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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得知要做小論文時，既興奮又害怕，因此假日相約到文化局圖書館查資料並討

論我們要做的主題，經過石雕館時，我們看見了很大的海報，上面寫著「原生●

踊動─蔡平陽木雕藝術展」，一走進去，發現裡面有許多壯觀的原住民木雕，心

裡很佩服這些木雕的作者，也想進一步認識他，回家後，上網查詢，才知道蔡

平陽老師原本是位優秀的英文老師及鋼琴老師，因緣際會下接觸木雕，從此無

可自拔的投入木雕的世界長達三十多年，還創設蔡平陽木雕藝術館，為什麼他

的人生會有這麼大的轉變，讓我們相當好奇，決定研究蔡老師的木雕藝術。 

 
二、研究目的 

 
（一 ) 認識木雕 

（二 ) 了解不同種族（原住民 )木雕風格的差異 

（三 ) 分析蔡平陽木雕的創作沿革及其特點 

 
三、研究方法 

 
（一 )資料蒐集：我們利用網路及圖書館借閱系統來蒐集和蔡老師有關的資訊。 

（二 )拜訪老師：實地訪問了解老師的作品及雕刻歷程。 

（三 )資料分析：將蒐集到的資料統整、分析、討論得到結論並提出我們的發現。 

 
四、名詞釋義 

 
 （一 )木雕：以木材雕刻成形的器物或藝品，稱為「木雕」。 

 （二 )原住民：目前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

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

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等 16 族。 

 
  
貳●正文 

 
一、木雕的定義 

 
在藝術領域中，木雕被認為是人類視覺傳達的一種符號。木雕是以木材為原料，

創作者使用鑿、刻、削等技法，加上自己的創作理念，將木材不必要的地方以

工具去除，使作品外觀呈現不同的凹凸、深淺線條，而成為立體的形象。 

 
二、木雕作品的風貌種類 

 
蔡老師的作品樣貌多樣，搜尋整理資料後我們發現對木雕的定義有三種： 

 
（一 )傳統藝術：指「建築木雕」、「神像木雕」和「器物木雕」，隨著社會變

遷和文化發展的結果，傳統木雕工藝的發展已漸漸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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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間木作轉型「新民藝」：介於傳統、現代藝術之間，強調不自限於傳統

的功能、裝飾等既定價值，重要的是工藝家的自主意識被尊重。 

 
（三 )現代藝術：近年來，年輕一代的創作者不斷追求新的創作理念，型塑個人

風格，屢有突破與創新，逐漸形成現代雕刻藝術的文化主流。 

 
三、木雕創作的技法 

 
所謂技法，就是木雕創作中作者對於形象和空間的處理手法。掌握技巧並不斷

地積累經驗，才能創造出個人專屬的刀法。常見的木雕技法有：陰刻、淺浮雕、

深浮雕、透雕、圓柱體雕、線刻、圓體雕等。 

 
四、木雕作品運用的器材 

 
（一 )木材  

 
一般常用來雕刻的木材有：樟木、大葉楠、烏心石。大葉楠俗稱楠木，軟硬適

中，耐磨、耐朽性高，容易刨削雕刻；烏心石質地堅硬，不易劈裂，耐朽性也

強，木理均勻，富有光澤。樟木質地粗，軟硬適中、耐朽性高，保存期長，容

易取得，因此蔡老師創作的作品大多以樟木為主。 

 
（二 )工具 

 
現在常見的雕刻工具主要分為電動及手動兩大類： 

1、電動：鏈鋸、研磨用砂輪機......等，砂輪機主要用途是雕刻前初步整理木

頭表面，使其易於構圖，也能磨掉木材，重新構圖。鏈鋸主要使用於大型木

雕，蔡老師會以鏈鋸先做出作品的大致輪廓。 

2、手動：槌子、鑿刀、雕刻刀.......等，其中雕刻刀是鑿出花紋必備的工具，

常見的普通雕刻刀如圖 4-1，而專業雕刻師使用的雕刻刀如圖 4-2。蔡老師經

常使用的為：圓刀、平刀、三角刀三類。 

 

  

圖 4-1 

一般常見雕刻刀（有握把 ) 

資料來源：木雕技法 頁數:36 

圖 4-2 

蔡老師常用的雕刻刀（沒有握把 )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10/19 ) 

 
五、木雕作品的風格種類 

 
木雕作品表現形式分為傳形與傳神有兩種： 

 
（一）具象的表現「傳形」：蔡老師的木雕風格走向屬於具象的表現，透過實

際觀察，將生活經驗呈現於木雕作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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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象的表現「傳神」：看不出作品外表意涵、不具有客觀意義的木雕形

