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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2009年，台東藝術界的一

件大事為國立台東生活美學

館主辦的「東海岸漂流木國際藝術

創作展」活動，此活動目的是想藉

由漂流木的特質，展現人與藝術與

生活的現代美學觀。在開幕當天，

有一件署名為「形殤」的作品備受

矚目，大型的紅色鋸子45度斜嵌於

一根沒有釜鑿雕工但卻全身傷痕的

巨木上，該作品矗立於海濱公園的

廣場中，其氣勢震撼每一個觀者的

心，抬頭仰望，我們清楚的聽到巨

木之靈悲壯的控訴聲音。這是林勝

賢長年對台灣社會的觀察省思所創

發出來的作品。

林勝賢雖成長於樸實的台東，

卻用極其前衛的現代藝術表現形

式，來表達他生命所關照的議題：

台灣、島嶼、人、社會、自然與當

代世界，他用敏銳的觀察力，思想

人心靈的陽光與黑暗、社會的沈浮

與救贖。1985年他以尚・杜布菲的

「原生藝術」形式，在文化中心兒

童室的外牆（現為青少年閱覽室）

為台東的兒童作畫，作品裡散發的

純真味道，是台東孩子的氣味，也

是林勝賢生命原靈的本質光譜，他

用這樣樸質的生命能源去探索藝術

的境地。

「尋找風中的名字」為題，首度全區開放意義深遠

1 9 8 6年及1 9 8 8年他用表現主

義的觀念，以裝置、版畫及平面繪

畫的藝術表現形式，畫出他對勞動

階級及社會邊緣人的情感。作品題

材包括老榮民、鐵路工人、漁民、

妓女、無人的港灣、無言的山脈、

墳場等等，「故鄉的雲」不是自然

界的雲而是有生命象徵意義的生命

之靈。林勝賢說：「流盪的雲是一

種心境投射，我逐尋著一個夢土，

那將是藝術國度境域的夢土」；夢

土的境界自1933年起，從非具象跨

越進入抽象表現藝術。他以極限藝

術主義的風格，用純粹和絕對的藝

術語言，以大塊面的黑與白和不穩

定的造型結構，呈現出不安定和哀

傷的視覺效果，畫面的批判力量直

逼觀者去思考社會的病狀。他說：

「我戮力將那心底悸動力量的情愫

轉化為視覺藝術的語言，我不做意

識形態的爭奪，在大環境的逆流

中，保持一個冷靜清晰的思維，以

樸實的態度面對繁雜多元的客體，

我逐一將干擾創作的雜質去除，站

在人性共通的立足點上，向一種可

能性挑戰，向自我的極限跨越」。

這是他這個時期的創作理念。

2009年「無相－當代抽象藝術

聯展」其作品展現他一再自我挑戰

神經。如同二月份與農曆七月份鋪

天蓋地的情人節廣告，還有中秋節

的烤肉一樣，都會讓人心生疑問：

「到底是誰在過節？」

疑問歸疑問，這「母親的第二

個生日」還是不能不應景，只是先

讓媽媽吃了蛋糕，再買以健康為名

的運動器材或按摩器材給她，會不

會是生活中最大的矛盾之一？

其實要真正的延伸下來，「母

親」這詞的本身就夠矛盾，甚至是

複雜的了，要一言以蔽之，當然

很容易，就是簡化在簡化不過的一

句：「所有的母親都愛子女。」

而不論是報上的新聞，或者自

古以來的中外文學，都不乏例證，

難怪市面上近來講親子教育的書，

由母親現身說法的，絕對高過於父

親的點綴。光是三月份，我在「懶

得出去  在家看書」節目當中介紹

的書籍當中，每週深入導讀的書裡

頭，提及母親的，就佔了兩本，分

別是《我老媽這個人啊》和《珍愛

人生》。

一 逼近五月，別的不說，光是拉

在每家烘焙坊或者便利商店前

的橫幅蛋糕廣告布條，就挑動著每

個為人子女，甚至是為人先生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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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藝術之批判精神，他以尖銳

