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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小時候都有夢想，長大後就會想辦法實現。」

若論起達比烏蘭‧古勒勒的得獎、展覽經歷，可能得先花去大

半的篇幅介紹，除了連得第一、二屆原住民木雕創作獎的首獎外，

亦是許多展覽競相邀請的常客，近年來在高雄鋼雕藝術節、貨櫃

藝術節、屏東半島藝術季等展出的大型作品更頗受好評，高美館

目前（註：2005年）也典藏了一件他早期的作品 1。古勒勒旺盛

的創作活力影響了許多同輩的藝術家，然而本人卻意外的年輕。

1970年，三地門鄉的一個排灣族村落，在政府的安排下正逐漸遷

移至今日的馬兒村，古勒勒即出生於當時的環境。完成國中學業

後，古勒勒選擇就讀陸軍通校，展開為期 10年半的軍旅生涯，

直到 1995年退伍回鄉後，才投入藝術創作。 

「人小時候都有夢想，長大後就會想辦法實現。」古勒勒以淡淡

的幾句話，說明了他選擇藝術的原因。事實上他小時候便喜歡在

教會裡跟著長輩幫忙作事，一面學習音樂、美術等才藝，那時他

就已認識現今在藝壇上頗具份量的藝術家撒古流。卸除軍人身份

後，古勒勒開始著手實現自己的夢想，每天就坐在家門口獨自摸

索雕刻技巧，這件事傳到了撒古流耳裡，遂找去他的住處，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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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古勒勒正在雕刻，熱心的撒古流便去把他的刀子搶了過來，自己

動手刻劃一番，然後交待他方才的重點所在，於是建立了他們的師徒

情誼。古勒勒自承他在撒古流身上學到很多，也影響他很深，雖然古

勒勒看到撒古流身上背負著很重的文化包袱，但撒古流的教學，卻從

不因自己的文化使命感而限制他的創作方向，也造就了今日古勒勒開

闊自由的作品風格。

原住民藝術不是刻板標籤

常有觀眾看到古勒勒那引用大量廢材製造的作品後問，原住民的藝術

是這樣的嗎？古勒勒對此打了一個有趣的比方：「就像人性，世界各

國那裡沒有人性？不是原住民才有人性，有很多東西是共通的！」他

不喜歡原住民的藝術變成一種刻板印象，與生活工藝、圖騰劃上等號，

彷彿原住民的創作就該是那樣，他回憶起 1998年參與在臺北市立美

術館舉辦的《臺灣與加拿大原住民當代藝術聯展》，加拿大的原住民

藝術家被規劃成「當代」的展區，而臺灣原住民藝術家們的展區則被

形塑得如「傳統工藝」。古勒勒認為，從事傳統工藝好似一般人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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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原住民藝術家的印象，但實際上臺灣的原住民族群彼此差異很大，

表現的藝術有「傳統的」也有「很當代的」，怎能通通丟進一個袋子

裡？

古勒勒本身歷來的作品即兼具了從傳統到當代的轉折與融會，除了工

藝的面向外，雕刻作品亦包含了從寫實的技法到抽象的語彙，另外還

有運用廢鐵材料的創作，而不侷限於單一方面。如在〈親子系列〉

（1998）這件木雕創作上，可以看到光線在作品的塊面上閃爍，刻劃

的斧鑿痕跡明顯，在古勒勒樸拙的刀法下，一種飽經風霜、堅毅、穩

重厚實的感覺油然而生，表現出母親與孩子親密依附的關係。〈煙斗

的故事〉（1999）則是一件集廢鐵之大成，古勒勒將這些廢棄零件巧

妙的組合成滑稽的造形，而這些物件本身的老舊、斑駁、生鏽的痕跡，

強化了歲月滄桑的感受。古勒勒使用廢棄材質創作時，往往善用這些

零件歷經磨損、又受到空氣氧化的特點，如曾經參與過總統府聯展的

〈歸〉（1997），在展完後，他便刻意丟在外頭，任其風吹日曬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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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其腐朽鏽蝕的程度，或許古勒勒覺得這樣才更適切當初以這材質

