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
蓮 以 壯 闊 的 山 林 海
洋，薰陶出一代又一
代後山文藝作家，文

學不僅發生在縱谷的土地，也
鳴唱於海潮；不但被文人書寫
於桌案，也被民眾傳說於鄉
野。一向積極推動後山文藝美
學視野的台東生活美學館林永
發館長，在荷暑八月中旬，為
了增進花蓮縣內青年學生的文
藝創作知能，特別委託落實青
年紮根的救國團花蓮縣團委
會，招募七十八位青年學子鳩
集在花崗山上，一起演繹文
創培育課程。

「花蓮縣生活美學文藝營」於八月
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救國團花蓮學苑辦理，
活動由林館長講授「文學、藝術、美學」
中開場，還邀請到廖鴻基、陳黎、陳玠
安、薇薇（劉中薇）、陳列、林宜澐等知
名作家探討「腳跡船痕-談海洋文學」、
「文字的魔術」、「年輕的創作心靈」、
「從一首詩到一齣戲：談不斷跨界的創
作人生」、「一篇散文的閱讀與寫作技
巧」、「小說中的大世界」等精彩的文藝
講座課程。 

為顧及均衡理論與實踐增廣文學地景
見聞，把學員帶出教室，讓年輕同學能夠
透過實地導覽，見證文藝家們用彩筆、影
片、建築以及期望，認真經營生命的斐然
成績。

十九日「閱讀文學地景」的課程，特
別邀請同是中興大學學長學妹的邱上林和
簡齊儒老師，帶領同學們一起遊藝花蓮廣
闊又狹長的地景空間，共同激發文學創
意，導覽花蓮文學地景：

松園別館

松園別館居高臨下眺望河口，在日治
時期被設為日軍兵事部，日軍引進琉球
松試種後成果斐然，讓高台上飄著蒼勁松
濤，主體建築呈現簡約拱門洋房的松園別
館，後來還被穿鑿附會成為神風特攻隊出
使任務臨死前，縱情聲色的招待所，遺有
軍官藝妓之戀的愛情想像；也有日本軍官
在內切腹自殺之傳說，簡教授並希望學員
將松濤、鬼影、戀情、絕望，這幾個奇幻
浪漫意象串聯，想出一個故事，送給松園
別館。

四八高地

走出蜿蜒的綠林小路之後是空曠的崖
邊，這裡有足夠的高度，看底下七星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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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東縣東海岸的史前文
化，包含：舊石器時
代 晚 期 的 長 濱 文 化

（15000-5000年前）、新石器
時代早期的大岔坑文化（5000-
4500年前）、中期的東部繩文
紅陶文化（4500-3500年前）、
晚期的麒麟文化（3500-2000年
前）、卑南文化（3500-1500年
前），以及鐵器時代的靜浦文
化（1500-500年前）。這些史
前時代的文化遺址，散佈在東
海岸的各處海階以及馬武窟溪
流域的河階上，至2002年，根
據劉益昌教授的調查，至少有
174處。

八 仙 洞 遺 址 為 台 灣 舊
石器時代長濱文化的代表遺
址，位於長濱鄉三間村水母丁
溪南側的羅漢山（阿美族語
Loham）。羅漢山有二十多個
大小不同的海蝕洞，通稱為八
仙洞。1968年3月，台大地質
系教授林朝棨調查八仙洞時，
發現某些洞穴堆積物中，含有
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層，並有年
代古老的紅土層，推測可能有
更古老的文化層。於是台大地
質系與考古人類學系合組「八
仙洞考古發掘隊」，由林朝棨
與宋文薰教授率領，12月底，
從潮音洞開始，繼之在乾元、
海雷、永安等洞試掘。此次發
掘所得遺物，共有石器3000多
件、骨角器11 2件以及許多獸

