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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八月，跟著爸媽回家鄉，參加阿美族最大部落之一，馬太鞍部落豐年祭，族

人們賣力的舞動著，祭典場外的親友、觀光客，每個人手裡拿著相機、手機照個

不停。表哥、表姊雖然在外地讀大學，都特地回來加入年齡階層，向年長者學習。 

集會場一邊，販賣許多原住民服裝及手工藝品，有傳統的木雕、月桃編織，也有

創新的商品，如手機吊飾、耳機、筆記本、琉璃珠、背包等，共同點是外觀都有

原住民的圖騰，及辨別度較高的顏色。 

 

    能讓大家注意到原住民的傳統手工藝，是一件很好的文化交流，但外來文化

開啟部落大門後，文物傳統就變得脆弱，當傳統的手工藝遇到現代，如何能延續

傳統藝術，又能兼具創意時尚，於是在我們討論過後，決定以此做為我們的研究

目的。（註一） 

 

二、研究問題 

 

    文化創意產業是現在的主流亮點，我們身處的花蓮，在舊酒場區及花蓮舊火

車站相繼成立了文化創意園區，我們在裡面發現吳秀梅阿姨開設的-湛賞文化藝

術工作室，於是我們就由此開始了我們的研究，探討如何在豐富精采的文化元素

中，發揮及延伸原住民手工藝特性與美感，進而達到文化傳達，且能創造商機與

生機。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我們將以訪問原住民文化創意工作者-湛賞文化藝術工作室負責人吳秀梅、

到文創園區去參觀原住民工藝的擺設、文獻探討，三個方向進行。 

 

 

 

 

 

 

 

 

 

圖一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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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原住民的傳統工藝藝術 

 

    向原住民請教「什麼是藝術？」，「在傳統文化裡『創作』扮演什麼角色？」

相信就連耆老也很難說出所以然來，「藝術」、「創作」是現代的「外來」名詞。

如果用一個「藝術」的框架來詮釋或臆測原住民的文化表現，有時候是受到某種

程度限制的，但是如果不用「藝術」的角度去研究欣賞，可能會錯失掉在我們身

旁，充滿活力與豐富美麗的震撼。 

 

    對原住民來說，傳統藝術就是，長期與大自然相處的生活經驗和表現，它可

以是在祭儀中傳達知識哲理，也可以是信手從大自然取得的素材，編織成的美麗

服飾，就像賽夏族在矮靈祭裡的歌舞一樣，由敬畏矮靈出發，再透過歌謠中處處

呈現出對大自然環境與植物的尊敬和認識，到傳達族人生存團結的重要性，不僅

是用歌舞就能解釋涵藝一切，它的「功能」和「作用」好像超過藝術性質。從另

一個角度來看，「文化」和「藝術」實際上就是藉著這種方式，存在我們的生活

空間中。（註二） 

 

二、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一詞，於 2002 年 5 月依照〈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的子計畫「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所確定，即結合了文化及創意的產業。 

 

    根據（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服務網）所公佈的定義，文化創意產業是指「源自

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

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所以文創產業有三項標準：1.就業人數多或

參與人數多。2.產值大或關聯效益大、成長潛力大。3.原創性高或創新性高及附

加價值高。（註三） 

 

三、訪問湛賞文化藝術工作室負責人-吳秀梅 

 

    根據我們的研究主題，要巧妙的結合原住民傳統工藝藝術與創意，在文創產

業也有成就的人，於是我們找到了吳秀梅阿姨。 

 

    2007 年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台灣創意設計中心辦理「臺灣原住民文化

產業認證計劃」，經過長時間的甄選，吳秀梅阿姨的湛賞文化藝術工作室通過認

證的七家原住民藝術精品商家之一，並於同年 10 月在台北世貿，展出具代表性

的原住民創意商品。 

http://cci.culture.tw/cci/cci/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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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創立背景 

 

      吳秀梅 13 歲時，因一本時尚雜誌，開始夢想成為一個設計師，從花蓮海

星中學到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科完成學業，七年半工半讀的經歷，有了最紮實

的製作經驗，有了面對現實社會考驗的勇氣，透過比賽、媒體、展覽，不斷

的推銷自己，並與團體或藝人合作，增加知名度，終就成立了湛賞文化藝術

工作室，而吳秀梅的夢還在繼續中，她說：「縫紉機是我手中的筆，我要繼續

我的夢。」（註四） 

 

  （二）創新研發 

 

吳秀梅阿姨利用對原住民文化與色彩之美的敏銳感受，成功轉化成時尚元

素，運用在她的設計作品中。創意代表的產品「酒衣袋」已申請專利，時尚

包布料使用市面上較少的混紡 PV 材質，與市面上的布料相比，較輕盈、明亮，

具有獨特性，產品製作強調精緻化，品質穩定且融入故事性。 

 

