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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2008 年南島民族論壇常設組織設立，然論壇組織因故於同年暫停運作。相隔十年

後，南島民族論壇於 2018 年 8 月 1 日重新啟動，原住民族委員會依據 2018 年圓桌會

議之決議，規劃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於帛琉共和國召開「2019 年執行委員會議」，邀

集各會員共同檢視工作推動情形，同時討論未來合作事項，並且正式啟用設置於帛琉

的南島民族論壇總部。 

赴帛琉工作期間，本會亦與外交部、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以及日本台灣交流

協會合辦「GCTF–2019 南島語言國際論壇」，以「南島語言復振的實踐與展望」為主

題與各國代表分享語言復振經驗，以臺灣原住民族的語言、文化與世界搭起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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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原住民族委員會作為專責統籌原住民族事務的中央部會級機關，除著重臺灣原住

民族社會整體發展的政策擬定與推動外，尋求國際連結以開拓我國國際外交空間，創

造世界原住民族社群的共同發展，亦為本會重要使命。 

南島語族各區域族群基於相近系統的語言特徵，相似的生活環境、社會組織與生

活模式、認知思想範疇，甚至是歷史過程所延伸出來的「南島文化」概念，成為本會

推展國際交流之重要基礎。 

為促進南島族群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之發展，加強南島族群間定期合作及交

流，提升全球對於南島文化的認知與尊重，本會於 2018 年重新啟動「南島民族論壇」

（Austronesian Forum）常設組織，現有 13 正式會員及 1 觀察員，並每年邀集論壇會

員召開執行委員會議，穩定推動南島民族永續發展。 

本次赴帛琉工作期間重點任務及目的如下： 

一、 GCTF「2019 南島語言國際論壇」 

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下，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外交部、美國在

台協會台北辦事處以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共同於帛琉舉辦「2019 南島語言復振國

際論壇」，以「南島語言復振的實踐與展望」為主題，邀請 11 國的代表及專家學

者約 120 人出席。從南島語族的起源說明南島民族的遷徙脈絡，凸顯臺灣與南島

民族國家的語言、文化連結，並進一步針對各國面臨的語言流失議題深入討論，

分享語言復振經驗。 

二、 南島民族論壇–2019 年執行委員會 

2018 年南島民族論壇重啟後，2019 年於帛琉召開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

為南島民族論壇的最高決策機構，是論壇主要對外代表機構，負責監督管理論壇

工作進行。本次會議中聚焦於「南島民族六年（2020 至 2025 年）計畫」，讓會員

了解計畫的 5 大策略、16 項工作，俾未來的合作順遂。為了落實各項工作，論壇

總部已設於帛琉葛瑪榮文化中心，由帛琉女王 Bilung Gloria Gibbons Salii 無條件

提供空間作為總部辦公室。 

三、 帛琉文化考察 

帛琉首創在護照上蓋上環境保育誓詞章戳，並要求旅客簽名使得入境，希望

旅客懷抱著對環境的珍惜與責任來體驗帛琉之美。從帛琉觀光局安排的島嶼文化



2 
 

及部落文化考察，認識帛琉從政府到社區共同推動環境友善、永續發展的精神，

並在考察的過程中讓來賓更了解南島民族間文化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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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總行程 

日期 行程 

9/27(五) 外賓、工作人員陸續抵達帛琉 

9/28(六) 
13:15 駐臺使節代表及外賓前往帛琉 

18:15 抵達帛琉 

9/29(日) 
09:00 GCTF「2019 南島語言復振國際論壇」 

18:30 歡迎晚宴 

9/30(一) 

10:30 「南島民族論壇–2019 年執行委員會」開幕式 

14:00 執行委員會議 

19:00 晚餐 

10/1(二) 

08:00 海洋島嶼文化考察 

15:00 返回飯店盥洗 

17:00 參加帛琉共和國獨立 25 週年活動 

18:45 欣賞國慶煙火 

19:30 前往餐廳用餐 

10/2(三) 

11:00 艾萊州文化考察 

14:00 返回飯店 

16:30 前往機場 

19:05 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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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及心得 

