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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來想要的，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進入茂林風景區後，即可在入口不遠處看到一座地標，上面用鋼

製成三隻栩栩如生的紫斑蝶，底下以蛇與蝴蝶的活潑造型寫著

「Da ma Svon vongo」(意謂『蝴蝶的家』)，這就是烏巴克的作品。

烏巴克說，為了使紫斑蝶身上的色澤更為飽滿，所以他採用汽車

的烤漆顏料來描繪，很貴，但值得。

烏巴克（漢名陳萬德），是一位出生於茂林的魯凱族頭目，目前

（註：此指本文完成當時的 2005年）擔任茂林社區發展協會的

理事長，自 1998年自組工作室至今，已在臺灣多處旅遊聖地留

下他的創作紀錄，如早前嘉義的主題咖啡館「伍角船板」、阿里

山的茶山民宿、臺中雲海香草餐廳等等，都是由他建造出其景觀

工程與室內設計；他常使用廢棄的材料如廢鐵、漂流木、磚窯廠

燒壞的磚頭等進行創作，使之表現於富有現代感的裝潢設計、公

共景觀、及日常生活用品等各式創作上，帶有粗獷的野趣，以及

豐富細緻的紋理，融合原住民的文化精神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

藝術語彙。烏巴克也製作了不少工藝品如髮簪、記事本、桌椅、

刀具、飾品，這些作品都標示著他以血汗刻劃的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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輾轉刻苦的創作之路

烏巴克在求學時開始了離鄉背景的流浪生涯，他先到臺東完成中學學

業，然後到了臺北念高職電工科，一路半工半讀，畢業後就在各個建

築工地流轉勞動，除了配接水電外，也擔任鐵工、木工，興建過臺電

大樓，也待過長榮貨櫃。然而很重要的一點是，在這段期間，他未曾

停止過從小就喜愛的繪畫。烏巴克從小就自學素描，他可以很精細的

描繪出物體的形象，從鳥類的羽毛到祖母手上的刺青與皺紋，他都能

專注的一筆一劃勾勒出來。在素描的鍛鍊下，培養了他敏銳的觀察力

與造形的能力，奠下創作的基礎。正因為對藝術的興趣，促使他開始

自我懷疑：「我究竟想要做什麼？」

26歲時，他來到了屏東投入園藝造景，一來基於電工的技能，他能

很快對工作上手，二來他也可以學習到景觀設計。然而，烏巴克仍感

覺到這離他所想望的還有段距離。隨著公司到處做工程時，他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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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來想要的，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進入茂林風景區後，即可在入口不遠處看到一座地標，上面用鋼製