式，是心靈和理念象徵化的展現，朱銘的太極系列作品即是屬於此類。 

 
六、製作木雕作品的流程 

 
一般木雕的創作流程：分為構圖、雕鑿粗胚、細雕、打磨及上色，施鎮洋認為
製作過程沒有一定的順序，創作者會依自己的想法調整順序，創作出屬於自己
風格的作品。 
 
七、蔡式木雕的創作過程 
 
蔡老師木雕創作分為四大步驟：構圖、雕鑿、上色、打磨，如圖7-1。在靈光乍

現時會先寫在紙上，製作時先在木頭上構圖再雕刻，雕刻完成後即上色，他獨

特的上色方法是將紅黑棕三個顏色混合，再進行上漆，乾了之後，使用砂紙將

作品磨過，使作品顏色變淡，重複上色至少五次，即可完成作品。 

 

 
圖 7-1 

蔡式木雕製作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八、原住民的木雕創作 

 
（一）創作木雕的原住民族 

 
從「原住民委員會全球資訊網」、「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等網站資源發現，

台灣十六族的原住民中，創作的工藝品有六大項，其中阿美族、排灣族、魯凱

族、鄒族、雅美族、噶瑪蘭族和太魯閣族等族群具有傳統的木雕工藝，摘錄原

住民工藝創作表如表 7-1。 

 
表 7-1 

原住民工藝表 

族群 陶器 藤編 木雕 貝珠、玻璃珠 織布 紋面 

阿美族 ◎ ◎ ◎       

排灣族 ◎ ◎ ◎       

魯凱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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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   ◎ ◎       

雅美族     ◎   ◎   

噶瑪蘭族     ◎   ◎   

太魯閣族     ◎ ◎ ◎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原住民木雕的特殊風格 

 
木雕創作是原住民工藝品當中常見又極具各族特色的藝術品，各族均有其特殊

圖騰，且代表不同意思。 

 
表 7-2 

原住民圖騰 

族群 圖騰 圖片 

阿美族 太陽紋。阿美族以太陽紋來表達母親，因為他

們認為太陽創造天地，是最高神祇，也是女神

Foongi 本體；以女神來象徵最高神明。  

太魯閣

族 

橫紋、菱形紋。太魯閣族以橫紋象徵彩虹橋，

菱形紋象徵著祖靈的眼睛。因他們相信死後必

須經過彩虹橋才能得到祖靈迎接，靈魂會在彩

虹橋上化作眼睛，守護著族人。 
 

排灣族 百步蛇。排灣族以「百步蛇」和蛇身上的圖形

象徵守護神，「人頭」代表祖靈。 

 

布農族 百步蛇。對布農族人而言，百步蛇被稱為

Kavuaz，即為「朋友」的意思，源自於兩個傳

說故事。  

泰雅族 菱形。泰雅族以菱形象徵著「祖靈的眼睛」，

圖騰是泰雅族精神文化的生命。 

 

魯凱族 百步蛇、明顯的直線。魯凱族以百步蛇象徵祖

靈、明顯的直線代表地球的經緯線，上面的小

三角形，表示每一座山，說明每一個人都是山

的子民。 
 

賽夏族 動植物、自然現象為氏族的圖騰。賽夏族多以

動植物自然現象為氏族的圖騰，姓『風』的族

人是風的後代；『日』姓族人是射日英雄的後

代。這些姓氏說明賽夏族人的圖騰觀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及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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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蔡老師與木雕的邂逅 

