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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
時期，我曾經見識過布農族的書寫

文字，是採用變形的漢語注音符

號，其中的ㄈ、ㄉ、ㄌ、ㄤ等字都以變形字體

表示。那時，我已經可以讀出布農族語了，因

為我學會了正體的漢語注音符號，但是我仍不

清楚布農族真正文字的情況。

軍中經驗引發書寫族語動機

自1974年就讀士官學校期間，由於太思念
家裡的父母親，想要和他們說話，礙於現實條

件，只有藉著書寫家書才得與家中的父母親聯

繫，而我的父母親看得懂這套變形的漢語族語

書寫系統，也可以書寫。於是我寄了一封信到

花蓮的家中，沒想到被軍中的長官攔檢。他們

拿走了那封信，我就被調查了，他們對著我

說：「你破壞中（國）文字，本來我們應該要

把你關入禁閉室的。」我感到訝異，心想：為

何就只有中文字體可以使用？難道我所說的話

語不能夠使用改過的中文，將ㄅ、ㄆ、ㄇ、ㄈ

等符號，書寫成布農族語嗎？那時除了害怕與

羞愧，我氣憤難消地忖思，為何我自己的語言

不能夠以能被族人理解的符號書寫出來？

1993年10月3日，我認為必須把族語和先
人的歷史撰寫出來，才得以留在後輩的心中，

於是我在桃園地區開始找尋同樣想法的年輕人

設立「旅北布農族事務推展中心」，同時撰寫

《台灣布農族月刊》。我發現布農族語的母音

只有ㄚ、ㄧ、ㄨ三種，其餘都是有聲或無聲的

子音。正像英文裡的a、e、i、o、u五種母音，
在加上幾個有聲或無聲的子音，就構成了龐大

的語言系統，最後幾成世界通用的語言。我想

布農族的語言若加於整理宣揚，也可以馳騁在

世界中，這就需要全體布農族人的智慧與努力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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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榮德（左）參加族語教材《文化篇》編輯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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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布農族語的小提醒

我認為學習族語必須學會基本功夫，個人

也始終用以下的方式訂定學習布農族語的功

夫。

布農族發音的特徵，在於重音音節上的字

母需要重讀且聲音短沉，丹群布農語雖然說話

尾音常延長且揚起，然而不影響書寫系統的表

示。重點是：凡重音都必須落在詞語的最後第

二個音節上面。

音節的標示乃是以母音（a、i、u）為主，
每出現1個母音字母，就算1個音節。長音（雙
母音）如aa、ii、uu等，通常以2個音節計算。
如is-a-ang（心裡），sadu-u（看見）、mapa-it
（剝皮）、ki-a-un（放棄不要）、tan-a-un（被
聽到）、pa-iu（治療）等等。但在特殊情況
下，雙母音仍將2個母音計為1個音節，如：
mataiklas（聰明的）、masauqzang（肚子餓
的）、madauqpus（長的）。

字母與字母中間的「-」表示「分音節」；

讀的時候要分開來讀。如果書寫沒有分音節，

詞意表達將會出錯，如tan a（刺椿，植物名
詞）和tan-a（聽，動詞）。

為因應外來語的譯用，建議使用：O 發成
「ㄡ」的音；E 發成「ㄧㄝ」的音，而實際上
布農族語鮮少發此音。

在布農族語的書寫系統中，出現以2個羅
馬字所拼湊而成一個的字母如ng，有違「1個
字母，1個讀音」字母設定的原則，尚祈布農
族人共同努力解決。解決方法如取消在完整句

子的第一個字母必須大寫的規定，我們就可以

名正言順地把ng去掉不用，而改以大寫的N取
而代之。

目前仍有許多族人用D取代T、用D取代
Z、用N取代NG，或對鼻音不具敏感動者，如
is-aang（心）書寫成is-aan；ukang（還沒有）寫
成ukan。這也要提醒自己，除了必須精準使用
原民會與教育部共同公告的書寫系統外，在拼

音功夫上要精益求精，揣摩再三。

最後，我個人認為布農族拼音可歸納為

「主拼音」與「次拼音」2個系統，主拼音為所
有母音在子音後面的拼音節，如：pa、pi、pu
等。次拼音則是所有母音在子音前面的拼音

節，如ap、ip、up等；以上就是我這些年鑽研
族語的一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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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榮德

布農族，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村

人。玉山神學院實踐神學博士

候選人，玉山神學院道學碩

士，陸軍官學校理學士。目前

在東光基督長老教會任關懷牧

師。長期參與原住民族語言建

置與發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