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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研究成果分享】族語研究與保存 

Pisoped to sowal ato rayray no ikor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自 103 年 6 月 17 日來，六年中已累積了非常豐碩

的成果，整體研究以基本的五大核心為基礎，包含新詞與讀本研究、認證測驗

研究、族語教學研究、族語政策研究與推廣、族語研究與保存。一共完成 36 項

計畫、69 項次的研究成果。 

 

在族語研究與保存的這個項目中，包含書寫系統修訂與書寫規範、數位族語資

料庫以及族語人才資料庫和族語研究目錄的盤點等，大致介紹如下： 

 

一、 書寫系統修訂與書寫規範 

自 104 年起，語發中心開始參與書寫系統修訂的工作，主要的歷程如下

圖： 

 
圖 1：104 年至 108 年語發中心書寫系統修訂與書寫規範研究計畫歷程 

 

根據上圖可以看到書寫的相關研究在 104 年、105 年主要是在檢視書寫系

統的問題，暸解自 94 年書寫系統頒布來，使用的問題，並加以彙整。106

年則以 105 彙整的資料為基礎，辦理各族的書寫系統修訂公聽會，除了讓

更多族人參與討論外，更希望能夠促進族人的共識。107 年則是因原住民

族語言發展法於前年通過，為符合第二條第二項關於文字的修訂需與各族

會商，故與各語推組織進行共識會議，以暸解各族在書寫上共識的情形，

到目前為止僅剩阿美族、魯凱族及雅美（達悟）族尚未完成共識確認。108

年則是與 Truku 的語推組織合作，進行書寫規範的研擬，提出 Truku 語書寫

規範參考指南，供族人參考使用並進行滾動式修正，而整個建置的架構及

流程，未來亦可推廣到各族來建置書寫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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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書寫規範的架構與建置流程如下： 

 

圖 2：108 年 Truku 書寫規範計畫架構與建置流程 

 

根據上圖可知，一開始的書寫規範架構，是先參考其他南島語系國家的規範，其

中主要以毛利語的拼寫法為參考基礎，先初步調整為較適合台灣南島語的架構。

之後我們邀請 Truku族人協助以 Truku語填充，再邀學者一起先檢視初稿。另一

方面，也向語推組織說明，並尋求合作的方式，由語推組織進行地區、方言或是

對族語書寫熟稔及對語言的掌握等多方考量後，來建立約 15人的討論小組，其

中有 7位左右為核心成員，基本上每次都需出席。而整體討論的方式是由少至

多，先由核心成員達成基本共識再拓展，最後辦理工作坊讓更多族人使用和給與

建議。這樣的方式，討論上能夠更具體且聚焦，而有學者的加入，才能夠保持書

寫規範的原則性。而目前 Truku已將試行版公告在語推組織的官網，也推動希望

讓更多族人暸解，未來這樣由下而上並合作產出的規範，如何由政府協助推動，

並實際應用在如教材教具、測驗試題中等，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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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對於未來書寫工作的延續，有幾項重點建議： 

 
圖 3：書寫系統修訂與書寫規範未來工作的延續與建議 

 

承上圖，書寫系統是族語文字的基礎，因此因早日完成修訂的工作。而書

寫規範則有助於族語文字書寫具有原則性，規範完成且線上詞典、學習詞

表、教材等皆配合修訂，對於後續文字的使用與推廣更有幫助。 

 

二、 數位族語資料庫 

數位族語資料庫一直以來的核心概念就是「先保存、後應用」，建置的目的及歷

程如下： 

 
圖 4：數位族語資料庫的目的與計畫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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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的時候我們參考國內外的族語相關資料庫和網站，規劃數位族資料庫。

而 107 年即開始建置，並開發線上輸入逐字稿及編輯文稿的系統。108 年則將

收集的語料進行數位化，建置於資料庫中，並挑選其中 5 卷為示範進行文字的

轉寫與轉譯。除此之外，亦進行各族共 17 則族語新聞的轉譯，以及資料庫網頁

的維運。 

 

