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政府漢化政策下 
不當限制族語使用的歷史真相 

政府文書、口述訪談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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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Masegeseg Z.Gadu 童春發（排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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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次 



報告大綱 

一、前言 

二、從政府文書來看 

三、從口述訪談來看 

四、階段性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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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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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 

• 第27條：凡有種族、宗教或語言少數團體之國家，屬於
此類少數團體之人，與團體中其他分子共同享受其固有
文化、信奉躬行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利，
不得剝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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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大會 
訂定2019年為 
國際原住民族語言年 

世界趨勢－重視原住民族語言 



過去的語言限制－問題意識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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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們為什麼都說「國語」？ 

Q：過去的推行國語政策 
       禁止我們講族語（方言）？ 
       所以讓我們的族語流失？ 

 

1.中華民國政府推行「說國語運動」相關史料蒐集 

2.「禁說族語」口述歷史蒐集 

我們試圖回答：族語流失的歷史真相 



二、從政府文書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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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國語推行委員會 

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國語推行委員會 

1935（民國24年）  

 

1946 （民國35年）  

 

1947 （民國36年） 

1981 （民國70年）  2013 （民國102年）  

1959（民國48年） 

 

教育部 
 

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終身教育司 
閱讀及語文教育科 

國家體制內「推行國語」單位沿革 

1999（民國88年） 

精省 
 

1949 （民國38年）遷臺 
 

A階段 B階段 C階段 

E階段 D階段 

教育部復設國語會， 
任務多由中央國語會接手。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育處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國語推行委員會 

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育處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終身教育司 
閱讀及語文教育科 

1946-1947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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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日文 
 
全臺推行國語 

接管初期 

過渡期仍有使用日文情況 

不分族群 

文字  

語言  

   1946《臺灣省各縣市推行國語實施辦法》 
 1946《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章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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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章程》 
民國35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教秘字第1516號 

組織章程中明訂「高砂族同胞」語文教育事項 

1946-1947 2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育處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A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終身教育司 
閱讀及語文教育科 

1947-1959 13年 

     1949  臺灣省政府國語推行委員會 
                組織章程中明訂「山地同胞」語文教育事項 
 1951《臺灣省各縣山地推行國語辦法》 
      1955  禁止教會以羅馬拼音傳教 
 1958  《臺灣省加強山地教育實施辦法》 

            山地國民學校，加強國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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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用國語，禁用日語。 
普及祖國文化， 
增強國家觀念。 

1946-1947 2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育處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B 



民國40年 臺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 
         肆拾未迴府綱戍字第890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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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糾正使用日語、 
   普遍推行國語， 
   普及祖國文化， 
   增強國家觀念。 

1951《臺灣省各縣山地推行國語辦法》 

1947-1959 13年 1946-1947 2年 

2.從工作人員、 
    學校、山地社會 
    三方面推行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育處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3.向山胞講授 
   中國歷史故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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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7年 臺灣省政府公報：府教四字第107870號 

1958《臺灣省加強山地教育實施辦法》 

1947-1959 13年 1946-1947 2年 

山地國民學校， 
加強國語教學。  
日常管訓講話等， 
均須用國語， 
禁用日語， 
違者從嚴議處。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育處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B 



教育部 
 

國語推行委員會 

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終身教育司 
閱讀及語文教育科 

1959-1981 23年 

     1968 《臺灣省改進山地教育實施計劃》 
 1970 《臺灣省加強推行國語實施計劃》 
                   加強山地國語推行 
 1973 《臺灣省各縣山地鄉國語推行辦法》 
         *廢止1951《臺灣省各縣山地推行國語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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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山胞使用日語、方言 
以灌輸祖國文化， 
增強國家觀念。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國語推行委員會 

1947-1959 13年 1946-1947 2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育處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C 



民國59年 臺灣省政府公報：府教語字第1129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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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臺灣省加強推行國語實施計劃》 

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1959-1981 23年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國語推行委員會 

1947-1959 13年 1946-1947 2年 

1.宗旨是為 
   加強推行 
   中華文化 
   復興運動。 
 
2.語言不統 
   一，影響 
   民族團結。 
 
3.加強 
   山地鄉 
   國語推行。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育處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C 



民國62年 臺灣省政府公報：府教五字第679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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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臺灣省各縣山地鄉國語推行辦法》 
         *廢止1951(民國40年) 《臺灣省各縣山地推行國語辦法》 

1.1951年的辦法 
    只有糾正使用 
    日語習慣。 
 
2.1973年的辦法 
    則是糾正使用  
    日語、方言。 
    直接標明糾正 
    方言。 

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1959-1981 23年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國語推行委員會 

1947-1959 13年 1946-1947 2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育處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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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泰武鄉泰武國小校門及操場全景  
1974-1980  （民國63-69年 ） 
提供：排灣族退休教師 

校園環境-加強國家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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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泰武鄉萬安國小 四甲班級公約    
1994（民國83年 ） 
提供：排灣族退休教師 

校園環境-推廣說國語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終身教育司 
閱讀及語文教育科 

1981-2013 33年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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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81 23年 1947-1959 13年 1946-1947 2年 

1981 教育部「加強推行國語文教育實施計畫」 
 
 

 
 

                       1980’s   原住民自覺運動 
             1987     解嚴 
                       1994     山地同胞正名「原住民」 
                          2001     原住民語列為國小必修科目 (每週1節課) 
 
 

 

                              

2001  教育部廢止1973《臺灣省各縣山地鄉國語推行辦法》 

2017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逐漸找回語言使用權 

本國語文為民族文化根本 
策畫改進山地及偏遠地區國語文教育 

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育處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D E 



三、從口述訪談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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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量化資料觀察 