文◎趙川明

文◎曾祈勝

岸的弧線，有足夠的寧靜，聆聽海風。大
家閉上雙眼，體驗瞳孔感受不到的空間
感，凝閉了幾秒鐘，城市裡停滯的思緒，
在這裡緩慢且柔暢的沉澱。

母娘聖地

王母娘娘的傳統故事，與當地的地方
信仰，建築的用色與設計，也相當鮮豔
與華麗。簡齊儒教授又要大家用一頓飯的
時間，構思王母娘娘在大家心中的現代
化形象。學員們將傳統服飾改成了現代的
服裝，消弭了時代的差距，保有傳統的形
象，融入了現代的新思維。　

導演的家

光復鄉大豐村山腳下導演赫恪的家，
一個人煙稀少的鄉間，隱蔽的角落裡，被
檳榔樹包圍的小屋。「在這裡，每天叫醒
我的，不是鬧鈴，而是窗外吹進來的樹
香…」赫導演分享著離開城市與人群的經

全體學員在邱上林老師的私房景點：七星潭四八高地前合照

簡齊儒教授要大家想出一個故事送給松園別館林興華理事長跟大家介紹靚染工坊的緣起

以生活美學繪製‧文學人生

長濱文化遺址─1968年潮音洞的考古現場（翻拍自：宋文薰，《長濱

文化簡報》，1969，中國民族學會）

魚骨，以潮音洞發堀所得，最
為豐富。這些遺物，經研究確
定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學者李
濟博士命名為「長濱文化」。
八仙洞遺址是台灣第一個發現
的舊時器時代的遺址，也是台
灣已知年代最古老的人類居住
地。內政部在1988年公告為國
家一級古蹟，2006年，文建會
修訂公告為國定遺址。東海岸
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址，
尚有成功鎮小馬海蝕洞遺址，
位於小馬隧道南側的馬沙林尼
山下。

東海岸的新石器時代的文
化，以卑南文化與麒麟文化為
主流，兩者文化內涵相近，分
布地區也長相疊。最大的差別
是麒麟文化出現很多大型的石
材人造物，包含岩棺、方形岩
壁、帶孔石盤以及帶肩、帶槽
單石，因此有「巨石文化」之
稱。麒麟文化主要分布在台灣
東海岸花蓮新社到台東都蘭之
間，這些巨型石器往往成群出
土在一個遺址，考古學家公認
可能與祭祀有關。

相較於一般史前遺址的
遺物多在地表下，麒麟文化聳
立於地表上的岩棺、石壁、單
石，成為特殊的文化景觀。長
濱鄉奇崙山遺址的人形岩棺、
長光遺址的巨型岩棺、忠勇遺
址的單石與石輪、八桑安遺址

台東縣東海岸文化景點系列之一

史前文化景觀深度報導

的岩壁，成功鎮的白守蓮遺址
的岩棺，東河鄉泰源遺址的人
形單石、麻竹嶺的單石群、都
蘭遺址的岩棺與石壁群，都是
著名的文化景觀。其中被認定
為縣定遺址的有都蘭遺址。

都蘭遺址很早就有文獻記
載，1927年日本學者鹿野忠雄
曾進行過地表調查。1995年由
臺大人類學系連照美、宋文薰
教授進行正式的考古發
掘，其史前文化層
尚含繩紋陶文化、
卑南文化阿美文化
等。遺址內的石棺
區及石壁區位於都
蘭林場（月光小棧）
下方產業道路的兩
側，在 1 9 8 8年被公
告為國家三級古蹟，
2 0 0 6年根據「文化
資產保護法」修訂為
縣定遺址。石壁區共
有四座石壁，其中一

10月份活動一覽表

【九十八年花蓮縣生活美學文藝營】

比 賽 名 稱 比 賽 類 別

98年「花東創意書法比賽」

98年度生活美學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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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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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場次 日期（星期） 時　間 地　　點 講　　題 主講人 現　　職

10月 8 日(四)

10月10日(六)

10月17日(六)

10月22日(四)

10月23日(五)

10月24日(六)

10月28日(三)

