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縣長序

臺灣群山高聳，大海廣袤，早期原住民運

用自然資源作為生活所需，亦發揮人類天賦

的美學素養，創造令人激賞的工藝之作，舉

凡雕刻、編織、歌謠舞蹈等，映射出生活哲

思的美麗印記。

花蓮以地景多樣、族群多元、文化多彩引

以為傲，轄內涵蓋六個原住民族群，在尊重

主體文化發展的政策之下，花蓮縣政府積極

輔導並鼓勵原住民族，致力於傳承珍貴的文

化傳統，同時，因應現代化產業的更替，融

合當代創意，實踐為傳統中更見新意的產業

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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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部落產業與觀光，絕對是花蓮旅

遊市場不可或缺的亮點之一。原汁原味

又符合養生概念的部落美食，是味蕾的

返璞歸真；部落漁獵生活體驗，依著自

然律動節奏，找到身心富足的簡約。那

麼，在各項器物和衣飾的圖紋裡，則充

份感受到無所不在的美學細節，來自生

活無數心有所感的片刻。

本書以原住民染織、雕刻、手工飾

品、竹藤草編、綜合材質及其他工藝等

五個領域，介紹本縣傑出的原住民工藝

家，他們或者堅守文化技藝與記憶的傳

承，踏著祖先們來時路，在細緻繁複的

技法，理出在東部大自然生活的智慧。

而在傳統工藝基礎上，原住民工藝家

們，更發揮與生俱來的美感素養，與現

代生活、時尚美學交互激盪，創作令人

讚賞的作品。

細讀每位工藝家的故事，沒有傲人學

歷，也鮮少是專業科班出身，憑藉對工

藝熱愛，對族群文化認同，對家人情感

的維繫和回饋，工藝作品有了溫度，更

顯亮燦。

您賞玩的，不只是工藝美學，也蘊

藏人性原初的素雅質樸。

花蓮縣長 

謹誌

005

縣
長
序



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布農族的田清玉女士長期致力於布農族男

性無袖長衣的編織，她說：「布農族沒有文

字，但是織布的時候，字就浮出來了」。撒奇

萊雅族的吳秀梅以服裝立體剪裁見長，她認

為，原住民沒有文字，我們的布紋就和繪本

一樣，一段布匹說著一段故事，如此不斷流

傳……

對於沒有文字的族群，傳統工藝正是記述

文化和歷史的載體，它帶著古老部落日積月

累的信仰和智慧，以口傳、實作形塑行走坐

臥之法，思維辯證在編織的經緯向度展開，

大地倫理以圖紋雕鑿銘刻左右。

本次出版原藝百工書冊，是以原住民族委

處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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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原住民族工藝師甄選作業要點」之

分類為依據，分別有傳統工藝精品和現

代工藝精品，產品類別為染織、雕刻、

陶瓷、竹藤草編、綜合材及其他工藝等

六大項，共收錄本縣二十位工藝師，以

其作品具有指標性意義，兼具創意商品

成熟度、提升工藝家能見度等考量。除

了田清玉之布農傳統男子長衣為傳統工

藝精品，其餘均為現代工藝精品。

透過工藝家創作心路分享，作品故事

意涵之說明，貼近本縣原住民工藝創作

的文化脈絡與藝術精神。在多位工藝家

自述中，我們發現，「家」的情感、土地

認同，是支持他們投入並堅持工藝的動

力，凸顯口傳文化所強調的人際倫理與

互動。

另外，這二十位工藝家們幾乎都是「素

人」，再次說明了臺灣原住民族的藝術天

分，超脫學院派窠臼。

不刻意為了美學而美，因為本來就

生活在美之中。

謹誌

花蓮縣政府

原住民行政處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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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008



染織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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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類

染

2000 年	成立「那都蘭工作室」

2008 年	

第一屆原住民族工藝師─染織類

2009 年	

第二屆原住民族工藝師─染織類

胡秀蘭 / 太魯閣族

胡俊傑 / 太魯閣族織
 

傳
藝織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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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16歲那年，我織出第一件作品，那件床單我兒
子從出生一直用到國中，他說要好好收著當傳
家寶。太魯閣族女子出嫁時，必須為男方每位
家人織床單作為嫁妝，我和媽媽、阿姨合力完
成十一件床單，這裡面有濃厚的家的情感。

技藝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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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女分工明確的部落社會，

女性必須會織布才能文面的傳

統，亦是太魯閣族「Gaya」的範疇
之一。如果織布機的經線，代表

太魯閣族父系社會男性角色，穿

梭其間的緯線，或許能比喻為連

接起家人關係的女性。

那都蘭工作室是由胡秀蘭一家

三口分工運作，胡秀蘭和兒子胡

俊傑共同設計，胡俊傑織布、胡

秀蘭的先生負責剪裁、胡秀蘭縫

製。晚上三人啜飲咖啡，討論進

度、分享創作心得。

胡秀蘭的家族從事演藝工作，

早期跟著演出邀約，赴東京、大

阪等地表演，她著迷於日本手工

藝的精巧與配色，工作之餘，參

加日本當地舉辦的手工藝培訓課

程。婚後，她逐漸淡出表演，幾

次協助房地產業者設計室內擺設

的機會，胡秀蘭認為手工藝是另

一條發展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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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她從設計小件織品和家飾開始，特

別是太魯閣族的編織，並潛心研究各種

織紋和織法，不僅作品在市場打開知名

度，也受邀開辦織布工藝的培訓班，教

導部落婦女重拾斷層的傳統文化。

工作室打理得井然有序，胡秀蘭桌上

習慣擺過期日曆，作品草圖均在日曆背

面源源不絕發想，小地方看出她善於活

用材料與惜物。早期苧麻等線材取得不

易，胡秀蘭小時候看大人織布，她喜歡

將廢棄線材編出各種花樣，幾股線交錯

就是美麗的手編書籤、手環、吊飾。

胡俊傑高中畢業後跟著母親學習織

布，太魯閣族第一位「織男」引來議論。

在家人支持下，胡俊傑繼續投入織布工

藝。他說，「編織」涵蓋「編」和「織」兩

個面向，前者以藤竹編為主，男子視工

作需求製作背籃；「織」往往被限定為女

性織布，其實男性也有「織」，利用狩獵

的弓為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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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016



