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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出生的見維‧巴里，父親是從新竹移民到臺東鹿野鄉瑞源

村的客家第二代移民，母親則是南王的卑南族。見維是父親取的

名字，巴里則是取自母親家族名字的前兩個音，「要是按照本來

的命名法，實在太長了，只好濃縮一下！」不煙、不酒、立志終

生茹素愛地球的見維巴里，總是來去如風一般輕盈，行蹤飄忽，這

麼多年來，一會兒在嘉義幫某社區文史工作室設計手工課程，一

會兒出現在臺北十三行博物館做裝置創作，一會兒又到了高美館

戶外公園與兒童美術館做創作，偶爾又出現在蘭嶼東清村，徜徉

碧海藍天之下為部落教室畫壁畫！他的人生經歷也是極其豐富多

彩，1984年復興美工畢業後，作過櫥窗設計、兒童美術老師、社

區營造工作者、舞台設計、服裝設計⋯⋯身份多重多變，唯一不變

的是，他的修行者信念，以及對臺東這塊出生長大的鄉土的情感。

2002年，一群穿梭漫遊於東海岸的創作者朋友們，共同發想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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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美妙的計畫──帶著自己的創作工具，到都蘭北方 20公里處遺世

獨立的金樽沙灘，走進海灘上沿著絕壁而生的樹林裡，就此在無水

無電，只有山泉、大海與月光的大自然懷抱中，開始了持續一整個

春天直到那年初夏的集體生活╱創作活動，最後就地舉辦了一個沒

有任何文宣與作品永久性考量的展覽，作為這個集體生活創作的逗

點，以及對滋養他們生活創作的大自然一個美麗的回饋。這一群人

自稱為：「意識部落」，而見維也是「意識部落」的發想人之一！

他在金樽的生活創作期間展出的作品為〈野地之光〉。在那三個月

沒有電光的野地生活，照亮黑夜的是，大自然所賜予的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漂流木，以及海上格外皎潔的明月。天將黑時，「意識

部落」的「中央廚房」就會升起一個火堆，見維將營火沒燒盡的、

已然焦黑的漂流木塊撿起來，拓印下它們的樣子。這些曾經是活的

植物的木頭，在它們死去的生命上再次燃燒，綻放生命之光，照亮

了這些在大自然中尋找能量的人的心靈，更直接滋養了他們的創作。

水墨繪畫

見維的作品其實相當多元，美工科班出身的他喜歡嘗試各種不同的媒

材，不同於其他原住民藝術家們，見維的作品鮮少族群大義的沉痛呼

籲，藝術創作之於見維就像一場又一場玩美的遊戲，發現自己是這浩

瀚無窮盡之生命中活生生的一部分，發現自己既是孤獨卻又不孤獨

之感動，而唯有透過美的形式的呈現才能與他人分享這份感動，並且

回饋造化之神秘。就繪畫而言，見維喜歡以單純黑白的水墨表現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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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豐富寬闊的大千世界，例如前述製作於金樽的〈野地之光〉，以及

2005年參加在策展人潘小雪於花蓮石梯坪舉辦的「洄瀾國際藝術家

駐村創作營」期間，創作的大幅水墨作品〈月光、礁岩、浪拍岸〉。

東海岸夏季狂烈奔騰的陽光，以及陽光下五彩繽紛的萬物眾生相在這

位生命靈修者的心中，都昇華為純淨神祕的月夜下，沉默寧靜的亙古

礁岩。在創作營結束時的成果展演，見維更邀請他的舞者好友陳紹麒

一起合作，發表一個結合了水墨作品、人體彩繪、音樂、舞蹈與卑南

族創始神話的精采作品，名為《穿越記憶的詩人》。他請舞者站在他

的作品〈月光、礁岩、浪拍岸〉前，以毛筆在舞者身上延續畫中礁岩

的筆觸線條，然後舞者在石梯坪那受海與風萬年侵蝕所刻劃下的絕美

礁岩上，舞著見維告訴他的、卑南族祖先古老的石生傳說。事實上，

在見維與紹麒的詮釋下，那是人類誕生於宇宙之中，從洞穴裡的混沌

蒙昧，到站立在礁岩上，睜開眼睛、看見萬物、看見自己，對自身生

存於宇宙天地之間的感動。

2006年在月光小棧女妖藝廊的《飛月行旅圖》個展也是這個作品的

延伸發展，除了〈月光礁岩〉系列，見維特地在開展前一個月便進駐

女妖藝廊，每天隨性地在月光小棧絕美的海景微風以及千變萬化的雲

朵天空與夕顏下創作，展出作品除了水墨畫還有版畫、拓印畫。沒有

繽紛熱鬧的多彩，見維的水墨版畫創作是純淨的白與黑，是蘊含著一

切色彩的白與黑，朦朧中輕聲低吟著生命之歌；月光下，萬物在寂靜

中歡唱著，走入深邃的內在醒覺。例如作品〈千絲萬縷始於一〉是以

粗麻繩纏繞放置在絹紙上，再以噴漆噴染而成極具意境的作品。開幕

時，見維除了再度邀請舞者紹麒在其作品中舞出《飛月行旅圖》，更

安排了一場服裝秀，分享他對另一種材質創作的興趣與心得；見維親

手染、繪、縫製的美麗羽裳，由都蘭山下眾女妖們為他詮釋融合民族

元素與個人心靈體悟的創意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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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木裝置