晚上7：30

下午2：30

下午2：30

晚上7：30

晚上7：30

下午2：30

晚上7：30

誠品書店台東故事館

台東社會福利館

台東社會福利館

誠品書店台東故事館

台東社會福利館

救國團花蓮學苑

台東社會福利館

東海岸的漂流美學

台灣歌謠的真與美

體會大自然之美

我的創意DNA

人口革命

人口革命

跟健康談情，與運動說愛

李韻儀

簡上仁

蕭淑碧

林滿津

柴松林

柴松林

紀　政

月光小棧負責人

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宇愛光協會理事長

維納斯藝廊負責人

台灣觀光學院董事長

台灣觀光學院董事長

希望基金會董事長

98年10月29日起至10月31日
(一)平面書法類
(二)應用書法類

收 件 日 期

花蓮市鎮國街51號
台東市大同路254號

http://www.ttcsec.gov.tw下載，或至
本館推廣輔導組及收件地點索取

收件地點 簡　　章

驗，選擇了大自然閒適的生活，與書籍人

文為伍，享受著最自在恬靜的生活。

染工坊

富源村的靓染工坊，是配合社區總體

營造，所培養出來的地方文化創意產業，

由一群老婆婆組成的染布工作室，她們選

擇了用畫布的方式，詮釋對家鄉的情感。

旅行不分遠近，閱讀不分室內外，在

花蓮這個多元的地景中，因緣際會之下，

大家欣賞名家的文藝抒發情懷，身體在旅

行，也用各種媒材（遊記、相片、部落

格、文學）進行創作，文學就在大家的周

邊，在大家熟悉的疆界隨時發生。每個經

驗都十分寶貴，不論待在當地時間的長

短，只要用心，就能在地景之中發生感情

創造記憶，文學地景就此與個人生命連結

而有意義。

National Taitung Living Art Center

座的前方雕成一對半球形的突
起狀，下方突出，因而被稱為
「孕婦石」。

東海岸的阿美族人，視岩
棺或石壁為「乞雨石」，每逢
乾旱，常會到岩棺處敲取一片
岩石，舉行「乞雨祭」。2007
年8月，「成功鎮阿美族頭目組
織」，就曾經在白守蓮高台的
岩棺舉行「乞雨祭」。

長光的岩棺─位於長光社區，1992年村民整地石

才發現，目前所知最大的岩棺

都蘭遺址的石壁區的石壁之一 忠勇村的村民，墾地時發現的石輪、單石，常
用來佈置庭院

八桑安遺址的石壁，位於社區西方高位海階稻
田中，石壁背山面海，面山的部分雕有兩個突
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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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都市生活的漫遊書寫，

怎麼走都指向鄉野似的心

靈情境，高樓大廈和車水

馬龍倒成了背反的符徵，是返鄉列

車的聲聲催促氣笛。這是現代人的

宿命，另一種版本的《流浪者之

歌》。鋼筋水泥叢林中的《恍惚的

慢板》，是硬與軟，不可承受夜夜

夢遊的鄉愁，一種超脫現實的情

愫，已提升為現代人鮭魚般的返鄉

之路。

98年8月27日中國中央電

視台「海峽兩岸」節目

製作小組一行，由製片

人賀亞莉小姐帶隊專程到台東，

以八天的時間針對台東的文化觀

光產業等拍攝專輯，向大陸同胞

和全球華人介紹宣傳；綠島當然

是台東不可錯過的離島景點，台

東縣議長李錦慧與文觀處遊憩科

科長胡青松於2 8日中午特別陪

同製作小組前往綠島。搭機扺達

之後，縣府單位還特地邀請綠島

生態文史工作者林登榮老師隨行

導覽解說。環島第一站安排至綠

島人權紀念公園，國立台東生活

美學館林永發館長也親自到場接

待，代表園區獻上歡迎之意。

「綠島人權紀念碑」，是綠島居

民一個永恆的記憶，也是綠島平

靜詩意的人文新地標。園區完整

保留面向南太平洋海岸將軍岩的

原始景觀，紀念碑採潛入地下的

設計，黃金螺旋水道圍繞著人權

紀念碑受難者姓名，製作小組還

文◎徐慶東

文◎邱滋文

文◎許家綺

「這本書是關於都市生活、行
走、張望、來來去去的人，還有彷
彿的寧靜。某些地方關於速度，
某些時候來自靜止。這些文字寫
於一段慌慌張張的日子，大約
起自瘟疫蔓延的春天，經過低
盪的炙夏和散漫多風的秋，捱
過沉緩的冬天，終止於梅雨之
中。那段時日我常常一個人慢
吞吞，走過這個城市大起與大
落的表面。

