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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文化底蘊與設計感的族群創意美學： 

以當代那瑪夏布農族創藝家為例1 

 

王美青 

 

摘要 

    關於文化本真性的議題，筆者認為，只要文化元素的改變與創新掌握在族

群創藝家手中便不失真，換言之，是原藝家作為主體，自由運用生活體驗俯拾

即是的媒材作為題裁，便可以說這也是延續文化生命力的一種有力方式。以本

研究為例，旮旦娃力絲工藝坊的作品便蘊含有態度、有概念、有認同感的設計

內涵。再者，物的造型、圖案、色彩、功能均是族群美的底蘊之展現，高雄市

那瑪夏區布農族創藝家 Valis Ispalidav 融合了傳統素材與外來要素。從此例觀

之，手工藝商品化也可以是個性化、有文化底蘊的作品，不一定是大規模機械

化的產物。         

    由於布農族傳統工藝並不發達，因此 Valis 的創作靈感源自對日常生活的觀

察與體驗，樸實無華但兼顧實用性，而富含原創性。她的設計帶著真摯純樸的

生活態度，表現尊重自然的概念，且傳達手作的感動。 

 

關鍵詞：文化創意產業、傳統手工藝、生活美學、文化精神、嬰兒背帶。 

 
1 本研究論文計畫書〈手工藝與日常生活：融合傳統元素的當代高雄那瑪夏布農族嬰兒背帶、

十字繡與拼布技巧〉獲得「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22年度視覺藝術類調查與研究類

補助獎勵；  

本論文曾於 2022年以〈手工藝與設計：融合傳統象徵圖紋的當代那瑪夏布農族創藝家嬰兒背

帶〉為題，發表於「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會 2022年會」。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國立中山

大學、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高雄，9月 24-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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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全球化的潮流下，DIY手工藝品運動的興起，其實是對資本主義與大量

機械化製造的一股反動力量；加上國際組織 UNESCO《無形文化資產護衛公

約》對於傳統手工藝之藝術性與功能性的注重，促成手工藝品文化經濟的復甦

與傳統文化的再生。在行政院文化部所提出的《2018文化政策白皮書》2中的文

化民主力強調「文化日常化、日常文化化」的概念，重視文化深耕、生根，重

新落實於日常生活脈絡中，實踐其文化意涵，讓文化生命力再現；同時該書文

化永續力指出「創意源自文化」，筆者認為，以當代布農族創藝家的織繡設計為

例，配合歲時祭儀與生命儀禮的場合，布農族嬰兒祭為嬰孩量身訂做的嬰兒背

帶，其技巧融合了布農傳統線條菱形格紋與布農木刻畫曆，充分展現文化創造

力。透過跨文化學習，跨族群身分的創藝家將己文化的傳統象徵圖紋融合拼布

的製作技巧，同時也是文化包容力的展現。這些具有傳承文化使命感的原住民

藝術家，更是文化行動力與文化實踐力的具體代表。另外，工藝如何結合設

計，成為兼顧文化要素與時尚感的美學經濟，亦為這些原住民手工藝創業家的

關注焦點。 

    目前布農織繡的相關研究，筆者參考了陳述巧3、田宇寧4等碩士論文，本

文將從文化資產與創意產業的角度切入，探究布農傳統手作工藝的轉化與創新

如何於當代跨族群、多媒材的跨域媒合脈絡下，呈現不同以往的面貌與多元文

化要素注入的新意。 

    布農族分布甚廣，根據陳述巧指出，5布農族的織布圖案容易受到鄰近族群

的影響，以位在高雄、臺東的布農族服飾圖案為例，即是受排灣、魯凱族影

響，而常見百步蛇的象徵圖紋。筆者擬以對高雄市那瑪夏區郡社群布農族創藝

家作品研究為例，探討其創作的織繡圖紋有何創意與獨特性，及其設計所蘊含

的族群美學與概念主題。 

    根據學者分類，布農語在族群遷移之歷史上發展為 6個方言社群，分別

為：卓社群（Takituduh）、卡社群（Takibakha）、丹社群（Takivatan）、巒社群

 
2 文化部，《2018文化政策白皮書》（臺北：文化部，2018）。 
3 陳述巧，〈布農族織品服飾與認同關係之研究—以卓社群卡度部落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

