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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邁向博物館新典藏！」，這可能是目前博物館界共

通的一項心聲與期許，這是面對舊世界逐漸變色、

新通路日漸開展的蛻變之計，同時也是對博物館典

藏核心特質及此特質於博物館整體架構中扮演之角

色的新詮釋。從積極面（實質性）而言，博物館可階段

性地由其典藏特性的優劣點之評估，透過概念、資

源、策略的擬定與統籌，重新規畫具有競爭性的典

藏方向，以突顯各別博物館的特色及對社會文化走

向的特殊視野，於巨觀中呈現微觀的深度觀察；就

消極面（形式性）而言，生活軌跡與記憶的記錄與採

集原即是博物館的傳統，加深這種記錄與採集的縱

深，亦可視為博物館既有機制的火車頭持續邁進的

表現。但這兩種意義不一定是互斥的，實際的情況

經常是兩者並存，但各別運用於不同文物實體，反

映各博物館既有的差異性。文物在何方，研究或取

得者又希望如何利用這些文物，這似乎是所有博物

館人都具有的基本概念，然而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

它卻可能具有不同的問題意識與操作模式，同時也

可能是當代社會檢視博物館人的作為的一項標的，

當代的博物館原住民典藏正面臨這種時代轉換的情

境，國立臺灣博物館（簡稱「臺博館」）也不例外。

臺博館自1908年創館以來，其臺灣原住民文物向以

各族傳統時期各文化與生活層面的文物為代表，這些

文物猶如該館原住民典藏的「老幹」，至1980-90年代

約二十年間逐漸有零星「新枝」現代文物躋身典藏之

列，而有感於傳統文物蒐藏客觀上日漸出現瓶頸，原

住民當代文化情境也催生了具有當代意義又能體現

原住民文化內涵的新一代原住民工藝類型，於是臺博

館於2007年就擬定了一份後續藏品擴充計畫，將原住

民現代代表性工藝作品列為未來重點方向之一，「新

枝」正式成為「邁向博物館新典藏」的一環。

博物館的基本思維

如同多數博物館尋求典藏新發展契機時一般，臺

博館亦先由其典藏特性的歷史性回顧與評估入手，

並觀察相關文化範疇與社會工藝之發展現況，從中

找出平衡點，再據以建構階段性的新典藏框架及研

究、運用策略。

首先，臺博館原住民文物典藏約7000餘件，其整

體特性約略為：（1）就藏品文化內涵而言，多屬20世

紀初以前之早期原住民傳統文物，或基於其反映傳

統文化特質之持續或轉型而入藏；（2）就藏品類別、

族群多樣性而言，相當程度代表原住民傳統文化的

整體形貌；（3）就藏品文化價值而言，館藏原住民類

藏品多為各族一般性生活用品，但其中亦有少量原

始藝術價值頗高，極具族群文化歷史價值的文物；

（4）就藏品背景資料而言，因歷史因素及位於文物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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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資料與知識之下游，部份藏品之資料系統尚不完

