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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災區爛泥巴─變身888尊祈福小沙彌

石門水庫淤泥─化身繽紛蝶蛹
做陶的「唐鴉」與釀醋的「唐婆」，攜手展現藝術技倆

白雞山家庭美術館「搬」到台東，與花東民眾分享生活美學體驗

National Taitung Living Art Center

文◎高沁余

日　　期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題 主講人 現　職場次

展　覽　名　稱

10月9日~10月19日

10月23日~11月3日

10月1日
(五)

晚上
7:30

本館一樓
展覽室

陳世憲

林注進

凌俊嫻

王鍊登

蕭淑碧

10月15日
(五)

晚上
7:30

本館一樓
展覽室

10月24日
(日)

10月30日
(六)

11月6日
(六)

下午
2:30

下午
2:30

下午
2:30

本館一樓
展覽室

本館一樓
展覽室

救國團花
蓮學苑

創意的故事行銷
潑墨成書的豬圈書
法家

美好人生─真心的
幸福與永遠的滿足

晶亮電工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散文創作家

台灣應用藝術協會
會長

宇愛光協會理事長

自然.文學與生活

如何—美化生活.生
活美化

從自然中找到生命
的出路

1

2

3

4

5

王百端詩畫創作個展

中韓國際兒童、青少年美術交
流展

地　　點

台東生活美學館展覽室

台東生活美學館展覽室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10月份展覽活動

99年度生活美學系列講座場次一覽表

石門水庫的淤泥，化身為繽紛「蝶蛹」陶藝創作

唐鴉、林館長共同將祈福小沙彌
泥偶自淤泥中取出，象徵為土地
及台灣祈福

300件「祈福小沙彌」泥偶

在
悠揚的魯凱族傳統鼻笛樂聲，及原住

民創作歌手達卡鬧嘹亮的詩詞朗誦

中，「唐鴉唐婆的藝術生活技倆――『家

庭美術館』生活美學藝術展演活動」於九

月四日上午在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正式開

展，吸引了包括藝術大師吳炫三在內的許

多民眾共同參與。

開幕活動中，舉行了別開生面的「祈

福」及剪綵儀式，由唐鴉、唐婆及美學館

林永發館長共同將祈福小沙彌泥偶自淤泥

中取出，象徵為土地及台灣祈福。並由眾

人剪斷俗稱「植物殺手」的小花蔓澤蘭做

成的「藤蔓綵帶」，象徵著綠色保育行

動。唐鴉夫妻倆並以「醋」代酒，以「竹

杯」代替酒杯，用唐婆自己親手釀製的風

味果醋，邀請民眾們舉杯祝禱，作伙來

「吃醋」。

現場還準備了許多別出心裁的「醋點

心」，有鳳梨醋果凍、養身四物醋果凍、

醋拌嫩豆腐、醋拌麵線等，還有號稱「山

老大」的樹薯作成的「山老大甜湯」，及

在地新鮮水果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裝

盛美食的器皿都是就地取材，使用本地天

然竹子、竹枝、椰子殼、檳榔葉等，做成

各式扦叉用具器皿，展現生活藝術的技倆

與創意。

台東生活美學館館長林永發表示，唐

鴉的作品充滿著人道關懷，也展現生活藝

術之美，而生活美學其實就存在我們的生

活當中，在日常的食、衣、住、行中就可

實踐；從現場展出的作品及美食中，也可

感受到如何把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

而這也正是美學館積極推動的目標。

全程參與開幕活動的藝術大師吳炫

三表示，整個活動及展出內容都非常有創

意，他雖已年近七十，但能夠參與這場非

常不一樣的藝文饗宴，讓他覺得十分美妙

及開心。

一手做陶、一手寫書法，賴唐鴉是位

非主流的藝術怪咖，他長期推動並徹底實

踐「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理念，

把自己位於三峽白雞山的住家化身為「家

庭美術館」，舉手投足皆藝術，身體力行

「生活處處是藝術」的信念。

而深具環境生態意識的唐鴉，花了

埶團隊的巧思包裝下，獲得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所舉

辦的2010年「台灣OTOP（One Town One Product）設計

