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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s Island Nations: The Key Few, It's Up to You 

 

  



2-20頁 

壹、前言 

馬達加斯加在 19 世紀末被法國殖民，直到 1960 年方獲得獨

立。且自從二十世紀開始，馬達加斯加文化受到來自東非、歐洲、

東南亞等不同背景的移民所塑造，形成了當前馬達加斯加多元的

社會面貌。此一超過 2800 萬居民的國家在文化上非常多樣化，

它的獨特之處在於是非洲少數流行南島語言的國家。 

申請人江冠榮（魯瑪夫）為台灣原住民族布農族目前任職於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兼原住民設計學專班系主任，具備民族

建築學及人類學的專業背景，長年活躍於基督教界國際人道援助

的事務，不時撰文關於南島語族的文章，廣受新聞媒體報導，也

因此受到世界各地教會及機構之邀請，分享、調查、交流南島語

族文化，對於多元文化的現象深感興趣且有所心得。 

本計畫即為馬達加斯加教會的邀請，而有這次的出訪規劃。

為促進台灣國際南島語族的鍊結，豐富台灣對於國際社會的貢獻

度及能見度，提出本計畫使得馬達加斯加南島語族的鍊結得以實

現。 

貳、交流過程心得 

我是台灣原住民，語系上屬於南島語族，語言學者認為台灣原

住民是全世界所有南島語族的發源地，換句話講，台灣原住民是南

島語族的「祖先」。據母親透露，父親身上有日本人的血統，所以我

也有；我從小在學校受華語教育，在家講布農族母語。因為福音的

緣故，這幾年宣教的足跡遍布東南亞的少數民族，亦曾探訪澳洲和

紐西蘭的原住民。從來沒有一處的南島民族，讓我對他們在語言上

的學習，升起敬意和自豪。 

我得說，我的英文不流暢。幾十年前的部落教學資源，特別是

英語，極為匱乏，師資也不很優，老師帶著外省口音說英文，又常

取笑學生帶有原住民口音的英文；課堂時間老師自己講自己的，什

麼單字、文法都沒有刻意教導，完全不管學生瞭解了沒有。因此，

外文可以說是我的一大缺憾，但是憑著神的恩典和聖靈裡的勇氣，

許多年前獲得一筆公益團體獎助學金，至美國遊學學習語文半年，

竟也能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們七嘴八舌地聊起天來。 

來到馬達加斯加，見到該國南島語族的同胞們會講法文，更是

讓我獲得些許安慰及驕傲；法文是公認的難學，不僅發音和我們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南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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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英文不同，還有詞性的區別等等，沒想到馬達加斯加在法國

殖民後，還將法文列入官方語言。你可別說這沒什麼，很多地方被

殖民後都保有殖民國家的語言，沒錯，但是台灣沒有，不管你認為

日本是統治抑或殖民台灣，在日本結束治理後，台灣沒有把外文的

日文列入官方語言或教育政策，其因也許是日本為戰敗國、大中華

本位主義等等。然而，即便是堪稱國際語言之英文，台灣的體制教

學資源至今依然相當欠缺。 

縱然外文不佳，我以能夠透過南島語族這樣一個身分、經歷甚

或族群的歷史，到不同地方的少數民族或南島語族去宣教及交流，

深深獻上祝福與感恩。即使在一些地方，雙方語言隔閡，卻因著文

化的類似性以及族群的淵源，乃至於成長經歷從底層一路被神塑造

提升的遭遇，能夠迅速拉近我和受眾的距離。 

兩個多禮拜馬達加斯加的閱歷，另也特別印證了聖經裡有關於

含此一族群的經文，那是靈裡深深的觸動，並非從理性的知識判別

而來。解經資料皆指出現今含的後裔主要定居於非洲，含除了在舊

約時期的迦南地成為奴隸外，而後往南遷移，近代史非洲人成為奴

隸的命運，亦延續了數百年之久。 

 17世紀至 19世紀期間，歐洲的國家主權概念遭到極度的扭曲與

擴張，各國先後發動戰爭侵略他國領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國際聯盟的成立，開始了去殖民化運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組成的聯合國主導下，更出現了許多脫離殖民的新興國家。馬達加