一、GCTF「2019 南島語言復振國際論壇」 

臺灣與美國於 2015 年共同發起「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加強臺美合作關係，並也分享我國各領域的

寶貴經驗。其中GCTF為了呼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今年為「國際原住民族語言年」，

特別以「南島語言復振的實踐與展望」為主題，由本會、外交部、美國在台協會台北

辦事處以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於 9 月 29 日在葛瑪榮文化中心辦理「2019 南島語言復

振國際論壇」。 

全世界大約 6,700 種語言中，約有 40%面臨消失的危險，由於大多數是原住民族

語言，「讓語言活下去」是各國政府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重新檢視並且落實保存、提

倡和復振原住民族語言的承諾，並透過國際合作相互分享。 

「南島語族」是世界上分佈面積最廣的語言家族，整體範圍北始臺灣、南達紐西

蘭、西起馬達加斯加島、東至復活節島，一共有 1,200 多種語言，是目前最遼闊的語

系區。 

2019 南島語言復振國際論壇中，我國、馬紹爾群島共和國、諾魯、吐瓦魯、帛琉

共和國、紐西蘭、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美國、澳洲等 11 國家的代表及專家學者

出席，約 120 人參加，藉由這次會議分享各國語言復振的經驗，並找出實踐的方法。 

此次論壇由澳洲國立大學考古學者彼得．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分享「南島

語族的起源」揭開序幕，綜合語言、基因及考古學理論，論證臺灣是南島語族人群及

文化的起源地。上午場的最後，由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鍾國芳副研究員從

太平洋構樹的分布及綠葉體基因演變描繪出南島語族遷徙的航向，提出臺灣是太平洋

構樹的原鄉，並隨著南島民族遷徙而傳播，佐證了出臺灣說（Out of Taiwan）。下午場

聚焦於南島語言的支持與使用，由我國、紐西蘭、澳洲、帛琉、美國、印尼等國的專

家學者分享語言復振的實例。 

帛琉第一夫人雷黛比對於本次論壇議題十分感興趣並全程參與，他表示語言是文

化的根本也是凝聚族群認同最關鍵的要素，希望能與臺灣建立夥伴機制，透過經驗分

享及交流合作推動兩國之間原住民族年輕世代的語言文化傳習及復振工作。 

本次論壇研討觀點多元，充分展現出南島語言研究的活力及潛力。臺灣作為南島

語族的原鄉，未來將結合南島語族各國，促進南島語言的使用與保存，提昇南島語言

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並進一步建立南島文化圈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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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基礎上，臺灣原住民族的語言發展舉足輕重。2017 年我國制定了「原住

民族語言發展法」，確立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的地位，以國家的力量全面推動

族語的復振，本會也將設立「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基金會」，推動族語研究與發展。族語

復振不僅攸關我國原住民族文化的存續，也象徵持續點亮的燈塔引領南島語族在廣闊

的海洋找到回「家」的方向。 

長官來賓與全體講者合影 

夷將‧拔路兒 Icyang‧Parod 主任委員致詞 會議實景 

美國駐帛琉 Amy Hyatt 大使致詞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涉外室主任池田忠孝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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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ellwood 教授講述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 臺灣駐帛琉周大使民淦致詞 