男子運用「弓織」做出的織帶，較堅固

耐用，除了用在背籃當背帶，女子坐在

織布機前，為了保護腰部和脊椎，需要

伏貼於後腰的腰帶支撐，一般織布機無

法織出「弓織帶」。胡俊傑說，太魯閣男

子的溫柔是用行動表達。

「但是，我還沒用過地機」胡俊傑神情

嚴謹的談到，在他心目中傳統地機是神

聖的，沒有取得祖靈許可，表示他的技

藝還不夠。什麼時候祖靈才會同意？胡

俊傑相信，祖靈會透過某種信號告訴他。

那都蘭工作室主力商品有包款、小

型家飾等，每件作品都要經過胡秀蘭和

友人試用一個月，針對細節調整修改後

才能進入商品生產階段。太魯閣族傳統

黑、白為主色系，圖紋則以象徵守護生

命與喜訊的貓頭鷹，後背包強調多功能

實用性，也有符合都會時尚需求的手拿

包，製程純手工是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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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太魯閣族人相信

夜晚貓頭鷹的叫聲

為懷孕女性捎來胎兒性別的訊息

象徵傳宗接代和喜訊

那都蘭工作室商品多運用貓頭鷹圖紋

也蘊含一家三口注入的心力

作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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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匹布能玩出什麼花樣

胡秀蘭的織品總有驚豔展演

加一些小零件	

如同電腦外掛程式

馬上成為生活收納、擺飾的好幫手

女性永遠少一個包

買多了	荷包失血	也不環保

胡秀蘭的百變包款		

手提、側背、後背一次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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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020



類

染
織

1997 年	成立瑪賽工作室

藍月美
太魯閣族

追
隨   

彩
虹
織
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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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我外婆過世，整理她的遺物，她的布一
匹一匹捲起來好漂亮，我好喜歡。但是
她交代這些布要跟她的棺材一起走，不
要留給我們，因為我們都不學，她生氣
了。全部，真的全部都帶走。

技藝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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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月美從小抗拒學習織布，外婆過世

的遺囑竟然是她織的布一件都不留下，

才讓藍月美驚覺她錯過了多麼重要的東

西。「我們打開她的布，一段一個圖紋，

等於是她的教科書」經過了30多年，回
憶至此，藍月美依舊難掩激動的情緒。

她的母親因病早逝，生前屢次教她

織布，藍月美激烈反抗的理由是，大人

不讓她念書，要求她學織布，故意唱反

調。她的外婆是太魯閣族巫師，織藝高

超，兒孫輩只有藍月美的母親和阿姨肯

學，後繼無人。外婆織的布紋再美，沒

有傳承的情況，老人家臨終也給了年輕

一輩無可挽回的震撼彈。

那一刻，藍月美領悟外婆的用心，她

用四年的時間到臺中原住民技藝中心學

織布，從初級、進階、高級到師資班，

年幼的孩子交給先生照料，正因為老人

家不在了，她更迫切追趕虛度的時光。

取得師資班結業，藍月美隨即投入織布

傳承工作，至今未曾間斷。對她來說，

傳承才是外婆最在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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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創作，是發展自我的場域。近幾年，

藍月美與東華大學合作，在學院派理論

和年輕學子共同激盪，衍生超越她過去

風格的作品。以「海洋」為題的作品，藍

月美在七星潭找到靈感，她直說「想破

頭」，挑戰她的用色慣性，織法技巧，

混搭線材，成就出令人驚豔的織品。

2015年，藍月美代表臺灣參加在美
國聖塔菲（Santa Fe）舉辦的國際民俗藝
術市集（International Folk Market），由來
自全球500位參選者評比脫穎而出，錄
取150位民族工藝家，臺灣太魯閣族織
布技藝登上國際舞台，藍月美更因技藝

精湛成為全額補助機票的15位工藝家之
一。她帶著文面外婆的照片參與，身穿

太魯閣族服手拿國旗，藍月美想讓世界

看見，臺灣這支美麗的原住民族。

採訪時，我們依著作品圖鑑想拍攝

原作時，藍月美語帶歉意的說；「那些

賣完了」因為她不想做重複的東西，也

就不會有存貨或再製品。幾次參與國外

展出經驗，藍月美深感臺灣原住民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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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臺灣的學習力

不強。她以自己的老師為例，雖然是漢

人，年紀也比她長，畢生鑽研原住民族

編織技藝，原住民怎能不好好珍惜自己

的文化？

她說，可能是我起步太慢，我還想繼

續學習。藍月美的工作室擺著外婆的照

片，  「沒有她，就沒有今天的我」藍月美
相信，外婆會在彩虹橋彼端期待她的新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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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作品故事

海的波光

映照在太魯閣族婦女的織布機

白色浪花流轉

旭日金黃	碧海湛藍	

晚霞靛紫	星空燦然

掌心開始有了海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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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月美擅於圖紋混搭與變形

原住民族普遍使用的菱紋

各有象徵意涵

運用於織品視覺設計

或在傳統項鍊的菱形串珠

兼具美學與文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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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028



類

染
織

堅
持愛

自
己

2004 年	創立「YULI	TAKI」品牌

2008 年	第一屆臺灣原住民族工藝

師證書─染織類

連美惠 Yuli Taki

太魯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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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我對 vuvu 說：「這布的花紋好難
看，織布機好大、織布好累，我
才不要學。」vuvu 說：「只要你陪
在我身邊，我就有動力」，「我來
不及參加你的婚禮，這布要做好
給你當嫁妝」。Vuvu 為太魯閣族
語祖母、外婆之意。

技藝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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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美惠為秀林鄉太魯閣族，2004年以
其族名 Yuli Taki創立臺灣第一個原住民品
牌。將太魯閣族織紋為創作核心，運用

