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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數位族語資料庫資料建置報告」 

Akiw 徐中文 研究員 

壹、 前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09 年公布了「世界瀕危語言地圖」，其

中臺灣有 5 種語言被列入極度瀕危，10 種語言被列入滅絕等級。而原民會

「108 年度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振補助計畫」，則將卑南語、撒奇萊雅語、噶瑪

蘭語、邵語、拉阿魯哇語、卡那卡那富語、賽夏語、茂林魯凱語、萬山魯凱

語、多納魯凱語等語言列入，可見族語離「死亡」很近，我們必須嚴正看待。 

為了避免族語「死亡」而無「復活」的機會，積極的保存語言是很重要的

工作，也是為語言的復振做準備。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9 條即載明「中央主

管機關應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資料庫，積極保存原住民族語料」，而 David Crystal 

（2010:349）曾提到「保存語言的方式，是從語言記錄開始，以錄音（聲音與

影像）、分析、文字記錄來保存語言，也能夠用於教育」。因此建立一個保存族

語資料的平臺，分類收入語料，非常急迫也有其必要性。 

有鑑於此，2017 年語發中心開始規劃「數位族語資料庫」的建置方向，規

劃初期先查詢國內外族語相關資料庫時，整理出許多可參考的網站架構，像是

國外 AILLA、PARADISEC 的網站平臺，都是以提供多媒體語言資料及檔案保

存的服務，一般人都可以將所持有的媒體語料提供給該站，檔案就會以數位化

的方式被建置，甚至部分網站有分級訪問權限的制度，因此吸引許多研究人員

或是族人願意提供資料。而這些資料只要是公開的，也歡迎其他研究者協助分

析、轉譯再反饋到資料庫中，讓資料庫收錄的越來越豐富。因此，這也影響了

我們規劃族語資料庫的方向。 

2018 年語發中心依前一年的規劃，開始建置小型的「數位族語資料庫」及

收集語料。而今（2019）年則是保持系統的維運及調整，進行錄音帶語料的數

位化修復、建置詮釋資料，並挑選 5 卷語料及共 17 篇族語新聞進行文字轉寫。

最後則對於未來因應原語發法應建置的「族語資料庫」提出建議。未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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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發中心建置的族語資料庫基礎上提升規模，進行資源、計劃及人力的整

合，並思考跨單位的合作方式，皆是要持續努力的目標。 

語言保存刻不容緩，如何應用現代技術，將已留存的族語文獻資料，特別

是將早期的族語資料彙整，並以數位化的方式保存，是首要之務。而將影音的

部分加以轉譯及轉寫成文字，以利後續的再應用亦是語言保存中重要的工作。

如 David Crystal（2001）提到語言復振的策略之一，是將瀕危語言書寫成文

字，與我們正在努力方向不謀而合。 

族語資料庫除了收納之外，也應以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來分類建置語料，汪

明輝（2009）以鄒族為例提出知識體系的架構，大致上包含生活空間、時間、

神話、歷史、政治司法、宗教信仰、社會、文化及經濟等面向。若能以這樣的

知識架構建構語言的樣貌，語言的保存才能更完整。衷心期盼未來原住民族語

言資料庫的建置，能夠更全面且走的更長遠，得以為我們的後代留下最珍貴的

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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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數位族語資料庫概述 

一、「數位族語資料庫」的概念 

數位族語資料庫顧名思義是以數位的方式存取族語資料，是以現階段

尚未發展到語料庫。而根據 2017 年及 2018 年語發中心關於數位族語資料

庫的規劃及建置報告中，也將「資料庫」和「語料庫」概念上作區別。 

簡單而言，資料庫（DataBase）就是保存資料的地方。進一步來說，

資料庫是由一群相關的資料集合起來並儲存在一起，可藉由資料庫管理系

統（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提供的語法功能來管理資料庫

裡的資料，而透過資料庫系統的建置，使用者就能檢索、搜尋所需資料。 

Crystal（1991:117）則認為語料庫（corpus）是對語言資料收集，資料

來源可以是書面語或是口語的轉譯文本，它們可以被當做語言描述的基礎

或驗證關於語言假設的方法。而陳浩然、潘依婷（2017:2）則提到語料庫

是指透過大量且根據特定原則進行文本搜集，以電子格式儲存，也就是使

用者可以將大量的語言使用情形，進行詞彙、句子的檢索和統計。而語料

庫中所收集的語料通常具有真實性、代表性、規模性、結構性、可機讀性

（何婷婷，2003:4），即可知語料庫和資料庫的最大差異在於語料庫所使用

的語料文本是會經處理，甚至分析及標記，例如收到音檔，要先轉成文字

再進而分析。資料庫則是收到資料，進行數位化，輸入描述資訊檔編碼即

儲存，未有語料標記及分析的工作。而現在也有很多技術，如 OCR 光學字

元識別(OCR,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可以幫助書面資料數位化後的

字型辨識，再由人工確認，不必從頭開始打字，增加很多效率，但辨識度

還是要視資料狀態而定（程婉如，2008）。 

因此，我們認為「數位族語資料庫」 就是各種族語資料（包含書面、

手稿、錄音帶、錄影帶、音檔、影音資料等）經數位化後以電子資料形式

儲存的空間（如下圖所示），除了典藏族語資料，也讓使用者可以進行檢

索，並在合理的規範下，進一步將這些資料做其他教學、研究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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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資料庫的想像示意圖 

 

當然，基於語料的保存及應用來說，進一步進行語料分析研究的工作

也是十分重要的，雖然目前以我們之能還沒辦法做到真正嚴謹、有分析和

標記的語料庫形式，但我們挑選口語語料及族語新聞轉譯成族語文字，即

是希望先產出文字，以利未來進行族語語料庫的開發。 

而在暸解我們對於數位族語資料庫的定義後，我們接著介紹國內外語

言典藏／語料庫等相關網站，皆是數位族語資料庫建置的參考基礎。 

 

