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前身是高雄市山胞會館，縣市合併後轉型成為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

文、圖／王新偉

YA，「原」來是這樣
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采風

你知道全國總共有 29座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嗎？

這些原民館由各縣市政府所設立，分布遍及全臺各地，獨具特色，

近年來更在民族委員會和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園區）的輔導和努力推動下，通過活化營運和專業升級，來推動部落

觀光體驗，並設立原住民部落工場和原住民部落大學等方式，延續各

族過去生活經驗與專業技能累積，利用原民館這一平臺，整合文化資

源及觀光產業資源，「以館帶部落」，將地方族群文化、產業、旅遊、

生態及教育等功能充分有效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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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高雄市前鎮區的高雄市原住民故

事館就是這樣一個成功的案例，該館充分

利用地方資源，自下而上積極建構原民館

專業能力及人才培力研習，媒合「以館帶

部落」，進行專業策展和規劃藝術家駐館

及文創商品開發，偕同各學者專家分區專

業輔導，以各種創意行銷宣傳吸引參觀人

潮，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並提升了原民館

的使用績效。

其中的靈魂人物就是擔任該館原住民

產業發展協會執行長的禕耶 ∙ 布雅谷和周

淑櫻夫婦。

一走進位於高雄市前鎮區的高雄市

原住民故事館，激昂歡快的樂舞聲迎面撲

來，裡面正進行著一場原住民族語推廣學

習的成果發表，台上台下都是身穿艷麗服

飾的原住民團體，他們來自高雄市的各個

原住民部落。此刻台上表演的是布農族的

小朋友，他們以稚嫩的歌喉唱著布農族傳

統音樂中最廣為人知的「八部合音」，雖

然配合的還很生澀，聲音也不夠宏亮，但

認真專注的神情依舊贏得現場熱烈的掌

聲。

這是高雄市原民故事館每個週六、

日都會舉辦的原住民樂舞劇表演，今天不

同的是，高雄市政府「106年度推動原住

民族與振興補助計畫」的聯合成果發表盛

大登場，各部落族人攜老扶幼、穿著傳統

服飾盛裝出席，好像慶典的場面。平時這

些部落族人難得相見，如今有機會齊聚一

堂，縱然族別不同，但長期的部落生活經

驗一眼就能分辨對方來自哪裡，所以活動

▲ 融匯南部各族群的樂舞表演，是原住民故事館每個周末的重頭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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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開始，原腔原調就帶動了現場的氣氛迅

速升溫，彼此之間很快就熱絡起來。

原住民的樂舞表演最能感染人，他們

以嘹亮的歌喉搭配歡快的肢體語言，載歌

載舞，儼然就是一場豐收的慶典。館方負

責活動的陳小姐告訴我，每週六日故事館

內都有樂舞劇表演，今年更創新推出「南

島舞集」系列，將館內的中央舞台打造成

「伊娜嗨樂舞部落」，不定期邀約高雄市

在地舞團演出高雄市在地原住民族舞碼，

以舞台劇方式呈現以往都市中視野所侷限

的各族單立的豐收祭典，收納了各族特色

後，而融合成一個舞台劇中能看見各族文

化的象徵精要的舞碼，希望在短短時間內

傳遞自己原民文化的精隨，讓一般大眾透

過歌舞演出而更貼近了解原住民文化，這

在各族文化保存不易的今天無疑是一大挑

戰。至於館外則有原民市集和原住民歌手

的演唱會。這些活動已舉辦多年，通過這

些族語傳唱活動和樂舞表演，不但鼓勵親

子一起來學族語，將族語向下扎根，而且

凝聚了部落族人的向心力，讓生活在都會

中的原住民也能找到心靈的歸屬，並讓到

訪的遊客能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和體會豐富

的原民風情。

現場就有一個由國、高中女生組成的

小樂團，她們以吉他、部落手鼓自彈自唱，

用族語唱出她們的青春之歌。來到戶外，

門口也聚集著很多人，一位原住民的素人

男歌手抱著吉他，唱著原鄉小調。一曲才

終，剛才台上的少女團體也隨即加入，即

興演唱，唱出不一樣的原民流行風。

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的前身是高雄市

山胞會館，當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後，在

全臺各地設立了很多所謂的山胞會館，提

供原住民往來縣市政府所在地住宿之便。

▲ 故事館內部的陳設，著重在各族工藝器具的展示。 ▲ 大家一起來學族語，通過傳唱、傳誦等方式，將族語向下
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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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984年，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