於時尚包款設計，典雅中散發原住民族

神秘氣息的風格，並藉由她從事海外貿

易的豐富經驗，打進國內精品通路。

幼年喪母，加上父親對連美惠管教嚴

格，只有放假與 vuvu在一起的時光，能
讓小女孩感到放鬆。連美惠對織布沒興

趣，vuvu常用炒小米的鍋巴當零嘴引誘
她，連美惠戲稱是她的「科學麵」。Vuvu
邊織布邊說著圖紋的故事，部落的天雲

山水在這位優秀織娘之手，以細緻紋

理，娓娓道出古老的故事。

童年記憶悄然植入連美惠心底深處，

在一次臺北市政府舉辦織布研習營的機

會，受限名額已滿，她只能在現場觀

摩，卻發現「除了繞線，這些我好像都

會」。講師讓她試著織看看，從未碰過織

布機的連美惠憑藉印象，完成「織女初體

驗」，直接晉升為該場研習營助教。

年輕時熱愛到海外旅行，接觸異國風

情，陶醉在世界不同民族工藝品之美，

也刺激連美惠反思我族的傳統。傳統文

化是必須當仁不讓的，連美惠以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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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口吻說。隨後她積極學習織布文化，活

躍於公私部門主辦的原住民族服飾、織

品展活動。

1999年，連美惠應邀參加紐西蘭
APEC原住民女性出口產業會議，2000年
赴日本參加中日文化交流會議，討論原

住民地方文化發展、工藝、藝術、生態

保育等主題。2001年至2004年，參加
美國及加拿大臺灣週民俗工藝示範及 DIY
教學。

「你們山地人做的包包很精緻，為什麼

要用 LV的呢？」一位女性國外僑民在臺
灣週現場這麼問連美惠，她不在意對方

以早期「山地人」來稱呼，這句話改變她

對原住民織布的看法，她要創造臺灣原

住民的 LV。

她毫不謙讓自詡為「天生織娘」、「無

師自通」，承繼了織布血緣，融合太魯閣

族美感經驗，「YULI TAKI」的 LOGO和標準
字出自連美惠設計，以太魯閣族文面與

織布機經緯概念，傳達對祖先文化與智

慧的推崇。

曾有外國友人告訴她，原住民的希

望在孩子們，如果你不做，希望就沒有

了。2009年她返回秀林鄉部落，不僅是
文化創意產業的洄鄉，也讓部落產業與

文化有所銜接。

連美惠認為，傳統是累積的過程，

不同時代的人會因著時空背景、教育差

異，不斷注入祖先傳承的文化裡。織布

線料改變、色彩學引進、織布機改良

等，甚至生產目的和經濟效益，均使得

織布工藝產生變化。而「YULI TAKI」商品
正是當代原住民傳統文化所在的形變，

文化精髓卻是一致的。

堅持，愛自己。是連美惠的自我

slogan，她所指的 「自己」，正是祖先傳
下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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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作品故事

文面系列

泛泰雅族的文面文化，在口傳故事有避邪繁生之意。

對族人而言，

文面象徵成年、美觀、女子貞操、男性英勇、通往祖靈地，

以及群體識別的多重文化意義。

文面系列包款設計概念，

以頰紋幅度的差異，

泰雅族 V字形與太魯閣族 U字形，

宛如我族和他族的凝視。

因為不同，於是有了交叉點；

因為不同，於是形成交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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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之於太魯閣族人，

象徵「靈魂」。

來自胎兒在母體感受的黑暗，

最終回歸祖靈懷抱的安息。

生命由零到有靈，

也由靈歸於零，

而臻於圓滿。

本系列包款，承襲連美惠對作品的堅持，

利用天然苧麻手工編織，

搭配牛皮與金屬扣等元素，

展現原住民族圖紋和織品時尚感。

因應性別、實用功能等需求，

共設計8種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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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1987 年	

跟隨 90 歲婦女學習布農男子長衣

1988-2013	

在馬遠部落推廣布農織布技藝

田清玉
布農族

類

染

牧
師
娘
的

織

布
農
傳
統 

男
子
長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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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技藝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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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清玉席地而坐，雙腳抵住方型織

布箱，熟練操作移動式水平背帶式織布

機，長短粗細各異的竹棒高高低低嵌在

經線裡，纏繞不同色彩的梭子來回遊

走，再由棒刀推向織布者身體，構成織

紋的一部分。

對於外行人來說，織布機是個大宇

宙，天體運行自有道理和節奏，特別是

傳統式地織機，婦女以背帶將自身與織

布機成為一體，織者的呼息和律動，與

織布機緊緊相連。猶如春蠶吐絲，織女

的青春和心神也成了布匹。

1984年，田清玉跟著丈夫顏乾坤赴馬
遠教會牧會，顏乾坤是卓溪鄉清水部落

布農族，有感於布農族織布技藝逐漸喪

失，耆老凋零，期望透過教會保存傳統

文化，遂鼓勵田清玉向老人家學織布。

我是不喜歡學，很累，坐下來半小時就很累了。牧師說你要
學，再十多年就沒有人會了，馬遠只剩三個老人家，七十、
八十、九十歲，總共只有三個。我先生看得很遠，我沒有想
到，學這個要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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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田清玉婚前學過洋裁，

對傳統織布卻是興趣缺

缺。她首先向部落裡高齡

九旬的婦女學習，老人家

不識字，自然也不會以繪

圖或文字記錄織布程序，

完全靠口傳與實作教學。

「實在是太難了」，經緯線

交纏的迷宮，田清玉只能

靠強記找到出口，破解隱

藏在繁複織法的密碼。

體力和腰背的負荷是織

布另一項考驗，田清玉為

了逃避學織布，謊稱身體

不適，顏乾坤識破她的託

辭，故意說要帶她看診，

田清玉只得乖乖「上課」。

她不明白為何非得要學織

布，這些時間她可以回家

做田間工作，貼補家用；

而且老人家織布禁忌相當

多，不可以放屁，不可以

從織布機上跨過，否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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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斷等等。

