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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
，台北是承載大家夢想的

繁華之都。原住民青年的

離鄉背井，是為了追逐夢想、追求更好的生活，

一路上的跌跌撞撞，甚至迷失自我，不但是考

驗，更是找尋自我的過程。而台北市政府在2016

年委託族語數位中心製作的族語動畫「台北．不

流浪」，即是在講述原住民族遷移的經歷與故

事，並且由台北市族語配音人才培訓班的學員參

與配音。

動畫內容是以都會原住民的遷移為主題，發

想的一開始並不順利，完全侷限在一個小時代的

故事裡，無法延伸發展，也就沒辦法繼續進行。

直到後來跳脫出了單一故事的框架，將動畫的背

景時空前後延伸，不只是真實故事的情感，更加

上了歷史背景、時空的交錯，這才完成了「台

北．不流浪」令人動容的腳本大綱。

踏上尋找夢想的旅程

「台北．不流浪」的故事從曾經定居在淡水

河上游的凱達格蘭族講起，他們以漁獵、狩獵、

以及簡單的農耕自給自足。但1723年開始，隨著

越來越多的漢人移入，他們原

有的生活環境與生活型態，逐

漸地漢化、甚至消失。鄰近的

噶瑪蘭族也離開了蘭陽平原，

遷移到了花蓮。

到了1960年這個年代，許

多的花東青年們開始陸續北

上，想前往當時十分繁榮的台

北工作打拼，追求更好的生

活，從此踏上未知的旅程。接

下來的故事，主要聚焦在幾位

花東的年輕人身上，他們懷抱

著各自的夢想，在前往台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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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在花蓮車站，踏上尋找夢想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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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火車站前相遇，交談認識後，並成為往後

漂泊異鄉互相依靠的同伴。

我是誰又我們是誰

他們在台北的職業介紹所中，漫漫長夜的

等待著，終於等到有老闆挑中了他們，便各自

被帶到了最深的礦坑、最遠的遠洋、及最高的

工地去工作。日日夜夜的打拼，身體的疲憊、

想念家鄉的情緒，只能透過每日的工作結束後

的聚會來緩解，與同在異鄉漂泊的原住民青年

們聚在一起分享生活的甘苦、一同唱著歌懷念

家鄉。在繁華的台北城，他們就像小螺絲釘在

運轉的機器中一樣不停地工作，從來沒有停下

休息的時刻，曾經擁有的熱情慢慢磨滅、懷抱

的夢想也早已忘記。

直到朋友的一句「你不是原住民嗎？為什

麼不唱自己的歌？」讓他們突然驚覺在日復一

日的工作生活中，他們已經在台北這座城市迷

失了自我，並且開始反思自己是誰？自己的定

位又在哪呢？這也開啟了他們在這個混亂的時

代，尋找自我與找回夢想的旅程。

找回自己的定位傳承文化與多元技能

我認為動畫中有一句話十分的感人，借用

了胡德夫在《為什麼》歌詞中的「燦爛的煙

火，點點落成角落裡的我們。」代表這一群在

異鄉的原住民青年們用自己的生命和歲月，打

造了這一座充滿夢想的台北城。他們為台北蓋

出一棟棟的高樓大廈、為台北帶來繁榮熱鬧，

但是過程卻不是那麼的順遂，甚至遭遇1984年

的海山煤礦爆炸，其中死傷大多數都是阿美族

人，這是當時十分嚴重的事故與慘痛的記憶，

但這些歷史都只留存在老一輩人的回憶當中。

雖然一些意外事故，他們失去了工作與住

所，但是逐漸找回了自我，逐漸融入在台北的

「台北．不流浪」動畫的族語配音

我與原專班：淺論大學原住民專班的經營與興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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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他們將故鄉的文化與傳統生活的歲時祭

