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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原住民族語文學獎（後簡稱族語文

學獎）第一屆，係由國立政治大學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承辦，時間在2007年7月。政大林

修澈名譽教授為首屆族語文學獎的審查委員召集

人，其在作品集的序中寫道「原住民族語文學獎提

供廣大空間呈現原住民族語言的多樣性，族語寫作

是文學的根，作品集為原住民族語文學的首串果

實，期盼在活動開展後，結出更多更豐碩的成

果。」歷經14年，2020年政大又再次承辦第七屆，

當年的期盼是否成為現實，將是本篇探討的方向。

首先，以「延續性」來看族語文學獎，從推

廣、徵稿、評審、公告、出版、頒獎、研習⋯等，

整體辦理的成熟度，就目前的現況來說是大有進

展，這項活動穩定連續辦理七屆，且在從事書寫創

作的族人心中又有著代表榮譽的指標性，這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再來，每一屆的投稿數量都維持在百

件上下，長期都能維持有一定的熱度，是因為族語

使用與推廣在社會中普及，還有書寫系統的穩定與

族語教材的出現，經過時間積累和環境友善，才有

今日的小成果。但我們是否能再次帶出不同的改變

呢？答案是有機會的。第七屆的投稿件數，創下了

歷史新高，增加了比過往多一半的投稿件數，除了

上述的原因，政大嘗試性地做了投稿分析與實驗性

策略，透過整合資源與重點宣傳，有了一些

小心得。

誰掌握了書寫能力？

族語文學獎是有參加門檻的，關鍵就在

能不能用「族語思考」和「族語書寫」。而

通常完全符合這樣的條件的人是中壯年以

上，很粗略的從身分來看大多是兩種人：教

師、牧師，合理推測是因為這些人有族語口

說能力，也受過高等教育，對族語寫作是相

對得心應手，是投稿的基本盤。下一個可能

投稿的區塊就是青壯年，這個年齡層的人普

遍都有受過教育，但是族語使用的環境就相

對不理想，且大多投入在各行各業工作中，

在生活裡用族語機會不多的情況下，參加寫

作是有難度的。再往下推一層到了青年這個

區塊，這群人族語大多能力有限，但對族語

創作是有熱忱的。有了對投稿群體的評估與

認識，怎樣讓更多人有意願參與投稿，或者

找到不同的投稿人群，這會是第七屆努力的

重點。

加強推廣線上投稿

本次在投稿方式中，除了維持原本的實

體郵件投稿外，延續使用過去網路投稿的作

法，第七屆特別設計了專屬網站來協助作

業，我們試著降低了投稿難度，只要透過電

腦連結上網，就可以進行投稿。這樣的方式

打破了許多的限制，比如省去來往寄件的通

勤距離、減少印出來的紙張消耗；增加了一

些小便利性，如擴大可以投稿的時段，不會

因為郵局的上下班時間受到影響，再來是網

站的投稿項目有防呆引導，讓大家可以確實

完備需要的資料。透過宣傳和鼓勵青年人加

入線上投稿，本屆的紙本投稿有 5 1篇

（ 2 7 %），網路投稿則來到了 1 3 7篇

（73%），從數據可以看出，使用網路投稿的

數量已經比傳統紙本高，由此可知這樣的做

法是有效且值得期待的。

從計畫尋求多元的推廣

建立在本屆團隊過去的基礎，我們清楚

誰有書寫能力，我們知道關心族語的人在哪

裡，因此可以很明確地描繪出我們欲投放資

訊的受眾群。運用了過去多年的累積，從原

住民族語文教材、原住民族語朗讀文章、原

住民族語言推動組織及瀕危語言復振師徒制

計畫...等，這些與政大原民中心有聯結的人或

團體，我們分散執行多次的Line群組資訊轉發

與FB塗鴉牆的文字分享，另外並以客製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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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3日，於賽德克語推組織寫作班進行中區寫作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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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9日，前往那瑪夏
區進行南區寫作分享會。