  （三）創立品牌 

 

經過了二十幾年，吳秀梅創立了自己的品牌，用來區隔一般市場，而且以

名稱來設定客層，分為「湛賞」、「 Siku Sawmah」，「湛賞」為中文名稱，產品

製作多為原住民文化性強烈的作品，若用「 Siku Sawmah」，產品多為時尚精品

款，較能夠走向國際。 

 

四、傳統藝術 VS 時尚創意 

 

    從訪問吳秀梅及蒐集的資料整理出，要能從容自在運用這兩衝突的名詞，有

下列三個重點： 

 

  （一）以文化為根本，維護傳統文化 

 

在訪談的過程中，吳秀梅不斷的強調，在創新之前，一定要先了解本身的

文化，充實內涵，有自己的想法，才能賦予作品生命力。 

 

（吳秀梅：一開始時先認識傳統，然後再加上創意，那就是我可以開發的

一些商品，一定要先從認識傳統開始，用傳統的原素加到時尚的環境裡面，

這就是你自己的創意。） 

 

文化產業必須要以「文化」為產業的根本，除了試圖保存傳統及地方魅力



 「原」形畢露-原住民工藝的傳統藝術與時尚創意   

4 
 

外，還要發掘與傳統不同的創意與想像力。工業生產的文明隨著時代進展汱

換快速，幾乎只有文化和地方魅力可以永久保存下來。（註五） 

 

  （二）強調「創意」、「創新」 

 

文化加上創意、想像力加上獨特、個性加上美學的創新作品，就是文化創

意產業的賣點，而且不斷研發創新設計，才能在眾多工藝產品中脫穎而出，

立於不敗之地。 

 

吳秀梅除了「酒衣袋」及創新材質混紡 PV 材質的包包，還有十款原住民

族的時尚款禮服「玩色系列」，此系列充分發掘原住民文化元素之美，以時尚

潮流設計手法，完整展現整體造型的時尚風格，這系列作品，獲選為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第一屆原住民族工藝精品。（註六） 

 

五、創立品牌 

 

    創立品牌是為了向消費者保證產品的品質與機能，能安心購買，也是文化創

意業者的夢想。 

 

  （一）要有強盛的企圖心 

 

在訪問吳秀梅阿姨時，她信心滿滿的表示要用自己的名字「 Siku Sawmah」

的商標名稱打向國際。台東阿美族龍惠媚的棉麻屋，用亞麻、棉麻線編織帽

子、袋子、圍巾……，明年要去法國參展，甚至到上海開分店（註七）。唯有

強盛的企圖心，才能一步一步讓自己的產品走向國際。 

 

  （二）為產品加入「故事性」 

 

創立品牌讓產品產生了差異化，讓產品更為精緻化，成本就會增加，意謂

消費者得花更多的錢，除了品質設計外還要加上包裝，「故事」的包裝讓產品

增加了獨特性，成為市場上的「唯一」。 

 

吳秀梅在 Sakizaya1（撒奇萊雅族）推動正名時，閱讀了「達固湖灣事件」，

讓身為 Sakizaya 後裔的她，決定以此故事做為設計的主軸，設計了 Sakizaya

族服，從帽子、衣服、綁腿等細節，將品牌背後的故事能夠呈現。 

 
1 
Sakizaya，台灣清治時期，因故藏身阿美族部落，日治時代日本政府因此無從辨識其族群，將其

列為阿美族的一支。1990 年起推動正名運動，於 2007 年 1 月 17 日由中華民國政府官方合法承認

其為台灣原住民族。（註八）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7%BE%8E%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8E%9F%E4%BD%8F%E6%B0%91%E6%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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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銷售管理 

 

    創立品牌最主要的目的當然是創造商機與生機，從我們蒐集的資料中分析整

理，想要在市場中站有一席之地，約可分成以下四點： 

 

  （一）謹慎選擇通路 

 

我們住的花蓮，在熱門光觀景點、一些假日市集或大型活動的場合，常看

見與原住民相關的工藝品設置的攤位，但是販售的物品相似度太高，產品的

精緻度上也較粗糙，也常常看看一些不知是什麼的圖騰商品，混雜其中，降

低了購買興趣。 

 

創立品牌之後重要的就是銷售通路的選擇，避免與觀光地區產品混淆，因

觀光地區的品質參差不齊，同質性高或仿冒品充斥。像吳秀梅的作品在文創

園區、飯店、百貨公司、機場才有販售。 

 

  （二）附加品牌故事，加強消費者印象 

 

將故事設計於產品中，透過商業整體設計，加強品牌印象，讓產品本身說

故事。 

 