那些日子，過著的時候覺
得紛亂，過了以後，想想，覺得靜
好。

如今我自己看來，果然是非
常如實地寫下一段起伏的生活態度
與心情，我彷彿是一只在空中飄揚
的風箏，起風的時候跟著舞動，平
息的時候低頭過日子，這是時代與
人的關係，也是都市與漫遊者的關
係。｣－《想太多》

「為了生活的意義，有人選
擇徹底而決絕的出走，有人在美的
耽溺中尋找自我，有人在物品的世
界裡建構片刻的宇宙，在情感結構
裡確認真實的價值。也許強大的魔
魅已經從現代社會消失，因為理性
與科學將事物化解為邏輯與能量公
式，但是人們卻從周遭的物品中造

莊），這座監獄成立於民國61年，

主要的囚禁對象為白色恐怖時期的

思想犯，解嚴後即宣布裁撤，在

2002年時開放民眾參觀，現已是一

處旅遊綠島遊客必經之觀光景點。

在綠洲山莊主要囚禁場所（綠島人

俗稱的八卦樓）裡，林登榮老師帶

領走入曾經囚禁施明德、柏楊的牢

房，細說囚禁在這座監獄中的人們

的生活情形及囚禁的環境，對於綠

島的另一面有了更深的了解，節目

製作小組並在八卦樓採訪了林館

長，希望能透過林館長電視專訪的

報導，向大陸地區的人民介紹這個

充滿歷史意義的場所。

綠島擁有絢麗迷人的自然景觀

實
際走訪關山這座樸實安適
的小鎮，在寧靜的社區
裡，有一幢別緻但不突兀

的建築，一樓部分採中式風格佈
置，清新雅致，一行人來到關山農
會陳溫山股長溫馨的家，受到熱情
接待後倍感溫馨。

門面是由大片透明玻璃鑲在雕
琢簡約中式紋樣的紅豆杉，搭配從
外地運回的石臼及留有五十多年歲
月痕跡的檜木桶，石製的花盆，上
面種滿了許多常見的觀賞植物，兩

置，光是這一區的佈置，就足以讓

你回到古代文人雅士生活的感覺。

客廳的角落用漂流木裝飾，依

木頭的紋理、形狀，大大小小自成

旋律，底下擺放幾顆奇石，奇石上

的紋理、樸拙的漂流木和牆上的人

面圖騰，相映成趣，無形中把安靜

的角落給帶動了起來。桌上的蘭花

盆景和背景牆上的一幅書法作品，

搭配起來正好像是一幅水墨畫的構

圖。

再往內走，一張由漂流木製成

的巨大奇木桌椅，是主人和客人品

茗談天論地的地方，桌上除了茶具

外，盛裝茶點的盤子也特別講究，

連色澤、花樣及質感也都和居家的

擺設融為一體。

居家的擺設大多是旅途中帶

回來的紀念品，看到覺得喜歡的東

西，夫妻兩人會先討論並構思，確

定可以擺在家中的哪個位置之後，

才會決定購買。男女主人對於美的

詮釋除了有共同的看法，也培養出

無可言喻的默契及興趣。從這棟有

著濃濃的文藝氣息的文人雅集，蘊

藏的美學價值，在樸實的小鎮中繼

續傳承著。

館侯董事長龍明、中韓交流協會
崔理事長宗燮等九十餘人參加，
他（她）們都給與此次展出的作
品相當高的評價，尤其黃義和老
師的書寫風格相當獨特，字體變
幻莫測，更加襯托出此次展出的
特色。本館館長林永發及展出者
黃義和老師有感八八水災重創台
東，很多災民流離失所，在林館
長的提議及黃老師的同意下，黃
老師決定捐出三幅作品義賣，所
得款項全數捐給台東的災民，經
拍賣結果，三幅作品各賣的壹萬
元，分別是由：龍星花園旅館侯
董事長龍明、名遠開發股份有限

