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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的美眾人皆知，但臺東的美絕非侷限於好山好水的層面而已，其中

豐富的族群文化及特殊的在地生命力，是臺東能持續發展之珍貴資產。然而

臺東現今讓大眾感覺是一處可以隨時隨處戲水、享受海洋風情之城；適合登

高望遠、翱翔天際，靜觀在地自然生態。這大概是目前多數人們對這個太陽

的故鄉的印象。

　 　 「我們去臺東玩，去享受休閒慢活的氣氛」，這是我們認識外地友人對

我們的回答，如何開啟此地的無限空間，讓大家感到有新的生命力，是這個

體驗營能發揮的功能，也唯有透過這些活動才能使臺東再次飛揚並持續發光

發熱。

　 　 本次活動第一站為「原社手創生活館」，這是一群從事藝術及藝術教育

工作的在地原住民同胞所默默耕耘的地點，這些藝術工作者，個人透過作

品，展現臺東特有的美感，並藉由教學及創作向大眾推廣介紹原住民朋友源

源不絕的美感及活力，隨處能現原住民的巧思及作品。而透過各項活動，將

這些美麗及魅力，結合藝文活動，能不斷將臺東的美表現得淋漓盡致，讓遊

客銘記在心。

　 　 而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藉名建築師林坤層建築師的大作創造「臺東新地

標---會呼吸的塔樓」讓大家驚嘆之餘，更使人了解什麼是綠建築，什麼為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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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邀請國內、 外藝文界大師

駐足臺東，將臺東之美，用各式藝

文手法，作出深刻詮釋。而且透過

解說員解說讓大家認識國內的藝術

家，藉此次解說使夥伴們得以進

內藝術大門，與大師級人物如此接

近，增加自己的藝術氣息，最後團

體合影留念並展出集體創作的作品

，讓每位參加的朋友，留下美好的

回憶。　 　 　 　 　 　 　 　 　 　 　

保建築物，在這個講究環保的時代為臺東注入未來的建築物，令參觀的朋友

驚奇與嘆息。林坤層建築師保留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部分原有之建築物，加

入以環保為主題，強調建築物美感之餘，更考慮以人性為主，及以節能省碳

為考慮，創造出臺東特有的一處新地標。 　 　  

　 　 最後到達林永發館長的潮音小築，參與活動的伙伴一起揮毫，參與創作

，並藉由解說參觀館長住處的建築藝術作品，擔任文化局局長及美學館館長

　 　 第二天的課程內容有社會福利概論及綜合討論，其中由江愚組長所講的

集思廣益綜合討論讓我印象深刻，他以幽默風趣的上課方式讓我們更了解，

如何當個快樂的志工，而我個人以為當個快樂的志工就是要『捨的』，因為

有『捨』才有得，在加入志工的行列之後，讓我體會到唯有無私的付出，才

能得到『真正的快樂』。而小組討論時大家也非常熱絡與人分享當志工的甘

苦談，並且從中學到如何解決

在執勤中可能面臨到的問題，

藉著大家的腦力激盪也給了我

不少對志工志業的啟示。　 　 　

　 　 這兩天下來我真的學到不

少，與人分享時間，就是當志

工；分享就是金錢，是捐款；

分享健康，就是捐血。做志工

無非就是與人分享一切，把我

們所知道、 所擁有的一切與人

分享，幫助他人解決困難，這

些都是當志工最好的表現。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志工要多出去走走，才能拓展視

野， 啟發靈感不斷創新。　 　 　 　 　 　 　 　 　 　 　 　 　 　 　 　 　

　 　 吉安生活美學協會特別在7月10日安排「認識我的家鄉」參觀

行程。深入了解在地的人文史蹟，才能放眼看天下。行程包含知

卡宣綠化森林公園、 客家民俗會館、 慈濟靜思精舍以及太魯閣國

家公園等。　 　 　 　 　 　 　 　 　 　 　 　 　 　 　 　 　 　 　 　 　 　 　

　 　 「知卡宣」為阿美族語，指薪材甚多的意思。走進如童化世

界般的城門，映入眼簾的是繁花盛開，林蔭綠地，酒甕藝術牆。

還有造型多變的公共景觀和色彩繽紛的遊樂設施。不禁讚嘆，哇 ! 

