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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新聞
是原住民族電視台用全族語製播

的新聞節目，這是原民台最重要

的功能及特色，目前提供14族族語新聞播報，是國內

提供最多語言服務的電視台，在推廣各民族族語及文

化傳統上扮演著重要的媒介。為了帶領讀者了解族語

新聞的製作，本期《原教界》特別採訪到原視新聞部

經理，邵族出身的Magaitan Lhkatafatu，瑪蓋丹‧石卡

達法度，來談談族語新聞發展的心得。

瑪蓋丹是原視在台視開台時期的籌備人員，從

公視原住民族電視人才培訓班第二屆中結訓，結訓

後考入台視記者甄選，在台視中部新聞中心服務。

後來台視標到原民台成立的標案後，便由中部調回

台北工作，由當時原視台長勒格艾帶入籌備小組，

直到最後原視獨立營運後，至今在新聞部擔任經

理。他一路以來秉持著對台灣原住民族媒體發展的

熱情，服務於新聞界，在訪談過程中，侃侃而談，

述說族語新聞製作的豐富經驗。

各民族主體觀點解讀新聞時事

瑪蓋丹在「新聞製作如何忠實呈現各民族主體

觀點」的問題中提到：原視的

記者群在族別比例上有區分開

來，各地的駐地都有當地族別

的記者。至於台內，各族比例

也都存在，因此，當新聞部要

採訪特定民族新聞時，便可指

派相關民族的記者去採訪。以

最近的蘭嶼飛魚季來說，新聞

部會優先指派達悟族的記者去

採訪。然而採訪工作會面臨到

的問題往往不只是族別身份而

已，也可能面臨該民族文化的

禁忌問題，例如：一個達悟族

記者，他在今年如果是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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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中侃侃而談的瑪蓋丹。（圖片提供 林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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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辦法進到祭典中，也就無法指派他去採

訪飛魚季的新聞。在這個情況之下，「跨民

族」的記者指派，便需要考慮。但在技術工

作的執行上，如攝影記者的指派，就仍然需

要由達悟族人來擔任，因為他在祭典、儀式

等文化的性質上，一定具有相當的熟悉度，

甚至有當地的人脈，對於祭典相關細節，他

都會很清楚。一些不能跨越的禁忌他也都能

了解，在新聞表達方式上，也能和被派任採

訪的跨民族記者做溝通，以符合達悟族對祭

典的主體觀點。

原視記者相對於一般商業台的優勢

關於原視的優點，瑪蓋丹談到自己的經

驗：在邵族新聞採編中，他雖不見得擔任記

者，但本身很可能就包含在邵族新聞事件

中。因為邵族人數較少，在部落中瑪蓋丹有

自己的工作及身份，所以在如何呈現邵族主

體性的溝通工作上，他會推薦一些採訪題材

給負責的記者。此外，駐地記者通常會經營

部落人脈，所以能夠近距離地、長久地在部

落裡深根，這也是原視記者與一般商業台記

者最大的差異與優勢，因為一般商業台的記

者通常只針對一件事做臨時性報導，而不像

原視記者是長期與自己的民族結合、生活，

所以並不能像原視記者一樣對於部落事務有

如此深入的認識與精闢的報導。好比，同樣

對於一個原住民族祭典的採訪，原住民族記

者可能在駐地區域經營了5年，他對於這個祭

典就比商業台記者多了5年的認識。畢竟，一

個民族的記者與自己部落的族人具有親切

感，當然更有能力體現該民族的主體性，在

部落新聞採訪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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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視擔任攝影記者時期的瑪蓋丹。（圖片提供 瑪蓋丹）

族語新聞Action—瑪蓋丹輕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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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主播們如何製作規劃專題