而灰冷的色調及物件，抒發情感上

的矛盾和衝突，他在自我解剖，並

和台灣社會的種種現象作對話，他

誠懇的投入生活的掙扎和自我生命

的困頓，從畫作當中，我們看得出

一個藝術家試圖打開一道視覺藝術

視窗的危機和轉機，這是一個藝術

創作者的宿命歷程。

林勝賢以現代抽象表現形式

作為其個人藝術創作的途徑，筆者

在專訪時問他為何不倦於此方式，

是否會回歸於寫實創作，他的回答

是：「藝術的本質是形而上的表

現，是生活、生命哲學探索的態

度，越抽象其實越寫實，如果沒有

深入的思考，實相的物理又如何能

以抽象的語言顯現，創作者用真誠

的生命跟內心的神對話，用心靈

的符碼解讀事物現象並轉化為藝術

的符號，以東西方共相的藝術觀

念去和世界共鳴，這是我不變的信

念」。筆者認為這就是抽象表現主

義的精神所在，創作者綜合了現代

繪畫的諸種本源，從梵谷的表現主

義到康丁斯基的抽象，從亨利・馬

諦斯的飽滿色面到尚・米羅的有機

造型以及充滿潛意識心理幻象的超

現實主義，他們混雜著高度內省思

《我老媽這個人啊》是日本漫

畫家的散文隨筆，讀來輕鬆，心裡

頭會不斷的想著：哇咧，怎麼跟我

家的老媽這麼像啊！她美麗、她賢

淑、她強悍、她堅韌、她搞笑、她

嚴厲、她…有時還會讓人有點小小

的討厭和心煩，啊，總歸呢，她就

是我天下無雙的老媽啦。

而改編成電影，還獲獎無數，

包括2010年度奧斯卡改編劇本與最

佳女配角獎的《珍愛人生》則完全

是另外一回事。

那勇奪最佳女配角獎的母親角

色演技生動，教人看了又悲憐又痛

恨，說的是一個我想大家其實都知

道，卻也都無法接受，甚至希望蒙

上眼睛、捂住耳朵，不去正視的現

象，如同世上在平凡之外，有罕見

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一樣

說來或許殘忍，但我們卻也不能不

因為生病孩子

顯得騷動不安，

她掀起上衣開始

餵奶，

哼著旋律輕輕在

孩子身上打著節拍

日　　期

活動名稱

展　覽　名　稱

時　間

5月2日晚上7點-9點

5月8日~5月20日

5月21~6月1日

新生訓導處展示區揭幕

受難前輩園區巡禮

風中的名字—陳武鎮人權藝術

創作暨白色恐怖文物展

受難者的聲音—台灣白色恐怖

圖書影音出版影音資料展

通過黑暗，迎接人權曙光—人

權教育展

白色烙印—潘小俠人權影像攝

影展

圖文徵集及展覽

溫馨五月音樂會-古箏班成
果展演

5/15　14:30

5/15　14:30

5/16　08:30

5/15～9/30

5/15～9/30

5/15～9/30

5/15～9/30

6/15～9/30

丁學洙師生聯展

國立台東大學美產系畢業展

地　　點

地　點

台東生活美學館
2樓禮堂

新生訓導處展示區前廣場

綠島園區、十三中隊

綠洲山莊禮堂

綠洲山莊
衛生科（戒護中心）

綠洲山莊
憲兵連（官兵宿舍）C棟

綠洲山莊
憲兵連（官兵宿舍）D棟

綠洲山莊
憲兵連（官兵宿舍）B棟

台東生活美學館展覽室

