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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讀寫
等基本能力的培養，

在語言教育當中，是

相當核心的素養。然而，對原住民族語言的教

學而言，聽與說的能力已經不易達成，讀與寫

的能力遭遇到的困難恐怕更大。究其原因，並

非單純授課時數不足的問題，族語師資人才的

識字能力、拼寫能力、寫作能力，均有相當侷

限，這與過去整體教育環境及漢字主體社會的

影響，導致族人的書寫經驗缺乏，具有密切關

係。而族語文字（書寫系統）的版本，尤其是

羅馬字，雖有教會界的長期努力推行，但官方

公告的版本，卻是10年前（2005）才正式確

立，族語字母的學前教材，也是 5年前

（2011）才編寫完成。因此，族語文字的推廣

仍是一條漫漫長路。然而，當前的族語教育，

逐漸重視書寫符號的教學，為探討未來教育發

展的可能方向，本期文章從族語教育者或族語

學習者的親身經驗出發，可以觀察到從學習羅

馬字到教導族語字母、甚至使用族語寫作的進

步過程。

族語書寫的歷史脈絡

原民會成立以後，族語振興工作即開始啟

動，持續將近20年，政府政策的主導、學校的

配合推行、族人的努力維持，成為重要的支撐

力量。民間長期以來對於原住民族語言本身的

保存，從早期的族語詞典編輯、族語聖經翻

譯，一直到晚近的族語文學創作，亦不遺餘

力。各族的族語人才前仆後繼，奠下族語書寫

的基礎。

族語書寫的歷史脈絡，可大致劃分為3個

階段。第一階段是「語言權的爭取」，1980年

代以來，伴隨民主化及本土各民族群體意識的

高漲，本土語言（Holo語、客語、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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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均歷經了「還我母語運動」，以母語（族

語）使用的權利做為這場運動的主要訴求，其

精神實為保存與維護各民族群體自身的文化。

第二階段是「族語的文字化」，在語言結構

上，各族對族語字母進行研商與規範，族語書

寫逐步趨向穩定。第三階段是「族語的文學

化」，族語進入寫作及文學創作的書面文本階

段，甚至在文學性方面得到提升。各族的發展

情況不一，但可以從個人的書寫歷程來反映上

述的歷史階段。

族語文字的演進

原住民族語言採用的文字系統，在歷史脈

絡發展上可歸納為3套：（1）假名字系統；

（2）注音字系統；（3）羅馬字系統。

其中，注音字及羅馬字的使用，真正獲得

廣泛使用是在戰後，由於聖經與聖詩翻譯的需

要而創制，共有5種族語較早出現羅馬字：布

農語、排灣語、太魯閣語、泰雅語、阿美語。

這些族語的書寫系統，一般稱之為「教會

版」。較晚出現羅馬字系統的族語為卑南語、

雅美語、魯凱語、鄒語、拉阿魯哇語、卡那卡

那富語、賽夏語，大抵在1990年代以後。1992

年起，教育部整合的各種版本，嘗試規範族語

羅馬字，是為「教育部版」，共計有15種話受

到關注。

1992到2001年，是教育部版、教會版、各

種民間版的共存兼用時期。本族人士自編了不

少族語課本，有些參考本族教會流通的文字，

有些採用「教育部版」符號略為修訂，有些則

自創新版本羅馬字，此即「民間版」的出現。

不同版本的兼用雖然能因地制宜，卻也因缺乏

標準化而造成溝通層面與教學層面的不便。

2001年，原民會委託政大舉辦第一屆族語

認證考試，因而產生了「認證版」的文字，是

為族語羅馬字版本第一次進行整體標準化的研

討。當時，為了因應認證考試的需求，必須面

對認證辦法規劃的「筆試科目」。因此，各族

命題人員對於究竟要採哪一種羅馬字方案做為

認證的規範文字，成為當時命題會議的討論重

點。

2002年起，由於語言學界的建議與要求，

原民會希望將族語文字加以規範，歷經4年十

多次的研討會及公聽會，最後在2005年（12月

15日）達成共識，完成官方規範的書寫符號制

訂工作，由原民會和教育部共同頒布施行，是

為「公告版」。

族語文字的標準化過程，讓族語的文字系

統逐漸趨向穩定。族語文字的穩定，對於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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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和本族人的族語學習態度具