發起「原住民族正名運動」，除了要求修

改對原住民的「山地同胞」稱呼之外，還

有恢復傳統人名使用以及恢復部落地方命

名等，西元 1994年 8月 1日，憲法增修

條文終於順應原住民族之意願，將「山胞」

正名為「原住民」，並在西元 1997年確

立其「民族」屬性，而擁有「集體權」概

念的「原住民族」稱呼。為了紀念這段原

住民族自我認同及抗爭的歷史，並喚醒臺

灣民眾的正確認知，行政院遂將每年的 8

月 1日定為「原住民族日」。

因應原住民族正名，高雄市山胞會館

也從善如流的改名為「高雄市原住民故事

館」，成為大高雄地區唯一的原民會館。

雖然是一棟好幾十年的老建築，但經

過多次的修葺，尤其外觀的重新拼貼和彩

繪，融合各族原住民的意象，讓蘭嶼拼板

舟、色彩迥異的菱格紋、太陽神、陶壺、

琉璃珠、百步蛇等各族群圖騰彩繪或具象

的表徵作為裝飾，突破了城市建築的制式

方框，⋯還有門口站立的威武的勇士，所

有這些代表臺灣各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元素

都呈現在建築上，讓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

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原」味視界。

故事館的戶外，還有一個占地廣闊的

原住民主題公園，它緊鄰著前鎮溪，中央

的棚頂式舞台是依照原住民的傳統聚會所

▲ 拼板舟、色彩迥異的菱格紋、太陽圖騰⋯高雄市原
住民故事館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原」味視界。

▲ 位於前鎮河畔的原住民主題公園，打造了一個原住
民的傳統聚會所，在部落中聚會所是凝聚部落精神

的重要場所。

而打造，在部落中，聚會所是凝聚部落精

神的重要場所，這裡的眾多雕塑也是出自

原住民藝術家的創作，依託著前鎮溪優美

的景色，還有數步之遙的高雄環狀輕軌前

鎮之星站吸引著大量的觀光人潮，這裡已

成為高雄城市的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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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入口兩側的階梯緩緩步入地下1樓，

出現用竹子和茅草搭成的裝飾門牆，上面

有「高雄市原住民部落工場」幾個大字。

地下 1樓的布置更加「原」味十足，除了

臺灣 16族的介紹和圖片環繞大廳，最主

要的展區是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聯盟工藝

展，著重在融合了原住民傳統手工藝製作

的各種織物、器具，它們有不少是出自駐

館工藝師的創作之手。

展廳的一側，我看到兩間部落工場還

在忙碌著，一間掛著「番特西手工藝術坊」

的布幅，工場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植

物染人」禕耶 • 布雅谷 (Yiye BuYaGu)。

走進工場，空氣中瀰漫著不同於一般化學

染劑的氣味，一臉粗獷豪氣的禕耶老師正

從染缸中撈出一塊布料，已經浸染得靛藍

的布料依舊能看出布的紋理，大染缸內的

染液深藍如墨，老師用繩索拉動晾衣架來

查看布是否浸染得透徹，而剛剛取出的染

布則掛在旁邊用大風扇吹。老師說一塊好

的染布要經過十多次的反覆浸染，這個過

程不能貪快，染過一道要陰乾徹底，才能

再浸染下一道，如此十幾道浸染後，染布

的著色才會均勻，才不會褪色，布的顏色

▲ 八卦網撒網體驗。

❶ 雙手被大菁染成藍靛色的周淑櫻老師，現場示範原住民的藍染傳統技法。
❷ 先要完成紙雕的版模是傳統染布的第一步。
❸ 通過圖版將黃豆粉與石灰混合的糊料刷在白布上，要能保證多次浸染而不脫落。
❹ 超過 10餘次的浸染、晾乾，再浸染、再晾乾，每道工序都馬虎不得。
❺ 最後刮除糊料，一件藍染作品就大功告成了。

❶

❷

❸

❹ 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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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亮麗如新。而且要染的布料也不是來