26 27原教界2021年06月號99期 原教界2021年06月號99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方式去推廣投稿，逐一地邀請並懇請這些受

邀老師們協助推廣。另外，在這次的宣傳期

中，曾經到過國立暨南大學的族語班、幾個

語言推動組織做投稿宣傳，實體的互動後發

現，許多我們第一次接觸的人，

大部分對族語文學獎的投稿活動

是不清楚的，所以這群對族語有

興趣的人，未來也可以是大力宣

傳的群體之一。

攪動青年的族語書寫

在2018至2019近兩年的時

間，政大原民中心承接了原住民

族委員會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振

計畫案，其中最重要的項目就是全職的師徒

制，學習員的組成多是青年為主。從歷屆的

入選名單顯示，列為瀕危語言的語別，在過

去是少有或從未在族語文學獎入選，甚至是

連投稿的人都沒有，在瞭解這個狀況之後，

我們透過以往合作的網絡，直接跟他們做宣

傳與接觸。對於瀕危語言計畫的師徒來說，

必須穩定每天全天候的族語學習，所以對於

用族語來做書寫，是不陌生的，且我們與所

有的師徒制團隊都有不錯的默契與信任感，

有了這些良性的互動和暢通的聯繫管道，可

以提供每個族語傳習員適合嘗試的方向、需

要的報名資訊與過去曾入選的作品，直接地

提供給他們參考資源和協助，因此在本屆的

投稿群中，瀕危語言參與度較過去幾屆相對

熱絡。

寫作的經驗分享會

經驗的累積需要時間的堆疊，這些沒辦

法遺傳，卻能透過前人走過的路，讓聽者找

出適合自己的路線學習。我們整理第1至6屆

的入選名單，找出較少有人入選的語別，鎖

定歷屆入選數量是相對較少的中區與南區，

在投稿期前到南投縣埔里鎮、高雄市那瑪夏

區做兩場的分享會，邀請的講者都是當地在

文學寫作上有累積的前輩，透過他們的分享

降低大家對寫作的恐懼，最關鍵的就是增加

投稿者的投稿信心，加強大家對投稿的興

趣。我們從「什麼是文學？」開始，進階到

「文類是什麼？」現場可感受到參與者對於

如何參加族語文學獎是很有熱

忱的，另外是到底自己的語言

要怎麼變成文學，我們發現這

兩項是現場都會提出的問題。

講者與聽眾回應互動是良性

的，直接走進部落，找在地的

作家來分享，透過零距離的接

觸，以對話進行交流，從最後

的數據來看，參與活動者有超

過半數嘗試投稿，由此可見，

重點式的推廣甚是有效。

綜上所有的小變化，都是

奠基在過去的基礎上，才能依

項目做出調整，政大團隊試圖

從鎖定書寫群體、增加網路投稿途徑、穩定

進行焦點宣傳、擴大投稿年齡層、增強投稿

信心等面向來推廣族語書寫，本屆這些積極

推行的目標雖然仍有不足，但正面的經驗是

未來可以繼續推動的參考方向。另外從投稿

年齡層來看，50歲以下的青壯年投稿占整體

的44%，30歲以下的青年投稿占整體的23%，

本次最小的投稿者是10歲以下的國小生，攪

動族語書寫族的群體使整體投稿族群年齡層

往下降，是個意外觀察到的好現象。我們深

知族語書寫對於青年的困難，因此青年與長

輩的合作將作品完成也是一種可行方式，透

過長輩們用族語的世界觀來面對新的世界，

這是促進族語現代化使用的一個趨勢。回顧

第七屆的成果與突破，期許能帶起風氣讓族

語書寫更加普遍，讓更多人願意將此視為傳

承族群文化的重要工作，藉由族語文學獎的

書寫精煉族語，使其成為原住民族文學經典

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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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到原住民族語文教材編輯會議進行族語文學獎宣傳。

到南投學習中心的族語學分班進行族語文學獎宣傳。到埔里愛蘭教會進

行噶哈巫、巴宰、

道卡斯語族語文學

獎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