整。因此，這是一種以彙集原住民文物與生活工藝

傳統「物性」風貌為核心、涉入性與對話性較低的典

藏類型，在相當程度上獨立於現代與當代原住民社

會文化氛圍之外而運作，同時也難以串連原住民社

會由傳統至當代的變遷、發展軌跡。累積多年的原

住民傳統文物典藏自是臺博館的重要命脈，另一方

面透過對前述歷史傾向的反省，樹立一可以「悠遊於

傳統與現代（當代）之間」的新典藏型態，探索博物館

典藏新歷史定位，對「百年老館」的臺博館而言，無

疑是「接枝結果」的新嘗試
1
。

原住民社會與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劇烈轉變造

成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工藝之萎縮，以及20世紀末以

來原住民意識的重新覺醒，早已塑造了原住民社會

與工藝不同於以往的內涵，一體性的部落社會為原

鄉社區與都市社群既分隔又並存的複雜社會面貌

所取代，嵌入式的部落傳統工藝在很大程度上為

「文化復振」與「文化創意」風潮所掩蓋，而由於多

數原住民工藝師對其「血緣」的濃厚情感，工藝與

社會的關係在原住民群體中仍經常突顯「生命經驗

的文化傳承」之視野，母體文化的洗禮以各種不同

的表現形式展現，具有代表性的現代原住民工藝作

品紛紛出爐。臺博館於21世紀初嘗試拓展現代、當

代原住民文物典藏以與傳統文物「接枝」的發展方

針，因此與目前原住民現代工藝的基本特性具有對

話的可能性。

這種主觀與客觀條件的時代性會合，使臺博館有可

能於近年開始較積極的邁出拓展新典藏範疇的步伐。

隨著這些概念原點的發軔，緊接而來的是對「博物

館環節」實務、功能性的思考，使這種典藏拓展方略

具有可行性、切合博物館本身特殊的需要，因此初

步形成了三項原則：（1）以系統性增補並考量可取得

性的方式進行增強；（2）需考量入藏後典藏容量、維

護能力與展出頻率；（3）需考量與國內其他博物館典

藏間的藏品特性互補性。這些原則涉及不同層面的

博物館機制之連結，但根本上仍來自於對原住民文

物之特性及其蘊含的文化知識與內涵的認知，而博

物館感受到何種面貌的原鄉世界，它又如何透過文

物典藏及其運用來保存、詮釋、貼近原鄉世界，就是

其中一項重要的命題。

以下透過臺博館2009年以來當代原住民文物典藏

的拓展與運用概況，初步說明博物館目前面對博物

館典藏歷史與當代原住民社會文化情境的具體思維。

博物館典藏「新枝」─當代原住民文物

臺博館擬定新典藏拓展規畫後，於2009年開始較

有系統地陸續典藏現代、當代原住民文物，同時在

可能的範圍內往文物脈絡的上游─即文物的原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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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或創作者、文物所屬源出社群（s o u r c e 

community）─移動，透過溝通、涉入，以更有效掌握

文物背景脈絡及其反映的文化脈動趨向，符應人類

學對文物資料完整性及文化走向投射性的要求，益

於後續研究與運用。至2014年大致有以下幾項。

（1）泰雅重製傳統服飾：

為臺博館邀請泰雅織品民族藝師尤瑪．達陸（Yuma 

Taru）所製作。製作前，雙方先進行溝通，以對製作

的原則與基本細節取得共識。在博物館方面，有感

於館藏泰雅織品數量、種類雖多，但文物原始背景

資料多不完整，且缺乏有跡可尋的整組（套）服飾，同

時文物多為年代久遠的早期服飾，在展示運用表現

上常有文物保存維護的限制，因此對於擴充此項泰

雅代表性民族工藝之典藏而言，工藝製作層面與文

物內蘊的本土文化知識等脈絡資料的完整性、反映

區域風格差異的成套服飾是基本考量，而儘可能符

合傳統技法的重製原則，反映「文化復振」的旨趣亦

為雙方合作的先決共識。

臺博館近年拓展原住民新典藏時先選擇與尤瑪．

達陸合作的原因，一則是泰雅織品傳統上就是博物

館原住民典藏的要項，針對原先典藏上可能忽略的

文物環節予以補強，是建立未來更完善的典藏機制

的必要準則，尤瑪．達陸從事泰雅織品田野調查及現

代織品研究專業訓練的背景，對文物環節的記錄，

如材料、技法、文化意義等脈絡資料在研究、實務上

的重要性，與博物館方面有相同的基本認知。二為

在尤瑪．達陸及其工坊重建泰雅失落的織品文化傳

統的文化認同、文化復振、部落主體性重建工作中，

多年來透過對各大博物館（包括臺博館）傳統泰雅織

品的系統性檢視與分析，對各泰雅族群傳統紡織工

藝技法與圖紋有廣泛的第一手接觸，逐步累積、重

建已失傳或散落的工藝技法與圖紋等文化要素，而

掌握了重製泰雅傳統服飾所需的基本素材與知識，

博物館與當代原住民文化再造的走向於此產生了對

話。三為博物館的傳統泰雅織品素材，經過尤瑪．達

陸及其工坊重新分析與技術上的反複試驗與修正後，

其具體的工藝作品與本土文化知識，成為博物館現

代新典藏的一部份，甚至提供回溯博物館傳統文物

內涵之線索、重建新部落認同之素材的過程，提示

了博物館與當代原住民社會及文化工藝雙向回饋可

能的一種平衡性關係。

臺博館於2009年典藏了尤瑪．達陸及其野桐工坊所

重製的泰雅四大服飾支系
2
傳統服飾，包括北勢群、

南澳群、賽德克族、太魯閣族男女成套的盛裝服飾，

以及一組賽夏族南群男女成套的盛裝服飾，2014年再

進一步補足了尤瑪．達陸及其野桐工坊所重製的泰雅

其他四大支系傳統服飾─大嵙崁群、馬里闊灣群、馬

利巴群、木瓜群─男女成套的盛裝服飾。這一批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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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泰雅族北勢群女子頭飾，野桐工坊設計重製，2009年，國立臺灣博物館
典藏

