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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固‧撒耘
現任花蓮縣政府原

住民行政處副處

長，他是撒奇萊雅正名運動領導者帝瓦伊‧撒

耘之子。承襲父親的衣缽，在族語教材的編撰

工作上不遺餘力，也積極在原民事務付出耕

耘。很榮幸，能夠有他與我們分享，他個人學

習族語的歷程，以及他對族語教育的看法。究

竟他對目前的族語學習環境有何想法？他自己

又是如何讓孩子不再害怕、抗拒學族語呢？

成長與學習族語的過程

督固小時候在花蓮縣壽豐鄉水璉部落出生

長大，直至6歲才隨爸媽搬到花蓮市區生活。族

語的啟蒙便是小時候在部落的這段日子，跟著

阿嬤學習生活上的族語。他也表示，小時候在

自然的語言環境下學習族語，比較沒有困難。

跟著阿嬤學習語言也形成了督固日後擅長生活

用語，而較不擅長較艱澀的社會用語。

後來，因為與父親一起致力於撒奇萊雅族

正名運動，因而結識了許多老人家，有了學習

語言的機會，自己的撒奇萊雅語在此時有了更

深層的學習以及顯著的進步。

督固的父親帝瓦伊‧撒耘是撒奇萊雅族正

名運動有力的主要領導者，在督固學習族語的

過程中，父親時常因為工作不在身邊，所以無

法親自教學母語。反而是在民族意識上，父親

深深啟發了督固的民族認同，並建立起督固復

振撒奇萊雅族語言文化的使命感。這樣的使命

感的建立其實也間接形成了學習並傳承族語的

原動力！

編輯族語教材的心路歷程

督固副處長，在九階教材的編輯上著力甚

多，他也與我們分享了一路上的感想與經歷，

他是如何參與編寫、遇到了怎樣的難題，又是

怎麼克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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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固‧撒耘副處長（左）推行撒奇萊雅語言文化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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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參加族語教材

編撰的起點是，因為與

父親一同參與撒奇萊雅

族正名運動，結識了許

多老人家，便向老人家

學習母語，族語因而在

此時有了顯著的進步，

並配合教育部編撰九階

族語教材。一開始，主

要是父親與各部落積極

保存文化的老人家們一

起編輯。不幸的是，就

在教材編寫到第二階

時，父親卻在此時與世

長辭。長老們一致希望

身為孩子的督固，能夠

繼承父親的遺志，將族

語教材編撰完成。

督固謙虛地表示，覺得自己族語能力程度

仍是不足，僅具基本會話能力，對於較艱深的字

彙可能就無法招架。在編撰族語教材的角色上，

大多扮演著中文翻譯以及協助編輯，主要的內容

取材還是由部落耆老們共同討論編撰。後續的產

出不僅是教育部的九階族語教材，督固自己也編

寫了許多文化相關的族語書籍，像是：神話故

事、族語詞典以及火神祭祭典記錄。

另外，談到在編輯族語教材的過程中遇到

的難題，督固副處長表示：是在許多詞彙與阿美

語類似而必須區別的問題。以前撒奇萊雅語被編

放在奇萊阿美語，可見兩者確有相似之處，但其

實仍然有所差異。撒奇萊雅語在百年的時間輪轉

下，加上歷史的顛沛流離，許多不常用的詞彙已

漸漸流失，因而借用阿美語而產生兩者混淆的現

象。所以在編寫或學習撒奇萊雅族語教材時，必

須特別注意與阿美語的分別。然而，也因為每個

長老的成長背景不一樣，所以語法等方面會與阿

用政策創造部落之外的族語環境

族人參與族語教材編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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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語有所混淆，常要協助長老回憶並研究語彙的

