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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台灣因應轉型正義聲浪以及「族群主流化」、「全民原教」的概念，將原住民族語言與

文化作為基本素養推展。（圖片來源：https://www.ner.gov.tw/news/63f05a45c67f8a0008

01499c） 

 

借鏡國際制定邁向和解共榮之政策 

 

謝若蘭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有關近期台中一中園遊會所引爆的「烯環鈉」設計主題事件，加

上長期以來政治人物、媒體與公共人物的不當言語，傳達了各種族群

偏見與歧視，尤其在數位時代下造成了更多元層次的霸凌與傳播。教

https://www.ner.gov.tw/news/63f05a45c67f8a000801499c
https://www.ner.gov.tw/news/63f05a45c67f8a00080149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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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體制與大環境無法提供社會大眾適切、完整的機會與管道來認識台

灣原住民族文化，導致文化敏感度普遍偏低，文化錯置、微歧視等情

況屢見不鮮，而近期相關事件所引起的關切，讓「反歧視法」或是「平

權法」、「全民原教」等聲浪再次被提起。更進一步說，透過政策制

定與教育著手的必要性與急迫性更加可見，而「全民原教」、「轉型

正義教育」、「族群主流化」三個面向的思維在政策推動上應該互相

連動。 

族群「和解共榮」的國際借鏡 

為能正視台灣社會的需求，台灣解嚴後帶動了社會改革聲浪，包

含原住民族以正名、自治、土地為主軸的運動，並結合當時被稱為「黨

外」的力量積極推動修憲。舉例來說，憲法層次上的「山胞」正名為

「原住民」（1994 年）到「原住民族」（1997 年），以及陳水扁總

統執政時代所提出的「新夥伴關係」，蔡英文總統 2016 年在總統府

設立「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原轉會）設立，

均與國際上的原住民族權利運動訴求相呼應，在某個程度上均代表著

台灣從單一獨裁政權轉化為民主人權國家的進程。 

原轉會設立了土地、歷史、文化、語言、和解五個任務小組。其

中，和解小組經過兩屆四年的台灣各原住民族的和解習慣調查，搭配

原轉巡講講座，並且透過加拿大、紐西蘭等國的政策借鏡，建立「釐

清真相、社會溝通、政策建議」為主軸，持續療癒歷史創傷，進而邁

向族群共榮的願景。而現階段由文化部接下和解小組任務，持續先前

原轉會和解小組所進行的國外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論述及相關和解經

驗議題之歸納，達成借鏡國際並與國內現況接軌的任務。 

除此之外，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在國家轉型正義的思維下，啟動

專家諮詢，重置以原住民族主體視野出發的「南島廳」與「史前史廳」

常設展；而國家人權博物館為籌辦 2023-24年國際與臺灣原住民族轉

型正義及和解議題經驗之交流論壇，規劃結合台灣經驗進行分享交

流，更進一步將相關成果落實於博物館所應達到之展示、教育、溝通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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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教育」進行翻轉與深耕 

因應轉型正義聲浪以及「族群主流化」、「全民原教」的概念，

將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當作基本素養推展，並配合《原住民族基本

法》、《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國家語言

發展法》，將「多元文化觀點、增進族群間了解及尊重」之理念融入

義務教育，促進台灣整體大眾對原住民族文化的理解，進而產生社會

的多元包容(social inclusion)。 

有感於原住民族教育在台灣轉型正義聲浪中的「主流化」過程，

各層級的政策協力，並非毫無進展。舉例來說，立法委員吳玉琴根據

2017年立法院審議《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附帶決議會同國教署，

經過繁複的會議討論與溝通後，委託執行團隊規劃辦理「認識臺灣原

住民族語言與文化試辦課程」計畫，藉此落實在轉型正義架構下的「全

民原教」與「族群主流化」政策。 

然而，透過教育翻轉需要長久的時間，並需要隨時進行多方評估

與彈性調整。以台灣為例，性平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等，在台

灣長達至少 30 年的政策引導下，在教育中著手進行性平、人權、環

境的意識建構，並有相關的法律配套依據，才漸漸看到相關意識建構

的進展，但仍有諸多的推進空間。 

性別、人權、環境等議題，具有人口「多數」的支持，相較之下，

「原住民族」議題的推動因為是人口的「少數」，常常僅停留於道德

層次上，因此在推動與落實上更具高度挑戰，必須要找到更多的支撐

力道，包含國家領導者與公、私部門具有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意

識，以多面向且具深度的思維，正視「邁向和解共榮的族群主流化」，

將訴諸道德的理念轉化為可落實的政策。 

將「道德理念」轉化為「政策落實」之建議 

族群事務需要跨族群、跨機關相互對話與參照，才能持續凝聚民

主共同體，因此，應該透過行政院「人權與轉型正義處」進行深度與

廣度兼具的法制化過程，繼續推動行政院於 2018 年通過的《原住民

族歷史正義及權利回復條例》草案，並參考紐西蘭、加拿大等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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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設置「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基金會」專責真相與和解工作，制定並

公布「族群主流化政策綱領」暨執行檢核機制。 

強化國家「促進轉型正義」政策有其必要性，以基金會或是專責

單位的形式進行，可以更加專業、常態化地推動釐清真相、社會溝通、

邁向和解等的長期社會工程，並做為台灣向國際發聲，呈現原住民族

歷史、文化與當代課題的第二軌外交平台。加上持續穩定的專業人

力、推動國際交流與跨國原住民族人才培力，將有利於呈現更具包容

性的台灣民主與人權發展。 

除此之外，有鑑於歧視具有多重樣態，也會因性別、族群、階級、

年齡、身心障礙等因素而疊加，並在網路平台上變本加厲傳播，應推

動符合國際人權公約標準、綜合性的《平等法》，並搭配數位識讀素

養教育，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審查機制，以宣示捍衛多元平權價值、消

除數位時代下歧視言論與網路霸凌的決心。建議透過國家報告與國際

審查機制，持續落實已簽署之兩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

公約》(ICERD)等聯合國重要國際人權公約，並積極主動簽署《原住

民族權利宣言》(UNDRIP)及《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gureal Expression)等公約，以彰顯在族群平等工作上符合世界民

主與人權潮流之核心價值，以及國內法制定與落實的決心。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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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旨在針

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將學術研究成果具體

轉化為政策研析，作為我政府參考，深化學術研究能量，並

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巷 1號 

Tel: 886-2-23654366 

Fax: 886-2-23679193 

http://www.pf.org.tw 

http://www.p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