好美的公園啊 ! 兩百歲的七里香是鎮園之寶，原本長在東海岸水

璉山區，遭山老鼠盜伐，後被警察攔阻搶下，移植於此。老樹發

新芽加上歲月洗煉的風采，分外令人動容。最值得一提的是公園

內所種的花草樹木，均不使用化肥和農藥。因此孩童可在草地上

打滾，赤著腳到處奔跑，與大自然更親近，成為親子遊憩最佳場

所。　 　 　 　 　 　 　 　 　 　 　 　 　 　 　 　 　 　 　 　 　 　 　 　 　 　

　 　 客家民俗會館的建築造型仿四合院，正廳供奉義民牌位，每

年農歷7月15日為「義民節」，全縣客家人在此舉行祭典儀式。在

1786年(乾隆51年) 客家人為了抗敵保衛鄉土，而迅速集結，成為

義民軍的肇始，目的是要客家人團結禦敵，勤儉持家不忘本，直

到永遠。看到館中陳列先民築路，蓽路藍縷開墾的相片，以及所

使用的文物器具等，讓人不禁肅然起敬，客家人的刻苦奮鬥的精

神真是了不起！　 　 　 　 　 　 　 　 　 　 　 　 　 　 　 　 　 　 　 　 　

　 　 慈濟靜思精舍是國內外觀光客指定要到的地方，靜思精舍是

慈濟功德會的發祥地，慈濟人稱之為「心靈故鄉」，也是慈濟世

界的源頭活水。在1966年證嚴上人帶領弟子胼手胝足開創慈濟，

1968年啟建精舍。力行不做不食的實踐精神，是人間佛教的真實

寫照。只要一進精舍，就會被祥和寧靜的氣氛，深深感染著，也

感受到慈濟人團結奉獻救人的力量，不容小覬。難怪只要聽到

「上人名號」或「慈濟人」， 就令人尊敬感佩不已！　 　 　 　 　

　 　 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於1986年11月，包含臺中、 花蓮和南投

等縣共九萬二千多公頃。立霧溪和其支流貫穿群山，因時空交錯

而孕育出許多古今道路，每一條道路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與時空

背景。其中 「中橫公路」是一條用手工雕鑿，橫越中央山脈的道

路。沿途有許多奇景，而燕子口的景緻最特殊，它的形成是由石

灰岩地質建構成峽谷地形，再由峽谷地形創造石灰崖壁，壁上有

許多壺穴，這都是立霧溪在溪水暴漲時，沖刷琢磨而成。此谷由

寬急速變窄，因此產生上升氣流，會夾帶許多昆蟲與浮游生物，

正是燕子的可口食物。每年春夏燕子利用壁上壺穴築巢而居，當

燕子在谷中盤旋飛翔覓食時，呢喃聲不絕於耳，故此谷又稱「百

　 　 英燕呢喃∼吳楊燕、 丘念英作品雙人展於5月24日至6月5日

於花蓮縣文化局第一展覽室展出，並於5月29日上午10時舉辦茶

會，貴賓冠蓋雲集，有行政院研考會朱景鵬主委、 花蓮縣議會魏

嘉賢議員、 張正治議員、 花蓮市第一信用合作社經營團隊、 書法

協會王慶祥理事長、 洄瀾詩社王鼎之理事長、 美術協會林秀菊理