拉坏的製作過程，可以做成
茶杯、碗或是盤子，透過經
驗豐富的老師幫忙，DIY的
民眾也都順利完成自己的作
品。

台東縣卑南鄉生活美
學會總是不定期的舉辦DIY
的活動讓民眾體驗、學習成
長、讓生活中注入美的元
素，這次更是讓大家了解
到，原來農民疏果下來的釋
迦經過清理、乾燥、噴漆處
理過，再透過每個人的創
意，讓這些原本已經毫無價
值的東西，如同重生般的找
到新生命。雖然DIY的製作
過程簡單，但由於每個步驟
都由民眾親自參與，大家不
僅能了解到資源再利用的意
義及價值，也會更加珍惜自
己獨一無二的作品。

棵隨風搖曳的細竹
陪側在旁。暖色的
木造質感、綠色植
物和地面一些的雅
石相襯，營造出文
人雅居之感。

走 進 屋 裡 瞧
瞧，映入眼簾的是
一座木製大車輪，
含底座約一人高，
底座是由一段蒼勁
的樹幹將它撐起。
這座車輪是早期原
住民牛車的輪子，
表面留有許多木紋
及自然的裂痕，

上面擺一盆金黃綠的黃金葛，葛藤
順著車輪的弧度向上生長，仔細一
看，原來是發揮巧思以圖釘稍作固
定，讓植物能順著圓弧爬行，展現
其強韌的生命力。歷史留在車輪上
的記錄與黃金葛的生命力強烈對比
著，提醒著我們要活在當下。旁邊
有一座素面雕花的貴妃椅，中間擺
著一塊奇木，上頭有一個彩繪的陶
甕。座位上，兩旁各放著中國紅刺
繡的靠枕。牆上高掛著馬到成功木
匾浮雕，底下的傳統窗櫺呈垂直掛

國
立台東生活美學館指導、
台東縣卑南鄉生活美學
協會主辦的「創意產業市

集」於8月9日及8月22日兩天在班
鳩釋迦冰品進行。這次活動的目的
主要是藉由疏果後廢棄的釋迦、還
有掉落的檳榔籽以廢物利用的概
念，讓沒有經濟及食用價值的果
實，透過人們的巧思創意再次賦予
新的生命。

8月9日當天雖然受到颱風的影
響，附近的居民仍頂著風雨來到現
場共襄盛舉，讓整個活動的氣氛在
風雨中也相當熱鬧；8月22日天氣
晴朗，除了原本已經報名的學員還
有不少臨時到達現場才報名參加的
民眾，每個DIY攤位都坐滿了人，
大家都專注看著老師的示範並且認
真的自己DIY，最後都興奮的完成
了滿意的作品。

DIY的活動主要分成五項，分
別是「釋迦胸花」、「造型釋迦吊
飾」、「眼鏡串鏈」、「檳榔玩
偶」、「陶杯製作」，每場每個
DIY攤位皆提供25份教材讓民眾免
費參與；「釋迦胸花」是由釋迦乾
果配合塑膠葉片和花朵來裝飾，讓
原本不起眼的釋迦乾果經過修飾
後，不但兼俱美學、環保且創意大
方十足；「造型釋迦吊飾」是用白
色的釋迦乾果當乳牛的頭，再搭配
紙黏土做成牛的牛角、耳朵、眼
睛、斑點，配上小鐵圈當成牛環，
就完成一隻可愛的小乳牛了，配掛
在手機上當成吊飾絕對卡哇伊令人
愛不釋手；而「眼鏡串鏈」雖然看
似簡單，但是眼力不好的人，可別
輕易挑戰，各式的珠子串連在魚線
上所製成的眼鏡串鏈，對上了年紀
帶著老花眼鏡的人而言，不但方便
實惠又具時尚美學；「檳榔玩偶」