二、國內外語言資料庫與語言典藏相關網站 

為了暸解國內外相關的語言資料庫或語料庫，我們參考需多網站及系

統，於 2017 年規劃、2018 年建置，其中，在版權及相關權益的訂定主要

是參考 AILLA 網站1，而主要的系統概念則是參考 PARADISEC2。而未來

則會視任務型態擴增及修改系統。 

以下為 2017 年規劃主要參考的資料庫，主要是以表格的方式呈現重要

參考網站的歸納與分析，另外有一些像是台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或

                                                 

1 AILLA（The Archive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of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原住民族語言檔

案館，網址：https://ailla.utexas.org/ 
2 PARADISEC（Pacific and Regional Archive for Digital Sources in Endangered Cultures），太平洋

地區檔案數位資源瀕危文化庫，網址：http://www.paradisec.org.au/ 

https://ailla.utexas.org/
http://www.paradisec.org.au/


本報告內容僅供參考，未經同意請勿引用。 

5 

中研院阿美族、雅美族口語傳說採錄翻譯資料數位典藏計畫網站、VCenter

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網站、文化部國家記憶庫網站等雖未列入下表，但對

於數位族語資料庫的系統規劃及後續資料的存取考量，皆有莫大的助益，

也希望未來資料庫亦能將族語相關資料納入其中，其他參考網站亦於文末

「參考文獻及網站」羅列。 

 

表 1：國內外語言資料庫及語言典藏相關網站分析 

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1 AILLA（The 

Archive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of 

Latin 

America），拉

丁美洲原住民

族語言檔案館 

https://ailla.utex

as.org/ 

 

大型

綜合

資料

庫 

 支援：由澳洲爾本大學 Rachel Nordlinger 教

授及阿德萊德大學 Ian Green 博士合作，並得

到 ARC 卓越語言動力中心的資助。 

 目的：AILLA 的使命是保存拉丁美洲原住民

族語言的錄音、文本和其他多媒體的數位語

言檔案，並將他們提供給原住民、研究人員

和其他有興趣的朋友。 

 特色與功能： 

1. 網站必須註冊及通過審核。 

2. 資料有分級限制，保存的語言資料是有

分析過的也有原始資料，他們很歡迎使

用者在合理的規範下使用，並協助轉譯

成文字或進一步的語言分析。 

3. 主要收藏是錄音、影音視頻，內容包含

敘事、詠唱、演講、對話、歌曲。 

4. 另外也有很多語言文本資料，例如語法

的分析、字典或民族誌的現場筆記。 

 

 分析：這個網站的相關權利益務很清楚，資

料也有分級，也在乎族人的隱私及知情同意

權。智慧財產權制度都可以做為參考。 

 

檢索頁面 

 

https://ailla.utexas.org/
https://ailla.utex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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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2 Daly 

Languages

（AUSTRALI

A)，澳洲 Daly

語語料庫 

http://www.daly

languages.org/ 

 

小型

語料

庫 

 支援：由澳洲爾本大學 Rachel Nordlinger 教

授及阿德萊德大學 Ian Green 博士合作，並得

到 ARC 卓越語言動力中心3的資助。 

 目的：針對研究人員和社區提供 Ian Greens

在 1980 年至 1996 年間於澳大利亞北部戴利

地區的許多語言的廣泛的實地記錄，記錄和

分析。另外還有一個目的是提供 Daly 達利語

言的入門資訊以及相關的可用資訊。 

 特色與功能： 

1. 需有 PARADISEC 帳號。 

2. 語料庫包含大量的田野筆記，以及字典

材料，未出版的手稿，其中包含大部分

語言的語法描述和語言分析，以及歷史

重建。 

3. 11 種語言共 157 小時的錄音，部分包含

語法、語音、詞彙等文字。所有錄音已

經數字化，並在 PARADISEC 中提供。 

4. 大量的現場筆記本將掃瞄後增加至

PARADISEC 中。 

 

 分析：網站資訊清楚，是有目的性的將現有

的語料數位化，但資料是儲存在外部，即

PARADISEC 網站。 

 

存有之資料 

 

語言介紹 

                                                 

3 http://www.dynamicsoflanguage.edu.au/ 

http://www.dalylanguages.org/
http://www.dalylanguag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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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檔案內容，需連結到 PARADISEC 才能下載 

 

 

3 Glottolog，世

界語言參考文

獻網

http://glottolog.

org/ 

 

大型

資料

庫 

 此為協作性的工作，哈拉爾·哈馬斯特羅姆

（HaraldHammarström）收集許多書目變成主

書目，以及關於世界各種語言證明的家譜關

係的大量訊息。 

 目的：Glottolog 旨在提供一個語言學家需要

能夠識別的 languoids（家庭，語言，方言）

的綜合列表。每個 languoid 都有一個獨特而

持久的名為 Glottocode 的標識符，由四個字

母和四個數字組成[abcd1234]。並組織大型

書目導入，是一個很大的書目、語言分類查

詢網站。 

 特色與功能： 

1. 識別語言分類，至 2017 年 11 月 22 日

止，有 7384 種口語語言（指第一語言的

http://glottolog.org/
http://glottolo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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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口語）。 

2. 搜尋結果會以樹狀結構產生，點繫語別

下面會出現相關的書目。 

3. 書目有 citation 功能可直接引用。 

4. 收集世界語言多樣性遺產。 

 

 分析：這個網站主要是分類語言及語言的關

係，再導入相關的書目，並結合地理資訊系

統。 

 

分類方式 

 

書目呈現 

 

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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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4 PARADISEC

（Pacific and 

Regional 

Archive for 

Digital Sources 

in Endangered 

Cultures），太

平洋地區檔案

數位資源瀕危

文化庫 

http://www.para

disec.org.au/ 

 

