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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面貌傳神，火師巧手精塑細琢的功夫令人感受到

繽紛豔麗的感官衝擊，更能從心裡體會寓意的巧思與

趣味。脫離了匠師一昧追求的「能」、「逸」傳移摸寫

與經營位置的工匠技術，提昇到應物象形與氣韻生動

「神」、「妙」的境地。令人領略到藝術創作的精神性

不是再於技術層面，而是以成熟的技術根基用一種很

拙趣的關係去呈現生動，用很巧妙的編排去傳達難以

形容的神韻。以「拙」的力道轉化「生動」表現，用巧

練的技法表現玩味拙趣。這些作品附有民間吉祥寓意

的旨趣，並蘊含了火師貼近民間生活的寫照。作品開拓了剪黏的新視野，豎立獨特的剪黏表現風格。

1-2劉時棟－以剪紙表現民俗性的丰采精神

 劉時棟從綜合媒材裝置的表現風格，落實到選擇最「簡單」與「單純」的材料──物質性的印刷品，做為

創作的元素。將原本繁縟的裝置空間壓縮成多層意涵的平面思考，屏棄以往學院的辨證理論與思維，受到民俗

藝術剪紙的拙趣與剪黏交織層疊結構美感的感動與吸引，研究了剪紙以及跟隨老師傅學了半年剪黏技術，從中

發現其中的奧妙，並將將剪紙與剪黏的精神融合在一起，進入如同素人作畫般的勞動實踐，「黜聰明」回到剪

剪、貼貼反覆簡單的行為模式，從中去感受「離形去知」的單純美感。

在劉時棟的創作脈絡裡，可以觀察到他善用一些剩餘價值再利用的創作模式，貼近了常民利用資源價值的

思考，作品直接的反應他的生活樣貌，紀錄自己的生活方式。利用這些資本主義所消費剩餘價值的雜誌，將印刷

品中的圖像（眼睛、嘴巴或臉）符徵轉化為符指的語彙，在不確定的探尋方向的指引之下，一刀、一剪將這些五

彩繽紛的色彩、造型給以分類，並夾雜著感性、理性與隨機性的直覺思維，在物質與精神之間，進行一種相互轉

換的實驗與遊戲狀態。 

這些碎型的大拼貼作品，乍看混亂與重複，但卻又有一種牽引的能量與秩序感，有意綻放出朵朵心花。微

觀猶如桿菌般的細微組織，結構嚴密；宏觀恰似混屯初開的宇宙視野，氣象萬千，鋪成燦亮耀眼的繽紛，像似滾

動中的萬花筒。讓人不得不去思考這位「剪花王子」在勞動操作過程中，如何藉由「意」與「刀」單純的情境氛

圍與內在思維的心境結為一體，達到物我合一的零點，並將每一個圖像的結構與形體加以重新肢解，有意識／無

意識地將它重組，編織出一個無止境詩性浪漫的場域。作品當中自然流露層疊意象，而這些形體在語意上的情

緒化又能夠個別地從整體中脫離穎而出，每個圖像又有它自己存在的位置並提供了作品整個結構的統一性。同

時；又各自在表達被單獨化處理，個別地顯示出它所具有的某種意涵與特質，而又附屬於這個表達形式的整體之

中。難得見到一位年輕世代的藝術家能將參悟民俗藝術中剪紙與剪黏的精髓，並加以應用、研究，開拓另一格局

的藝術觀點與美感。

二、從民俗、宗教信仰圖像的拼裝轉譯到多元的造神運動

台灣過去三百年來，無可否認深受所謂大中華文化影響，也曾經為荷蘭、西班牙、日本等殖民文化的侵淫

更是事實，形塑多樣的文化型態的混搭綜合體是個典型的殖民（移民）流動社會。一方面台灣從各民族的殖民到

不同族群的遷徙、移民，演進呈現了各種族群各自發展並相互對照的現象。另一方面在近代西方思潮意識氾濫

之下更交疊了東、西方不同文化承襲與社會異化的結果，在不同文化的起落與撞擊更為分歧發展，或許因時代的

更佚及族群的融合，形構出一種去核心「拋離性」的思考模式與游離的社會性格，塑造出一種獨有 “拼裝” 的

社會性格，也造就了另類文化藝術的異象。

路邊貨櫃切割而成的「檳榔攤」焊接成七彩霓虹燈的裝置藝術，裡面坐著穿的媲美巴黎紅磨坊小姐的「檳

榔西施」，賣著南島文化的神聖祭品──檳榔。檳榔西施的文化或許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不可否認的這種結