斯加立國約有 70 年，回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新興國家，但基

礎建設可以說是我所宣教到過的國家中最為落後與欠缺的；當地居

民說有些法國殖民時的建設已經殘破不堪，政府沒做太多新的基礎

建設，以往被殖民的狀況還比較進步。 

不禁讓我想到那麼多二次大戰後脫離殖民的新興國家，受到國

際組織或西方公益或宗教團體的資源相助多年的國家，為何有些可

以建設發展得有模有樣，有些卻像似戰爭蹂躪不久實則沒有、毫無

一點進步的落後慘狀？身在不同的國家，聆聽當地人民的心聲，知

道沒有一個國家是完美的棲身之地，真正在文化生活或政治政策上

實行多元族群的國家，必定會有族群間相處碰撞的爭議，台灣對外

來人口移入較為保守，亦被自己獨特的問題所纏擾。 

任一國家社會總會產生千奇百怪的現象，也不可能獲得完滿解

決，重重的困難和壓力罩頂，人心對無力解決的問題作出反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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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冷漠無視，一心過好自己的小日子，有人不滿、謾罵卻什麼都不

做，也有人說了很多、做了很多卻一點都改變不了，無論哪一種情

況無不加深集體的失望、恐懼及抱怨。 

社會上負面消息和壓力籠罩，心懷感恩、不做多想是最適當的

回應，若一定要想些事情，就多想神的話：「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

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當止

住怒氣，離棄忿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因為作惡的必被剪

除；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如何等候耶和華？等候的時

候該做什麼？日常生活要過，休閒活動正當進行，讀經、默想和禱

告也不可少，甚且當我們不知怎麼禱告時，有「聖靈用說不出來的

嘆息為我們禱告」。 

每天打開手機一條又一條的苦難新聞，像是沒完沒了的刪節號。

如果把世界上所有悲慘的事件彙編成書，不知道比耶穌道成肉身的

恩典福音厚了千百萬倍？試想耶穌一人在世上短短 33 年半的義行卻

可抵消、赦免萬古以來所有人類這些抱怨、苦毒和罪，真是奇妙無

比，絕非理智可以接受，需以安靜的靈來領受。罪行和罪行造成的

苦難從亞當一家就起頭，絕非新事或好事，耶穌基督的救恩才是新

事，新奇又美好的事需要慎重地記錄並且流芳百世，反覆思念。審

判對錯這檔又大又難的事交給耶穌，己身的責任只在於耶穌交代的

事，而基督徒背負一共同、獨特的使命就是對別人傳福音的責任，

不見得要改變現狀或他人，改變自己成為光鹽、效法耶穌的實踐卻

是必要的。 

馬達加斯加是個被福音觸及過的國度，以天主教為信仰大宗，

信仰之中卻保有傳統儀式，例如曬屍節，每年一次固定將棺材裡的

屍體搬出來進行儀式，在屍體上鋪一層衣服再放回棺木，所以屍身

上的衣服越蓋越厚。對著屍體做儀式，無異向「死亡」膜拜臣服。

混雜著異教風俗的信仰是馬達加斯加信仰危機之處，也是基督教宣

教著力之機會；華人在該地的宣教史僅短暫十年，盼望神興起更多

華人將耶穌基督的新生命帶給他們，以華人在物質和靈裡的豐富恩

賜來服事他們，改變他們的眼光從曬屍節轉向復活節，從腐朽的屍

體轉向基督新生命，最終將屬靈荒涼之地化為春秋之雨遍滿全地。 

參、靈性啟發與殖民遺產反思：從馬達加斯加之行談起 

兩週多的馬達加斯加之旅，不僅讓我見證了聖經中與當地族群

相關的經文，更深深觸動了我的靈魂，這種感受並非來自於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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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判斷，而是一種靈性的共鳴。 

