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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日，午後都蘭山脈堆積著厚重的鉛灰色雲朵，遮住了炙熱燃燒的東海岸艷陽。都蘭山上的「女妖藝

廊」，正為了即將開幕的「肉花花／黃志偉個展在都蘭」而忙著祭告山神祖靈，懇請老天此刻不要下雨，讓我們順利將

開幕儀式與隨後的演唱會完成。而都蘭南方不到10公里的杉原海灘上，在排灣族吟遊樂人達卡鬧的鼓聲中，由東海岸諸

位藝術工作者組成，身著綠色衣衫的「違離藝勇隊」，也正一字排開匍伏在沙灘浪花上，等待杉原莿桐部落姑娘淑玲以

阿美族母語祭告海神祖靈後，便隨著海浪般的鼓音節奏，爬行上岸…以整個身體俯伏在大地海洋中掙扎前行，進行一場

象徵綠蠵龜上岸繁衍新生命的集體行為儀式，同時藉由藝術家們在沙灘上進駐近一個月所做的集體、個人裝置創作，清

楚表達拒絕政府與財團聯手違法割據東海岸土地與海洋的訴求……

文／李韻儀（女妖藝廊策展人） 

「肉花花」&「違．離～集體藝術行動」
藝術關注社會的兩種肉身實踐

我們的身體就是一座生態系，我們的島嶼就是一座生態系……人類越理解我們所居住的地球是一個複雜的運作體系，就越證明此

刻是一個沒有旁觀者的時代。

──《溼地 石化 島嶼想像》編者序／吳明益

▲  「違．離～裝置藝術」與美麗的東海岸（圖片提供：王郁雯）

在女妖藝廊的「肉花花」開幕現場，許多到場祝賀

的藝術界觀眾，甚至包括展出藝術家黃志偉自己，都剛

從杉原海岸參與了由東海岸藝文工作者共同發起的「百

人肉身圍籬」行動藝術，然後趕到女妖藝廊繼續黃志偉

展覽開幕的活動。兩個近乎同時發生的藝術現場，存在

著微妙而緊密的連結性，那不只是擁有相同觀眾與參與

者這樣顯而易見的表面連結，更是在東海岸藝術事件簿

上，藝術家關注社會與環境議題的兩種肉身姿態之同

時呈現與交會。

肉之華—黃志偉的肉花花

黃志偉出身自屏東東港，一個原本淳樸且歷史悠

久的海濱漁業古鎮，當他十年前從比利時國立剛勃高

等視覺藝術學院學成歸國，赫然發現家鄉因為捕撈販

售黑鮪魚肉而暴紅，地方政府在十一年前就開始舉辦

「黑鮪魚季」文化慶典來行銷地方產業與觀光。黑鮪

魚從乏人問津，近海就可以捕撈的尋常魚種，迅速在

國內外市場與媒體炒作下翻身變成高經濟魚類，作為

高級日本料理中最最高級的生魚片。諷刺的是，黑

鮪魚價格年年創新高，在更多漁民加入捕撈行列的

同時，漁獲量卻年年溜滑梯般急速下降，生態學

家也早就呼籲限制捕撈，然而黑鮪魚依然已被

列為瀕臨滅絕危險最高的大型魚種。

黃志偉對於發生在家鄉的劇烈改變感到不可思議，

幾年內吹起的黑鮪魚熱潮可以在商業炒作與媒體效應之

下，一夕取代行之幾百年的古老文化祭儀「東港燒王

船 」 成為東港的文化象徵，而人類極其膚淺

無謂 的口腹之欲，或者隱藏在食慾表象之

下 的社會政經權力飢渴，竟然可以導致一

個曾經遍佈大洋的生物迅速瀕臨滅絕！

於是黃志偉開始畫黑鮪魚肉，他以眼睛

仔細品嘗那令中外饕客為之瘋狂癡迷的鮪

魚肉上的油花，以畫筆徹底解剖再重構肉塊

的視覺構成元素，一幅一幅瑰麗欲滴的肉塊

肖像密密織就了一場華麗的生之慾望饗宴～有

趣的是，縱使黃志偉以極其細膩出神入化的寫

實功力，將飽滿脂盈的肉塊放大幾十倍，反覆

探索剖析血花、肉花、肉膜與油花之底蘊，這些

肉看起來卻更加神秘而抽象，彷彿本身就是一個無

窮盡的小宇宙，或者一個正綻放生之飽滿慾望的胚

胎，感官的極致華麗，讓人想一頭栽進那肉花花

的神秘國度，一探肉身深處靈魂存在的究竟！看

黃志偉的肉花花世界，超越了口腹的慾望，卻

挑起更難以滿足的靈魂探索之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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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命搭建的搭簏岸（圖片提供：王郁雯）

2 圍牆類的秘密 （圖片提供：曹育源）

3 以芒草為劍驅邪除穢 （圖片提供：黃福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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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始於藝術家對當代社會現象之省思叛逆的肉塊

