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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枋寮 F3 藝文特區的駐村藝術家嘎木里．伯冷是藝術村內唯一的
原住民藝術家，來自南排灣老古華（Koiba）部落的他，對於排灣
族傳統雕刻有著深深的愛戀與傳承的使命感。
擔憂時代環境的變異侵襲，讓排灣族藝術逐漸消退於無形。這份
執著讓他在當前南島當代藝術創作的風潮下顯得獨特，這份執著
更是他面對困頓的生存環境最大的支撐力量……

三十歲前的伯冷，為討生活經歷過幾次攸關生死的大風大浪。由

於家境貧困，國小畢業後無法繼續升學，便跟著部落的親戚去討

海，過程中碰過幾次與海盜廝殺，甚至被抓去關，差點喪命的情

況，面對這樣的情境使他不得不轉換工作環境，到餐廳去工作，

這期間也因餐廳老闆倒閉，又讓他回去當漁夫，幾經往返波折下，

最後才在廚師的工作上穩定下來，這廚師工作一做就是十年。

安
貧
樂
道
的
雕
鑿
生
命

K
am

uli Pelen



153第二個四年 152

這般的歷練帶出他朝向木雕藝術創作的契機，在當廚師的日子裡就如

同是進入雕塑工作前的儲備養成一般，訓練自己的手藝與心。伯冷就

在餐盤的點綴裝飾上找到了表現的樂趣，在冰雕與果雕中發掘出自己

的天賦，而由於冰與水果無法留存，伯冷進而將他的表現付諸在木材

上，就此開啟了他的木雕創作。

雕刻工人

毫無師承，自學雕刻的伯冷，就在早上烹調、晚上雕鑿的生活中一步

步的踏進木雕藝術的世界。早期伯冷的木雕作品，當是以排灣族傳統

的符號圖騰作為主要表現內容，畢竟這是最貼近他原生生命的形式語

言；陶壺、人頭與百步蛇圖紋等都是其早期的面具臉譜雕刻中重複出

現的圖案，直覺直觀的把自己身為百步蛇後裔的驕傲展現在自己的雕

塑作品裡，猶如一股強烈的身分認同與宣揚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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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從自我認識自己的根源探究起，是大部分創作者的首要課題，而

對伯冷來說這不僅僅是個人的自我探尋，更承載著排灣族傳統如何傳

承保存的大課題，他從一件件的雕鑿實踐過程逐漸體會身為排灣族藝

術家所背負的責任，更成為他長久以來所持續不斷的創作主軸。1997

年伯冷以〈生命之髮夾〉一作獲得全國木雕獎第一名，讓自學的他信

心大增也漸漸展露頭角，因而有人建議他乾脆辭去餐廳的工作好好從

事木雕創作。事實上這真是一個要命的建議，畢竟在我們的藝術環境

中要當個全職的藝術工作者是有相當的困難性，更何況以伯冷要養全

家四口的家庭經濟條件，不過伯冷最後還是敵不過藝術家追求理想的

性格，毅然決然放棄餐廳的工作，勇敢的走進藝術創作的不歸路。

一開始的確是非常辛苦，無人帶領也不曉得如何發展，就在跌跌撞

撞中自我摸索，他開玩笑的說：「剛開始真的很苦喔⋯⋯是會死人

的吶！」所幸，有朋友找他去幫學校與民宅製作一些木雕圖飾，也慢

慢的賣出一些作品，讓生活不至於陷入困境，而生性質樸生活簡單的

他，面對經濟困頓的苦楚並沒帶給他多大的困擾，能過得去就好的生

活態度，安貧樂道的享受他的雕鑿生命。

   

