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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
離鄉背井，從原鄉部落到都市求學

的原生，身上流著原住民族血液、

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為想家，所以特別珍

惜每一次聚會的時刻，一起唱著祖先的歌謠、

跳著祖先傳承的舞、分享大家的部落經驗及校

園生活點滴，幽默的、歡樂的、感動的、難過

的、哀傷的。漸漸地，在這團體中形成了一股

「凝聚力」與「歸屬感」，開始有了共同的目

標與使命。為聯繫在大學校園求學的原生情

感，共同傳承與推廣原住民族瑰麗文化；1995
年，經由近60位原生的連署，於學務處課外活
動指導組之下成立學生自治組織「努瑪社」

（lumah，意為「家」）。社團成員依據組織
規章：「凡具有原住民身分之本校學生為本社

（lumah）當然社員」，「努瑪」成了輔大原
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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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的處境

原住民族在主流社會接受教育過程的艱

辛，因升學加分優待進到大學後的自我認同掙

扎，以及因校園人際關係或學習適應所產生的

問題，在輔大求學的原生也有相同的遭遇。

1998年，為能比照僑生有專責單位協助學
生生活適應與提供課業學習輔導，當時由關懷

原生的教師邀集努瑪社與時任校長，共同提出

設置「原住民學生輔導中心」之訴求，但並未

受到重視。生活適應不良、課業不及一般生、

家庭經濟的困境、文化差異性所帶來的認知偏

頗、歧視等，使原生在求助無門下，最終還是

選擇休、退學，努瑪社的成員也一個個地離開

了充滿歡樂與溫馨的「家」。

尋找輔大原住民

有鑑於此，輔大宗教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與努瑪社於2000年聯合推動「尋找輔大原住
民」年度企畫案，以具體的行動實踐本校的辦

學宗旨與目標，隔年於社會科學院下成立「原

住民服務中心」，以原住民族教學、研究、服

務為三大目標。中心雖然成立，但在學校行政

體制上屬非編制內組織，對校內原生人數、現

況等仍無法全面掌握。因此，除積極整合校內

各項資源，並拓展對原住民族部落的研究、教

學與服務外，更與努瑪社合作，首度舉辦北區

及全國性大專校院原住民族舞蹈大賽（前身為

原民會辦理之大專校院舞蹈大賽），也承辦原

民會大專文化會議與國際交流。透過大專原住

民族活動，兼具傳承與創新，並以此連結各大

專原住民族青年，讓各校原生有機會相聚，彼

此分享、交流與鼓勵。

由於就讀本校的原生人數日益成長，為落

實照顧其生活適應及課業學習，於2011年第8次
行政會議通過設置「原住民資源中心」，成為

校內原生事務的單一窗口，免除了原生辦理相

輔仁大學原資中心與原生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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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業務時總須奔忙於各行政單位、以及面對行

政人員不友善、不瞭解的應對狀況。隔年則依

據《原住民族教育法》更名為「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

本校原資中心的設置

原資中心的成立，即是彰顯天主教學校辦

學宗旨與目標之精神，發展校園多元文化特

色，整合校內資源，落實服務、陪伴與協助原

生於校園生活、課業輔導、生涯規劃與發展。

同時在尊重個別的學習性向及需要的前提下，

協助原生瞭解並接納自己，培養與環境正向互

動的能力。以下分享原資中心對原生的照顧與

服務。

首先，在行政與服務方面：原生事務的辦

理，較常見的有教育部學雜費減免業務、原民

會及其他校內外獎助學金、教務處身分註記

等。原資中心所扮演的角色

與定位，為透過業務的申辦

或代辦，藉此機會接觸原

生，進而瞭解學生現況與需

求，掌握其基本文化背景，

建置完整的原生資料與陪伴

工作。如此即能在原生的就

學期間，提供完善的學習環

境，預防其因課業、生活適

應或經濟因素等問題而放棄

學業。為能掌握原生的文化

背景（學生祖居地、父母親

族別、族語能力、文化認知

度、成長環境等），自2013年
起，學務處「學生資訊管理

系統」增加與原住民族背景

相關欄位，請同學踴躍填

寫，俾利統計各項數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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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實際協助原生因文化差異所面臨的生活適應