成三隻栩栩如生的紫斑蝶，底下以蛇與蝴蝶的活潑造型寫著「Da ma 

Svon vongo」(意謂『蝴蝶的家』)，這就是烏巴克的作品。烏巴克說，

為了使紫斑蝶身上的色澤更為飽滿，所以他採用汽車的烤漆顏料來描

繪，很貴，但值得。

烏巴克（漢名陳萬德），是一位出生於茂林的魯凱族頭目，目前（註：

此指本文完成當時的 2005年）擔任茂林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自

1998年自組工作室至今，已在臺灣多處旅遊聖地留下他的創作紀錄，

如早前嘉義的主題咖啡館「伍角船板」、阿里山的茶山民宿、臺中雲

海香草餐廳等等，都是由他建造出其景觀工程與室內設計；他常使

用廢棄的材料如廢鐵、漂流木、磚窯廠燒壞的磚頭等進行創作，使之

表現於富有現代感的裝潢設計、公共景觀、及日常生活用品等各式創

作上，帶有粗獷的野趣，以及豐富細緻的紋理，融合原住民的文化精

神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語彙。烏巴克也製作了不少工藝品如髮

簪、記事本、桌椅、刀具、飾品，這些作品都標示著他以血汗刻劃的

創作歷程。

烏
巴
克
皮
雕
作
品
︿
領
袖
﹀



第一個四年 023022

輾轉刻苦的創作之路

烏巴克在求學時開始了離鄉背景的流浪生涯，他先到臺東完成中學學

業，然後到了臺北念高職電工科，一路半工半讀，畢業後就在各個建

築工地流轉勞動，除了配接水電外，也擔任鐵工、木工，興建過臺電

大樓，也待過長榮貨櫃。然而很重要的一點是，在這段期間，他未曾

停止過從小就喜愛的繪畫。烏巴克從小就自學素描，他可以很精細的

描繪出物體的形象，從鳥類的羽毛到祖母手上的刺青與皺紋，他都能

專注的一筆一劃勾勒出來。在素描的鍛鍊下，培養了他敏銳的觀察力

與造形的能力，奠下創作的基礎。正因為對藝術的興趣，促使他開始

自我懷疑：「我究竟想要做什麼？」

26歲時，他來到了屏東投入園藝造景，一來基於電工的技能，他能

很快對工作上手，二來他也可以學習到景觀設計。然而，烏巴克仍感

覺到這離他所想望的還有段距離。隨著公司到處做工程時，他看到了

不少的公共藝術與雕塑，也發現無論景觀設計得再漂亮，終究僅是藝

術品的陪襯。一件件的藝術品，不斷衝擊著他蠢蠢欲動的心。在一次

進行某座公園的景觀工程時，烏巴克看到了一座原住民立像，烏巴克

驚覺，這就是他畢生想要做的！於是他毅然決然回到茂林的魯凱族部

落，也加入了教會，在 28歲時找到了自己的信仰與文化精神，開始

全神投注於原住民藝術文化的創作中。

然而，要走自己的路、創自己的人生，並不是那麼容易。一開始，他

拿著美工刀自學雕刻，製作髮簪，以此換取微薄的收入，烏巴克說，

那真的很捨不得，因為他很用心的為每個髮簪設計不同的造型，常常

劃破手，然而一天最多只能做六個，利潤卻很低，但為了維持生計也

沒辦法，他只好以「至少這東西還有人要」來安慰自己。到了第二年，

連僅有的小貨車也賣掉了，但他仍不放棄，開始撿些木頭來學做木雕，

一樣抱持著苦幹的精神，一邊做髮簪、飾品之類的工藝品，一邊摸索

木雕技巧，但生活卻是越來越吃緊，又這樣過了一兩年，他幾乎快撐

不下去了，於是開始思索，假如真的想走雕刻這條路，是否該去找個

雕刻工作？烏巴克笑說，他差點真的到佛光山腳下雕佛像了，但終究

還是咬牙撐了下來。

在 1997年時，他又進一步去學皮雕，這段期間他也往返屏東，跟一位

將羅漢雕得神氣活現的師傅請教，於是他的雕刻技術越來越好。不過，

到 1999年，也是他最苦的時候，三餐幾乎沒有著落，他印象最深刻的

一件事是，到了結婚紀念日，卻連買個小禮物或吃好一點的錢都沒有，

只好畫了張素描送給妻子 SaVe（謝秋美）。幸虧 SaVe的支持與體諒，

她甚至也投入了琉璃珠與皮雕創作，一起為家計與原住民文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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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0年時，烏巴克終於等到展露頭角的機會，屏東縣舉辦了一個

原住民木雕獎的比賽，已走到山窮水盡的他，連運送作品過去參賽的

錢都沒有，在朋友的支助下，他不負眾望的以作品〈靜〉拿下浮雕創

作第二名。在這件作品中，烏巴克巧妙運用木頭的紋理，使之轉化為

水的波紋，形成幽遠的意境，再以簡潔有力的刀法刻出達悟族的獨木

舟，並使船身配合整體畫面的水紋方向，製造出線性透視感，再塗上

飽滿的色彩後，強烈的立體感使獨木舟看起來彷彿要「破畫而出」，

並與只略為加工處理、以原木色彩呈現的水紋背景虛實對映，將技巧

與自然的融合做了最佳的詮釋。這件作品打響了烏巴克的名氣，從此

否極泰來，不僅展覽應邀上門，工作也接踵而至，經濟才得以好轉。

在轉折中激越藝術的火花

縱觀烏巴克的藝術創作，題材多從原住民文化精神著手，內容以百步

蛇、百合花、陶甕、太陽、族群人像等具有文化象徵意義的為主要元

素，對他來說，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不是創作的包袱，而是有待開發與

轉化的材料，他必須運用向外習來的技術，融會來自於西方、甚或漢

人社會的藝術表現，經過他對固有文化的再詮釋，才能賦予文化圖騰

新的生命力。當然，新開創出來的圖騰樣式也有不被具傳統觀念的族

人接受的時候，不過這個壓力遠低於烏巴克面對生活家計的苦境，以

及試圖超越自己藝術成就所花費的心力。

烏巴克的學習溪徑是曲折的，然而在每個轉折都可以看到他對人生方

向的堅持。他使自己隨時處於學習狀態，讓過往努力的痕跡不致於白

費，例如他對於鐵、木等材質的運用與敏感度，來自從事勞動工作的

訓練，使他掌握了運用各式各樣勞動工具的技術；製作髮簪的那段

時期則激發了他的創意潛能，由於那時每天要設計五、六種不同的圖

案，幾年的磨練下來，使他現在面對設計，隨時都能跑出好幾種造型

可以靈活運用。不僅如此，烏巴克明瞭到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獨特

性，最直接的作法就是創作屬於自己的特殊工具，所以他也擁有許多

自製特有的雕刻刀，必要時，他也會拿醫生用的手術刀來雕刻。

正由於他勇於開創與腳踏實地的苦幹精神，使他現在（註：2005年）

涉足的領域從工藝飾品到公共藝術都能應付自如，且為了突破木、

石等媒材的限制，將觸角延伸到金屬工藝上，他指著一旁正在進行的

公共藝術作品說：「這是雞，」然後秀出腕上自製的手環說：「這是

蛋，目前雞正在孵蛋，然後蛋又會生出新的雞，雞還會長大，然後再

下蛋⋯⋯」對烏巴克而言，目前必須製作公共藝術及工藝品來維持生

計以及研發創作的成本支出，然後才能逐步延伸他的創作領域，為他

拓展財源，以支持他的純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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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再生的使命

對當代原住民藝術家來說，他們幾乎都負有強烈的文化使命感，不僅

涉獵當代藝術，也致力於轉化原住民象徵語彙，並對當代原住民於社

會中的處境提出批判。烏巴克曾在臺南的原住民文化會館展出一件裝

置作品，地面上滿是垃圾與殘破的獵槍，垂釣而下的狩獵繩套高懸著

一只高跟鞋，象徵著自然生態與原住民文化受到漢文明的破壞，原屬

於狩獵文化的山林變成了觀光客製造垃圾的場所，這件帶有嘲諷意味

的作品，是烏巴克對漢文化建構起來的社會最強烈的控訴。面對原住

民於社會中實屬弱勢的處境，烏巴克則以一種樂觀而詼諧的口吻說：

「體制從哪裡箍制，文化就從哪裡萌發！」

近年來在原住民意識抬頭、強調在地文化下，烏巴克與 SaVe長期投

入在原住民藝文創作的努力也受到了地方的重視與肯定，現他們在茂

林鄉推動原住民文化藝術的教育，努力將習來的技術與知識傳承給

下一代，擔負起傳承的責任。烏巴克說：「我一直以來想要的，就是

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很高興當初選擇這條路，而且堅持了下來，感謝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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