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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 0 - 2 2日，由教育部委
託、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

心主辦的「原住民族語文學研習活動」於花

蓮立德布洛灣飯店舉行。本次文學營以「民

族文學」為主軸，期能讓教育部原住民族語

文學創作獎得主，對於以民族語言創作之重

要性有更進一步認識，有助於往後族語創

作。

沒有民族 就沒有民族文學
4月20日的開幕式由政大原民中心林修澈主

任主持。蒞臨研習營現場的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閱讀及語文教育科吳中益科長，於致詞時表

示，參與的學員與師資陣容皆相當堅強，期待

學員能夠成為種子，繼續將族語文字化的功效

發揚光大。

第一堂課「民族學視野下的民族文學」由

林修澈主任主講，即以「沒有民族就沒有民族

文學」破題。他表示，大家對於原住民族文學

作家其實並不陌生，從早期陳英雄到田雅各，

只是這些作家大多以華語書寫，而本次研習則

以族語寫作為目標。林主任以「語線、原線、

血線」說明民族邊界，並以此概念解釋寫作的

文字與身分之間的關係。民族身分的擴張對應

到民族語言使用者的縮減，讓人清楚看出原住

民族語言的維護與復振是何等急迫。

從而延伸的是語言接觸之後，對於語言本

身所產生的影響。林主任表示，語言的接觸，

在初始會有詞彙與句子借用的情形產生；接著

會經過雙語並用、保留其中一語的句子、保留

其中一語的詞彙；最後其中一個語言淪為底

層，而另一語言完整保留。而這正是族語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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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美萱老師帶領學員進行心靈寫作。

（圖片提供：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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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的情況。

林主任提出：「如何看待民族文學？如果

語言沒有了，那麼，用族語寫作的意義是什

麼？」嚴肅地點出使用族語創作的意義與目

的，以及讀者何在的問題。族語創作雖然寂

寞，但林主任相信這是有意義的，一如政大原

民中心不斷推行族語，希望學員們也能一起為

族語付出。

接下來則由謝美萱老師帶領「心靈寫作引

導課程」。他相信每個人都有書寫的潛力，寫

作並非高不可攀的藝術，而是讓感受與想法流

通的一個管道。生活經驗是創作非常重要的素

材來源，心靈書寫是為了激發創作者內心深處

的真正自我。謝老師請學員圍成一圈，在提供

了幾點注意事項以及一個開放式題目之後，請

學員們書寫15分鐘後，將自己所寫出的文字
「唸」出來。而課程成果令人驚訝，一個開放

式的題目竟能讓學員們寫出各種不同主題的文

字。學員們表示，期許自己能夠循此模式激發

創作靈感，或是做為認識自我的一種方式。

民族文學的未來展望

4月21日的課程，則是由政大日語系黃錦容

特聘教授談論「東亞流動語境與後殖民鏡

像」，接著由推動台語文學不遺餘力的作家林

央敏談論「台語文學創作現況與作品賞析」，

以及熱愛客語文學與創作的現代詩人邱一帆談

論「客語文學創作現況與作品賞析」。以上3堂
課讓學員認識不同語言的文學創作問題，以及

文字掌控能力之於創作的重要性。 
接著由布農族作家卜袞‧伊斯瑪哈單‧伊

斯立端與泰雅族作家娃利斯‧羅干主講。娃利

斯‧羅干介紹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的脈絡、發

展現況與作品賞析，並針對外來語彙、當代議

題的族語轉譯，討論族語文學發展之潛力。本

日最後的座談討論民族文學的未來展望，引起

在座許多學員熱烈回應。

4月22日閉幕式，學員們分享本次研習活動
所創作的作品，並由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羅清水

司長頒發結業證書。羅司長表示，教育部高度

肯定原住民族文化創作成果，身為客家人的

他，也對語言文化推動的急迫性感同身受。教

育部「台灣本土語言文學獎」將於年底徵件，

羅司長呼籲學員踴躍參加，並期許能與其他部

會一同為即將流失的語言，進行保存與推廣的

社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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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容教授談論「東亞流動語境與後殖民鏡像」。

（圖片提供：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學員們於閉幕式獲頒結業證書。（圖片提供：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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