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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附件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本中心 2023 ART TAIPEI 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原住民族藝術

特區 簡介資料 

策展人/顧問:林怡華 

曾任 2021 台北雙年展公眾計畫以及多項國內外大型展演計畫策展人，現

任山冶計畫藝術總監。林怡華具有多年策展經驗並且擅長跳脫常規展域，進行

跨文化 領域的實驗性操演，關注藝術的在地實踐，延展藝術能動性與作用力。

致力於 連結國際與在地的藝術家、創作者與多元領域的專業者跨界合作，透過

藝術與 策展，重新說出土地上被遺忘的故事。 

重要策展經歷： - 2022 浪漫台三線藝術季策展人 - 2020 台北雙年展「你

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公眾計畫 策展人 - 2020 第七屆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

「ANIMA 阿尼瑪」 策展人 - 2019 浪漫台三線藝術季「未來的昔日」北埔藝

術小鎮 策展人 - 2018 臺東 「南方以南」南迴藝術計畫 藝術總監 - 2019「海

洋與山脈包覆的路徑」南島藝術論壇暨工作坊 計畫主持人 - 2017 宜蘭 映像

節 Parallax「破壞控制」 策展人。 

參展藝術家 

【原住民族藝術特區- 策展區】Milay Mavaliw 米類‧瑪法琉、Imin Mafaliw 伊命．瑪

法琉、Labay Eyong 林介文 

【原住民族藝術特區- 特別呈獻區】Yuma Taru 尤瑪‧達陸、Aluaiy Kaumakan 武

玉玲 

米類‧瑪法琉也是卑南族人，對色彩的敏感度高善用色彩來設計，同樣是瑪

法琉，大膽的、活潑的呈現方式剛好跟伊命相反，但一樣可以感受那底層爆發

的生命力量。其作品回歸到最純粹、原真的圖像要素，同時呈現單純與深層並

存的視覺維度激發觀賞者無限可能感受的力量。 

伊命·瑪法琉是卑南族人，曾受邀至法屬新喀里多尼亞的「棲包屋文化中心」

駐村交流，更榮獲 2012 年首屆 Pulima 藝術獎首獎，同年《拿走系列》作品

也獲得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其作品將漂流木此一材質因強大外力而被迫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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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之處，因流離而造就的獨特生命美感，重新賦予形式轉化為邊境流亡者的

心靈之歌。 

林介文是太魯閤族人。2016 年公共藝術環境融合獎與創作奬，2014 和 

2016 Pulima 藝術獎首獎等獎項。並多次受邀至各國參展。品形式有軟性雕塑、

錄像、影像、金工、公共藝術等，2020 年開始跨界策展在自己的部落紅葉山上

的瑞欣礦區策展「裹山」。 

武玉玲是排灣族人。身為部落傳統領袖又履獲國際大展邀約的她，作品往

往集結部落記憶、呈現絲絲生命網路的生命張力，如 2022 年參加雪梨雙年展

作品《Semasipu》（排灣族語：觸摸、互相撫慰）。 

尤瑪‧達陸是泰雅族人，2016 年獲文化部「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榮譽，三

十多年來致力傳承泰雅染織技藝與民族文化。 

策展論述 

復返山林 — 回望自然的流浪者之歌 

 