（右）日本時代明信片：泰雅族北勢群婦女著婚禮服（20世紀初），國立臺灣博
物館典藏

民當代文物反映了原鄉重建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復

振的當代走向，也說明了博物館傳統文物在重建當

代原住民文化認同上仍有其不可忽視的文化生命力，

同時為傳統與當代（原住民文化）、「老幹」與「新

枝」（博物館典藏）新舊結合的可能性闢出了新路。

（2）太魯閣族傳統母題當代皮雕：

此為太魯閣族文化藝術民族藝師瑁瑁．瑪邵

（Meimei Masuw）的皮雕創作品。圖像式工藝雖非太

魯閣族或泰雅群體傳統工藝的主要類型，但當代原

住民文化藝術工作者除了復振傳統工藝之外，亦嘗

試運用新的媒材或以新技法、新形式重新賦予傳統

工藝素材新意，瑁瑁．瑪邵的作品即利用皮革這項傳

統素材，透過新技法將其由生活工藝轉化為具有母

體文化內涵的當代藝術創作，反映了原住民「文化創

意」風潮的旨趣。

這四件皮雕作品創作年代介於1997至2010年之

間，於2010年入藏，其主題均具有濃厚的傳統文化

母題，分為祖母的晚餐、紋面老人、紋面師、勇士，

刻畫了「失落 /尋根」以及再造傳統生活秩序的文化

美感之文化感觸，反映了在現代劇烈文化變遷下，

許多原住民工藝師試圖重新尋回文化定著點的共同

族群經驗。這類以文化衝突與反思為核心，並以傳

統文化符號與象徵為表現主題的創作，是當代原住

民藝術與工藝作品的重要形式，也是了解原住民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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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化走向與精神內涵的重要指標，而具有原創內

涵的當代原住民文化藝術與工藝作品近年也逐漸受

到各博物館注意，拓展這方面的典藏。

臺博館典藏這一批瑁瑁．瑪邵皮雕作品的考量，一

為其作品的主題與館藏傳統文物的銜接性有助於呈

現傳統文化象徵的多元面貌；二為其作品的當代藝

術與文化內涵展現了原住民當代文化工藝藝術的開

創性（整體性與特殊性皆然）及廣泛的族群經驗；三

為入藏作品在其創作中亦屬完整反映其創作理念者，

如瑁瑁．瑪邵對其以紋面老人為主題的作品「彩虹的

容顏」（2006年）的自述：「部落是神給原住民族群最好

的恩賜，所以你看不到世俗的醜陋，看不到利益薰心

的面孔，然而一張張天使般的臉孔，溫暖融化了冰封

已久的心，開起了久未揚起的嘴角」（瑁瑁．瑪邵藏品

採購文物基本資料表，2010年，未出版），就點出了基

督宗教在原住民社會中本色化，成為新的集體信仰，

而在複雜社會衝擊下所產生的「傳統紋面＝彩虹的容

顏＝天使的臉孔」對傳統的頌揚與依戀，也絕對是屬

於後現代與當代對於部落與當代社會的關係之族群

經驗思緒，而瑁瑁．瑪邵除以皮雕作品表現其文化美

學外，亦透過繪本著作傳遞其對原鄉與傳統的感懷。

（3）排灣族當代琉璃珠文物：

為施秀菊（remereman Taruzaljuan）及其蜻蜓雅築珠

藝工作室所設計製作的排灣族當代琉璃珠作品。琉

瑁瑁．瑪邵皮雕作品：彩虹的容顏，2006
年，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璃珠為排灣族傳統上重要的社會文化要素之一，隨

