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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鼓勵原住

民族工藝師創作及傳承，並推動傳統工藝

保存與創新，於95年規劃推動「原住民

族工藝師甄選及工藝精品認證制度」，從

2大作業要點草案研擬、配套措施規劃以

至標章應用制度建立，歷經數次產官學研

專家座談會及會內審議，於97年4月22日

正式公告施行「原住民族工藝師甄選作業

要點」（原民經字第0970020617號）與

「原住民族工藝精品認證作業要點」（原

民經字第0970020618號）。為廣泛及全

面性推動此制度，特於行政院原民會1樓

大廳熱情展開「募集原民 T . I . P.發光」

第1屆原住民族工藝師甄選及工藝精品認

證制度啟動記者會，搭配北中南東一連6

場推廣說明會將時尚文化美學帶入原住民

工藝產業，從工藝設計、元素運用、品牌

魅力到藝術授權講座，場場爆滿的結果正

訴說著原住民創作者將醞釀一波新工藝運

動。

97年第1屆原住民族工藝師甄選共受

理84件申請案件及308件原住民族工藝精

品認證申請，甄選及認證制度歷經書面

及實品審查2階段共24位審查委員審議過

程，共遴選出21位長期投入原住民族工

藝創作之工藝師及40件具文化性、技藝

性、市場性及設計性之原住民族工藝精

品，而最後這些優異表現的工藝師及工藝

精品也於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凱

達格蘭文化館1樓大廳舉辦「原粹工藝

卓越精品」第1屆原住民族工藝師及工藝

精品表揚大會暨精品特展，本制度除了期

望讓臺灣原住民族工藝產業邁入新發展格

局外，未來更以國際市場為目標打造臺灣

原住民族工藝產業新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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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主任委員  

       章  仁  香    

當前國際社會普遍關注原住民族經濟人權的發展，但無可諱

言，原住民族的社經地位，仍然處於台灣社會的弱勢地位，如何改

善原住民族的生活，充實原住民族經濟人權，將是當急之務。

原住民族具有豐富且多元的文化，而原住民族文化本身所蘊

含之創意、技巧及知識，如何透過創造、生產與商品化的過程，轉

化成為經濟產業，即將原住民族擅長之傳統工藝、音樂、文化及舞

蹈等文化，透過創意、生產與商品化的過程，帶動原住民族經濟發

展，以及改善原住民族生活品質，實為當前政府應該努力之方向。

為順應時代潮流，對於原住民族傳統工藝產品的技藝傳承及轉

型，將透過工藝產業精緻化的發展與刺激文化經濟的新生為推動的

重點與方向，落實部落藝術家在地就業，利用師徒傳承意涵將原住

民族傳統工藝技藝代代相傳下去。97年度本會遴選出第1屆原住民族

工藝師有21位，原住民族工藝精品40件，每位創作者或生產者與產

品都獨具代表性且兼具揉合與創新的美學。從人本的思考角度，透

過此次原住民族工藝師甄選，給予歷年來長期投入教育傳承或技藝

創新且有優良評價之工藝師肯定與表揚，並賦予文化傳承者高尚的

榮耀；從產品品質的角度，原住民族以豐富的文化底蘊產出的工藝

產品則已能呈現出經濟化、產業化的基礎規模。未來如何強化其建

立優良的品質管理概念、傳承獨特的技藝工法，以及激發創新的設

計氛圍，輔助並鼓勵原住民族工藝導入精品的產業範疇，將是本會

日後輔導的重要方向。

然而，不管是傳統或是現代的原住民族工藝產品，在全球化的

市場競爭壓力下，如何融合原鄉產品商品化或藝術化，及如何強化

產品的附加價值與創造國內外競爭優勢等，仍是嚴苛且無法逃避的

課題，透過每年的甄選及認證，找到對的人、適合的產品，將資源

挹注在重點標竿上，將成為本會規劃的輔導方向與重點，進而帶動

新一波的原鄉工藝產業流行風潮。

當然在與市場接軌的過程中，族人需要重新對自己的文化再認

識、再沉澱，以尋求商品化的價值與機制，對於全球化浪潮下的都

市化品味、思維，原住民族的文化資產，就像是彌足珍貴的原生基

因庫；原住民族的圖騰、服飾等物質文明所蘊含的共享、永續哲學

的精神，將結合、激盪傳統與現代產業，創造出無窮的可能性。

蝴蝶在翩翔大地之前，必定歷經蛻變與轉化，相信經過大家

的努力向前邁進，原住民族工藝產業的文化風格必定在世界舞台發

光，並且創造嶄新的原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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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執行長