探索旅程，最終昇華了，或者應該說還原了被人類社會

醜陋的消費體系給殘殺玷汙的黑鮪魚肉，使其從高檔餐

廳桌上一塊昂貴至極烘托食者身分地位的死肉，還原為

活生生的、蘊藏並揭示著靈魂能量的精神有機構造——

「這場與肉相遇所開啟的旅程至今已有九年之久，

黃志偉也許還沒有找到答案，然而不論過程如何，是興

奮、是失落、是寧靜、是迷惑、孤寂，對於這些提供其

探索生命的途徑與線索的肉塊，在走向敗壞縻散的前一

刻最後都在黃志偉畫筆下靈光昇華、綻放如花，彷彿如

櫻花在凋落飄散前以最絢麗燦爛的生命，向人示現另一

份面對死亡的可能性。這不只是黃志偉對這些肉花的一

份敬仰與感謝，同時也是黃志偉面對生命所自我期許的

態度──一點浪漫滿足、一些天真回歸、以及最後，生

命最後之時的那一份豁然與感謝。」1

這是藝術家藉由創作進行個人生命的轉化儀式，將

其面對社會荒謬之焦慮，轉化為對生命起源與歸屬的探

索之旅，從而也挑戰了並洗滌了觀者的對於肉此等極度

物質性之物體的認知與想像。

百人肉身圍籬～天堂裡的肉身實踐

而一向深受西岸都會藝術家稱羨，號稱生活在天

堂裡的東海岸藝術家們，正在東海岸杉原海灘上進行

著、蔓延著的「違．離～集體藝術行動」，以一種野地

生長、猛然綻放並讓種子隨著太平洋海風四處飄散的強

韌之姿，回應著同樣節節壓迫著人與自然環境生存的資

本主義社會法則。由饒愛琴、逗小花、王郁雯、哈拿．

葛琉、安聖惠、魯碧．司瓦那、見維巴里、伊命等幾位

東岸視覺藝術家發起，結合原住民音樂人巴奈庫穗、那

布、達卡鬧…等，自6月10日便進駐台東杉原海灘，就地

搭帳棚、埋鍋造飯開始長達一個月的集體藝術行動，以

就地生活創作種種身體的在場實踐，積極表達對矗立在

杉原海岸上龐大而醜惡的「美麗灣飯店」之抗議。

「美麗灣渡假村計畫」是由台東縣政府在2003年與

「美麗華集團」簽定的國有土地BOT計畫，選定杉原海灘

作為開發基地，以極為低廉的租金將這個台東最美的沙

灘租給財團五十年。第一期工程就直接在海灘上蓋地上

五層、地下一層的大型飯店，而如此大型官商合作開發

計畫，卻從一開始就由縣府協助切割土地，規避環境評

估。直到建築量體已然聳立海灘上，引起在地住民與環

保團體注意，上告法院並兩度判決美麗灣違法開發應立

即停工後，縣府卻趁著上訴期間發出建照與使用執照，

執意護航到底。因此該飯店不但沒有遵照判決停工，反

而在海邊築起長長的鐵皮圍籬，圍籬內正大興土木挖出

天然海砂灌水泥，在天然海灘上建造六座巨型人工游泳

池。而這如此粗暴乖張的官商合作，割據原住民傳統生

存領域、為少數人經濟利益破壞自然生態的BOT開發案，

絕對不是東海岸最後一個，相反的，它是從台東到花蓮

之間整個東海岸二三十個開發案的第一張骨牌！其他財

團與開發案正摩拳擦掌等著，全面侵吞分割花東龐大的

觀光環境資源，失去了杉原海灘，就等於宣告整個東海

岸都將淪陷於政府獨厚財團，卻總是犧牲農漁民、原住

民等弱勢人民的土地政策中！傷害的不僅是在地住民的

生存權益，以攫取最大經濟利益為前提的暴力開發，更

對地球環境生態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害。

因此發生在台東杉原海灘的美麗灣事件，不僅只是

發生在這個島嶼邊陲的大型違建案而已，深刻影響的絕

對不只是世代居住在杉原海岸的小小刺桐部落而已，而

是整個台灣社會面對如何與承載著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自

然永續共存，要採取什麼樣姿態的關鍵決定。正如逗小

花所言：「一次的默許等於讓出了自身的全部權利！」

長年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享受大地與海洋無盡滋養的東

海岸藝術家們，在一個月的「違．離～集體行動藝術」

海岸進駐期間，除了藝術家每天在美麗灣工程圍籬外的

沙灘上，就地取材以漂流木作藝術圍籬裝置，同時透過

臉書、網路、電子與平面媒體種種媒介，串聯全台灣關

心環境正義、弱勢族群生存權與藝文的人，持續發起各

項行動表演藝術、音樂會等活動，讓這件事能夠持續並

且更為廣泛地被公民關注與檢視。

肉身圍籬、搭簏岸的精神蔓延

當饒愛琴、王郁雯、哈拿．葛琉、逗小花…等藝術

家們合力分工，以就地撿拾的漂流木圍主結構，將「反

美麗灣聯盟」、「反核廢」…等過去留下的抗議布條撕

成飄帶，在美麗灣工程圍籬外築起大自然與人文的天然

圍籬之同時，藝術家伊命也在圍籬旁以漂流木、竹子和

棕櫚葉，搭建起一個半圓形如卵的「搭簏岸」，搭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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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如貝殼內部螺旋圖形的沙雕，並於順著螺旋