還好，牧師很堅持，田清玉由衷的說。

學習半年後，老人家將用了一輩子

的織布機交給田清玉，沒過多久辭世，

她再去向另一位長輩學，大約一年的時

間，田清玉學會布農子長衣的製作。馬

遠教會也開設織布課程，然而，願意學

習的人並不多，結業人數僅有個位數。

布農男子的長衣以白色荢麻為主，背

部織著美麗的花紋，為男子的盛裝。它

的花紋充分表現布農族織布技法，一根

綜絖棒代表一竿，最多到十八竿。田清

玉強調，由於是兩片布於後背縫合，左

右兩側菱紋寬度必須一致，成為織布時

最難的部分。

田清玉拿起工作室的整經架，只要

整經繞線出錯，接下來整匹布就得全部

拆掉報廢，好幾次她都到了織布機才察

覺整經步驟錯誤，浪費珍貴的線材，顏

乾坤總是安慰她：「不要緊，再重做就

好」。鑽研織布和教學，田清玉常廢寢忘

食，顏乾坤跟部落的人說：「我的師母織

布以後，我都不知道她幾點才睡覺」。

2016年8月，支持田清玉織布的顏乾
坤因病過世，她將近半年不踫織布機。

好不容易從情緒低谷走出，田清玉藉著

織布轉移注意力，卻又感覺到織線另一

端牽繫故人。「我真的很感謝牧師，讓我

學會織布」，顏乾坤不僅為田清玉留下思

念的路徑，也為布農族保留珍貴的傳統

技藝。

「感謝主，我腳的長度剛剛好就是布農

長衣的長度」。田清玉幽默的話語，傳達

出勇於承擔文化使命的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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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田清玉說

依據耆老口傳

長衣背部花紋的靈感來自百步蛇

前片的長條紋代表獸足

早期必須打到獵物的男子才能織上

布農族衣飾

男子無袖長衣織法較女性繁複

作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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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片兩側以山形斜紋織作，

長衣前片的紋飾有鋸齒、長條、大小菱紋

是以織繡技法夾織毛線、棉線而成的；

後背的菱形紋、方形紋、橫條紋是以顯緯

平織技法織成。

布農男子在重要祭典、婚禮

均以無袖長衣的盛裝出席

儘管現代式作法逐漸普及

傳統織布手工製作的長衣

仍被部落視為隆重且無可取代的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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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2005 年	成立工坊

2005 年	參展「新生活工藝大展」	

臺北華山文創園區

2015 年		登錄為花蓮縣文化資產

傳統藝術類

新社香蕉絲工坊

類

染

獨
布
全
球

織

香
蕉
絲
工
藝

044



045



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小時候我們出去都說阿美
族語、臺語，在家也是噶
瑪蘭語和臺語。我是2009
年回來新社，才知道噶瑪
蘭有這個手工藝，有看過
阿祖在做，但根本不知道
這是自己族群的特色。

─潘靜英

潘烏吉為新社噶瑪

蘭巫師，也是香蕉

絲文化復振重要人

物，每天固定到工

坊報到，憑手感完

成接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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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技藝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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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香蕉絲，線材卻不像棉麻的管狀，而是

扁平的。取材臺灣食用蕉的莖部，以日曬分線

的繁複工序成為編織材料。纖維藝術家陳淑燕

認為，噶瑪蘭族香蕉絲工藝不僅是臺灣原住民

族僅有，放眼全球，其工藝技法亦具有獨特的

無可取代性。

噶瑪蘭族早期因居住環境，深受阿美族文化

影響，族人歷經15年的復名運動，2002年正式

列為臺灣原住民族之一。在復名過程，族人致

力於傳統工藝的尋根，透過耆老的回憶和文獻

查找，重新織回散伕的香蕉絲工藝。2015年花

蓮縣文化局文資審議委員，以香蕉絲工藝具有

藝術性、特殊性、地方性的條件，且有多位老

藝師作為承先啟後的保存者，展現高度智慧與

深厚技藝，登錄為縣定文化資產傳統藝術類。

香蕉對噶瑪蘭族是生活不可或缺的植物，

果實可食用，香蕉葉用來當作盛裝的器皿，巫

師也用香蕉葉治病，而香蕉莖透過處理成為纖

維布料。日本沖繩與菲律賓雖然也有香蕉絲工

藝，但處理方式不同，工坊經理潘靜英表示，

沖繩為水煮取纖維，新社為完全日曬，保留最

原始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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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2009年潘靜英為了照顧長輩回到新
社，重新認識她熟悉卻陌生的文化，她

坦承一開始並沒有太大興趣，每天接觸

逐漸領會箇中奧妙。為了掌握香蕉絲品

質，源頭的香蕉由工坊栽種管理，必須

樹齡二年未結過果實的纖維才夠強靭。

從根部附近砍下香蕉假莖後，去除易斷

裂的內外層，刮除內側澱粉質後，經過

取纖、曬纖、分線、接線和捆線球等程

序。潘靜英說，單是準備線材，至少要

花一個月，遇到天氣不穩，工時還要延

長。

工坊有幾位年長的阿嬤，固定來報

到，潘烏吉是新社噶瑪蘭的巫師，雖然

視力大不如前，全憑手感負責接線的

工作，她熟練摸著線頭打平結，功夫了

得。香蕉絲工藝獨特之處在於，同一片

香蕉纖維，各部位依屬性有不同的編織

技法和用途，邊緣的適合勾織，中間部

分用來織成布。

潘靜英說，香蕉絲質地比苧麻硬

挺，水洗後也不太柔軟，因此用來做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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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背袋，使用十幾年也不會壞。工坊也利用福木、薯榔、藍

染等天然植物染，增加絲線色彩，傳統工藝變身零錢包、手機

袋、書衣、書籤等，勾成的遮陽帽，夏天很搶手。

香蕉絲工坊成為部落重要產業之一，然而，純手工織品的慢工

細活，往往一天下來覺得沒做什麼事，興趣不夠、耐性不足實在很

難待得下去。因此，只要願意學習，就算非族人也能加入復振與保

存香蕉絲工藝的行列。

若只用文創商品角度看香蕉絲工藝，或許它並不是最具創意，素

樸淡雅的天然絲線也不太亮眼，它卻實在的娓娓訴說噶瑪蘭族的歷

史足跡。低調的隱身在阿美族與漢人社會，就算工序再繁複，耗時

再久，族人依舊堅靭的找回象徵族群性格的工藝，歷久更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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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天然原料、自然工法、純手作

