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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族語老師morning call都必須包辦，台元與誼

誠老師一致通過認為「錄音」是所有工作中最

頭痛的環節，對於一個沒有官方教材先例，同

時並非主流的語言來說，光是誰能來錄音就已

成問題，更遑論當初林修澈總編輯訂下「必須

要有童聲」的鐵則，讓兩位老師深感腹背受

敵。但總編輯的堅持為族語教材畫龍點睛，台

元老師回憶：經常收到政大版的錄音比較活潑

的稱讚，有些版本只有成人的聲音會像兩個老

人在對話，很難引起學生興趣。 

誼誠老師說：「第一次去幫邵語錄音，

壓力真的很大，一個70幾歲的老人家帶著10

歲的小朋友來，老人家現場教小朋友發音，

現場教完就要立刻錄音，小朋友不是發音錯

誤就是講錯字，錄音一再重來，到後面小朋

友都哭了，看小朋友哭很心疼，我們錄音沒

完成我們也很心疼」。錄音的工作再艱難也

都各出奇招完成，用現在的眼光回首過去種

種，很難想像兩位老師都還能夠笑著談論。

口說一直是台灣在做語言教育比較弱勢

的項目，儘管已經推行多年的英語教育都未

必能做到學生「開口說」的成效，而族語教

育更是困難，因此除了紙本書外，在錄音的

工程上盡善盡美也是教材必須看重的一環。

教材鐵則二──各語別插圖風格不重複

「催稿」是千古不變的「編輯助理夢

魘」，43個語別各自設有編輯小組，九階教

材每組的編輯委員約6名，十至十二階因已有

九階做為基底，編輯委員每組約2至3名，要

盯緊這龐大的成員們若耐心不夠是做不來

的，但這只能算是難度「中級」的任務。總

編輯訂下第二鐵則「每一語的教材插圖必須

以不同風格呈現」，找尋合適的繪師、溝通

協調、排定進度，才是真正迎來高難度的任

務。編纂九階教材時邀請12名繪師為教材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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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編本族語教材的產程：政大編輯部的內心獨白

如果
上網搜尋「原住民族語教材」，常見的

搜尋結果是「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

金會族語E樂園」，接下來是「教育部本土教育資源

網」，後面的幾個條目也都看似與政大原民中心無

關，但其實無論是族語E樂園還是教育部的網站，連

結到的資訊都是政大出版的族語教材內容，現行各

校使用的族語學習與教師手冊，可以說是政大原民

中心用20年的心血，換得的一本本連載故事。

結束族語教材的群雄割據

政大為教材編輯劃出了一道分水嶺，在分水嶺

之前，族語教材由各校零星編纂已有70多種，但課

文內容大都以神話故事為主題、部落生活為重點，

而在分水嶺之後，政大讓教材與現代生活連結，是

一個近代性質的語言課本，內容涵蓋校園生活、教

室互動、交通工具、日常起居等現代元素，讓教材

全國統一適用，做出如此革命性的改變，背後支撐

的理念是「要讓族語能夠應用在當下真實的生活

中，語言才不會死亡」。且政大版規模龐大，將族

語細分為42種，每種族語教材都編11冊，目前總計

出版462冊，不僅如此，早在20年前便有建置有聲電

子書的遠見，在當時用「異軍突起」來形容原住民

族語教材編纂並非虛言。因著本期的主題，編輯部

邀請政大原民中心為族語教材奮鬥的尖兵們一同線

上聚會敘舊，有初代的李台元老

師、陳誼誠老師、賽夏語教材繪

師蔡佩芸，中期參與政大四套教

材編輯的蔡佳凌助理，以及目前

接手教材10-12階編輯任務的劉芳

妤助理。

教材鐵則一──錄音必須有童聲

教材的編輯工作繁瑣，大至

為族語教材內容大綱定調，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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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10政大教材歷代編輯部成員線上聚會合影。

線上族語有聲書，每個字詞皆可點擊聆聽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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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而完成四套教材時依循傳統出版了

