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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這學期開學知道了小論文競賽的活動，一開始對小論文不太熟悉，老師發了一篇過去使

命式研究的作品帶我們導讀後，漸漸了解這是什麼樣的活動，為了讓我們能更有興趣的投入

研究歷程，老師要我們思考自己有興趣的主題。同學們有興趣的主題真是五花八門，包含了

企業類的 7-11、全家、愛買，音樂類的國樂，特產類的奶油酥條、豐興餅鋪、唱片餅和麻糬，

族群類的榮民，環境類的海灘、小黑蚊，藝術類的石雕藝術季，觀光類的木瓜溪、美崙山和

夜市等等。在初步的列出主題後，老師引導我們從是否有「興趣」、「資料」是否容易取得、

主題是否「獨特」、研究是否「可行」四個方面進行客觀的評估，討論後的第一輪投票後由「石

雕藝術季」、「國樂」和「小黑蚊」進入第二階段的複選。 

  我們依照進入複選的主題再各想一個可能的延伸問題，它們分別是（1）石雕藝術季：大

理石如何產生？製作石雕的工具？要做多久？製作順序？石雕製作的歷史？（2）國樂：最早

出現的樂器？最好聽的國樂曲目？國樂好聽嗎？國樂的樂器種類？（3）小黑蚊：小黑蚊吸血

的方式？小黑蚊生長的環境？小黑蚊的祖先？從哪個國家來的？如何繁殖後代？經過再一次

激烈的投票，我們選定了石雕藝術季做為我們這學期專題研究的主題。 

  從小開始的印象中花蓮辦過了好幾次石雕藝術季，但從沒實際參與過，我們在第二輪時

討論到今年剛好又舉辦石雕藝術季在時間點上恰好。除此之外花蓮盛產大理石是石頭的故鄉，

因此孕育了許多石雕創作者，石雕藝術季為花蓮帶來觀光收益，已成為花蓮的文化特色。在

初步蒐尋石雕藝術季的相關資料，觀看花蓮文化局「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歷屆回顧影片」

（花蓮縣文化局，2011a）和「壯遊雕刻之城—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4a）的兩個影片後，

開始產生一連串的問題：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是在什麼情形下開始舉辦？每一屆的石雕藝術

季分別有什麼特色？今年 2014 年的石雕藝術季又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石雕該如何創作？

石雕家要從哪裡得到靈感？……等等，除了一連串的問題，我們開始對研究主題產生期待，

希望能從活動中完成下面三個研究目的。 

（一）了解歷屆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的特色。 

（二）了解本屆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的特色。 

（三）認識石雕家的創作歷程。 

二、研究方法與架構 

  初步資料搜尋時發現，花蓮縣文化局有將國際石雕藝術季的歷屆成果專輯，製作成電子

書供對有興趣的民眾下載，因此我們主要將透過這些文件，了解石雕藝術季的緣起及歷屆的

特色（目的一）。為了瞭解本屆的特色（目的二），我們將透過在地新聞報導的收集，並前往

石雕博物館，以及實際參與藝術家論壇，以親身體驗這難得的藝術饗宴。另外，我們的指導

老師協助我們連繫到了在地的國寶集石雕大師—廖清雲老師，讓我們能透過和石雕家的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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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認識他們的創作歷程（目的三）。 

  隨著研究的進行，我們逐步修改研究方向，完成前我們的研究架構圖如圖 1：從國際石

雕藝術季的意義和重要性談起，探討她包含緣起、各屆特色和參與藝術家的歷史，接著參訪

石雕博物館和藝術家論壇以了解本屆的特色，希望透過石雕家的訪談了解創作過程、對石雕

藝術季的看法，以及他們在創作時的辛苦和努力，最後再將所有的資料整理後形成結論。 

 
圖 1 石雕藝術季研究架構圖 

 

