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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頒獎典禮環節中，提前請每一位入選者

錄製族語版的心得感想，搭配文字與照片製作

成影片進行播放，在上台領獎之前讓全場與會

者觀賞，享受屬於自己榮耀的一刻。整場頒獎

典禮除了紅地毯和不停閃爍的鎂光燈以外，中

心以有限的人力，藉由團隊多年的默契與經

驗，盡心盡力在運作整個頒獎典禮的活動，希

望與會的貴賓都能充分感受到我們的用心。

專業的主持與演出
典禮一開始由高元杰校長主持，他同時也

是文學獎的評審委員之一，用族語問候揭開活

動序幕，豐富的主持經驗，會場上妙語如珠，

對原住民族的議題熟悉且掌握得當，可說是本

次典禮主持人的最佳人選，全場在他的帶領

下，歡聲笑語不斷，度過了美好的時光。典禮

開場特邀第七、八屆族語文學獎連續入選，高

齡84歲的林清美老師，同時也是族語教材南王

卑南語1-12階主編，對族語貢獻良多，帶領來

自台東卑南族普悠瑪部落的「高山舞集」，為

這次頒獎典禮進行祈福儀式以及敬天謝地的演

出，虔誠、美妙、動人的旋律，在沒有任何樂

器的伴奏下，靠著六人清脆悅耳的合音及整齊

有序的舞蹈，緊緊抓住所有觀眾的目光。

各界的感激與勉勵
政治大學校長李蔡彥在頒獎典禮中致詞提

到，台灣是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國家，但文

化要永久傳承，還要從「舌尖」變成「筆

尖」，從口說變成文學作品。緊接著原民會副

主委Calivat‧Gadu（鍾興華）感謝得獎者透過

文筆，讓原民文化更為豐富，展現原民截然不

同的世界觀和社會、自然、文化視角。原住民

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馬耀‧谷木則

說，要把祖先口傳的故事化為行動，再從行動

化為文字，這是一段漫長的路程，「台灣要建

構多元文化不容易，要從美麗的文學開始。」

宣示自己在退休後也要致力於族語文學創作。

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明裕出席則表示，教育

部積極推動原住民族語文字化，鼓勵利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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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文慈、王嘉棻（政大原民中心專任助理）

圖︱政大原民中心

政大
原民中心受教育部委

託辦理「教育部第八

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自今年3

月15日徵文截止後，歷經長達半

年多漫長而艱辛的評審及行政作

業後，終於在11月16日下午2時假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玉山國際

廳舉辦頒獎典禮，更是疫情之後

首度盼來的實體活動。

用心布置 溫馨感受
為了讓所有入選者感受到賓至如歸般的禮

遇，場地首選設備新穎完善、動線單純且座位

舒適，座落於政大校園內的玉山國際會議廳。

中心在典禮上的佈置及整體規劃也下了不少工

夫，除了會場外的報到區安排有琳瑯滿目的精

美小禮，同時也設置大型展板，節錄出入選者

作品中的金言佳句，在活動期間供各位細細品

味族語文學的美妙之處；另一旁則安排頒獎典

禮拍照區，且提供打卡手拿板，讓所有與會貴

賓、親友都能合影留念，一起共襄盛舉，入口

處五彩繽紛的氣球拱門更增

添喜悅、慶祝的氛圍。

細微中發光的小巧思
會場內，是以中心多

年承辦活動的經驗，製作

雙面的識別證，不管如何

反轉，都能清楚知曉來賓

的大名，不會出現空白的

窘境。座位上的椅背名

條，讓來賓一走進會場，在帶位人員的引導

中，能清楚直觀找到自己的座位，並在位置上

準備好附有名字的提袋，讓遠道而來的賓客能

更輕鬆、優雅的入座。本屆的精美獎盃，更是

萬中精選了既像火焰又像植物萌芽的造型，火

與植物這兩種元素，在原民生活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且充滿生命力，寓意期許族語文學的路

