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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1日，當時正就讀蘭嶼國小五
年級的我放暑假的第一天，興奮之

情至今仍難忘懷，當天是個人的台灣初體驗。在

這天之前，對台灣的印象來自於學校裡的教材及

相關圖片，台灣是美麗的福爾摩沙、繁榮的寶

島。猶記當日，為記念初體驗的片刻，選在出發

前及抵達台灣後與父親及兄長合影留念，一切都

是新鮮事，而對台灣的第一印象是「人多、房

多、車多、食多、路寬、樓高」，繁華景象跟家

鄉部落風貌截然不同。在當時，我的內心埋下了

在蘭嶼完成國中學業後，去本島求學的種子，對

此有堅定的意志及決心。

到台灣求學的開端

蘭嶼國小及蘭嶼國中求學階段，班級同學

是同一族──雅美族，沒有生活上及文化上的差

異，沒有學習環境適應的問題。1991年8月台灣
省立台東高級中學新生訓練的第一天，忐忑不

安的心源於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接觸及得獨

自面對這陌生的學習環境，加之家人不在身

旁，無人可傾訴內心的惶恐，到了夜晚更是孤

寂，夜似乎變得漫長。

學校宿舍的第一個夜晚，用棉被緊緊包著全

身，淚不自覺滑落眼角，或許是思念故鄉的父母

親吧。開學後的第一個放假日，教官疑惑地問：

「住在宿舍的同學都回家了，為何你不回家獨自

留在宿舍？」我回答：「我的家在蘭嶼。」

第一份職業及薪資

1990年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階段，有80%的
國中同學放棄學業而選擇了就業。由於國中同

學間口耳相傳，於是在高中二年級的暑假，選

擇了跟同學一樣的職業──模板工。1994年，
短期模板臨時工薪資4萬元的經驗，對一個初出
社會及出自低收入戶家庭的我而言，可謂鉅額

收入，令人著迷；而金錢的誘惑，使我一度起

了放棄學業的念頭，導致高中念了4年才畢業。

筆者經過一連串的甄試，終於得以回到蘭嶼擔任體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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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育學院修習中等教育學程

十幾年前，台灣教育政策興革，給予當時就

讀國立體育學院二年制體育系的我新的人生契

機；修習體育科中等教育學程，確立了從事教職

的目標，而後在台北縣樹林高級中學實習。2003
年教師甄試一路從台北、桃園、台中、高雄、台

東乃至花蓮的考場，無論是聯合甄試抑或是獨立

甄試，將近有15個教師甄試的機會，全都落榜；
當時，「流浪教師」一詞開始出現於媒體版面。

感念當時任教蘭嶼高級中學的孫台華代理校長，

經過教師甄選後，順利考取蘭嶼高中體育教師。

任職蘭嶼高級中學

兒少時的記憶，對雅美族教師，如周朝結、

王順理、夏曼‧賈巴度、李美富、張武山等人有

著非常親切的感受，甚至崇拜。然而，教職並非

當時的夢想；轉任教職最具影響力的因素，莫過

於教師甄試那年，擔任蘭嶼高中代理校長的孫台

華老師。猶記2001年，由行政院原民會委託政治
大學原民中心辦理的第一屆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

考試，我受託擔任蘭嶼地區試務人員，過程中認

識了孫台華老師，從孫台華老師身上，體悟到

「無私奉獻」的教育理念，此後，便決定回鄉服

務。2003年，開始任職於蘭嶼高級中學。

學習．適應．態度

部落及大社會環境迥異，學習「適應」不

同文化、不同生活背景，亦即思考著「適應環

境」的變遷，環境不可能因人而改變。對成長

於部落的我而言，大社會環境文化的衝擊、不

同民族與文化的適應、現實生活的掙扎，係為

影響我身為原住民之成長歷程的關鍵。接觸異

文化社會，對台灣原住民而言，是成長及學習

必經之路。就個人而言，我認為應具備3項重要
認知：「學習」、「適應」及「態度」。這些

是我成長經驗裡人生觀之基石，人生的曲折、

經驗的累積、智慧的長成，無不與這些認知層

面息息相關，穩固了基石，方能創造個人成就

及實現理想願景。

徘徊在台灣島與蘭嶼島之間         雅美族教師的成長過程

呂華詩 
雅美族，台東縣蘭嶼鄉漁人村

人，族名Syaman Todaen，

1975年生。台東縣蘭嶼高級中

學教師，現借調台東縣政府教育

處體育保健科，辦理社會體育工

程及學校體育工程業務。國立台

灣體育學院畢業。曾參與政大雅

美語教材編輯工作，以傳承蘭嶼傳統文化為職志，宏揚

及延續雅美文化為人生觀。

蘭嶼高中國中二年級隔宿露營活動（童軍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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