是噶瑪蘭香蕉絲工藝的特色

等待東海岸的陽光曝曬	

等待植物染的色彩浸潤

等待一條條絲線

重現族人生活圖譜

等待

細密耙梳生命質地

作品故事

052



慢工費時的香蕉絲手機袋

與零時差的行動裝置

呈現了意念的反差

快與慢的時空裂隙

展開重返美好原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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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類

染
織

2000 年	第一屆臺灣小姐選拔大會

聘任整體造型師

2013 年	成立嘎娃文化藝術工作室

2014 年	四人藝術聯展

徐香蘭
阿美族

女
孩
的

裁
縫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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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做衣服是我小時候
的夢想，我的母親
是做傳統服飾的，
我們小時候的衣服
都 是 母 親 做 的。
一塊布就做一條褲
子，一件很大的衣
服又變很小，覺得
她很厲害。

技藝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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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香蘭從小坐在媽媽身邊，看著縫紉

機車針下的布料，變出各種款式和尺寸

的衣服，由於母親用眼過度，30多歲就老
花，穿線的工作由徐香蘭包辦。她夢想

有一天，能和媽媽有一樣的巧手，成為

傑出的裁縫師。

但是，這個願望被媽媽截斷了。「她

說，你做這個會餓死，養不活自己，你

不要像我一樣」徐香蘭聽從母親的意見，

跟表姊學美髮，接著到臺北從事美髮

業，也接觸整體造型，之後回花蓮在弟

弟經營的婚紗店負責新娘造型，這一行

一做就是25年。

她並沒有忘情裁縫，孕期不適在家待

產，徐香蘭特地向開裁縫店的房東學，

幫女兒做了衣帽，一時興起也做起布

包，朋友幫忙代售反應不錯，純屬玩票

性質並未繼續鑽研。直到婚紗店結束營

業，徐香蘭在吉安鄉公所舉辦創意服裝

課程，開始找回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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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前幾年跟服裝設計師張碧玲的經

驗，和整體造型二十多年的實戰基礎，

2008年徐香蘭申請原住民族文化基金會
工藝家補助計畫，正式進入工藝產業，

她從包款入手。然而，第二年並未通過

補助，恰好擅長樹皮創作的張梅娘徵詢

她加入團隊，引領徐香蘭學習阿美族傳

統樹皮工藝。

2009年她以族名「Kawa」成立「嘠娃
文化藝術工作室」，以原住民族群之圖紋

和色彩，搭配樹皮布，開發多項文創商

品，包款為主力，也嘗試樹皮畫、樹皮

裝置藝術等視覺藝術的表現。

徐香蘭對市場敏銳度高，她笑說非常

喜歡逛櫥窗，觀摩他人作品，也掌握消

費動態，例如：以六大族群為元素，湯

筷組、後背包等實用商品在通路反應熱

絡。商品變化性、消費者容易出手的價

位、訂單製程的流暢度等，都是徐香蘭

經營品牌的重心。

她認為，純手作

與物美價廉是消費

市場的兩個極端，

工藝家進入品牌戰

區勢必面臨取捨，

保留文化精髓，符

合現代生活需求推

陳出新，是她奠立

商品詢問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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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作品故事
佩袋 / 情人袋是阿美族日常生活物品

由女子製作

原為母親送給子女或女子送給情人的定情物

內部可以放置煙斗、菸草、檳榔、石灰等小物件

據說在個人私物中

佩袋 / 情人袋的 kawas（靈力）最強

死亡時一定要以此陪葬

現為阿美族最具代表的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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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香蘭以裁縫為主

作品類型跨度廣

樹皮和棉麻組合的典雅氣息

阿美族捕魚祭為發想的魚形水壺袋

展現個人工藝之外

也反映現代社會消費脈動的高度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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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雕
刻

2007 年	成立

「卡兆．馬耀木雕文化工作室」

2008 年	全國原住民木雕大賽優等獎

2008	年	第二屆原住民族工藝師

												雕刻類

2012 年	第三屆原住民工藝薪傳獎

胡銀祿 Kacaw Mayaw

阿美族

鐫
刻部

落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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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父母
非常疼愛，爸爸常告訴我部
落傳說，在我的木雕裡，有
滿滿的記憶和技藝。創作
時，回想部落生活點滴，原
住民文化的榮耀，就像父母
在我旁邊。

技藝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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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銀祿年輕時是泥水匠，某天勤奮

做著牆面補土時，突然想到，自己是

否一輩子都要做這個工作？ 50歲那
年，他買了雕刻工具，閒暇或雨天被

迫停工，就埋頭做木雕。

當時，朋友故意拿了質地堅硬的櫸

木給他，刻得很吃力，一度想放棄不

玩了。後來才知道，一般木雕會選擇

較軟的楠木或樟木，隨手拈來，即是

一幅故事性十足的藝術品。他在木雕

天地發現與生命脈動相連的樂趣，記

憶深處源源不絕的傳說與神話，提供

興味盎然的題材。

「我的爸爸活到112歲，他有好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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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事可以講。」胡銀祿走到一尊獵人木雕前