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4 田宇寧，〈生命「服」號－布農族人觀及織布文化研究與服飾暨攝影創作〉（新北：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5）。 
5 陳述巧，〈布農族織品服飾與認同關係之研究—以卓社群卡度部落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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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banuaz）、郡社群（Isbukun）、蘭社群（Takopulan）。6 

    這 6個社群為現代布農語群的基本組成單元。布農語群分裂的大致過程為

郡社群先獨立出來，再而巒社群分裂出丹社群及卡社群，後來卡社群分裂出卓

社群。也因大約從 17世紀末、18世紀初，族群開始分裂而進行南北不同方向

的遷移，以致到今日布農語形成 6大方言語群的區別。7 

    就布農族分布範圍而言，卓社群、卡社群兩者為北部（南投信義）主要通

行的布農語。丹社群、巒社群布農語通行於中部地區（南投、花蓮）。郡社群的

布農語則是布農族裡的主導語言，主要通行在南部地區（南投、花蓮、台東、

高雄桃源、那瑪夏）8，蘭社群主要分布於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村。 

    高雄市那瑪夏區位在楠梓仙溪上游，目前行政區劃分為南沙魯、瑪雅、達

卡努瓦三個里，原居者為卡那卡那富族人，日治時期布農族集團移住至那瑪夏

區域，9兩族通婚情況很普遍。10分布於那瑪夏地區的布農族主要為郡社群。 

    本研究擬以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里布農族郡社群藝術家 Valis Ispalidav

成立的「旮旦娃力絲工藝坊」為例，探究八八風災後遷至杉林大愛園區，獲得

機會學習布農刺繡與拼布技藝的多元原住民族婦女，她們選擇己文化的特有圖

紋，鑲嵌進多種飾品的紋樣，她們也融入布農族的貓頭鷹吉祥意涵於織繡藝品

內。同時，工坊內也有排灣族婦女成員運用陶壺的圖案縫製成作品。 

    旮旦 Ka dan原意為布農語中的「我們」，意謂著工藝坊集結了十多位原住

民婦女們的專長與才能，一起共同創作，含納了布農、排灣、阿美、及泰雅等

族婦女，猶如一塊一塊的拼布，拼貼組合成豐富多元的美麗團隊。創作題材主

要來自布農族傳統文化，將富有的祝福意涵分享給人們，運用傳統刺繡工藝之

轉化，打造出獨一無二屬於自我生活態度的日常用品。娃力絲 Valis，承襲姑姑

之名，布農語代表著「堅韌又溫柔婉約」，她成立工藝坊，傳授拼布技藝給其他

多元族群的婦女，這是屬於她們的創業、創藝、創意的女力故事。 

    本研究主要採取深度訪談法，於 2022至 2023年，數度訪談布農族藝術家

 
6 維基百科，〈布農語〉，「維基百科網站」。資料檢索日期： 2023年 3月 8日。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8%BE%B2%E8%AA%9E#%E6%96% 

B9%E8%A8%80%E7%BE%A4。 
7 同上引。 
8 同上引。 
9 林曜同，〈建構、分類、與認同—「南鄒族」Kanakanavu族群認同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2007）。 
10 劉正元等，《Cumacʉ’ ʉra Kanakanavu Karukarua看見卡那卡那富族植物》（高雄：社團法人高

雄市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202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8%BE%B2%E8%AA%9E#%E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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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s Ispalidav（林玉妹）。根據筆者訪談，Valis表示，八八風災後她傳授十多