大型

資料

庫 

 支援：由澳洲雪黎大學、墨爾本大學、澳洲

國立大學三所大學組成的，接受捐款。 

 目的：將世界上小語種的語言以數位方式保

存。 

 特色與功能： 

1. 目前超過 1000 種語言。 

2. 主要專注於數位化錄音磁帶，但另外開

放可以存放音檔衍生而成的文本材料

（論文、字典、文章等）。 

3. 需註冊。 

4. 提供語言與音樂數據管理，錄音及數據

連接的培訓。 

5. 檢索功能可點地圖，或從搜尋欄打關鍵

字，或從語言別、國家、前 100 的收藏

或是可以自己創建目錄。 

6. 結合地理資訊系統。 

7. 標準化檔案，亦可在 OLAC（開放語言

檔案社群網）中搜尋資料。 

8. 與當地機構合作（如所羅門群島博物

館）提供備份和數據保存服務。 

9. 付費磁帶修復及數位化4。 

10. 有各式協助指南5（歸檔工作、數據儲

存、入門介紹、Metadata 說明等）。 

 

                                                 

4 http://www.paradisec.org.au/deposit/costing-a-deposit/ 
5 http://www.paradisec.org.au/resources/downloads/ 

http://www.paradisec.org.au/
http://www.paradise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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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分析：網站資訊清楚，資料庫訊息一目暸

然，結合地理資訊系統，檢索方式多元也很

方便。 

檢索頁面 

 

資料明細 

 

所存資料（圖為未開放） 

 

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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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5 臺大臺灣南島

語多媒體語料

庫 

http://corpus.lin

guistics.ntu.edu

.tw/index_zh.ph

p。 

 

中型

語料

庫 

 支援：由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建立，原為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電子科技整合研究中心

「多媒體整合實驗室」子計畫之一(2001-

2003)，由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黃宣範、蘇

以文及宋麗梅教授共同主持。 

 目的：以臺灣南島語為主軸，藉由資訊科技

運用，建構起語言資料典藏及後設資料之標

準，有系統彙整、轉寫、保存彌足珍貴的口

述語料。 

 特色與功能： 

1. 語料庫中建置賽夏語、噶瑪蘭語、鄒語

及阿美語資料庫。有聲音或影像檔。 

2. 未來展望，希望為臺灣南島語建置語言

資料典藏及後設資料之標準。並以半自

動化為目標。 

3. 不論是語言學者或是一般大眾，只要是

對南島文化及語言有興趣者，藉由本語

料庫，即可應用最便捷、多元的介面，

取得豐富而珍貴的語料。 

4. 語料庫的基本原則，普及性、口語性、

一致性、跨語言性、交叉性、相容性、

便利性、多元性。 

5. 語料文本基本上有 Pear Stories 和 Frog 

http://corpus.linguistics.ntu.edu.tw/index_zh.php
http://corpus.linguistics.ntu.edu.tw/index_zh.php
http://corpus.linguistics.ntu.edu.tw/index_zh.php
http://corpus.linguistics.ntu.edu.tw/index_zh.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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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Story，故有範圍限制，較能夠做跨語言

的比較分析。 

6. 語料呈現方式為族語句子、註解（英）、

註解（華）、完整翻譯（英）、完整翻譯

（華），有族語、華語、英語翻譯，讓國

際人士都方便查詢。 

 

 分析：網站資訊清楚，資料庫訊息一目暸

然。 

 

依語別檢索 

 

關鍵字搜尋（可跨語言） 

 

語料呈現方式 

 

 

6 臺灣南島語數

位典藏（目前

已停用） 

http://languagea

rchives.sinica.e

du.tw/cht/index.

中型

語料

庫 

以下內容整理自 Zeitoun et al. (2003)；齊莉莎

(2013)；齊莉莎、余清華(2004, 2007)。 

 支援：是國科會 NDAP 機構計畫下分項主

題「語言典藏」的子計畫之一，整體建置作

業之規劃暨主持人為齊莉莎女士，計畫分二

期 2002-2006、2007-2011，現已停用。 

http://languagearchives.sinica.edu.tw/cht/index.php.html
http://languagearchives.sinica.edu.tw/cht/index.php.html
http://languagearchives.sinica.edu.tw/cht/index.ph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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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php.html 

 

 

 

 

 目的：建立一數位圖書館(digital library)，期

能收集、保存、編輯及透過網路散播語言資

源，供使用者存取已錄製及記音的南島語。 

 特色與功能： 

1. 語料庫中經語料分析的有魯凱語、賽夏

語、泰雅語、布農語、排灣語、卑南

語。其他語料輸入有布農語、鄒語、巴

宰語、卡那卡那富語、西拉雅語、魯凱

語、排灣語、阿美語。 

2. 另外也建置語言學相關書目的資料庫。 

3. 有語言地理資訊系統了解，臺灣南島語

的分布圖，並觀察同源詞與非同源詞的

分布情形。 

4. 有進階檢索功能，也提供詞彙用字索

引，讓使用者檢視詞彙的分布。 

5. 提供原始語料與重新分析語料做對照。 

6. 有特殊符號代碼，方便查詢時使用。 

7. 因各族書寫不一致，故使用 IPA 記音，

也較不容易混淆。 

8. Metadata 包含語料的側寫（如：題目、

語言及方言、文體），田野調查（如：發

音人、田野工作者/謄寫者/編輯者/翻譯

者、資料收集/編輯/翻譯的日期）以及管

理策略（版權宣告）。 

9. 開發 AnnoTool（提供分析用縮寫，華語

英語縮寫可以翻譯）及 Chkgloos（檢，

查不同語言間的詞彙數量）兩種軟體，

協助分析者能提供更正確及一致性高的

語料。 

 

 分析：網站功能很完整，語料資源豐富，又

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及建置書目，是確實可以

產出學術研究的多功能語料庫。但很可惜現

在計畫沒有繼續因此停用中。 

 

檢索頁面 

http://languagearchives.sinica.edu.tw/cht/index.ph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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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檢索功能 

 

句子顯示 

 



本報告內容僅供參考，未經同意請勿引用。 

15 

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段落顯示 

 
內容檢索 

 

7 蘭嶼達悟語口

語資料典藏 

http://yamiproje

ct.cs.pu.edu.tw/

yami/yami_ch/c

h_index_flash.h

tm 

小型

語料

庫 

 支援：為靜宜大學團隊執行計畫。 

 目的：有系統的使用資訊科技來保存達悟

語。 

 特色與功能： 

1. 有基本族群的介紹。 

2. 依主題劃分文章，有音檔案語言分析，

含族語、標記、翻譯。 

3. 有上課教學影片可以下載。 

4. 數位典藏部分收錄教材、語料、聖經可

以查詢。 

5. 另有連結應用功能的蘭嶼達悟語線上學

習網，有課程和字典查詢功能。 

 