者不拒，最好的材料是苧麻、棉布、絲、

羊毛製品等，因為只有這些天然的植物或

動物材質，其纖維在經過浸染才能得到真

正的吸收，著色才會長久。相應的，染劑

也必須需是來自植物。

我好奇地問，這與臺灣客家的藍染

不是一樣？禕耶老師笑笑沒有回答我，倒

是他的太太，也是一位植物染達人的周淑

櫻老師忍不住對我說：「雖然沒有人考證

藍染到底是客家人先有還是原住民先有，

但臺灣的原住民很早就掌握了織布染布的

技藝，他們可是遠比漢人來到臺灣的時間

還要久遠呢！」周老師雖沒有明講，但她

的回答顯然不言而喻。那兩者的工藝一樣

嗎？我想追根究柢，周老師笑笑說：「很

多原住民最初的技藝如今已經失傳，但同

樣生活在臺灣這片土地上，原住民當然也

是善用在地資源，萃取天然色素染色。所

以古書中記載的『取藍草條并葉以石灰水

浸久取其下凝者為澱以染。』沿用至今。」

周老師的話也間接說明了原住民的傳

統染布與漢人是異曲同工的，也因此，不

同的防染方式也就能製作出不同效果的花

樣，周老師說常用的方式有紮染、縫染、

型染、蠟染等。她也一一解說著不用方式

的染法，只是漢人常用的蠟染技法，原住

民卻是用黃豆粉加石灰做成糊狀，塗抹在

染布上，因為黃豆粉相較於工業蠟，原住

民取得容易，其作用都是防染，遮住的部

分就不會著色。

另外，老師也會用紗網製作印版，

這樣會有絹印的效果，她也現場展示了她

最初的絹印作品，一幅濃淡得宜的紫斑蝶

圖。

除了印染，周老師也學習原住民的

織布工藝，她邊介紹邊搬出泰雅族傳統的

織布機，很隨意的就席地而坐，為我們現

場演示如何織布，動作技藝之嫻熟令人讚

嘆。

更令人稱奇的是，周老師並非是原住

民，然而她卻懷抱著對原住民傳統染織工

藝的熱愛，一頭栽進這個已經幾近失傳的

領域。她自嘲說她是因為中年失業才開始

這條創藝之路。

那為何要把部落工場起名番特西呢？

這時許久未說話的禕耶老師遞給我一張名

▲ 原住民故事館的靈魂人物也是「番特西」部落工場
的負責人禕耶‧布雅谷與周淑櫻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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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傳統技藝，他要用煉淨的手藝結合傳統文

化智慧與技能，不停的研發創作與設計，所以大

凡可使用於手工創作之纖維材質均為工坊的創作

素材。

禕耶老師進一步解釋，「染織工藝」之編、

結、染、織、繡織技術範疇，是當下「番特西」

最常用的具體表象與創作技術。作品涵蓋了織品

類（手織布、圍巾、桌布⋯）、掛飾類（織、染、

蠟、型糊⋯）、植物染品類（絲巾、方巾、後背包、

門簾、提袋⋯）、纖維藝術創作等。

當然創作之外，教學也是藝術坊目前積極努

力的目標，要讓更多人接觸傳統的文化記憶與技

術的研習，如此日積月累，才能活化傳統技藝，

讓傳統工藝的種子在現代生活中也能成長茁壯。

禕耶老師也不忘介紹另一家工坊的藝術創作

者，瑪雅工坊的女主人誽鄔 ∙昂艿 ∙卡阿妃雅誽

(Nau  Angai Kaaviana)。接過誽鄔老師給我的名

片，我竟不能連貫的唸出她的全名，不禁有些窘，

她笑著說，她是卡那卡那富族，一個原被歸類成

南鄒族，直到西元 2014年 6月 26日才獲得合法

承認的原住民族，也是臺灣原住民的第 16族。

她接著說，因為他們這一族最晚被承認，所以人

口只有 300多人，是目前原住民各族中人口最少

的，而且主要居住在高雄市那瑪夏區。

在誽鄔老師的工作坊裡，我也看到織布機、

織帶機等，還有各式各樣已完成或未完成的服

飾。

這是你們部落的織布？我好奇的問。沒想
▲ 經過改進的織帶機讓傳統織布工藝不再令後學者望
而卻步。

▲ 「番特西」工作坊的周淑櫻老師，並非原住民，卻
因對原住民編染工藝的熱愛而一頭紮進來。

片，上面印著「FANTASY HAND MADE 

ART」。喔，原來是譯自英文的「奇幻」

一詞，意涵無限的想像與創造。禕耶老

師說，他不希望他們的創作只是被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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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誽鄔老師的回答讓我很驚訝，她說卡那

卡那富族是不善編織的原住民，所以在他

們的傳統服飾上，沒有複雜華麗的編織技

巧，取而代之的是不同顏色的拼布。這時

我才看仔細，這裡展示的服飾的確是以各

種顏色的織布或其他裝飾配件拼貼完成

的，但不是雜亂無章法，無論是顏色的對

比、搭配都讓人覺得賞心悅目，而且每一

個衣角袖口的縫紉方式都很細緻。誽鄔老

師說：「服飾是一個民族有形的資產，穿

上去，就能讓別人知道我是誰！」所以她

要做現代的「織女」，把她祖母那個年代

的傳統服飾找回來，在她的手中完成。如

此，找回了傳統文化，他們這個僅存 300

多人的部落，才有機會傳承下去。

從突破創新的「番特西」，道找回傳

統文化的「瑪雅」，禕耶、周淑櫻和誽鄔，

將振興傳統文化作為自身的使命與責任，

也是一種發揚在地精神和在地文化，重塑

原民文化所具有的意義與想法。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

縷，恆念物力維艱。」朱子的治家格言，

不也是原住民篳路藍縷一路走來的艱辛體

認，而對傳統編、染、拼、織的堅持，也

是他們追求永續生活的初衷。

▲ 原住民主題公園內，代表各族文化的不同意涵的雕塑
作品呈現出力與美的風格。

▲ 這件雕塑作品意味著要將部落長者的經驗與智慧代代
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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