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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
族 語 振 興 運 動 在

2000年政黨輪替以
降，透過族語認證、原住民族語九階教材以及

後續相關教材之編訂、在全台原住民中小學推

動族語教學的課程等政策與措施，10多年來在
台灣原住民各族之間興起了一波全族參與的語

言振興運動。此一族語振興運動結合了中央部

會、政治大學、師範大學以及原住民部落之教

育界、文化界及宗教界的廣泛參與，時至今日

業已厚植了原住民族語言振興的基礎。

族語振興在地執行 具社區性隱憂
不過，這10多年來的族語振興工作，確實

也有許多值得檢討和反省之處。首先，以中

央部會政策性的族語振興措施，需要有效的在

地執行。但受到政治角力的因素，族語振興預

算編列之增減，常成為振興工作是否能夠在充

分又有利的資源條件下，持續執行的不確定變

數。

其次，族語振興工作的在地執行，在部落

中長期存在著一種社區性隱憂。一個主要因素

在於，族語振興工作並沒有形成部落族人全民

運動的一股推力，甚至在代際之間出現不可忽

視的族語斷層現象。部落族人皆感受到在代際

之間，族語有勢微的現象，卻沒有意識到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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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之異文化、漢語及現代化

語境之衝擊底下，族語勢微的

壓力顯然在各個年齡層中，都

沒有人能夠倖免。

另外，族語振興在地執行

之社區性隱憂還表現在部落中

的國中小教育機制、社區性組

織、傳統節慶活動群體與家庭

網絡之間，呈現出一股多重語

境疏離的現象。意思是說，不

管任何年齡層的族人，他們都

各自分布在不同的語境範疇之

中，卻從來未能夠在一個整

體、多元並相容的多重語境

下，整合成為提供部落族人族

語振興工作之整全性語境。這

種情況顯然對於不同年齡層之

間的族語傳承或是族語振興的

工作，都極為不利。

族語認證化與生活化之間的鴻溝

再次，「族語認證化」與「族語生活化」

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之族語運用的差距；前者使

族語成了一種意義受限的工具性目的之手段，

而後者卻是族語得以活化又能夠賦予族語無限

生命力與伸展空間的有利語境。族語認證政策

之目的與族語生活化之實質理想之間，出現巨

大的裂縫，這是任何一位關心原住民族語振興

工作的一份子都需要正視的問題。

長老教會 堅持以在地語言宣教 
針對上述這些反省，原住民部落社會中的

宗教團體顯然不能置身事外。以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之原住民各族教會來說，在族語振興工作

尚未形成全國原住民族之全民

運動之前，自20世紀終戰以
降，就是在長老教會對原住民

族推動醫療傳道、社會關懷與

服務等實踐性的傳道活動。在

全台部落設立教會以來，在選

擇教會各種活動使用之宗教語

言方面，就已經定調為以使用

在地的語言做為在地宣教後設

立教會之宗教語言。

這種語言選擇的取向，抵

定了未來原住民長老教會通過

宗教詩歌及宗教經典長期以來

的翻譯過程，成為實踐在地化

之族語傳承的重要資源。雖然

歷經政府因強力推行國語政策

所造成的傷害，例如國語化政

策導致族人從語言認同的扭曲

進而成為民族認同扭曲之自卑，這些在日後都

成為長老教會之族語振興運動的潛在性阻力。

不過，教會對原住民族語傳承的使命不會

停止，無論是教會的禮拜活動，或是信徒之間

的交流，始終堅持以各族的在地語言做為主要

的教會語言。特別是在教會的宗教集會裡，教

會堅持塑造一種全年齡層的語境做為族人的語

境範例，以彌補現行「族語認證化」與「族語

生活化」之間所出現的語境鴻溝。全方位的參

與族語振興的各種大小活動，亦是教會成員的

行動之一，力圖在族群振興的工作上成為族人

最大的後盾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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