大賞獎」。並由馬總統與行政院長吳敦義等人在八月七日

「八八風災」週年紀念活動中，共同將唐鴉捏製的大型祈

福陶偶自淤泥中取出。

九月四日起至十三日止，做陶的唐鴉，與他釀醋的老

婆，把三峽白雞山家庭美術館裡的全部家當通通「搬」到

了台東生活美學館展出，展出內容除了有三百尊「祈福」

小沙彌泥偶之外，還包括：家庭美術館、藝術生活技倆、

「種」及「蛹」等系列陶藝創作、生活陶、手染筆記書

（台灣第一套客家藝術筆記書），及唐婆拿手的天然手工

釀造醋及手染服飾等。

大半時間在山野間「拈花惹草」，透過他

所謂「近自然」生態觀察，與環境生態的

指標――蝶蛹，進行一次又一次的生態對

話。

為了喚醒人們對土地與自然的尊重，

五年前起，唐鴉開始利用石門水庫挖出的

「庫底淤泥」作為藝術創作的素材，將原

本人人眼中一文不值、棄如敝屣的「爛泥

巴」，運用泥條盤旋雕塑手法及窯燒技

術，化腐朽為神奇，把淤泥化作一系列造

型各異的陶蛹，並以特殊材質的細索懸吊

成林，宛如在大自然中靜靜等待蛻變的蝶

蛹，展現蝶蛹返樸歸真的生命旅程，亦呈

現出與生態環境共存、共融、共腐朽的近

自然生態藝術。

把水庫淤泥運用在陶藝創作上，化成

一件件「出淤泥而不染」的藝術作品，唐

鴉堪稱是「始作『蛹』者」、獨步全台的

藝術家。

去年八八風災過後，三峽老皂廠「茶

山房」發起南下賑災活動，並自災區運回

部分淤泥，由賴唐鴉利用這些來自災區的

泥沙，混合取自石門水庫的淤泥，捏塑成

「向天祈福」的小沙彌泥偶，象徵天地無

情的泥沙，化作有情的人間願夢，提醒人

們不要忘記代自己受難的同胞，也期待國

人重拾對土地的謙卑，與其他生命共享自

然。

唐鴉從去年十一月起至今年八月底，

花了將近十個月的時間，總共捏塑了888
件祈福泥偶，此作品經由名設計師彭喜

林 永發館長受邀由水土保持局台

東分局於九月七日在富豐社區

辦理的環境美學講座，和富豐社區居

民談環境的極簡美學，吸引許多民眾

前往聆聽。

要美化我們的環境，首先必須

要了解我們要的是什麼?以及檢視自

身的環境、風土民情和文化，而不是

一味的將別人文化完整的複製過來，

還自以為跟得上潮流。台東是一塊人

間淨土，富麗的山水、溫郁的靈氣，

造就出純樸的民風，於是後山獨樹一

幟的生活文化，是我們首要保留的條

件，林館長提出「後山生活美學的願

景」中，「簡單」、「自然」、「純

樸」、「活力」、「陽光」正是台東

在地的元素，所以我們可以將這些在

地元素納進我們的環境設計裡頭。

「極簡主義」是第二次世界大

戰之後60年代紐約所興起的一個藝術

運動，以最原初的物，自身或形式展

示於觀者面前的表現方式，意圖消弭

作者藉著作品對觀者意識的壓迫性，

簡單來說也就是一種奢華與繁複造型

之後反思性的追求。極簡美學強調理

性、直線、幾何、對比等形式，與東

方禪學及南島民族的原民藝術不謀而

合，在東方也能被接受，並廣泛的應

用於藝術、文學、建築、及生活實用

上，因此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有極簡主

義的身影。

為 推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人•藝術•空間—台灣生活

美學運動」原住民生活美學計畫，花

蓮縣馬里巴西生活美學協會特別在8
月14日於萬榮鄉辦理99年度花東生

活美學體驗營，由該協會理事長王田

明(兼任救國團萬榮團委會會長)親自

帶著志工與報名的民眾共同來體驗多

元文化生活美學活動，每個人都感覺

到獲益良多。

    　　此次除了參訪萬榮鄉原住民文

物館，觀賞太魯閣族傳統文化音樂

及傳統文化舞蹈表演外；王理事長田

明帶著大家親訪希、秀麥、米很、基

谷、瑪谷、莎達、吾卡社區等七個優

等工作坊，下午行程至林田山林業文

化園區，並請莊光輝、胡換珍解說員

為我們導覽林業文化、客家文化、原

住民傳統領域。

   　　位於鳳林鄉的林田山林業文化

園區，行車時間從花蓮市區到林田

山約1小時。地理位置在萬里溪以南

馬太鞍溪以北的河谷地，日據時期在

萬里溪發現溫泉，將泉水引出修建旅

社經營管理，到民國28年開始探採紙

漿原料，開啟了林業之始；屬於台灣

極簡是靜謐、沉穩、樸素、簡

單的美學觀，林館長舉了台東山線和

海線住家及民宿的例子，整體看來這

些佳作都充分運用植物來做空間美化

佈置，人終究還是要跟大自然為伍，

在冷硬的建築中，利用植物的綠化美

化來平衡視覺空間，更能為我們的心

靈更添幾許的生機。生活的自主性來