儀帶進了當時居住的都市，在台北的田種菜，

在台北的河邊撒網捕魚，在台北舉行祭儀，堅

持著「今天，明天，永遠，都要唱自己的

歌。」從此台北不再只是工作打拼的異鄉，台

北逐漸成為原住民的第二個故鄉。

延續到今天，我們應該都一直秉持著同樣

的信念，努力保存原住民族的傳統及語言，並

讓原住民的文化發揚光大，也因此我們舉辦了

第一屆的台北市族語配音人才培訓班，希望這

幾代的原住民青年們，也能夠傳承自身的傳統

文化、學習自己的族語，並且結合專業的配音

技能，培養更多元廣泛的興趣，創造更多的就

業機會。

第一屆台北市族語配音人才培訓班

族語配音人才培訓班不只有配音的理論概

述、技巧練習，還帶學員們真實進入錄音室熟

悉環境、使用設備，並且最後能夠為「台北．

不流浪」這部動畫翻譯配音，這些過程都是非

常的困難。從一開始學員們懵懵懂懂，完全不

了解配音工作的內容性質，更不用說配音技巧

是甚麼，甚至有些學員連族語也都說的不是太

流利。

但在每一次的配音課程中，受到季稏夫講

師專業又嚴格的訓練，並且進入錄音室分組實

作練習，真實的體驗配音員在錄音室錄音的壓

力與工作，學員們的配音功力也跟著大大地成

長。其中也有幾堂課程邀請到知名配音員來與

學員們經驗分享，傳授了的許多配音小技巧、

還分享了配音這條路的親身經驗，增加學員們

對於配音工作的認識與興趣。而族語部分，則

有請一同上課的族語老師們，給予剛開始嶄露

頭角的青年們一些指導與幫助。

看著學員們每一週的一點點進步，相信不

管是誰都會非常的感動。從完全不了解配音，

到能夠進到錄音室配音。從只會使用自己的聲

音配音開始，到會使用變聲，在一部戲中能一

人分飾兩角、甚至是3角，從小孩配音到老

很
多
原
住
民
族
語
已
經
是
瀕
臨

消
失
的
語
言
，
若
還
不
趕
快
保

存
與
傳
承
，
將
來
就
再
也
沒
有

人
會
說
了
，
這
是
十
分
嚴
重
以

及
可
惜
的
問
題
，
我
們
都
應
該

去
正
視
它
，
而
不
是
忽
略
。
讓

我
們
學
習
自
己
的
族
語
，
讓
原
住
民
族
語
和
文
化
能
夠
一
代

一
代
的
傳
承
，
甚
至
是
結
合
日
新
月
異
的
科
技
或
是
專
業
技

能
，
讓
族
語
不
只
是
薪
火
相
傳
，
還
能
發
揚
光
大
。

燦爛的煙火，點

點落成角落裡的

我們。



33原教界2017年4月號74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人。從完全不會說族語，到能夠順暢地說出分

配到的台詞。這些改變不是馬上就能學會的簡

單事情，都是經過學員們認真的學習、及無數

的練習才能擁有的成果。

台北．不流浪的族語配音

最後到了期末成品錄製，也就是這部「台

北．不流浪」的族語配音，當天的氣氛稍微凝

重，畢竟期末成品也是展現自己上完配音班課

程成果的時刻。在開始錄音前，學員們待在準

備區，看著動畫畫面，一遍又一遍的練習台

詞。進到錄音室正式開始配音後，學員們必須

馬上融入動畫故事的情境，進入腳色的情緒，

才能完成這部動畫的族語配音，這些都是學員

們嘔心瀝血的結晶，也是學員們鍛鍊的成果。

原住民族語的未來展望

在近代，很多原住民族語已經是瀕臨消

失的語言，若還不趕快保存與傳承，將來就

再也沒有人會說了，這是十分嚴重以及可惜

的問題，我們都應該去正視它，而不是忽

略。因此在辦理配音班的同時，也希望原住

民青年應該要好好了解自己的傳統文化，學

習自己的族語，讓原住民族語和文化能夠一

代一代的傳承，甚至是結合日新月異的科技

或是專業技能，讓族語不只是薪火相傳，還

能發揚光大。

「台北．不流浪」動畫的族語配音

今天，明天，永遠，都要唱自己的歌。 學員們正在錄製配音班期末成品「台北．不流

浪」。

周沁瑩

Holo人，1993年生，台北市立
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學

士。現就職於台北市立大學族

語數位中心，致力於原住民族

語教材與族語E樂園相關工作。

季稏夫正若講師教授配音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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