 分析：網站分析語料是以 XML 方式，結合

線上學習網，是研究和學習達悟語很好的工

http://yamiproject.cs.pu.edu.tw/yami/yami_ch/ch_index_flash.htm
http://yamiproject.cs.pu.edu.tw/yami/yami_ch/ch_index_flash.htm
http://yamiproject.cs.pu.edu.tw/yami/yami_ch/ch_index_flash.htm
http://yamiproject.cs.pu.edu.tw/yami/yami_ch/ch_index_flash.htm
http://yamiproject.cs.pu.edu.tw/yami/yami_ch/ch_index_flas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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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具。 

 

語料分類 

 
語料分析 

 
關鍵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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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數位族語資料庫建置內容說明 

根據前一章的介紹，我們暸解了語發中心數位族語資料庫的規劃及建置的

概念，及大致暸解國內外語言典藏網站的呈現方式，接下來則回顧本計畫的工

作目的、執行方式、語料建置工作說明，並彙整現階段資料庫建置內容，最後

則提出未來轉譯工作及資料修復需注意的幾點建議。 

 

一、數位族語資料庫建置目的 

建置數位族語資料庫的核心目的，就是要進行語言資料的保存及應

用。2017 年 6 月 14 日公布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九條亦明訂「需建置

原住民族語言資料庫，積極保存原住民族語料」。 

而因數位族語資料庫未來應是大型的語言資料庫，故 2017 年至 2019

年主要是預先研擬資料庫的小型模型，規劃、建置及資料存取測試。換句

話說，語發中心建置「數位族語資料庫」即是希望可以作為基礎，未來可

連結各計畫及單位的族語資料、培育轉寫人才並推廣供民眾使用，促進語

言的保存之外，更能讓語言工具的使用更便利。目前族語資料庫網站含語

料典藏、族語新聞轉譯及原住民族語言研書目等，可供民眾檢索使用。 

 

二、計畫執行方式 

本計畫今（2019）年主要的工作目標，即是數位族語資料庫的維運工

作，除了持續收集語料並進行數位化轉檔修復外，亦針對長篇口語語料及

族語新聞請族人協作轉寫及翻譯。 

而主要執行的方式包含田調訪談、辦理研商會議（語料轉譯、資料庫

維運及修正工作、系統修正），另外則是請族人協助文字轉寫、轉譯及詮釋

資料確認等工作，並積極參與相關的活動及會議。而本年度執行架構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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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數位族語資料庫─2019 年計畫執行架構 

 

以下我們就分項說明計畫執行的方式： 

（一） 前置工作 

為將珍貴的族語文獻資料彙集並進行數位典藏，以利族語資料之

保存、研究及應用，因此 2017 年我們透過國家圖書館「臺灣書目整合

查詢系統」、「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臺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

資料庫」等系統性檢索，並以及田野調查的方式，初步彙整相關的語

料清單6。 

而語料清單分為書面語料、口語語料及其他影音語料，根據語料

清單調查的結果，教材的數量最多有 375 筆，而詞典類也有 51 筆，其

餘類型如文學創作、口傳文學等也不多。依族群來看，阿美族有 109

筆是數量較多，卡那卡那富族及拉阿魯哇族則是僅列 6 筆，也反應了

多方言、單方言及族群人數多寡之差距，因此在未來資料的建置時程

上，我們必須加快腳步，也一起配合搶救瀕危語言計畫，盡量保存我

們的語言資料。 

經過 2017 年田調訪談，計畫面臨到一個困境，即無法於現階段取

得私人族語文獻（語料）持有相關的資料清單，訪談的結果一致都是

希望網站能先建立起來，並且確立智慧財產權的保障，讓資料安全且

                                                 

6數位族語資料庫語料清單見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2017 年「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數位族語資料庫建置評析報告」。 

前置
工作

•族語資料及文
獻調查

•檢視2018年數
位族語資料庫
修正建議

•擬訂系統維運
及修正內容

辦理研商
會議

•資料庫維運及
修正工作

•口語語料轉譯
工作

•資料庫系統修
正建議

訪談及其
他活動

•進行語料收集

•參與影像保存
工作坊

•參加文化部、
中研院資料庫
相關會議

族語資料轉
譯及建置

•族語新聞

•口語語料

提出報告

•分階段6/30、
9/30提交建置
資料

•12/30則提出
建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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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限制的被使用，另外也提到若能提供資料檔案的修復，亦是一大

吸引。2018 年語發中心在訪談調查的過程中，太魯閣族楊盛凃耆老不

吝分享，授權提供 40 卷錄音帶，故 2019 年我們優先進行數位化及修

復工作，經族人協助進行音檔確認及整理後，可修復及完整的音檔我

們在完成詮釋資料後建置於資料庫中，另挑選 5 卷語料進行文字化及

轉譯工作。 

另外，我們也針對以中研院數位典藏技術分項所建置的

「VCenter」中的影音做初步的檢索，發現若以「阿美族」為關鍵詞，

至少有 30 則以上的影音是可以轉寫的族語口語語料素材，未來應考量

合作的方式及資料使用的可能性。 

而除了前述基礎的語料整理之外，我們也依 2018 年的系統修正建

議做部分的修正及微調，並維持系統的運作。 

 

（二） 辦理研商會議 

為了進行系統修正、維護及轉譯工作，2019 年共辦理 9 場資料庫

修正研商會議、5 場轉譯工作研商會議、1 場資料庫修正建議研商會

議，會議統計及記錄詳見附錄一。會議重點建議整理如下： 

項目 綜合建議整理 

轉譯工作 1. 目前族語新聞逐字稿及編輯系統對於年紀較長的族

人操作起來較為不便。 

2. 未來需將其他平臺逐字稿檔案匯入的功能考量，或

是資料庫平臺整合時應注意整體規劃。 

3. 書寫規範尚未完成，譯者需保持書寫的一致性，有

利於未來調整。 

4. 應開發口語語料轉譯系統，並需參考 youtube 平臺字

幕功能，有利於其他計畫人員銜接。 

系統修正 1. 未來需專職暸解南島語言結構之工程師協助規劃及

溝通，有利資料庫平臺的整合。 

2. 應跨機關單位合作，應用現有技術、借鑑其他語言

資料庫建置情形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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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談及其他活動 