說，部落裡有個獵王，每次上山打獵一

定打到獵物，其他人空手回來，獵王就

是有辦法。原住民族的獵王，是經過層

層考驗，受到部落頭目和長老的肯定，

才能授與的封號。

胡銀祿創作不畫草圖，一塊木頭在他

眼前，自然會呈現它想成為的模樣。他

的作品強調人物的臉龐、輪廓，精準掌

握角色神情，堅持原住民木雕粗獷線條

的本質，刀刃如游魚穿梭在木質纖維，

有頭目、勇士撼動人心的氣慨，也有母

性光輝的和煦。

他用木雕傳承祖先的生活哲學，也不

乏親情描繪，反映工藝家內心柔軟的一

面。《給我最後的抱抱》是一位小女孩環

抱著大腹便便的母親，渴望的小臉仰頭

與母親相互凝視，因為肚子裡的寶寶出

生後，就無法常常抱她了，母親也流露

出慈藹又疼惜的表情。胡銀祿介紹完這

個作品停頓良久，彷彿咀嚼作品裡的情

緒。他說，曾有一對年輕夫妻參訪，聽

完解說禁不住熱淚盈眶。

《鑽木取火》、《一家三口》則是他的童

年回憶，三人圍坐著吃晚餐，母親手捏

著剛好入口的地瓜，準備餵年幼的孩子

吃，「雖然東西少，媽媽都是讓孩子先

吃，不管哪一族都是，先給小孩吃，自

己餓肚子。」粗獷刀法下，卻是細膩入微

的觀察，跨越族群單一視角，收羅個人

生命體悟。

十多年來，不少學校邀請他開班授

課，涵蓋國小到大學。進行採訪時，

幾位學員雕鑿木頭的聲音，  「叩！叩！
叩！」此起彼落，迴盪在初夏寧靜的部

落。他們是退休或熟齡的部落族人，胡

銀祿逐一指導雕刻技法與構圖，彼此以

阿美族語交談。胡銀祿自認是個嚴格的

老師，初學者要能掌握人物臉部和人體

比例，如同素描為繪畫基礎，木雕抽象

創作也要由基本功打底。

胡銀祿的木雕是半路出家，無師自

通，遺憾的是，來不及讓父親看到他的

作品，分享獲獎榮耀。然而，父親的口

傳故事，成了木雕創作藍圖，胡銀祿以

此延續阿美族的文化精神。

068



069



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獵王》

眼神銳利如鷹

身手敏捷如豹

父親馬耀描述傳說中的獵王

在胡銀祿精湛刀法下栩栩如生

粗壯的雙腳 巨大的腳板
是他雕刻原住民人物的重要特色

作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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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木取火》、《一家三口》

胡銀祿的木雕作品

藉由深描的親情題材

投射內心情感

人物的眼神和舉手投足

有一條無形的線		緊緊牽繫

也訴說著

家人支持對其木雕創作的影響力

《最後的抱抱》

媽媽，我想要抱抱

小女孩仰望的臉龐

向上伸長的小手臂

彷彿下一秒就要與母親深深擁抱

胡銀祿有不少與母親相關的作品

母愛背後蘊藏著

阿美族母系社會的文化滋養

和族人對傳統智慧的孺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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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雕
刻

2012	第一屆 Pulima 藝術獎	優選

2013	第八屆中國北京國際文化

創意產業博覽會主題展─

臺灣原住民文創聯展

2013	花蓮縣文化局石雕博物館六

人展─原山木藝六人聯展

馬浪．烏瓦日
阿美族

木
紋演

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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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那夜，我決定不再做木雕，把一年多來做的
一百多件作品放火燒。看著熊熊烈火，想哭
又哭不出來，村長以為我要燒房子，還驚動
消防車。天亮以後，我繼續拿起刀子雕刻，
作品名稱《舞》，6米高的大型系列作品，4件
賣到剩1件，「升火工作室」就這樣成立。

技藝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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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認識馬浪，是由這把

火開始，當他還用漢名「阿雄」

的時候。從臺東隻身到花蓮港

口部落創作木雕，當時還聚集

部落幾位青年一起，作品卻

乏人問津。陸續有人離開、放

棄，馬浪撐到後來，心一橫，

索性放火全燒了。深夜的東海

岸，海風起鬨下，火焰放肆的

狂舞，帶著睥睨、野性的意味

與馬浪凝視。

如電影場景般，餘燼還冒

白煙，黎明破曉的海浪聲裡，

隱約聽見敲擊木頭的聲響。是

馬浪，他用雕刻迎接斬新的一

天，幾小時前的烈火彷彿與他

無關。舞動的焰火延燒到他的

眼、他的心，「火」化身為舞

者，《舞》系列作品得到買家青

睞，後來僅存的1件作品，矗
立在臺11線公路「升火工作室」
入口。

075

雕
刻
類



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馬浪就像他的名字，流浪基因強大，

每隔一段時間，他會暫離工作室到山裡

隱居，住在石洞，過著沒水沒電的生

活。和大自然深刻對話，馬浪會想起部

落傳說，阿美族的起源，人與動物不可

思議的神話，在幽靜山澗林木星月，孕

育部落不輟的口傳文化。

重返工作室的馬浪，創作力道總是猛

烈而豐沛。有陣子，他刻了許多人頭，

那是隱居時感覺看到的臉，刻好就擺在

臺11線公路旁。創作線條越趨簡潔，極
簡扼要地切中形體與精神的核心，表現

手法抽象，甚至不太像印象中的原住民

木雕風格。

第一屆 Pulima原住民藝術節，馬浪以
6件1組的《人間系列》獲得優選，主題為
阿美族傳統年齡階級，頭目、領唱者、

老人、青年之父、倒酒的人、年輕人

等，部落豐年祭各司其職，象徵社會結

構與分工。

幾經輾轉，工作室目前落腳秀姑巒溪

泛舟終點的遊客中心旁，也結合陶藝夥

伴成立「當漂流木遇見陶」工作室，尋求

創作的更多可能性。馬浪也從雕刻收藏

的藝術品，轉向兼具實用與美感的家具

或小物件，讓木頭走進現代人的生活。

馬浪近期的漂流木桌椅特色，是搭配

藤增加視覺流暢度，藤的靭性和張力，

與木頭彼此拉張與聚合。扁舟般的木

盤，作為食器、花器或擺飾，皆營造素

樸生活的質地。馬浪刻意保留不易處理

的樹瘤，木紋泛起漣漪，昇華為海與島

或山水的意境。

馬浪持腕刀刨起細細的木花，他說這

個看似簡單的動作也是基本功，不禁想

起，以前部落的人看他每天對著木頭，

責怪他懶惰，還不如當板模工還能賺點

錢。馬浪感慨的笑說：「我就是厭倦在臺

北做板模才回東部」。喜歡木頭，喜歡木

頭的香氣，他自豪能堅持木雕創作一、

二十年，浸淫其中。

那夜的火，還在馬浪體內，熊熊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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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陽光在浪的波紋間