     張  光  民

很高興本中心有機會於本年度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推

動「原住民族工藝師甄選及工藝精品認證制度」，長期以來本中心

一直以推動設計美學、文化創意及建立品牌為產業核心價值，期使

台灣產業形象從過去代工走向創意設計之研究發展。

文化一直是國家形象發展的核心價值，臺灣原住民族歷經長

期文化正名迄今，已有14族群被肯定被接受，而這些過去被珍藏的

原住民族精彩文化如何從知道走向了解，如何脫離過去傳統的枷鎖

走向溶入現代生活積極角色，我們希望藉由此項制度扮演酵母催化

劑，從先發掘有潛力之文化性、技藝性、設計性及行銷性原住民族

工藝精品及原住民族工藝師，慢慢繁衍擴散以激發出更強大的影響

力，此次制度的推動過程我們深刻的感受到原住民工藝創作者對制

度的熱忱與期望，許多工藝創作者親自從台中、高雄、屏東以及花

蓮等地，將產品送到中心參與審查，雖然此次認證僅選出40件工藝

精品及21位工藝師，但是我們相信只要原住民工藝創作者繼續保留

這份熱忱，未來透過不同原住民工藝創作者之手，臺灣原住民族文

化元素得以再生，以精品之姿重現。

所有文化的發生並非無中生有，其傳承與創新也必定有脈絡可

循，今日我們所作的努力他日必會成為基石，凝聚眾人之力，走向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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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緣起

為鼓勵及表揚原住民族工藝師繼續創作與進行技藝傳承，藉由「原住民族工藝師甄

選」，遴選優良原住民族工藝師，協助推廣原住民族傳統工藝技法與創新傳統工藝，創

造原住民族工藝產業永續發展契機。

申請資格

凡在臺灣從事工藝產品設計、研發及生產製作之原住民個人，均得由原住民個人、機

構、法人或團體，檢具各相關資料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審查標準

1. 經歷背景

指申請者投入工藝產業之創作經歷、獲獎記錄、展覽經驗及特殊表現等個人實績。

(40%)

2. 產品展現

指申請者之工藝產品創作展現、申請者所附工藝產品資料將依「原住民族工藝精品」

審查標準進行評鑑。(60%)

工藝師標章精神

精湛技藝、智慧內涵；工藝精神、文化傳承

以工藝師人物側寫為造形發想，利用粗獷線條勾勒出工藝師精湛技藝、智慧內涵與傳承

脈絡，頭頂之羽毛頭飾及三角紋帶更突顯出傳統原住民族工藝師創作形象。

應用範例

由左至右分別為直式文宣品、橫式文宣品、吊卡設計應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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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緣起