合裝置藝術與行動藝術的思維，它是台灣社會人文美學的一部份，是台灣社會最底層最具生猛、活力的視覺（常

民）文化表現。

台灣雖然是個已開發的文明國家，但社會結構卻一直呈現在流動的狀態，社會階層也一再調整，加上移民

社會的普遍性促使人們到了一個新環境落腳，生活材料必須就地取材，很自然會帶著原生的文化與當地的文化

相互撞擊與融合。再者；台灣是一個「包容性」、「適應性」、「消費性」極強的族群，能快速地將歐、美流行

● 劉時棟，《蔓生》，複合媒材，1��×��0cm，�00�-�00�，作者提供。

藝術模式時，也很用心地參照台灣傳統（常民）文化的形式、內涵與精神，並且用很個人又很獨特的當代語言，

作為其作品表現的內容主軸，藉以對常民文化作一深化的探討，或藉常民文化的表現來對社會進行理解或批判，

傳述了對台灣傳統（常民）文化各種的可能性與多元性的解讀與詮釋。這種以反思、自覺的回溯，以及參照自身

文化本質的養分作為創作方式，正凝聚形成了一股“無聲的革命”，沈靜卻有力的模塑著真正的台灣常民性格為

主體的藝術風格與樣貌。

一、對傳統技法的溯源與擴張新詮釋

台灣是個民間信仰、宗教發達的國度，到處可見規模宏偉的「大廟」與「角頭廟」林立，這些規模宏大的

廟宇表示地方經濟的雄厚以及眾多虔誠信徒的心意奉獻建設，往往使用昂貴的材料並禮聘優秀的匠師相互「對

場」較勁，群策群力嘔心瀝血的精心傑作，特別重視細部及裝飾效果，展現出艷麗堆砌濃厚的多元風格，其中以

雕刻（龍柱、花窗）、牆面彩繪、屋頂上的剪黏及交趾陶最具特色。這些展現了先民篳路藍縷開拓的精神，在經

濟富裕之後將物質轉化成一種精神上信仰寄託的力量，藉著精雕細琢的表現形式表達苦盡甘來之後的成就感及

精神慰藉，更蘊含了最為底層的生命力與自身文化的精髓，往往吸引後人瞻仰學習的養分與元素，廟宇建構了台

灣常民文化最具特色的藝術場域。台灣藝術家創作的內涵，有很多源自於民間廟宇文化的傳統養分，更將這些

傳統的圖像元素與表現技法（工法）加以更深入的研究與更新，轉化成自我創新的藝術風格，表達了既當代又在

地的特殊風味。

1-1陳三火－以傳統剪黏工法新詮釋的風貌

陳三火十七歲開始跟著兄哥李世逸學剪黏，南征北討到各地的廟宇工作，奠定了扎實的剪黏根基，2003年

兄哥的往生讓陳三火（當年52歲）深覺人生的無常，為了讓傳統的剪黏藝術繼續發揚留下傳承，同時；又意識到

時代的變遷傳統的剪黏被多元生動的「楠燙模」技法取代，剪黏的傳統技法慢慢地被沒落。一次在豐原慈濟宮工

作的機緣，從廟祝手中接獲一只丟棄的花瓶，靈機一動，心想，如果能將這些瓶罐將他廢物利用，回溯到最為原

味的工法（最原始的剪黏其實是以破碗盤é片黏貼而成，後來因量的需求性及簡便性才改以彩色玻璃片代替），

這個念頭讓火師擺脫僵化的剪黏技術及創作模式，以陶磁花瓶、陶瓶é片隨意賦形的拼湊，巧妙的化腐朽為神

奇，形塑出一尊尊唯妙唯肖傳神的達摩、關公、舞獅…像。這些民間傳說故事中的主角，個個造型生動、衣飾飄

常民文化是最貼近生活底層的一種生活型態，一般指

的是實際社會中普羅大眾的文化，它相對於菁英美學和精

緻文化，是易懂、易接近的；是通俗（庸俗）的、豪邁的。

即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之中所展現出來的文化模

式及內涵，與宗教信仰、慶典活動及生產工作三者整合

為一體的生活實踐。

台灣美術發展脈動自90年代喚起一股追求台灣

主體性及本土意識的思潮，凝聚一股後解嚴台灣文化

