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我在國中之前，都是姓簡，現在跟媽媽姓洪，因為要當原住民……我

畢業後（指大專）還是要變成平地人…」。這是一位父親是嘉義梅山鄉的平地

人，但是母親來自高雄布農族的原住民青少年 B-3 的部分訪談紀錄。因為就學

優惠因素，所以她暫且選擇原住民的身分，不過沒有傳統名字，不會說母語，

甚至連媽媽都台語流利的前提下，造成她游移於漢人與原住民的族群標幟之

間。「…我曾經有想跟媽媽學母語，但媽媽說來不及了，因為我已經長這麼大

了…」，或許原住民青少年的母語期望值不應是社會上逼迫的結果，而應該是

來自於他們上一代對自我認同的程度。「…在學校（指目前就讀的某技術學院）

我有拜託班上的布農族同學教我母語，她們有教一些單字，但是我都忘光了，

因為都沒機會用…我現在印象最深刻的單字是阿美族的話大便（da gy），因為

阿美族同學經常開玩笑的時候在講…」，B-3 雖然想學母語，但環境不允許她暢

所欲言，但是重複的語言刺激確實可以幫助 B-3 記憶族群母語，不過營造母語

環境的工程能力卻非 B-3 一人所及。 

在現今真實世界中，生活著許多族群。有的族群因為膚色、語言與文化，

而與他族有著明顯分離。有的族群因為聯姻、同化與文化語言消失，而過著我

族與他族皆無法辨識的困境。固然，在此兩極端間仍存在著更多獨特、複雜又

多變的族群，但是努力地維持自我族群延續，應是絕大多數的族群心意。台灣

原住民族在此島嶼發展史上，即過著原先容易分離到今日無法分辨的困境。在

他族（荷蘭人、西班牙人、日本人、漢人）的想像下，原住民族不斷地接受教

化，改變自我，被迫放棄。尤其是今日的原住民青少年，更是面臨到其祖先們

從未遭遇到的更複雜環境，他們經常被視為同一個族群，有時即使能分辨出其

真實身分，但是誤解仍然時常發生。對於相對人數多的原住民族而言，都有誤

會與不解，更遑論那些相對人數少的少數又少數原住民族，更是面臨到前所未

有的困境。 

本文以台灣北部某技術學院五專部原住民學生為研究對象，以民國 88 學

年度入學的原住民學生開始紀錄至 94 學年度，連續七年，獲得有效問卷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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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透過統計軟體的分析、深度訪談以及部落探訪後，本文發現現今原住民青

少年在時空因素主導下，因為其父母、祖父母與外祖父母族群聯姻的影響，以

及政府相關原住民政策引導下，再加上外出求學的遷移與生活環境的改變，種

種因素交互作用，使得台灣原住民青少年有著全世界非常複雜又獨特的族群認

同。本文調查得知有的原住民青少年樂於承認自己的身分，勇敢的做個忠於原

味的原住民；有的原住民青少年因為之前受到的污名，以及脫離原鄉部落的前

提下，不願主動承認自己原住民的身分；還有的原住民青少年因為政府升學加

分以及就學費用優惠的因素，而決定先暫時當個原住民，等到二十歲成年後再

拋棄身分；當然在族群聯姻的前提下，更有原住民青少年視環境（升學加分、

身分優惠、減免措施等）現狀，再決定當哪一個族群的原住民比較好。如此複

雜又多變的族群認同，不但影響著台灣原住民族族群之建構，更決定著未來原

住民族各族間之消長與存續。 

台灣原住民（族）離開原鄉部落的人已越來越多，本文調查得知高達四成

七的原住民青少年目前是生活在非原住民鄉鎮市。這些住在都市的原住民青少

年有的是隨著父母的遷移來到都市，有的是因為求學而遷出原鄉，有的是本來

就在都市出生生長。雖然這些集居於都市的原住民青少年各有原因，不過他們

也面臨到共同的困境，族人在哪裡？原鄉是什麼？他們缺少與族人的互動，失

去原鄉部落的環境感覺，聽不到熟悉的母語聲音，所以母語聽說能力低落已是

居住於都市地區的原住民青少年不爭的事實，而返回原鄉部落更是他們希望但

是又害怕的地方。相對於在原鄉部落出生生長的原住民青少年，雖能自豪地表

達自己生長的地方，來自何方，但他們同時也面臨到失去原鄉的危機，因為部

落耆老逐漸凋零，傳統名字少有提起，為了求學就必須離去。在全球化影響下，

或許原鄉部落一詞日後對原住民青少年而言，只是個模糊的地方意象。 

越來越多的原住民（族）持續遷出原鄉，而維繫著他們彼此認同又互相扶

持的就是信仰，藉由基督與天主的力量，無論是身在於原鄉或都市的原住民青

少年，都在教會中找到心靈的寄託，族群生存的力量以及自己未來的方向。本

文調查得知原住民青少年中有 52.4%信仰基督教，21.6%信仰天主教。換言之，

高達七成四的原住民青少年是在基督與天主的帶領下，認識族群文化，學習族

群母語。他們信仰基督與天主的精神不因居住地而有顯著的落差，反而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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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祖父母與外祖父母的信仰傳承而來是既定的事實。原住民青少年在宗教組