為推動原住民族傳統工藝創作與現代工藝創新，藉由「原住民族工藝精品認證」甄選優良

傳統與現代原住民族工藝產品，以建立原住民族工藝精品形象，提升原住民族工藝產品市

場競爭能力，創造原住民族工藝產業永續發展契機。

申請資格

凡在臺灣從事工藝產品設計、研發及生產製作之原住民個人，均得由原住民個人、機構、

法人或團體，檢具各相關資料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審查標準

1. 造型創意

指產品功能、造型、材質、視覺效果及安全環保等設計考量因素，如外觀造型、色彩搭

配、原創程度及功能開發。

2. 市場行銷

指產品銷售規劃與顧客關係管理機制，如產品定位、銷售計畫、供貨品質及品牌管理。

3. 技藝展現

指產品工藝技巧呈現、特殊技藝開發、材質運用及製作品質提升。

4. 文化特色

指產品結合傳統精神象徵、圖騰運用、文化轉換及故事意涵等程度。

備註：

傳統工藝精品標準為技藝展現40%、文化特色40%、造型創意20%

現代工藝精品標準為市場行銷35%、文化特色35%、造型創意30%

工藝精品標章精神

精緻品質、繁星閃耀；工藝精神、榮耀國際

以編織技法點綴工藝產品的精緻品質，交織而成的菱形圖騰宛如天上繁星光芒閃耀，同時

蘊含祖靈之眼照耀工藝精神生生不息綿延不絕；交疊環繞的向外旋轉造型，如同將工藝精

品從內而外一步一步推向國際。

應用範例

由左至右分別為包裝盒、手提袋設計應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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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23 書面審查會

97.4.23 屏東場說明會

蔡明宏「聯合品牌魅力」；不守成規，沒

有理性的計算，使生命充滿了衝撞力！

技藝展現、文化特色、造型創意、市場行

銷及創作者學經歷背景等5大審查標準。

97.4.18 台北場說明會

中心同仁解說創意設計產品開發概念

發想與產品包裝加值案例。

97.4.21 桃園場說明會

嘎礌.武拜「智慧財產權的秘密」；

法律是被動的，所有權利必須主張行

使，法律才開始保護。

各場說明會

說明會、書面審查、實品

審查剪影

6

各場說明會

1 2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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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9   實品審查會

實品審查會前雙向溝通會議，謝明輝科長解說各項

評選標準、比重及重點。

實品審查24位評審逐一檢視送審產品之技藝展現、

文化特色、造型創意及市場行銷等呈現方式。

評審於實品審查會後大合影。

97.4.22 南投場說明會

林正儀「新工藝運動」；工藝精神為愉

悅的勞動、頂真的精神、生活的美學與

工作的倫理。

97.4.22 南投場說明會

與會工藝師會後大合影。

7

9

8

3 4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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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26工藝精品特展

97.6.26 表揚記者會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張光民執行長勉勵及讚許，此次

受獎者歷年努力。

首排由左至右分別為臺北市政府原民會楊馨怡主任

委員、行政院原民會王進發副主任委員、徐明淵副

主任委員及林進福處長等長官出席。

行政院原民會王進發副主委鼓勵及讚許工藝師們的

努力與付出，除勉勵其繼續投入原住民族工藝創作

外，亦期許後續獎勵、輔導及市場開拓前景。

行政院原民會王進發副主委逐一授頒「原住民族

工藝師」證書於8位傳統工藝師以示表揚及鼓勵。

與會工藝師會後大合影。

表揚記者會及工藝精品

特展剪影

1 2 3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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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廖英傑工藝師解說其「琉璃版畫」創作，一顆顆

先祖流傳珍貴琉璃珠，是上天賜予排灣族人的禮物。

太魯閣族胡秀蘭工藝師解說其「活菱活線」創作，菱形

圖紋常於原住民創作中使用，太魯閣族中菱形代表祖先

靈魂，一種精神所在。

行政院原民會徐明淵副主委逐一授頒「原住民族工藝

師」證書於13位現代工藝師以示表揚及鼓勵。

新世紀文化藝術團「高山魅力動舞」，從傳統歌舞中

出發不斷融合超越，以展現臺灣原住民傳統樂舞傳承

與創新。

9

3 4 5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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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工藝師

傳統工藝師

1 2

陳秀花 Li Du Lu Mu

連美惠 Yuli Taki

彭春林 Peng Chun-Lin

邱克勇 I-Jing Kadadepen

李冀香 Elen

姜俊偉 Awi Tumun

陽玉娟 Banigh

不舞.阿古亞那 Pu-u Akuyana

林春香 Sigesile.Kalidoai

吳秀梅 Siku Sawmah

高雪亮 Icyang

羅麗娟 Lee Chuan Luo

廖英傑 Shatao

胡秀蘭 Hu Siou-Lan

徐年枝 Hsu Nian-chih

游慧茹 Yu Hui Ju

高富貴 Lias

塗南峰 Tu Nan-feng

林新義 Lin Shin Yi

麥承山 Kalasigen

巫瑪斯.金路兒 Umass-Zingrur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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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原住民族工藝師甄選共受

