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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
有幸進入柯文哲市長領軍的團隊，

也因此有了契機檢視台北市原民會

近10多年來關於母語復振的執行計畫，筆者
於此將先從行政機關進行檢討。

在原住民族母語消失與重建的奮鬥路途

中，國家力量必須抱持全面贖罪的心情，且竭

盡心力地搶救消失的傳統文化，這是唯一的思

考路徑。因為文化的破壞源自於國家，自然要

由國家承擔解決問題的責任。

應全盤檢討目前的原住民族教育政策

當前國內的族語教育制度可說是爭端頻

出，關於師資人才的培育、課本教材的使用和

持有問題；內部對師資條件、教學鐘點費意見

不一產生的矛盾等。由於政策的混亂，教師無

法真正激發出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因應「族

語加分」政策而產生的「週期性」學習熱潮，

並無提供學生扎實的知識，反而致使學生發生

考過即忘的窘境。

如此的教學環境，無法提供原住民族任何

可滋養、具有持續性的母語練習場域，也幾乎

沒有營造出友善的環境。族人無法依靠母語的

能力而取得任何利益和機會，更別談可將其應

用於職場所需。有句話說：「美語和阿美語，

只多了一個『阿』，命運卻是大不同！」

目前原住民的政教精英集團，在執行政策

時所表現的態度，也讓致力於母語復振的推動

者，在內心深處不由得對其產生質疑，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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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族語教師們曾如此

埋怨：「如果原住民的長官，

能夠帶頭示範學習母語的積極

行動，必能激發族人更大的學

習動力。」

筆者在此重申，國家應在

觀念上理性釐清，如何思考原

住民族語的前途，而其語言復

振工作是否屬於政府的責任；

原住民族語是否屬於台灣的資

產，將由國家的態度決定。這

個關係的確立，對於民族文化

的存續與否有著決定性的關鍵

因素。若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全力搶救原住民族語，就不再

只是原住民族行政機關獨自承

擔的權利和責任！

原住民族語是台灣的資

產，全球中只存在於台灣的獨

特語言。政府應從環境正義、

生態多樣性的維護、愛台灣的具體表現下的認

知，進行母語復振方向的確認。而目標與手段

的政策設計，是可預見也可以期待的。舉例來

說，政府應將原住民語言當做全民運動來處

理，族語學習不再只是原住民的事，應多方運

用在不同領域，將其倡導為人人必須學習的台

灣語言之一。並可從16族中，自由選擇學習的
對象。

台灣的母語復振，必須要跳脫政治、政黨

選舉的算計，翻轉台灣觀點的思考桎梏，才能

真正看見原住民族是台灣的資產。

重新定位、修正族語教學的政策及方向

目前的主流文化環境，處處不利於原住民

語言復振的工程。所以，經由本會的共識和市

府的指示，將謹慎評估未來母語復振的業務執

行，要優先著手於軟性的內

容，而後跟進語言教學，重新

調整政策的腳步。

在此，筆者以結合多年對

民族事務的實踐奮鬥得到的認

識和檢討，針對前述提出反省

和建議，試圖為原住民族語教

學掙扎出一條可行的路。

台北雖無族人駐居的部

落，仍努力執行有別於過去的

母語教學方案，並且在目前執

行相關政策的方向和目標，重

新提出定位及修正：一、應先

做自尊修復與認同的重建。先

建置原住民族移民都市的奮鬥

史，從移民史找回原住民的光

榮感。二、建置傳統知識價值

系統。爬梳屬於原住民傳統的

知識價值有哪些？以其故事、

人物、事件等，接軌至現代的

各種文化知識現象並進行反思。於此，找回原

住民失去的自信和驕傲。三、將所建置的資料

轉換為教材。藉此轉換族語教學的生動性、活

潑性及深刻性，首要目的在於營造能夠催生族

人學習動機和學習意願的教學環境。四、建立

原漢人際網絡。未來將與教育局合作，讓漢人

學生於小學到高中畢業前，至少擁有10個以上
的原住民朋友。五、多元教育的訓練。鼓勵漢

人在經營事業體的過程中，提出本身對於友善

原住民的成就與貢獻，並予以獎勵。六、鼓勵

耆老參與教學現場。不應以學院體系的迷思當

做原住民教學的思考路徑，鼓勵耆老認養3-5
位小朋友，進行6年學成的語言巢。

以上皆為本會未來想努力實踐的族語復振

工程新方向，雖然走得辛苦，但方向只要正

確，遲早會抵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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