「族語成蔭」作為編纂紀。佳凌回憶：「製

作族語成蔭時，林老師堅持要放編輯委員的

照片，但時間真的來不及，我只好大哭，可

能是因為哭過了，所以就沒有被逼迫放照片

了，而且那一年過年，我把工作打包回家

做，除夕夜還在跟美編通電話」，大家一陣

哄笑後，佳凌補上：「但我現在看族語成蔭

很感動耶」，這可能就是林老師堅持的原

因，「辛苦的過程要留下來，當時如果不馬

上編，就編不出來了」。族語成蔭使用的照

片約有300多張，每一期的編輯、諮詢、研

習、檢討會議，現場的實況紀錄全部公開，

委員們審查的手寫審查意見以及老師的個人

筆記清單也大方分享，試教的過程與評鑑、

錄音及有聲書製作的工作畫面等等，儼然是

一部用圖、文呈現的無聲紀錄片。

那些無名英雄們

20年過去了，全部的編輯工作接近尾

聲，相當殘酷的事實是，編輯族語教材的困

難其實同樣重複著，錄音不順、催稿不成、

課文難產，但絕非數十年如一日，革命性的

改變是「網路編輯平台」，從以往請族語老

師們提供word檔案，到現行老師們可自行上

網填寫課文內容完成交稿，解決了當初因為

檔案一來一往而必須不斷調整格式的重複性

工作，劉芳妤分享：「網路編輯平台有好有

壞，可以直接編輯、錄音，但其實數位化這

件事情還是有困擾，有些老師習慣手寫、習

慣word，以前可能是花很多時間抓錯字、調

格式，但現在是花很多時間看老師在網路上

哪裡填錯」。即使「網路編輯平台」褒貶不

一，但從這裡能夠看出，雖然族語教材的編輯

工作即將迎來「第12階」完結篇，但政大原民

中心仍持續在編輯事務上調整流程、優化作業

程序，政大端實際參與了教材編輯超過一半以

上的工作內容，芳妤補充：每個語別的編輯委

員其實都要再加入政大助理的名字才名符其

實。

林修澈總編輯的感性面

在聚會的尾聲，林修澈老師說：「這個計

畫，養活這個中心，也為族語教材立下里程

碑」，族語老師「一路從黑髮編到白髮」，有

些當初加入編輯委員的長者們已經天人永隔。

「編輯族語教材」從來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使

命，在編纂九階教材時，政大原民中心自主另

編了兩個並非計畫案內規定的語別，分別為平

埔族的巴宰語以及噶哈巫語，原因是老師在走

訪部落時意外得知還有能夠講這兩種語言的長

者們，於是堅持必須把握住長者還在世的期

間，完成教材編纂，雖然目前這兩個語別的教

材尚無學校使用，但若連紀錄都沒有，何來的

語言復振。

圖，水彩、手繪、油畫、電腦繪圖等風格各

異，催稿的對象從編輯小組擴大到各族語教材

繪師，「催稿攻防戰」必不可少。

蔡佩芸回憶：「催繪師稿催得很困難，曾

經有過在長安東路上，坐在車上等稿件等到半

夜，或是直接開車到對方家等待的經驗」並開

玩笑說：「好險當時都有男朋友（也就是現在

的老公）陪伴，自己一個人是真的很無

力」。蔡佩芸在當時同時肩負賽夏語教材電腦

繪圖風格的繪製工作，又因為當時不熟悉電腦

繪圖而吃盡苦頭，自顧不暇的情況下還必須展

開「催稿攻防戰」，壓力可見一斑。

但佩芸也受益於當時的編輯任務，不僅電

腦繪圖功力大幅進步，也訓練出一身抗壓金鐘

罩功夫。同樣意外開花結果的是繪製阿美語插

圖的林建成繪師，竟畫出興趣來，甚至到政大

攻讀民族系研究所，這也算是政大族語教材的

無心插柳之效吧。

教材鐵則三──務必出版教材編纂紀

政大在編輯完九階教材的三年後，緊鑼密

鼓地展開四套教材的編纂工作，蔡佳凌便是完

成歷時8年四套教材編纂工作的助理，佳凌自

嘲：「這8年，我真的是一路從瘦做到胖」，

本以為要開始大吐苦水，佳凌話鋒一轉：

「當初為了教材的試教全台走透透，很像是自

助旅遊，自己安排行程、住宿、車票，我現在

很會安排旅行，我覺得是那時候的磨練」。

林修澈老師非常注重「記錄」這件事，老

師說：「沒有記錄下來，會沒有人知道這些血

和淚是怎麼流的」。在完成九階教材時政大原

民中心出版「族語紮根」記錄教材編輯的4年 出版完成之族語課本於政大原民中心收藏陳列。

部編本族語教材的產程：政大編輯部的內心獨白

政大原民中心出版《族語紮根》與《族語成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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