自於平常中去體會樂趣，漸漸的成為

自我生命中的主人，而不是受命運

來支配。物質的生活充斥其中，藉由

保持適度匱乏感才能更懂得珍惜目前

所擁有的幸福，聖嚴法師曾經說道：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生活

不是理論，而是用心實踐，才會發現

生活美學中的道理。

台東的環境是樸素的，不必太

多精雕巧飾，林館長帶領觀者回到富

豐社區，發現富豐社區的自然美、單

純美，其實原味就是美，再提供一些

第四大林場之一。

   　　隨著政府禁伐林木的政策的實

施，林田山的伐木工人漸漸散去，

一併帶走原有的繁華，但林田山仍舊

保留保存了最完整的伐木場景與意

象，原始山川景觀、豐富的自然生

態、早期的檜木房舍和運載鐵道，處

處可見前人留下的痕跡，因此，林務

局花蓮林區管理處於民國九十年起

將林場規畫為「林田山林業文化園

區」，有計畫的將林場歷史保存下

來，經過多年的努力，儼然成為台灣

有名且頂級的林業博物館，讓這裡成

為許多人懷舊的好地方。

林田山用來運材的森林鐵道，依舊洋溢古

樸情懷　攝影/王銘德

白色、褐色和簡單的造型

搭配營造乾淨清爽的風格

電線桿和鍋子廢物利用，

做成庭院創意燈飾

林志堅老師設計的農舍，表現簡約樸

素的風格

環境之美─談極簡美學 摩里沙卡─戀戀林田山 文◎施美玲

林永發 演講

許家綺 整理

從學習獲得美感經驗

吉 安生活美學協會在理事長黃添

興校長及總幹事的策劃下，辦

理「生活美學體驗營」。這一次的

行程景點，由志工方冬平校長所精心

規劃，包括參觀吉安慶修院、蕭家菸

樓文化館等，每個景點各有其創意特

色，足供學員與志工一飽眼福。

吉安慶修院是花蓮縣

唯一保存完整的

日式寺院，

頗 具 有

歷 史

文◎林琦碧

特色的人文空間。於日治時期為吉

野移民布教及心靈療養之所，台灣光

復後被閒置了二十餘年，殘破不堪，

迄民國六十八年獲列為國家三級古

蹟，於九十一年進行修復工程，重現

當年風華。庭院內尚保存既有的手水

舍、百度石、光明真言百萬遍石碑、

八十八所石佛廊道、不動明王石雕像

等古物，在清幽的環境中散發著悠遠

的禪意，吸引國內外許多遊客前來參

觀。值得一提的是，遊客入寺參

觀膜拜之前，須先到手水舍以木

杓取水淨手、潔臉、淨

身，雖然只是表象的

動作，但從「回到內

在」的觀點察覺，這

是一項使心情轉折的

極佳關鍵。我們的心

若能在適當的時機轉

折改變，很多事情會

變得不一樣。

在南華社區的蕭

家菸樓文化館，是一棟

共存共榮，展現客家文化的特色。

當年烘乾菸葉時，負責守爐的

農民，必須日夜守候在爐邊一個星

期，控制火候及溫度，吃喝拉撒睡寸

步不離菸樓，十分辛苦。一旦烘出好

菸品，賣到好價錢，也賺到全家的溫

飽。當年鄉內家家種菸，戶戶菸樓，

囪煙裊繞，盛極一時。然而，在民生

經濟改善之後，隨之而來的環保意識

抬頭，健康觀念普遍受到重視，菸害

防治的覺醒，在廢除菸酒公賣制度的

推促下，菸樓文化即走入歷史。

美學除了從模仿中學習，也從

學習中汲取更多、更豐富的經驗，充

實個人的人生歷練，形塑自我的創

意，才能奠定美學的基礎。所以美國

教育學家杜威曾說：「美學是一種經

驗，完整的美感經驗才是有效的；不

完整的美感經驗，不容易成為成長的

學習。」這一次的體驗營，帶給會員

與志工充實的成長與學習。

以台灣檜木為主結構

的大坂式建築。四面

牆壁以「竹筋」或土

磚外塗穀殼混泥土糊

成，雖然使用的建材

簡單卻十分堅固，歷

經無數颱風、地震、

豪雨的侵襲，仍然屹

立不移。菸樓後方還

有一段石牆，是以生

態工法砌築，與菸樓

蕭家菸樓，被定名為「菸樓文化館」，成為當地文化

及重要人文古蹟據點之一　攝影/楊安生

慶修院，古樸素雅的佛寺建築， 還融合日本神社的建

築語彙，氣氛靜謐，禪意十足　攝影/楊安生

比較需要規劃、改

善的地方，供居民

參考。最後林館長

用柏拉圖的話說：

「人之所以活著是

為了注視美。」審

美與環境有密切的

關係，「環境」需

要我們用心整理營

造，審美則需要我

們去品味和實踐，

用心生活就會有新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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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東生活美學館8月14日下午邀

