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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藝文界來說，武玉玲是陌生的名字，因為她平常從事的是原住

民首飾、服飾設計，特別是為準新娘量身訂做禮服與飾品⋯⋯在

八八風災後，武玉玲發現到，她能做的並不只是一種服務，她還

可以透過教學、展覽，透過手藝去傳承文化，成為凝聚部落精神

的力量。

「我對自己的定位是首飾設計師，在原住民設計這一塊，我很資

深！」武玉玲的原住民名字叫 Aluaiy Pulidan，1971年生於排灣族

頭目之家，她是長孫女，Aluaiy繼承自祖母之名，小時候即被母

親授予製作傳統服飾與串珠的手藝，希望她在部落繼起傳承文化

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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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玉玲認為，自己比起其他設計師幸運，因為她從小在部落長大，非

常熟稔文化脈絡，琉璃珠工藝與原住民傳統服飾設計，是從小就伴隨

她成長的「生活技藝」，因此很輕易就能銜接到現代設計。

其實，武玉玲小時候對傳統工藝並不感興趣，對她而言，那是「應該

要做的」，不是她「想要做的」，就如同學生被逼著上學，她笑著說：

「我還記得以前媽媽常告誡我說，妳一定要會做，要做給未來的先生

穿。」有段時間，武玉玲逃離了家族對她的期待。她高中畢業後，到

台北的診所、安養院，輾轉當了四年多的護士，後來在母親的勸說下

終於回鄉工作，但仍在醫院當了兩年多的護士，直到轉換跑道，去飾

品店工作後，為了介紹店裡的首飾、手染服飾、陶藝、與藝術家的作

品，才開始對工藝設計產生興趣。

走向現代設計的學習之路

首先啟蒙她的，是耳飾設計師李雲的作品，她非常讚賞李雲的每件作

品背後都有故事，促使她在工作之餘，試著去摸索設計，三年後，她

頂下了這間店，開始在店裡賣自己設計的作品，同時也幫阿姨的店

「珠串工坊」的琉璃珠做設計，立定了她走向首飾設計這條路。

傳統的原住民首飾本來就難不倒她，但為了增進自己的設計能力，不

只是停留在傳統工藝的複製性，而是透過現代設計創作出更多新的可

能，她一直尋找學習的機會。有次武玉玲在雜誌上看到了喜歡的作

品，是當時以古董首飾打響名號的珠寶設計師黎方瑜，她便打電話去

雜誌社要到聯絡方式，希望可以跟她學習，但黎方瑜並未接受。

武玉玲不死心，就這樣鍥而不捨持續打了一年的電話，終於黎方瑜願

意與她見面聊聊，武玉玲便搭車北上，武玉玲還記得當時黎問她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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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學珠寶設計要花很多錢，妳究竟是要當代工，還是要當設

計師？」武玉玲選擇成為設計師，於是黎開始跟她暢談關於設計的看

法與理念，這一聊從早上九點到晚上十二點，最後要結束時，黎告訴

她，這就是第一課。

武玉玲不好意思的說，其實那時在回程的路上，感到有些失落，因為

她以為上臺北學設計，會有實際的操作，卻都是在談觀念，後來才知

道，設計就是從這些觀念打下基礎的。武玉玲後來跟著黎方瑜學了三

年，頭一年幾乎每週上臺北一天，由黎帶著她參觀畫廊、看展覽、

逛故宮，然後回工作室寫心得，打開了她對設計的視野與感受的敏銳

度。

 既然選擇了走出自己的設計之路，她結束了代理設計師作品的飾品

店經營，開始擔任珠串設計講師，並參加設計比賽，獲 2004年全國

原住民藝品創作優選、2005年擔任琉璃珠創作設計大賽評選委員，

2006年再獲全國原住民琉璃珠設計優選，幾次參賽與擔任評審經驗，

也堅定了她的信心。她一邊在珠串工坊幫家族設計琉璃珠飾品，也在

水門開了自己的創作工作室「Aluaiy的嫁妝」，為客戶量身訂做原住

民風格的首飾、服飾與結婚禮服，她以 Aluaiy這個來自她祖母傳承下

來的名字為工作室命名，標榜她的設計是向傳統的致敬與延續，原住

民客戶與平地人各佔一半，主要來自中上階層，以量身訂做居多。

堅守傳統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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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在原住民服飾的設計上，傳統的一定要先學會，因為原住民

