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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與語言牢不可分，文化影響語言的變

遷，而語言是文化的媒介。文獻記

載，十七世紀就有噶瑪蘭人的蹤跡，然因深受漢

化的緣故，不但噶瑪蘭文化逐年流失，噶瑪蘭語

亦是消失迅速。所幸因為地形環境的關係，花蓮

縣豐濱鄉新社及立德，以及台東縣長濱鄉的樟原

及大峰峰，目前尚保存著噶瑪蘭語。雖然豐濱鄉

和長濱鄉的噶瑪蘭語在語音上有一些差異，但大

致上是相同的。令人憂慮的是，按照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2009年報告，及國內語言學家的調查研
究，噶瑪蘭語被列為「極度瀕危」的等級，噶瑪

蘭語出現了傳承上的斷層。

族語面臨消失 民族認同薄弱
根據國內戶籍資料，登記為噶瑪蘭族的只

有1,296人，30-40歲的族人大多不會說噶瑪蘭
語，遑論30歲以下的年輕人，而40-50歲的族人
大致只能聽，說卻不流利，真正聽、說流利者

已不到百人。

行政院原民會教文處專員邱文隆曾指出，

當能流利使用族語者占本族總人口的7%以下
時，族語即被認定為「極度瀕危」。雖然噶瑪

蘭語被列為極度瀕危，但大部分的族人似乎尚

未有族語消失的危機意識，根據筆者的觀察，

原因之一在於噶瑪蘭族人的民族認同。

噶瑪蘭族過去被半強迫地依附在阿美族當

中，從1980年開始，噶瑪蘭族人展開尋根以及
正名運動，經過長期的努力，終於在2002年12
月25日獲政府正式認定，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的
第十一族。因此，噶瑪蘭族人可將身分別從阿

美族更改為噶瑪蘭族。然而，尚有許多噶瑪蘭

族人未更訂族別豋記，這是否也意味著他們的

本族意識模糊。

外族通婚居多 人口外流嚴重
噶瑪蘭族人的後代，絕大多數是原漢通婚

的外省噶瑪蘭、福佬噶瑪蘭、客家噶瑪蘭及與

其他原住民族通婚的阿美噶瑪蘭、撒奇萊雅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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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聽、說流利的噶瑪蘭族人，也多不熟悉族語書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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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蘭，他們對於噶瑪蘭語將面臨的危險處境採

冷漠態度。此外，60歲以上的噶瑪蘭族人，有時
會用日語相互溝通，而福佬語的使用也越來越

普遍。

語言是與生活緊緊結合在一起的，這些

「混血的」噶瑪蘭族人因為教育、環境與工作

的關係，與漢人已無明顯的差別，也因為生活

溝通的現實狀況，共通語漸漸取代了噶瑪蘭

語。尤其，部落的人口外流嚴重，無可奈何的

是，當噶瑪蘭族人為家庭生計奔波勞苦時，沒

有時間去教導孩子講噶瑪蘭語，或是告訴孩子

有關噶瑪蘭族的祭儀與故事，現代化和工業化

改變了族人的生活和價值觀。

新社部落是重要的復振基地

新社是噶瑪蘭語言文化特徵較為鮮明的部

落，日常生活以使用噶瑪蘭語為主，鄰近的阿

美族受到噶瑪蘭族人的影響，溝通時也會使用

噶瑪蘭語。因為新興的噶瑪蘭意識是由新社開

始的，不論是祭儀或文化復振活動都以新社為

組織與號召，因此，新社儼然是正統噶瑪蘭傳

統與文化的重要據點。然而，根據花蓮縣豐濱

鄉新社村概況訪查表，噶瑪蘭族人只占新社村

人口數的25.5%而已。毫無疑問地，噶瑪蘭族人
正面臨著民族認同的危機，困惑於自己的民族

屬性。

族語認證考試參與度不高

行政院原民會為了強化族語學習及振興族

語，在2001年委託政大辦理族語能力認證考試，
之後陸續由台灣師大及東華大學辦理族語認

證。噶瑪蘭語認證委員潘秀蘭表示，2008年參加
族語能力認證考試只有7人，有2位通過認證，
2009年有7人參加，2010年有9人參加，2011年有
4人參加，然而認證合格者，這3年每年僅1位而
已。歷屆噶瑪蘭考生人數都不超過10人，平均合
格率不到20%。由此可知，絕大部分的噶瑪蘭族
人參加族語能力認證考試的意願不高。

