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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愛努族 Knowing Aynu
アイヌを知る

文學獎寫作、得獎的感想

得知
，有原住民族文學獎的創作寫作

的機會，我先睹為快瞭解文學獎

徵文之項目與內容。我個人喜歡挑戰自己

用阿美族語文寫作，主要的原因是，族語

是我的第一語言，也就是說，我最熟悉的

母親語言。幸好我會打電腦，我所想的

話、知道的故事、社區部落的軼聞，用稍

微近痛風的手指輕輕地壓下每一片鍵盤，

一個一個的羅馬字順序地排列在桌面上出

現，匯成可以閱讀的文集，因此強烈刺激

我的興奮感。我的想像力成為具體的文字

（malacodad），實在太棒了，這是過去所
沒有的經驗，可以分享給認識我的語文的

人閱讀。

原住民族的尊嚴被提升

寫作創作文學，我比較喜歡寫散文，

比如說，我的短篇小說（o  k o n g k o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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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圖︱Sing ’Olam 星‧歐拉姆（台灣聖經公會資深董事、行政院原民會文獻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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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歐拉姆與布農族得獎人余榮德牧師合影。

我時常告訴自己「寫作，

永遠不嫌年輕的時候或年老的時候」。

1975年出生於新潟縣新潟市。1999年入學

北海道大學法學部後居住於札幌市。同大學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中途休學，

2011年2月就任同大學愛努 先住民研究中

心助教。2014年4月起就任現職。專攻為憲

法學。

如同中華民國憲法或美國憲法，日本國憲法

沒有在憲法中明文規定原住民族或Indian 

Tribe如此法律身分，本人於該憲法情況之

下，研究愛努政策之可能性。就任中心職務後，擔任「民族象徵空

間之多樣參與確保方案檢討部會」主持人（與北海道大學愛努 先住

民研究中心的北原次郎太副教授同為共同主持人），不限於憲法，

也拓展視野到國際法、國際人權法、智慧財產法等，針對符合愛努

民族或國內法制度的實情的具體性政策實施提出建言。在北海道大

學法學部，擔任日本國內法學部中唯一的「先住民法」課程。

（2013年11月屏東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留影）

1975年新潟県新潟市に生まれる。北海道
大学法学部に入学した1999年より札幌市
在住。同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後期
課程を中途退学し，2011年2月に同大学ア
イヌ・先住民研究センター助教に着任。
2014年4月より現職。専門は憲法学。
中華民国憲法やアメリカ合衆国憲法のよう
に，原住民族やIndian Tribeといった法的身
分が憲法に明記されていない日本国憲法の
もとでのアイヌ政策の可能性について研
究。センター着任後は，「北海道アイヌ生活向上推進方策検討
会議」の委員や，内閣官房アイヌ政策推進会議内に設けられた
「民族共生象徴空間への多様な参画の確保方策検討部会」の座
長（アイヌ・先住民研究センターの北原次郎太准教授との共同
座長）を務め，憲法だけでなく，国際法，国際人権法，知的財
産法等にも視野を広げながら，アイヌ民族や国内法制度の実情
に即した具体的施策について提言。北海道大学法学部では，日
本国内の法学部で唯一の「先住民法」の講義を担当。（写真は
2013年11月屏東原住民族文化園区 で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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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合 研一　OCHIAI Ken-ichi
北海道大学アイヌ・先住民研究センター准教授

落合 研一　OCHIAI Ken-ichi　
北海道大學愛努．先住民研究中心准教授（副

教授）

事業的實施主體有阿寒愛努工藝協同工

會，也有新組織的一般社團法人阿寒

Ainukonsarun此愛努民族組織。如此情況，
可說是集合了北海道內有名觀光地之一的

阿寒湖畔的愛努族人，由他們積極向釧路

市推動地域計畫制定的成果。此給付金制

度的本質是愛努族人越是影響市町村，越

更容易享受到其實質上的效果。因此，市

町村被要求建立容易理解給付金的宣傳活

動或是愛努族人容易表達提案的體制。政

府則被要求好好評價對愛努民族文化振興

或生活提升的給付金給付事業的效果，並

反映在今後的地域計畫認定之中。

業もある。このことは、北海道内の有名な観光地
のひとつである阿寒湖畔のアイヌの人々が結束
し、釧路市に地域計画の作成を積極的に働きかけ
た成果といえよう。このように交付金制度は、ア
イヌの人々が市町村に働きかけるほどその実質的
効果を享受しやすくなるものでもある。したがっ
て、市町村には、交付金制度のわかりやすい広報
活動や、アイヌの人々が提案を伝えやすい体制づ
くりが求められる。政府には、アイヌ民族の文化
振興や生活向上に対する交付金交付事業の効果を
きちんと評価し、今後の地域計画の認定に反映さ
せることが求められよう。  

