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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阿魯哇
族語言推動工作過去都以高雄

市拉阿魯哇文教協進會為主要

推手，從2008年的圖解式族語小辭典、語言巢計

畫，到2010年家庭化族語計畫、2012年開始的搶救

原住民族瀕危語言計畫，再到近期2019年的語言推

動組織暨語言全職師徒制，每年都透過開班授課、

族語營隊，甚至師徒教學等方式，積極推動族語的

學習與增加使用機會，尤其自2014年拉阿魯哇族成

為台灣獨立一族群後，更是積極推動族群的文化、

祭儀與語言的資料建立、保存與復振。

拉阿魯哇圍一個圓

自1995年族群內的長輩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族群有

別於鄒族，開始對於自己族群文化與語言有危機感之

時，長輩們便開始尋求各樣方式，希望可以重新教育

後代，告訴後代我們自己是誰、我們有怎麼樣豐富的

文化、重要的祭儀，甚至是寶貴的語言，但是在那當

時的時空背景，中壯年為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紛紛地

移居都市工作，而較年長的青年也開始為了可以增加

自己的學歷經驗，而選擇在外求學，部落內的族人僅

剩下長輩與年幼的孩童，雖是如此，長輩們還是開始

著手許多文化整理與復振的工作。

大約在2012年之時，族

群的正名運動越來越火熱，

開始有更多的族人意識到自

己與其他族群文化及語言之

差別，成為獨立一族群的想

法越來越強烈，開始有年輕

人發現過去在做這些文化復

振與正名運動等工作，都是

由族內年邁的長輩努力參與

及行動的，開始有年輕人學

業完成後返回部落，欲透過

自己所學習的、所專長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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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每件事都可以是聚會所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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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所主題逐漸發展多元。

識或技術，協助族群的文化復振工作。2014年正名拉阿魯哇族

後，族人族群認同感高漲，這時有更多年輕的族人返回部落，一

起投入文化與語言的傳承工作。部落有了年輕人，族群的文化工

作開始有更多元的發展，年輕人按照自己的興趣與專長學習不同

領域的傳統文化，並用不同方式推動文化與語言工作。

2019年拉阿魯哇族語推組織成立，也在當年開始應聘到拉阿

魯哇族語推人員，在語推組織與語推人員共同合作之下，拉阿魯

哇青年族語聚會所方案油然而生。

唇舌之間的無奈

拉阿魯哇青年族語聚會所自2019年開始，顧名思義就是邀請

拉阿魯哇族的青年一起參與聚會，但是聚會時的對話與聊天都要

以拉阿魯哇族語進行。青年聚會所每個月進行2次，每次至少進

行2小時的時間，一次選擇在週間晚上進行，一次選擇在假日的

下午進行，就是希望可以透過聚會所的方式提供不論在部落或是

在外求學、工作的青年，返鄉後可以有輕鬆學習族語及使用族語

的機會與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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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族語能力的不足

