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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原住民族

人才的養成與培育，也是民族振興

與發展的基礎。雖然現在我們可以在不同的領

域裡找到出類拔萃的原住民族人才，但若想帶

領原住民族向前邁進，其動能與量能還是不

足，人才培育上仍須投入更多的努力。

文化力應為基本能力

為了確立國家未來的人才培育政策與規劃

方向，教育部於2013年提出《人才培育白皮

書》，白皮書中不但表明國家人才面臨的競爭

與困境，還提出當前培育人才的新思維。雖然

國家整體人才培育的藍圖中，原住民人才培育

的戰鬥位置不易顯現，不過，

根據白皮書揭櫫的「國家未來

人才」之六大能力──「全球

移動力」、「就業力」、「創

新力」、「跨域力」、「資訊

力」、「公民力」，原住民族

人才應具備六大能力以累積社

會競爭力，除了「六力」之

外，「文化力」更是原住民族

人才應有的基本條件。

原住民族の多様な人材     
A Diversity of Aboriginal Talents

原住民族多元人才
文︱陳誼誠（本刊本期執行主編）

原住民傳統領域的調查研究，需要本民族的專

業人才。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的官大偉老師就曾

帶領學生前往新竹縣尖石鄉製作部落地圖。
（圖片提供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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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設計illustration︰陳立君

原住民族多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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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原住民族的發展，人

才資產要不斷養成與積累，因

此不僅是教育，更要培育一群

承載民族文化的人才，筆者相

信這是原住民族人才有別於一

般人的重要條件。由於民族文

化的傳承是不可忽略的核心價

值，惟此，才能造就帶動民族

前進的人才。文化力的養成，

指的是個人如何成為傳承文化

的載體，除了讓文化的生命力

延續下去，亦能渲染周遭的群

體。

傳承文化的熱忱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部落的

野桐工坊，尤瑪．達陸為了讓

泰雅族的織布能重新譜出美麗

的菱形圖紋，她不把織布的知

識專留給自己，而是把那巧手的功夫傳給部落

的織女們，這就是一種「文化力」的表現。不

要看「文化力」執行起來很簡單，其實尤瑪．

達陸已經默默走過15年了。

至於花蓮部落大學的Sifo Lakaw（鍾文

觀）、成立原聲音樂學校的馬彼得校長以及布

農文教基金會的白光勝牧師，則致力打造一個

發展文化力的環境，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其

對民族文化流失的憂心，更可以感受到他們要

將文化一點一滴傳承下去的熱忱。Sifo Lakaw

將族語復振工作視為建構傳統文化體系的重要

一環，最近幾年更積極推動族人終身學習，著

重族語及知識的傳承，不僅在花蓮形成一股提

升族語「深度」的氣氛，也成

為台灣搶救族語的最佳典範。

馬彼得校長知道教育可以提供

孩子們一個改變人生的機會，

但他使用的方式跟傳統教育不

太一樣，他透過合唱團讓孩子

有一個培養自信的舞台，「台

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傳唱的布

農族天籟，不僅讓大家驚艷，

更屢屢出國演出，成功進行國

民外交，讓全世界看到原住民

族音樂的美麗。白光勝牧師則

利用文化觀光讓年輕人回到部

落，並對自己的文化感到驕

傲，許多慕名前來的訪客，看

到布農部落屋的努力之後，都

非常感動。

原住民人才培育的反思

目前，台灣人才培育的工作遭逢「全球

化」、「少子化」、「高齡化」、「數位化」

及「全球暖化」等五大趨勢的衝擊，這5個現

象雖然也是原住民族人才培育上所面臨的課

題，但在因應的策略上，原住民族必須提出另

一種思考的方向。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原住民族人才的培育

工作應該與時俱進，才能在知識經濟的時代

下，提升原住民族的國際競爭力，並在各國人

才較勁中取得優勢。除此之外，我們應該加強

世界原住民族的知識與文化交流，並在文化產

業及學術研究上與南島語系的遠親接軌，如美

國的夏威夷大學、紐西蘭的毛利大學、南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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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大學等校，均已投入南島民族的文化研究