處理這件作品的用意吧！

重要的是觀念！

古勒勒覺得自己的際遇很不錯，一直有貴人的幫助與提攜。當初他嘗

試從木雕跨足到複合媒材的創作時，便開始到修車工廠尋找廢棄零

件，第一家就找上當初還未投身於藝術創作、具平埔族背景的藝術家

鄭陽晟。令古勒勒印象深刻的是，當初拿了材料要付錢時，鄭陽晟反

而說：「要給錢的話，下次就不要來拿。」於是他便多了一位好友，

並助鄭陽晟邁向藝術之路。現在古勒勒大部份的作品都堆置在鄭陽晟

那裡，放在自己工作室的作品反而很少，因為兩人住得很近，而鄭陽

晟的修車工廠更是一個有趣的創作環境，同樣的工具與零件，既可以

拿來修車，也可以拿來生產作品，既然鄭陽晟這裡的環境大、設備齊

全、材料也多，古勒勒索性也以這裡作為主要的創作地點，偶爾順便

幫他修修車。

從學習木雕到研究文化圖騰的意義，從工藝開始把技術紮穩，再到

各種造形的創作，在古勒勒這十年的創作生涯中，並不是沒有遇過

瓶頸，他認為想要進行創作，動手不是最難的，難的是把如何把觀念

透過形式表達出來，以探討更深的議題。一般人可能只需顧及三餐溫

飽，創作者還得為了理想與金錢周旋，但既然要做，就要全心投入做

到好，經濟問題反而不是古勒勒所關心的，他覺得一個藝術家處在安

逸的生活擠壓不出什麼東西，但古勒勒也自嘲：「如果我有錢，難道

不會買房子、開好車嗎？」他笑說，鄰居總以為他賺很多、很有錢的

樣子，才會每天都在做這些有的沒的，但古勒勒認為，那是因為心裡

感覺很踏實，反應在行為上就有一份從容自在。對古勒勒而言，創作

是隨時處於備戰狀態的，總是暫時滿意這件作品，然後期待下一件作

品的進行，任何生活經驗的湧入，都會立即轉化為創作的媒介，推動

他持續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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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使命太沉重

若說原住民藝術家在創作問題之外，心裡還要有份文化使命的話，對

創作者來說很沉重、也很辛苦。事實上，古勒勒在創作初期，也曾帶

著強烈的文化使命感，一心想做關於排灣族傳統文化的東西，然而一

旦將這視為創作的前提，便讓自己的創作有如機械一般，於是古勒勒

又試圖跳脫既有形式，就是不想變成只是在製造原住民藝術的樣板，

但他也隨即發現到，丟開既有的文化記憶後，在創作上每向前踏一步

都感覺到空洞。於是，在經歷了「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的心境

轉折，古勒勒又回來摸索傳統文化，從雕刻中去感受以前的前輩在沒

有現代工具的情形下，是如何從事創作的。古勒勒認知到，不僅要與

傳統對話，也要與其他文化交流，與當代對話，還應該在行為中、作

品上自然的呈現出自己的生活經驗，他同時也意識到，與他同一代的

原住民藝術家正處於一個轉化期，原住民藝術的樣貌正如同傳統文化

一般在改變，不同的是，藝術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的追憶，也是創造新

的文化活力，畢竟「傳統是被創造出來而變成傳統的」！

雖然自 1990年代以來，原住民的族群自覺成為顯題，然而古勒勒對

此現象提出批判：「談『原住民自覺』那有這麼容易！」正如很多人

以為原住民文化就是如此，卻不知道為何要如此；這不僅發生在一般

人對原住民文化的刻板印象，也是當代原住民要追溯自身文化所會產

生的情形。他觀察到，很多人所謂的自覺，其實往往是盲從，畢竟當

代生活已經與過去文化脫節太久了，若高談文化，卻不知其由，仍然

是踩在一個很虛浮的表面，也因此若要重建文化認知，古勒勒強調：

「必須要一直去逼問為何如此，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腳踏實地的從

草根作起，而不是在那裡核銷經費，不僅浪費時間、金錢，還有誤導

別人！」我們可以發現，這與古勒勒從事創作的態度一致，他從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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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作品〈第五隻公山豬〉，雕塑，樟木，50x30x85 cm，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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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藝學習，在傳統文化知識下苦功，把觀念的問題置於首位，而不

是進行形式上的模仿，以生活經驗為出發點，去逼問為何要如此表現

作品，而不拘謹於原住民的標籤上。

古勒勒最後以樂觀的態度表示：「當代人能把當代事物處理好就不錯

了，去做比較重要，未來不要多想，畢竟生命會生生不息，總有問題

留待後人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