位其他族群婦女技藝，後來大家各自發展，有的自組工作室，有的則另有生涯

規劃。目前旮旦娃力絲工藝坊是個人工坊，她接公部門訂單，有時也受邀至大

學原住民資源中心教學傳授拼布縫紉技巧，也提供客製化手工藝品服務。 

    根據筆者了解，目前旮旦娃力絲工藝坊行銷的作品有些仍是當年多元原住

民族婦女共同創作縫製的成果，只是依 Valis解釋，後來大家各自找到新生活、

新人生跑道，工藝坊便回歸到她個人的專屬園地，以及對外接觸的平台。 

    有鑑於此，本論文主要以原藝家 Valis的個案研究作為切入原點，試圖瞭解

原住民創藝家於創作與創業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點點滴滴，深深切切，箇中

心曲，以及創作旨趣反映出的文化精神與生活美學。 

    雖然本論文採取個案研究法，但個體承接了文化沃土所給予的養分，創藝

家的創作思維源自文化母體。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強調脈絡化，重視被研究者的

內在想法及形於外的行為表現，於成長過程中，一點一滴灌輸、銘刻在心靈的

文化價值觀；透過藝術創作而表露出文化底蘊，映照出文化特有的美學感知，

並透過學習技藝的師承關係延續社群的文化精神，讓珍貴文化資產恆久存續，

揮別失傳的隱憂。 

    筆者並將進一步從原住民傳統生活方式衍生出的生活美學與生活哲學角度

切入，探索布農族傳統狩獵社會維生模式與性別分工所導致的實用至上原則；

亦即日常生活所需的手作器物，創藝家如何於當代文化接觸頻仍的脈絡下，賦

予其設計感，培養其文化獨特美感詮釋，及其反映的生活小智慧。不忽略細節

的創藝哲學，心思細膩，手感純熟，復歸素樸原鄉基調，心之所繫的是文化的

承續，親手把傳統找回來，復刻文化采風。 

    Valis指出，拼布是來自日本的外來元素，而歐美原住民亦有百衲被，即用

布塊拼湊，當作女兒出嫁嫁妝。她認為這和原住民很早以前模式很類似，部落

古時候老人家衣物這邊補一塊，那邊補一塊，因此遠早即有拼布模式。她所謂

傳統刺繡工藝的轉化，指的是原先她的作品多為拼布，後來加入原住民元素，

即十字繡傳統圖紋，用轉化模式將布農族底蘊納入裡面。她表示拼布技巧是從

前到高雄市區跟隨老師學習而來，而十字繡則是從小都會，在部落裡、家裡，

耳濡目染即習得的技藝。 

    手工藝的設計與日常生活之關聯性是本文的主要論述脈絡。設計通常予人

創新、原創性、特殊風格的印象，帶有設計者個體特質的色彩，而此個體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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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認同與創意二個層面。晚近設計並觸及倫理議題，包括可回收、綠能、公平