或課業表現，達到照顧原生及問題預防之效。

其次是陪伴與支持：（一）「原心方舟

──原住民族學生學習成長陪伴計畫」，ina
在阿美語及排灣語當中，意為「母親」，顧名

思義即是希望原生到原資中心就像是回到自己

家一樣的輕鬆自在。原資中心的同仁們皆為原

住民族，本身在求學期間也曾遭遇相同的困

境，對進入輔大求學的孩子更能視為己出。透

過學生的生活輔導及陪伴，拉近彼此距離，讓

學生對原資中心及學校有歸屬感。另於每學期

辦理1次全校性的「部落會議──原住民族學
生與學務長有約座談會」，藉由聚會或其他正

式場域，對學生有更多的認識與瞭解，與師長

互動，也可讓學生更認識中心及校內行政所提

供的各項服務。（二）原生團體陪伴與職涯發

展協助，對於努瑪社及原生自主學習返鄉服務

團隊，不論是校內原住民相關活動的辦理或返

鄉服務培育課程，原資中心都能給予各項協助

與陪伴。另邀請原民校友回校分享社會就業經

驗，以及辦理公部門或企業參訪。同時也彙集

有關原住民留學、就業、徵才等各項資訊，為

大學畢業後升學及就業做準備。

第三，民族教育文化推廣／Kapah no 
Faloco’（在輔仁大學法路祖部落的原住民族青
年）：（一）打造大學教育裡的原住民族部落

精神，在原住民族社會組織裡，青年是部落的

faloco’（心臟），亦是重要的力量，因為青年

要保護部落、守護族人。以阿美族年齡階層為

例，不同年齡階層都有其重要任務，並要完全

對部落內外事務負責，年齡階層同時也是教育

訓練之重心，教育族人謙卑、順從、敬老尊賢

等觀念。希望藉由原住民族的文化精神，透過

各年齡階層的文化扎根活動，期盼在成年階段

的大學教育學習領域，除了習得專業知識外，

更不忘與自身族群母體文化的連結。（二）

「原住民族學生菁英人才培育計畫」，以「民

族教育」為核心，從探究傳統文化出發，深植

族群精神命脈，提升原生自我認同，以期未來

成為本族文化推廣重要人才，持續傳承與宣揚

原住民族文化。本計畫重點培育如語言能力

（英語及族語），並培訓原住民各族樂舞能

力、省思原住民族當代議題、學習原住民族手

工藝、推動國內外交流與服務等，不僅重點培

育人才，亦開拓原住民族學生之國際觀，增強

國際視野。

阿美族的Namuh Biyaw（歷史系學生）曾
說：「原資中心不以僵硬而形式的行政單位自

居，而是以『家』的概念做為我們所依賴的對

象。試想在正課時間面對生硬冰冷的文字後，

回到中心時卻能聽見如同家人般的寒暄，身在

遙遠的台北校園，卻又能感受到在原鄉才有的

溫熱。」這就是原生對輔大原資中心的真實印

象。

2014年歲末，適逢努瑪社20週年慶，原資
中心特別與努瑪社共同辦理「回娘家」系列活

動，除了突顯本校特色之外，更願為原住民族

社會培育更多優秀的人才。 

輔仁大學原資中心與原生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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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夏族，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上

大隘部落人，1973年生。台北
商業專科學校資訊管理科、輔仁

大學宗教學系畢業。現任輔仁大

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組員。

積極投入輔大原資中心的設立，

亦致力於陪伴原生，使其得到妥適照顧，更期許原生認同

自己的身分與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