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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聽聞「高吳惠琴」，總會讓人聯想到「高吳」是否為其複姓，

認識這位藝術家後，才瞭解她的名字與其創作間有著密不可分的

淵源，它既是一種身分認同、藝術信念，更建立起屬於臺灣原民

文化的時尚品牌。

漢人還是原住民？

身為 21世紀的「當代原住民藝術家」究竟具備什麼樣的原民特

質？從小生長在部落？創作帶有原民象徵的圖像？亦或說著一口

流利的母語？隨著臺灣多元文化混融，漢人與原住民的生活經驗

早已受到全球化衝擊趨向同一性，利用族群身分來界定創作者的

文化養成，似乎開始顯得不合時宜。這樣的思考辯證，同樣可以

用來關照臺灣當代原住民藝術家的處境，這是因為他們的生活不

再只是部落與傳統，而是一群擁有多元文化、當代思維，並且穿

梭於國際空間的藝術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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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吳惠琴原名吳惠琴，今年（即 2013年）才 35歲，長相不具有刻板

印象所謂的「原住民輪廓」，身上卻擁有屬於臺灣原住民的血統。就

讀研究所時，高吳惠琴決定恢復原住民身分，因此在原本的漢名前冠

上母親姓氏「高」，原因是她的母親本為恆春牡丹鄉高士排灣族人。

在歷經人生二十幾年的歲月後重新思考族群認同，一方面得以深刻地

檢視自己的身分，另一則是在創作中找到長久以來被忽略的歸屬感與

驅動力。身上流著原住民血液的她，其實從高中求學時期就在高雄這

個都市裡生活著，小時候隨著母親回部落的種種記憶，竟成為日後藝

術創作極為重要的突破與轉捩。

然而，是什麼機緣讓這位恆春女孩開始踏上創作之途？她回憶小時候

在學校唸書，總是以考取屏女或雄女作為生涯目標第一志願，卻在一

次偶然的教室布置競賽中，被老師與同學發掘她與生俱來的美術天

份，因此激起一股對藝術的熱忱，升上高中時特地選擇高雄知名的海

青工商廣設科就讀（當時在臺灣美工技職體系中，有著北復興、南海

青之美名），從此開啟這段精彩的創作旅程，在藝術養成上逐步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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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如果說，臺灣的原住民族對音樂、舞蹈、工藝等創作有著先天

賦予的本能，高吳惠琴似乎也繼承了排灣族人在工藝發展上精湛的藝

術成就。

「原」創美學

2006年，高吳惠琴摸索出讓她得以一展長才的創作媒材──「金

工」，接著進入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金屬產品與珠寶設

計組深造。她所研究的金工藝術包含金屬、漆器、琺瑯，還有目前持

續發展中的玻璃，作品往往帶有濃厚女性氣質和語彙，流暢的弧線造

型，搭配細膩、優雅的色彩，善用抽象幾何表現金屬材質的視覺美感，

她特別提到，恢復原住民身分後，更體認到傳統原民文化的珍貴，認

為應該在作品中將其內涵傳達出來，這才是自己從事藝術創作的意義

所在，於是高吳惠琴重回部落去尋找、認識屬於排灣族群的歷史記

憶。

在部落的日子，高吳惠琴在高士社區協會開設的工作坊教導族人金工

技藝，同時透過部落瞭解族人所留下來的智慧與文化，其中不乏與金

工藝術有著歷史淵源的生活物件，像是用來裝載煙草的「紅銅菸絲

盒」，它除了彰顯金屬工藝與排灣族文化間的連結，盒子上精緻的雕

刻與線條更引起她深厚興趣，特別是族群特有的圖像符號及傳統神話

故事，當中包含代表排灣族文化的百步蛇圖紋、人形紋，以及象徵豐

收與財富的陶壺等，都成為她作品中重要的設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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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吳惠琴也透過藝術作品來表達自身對族人的祝福與期望，在〈凝聚