著傳統組織、社會權威結構的轉變，琉璃珠原與「貴

族階層結構」的連結關係漸形式微，在現代社會場域

中，「家系傳承」、彰顯社會地位的普遍需要及其儀式

性運用成為傳統琉璃珠持續流傳的主要文化概念支

撐，而顯現出與傳統不同的社會文化連結脈絡及社

會性格，同時也催生了當代琉璃珠工藝的興起。由

於傳統琉璃珠的製作技法早已失傳，傳世者均屬祖

傳琉璃珠，當代琉璃珠工藝從摸索、試驗到傳佈的

過程，可說重新建立了一種新文化工藝，但傳統琉

璃珠圖紋與其象徵意涵、珠串基本穿串原則在很大

程度上則予以保留，以此作為與傳統文化精神內涵

的連結，故本質上即為文化復振與創新的綜合體，

這也是當代排灣族琉璃珠工藝特殊之處，而屏東縣

三地門鄉更聚集了許多這類琉璃珠工坊，風格各異，

彰顯了原住民工藝與當代社會複雜的多層次關係。

臺博館典藏施秀菊及其蜻蜓雅築珠藝工作室之作

品的原因，一為相較於琉璃珠在排灣族社會文化及

物質工藝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臺博館原有的排灣族

琉璃珠典藏就質、量或資料深度而言，均顯不足，難

與「百年典藏」應有的典藏形貌相契合，故增補質量、

資料深度均佳的琉璃珠文物以強化典藏內在素質是

應努力的面相之一；二為現代、當代排灣族琉璃珠

文化的景觀與傳統部落時期已有極大差異，補強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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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具有代表性、脈絡完整的排灣族琉璃珠文物以呈

現貫時性的文化變遷，提昇博物館對原住民社會當

代情境的敏感性，亦合乎博物館蒐藏的基本功能與

倫理；三為施秀菊及其蜻蜓雅築珠藝工作室製作的

文物涵蓋了頗多當代琉璃珠工藝創作類型，如傳統

復刻、藝術創新、生活運用、跨文化美學，反映了原

住民工藝與當代社會情境（不論是原住民社區或更

廣泛的整體社會）的多層次關係與意義，其源於原住

民文化養分，並在技法純熟性、技術整合性、形式美

學、不同文化元素的串連、產業環結等層面展現「跨

越」（boundary-crossing）的持續性發展與深度自覺，

使其創作構成一具有當代代表性的完整文物系統，

深具後續研究、展示的潛能。

臺博館於2012年典藏了一批施秀菊及其蜻蜓雅築

珠藝工作室所設計製作的100餘件當代琉璃珠文物，

其製作年代介於1998年至2012年之間，文物類型包

括新製傳統式琉璃珠、文化或個人感觸的美學表現、

常民化的框裱琉璃珠創作、組合造形藝術、創意造型

傢俱等幾類，除展現琉璃珠造形之外，傳統或現代複

合材質及其技法、甚至不同的文化元素亦因文物傳

統上的基本形式或施秀菊個人的文化或美學感觸而

融入文物之中，文物之創作意念、製作相關元素、與

傳統或當代文化內涵的連結方式均由施秀菊完整的

表述，如施秀菊對其代表作品之一「山巒中榮

耀」（2001年）的自述：「我認為儘管人會變、時空會

變，越往前走，越會回頭尋找傳統，我是以很嚴謹的

心情做出這樣的作品，因為對我來說，做琉璃這是屬

於部落最榮耀的事情。我們燒出這麼多具有圖紋的

珠子，並且使用排灣族的主色系橙色、黃色、綠色單

色色珠，作品所使用的琉璃珠，單是燒製或是收藏就

花費很多時間。我會將每批燒製的珠子，看到感覺有

像老琉璃珠的，就先收藏起來。對我來說，比較珍貴

的就是有圖紋的珠子，這些都是工作室燒的。珠子看

起來越不工整、越不會感覺匠氣、看起來越自然，反

而越接近老琉璃珠的感覺。這種複串鍊（在過去）擁

有者是部落的頭目佩戴，代表極致榮耀的身分、地位

權力、財富，現在部落的人在婚禮或是跳舞時，穿戴

這種複串鍊或是老鷹羽毛，是因為有錢而不是像過

去謹守倫理只有頭目身分才有資格穿戴」（國立臺灣

博物館藏品數位化計畫期末報告，2013年，未出

版）。2014年臺博館又進一步典藏了其新近完成的一

組臥床家具、彩繪琉璃燈，展現以琉璃珠傳統象徵為

底蘊的當代藝術與生活創意。整體而言，這些施秀菊

當代琉璃珠文物打破了傳統上原始藝術、文化生活

工藝的窄化定義，展現當代原住民文化藝術複雜的

多元社會要素，以及從傳統與現代的斷裂中重新找

尋兩者的落腳點並予以融合的當代原住民文化思維，

這也是博物館試圖捕捉的一種當代原住民文化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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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貴族男子與女子婚禮服飾，古琉坊製作，2014年製作完成，國立臺灣
博物館典藏

