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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嵩
老師說過一段話：「你眼前的痛苦與

無奈，其實都是為了成就日後的格局

與視野。」話語的意境是深遠的，但感受痛苦與

無奈的當下，總讓人覺得舉步維艱、膽顫心驚。

初接到王雅萍教授的本期邀稿，希望一起

討論準備原住民特考的經驗，原以為漸漸忘卻

那段當考生的過往，又藉由慢慢地回想而漸漸

浮上心頭。人生玄妙的是，當初看著陳誼誠、

施忠禮兩位先進分享準備原住民特考的心得

（請參閱本刊2011年4月號第38
期，〈原住民特考  考取經驗
談〉，頁72-75），現在的我卻正
在思考著要讀者說什麼，而什麼

又是當時的我想知道與了解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

想試著說的，並非坊間書局裡類

似的書籍如《飆進高普考——榜

首如何用巧勁致勝》或《高普考

榜首金榜秘訣》等傳授「一試成

主顧」的密技。因為從不乏考試

的達人與能人可以分享這些技巧，雖然我也毫

不例外地看過、買過類似書籍。我能試著分享

的，僅僅是備考時的一點想法與拙見，若能與

讀者有一些些備考過程中感同身受之處，那就

很好了。

行政類科靠函授 文史類科靠自己
首先，簡要地回覆一些常見的問題。本身

就讀機械工程系，工科背景，報考的是原住民

 
漫漫原特路
長く果てしない原住民族公務員特殊試験への道
My Long-Time Battle with the Special Examination for Aborigines

文‧圖︱Kacaw　楊趙睿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語言科科員 ）

原民特考提供族人晉身公職的機會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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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行政職系；與多數考生一樣，大多數考科皆

未曾學習過，所以跨科系報考從來不是阻礙上

榜的關鍵。之所以報考原住民特考，係因其原

本就是開放給原住民族人晉身公職服務的專屬

管道，除了多一次考試機會，亦是有志透過服

公職服務族人的直接途徑。備考的時間長達兩

年，沉澱成本不可謂不高。

另外針對完全不熟悉的考試科目，包括行

政學、行政法、公共政策（含原住民族政

策）、台灣原住民族史、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等

專業科目，前三項自己是透過補習班的函授課

程來學習，後兩項是自己查找書籍、雜誌、做

歷屆考古題等慢慢摸索。

在備考的過程，尤其自己查找原住民族

史、文化等相關資料的部分，挺令自己感到煩

躁不安的。對於沒有考試範圍的情形，準備資

料時抱持著多一份是一份的心情來應考。所幸

的是，台大圖書館旁的台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

中心，典藏了豐富的原住民族相關書籍，大體

上原住民族重要的歷史事件都有深入的探討，

透過較廣泛的閱覽，可以逐漸拼湊腦海裡的原

住民族歷史。

藉經驗評估成本 為國考找出實力
其次，粗略地談談自己考國考的切身經

驗。原住民特考雖是專屬具有原住民族身分的

考生取得服公職的機會管道，然而其競爭益發

激烈自不在話下；若想像著隨意應付即可考上

的想法，恐怕鎩羽而歸是可以預見的結果。

另外仔細衡量自己能為考國考這件事情做

到何種地步，我覺得是需要事先自我評估過

的。畢竟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了解自己多一

分，愈能評估出自己是不是應該花費許多的金

錢，甚至是許多的青春，投入到國考當中。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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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原特路

考取原民特考是透過公職服務族人的直接途徑。圖為行政院原民會為推動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實

施計畫，至五尖教會開賽夏族跨鄉鎮聯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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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自己是不是曾經努力用功地念書過，而且