解經資料顯示，現今馬達加斯加後裔主要定居於非洲，他們曾

在舊約時期的迦南地成為奴隸，後來南遷至今。近代史上，非洲人

被奴役的命運持續了數百年。 

17 至 19 世紀期間，歐洲國家的主權觀念極度扭曲擴張，各國相

繼發動戰爭侵略他國領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聯盟的

成立才開啟了去殖民化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新興國家脫

離殖民地。馬達加斯加獨立約 70 年，是戰後的新興國家，但其基礎

建設卻是我所見過最為落後與欠缺的。當地居民表示，一些法國殖

民時期的建設已經殘破不堪，政府也未推動新的基礎建設，與以往

被殖民時的情況相比，進步不明顯。 

此情此景讓我不禁思考，為何許多脫離殖民的新興國家中，有

些可以建設發展得有模有樣，而有些卻陷入落後慘狀？無論是得到

國際組織、西方公益組織或宗教團體多年來的資源相助，還是像戰

爭蹂躪後沒有任何進步的國家，都引發了我深深的疑惑。我意識到，

沒有一個國家是完美的，真正實行多元族群的國家，必然會有族群

間的摩擦。 

無論身處何地，每個國家都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現象，並不可能

完全解決所有問題。在面對重重困難和壓力時，人們會有不同的反

應：有些人冷漠無視，專注於自己的小日子；有些人不滿抱怨，卻

不採取實際行動；還有些人雖言多，行動頻頻，卻無法改變現狀。

這些反應都加深了馬達加斯加原住民族人們的失望、恐懼和抱怨。 

縱然如此，馬達加斯加仍然蘊藏著豐富的文化遺產，綜合了南

島民族、非洲民族以及西方白人的文化，現在馬達加斯加的居民所

謂純粹的南島民族已不多見，大多都是南島民族和黑人的混血，但

是擁有南島民族的血統，使得他們認為自己和非洲民族有所不同，

也因為古代戰爭或佔領的關係，內心尚存芥蒂與戒備。馬達加斯加

在南島民族的認同上，還是有文化性的認知及區別。 

肆、參與講座及活動之效益 

（一） 於馬達加斯加京城華人教會及組織單位的講座，主講原住民族

在華人社群中求學、工作的人際關係上所面臨的問題、實際擅

長事務的類別及教育背景的分辨，原住民族面對問題的反應及

心理，華人合理的再反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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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於馬達加斯加原住民族社區或組織單位的講座及交流，主講原

住民族在華人社群中前述經驗，如何精進本身學能及溝通技巧；

如何分辨原住民族人力資源、文化資源或區域資源，減少再剝

削的情況產生。 

（三） 與原住民族相關產業及資源的觀摩、參訪，提供分享台灣相應

的措施、法律制度等。 

（四） 傳統語言的保留和傳承之學習。馬達加斯加在經過法國殖民、

多元文化薈萃，仍然廣為流傳著南島語言，可以做為台灣的借

鏡。此行從日常生活、經濟活動及教育取向等面向觀察學習語

言傳承的方式。 

（五） 透過具有宗教信仰背景的教會或組織，從教會端主講多元文化

對於一個團體可能產生的利弊問題，讓從事相關職業者瞭解問

題源頭，解決組織內部爭端，維持和諧，進一步去影響範圍較

大的社區。 

（六） 反面言之，藉由教會組織的影響，進入接近原住民族實地部落

的真實情況，分享交流原住民族在經濟主流社會中的立身之道，

不僅從法制面，更涉及了實際的生活經驗，讓馬達加斯加原住

民能夠有更多機會獲得建立尊嚴的條件。 

（七） 借鏡馬達加斯加原住民族的經驗，汲取其如何在經濟主導的社

會上，保留自身傳統文化及生活習慣，參考馬達加斯加的原住

民族人權法制值得仿效之處。 

（八） 台灣原住民族語言已列瀕危語言，馬達加斯加卻流行著南島語

言，此行能夠汲取馬達加斯加原住民族如何不僅保留傳統語言，

甚能成為主流語言，相當值得台灣學習。藉由深入瞭解馬達加

斯加南島語言的語言使用、教育模式，推進台灣原住民族語言

的傳承、加大傳承力道。 

（九） 預計113年4月12日至25日，與馬達加斯加國本地民族約有300人

次交流。 

伍、困難與挑戰：誠實地討論計畫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挑戰以

及解決方法。 

語言和文化隔閡： 

我們在與當地教會的宗教團體和居民接觸時，遇到了語言和文

化上的隔閡。雖然透過翻譯可以解決語言障礙，但在理解當地

文化、儀式和習俗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困難。然而，透過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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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互動，我們成功地克服了這些障礙，建立了與當地人的