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藝

術總監黃碧端，來台東進行精彩的演

說，吸引兩百多位民眾及東巡局官

兵弟兄都熱情參與。透過九十分鐘演

說，讓參與者深刻瞭解只要多點用

心，生活美學其實就在身邊。

黃碧端曾經擔任台南藝術大學校

長、文建會主委，目前仍以藝術人文

專長，擔任中正文化中心藝術總監，

不僅提升全國表演藝術環境，近年更

大力拓展「藝術零距離」圓夢計畫，

圖．文◎曹欽榮

以旅行追尋創作靈感的藝術家─吳炫三只要多點用心 生活美學就在身邊

綠島人權．和平博物館 訓導處模型（1/50）展示區，由郭振

純、蔡焜霖分別現身說法。之後，繼

續參觀新生訓導處展示區（重建第三

大隊）的「不自由中的自由」、「勞

動．改造」、「青春．歲月」、「關

不住的心靈」四區，貴賓們連連發岀

驚奇表情，體會受難者過去堅毅生命

的歷史、以及園區多年來努力所蒐集

的豐富文史成果。

這次國際交流活動，特地安排

在園區同時進行工作坊，與沖繩各館

館長對話、座談；並且由3位館長分

別頒獎給園區「2010年人權與和平圖

文徵集」得獎者，貴賓們向得獎者恭

喜，並且向他們致意加油，期許未來

有更好的表現。

工作坊學員有來自本島和綠島的

學員，共20多位，本次工作訪特色除

了人權歷史，還有陸上、海洋生態課

程和戶外、潮間帶的導覽訓練、國際

交流座談。8月30日下午，國際交流

首先由3位館長分別分享參觀園區感

想，以及他們館的特色，他們在參觀

園區過程看到許多年輕觀眾，認為雙

方對觀眾教育有許多值得互相學習的

地方。座談由學員提問，主要焦點包

括了觀眾對歷史認識分歧時，博物館

如何做？而不同世代對歷史認識、體

會落差，如何加強博物館對兒童、年

輕人的人權、和平教育，更是紀念館

共同面對、運用真實歷史的挑戰。由

於沖繩中小學教育注重博物館見學；

台灣相對地，普遍來說並不重視，有

待我們繼續努力。

來訪貴賓匆忙利用一天時間，參

訪綠島人權園區並環島一周，回程卻

因三颱環繞台灣，在豐年機場滯留3
小時，終因飛往台北班機停飛，在台

東與在地人士、賴坤成立委增加了彼

此閒話機會。隔日（8/31），乘坐南

迴鐵路，到高雄搭乘台灣新幹線（高

鐵）到桃園轉桃園機場，卻因颱風侵

襲沖繩，直接到台北再滯留一天。

區變得不一樣，許多外出工作的年輕

人，會回來開店做生意，整個村子成

為熱門旅遊地區。

黃碧端說，土溝村發揮生活美學

的行動力，用原有資產展現新風貌，

是成功案例之一，其它像台東舊鐵道

藝術村，鐵馬棧道兩邊的住家也進行

美化，整個充滿視覺和諧之美。要讓

生活美學有源源不絕的想法，最重要

的是溫暖的心、好奇的眼以及求知的

動力，相信生活中處處都有藝術的驚

喜。

境」你才能了解其中的奧妙。

吳炫三強調，「旅行」不像渡假

一樣，可以找個地方，不做任何事的

純粹休息。每一次的旅行都應該以謹

慎的態度來進行，小到了解目的地的

食衣住行、環境氣候，大到探究當地

的文化氛圍、社會現象與旅行意義，

都必須詳細記錄、拍照，不然只會變

成「走馬看花」，什麼也學不到，也

就無法成為未來創作的靈感。