和豐富的海洋生態資源 ,尤其是五

彩繽紛的珊瑚礁和舉世罕見的海底

溫泉，雖然這次大陸媒體採訪只有

一天一夜的時間，但綠島的美及其

深厚的歷史背景，已帶給他們的無

限的驚嘆與回味。行銷台東不遺餘

力的李錦慧議長指出，兩岸開放觀

光以來，台東的能見度還有待媒體

大力宣傳，大陸遊客其實很嚮往綠

島及東海岸，欣賞太平洋美景，對

朗朗上口的「綠島小夜曲」更抱有

一種神秘的憧憬，此次透過更多類

似此次中央電視台「海峽兩岸」節

目一樣，若能將綠島及台東之美加

以宣傳，必能吸引更多陸客到台東

來，帶動台東的觀光產業。

罵人似的。

老師接著又說，柴窯所燒出來

的東西是千變萬化的，沒有辦法完

全掌握，因為燒窯的時候，作品放

置的地點與火舌跑的方向不同，所

燒出的成果也會有所不同，甚至於

所用的木材不同也會燒出不同的結

果，因為各種木材經燃燒後所釋放

出的油也不一樣，木材的油就與上

釉一樣有異曲同工的功能。聽完了

老師詳細的解說之後，讓我有恍然

大悟的感覺，原來陶藝作品的完成

看似簡單，但其中卻蘊藏了如此高

深奧妙的技巧在裡面。

聽完理論之後大家已躍躍欲

試，老師為每個學員準備300克的

泥土，以DIY的方式來激發自己的

創意，有的人用手捏、有的人以拉

胚機來創作，作品是十人十色好不

熱鬧。完成了創作之後接著就要進

入窯燒，此時老師再次告訴大家當

作品進入窯內經過窯變後，你永遠

不知道燒出來的作品會是什麼模

樣，這也讓我們對自己的創作充滿

了更多的期待。

回想起以前拿著膠捲底片相

機，才剛學會拍照的自己，每每照

完相後總會迫不及待的拿到相館去

沖洗，滿心期待的等著看到自己的

作品，雖然偶有失敗的作品，但等

待的日子卻是美好的。我想陶藝作

品也是如此，在未燒成作品前，是

人人有希望但個個卻沒把握，七上

八下的心情就像買樂透一樣，既期

待又怕受傷害，原來陶藝的世界

裡，也蘊藏著悲喜交集的人生。

常成功，非常感謝本館館長林永

發及展出者黃義和老師，更感謝

出資購買的單位及參與的貴賓。

離家在外的路是模擬回鄉的路

「海峽兩岸」

ＤＩＹ巧思讓生活注入美的元素

關懷八八水災─黃義和書法展暨作品義賣

齊唱綠島小夜曲

林館長(中)為「海峽兩岸」節目製作人賀亞莉小姐(右)導覽人

權紀念公園景觀

光看這區的擺設就足以令人回到古代文人雅士的生活 每人發300g的陶土，開始準備激發自己

的創意

連小朋友都可以輕易使用拉胚機創作

釋迦乾果胸花不僅兼具美學環保且創意大方

文◎梁富

文◎陳安川

出了小小的俗世神祇，各自有各自

的膜拜儀式，各自對應一種現世的

病徵。現代社會持續對偉大的神話

進行除魅，卻在生活的角落產生更

多的，蜉蝣也似的，流動的魅惑。

這構成一種流動的主體經驗，形成

以隨機（不是無常）為基調的生命

主題。

這是片刻又及身的世界，在我

們短暫的行走間，意義偶然顯得悠

長，我未必能見著永恆，但這又何

妨。｣－《現代生活》

讀著讀著，以為柯裕棻是夜深

人靜孤燈獨坐時的喃喃自語，以為

我們彼此是互不相涉的《他者》，

但細細辨識驚訝發現柯裕棻＝讀

者，柯裕棻始終是對影成三人的怡

然自得或顧影自憐著。

讀著讀著，竟讀出桃花源記的

意味，那是人類永恆的追尋，只不