VuVu 的話

原本伯冷的工作室是在山上的老古華部落，隨著枋寮 F3藝文特區的

設立成形，從 2000年起他將工作室遷移至藝術村內成為駐村藝術家，

透過藝術村的設置機制與展覽的規劃安排，伯冷不再隱匿山中，從此

開啟了與外界接觸的大門，也開始參與展覽活動，讓自己曝光的機會

增多，也讓外界開始認識有這麼一位排灣族藝術家的存在。有了良善

的工作環境條件供給，讓伯冷得以穩定的創作生活，在他的工作室觀

察他最近的新作來跟過去的作品做一比對，無論是創作面向的拓展還

是作品的質與量，都有極大的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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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伯冷整體的作品，給人一種淳樸粗曠的造形感受，再仔細觀察，

不難看出粗曠中的細膩度，雕鑿的筆觸層次分明，對於細節的處理毫

不含糊帶過，線條簡潔，力道十足，展現木雕的材質特性氣味；而在

表現形式上也從早期面具臉譜的半浮雕或是單一局部性的立體量體

表現，跳脫發展出結合實用功能或群體空間營造的場景展現。伯冷作

品的題材，除了排灣三寶為其作品的重要象徵而一直存在外，主題內

容也圍繞在原住民的風俗、家庭生活情境與農耕採作上，另外也在獵

人、勇士抗日的歷史事件有所著墨。

這些題材的表現表面上像是對傳統的緬懷與記憶的收藏，實際上卻是

伯冷自己生命經驗與生活處境的全然投射釋放。他所刻畫的人物可說

是他的作品中最精采最具生命力的地方，大部分人物臉部的表情是由

眼神帶出，有時又稍作扭曲變形以深化表情的動態，下垂的眼睛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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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上觀看呈現出一股憂愁哀怨感，卻又略帶一絲絲希望的可能，彷彿

是他自己心境的寫照；再者注重手跟腳運動力道的描繪，刻意的在手

或腳的局部做放大或變形，用以強調人物的動作姿態，強烈的明暗對

比將粗曠的原民性格烘托出。而有些人物作品是著上許多色彩的，這

部份不免讓人好奇為何要在木刻上上彩，伯冷表示是有嘗試意味在，

再者感覺會比較現代感一些，就像他為春日國小圖書室所製作的公共

藝術一般，是屬於特殊狀況下才在木刻上彩，以豐富小學生的學習環

境，附帶一提的是，在古華國小的這些作品幾乎都是表現排灣族祖先

事蹟內容的題材，如日治時期的古華抗日勇士像與排灣三寶圖騰等，

深具教育意義且能讓在此的小學生了解自己與不忘根本。另外，山

豬、羊、鹿與百步蛇等動物也在伯冷的作品中時常見到，動物的表現

就顯得可愛近人多了，讓人感覺隱喻性極高，隱約描述著原住民與動

物間的友好關係。

在實用功能的作品中，有早期為了與建築結合所做的樑柱雕刻，有些

是為容易討生活而特別設計製作的器物小飾品，裝飾意味濃厚，形式

上近趨傳統趣味也頗受喜好此味的大眾歡迎，其他如屏風、弔燈、成

套的圓盤桌面與椅子亦是表現得精采萬分。

正在走的當下

現在 (註：2009年 )，伯冷正在創作一件大型的作品，用一大樹幹將

內部掏空所雕鑿出的「祖靈屋」，這「祖靈屋」事實上是當儲物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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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當成祭壇，其外部浮雕滿佈著排灣族所有的造型語彙，上頭由一

條壯碩的百步蛇守護著進出「祖靈屋」的門，在內部則規劃著許多儲

物的層架。這件新作將排灣傳統木雕的美與生活實用功能作一完善的

融合，也統整構築出伯冷近二十年豐富多元的排灣木雕藝術世界。

談及當前南島當代藝術的創作風潮，伯冷是用怎樣的態度來與之對

應，畢竟在伯冷的作品中，從外觀上似乎嗅不著當代的氣息，而要說

他的作品不具備著當代性格也可能過分武斷，也由於一直沒有機會與

資訊能夠與這一風潮交流，他無法說出什麼感受，不過他也希望有一

天能夠與之對話。實際上伯冷也很認真在創作上做新的嘗試與探求，

他說希望這份堅持可探尋出南島藝術文化在新時代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