鋪上漂流木屑與煤油。在7月2日「百人肉身圍籬」與7

月10日「千人牽手吼海洋」活動中，由布農族表演藝術

家那布領唱的人龍，在一步一聲「河嗨泱」的答唱中圍

住美麗灣飯店鐵皮工程圍籬，再繞向海邊沿著浪花與沙

灘相擁交會的路徑，順著〈蔓延〉的螺旋走進作品的中

心點，此時創作者魯碧將火信引燃，由外圈向裡圈蔓延

的火光與煙，與不停吟唱著、踩踏著的人龍，交融並向

核心凝聚，再隨著煙與歌聲向天空中輻射。這樣結合了

百人千人身體行動與視覺藝術家裝置而共同完成的集體

創作，深深震撼了參與者與觀者，正如魯碧自述：「我

想表達是，土地與海洋就是我們的家，希望我們守護家

的心，就如同天上的星星和海洋的波浪一樣，無限蔓

延！」因此，黃志偉也讚嘆：「這真的是這塊土地上才

能生長出來的創作！」

而逗小花則重拾過去的劇場經驗，以她前兩年在海

邊發展行為與影像創作〈海歸一號、二號〉為藍本，編

導7月2日的〈綠蠵龜行動劇〉以及7月10日配合安聖惠創

作的竹砲裝置〈砲轟大違建〉，由其他藝術家及民眾一

起演出，在行動劇創作過程中，各個領域藝術工作者的

整合與集體發想更為緊密而顯著，不管是前文所述7月2

日扮演綠蠵龜的演員們手腳並用俯伏爬行在沙灘上，或

者7月10日綠蠵龜旗手在鼓音的應和中揮舞著寫滿標語的

旗幟，充滿力量地踩踏著海砂，並一起點燃竹砲裝置作

註釋：
1 《一場交會 生死燦爛 如肉花花》，楊士毅，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

計系兼任講師。

1 2 3
4 
5

岸是阿美語中「供工作時休息的工寮」，在原住民各族

生活文化中，這種提供勞動過程中休憩的暫時性工寮，

或者獵寮是非常重要而有意義的空間，不僅是補充力量

延續勞動，甚至也有孕育族群生命的延續功能與寓意。

就像長期以來對抗美麗灣怪獸的刺桐部落姑娘淑玲在反

美麗灣活動中再三陳述：「我的祖先告訴我，沒有人可

以擁有這片海洋、這塊土地，大自然那麼神秘偉大，是

它擁有我們而沒有人可以說他擁有自然！我們世代生活

在這裡，但我們沒有所有權的觀念，我們不知道換了一

個政府，就要去做土地登記！我們就生活在這裡好幾

千百年，怎麼會忽然來了陌生人告訴我的族人，這是他

的海，他的土地，而我們是長期非法佔用？」伊命以在

視覺上、結構上都如此貼近杉原海岸海天一色、都蘭山

脈陵線起伏的搭簏岸裝置創作，對應了一旁因人類自大

與私慾硬生生拔地而起的美麗灣超級水泥大違建，而伊

命的搭簏岸在無所遮蔽的艷陽沙灘上，確實具備了讓集

體行動藝術成員們休憩、生活、創作、討論與醞釀下一

個創意行動之基地的實用功能，並且創作材質就來自海

灘，即便使用完畢也不會在沙灘上留下永久無法消除的

破壞性垃圾！從媒材到存在方式都如同有機永續的自然

生態系，當結構在大自然的侵蝕下分解，存在過程中種

種實踐累積延展的精神能量，卻在使用者與觀者心靈中

蔓延擴散了！

魯碧．司瓦那在杉原海灘以海砂創作的現場裝置

品，讓象徵大自然與人們的怒火熊熊燃起，對著冰冷巨

大的水泥違建不斷發出轟隆怒吼……一再地在藝術家的

肉身實踐中，將人的身體密密嵌入大自然的擁抱中，海

水溫柔冰涼的沖刷，陽光火熱的炙吻，海砂綿密卻又黏

人的包覆……而從整個月的海灘進駐到所有儀式性的行

動，以及「千人牽手吼海洋」之後的「不要告別．夏日

音樂晚會」都由共同參與的視覺藝術家、音樂人在實踐

過程中相互激盪、討論並完成。

肉身的在場，就是力量

現場觀眾說：「當我真正站在沙灘上，才深刻體

會到什麼叫怵目驚心！」而這也正是「違離集體行動藝

術」想要傳遞的覺知與能量，我們的身體、聲音就是最

有力量且真實的存在，當我們透過肉身在場過程中的種

種感知，回到自然母親的懷抱，這份遊子歸鄉的真實感

動將使我們更清楚意識到，我們從來就是整個生態系的

一部分，我們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個生態系。

於是，同樣始於對社會與生態議題的積極回應，

黃志偉對黑鲔魚肉的色澤紋理不斷地形式探索，最終卻

轉向自我內在靈魂的透視切片，這樣寓抽象於寫實之中

的呈現手法，將自己內在的生命追尋縫合於多年來對於

肉這一主題的描繪；而東海岸藝術家們則將自己投擲於

議題現場，以源自原住民部落生活共享與分工精神的集

體行動，將身體力行的藝術實踐縫合於其所生存的環境