瑪蓋丹認為：「每個族語老師都是每個

相關專題節目的製作人」這個原視特有的觀

念是它與其他商業電視台最不一樣的特色。

因為一個民族主播（通常也是族語老師）他

擅長該族語言，因此對於新聞的採訪、專題

的面向等，有很大的決定權，所以能比「跨

族群」的採訪者更熟悉自己所屬的民族。所

以未來原視在規劃專題、製作節目時，都會

將這個元素作為考量，甚至將進一步規劃出

「師徒制」的教學關係，以族語老師（主

播）去帶領特定的「學員」（學員同時也可

能具有族語老師身份）學習族語新聞、專題

的製播。現在一個族就是一個族語老師負

責，可是當「師徒制」建立之後，在帶狀節

目製作中，所謂的「徒」可能也同時是一位

「師」，當然這個「徒」怎麼來？他具備什

麼能力？基本上也與族語老師類似，只是他

缺少的是媒體製播的經驗。事實上，在文

化、語言上，他都需要達到相當程度，這樣

的好處是：現有的族語老師（主播）具有媒

體經驗，而經由「師徒制」的建立，他又有

另一個人在採訪上能夠跟他討論。有時候，

一個民族性節目的製作人會面臨編輯上的瓶

頸，但現在他能有「徒弟」和他一起討論，

且能陪同製作，不管在任何工作上都能夠依

據各族的特性去設想。當然，新聞整體的

「調性」還是會存在，但在製播範疇內還是

能保有自己民族的傳達方式。一個原住民節

目的製作，從無到有，族語老師們在傳播範

疇上不管做了什麼工作，那都是創新的；族

語節目的製作相對於其他語言的節目而言，

每一個都是獨立的、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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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台工作中的瑪蓋丹。（圖片提供 瑪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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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族語新聞節目未來的期許

關於族語新聞的未來，瑪蓋

丹提到：原民台很希望有更多族

語人才加入，所以最近在新聞部

中，有創建「族語中心」的構

思，預計在2018年成立。目前每

個「族語新聞」節目都配有一位

製作人，在整個架構中由他負責

編譯新聞及專題採訪。原視希望

把這個單位提升成「族語中

心」，將來更希望建立成與「新

聞部」平行的單位，如「族語研

究部」或「語言部」，它可以去

協助節目的製作。它會具備一個

「教育小組」，其中會納入前述的「師徒

制」，而「徒弟」就可以和「老師」一同進

行節目產製。未來這個「師徒制」的教育小

組將分為兩個組，一個是「教育研究組」，

一個是「新聞節目組」。由於經費的限制，

在尚未達成「部」級單位之前，則先以「中

心」形式處理。目前雖以中心的架構存在，

但前述那些預備成為「部」的架構與概念都

仍存在。在教育工作方面，原視未來將招募

更多具備族語能力的人才加入工作行列。

此外，原視在「台北採訪中心」與「台

東新聞中心」之外，未來將計畫要推動成立

「中部中心」與「南部中心」。這些中心與

族語、每日新聞、節目、廣播 行銷都是串連

在一起的。在各中心的工作中，都會有配合

當地民族別、或更多民族別的族語老師協助

新聞採訪，再加上駐地記者對當地部落的了

解，就加深新聞節目與部落的連結性。

現在族語新聞的來源是每日新聞部記者

的採訪，節目中還包括每日新聞頭條，另外

就是族語老師們採訪製作的專題等。未來，

原視也會將這些專題做成帶狀節目，後製成

「新聞雜誌」單元，讓族語節目時段更多，

以彌補目前族語節目比例偏低的情況。

原文會接下來更要進行廣播節目設計。

廣播的好處就是在收聽時不會妨礙聽眾的工

作。原文會目前計畫將現有電視節目資料轉

化為族語廣播素材。與電視節目製作一樣，

原文會也會強調族語，希望未來能夠使更多

人接觸族語，使族語節目製作更為多元化教

育性，更能貼近、撫慰族人們的心。

族語新聞Action—瑪蓋丹輕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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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蓋丹與原視製播群。（圖片提供 瑪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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