依據愛努政策實施推動法的給付金制度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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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Literature Award族語文學獎 民族語文学賞

化的途徑。大家共同彼此鼓舞族人都能寫善

言，各族的語文就不會從地球村消聲匿跡。

即使有人消極地說語言已經步向死亡，但盡

頭仍然有愛維護語言萌生，愛好原住

民族文學的一堆人在努力以赴。文學

寫作本身會使語言維持長久穩定，活

下來還不夠，要活起來才有意義。

用創作帶起語言存活的能量

全球人類正處在肺炎疫情嚴峻

之際，經濟也許會進入大蕭條，現金

可能會變垃圾。但期盼我們的文學寫

作不會受影響，永續散發的文學寫作

的靈感與技巧，以及文學作品與創作

不致於成為垃圾。雖然我們原住民族

的族語面對永續與復振之挑戰，大家

仍 然 不 停 地 倡 導 熱 愛 聽

（mitengil）、說（somowal）與寫
（mitilid）在這世界唯一的語言，甚

至於載歌載舞唱出充滿盼望之歌曲。讓地球

村的人曉得我們的語言一直是活起來的。我

們的文學創作始終奮起語言存活的能量。 

文學獎寫作、得獎的感想

退休前基隆海外與師母合影。

Sing ’Olam
星‧歐拉姆

阿 美 族 ， 花 蓮 縣 光 復 鄉 馬 太 鞍

（Fata’an）部落人，1946年出生。玉
山、台南神學院畢業，台灣神學院博士

班結業。已然退休的牧師。現任台灣聖

經公會資深董事、行政院原民會文獻會

委員。常受邀去學校、社團、部落、教

會演說與授課。充任自創的文化逍遙學園的tutor。七年前回到
闊別50年的家鄉，吸收文化傳說故事的養分，起始活躍在耆老
的氛圍。生命的感動，返璞歸真，回到我語言之家鄉。曾任族

語聖經翻譯主席、教育部鄉土教材編委。編輯阿美語、泰雅

語、布農語、噶瑪蘭語讀本，以及出版經譯、詞典與教材有豐

碩成果，甫獲頒102年教育部表揚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另
著有《阿美語譯伊索寓言》、《阿美族語實用語法》等書。

作者簡介

Aaw）或故事（部落雙城記），以自己古
早（o nai ngara:ayho）的生活情趣、耆老
講述的傳說故事與軼事為題材。我也嚐試

寫翻譯（mifalic）文學的寫作，這個挑戰
給我很大的刺激，畢竟不是自己的語文，

似乎有隔離感。何況，沒有一種語文和另

一種語文易如反掌直接翻譯成順暢的文

章，那是多難的差事，不過，嚐試起來，

會引來新的翻譯樂趣和成就。我翻譯過伊

索寓言Aesop’s Fables，如果寫作表現優異

而得獎，心靈獲得更大的鼓勵，促成原住

民族的尊嚴被提升。但也不要只期待獲得

文學獎項，乃挑戰自己毅力，考驗自己的

智力，精益求精。

不能為了寫作而寫

寫作或是翻譯，我在思考一件事，如

果寫這個主題，寫出來之後，讀者閱讀我

的文章，能否瞭解我思想的文脈，以及我

所寫的內容情節。讀者可以吸收在其中文

學的養分，即文章所表達的意義。寫作或

創作不能為了寫作而寫，也不好只為了獎

項而寫。如果以原住民族人為寫作對象而

已，更何況方言群之範圍更為縮小，當然

讀者也會更受限制，文學作品揮灑的空間

也變得更小了。因為這樣，鼓勵撰稿者以

雙語（bilingual）呈現文學的著述技巧和
內容，可與賞閱文學的人士共享文學豐富

的饗宴。

感同身受的使命感

雖然寫作者的興趣與動機非常不一

樣，只要是原住民族的文學創作，我們有

共同的目標和理念要達成。大家有感同身

受的使命感（mission），就是促使奄奄一
息，即瀕臨死亡的語言，著手急速挽救，

是刻不容緩的任務。推展語文保存與推動

講說母語，都是最好的活化語言、復振文

穿豐年祭裝的三位是馬太安部落耆老，由左至右分別是星‧歐拉姆、亞洲鐵人吳阿民與另一耆老。

阿美語修訂版聖經奉獻感恩禮拜紀念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