除此之外，吳炫三也提到出外旅

行時，人們常會犯了「不謙虛」的錯

誤，抱怨頻頻，不僅使整個行程心情

大受影響，也會惹人厭惡。

吳炫三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有

名友人去趟歐洲回來後，氣憤地跟他

抱怨老外們種種不禮貌的行為，但聽

在吳炫三的耳裡卻覺到好笑，他說：

「我們到別人的國家旅行，行前沒有

清楚了解他人的文化背景，還帶著自

己的標準去評判他人，照理來說，我

們才是別人眼中的「老外」才對，這

樣實在很不應該，也不禮貌。」

最後，吳炫三期勉大家，在旅

行中，必須虛心接受不同的文化，懂

得欣賞與品嚐世間的一切，才能真正

得到學習跟快樂，心靈生活也會變得

豐富，當然除了要享受心靈的成長之

外，更要顧好自己的護照、錢，機票

等物品避免遺失，免得影響了自己的

行程，旅行的成果也會大打折扣。

醬汁班分享時的快樂容顏，萬花叢中一點

綠喔 都蘭山遠遠蒙在藍紫色的霧靄裡，底下的平原恢弘遼闊　攝影/游秀娥

鯉魚山，像個讓人隨意走走散心的公園

鯉魚山下─美的饗宴

上山

小 城的海濱近，所以我們時常往

海邊跑，但有時我們也上山

去。 
我們真要上山就不是在城邊了，

而是遠遠的到溪流的另一邊去。城邊

的小山沒有明顯的逃離感，因為它樹

木修得太整齊，像個讓人隨意走走散

心的公園，紅欄杆黃瓦亭，七層浮屠

塔。在我們一心想要遠走高飛的年紀

裡，城邊的小山實在不夠高，不夠

遠，也不夠荒涼。而且，山雖不遠，

上山還是累。 
那小山有個精巧的名字叫鯉魚

山。如今已經完全被小城的街道包

圍，不論冬夏都懨懨的，彷彿它被逼

到這麼一個動彈不得的境地，便無法

好好兒作一座山了。我記得從前它綠

滾滾，連崖壁上都長滿灌木，常有黑

黑白白的山羊不知怎的飛檐走壁在那

啃葉子，我從山腳下經過，老擔心牠

們咩咩滑下來。而從前它的知了那麼

多，那麼吵，夏天的清晨隨處走走都

可以在石椅上抓到幾隻。 
這山我們因為太近，反而不常

去。但這山又是最可怖的，正因為離

得近，它的災事我們聽得最多，正如

我們總是最常聽見鄰居的醜聞壞事。

常有人遙遙指著說，哎有一年啊這山

裡，接這話後面的，都是災厄。事

情總是發生在我們從沒去過的防空洞

裡，或是山背上的哪個壕溝，哪一棵

怪樹，或者就是廁所。它又有清朝的

鐵砲，日治的鳥居，國府的忠烈祠，

又有種種荒廢的軍事觀測站和雷達

站，小小一山丘，龍潭虎穴機關處

處，也難怪它事多， 

北沿著海濱公路騎遠路到都蘭山。都

蘭山天天相看，感覺觸手可及，但真

騎起來又分外的遠，眼看著彷彿要到

了，要到了，卻怎樣也到不了，它像

幻影，裊裊悠悠往後退。濱海公路一

線海灘，怒濤衝擊，蜿蜒兩旁都是純

粹極致的絕美。碧海。藍天。青山。

亂石。烈日。騎久了人就開始感到昇

華的暈眩，暈一陣子，不辨東西，都

蘭山也就到了。 
都蘭山因是聖山，開發極少，僅

有少數園圃，小路陡狹，藤蔓纏繞，

得牽車步行上山。若季節對了，偶見

蘭花幽然。經過潦草的菜圃、果園，

有一處較平闊的空地，從這一側俯

瞰，腳下是太平洋。海上黃昏通常沒

有晚霞（若有，就是赤焰滔天的颱風