台東生活美學館展覽室

緒與精神元素，努力的為自己也為

世人去開拓每一寸靈魂的視野，讓

藝術的殿堂不斷的繽紛、毀滅和再

生，張顯出人存在的價值。林勝賢

說：「真正的藝術創作是對未來的

冒險，是對未來開拓的歷程，沒有

這樣，就看不到藝術的曙光」。他

用這樣不惑的精神向前進，如一個

勇者，孤獨的走在現代藝術創作的

荊棘道路上，要完成他的藝術創作

使命，我們祝福他。

知道確實有父不父、母不母的人…

閱讀，多麼像是人生啊！若論

正常的情況，或者我們想要知道、

願意接受的情況，那確實是天下的

媽媽都是一樣的，但如果像是《珍

愛人生》中所寫的，就無法不讓人

掩卷嘆息，並在心底問說：是嗎？

了。不過至少、至少在這本書中，

出生後即被錯待的女主角，在最後

能夠說出她是珍惜自己，同時愛孩

子的，即便，那孩子是她受父親性

侵下的結果。

無論如何，在這個早已被說成

是母親月的五月裡，無論讀的是哪

一本書，我仍希望讀來覺得共鳴的

人居多，更由衷祝福天下有媽愛的

孩子珍惜與母親共度的每一天，如

果她讓我們天天都有幸福的感覺，

那麼感謝就不用等到母親節或者她

的生日，是不是？

2010人權藝術季將於5月15日盛大開幕

展場，到新生訓導處展示區，串連幾個園區空

間，形成藝術季的重要標誌。我們也計畫在活

動部落格推出「尋找風中的名字」活動，讓觀

眾利用數位相機拍下畫面中的受難者名字和人

權紀念碑受難者名錄，相互對照，噗（張貼）

在網路，可以獲贈園區的出版品，如：《綠島

的一天》DVD、新生訓導處筆記本、2010人權

藝術季紀念明信片等。

過去由於硬體工程持續進行，園區許多空

間無法對外開放，一般展示也只能以圖片、資

料為主。自從去年底各項工程陸續完工，尤其

在第三大隊原點紀念空間籌設「新生訓導處展

示區」常態展，以六十幾尊擬真的蠟像、新生

訓導處時期文物及照片，重現昔日樣貌，結合

陳武鎮的油畫《風中的名字no.6》（陳武鎮提供）

蠟像藝術及多媒體的展場，使觀眾像搭乘「時

光旅行器」回到五○年代的新生訓導處。展覽

尚未正式揭幕，媒體就爭相報導，引起各界矚

目。自2002年綠洲山莊開始整修，今年園區首

度全面開放，意義深遠。

藝術季中還規劃了「通過黑暗，迎接人

權的曙光—人權教育展」、「受難者的聲音—

白色恐怖圖書影音出版品資料展」、「白色

烙印—潘小俠人權影像攝影展」等，以及人權

與和平圖文徵集、社區工作坊、藝術家現地

創作、國際交流座談等活動。園區以「人權歷

史、和平文化、島嶼生態」為宗旨，今年也繼

續透過和國際和平博物館的交流，建構綠島成

為世界聞名的人權地標。

「形殤」是林勝賢長年對台灣社會

的觀察省思所創發出來的作品。

透過珍愛一步一步的成長，鼓

勵所有失去珍惜疼愛的心靈，

永遠不要放棄希望！

以現代藝術作為生命冒險的林勝賢

或者共鳴，或者慶幸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5月份展覽活動

2010人權藝術季活動一覽表

勾畫園區願景，供為園區未來建設的參考。

