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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洋洋灑灑好幾頁的經歷，甫投入創作生涯四年餘的達給，
（註：2007 年時）僅在幾次聯展中亮過相，連個展都還沒辦過，
卻已叫三地門鄉的藝術前輩們大為驚豔。

學徒出身，刻苦歷練

達給的原名叫「尼誕‧達給伐歷」，1978年出生於三地門大社村，

早熟的他有著一副跟年齡不太相稱的臉龐，或許是因為父母在他

幼時就雙雙過逝有關，使得達給很早就學會獨立生活，當同樣年

紀的青少年在為升學奮鬥時，他已經隨著撒古流的工作團隊南征

北討了。

其實達給一開始的興趣是想當黑手，還是修砂石車的那種，不過

藝術家表哥——希細勒卻不斷慫恿著說要帶他去「玩」，於是達

給便在國中畢業後，便被半哄半脅迫的拉進了撒古流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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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大部份行業的新進學徒一樣，資歷最淺的就負責打雜，達給說，

很辛苦、常被罵，加上錢少事多，且往往要到外地作事。當初跟他同

期進去的學徒有四個，最後只剩他一個沒打退堂鼓，就可知這份差事

的苦處，不過他反而逐漸培養出對藝術創作的興趣，同時也意識到自

己往後必須靠這些技能謀取生計，於是在 16歲時，他聽說花蓮那裡

有人「刻木頭很厲害」，不僅會雕塑，還能製作造型特殊的傢俱，便

興沖沖的跑去花蓮拜師，到了另一位大師季‧拉黑子（拉黑子‧達

立夫）的門下，他見面開口第一句話就是跟拉黑子說：「不用給我錢，

讓我學到東西就好！」因此，直到他入伍前，達給已從兩位師父身上

學了鐵工、水電、建築、裝潢、造景等實用的技術，也學會了木雕與

鐵雕。

遊於寫實與抽象間

2001年退伍後，達給回到故鄉，從幫人作裝潢、造景開始經營起自己

的事業，不過那時的他連設備都沒有，一切幾乎都是從零開始，所以

每次接到案子後就必須到處借工具，累積了些資本後就去買工具，然

後投入更為細緻的創作。達給於 2002年開始參加工藝展、雕刻展、現

場創作等聯展，並在 2004年獲得了全國原住民木雕獎的優選，不過相

較於木雕，達給更喜歡使用金屬媒材，一方面是不想讓人以為原住民

只會作木雕，另一個較為現實的原因是，鐵材的成本較低，可塑性又

高，即使作錯了亦可重新修正，也讓達給有更多實驗與表現的空間。

2005年在臺南新光三越裡的《原藝重現─當代原住民藝術創作展》

上，達給一口氣展出了五件作品，分別是〈記憶的開始〉、〈在那裡，

路〉、〈下雨天〉、〈我有話要說〉、〈父親的背影〉，這幾件作品

的靈感來自於他對返鄉經驗的追憶，抒情的意味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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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憶的開始〉這件具有超現實意象的作品上，可以看到一雙非常

寫實逼真的腳掌，向上則延伸為極簡形式的有機曲線，最後在頂端彎

折為象徵部落文化的羽毛頭飾，從寫實到抽象形態間的轉化一氣呵

成，整體造形流暢而富有韻律感。

〈在那裡，路〉的作品名稱則是來自於排灣族的語法，即是指「路在

那裡」之意，這是達給有感於自己在年少時就離開部落到外地闖蕩，

回鄉時已是物事俱非、認不得路的窘況，因此他以一個提燈找路的

人，借喻當時的心境，作品的形象生動，並帶有古拙的韻味，增添了

懷舊的情愫。

達給在回鄉的路上，正逢下雨，〈下雨天〉即來自他當時向路邊老者

問路所衍生出的意象，製作上則主要是以廢棄零件焊接而成，別具巧

趣。

在與部落老者的問答間，使達給關注到母語與其承載的文化正隨著老

一輩的逝去而凋零，因為現在年輕的原住民已不太會使用母語，是故

達給在〈我有話要說〉裡，以簡明的形式、大開大闊的雕工，刻劃一

張著嘴巴的臉孔，置於豎立的木板上，表達他為傳統文化發聲的立

意。

〈父親的背影〉則是達給對童年經驗的回憶，他想到跟父親一起狩獵

時，從後面看到父親手上拿著長矛的樣子，在作品的處理上，可看到

由鐵片焊成的不規則方形立柱，意喻著父親那堅實的身影，上有一隻

持有長矛的手臂，彷彿在模糊的記憶中浮現出鮮明的印象。從這幾件

作品中可以發現，達給善於混合寫實與抽象的元素，較少使用原住民

的傳統紋飾，並特別偏好人物形體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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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部份的原住民藝術家一樣，製作工藝品，是達給維持平時生計的