中，同時引領觀者參與作品之完成，於是沉浮在人類文

明世界的空虛自我得以找到回歸自然母體的路徑！黃志

偉的細緻優美而精粹，東海岸藝術家們樸拙直接卻充滿

感染力，出於同樣關懷與自省的兩種截然不同肉身實踐

之美，以各自的姿態相遇在這海洋與天空交會之處！

1 東海岸藝術家們組成的綠蠵龜隊伍（圖片提供：

黃福魁）

2 安聖惠的竹砲裝置創作（圖片提供：黃福魁）

3 震碧思瓦那作品蔓延與千人牽手（圖片提供：

 黃福魁）

4 見維巴里行動藝術 （圖片提供：黃福魁）

5 黃志偉〈母體系列 〉（圖片提供：謝嘉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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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南宮六星級觀光公廁

世界上奇形怪狀的建築無奇不有，動物造型、水果造型、飲料瓶建築皆有之，這座位於南投縣竹山鎮紫南宮，以三

根「冬筍」造型為主，而且功能還是人人都需要的「廁所」，更難能可貴的是它兼具觀賞、全自動設備、乾淨整潔、空

間寬敞等諸多優點，恐怕就令人躍躍欲試了吧！近年來已經成為觀光客到南投除了到紫南宮求發財金也必定要去的熱門

景點，在這裡也可見到遊客進到廁所紛紛拿出相機東拍西照的奇怪現象！

南投縣竹山鎮紫南宮為每年逾200萬人次信眾、遊客，為因應眾人「方便」的需求，紫南宮全體委員曾慎重前往日

本觀摩廁所的經營管理，後來建造這座象徵南投竹山鎮冬筍產業精神的「紫南宮筍型休憩設施」，於2005年10月動工，

2007年10月完工，耗資3,380萬元。這間冬筍造型公廁在2007年由紫南宮舉辦網路公開命名，在三百多位應徵者中，由

「金筍迎客」勝出。筍子＋公廁＝金筍迎客？！既符合貴氣逼人的紫南宮印象，也融合在第純樸親切的精神。大大的

「金筍迎客」四個字就掛在三個竹筍中間，站在入口處很難想像這是一座巨大的公廁？？？

這座創新公共藝術是由施優生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兩大、一小冬筍頂端微彎，造型渾厚帶有層次變化，建築師考究

了冬筍造型與彎曲角度、甚至考量筍尖的角度與方向；主體結構採用鋁制方管層層環繞、上下聯結，猶如竹編技巧，建

築工程難度也相當高。使用不同材質條狀材質依序組構成穿透性的建築，呈現出現代化的建築意向，也保留了冬筍層層

疊疊的組織構造。外觀有三座筍子形狀的屋頂，區分為男、女及身心障礙者或育嬰使用，左邊筍子中庭是挑高三層樓的

噴水造景天井，還播放輕柔音樂，不僅氣氛優雅自在，也能掩飾眾人排泄的尷尬聲音。廁所採全區空調，設有即時監控

空氣品質設施，當空氣品質變差，冬筍頂端的天窗會自動打開換氣，而全自動化的馬桶及小便斗、水龍頭都是感應式操

作，只要伸手靠近就能啟動排水、排風、除臭及給水功能。一樓是高級廁所區，二樓是開放式休息區兼觀景台，可以遠

眺周邊美景；遊客、信眾即使不上廁所，欣賞冬筍精緻特殊的外觀及登上高台走走看看也是一大樂事。

從數字可以解讀出這座號稱「六星級」的廁所其來有自，紫南宮冬筍造型公廁佔地達400坪，可容納100人使用，

設置男廁31間、小便器73座、女廁72間、2間無障

礙公廁及2間哺乳室、1間育兒室；更重要的是每日

上午6時到晚上9時，紫南宮園區開放期間完全免費

使用，並有專人定時清理管理，據說每月管理費用

高達9萬元，再加上水電，每月支出費用高達20萬

元。

別忘了命名為「金筍迎客」的三個冬筍的建

築原本功能是「紫南宮筍型休憩設施」，因此這裡

曾經辦過畫展，展出三十多位南投藝術家畫作，您

能想像～廁所中庭從天而降的水濂、空間中充滿美

妙音樂，遊客除了解決基本的生理需求，更能順便

欣賞藝術畫作、涵養心靈，一旁還有男生站立「解

放」，畫展場景超乎平常想像、既新潮又另類。

文、攝影／李幸潔（文字工作者）

金筍迎客

註釋：

1	 《RIGHT	RIDING》

		 When	the	Hodja	was	going	out	with	his	students,	he	sat	on	the	donkey	facing	the	tail.	
They	asked	him	why	and	he	explained:	

