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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工作與挑戰

受邀加入主編群是在2008年，《原教界》

已有了基礎，而我平均每年主編一期，主編的

最後一期為2015年第65期。換言之，我也同編

輯團隊並肩作戰了8個年頭，執行主編過9個主

題。

《原教界》的專欄包括了原教評論、原教

主題（封面故事）、原教前線、校園報導、新

書書評及原教會議等等，兼具了原民教育政策

性、實務性、理論性及即時性。執行主編主要

負責兩大部分，第一是規劃落版單及邀稿，第

二則是撰寫該期封面故事。前者，先設定主

題、規劃各專欄篇章、擇定最優撰稿者，規劃

完成後，展開邀稿、催稿、校稿、打樣等工

回顧
台灣2001年首次政黨輪替以來的原民教育

政策史，在民進黨政府執政下，教育部與

原民會共同合作委託政大原民中心組織原住民族的族

語編輯群，編纂「部編九年一貫族語教材」；2005年

再共同制訂並發布「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奠定

族語文字化的里程碑；同年攸關整體原住民族政策及

發展的「原住民族基本法」也立法通過。《原教界：

原住民族教育情報誌》正是在此背景下，背負著使命

與熱忱而啟動，其意義深遠不言可喻。

2005年創刊的《原教界》如今已邁入第100期，真

的不容易，這是原民會教育部長期經費支持的刊物，

在總編輯林修澈名譽教授的嚴謹態度、堅定信念，以

及執行力滿分的原民中心黃季平主任的帶領下，這16

年間已然成為見證原民教育發展的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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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每個步驟都環環相扣，只要稍

有延誤，後續則如骨牌效應般壓縮

其他工作期程。

規劃落版單是迷人的工序，鋪

成各專欄篇章常常欲罷不能，但規

劃與實際往往會有落差，尤其初步

邀稿不順時，主編必須不厭其煩地

找尋其他適合的撰稿者。由於各專

欄所規劃的篇幅、字數均固定，因

此要一稿不差的收齊，才能避免影

響專欄的佈局、均衡性及完整性。

而掌握撰寫群進度又是一大挑

戰，最艱困的莫過於被「放鴿子」。

截稿前表示「正在寫⋯再給幾天的時

間⋯」云云，雖勉為其難卻仍硬著頭皮「寬

容」，但最終竟人間蒸發般消失，電話與mail

都不接不回，甚至還需要動用關係去關切；有

的則是當面允諾供稿，正式邀稿後卻連電話都

不接。原教評論是提供官學產的平台，由於主

管機關多為教育部和原民會，難以避免會重複

邀稿，無形中也給政府機關壓力，惟層層簽

核，等候稿件自然也成為另一個壓力。官員是

不至於消失，但在截稿日卻以「近期工作忙

碌」而無供稿件，也會令人相當無言。以上除

了讓人感到挫折且欲哭無淚，苦也只能吞下，

需迅速回神解決缺稿的問題。種種情況也激盪

出多元而創新的解決方式，有些文章受限耆老

中文書寫的能力，就會改以訪談稿來處理，這

也不失為因應的解決之道。

另一個重頭戲則是撰寫當期的封面故事，

主編需負責分析及全貌性論述當期主題，這也

是本刊的特色。過程猶如歷經一場洗禮，我也

編務所學的新知與感恩

等於撰寫了9篇封面故事，透過實證基礎資料

進行分析，與其說爬梳並釐清該主題脈絡，不

如說是理論與實證相互辯證的論述，實質上就

是一篇學術性的論述分析。

身為主編在每項工作可說是親力親為，需

時不時關心撰稿者的進度，以及預設可能遭遇

的問題，主編除了隨時處理並解決各種問題，

也要窮極一身的耐心與毅力才能完成任務。

扣緊時事設定主題

回顧過去主編的9個主題，大致分為以下

三類：

類 別 議 題 類 型 各 期 主 題

一

扣緊時事
或教育現場
正在發生
的重要議題

民族文化進入學校（第22期）
原住民研究生（第26期）
營養午餐與原住民學生（第27期）
Sediq Balay原住民．巴萊（第42期）
原住民族史的教育與現場（第65期）