過《恍惚的慢板》的場景是在都市

叢林，雖然現代桃花源始終忽遠忽

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趕快打開柯裕棻的《恍惚的慢

板》，來一趟心靈的旅行吧！ 
其實，柯裕棻離家在外的路是

模擬回鄉的路。

此
次參加鯉魚山生活美學協

會所舉辦的「陶土變變變

D I Y」活動，真是令我大

開眼界。以前每次到菜市場看到很

多攤販擺在地上一大堆任君挑選的

碗、盤及杯子，十幾二十元的價格

便宜又漂亮，當時我便認為既然如

此賤價售出的陶藝，應該不會有令

人刮目之處吧!
七月十八日在陳昊理事長帶領

下，來到了東鳩窯。一到目的地我

們首先參觀窯主陳民富的陶藝展示

館，映入眼簾的一些創作藝品，讓

我覺得很好奇，它們顏色既不鮮艷

甚至有些作品還有龜裂的痕跡。但

經由老師講解後，原來東鳩窯的柴

窯是最古老的窯燒方式，特殊的火

痕讓每一個作品都是獨一無二，而

顏色的展現則是最自然純樸，這也

就是柴燒最大的魅力。

作品的形體在捏陶的過程中，

憑著作者當時的靈感與情緒所完成

的。老師舉例拿起其中一件作品要

我們欣賞，大家左看右看也說不出

端倪，直到老師公佈了這件作品背

後的原由，原來是老師前一晚與老

婆吵架後，隔天早上所做的第一個

作品，這樣怪怪的作品，無言地道

出當時創作者的心境。所以陶藝

這種東西是隨著作者的心情有所不

同，就會表現出不一樣的風貌，心

情好的話作出來的作品也會笑的，

心情不好的話看到的作品好像也會

公司、中韓交流協會
崔理事長宗燮等三單
位購得，所得款項合
計新台幣參萬元整，
由本館館長林永發及
推廣輔導組組長江愚
親自送往台東縣太麻
里鄉公所賑災專戶，
雖然金額不多，但本
館部分同仁也捐出一
日所得及利用各種管
道賑災，算是給台東
的災民一點撫慰，祈盼受災的民
眾能早日走出陰霾恢復正常的生
活，所以此次展覽及義賣可謂非

─停.看.聽柯裕棻的《恍惚的慢板》

作家柯裕棻老師演講:離家在外的路

樸實小鎮中的文人雅居 神奇的魔法術─
陶土變變變

循著步道找到

刻在碑上施明

德及前副總統

呂秀蓮等熟悉

的名字。

隨後進入

前國防部綠島

感訓監獄（別

名 為 綠 洲 山

文◎簡筱穎

本
館為推動生活美學運動，
提升民眾生活美學素養，
推廣我國傳統固有文化

及關懷八八水災對台東地區的重
創，特定於98年8月15日至98年
8月28日假本館一樓展覽室辦理
「關懷八八水災－黃義和書法展
暨作品義賣」，並於98年8月15日
（星期六）上午10點辦理開幕茶
會暨作品義賣活動，活動由本館
館長林永發主持，參與的貴賓相
當踴躍，計有：黃健庭立委服務
處的黃處長、台東縣書法教育學
會邱理事長弘義、福康飯店總經
理夫人楊香桂小姐、龍星花園旅

則是利用取材容易掉落的檳榔果實，剝皮

後利用中間的種子做成臉，乾掉的果肉部

份做成頭髮，許多民眾無不發揮自己的巧

思，為每個檳榔玩偶做了獨特的造型與變

化；「陶杯製作」則是讓我們動手感受手

中韓交流協會崔理事長宗燮也加入義賣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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