今年的藝術季活動，延續「綠島˙和平

˙對話」的精神，命名為「尋找風中的名

字」。禮堂將展出1 9 7 0年代受難者

陳武鎮的油畫創作，包括：「政治

犯」、「虛擬巨惡」、「火燒島狂

想」等，以及白色恐怖期間的文物。陳

武鎮的油畫色彩強烈、筆觸粗獷，充滿生命

力，獲得各界的肯定。禮堂中以展櫃展示近期

文史調查時新出土的文物，其中有一套受難者

鍾興福當年的「新生服」，新生服上衣口袋繡

有所屬第七中隊的「完」字（當年12個中隊，

各別賦予：「團結新生同志，完成第三任務」

的代稱），可為文史調查佐證。另外，綠洲山

莊時期經過管理單位蓋過檢查戳章的信件、

1970年代綠洲山莊照片等，都是首度公開的珍

貴資料。

「風中的名字」是陳武鎮向受難者致敬

的巨幅油畫，色調沈鬱的畫面中，刮著颺飛的

風，風裡嵌著受難者的名字。陳武鎮寫下這樣

的詩句：「大地無語／只有／風吹過／名字飛

過／今年吹過的風／明年會再吹來／風中／仍

會有諸君的名字」。我們把陳武鎮這一系列的

作品，做成戶外輸出，如巨幅戶外廣告一般，

從綠洲山莊，沿著當年的「萬里長城」，一路

安置在牆面上，用來引導遊客從綠洲山莊的

鍾興福的新生服及褲子。（曹

欽榮攝影，台灣游藝提供） 新生訓導處展示區擬真蠟像（曹欽榮攝

影，台灣游藝提供）

「 年一度的「綠島人權藝術季」即將於5月15日，以

「新生訓導處展示區」的開幕活動為前導，同時啟

動「尋找風中的名字」為題的系列展覽及相關活動（請參

見〈2010人權藝術季活動一覽表〉），將是本館接管園區

以來，最盛大的一次。活動將邀請中央政府長官蒞臨「揭

牌」，同時表揚推動園區「受難原點紀念空間」復原貢獻最

大的受難者陳孟和先生。

「新生訓導處展示區」開幕活動將於該展區前空地舉

行，活動現場將設置台東原住民藝術家希巨的木雕，以咾咕

石、鬼門關、手握綠島百合的意象，彰顯受難者強韌的生命

力及追求和平的精神，成為「揭牌」的象徵。開幕儀式中除

邀請中央政府長官蒞臨指導，也將頒發感謝狀表揚受難者陳

孟和先生。陳先生曾在新生訓導處待了15年，擔任攝影及

美術方面的公差。陳先生以七十幾歲高齡，根據他當年拍攝

的照片，綴補記憶，繪製重建的相關圖面，數年間不眠不休

指導，因為他的堅持，新生訓導處才能恢復當年樣態。節目

中，也將邀請受難者陳深景表演薩克斯風演奏他創作的《綠

島悲歌系列》。

完成揭牌儀式，邀請來賓及受難者進入展示區，由園

區工作同仁導覽，啟動2010年藝術季系列活動。隨後安排受

難者「園區巡禮」，到十三中隊追悼埋骨綠島的故人。當天

晚上安排受難者與綠島在地友人的餐敘活動，讓當年與綠島

人建立過深厚友誼的受難者和老友見面、敘舊，談話中共同

—關於母愛看照片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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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號