 
（一 )為什麼做木雕 

 
紀伯倫說：「每個人身體內都潛伏著成為一位藝術家的可能性。」蔡老師自幼

喜歡勞作課，常花很多時間在勞作上，只因為 1968 年時在亞士都飯店，看見袁

志寬先生在雕刻，見他畫幾條簡單的線條，再拿起雕刻刀左敲敲又敲敲即完成，

蔡老師看了決定回家試試，沒想到一雕就是 36 年。 

 
（二 )蔡老師木雕生涯的重要貴人 

 
魯迅曾說：「感謝命運，感謝人民，感謝思想，感謝一切我要感謝的人。」 

 第一次拜訪蔡老師時，他說他沒有拜師學藝，但是有非常感謝的貴人，在他心

中，永遠把這些人當成他的老師，分別為： 

 
1、引導創作的人：蔡老師說袁志寬先生並沒有指導過他，但是若沒有看見袁

先生在雕木頭，引起蔡老師的注意，蔡老師永遠不會開始雕刻。 

 
2、指導創作的人：蔡老師決心做木雕，不會構圖的他請鍾春鑾老師協助繪圖，

跟在鍾老師身邊觀看構圖過程。蔡老師也隨張木養教授學習山地文物的藝術

價值，幫助蔡老師創造作品時增加木雕的價值。 

 
十、蔡老師執著的一生 

 
蔡老師執著的木雕人生經由我們整合作品集、網路資料、兩次親自與老師面談

的資料後，將老師的木雕人生區分成五個階段，並繪製木雕人生圖如附件一。 

 
（一 )1946~1979 音樂家-蔡平陽 

 
蔡老師 1946 年出生於花蓮，小學六年喜歡美勞和音樂，嚮往長大能當音樂家，

1965 年花師畢業後，任教於花師附小兼帶合唱團，後來進修高雄師大英語系，

畢業後任教於宜昌國中。 

 

（二 )1980~1990 音樂木雕家-蔡平陽 

 
1980 年，熱愛音樂的蔡老師在亞士都遇到袁志寬先生，開始了製作木雕的一生！

1985 年在秀林國小做木雕教學。到秀林國小時，接觸到太魯閣族。1990 年，

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布洛灣接受製作木雕的工作。 

 
（三 )1990~1996 薪傳得主-蔡平陽 

 
蔡老師舉辦過多次木雕展，也在花蓮各機關團體及學校擔任木雕教學工作；並

榮獲花蓮縣第六屆的美術薪傳獎。 

 
（四 )1997~2013 創作大師-蔡平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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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老師成立蔡平陽木雕藝術館，因為作品受到肯定，學校競相邀約蔡老師擔任

木雕專任指導，此外，蔡老師退休後，接下許多花蓮各機關團體的公共藝術創

作工作，目前作品遍布全花蓮呢！ 

 
（五 )2014~未來 建築夢想-蔡平陽 

 
蔡老師表示自己年紀大了，未來不再開個展，現階段的夢想是親手蓋一間木雕

陳列館，將自己的作品傳承給後代子孫。 

 
十一、蔡老師的藝術創作歷程 

 
(一)以原住民為主題製作木雕：喜愛收藏的蔡老師說非洲黑人沒有受過雕刻教

育，卻能雕刻出各具特色的木雕，這無師自通的想法引起了他的創作慾望，也

啟發他以原住民為主題的木雕創作想法。 

 
（二 )排灣族對蔡老師有什麼啟發：創作前，蔡老師看到排灣族的百步蛇有許多

樣態，覺得有特色，於是請鍾春鑾老師以排灣族的百步蛇為主題，幫忙構圖，

而完成了第一幅作品。 

 
（三 )阿美族對蔡老師有什麼啟發：阿美族是蔡老師做最多木雕的一族，因為

老師生活周遭都是阿美族，他覺得阿美族手、腳的裝飾、情人袋、頭飾的羽毛

等都很有特色，熱愛音樂的蔡老師，也喜歡阿美族豐年祭歌舞律動的感覺，因

此創作許多阿美族作品。 

 
（四 )太魯閣族對蔡老師有什麼啟發：花蓮除了阿美族，太魯閣族人數也很多，

蔡老師接到秀林鄉學校邀請他從事木雕教學時，考慮到秀林鄉大部分都是太魯

閣族，啟發他創造出新的雕刻手法來展現太魯閣族衣服紋路及黥面的特色。 

 
十二、蔡老師的精彩作品 

 
蔡老師愛木雕，每個階段都自己摸索，沒有人教，也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我想木雕已經跟蔡老師的生命融為一體了。蔡老師的作品分為四大類：排灣族、

阿美族、太魯閣族與其它類。 

 
1、排灣族頭目 

這件是排灣族的雕刻，也是老師的第一幅平面作品！因為老師覺得排灣族的

圖騰很特別，因此請鍾老師構圖，這件作品顏色偏黑紅色，染色是袁先生教

蔡老師的。 

 
2、熱力四射阿美族豐年舞 

這件作品是圓形的，外圍黏上一條條的木頭，圓圈內阿美族人們正跳著舞。

腳步做出阿美族人們跳舞的姿勢，手部則以葉子形狀連在一起，頭部是用羽

毛做代表來表現出「風」的感覺。 

 
3、立體第一件作品-抱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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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作品的內容是一個原住民抱著碗，紋路很精細，手與膝蓋的彎度剛好，