理84件申請案件，其中包括阿美

族22件、排灣族18件、泰雅族16

件、太魯閣族7件、布農族6件、

魯凱族6件、卑南族3件、鄒族2

件、撒奇萊雅族、賽夏族、邵族

及賽德克族1件等，歷經嚴謹審查

評比共有21位傑出工藝師獲第1屆

原住民族工藝師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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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魯 閣 族

米雅各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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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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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富
禮
國
中
原
住
民
編
織
班
指
導
老
師 

    

年 

泰
安
鄉
公
所
串
珠
研
習
班
初
級
班
及
進
階
班
導
師

(

原
住
民
女
性
意
見
領
袖
人
才
培
訓) 

專
題
講
師  

年  

臺
北
市
立
圖
書
館
「
市
民
生
活
講
座
」
講
師  

年 

應
苗
栗
縣
政
府
之
邀
擔
任
原
民
編

凱
達
格
蘭
學
苑
第

期
原
住
民
班─

「
部
落
起
飛
」
講
師   

年 

耕
莘
文
教
基
金
會
專
題
講
師  

年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舉
辦
之 

藝
示
範
和D

IY

教
學   

年 

任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技
藝
中
心
珠
串
導
師  

年 

應
邀
南
澳
泰
雅
守
月
季
活
動
傳
統
編
織
工
藝
擔
任
評
審  

年  

議   

年 

宜
蘭
縣
各
小
學
傳
統
織
布
教
師   

年 

淡
江
高
中
原
住
民
技
能
班
兼
任
教
師   

年 

參
加
美
國
及
加
拿
大
台
灣
週
民
俗
工

年 

應
邀
參
加
紐
西
蘭A

PEC
會
議
，
主
題 (

原
住
民
婦
女
貿
易
經
濟
論)  

年 

應
台
日
文
化
交
流
協
會
之
邀
赴
日
本
參
加(

民
間
基
層
交
流)

會

個
人
經
歷

年 

獲
全
國
原
住
民
藝
品
創
作
者
評
選
優
勝
獎  

年
「
原
藝
之
美─

臺
北2006

」
原
住
民
文
化
創
意
產
品
競
賽
台
北
市
陶
藝
類
佳
作

獲
獎
年
表

93

95

88

88

82
93

90
97

90
96

90
94

92

92

92
93

95
95

95

95
96

96
97

2



現
代
工
藝
師
介
紹

1 6

魯
凱
新
衣
系
列

代
表
作
品

所—

工
藝
之
家(

入
選)

(

入
選)  

年 

全
國
編
織
工
藝
設
計—

魯
凱
新
衣(

佳
作)  
年 
原
住
民
優
良
工
藝
創
作
徵
選(

佳
作)  

年 

台
灣
手
工
藝
研
究

藝
服
裝
設
計
獎—

收
獲—

中
性
休
閒
包
系
列(

佳
作)  

年 

優
良
原
住
民
藝
品(

入
選)  

年 

全
國
編
織
工
藝
設
計—

古
老
傳
說

生
活
用
品
評
選
展—

織
袋—

拼
布
包
系
列(

優
選)  

年 

台
灣
生
活
用
品
評
選
展—

繡
框
系
列(

優
選)  

年 

第

屆
原
住
民
技

屆
府
城
傳
統
民
間
工
藝
傳
統
刺
繡—

公
主
與
框(

入
選)  

年 

台
灣
生
活
用
品
評
選
展—

舞
男—

袋
子
系
列(

優
選)  

年 

台
灣

年 

第

屆
台
灣
工
藝
設
計—

畫
框
、
髮
夾(

入
選)  

年 

第

屆
全
國
編
織
產
品
設
計
系—

袋
子
系
列(

首
獎)  