3 月20日週末午後，｢陶藝文

創產業在台東｣論壇於熱烈

的回應中暫時畫下句點。值得關

注的除了當天營造的討論，我們

更期待能繼續為台東的文創產業

牽動進一步的蝴蝶效應。

藝術的力量累積得夠紮實強

大之際，才能跨領域將美學的影

響力發散到產業發展及生活內涵

的提升上。因此我們藉著廖光亮

老師辦展覽的契機，促成論壇，

創造陶藝與產業、美學與創意相

互組合的平台，在這之中，林永

發館長也扮演了催化的角色。

當美學的觸角伸入生活，人

們開始重視生活水準，也會誕生

這樣的疑問：生活美學的追尋是

一條沒有終點的路，我們究竟可

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問題也許

沒有標準答案，但是我們可以反

向思考：如果美的極致是回歸自

然，那麼生活陶的普及，就是

一項測量生活品質進步的指標。

陶天然、耐用的特性，無論遇見

文◎九鳥陶燒工作室
文◎李漢堂

文◎王慧雯

文◎黃瑞玲

文◎李炎玲

「紅龜粿」

這 個 名

詞相信對大家

來講絕對不陌

生，卑南鄉生

活美學協會於

四月十一日在

卑南鄉美農村

斑鳩辦理大小

牽小手百人做

紅龜活動，讓

大家更加認識

為什麼在過年

在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林館

長的鼎力支持下，大自然

油畫協會承辦的『梵谷展之旅』

得以順利成行。伙伴中涵蓋了美

術教育協會、無盡雅集以及書法

學會的成員。3月18日風和日麗，

早上我們進入夢寐已久的歷史博

物館內參觀，並有專人為我們導

覽。梵谷展共展出9 8幅作品，

除了荷蘭庫勒穆勒美術館借展的

97幅作品外，日本POLA美術館

亦借展阿羅時期油畫乙幅共襄盛

舉，7 7幅素描及2 1幅油畫，引

領我們循著梵谷立志為畫家的創

作足跡，展開一場欣賞大師的藝

術饗宴。〝燃燒的靈魂〞是此次

畫展的主題。梵谷成功的背後，

應該說是擁有一位把生命獻給哥

哥的弟弟西奧。在其短短的37年
（1853~1890）生命中，或許停止

呼吸的那一刻，是他人兼受難的

終止，他在世時活得那麼激情，

那麼瘋狂，而且始終保持著最強

烈的激盪！觀賞他的畫，沒有幾

分癡迷、執著和瘋狂，是無法幹

動的！

他絕未料到，一百年後的名

氣，遠遠超過自己崇拜過的戴拉

克魯瓦，其地位早已凌駕米勒而

直追本國（荷蘭）的前輩冉伯讓

他絕未料到，他的畫無人看得

起，身後無人買得起！他用一個

師為我們講解，每個人已經迫不

及待要親自上場體驗，尤其，是

那一些小手已經按捺不住了！事

前的準備工作是不可少的，如內

饀、麵糰…等等，都是由我們的

老師傅也就是我們的婆婆媽媽來

幫忙，接下來的重頭戲開始上場

了，看著每個人從包饀、壓印、

鋪葉、剪葉最後進入蒸粿，可說

是馬虎不得，因為，我們這些新

手讓那些老手捏了把冷汗，大家

做出來的都不一檥，有的不是太

薄太厚，不然就是饀露了出來，

小朋友更把它們當成黏土來玩。

「生活就要這樣子」來自課程

諧音。在慣常飲食中，稍許

變化，添進一點陌生食材，味蕾

想像將迎風展翼，尋得更多相關

連的素材。因為跳脫了生活中的

一層不變，得以容受更多元的美

食文化，是我們課程一再追尋的

理念。

細綿淨白的優格淋上紫色的

桑椹濃醬，幾葉薄荷點綴，話題

突然之間轉進我的有機栽植。園

區菜圃紛紛冒出去歲遺漏的種

子，香蜂、檸檬、馬鞭草、百里

香…相互地推擠綻放，丁點兒的

綠幾乎引爆春天。奢侈地踩過薄

荷區塊，香氣久久旋繞不散，清

新中隱隱夾帶些微酸甜，原來桑

樹已結滿果實，枝椏因過度負重

而彎垂觸地。

桑椹青綠紅豔紫黑織滿枝

條，舌尖甜美的滋味隨著芳香的

餘韻尋向記憶深處。孩提時代，