青年族語聚會所每次聚會的成員約有6至

10位，剛開始大家來到族語聚會所的時候很緊

張也很害羞，語推人員或語推組織成員會在旁

邊鼓勵大家聊天、說話，雖然聚會所未有硬性

規定僅能說族語，僅以鼓勵方式希望大家盡量

開口說族語，但是因為大部分的青年族人的族

語能力不高，大家都不願意或不敢發言或互

動，大家不是比手畫腳，就是用狀聲詞或僅會

的一個單詞盡量表達出自己的意思，在這樣非

語言的溝通方式幾輪後，大家反而被逗得開心

了，卸下了自己的擔憂或害怕，勇敢面對自己

族語能力不足的現實，並開始更勇敢地尋求資

源幫助與學習。

從「說」族語變「學」族語

青年族語聚會所也不是完全無法溝通，在

聚會所中約有2位族語能力較好的青年，約有4

位族語能力中等的青年，當聚會所成員開始出

現支支吾吾或語塞貌時，能力較好的青年便會

協助幫忙轉達或是給予提示，幫助對話可以持

續地進行。有時候青年族語聚會所也會有長輩

族人參與，當青年用不流利的族語進行對話

時，長輩會在旁邊指正語法使用的錯誤，或是

修正青年奇怪的語調，有時甚至直接進行族語

教學，分享單詞的變化或是語法使用的方式。

不論是能力較好的青年族人，或是一起參與聚

會所的長輩，雖在聚會所進行期間幫助青年提

升族語能力，但是聚會所的形式也逐漸變成族

語學習班，也因為經常性地被指導、被修正，

青年們又回到剛開始聚會的情形，大家又不敢

勇敢發言或回應問題，族語聚會所從大家一起

「說」族語的期待，又逐漸轉變成「學」族語

的型態了。

自信從說話開始

語推人員與語推組織思考青年聚會所執行

的困境與障礙，除了青年族人族語能力的差

異，又是族語聚會所環境的正向情感支持不

足，雙重打擊下青年說出族語的意願又被恐懼

淹沒了。為了重新找回青年說族語的勇氣，語

推組織積極與其他單位合作辦理族語學習班，

鼓勵青年參與課程提升自我的族語能力，也鼓

勵青年在家可以運用線上的族語學習資源，甚

至在青年的line群組也開始練習用族語聊天。語

推人員在每次聚會所開始前，協助製作族語單

詞、句型的實用學習單，使青年可以在聚會所

對話時，可以有一個參考的紙本，幫助對話持

續進行。因為青年族語能力參差，同一個對話

主題依照族語能力適切的分成簡易或困難等差

別，使不同族語能力的青年都可以在聚會所中

開口分享，長輩們參與聚會所的角色也從教育

角色，逐漸轉為陪伴與鼓勵的角色。

經過轉型後的族語聚會所，青年們不但族

語能力有明顯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說族語

過程中，眼神散發出以拉阿魯哇族為榮的自

信感。其實在推動青年族語聚會所時發現，

青年不說族語的原因是沒有自信，沒有自信

的原因是族語能力低落，開始增強青年的族

語能力之後，發現青年開始對於說族語有些

許勇氣與自信，有了勇氣與自信後，青年更

願意積極且主動的學習族語，提升族語能力

與建立自信原來不是可以分別獨立進行的，因

為這兩者是互相交互作用的，兩者關係或許就

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般地緊密曖昧，卻是

極其重要且關鍵。

用說話守住拉阿魯哇

今年青年族語聚會所仍是運作著，維持每

個月2次，1次2小時的模式，但是為了使聚會所

可以更有吸引力，可以使更多青年或是中壯年

族人一起參與，聚會所每個月設計不同的主

題，大家在聚會所不只是要說族語，更是可以

依照設計之主題學習特定領域較常出現的單詞

或是句型，也在當中設計可以實際體驗的聚會

模式，當我們聊到傳統美食時，我們就一起動

手來料理；當我們聊到捕魚祭時，我們就走進

河裡實際的進行體驗等，希望可以透過實際的

體驗與參與經驗，加深青年對於族語的認識，

也持續擴展青年的族語深度與廣度。

族語聚會所是實踐族語復振的重要場域，

也是青年重新找回自己歸屬的家，更是我們守

護拉阿魯哇對抗瞬息萬變的世界的基地，或許

我們都經歷過在部落或家中沒有人跟我們說族

語的遺憾，但是我們期待透過族語聚會所重新

找到說族語的堅持與毅力，未來不論是在部

落、在家庭，從我們開始勇敢地說族語，用說

話守護拉阿魯哇。

聚出溫度，說出自信

運用黑板上的提示幫助族語對話。 聚會所也會適時的調整聚會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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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阿魯哇族人，高雄市桃源區

高中部落人。1990年生。國立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

學系畢業。目前為拉阿魯哇族

語言推動組織專案人員。曾擔

任高雄市興中國小代課老師、

高雄市桃源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