交易、環境友善等主題。11Judy Attfield指出，設計涉及文化認同與社會關係。

然而，設計研究區辨好設計與壞設計，但物質文化研究則是視設計為物的一種

類型，可涵納於物質文化範疇內，而不具有優越性。因此，她認為，物質文化

取向提供了處理設計之過程及其產物的另類研究取向。為了避免藝術與設計的

二元劃分，Attfield在研究上採取物質性與經驗的議題，並遠離高╱低文化之爭

論。換言之，物質文化研究探究社會關係的物體化；以及人與物之間的關係。

12 

    1980年代興起的設計人類學研究，也必須面對產品商品化的議題。設計講

究個人獨特性與認同，是一種個體性的展現。設計的內涵並跨界時尚，設計者

同時獲得作為一名個體與作為一名群體成員的認同感。13作品並喚起使用者難

以言喻之設計感，須加以體會、感受。 

    Attfield進一步區辨幾個研究上常見概念之定義：1. Art: 純藝術，無實用功

能；依此，筆者認為藝術能夠滿足創作者與欣賞者之心靈審美需求，人類有愛

好美好事物的天性。2. Craft :強調手工製的工藝品。3. Material culture：物質文

化，主要涵蓋日常生活物品範疇。4. Visual culture：視覺文化，和藝術一樣，具

有表達、溝通之意的文化（expressive culture）。5. Design設計：「含有態度之物

品」（things with attitude） ；重點在於其物體性、意向性、原創性、功能與美

感兼備、超越自然；依筆者理解，設計蘊含人類智慧再造的歷程，即以「文」

化之。 

    筆者即擬調查研究日常生活的物質文化，思索日常生活脈絡中物品富含之

意義。亦即，探討人們如何透過物體來賦予世界意義，重新連結設計的創意活

動與日常生活領域。筆者將 Attfield所提出的“態度 attitude”，詮釋為「一群體

成員特有之生活方式、生活美學、生活哲學」，並期研究設計與文化美學之關聯

性。 

    日本工業設計大師喜多俊之指出，14他一開始從事活化傳統工藝與地方產

業的動機之一，就是希望保留匠師們花費長時間培養而成「給造物以靈魂」的

 
11 Attfield, Judy, Wild Things: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Everyday Life. （Bloomsbury Visual., 2020）. 
12 Attfield, Judy, Wild Things: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Everyday Life. 
13 Attfield, Judy, Wild Things: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Everyday Life. 
14 喜多俊之，郭菀琪譯，《給設計以靈魂：當現代設計遇見傳統工藝》（臺北：經濟新潮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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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感與技巧，進而好好完成作品。他表示，更重要的設計原則是，物品中須同

時考量使用者與製作者。製作生活中的物品，就是使用該物品的基礎場景、生

活文化以及經濟、產業環境。也就是讓產業的存在價值能更為明確的設計課

題，再與製作的工作同時並進。喜多俊之認為，傳統工藝不叫做藝術，因為它

們總是有某個程度，是為了順應時代潮流應運而生的生活用品或產業。而且，

不僅是設計，還必須重視將成品透過宣傳、通路與銷售，確實傳遞到使用者手

上的組織。他建議，高附加價值的商品需要具備原創性。日本的傳統工藝中，

大部分都具有極高的原創性，是匠師們「一物入魂」、追求極致的作品，「給設

計以靈魂」具有能讓人感動的力量。將其活用於製作現代日常生活中用得上的

物品，適時傳達與銷售給需要的人。他進而指出，現在，全球的潮流都走向與

自然共生的永續生活方式。長久以來，日本所孕育的正是生態文化，能順勢成

為主流。15筆者認為，將物品設計賦予「靈魂」，即是灌注一種 “ethos”納入作

品內，而此“ethos”可解釋為「文化特有之精神、神韻」。 

    「臺灣工藝之父」顏水龍亦有類似見解。對於「工藝」的意義，他解釋，

就廣義而言，凡以裝飾為目的而製作的器物，其技術上的表現稱為工藝；然狹

義而言，則對各種生活所需之器物，加以多少「美的技巧」者，皆列於工藝之

範圍。被稱為工藝品，必須具有「美的要素」，除了有實用價值，尚須滿足「美

的感情」。16 

    人類學家王嵩山在討論傳統文化之保存與維護的文章亦指出，族群藝術往

往表現在日常生活之中，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表現。有時候，由於日常生活的

藝術表現，受到實用性的制約，因此也被稱為「工藝」。事實上，這些工藝傳

統，正是當代原住民藝術的創造泉源之一。原住民藝術家在此熟悉文化的風

格、結構與形式的意義，鍛鍊自成一格的表現技巧。17王嵩山進而主張，傳統

原住民藝術的發展是以日常生活的工藝為基礎，更涉及材料知識的掌握。現實

的部落生活不只是靈感的來源，生活周遭的材料更是想像具體化的素材。18 

    在《手作的人》這本書中，編輯認為，保存文化最好的方式，是讓那些逐

漸被時代洪流淹沒的傳統，以創新的姿態重回大眾生活。透過推廣地方工藝，

 
15 喜多俊之，郭菀琪譯，《給設計以靈魂：當現代設計遇見傳統工藝》，頁 12-17。 
16 顏水龍，《臺灣工藝》（南投：臺灣工藝研發中心，2016），頁 66-69。 
17 王嵩山，〈傳統文化之保存與維護〉，收於劉益昌、趙金勇、王嵩山、林會承、林修澈、李台

元編著，《文化保存》（臺北：五南，2014），頁 98-99。 
18 王嵩山，《藝術原境—臺灣原住民族創意人類學》（新北：遠足文化，2014），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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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出地方獨有的故事，讓手作體驗成為外來遊客認識當地的一個切入點，也