在溪畔、河床邊摘採野果的景像

一幕幕地溜進眼底，哪怕是蟲兒

鳥兒吃過的野生芭樂，也絕對不

會甘心放過，有紅心的甜，也有

黃心芭樂的酸，是一輩子味蕾難

忘的印記。

在課程中我們找尋縈迴記憶

深處的香氣，試圖讓逐漸隱沒埋

藏身世的味覺甦醒，也在課堂上

任由舌尖飛行。在味噌湯中體悟

一位日本友人說過的一段話語：

「味噌湯裡濃縮著許多日本人對

於母親的記憶，只要嚐到家常中

的味噌滋味，就能喚起兒時的

記憶與內心溫暖的感覺」。也在

泰式料理中尋訪酸甜辣味，與濃

稠香甜的摩摩喳喳。總有善心友

人相贈蔬果，當芋頭蒸熟碎成泥

狀，與西谷米、椰漿、亞達枳、

紅毛丹、哈蜜瓜等當季水果融

合，再麻辣的味覺都能在瞬間緩

臺東陶花源的下一個出口

大手牽小手、百人做紅龜粿

生活就要醬汁班剪影〝燃燒的靈魂〞

參觀梵谷展隨記
─談｢陶藝文創產業在臺東論壇｢

過節都少不了它。

活動當天早上，我們真的看

到了許多的大手牽著小手一起來

到現場 ,好像是要一起來辦喜事

的感覺，好熱鬧哦！讓我好像又

回到小時候，因為，每逢過年過

節、廟宇大拜拜、家裡有喜事大

家都會親自做紅龜粿來應景，左

鄰右舍的大人、小孩都會聚在一

起幫忙，只是，時代的進步，這

項傳統技術的傳承已經要慢慢消

失了，因為，現在只要我們到菜

市場就可以買到的現成，隨著老

竟是一頭栽進而難再回頭了。家

中的瓶瓶罐罐開始裝填來自園中

的訊息，有冬藏的薑黃也有春耕

前的芫荽籽。最早源自印度的咖

哩一詞，有人說是南印坦米爾

語，發音是湯的意思；也有人說

釋迦牟尼教導人民將樹木和草的

果實調和成長生不死的靈藥，此

藥被稱為（ka r i）苦力。總之，

咖哩是由許多種香料混合而成。

必須經由烘烤、研磨、調配比例

再入鍋拌炒。在印度咖哩的味覺

中，沒有一個家庭混合調勻的咖

哩粉口味會是一樣的。喜歡辣味

可酌添紅辣椒或胡椒，嗜肉桂或

荳蔻滋味者可加重分量，喜歡那

一抹豔黃的人，添些薑黃即可。

總會考考學生，如何在椰香咖哩

雞、咖哩肉醬中找尋出香料的名

人的悲傷換來全世界的喜悅，今

年是他逝世一百二十週年，假若

在他的長眠中，忽然甦醒過來，

面對這一切的狂熱與歌頌，他會

感到欣慰還是愕然？

「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難風

雨故人來」，「半畝方田一鑑

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

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參

觀梵谷展、美術館等就是我們的

源頭活水，寄望往後能以"以畫會

友，以友輔仁"，在畫風、畫技、

畫境上，能更上一層樓，再次衷

心感謝生美館的贊助及林館長的

用心，使我們此趟的賞畫之旅，

收穫滿盈不虛此行。

"粿"蒸好了，從大家的吵雜聲中

傳出一陣陣的笑聲，好熱鬧哦！

這可說是另一種的體驗。

蒸好的"粿"，可說是千奇百

怪，老師傅做的當然不用說，

可是新手及小孩子們做的，厚

度、大小都不相同，看著自己的

作品，大家笑成一團，雖然有著

難看的外表，但吃起來卻是甜蜜

在心頭，隨這燦爛的笑聲後，活

動也將告一段落，小孩子們均稱

「來這裡，收穫好多喔，從來都

不知道什麼是紅龜粿，現在終於

知道了，真的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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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5/4日舉辦「工藝心、鄉

