員會與教育部委託編纂完成的族語教材《閱

讀書寫篇》，可以說是一連串族語復振工作中

的里程碑。

《閱讀書寫篇》在族語復振政策中的重要意義

這一套教材含括了各族各方言別共計252
冊，為九階教材後的進階性補充學習材料。觀

察各冊內容，取材相當多元，包括應用文、論

述文、散文、小說、神話、民間故事、寓言

等，甚至還以族語翻譯世界各國文學名著以及

原住民族權利文件，供作學習者訓練閱讀寫作

能力之用。

與先前已完成同為進階補充教材的《生活

會話篇》相對照，兩套教材的主旨，一為聽說

能力的強化，另一則為讀寫能力的增進。由此

觀之，《閱讀書寫篇》尤為強調在族語進入文

字化時代後，學習者對於更為複雜的族語文本

的掌握能力，企圖推動族語教學更有系統地從

「口說」跨入「文字化」階段。

無論是取材抑或企圖，《閱讀書寫篇》在

當前族語復振政策中具有重要意義。族語復振

並不是一種單純的復古，而是要在找回自身傳

統語言的同時，讓其能夠活生生地延續下去，

不但可以運用於當下的日常生活情境，同時還

能夠以之描述世界，形成族群自己的言說文本

或知識載具。依此理，完整的族語政策，除挽

救舊有語言內容之外，也得兼及其在當下社會

以及未來演化之可能性，形成一套族語發展策

《閱讀書寫篇》與族語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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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在當代社會中，一種語言

能夠不被淘汰而取得存續發展

的前景，幾乎都要走這一條路

線。

如何讓族語保有活下去的

條件，讓其成為具有發展前景

的語言，《閱讀書寫篇》至少

在兩個層面上會是推動前述路

線的重要工具以及起始點。

台灣原住民族語言傳承的困境

與新族語教材帶來的契機

首先，現存台灣原住民族

語言傳統上為一種僅有口說而

無文字的語言，這一套溝通工

具，以往幾乎是透過部落生活

場域所形成的語言使用環境進

行傳承，無論語言本身或其所

承載的知識智慧，透過一套近

身性或面對面人際網絡的口頭

對話，在潛移默化中完成傳授

與學習。

但是這種語言傳承習得模式，在現代社會

中面臨極大的挑戰。無論族人們喜不喜歡，前

述提供口說情境的生活場域，在以往各類同化

政策、社會接觸或城鄉移動等等因素影響下，

相當程度地被解構了。

面對此一困境，除了盡力修復口說情境，

勢必也要尋求其他教學模式之助。其中，透過

書寫文本創造另一種傳承管道，讓族人們有機

會在缺乏口說環境下，換一種方式使用族語並

以之描述世界，以適應現代文字化社會。從此

一角度觀之，《閱讀書寫篇》以各類型範文對

學習者文字能力的全方位訓練，其意義即不言

而喻。

《閱讀書寫篇》開啟了原住民族以族語與世界

溝通的鎖鑰

其次，這一套教材的選文也有其獨特之

處，除了對原住民族自身文化

的介紹文本以及原民文學創作

之外，還挑選了若干非原民文

學名著，譬如賀知章的〈回鄉

偶書〉以及法國作家都德的

〈最後一課〉。此外，還特地

選譯了聯合國於2007年通過的
〈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以及我

國於2005年通過的〈原住民族
基本法〉部分內容。

此一選文策略，標誌著原

住民族語已由過往偏重於述說

自身文化以及一般生活情境，

進化到了能夠描述大社會的制

度結構，或者用自己的語言閱

讀、學習其他人類群體的文化

成就。就如同國語文教科書

中，可以選編漢譯的外國文

學，也可以用漢語介紹聖誕節

的由來，原住民族語一樣能做

到相同的事。

描述世界的能力，本來就是具有生命力以

及實用性的語言所應具備的特徵，如果語言只

停留在自我圈圈，而不能夠應付在文化接觸過

程中不斷襲來的外部社會，焉能有不滅失之

理？就此意義而言，《閱讀書寫篇》算是以更

為整全的文本內容，系統性地開啟了原住民族

以族語與世界溝通的鎖鑰。

當然，目前的這一套成果，只是族語全面

走向文字化的起點，冀望以此帶起風氣，激勵

更多的族人或單位從事族語文字化工作，或

許，等到未來有一天，出現了布農語版《小王

子》或阿美語版《莎士比亞全集》，或甚至譯

出鄒語版《資本論》，而且這些譯本還成為族

人吸收新知的首選，我們語言的生命力才算是

完全喚醒！

《閱讀書寫篇》與族語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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