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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年前的今天，我們憲法增修條文裡的「山胞」正式正名為「原

住民」。這個正名，不僅去除了長期以來帶有歧視的稱呼，更突顯了原

住民族是臺灣「原來的主人」的地位。 

  站在這個基礎上，今天，我們要更往前踏出一步。我要代表政府，

向全體原住民族，致上我們最深的歉意。對於過去四百年來，各位承受

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我代表政府，向各位道歉。 

  我相信，一直到今天，在我們生活周遭裡，還是有一些人認為不需

要道歉。而這個，就是今天我需要代表政府道歉的最重要原因。把過去

的種種不公平視為理所當然，或者，把過去其他族群的苦痛，視為是人

類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是我們今天站在這裡，企圖要改變和扭轉的第一

個觀念。  

  讓我用很簡單的語言，來表達為什麼要向原住民族道歉的原因。臺

灣這塊土地，四百年前早有人居住。這些人原本過著自己的生活，有自

己的語言、文化、習俗、生活領域。接著，在未經他們同意之下，這塊

土地上來了另外一群人。 

  歷史的發展是，後來的這一群人，剝奪了原先這一群人的一切。讓

他們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離失所，成為異鄉人，成為非主流，成為邊緣。  

  一個族群的成功，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其他族群的苦難之上。除非我

們不宣稱自己是一個公義的國家，否則這一段歷史必須要正視，真相必

須說出來。然後，最重要的，政府必須為這段過去真誠反省，這就是我

今天站在這裡的原因。  

  有一本書叫做「臺灣通史」。它的序言的第一段提到：「臺灣固無史

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這就是典型的漢人史觀。原

住民族，早在幾千年前，就在這塊土地上，有豐富的文化和智慧，代代

相傳。不過，我們只會用強勢族群的角度來書寫歷史，為此，我代表政

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荷蘭及鄭成功政權對平埔族群的屠殺和經濟剝削，清朝時代重大的

流血衝突及鎮壓，日本統治時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一直到戰後中

華民國政府施行的山地平地化政策。四百年來，每一個曾經來到臺灣的



政權，透過武力征伐、土地掠奪，強烈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的權利。為

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原住民族依傳統慣習維繫部落的秩序，並以傳統智慧維繫生態的平

衡。但是，在現代國家體制建立的過程中，原住民族對自身事務失去自

決、自治的權利。傳統社會組織瓦解，民族集體權利也不被承認。為此，

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原住民族本來有他們的母語，歷經日本時代的同化和皇民化政策，

以及 1945 年之後，政府禁止說族語，導致原住民族語言嚴重流失。絕

大多數的平埔族語言已經消失。歷來的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維

護不夠積極，為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當年，政府在雅美族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將核廢料存置在蘭嶼。蘭

嶼的族人承受核廢料的傷害。為此，我要代表政府向雅美族人道歉。 

  自外來者進入臺灣以來，居住在西部平原的平埔族群首當其衝。歷

來統治者消除平埔族群個人及民族身分，為此，我也要代表政府，向平

埔族群道歉。  

  民主轉型後，國家曾經回應原住民族運動的訴求。政府做過一些承

諾、也做過一些努力。今天，我們有相當進步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不過，這部法律，並沒有獲得政府機關的普遍重視。我們做得不夠快、

不夠全面、不夠完善。為此，我要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臺灣號稱「多元文化」的社會。但是，一直到今天，原住民族在健

康、教育、經濟生活、政治參與等許多層面的指標，仍然跟非原住民族

存在著落差。同時，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甚至是歧視，仍然沒有消

失。政府做得不夠多，讓原住民族承受了一些其他族群沒有經歷過、感

受過的痛苦和挫折。為此，我要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我們不夠努力，而且世世代代，都未能及早發現我們不夠努力，才