由來、發音然後做辨別其為阿美語或者是撒奇萊

雅語。

解決的方式只能盡量考究，能分辨就分

辨。迫於歷史與環境的因素造成無法分辨的情

形，只好退而求其次，以討論取得共識的方式去

統整語言的說法。語言分為文化面向以及溝通的

功能面向；無法在文化面向求得統一，至少在語

言基本的溝通功能層面取得一致。

後輩的傳承與學習

聊到教導自己小孩學族語的話題，問到是

否會在家中教小孩族語？督固副處長表示，滿困

難的，因為平地原住民的小孩滿抗拒說族語的。

原因可能是，客觀上，平地原住民的族語學習環

境比較差，因為居住區域原住民人口比例很低，

大部分都已現代化、漢化了，較少有說族語的機

會，在語言教育上更顯艱苦。另外，主觀上，小

朋友學習族語會有抗拒的

原因是，小朋友除了課業

上忙碌之餘，社會競爭激

烈，外界現代化誘因多。

要應付功課、才藝班等競

爭項目，還要再花時間學

習族語，自然會無法消化

而產生抗拒。族語學習如

果又短，又將會如蜻蜓點

水般沒辦法發揮效用。但

若將學習周期拉長，相對

學習壓力又將變大，小朋

友恐會心生排斥。

因此在小孩子族語教

育的這部分，副處長表

示，環境是影響的關鍵，

因為語言的學習需要語言

環境的營造。時常小孩子帶小朋友參加祭典，可以為小朋友學習族語提供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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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族語課學完族語後，很少有練習族語的

環境跟對象。語言經過經常性的使用，往往在

吸收能力方面會有很大的進步，詞彙會容易記

住，新的單字也能快速記憶。感嘆的是，孩童

在學校學完族語後，回家依然仍用國語溝通，

無法反覆練習記憶，變成只是記誦式的學習，

無法活用。

由於無法順利地讓孩子們在家裡說族語，

於是副處長創造了一個孩子們說族語的契機，

讓孩子們透過族語文競賽，並給予獎勵（如：

到部落玩）等誘因，讓孩子們對於族語有學習

的動機，有機會接觸族語。更甚，透過原住民

科學競賽的方式，學習傳統工藝中的科學原

理，讓孩子們跟部落的老人家學習傳統工藝技

術（如：製作彈弓、弓箭等）。目前為止，成

效都不錯，至少孩子們有興趣、有意願學習族

語。也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接觸，能夠建立孩

子們對於自身民族的認識，進而建立認同與使

命感！

對於想營造族語家庭環境的家長們，副處

長給予很大的支持與鼓勵並深表敬佩。同時也

期許，包括自己的家庭，也能夠一起努力創造

這樣的族語環境。因為樣的族語環境要獲得成

效，必須要全家一起長期經營，是要付出相當

的耐心與毅力的！

對於族語教學政策的展望

當問到擔任花蓮縣原住民處副處長後，對

於傳承族語這議題有什麼樣的看法，對於族語

家庭化又有何政策上的展望？副處長表示，行

政院原民會有很多族語推廣計畫，但成效都不

是很好，原因之一就是太過零散，不夠集中，

不夠系統化。普遍來說，政策上，語言保存的

成果比較好，相較於此，下一代的族語教育成

效顯得比較不足。至少在正規的教育學程中是

不夠的。副處長更進一步指出，族語學習環境

是很重要的！如果無法在部落天然的語言環境

中學習，只好靠人為的創造。

近期原民會有推第三學期、語言巢的方

式，有概念但可惜不夠落實，可能是礙於經

費。將來希望可以多爭取一些資源，執行更具

體的計畫。這也許需要大家集思廣益，讓有限

的經費發揮最大效益。副處長也指出，不一定

一次要做很多，就先以點狀的試辦，倘若成

功，其實複製經驗很快。副處長也殷切地希望

能夠快點凝聚資源以推動有效的語言傳承方

案，因為語言教育不能再拖，如果再慢，原住

民語言可能很快就僅存在記錄片等影音記錄

中！

正名運動的啟示

督固‧撒耘副處長偕同族人參與撒奇萊雅

族正名運動，不斷考究祭儀、語言等傳統文

化，歷經多少奮戰與堅持，才有今日這樣的成

績。我們後輩，都應該學習他們維護傳統文化

的精神，努力學習並傳給下一代。語言流失是

每個民族都正在面臨的重大挑戰，對於這場危

機，我們更應該具備警覺性以及使命感，並且

主動學習，畢竟教與學是互動的雙方。除了客

觀上的政府政策設計，我們主觀的學習態度上

也應該更積極，教學相長！

撒奇萊雅族正名運動讓督固‧撒耘結識結識許多長輩，族語因而進步

顯著。

用政策創造部落之外的族語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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