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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也是總編輯與主編討論當期刊物落版單最

為重要的部分，總編輯會從中檢視各主編能否

掌握當期主題重點，並就主題所欲發展出的各

個面向，排定出邀稿對象。因此，如何按照刊

物所架構的不同專欄，遍尋在學術領域、教育

現場、政府部門，甚或是在部落中的文化復振

行動者中，最能呼應主題的方向並提供文章，

進而在相關領域中挑選出最優人選來進行邀

稿，每期都會讓主編絞盡腦汁。

當落版單的討論確定之後，自開始邀稿到

獲得供稿的過程又是另一個苦差事，在創刊初

期的1至2年，《原教界》還沒有知名度，所以

在邀稿時總要稍花些時間來介紹這一個新刊

物，若是主編與邀稿對象尚有交情，可能會樂

100期
的《原教界》共走過了17個年頭，也在

總編輯的帶領以及每期主編的辛苦經營

之下，記錄了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在這十餘年來的變

遷。自2005年7月創刊，我受邀參與執行主編的行列，

在之後每年出刊的6期中，除了有3年因公務工作繁重

無法分心協助之外，幾乎每年都會執行編輯一期，累

積至今也有14期，主題含括了升學優待、族語教育、

大學原專班、數位教育、體育人才、產業人才教育

等，所設領域不僅廣泛，對於執行主編而言，每一個

新領域的規劃其實都是新的挑戰。

主編的難題與解方

《原教界》規劃的三大專欄「原教評論」、「原

教前線」及「校園報導」，是創刊以來即從未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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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挺，並欣然答應供稿；若是陌生的邀稿對

象，藉由電話與電子郵件反覆確認與勸說，則

是不可避免的過程。直至定期出刊的《原教

界》已在原住民族教育以及原住民族研究的領

域建立相當口碑之後，在邀稿時或許

可以不用介紹刊物為何，不過向受邀

稿者說明當期邀稿的主題與方向仍是

必要的。

主編需排除萬難解決問題

基於主題需要，每期都會希望能

有主政的政府官員「賜稿」，不過畢

竟公部門要公開發表言論，往往是謹慎再三，

且有時並非是受邀稿的長官親自撰稿，而是由

相關業務的承辦人擬稿後，經過內部層層簽核

同意之後才定稿，因此，即使是千餘字的短文

章，從邀稿經過月餘之後才取得稿件，是正常

的事。另也有的邀稿對象，是在教育現場具有

貢獻，但卻鮮少下筆寫作的族人朋友，例如忙

碌於教學工作的老師們、教會的族人牧者，或

是致力文化傳承的部落夥伴等，為了能夠獲得

供稿，主編們也多會設想出許多「體貼的作

法」，首先仍會鼓勵其嘗試寫稿，交稿後發現

字數不足或是文筆略不通暢，則由主編協助

「加油添醋」加以潤飾；若所供文章看起來太

過於官樣，有如業務報告且閱讀無味，主編也

只能硬著頭皮改寫成文情並茂、生動活潑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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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後，再傳回給供稿者確認是否文詞達意並

同意刊出。親訪或是遠距電訪是非不得已的作

法，往往是在逾截稿多日仍苦等未果後，赫然

發現邀稿對象隻字未寫時，就會啟動採訪計畫

來補齊缺稿。

百期回憶二三事

回想在2005年原住民族研究中心開始規劃

編輯《原教界》，林修澈主任擔任總編輯，並

將編務工作交付給我，即使個人從未有過刊物

編輯的經驗，接下這一個具挑戰性的任務，其

實內心是充滿期待。不過因為中心並非專業的

雜誌社，在沒有充足經費聘請專業美編，只能

另外透過在其他雜誌服務的友人推薦下，由該

雜誌的美編來協助建立編務工作，從落版單規

劃，刊物編輯流程的控管，美編設計到印刷打

樣過程中的總總細節，都在美編的協助下逐步

建立起來。尤其是在封面的設計上，也是由其

提供頗具氣勢的「原教界」三字，在總編輯的

決定之下，確立了字形與字體大小。

創刊號中，總編輯請我負責「原教Q&A」

專欄，並以小詞條方式的簡短文章，來釐清原

住民族教育的問題，第一期即以〈原住民學生

所接受的傳統文化教育：是否就是民族教育？

還是該稱為原住民族教育？〉為題，為《原住

民族教育法》中的核心概念提出見解，此篇不

僅是第一篇在《原教界》供稿的文章，也是首

次用族名Rata Mayaw來發表。在之後除了個人

擔任主編的當期中，必須撰寫「封面故事」之

外，由其他主編負責的專題也偶會供稿來提供

對主題的個人論點，自創刊至99期，總共寫了

63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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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界》Q＆A專欄以小詞條的方式來釐清原教問題。