主體性之探索熱潮，全面性的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的主要議題。此時，台灣的藝術生態發展，也受到歐、美

藝術思潮的影響，引進了西方的美學觀念與表現技法。相對

的，有些台灣當代的藝術家，當他（她）們吸收西洋當代

七彩電光琉璃花
文/黃文勇（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副教授）

●陳三火《舞獅》，陶磁剪粘，��×��×�1 cm，�00�，作者提供。

台灣常民文化圖像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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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賢，《金焦王和檳榔王》，綜合媒材，1��×�0�cm，1���，作者提供。

有事件的質變必有其運作軌跡的「因」與「果」，只因人短利的迷惑而無法認清。當物質大量被消耗的年代，貪

心、瞋恨、妒嫉、傲慢等多種劣根性的物性卻擴張而遮掩了人性中本然的光明，人在這種利益引誘之下不自覺地

陷入迷惑，在現實的利益追求下更是快速動搖良心的本性，將生命投注於追求虛幻意識的現實利益之中，矇蔽了

良心種下一些滅絕天理與幻滅心靈的孽行，在汲汲營營的短利追逐過程之中，獲得的少，失去的更多。

鄭政煌有感於此，對那些「隸屬於生命的莊嚴性卻因龐大的慾念而被層層捆綁，被貪求的禁咒所制約，動

彈不得，豐沛渾厚的生命力被世俗的禁咒所凝結，失去原先應有的原始韌性與內在張力。」的芸芸眾生，透過

宗教的儀式，創作出一系列「現世報」的警世之作《十殿閻王》，企圖從台灣這塊土地上找尋一種有別於以往的

造形符號與圖碼，哺育成自己創作的元素。《十殿閻王》以台灣「政治亂象」、「環保議題」、「情色議題」、

「女性主義」…等，存在台灣社會的現象議題，運用道教信仰「十殿閻王」的圖像元素與意涵，透過具體化的輪

迴形象，以一種警惕的儀式表現出台灣社會病態的事實──背後被操縱的無力感與怪象。隱藏在這些儀式、圖

像的背後，所彰顯的往往是被隱匿的公開秘密，透過這些莊嚴的儀式譴責，表達對因果輪迴法則與德性的表態，

一則對台灣社會生態的觀察給於沉痛的控訴讓人警戒，二則將這一些喪天害理的眾生給於懺悔超度的現世報，

期望對社會有一種正面的能量與教化。

三、對常民文化語彙的圖像轉譯與原鄉性格的認同

語言（方言）、文字的溝通最具生活化，其衍譯的意涵更具“拼裝”性格，中、西、日不同語言的拼裝性用

詞，以及福佬話、客家語、原住民母語的混搭並用，成為當下時尚的溝通流行用語。這種“拼裝”性格展現出區

域的人文色彩以及常民文化的真諦，相信必根植於存在背景的真實意義。對於“拼裝”文化的看待，相信不是對

待，而是必須要置身其中的敏銳觀察才能領略其展現的風采。如此的狀態在藝術創作中也可察覺加以深刻化。

3-1李俊賢－本土性方言語彙的圖像轉譯

「本土化」意味著對生長土地的認同，對所處的環境、歷史、人文、文化的觀察與思維。台灣自1987年國民

政府解嚴後，喚起追求台灣主體性及本土意識，是近代台灣社會運動的主要標的，凝聚一股後解嚴台灣文化主

體性之探索熱潮，全面性的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藝術的主要議題。然而；面對此一課題，或從社會

