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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布上簡潔的黑白線條，一個身著原住民傳統服飾的黑影正大口
吃著麥當勞薯條，如此強烈的視覺意象，來自排灣族新生代藝術
家馬郁芳《摩登原始人》系列作品，她還未累積長串展覽與得獎
紀錄來襯托個人簡歷，但這一鳴驚人的作品，讓她初試聲啼即獲
得廣大迴響（註：2009 年）。

馬郁芳是年輕的藝術家，在沒有太多資料可參考的情況下，依約

來到採訪的地點，竟是在原住民藝術領域已耕耘二十多年的資深

藝術家峨格（Oko Matilin）的工作室，裡面擺著未完成的陶壺粗

胚與馬郁芳的《摩登原始人》系列作品，這時才知道她是峨格的

大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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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小就在幫爸爸製作陶壺，現在回到家除了做自己的創作外，就

是在幫工作室做東西。」馬郁芳表示，由於父親的影響，也是有意栽

培，所以她念了美術系，弟弟攻讀室內設計，妹妹則負責工作室的行

政，現在他們一起與父親為家業打拼。

馬郁芳於 1983年出生在三地門，排灣族名字是 Aruwai Matilin，2008

年自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雕塑組畢業後，即返鄉至今，家學薰陶加上

科班出身的背景，使她受到不少期待的眼神，冀望她能為原住民藝文

表現帶來不一樣的火花。

想撕下原住民藝術家標籤

「其實我大學念得有點糟，甚至不知道自己那時究竟在憂鬱什麼勁！」

馬郁芳表示，她本來考上北藝就是為了念雕塑組，主要做的就是泥塑，

但畢業製作時，卻一心想創作複合媒材作品，而諷刺的是，現在闖出

些成績的作品，竟是繪畫。

「畢製時我很想飛走，當下就覺得想做那樣的作品。」她形容當時那

件作品主要是影像創作，但被指導教授批評跟雕塑無關，於是她又補

上幾支電風扇，變成時下流行的影像裝置，第二次審查才勉強過關。

馬郁芳苦笑說，教授對她應該很失望，因為教授看了作品後表示，在

她入學面試時，很期待她的原住民背景，未來四年可做出什麼，沒想

到竟然是這樣。馬郁芳說，其實只要老老實實把平常做的雕塑品完成

就好了，偏偏那時就是想發神經，做自我對抗，搞得身心俱疲。馬郁

芳談到求學時的迷惘，主要在於自己是學校裡的少數族群，顯得有些

特別，因為不喜歡被貼上原住民藝術家的標籤，所以當時在學校時也

刻意不做與原住民元素有關的題材，她抗議為何不能「做自己」，身

為原住民的創作者，為何一定要做跟原住民歷史文化有關的題材，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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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沉重的文化使命。