良好關係。 

治安問題： 

馬達加斯加的治安狀況不容忽視，尤其在夜間。我們必須格外

注意安全，避免在日落後外出。這限制了我們能夠進行訪問和

實地考察的時間，但為了團隊成員的安全，我們不得不做出這

樣的安排。 

飲食安全問題： 

在馬達加斯加用餐時，我們遇到了飲食安全問題。有一次，我

們吃了一餐海鮮後出現了嚴重的消化問題，影響了團隊成員的

健康和行程安排。儘管身體狀況不佳，我們必須繼續執行任務，

這給我們帶來了額外的挑戰。 

外交挑戰： 

由於馬達加斯加與中國大陸的友好關係，台灣與馬達加斯加之

間的官方連結安排變得困難。中國大陸在該國的基礎建設領域

投資巨大，這對台灣的外交活動帶來了壓力和挑戰。因此，我

們需要尋找其他的合作途徑和解決方案，以確保順利進行我們

的任務。 

前述儘管面臨這些困難和挑戰，我們的團隊通過努力、智慧和

合作，成功克服了各種困難，順利完成了我們的任務。 

陸、未來展望：探討計畫的影響和未來發展方向，提出建議和改進

措施。 

如前所言，台灣官方要與馬達加斯加的官方正式接觸，目

前而言不太可能，但是馬達加斯加的人民對於學習中文十分感

興趣，中國大陸在該國廣設孔子學院，成為他們爭相進入的單

位和資源，台灣在這方面可嘗試推動在馬達加斯加的中文教學。

還有農業技術和漁業技術也是他們極為欠缺的。 

根據「洛桑世界宣教大會」近日發佈的「大使命現狀」，觀

察專家指出到了 2050 年，約有 70％的基督徒生活在南半球的區

域，而馬達加斯加就是南半球國家，雖然其為福音觸及之地，

但是以天主教為主要人口，與基督教信仰的本質仍有不同。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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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專家觀察未來的 30 年左右，福音之風往南半球吹，台灣原住