祖靈〉作品中，一群簇擁相連的百步蛇不斷地向上攀爬，讓這群象徵

排灣族的守護者緊密地圍成一個向心圓，她認為身處於這個新時代，

要保留傳統原住民的核心價值只有靠族人自發的凝聚力，才能將祖先

留下的智慧繼續被傳承與保留。

談到排灣族傳統工藝還有一項代表不能被忽略，亦即蘊藏著美麗傳說

的琉璃珠。古琉璃珠的珍貴並非表現裝飾性質，而是一種彰顯地位、

特殊身分的社會性寶物，不同造型與色彩的琉璃珠流傳著豐富的神話

傳說，透過各種大小、形體、單色、多色的珠子來傳達祈福、避邪、

愛情、榮耀、英勇等意義，高吳惠琴的作品〈祖孕〉結合金屬與琉璃

珠兩種不同材質元素，使得琉璃珠在金工藝術上的表現更加亮眼。

有趣的是，高吳惠琴是臺灣少數將時尚金工與原民傳統文化相互結

合，並且跳脫過往大眾對原住民工藝的美學認知，在她尋找族群定位

的同時，逐步走出原民藝術的原創性，這些都透露出藝術家豐富多元

的創作養成與生活背景。

原民藝術再出發

當代原住民藝術家的創作可以從漂流木到數位科技，從祖靈信仰到國

際社會，新時代豐富、多元的思維帶給藝術家無限寬闊的視野，如此

一來，該如何繼續凝聚屬於原民文化的核心精神？原民藝術的再出

發，究竟還能以什麼樣的面貌呈現？

︿
戀
花
﹀　
紅
銅
／
琺
瑯
／
國
際
標
準
銀

  

琺
瑯
亦
是
高
吳
惠
琴
早
期
創
作
的
金
工
媒
材
之
一
。
美
麗
的
花
總
是
無
法
永
綻
放
，
花
曾
是
綻
放
的
如
此
美
麗
，
但
總
抵
抗
不
了
時
間
的
衝
突
，
戀
上
花
的
美
，
用
新
思
維
記
錄
下
花
的
美



258島嶼跫音──臺灣南島當代藝術側記

早在 2007年高吳惠琴即成立「琹原創藝術金工坊」，希望透過藝術

將排灣族的歷史文化發揚光大，讓許多正在流失的故事與記憶藉由創

作傳遞給更廣大的群眾，於是積極參加展出，還回到部落擔任鑫工坊

指導老師，帶領族人學習金工技藝，讓年輕人得以續留部落為文化深

根。

2012年，她接受了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創業育成中心文創推廣計畫輔

助，在高雄正式成立「高吳惠琴原創藝術設計有限公司」，試圖採用

文創強大的力量再次將原民文化之精髓推廣出去，這對藝術家來說

無疑是創作生涯的一大挑戰！自此兼具藝術家、老師，以及公司負責

人多重身分不說，她所面對的不再只是創作問題，而是如何經由商品

開發、包裝設計、行銷通路、宣傳創意等一連串關於文創產業的經營

策略與管理，創造出具有「原民」與「原創」雙重概念的文創商品，

每件作品都是經由藝術家的雙手一磚一瓦打造出來，有時後還面臨被

訂單追著跑，或是急著湊足商業週轉金的日子，高吳惠琴仔細思量一

番，笑說這好像與一般人所認識的「原住民藝術家」在做的事情不太

一樣！

高吳惠琴的工作室設立於都會大樓空間，走進後印入眼簾的是一張張

金工桌，上頭擺放了各種製作金工的材料與工具，充斥在工作室裡還

有許多箱子裝著最新開發設計的作品，準備送至各個行銷通路推廣銷

售，再加上牆面上排列了許多關於原民創作所獲贈的獎狀與感謝狀，

令人不得不佩服眼前這位年紀輕輕的藝術家，為原民文化所作的一切

貢獻，即使她的創作生涯在此時此刻變得挑戰重重，但仍然堅持身為

一位排灣族人應該有的使命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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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高吳惠琴就像一名都市原住民，在城市裡傳遞著屬於部落的原民力

量，模糊了漢人與原住民間二元對峙的文化界線，在這當中，只有憑

藉雙手敲、打、磨、拋⋯，透過勞動價值將金屬幻化為各種生活物件，

將族人智慧注入作品內在，令人聯想到排灣族工藝大師撒古流．巴瓦

瓦隆曾說過，排灣族沒有藝術或藝術家的字眼，而是稱為「手」，「作

東西的手」。然而，隨著創作者的生命經驗與部落傳統相形漸遠，當

代原住民藝術的發展，未來勢必將開啟更多轉變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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