為持續收集語料並確認口語語料內容，2019 年以田調訪談方式收

集語料，訪談相關記錄見附錄二。另一方面，也積極參與相關活動，

如中研院「國家語料庫規劃與建置論壇」、文化部「規劃國家語言資料

庫及推動國家語言相關事務諮詢會議」、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影像

修復工作坊」，重點整理如下表： 

表 2：參與其他活動／會議重點整理 

日期 重點 

4/18 

中研院「國家語料庫規劃與建置論壇」 

(1) 過去語料庫接為分散經營且計畫不持續。 

(2) 技術人員缺乏或流動性大，需要共通格式及 POS 詞類

標記等。 

(3) 版權問題應有公平合理應用的規範，因此著作權法、授

權同意書等設計都是很重要的議題。 

(4) 國家語料庫應可跨語言檢索，方言也可以被納入，會聯

繫到共同詞彙詞，是一種語意網的概念。 

(5) 需要有共通的核心詞表，包含核心固有詞及當代詞彙，

以及例句，並有完整的話語材料，需考量詞序不同或是

應配合各族文化知識的呈現。 

(6) 應包含日常口語語料的收集，需先分類主題，再做口語

的平衡語料庫。 

(7) 一開始的資料應先多元收集，保存文化的多樣性，整個

過程是滾動性的，如愛台語、新詞等。 

4/25 

文化部「規劃國家語言資料庫及推動國家語言相關事務諮詢

會議」 

(1) 主要是針對文化部主責規劃建置國家語言資料庫而召開

的會議，語發中心列席說明目前數位族語資料庫的建置

情形。 

(2) 暸解目前跨部會（教育部、科技部、客委會、原民會、

中研院）及學術界語界建置相關語料庫的規劃或是情

形。 

(3) 因目前仍為諮詢階段，故大多建議為，國家語料庫的建

置需設置專責且永久性的單位，而非任務性導向，才能

作長遠且宏觀的規劃，需有決策權，以利跨部會之分工

及整合。 

8/31- 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影像修復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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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重點 

9/1 (1) 暸解磁帶影音媒材的特性及歷史。 

(2) 修復影音資料及數位化的重要性和與急迫性。 

(3) 實際進行影帶修復工作。 

(4) 進行修復後的影像放映，並敘說背後的故事。 

 

（四） 系統維運情形 

本年 1 月至 12 月，數位族語資料庫網站已持續委請工程師進行系

統維護工作，並保持運作正常，相關證明如下： 

1. 伺服器租用情形7 

 

                                                 

7 伺服器租用情形為 2019 年 12 月 6 日於管理後臺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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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伺服器流量8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報告完成前 1 日（12 月 5 日），由伺服器寄

送流量統計截圖，證明伺服器正常運行。未免太冗常，縮圖處理。 

 

                                                 

8 此為伺服器營運商提供之詞服器流量記錄，以佐證伺服器有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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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目前頁面狀況 

數位族語資料庫現行狀況及說明如下9： 

 首頁 

 

 典藏資料檢索 

a. 目前能只設定基本檢索關鍵字 

b. 搜索結果顯示在下方 

 

                                                 

9 進一步暸解請至數位族語資料庫 http://dailt.ilrd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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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語新聞檢索 

 

 

a. 播放影片一旁有逐字翻譯族語和中文的功能 

 

b. 可比對閱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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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資訊呈現方式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研究書目檢索 

 

a. 檢索結果顯示在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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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語新聞檢索 

 

 

d. 播放影片一旁有逐字翻譯族語和中文的功能 

 

e. 可比對閱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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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資訊呈現方式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研究書目檢索 

 

b. 檢索結果顯示在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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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料建置工作說明 

由於早期族語口語資料保存多以磁帶式媒材來紀錄，因此很可能已屆

年限無法讀取，需盡早轉以數位化方式保存，也便於未來的應用。我們將

去（2018）年已收集之一批太魯閣錄音帶語料進行數位化及修復工作，有

斷裂或是轉速過快問題，也請影像修復專業人員協助進行修復。 

而將錄音帶完成數位化後，我們進行初步的整理及資料詮釋建檔，另

外以田調的方式進行訪談、敘事語料的收集，並從這些已收集的口語語料

中挑選音質較佳、內容清楚的 5 卷音檔，請專業的族人進行族語文字轉

寫、翻譯及確認後，建置於資料庫中，並於第二期（6 月 30 日）及第三期

（9 月 30 日）繳交。而轉譯流程如下： 

 

圖 3：太魯閣口語語料轉譯工作流程 

 

除了上述的語料，我們也持續進行族語新聞的轉譯。2017 年我們已和

原文會進行研商會議討論，現行族語新聞翻譯模式主要是以已上傳至原視

youtube 網站的族語新聞，挑選出適合的新聞進行文字轉寫，挑選的原則為

與該族群文化相關且內容盡量都是族語的新聞。而轉譯人員則是優先邀請

主播或是請已有經驗者協助。族語新聞本年度共完成 17 則族語新聞轉譯，

亦以於前二期報告中提交，族語新聞的轉譯工作流程如下： 

 

收集口語
語料（錄
音帶）

進行數位
化工作

影音修復
挑選5卷語
料進行轉

譯

建置於數
位族語資
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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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族語新聞轉譯工作流程 

 

