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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2016）年開始，花蓮市公所在各部落入口設立了阿美族語拼寫的路標，但日前卻接到市民投訴，「希望移除該
部落路標，以免影響該地段土地和房屋的價格」。由於該投訴沒留下姓名與電話，無從得知是指哪個路標。

就《Mata．Taiwan》詢問到的房仲業者認為，房價的客觀評斷標準應依據內政部透過不動產資訊平台公佈的價格行
情，並不會因為部落路標影響地段價格，也不會因為該地區住了名人，房價就會提升。內政部為了解決交易資訊不透
明的問題，而推動實價登錄制度，透過此平台將所有土地及房屋的買賣案件、房仲經手租賃案件及代銷預售屋案件的
交易資訊全部登錄，並於區段化、去識別化後對外提供查詢。

儘管如此，轉述此市民投訴的臺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秘書長 Sifo Lakaw
仍表示，這件事背後反映更深層的原住民受歧視問題。

大眾的歧視，反映在對原民語言景觀的接受

路標本來就是在阿美族的土地上標明是原住民的部落，這種傷害否定了部落在地歷史與文化的價值⋯⋯「路標本來就
是在阿美族的土地上標明是原住民的部落，這種傷害否定了部落在地歷史與文化的價值，也因為看不見這個價值，而
用資本主義式商品的概念認定原民形象或部落路標，會讓想購買的人減少」，Sifo 認為這種看似小小的反應，可能反
映了許多人的想法。現實而言，在蔡英文總統去年向原住民族道歉後，臺灣許多人對於原住民族的偏見並沒有消失
—— 這樣的偏見源自漢人剝奪原住民族土地的歷史，以及很多帶有負面意義形容原住民族的用詞，因此產生貶低原
住民族土地價值的看法。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已在今年（2017）6 月 14 日正式公佈施行，這部專法確立了族語的國家語言地位，並啟動
族語教師專職聘任和原鄉地區的公文族語書寫。其中第 8 條規定：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應積極於家庭、部落、工作場所、集會活動及公共場所推動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以營造原住民
族語言使用環境。」

第 16 條也規定，原住民族地區的行政機關、學校，以山川、古蹟、部落、街道等公共設施等，應設置地方通行語及
傳統名稱標示。這兩條皆是透過積極擴展族語的使用場合與學習環境，以建立多元的本土「語言景觀」。

但是，臺灣社會目前對於「語言景觀」的概念感到陌生，其實是因為我們早就習慣中文命名的街道，霸佔整個縣市的
景觀了。

強勢語族霸佔語言景觀，弱化弱勢文化認同

強勢語族霸佔整個語言景觀時，弱勢語族卻隱而不見，顯現出社會語言的不平等，進而也影響了個人對於族語在整個
社會的觀感。台北市的街道為例，儼然就是中國地圖的縮影 —— 來自上海的建築師鄭定邦，在 1946 年代理行政長
官公署民政處技正後，帶來上海以中國地名規劃街路名的想法，直接將中山南北路作為東西區劃軸線，又以忠孝東西
路（時稱中正東西路）作為南北分界，將台北市劃成東北、東南、西北、西南四個區域，依此地理空間把中國的地名
置入街道路名。目的是要讓臺灣人的空間觀能夠從日治時期的地名，改變認知成中國的地名。另外，也有像是中華路
、信義路等是要發揚中華民族精神，民生路、民族路、民權路是為了宣揚三民主義，中山路與中正路則是紀念國家偉
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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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強勢語族霸佔整個語言景觀時，弱勢語族卻隱而不見，顯現出社會語言的不平等，進而也影響了個人對於族語
在整個社會的觀感。

張學謙在〈語言景觀與語言保存規劃〉此研究裡指出，語言景觀與語族活力息息相關，「如果族語常在公共或私人告
示出現，就傳遞這樣的信息﹕族語在這個社會上是有價值、有地位的，並且得到制度的支持」；反之，族語若被排除
在公共空間以外，很容易就會被視為沒有地位的低階語言，也可能導致族語使用者看輕自己的母語，缺乏意願傳承母
語。

部落路標也彰顯出原住民族對於地名的命名權，也就是一個地名反映出居住在該地族群的歷史、文化與認同。而使用
羅馬拼音命名，是目前盡可能接近在地原音的書寫系統，比較能夠避免用中文書寫的直譯造成的謬誤。

「原住民語言的消失，是一連串殖民同化的過程；原住民現在是在用殖民者的語言，而中文作為表達中華文化的符號
，會強調中華文化的好處，同時弱化原住民文化的價值。」Sifo 表示，部落路標的價值是讓語言可以被看見，並增進
族人對於母語的自信，一個良好的多元文化景觀，應該建立在各種語言符號的行使。

從部落路標被投訴的問題，可見針對原住民的負面解讀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也反映出普遍大眾對於多元族群語言環境
的漠視。

台北市街道儼然就是中國地圖的縮影，目的是要讓臺灣人的空間觀能夠從日治時期的地名，改變認知成中國的地名。
（Credit: Peter Fu(pfry19855) / CC BY-SA 3.0）

國家立法保護族語地位，尚待落實以改善語言弱勢情形

曾任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執行長的 Sifo 擔憂地說，《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如果不夠積極執行，恐怕會造成空
有法律的問題。像《原住民族教育法》立法以來已逾 18 年，原住民族教育整體情況卻沒有實質改善，且直至 2
年前，幾乎看不到原住民專屬的學校。雖然少數學校有開設原住民族知識的課程，但在一週裡可能僅佔 1 至 2
節的時數，「對於族群歷史文化整體知識來說並不夠，比例非常不平衡」。

「當沒有族語的措施，語言就會面臨消失，一方面國家在各部會要積極落實政策，另一方面對於原住民內部來說，不
夠積極實踐，提升族語意識，重新讓語言被說，那麼有法律也是空談。」

雖然原住民族教育在這兩年發展的比過去還要快速，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正在推動的原住民族實驗教
育，以及昨天（10）剛成立運作的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但自主性卻還是不夠高」；Sifo 強調，現在最重要的
事情是「如何快速的支持原住民自主支持辦理教育」，以及「如何打破現有的框架，提供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教育模式
」，像是全族語授課或改變學校課綱，都需要重視並逐步放寬對於原住民族教育的需求。

「提供當代的原住民族教育更自主的空間，也是與原住民族和解與轉型正義重要的一環。」

語言景觀為族語傳承塑造有利的環境，是原民轉型正義的一環。圖為威爾斯隨處可見的雙語路標。（Credit: John
Spooner / CC BY 2.0）

延伸閱讀

語發法過三讀／以後「國語」可不止北京話了，今起原住民族語言確立為國家語言！
台灣首份全族語公文發出！網友竟好奇：原住民看得懂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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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喜歡這篇文章，請為我們按讚或分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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