輔仁大學開場展演（魯凱族古謠傳唱） 工作團隊與來賓合影 

教育文化處楊正斌副處長講述我國政策 會議實景 

講者間熱烈交流 Q&A 討論分享 



7 
 

二、歡迎晚宴及臺帛廚藝訓練計畫 

為了感謝各國來賓遠道而來支持本次論壇活動，並讓貴賓彼此進一步認識、交流，

本會於帛琉大飯店舉辦歡迎晚宴，有帛琉女王、第一夫人、帛琉共和國國務部長、社

區暨文化部長、美國駐帛琉大使等 160 人蒞臨參與。 

晚宴的一開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學生穿著臺灣原住民 16 族的傳統服

飾呈現原舞組曲，拉開了 9 月 29 日晚宴的序幕，也讓來自各國的嘉賓親近、了解臺灣

多元文化兼容並蓄的特質。其中晚宴中兩道芋頭創意料理：芋頭蝦餅、Abai，為餐桌

上的亮點。 

芋頭田是帛琉文化的核心，芋頭的生長過程蘊含帛琉人飲食文化、家族互動及生

態觀念的精髓。然而帛琉因現代化的影響，越來越少人種植芋頭，原本天然的日常飲

食逐漸被米、麵包、罐頭、冷凍等加工食品取代，延伸出營養失衡的問題。 

鑒於此，近年來帛琉政府部門與我國密切合作推動鼓勵民眾復耕、應用芋頭，其

中本會與帛琉觀光局於 9 月 24 日至 26 日合作辦理「臺帛廚藝訓練計畫」，邀請今年度

「原味達人料理爭霸賽冠軍」谷桑．路法尼耀廚師赴帛琉與當地學員交流，運用在地

食材創作料理，在三天的訓練中共有 60 人參訓，並在 9 月 29 日當日一同烹飪習得的

兩道料理（芋頭蝦餅、Abai）分享給晚宴的嘉賓享用。 

如此的交流更加體現我國「踏實外交、互惠互助」的精神，以臺灣原住民族飲食

文化與帛琉建立真誠的友誼。 

臺帛廚藝訓練計畫結業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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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師團隊與夷將主委合影 敬酒致意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展演 來賓合影 

致贈帛琉在地工藝師製作的禮品（木雕手機架） 谷桑廚師分享料理的意涵 

來賓間交流熱絡 帛琉在地傳統展演團體 



9 
 

三、「南島民族論壇–2019 年執行委員會」開幕式 

2008 年，我國與南島區域 8 個會員國，在帛琉設立「南島民族論壇」常設組織，

並召開第 1 屆執行委員會議，然論壇組織同年因故暫停運作；2018 年，本會推動我國

與 8 個創始會員及 4 個新增會員順利重啟南島民族論壇；2019 年，睽違 11 年後，再

度回到帛琉共和國召開執行委員會議。9 月 30 日上午舉辦「2019 年執行委員會議開

幕式」，有我國、馬紹爾群島共和國、諾魯、吐瓦魯、帛琉共和國、紐西蘭、菲律賓、

馬來西亞、關島、美國夏威夷州及貝里斯等國家（地區）的代表參加，帛琉共和國歐

宜樓（Raynold Oilouch）副總統亦親臨現場致詞。 

歐宜樓副總統表示，今年適逢帛琉共和國獨立 25 週年及臺帛建交 20 週年，本次

會議來到帛琉舉行是重要的里程碑，南島民族論壇總部在帛琉設立後，臺帛間將有更

多的交流互動，期盼透過論壇來促進南島文化的永續發展以及亞太地區的交流合作。 

南島民族論壇永久會址設立於帛琉共和國；秘書處設立於臺灣。藉由本次開幕式

本會也特別致贈感謝牌給帛琉女王 Bilung Gloria Gibbons Salii，感謝她無條件提供葛

瑪榮文化中心作為帛琉總部場地。 

本會夷將‧拔路兒 Icyang‧Parod 主任委員在致詞中分享一段蔡英文總統的談話：

「從陸地的觀點來看，太平洋島嶼既分散又渺小。但事實上，從南島民族特有的海洋

觀點來看，我們共享全球最大的海域，具有遼闊的視野，可以為全世界帶來重要的貢

獻。」本次的執行委員會各國家（地區）代表遠道而來，齊聚在帛琉參加執行委員會。

為了共創南島民族的整體福祉，各會員跨越陸地的限制，透過南島民族語言、文化的

連結緊密合作。 

海洋連結著南島民族各國，上午的開幕式象徵南島民族論壇再次啟航，航向南島

民族永續發展的未來。 

執行委員會各國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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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致贈感謝牌予帛琉女王 帛琉共和國歐宜樓副總統致詞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著臺灣原住民族 16 族服飾展演 

各國代表共同見證南島民族論壇再次啟航 孔文吉立委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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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島民族論壇–執行委員會議」 