年 

第

獲
獎
年
表 94

83

95

91
86

88
90

93

89

92

92

96

魯 凱 族

彭春林生活創意工坊

1

4

2

2



現
代
工
藝
師
介
紹

1 7

卑 南 族

銅 漢 子 工 作 室

射
馬
干─

人
鹿
之
戀

代
表
作
品

展/

台
北
市
國
立
藝
術
教
育
館
個
展

地
藝
術
家
聯
展  

年 

桃
園
縣
文
化
局
個

/

台
中
市
文
英
館
個
展/

桃
園
縣
文
化
局
在

松
山
機
場
個
展/

台
北
市
國
父
記
念
館
個
展

凱
達
格
蘭
文
化
會
館
個
展  

年 

台
北
市

個
展/

台
北
淡
水
藝
術
中
心
個
展/

台
北
市

縣
港
區
藝
術
中
心
個
展/

桃
園
縣
渴
望
園
區

心
聯
展/

台
北
縣
政
府
個
展  

年 

台
中

藝
廊
邀
請
展  

年 

台
北
市
勞
工
育
樂
中

年 

台
北
市
行
天
宮
圖
書
館
個
展/

總
統

個
人
展
覽

藝
美
展
入
選

年 
女
巫
的
美
麗
與
哀
愁
入
選
台
北
市
原

─

人
鹿
之
戀
獲
台
北
市
原
藝
美
展
第 

 

名

山
水
子
民 

入
選
全
省
美
展  

年 

射
馬
干

年 

蘭
嶼
風
情 

入
選
全
省
美
展  

年 

年 

勇
士
的
落
寞
入
選
台
南
縣
南
瀛
美
展

獲
獎
年
表

9291

92

95

95

94

95 96

97

90

1



現
代
工
藝
師
介
紹

1 8

排 灣 族

冀 香 工 藝 社

吹
鼻
笛—
筆
記
本

代
表
作
品 

落
大
學
皮
雕
講
師

中
心
皮
雕
專
任
講
師
、 
有
限
責
任
屏
東
縣
獅
子
鄉
原
住
民
營
造
勞
動
合
作
社
理
事
主
席
、
大
武
山
文
化
藝
術
發
展
協
會
理
事  

年 

社
區
部

港
鎮
社
會
教
育
工
作
站
、
國
際
原
住
民
產
業
博
覽
會
皮
雕
創
作
班
領
隊
、
擴
大
公
共
服
務
就
業
活
化
原
住
民
部
落
工
作
負
責
人
、
南
區
職
訓