各種懲罰方式、沒有「請」字 

 
勞動服務  

放學之前誰掛到那
個牌子啊，老師就
會請你勞動服務。
不是到農田工作， 
…… 。反正就是做
那些勞動的，還有
或是在清掃，學校
的工作，比較粗重
的工作，就會叫這
些小孩子。 

-布農族女性(4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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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罰   
因為我們都習慣講
族語，被老師聽到
，那老師就說：「
又再講方言」，然
後就把我...捏我的
眼皮這樣子，我就
是...我就都不敢講
話，到那個...那個
時候起我就在學校
都講國語。 

-卑南族女性(63歲) 

 

 

罰錢  
都跟阿嬤講說，妳
不要跟我講（族語
）。然後說：「不
要再教我了」。要
不然我等下回學校
，如果我講的話我
就會被罰錢，我們
那時候是以罰錢為
主。 

-撒奇萊雅族女性(50歲) 

 

掛牌   
講方言的話就掛牌
子嘛，大家都會笑
啊，「我講方言、
講方言」（笑），
因為覺得很沒有面
子。 

-魯凱族男性(59歲) 

 



還有一個是「不要講
方言」，我的印象是
一個牌子、黃色的，
掛在我們的脖子。三
年級的時候，我們的
老師說，你要找到一
個講方言，你找到他
以後，那個牌子才會
離開你這樣。所以我
們大家都會互相抓，
那如果你掛了牌子，
同學、好朋友都會離
你遠遠的，因為難免
都會……。  

-排灣族女性(5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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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監督、糾察和控告的氛圍 

隨時大家都會互相抓
，那時候因為大家不
喜歡被掛嘛，你掛了
之後大家會不敢靠近
你啊，你就會沒有朋
友，你會被孤立。 

-排灣族女性(65歲) 

 

講方言的，那我就負
責登記起來，交給老
師。我雖然是級長，
還有幫忙登記，可是
好像我也被罰啊！因
為，他們放學了，又...
把那些......講方言的留
下來挑大便，我要在
那邊監督啊，也要看
他們哪！我也是最後
才回家的。 

-布農族男性(7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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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族語被污名化 

高中那個時候就是被歧視，所
以我就一直認為身為原住民是
一種汙辱，呃…應該是比較「
次等」於一般漢人。所以我就
盡量要把自己隱身，不要讓人
家識破，或是瞭解說我是原住
民、我是蕃仔。所以盡量就講
字正腔圓的中文，然後盡量不
要觸及到自己…族裡、還是部
落、還是山上。 

-泰雅族男性(55歲) 

 

 

那時候就覺得說，
為什麼講母語是很
丟臉的事情？是那
個老師講述給我們
說，講母語是丟臉
，有一點在歧視。
以前這個觀點是歧
視，他們那個時候
的觀點就在講我們
是「土番仔」。 

-阿美族女性(51歲) 

 

 

我們有一個原住民的
老師，女老師，他偷
偷的告訴我， … ，
他就把我叫到旁邊，
他說「拜託你，你好
好地把國語講好，以
後人家就不會欺負你
，以後就人家不會看
不起你，你要像我一
樣。」 

-賽夏族女性(66歲) 

 

 

 



四、階段性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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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作為國家的統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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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溝通」功能之外，國家利用統一語言，
增強國家觀念、中華民族精神。 

• 說「國語」是為了復興中華文化，達到漢化
政策目的。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國語推行委員會 

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育處 特設 

國語推行委員會 

1959-1981 23年 1947-1959 13年 1946-1947 2年 

禁用日文 
推行國語 

須用國語 
禁用日語 
普及祖國文化 
增強國家觀念 

糾正使用日語、方言 
灌輸祖國文化 
增強國家觀念 

教育部 
 

國語推行委員會 

1981-2013  32年 

從限制到多元 



• 學校教育直接禁止「方言」、社會氛圍
普遍對原住民族身分的歧視，自然影響
家庭不使用族語。 

• 禁說族語，多數族人失去民族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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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族語→被懲罰 說族語→被歧視     自然說族語 

以國家力量全面推動「禁說族語」 

   孩子→透過學校教育 
               自然使用「國語」     

家庭 學校 社會 

 父母→配合孩子使用「國語」 
              因社會歧視不說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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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國語／禁說方言／族語流失 

• 國家政策是「推行國語」，實際執行是「
禁說方言」。 

• 我們開始說「國語」，不使用族語。語言
的存續在於有沒有人繼續使用，我們不說
族語，原住民族語言流失。 

• 現況：原住民族語言「瀕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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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國語」的新意涵 
 

• 過去的「國語」是單一的，現在的「國語
」是多元的。 

• 2017年《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通過，透
過政策來健全族語的使用環境，正是為了
過去限制族語使用政策的補償，是轉型正
義的實踐。 

• 學習族語，就是在保存原住民族文化，鞏
固臺灣多元精神，盼望社會大眾理解、尊
重。 

 

 

 

 



• 語言小組正努力調閱政府檔案，期盼教育部、國
教署及相關單位持續給予協助。 

• 語言小組也會持續與文化部合作，將蒐集的口述
歷史，匯入「國家文化記憶庫」，做為具臺灣文
化內涵的數位化資材。 

• 後續以此基礎繼續撰寫完整報告，請求社會大眾
一起參與，分享相關影像、分享經驗，還原更多
真相。 

          語言小組聯絡資訊： 

                       twijlg20160801@gmail.com  或洽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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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工作 



簡報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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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jimalji ﹝謝謝您很特別﹞ 

Masalu ﹝謝謝我相信您﹞ 

Pina'alevan ﹝謝謝榮耀歸您﹞ 

﹝感謝所有的受訪者及協助語言小組工作的原民會、文化部、教育部等諸多機關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