未參加族語認證的噶瑪蘭族人，意願不高

的原因是：就算取得認證合格，也不能改善困

噶瑪蘭語的使用現況與搶救方式

絕
大
部
分
的
族
人
參
加
族
語
能
力
認
證
考
試
的

意
願
不
高
，
原
因
在
於
就
算
取
得
認
證
合
格
，

也
不
能
改
善
困
苦
的
生
活
；
即
便
是
聽
、
說
流

利
的
族
人
，
也
多
不
熟

悉
族
語
書
寫
系
統
。
再

者
，
無
論
是
語
言
巢
或

是
部
落
大
學
，
皆
不
見

噶
瑪
蘭
語
課
程
。

噶瑪蘭族瀕危語言搶救計畫執行開幕研討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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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生活；即便是聽、說流利的噶瑪蘭族人，也

多不熟悉族語書寫系統。再加上噶瑪蘭語書寫系

統今日尚有分歧，且不論是語言巢或是部落大

學，皆不見噶瑪蘭語課程，不知是沒有族語老師

願意教，還是沒有學生要學，抑或是另有原因，

就不得而知了。

搶救噶瑪蘭語的計畫內容

行政院原民會有鑑於瀕危語言所面臨的傳

承危機，辦理「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實施計

畫」，其三大計畫目標為「啟發族人搶救意

識」、「建全搶救組識」及「搶救耆老智慧」。

希望透過專案補助的方式，讓部落族人能夠建立

「自己的族語自己救，小孩的族語自己教」的態

度。目前噶瑪蘭族執行的搶救瀕危語言計畫內容

有以下7項：
◎成立搶救瀕危語言保存與發展推動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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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族語書寫系統，是族人不願意參加族語認證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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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推動小組由7人組成（自10月起，改為5
人），除了定期召開會議外，必須規劃族語保

存、傳承與發展事項，並且督導及訪視各項細

部計畫之執行狀況，在年底時進行評鑑。

◎部落基礎資料調查與建置：訪查噶瑪蘭

族人的族語能力，並瞭解各年齡層語言流失程

度，及使用噶瑪蘭語的場域，最重要的是，族

人對族語的態度與看法。

◎口述記錄：遴選5位耆老，訪談主題為傳
統祭典、歌謠、個人成長生命史及神話故事等5
個議題，每位耆老的訪談完成後，整理出約60分
鐘的影音記錄，影像以雙語呈現並匯整為書面

文字。

◎推動師徒制族語學習：遴選5位傳承師及
5位學徒，採一對一的族語傳授方式，並透過日
常生活中的互動，來達到交談良好的學習目

的。每週傳授3天，每一天族語教學至少2小時，
並且鼓勵學徒報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

試」。

◎辦理族語學習家庭：由推動小組選定5戶
有意願參與之家庭，學習內容以日常生活會

話、認識及使用書寫符號為主，由族語教師支

援教學每週一次。

◎族語認證考試加強班：聘請具族語教學

經驗者擔任授課老師，授課內

容著重於書寫符號系統。

◎獎勵部落會議說族語：

目的為鼓勵部落族人在會議中

說族語，以達族語日常化。

計畫執行的困境

以上為噶瑪蘭語細部執行

計畫的內容，一旦投入就發

現，振興語言是千年教化之功

的長期永續計畫，並非一朝一

夕就能看到成效。再深入觀

察，推動小組中較為年輕的成員，其實並無意

願推展及關心瀕危的噶瑪蘭語，而年紀大的推

動小組成員鬚髮皓然、步履蹣跚，心有餘卻力

不足。因此，計畫在執行上困難重重，成效遠

不盡如人意。

最後，我必須要以一個令人痛心的緊急呼

籲做為結語，當一個語言只有大人在使用時，

就意味著這個語言已經去日無多了。縱使有再

好的執行計畫或政府的補助，如果噶瑪蘭族人

沒有意識到噶瑪蘭語正面臨絕跡的威脅，再不

以語言文化傳遞為己任，噶瑪蘭語的消失，乃

屬必然。

噶瑪蘭語的使用現況與搶救方式

陳睿芸

噶瑪蘭族，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PateRongan（新社部落）人，

族名Talakun，1977年生。畢業

於澳洲拉籌伯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人文與社會科學學

院。現任「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

言（噶瑪蘭語）計畫」專案人

員、「原住民族語言字詞典編纂四年計畫第4階段計畫

（噶瑪蘭語）」研究人員、花蓮縣噶瑪蘭族協進會理事。

曾參加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之100年度

原住民族新聞及記錄片人才培訓課程，結業作品為《都原

勞工（噶瑪蘭族）問題》（新聞專題）以及《隱匿的

Kavalan》（記錄片，獲團體組第三名）。

行政院原民會希望透過「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實施計畫」專案補助，讓族

人建立「自己的族語自己救，小孩的族語自己教」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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