中，然而台灣的南島研究還在起步的階段，我

們期待相關的研究發展持續成長，使台灣成為

太平洋西岸研究南島文化的重鎮。

少子化及高齡化對人才培育之影響

少子化及高齡化的現象，同樣對原住民族

人口結構產生影響，最近10年，原住民族人口

雖明顯成長，2004年從45萬人成長至2014年的

53.6萬人，人口成長率為18.81%，但0至4歲的

人口卻有負成長的情況，若按人口成長率估

算，2014年的人口正常來說應有3.9萬人，然

而實際上卻只有3.2萬多人，少了約6,000人；

另外在老年人口的成長上，則由

2004年的5.2萬人成長至2014年的

8.6萬人，換句話說，老年人口占

原住民族的比例從11.57%成長至

16.11%，顯示老年人口占原住民族

人口數的比例正快速成長。

面對人口結構的問題，我們憂

心未來整體人口數下降時，民族活

力也會快速下降。同時，我們也擔

憂社會對老年人口的照護措施並不

足夠。更重要的是，長者背負的文

化知識能否傳承給新一代的年輕族

人呢？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此

外，在部落裡，又會發現另一個危

機，由於經歷50年來的人口移動，部落早已出

現人口結構失衡的現象，從初期部落人口年齡

的兩極化，到目前普遍見到的高齡化部落，人

口結構的改變影響非常深遠，不僅傳統文化無

人傳承、部落活力低落，隨著長者們逐漸凋

零，他們身上乘載的文化更將一同逝去。

因此，我們應該著重「質」的提升，除了

六大能力及文化力的培養外，也鼓勵年輕族人

投入民族事務，例如文化研究、文化產業發

展、部落社會及文化振興等工作，在「量少質

精」的原則下，讓人才資源更集中，促進民族

整體的發展。

由於少子化的影響，許多部落的學校逐漸

廢校。目前推動的部落學校，不僅可以活化舊

校舍，學校推動的文化學習課程，也是另一個

拉近部落耆老與年輕族人的方式，

更鼓勵生活在都會區的族人返回原

鄉。然而，文化營隊畢竟僅是短期

原住民族多元人才

年份 0-4歲 佔全原住民人口比例 55歲以上 佔全原住民人口比例

2004年8月 33,229 7.36% 52,286 11.57%

2014年6月 32,982 6.41% 86,463 16.11%

增減幅度 -247 -0.95% ﹢34,177 ﹢4.54%

表1 原住民族人口比例表

學生正在分析部落的等高線圖。（圖片提供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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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真正的文化學習應該要融