同樣在 2007 年「臺灣原住民文化產業認證計劃」，通過認證的「彭春林生

活創意工房」，在他的網頁一開始就有蝴蝶翩翩起舞，很清楚告訴大家，他的

創作以蝴蝶為主，「蝴蝶紋」是他的創意元素，在魯凱族蝴蝶象徵男孩的敏捷、

勤勞與速度，也象徵女孩純潔與智慧，也代表了彭春林的夢想起飛。（註九） 

 

另一位，屏東縣來義鄉原創人文藝術-啄木鳥藝雕坊負責人-塗南峰先生，

他說：一刀一筆，不只是構圖，更是一篇充滿故事性的史話。他用自己的名

字設計了品牌創意 LOGO，他的名字就充滿了故事。 

 

  （三）接受訂製且注意產品的陳列方式 

 

現今客製化的個性產品才能滿足消費者，可以展現個人特色。吳秀梅接受

團體或個人的訂製，但並不是完全依消費者的想法，她會適當的引導，即滿

足求新求變的消費者，也不會讓自己的風格消失。 

 

產品的陳列，從店舖整體氣氛營造、櫥窗設計、店舖擺設、品牌形象，都

是吸引購買力的重要一環，不僅能吸引消費者目光，也能提升產品質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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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沉浸在購物的樂趣中。 

 

  （四）加強品牌口碑，比賽、參展累積名聲 

 

透過品牌建立有助於建立優勢，銷定客層，與一般市場區隔，避免與低價

商品競爭。而加強口碑的方式就是參加比賽、參加展覽，加入業界有關的協

會，與藝人合作，運用媒體宣傳。 

 

蒐集的資料顯示品牌初期的推廣，都是參展與參加比賽快速累積知名度，

在訪問吳秀梅的內容中，她也表示參加比賽是為了打響知名度，參加服裝秀

也是同樣的道理，別人也會因為比賽得獎對你的產品有信心。 

 

七、目前國家相關的政策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中程施政計畫（102 至 105 年度），有關原住民族之經

濟及公共建設方面的產業經濟，提到以下三點，並在「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四

年計畫」將於 102 年至 105 年投入經費 15 億 9,400 萬元，以解決原住民放款融資

及保證等問題，以落實部落金融正義，並應通盤檢討現行貸款機制，以增進原住

民資金融通之功效。（註十） 

 

  （一）持續輔導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辦理「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推廣計

畫」、「原住民族文化產業認證制度推廣計畫」及「原住民族工藝薪傳獎

活動」等三項計畫，辦理工藝師甄選及工藝精品認證及後續輔導。 

 

  （二）建構原住民族創業育成暨產品拓售機制，辦理「臺灣原住民族創業育成

中心計畫」及「臺灣原住民族產品拓銷據點計畫」，於北、中、南、東區

各設置 1 處育成中心，擴大服務範圍及提升服務便利性，提高受輔導對

象申請意願，並於南、北 2 處設置產品拓銷據點，並進行據點之地點甄

選、管理者遴選及相關行銷推廣等工作。 

 

  （三）進行推動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輔導原住民產業經營管理

暨技術服務，舉辦「原住民族產業博覽會」，邀集國內原住民商家進駐展

售，吸引國內外民眾進場觀展。 

 

    吳秀梅表示目前培訓計畫不易獲得投資所需的資金，希望行政單位能建立人

才智庫，對剛起步的工作坊多給予補助，對於較上軌道的工作坊，幫助他們走向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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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原住民文創產業擁有的優勢與面對的困境 

 

    在原住民族經濟及產業發展 3 年(99-101 年)計畫中的問題評估有六項， 1.缺

乏產業特色。2.資源整合不易。3 文化、觀光資源豐富，但仍需整包裝行銷。4.

文化創意產業待發展。5.產銷通路機制久具完整。6.育成陪伴機制未周延完備。（註

十一）以上六點，也是目前所蒐集到資料所顯示的共同問題，以下是原住民文創

業者所擁有的優勢與必須面對的困境。 

 

  （一）擁有的優勢 

 

臺灣原住民族的藝術非常多樣化，且具有極高的獨特性，表現出有別於漢

人的藝術經驗。（註十二）雖然從日據時代開始，社會變遷快速，原住民文化

流失，但是原住民的藝術形式依然展現強韌的生命力，現在反而日漸蓬勃，

呈現出多采多姿的面目，這充滿了「異國情調」的形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這成了原住民族藝術發展的優勢。 

 

當傳統藝術遇上了創意十足的原住民所蹦出的火花，常讓人目不轉睛，源

源不絕的「創意」，是原住民可隨心所欲的天賦，加上隨手可得的故事，讓每

一件作品都擁有傳統內涵、樸拙外表，但又具備了時尚設計的形式。 

 