	 “As	a	teacher	I	must	be	in	front	of	you.	But	if	I	face	the	front,	I	cannot	see	what	you	are	
doing	behind	me.	Therefore,	if	I	sit	on	the	donkey	this	way,	I	can	see	you	all	quite	easily.”

chimera浮雕

1 2 3 4

1 chimera解說牌  2-4 安卡拉車站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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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創作採取動物造型的形象，創作了三種動物

的造型：雍容的狐狸太太，優雅的鳥小姐以及俏皮的鼠妹

妹，以獸首人身的衣檯上，解放人對於「衣」的局限，以

老鼠、狐狸和鳥的小摺紙做為造型結構的最小單元，給動

物們準備了他們夢想中最奢華的禮服，讓人感受他們渴望

很久且準備赴宴的心情。一隻隻小摺紙的積累與追逐宛如

在衣檯上建築的想像，激盪著童話般的寓言盛宴。

日常野放的生活創作

摺紙是童年記憶中很熟悉的勞作，最近發現在網路

上竟然教人摺紙的網站，從那裡學會了摺狐狸和老鼠的方

法，書桌上擺滿了一隻隻的大大小小狐貍，連家裡的小狗

也當牠們是小獵物逗玩著，不知不覺中我好像看到小狐狸

們都活了起來，小老鼠們也一隻隻的跑來跑去，像一個充

滿生氣的小小森林，頓時思緒閃瞬著動物在森林中奔跑生

憇的景象，就像暫時野放的創作一樣，充滿驚喜。

寓言與造像

童話寓言中喜愛以動物作為寓言的象徵，其身著的服

飾意義，自然不再只是保護或遮蔽的功能而已，更是創造物

靈性格與其神聖的象徵，神性的創作時常藉由動物、人與自

然的關係化為視覺的元素，透過服裝飾或身體彩繪來傳遞，

因此，此次創作造型的特色是藉由心中冥想很久的動物形

象，以童話寓言的擬人形式呈現，再以身體圖騰帶來造型的

神秘感，創作內容包含三種描述不同動物性格的造型，此

三種造型更代表了生命中三個階段的特質:「淺齡」、「熟

齡」及「高齡」。「淺齡」生命的律動是不規則限性的線

條，而「熟齡」的生命律動則趨於統一定向的流動線條，至

於「高齡」其生命律動則如海洋的潮汐律動，在日常生活的

認知，多以「妹妹」為「淺齡」的稱呼，「熟齡」者為「小

姐」而「高齡」為「太太」，因此，在作品寓言中的三位主

角也分別被稱呼為：「鼠妹妹」、「鳥小姐」及「狐狸太

太」使其造型與角色特質互相呼應。

以「衣」的型態，詮釋生命內在「浮動」的氣息

紙張運用對摺的方式，有如雕刻一樣，將造型以外

的部分折除消去方式進行，製作程序大多先摺出身體部

位，然後再摺出動物不同的特徵，以一隻隻動物摺紙為

「紙元素」在身體上建築、堆疊；身體是「衣」的宅體，

創作「衣」的型態乃依侍宅體本身的線條與特徵，而被還

原成「紙元素」的動物摺紙密切的在宅體上聚集，成為詮

釋宅體外在與內在特徵的型態，「紙元素」並且透過堆疊

文／陸佳暉（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創作與設計系助理教授）

「寓言的盛宴」－日常野放的生活創作

的運動方向造成了視覺的動力，隱喻動物生命內在浮動的

氣息。

摺紙勞作是一種記憶行為，更是人體小肌肉運動的積

累

以摺紙為發想，沉溺過去童年的美好呢喃，為同時

表現服飾布料的挺度與柔軟性，摺紙運用兩種不同的紙

材，分別為重磅描圖紙與烘焙紙，作為建構服飾的素材，

紙張不斷的透過手指的小肌肉運動而得以被塑成形為服飾

的單元，單元與單元之間再以相片膠固定，這樣重複的行

為與動作，從一開始到結束，人體的小肌肉均需要被控制

在同一種力道，無形中衍生了一種創作者自約的態度，長

時間重複性動作成為創作的必然，這樣的創作態度像是一

種創作者的修行，在平日忙碌的工作之外，思緒可藉由這

樣的創作態度回到一種單純的想法中。

感謝

「寓言的盛宴」從發想、製作到完成，耗時7個禮

拜，近50個工作天，從創作發想、材料及工具的準備，

到繪製草圖、模型、彩繪、摺紙等執行製作，均得材創系

同學的協助而順利完成，在此要特別感謝陳念庭、王瑞

華、吳玟萱、李桐和潘同耘同學，還有幫忙摺紙的同學，

由於大家的幫忙，使得這件作品能順利完成。

1 3
5

2 4

1 寓言與造像
2 鳥小姐身體彩繪
3 狐狸太太身體彩繪
4 紙衣服草圖
5 老鼠摺紙的聚集流動
6 小鳥摺紙的聚集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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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不相信