四、數位族語資料庫系統建置內容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數位族語資料庫」網址為

http://dailt.ilrdc.tw。本年度試辦測試語料已全數建置於網站中，並已於前二

期完成提交，詳細建置內容移至附錄三供參閱。目前已建置典藏資料 39 則

（書面資料 10 則，其中 2 則有音檔，並重新檢視轉寫及翻譯）、族語新聞

16 族 22 則，研究書目 3,994 筆10，口語語料（含新聞）共計 16 小時，已

完成轉譯約 4 小時。書面語料及口語語料因考量語料版權、轉譯人力及書

寫規範的共識，目前以太魯閣族語料做建置的示範，清單羅列如下： 

（一） 典藏資料11 

1. 書面語料（楊盛凃，2000） 

序 標題 格式 

1 一、獻祭品 文字辨識 pdf 

2 二、彩紅 文字辨識 pdf 

3 三、狩獵 文字辨識 pdf 

4 四、變成啞吧的狗 文字辨識 pdf 

5 五、灰燼 文字辨識 pdf 

6 六、手工藝 文字辨識 pdf 

7 七、漫談民初太魯閣事件 文字辨識 pdf 

8 八、德魯固孩子的成長歷程 文字辨識 pdf 

9 九、狗變成啞巴 文字辨識 pdf 

10 十、思跟阿威和思跟希立 文字辨識 pdf 

 

                                                 

10 此為 2019 年 12 月 3 日之資料，仍在持續更新中，內容另於研究書目報告中呈現。 
11 典藏資料文字、影音檔皆另附於光碟中。 

挑選族語新聞
族語新聞
逐字稿

族語新聞編輯
建置或確認資
料庫新聞建置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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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語語料（有影音檔） 

序 類別 標題 音檔時間 轉寫 

1 敘事 青蛙的故事-金清山 10:44  

2 敘事 梨子的故事-金清山 06:09  

3 敘事 青蛙的故事-楊盛凃 07:27  

4 敘事 梨子的故事-楊盛凃 24:05  

5 敘事 祖先起源 12:45  

6 敘事 講述人名的命名以及連名後等音 32:19  

7 敘事 書寫、拼音及詞綴使用的問題 22:21  

8 敘事 談論過去的生活經驗 31:25  

9 敘事 講述歷史和對日戰役(1) 47:01  

10 敘事 講述歷史和對日戰役(2) 47:25  

11 敘事 講族人英雄事蹟(1) 33:41  

12 敘事 講族人英雄事蹟(2) 48:14  

13 敘事 調查部落的事情(1) 47:42  

14 敘事 調查部落的事情(2) 47:50  

15 敘事 講述以前部落的生活 1:18:20  

16 敘事 見晴部落歷史以及生活經驗 1:10:57  

17 敘事 
田信德牧師、許通益牧師講解詞綴、數字、

時間等用法 
28:38  

18 敘事 母語的使用、動物說法 19:56  

19 敘事 母語的使用，詞根和詞綴的應用 19:01  

20 對話 日常對話：太魯閣族語發展與復振(1) 03:42  

21 對話 日常對話：太魯閣族語發展與復振(2) 17:04  

22 對話 日常對話：太魯閣族語發展與復振(3) 17:04  

23 對話 日常對話：太魯閣族語發展與復振(4) 17:04  

24 對話 日常對話：太魯閣族語發展與復振(5) 06:50  

25 對話 日常對話：生活經驗與族語現況 20:55  

26 對話 編織煮食農耕弓箭器具 01:02:46  

27 對話 五、灰燼（口語轉譯及檢視） 31:15  

28 對話 六、手工藝（口語轉譯及檢視） 31:15  

29 演講 朗讀稿示範 22:40  

 

 

（二） 族語新聞 

序 族語新聞標題 族語別 時間 

1 阿美婚喪喜慶結束 Pakelang 完工答謝 阿美 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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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族語新聞標題 族語別 時間 

2 擔心沒獵物 阿美"Masetik"避免尷尬 阿美 03:44 

3 Taeman 祭典落幕女性主導送靈祭 阿美 04:41 

4 獵熊需抵命，泰雅獵人視為禁忌。 泰雅 04:16 

5 排灣族祭儀祈福，小米梗扮演重要角色。 排灣 04:15 

6 講求"文如其分" 排灣族文身手法解祕！ 排灣 06:16 

7 命名儀式前，Bunun 嬰兒祭祈新生兒平安成長。 布農 06:34 

8 布農族主要有 6 個氏族，以玉山為中心建立族群。 布農 04:59 

9 利嘉小米收穫祭，卑南族人暫停狩獵行動。 卑南 03:34 

10 魯凱花環插飾規範多，各植物代表意義不同。 魯凱 03:28 

11 鄒族小米祭儀，不可喧譁、禁止惡言。 鄒 01:36 

12 敬重大自然是獵人必有的規範。 鄒 01:31 

13 賽夏一年兩祭儀，感謝家族祖靈帶來豐收。 賽夏 04:58 

14 雅美族人海水澆船，防止拼板舟裂開。 雅美 02:50 

15 印象水沙連 呈現道光年間邵族部落生活。 邵 03:24 

16 海祭是噶瑪蘭最大的祭典。 噶瑪蘭 02:16 

17 年齡階級職務分工 使豐年祭順利進行。 噶瑪蘭 03:13 

18 夢卜被視為祖靈 對未來運勢吉凶徵兆。 太魯閣 04:01 

19 部落珍貴食材藤心，具有多種功效。 撒奇萊雅 02:34 

20 賽德克族的狩獵袋、夢占及鳥占。 賽德克 04:19 

21 搶救瀕危族語，原民會公告首創師徒制學習。 拉阿魯哇 04:07 

22 那瑪夏的地名源自卡那卡那富族的傳說故事。 卡那卡那富 04:26 

 

 