年 

起
輔
導
授
課
於
屏
東
縣
各
中
、
小
學
校
課
程  

年 

進
駐
枋
寮
藝
術
村  

年 

台
北
國
際
禮
品
季
展
演
廠
商
代
表  

年 

授
課
於
東

個
人
經
歷



現
代
工
藝
師
介
紹

1 9

賽 德 克 族

阿嵐藝宿家工作坊

紋
面
與
排
灣
的
對
話

代
表
作
品

處
牆
面
的
泰
雅
傳
說
、
圖
騰
故
事
幾
乎
出
自
於
其
創
作

礎
，
木
雕
、
編
織
、
口
簧
琴
、
彩
繪
幾
乎
樣
樣
精
通
，
仁
愛
鄉
多

紡
織
手
工
技
藝
之
田
野
紀
錄
，
並
以
此
奠
定
其
傳
統
技
術
的
基

年 

以
影
像
錄
製
著
手
採
集
仁
愛
鄉
泰
雅
族
賽
德
克
傳
統
編
、

個
人
經
歷

原
住
民
工
藝
品
創
作
者
甄
選
入
選

年 

台
灣
地
區
原
住
民
工
藝
設
計
競
賽
首
獎  

年 

全
國
優
良

獲
獎
年
表 

8089

96



現
代
工
藝
師
介
紹

2 0

阿 美 族

玉 娟 藤 編 工 作 室

淑
女
包

代
表
作
品

工
藝
坊
專
任
老
師

童
玩
講
師  

年 

擔
任
新
竹
看
守
所
竹
塹
編
織

師  

年 

擔
任
新
竹
縣
信
勢
國
小
傳
統
才
藝
課

通
識
藝
術
課
程
手
工
藝
編
織
現
場
體
驗
教
學
講

家
政
班
藤
編
講
師  

年 

擔
任
中
國
科
技
大
學

藝
品
產
業
行
銷
班
講
師  

年 

擔
任
平
鎮
農
會

年 

擔
任
新
竹
縣
原
住
民
部
落
社
區
大
學

個
人
經
歷

長
成
即
要
能
在
日
常
生
活
裡
被
普
遍
的
運
用
。

的
鑽
研
，
認
為
創
作
本
身
是
編
織
物
件
從
手
裡

編
織
技
藝
師
承
於
部
落
內
的
長
者
，
加
以
本
身 

93

93

95

95

91

96

山
豬
系
列
藝
術
作
品

代
表
作
品

組
獲
原
味
流
行
購
物
誌—

部
落
美
學
票
選
第 

名

椅
獲
台
灣
國
家
工
藝
競
賽
入
選
、
以
山
豬
臂
環
咖
啡
杯

年 

以
山
豬
杯
獲
台
灣O

TO
P

設
計
大
賞
入
選
、
以
山
豬

豬
系
列
作
品
獲
全
國
原
住
民
優
良
工
藝
創
作
者
第

名 

小
木
器
獲
台
灣
地
方
特
色
禮
品
工
藝
入
選  

年 

以
山

杯
餐
具
組
獲
台
灣
原
味
食
趣
設
計
入
選  

年 

以
山
豬

住
民
創
意
美
食
大
賽
第 

名  

年 

以
山
豬
藝
術
咖
啡

名  

年 

以
阿
里
山
山
豬
愛
情
獲2005

原
鄉
圓
夢
原

年 

以
小
米
之
祭
獲
高
雄
市
原
民
會
電
梯
浮
雕
徵
選
第

獲
獎
年
表

92

94

6

94

96

1

96

1

1

95



現
代
工
藝
師
介
紹

2 1

鄒 族

不 舞 作 坊

山
豬
系
列
藝
術
作
品

代
表
作
品

組
獲
原
味
流
行
購
物
誌—

部
落
美
學
票
選
第 

名

椅
獲
台
灣
國
家
工
藝
競
賽
入
選
、
以
山
豬
臂
環
咖
啡
杯

年 

以
山
豬
杯
獲
台
灣O

TO
P

設
計
大
賞
入
選
、
以
山
豬

豬
系
列
作
品
獲
全
國
原
住
民
優
良
工
藝
創
作
者
第

名 

小
木
器
獲
台
灣
地
方
特
色
禮
品
工
藝
入
選  

年 

以
山

杯
餐
具
組
獲
台
灣
原
味
食
趣
設
計
入
選  

年 

以
山
豬

住
民
創
意
美
食
大
賽
第 

名  

年 

以
山
豬
藝
術
咖
啡

名  

年 

以
阿
里
山
山
豬
愛
情
獲2005

原
鄉
圓
夢
原

年 

以
小
米
之
祭
獲
高
雄
市
原
民
會
電
梯
浮
雕
徵
選
第

獲
獎
年
表

92

94

6

94

96

1

96

1

1

95



現
代
工
藝
師
介
紹

2 2

排 灣 族

西格希服裝工作室

頭
目
變
裝—
服
飾
系
列

代
表