沒有種子的地方

會有植物冒出來；

但是，我對種子懷有大信心。

若能讓我相信你有一粒種子，

我就期待奇蹟的展現。

──亨利．梭羅

西元1999年9月21日發生台灣近五十年來最大規模的

地震，眼看大地震重挫南投縣，造成重大的傷亡與損失。

人類雖無力阻止天災所回收的生命消逝，但也慶賀自然所

再給予的新生。這不禁讓我們重新審視自然與人類共存、

消長的機制，更關注地球所賦予我們生命、生態的規則，

而這樣子的體悟促使吾人於構思籽紙／Seeds paper（專

利案號：097208003）創作想法的誕生。

工業、設計、環保和一些相關領域人士經常提及產

品的「生命周期」，儘管很少有產品是真正地擁有生命，

但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將「生命力」（和我們的

「死亡」)的概念引申到產品上1。而於2007年我所發表

的籽紙／Seeds paper 創作，便早已是以行動來實行產品

「生命周期」的概念；以一張利用「再生」與「種子新

生」的觀點所產生具環保意義的紙。以再生紙材為原料，

運用傳統的手工製紙方法，特別在製造過程中加入種籽，

讓種籽與紙融合製成新紙。其可被用於書信往來，增加人

與人之間感情的交流；也可以直接用於園藝栽種；甚至這

張籽紙成了廢紙被丟棄後，其中的種籽自身仍具有發芽成

長的生命力。此創作設計徹底執行了「取之於自然，回歸

於自然」的理念，並且試圖在產品「出生」之前，即便全

盤考量它「壽終正寢」之後，整個產品的生命周期，進而

降低對自然環境的負擔，秉持設計師對「綠色設計」的堅

持。

藉由過去經驗的消化，希望促使設計與在地工藝的

發展可能性，延伸出一個新的社會、文化與環境對話方

式。主要是從產品的情感、設計、材質層面為出發點，將

個人過去十多年來在消費性電子產品量產與規格化的工作

經驗中，融合台灣在地傳統工藝的技法和精神，佐以人們

的情感記憶、經驗來發酵，並以創作、展演的方式導入教

學應用，試圖串起不同產業間垂直、水平，交錯結合之發

展可行性，並延伸出價值設計法則觀點： Re+。

希望藉由“Re+”研究動機和方法，創作時更能以注

重溫潤的手感材料、嚴謹的設計態度、理性與感性的平

衡，創造促發對生命的態度、精神層面的提升，啟發人們

對生活及環境保護產生新的關切點來強化設計的內涵和張

力。並藉以提出具原創性、文化性、產業應用性之創作，

來呈現現代設計與多面向產業結構於技術性上，以及傳統

工藝於藝術性上所能激發交織出的綠色設計可能性。

由於籽紙概念的不斷發展和擴張，由原本只是一張

只有表面二次元的薄紙，經過黏合或壓摺而被賦予生氣，

紙得到生命，馬上變成了具有存在感的立體物質。薄紙從

二次元-->三次元，產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在這過程中。

最有趣的莫過於各種階段的嘗試和實驗，以不同的階段

的技術層面來切入：分解（碎紙）、重組（種子＋再生

紙）、二次元物質（單一籽紙）、三次元立體（蜂巢結

構、折曲空間）進而產生出一系列創作作品，再以不同文

化層面和產業應用性，來加深其創作作品之深度和廣度。

而藉由所闡述的Re+（Re-plus）設計創作法包含新

思維、新態度、新設定、新氣象、新文化、新用法、新觀

點、新材料、新工藝、新造型、新結構、新風格，是以

Re thinking 為觸發媒介，來引導出Re form、Re fine、Re 

design三個不同的面向來啟發具覺醒力，做跨界發散綠色

設計可能性之延展詮釋並創造產業新契機，重點希望能藉

由設計來加強對環境人類的保護和維持。以下並試舉3件

以紙為材料的創作作品為例。 

生命循環的永續意識
文、圖／林曉瑛（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以 Re design 的設計思維增加產品的生命週期延續性並加入新科技的技術應用

紙跡，紫跡／Paper path , Purple ink

／功能：以體溫變色的椅子

／材質：手工再生紙＋環保感溫塗料

／尺寸：30-150×600x 600mm

Re+設計創作法 

照片中不難發現，這張由品展設計發行有限公司所

販售的Flexible Love Chair，因為使用上的消耗，使得瓦楞

紙的紋理和結構都已經崩毀散開，即將報廢不能使用，也

將終止他的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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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社會性而言，我們應思考的重點是如何將資