「為什麼漢人的當代藝術家，可以畫自己內心的心境，描寫自己的日

常生活，而我就只能表現原住民百年來的歷史？」馬郁芳當時對於這

種「原住民藝術家」就只能創作「原住民題材」的標籤非常反彈，加

上對於臺北生活圈的不適應、新的東西一直加進來，生活得很混亂，

也越來越不知道自己在幹麻，最後以狼狽的姿態離開學校，畢業典禮

當晚就倉皇的回到家鄉。馬郁芳表示，其實當時並沒有預設自己會回

家多久，只是母親罹患腦瘤，身體每況愈下，父親希望她能趕快回家，

也給了自己一個返鄉的藉口，離開了臺北的不順遂，重新調整自己的

腳步。

馬郁芳在畢業後有將近三年不做任何創作，剛回鄉時她接了些平面

設計的案子，再來就是經營父親的工作室與照顧母親，峨格也因為

照顧太太而心力交瘁，工作室陷入了低潮。馬郁芳一直到兩年前母親

過逝，才重拾畫筆，工作室也在一家人的努力下，重新回到軌道。

遊戲的態度，犀利的角度

在沉潛許久復出創作，馬郁芳就以《摩登原始人》打響第一砲，她以

黑色描繪的原住民配上彩色表現的消費圖像，鮮明的對比立刻吸引藝

壇的目光，她謙稱這是太久沒畫畫，因此不太敢用色，所以才選用黑

白的圖像表現，她的大學同學看了作品後，則是驚訝她的畫風怎麼轉

變得如此的乾淨、冷調。對此反差，馬郁芳表示，其實自己是個沒有

耐心的人，喜歡大筆揮灑、豪邁粗獷的畫風，因此要這樣細線勾勒原

住民服飾上的花紋，跟自己內在的個性不合，又是件「跟自己過不

去」的創作。

她表示，會有「摩登原始人」的構想，是因為那段時間一直在參加部

落的婚禮，她看到妹妹穿著傳統服飾喝著可口可樂、吃麥當勞的畫面，

突然心裡有種抽離自己來看這一切的感覺，所以便請妹妹當模特兒，

創作了一系列的摩登原始人系列。這系列作品的畫面大量採用二元對

比表現反差，如在描繪原住民的部份，是黑白、扁平的傳統服飾圖騰，

失去個人特徵的人影，而畫面中出現的商品商標卻是色彩鮮明、寫實

立體。

如此強烈的對照，實際是傳達了馬郁芳自就讀美術系以來的反思：活

在當代社會中的原住民身份，是否依靠著身上的傳統服飾來指認？被

看作原住民的人，實際上已失去了個人特質，只剩下身著傳統服飾的

「原住民標誌」。這件從文化自省角度出發的作品，簡潔強烈的符號

︽
摩
登
原
始
人
︾
系
列
作
品─

─

︿
我
們
一
起
去
吃
麥
當
勞!

﹀ 

壓
力
克
彩
、
畫
布 

91x72.5cm
 

2011 

高
雄
市
立
美
術
館
典
藏



238島嶼跫音──臺灣南島當代藝術側記

指涉，使得作品呈現一種嚴肅感與批判性，但馬郁芳表示，因為那個

畫面太強烈，她只是將現象畫下來。

在《摩登原始人─先決條件的變身》系列畫上，她不再只是描寫

現象，而是更進一步畫出浮誇的幻想場景。畫面描繪的是排灣族

傳統的聘禮儀式，馬郁芳將下聘隊伍所扛的聘禮畫成了飛機、汽

車、電腦、信用卡，取代了傳統聘禮應該有的排灣三寶──琉璃

珠、陶壺、刀，以及檳榔、香蕉、酒、大鍋子、山豬等，使得畫面

更具衝突感。她表示，那時看了聘禮隊伍，心中直覺冒出一個想

法：新娘真的會想要這些東西嗎？於是她便從「假如我是新娘，

我會希望聘禮是什麼」的角度發想，畫下了自己想要的東西，或

是覺得有趣的聘禮。沒想到此舉在作品審查時，受到族裡長輩批

評，並反問她究竟瞭不瞭解聘禮的意義，讓她覺得大受委屈。

「就是因為我知道禮聘的意義，所以我才這麼畫，就是希望可以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自己的文化。」馬郁芳表示，自己從不是

走嚴肅路線的人，但反省的方式也可以帶有出人意表的態度。

馬郁芳在歷經自我迷惘、矛盾後，已豁然開朗，她仍是個感性先行的

創作者，一個強烈的視覺意象比預設的理念更重要，因此她總是選擇

了挑戰、去實踐她當下的感覺，即使這與原本的個性、熟悉的技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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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仍促使她去完成作品；雖然她的創作帶有年輕藝術家具有的明

快特質，但切入議題的角度卻很犀利，使得作品也引起文化討論。

過去的她很抗拒在創作中承載原住民的歷史文化，如今她一方面幫忙

父親的工作室製作工藝品，有空就做自己的創作。對她而言，原住民

藝術家標籤已不再對她造成困擾，她並未回答究竟自己的作品是否必

須與原住民文化有關，僅以輕鬆的口吻表示，回家後，這些問題早就

迎刃而解，一切又變得理所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