了），晴朗的時候，天還大亮就見滄

海月明，又薄又白，冰花似的貼在天

際。四下渺無人煙，海風呼號。百年

前，原民也就是這麼站著俯視遠方經

過的英國船隻吧。 
每回我們上都蘭山總覺得暈。我

曾與某友在山頂莫名吵了一架，下得

山來兩人都怏怏，不明所以，又拉不

下臉來和解，就這樣一路恍惚往北，

竟然到了東河。東河村以肉包聞名，

是花東往來必經的觀光小鎮，有個極

大的超商。某友排隊買包子，我在超

商裡吹冷氣胡買各式零食。 
付款時店員請我抽獎。我昏沉沉

隨手一抽便想走，店員大叫：「你抽

到頭獎了！」全店歡欣鼓舞，我和某

友只好當下和解，笑嘻嘻與店員道謝

領獎離開。我們返回都蘭時已經天黑

了，海上明月高懸，恍如一夢。

前往松山機場搭機前，參觀鄭

南榕紀念館。貴賓們對鄭南榕運用

自由時代雜誌作為反抗壓迫，發動平

反228運動、反戒嚴運動，最後因刊

登台灣新憲法草案而被政府以叛亂罪

通緝，在雜誌社自囚抵抗，因政府強

制拘提，鄭在總編輯室自焚就義。貴

賓們深深感受到鄭自焚現場的震撼氛

圍，對台灣民主化變遷，人民所付出

的代價有更進一步認識。

8月30日一早，綠島在颱風來臨

前晴空萬里，貴賓們乘坐19人座小

飛機眺望島嶼、海洋，應當備感親切

吧！到達園區之後，貴賓參觀人權紀

念碑，過程中聆聽碑上人名的故事，

體會許多家庭受到白色恐怖深遠的影

響，就如沖繩戰爭給沖繩人留下了一

代接一代的深刻記憶。

由於目前園區有十多項展覽，貴

賓們重點參觀展覽。參觀「人權教育

展」，了解園區設園10年來的變化，

與白色恐怖監獄空間的變遷，有了為

人權、和平共同努力的博物館目標的

共識，接著參觀白色恐怖受難者影像

展、八卦樓中庭「世界的和平博物館

展」、監獄押房、禮堂陳武鎮人權藝

術創作油畫展、受難者文物展，受難

者郭振純說明自己親身遭遇，與貴賓

們分享。隨後，參觀剛完成的新生

在台北當日晚宴，文建會洪慶峰副主

委與會，說明台灣兩個人權園區（綠

島、景美）將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

與沖繩各館互相學習博物館經驗；林

永發館長並與貴賓討論進行兒童人權

畫展可行性。

9月1日上午來訪貴賓參觀故宮

博物館後，於下午抵桃園機場飛往

沖繩。雖然因為颱風因素，這次跨出

一大步的國際交流，增添來訪貴賓不

便，卻使得彼此有更多相處時間，談

論更廣泛的話題，增加雙方認識。沖

繩與台灣不只因為黑潮文化的聯繫，

相近的大自然所孕育的人文生活經

驗，也為彼此增加學習異同的機會，

串起西太平洋島嶼博物館的「人權．

和平」發光、發亮的動人訊息。

由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辦理的

「 9 9 年度生活美學系列講

座」，九月四號下午在美學館二樓禮

堂，邀請國際知名藝術家吳炫三，以

「旅行與創作」為題，暢談他的旅遊

經驗與創作靈感的追尋，增添民眾不

一樣的生活美學實踐方式。

什麼是旅行？許多人或許會說，

是生活、工作告一段落後，短暫告別

生活的方式。但遊歷過一百多個國家

的吳炫三卻認為，旅行並不是逃避生