源再利用，並教育人們對事物的珍惜。將一張舊的椅子噴

塗上一層感溫漆，因體溫而變色，讓舊椅子不失其原本的

本質且又具有新的生命與人產生新的互動模式。而於機能

性而言不但維持椅子原本的功能，因為感溫塗料的應用，

使得椅子在顏色上更多變化，甚至將以皺褶不堪的蜂巢紙

上色後竟變成了漂亮蕾絲花邊，增加生活樂趣其藝術性的

成分也跟著提升。也因為感溫塗料的嘗試，開創出另一種

產品的原創性並增加不同產業的結合可行性，促使產品之

生命周期再延續並使其附加價值再被提升。

Re form 原有材質的使用方式並運用其優點，重新塑造新
觀點和新新市場的開發機會

回／Return
功能：骨灰罈／材質：手工再生紙＋PLA／尺寸：約450 

×450×500mm

種植植物可以減緩暖化，促進生態平衡，而籽紙是

以再生紙所製成，並在製紙的過程中加入種籽，使種子與

紙漿充分融合而製成的，是一張利用「再生」與「種子新

生」的概念所產生的環保紙。籽紙可被用於書寫，以增加

人與人之間感情的交流，也可以直接栽種，運用於園藝，

甚至這張紙變成廢紙被丟棄時，其中的種籽還是可以發芽

長大。「取之於自然，回歸於自然」。在產品「出生」之

前，就先試著全盤考量它「壽終正寢」之後，整個產品的

生命周期如何降低對自然環境的衝擊，也是「綠色設計」

所秉持的精神和對文化環境的責任。

“回／Return”是一個放置骨灰的蜂巢軟容器，軟容

器的材質除了以PLA玉米澱粉製成可自然分解的塑化材料

外，其外層蜂巢結構紙是以包覆著種子的再生紙所作而

成，其成分皆為可自然分解的材料。當其埋入土中逐漸分

解後，紙張內的種子透過骨灰而吸取營養，於是種子發芽

茁壯，將對自然的共生謝意回饋在土壤中，以留給後人更

美好的環境。以此生生不息的共居概念，不但化解人對死

亡的恐懼，更昇華死亡為實質永續的精神。

註釋：

1  William McDonough , Michael Braungart著 。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
心－中美可持續發展中心譯（2008）。《從搖籃到搖籃》。台北：野人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p127

2 官政能（1998.09.20）。《產品物徑－設計創意之生成，發展與應用》。
台北：藝術家出版。p10

新觀點的切入來精練 Re fine 的精神
籽紙／Seeds paper

功能：書寫信紙，卡片／材質：廢棄紙品＋植物纖維／尺
寸：260×180mm

以上的結論是從吾人過去的工作經驗中得到的體

悟。2002年開始，諾基亞開始將設計思維觸角伸向亞

洲，也開始其設計上的合作關係。2003年開始，合作的

關係已從之前的設計代工，變成一起参與設計前端概念開

發的部分，而能直接接觸其芬蘭設計總部，及分散於世界

各地的專家們一起預測未來通訊溝通趨勢。諾基亞將科學

專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時尚專家和設計

師......派駐到世界各地，去了解消費者如何溝通訊息、分

享資訊、自我娛樂，並試圖找出他們的不便、不足和使用

變化。後來藉由此發現，消費者不只希望藉由手機打電

話，更想藉由手機來彰顯身分、表達創意、發現新事物、

分享自我......。但當時的科技未能結合多項功能於一機，

於是諾基亞便將他們已有的技術加以整合並創新，成為一

個溝通平台，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在此經驗中，得知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較為井然有

序，所以在歐美的設計習慣中，習慣打破一些傳統、喜歡

去解構，在理性中找出脫序的方法。東方則是喜歡再混亂

中找出秩序，尋求在紛亂現實中建構一種秩序的渴望。所

以設計師的design concept要能跟大眾的living concept 對

話，產生共鳴。設計師就是要先去了解社會、文化，作品

才能呼應到社會需要，進而影響、滲透進大家的生活。

而在現今這個科技社會、感性消費的時代中，產品

所需具備的不只是造形的完美要求，其更重要是應具備符

合文化背景、時代意義、當代美學、新技術、新科技的應

用等等……。而設計更能透過設計者將使用者潛藏於記

憶、回憶中的意象以適當的方式與形態再呈現，讓使用者

在「閱讀」產品時能連結到文化、歷史、情感溫度之中，

成為與人或自然溝通的管道，並借此完成情境體驗與學習

的架構，讓使用者不應只是對產品的功能滿意與否產生喜

惡，同時更重要的是對產品產生更深的情感感受度，讓生

活因為設計中的藝術而昇華，而美學設計教育得以由日常

生活中的器皿開始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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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高美館典藏美術品之研究與教育推廣效益，邀請高雄詩人李進文、胡長松，以高美館典藏品為素材進行新詩創