貳●正文 

一、歷屆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的特色 

  花蓮遍地都是石頭，太魯閣因大理石峽谷聞名國際，石頭的故鄉孕育了許多石雕藝術家。

90 年代起花蓮文化中心開始推廣石雕藝術，但限於經費只能舉辦地方美展或經由設立獎項鼓

勵創作，無法大力突破。1995 年由在地石雕藝術家發起的「1995 花蓮國際石雕戶外創作公開

賽」，由官方和民間共同出錢出力，在東海岸的鹽寮國小展開，來自世界各國的 18 位石雕藝

術家，將花蓮推向了國際藝術舞台（花蓮縣文化局，2005）。 

  我們從 1997 到 2011 的石雕藝術季作品集，整理出歷屆的主題和特色如表 1。 

表 1  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歷屆主題與特色 

屆 年份 主題 特色 

1 1995 
那一年我們 

在鹽寮 

1995 年花蓮縣民間第一次發起舉辦「花蓮國際石雕戶

外創作公開賽」，在荒廢的鹽寮國小進行石雕創作，

是台灣首次舉辦國際性的石雕創作營，讓台灣可以與

來自世界各地的石雕工作者互相交流。 

2 1997 
花蓮的石頭 

在唱歌 

此屆是第一次由官方補助舉辦的石雕藝術季，有別於

前次只是單純的創作，但這次還會進行展覽。除了戶

外創作營之外，石雕研討會和石雕聯展，將花蓮國際

石雕藝術季推向國際級的藝術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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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99 雕塑春天 

此屆以花蓮最傲人的海洋為創作背景，並融入傳統原

住民文化特色，使石雕藝術、世界文化和本地區域特

色美好結合。 

4 2001 磊舞山海 

此屆延續了第三屆以海洋為主題的創意，以石雕公共

藝術，結合山海景觀，讓獨具特殊空間質感的花蓮，

成為無處不藝術、與兼具地方特色、世界文化面貌的

石雕觀光城。 

5 2003 石雕雙城會 

國際化和網路化是本屆石雕藝術季的最主要特色，花

蓮以締結姊妹市的方式，與義大利著名的石雕藝術城

共辦石雕藝術季，並以透過網路即時轉播讓世人可觀

賞石雕季活動和石雕藝術家創作的過程，進而帶動國

際藝術觀光風潮。 

6 2005 點石成金 

點石成金的主要意義是將石材配合藝術家的創意化

腐朽為神奇，除了石雕創作外，本屆規畫安排一系列

的親子活動、藝術市集、鄉鎮日等各項配合活動，以

及晚間的藝術表演，吸引全國民眾前來欣賞。 

7 2007 踏石築夢 

除了九項主題展覽外，另有十項的配合活動，讓參觀

民眾體驗花蓮藝術造鎮的成果，以及在地文化特色的

魅力。另外在為期 35 天的活動中，位於文化局戶外

舞台有時下年輕人最愛的表演樂團，展現抒情、搖滾

等多元表演曲風。 

8 2009 雕塑印象 

2009 年戶外創作營的徵件計有 57 國 290 位石雕家

參與競賽，創歷年新高。除了為期一個月的戶外創作

營外，規畫了雕塑印象主題展、地方特色展和開放是

學習營三大主軸活動。 

9 2011 自然石尚 

2011 年雕塑主題展包含戶外創作營、國際邀請展、雕

塑家楊英風展和石雕科技展，並搭配文化之旅、表演

活動、拼貼藝術創作和石雕藝術創作論壇，成功行銷

花蓮的人文自然。 

 

二、本屆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的特色 

  1995 年，花蓮民間發起第一屆「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第二屆起每二年舉辦一次，邀

請各國石雕藝術家現場創作大型作品。經過 20 年的努力，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除了成為花蓮

重要的藝文活動外，邁入第 10 屆累積的 117 件大型作品和 287 件小型作品，也成為花蓮重要

的文化資產，這些藝術品佇立在花蓮的街頭、大山小山間的花東縱谷，以及太平洋旁的東海

岸間。「藝術向東」是本屆的主題，象徵東部形成許多藝術社群、人文休閒空間，以及許多藝

術家移居東台灣的趨勢（花蓮縣文化局，2014b），我們透過探訪石雕博物館，以及參與藝術

家論壇，親身體驗在地的藝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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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訪石雕博物館 

  花蓮自舉辦國際石雕藝術季以來逐漸累積許多優秀的作品，在地藝術家以及官方單位希

望能保存、展示，並賦予這些作品藝術和教育上的意義，將花蓮特有的石雕文化帶給更多人

感動，因此在各方的努力下，亞洲地區第一座的石雕博物館於 2001 年在花蓮成立（花蓮縣石

雕博物館，2014）。 

  10 月 2 日的參觀剛好遇到 2014 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特展「雕刻之城‧美麗生活」的展