活的「出走」，而是將自我長久以

來，從書本中所累積的知識化做常識

的重要學習之旅。

在完成師範大學藝術系的學業

後，吳炫三就先後在台灣、西班牙、

美國，甚至遠赴非洲等地旅行學習

並舉辦畫展。在當空中飛人的這段時

間裡，吳炫三發現最快速、有效的掌

握各文化美術精髓的方法就是旅行，

直接感受繪畫觀念、啟發靈感，每一

個國家彷彿就是一間大學校，專門教

授自我的文化課程，唯有「 身歷其

來 自沖繩3位和平相關博物館館

長，於8月30日參訪綠島人權

文化園區，與園區第二梯次工作坊學

員座談，溝通歷史經驗傳遞給觀眾的

課題。自5月以來展開 2010人權園區

藝術季，國際交流是最後的重要活

動，雙方以人權．和平為主題對話，

展開博物館有關觀眾溝通的議題。黑

潮文化是連結沖繩與綠島的自然、歷

史、人文連帶關係的樞紐，帶來彼此

親近的情感和激發互相關懷的心意。

姬百合平和祈念資料館宮良館長

（85歲，沖繩戰倖存者）、學藝課普

天間課長、沖繩縣平和祈念資料館大

川館長、佐喜真美術館佐喜真館長等

4位貴賓，於8月29日中午抵台後，隨

即趕到台北與近百位白色恐怖受難者

慶生會聚會，白色恐怖平反促進會吳

聲潤會長致詞，代表受難者熱烈歡迎

貴賓。隨後參觀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白

色恐怖紀念碑，接受自由時報記者採

訪並留影。受難者蔡焜霖為貴賓們介

紹了附近的二二八和平公園、二二八

紀念碑及台北228紀念館的歷史和事

件關聯，途中經過中正紀念堂，台北

市中心區不同時代的形式和規模的紀

念建築，給他們留下深刻、對比的印

象。

讓許多弱勢族群能近距離感受藝術洗

禮。

黃碧端將過去多年的經驗，以深

入淺出的方式，舉出許多實例，讓民

眾簡單瞭解生活美學真正的意涵。原

來發現生活中的藝術，其實不難，而

且因周遭的改變，提升心靈及環境素

質，更是生活美學的價值。

黃碧端舉例說，台南土溝村曾經

是個沒落的農村，因為僅剩一頭牛的

情形被媒體披露後，即帶著台南藝術

大學的學生，希望為僅存的一頭牛蓋

黃碧端 演講

劉家和 整理

文◎黃瑞玲

文◎柯裕棻
八 月二十一日，是台東生活美學

研習班的成果發表，集結手創

工藝、美展、佳餚與音樂晚會。之前

還擔慮熱帶低氣壓將形成輕颱，干擾

活動進行，我們「生活就要醬汁」這

一班，面對青蔬魚肉的採買，憑添了

一層猶豫。

晴空下腳程急促地周旋在傳統市

集、大賣場、超市、小店，想以最簡

單又環保的方式呈顯，飲食也可以這

般美麗又輕易。捨棄紙碗竹筷，以芭

蕉葉、墨西哥玉米餅替代碗盤，精算

過三百人次取餐的流程，顧及每一位

訪客的胃納，都能有那麼一絲意猶未

盡的低吟，又不至飲憾空腹歸返。分

階段DIY的型式是美汝的好主意，二

個小時下來，長桌前人影鑽動未歇，

東賢伉儷烤餅不及應付浩繁食指的

窘境一再，之間，菊花偶會湊進我的

耳根細語：「老師，他們說我們的咖

哩怎麼這麼好吃，妳聽了有沒有很高

興」，都已經二個孩子的媽了，樣態

猶似少女一般飛揚著光彩。

藺草編織遠遠么喝，現場搓揉定

情小飾物、逛得很累得民眾幸運地體

驗刮痧鬆弛筋骨，欣獲大師著墨留影