（4）排灣族當代琉璃珠繡服飾：

為自幼生長於排灣族部落的排灣族媳婦賴麗春

（漢族裔）及其古琉坊所設計製作的傳統復刻當代排

灣族琉璃珠繡服飾。排灣族貴族階級為顯其特殊身

分地位，傳統上有專有的象徵圖紋與裝飾風格，琉

璃珠飾服飾與其上的圖紋為其儀式盛服的元素之一，

不同區域並出現地域上的差異。隨著現代社會變遷，

嚴格的貴族階級倫理逐漸消逝，但在某些地區貴族

制度的基本形式仍在儀式、婚姻等場域中持續存在，

北排灣在相當程度上就保留了較多貴族制度的傳統

因子，即使因生活因素及廣泛的文化改造政策，琉

璃珠飾服飾一度大量流失，散落各地，由於族人對

此類服飾的深厚情感與儀式意義，仍有相當數量的

家傳琉璃珠繡服飾留存於移居的現代社區之中。其

後，排灣族生活與經濟型態改變並重新定型化，當

代經濟情況的改善使傳統上家系傳承、榮耀的儀式

性肯定的文化概念再度復甦，華麗的琉璃珠繡服飾

以更廣的幅度蔚為族內重要儀式的服飾風尚，裝飾

風格更形繁複、華麗，而持續推進琉璃珠繡服飾的

文化活力。賴麗春長期浸淫於北排灣的生活場域中，

除領會其由傳統至現代的文化脈動外，也以收藏者、

製作者的角度，廣泛檢視觀覽族親留存的琉璃珠繡

服飾以及各地的相關收藏及文獻記錄，在傳統形制

之外，更著重精細化的刺繡、珠飾的文化美學，營造

排灣族琉璃珠作品：山巒中榮耀，蜻蜓雅築珠藝工作室設計製作，2001年，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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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舊俱現、具有現代特質的一種琉璃珠繡服飾特