成績名列前茅——這麼說不是要打擊在學時沒考

過理想成績的人，想要說明的是經驗是很重要

的，曾經做到過，要再做到的機率必然會高一

些。

理所當然地，有原則就有例外；國考中不

乏在學時成績不盡理想，所謂不會念書的人考

上國考的例子。往往這些異軍突起的人，都擁

有極強烈的動機，不屈的意志，積極尋求解決

問題的方法和答案，也因此考上國考的人可謂

一樣米養百種人，什麼樣的人都有。但是如同

2010年會計榜首鄭詠菁所說︰「考得上是實力，
考榜首是運氣。」

每一位榜上有名的人，背後必定都有養成

其考上實力的原因。找到自己能考上的「實

力」所在，不論是天資聰穎、天縱奇才，或是

為了光宗耀祖、達成親人期待，抑或是環境所

迫、逆境求生，又或者具有以天下興亡為己任

的使命感，或恰巧擁有一目十行、過目不忘、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等異於常人的能

力，不管是哪一種，那都是屬於自己的實力。

掌握考試技巧 關鍵在實務經驗
反觀自己，當初決定投考公職，是因為我

覺得我做得到。然而事情不是就一帆風順地發

展，與多數考生相同，從一開始國考的門外

漢，成績的落點距離上榜沾不上邊；再到國考

的常客，與錄取的最低標準僅剩失之毫釐差之

千里的錯愕。歷經了大大小小考試的失利，從

錯誤中學習、從自我懷疑中再勉力向前；與其

說國考是與其他考生競爭，對於我來說卻是與

自己的一場漫長角力。所幸，我有機會看到選

擇的風景。

對於決心要考國考，或把公職生涯做為自

經由原民特考任職相關職務，肩負著改善原住民族發展的責任與使命。圖為行政院原民會推動

搶救萬山魯凱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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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理想人生的讀者，想說的是︰「加油！切勿

妄自菲薄。」絕大部分已經考上國考的人，若

論資質、才智，其實與常人無異，也並無特別

優異之處；若要問何以能考上國考，以自己的

經驗來說，其一即為考運，因為運氣也是實力

的一種，不無它的道理，至於自己能把握的部

分，我想是掌握考國考的考試技巧。

了解很重要，就像是一種原理，可以讓人

懂得該如何做，又如何可以做好；但我覺得更

重要的是實務經驗，考國考就像是一場實作，

既然是實作，能掌握好每一步驟該如何做的實

務經驗就相對顯得重要許多。也因為我遇到願

意無私教導我考試技巧的老師，所以才能藉由

一次次的考試漸漸掌握必學的經驗，很謝謝國

考路上給予我幫助的每一位。

公職現場不輕鬆 兢兢業業負重任
最後，想再談談透過原住民特考任職於相

關原住民族行政機關的現況。我想對於未曾任

職於公部門的人來說，公務員的工作情形僅是

透過他人的形容或是電視媒體的報導，然後在

腦海裡建構想像，像是蒙上一層薄霧似地，總

看不真切。

還記得當初有長官知道自己要分發到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時對我說︰「很輕鬆唷！」

而現實是，原住民族事務千絲萬縷，又可謂任

重道遠，不論分發到的單位是中央抑或是地

方，昔日依稀耳聞公務員喝茶、看報、純聊天

的職場樣態早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兢兢業

業、充實而忙碌的工作情景。

或許這樣的職場現況才是一直以來的真

實，如此負有責任與使命感的工作，對自己個

人的成長、對原住民族整體發展的改善、對社

會及國家的長遠發展是好的。而我也相信每個

人的心中都有對自我的期許以及欲施展的抱

負，原住民族事務的確是需要更多有志之士共

同參與，一同戮力推動，一起將原住民族帶入

嶄新的里程碑。

與自己對話 再邁下一步
 國家考試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的確是一

條漫漫長路，而長路的盡頭還不一定都盡如人

意。如果說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價值，經由長

久的國考淬鍊，不論最終能否得償起初踏入國

考之所願，我想每一個用心經歷、經驗其中過

程的人，心思意念應該都有變得堅強一些，也

多懂得自己一些了吧！

當然，努力付出、用心準備的每個人都希

望能一窺理想的實現。我自己當初也一度幾近

堅持與放棄的抉擇點，而選擇了繼續堅持的主

要原因，其一是因為話語的力量。找到能觸動

自己心房的話語並重視、善用其所帶給自己的

能量，一句說到心坎的話，能誘發內心最原始

的想望。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再次與自己對

話，細看早先自己的初衷，是否的確是自己所

欲所求的，與自己協調，達成共識，然後再次

為自己的下一步做決定。

祝福勇敢為自己做決定的你，不論將來身

在何處，位居何職，都有自己選擇觀看的遼闊

景象。

楊趙睿君

阿美族，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

人，族名Kacaw，1981年生。國

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畢

業。現任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教育文化處語言科科員。主要業

務範疇為原住民族語言復振、競

賽及推展學習等。2011年原住民

特考三級原住民行政類科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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