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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a su ngadan？你是誰？ 

作者/柳襄綾 
（屏東縣立來義高中國中部 202班） 

 

tima su ngadan？你是誰？當別人這樣問時，你會大
聲說出自己的名字嗎? 

 

    我身邊有些人會因為自己跟別人長得不一樣而感到自
卑，或者是聽到別人的議論而懷疑自己。青春期國中生更

常因害怕同儕的閒言閒語，隱藏原本的自己。有些人會惡

意拿外在的特徵或身份開玩笑，帶些諷刺及刻薄言語等，
都會讓人產生極度不舒服的感覺，後來在慢慢長大的過程

中，才知道原來這叫做歧視或是言語霸凌。 

 
    記得國小時就是屬於胖的身材，某位同學常常利用我

的身材取笑，也因為我是原住民而常常開我玩笑，雖然那

時候很無言，心很受傷，但我不敢有所回應。直到有一天
的午休，其他同學向老師提出了那位同學的所作所為，大

家都開始紛紛討論，老師也讓那位女同學了解有些玩笑不

是幽默，不要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要將心
比心，有同理心。這是我第一次對微歧視有了認識。 

 

    上國中時有一堂課介紹原住民正名運動。老師讓我們
看早期的新聞，是發生在 1968年的湯英伸事件。當時鄒族

的湯英伸因為家計北上到洗衣店工作，不但超時超量的工

作，老闆更強制壓搾他的薪水，湯英伸雖然憤憤不平，但
是自己的身分證被老闆扣押，也只能默默承受。但就在某

天晚上，喝了酒的湯英伸才入睡沒多久，就被老闆叫起來

要他加班，這時候兩人發生口角，老闆大罵：「你這個番
仔，害我賺不到錢！」就是那兩個字，徹底激怒湯英伸，

對著老闆一家痛下殺手。也因為這次事件震驚當時社會，

並開始正視從山地山胞正名為原住民的導火線。我第一次
知道番仔這個詞是來罵人的，而且還是特別針對原住民，

我感到生氣，怎麼會因為人的身份地位不同，而用低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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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來看別人呢？後來老師說原住民正名很不容易，要好
好珍視自己的文化，勇敢大聲說出自己的族名自己是誰。 

 

    我想:在我的生長過程及生活中，其實被隱晦或暗示的
微歧視無所不在，可能是拿身材的玩笑，或是黝黑的外

表，只要聽到是原住民就一定會出現很會喝酒、很會唱

歌，甚至會有人說我們是騎山豬上學、住在山洞樹上。尤
其近期新聞出現台中一中學校園遊會宣傳海報的事件，主

題以有機化合物「烯環鈉」（C5H5Na）為名，讀音近似對原

住民的歧視性稱呼，原來從 1968年湯英伸事件到現在 2024

年的台中一中事件，這些生活中不經意的微歧視及刻板印

象並沒有因社會進步而被消弭。因為從小接受的學校教育

中原住民其實並沒有被好好介紹，我們在學校上國文、社
會、地理及歷史等，但有關原住民介紹卻寥寥無幾甚至是

一兩句話就帶過。台灣是多元文化族群，許多優美的傳統

文化和祖先的智慧並沒有成為正式進入課程，所以無法讓
更多人認識原住民，當然沒有理解也就沒有相互尊重。也

許消除大家的刻板印象這種事不能立竿見影，但我學會要

勇敢為自己的族群發聲，要活出自己的文化，並大聲說出
自己是原住民，也要驕傲說出我自己的名字。 

 

    希望這美麗的台灣，大家都能有道德實踐，學習尊重
包容不同族群，並做最真實的自己。我的族語名字叫做 

Adruay，是排灣族 kuljaljau部落的人。那你的名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