比例也抓得剛剛好。 

 
4、錢幣椅 

蔡老師家有一張椅子上鑲滿錢幣，蔡老師說是將錢幣放在木頭上，再用木屑

填縫！這張木頭椅做成原住民站著的造型，椅子上還有錢幣，真吸引我們！ 

 
5、太魯閣族黥面 

這件作品是參考太魯閣族紋面圖案所雕刻出來的，斜斜的線條、特殊的表情，

讓我覺得很特別，以斜線來呈現太魯閣族紋面的想法，則是蔡老師的獨創。 

 
6、勞累的母親 

老師看到彎彎的木頭，靈機一動，想到人的背有沉重的東西時，背會彎，就

雕了這個作品！雕媽媽是因為媽媽們很辛苦，常常要籌措許多事情，所以背

上就會有「負擔」。 

 
7、牛 

這隻牛在蔡老師眼中是一隻擁有強壯牛角和有著許多靈感的身體，代表蔡老

師對木雕的熱忱，以及做木雕的堅持。 

 
8、水果盆 

果盆稍微斜斜的，前面低後面較高。低的地方面對客人，讓客人方便拿取水

果。旁邊還雕有阿美族人手牽手一起跳舞。 

 

 
圖 12-1 

蔡老師的喜愛作品出產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圖 12-2 

蔡老師製作的四根大立柱在新城鄉原住民多功能文化中心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4/1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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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排灣族頭目 

 

圖 12-4 熱力四

射阿美族豐年

舞 

 

圖 12-5 

單人抱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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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我們的發現 

 
（一 )原生●踴動意義 

 
大部分的人以為原生踴動的原是指原住民，事實上原生踴動的「原」代表的是

原始的靈感，蔡老師的靈感設計都是自己的，「踴動」代表的是靈感不斷來，

在文化局的展覽中看見的「原生踴動-蔡平陽木雕藝術展」，就是這個意思！ 

 
（二 )蔡式木雕 

 
每位師傅對於自己的作品都有一定的堅持與看法，也因此造就了不同風格的木

雕師傅。無師自通的蔡老師笑說他的木雕獨一無二，是自己的創作，沒有模仿

別人，連雕刻的技法，都因為沒有拜師學藝而自己摸索出來，因此和一般木雕

師傅的雕刻技法不太相同，蔡老師自豪地說這就是我的「蔡式木雕」! 

 
（三 )原住民工藝特色 

 
大部分族群的工藝都有籐編與木雕，紋面只有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和賽德克

族並無明顯的工藝特色，擅長雕刻的原住民多以簡單圖騰代表神靈與精神。 

 
（四 )充滿個人特色的雕刻品 

 
蔡老師是遇到袁志寬先生後，對木雕起了興趣，展開自己的木雕旅程。蔡老師

創作過程中有許多貴人幫助，像是鍾春鑾老師、張木養教授。而非洲黑人木雕

作品則啟發了蔡老師以原住民為主題的想法。老師的作品主要分四類，排灣族、

阿美族、太魯閣族和其它，像是莫那魯道頭像，還有關於佛教的作品，每件作

品都非常有意義，蔡老師雖身為客家人卻能無師自通，成為雕刻大師。 

 
（五 )舞動木頭音樂家 

 
原只因熱愛音樂，所以致力於音樂的傳承脫蔡老師卻充滿著阿美歌舞豐年的心

靈，延續在木頭的生命中。蔡老師的藝術人生跳脫了制式風格，自己的生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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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一刀一鑿時混雜著樂音，藉由刀具的一深一淺，輕快、穩重的將洄瀾木頭

帶入新的音樂木雕世界。 

 
（六 )蔡老師對未來的期許 

 
蔡老師嚮往過著恬淡的生活，他說未來想要蓋一座木雕陳列館擺放他的木雕，

不想再舉辦木雕展，因為舉辦展覽很累，蔡老師想過平靜又悠閒的生活！ 

 
二、我們的建議 

 
（一 )建設木雕博物館 

花蓮素來就以石雕文化享譽國際，走訪縣內原住民的各個部落將不難發現有許

多木雕設施、與精緻的大型木雕作品。近年來，花蓮原住民雕刻家，創作了許

多好作品，建議花蓮縣政府可以蓋一座木雕博物館，收藏縣內雕刻家的作品，

讓花蓮除了石雕文化也能以木雕文化聞名於國際。 

 
（二 )保留相關文化技藝 

花蓮有許多原住民族工藝，例如木雕、織布......，很多技藝即將失傳，希望花

蓮縣政府能正視這個問題，推廣相關研習活動，使這些技藝得以保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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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師精彩的木雕人生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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