殊風格。

臺博館典藏賴麗春及其古琉坊的作品之原因，一

則為改善與前述傳統泰雅織品藏品相似的典藏缺

憾；二則臺博館近年已陸續添補典藏來義地區（中排

灣）、獅子鄉地區（南排灣）的當代重製傳統服飾，兩

者均屬融合傳統與現代元素、與區域性「文化復

振」有關、博物館與原鄉文化上游直接互動的產物，

而北排灣服飾文化在排灣群體中具有的特殊地位，

也促使博物館欲強化此區域具有當代意義的服飾文

化系統性典藏；三為藉此強化館藏排灣族琉璃珠、

服飾的整體內涵，使其在基本層面上均能同時涵蓋

傳統與現代的文化面貌，較完整的呈現其持續與變

遷的軌跡，在2012年典藏一批具代表性的排灣族當

代琉璃珠文物之後，當代排灣族儀式性服飾典藏的

增補乃更形必要。

臺博館於2014年典藏了五套賴麗春及其古琉坊所

設計製作的傳統復刻當代排灣族、魯凱族琉璃珠繡

服飾，其中包括三套男子、二套女子盛裝服飾，琉璃

珠新舊兼用（有些甚至於來自國外，反映了當代琉璃

珠尚不普遍前短期的特殊風尚）、作工精細、文化符

碼顯著、兼具生活實用性與文化工藝深度為其共通

特點。這一批文物同時還包括數件古琉坊原先收藏

的排灣族當代陶藝、木雕藝師，如撒古流．巴瓦瓦

隆、峨格．馬帝靈的早期作品，同樣顯現傳統工藝的

現代傳承與創意。

老幹與新枝的對話─展示物語

博物館典藏的老幹與新枝在典藏庫中各居其所，

靜待頂摩的親密片刻，展示恰為其時，這也是臺博

館擬定拓展當代文物新典藏方案的初衷之一，透過

展示與合作，以展現當代原住民文化工藝的深度及

其與傳統文化養分的關聯性，以及博物館與當代原

住民社會文化情境與走向的連結及共同關懷。自

2010年以來，臺博館參與或共同規畫了兩項以當代

文物與工藝為主軸，並彰顯傳統與當代之精神與實

質雙向連結的展演活動。

（1）「森林之心」泰雅傳統服飾動態服裝發表活動：

2010年由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野桐工坊執行

的戶外展演活動，臺博館為協辦單位之一，活動選

擇於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雪見遊憩區的自然森林中

舉辦，主要為展現泰雅族群與自然山林「土地之

情」的傳統連結，也點出泰雅服飾文化由土地的深厚

情感而生的基本理念，而雪見遊憩區亦可吸引外來

的遊客，達到拓展泰雅服飾文化能見度的效果。臺

博館在與野桐工坊檢討過文物保存維護、安全、活

動後文物清理等細節之後，提供2009年新近入藏的

泰雅重製傳統服飾為服裝走秀展演之用，由族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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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特兒正式穿戴這些男女盛裝服飾，展現泰雅族以

傳統為根源、當代轉化、放眼未來的文化復振風氣

推展多年之後實際開花結果─不論是傳統服飾的當

代重製，或重建族人自信心─的能量。尤瑪．達陸及

野桐工坊是臺博館這批重製傳統服飾的設計製作者，

由其現身說法詮釋這些服飾的特色與對泰雅人的意

義，不僅落實了原住民文物獨立於博物館客體詮釋

之外的另一種原住民主體文化詮釋權，也透過博物

館與當代原住民群體有意義的合作模式，使博物館

文物歷史不再只是「去脈絡化」的靜態封閉場域，而

在程度上可以與原住民及整體社會之社會文化歷史

脈動持續維持一種對話關係。博物館文物可以被寫

進歷史裡（博物館歷史或原住民文化工藝歷史），因

為其背後有博物館人本思維對文化歷史情境的關注

與參與以及原住民透過工藝、藝術進行新文化動員

與實踐，這種歷史輻輳（historical convergence）是「森

林之心」展演活動對身歷其境的博物館人員的震撼

教育。對博物館而言，這些文物不再僅是形式上富

有文化意義的典藏「新枝」，而對參與的族人而言，它

們本質上是傳統文化智慧的再現，撕裂的現實重新

彌合，而部落再造的文化願景也不再那麼虛幻（雖然

傳統文化智慧不是當代部落再造的唯一構成要素）。

尤瑪．達陸及野桐工坊策畫的該項活動其後幾年

仍在相同基調下持續進行（活動名稱則有不同），2013

年於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汶水遊客中心擴大舉辦，

臺博館再度提供尤瑪．達陸及野桐工坊設計製作的

泰雅重製傳統服飾為走秀展演的素材，短短數年，

這項活動儼然成為國內原住民文化復振與文化創意

的重要展演舞臺。

（2）彩虹與蜻蜓─泰雅服飾與排灣琉璃珠的對話特展：

2014年由臺博館、野桐工坊、蜻蜓雅築珠藝工作室

主辦的臺博館特展，由展示架構與主題的組織、文物

與展品的取材，到展示空間的意象都強調文化工藝

傳統與現代、當代之間由斷裂而重新連結的路徑，並

著重歷經二、三十年摸索、試驗與拓展的當代泰雅服

飾與排灣琉璃珠文化工藝之發展歷程，以及不同代

表性原住民工藝師與其工作團隊如何融合傳統文化

的知識與符號、對現代社會元素與美學的個人體會

與感觸而推展文化復振、文化創新、文化產業等志趣

之殊途同歸的形貌。因此原住民當代文化工藝在很

大程度上是展示的重點，博物館典藏「新枝」也相應

地成為展示素材的主幹，這與過去臺博館原住民展

示以傳統文物為主脈的取向形成明顯的對比。

這項展覽之成形主要是三項要素匯聚的結果。其

一是策展團隊對於博物館與原住民文化發展的關係

此一議題具有基本共識，也試圖透過文化工藝展示

此一範疇點出博物館與原住民文化發展在當代重新

連結所具有的正面意義，在某種情緒底層的層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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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展嘗試對許多仍深深感懷母體文化的原住民後裔