民高比例的基督徒，可以妥善利用南島民族及基督福音的雙重

策略，前往馬達加斯加建立友善關係。 

另外，將台灣原住民族與馬達加斯加視為南島民族的關係

可以加深兩國之間的情感連結和理解，並促進雙方更加緊密的

交流和合作，未來應該致力於加強雙邊合作、深化交流交流、

加強外交努力，以促進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和合作，實現互利

共贏的發展。以下是一些建議和改進措施： 

深化雙邊合作關係： 

建議加強台灣與馬達加斯加之間的雙邊合作，尤其是在經濟、

文化和教育領域。透過舉辦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動、促進雙方企

業間的合作，以及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訓機會，可以促進兩國

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合作。 

加強外交努力： 

台灣可以加強與馬達加斯加之間的外交努力，提高在該國的影

響力和可見度。透過舉辦高層互訪、推動雙邊協議的簽署，以

及提供援助和支持，可以增強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和合作。 

開展交流項目： 

建議推動更多的交流項目，包括學術研究、文化藝術交流、志

願服務等。這些交流項目可以促進兩國之間的人文交流，增進

相互了解和友誼。 

加強援助和支持： 

台灣可以提供更多的援助和支持，幫助馬達加斯加改善基礎設

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這不僅有助於增強兩國之間的友

好關係，還可以促進馬達加斯加的可持續發展。 

南島民族的共同歷史和文化： 

強調台灣與馬達加斯加同為南島民族，他們之間有著共同的歷

史和文化背景。這種共同性可以成為兩國之間的情感紐帶，促

進雙方更加緊密的交流和合作。 



9-20頁 

文化交流和合作： 

倡導台灣與馬達加斯加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合作，包括舉辦文化

節慶、藝術展覽、文化藝術表演等活動。透過這些活動，可以

促進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增進相互了解和友誼。 

共同面對挑戰： 

強調台灣與馬達加斯加同為南島民族，在面對一些共同的挑戰

時可以共同合作，共同應對。這包括氣候變化、自然災害、經

濟發展等方面的挑戰，兩國可以通過合作共享經驗和資源，共

同應對挑戰。 

共同促進南島民族事務： 

台灣與馬達加斯加可以共同合作，促進南島民族事務在國際上

的關注和發展。透過加強南島民族間的合作和交流，可以為南

島民族的發展和繁榮做出更大的貢獻。 

柒、感言與致謝：感謝所有支持協助和參與計畫的人員、機構團體。 

此行能夠順利結束，感謝了各方在行程中的支持和協助。

首先，感謝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及教文處長官大力支持，他們

提供了機票補助，使得這次行程能夠順利進行，同時也減輕了

個人的負擔。感謝中原大學校長李英明以、設計學院趙家麟院

長及學校行政團隊的認同和支持，讓我能夠順利安排公差，以

學術身份參與此次行程，深入了解當地的教育現況。 

此外，特別感謝當地馬達加斯加京城華人教會的陳慧立傳

道、張凱慧傳道、梁基雄傳道，以及馬達加斯加安塔那那利佛

大學孔子學院的吳妮院長，他們積極接洽安排行程，為此次行

程提供了重要的協助。同時也要感謝退役將軍 Johanesa 

Rakotonirina 部長的陪同和指導，使得我能夠順利地參訪當地的

學校、行政機關及非營利政府組織，甚至有幸參與了當地法官

培訓的會議。 

最後，再次感謝所有知情和參與的人，沒有你們的支持和

幫助，這次行程不可能如此順利。帶著滿滿的祝福出發，收穫

了豐富的文化交流和深刻的見識，這一切都離不開大家的支持

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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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講座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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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簡報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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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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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更多媒體報導： 

https://ct.org.tw/html/news/3-3.php?cat=11&article=1398834 
https://bit.ly/3Va3L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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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座談與活動交流照片 

  
圖 1：馬達家斯加路德會機構參訪 圖 2：馬達家斯加原住民藝術機構參訪 

  
圖 3：馬達家斯加國立小學教育服務交流 圖 4：馬達加斯加西部原住民部落交流 

  
圖 5：馬達加斯加中部原住民文化交流 圖 6：馬達加斯加京城華人教會專題講座 

  
圖 7：馬達加斯加法律服務機構領袖 圖 8：馬達加斯加宣道會鄒省堂教會講座 

  
圖 9：馬達加斯加傳統神聖祭祀空間 圖 10：馬達加斯加阿森納高等理工學院 

https://church.oursweb.net/church.php?pkey=83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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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馬達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學 -藝術

與考古博物館研究人員 

圖 12：馬達加斯加塔那大學-藝術學院右

一為將軍 Johanesa Rakotonirina 部長 

  
圖 13：與塔那那利佛大學法律與政治學院

交流同學交流 

圖 14：與馬達加斯加原住民交流 

  
圖 15：與馬達加斯加漁民交流 圖 16：與馬達加斯加原住民青少年交流 

  
圖 17：馬達加斯加傳統建築鐵皮屋頂 圖 18：馬達加斯加傳統茅草及鐵皮建築 

  
圖 19：馬達加斯加傳統茅草家屋 圖 20：馬達加斯加傳統茅草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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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安塔那那利佛伊瓦圖國際機場 圖 22：馬達加斯加安塔那那利佛航拍 

  

圖 23：馬達加斯加天主教安塔那那利佛總

教區 

圖 24：馬達加斯加世界文化遺產景觀猴麵

包樹（Africa Baobab）大道 

  
圖 25：馬達加斯加原住民孩童 圖 26：馬達加斯加原住民村幹部家庭 

  
圖 27：馬達加斯加原住民小學校長 圖 28：與馬達加斯加小學交流 

  
圖 29：馬達加斯加海拔最高處俯視城市 圖 30：為馬達加斯加孩童祝福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