 執行委員會議為南島民族論壇的最高決策機關，為論壇之主要對外代表機構，負

責監督管理論壇事務工作之進行。 

 本次會議中首先針對 2018 年圓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回顧「南島民族技

藝交流工作坊」、「南島青年國際事務人才培育計畫」辦理情形，並與各會員宣布 2019

年 3 月 19 日我國行政院核定「南島民族論壇六年（2020 至 2025 年）計畫」，表示未

來至少六年，論壇組織將有具體明確的計畫與穩定的預算、人力。 

計畫分為 5 大策略：南島民族語言文化交流、南島區域產業發展、學術與政策研

究、人力資源發展以及基礎型會議建構，並開展出16項工作項目推動會員國間的合作。

為了讓南島民族論壇常設組織運作順利，並落實各項工作，論壇總部已設於帛琉葛瑪

榮文化中心；秘書處設於臺北。 

 討論事項中聚焦於 2020 年南島民族論壇的舉辦時間、地點及主題，明年適逢夏威

夷主辦「第 13 屆太平洋藝術節」，為擴大論壇會員與太平洋各國的交流，決議明年配

合藝術節日期在夏威夷舉辦 2020 年南島民族論壇暨執行委員會議，並以「南島民族傳

統領袖制度與現代政治的調和」為論壇主題。 

 在會議的尾聲，由會員一致表決通過貝里斯成為論壇第一個觀察員。目前南島民

族論壇總計有 13 個正式會員、1 個觀察員。 

會議實景 夷將‧拔路兒 Icyang‧Parod 主任委員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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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規劃處王瑞盈處長報告 經濟發展處王美蘋處長報告 

會議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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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島嶼文化考察 

 海洋是帛琉的重要資源，美麗的沙灘、小島、自然生態資源每年吸引平均高達 10

萬名遊客入境，觀光收入占國民生產毛額近 85％。為了讓後代子孫也能享有如此美好

的自然生態，帛琉在環境的保護與保存上不遺餘力，並首創全球在旅客護照上蓋上環

境保育誓言，請觀光客懷抱著對環境的珍惜與責任，體驗帛琉之美。 

 10 月 1 日上午，帛琉觀光局（Palau Visitors Authority）安排本次南島民族論壇的

貴賓參訪島嶼文化，經過二小時航海飽覽帛琉海天一線的湛藍海洋之美，抵達位於柯

羅州西南方的 Ulong 島，展開島嶼文化考察。 

 帛琉觀光局的導覽人員早已在島上等候我們蒞臨，並規劃站點式的導覽行程，將

考察人員分成五組輪流到五站聽取導覽，各站分別介紹：南島民族遷徙、古帆船結構、

Ulong 島歷史、島嶼傳統防禦工事以及島嶼汲水機制。 

交流中，帛琉觀光局的人員表示，這是第一次接待如此人數眾多的團，並首次採

取跑站的方式導覽。然而，從導覽內容、行程規畫及接待安排能夠看出帛琉官方的精

心安排，讓來賓們滿載而歸。 

本次考察加深我們對於幾千年前的南島語族的遷徙過程以及生活型態的認識，亦

發現帛琉語的一些單字跟臺灣原住民語相近，例如眼睛 mata 及繩子 keliw 等，此外，

豬 babii 與阿美族語 fafoy、布農族語 babu 相似。讓彼此更加體認到語言是南島民族的

連結，它乘載著我們各自的文化及同源的遷徙脈絡。 

導覽人員介紹南島語族的路徑 實際體驗傳統木舟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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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旅遊考察 