會讓各位身上的苦，一直持續到今天。真的很抱歉。  

  今天的道歉，雖然遲到了很久，但卻是一個開始。我不期望四百年

來原住民族承受的苦難傷害，會因為一篇文稿、一句道歉而弭平。但是，

我由衷地期待，今天的道歉，是這個國家內部所有人邁向和解的開始。  

  請容我用一個原住民族的智慧，來說明今天的場合。在泰雅族的語

言裡，「真相」，叫做 Balay。而「和解」叫做 Sbalay，也就是在 Balay

之前加一個 S的音。真相與和解，其實是兩個相關的概念。換句話說，



真正的和解，只有透過誠懇面對真相，才有可能達成。  

  在原住民族的文化裡，當有人得罪了部落裡的其他人，有意想要和

解的時候，長老會把加害者和被害者，都聚集在一起。聚在一起，不是

直接道歉，而是每個人都坦誠地，講出自己的心路歷程。這個說出真相

的過程結束之後，長老會要大家一起喝一杯，讓過去的，真的過去。這

就是 Sbalay。  

  我期待今天的場合，就是一個政府和原住民族之間的 Sbalay。我把

過去的錯誤，過去的真相，竭盡所能、毫無保留地講出來。等一下，原

住民族的朋友，也會說出想法。我不敢要求各位現在就原諒，但是，我

誠懇地請大家保持希望，過去的錯誤絕對不會重複，這個國家，有朝一

日，可以真正走向和解。  

  今天只是一個開始，會不會和解的責任，不在原住民族以及平埔族

群身上，而在政府身上。我知道，光是口頭的道歉是不夠的，為原住民

族所做的一切，將是這個國家是否真正能夠和解的關鍵。  

  我要在此正式宣布，總統府將設置「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委員會」。我會以國家元首的身分，親自擔任召集人，與各族代表共同

追求歷史正義，也會對等地協商這個國家往後的政策方向。  

  我要強調，總統府的委員會，最高度重視的，是國家和原住民族的

對等關係。各族代表的產生，包括平埔族群，都會以民族和部落的共識

為基礎。這個機制，將會是一個原住民族集體決策的機制，可以把族人

的心聲真正傳達出來。  

  另外，我也會要求行政院定期召開「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委

員會中所形成的政策共識，未來的政府，會在院的層級，來協調及處理

相關事務。這些事務包括歷史記憶的追尋、原住民族自治的推動、經濟

的公平發展、教育與文化的傳承、健康的保障，以及都市族人權益的維

護等等。  

  對於現代法律和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有些格格不入的地方，我們要

建立具有文化敏感度的「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透過制度化的設計，

來緩和原住民族傳統慣習和現行國家法律規範之間，日益頻繁的衝突。  

  我們會要求相關部門，立刻著手整理，原住民族因為傳統習俗，在

傳統領域內，基於非交易的需求，狩獵非保育類動物，而遭受起訴與判

刑的案例。針對這些案例，我們來研議解決的方案。  



  我也會要求相關部門，針對核廢料儲存在蘭嶼的相關決策經過，提

出真相調查報告。在核廢料尚未最終處置之前，給予雅美族人適當的補

償。  

  同時，在尊重平埔族群的自我認同、承認身分的原則下，我們將會

在九月三十日之前，檢討相關法規，讓平埔族身分得到應有的權利和地

位。  

  今年的十一月一日，我們會開始劃設、公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

地。部落公法人的制度，我們已經推動上路，未來，原住民族自治的理

想，將會一步一步落實。我們會加快腳步，將原住民族最重視的《原住

民族自治法》、《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等法

案，送請立法院審議。  

  今天下午，我們就要召開全國原住民族行政會議。在會議中，政府

會有更多政策的說明。以後每一年的八月一日，行政院都會向全國人民

報告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及轉型正義的執行進度。落實原住民族的歷史正

義，並建立原住民族的自治基礎，就是政府原住民族政策上的三大目標。 

  我要邀請在場的、在電視及網路轉播前的全體原住民族朋友們，一

起來當見證人。我邀請大家來監督，而不是來背書。請族人朋友用力鞭

策、指教，讓政府實現承諾，真正改進過往的錯誤。 

  我感謝所有的原住民族朋友，是你們提醒了這個國家的所有人，腳

踏的土地，以及古老的傳統，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這些價值，應該給

予它尊嚴。  

  未來，我們會透過政策的推動，讓下一代的族人、讓世世代代的族

人，以及臺灣這塊土地上所有族群，都不會再失語，不會再失去記憶，

更不會再與自己的文化傳統疏離，不會繼續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我請求整個社會一起努力，認識我們的歷史，認識我們的土地，也

認識我們不同族群的文化。走向和解，走向共存和共榮，走向臺灣新的

未來。 

  我請求所有國人，藉著今天的機會，一起努力來打造一個正義的國

家，一個真正多元而平等的國家。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