傳達博物館經驗與歸鄉經驗的相似性之訊息；其二

是博物館傳統文物「老幹」和當代文化工藝文物「新

枝」因展示故事線的規畫同時強調老文物是新創作

的母體養分，以及新創作是傳承老文物文化內涵的

形式載體這兩種當代原住民工藝發展的基本理念，

因此在首度大量運用「新枝」典藏文物之餘，博物館

原先著稱的「老幹」傳統文物也可以切題的融入展示

之中，發揮畫龍點睛的效用，博物館典藏的「老

幹」與「新枝」在該展中乃首度試驗性地整合；其三

則是當代原住民文化工藝發展已歷30餘年，文化復

振、文化創意孰先，乃至兩者的定義與界限的議題，

藉由藝師長時間的創作成熟發展及產業的發展，已

非最基本的問題，而「血緣的情結」、「祖靈併發症」對

創作格局的限制這類源自形式性藝術的評論似乎也

未影響當代原住民文化工藝奔放的創造力，於是我

們可以較持平的重新審視許多代表性原住民當代藝

師回歸部落、扎根部落、跨越原住民社會場域之創

作歷程，肯定原住民文化工藝對原住民社會文化發

展以及整體社會對原住民文化的認識與體會的貢獻。

「彩虹與蜻蜓」特展在定位上是一項工藝展，並從

尤瑪．達陸、施秀菊兩位藝師創作生涯的理路、由工

藝師自身的角度鋪陳展示故事線，博物館再以兩位

藝師的主體論述為骨幹，改寫為展示文案，因此與

一般制式博物館展示的策展方式頗為不同。由於兩

位藝師均各別有完整的創作理念、鮮明的創作風格、

自相呼應的創作系統，故即使她們在從傳統中吸取

創作養分、跨越工藝傳統場域的企圖心、連結部落

與現代社會殊途同歸的心路等層面有頗多共通性，

為呈現其工藝的特色與內涵，仍以空間獨立、各別

展示為最後的規畫方案，對於兩位藝師彼此共通性

的體會，實際上則僅能由故事線與空間佈局的整體

理解中予以掌握，該展因此難以完全符合最初構想。

該展在泰雅織品展區中，前景以當代織女追尋已

凋零的傳統織品文化的歷史線索為開場；中景包括

二項展示主題，一為尤瑪．達陸眼中的泰雅織品核心

生命理念，二為在此理念引導下，其團隊如何結合

歷史線索與技術上的突破，理出泰雅織品的完整區

域性圖像，而進行傳統服飾的當代重製。在前景、中

景之中，傳統文物均如導航的織絮，引領織女重新

開拓對傳統文化的認識，並以織品結構樣品、完整

的重製傳統服飾予以再現；後景則以手織創新服飾

展現傳統紋樣及內蘊的生命理念與現代服裝樣式、

前衛設計結合以後，貼近現代形式美感且兼具工藝

質感與文化象徵內涵的當代風情；最後則以複合媒

材圖像式地再現尤瑪．達陸及其團隊20餘年來的創

作歷程，並突顯與山林、土地情感結合的傳統智慧

之傳承的意義。在排灣琉璃珠展區中，前景以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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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起源傳說故事之空間意象及富有文化寓意的各種