  （二）面對的困境 

 

是優勢也是困境，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後，強勢族群入侵，原本社會體制

瓦解，只剩了傳統藝術。近年文化創意產業興起，原住民族群藝術呈現積極

及活潑的創力，成立了許多工作坊，讓部落生計有所依靠，許多留在部落的

人都有了工作，但是也出現了許多問題。 

 

1.缺乏專業的養成，沒設計專業人員，模仿商品製作出來的商品粗糙，沒

有特色。 

 

2.攤商到處林立，因為貨源都一樣，到坊間走走可以發現，同質性太高，

所展示的物品大同小異。 

 

3.在坊間常可以看到大陸、東南亞低價物品混雜集中，讓原住民失去就業

機會或為了迎合市場而失去原味。 

 

相對闖出名氣的作品所受到的挑戰是不一樣的，吳秀梅所設計的「酒衣袋」

就被仿冒，不知道的人買了坊間較低價、品質較沒保障的產品，結果商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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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響是有成立品牌的工作坊，訪談過程中，充滿了無奈，但她堅持品質。 

 

另一個較嚴重的困境是傳承不易，年輕人對於工藝產業敬而遠之，寧願離

鄉背井前往大都會，投入科技業或服務業，是傳統原住民工藝所可以產生的

利潤不能相比的。 

 

傳統原住民工藝可以產生的利潤跟銷路是推動文創產業的另一項問題，

（註十三）同樣是缺乏行銷的專業訓練，最常見的是自己在家做，自己找地

方擺攤，產品不能量化，利潤當然有限。一個人不可能形成產業，要有人設

計、有人製造、有人銷售，吳秀梅就有專門負責行銷的人員，產銷分工，才

能專職無二心的創作。 

 

九、「傳統藝術 VS 時尚創意」的現在式 

 

  （一）在政策的刺激下，文創產業有短暫成長，但是資料顯示大部分小工作坊

的人會問，要將產品賣給誰？通路呢？市場呢？商機在哪裡？ 

 

       為了生計，有些人找出了一條出路。（吳秀梅：目前能維持經濟收入的是

手工藝品，服裝設計是為了比賽，比賽得獎可以打響知名度，就可以參加服

裝秀，就有更多人認識我的品牌，我就可以維持生計。） 

 

  （二）人才培育不易，傳統技藝不斷流失，年輕人不願意學，手藝好的老者不

能再做了，原本是生活上必須的技能的工藝，愈來愈少人會了，想學也

找不到人可以學。 

 

  （三）文創業者再參加比賽參展後較有名的，有規模愈大的趨勢，當大家在家

鄉的豐年祭，看到特別的商品，都會問是誰做的，如果是知名的設計者

所做，大家都會繼續深問下去，或者迫不及待擁有一個。 

 

  （四）越來越多新的文創設計師受到重視，受邀到國內外參展，在飯店、機場

等專櫃都可以看一些原住民文創者的作品，或是有些餐廳的桌椅擺設及

氣氛的營造都用原住民文創者的作品，例如：花蓮洄瀾客棧一樓的餐廳。 

 

十、「傳統藝術 VS 時尚創意」的未來式 

 

    吳秀梅的未來式在邁向國際，我們相信所有文化創意業者都有一個對未來的

夢想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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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臺灣原住民族的藝術創作，已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出現，例如：2010 年台灣

國際藝術節『很久沒有敬我了你』在國家音樂廳表演，獲得很好的回響，但我們

的社會對原住民的認識仍然有限，藉由接觸、了解、欣賞多采多姿的原住民族的

藝術創作，是認識原住民族有效途徑之一。 

 

    創作者要在「傳統藝術 VS 時尚創意」擁有一席之地，要以文化為根本，找

尋自己的創作元素，創新研發，創立品牌，為產品加入故事性，引導消費者進入

你的創意世界，教導你的觀眾如何了解、欣賞「異文化」。 

 

    希望行政政策能： 

  （一）成立各區域輔導的機構，單一窗口運作，不要多頭馬車。 

 

  （二）建立原住民的人才智庫，吳秀梅表示很多專案交給別人做，自己不了解

細節及執行方式，或者交給不了解原住民藝術的人做，溝通上有困難，

如果有相關人才在對外溝通上較容易。 

 

  （三）在許瑄、辜雯華、王進發（2012）在「原住民文化工藝產業發展之研究」，

提到「金字塔」的輔導方式。（註四）政府的補助應大部放在金字塔底層

為剛起步的小型原住民工坊，他們是最需要協助的一群，金字塔中間有

些成績的工坊，持續關心與諮詢，金字塔上層獲獎無數，輔導他們走向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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