五、口語語料及影音修復 

在建置族語資料的過程中，藉由訪談、諮詢、辦理會議、參與工作坊

等方式，我們彙整口語語料轉譯及在收集、轉譯及修復等需要注意的問

題，整理如下： 

(一) 轉譯人才不足：瀕危語、單方言僅少數人有能力轉譯，人力吃

緊，故未來應培育相關人才，以利後續族語文字化的工作進

行。未來應與書寫規範工作坊共同推廣辦理。 

(二) 系統操作門檻：由於族語能力可轉寫的老師通常年齡較高，對

於學習逐字稿系統的操作通常有困難，需要年輕人從旁協助。

因此建議除了語推人員外，培力年輕人搭配耆老轉譯，可藉由

這樣的工作模式讓年輕人接觸、學習族語。 



本報告內容僅供參考，未經同意請勿引用。 

35 

(三) 轉譯費用落差：有譯者反應其他單位亦有全族語轉寫及翻譯的

工作，提供的價格較高，一般計畫無法負擔。經詢問原文會

「’a’iyalaeho:開會了」節目字幕聽打及翻譯，即屬較高預算規

格支給，費用大概會有至少 4 倍的落差。 

(四) 語料亟需積極搶救：澳洲國家電影及聲音檔案館（NFSA）認

為，在 2025 年這個不久的將來，未被數位化的磁帶可能會面

臨永久消失的問題，需積極搶救，因此，目前 NFSA 也積極收

集及保護碰帶收藏品，並在網站12發起徵集的活動。未來台灣

也應該積極進行大規模磁帶影音資料的數位化工作。 

(五) 影音數位化及修復技術：目前南藝大影音修復所正努力推動影

像修復工作，未來原住民族語資料庫也應共同合作。相關技術

人才亦需要培育。而關於錄音帶修復技術的步驟，則另於附錄

四呈現。 

(六) 語料版權及研究倫理：早期收集的語料礙於現行法規限制，往

往可能會觸及著作權或是否獲得受訪者知情同意等問題。而未

來採及的語料亦應進一步規範，以妥善取得授權，以利語料的

多元應用。目前語發中心已草擬資料提供授權書（如下圖），

可供參考。 

                                                 

12 活動網頁 https://www.nfsa.gov.au/corporate-information/publications/deadline-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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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語發中心數位族語資料庫─資料提供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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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數位族語資料庫階段性任務分析 

我們以 2017 年「數位族語資料庫系統的第一階段的規劃」為基礎，並彙整

2018 年及 2019 年的研商修正會議意見，提出未來資料庫的藍圖，並修正階段

性建置任務及目標。以下依階段性建置任務及目標分析，再提出未來發展藍

圖，以暸解資料庫建置的現況與未來發展的方向。 

一、階段性建置任務及目標分析 

按原住民族語言振興第 2 期六年計畫的規劃，語發中心預期任務是到

2019 年，而未來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稱原語發基金

會）成立後，相關計畫應移交由該會繼續執行。因此我們將階段性任務羅

列如下圖： 

 

圖 6：數位族語資料庫階段性建置任務及目標 

 

如上圖所呈現，2019 年主要是繼續資料庫系統功能的修正，並建置不

同形式之族語語料，並將問題彙整一併提出修正建議。而 2020 年後，則應

整合相關資源，規劃大型整合建置計畫及研擬語料庫系統架構。 

 

 

2017年

• 任務：

• 規畫及設計數
位族語資料庫

• 調查及收及族
語資料

• 辦理研商會議
擬訂資料庫方
向

2018年

• 任務：

• 建置數位族語
資料庫系統及
網站

• 收集語料

• 少量語料及族
語新聞轉譯測
試

2019年

• 任務：

• 系統維運系修
正

• 建置族語語料
(口語語料、
族語新聞轉譯)

• 提交完整程式

2020年後

• 任務：

• 整合資源，並
盤點基金會業
務及可合作對
象、計畫

• 以2019年數位
族語資料庫為
基礎，規劃多
年期大型整合
建置計畫

• 研擬語料庫系
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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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庫建置與未來規劃 

暸解前述階段性任務後，我們必須清楚資料庫現階段已完成之內容及

未來發展的規劃藍圖，經整理後，以下圖呈現： 

 

圖 7：數位族語資料庫建置及未來發展藍圖 

 

根據上圖所示，2017 至 2019 年我們完成資料庫的規劃建置，並開始

進行語料的數位化、轉譯及建置於資料庫中，另外也收集台灣原住民族的

研究書目。在族語資料收錄時，亦需考量智慧財產授權及研究倫理問題。

最後依使用者操作意見和專家建議，提出未來系統修正的建議。 

依未來的發展而言，首要任務應評估如何成為整合性平臺，擴增系統

功能、提升資料庫的位階，整合收集跨單位、平臺的族語資料。另外，亦

需結合地方人力資源的工作，系統性的收集語料，並應以原住民族知識系

統分類為基礎來建置語料，才能更全面的保存語言的樣貌。盧谷砳樂、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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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2015）亦整理探討臺灣原住民族知識分布，其中提到澳洲原住民發

展協會 Institute for Aboriginal Development (IAD)於 2000 年繪製出澳洲原住

民族夢時代圖 （The dreamtime chart）（轉引自盧谷砳樂、吳美美，

2015:141），將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分為人類、物質及神聖世界，再接軌到如

天空、土地、儀式、法律、行為規範等面向（圖 8），表達了原住民族的知

識觀。另外，汪明輝（2009：12-14）則以鄒族知識體系為例，提出知識體

系之架構，大致上包含生活空間、時間、神話、歷史、政治司法、宗教信

仰、社會、文化及經濟等面向（圖 9）。 

 

圖 8：澳洲原住民族夢時代圖（The dreamtime chart） 

資料來源：“The Dreamtime Chart,” by Institute for Aboriginal Development, 2000. 

Retrieved from http://aboriginalart.com.au/culture/dreamtime3.html 轉引自盧谷砳

樂、吳美美(201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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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鄒族存有及知識本體架構 

若我們將上述範疇為基礎，在語料收集及建置時有清楚的目標，配合語推

人員語料調查及轉寫的工作，或是各族語推組織對於族群內耆老及其傳統

技能的盤點，都能找到擅長某個領域知識的人，記錄他的知識，這個部分

是最急迫的，因為調查保存的工作，往往趕不上耆老的離開速度。除此之

外，當代生活的自然語言也是需要收集的，例如在部落商店買東西、家門

口的聚會等，往往能收集到不一樣的語料，像是委婉語、禁忌語、玩笑

等，這些可能是一般學術調查中比較缺乏的。 

而除了「收集」口語的語料，更需要將語料轉寫成文字，以發展語料

庫，語料才能進一步的應用。因此完成各族的書寫規範及文字修訂，並且

推廣族語文字，培育更多人能參與族語文字轉寫的工作，我們的族語資料

就能更豐富，未來可以進行語用查詢、教材編輯、測驗試題，也能研究語

言的改變，甚至是發展 AI 人工智慧的功能，如 google 即時翻譯功能，可

提升族語的能見度及學習的便利性。未來族語資料庫要面臨的挑戰仍有很

多，要仰賴後繼執行者從更高的角度整體的檢視，整合更多資源和力量一

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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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提供語言資料的保存，就是「建置數位族語資料庫」最核心的目的。本年