有正面效益。10年來，族語文字

透過標準化工作之所以可以得到

穩固，是由於這套文字廣泛運用在族語詞書、

族語教材、認證考題、族語聖經翻譯，乃至於

文學創作之上。例如：在族語教材方面，教育

部委託政大編輯的「九階族語教材」（2002-

2006），原民會委託政大編纂的「四套族語教

材」（2010迄今）；在族語詞書方面，原民會

委託學術界和本族人士共同編纂的「族語字詞

典編纂計畫」（2008-2013），已完成16族

語；在族語認證方面，自2001年舉辦迄今，培

育了不少族語支援教學人力；在族語聖經方

面，目前正在進行修訂翻譯的排灣語、布農

語、魯凱語等聖經，均將改採2005年公告版族

語書寫符號來進行修訂；在族語創作方面，教

育部為了配合族語文字化的工作，自2007年迄

今已辦理5屆「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這

些族語作品的書寫文字，即是使用公告版的族

語書寫符號。

族語教師如何學會族語拼寫

族語識字能力與寫作能力的獲得，與族語

使用者在族語文字化、族語聖經翻譯、族語教

學、族語教材編寫等方面的成長經驗，均有緊

密連結。

許多族人在艱困的環境中，仍透過各種管

道自學或接觸族語文字，直到後來通過族語認

證考試、從事族語教學、甚至投身族語創作。

這些歷程都值得觀察與深度報導。

本期透過6族11名教學者的親身經歷或採

訪報導，回顧其族語學習、族語認證、族語教

材編寫、族語聖經翻譯、族語文學創作的心路

歷程。例如，高進財老師透過阿美語文字的學

習，最後成為台北市語言巢的族語教師。族語

創作新秀陳靜佩老師，道出其如何用寫作來挽

救弱勢的萬大語。黑帶‧巴彥老師，從卡車司

機到泰雅語教材編寫委員。張小芳老師跟隨父

2005年12月15日，原民會及教育部會銜公告「原住
民族語言書寫系統」。

由於聖經與聖詩翻譯的需要而創制，共有5種族語較早出現羅馬字：
布農語、排灣語、太魯閣語、泰雅語、阿美語。圖為《阿美語﹣國語對照聖經》（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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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張玉發牧師（最早翻譯布農語聖經的本族

人），接棒傳承布農語文字。何鳳美老師透過

教會及田野調查學習族語書寫的歷程。軍人出

身的余榮德牧師，道出過去如何在被查禁的家

書裡，埋下族語書寫的種子。鍾思錦牧師，則

述說其如何研發魯凱語羅馬字。透過游仁貴老

師的採訪，也可以回顧其學習拉阿魯哇語文

字，並艱辛地傳承瀕危族語的經過。另外，從

許韋晟、潘正浩、陳昱豪、馬鈺婷、邱英哲

（後3人為平地人）等學生的族語學習、通過

族語認證、嘗試族語創作的過程，均可體會到

讀寫族語的甘苦。

推動族語讀寫的政策

教育部近年來配合族語文字化，推動族語

文學創作獎、全國語文競賽之族語朗讀文章比

賽、族語維基百科的條目寫作與孵育等，這些

措施均為了增進族人與學生的識讀能力，在積

拉阿魯哇族族語教師游仁貴以注音拼寫的拉阿魯哇語祭歌資料。
（圖片提供 廖聿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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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意義上，也是為了強化族語的學習與活用。

當前十二年國教的「原住民族語文」課程

綱要的規劃裡，族語課程也相當重視族語文字

（書寫系統）的教學實施與識字能力的培養。

原民會近年來為了增進族人的族語識字

率，也在族語振興計畫當中推出許多相關措

施，包括族語認證考試的實施、族語書寫符號

系統推廣學習課程、族語教材《字母篇》的編

寫、原住民族語E樂園的建置、族語線上詞典

的編纂、全國族語單詞競賽的舉辦等。原民會

也表示，由於族語識字力培養相關工作的推

動，近年才開始列為重點項目，其成效仍待檢

驗。

族語教育的發展，政府部門的支援不可或

缺，包括政策主導、經費支持、執行場域的配

合。政策主導與經費支持，主要來自原民會與

教育部的施政方針，執行場域的配合主力在各

級學校，當然也有許多資源挹注在部落，例如

原住民族的教會或社團。這些資源無非是為了

振興民族語言，進而帶動民族發展。

族語書寫有助於書面語的健全

自2001年族語教學正式進入教育體制以

來，族語教育開始受到重視，帶動各族社會的

族語學習，提升了民族的認同感，接著透過族

語教材的編寫，在族語教學的場域展現活力。

族語教學人才的識字能力與寫作能力，即是從

此開始嶄露。

世界任何一種語言均是先有口語，後有書

寫的語言，書寫的語言不但在口說語言的基礎

上產生，而且往往隨著口說語言的演進而發

展。書寫的語言相對穩定，對民族語言的發展

有正面助益，語言使用者如何擁有書寫能力，

卻需要獲得更多的關注。因為書寫語言的健全

成長與發展，有賴於書寫文字的廣泛使用及讀

寫能力的妥善養成。

族語讀寫做為復振族語的手段

誠如張學謙教授指出，族語讀寫在民族意

識、文化產業、民族教育等領域，均扮演著非

常重要的角色。

原住民族教育的重點在於民族語言與民族

文化。原住民族主體性的存在，正取決於原住

民族語言的興亡。當前原住民族語言流失的情

況相當嚴重，各族說話人（speaker）的流利度

隨年齡層驟降，非常需要特殊的對待。而族語

讀寫的培養，便是維護語言的積極措施之一，

也是讓處於弱勢的民族語言適應現代生活需

求，保持其使用活力的主要策略。族語教育的

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培育族語人才，因此，族語

讀寫能力的培養是相當必要的手段。

把族語寫出來，雖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卻是民族語言復振的重要手段。觀察世界各語

言的演進，莫不是從口說的語言，發展為書寫

的語言。文字的創制及規範，是其中的重要歷

程，本族人的族語學習經驗，則是值得觀察的

途徑。

政大學生陳昱豪分享其學習賽德克語的筆記。（圖片提供 陳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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