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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
認證是讓原住民族從口傳的時代進

入到書寫的分水嶺」。前原民會主

委林江義用著堅定的語氣，肯定族語認證對原住民

族語言邁向文字化的影響。

從2001年舉辦第一屆的族語認證考試策畫開

始，林前主委時任教育文化處長即一肩扛起了這一

個重要的族語政策，十數年來見證了族語認證從無

到有的艱辛過程，因此談到族語認證時感觸良多，

尤其是第一屆族語認證要克服的問題與困難異常艱

辛，創業維艱，「現在想想，當初願意接下辦理第

一屆族語認證考試的政大林修澈老師，打從心底非

常佩服」。

推動族語認證的起點與前置作業

推動族語認證不僅只是為了認證出可以擔任族

語教學的師資，其實也有著另一層為了搶救原住民

族語言的長遠目的。

他回顧當時的國際氛圍以及國內輿論，認為那

些也是促使台灣開始重視族語並啟動族語認證的關

鍵力量。1988年開始，在台灣從事原運工作的重要

菁英們，陸續參與在日內瓦聯合國原住民工作組會

議，深遠影響台灣的族語復振工作。另一方

面，國內時有不看好族語發展的負面輿論，

更激發了有使命感的族人們。面對語言瀕危

的事實，積極找尋解方。「在這樣的環境背

景，政府機關開始認真面對族語政策是推動

原住民族事務很重要的一環」，林前主委這

麼認為。

第一屆族語認證的籌備工作，他分成三

個階段來回顧。首先是「書寫系統的建

立」，各族語有了書寫符號才能在試卷上以

文字呈現題目，當時族語雖沒有官方統一公

布的文字，但在部分教會中早已建立了各自

的書寫符號，因此參考教會經驗，藉以應用

在族語認證的書寫符號上，形成共識，是完成

族語認證的第一步。有了書寫符號之後，第二

個關卡便是「誰來命題」，這是極為困難的任

務，「命題的人必須具備兩大要素，個人本身

的族語能力要好，再來就是可以看懂這些書寫

符號」，言下之意命題者不只要能說，還要能

讀。當時將邀請的各族認證委員以兩到三族進

行分組，並分批召開命題研討會，他說：「當

時受邀的命題先輩，就是族語認證的拓荒者，

完成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族語認證籌備工

作的最後階段是相關法規的訂定，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認證辦法經由原民會公告後，才算是前

置工作的完成。

開辦第一屆族語認證

「第一屆的族語認證沒有分級，也跟升學

考試無關，沒有任何獎勵制度，就只是單純測

驗族人們的族語能力而已」。在當時能使用族

語溝通的人數還算多，命題時是以「原住民族

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使用族語」的標準來規劃試

卷內容，考題難易適中，林前主委猶記，當時

口說測驗的進行方式是現場抽題後，直接和在

場三位評審針對題目發表自己的演說，雖然部

分題目答題時不見得切題，但評審們依舊能透

過發音、咬字、用詞，輕易判定考生是否能流

暢使用族語。因此後來認定通過首屆族語認證

的考生們，等同現今高級認證的程度。接下來

幾年族語認證制度與考題難度的調整，容或是

為了搭配其他政策法規而做的改變，像是升學

加分措施，若族語認證難度過高，致使學生無

法通過認證，優待的措施會形同虛設。

2001年辦理族語認證時，原民會尚未公布

正式的語音符號系統，但是在考題上所使用的

書寫符號已經在為之後訂定語音符號系統鋪

路，「那時候族語認證還有另外一個用意，就

是看看大家對於語音符號系統的接受度」，往

後幾年，隨著族語教學的推動、教材的編印，

族語師資需求大增，「從那時候起，部落裡許

多族語能力優秀者都相當積極參與認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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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26日，認證委員研討會第一梯次，林前主委時任教育文化處長主持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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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能力，要找到符合新聞專業又擁有極高

族語口說能力的人才，實則難上加難，因此很

多政策可能是目前能夠做到最好的狀態。

族語推廣與永續是一切的根本

「雖仍有進步的空間，但不可否認族語

認證是作為語言推動的基礎點，認證對於族

語能力的提升也多少有些幫助，若當年沒有

完成第一屆的辦理，族語可能會消失得比現

在更快」。現今族語認證附帶多種功能，已

很難判斷進入考場的考生們，是否單純只是

想把語言學好而報考，成績也沒辦法真實反

映實際的族語使用能力。

他以政策執行面的角度來看，若族語認

證已逐漸轉變為功能取向，認證考試參考多

益、托福等語言檢定的模式來辦理，是可以

嘗試的方向。這20年來族語認證題庫的建

立、作業的嫻熟，使用電腦來處理原先需耗

經費與人力的複雜程序、簡化籌辦考試過

程，讓考生透過更簡便的方式完成測驗，避

免耗費過多的力量與成本在族語認證上。因

族語認證僅是族語推動的手段之一，而非主

力，把心力與資源投注在族語推廣、教學、

教材研發、獎助等非考試的面向，可能是比

較有前瞻性的作法。

「不要忘了，族語認證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族語的推廣與永續」這是林前主

委訪談的結語，但也是他對族語認證20年來

的推動後，最具感觸也最深的提醒。試」。考場內有期望成為族語教師的族人、也

有正準備升學考試的學生，族語認證報考人數

逐年增加，突破萬人，已不可同第一屆而語。

族語認證是語言推動的雙面刃

「比起鑑別語言能力，現今族語認證分級

制度更像是為了升學優惠考試、為了篩選師資

而存在」。為搭配相關的政策、措施，族語認

證必須與時俱進，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但政策

往往有一體兩面，實際執行時若偏離原本的初

衷，難免讓人覺得可惜。無奈的是「族語認證

原本是為了保存、推廣語言而開辦的考試，現

在卻像是升學加分的另一管道，以及方便謀得

師資機會與語推人員之資格考試」。於是出現

了族語認證考前衝刺班，或是某些學校僅以

通過族語認證考試，這樣小範圍的方向教授

族語，族語認證反過來框架族語教學，箝制

了族語學習的更多可能。原住民升學保障有

其正面意義，他給予肯定，但如何讓族語認

證搭配進行，且不偏離語言推動的美意是需要

努力的方向。

 「第一屆族語認證時，族人們即使多半

只能說、只能聽，但是來考試並通過的族人族

語能力都不錯。而這些年來看到族語認證已邁

向書寫系統打下了基礎。幾年過去，反而變成

部分人能考、能寫、能翻譯的合格者，要求其

從嘴巴說出流暢的族語，卻沒幾個人能做

到」。

關於政策訂定另一個難處是，大多的時候

不是找不到推動語言的方法，而是還沒辦法把

想到的政策執行到完善，例如「族語新聞的播

報常有部落耆老反應，部分記者的族語猶待加

強」他解釋，但也不能忽略，新聞播報團隊要

考量的面向不單只有族語口說的部分，同時要

顧及採訪、整理、剪輯、寫稿、翻譯等等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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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21日，族語認證指導委員研商會議。

地方體驗：海邊生活遊程之廣告 。（都蘭國社會企業提供）

族語認證制度的建立

2001年7月28日，認證委員研討會第二梯次綜合討論時間。

2001年7月29日，認證委員研討會第三梯次閉幕式大合照。

2001年7月27日，認證委員研討會第二梯次，林前主委時任教育文化處長主持開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