現象著眼，或由歷史記憶下手，每一個人都有各自觀察的觀點與詮釋，而李俊賢則是以「土地意象」作為詮釋的

起點。

李俊賢感受到土地的現實片段，也在台灣的歷史記憶中懼取關鍵的意象，並反思自身的生命經驗。從1991

策劃「台灣土雞競選專案」、提出高雄強烈的「黑畫」在地藝術風格及在地精神，到持續十年（1990-2000）

「台灣計劃」以地域環境中各種自然環境與人文現象作為探討標的，去關照體察現地環境的互動，2001年策展

「土地辯證」、「後解嚴時代的美術高雄」，接任高美館館長推動、「台灣美術發展脈動」、「南島語系當代

藝術發展計畫」…等，一路走來不難看出李俊賢對「土地」情感思維的脈絡，交織著對環境觀察的自身體驗、

對社會現實的突破及挑戰與及對本土文化傳承的社會使命感，是後解嚴世代在台灣美術發展脈絡當中對「本土

意識」極力的推動者與實踐

者。

李俊賢的「本土」其

實結合了多元的面向，同時

也兼容了某種“拼裝”的在

地性，塑造出自己的語彙風

格。在作品中將「文字」當

成圖像的表現手法，文字對

李俊賢來說不只是視覺性的

符號，文字「音」、「意」

的背後所隱藏指涉的意涵，

才是傳達的重點及真正的精

神所在。李俊賢貫用一些地

方俚語、俗諺和日常生活中
● 鄭政煌，左：〈四殿閻王〉、右：〈六殿閻王〉，壓克力顏料，���×1��cm，1���，作者提供。

資訊加以消化改良並嫁接加以“拼裝”。這種“拼裝”也是社會階層不嚴謹的表現，到目前為止仍然是普遍的台

灣文化的意象。

2-1侯俊明－六腳侯氏的「神話」國度與「造神」運動

侯俊明是個製造問題（議題）的創作高手，尤其以「造神」獨霸台灣藝壇。早期發展《侯氏神話》、《極樂

圖懺》、《搜神記》更刻畫、投射了人類各種慾望、罪惡與貪婪，藉由古代荒唐神怪的圖像造型轉譯、塑造為人

格化的神。並妙用文字語彙的魅力以理解性的詞句加以詮釋，建構成另類獨特的六腳侯氏「神話」國度。在侯氏

的作品除了圖像造型的強悍之外，最大的特色是令人迷戀又難以嚼嚥的「釋文」詞彙。這一些文字所傳達出來的

是隱藏在個人也是社會底層不彰的壓抑（病態）真實。

近作《侯氏八傳》與《八仙過海》是侯俊明自傳體新作的書寫與表現，更是他一貫「造神」運動的顛峰之

作。《侯氏八傳》以八個不同生命經歷與身份的化身形塑出八個自我生命階段、狀態的神像，結合常民文化樸拙

版印的工法與民間藝術的精緻窗花圖案相配，

是侯氏少見的「光明」之作。《八仙過海》以

民間喜慶銜掛於廳堂「八仙彩」的意像，隱涉

侯俊明將自己神格化，展現成仙歷經艱難的經

歷過程與及神通廣大的自信。綜觀侯俊明創作

脈絡的思緒，不難看出是一連貫的「自傳體」

式的敘述，不斷的以書寫、繪畫來陪伴自己、

解剖自己、拯救自己，表現出他人生各階段的

所遭逢生命經驗的感受，「將藝術還原到開拓

性的隱藏原生地以解放被束縛和壓抑的生命狀

態」（侯宜人,1993），藉由「信仰」自身的力

量達到自我療程的藝術治（自）療。

2-2鄭政煌－以藝術信仰審判敗德的社會現

象

處於世紀末的台灣，過度信仰資本主義的

囂張，靡漫著一股頹廢與貪婪，任由沉藏於內

心禁錮的慾望毫不保留的流竄與擴張，人因慾

望的擴張而失去心靈的那一份真誠、因迷惑更

看不清表面事物所背後所隱藏的危機問題。所

● 侯俊明《侯氏八傳》局部，紙版油印，�10×1�0cm×�件，�00�，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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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實際考量。」《原鄉》這件作品裡有兩種意含，「『原』一則是作動詞，為『尋求、尋找』找尋家鄉的意