張開了網　等候著

東海岸洄游魚群

今天		豐收了嗎

作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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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浪擅用木紋

平時隱而不見

木頭的生命表情

隨著雕刻刀如唱針般的讀取

自世界還未命名的時候

娓娓流轉	耆老口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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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類

雕
刻

那ㄜ哩岸木雕工作室

2014 年	南島文創設計競賽	

南島文創卓越獎

2014 年	Pulima 藝術獎

<洄流 >獲得入圍獎

2012-2013 年	第四屆原住民藝術

工作者駐村計畫藝術家

了嘠．里外
阿美族

木
藝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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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回
到
部
落
，
回
到
自
己
家
的
土
地
，
我
想
用
雕
刻

去
說
自
己
的
文
化
，
傳
遞
太
陽
氏
族
的
故
事
。

技藝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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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11線公路58公里，立著
「海浪 Café」的牌子，海風與
浪鏽蝕殘留原本的鐵色，大多

數人會不得其門而入，因為那

裡沒有門，眼前只有廣大太平

洋。

然而，必須走向前，彎下

腰，才能感受到原住民與臺灣

山海的依存關係。往前，走下

公路旁向海的階梯，青綠色草

坪讓人想脫下鞋子，漂流木搭

建的涼亭，彷彿伸手可及的浪

花，構成旅遊明信片私房景點

的場景。

木雕家了嘠．里外親手打造

一家人安身立命的環境，簡單

的混凝土平房前，竹子棚架爬

滿絲瓜藤，遮擋上午的陽光。

這是了嘠的生活與創作空間，

吧台平時由妻子負責，經營小

咖啡館，不過，了嘠比較推薦

自家種的香茅蜂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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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漂流木涼亭的柱子有一張洋

溢原始神情的臉，張大的嘴拉

出一尾又一尾的魚，了嘠說，

阿美族是吃魚的民族，重大祭

典少不了魚，婚禮喪禮也都要

喝了魚湯才算圓滿結束。現在

連遊客都知道，太平洋是阿美

族的冰箱，事實上，捕魚、吃

魚蘊含許多阿美族的宇宙觀、

人觀，這是木雕作品想說的話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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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塊土地以前是農田，了嘠小時候跟著長輩

到田裡工作，長大後好一段時間，他也到外地做

工，看到部落人口外移嚴重，環境變化快速，決

定回到家鄉 「做點什麼」。

木頭成為了嘠的故事版，以雕刻刀書寫，對

阿美族文化的仰望，對部落環境的省思。潮汐日

以繼夜濯洗，了嘠的刀鋒磨得圓融而內歛，與兒

子的親情互動，創作者心靈浮現生活溫度與觸

感。

工作室有許多了嘠撿拾漂流木創作的巧思，

木雕在這個閒適空間俯拾即是。他常和兒子迎著

徐徐海風，說部落流傳的故事，他們是港口部落

的太陽氏族，就是每天自太平洋躍起的朝陽。小

男孩眼神閃耀著光，了嘠說，不能遺忘身為太陽

氏族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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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木雕是阿美族生活必備工藝

那ㄜ哩岸工作室的空間

木作不是區隔開來的工藝品

漂流木、雕刻、手作、海洋、生活一體呈現

作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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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對待每塊木頭

不急著雕刻出最後的樣子

了嘠以樹木需要成長的時間

讓作品自然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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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山磊雕工作室

2007、2009	年	

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入選

2011 年	

原住民族文化基金會專案補助

2017 年	《山豬家族》系列

參與美國紐約 NY	NOW禮品展類

雕

堆
石
頭
的

刻

原
住
民
青
年

鄭詠鐸
阿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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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我是藝品店出身的，什麼都
做，包羅萬象。藝品店做久了
像工匠，所以跳出來要很掙
扎，花很多時間，思維和想法
要不一樣，要做環境周邊的東
西，刻你自己。

技藝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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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詠鐸的石雕創作之路，是花蓮石材

業路徑的縮影。花蓮是石頭的故鄉，早

年以大理石等石材外銷為主，逐漸轉為

石頭藝品，再朝向現代美學的石雕藝術

創作。

鄭詠鐸高中畢業後，無法像其他同學

赴外地求學或工作，身為家中獨子，一

方面得負擔農事，他自嘲「越不過蘇花

公路」，本身具有美術底子，出社會第

一份工作就在藝品店。

「當時主要刻大理石獅子」鄭詠鐸日復

一日刻獅子，從4吋4到2、3米不等的
尺寸，主要銷往香港和日本，之後有花

鳥、人像、佛像等。石雕藝品的品質差

異頗大，高價位的要求雕工精細，且追

求實相逼真，磨練鄭詠鐸的雕刻技藝，

但個人發揮有限，容易流於匠氣。

1990年代，花蓮開始舉辦國際石雕藝
術季，鄭詠鐸做了20年藝品，身邊朋友
陸續轉向藝術創作，他覺得應該是時候

了。2000年起，不再接藝品店訂單，學
習石雕創作，從原住民題材入手。

工作室保存一個馬太鞍勇士的黑色大

理石作品，細膩刻劃阿美族勇士神倩、

人物頭飾、佩袋圖樣，這是2001年的作
品，鄭詠鐸還延續藝品店鉅細靡遺的手

法，並藉此記錄阿美族男子的英姿。

「現在回不去了」鄭詠鐸說，他目前的

作品線條簡潔，無法再做出藝品店寫實

的雕刻。為了彌補照顧雙親無法出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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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修的遺憾，鄭詠鐸進入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