期：大廳主題為「洄瀾石光」，以彩繪石頭汽車帶領參觀民眾穿越抽象的「縱谷風情」、「洄瀾

海岸」、「城市聚落」與「居家生活」，敘說著石雕作品在花蓮的生活中處處可見；「原質石代」

是第一企劃室的主題，擺設了許多風化石、奇石與雅石，透過藝術家的巧思擦出創意的火花，

這些歷經千萬年沉積、擠壓和風化的礦石，擺在展場中讓人有一股優雅的田園景致感受；第

二企劃室的主題是「當代石尚」，以陶瓷、金屬與複合媒材等不同素材，使用各具特色的擬真、

寫實或抽象手法，營造令人讚嘆的藝術創作。 

  

圖 2 石雕博物館參訪 圖 3 大廳—洄瀾石光 

 

  

圖 4 第二企劃室—當代石尚 圖 5 和大廳彩繪石頭汽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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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藝術家論壇 

  10 月 6 日在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一館的藝術家論壇是石雕藝術季的重要活動，參與戶外創

作營的石雕家能夠藉此分享作品的創作理念，並互相認識交流，同時也讓各地有興趣藝術愛

好者能夠更了解石雕藝術季的歷史和精神。當天早上的議程過於學術性，老師決定帶我們參

加下午的「花蓮縣石雕發展歷程」，以及「戶外創作營藝術家創作理念分享」。 

  當天下午一點我們在石來運轉廣場集合，沿著福町路先參觀了戶外創作營，路邊掛著參

與本屆戶外創作的 11 位石雕家（圖 6），現場擺放著剛動工不久、尚未雕塑完成的原石（圖

7），原來石雕作品是這樣用電鑽、錘子慢慢慢慢的雕塑而成，作品旁邊到處都是大理石粉塵，

想必雕塑工作一定很不是件輕鬆的任務。我們一人選了一個自己喜歡的作品，準備等等進入

藝術家論壇時聆聽石雕家的介紹。 

  

圖 6 本屆參加戶外創作營的石雕家 圖 7 雕塑中的石雕作品 

 

  我們要參加的論壇議程從下午兩點十五開始，進場前我們做了最後的討論（圖 8），現場

坐滿從早上就開始參與的石雕家和藝術愛好者，我們坐在會場的最後排，專心的聆聽並完成

簡要的筆記（圖 9）。「花蓮縣石雕發展歷程」議程中，石雕協會馮理事長介紹花蓮因為盛產

石頭、石材加工業興盛，石雕藝術家逐漸累積，在工作環境和人力技術成熟的條件下慢慢提

升創作風氣，1991 年由許多志同道合的石雕創作者在多方奔走下，成立了國內第一個石雕協

會，並由林聰惠老師擔任會長，希望能推展石雕創作理念並引入當代藝術潮流。我們研究中

訪談的廖清雲老師擔任了第三屆的會長，廖老師在接受我們的訪談時提到，早期的石雕家常

常沒辦法養活自己，石雕協會的成立希望能夠保障石雕工作者，讓他們能有穩定的收入可以

從事創作，在人才數目和技術逐漸提升的情形下，才有今日能夠享譽國際的石雕藝術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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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藝術家論壇前最後的討論 圖 9 參與藝術家論壇 

 

  「戶外創作營藝術家創作理念分享」由參與本屆的 11 位石雕家介紹他們的作品，我們喜

歡的作品（圖 10）介紹分別如下：「內世界」（左）來自台南的樊炯烈所創作，整體作品以象

形文字「石」為構想，底層的矩形象徵城市文化進程，上方鏤空石心貫穿其中，象徵文明與

自然的連結，正如同內世界期待著人去探索；「圓的可能性」（中上）是台南石雕家詹士泰的

作品，透過作品表達圓的溫度、速度、和諧、蘊含及圓所能呈現的極限；「活力色彩」（中下）

的作者侯連秦來自高雄，他以色彩顏料揮灑在空間中為構思，表達流動液體在空中暫放的感

覺；「未知的片段 2」由保加利亞藝術家 Georgi Minchev（格奧爾基．敏契夫）所創作，他利

用立方體與球體等幾何形狀，藉由特殊比例與原則表達空間中的變化和多層次感。 

 