每首古謠、每個圖騰與每項技藝的被遺忘，都伴隨著一段部落景象不可逆

的逝去。傳統與當代之間，接連著一串失去和尋覓的事件，對於復返部落的當

代原住民藝術家們，時常環繞在該如何追尋自我的著陸之地本展以「復返山林」

作為展覽主題，邀請五位離開家鄉旅居異地而後回返部落生活的藝術家們，包

含泰雅族的尤瑪·達陸、太魯閣族的拉拜·伊勇、排灣族的武玉玲 Aluaiy 

Kaumakan 以及卑南族的米類‧瑪法琉與伊命·瑪法琉。這些藝術家皆從事過不同

領域工作與創作經歷，爾後收到山林的招喚返回部落，交織出離散聚合的生命

歷程。「復返」的當代趨勢除了反映人們對現今社會引發失衡的焦慮與不滿，對

於具複合背景與身份認同的創作者而言，縈繞著更為複雜矛盾的命題與情境，

以及對外部環境、母體文化和精神層面的重新連結的自然渴望。「復返山林」展

出的作品透過長時間的實踐去反思台灣原住民的文史脈絡、情境、美學以及自

然間的依存關係。 

太魯閣族等泛泰雅族的傳統社會中，擅長狩獵與善於織布是族人所追求的



第3 頁           共 2 頁 

人生價值，族人們從出生、嫁娶直到離世終生包覆著的織布，其織紋與圖騰上

有著深具意義的文化脈絡與世代傳習的訊息教誨，女子必須善於編織才能成為

一位真正的女人。來自苗栗縣大安溪畔象鼻部落的尤瑪·達陸，放棄了原有穩定

的山下教職工作，回到部落長期投入尋找泰雅族編織技藝，開始著手調研傳統

服裝以及織布技術多道工序的彙整，期盼創造一條「泰雅染織流域」，讓沿著溪

流的各個工坊都有著代表自己的色澤與紋路。同時遵循古法從種植苧麻線材與

植物染料如薯榔開始，一步步的讓部落的土地裡長出傳統智慧，創造族人生活

中的織布情境，就如同尤瑪·達陸所言「必須長期與土地生活在一起，傳統的東

西才會流回我們的生命。」「復返」不只是回到原鄉空間之意，而是得以順著經

緯進入到原來的生活秩序中。 

來自花蓮紅葉部落的拉拜·伊勇則透過名為「裹山」集體行動，以「織路旅

行」的方式，讓不同部落的織者們聚集在一起織布，把織布作品披掛在巨大的

礦場上，藉由 Gabang（太魯閣語的被毯）把人給編織回到山裡面。當時，拉

拜·伊勇曾經詢問其中一位織女「我們的土地都被拿走了你都不會生氣嗎？」長

者回答道：「怎麼會呢！我在哪裡織布，那個地方就是我的。」關於生命的智慧，

這些在部落生活的女性找到的回應方式是織布，然而我們卻不可理解為勞動與

技術上的產物，這些當代織女們所編織的是虛實之間、傳統與當代、身體與環

境。人們所理解的技藝與記憶，從頭到尾都是纏繞著過去和現在，因此我們位

在何方已經不再是個問題。 

來自屏東達瓦蘭部落的排灣貴族武玉玲 Aluaiy Kaumakan，自幼在部落即

接觸傳統服飾與首飾，初始創作以金工與纖維的飾品設計為主。自 2009 年其

部落因受莫拉克風風災的影響被遷至禮納里部落開始， 武玉玲 Aluaiy 

Kaumakan 輾轉回到部落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並積極協助部落婦女參與其創作，

自然地發展出獨具特色與規模的當代纏繞軟雕塑。融合自然素材、複合媒材、

傳統物件的，Aluaiy 以排灣族傳統纏繞 (Lemikalik)技法，讓線材與布面之間透

過身體開展出同心圓的樣態。纏繞不僅是媒材間相互組構的方式，同時也指涉

部落社群的關係的建構。想要透過名字的改變展現他的身分上的轉換。「太陽的

子女」的復返之途，背負著家族的責任，體現著母體文化轉向的積極意涵，一

段療癒族人的傷痛與認識土地傷痕之路，讓藝術家從「武玉玲」單一身體擴散

至部落中「Aluaiy」 的集體身體的的實踐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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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有著獨特藝術語彙的米類‧瑪法琉，原本是參與許多國外賽事的台灣木

蘭足球隊的國手，畢業前往日本東京進修後，返回台灣從事設計與藝術創作。

早期比賽與就學的國外經驗後續都成為其創作的多元養分。米類的作品用透過

基礎的幾何與鮮明的色彩，手繪出自我生命與族群文化的交融，讓作品回到最

純粹的圖像紋路，卻堆疊出多面向的視覺維度。其複合的生命經驗展現在其作

品視域空間，那既質樸又絢麗、既現代又傳統的圖騰景深。對於米類而言，生

活中不斷地體驗與觀察，藝術體現了她的生活狀態和想法，「因此在藝術中，我

能夠找到真正的自我。」 

憧憬著回歸往昔山林的伊命·瑪法琉，其投入木雕創作二十餘年，以相對直

觀的方式將一根根被迫遠離生根同時重新賦予其第二生命。如同許多同輩的創

作者，2009 年風災對於山林的衝擊也開啟了藝術家創作上的轉向，以富含著獨

特生命紋理的漂流木為主要的創作的媒材，伊命·瑪法琉的復返，不僅是訴說著

跨越部落間的台灣所有原住民所面臨共同處境，更關乎著自然永續性和生態平

衡的關注。「復返」的人們通常具更為敏感的環境意識，關注永續性和生態平衡，

並對保育有著相對積極的影響。對於藝術家來說，雖然山林無法回復到原有的

樣態，但仍舊透過山中日常的採集打獵等勞動，將自己的身體與山林編織在一

起，持續不懈地建構出對於萬物生命共同體的個人意識。 

作為 30 週年的原住民藝術特展，展覽試圖不以個別議題或物理表現性為

主要架構，而是讓藝術家個體的生命經驗成為論述的匯聚點，這五段回望自然

的流浪者之歌，期望為觀者提供一個不分族群的共感視角。無論是尤瑪·達陸的

染織流域、拉拜·伊勇的集體織布、武玉玲 Aluaiy Kaumakan 的當代纏繞、伊命·

瑪法琉的自然木雕還是米類‧瑪法琉的圖像世界，原民藝術實踐的特點與珍貴之

處在於其創作途徑本身持續追尋與學習的行動，創作本體的主要產物不僅是作

品物性本身，更是那段持續帶領著他們復返山林的流動風景。原民藝術家們透

過勞動讓其身體得以與環境空間融合一起，並藉由作品述說著生而為人的共同

的處境與使命。「復返山林」從個人內在經驗的審思到共感脈動的探究，傳遞著

生命的痕跡以及來自山林土地的訊息，帶領著我們回到那段人們誤以為無法復

返的山林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