學系就讀碩士，透過複合媒材的辯證，尋求技藝和

內在思路的突破。

2017年8月，山磊雕工作室舉辦「石趣時代」戶外
個展，將石頭回到大自然的舞台展演，也是鄭詠鐸

在花蓮市托瓦本部落定居十餘年，回饋在地藝術養

分的心意。石、磚、金屬的對話，延展點、線、面

立體雕塑的多元語境，石雕家更以石頭的「靜」詮釋

人體舞動的「勁」，凝結視覺暫留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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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舞影》利用花蓮黑色大理石、

光復鄉磚窯廠紅磚、銅片，捕捉愛跳舞

的阿美族身影。阿美族皮膚曬得很黑，

穿著紅色傳統服，頭飾和情人袋別上亮

片，豐年祭夜晚一起跳舞。

《焠煉》為2017年花蓮石彫協會聯展作
品，象徵「人生如旋轉般往上爬」，黑色

大理石與黃銅搭配，以不同琢磨技法，

同個石礦有了淺灰到暗黑層次，曲折與

收放，道盡人生樣態。

工作室前石刻的「山磊雕」，以象形表

意，鄭詠鐸說明，有一個原住民青年在

堆石頭，他回憶童年在部落溪邊，小孩

喜歡堆高石頭再投擲的遊戲，石頭越堆

越高，堆好多層，再想辦法用石頭擊倒。

經過半世紀，馬太鞍的阿美族小男

孩，繼續玩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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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戴著美麗頭飾的阿美公主

曼妙舞姿

玲瓏有致的曲線

總是豐年祭全場的目光焦點

鄭詠鐸精準拿捏人體比例

女性頸部與肩胛弧度的性感

腰間至臀部扭動的搖曳

淋漓展現阿美姑娘萬千風情

作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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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著美麗頭飾的阿美公主

曼妙舞姿

玲瓏有致的曲線

總是豐年祭全場的目光焦點

鄭詠鐸精準拿捏人體比例

女性頸部與肩胛弧度的性感

腰間至臀部扭動的搖曳

淋漓展現阿美姑娘萬千風情

河口撒八卦網的青年

在河面完美劃出圓整網形

石雕家掌握住八卦網出手瞬間

身體與網墜拋撒的力道

在風中飛揚
原住民生活少不了山豬

要獵山豬不容易

牠很兇，尖起獠牙會攻擊人

稱職的獵人要打到山豬

在原住民眼裡

山豬是勇氣和勇敢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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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096



類

雕
刻那魯灣手工藝工坊

2014 年	原住民族藝術聯展

暨古拉斯漂流木燈飾創作個展

媒
材
極
致

古拉斯
阿美族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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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我做手工藝還有一個目的是，漢人對原
住民了解太少、有偏見。我會講作品的
故事，為什麼做這個創作，漢人朋友對
原住民慢慢改觀，這是最大的收穫。

技藝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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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那魯灣手藝工坊時，古拉斯正專

心裁剪鋁片，準備製作飛魚風車。工作

室不斷重複播放著中提琴的《卡農》旋

律，他說，工作時喜歡聆聽流暢安靜的

樂聲，進入創作心緒。

古拉斯的創作空間擺滿漂流木和各式

酒瓶，他擅長創作酒瓶燈，混搭其他物

件衍生風格殊異的燈飾。無論是包裹皮

革散發不羈的現代感，或以金屬鏈營造

冰冷工業風，均顛覆刻板的原住民工藝

想像。

古拉斯的專業與「電」有關。曾在外

商公司擔任電機工程師， 48歲那年，公
司欲將他外派至墨西哥，考量家庭需要

照料而離職。當時，妻子花孫玉蘭投入

原住民服飾製作漸有成績，並往皮雕發

展。於是兩人開始手工藝創業，燈具就

是古拉斯最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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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100



他想起小時候老家在里漏部落海邊，

颱風後，海岸堆滿漂流木。阿公用兩頭

牛繫上繩子，將木頭拖上岸，再用牛車

載回家。漂流木有很多是檜木，用來蓋

房子、做桌椅、舂米的木臼和杵、飼豬

的器皿等等，漂流木與部落生活緊密相

連。

古拉斯由最熟悉的

漂流木與擅長的電入

手，初期選擇簡易的椰

子殼和絲瓜囊為燈具。

他自信滿滿地說，10
多年前很少人製作類似

的燈具，他開始到伽路

蘭市集、高雄駁二特區

等文創市集擺攤，原始自然風一推出即

獲市場好評，後期嘗試難度較高的酒瓶

燈，樹立作品風格與口碑。

古拉斯認為，他的求學與工作經驗，

受到現代社會和文化思維影響甚深，笑

稱「被外面污染了」。職業的緣故，他

接觸過多元材料，得以掌握不同媒材的

性質，儘管創作原型並非原住民傳統文

化，古拉斯將漂流木和石頭等花蓮在地

元素，血液裡阿美族崇尚自然的美學，

形塑現代生活的家飾商品。

漂流木燈具完全展現古拉斯對「電」

的熟悉，電線隱藏在彎曲枝幹裡，而花

孫玉蘭在皮雕領域找到揮灑空間。木頭

與皮革的暖色澤層次豐富，卻又質地互

異，一動一靜，夫妻兩人

或各自創作或共同演繹，

使商品更趨多樣。

原住民手工藝不僅是文

創商品，亦建構外界重新

認識原住民文化的平台。

古拉斯說，他改變了周遭

朋友對原住民酗酒、意氣

用事的偏見，消費者會購買的原因之一

是認同「你這個人」。

曾有學院派評論他的作品缺乏原住民

內涵，古拉斯以為，原住民文化與時俱

進，交揉部落口傳與全球網路的時代語

言，傳達當代原住民面對世界的思維，

正是現代臺灣原住民工藝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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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 I

木頭的姿態

展演它所經歷的

毫不矯情扭動的軀體		

與風雨烈日拉鋸後的平衡

生命的啟示

是一盞光亮

作品故事

傳統部落流傳著

「石生人」神話

石頭裡蘊藏

不可知的神秘宇宙

開闔之間

是剛與柔的衝突

是力與美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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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挑戰媒材極限和想像

向傳統智慧學習

就地取材	

珍惜隨手可得的資源

發揮巧思與巧手		傾注美感

打造現代原民風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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