 

  

圖 10 戶外創作營石雕作品簡介 

 

  藝術家論壇結束後我們沿著福町路、大禹街走到鐵道商圈，這是本屆石雕藝術季規畫「藝

術一條街」活動區域，邀請 29 位藝術家將他們的作品，在不影響店家生意的情形下，將創作

品擺至於商店空間內展示，讓觀光客在花蓮最熱鬧的地方逛街時，就能感染到石雕藝術季活

動的文藝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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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走訪藝術一條街 圖 12 走訪鐵道文化園區 

 

三、石雕家的創作歷程 

  為了生涯中第一次的訪談，我們在語文課時做了很多功課：包含工作分配、訪談提問的

思考、錄影技巧訓練，以及閱讀廖清雲老師的作品和成長背景。廖老師是花蓮高中的退休美

術老師，從事藝術創作近五十年，作品風格包含了石雕、銅雕、鐵雕和複合媒材，廖老師的

作品遍布在花蓮市區、校園、花蓮縣文化局以及三家國家級美術館。 

  10 月 13 日下午我們搭著校車前往壽豐與國寶級的大師面對面，廖老師很親切的招呼我

們吃巧克力，化解了原本的緊張，並不斷鼓勵我們提問或稱讚我們的事前準備，在訪談後老

師還帶我們參觀他的收藏以及工作室。從我們準備的問題以及和廖老師的互動，今天的訪談

內容可以歸納出「從事石雕創作的原因」、「創作靈感的來源」、「對石雕藝術季的看法」和「藝

術創作的甘苦談」四個部分，以下是綜合整理： 

  

圖 13 訪談廖清雲老師 圖 14 廖老師介紹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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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參觀廖老師的工作室 圖 16 與廖老師在壽豐家門口合影 

 

（一）從事石雕創作的原因 

  廖老師剛來花蓮的時候花蓮的石材產業開始興起，石頭慢慢受到重視，剛好花蓮有這樣

的石材，才有這樣的發展機會。早期花蓮的石雕都做例如老虎、騎馬或花瓶的工藝品，後來

才慢慢轉化成石雕藝術，以前的省主席謝東閔先生因為參觀丹麥奧斯陸石雕公園非常感動，

認為花蓮有這樣的發展潛力。工藝品慢慢轉型成石雕創作，也開始培養本土的石雕藝術工作

者，藝術系畢業的廖老師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開始投入石雕創作，因為從事教職而非全職藝

術家，但他利用寒暑假，在花蓮石雕發展早期就投入石雕創作，也經由積年累月的經驗慢慢

精進自己的創作技巧，這些都需要時間的累積，沒辦法短時間達成。 

（二）創作靈感的來源 

  關於創作靈感的來源，廖老師提到他平常都在思考問題，經過不斷的思考，靈感常常就

會浮現，他覺得藝術家和文學家、音樂家一樣，都要透過平常生活問題的探索和敏銳的觀察

力，來捕捉創作的靈感，將感受轉化為創作，例如從家旁邊荷花的綻放或西藏的舞者，都可

以轉化成藝術品。過程中廖老師像我們介紹自己的創作，其中廖老師很喜歡、也讓我們印象

深刻的一件作品名為「悲歌」，就是從參觀柬埔寨戰爭紀念館，以及碰到街頭有許多被地雷炸

斷手腳的乞丐時有感而發，利用從資源回收場找來的廢棄排氣管，以斷腿士兵拿著破碗乞討

的意向傳達戰爭的殘酷。 

（三）對石雕藝術季的看法 

  石雕藝術季邁入第 10 屆，先前有很多的配合活動（例如歌星演唱、週邊攤位或其他團體

表演）都刪除以節省經費，將活動聚焦在石雕戶外創作營，這是本屆最大的不同。兩年一次

的石雕藝術季每屆會留下 12 件大型作品，再加上參與的石雕家創作前的小模型，這些都經由

花蓮縣文化局收藏或擺放在花蓮縣內，廖老師認為這對花蓮來說是很重要的文化資產，且可

以讓石雕家有創作的舞台且能獲得維持生活的收入，並隨著經驗的累積提升創作功力，所以

希望能夠持續辦下去，等到 10 年、20 年後我們就可以看到花蓮縣有兩三百件石雕作品，在

這個小城市中居然可以擁有這麼多的石雕作品，這是世界絕無僅有、多令人驕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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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術創作的甘苦談 