作，期盼在美術與文學的心靈對話下，激盪出多元、跨領域之藝術成果。

其實我隱藏一些哀愁在慈悲裡

儘管虔誠是一種淨化一種無量

……當

一顆炸彈從天而降

我仰望

戰亂頻仍的年代

營養不良的砲彈哪來這麼大的怒氣

神與人不是應該形成

一個東亞共榮圈？

恨從未解答過愛的難題

那時我剛出山，神色恍然

那時，龍山寺眾神見我進來

佛不像佛

在充滿誤解的寺門外，我一度徘徊

我來此，想與眾生對話

或許更需要尋求解脫的是我

進入龍山寺修煉方才開始

卻有預感──有一顆炸彈

以懺悔投奔我

我是不是該以大悲心迎向前去？

誠懇，天真，熱血的祈禱一聲聲

我不該草草回應

受過戰爭傷害的心與肉身毫不畏縮

他們合掌向我

是我tshuā*你來的 嘛是

你tshuā我來的

佇你的刻刀裡

聽袂著王的喝聲

假若真直的彼條路

盡尾卻是

吐大氣的風佮四界哀呻的雜樹林

是有人用拍毋見的筆所畫出來的一座

迷宮

　

是我自願共眾生的苦結佇目頭

共世間的愛佮恨

收合佇我老去的手婆佮

袈裟

我行過日光的熱

日光的熱就含入

我的喙唇

我送予這个世間完全的

冷靜

　

有一蕊雲

佇我的內面

你用手共刻出來

無歡喜嘛無悲傷的彼蕊雲

人敢看會著伊

　

有一个人

佇我的內面

眾生講是我

我講彼，敢是

人的數想

*tshuā，帶領也。

釋迦有話說     
詩／李進文（詩人）

有一條路   
——看黃土水〈釋迦出山〉

詩／胡長松（台語詩人、小說家）

（聆聽此首詩之作者朗誦，請進高美館網站藝術認證專區）

黃土水 〈釋迦出山〉 玻璃纖維　555×250cm　1930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我有夠困惑

最深的傷害何以點亮最純樸的眼神？

我有時堅持，經常心軟，只因為

焚香流淚的眾生

回憶當初

哪一雙手捺塑我的眉心？

叫憂鬱皺了一下就成型

我微微前傾，面對世間的身與意

梵唄繞著龍山寺

鐘很久以前就響過，響累了龍山寺

亂世中挺直的名字

你叫我佛，我能捨棄佛號嗎？

眾生的身上有軍靴的印痕，同樣

也在我身上

預感，我預感有一顆炸彈投奔我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魯莽

然而，我會喜歡身為佛可以痛快爆炸

炸飛魂魄

一剎那

我終於可以無有罣礙地起飛俯瞰島嶼

完整的地圖

陽光是苦苦的殖民時代

故鄉畢竟最甜

 

 美術詩筆記：

〈釋迦出山〉這尊佛像觸動我心！黃土水將空靈抽象的佛陀造形與人世間的形象結合，讓人覺得佛的肉身，即是我的肉身。

黃土水認為佛是由「人」修行得道，而不是無中生有，故應具有人間形象，但此一「人相」不是任意臨摹取材的，而是依經典的記載加以塑造。他調合自
然與超自然，以佛陀的肉身來表現非肉身的意念，製作期長達三年，可見其難度之高。這尊釋迦佛的形象均合乎人體肌肉骨骼的結構，癯瘦的外表，節制
而不夸飾，袈裟披布內隱約顯出人體的體態，人與架裟間呈現自然服貼，合諧平衡的感覺。

細觀釋迦佛的法相：額頭的白毫，流露莊嚴。長垂耳珠，象徵福慧。閉目合掌，既是悲憫情懷，亦表示敬重眾生的謙遜。眼尾淡紋，慈悲安祥。清癯骨
相，乃苦行參道所致。單薄袈裟，以示樸實無華。沉思面相，則是自在覺悟的表徵。（註）

〈釋迦出山〉一作同時也傳達出作者的一種追尋人生真諦的態度，以及朝向無上覺悟的創作心境。黃土水於1924年受艋舺龍山寺之託，於1926年完成此件作
品，但原櫻木雕刻的作品在二戰時期毀於美軍的轟炸，所幸有石膏原模保留下來，有研究者表示此件作品是黃土水臨摹南宋梁楷的〈釋迦出山圖〉而成。

梁楷在釋迦的衣紋採用中鋒，下筆氣勢如折斷的蘆葦，稱為「折蘆描」，他的作品以減筆和潑墨著名，「禪意」更是他作品中特殊的風格，梁楷這幅作品
後來流落至日本，在諸多畫冊上多有收錄，黃土水旅居日本時據料應該有看過。

而我創作此詩時，除了閱讀黃土水資料，我亦深深為釋迦佛像所感動。因為原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炸毀，我遂以此為核心，將戰亂的殘忍與佛陀的慈
悲為懷相互指涉，並試圖表現出佛陀的人間性格。                                                                                                                                                                                                     （文／李進文）

註：張艾茹等編（1995）。《黃土水百年誕辰紀念特展》，頁200。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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