事長、 七腳川畫會饒國銓會長及成員、 陶藝家李宏彬、 攝影家簡

麗季、 書法家呂芳正、 張石居、 林岳瑩、 音樂家裘淑惠老師及承

辦單位花蓮縣洄瀾生活美學協會陳瑞萍、 張鴻川夫婦、 楊振坤夫

婦，敦煌禪舞集劉錫煖老師等，文化局劉美珍副局長、 姜家珍秘

書，及展出人她們的夫婿吳東明先生和趙寶麟先生，展覽場座無

虛席。　 　 　 　 　 　 　 　 　 　 　 　 　 　 　 　 　 　 　 　 　 　 　 　 　

　 　 細思吳楊燕、 丘念英作品雙人展，半百的人生，如果要豐

富，要精彩，夢想的實現應該佔了絕大的要素。在這場精彩的展

覽裡，我看到了兩位可敬的女性，用色彩豐富了自己的生命，也

影響了周遭的人們。　 　 　 　 　 　 　 　 　 　 　 　 　 　 　 　 　 　 　

　 　 人如其畫，畫如其人，吳楊燕及丘念英的豐富人生，在我熟

識兩位之後，才能如此貼切的形容她們，兩位都擁有美滿的家

庭，除了伴侶的支持，更可貴的是兩位的堅持。她們習畫多年，

中西畫皆有涉獵，卻仍保持一顆虛心請益的胸懷。在無數的畫，

藝術欣賞中都可看到她們的蹤跡，這樣海綿般的吸收力，令我不

得不佩服，當然在這樣多元的藝術薰陶下才能有今日的成就。　

　 　 如果不是兩顆無私的心，畫家間的競爭豈能如此良性。兩位

女士來自同一畫會，一起成長、 一起分享、 情同姐妹，亦師亦

友，多年的相知相惜點滴在心頭，這樣的情誼在花蓮畫壇是一件

令人羨慕的事，而介紹兩位畫家更是我的榮幸。　 　 　 　 　 　 　

    吳楊燕的創作範圍非常廣泛，舉凡靜物、 人物、 風景、 地方

古蹟，都可納入其畫作素材，其畫包羅萬象、 不拘一格，畫出完

美的作品是其一貫的追求目標，寫生寫實是其手法。為人念舊，

惜福。古物或古蹟的描寫便可窺見一二。投入創作的精神和毅力

令人佩服。　 　 　 　 　 　 　 　 　 　 　 　 　 　 　 　 　 　 　 　 　 　 　

　 　 而丘念英繪畫風格亦稱多元，題材不拘，初期以水墨為主，

後來對於油畫有更深入的鑽研，創作也以油畫為主，其畫風融合

了中西藝術特色。畫面不髒、 不粉、 不燥，文學氣度亦佳。營造

畫面深度及層次變化不在話下。平日練舞健身，將其舞姿律動融

入畫面更是一絕。　 　 　 　 　 　 　 　 　 　 　 　 　 　 　 　 　 　 　 　

　 　 最後我們可以從她們近乎不同風格又具創意的作品中，體會

她們對當下藝術的不同解讀和面向，還有對人生對藝術不同的選
擇。往後如何發展藝

術生命，如何擺渡？

這都需要智慧與勇

氣，而其兩人的共同

聯展得到藝文好友的

共鳴與支持，應該具

有指標性的見證與預

測。我真誠的祝福兩

位女士發光發熱，為

地方藝壇增添色彩。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和吉安鄉生活美學協會於5月22日所主辦