在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拓落豪情東海岸藝文創作者群中，見維是如

此與眾不同的出塵清新，不是濃烈喧騰的情感，而是清柔淡雅的初秋

晚風。若說見維受到東海岸創作風格最直接的影響，也許是漂流木

的運用吧！ 2004年見維為東管處風景區創作的公共裝置藝術，採用

竹子交錯編織，加上漂流木細枝做裝飾，製作了一件很有趣的拱型作

品，名為〈兩個朋友在月光下聊天〉。隨著三年來風吹日晒海風侵蝕，

這件作品雖已殘缺不全，但曾經存在的美還是吸引了高美館的關注，

特地邀請見維將這件作品重新複製在高美館的南島當代藝術展中。

而 2006年為迦路蘭手創藝術市集設計的作品〈最初相遇的地方〉，

則將漂流木還原為一棵樹，樹上還參差錯落站著幾隻各自凝思的「漂

流鳥」，對比他同樣名為〈最初相遇的地方〉，然確實為這件裝置之

雛形原稿的版畫，會發現見維想複製的是一棵樹，也是一隻手，這件

經常被來往觀光客忽略以為真是一棵樹的作品，隱喻著藝術創作者透

過心眼的觀察、冥思與雙手的實踐，重新賦予漂流木生命，而這重新

賦予的過程，是為了向這承載生命的大自然獻上無盡的感謝與敬意。

對環境與自然的關注

2009年，莫拉克風災之後，深深震懾於整個東海岸如山林墳場般被

漂流木層層堆疊覆蓋的驚人景象，見維開始著手《洄‧留》系列創

作，他以雪白繃帶層層裹覆著漂流木，再以水墨描繪山林樹木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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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流傾洩翻滾之圖畫，與漂流木粗糙破碎的表面紋理相呼應。此系

列 2009年十月第一次參展發表時，見維自己也以繃帶纏裹全身，

在作品之間以肢體舞動，創作者與作品融為一體，人的身體與漂流

木的生命緊緊相繫交纏，深深震撼了在場觀者。此後《洄‧留》

系列作品仍然不斷地延伸發展，2011年 1月見維再度進駐女妖藝

廊個展，同時於距離藝廊不遠處的杉原海灘上，進行行動創作──

《沒有海，我的冰箱怎麼辦？》──纏裹著層層繃帶的漂流木，是

大自然透過天災給予人類的嚴厲警告，對映著人工水泥怪物，人類

的貪婪與對其他萬物的生存空間之侵略仍無止無息，在這東海岸最

美麗的沙灘上，見維透過身體力行的藝術創作行動，對矗立沙灘上

的觀光大飯店作最沉痛的嘲諷與抗議。而見維的環境創作行動，也

某種程度點燃了本來就鼓漲在東海岸藝術家們心中那早已熊熊的火

種──藝術家以自己最擅長的創作實踐，激切地勾引芸芸眾生的眼

睛，「看見」承載著、滋養著我們的土地與海洋，正被國家與財團

聯手私相授受，而自然環境與其上人民的生活文化正被快速地毀

滅！於是，繼 2002年金樽的「意識部落」行動之後，東海岸藝術家

們第二次海邊的集體生活創作實踐，就是 2011年夏天，杉原海灘

上，「美麗灣度假村」大飯店工程圍籬外的「圍‧離 藝術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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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連同見維在內的這群藝術家們，為自己取名為「反反反行動

聯盟」，同時風起雲湧地在這一年之內迅速累積了相當的能量與戰

果。而緊接著這一連串的藝術社會運動過程中，一向給人寧靜恬淡又

充滿溫柔大愛的見維，竟是每次支援當地部落對抗財團與地方政府

的場合上，最聲嘶力竭毫不留情的鬥士。「簡直是潑婦罵街啊！」

其他藝術家如此開玩笑，而見維淡淡地微笑說：「對付這些人，

這是一定要的！剛剛好而已」、「現在對我自己來說，最重要的創

作就是繼續『最初相遇的地方』的手與樹，以及『洄‧留』的繃

帶漂流木，這兩個系列的創作，還有好多構想可以繼續延伸⋯⋯」

而總在漂流旅行中的見維，始終不變的中繼點、休憩處是東海岸，他

在都蘭夢土上的家，就在他行蹤飄忽的來往中，一點一滴地生長起

來。目前已具備的結構中，完全體現著見維與大自然渾然的親密，隱

密在一片綠意中，傍著潺潺小溪流的，四面通透的手工小屋，一如蘊

藏無盡能量的大自然，是這個生命旅行者心靈的休憩處。總是隨順自

然的見維，以不間斷的創作實踐，以及他對大宇宙之愛的信仰，不著

痕跡地為自己和這一群藝術家朋友們的靈魂滲入一股和諧、澹然卻穩

固如宇宙磐石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