數位族語資料庫目前的網址：http://dailt.ilrdc.tw/，示意圖如下（左列表為後台

功能列，另右上有語言別切換，首頁可切換 16 族語言）： 

 

圖 5：數位族語資料庫網站示意圖 

 

http://dailt.ilrd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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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數位族語資料庫的整個工作大致上包含什麼呢？我們整理如下圖： 

 

圖 6：數位族語資料庫工作概述 

 

也就是說，我們將記錄或收集族語語料，部分需要數位化或修復處理，並進行

詮釋資料的建置，通常會需要族人的協助，完成後會儲存在資料庫中典藏。而

部分語料會請族人轉譯，以利於未來若要開發「語料庫」或是「發展教材」來

使用。目前資料庫典藏資料有 39 則、族語新聞 22 則，口語語料共約 16 小時，

已轉寫成文字者約 4 小時。 

 

對於未來數位族語資料庫的工作延續建議如下： 

 
圖 7：數位族語資料庫未來工作的延續與建議 

 

未來應該要整合資料庫存放的平台，並跨單位及計畫合作，才能將計畫的研究

成果，有效的整合並能再應用。另一方面，也需要積極的進行系統性的語料收

集，如結合語推組織的人力盤點，可以請具有各方專長的族人講述相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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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記錄下語言的不同面貌，更全面的「保存」我們的語言。最後，更應該積

極推廣，鼓勵民眾提供早期的影音記錄，亦可推廣使用族語資料庫系統，也希

望更多有能力的族人（尤其是年輕人）可以參與文字的轉寫，語料越多，未來

訓練機器也更容易，能夠發展更多 AI 智慧的產品。 

 

三、 族語人才資料庫、研究目錄 

1.族語人才資料庫 

族語人才資料庫目前共計有 4,180 筆，主要是提供各機關學校在查詢所需的族

語人才使用，可依所在縣市、人才類別、關鍵字、所需族語及方言別等條件搜

尋，主要類別包含教學類、翻譯類、創詞類、配音類、口譯類、族語推廣人

員、族語專職教師、族語振興人員研習，另外測驗類及試題建置與命題的部分

則為限制性查詢。未來應可開放部分資訊讓一般民眾、私人機構在需要族語人

才時可供查詢。 

 

圖 8：語發中心原住民族語人才資料庫示意圖 

 

2.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目錄 

研究目錄的部分，目前是建置於數位族語資料庫中的「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研究

目錄」，106 年至 107 年彙整過去已整理過之書目至線上平台，書目筆數約

3,994 筆。108 年書目文獻共收集到 1,075 筆文獻，包含學位論文、期刊論文、

論文集論文、專書論文、會議論文集、專書、技術報告、線上語料庫、雜誌等

分類。而經語發中心研究員戴佳豪及陳振勛的整理，1906 年至 2019 年書目文

獻中，學術期刊 145 筆、學位論文 130 筆、會議論文 269 筆、專書(ISBN)327

筆、專書(無 ISBN)10 筆、專書論文(ISBN)70 筆、專書論文(無 ISBN)25 筆、論文

集論文(ISBN)13 筆、論文集論文(無 ISBN)15 筆、技術報告 23 筆、雜誌期刊 48

筆。截至目前為止共約 5,069 筆書目文獻，而這些書目資料仍持續滾動修訂，

數據會依修訂後結果有所增減。 

http://210.61.46.35/research/search
http://210.61.46.35/research/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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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語發中心 108 年新增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目錄文獻統計 

 

未來仍會陸續收錄，也希望若能取得授權，可直接保存或是連結文件資料。而

每年也可依增加的資料進行族語研究方向的分析與評估，有利於族語的研究發

展。另外也建議在《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要點》之獎勵項目增

加「族語研究專門著作」及「族語著作」列為重要獎勵項目，以符合現行相關

法令推動族語發展，促進族人對族語之態度能透過獎勵的方式有正向之支持。 

 

圖 10：語發中心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目錄檢索示意圖 

 

以上是「族語研究與保存」項目六年成果的精華介紹，若需要更進一步暸解歷

年的研究成果，請至語發中心歷年成果參閱相關報告

http://ilrdc.tw/data/out/1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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