  廖老師提到他很高興能當一個藝術家，因為這個工作可以延續很久，至今七十幾歲沒太

多體力可以創作石雕作品，還可以畫畫或者照相，一直延續到不能動為止，這是最快樂的地

方。老師在石雕創作前會先繪圖，但平面設計轉換成立體成品時往往產生落差，因此就要進

行作品的修改，石雕創作的時候非常辛苦，切割石頭要忍受噪音的聽覺傷害和粉塵引起的呼

吸道傷害，搬石頭的時候腰會受傷，長期敲打則會影響手腕的運作，講到這廖老師給我們看

他的手腕，說他因積年累月的用力敲打造成手腕受傷已經開刀兩次。 

  即使從事石雕藝術會有許多的職業病，但廖老師提到創作雖然辛苦，但是在期間看著自

己的作品從原石慢慢慢慢切割成形，對雕刻創作者是種享受，過程中只專注於把作品的完成

而忘去身體的勞累，只要能夠完成作品，一切都會是值得的。 

參●結論 

  開學起歷經約八個星期的時間，從題目選定、資料收集與閱讀、探訪石雕博物館、參與

藝術家論壇、與石雕大師面對面，到完成最後的上傳任務（詳見檔案庫研究進度），認識花蓮

在地國際規模的藝術活動，以及體認藝術家憑藉著熱忱忘卻勞苦進行創作的精神，是這次研

究最大的收穫，我們的結論如下： 

一、石雕藝術季對花蓮的重要性 

  開始認識石雕藝術季後我們才突然發現，在校園、風景區甚至是市區街頭，花蓮到處可

以看到石雕作品的蹤跡。石材豐富的先天優勢培育了石雕工作者，在開創者的努力下舉辦了

石雕藝術季，石雕藝術季提供給石雕家創作的舞台、將花蓮藝術水平推向國際層級，10 屆以

來累積超過一百多件的作品，將陸續放置在縣內的著名景點，讓石雕作品在花蓮處處可見，

打造名符其實的「石雕城市」。 

二、本屆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的特色 

  2014 的石雕藝術季將藝術創作營移至更接近市區的福町路舉辦，同時規劃藝術家論壇、

藝術一條街等活動。本屆的特色捨棄往年常見的週邊攤販和表演，一改以往嘉年華會的形式

而聚焦於藝術創作，規畫地點就在花蓮最熱鬧的金三角周圍，使藝術深入人群的讓更多市民、

學生以及遊客，得以觀賞店家中擺設的創作品、能夠聆聽藝術家分享創作理念，可以近距離

觀看石雕的創作歷程。 

三、石雕家的努力與執著 

  我們在近兩屆的成果作品集（花蓮縣文化局，2009，2011b）認識了參與的石雕家，但多

僅限於作者背景的介紹或作品的創作理念，和廖清雲老師面對面幫助我們對石雕藝術家有了

更進一步的認識：石雕創作是個艱苦的任務，除了要忍受身體上的勞苦，還要面臨經濟上的

困境，但是他們總能從日常生活中找到創作靈感，並克服萬難萬成作品，追尋心靈上的滿足

與成就，這樣的精神令人十分欽佩，也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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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後記 

  小論文原本 10 月 26 日截止的時間延至 11 月 2 日，讓我們有機會在書面報告中繼續記錄

我們的學習歷程：專題研究隨著石雕藝術季進入尾聲，在結束前的 10 月 30 日，我們特地再

度的前往戶外創作營，觀看那些一個月前還是原石，經過石雕家辛苦雕琢後慢慢成形到已經

完成的藝術品。從開始參觀石雕博物館、參加藝術家論壇、訪問石雕家廖清雲老師，到石雕

藝術季進入尾聲時，我們在現場看到完成的作品，並且遇到張書瑋老師親切的向我們說明他

的作品。本屆的作品之後會擺在七星潭、鯉魚潭……等花蓮知名的景點，豐富花蓮這座美麗

的石雕之城，就如同廖清雲老師說的，這些石雕作品是花蓮寶貴的文化資產，也是花蓮人值

得引以為傲的藝術品。 

   

圖 17 與張書瑋老師合影 圖 18 「內世界」成品 圖 19  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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