土情」手工編織學習營，參加的

學員都非常用心投入，老師精湛

的手藝加上耐心的教導讓每個學

員在學習中獲得成就感。在劉秀

琴班長熱心幫忙之下學員們更加

認真，大家的信心及學習的心被

開啟之後，躍躍欲試欲罷不能，

學員林鳳雀還一口氣就編織了兩

個，其耐心及細心，贏得大家的

鼓勵及讚賞。

手工編織，是一種藝術創作

也是台東的文化資產，它代表當

地文化的傳承，大家透過共同研

習創作，增加學員彼此間友誼交躍躍欲試的心已經迫不及待要親自上場體驗了！

手工編織，是一種藝術創作與文化資產，也代表文

化的傳承。

醬汁班同學的熱情，流淌在每一個週四的夜晚

在電影《芭比的盛宴》中，可以看到甜美對人心產生

的影響，味覺暢通了心覺。

廖光亮說，今年是陶藝文化產業在台東耕耘

十年的重要見證。

此次辦展覽的論壇，創造陶藝與產業、美學與創意相互組合的平台，林永

發館長也在此扮演了催化的角色。

來台展出的自畫像,是梵谷在1887

年4月至6月在巴黎所畫,自畫像中

的梵谷,目光犀利,卻又透著疑惑與

不安。

授則從居住、觀光、各種行業帶

我們一窺義大利的陶藝美學。整

理論壇中的關鍵元素可以歸類

為：｢陶藝如何在台東發生｣、｢

原住民藝術與文創｣以及｢生活美

學的實踐｣。它們串聯建構了台

東當代的文創產業大環境，並持

續影響著後續發展。

從環境到族群，臺東的多元

文化厚實豐富，發展｢文化｣產業

絕對是獨天獨厚。我們有許多混

血的孩子，對文化有獨樹一幟的

記憶與解讀，發揮到陶的創作，

創造產業、營造文化創意的經濟

活動，政府、消費者、企業能不

能予以後援，推動美學教育並且

創造文創市場呢？

這一天有這麼多朋友為一起

聽陶、看陶和討論陶，參與這場

｢陶藝運動｣，透過時間漸進式地

發展，會不會又是另一個契機，

為台東陶藝文創產業再造另一場

革命？我們築起了美麗的｢陶花

源｣，更期待為它找到美麗的出

口。

飲食、衣飾或是居家文

化，都能與之結合，創

造可以使用的器物，而

這不正是產業的發生？

蘇振明教授藉由京都

清水燒的細膩，帶我們

思考台東陶藝產業的升

級，無論是產品與環境

佈置的巧妙安排，到融

合書藝、花藝與染布織

藝的跨領域創作，每個

枝節都凸顯產業的附加

價值；王昱心老師從原

住民文創產業的角度，

要眾人重視文化與創意

需要謹慎處理，不能讓

產業淪為四不像的｢文化

工業｣，反而對文化造成

誤解與傷害；陳錦忠教

流，作品可以呈現藝

術又實用一舉數得。

編織與工藝品的融

入，生活中處處可以

應用，甚至跟當地生

活有關。這樣的態

度，打破我編織就只

是單純裝飾品的想

法，這些編織跟文化

生活一般，編織過程

中融入了的祝福。

我想編織最大的

和下來。

自始明白，想

料理一鍋美味的咖

哩，不僅需要一點

技巧，更需要對香

草、香料有更深一

層的認識。探尋咖

哩香料的路徑中，

「工藝心、鄉土情」手工編織學藝分享

知道，大家情感的熱源將因「芭

比」的一場盛宴，逐漸地潛進心

底，慢慢地發酵。我以為，劇情

才將開始，將漫向每一個人的心

中鑿根常駐。

週二晚間八點半，電話又響

起，是班代孟樵詢及課堂上所需

備品？

週三自願採買的林芬、美

文、麗霞、玉嬌、秀蘭、攜帶鍋

碗瓢盆的…，煮一鍋香Q米飯的

惠珍電話鈴聲相繼響起，遠住海

端的志強腳傷仍堅持學習的心

意、副班代東賢雙手沉甸甸的模

樣一一飄入眼底，這是醬汁班同

學的熱情流淌在每一個週四的夜

晚在「台東生活美學館」烹飪教

室中，心情甜美地料理一鍋又一

鍋溫潤且滿足了人心靈的料理。

問題在於全部都是手工，品質與

數量的控制很重要，要傳承的不

只是編織方法，還有設計理念、

風格、配色等，未來還有行銷推

廣的工作，希望大家努力下，更

帶動新的生機。也期盼有關單位

能多舉辦類似活動提升美學藝術

創造人生的真善美。

字。

在醬汁課程中

排進「芭比的盛

宴」影片，只想藉

由音樂性強、美感

佳、熱情寬容分

享的影像，去感受

芭比點滴愛戀般完

成每一道佳餚的執

意。暗香浮動的夜

晚，每一個人情緒

被沾黏的程度或

許輕重有別，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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