帛琉除了擁有多樣的海洋資源吸引觀光客，在保護海洋資源的基礎上，目前也逐

步發展部落文化旅遊，發展各州的陸上觀光，讓旅客能夠深度認識帛琉的文化。在去

（107）年 12 月台北國際旅展期間，帛琉觀光局董事會主席 Ngiraibelas Tmetuchl 來

臺，原民會安排三天兩夜部落文化之旅，帶主席一行人認識部落結合在地文化發展觀

光之型態。 

Ngiraibelas Tmetuchl 主席返回帛琉後，旋即將臺灣部落文化觀光的見聞化為政策，

其中在帛琉艾萊州與當地居民合作設計「艾萊州文化之旅（Airai State Cultural tour）」，

以傳統男人會所（Airai Bai）結合部落歷史、文化、風味餐發展一站式觀光，讓旅客能

夠深度認識部落風情。更在今年以「艾萊州文化之旅」獲得亞太旅行協會（PATA）金

獎殊榮，肯定帛琉推廣結合部落傳統文化、歷史、表演及美食的永續發展精神。 

10 月 2 日在離開帛琉前的上午，我們有幸受帛琉觀光局的邀請參與艾萊州文化之

旅考察。走進部落入口，映入眼簾的就是傳統男人會所，它通常位在部落重要入口，

具備防禦的功能。此行所見到的會所具有 300 年歷史，為帛琉現存最古老的會所。 

因為傳統男人會所僅限男性入內，導覽人員介紹其外觀的彩繪，它不僅刻畫出傳

統生活樣貌，並以不同魚類代表文化精神，其中門面彩繪最上方的比目魚象徵領導者

要具備謙遜的人格特質；入口處的倒掛蝙蝠圖樣提醒入內者需要彎腰進入以示尊重會

所。圖紋會因風吹日曬掉漆脫落，但它的精神內涵會持續地傳承，並也讓來訪的人認

識與尊重。 

午餐由當地部落族人以在地食材料理，餐具為藤編、葉子製作，容易被大自然分

解，落實友善環境的精神，就如同入境時蓋在護照上帛琉誓詞所言：「我留下的唯一印

跡是會沖刷掉的腳印。」 

本次的考察讓來賓們共同見證帛琉推展文化觀光的成效與決心，其中由部落下而

上地實現環境永續的觀光發展精神值得我們學習。臺灣多年來推動社區營造及原住民

族文化復振，已有許多部落結合文化發展地方特色旅程，因此在這基礎上能與各國交

流分享彼此經驗，使原住民族文化成為臺灣閃耀國際的一個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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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琉海洋之美 傳統男人會所（Airai Bai）外觀彩繪 

在地食材料理及環保餐具 具 300 年歷史之男人會所 

本次論壇貴賓、工作團隊於傳統會所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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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 境外辦理活動相關工作之掌握。 

  本次南島民族論壇執行委員會議及南島語言復振國際論壇，係本會暨 2008

年後再次於帛琉舉辦大型會議，惟於國外舉辦活動之複雜度較高，宜提前籌備期

程，及早對於國外場地、設備及相關人員等各項狀況之進行掌握。此外，本次活

動跨部會合作機關包括外交部、美國在台協會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等，跨單位協

調溝通之程序益加繁瑣，亦有待提前作業，以利任務執行。 

二、 賡續推動臺灣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復振，並培植國際事務人才。 

在許多的人類學、考古學研究中指出臺灣為南島語族的發源地，如此更突顯

我國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復振與傳承的重要性。此外，應持續培育臺灣原住民族

國際事務人才，強化以原住民族為主體性與國際接軌，讓世界看見我國多元文化

兼容並蓄的特質。 

三、 與南島民族論壇會員密切合作。 

從人口組成與歷史來看，多數南島語族國家與臺灣一樣屬於墾殖社會。後來

移民的人口優勢及開墾占用下，原住民逐漸成為社會的少數。另一方面，也面臨

全球化的影響，逐漸流失語言、文化。 

近年來這些國家的原住民族意識抬頭，並開始重視語言、文化復振，因此與

南島民族論壇會員互助合作，可交換彼此經驗，落實「踏實外交、互惠互助」精

神，凸顯臺灣參與國際社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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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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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視
台
灣
台
英
文
報
導 

 

 

https://www.facebook.com/apc.gov.tw/videos/529491541196200/ 

 

原
民
台
報
導 

 

 

https://youtu.be/evaZaHGSGVE 

 

https://www.facebook.com/apc.gov.tw/videos/529491541196200/
https://youtu.be/evaZaHGSG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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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言
復
振
論
壇
報
導 

 

 

https://youtu.be/mh1VzKtCTDk 

 

執
行
委
員
會
報
導 

 

 

https://youtu.be/iMkvjkvERXE 

 

https://youtu.be/mh1VzKtCTDk
https://youtu.be/iMkvjkvER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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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訪
及
交
流
報
導 

 

 

https://youtu.be/ZhXpGLTpzUg 

 

https://youtu.be/ZhXpGLTpzU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