上，也能像植物般持續茁壯、生生不息，又像

精煉的火焰，越燃燒越旺盛，彩色琉璃結合晶

透水晶的材質，搭配不同的底座顏色來凸顯四

個文類差異。

揮別疫情，再次聚首：族語文學盛宴

花心思布置的座位擺設，讓所有與會者倍感尊榮。 精美獎盃以火焰及植物為發想，象徵族語文學創作源源不絕。

頒獎典禮入口處即能感受到歡樂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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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原住民族語

文學獎已優選出300多篇全族語文章，並出版

成歷屆得獎作品集，將族語表現於文學創作

上，讓下一代一個字一個字讀出來，可說是

「奧斯卡獎」。108課綱讓每個孩子都能選擇

學習母語，「這是不簡單的突破。」未來學

校和部落會一起努力，傳承原住民族的多元

文化。

入選作品亮點
本屆（第8屆）總投稿數135件，分別聘

請各語別的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共43位

族語專家參與評審工作，每一篇文章均經由

多位族語及文學專家學者評審，以兼顧族語

文學品質及公平公正原則。投稿者年紀最小

為11歲，最年長84歲，入選者年齡分布在24

至84歲之間，共34篇作品脫穎而出，徵選文

類分別有現代詩、散文、翻譯文學及短篇小

說，包含原住民18種語別及其他南島語系本

土語言（巴宰語、噶哈巫語及西拉雅語）3

種，計21種台灣南島語系語言。

得獎作品共34件，包括現代詩11件、散

文8件、短篇小說5件以及翻譯文學10件，計

32人得獎。其中最特別的是非原住民身分入

選，目前任職於台灣羅馬字協會的簡維佑，

憑藉著對母語、本土語的熱忱，投入原住民

族語的學習，他用東排灣語寫出現代詩

《mamamenaca（對看）》，呈現年輕世代難

以用母語溝通的窘境，榮獲評審肯定。而排

灣族的蔡愛蓮牧師，今年入選短篇小說文

類，成為八屆以來首位奪得文類大滿貫，另

有3位同時入選兩個文類獎項，享雙料殊榮，

可謂族語寫作實力堅強；更值得一提的是，

都達賽德克語、西拉雅語的首次入選，可謂

十分難得，為族語文學獎的舉辦再注入一劑

強心針，振奮人心。

本屆最年輕的入選者是24歲的耕莘．撒

耘，是以撒奇萊雅語創作的現代詩《ngangan 

nu dadan（路的名字）》獲獎，和84歲林清美

老師相較之下，可說是跨越一甲子的傳承，

我們期許更樂見年輕新世代都能向長者看

齊，未來持續為族語發光發熱，繼續成長，

有朝一日也能長成大樹，孜孜不倦地向下傳

承與紮根。

身為審件數量最多的阿美族朱清義老

師，特請其代表本屆評審團上台分享其經

驗，提到評審除了要依據評分項目來給分，

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族語書寫符號的正確性，

再來才是文學性的精巧呈現，更表示在評審

過程中看到這麼多優秀的作品，內心深受感

動。

族語文學創作的未來
最後教育部長潘文忠在入選作品集序中

表示，台灣是一個多文化社會，政府和民間

長期展開一系列弱勢語言維護、母語教學等

語言復興運動，原住民族語文學獎已辦至第

八屆為期16年，不僅是原住民族語從口說邁

向文字化，發展為現代文學的重要指標，更

是族人持續寫作及對外發聲的重要平台，期

許將來有更多人為原住民族的語言文化傳承

付出心力，一同關注原住民族語言、文化、

文學的發展，未來也能繼續看見更多語別來

投稿參賽，讓這些美麗的族語文字透過文學

創作記錄下來。

欲閱讀「教育部第八屆原住民族語文學

獎」入選作品，請上活動網站瀏覽：https://

litawardab.alcd.center。

政大李蔡彥校長致詞。

林清美老師帶領高山舞集進行祈福儀式。

揮別疫情，再次聚首：族語文學盛宴

教育部林明裕次長（左）頒獎給本屆新生代入選者耕莘．

撒耘（右）。

入選者高美英穿戴華麗族服上台領獎，由教育部林明裕次

長親自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