的的服飾有很多規範，不能逾越，不然「原住民傳統服飾」就失去意

義了。她自嘲：「在山地門做原住民首飾與服飾設計的，就屬我最窮

了！因為我嚴守很多傳統規範，婚禮、貴族、平民身上配戴的首飾各

有不同的意義，這點我是絕不會妥協的！」

武玉玲感嘆，有些原住民已變得盲目，他們認為，有了錢，什麼都能

訂做，已不再遵守過去的規範，只要自己覺得好看，什麼都想往身上

戴，穿戴了那麼多東西，她很想問對方，究竟了不了解那背後的意

義？傳統美感消失了，這些穿著華麗飾品的現代原住民已讓人看不到

他的臉，只看到衣服，變得很盲目。

「曾經有客人請我製作新娘穿戴的頭飾，但她並不是結婚要用的，只

是因為好看，所以想要製作一頂，像客人這類的要求，我就是堅持不

做。」武玉玲表示，排灣族新娘會在婚禮戴上由新郎為她準備的花

冠，上面的花束是來自男方在部落裡親手摘下的野生花草綑綁而成，

並非到花店購買的替代品。坊間也有人用琉璃珠製作新娘花冠，賣得

很好，但她寧可不接這筆訂單，即使是用其他媒材替代也不做，就是

不願意破壞傳統的規範。

以尊貴華麗禮讚生命

 雖然武玉玲在原住民首飾與服飾設計已非常資深，但她仍不斷進修，

讓家族傳承給她的手藝，不只是傳續文化，更延展到現代設計。事實

上，武玉玲的設計對老一輩的原住民來說，已經太「現代」了，像這

件紀念她祖母的作品〈Aluaiy的嫁妝〉（2004），已完全不同於傳統

服飾的裝飾功能，而是融入了視覺意象的巧思。這件作品上的所有材

料，全取自祖母留傳給她的飾品，因此帶有古樸的韻味，她用晶土琉

璃珠、花珠、色珠以串珠繩結編織而成的流蘇，象徵來自祖母的長髮

意象，上面的白色串珠繫成百合花朵，象徵祖母的貞潔，將綠色、橘

色棉線纏繞於銅線上塑型，如花朵的枝葉，銀片如蝴蝶飛舞其間，也

如同一片頸上花園，也意謂著將尊貴與美麗賦予更豐富的生命。

武玉玲的作品具有繁複的華麗感。她表示，原住民本身的服飾就很華

麗，而家族也留傳非常多華麗的服飾與首飾給她，她也是希望透過這

種華麗感，表現出尊貴的氣氛。

在武玉玲工作室外的庭園，可以看到她種植了許多花草，庭中大部份

的盆栽，來自於野外的採集，從她對園藝的喜好，可以看到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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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離不開植物的意象，表達出她對自然的喜愛與生命的禮讚。

她形容自己的創作，很像是在運用首飾畫畫，因此作品具有強烈的視

覺意象。在頭幾年創作時，武玉玲僅是運用琉璃珠做相關飾品，後來

在黎方瑜那裡學習複合媒材創作，結合古珠、古銀或古飾品來設計；

然而，老東西不好找，因此她 2010年又跑去美和科技大學修讀珠寶

設計，學習金工，認識各式各樣的材料，並開始結合布與銅線，運用

更多織品的概念進行創作，所以她的工作室裡，除了自家燒製的琉璃

珠，也有來自各國進口的珠子、布料、線材與金屬，也因為走出這一

步，使她的作品保有道地的原住民文化，又具現代設計的美感。

以藝術療癒受災心靈

〈堆砌夢想〉是 2010年的創作，可以從這件作品看到武玉玲去美和

進修後，作品的結構、層次更為明確。這件作品創作於八八風災後，

希望部落可以重新振作，作品上的琉璃珠代表部落裡的族人，古銀珠

為部落裡的耆老，環環相扣的繩結將珠子串連在一起，意喻眾人攜手

團結，實現重建部落的夢想，武玉玲透過這件作品，表達她對部落回

到過去相親相愛時光的期盼。    

《綻放生命》系列為 2011年的創作，這件作品已脫離首飾設計的配

件功能，成為純展示的創作，再由此件作品的主視覺，衍生出其他首

飾的意象，如〈綻放系列─項鍊〉。武玉玲談到，八八風災後，她一

直期望可以為部落做些什麼，因此她轉換了創作思維，邀請族人一起

進行集體創作。《綻放生命》系列上可以看到葉子的輪廓，是部落裡

的婦女們以紅色棉線纏繞銅線而成。她指出，纏繞的手法在原住民傳

統本來就有，這種纏繞技巧的重點在於專注與執著，只要一鬆手，整

組線就鬆脫了；武玉玲選用紅色，即是代表她一直以來的執著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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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以鮮明的紅色花朵，喚起眾人的注意，透過她的設計，進而關

注到部落災後重建的問題。

武玉玲表示，在風災後，大社部落搬遷到瑪家農場，離開了山上的原

鄉，不僅需要時間調適，還有許多文化適應的問題要面對；在遷村後，

她也將工作室從水門跟著自己的家一起搬到了瑪家農場的永久屋，她

希望可以透過設計的產業鏈，將材料生產、作品設計、行銷販賣等

串連起來，創造部落就業，更重要的是她可以將母親傳授給她的手藝

傳承給更多的族人，更可以集結部落學員一起創作。武玉玲的部落計

畫，有如她手中的繩線，將族人一個個串接起來；部落的故事，也會

在她的創作中，繼續流傳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