入日常生活，因此，將文化學習納

入常態性的學校教育，並在部落中

營造完整的教育環境，或許是未來

可以思考的方向。

數位化時代的來臨

 數位化時代，我們希望更多

數位應用人才能將原住民族的知

識、生活、文化、社會等知識透過

科技的協助，進行有效地整合與分

析。例如原住民傳統領域的調查研

究，可以充分運用數位設備、衛星

定位、地理資訊等工具，記錄部落歷史、山林

及生態智慧，建構一個跨越地理、歷史、文

化、生態等學科的整合性知識體系。一旦培育

出部落的田野調查人才，族人就可以站在民族

本位的立場，記錄自己的文化，不管是山林保

安、領域劃分、生態經營甚至是民族自治等議

題，都可以建立屬於自己的觀點。

為了讓民族文化更容易傳承給下一代，我

們應該讓傳統智慧及文化內涵更有效率地被記

錄下來，因此，數位科技結合傳統文化是不可

避免的新趨勢。更重要的是，透過數位科技，

原住民族文化可以向外行銷，促進大眾對原住

民族的瞭解、欣賞與尊重。

不一樣的思考 全球暖化下的人才培育

莫拉克風災重創南台灣後，顯示極端氣候

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非常巨大，尤其位在山林裡

的原鄉部落，屢次遭受風雨無情地摧殘，因

此，山林保育已是全民的共識。但在商業開發

的利益誘使下，原鄉山林仍然持續開發，造成

颱風過境後，原鄉環境總是滿目瘡痍。原住民

族的生活智慧，早有一套與山林共存的原則，

因為台灣山林是原住民族的傳統生活領域，對

山林的保護與保育，族人有責無旁貸的使命，

面對全球暖化的趨勢，我們應該以更積極的態

度學習山林永續及生態保育的知識，運用現代

科技與山林共處。由此看來，培育一批原鄉山

林保育的原住民族生力軍，刻不容緩。

原住民高等教育人才的培育

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14年公布

《原住民高等教育人才培育四年計畫》，針對

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人才進行培育，提出2014到

2017年間的人才培育策略與方針。計畫中，首

先提到原住民大學生在高等教育環節所面臨的

困境，雖然當今廣設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不再

原住民族接受高等教育是人才培育重要的一環。圖為林麗英研究員，來

自魯凱族的她目前在日本攻讀文化人類學博士，以原住民觀點在日本民

族學博物館服務。（圖片提供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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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難事，但原住民學生的休退

學率偏高、選擇就讀的學門又

過於集中、畢業後難學以致

用，加上原住民師資不足，這

些課題均反映出高等教育中的

原住民族人才培育尚有大幅進

步的空間。其實，高等教育人

才的培育攸關著民族未來的發

展，因此，「四年計畫」中提

到「高等教育為提高原住民族

社會經濟地位之重要關鍵，亦

為提升原住民族自主自覺意識

及能力之管道」。

除此之外，「四年計畫」

也提出未來高等教育人才培育

的挑戰，包括全球化發展、原

住民族自治、國土保存以及文

創產業的發展等議題，這些挑

戰都緊扣原住民族社會的未

來。為了有所突破，我們應該培養足夠的原住

民族人才，若現在不趕緊扎根，未來就沒有完

整的團隊為原住民族服務。

總而言之，「四年計畫」首重多元的人才

養成，除了增加原住民學生的入學率與培育機

制外，輔以國考支持、追蹤輔導、就業協助、

產學合作等面向，讓每個進入高等教育階段的

年輕族人們，可以學到專業知能，最後貢獻所

學給自己的族人與社會。

為了讓原住民學生不須煩心打工賺錢等外

務，學校應該提供更完善的學習及生活環境，

高等教育原住民師資也要盡快補足，設置更多

原住民專班，讓學生在學習中也累積工作經

驗。這些措施，除了讓原住民

學生在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習對

自己有更多期許，也希望深化

學生學到的知識，建立全面的

民族教育體系，提供原住民學

生文化學習上的充裕資源。最

後，針對出國深造的原住民學

生，政府也提供語文學習輔導

與生活關懷等協助，讓在國外

奮力苦讀的原住民留學生收到

更實質的幫助。

本期我們收錄了許多留學

國外的原住民博士，從他們描

述的求學經驗中，我們可以深

刻感受到其孤單與辛酸。我們

應該給予他們掌聲及嘉許，畢

竟，若沒有他們努力學習新

知、提升自我的專業知識，原

住民族知識與智慧就沒有辦法

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

瞭解自身的優勢與強項

原住民族人才培育的課題，除了國家的教

育方針外，我們也必須找到個別人才的培育策

略，以促進民族發展。本文提出的「文化力」

即是教育部提倡的「六力」方案之外，另一個

年輕族人們應該具備的基本能力。面對「全球

化」、「少子化」、「高齡化」、「數位化」

及「全球暖化」等國際趨勢與壓力，原住民族

不僅要努力提升自我的競爭力，更要瞭解自身

的優勢與強項，若能找到自己的定位與方向，

一定可以對社會付出最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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