高秀玉
Linmong-Masao
第8,17,29,35,38,

58,70,98期

高旻陽
Baya Tadaw
第66期



46 47原教界2021年08月號100期 原教界2021年08月號100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透過每一期擔任主編時的規劃與邀稿，以

及為當期所寫的封面故事專欄，即是為了讓當

期主題能理出一個清晰的論述，而讀者也可以

透過刊物內每位作者的文章論述與報導內容，

看到原住民族教育的樣貌與動態，也感受到投

身各領域的原教人員，是如何用心打造一個更

好的原教環境。即是靠著這樣的理念，每一期

的編輯工作幾乎要投入3個月以上的時間，直到

一本精美的刊物送到手上時，曾有過的辛勞也

就值得了。

結語

重新翻閱《原教界》在2014年創刊十周年

的第60期專刊，我以「紮根十年 原教綿延」為

題祝賀刊物走過了十個年頭，並以「這條道路

應該不會有盡頭，但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好一起

同行。」作為文章的結語。就在出刊第100期，

同時將邁向第17年的時候，再度回首也的確看

到一同為原住民族教育寫下點滴的夥伴愈來愈

多，不僅有舊人持續陪伴，也有新人陸續出

現，一個由《原教界》刊物所營造起，共同畫

下原住民族教育發展史的領地界線也愈加清

楚，因此，在此以「原教點滴 串線成界」為

題，再次祝賀最長壽的原住民刊物《原教界》

跨過百期，也成功為17年來的原住民族教育，

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觀察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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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a Mayaw 
陳誼誠

花蓮玉里安通部落阿美族，新北

市板橋人，1972年生。政大民
族學博士。曾任台北市原民會主

任委員，現任政大社會實踐辦公

室研究員、原粹文化有限公司執

行長。

首次擔任主編

首次由我主編的第5期，主題是「升學優

待」，也是讓我開始整理原住民學生享有升學

優待的歷史發展，並進而省思這一個可以提升

原住民學生就學率的政策對原住民學生的影

響。總編輯在確定主題方向前，特別與我聊起

升學過程中是如何面對原住民身分加分這一件

事，也希望能從實際享受過優惠的經驗，在這

一期中直接切入加分政策對原住民學生的影

響。這一期的封面畫著幾個在奔跑的原住民學

生個個想要攀上繩梯，搭上意喻著「飛黃騰

達」的飛機，而那一個繩梯就是代表著「加分

優惠」，這一個有如電影畫面的一幕，也適可

透露出當期所欲探究原住民學生看待加分時的

心理糾結。

由於原住民族教育始終有著各樣的議題值

得深入探討，因此，如下表所列，由我所主編

的14期也涵蓋了許多領域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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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數 主題

1 第05期 升學優待

2 第07期 教育體制與原住民運動員的培育

3 第11期 老師是原住民

4 第13期 數位原教e起來
5 第17期 原教就從學前開始

6 第32期 校園原語推手—國教輔導團

7 第40期 The Route and the Root 原住民的流動與根源
8 第45期 原班人馬—大學的原住民專班

9 第51期 活力族語 紮根教會
10 第58期 原住民族多元人才

11 第63期 族語能力的診斷

12 第68期 族語在網路世界

13 第74期 媒體的族語節目

14 第92期 原民產業發展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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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ko An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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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中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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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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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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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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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孟瑄
第57期

張孟仁
第83期

張足櫻
第63期

張昆晟
第71期

張玉發
Manias Istasipal
第2,9,38,44,50期

張君松

第74期

張昌義

第12期
張明文

第11,27,98期

第5期的封面是由總編輯林修澈教授構思內容，再交由
林建成先生進行繪製。

張金生

第2期

張阿信
Pu'ay Kiringan
第23,37,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