的手工皂研習活動，與一群認真的同好們，共度一個手作幸福的

週日早晨。源自歐陸的手工皂，於法國馬賽得以發揚光大；日漸

風行的現代手工皂，在成分與製程的調整之下，更容易讓初學者

體驗手工皂DIY的創作樂趣。　　 　　 　　 　　 　　 　　 　　 　

　　 課程一開始，陳焜楠老師精闢講解著各種有關手工皂的知識

與觀念，教學互動的氣氛好不熱絡。手工皂不只傳遞著一種疼愛

自己的生活態度，更是友善環境的精神延伸。反觀一般市售香皂

與液體洗劑，由於添加石化原料及合成香精，使用後易使肌膚乾

澀、 敏感、阻 塞毛孔，也不易被環境分解，尤其所產生的環境荷

爾蒙壬基酚易使生態基因突變；另外，因應手工皂不同的用途及

個人偏好，還可自行調配手工皂的成分、 香味及享受創作的喜

悅。　　 　　 　　 　　 　　 　　 　　 　　 　　 　　 　　 　　 　　

　　 手工皂的製作方法可分為下列三種：冷製皂、 熱製皂、 熱融

皂。其中冷製皂因製作過程所需的溫度較低，營養成分較不易被

破壞，經過四至六個禮拜的靜置，讓氫氧化鈉完全皂化，完全皂

化的肥皂就不會傷害皮膚。也是本次研習所製作的手工皂。　　 　

　　 手工皂的製作原理皂化作用（亦為乳化作用）是當油脂中的

脂肪酸遇上鹼性物質會產生化學作用為皂，這個過程稱為「皂

化」，就是將油脂作用為皂；其基本公式為：「油＋鹼＋水＝皂

＋甘油」。「油」為可食用或塗抹的植物油，例如：葵花油、橄

欖油、芥 花油等；但不建議使用分子較大的動物油，如牛油、綿

羊油，易使毛孔阻塞，並不適合用於清洗肌膚。「鹼」為氫氧化

鈉，此為強鹼，在操作上需特別注意。「水」可使用RO水、蒸 餾

水或燒開過已無礦物質的水；因一般自來水或礦泉水中的礦離子

易增加手工皂的洗後黏膩感，清潔力不佳，故不建議使用。「甘

油」則是手工皂保濕的秘密武器。　 　　 　　 　　 　　 　　 　　

　　 陳老師還特別解釋如何調配手工皂中「油」的比例，讓學員

們日後可自行變化出各式各樣的手工皂配方。手工皂主要由三種

油所組成：橄欖油（保濕作用）、椰 子油（具清潔力，能產生泡

沫）、棕 櫚油（增加厚實度）。　　 　　 　　 　　 　　 　　 　　

　　 製作手工皂所需工具：鍋子（不鏽鋼鍋，此次使用6~8人份

的大同內鍋，器皿材質主要能抗強鹼、耐 高溫；或內壁無泡泡空

隙的玻璃碗，不可使用鋁、 銅、 鐵鍋）、 打蛋器、 長湯匙、PP材

質耐高溫塑膠杯、 鋼杯（盛裝氫氧化鈉）、溫 度計、模 型（紙製

牛奶盒、 保鮮盒或造型矽膠模）、手 套。經過陳老師鉅細靡遺的

講解後，才瞭解原來手工皂的學問可真不小，不過只要掌握住基

本概念，相信每個學員在課後都能輕鬆做出各種手工皂的變化。　

　　 在一連串的基本概念說明之後，終於能進入到製作過程的階

段囉！從以鹼入水、加 熱油溫、 鹼水入油、不 停攪拌至呈牛奶黃

的稠狀物，再添加粉類與精油

並攪拌至完全均勻，就可以入

模保溫囉！「美好東西是值得

等待的」，最後就讓時間魔法

孵育出一塊塊大家用心製作的

美麗結晶，須放在保溫箱內一

天發酵降溫後、取出陰乾一個

月後、才可切塊包裝成為精緻

的手工皂。　　　　　　　　

努力，也讓

我們的民眾

學到第二專

長的技藝，

感謝國立臺

東生活美學

館協助，使

此次研習能

圓滿順利結

束。　 　 　

保留的傳承給每位學員，大家在老師細心傳授下，學員

的成品一一呈現，從每個學員的眼神中得知，雖然學習

過程不容易，但大家覺得很有成就感。　 　　 　　 　　

    此次研習報名人數非常踴躍，但由於名額有限，材

料經費亦不足，無法讓更多的民眾參與製作，在此感到

遺憾，不過還不到失望的地步，因為從參加研習學員之

中，已經培養3到5名種子老師，未來可以繼續將地方失

傳已久的文化找回，並發揚傳承，把祖先的智慧留給後

代子子孫孫。　　 　　 　　 　　 　　 　　 　　 　　 　　

    經過這30小時的研習中，給我們一個啟示，地方文

化的保存與傳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需要大家一起共同

個人的巧思、 見解不同，所以不用寫名字，都知道那個

是自已賦予全新雅緻、 充滿藝術、化 腐朽為神奇、 並享

有新奇、 有品味、 又實用的創作藝術購物袋了。　　 　

　　 美學的事物、 設計無所不在、創 中有仿，仿中有

創。雖然有分二場次上課，但社區民眾好像欲罷不能，

希望能再上課，要將原本想丟棄或不起眼的物品、 衣