織綿密的建構下，在各地教會聚會，彼此經驗交流，形成另一種教會體制下的

原住民（族）。除了教會是原住民青少年共同的族群認同之地方基礎外，族（母）

語更是原住民青少年自我認同的依據。尤其是目前絕大多數原住民青少年都是

聽母語的能力大於說，「我比較會聽」母語幾乎已是原住民青少年的共識。同

樣地，原住民（族）在缺乏文字記錄的前提下，原住民青少年以羅馬拼音讀與

寫的能力更是低落。這些警訊政府已實施應對措施，只是母語認證通過後升學

加分 35%以及最大入學名額只有 2%的限制思維，更造成原住民青少年的族群

身分變更熱潮。 

血緣純「正」以及「混」的比例，已是新世代原住民彼此間在辨識族群身

分時的依據之一。強調正港原住民族者，驕傲地說明祖孫三代沒有族群身分游

移與變動的困擾；而原住民族不同族群間聯姻以及原漢結合誕生下的孩子，就

必須面對族群身分、母語方言以及文化認同的選擇。本研究調查得知，原住民

族各族間的通婚以及原漢聯姻比例日漸增多，這些所謂雜化(hybridity)的原住

民青少年除了自我決定之族群認同外，更扮演著我族或他族（原住民族）發展

之關鍵角色。尤其是本文研究發現現今原住民青少年三代皆同族的比例已降至

50%以下，而各族中多數皆在中間值徘徊。就族群相對人數而言，達悟族表現

最為突出，三代聯姻高達 70%；卑南族與賽夏族的數字最令人擔憂，分別是

5%與 15%。在不同族群聯姻暨原漢結合日益高升之前提下，這些數字警訊已

說明下一代的原住民更將面對的是認同誰的族群，說誰的族語，承認誰的身分。 

筆者期盼目前的研究成果能提供政府在實施原住民相關政策時之參考，尤

其是原住民青少年是維繫其族群傳承延續之主要力量。本文研究得知，台灣原

住民青少年母語能力遠低於其父母、祖父母與外祖父母。尤其是青少年母語能

力的高低更與其父母族群背景、居住地區、求學環境、宗教信仰等有關。當原

住民青少年父母雙方皆為原住民族，當居住地為原鄉部落環境，當國小、國中

皆就讀於山地鄉，當虔誠地信仰帶領認識母語拼音時，原住民青少年的母語能

力將有提升的機會。只是隨著全球化潮流之際，國際間對各地原住民族表達關

懷，國內政策亦不斷提升原住民地位的同時，台灣原住民青少年的母語能力卻

隨其年齡層的降低而遞減，這個事實不容忽視，卻讓人漠視，因為現實環境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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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仍是原住民語言市場空間有限，或許目前的全民英檢要比母語認證來的重