二

過去
鮮少探討
的議題

原住民族學校的建築（第34期）
原住民族繪本．千千岩助太郎與台灣原

住民族傳統建築（第47期）

三
總編輯
關切的議題

原住民族教師的人生（第54期）
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第59期）

第一類為最多，呈現了刊物與時俱進與即

時性，但也平衡了第二及三類的主題。簡單分

享幾期主編的主題，「民族文化進入學校」，

鑒於1998年即立法「原住民族教育法」，但歷

經十年，對於原民文化內涵及概念，以及尚未

正式編入學校體制等，均處於模糊及教學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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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主編最艱困的莫過於被「放鴿子」了，此為筆者老公親筆所繪製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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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而在教學現場上，卻看見已有少數原

民學校借用部落耆老，嘗試在教育現場實踐民

族教育內涵的體驗課程，隱然看見原民教育發

展的趨勢與可能性，透過該期主題期盼學校能

成為語文傳承的場域，讓族人從此認識本族文

化，也由此產生自信。

「營養午餐與原住民學生」這期，可說最

為驚心動魄！由於媒體報導「原民學生沒有錢

繳交營養午餐」、「山地鄉原民學生繳不起學

費與餐費」，掀起各界關心並抨擊主管機關教

育部。為能獲得官方提供相關政策的評論稿，

與原民學生營養午餐的相關統計，還動用到原

住民立委，至今仍印象深刻。

而因電影《賽德克．巴萊》蔚為風潮而以

「Sediq Balay原住民．巴萊」為主題，在名詞

後面都加上Balay巴萊，意即「真正的」，創

造了許多趣味，透過此探討原民身分認定與認

同，即使是1/2原住民，也想努力成為「原住

民‧巴萊」，如同《賽德克‧巴萊》一樣追求

民族尊嚴，以身分、語言與認同，作為現代原

住民族重要條件，成為「原住民‧巴萊」。

最後主編的「原住民族史的教育與現

場」，則是著眼於族史的建構。在歷任統治政

權或國家觀點慣用「原住民族無歷史」或「台

灣歷史400年」等論述下，原住民族史在台灣史

中微乎其微，透過本期來呼籲應由國家力量編

列預算編纂各族史，並為各族抵抗事件建立紀

念碑或公園且記述本民族史觀，加強灌溉「原

住民族史」課程的荒漠，以利建構原住民族史

觀點。

影響無遠弗屆與滿滿的感謝

如今，一路坎坷經營的《原教界》，不

僅提供當下原民教育的情報外，同時透過理

論與實證的相互辯證針對各議題做深度報導

與分析，也讓國內外教育界、學術界相當重

視，更被不少研究者引用，甚至多所大學蒐

集各期《原教界》作為學校圖資，顯見其影

響無遠弗屆。

回想這些點滴是滿滿的感謝，感謝林總編

輯的邀請與專業主編們的共事，這8年來的歷

練，獲得比付出的還多，雖然箇中有喜有苦，

但當收到初出爐熱騰騰的月刊，挫折與難言之

苦都會煙消雲散。感謝曾經被催稿的學者專

家、官員、老師們，及部落耆老，齊力記錄這

16年來的原教風雨，充實與豐富了各期內容。

加入主編群時尚在唸博士班，除了要發表

及完成學位論文外，2004年起便參與教育部及

原民會合作編輯的「九年一貫族語教材」審

訂，以及原民會的「族語補充教材」四期計

畫。期間2010年始在政大民族學系開課，以及

執行幾項研究計畫，雖然忙碌卻沒有荒廢任何

一項，認真完成每一項任務，真的是拜《原教

界》訓練之賜，對自身經驗與收穫均是前所未

有，也是最充實有效率的時期。

結語

雖然這幾年因服公職而暫時告別主編群，

但仍心繫原教界的發展，只要有關切的議題或

受邀稿，都會積極完成，這也是與其最好的維

繫方式。基於支持國內長期經營的刊物，以及

隨著社會變遷，原民教育議題日益新穎，衷心

期盼原民會堅定其推動核心價值的政策下，繼

續支持《原教界》的經營與出版，同時也期盼

教育部能成為《原教界》的有力後盾，共同為

原民教育努力而發揚光大。

編務所學的新知與感恩

Iwan Nawi
伊萬納威

南投縣仁愛鄉Snuwil部落賽德克
族，1966年出生。政治大學民
族學博士。曾任政大民族學系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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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7期

劉宇陽
第37,47,61,66,

68,88期

遠矢浩司

第12期

齊藤啟介

第41期

劉永健

第51期

劉克全

第86期
劉杏元

第20期
劉秀汶

第10期
齊莉莎

Elizabeth Zeitoun
第70期

趙增壽
taro'
第85期

劉秀霞
Amoy Inga
第88,98期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第 3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