    臺東縣金峰原鄉部落生活美學協會，辦理100年度

「原住民傳統登山背袋製作研習」，排灣族母語稱「攜

卡物」，活動時間自100年5月21日至100年7月16日，於

正興社區上課，利用每周六、日 晚間2小時，共計30小

時，進行製作研習。本協會立案前10年（社教工作站）

至目前成立協會邁入第三年，辦理過160次以上之研

習，從未辦過將要失傳的手工藝，主要是材料必須要到

屏東尋找，另外，尤其是負責傳承的老師，終於在13年

後找到具有技藝的歐春香老師（已近70歲）。　　 　　

    本協會自87年起，積極推動之主要課程以發現原鄉

原味，始終以傳承地方文化（傳統技藝）為主體，培養

人才訓練及指導民眾學習各項技藝，將自己的文化得以

延續，進而發揚光大。　　 　　 　　 　　 　　 　　 　　

    本次研習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指導，由金峰鄉生

活美學協會主辦，金峰鄉公所協辦，學員要先從認識自

己的文化開始，由於製作過程必須學會基本技巧，起頭

難，過程中配色接線、 變化顏色要細心，每個階段、步

驟，要遵循祖先古老老的方式，一針一線的慢慢完成。

    傳統登山背袋，從耆老口中得知，「攜卡物」是古

時候原住民登山工作或獵人背在身上裝食物、 放置工具

方便使用的。在這次研習中，學員每堂課都準時上課，

歐老師每個星期都騎機車來回10公里路程，辛苦、 認

真、 任勞任怨的教導學員，將自己的一技之長全部毫不

　　 懷著既期待又新鮮心情下，參加了7月9、10日的志工特殊教育訓練，總

算是圓滿結束了，在許多講師的專業精闢的演講中，我們學習到了當志工應

具備的心態與應該要知道的事情，深刻了解志願服務的本質是歡喜做甘願

受，及行有餘力額外付出，是非經濟性報酬的奉獻，為社會付出關懷與服

務。　　 　　 　　 　　 　　 　　 　　 　　 　　 　　 　　 　　 　　 　　 　　 　　

　　 在兩天的課程中第一天安排了有臺東各服務機構業務簡介、 社會資源及

志願服務、說 話藝術及志願服務工作內容說明等四節課。其中讓我覺得最實

用的一門課是廖秀玲老師的說話藝術，老師侃侃而談內容生動有趣，她指出

與人溝通的秘訣，必須具要有真誠發自內心的笑容與人溝通，良好的情緒管

理保持親切態度，不可有任何負面情緒出現，尊重的眼神對待任何洽公民

眾，均應一視同仁，不可有大小眼，這些是我們志工面對民眾應該具備的態

度和技巧。而志工們要有足夠的信心去建立起個人的獨特風格，不斷努力充

實自己專業知識，讓民眾能夠放心把問題交給我們解決。其他課程還有吳宗

明老師和我們分享的社會資源和志願服務，說明了志願服務的宗旨和社會資

源的重要和運用，志願服務的宗旨是整合社會資源，促進公益，提升生活素

質。這讓我想到了去年的八八風災雖然重創了臺灣的地理環境，但卻間接地

發現了臺灣的志工熱情和社會資源。　　 　　 　　 　　 　　 　　 　　 　　 　　

　　古今中外相信只要是美的人、事、 物、忍不住多瞧

一眼，或是千方百計想盡辦法要擁有它、是千古不變的

定律。新城鄉生活美學協會為了求新求變、更為了追求

美與藝術創作結合的美感，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指

導，特別聘請型染、藝術專業講師，花 田工作坊周玲莉

老師指導授課。　　　　　　　　　　 　　　　　　　

　　當周玲莉老師教授學員們從認識型 染概念、型染筆

的使用方法、水份的控制、主題與圖案 的配色、顏色明

暗漸層的技巧、並示範操作，每位學員 都伸長著脖子，

像小朋友一樣非常專心的聆聽，深怕沒聽清楚，等一下

做錯了會丟人現眼。（真的給他很乖很聽話的啦！）　

　　當周玲莉老師將調色紙、日本布用 不退色顏料、各

式各樣、事前已雕刻好不同之圖騰分發 給學員時，哇

塞！還真的很有點亂呢？照理一班最好30人比較好控制

及授課，但真的是報名踴躍，盛情難卻⋯⋯⋯　　　

　　值得驕傲及讚美的是，有的學員做 到半途，根本就

不用老師分發雕刻好的圖騰施作型染，而是發揮個人的

巧思與無限的想像力，將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圖案、東

西、花、草、人物畫在麻繩做的環保購 物袋上。由於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