讓地方工藝成為在地人引以為傲、形塑地方認同的媒介。如此，體驗將不僅只

是體驗，更是發展與保存地方工藝的契機。19此即工藝融入生活，讓更多人感

受細膩的手作之美。 

    日本民藝運動創始者柳宗悅亦透過日本民藝紀行，探索雋永的手作器物之

美，他表示，實用的手藝才是美之要素。器物之美在於與實用相結合，若是不

與用途相結合就不會體現出美。為了使這個世界成為美的國度，實用品擔負了

重要的職責。美與實用是不相背離的，與實用結合在一起的美，才會有巨大的

價值。20 

    從上以觀，工藝與藝術究竟是否有明確劃分的界線，以及原住民有無藝術

的概念存在等議題，筆者認為，這涉及觀看與切入的視角層次。依筆者之見，

工藝亦屬於藝術的一環，同樣展現文化獨特的美學感知，只是工藝多了一層實

用或應用的作用，而不純粹僅供欣賞擺設的純藝術。藝術可以很抽象、表達概

念化、意識流的主題，完全不必考量是否具備實用功能；反之，工藝傳達具體

可感知層面之美的感受與情感，愈落實到生活各層面各細節各角落，使用者愈

能由衷體會出箇中細微且體貼使用者心意的設計用心，善解人意的設計讓社會

生活更便捷更舒暢更恰到好處。基於此，筆者認為工藝與藝術並非截然劃分或

有高低之別；反之，美感均是兩者共同企求的境界，只是工藝不滿足於純然的

不顧塵俗、藝術家追求個人自我實現的境域。進言之，工藝必須衡量社群生活

美學的延續與再生，原住民創藝家是部落與外界相互銜接與溝通的橋樑，作品

實用性也是一種代表社群發聲的創造動力與靈感泉源。 

    藝術人類學的發展，到了 1960年代理論轉向，象徵人類學與交換理論引導

了對物的研究，物質性物體被視為含有語意的象徵符碼，必須置於社會整體生

活世界的脈絡中解析其所蘊含的深層意義。本文問題意識即是：以高雄原住民

藝術家所創作的當代織繡手工藝為例，從人與物的交互關係中，探究物所反映

的文化脈絡，以及物透過交換過程所獲得的價值。布農族的木刻畫曆作為象徵

符號與族群藝術的織繡設計體現了文化精神，在今日文化復振的情境下，演變

 
19 劉玟苓主編，《手作的人：二十處扎根土地的手作工坊》（南投：臺灣工藝研發中心，

2019），頁 8。 
20 柳宗悅，張魯、徐藝乙譯，《日本民藝紀行：探索雋永的手作器物之美》（新北：遠足文化，

2019），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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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族群象徵（ethnic symbol）。 

 

     筆者擬探究的議題包括： 

1. 織繡拼布的圖案意義：手作貓頭鷹鑰匙圈、部落背嬰孩的背帶 Tavak 

2. 嬰兒祭與嬰兒背帶的關聯性：誰送給誰？連結了那些社會關係？文化意義與

象徵價值為何？ 

3. 創作材質與技法 

4. 原藝家的習藝過程與創作理念 

5. 如何打造構思作品的設計感：鄉村風、布農動物（如水鹿）系列的小包與托

特包、麻感托特包 

6. 如何體現族群美學：何謂「布農族底蘊」？ 

7. 在當代文化經濟下如何重新揉合傳統工藝與現代設計，亦即如何透過物品

（如嬰孩背帶）展現社群的生活方式、生活美學及生活哲學？ 

8. 跨族群習藝的經驗如何影響創作者自身的認同及其作品的獨特性 

 

    簡言之，物與社會生活，手工藝設計取材，以及創作者如何詮釋人與自然

和諧共存關係，打造獨一無二自我生活態度的意涵為何，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筆者關心的是，藝術家透過作品傳達什麼樣的態度？賦予什麼樣的註解？表現

什麼樣的概念？象徵什麼樣的認同感？本文重點在於創作者如何詮釋其手作藝

品的象徵意涵，及其所反映出隱含的文化價值觀。此外，筆者亦試圖瞭解那瑪

夏布農族藝術家 Valis創作與創業的心路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