的喜孜孜，聲聲驚嘆自拼布、蠟染、

書畫區源源不絕地傳來。抬頭張望，

咖哩，答案紛陳。正確的說：世界上

有多少家庭，就有多少種咖哩料理。

因為沒有一個家庭調配的口味是一樣

的。多了一點薑黃，少了一撮小茴，

滋味就相差甚遠。這讓我想起一位快

樂的釀酒師，她說：「每一粒葡萄都

有其通往葡萄酒的特定道路。葡萄的

品種、每一年的陽光、氣候、採摘的

時刻、製作方式與醞釀的時間，都帶

來無數的差別。機會又是如此有限，

尤其試作新酒，一旦出錯，就只能再

等一年。」堅持的心意與我們料理美

食的心意，竟是如許相像。

林芬挑選肉品時，商人會說：團

體活動不需用到這麼好的品質吧！美

華、麗淑剝開一片片萵苣清洗、小黃

瓜西芹素火腿等邊切開專注的表情，

在在傳達著美的饗宴，是從每一個細

節開始。這心思相應國畫班九十四歲

高齡專注畫荷的吳爺爺，其實，就是

美。

賓主盡歡中樂音悄悄響起，夜

色裡胡琴低緩輕吟，箏樂如水一般

滑進耳膜，薩克斯風、吉他、陶笛聲

聲醉人，沉睡的細胞瞬間被有氧舞蹈

喚醒，站立者不住地舞動肢體，擺擺

晃晃連結著北方的賓客，一起度過愉

快、美麗而難忘的週末。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鳥瞰全景

黃碧端分享經驗，以深入淺出的方

式，讓民眾瞭解生活美學真正的意涵

原來阿嬤ㄟ被單也能這麼的美！一種溫暖而又

貼近的感覺正在這村莊悄悄的蔓延

參觀園區「人權教育展」合影。右起：

蔡焜霖 (右1)、普天間 (右2)、佐喜真

館長 (右3)、宮良館長 (右4)、大川館

長 (右5)、林館長 (右6)

圖文徵集頒獎後合影。前排左起：

繪畫得獎人吳昀嬛（台東國小組首

獎）、丘翊（台東國小組佳作）、歐

晉華（全國國小組優選）

吳炫三及其漂流木作品　攝影/林國勳

國際交流  跨出一大步

房子，花費一番心力終於蓋

了一間傳統的牛棚，而附近

居民看到剩下的水泥，覺得

可惜，就隨手用水泥做了幾

隻牛放在旁邊。接著又有居

民心血來潮，把穀倉的稻草

也編成牛、豬等造型。漸漸

的，這間牛棚加上水泥的牛

和稻草的牛，形成極具創意

的景點，慢慢的有不少遊客

到此一遊，人多熱鬧了，社

吳炫三 演講

簡庭聿 整理

處處是這般飛揚的表情―是學

員－心一意分享的容顏，在鯉魚

山下―在誠品書店後方，無盡地

散溢著。

「咖哩在我家」是我們班

上的主題。向來被認為異國美食

的咖哩，其實生長在我們周邊。

辣椒、薑黃、胡椒、芫荽籽、月

桂、小茴香籽、…掌握收成時

節，採收、乾燥、研磨、調和

入菜，就是獨一無二的美味料

理。常會問起：世界上有多少種

遠方的山就

沒這人世的愁慘

了，它們巨大、

沉默、洪荒，遠

遠蒙在藍紫色的

霧靄裡，底下的

平原恢弘遼闊，

天風飄飄，溪川

巨石磊磊，山稜

線條起伏多變，

憂鬱而多皺，彷

彿覆著某個遠古

以來的祕密。 
有時我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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