思。另一則『原』作形容詞，為『初始的、原始的』，是指心中本原的故鄉。」這件作品場景建立在台灣，明顯

指涉原鄉不在雲煙繚繞的唐山，而是以「山作圍牆」的台灣客家農村。彭賢祥建立起對這個族群的歷史知識概括

性的瞭解，以及對移民遷徙歷史與現實危機的關心。在這種本土意識認同的洪流下，欣喜的回歸到人與土地情

感關係的思考，試圖用途圖像表現去彌補台灣族群融合對客家族群缺陷的事實。正視自身原鄉的自我身份認同，

以關懷、參與的角度關心著文

化及族群的存續問題。

四、結語

常民文化是作為一種建構

視覺文化的根基，在建立一種

觀看（凝視、欣賞和視覺的愉

悅）與閱讀（解碼、辯證、轉

譯等）的態度及方法。在於探

討不同文化的層次及面向（如

宗教信仰、族群身份、性別與

欲望、流行與消費）的社會互

動關係所引起的視覺圖像、符

號及語言相互撞擊、發展的關

係性。我們可以在一個小島同

時看到不同時期與世界其他原

住民部落同步的琉璃珠、編織

藝術、木雕藝術，自覺地關心自身母體獨特的區域文化藝術特質；也可以看到客家族群對自身文化原鄉議題的

探討，以及福佬人對宗教信仰多元並進的發展與包容，相互輝映的如此豐富與精采。

常民文化美術的發展演進，是一種個人及整體社會思維來呈現自我生命的感受，以感念生長的土地，奉祭

他們自我認定的「神」，希望以一種更合乎自我表達的方式表現。如今；我們如何關照與對待此時此刻源於台灣

常民文化本土性藝術發展的面向﹖用什麼樣的心境與觀點，開始真實、敘述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樣貌？是硬生生

