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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原住民總人口數，

現有541,987人，
其中有246,135人在都會區設
戶籍，比例達45.41%（截至
2015年4月）。如果加上長期
在都會區工作，但並不在都

會區設戶籍的原住民，實際

上已超過原住民總人口數的

1 / 2，統稱為「都市原住
民」。

在傳統的部落裡，原住民

是過著「集居」生活的族群，

生活上都使用該族群的語言溝

通，所以其語言尚能保存完

整。但自從外來語言，包括日

語、華語、holo語及客語等滲
透部落後，族語的使用與發

展，就受到嚴重的衝擊與阻

礙。再加上原住民移居都會區

後，為了因應都會區環境、工

作、學習、社交及生活等，被

迫加速使用華語、holo語等進
行溝通交流，致使本身的族語

嚴重面臨斷層的危機。

近年來，原民會及教育部

等中央政府機關，為挽救都會

區的原住民族語言，積極規劃

並推動都會區原住民之族語復

振工作，值得肯定與支持，但

能否達到預期的效益？值得大

家持續關心與討論。

都會區族語復振工作概況

原民會為推展都會區原住

民族語言復振工作，提出下列

族語政策目標（原民會，

2015）：一、建構族語使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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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教師藉多元的目標達到教學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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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提高族語使用機會；二、

推動學齡前族語學習，落實族

語家庭化；三、善用網路便利

性，多元族語學習管道；四、

連結都會與原鄉，提供部落學

習經驗；五、推動各項族語競

賽，提升族語學習意願。

根據上述政策目標，原民

會規劃族語復振的具體策略如

下（原民會，2015）：一、補
助原住民教會推廣族語紮根計

畫；二、族語學習家庭執行計

畫；三、主題式族語學習推展

計畫；四、族語生活會話班；

五、族語認證考試加強班；

六、開辦家長族語增能課程；

七、原住民族語保母托育獎助

計畫；八、推動沉浸式族語教

學幼兒園第一期試辦計畫；

九、建置原住民族語E樂園；
十、族語戲劇及單詞競賽。

綜觀上述各項策略，已兼

顧到各項族語復振可行的策

略，並朝向有系統的方向推

進，企圖形成一股族語復振氣

勢。但缺乏統整性與具體可性

的配套措施。

推展都會區族語工作的困境

實際上，在都會區推展族

語，比在部落推展更困難，主

要原因如下。

一、由於主流語言強勢，

族人對使用族語的態度與能力

快速弱化。自從台灣光復之

都會區推展原住民族語言的省思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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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歌舞教族語，使課程變得活潑。

語言巢課程從字母發音、
拼音、音節基礎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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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府積極推動國語政策迄

今，人人都以使用華語溝通為

主。相對而言，原住民為了適

應都會區的環境、工作、學

習、社交及生活等，大多使用

華語溝通交流，反而逐漸放棄

使用自己的族語。因此，原住

民對使用族語的態度與能力有

快速弱化的現象。

二、在都會區使用族語的

空間與機會嚴重被擠壓。原住

民移居都會區後，只有在一起

工作、團聚、生活的時候，才

會使用族語溝通。但因為都會

區的生活環境裡，充滿華語的

氣氛，逼得原住民不得不頻繁

使用華語，使用族語的空間與

機會大大減少，久而久之，使

用族語的能力減弱。同時，想

學習族語的原住民，也因為缺

乏學習族語的環境與機會而做

罷，成為族語傳承與發展的主

要障礙。

三、新一代長者欠缺使用

族語的能力，族語無法傳承。

所謂新一代長者，是指移居都

會區，大約年齡在25到55歲之
間的已婚祖父母、父母、長輩

或未婚長者，大部分都在「獨

尊國語」的年代下成長，即使

還有一點點的族語能力，也因

為無法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

或學習族語，逐漸成為喪失說

族語能力的新一代長者。這些

新一代長者，目前也多為都會

區原住民幼兒、學童、青少年

之祖父母、家長或長輩，而且

大多欠缺使用並傳承族語的能

力。

四、缺乏有系統的族語學

習教材與環境，普及學習有困

難。原民會與教育部雖積極編

輯出版各類族語教材，但編輯

曠日費時，經費有限，出版數

量不足。加上都會區缺乏學習

族語的環境與機會，仍無法滿

足都會區學習者的需求。

五、族語與都會區現代日

常生活的關聯性很低，使用率

下降。族語是一個民族文化的

承載體，可呈現該族的文化

觀、生命觀、知識觀與價值觀

等。但對移居都會區的原住民

而言，族語與都會區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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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國小Sefi no Sinhe（馬蘭文化園區）的工程完工，
獻祭歌舞、敬天地祖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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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聯性很低，因此，都會區

原住民，自然而然地不使用、

也不學習族語了。

推展都會區族語的展望

綜觀上述，在都會區推展

族語，比在部落推展更困難。

歸納主要原因，為都會區缺乏

如部落一樣的生活環境；其次

是都會區以主流社會語言結構

為主；此外，中央至地方政

府，亦缺乏統整及有系統的短

中長程計畫，而且未能接合各

種社會資源與力量推進。

雖然，政府目前已著手積

極規劃並推展都會區的族語復

振計畫，並逐步執行相關工

作，但力道仍不足，族語仍舊

快速流失並面臨斷層的危機。

有鑑於此，茲提出補強之建議

供參。一、重新檢討現有都會

區族語復振計畫，因應都會區

的特性，調整

實施方針，並

擴充實施策略，貫徹執行。

二、結合都會區原住民族傳統

組織及社團組織資源，成立都

會區族語推動委員會及推動工

作小組，推展至各家庭、社

區、學校、教會及社團。三、

成立都會區族語學習資源中

心，並加強推動族語學習家庭

及族語學習示範社區。四、加

強都會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權

責，訂定所轄都市族語復振計

畫，並寬列預算執行。五、及

早立法實施「原住民族語言發

展法」，從中央到地方，統合

各項資源，協力推動各項族語

復振工作。

（本文參考資料：原住民

族委員會，《2015年都市原住

民族語言政策專案報告》， 尚

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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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代、校長、行政、
族語教師、學生共同創

立都會區原住民族教育
的基地。

新和國小Sefi no Sinhe（馬蘭文化園區）年齡階層入階儀式邀部落耆老帶領與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