度計畫重點項目為：一、將 2018 年收集的太魯閣語料錄音帶修復及數位化，並

挑選 5 卷口語語料轉寫文字及翻譯；二、完成 17 則族語新聞逐字稿及文章編

輯；三、資料庫系統維運及調整；四、辦理研商會議共 18 場。以上工作項目及

內容皆已完成，並提出資料庫建置內容及階段性任務分析，報告中典藏資料之

音檔、文件檔、網站程式另燒錄光碟備查。 

目前數位族語資料庫的口語語料（含新聞）共計 16 小時，已完成轉譯約 4

小時，可知在語料收集、建置及轉寫翻譯等工作上，仍有很多需要努力的空

間。未來若可結合其他計畫如語推人員、語推組織或與其他機關單位合作，才

能更快速累積語料，並發展語料庫，更有利於族語的研究與語料的應用。 

對於未來數位族語資料的工作發展與延續，提出一些建議： 

一、 應整合資料庫平臺，以利族語資料彙整 

1. 擴大盤典及整合語料資源，如教育部（朗讀稿、族語教材、族語文

學創作等）。 

2. 未來各單位補助計畫或研究成果，事關族語語料部分，應於事前取

得成果應用於資料庫之授權。 

 

二、 應以各族知識體系進行語料收集 

1. 跨族討論主要的核心知識體系分類，有計畫的進行語料的收集。 

2. 應結合其他計畫人員，如語推人員、語推組織或是原住民大專生獎

勵計畫等，鼓勵知識語料的收集及文字化。 

 

三、 跨單位及跨計畫合作 

1. 若資源人力尚不足，應考慮與其他專業單位合作，如國家檔案管理

局（語料數位化修復及典藏）、國教院華語編譯中心（語料庫建

置）、文化部（建置國家語言資料庫）、原文會（族語節目及新聞）

或其他學術單位。 

2. 未來政府補助之經費產出之族語語料，應需考量可納入資料庫中使

用。 

3. 由於收集語料及轉譯皆需大量的人力，應盡可能與現有計畫人力合

作，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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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展語料庫 

1. 可擇一族進行單語（或雙語）語料庫的建置，再評估若要建置各族

語料庫所需的經費、人力、時程、需要語料的數量，以及若要跨機

關單位合作，可依循之合作方式等。 

2. 另一方面，也需徵詢語言學者，以評估進階、經語料分析的語料庫

建置，其所需經費、人力及時程等，如客委會現行建置之客語語料

庫，亦可借鑑中研院語言過去建置之臺灣南島語數位典藏資料庫。 

 

五、 辦理語料轉寫工作坊，鼓勵民眾參與 

1. 可結合書寫規範辦理語料轉寫工作坊，主要說明轉寫的工作、資料

庫系統的運用。 

2. 鼓勵族人於線上提供族語資料或協助轉寫。 

 

數位族語資料庫的建置，往往會面臨很多的問題，收集資料會有授

權、知情同意的問題，而重新田調訪談或是轉寫成文字，更是需要大量人

力資源的投入。因此，整合資料庫平臺並以知識體系有計畫、有系統性的

收集語料，進行跨單位的合作，發展語料庫及推廣使用，都是下一階段努

力的方向，期待族語資料庫的發展走得更深、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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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影及聲音檔案館，網址：https://www.nfsa.gov.au/ 

 

https://www.nfs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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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計畫相關會議簽到統計及會議記錄 

2019 年辦理之數位族語資料庫建置、轉譯工作、修正研商會議，相關資訊未於

網路版本報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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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諮詢訪談及重要會議相關 

 

諮詢、訪談及重要會議清單，相關資訊未於網路版本報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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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2019年建置之內容13 

今（2019）年完成 5 卷太魯閣族語料及族語新聞轉譯 17 則，另賡續擴充語

料則，皆已建置於資料庫中14，目前權限設定為會員可查詢但尚未開放直接下

載，相關資訊未於網路版本報告公開。 

                                                 

13 整理自 2019 年語發中心數位族語資料庫提交之第二期及第三期報告。 
14 數位族語資料庫網址：http://dailt.ilrdc.tw/ 

http://dailt.ilrd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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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錄音帶修復建議 

臺南藝術大學 Uki 潘昱帆提供本中心錄音帶斷帶修復圖解，亦供未來錄音帶修

復工作參考使用： 

圖片 說明 

 

先將錄音帶使用螺絲起子轉

開，將錄音帶塑膠掀蓋打開。 

圖下黑色塑膠為內部保護蓋，

多為塑膠材質，有些會是金屬

材質。 

 

將磁帶捲頭取出。（錄音帶磁

帶的材質膠軟，取出時須小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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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斷帶取出，因錄音磁帶質地

較軟容易卷饞成一團，所以用

黃色膠帶固定兩軸。 

 

用黃色膠帶固定兩端後，將斷

帶的部分對齊。 

 

接近斷裂處再貼膠帶固定，使

其較好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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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黃色膠帶貼處以固定對其好

的斷裂處，將斷裂兩端年處固

定。注意：膠帶黏貼處須在捲

軸內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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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塑膠捲軸的固定膠帶先不用

拿起來，將其固定，將黏接起

的錄音帶捲軸放為塑膠殼內。 

 

固定後將固定塑膠捲軸的黃色

膠帶撕起，將塑膠保護片放回

蓋上。 

 

1. 最後將外塑膠殼蓋回。 

2. 將外殼的螺絲轉回固定。 

3. 錄音磁帶要海保護海綿之

上。 

4. 即可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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