琉璃珠故事為開場，點出琉璃珠是具有傳奇象徵性

的文化工藝之基本特性；中景則以琉璃珠傳統上與

貴族階級地位的關係為其中一個故事線，透過貴族

傳統婚禮中的華麗琉璃珠飾服飾及盪鞦韆儀式之空

間意象，傳達琉璃珠的儀式性象徵內涵，另一個平

行的故事線則是施秀菊藝師以非貴族的身分如何領

受琉璃珠的傳統文化象徵意涵，將此一度中衰的民

族工藝以新的技術重現傳統形式及其風采，並逐漸

進一步融合排灣族與外來文化元素，以呈現當代琉

璃珠多樣化的技藝與美學面貌。此中景以雙故事線

並行的主要原因，在於排灣族琉璃珠文化於20世紀

在很大程度上呈現一種轉移與擴散的文化現象（尤

其是北排灣，所謂的「傳統核心區域」），這與貴族階

級制度及現代社會地位準則並存於不同的排灣族社

會文化場域有關，故其當代琉璃珠工藝的推展與現

代排灣族社會場域的轉型是並進的；後景則以突破

琉璃珠傳統上主要作為飾品或服裝上的配件之刻板

印象的各類型創作為總結，以呈現現代社會常民化

及生活美學的需要，也刺激了成熟的原住民藝師開

創新的創作類型，將原住民文化工藝的特殊美感推

展到更大的整體社會之中。

該展在前述展示構想及故事線規畫下，因此充分

運用了臺博館典藏的尤瑪．達陸泰雅織品、施秀菊排

灣琉璃珠文物，並搭配兩位藝師的新作品（2014年展

示時大部份一併入藏）、古琉坊製作或典藏的文物

（同於2014年展示時一併入藏）、館藏傳統文物，初步

體現了博物館典藏「老幹」、「新枝」文物所凝聚成的

新典藏風格由文化工藝的面相切入所可能具有的文

化詮釋能量。

結語：在博物館望原鄉

「博物館來自於部落」，對許多系統田野調查工作已

非其主要角色定位的當代博物館民族學典藏研究人

員來說，這好像只是空洞的回音，偶有深刻感受的

片刻，可能也僅來自於與部落文化工作者、部落工

藝藝術師，或藏品物件與生活影像、場景幸運地連

結之中。曾經聽過博物館外人士嘲諷地說：「再說博

物館來自於部落，你們會得精神分裂症！」許多博物

館人員都聽得懂這句話的弦外之音。博物館能從這

種窘境中脫困嗎？也不只一次曾聽部落文化藝術工

作者或部落耆老說：「謝謝博物館保存部落文物，給

文物一個永久的家。」這應該給博物館員心裡很踏實

的感覺，但有時我們只是沒把心中的惶恐寫在臉上

而已。為什麼嘲諷（言之有物的嘲諷）或肯定一樣帶

給博物館員不安呢？

博物館雖然有許多傳統與現代民族學的知識與文

化遺產，但這些還是未完全呈現博物館與原住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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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意義的連結。臺博館近年嘗試逐步拓展原住民

當代代表性工藝作品的典藏「新枝」，並儘可能將視

野往文物脈絡的上游移動（不論是針對「新枝」或「老

幹」），透過相當程度的溝通，以察覺更細膩的當代原

住民文化情境、文化資源與本土文化知識，並與原

有傳統文物「老幹」典藏整合，在可能的範圍內，也

嘗試以原住民社群現存的本土知識與情緒，回溯傳

統文物「老幹」逸失的文化脈絡或記錄持續演變的文

化記憶，基本上這些是從「物本」層面重建博物館與

部落的歷史連結。同時，基於博物館與原住民文化

工作者或原住民社群共同的「人本」關懷與參與，對

展覽活動中博物館「新枝」典藏的文化詮釋，也嘗試

探索雙向回饋的可能性。

臺博館並不是唯一或最早進行這種博物館典藏體

系歷史性架構與角色轉換的典藏機構，同時目前「新

枝」典藏文物由於仍於初建階段，其規模尚屬有限

（約300件），未來取向的調整亦取決於其與「老幹」文

物的動態相對關係及原住民社會文化與文化工藝的

持續演變，因此「博物館再望原鄉」似乎可能是一種

永不止息的凝視，博物館也可能須從中不斷學習與

領會「施與受」的藝術。

「原鄉」對博物館人來說就像是「千層蛋糕」一樣，

深淺不一的切面有著不同的味覺，引發不同的情緒

與思維；咀嚼這些景象、物類、聲響、味道、社會關

係時，不同切面的「原鄉」場景是同時入味的。如此，

「原味」、「原色」、「原鄉」是細膩的、變幻的，也百感雜

陳，勾引出各種期待、疑惑或惶恐不安的情緒。這些

情緒、思索也對應了目前原住民社會在傳統與現代

之間踽踽而行的各種艱辛與尋求出路的新創思，原

住民文物也成為捕捉這些意象不可或缺的酵素，串

起了過去、現在與未來。 

1  近年有關博物館現代新典藏，尤其是原住民文物，所具有的現代性意義

之討論，見王嵩山2012a、2012b、2014、李子寧2011、黃鈺琴2011、Hein 
2000、Peers & Brown 2003。

2  尤瑪．達陸原將泰雅傳統區域性服裝風格，分為七個支系（尤瑪．達陸

1998），其後增補馬里闊灣群支系，為八大支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或臺博館之泰雅重製傳統服飾均以此為依據進行，有關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之相關重製作業（2005-2007年），見方鈞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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