方式之一，其中又以結合鐵雕技巧的咖啡杯架最具特色，不僅兼顧實

用性，亦能充份發揮造型上的創意，如〈扁擔〉這件作品，可看到一

個鐵雕人偶提著水壺、挑著放置杯盤的扁擔，貼切的從功能上表現出

杯架的擬人化趣味；〈搖頭擺尾〉這件咖啡杯架，則是利用廢棄的機

械零件改製而成，造形粗獷但彎曲的弧線卻自然不失優雅。

除了杯架，達給也設計燈具、火爐、煙灰缸、名片夾等生活用品，其

實望著這些「小東西」，達給多少帶點無奈的說：「每天早上看到同

樣又是這些東西，我都快瘋了！」畢竟工藝品免不了枯燥、重覆性高

的手工程序，因此，達給最期待的還是接到公共藝術的案子，不僅

收入多、挑戰性高，看著吊車置放自己的大型作品也讓他特別有成就

感，因此達給積極的送件去參加評選。2005年獲得了高雄市原住民

主題公園的競圖比賽第一名，無奈在行政單位上的作業問題，使得他

遲遲無法動工，而今年（註：2007年）再次舉辦競圖比賽，他與雷

恩等人組隊參加，又獲得了首選，但何時動工依然沒有著落，達給苦

笑著說：「我以前都沒想過能和那些知名的前輩一起比賽，最後還脫

穎而出，這已經是種肯定了！」

追憶歷史經驗，醞釀第一次個展

細看達給的作品，雖然怎麼看都很具有原住民藝術的風味，但實際上

大多數的作品本身並沒有很明確的符號去指明說這是件「原住民藝

術」或「排灣族藝術」，他自己也不在乎作品上必須具有文化辨識的

標籤，「因為我就是原住民，怎麼做都是原住民的作品。」因此達給

的作品多是從自身經驗出發，而他的經驗又與自身的文化緊密的融合

在一起時，也就自然而然的作出「很原住民」的作品了。

達給覺得自己很慶幸，雖然很早就離開家鄉，但並沒有忘記母語，使

得他能跟族裡的老一輩人家溝通，獲得許多寶貴的文化經驗，他更打

算從追溯家族歷史開始，用藝術呈現出家族的故事。

原來，「達給伐歷」這姓氏在部族中，地位比頭目還崇高。因為，在

傳說中，是「達給伐歷」的祖先撿到了陶壺裡的嬰兒，嬰兒後來成為

了部落頭目，而他們家的地位自然也比頭目還高。雖然部落裡的傳統

階級文化早已隨著現代化的腳步流失了，但達給覺得更為重要的是這

些歷史文化若不及早去紀錄，知道的人消失後，後世就再也無從得知

自身與過去的聯繫了。

自達給在《原藝重現》（註：2005年）展出後，不少藝術家朋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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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促他趕快辦個展，達給也知道這對他而言，是創作生涯中重要的一

個里程碑，不過他亦必須在顧及生計的情況下，一面製作工藝品，一

面累積足夠份量的作品來展出。也因此，達給計劃在未來可以尋找到

更大的廠房，然後找師傅、學徒來建立起較具規模的工作室，這不僅

可以縮減製作工藝品所耗費的心力與工時，讓自己專注於純藝術的創

作，也能讓部落裡的年輕人學到一技之長，傳承文化。不過對於總是

窩在工作室裡敲敲打打的達給來說，現下最想作的，應該是可以好好

鬆一口氣，跟幾個朋友到山上打打獵吧！

達
給
作
品
︿
記
憶
的
開
始
﹀︵
尼
誕‧

達
給
伐
歷
提
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