要，因為全球化需要。 

如何建構原住民青少年的母語使用場域，是當前原住民教育的重要課題，

只是政府關切原住民青少年母語學習問題時，除應建立完整的母語求學環境

外，更應鼓勵各原住民族的長者由部落做起，營造耳濡目染的優質學習環境。

原住民家長是最好的母語教師，家庭是最好的母語交談場域，部落裡的族人是

最好的族語交談對象。與其由漢人從旁誘導教育，不如由原住民自己從家中做

起，隨時提醒子女族群母語的重要性，當然切勿再用國語來轉述母語的特性，

更是現階段須注意的機會教育。政府公部門有責任與義務推動原住民族族語，

尤其是行政院原民會除應持續實施母語認證考試外，更應積極擴大取得認證合

格者之權利與義務，透過完整的配套措施，在原鄉地區實施母語日活動，編印

羅馬拼音與漢字對照式的原住民族族語手冊，在都會地區豎立原住民族問候語

廣告等，希冀一系列的推動能讓新世代原住民燃起學習自我族群母語的企圖

心，更將說出母語視為認同自我族群身分的榮耀。 

本文發現所調查的台灣原住民青少年人數於各族的人口比例，與其母體總

人數般有著顯著的差異，其中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與布農族即佔去調查總

人數的七成五以上。因此，對於達悟（雅美）族、邵族、賽夏族、卑南族、噶

瑪蘭族、鄒族等而言，可謂是少數民族中的少數民族。對於這些人數更少的原

住民青少年，他們所面臨的問題將更迫切，因為這些原住民青少年經常在學校

裡跳著他族的舞蹈，學著他族的母語。即使能學到我族的語言，問題是我族在

哪裡？誰在說我族的母語？說我族母語的人在哪裡？許多的問題急待解釋，台

灣南島民族的下一代無法等待，因為真正的原鄉部落越來越少，會說族群母語

的人越來越少，懂的族群文化的人逐漸凋零，而新生的原住民一代在族群聯

姻、政府政策、生活環境等影響下，更隨時改變著自己的族群身分，認同有利

於自己的族群標誌。 

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與布農族人口數較多的族群，在族人即使遠離原

鄉部落漸增之際，但是依恃其母體總人口多的優勢（相對於其他人口數少的原

住民族而言），目前仍在族語使用、文化傳承與信仰堅持上，保有優勢。而卑

南族與賽夏族在族群人口數少，生活環境受他族環伺，與他族或原漢聯姻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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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增的影響下，不但這兩族的原住民青少年面臨到自我認同的困擾，更擔心的

是母語能力快速的流失。相對於人數也是數千人的達悟族而言，在生活環境單

純又隔離的前提下，不但該族青少年堅持著對基督的信仰，而且母語能力表現

亮麗，即使其父母、祖父母與外祖父母同族聯姻的比例也都優於他族。或許這

樣的對比能反思現今原住民青少年傳承的困境，畢竟新世代的原住民青少年生

活在比父執輩們更複雜的環境。他們擔心血緣「混」的太多，他們害怕文化已

被改變的不像父母口中的傳奇，他們所說的族語是耆老聽不懂但同儕彼此可互

通的訊息。這一代的原住民青少年有著太多的困擾與抉擇，也關鍵著台灣南島

民族的永續。本文期待未來能搜集到更多的樣本，尤其是針對族群人數少的原

住民族，進行更深入的調查與訪談。其次筆者將延續調查，繼續追蹤已受訪的

原住民青少年，筆者將親自驗證在時間的催化下，台灣南島民族的下一代如何

認同自我，並在他族的認同下永續發展。 

本文研究對象以台灣北部某技術學院五專部護理科的原住民學生為主，在

連續七個學年度的問卷調查，共計 1643 份問卷中，雖然調查對象原住民青少

年來自台灣各個地方，屬於不同的原住民族，不過，因受限於就讀學校學科之

故，本文研究對象原住民青少年全部皆為女性。此點研究限制雖未造成研究成

果之偏颇，亦可以說明女性原住民青少年面臨到的困境與處境。不過，未來仍

可以就性別比上，尋找相對的男性原住民青少年作對比，提出更完整的分析與

解釋。 

台灣南島民族已被迫消失許多族群，現存的原住民族亦面臨不見的命運，

或許只是時間早晚問題。不過，延續甚至永續，仍是新世代原住民必須努力的

目標。如同血緣或許是一項認同的証明，但是不代表真正的族群身分；典型的

原鄉部落，也不能保證體會到真正的族群精神。原住民青少年面臨的是自我認

同，他族認同我族還是泛稱（原住民族），他期望的部落是祖靈地還是可以棲

身之處。所有的答案都在持續解答中，可是所有的解答也都在搖擺，因為政策

可能在變，權利必須考量，唯有思索原住民（族）存亡時，希冀所有原住民青

少年能放棄權利，盡一己之義務維繫台灣南島民族之永續。 

本文期盼未來以此研究基礎，展開更多的調查與回應。筆者特別希冀政府

制定原住民相關政策時，切勿以他族之觀點考量，即使是由原住民族之最高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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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制定時，仍應跳脫自我想像下之運作模式。

關懷原住民青少年面臨的困境與處境，應是政府與學者必須重視的議題，因為

台灣南島語族母語傳承面臨危機，新世代原住民族群身分開始搖擺，下一代原

住民面對即將消失的命運。原住民青少年負有其族群生命承先起後之責任，他

們的認知與決定將關鍵著台灣南島民族之存續。尤其是不同原住民族青少年在

人數多寡之前提下，更承擔著不同的危機。達悟族在生活環境隔離，自我強烈

認同意識下，仍有著高比例同族聯姻、族語流通與文化傳承的幸運；卑南族、

賽夏族在部落環境受到他族環繞、包圍及融合之下，不但族群身分「混」的人

越來越多，語言與文化也開始混淆不清。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與布農族，

雖然仗著人多，但是一樣有著消失的困擾，只是時間早晚問題。筆者期盼本研

究能引起更多的人對原住民青少年的注意與關心，更期望社會大眾對原住民青

少年有更多的認識與了解，因為在他族想像下，這些少數又少數的民族一直過

著我族與他族間彼此想像的世界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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