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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部落位於花蓮秀姑巒溪的出海口北岸，相傳是數千年前阿美

族祖先登陸臺灣的地點，歷史悠久的背景，再加上一位勒加馬庫

（許金木）頭目 40多年來對於傳統文化的堅持，讓港口部落保

留了完整的豐年祭儀式與樂舞，成為在部落普遍現代化潮流中，

保留最多阿美族文化傳統的部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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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個地方，卻被部落的青年稱為「鄉下」，瀕臨廣袤無垠太平

洋的邊岸全都是礁岩，除了捕捉漁獲之外，因為基本收入沒有保障，

所以年輕人大都出外到城市工作，撒部．噶照當然也不例外，他在

18歲時便離開了「鄉下」，到城市從事木工、綁鋼筋和水泥工等建

築類的工作，然而，在當兵退伍後卻回到部落，希望給自己一年的時

間，嘗試文化傳承或是創作的可能，適逢季‧拉黑子（拉黑子‧達

立夫）當時正在為臺東史前博物館創作一件作品，過程中拉黑子帶動

部落青年溯溪或至海邊搬漂流木，並共同完成這組展現男子八大年齡

階層舞姿之作，一方面，作品的材料都是由人工去搬運、裁切，這是

由阿美族傳統蓋房子的技能而來，也是如撒部這群年輕人以往從未體

驗過的經驗和部落文化；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港口部落仍保留阿美

族傳統年齡階級的分野，它將年齡以四年劃分為一個階級，總共有八

大階級，每個階級負責不同的工作，無形中亦凝聚了部落青年的心，

並形成整合的力量。因此，對於之前多是因為慶典才回到部落、接觸

到傳統部落文化相當有限的撒部來說，這次的協助創作機會，不只是

如何將文化轉化成視覺語彙的學習過程，也因此讓這群分屬不同階層

的青年，認識自我在部落裡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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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當下就是當代

藉由拉黑子以母體文化為主題的作品，不但讓這群具有相同背景的創

作者正視自己的傳統價值的機會，他以青年之父的身分帶領年輕人，

從事藝術創作並成立個人風格的藝術工坊，更吸引許多對文化藝術有

興趣的年輕人返鄉，參與部落精神的傳承，其中更為重要的是，拉

黑子替並未擁有木雕文化背景的阿美族，或甚至受限於將木雕視為泛

原住民標誌的大眾意識，開拓出一個新的可能－－－－當代臺灣原住民

藝術新的表現方式，因而像撒部這群年輕世代的創作者，能夠不用再

花太大的氣力去思索自己創作的作品是不是原住民藝術？或是釐清他

人對於原住民藝術刻板既成的印象，而是在一開始創作時，便能擁有

注重個人差異以及文化發展的多元性空間，這樣的可能性，加上新世

代的生長背景所致，讓撒部即便是批判現代、資本生活影響部落文化

時，過去並不會成為現在的「負擔」，仍能以文學隱喻式的舒緩語氣

娓娓道出、輕裝前進，而非緊繃、激昂的悲情鳴放。

木雕是排灣、魯凱族為人熟知的特有創作類別， 1990年代時，排灣、

魯凱傳統木雕與圖紋更脫離母文化，成為原住民藝術中予人印象最深

刻的表現方式，不但非排灣、魯凱族的創作者連番採用，連此兩族的

年輕創作者也逕自沿襲傳統紋飾，因而略微忽略了對於材質、線條、

造型等可能更為細膩的思索，走向同質化、所謂原住民藝術既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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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然而在 1990年代中期，拉黑子卻以漂流木作為創作的特色，

而非原住民的先決身份，多次參與藝術展出，更從臺灣走向國際，

受到這股創作方式的影響，文化機構和外界逐漸接受新的可能性，

也鼓勵了更多原住民創作者在作品中抒發忠於自我的情感與想法。

對現代的封鎖，無法反映時代

撒部的創作，是以漂流木作為主要材料，輔之以石頭、籐等複合媒

材，將部落的神話故事、口述歷史，轉化成具有視覺美感的抽象

化作品。2006年參加文建會公共空間藝術改造駐村創作營所做的

〈PALAFANG〉，便是在部落南邊入口處旁，放置一件由兩根直立

柱子所構成類似門的意象的作品，這是以往港口部落曾經擁有的儀

式 /設置，但隨著時代變遷，或是因為西方宗教文化進入，傳統關

於巫師和鬼神的這套信仰逐漸淡薄，現在早已不見這種門的構建了。

原先設置的用意主要是經過巫師的施法後，外出工作的族人回到部

落時，只要通過這道門便能淨化掉身上的污穢之物，而作品中採用

的茅草，亦具有特殊意涵－－－－它是孤魂野鬼的食物，從外面回部落

時，在路邊撿茅草編成長方形，放在門邊的茅草上，這些孤魂野鬼

就不會進到部落裡去。雖然作品是由部落的智慧而來，但撒部認為

自己沒有刻意地想要完整再現原先的形制，因為他也做不出來，倒

不如「以現代的方式、自我的感覺去呈現對於過往的想像」。

而由於參加高雄市立美術館「南島藝術工坊藝術家駐館計畫」而創

作的〈月亮的方向〉，亦是以部落古老的傳說為本，作品描述許久

以前有一對兄妹，在茫茫大海中失去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漂

流好幾天後，哥哥突然想到，部落的耆老曾經告訴他，如果在大海

中失去方向，跟著月亮落下的方向划去，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月

亮的方向〉宛如燈塔，除了實際空間的方向指引，它也帶有引導身

處於異鄉的族人，想要尋找自己到底從哪裡來這樣文化尋根的意味。

曾經擁有離鄉到城市打拼經驗的撒部，對於生活在都市而逐漸迷失

的原住民有著很深的感觸，也因此使得他更珍惜自己的文化。此件

作品是從高雄當地取得創作材料，一方面比較難取得木頭，另一方

面也是因為他想要嘗試鐵這個材質，感受「鐵的軟度和硬度」，並

藉由鐵的質性來表現特殊的線條弧度。

另一方面，撒部的創作雖牽連著部落、承載著傳統文化，但卻不是

原住民文化的單純複製或是停止點，它亦帶有更為艱難的開始：因

為文化不是界線分明的實體，當原來的外來成為原住民生活的大部

分，而現在他們試圖回溯建立的傳統，卻成為陌生的外來時，撒部

除了要重新認識既有的藝術形式，更要面對因為傳統與外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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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與現代發生關聯而後產生的當下生活和感受。一件為了花蓮舊酒

廠所創作的作品〈轉〉，將一塊木頭做不同方向大幅度的轉折，在裂

縫處卻又蔓生出柔軟交纏的鋼筋，以及破裂的水泥，這便是撒部藉由

展場的空間意義，思索在阿美族文化中，原先對於什麼時候可以釀

酒、什麼時候可以喝酒有著清楚的規定，但在現代化的酒廠開設後，

卻快速且大舉地破壞了他們的釀酒文化，原住民不再喝自己部落的小

米酒，也因為不再釀酒而失去了釀酒的技能。

藝術文化在地實現

撒部說，一開始出自於想要創作的念頭而回到部落時，從未想到能夠

認識部落、認識自己，因為那離自己實在太過於遙遠，沒想到，回到

部落卻成為自己生命的轉捩點，不但有機會認識孕育自己的文化，經

由藝術創作的重新詮釋，更讓部落文化有一個發聲的窗口。雖然一路

走來並不是十分順遂，甚至在二年前，整整一年都沒有收入，所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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