的殖入西方藝術現象直接轉移於台灣這塊土地，勉強認養西方一昧的當代藝術思維的觀點，嫁接在台灣這塊土

地根生的藝術現象？還是回溯藝術發展歷史的脈絡，找尋自己原初於自身多元文化養分的激盪與元素的運用，整

理出自身人文（美術）演進的歷程來自我面對存在的事實。常民文化本土意識的重視是對自身底層文化的覺醒？

還是面對全球化國際藝術生態衝擊的對抗？

難得這些在傳統文化遊走的藝師、藝術家能將常民（民俗）文化中的剪紙、剪黏、版印、彩繪、雕刻……等

精髓的參悟，在台灣這個結構鬆散的社會勇於嘗試與創新，把當代社會的議題及元素，融合傳統藝術技法當中，

並加以運用、研究開拓另一格局與視野的藝術觀點與美感，更淬煉出台灣另一新的藝術格局。這一些運用台灣

常民文化的元素所演繹出來的藝術風貌，所呈現出來的藝術形式或風格，相信是絕對顯眼且亮麗的。

●彭賢祥《原鄉》，綜合媒材，���.�×1�1.�㎝，1���，作者提供。

常用的口頭禪，這一些文字乍看之下難以理解，必須透過台語發音或諧音才能解讀其中詼諧的語意與寫實性辯

證關係。例如「靠腰」、「靠北」、「靠餐」、「幹林周罵」、「午告送」。這些文字的音、意被讀出來的音調

及聲音的存在感，是正經充滿「台灣味」的，聽起來雖然不文雅，但直接展現出一股深厚的本土意識，具有一種

強悍的草莽性格，即粗礪又通俗，貼近底層人民的聲音及生命力，反應一種常民生活壓抑與無奈的情結，提供一

個可讓人宣洩情緒的出口。

3-2陳義郎－文字象形的圖騰表現

陳義郎（阿龍）年少十九即離鄉背井來到木雕的原鄉──三義，務實的沉浸琢磨於傳統雕刻技藝，承襲早

年來台的「唐山」師傅，以精工繁飾的雕鑿工法為基礎，法堅毅、純樸之情感學得一手紮實的木雕手藝。最初藉

由「放射蟲」（地球最早的單細胞生物）的形體，進入阿龍作為木雕的創作元素，以紮實細密的傳統雕工融入個

人對生命萬物的觀察與想像創造出《火蟲》的原型。

《火蟲》運用線條與圖案之間不確定地劃定形體的輪廓，介於形體與形體之間的悠遊，以一種流動的筆觸

線性互相混合、交織成一股動感的率性，放任自由的線條猶如法書行草般的狂傲與絹秀，時而流暢優雅、閒逸韻

致；時而驚顫不安，急速落筆順勢而行，寄情刻劃成連綿的線條，靈動自由地穿梭於形體之間，勁道十足，張力

鮮明。攪動的複雜情感，大瞻地純粹使用點鏤空的手法來製造虛實交錯的多重空間與結構，企圖跳脫藝術純粹

的凝視與工藝的功能，釋放出最原始的圖像意涵與魅力。凌厲的線條架構出宛如雕像厚實般的擬人塑形，雖然

造形充滿不確定性，但瀝瀝清晰，個自獨立。

另一系列以遠古甲骨文「象形」意象的造型出發，借「神秘能量的蟲魚鳥獸、植物莖脈的形體」融合民俗的

語彙，與生活經驗對話，呈現出字型和文化脈絡思路的《文字獸》系列。《文字獸》藉由平面與深度的虛實二元

化的結構，演化成詩意的立體造形，充分運用「字形」自身的本體元素演繹形成一個可讓人意會的主體，其對比

的強烈及行氣在刀峰之間的運轉、雕鑿，都隨著背後蘊藏一股濃稠且深厚的日常生活符碼的意識，轉化成多視野

的幽靜與冥思，圖像本體傳達出對文字意涵的詮釋，有著細膩傳神的韻味。《火蟲》靈動如翻滾沸騰的絞龍，燃

燒般的火燄；《文字獸》靜逸如沈穩的智者，安靜的觀照，這種手法非常獨到，犀利且鮮明，創建一個能讓心靈

悠遊的木雕世界。

3-3彭賢祥－客家文化的原鄉與認同

彭賢祥藉著回溯客家族群遷徙的記憶，找尋自我與客家族群定位與

結合，思維客家族群如何在台灣的歷史、文化脈絡中穿梭的過程，在現

今社會日漸被消蝕的命運「尋找這個『隱性族群』的真正面貌，傾聽這

個『沉默族群』的隻字片語。」在「回溯本源」與「中西兼融」兩種不

同的文化認同心態中擺盪著，迂迴矛盾的自我定位探索中與客家族群愛

離難斷。「是回溯本源的孺慕，也是血緣的桎梏。」同時；在台灣解嚴

後政治立場的衝擊，主體性模糊的情況下，彭賢祥面對「台灣客家族群

當代處境的危機，並由此危機意識中引發個人文化身份意識的覺醒，進

而尋求族群認同。」追求自我定位與文化認同的歷程，自認出身於台灣

客家弱勢族群的年青創作者，對於「危機意識與客家文化身份意識的覺

醒」，面對台灣與個人身份意識的認同。一般提到台灣本土意識，大多

以「大福佬主義」為主體的共識，很少把其他族群、語言、文化平等地

融合的對待，甚至不尊重，對許多客家人而言，這種尊嚴的被漠視，是

台灣認同隱然的痛與心結。強烈的危機意識使得彭賢祥面對客家文化及

身份意識的覺醒，並體悟自己對客家族群的陌生，積極的尋求族群認同

的情感連繫。力圖從台灣歷史與文學當中，尋找客家族群的存在軌跡。

《原鄉》所描寫的就是客家族群從唐山渡海來台，尋找土地、建

立家園的情解。「我將此一經過建立在尋山圍繞、古意盎然的地理場景

上，在畫面左上方至中央有一之字形狀的金色種子群，是客家先民的隱

喻，而正中央木條豎立的柵欄為其家園，家園近山而遠海是客家族群聚
● 陳義郎《火蟲�號》，花樟，��×��×�0cm，

�001，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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