作
品 

國
原
住
民
族
時
尚
原
住
民
襯
杉
設
計
入
選

衣
榮
獲
全
國
織
品
服
飾
設
計
獎
創
新
服
裝
類
第

名  

年 

全

裝
設
計
大
賽
優
選
獎
及
佳
作
獎  

年 

以
琉
璃
傳
說—

鳳
蝶
彩

年 

以
戀
戀
百
步
蛇
、
「
曼
妙
飛
魚
」
榮
獲
全
國
原
住
民
服

獲
獎
年
表

86

92

92

3



現
代
工
藝
師
介
紹

2 3

撒 奇 萊 雅 族

湛賞文化藝術工作室

玩
色
系
列—

卑
南
展
風
情

代
表
作
品

服
飾
酒
衣
袋
獲
國
家
新
商
品
設
計
專
利

企
劃  

年 

原
住
民
文
化
創
意
競
賽—

原
藝
之
美
評
審
委
員  

年 

原
住
民
族
專
業
人
士
表
揚
、
原
住
民
族
群

年 

國
際
漂
流
木
藝
術
展
原
住
民
服
裝
秀
專
屬
設
計
師  

年 

花
蓮
縣
原
味
魔
法—

舞
動
衣
時
尚
服
裝
秀
統
籌

個
人
經
歷

年 

全
國
原
民
衫
設
計
競
賽
首
獎  

年 

花
蓮
縣
豐
年
節
伴
手
禮
設
計
競
賽
多
項
商
品
獲
獎

年 
花
蓮
縣
豐
年
展
藝
工
藝
創
作
競
賽
民
族
風
尚
時
裝
類
冠
軍  

年 

全
國
優
良
原
住
民
藝
品
創
作
競
賽
優

獲
獎
年
表  

92 92

96

93

95

94

95

96



現
代
工
藝
師
介
紹

2 4

太 魯 閣 族

高 雪 亮
伊 蔣 藝 術 工 作 室

織
燈

代
表
作
品 

住
民
族
部
落
社
區
大
學
講
師

及
拼
布
製
作
講
師  

年 

淡
水
社
區
大
學
工
藝
講
師  

年 

北
縣
原

民
文
化
藝
術
協
會
拼
布
製
作
講
師  

年 

北
縣
婦
幼
發
展
協
會
飾
品

年 

北
縣
社
區
資
源
推
廣
協
會
民
俗
才
藝
講
師  

年 

北
縣
原
住

個
人
經
歷

年 

以
平
安
福
袋
榮
獲
台
北
縣
宗
教
藝
術
節
佳
作

獲
獎
年
表

95 94

94

96

96

96



現
代
工
藝
師
介
紹

2 5

泰 雅 族

雅霧泰雅文化工作室

太
陽
系
列
雙
用
掛
架
桌
飾

代
表
作
品

部
落
在
地
就
業
計
畫
」
駐
村
工
藝
師

取
行
政
院
原
民
會
辦
理
「
原
住
民
藝
術
家
駐
村
促
進

年 

參
加
總
統
府
原
住
民
手
工
藝
品
義
賣
活
動
、
錄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館
」
旅
遊
商
品
創
作
展
示   

品
作
為
走
秀
主
要
配
飾
、
參
加
世
貿
國
際
旅
展
「
行

(

原
住
民
親
善
大
使
與
台
灣
小
姐
劉
子
宣)

十
多
項
作

證
、
參
加
台
東
縣
成
功
鎮
旗
魚
祭
，
提
供
走
秀
嘉
賓

辦
「
原
住
民
文
化
產
業
認
證
」
，
通
過

項
產
品
認

委
員
會
會
長  

年 

參
加
台
北
市
政
府
原
民
會
舉

任
尖
石
鄉
公
所
暨
農
特
產
品
、
手
工
藝
展
示
區
管
理

民
文
化
產
業
認
證
」
，
通
過

項
產
品
認
證  

年

師  
年 

參
加
台
北
市
政
府
原
民
會
舉
辦
「
原
住

年 

任
宜
蘭
縣
慈
心
華
德
福
教
育
實
驗
學
校
種
子
教

個
人
經
歷 

年 

以
祖
靈
之
眼
榮
獲
織
帶
傳
情
獎

獲
獎
年
表

95

979295

96

95

9

6



現
代
工
藝
師
介
紹

2 6

排 灣 族

沙滔舞琉璃藝術空間

琉
璃
版
畫

代
表
作
品

學
院
流
行
設
計
系
琉
璃
珠
創
意
燒
製
講
師

東
縣
來
義
高
中
、
高
雄
樹
德
家
商
琉
璃
珠
藝
術
指
導
教
師  

年 

獲
得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創
意
生
活
獎
項
優
等
獎  

年 

聘
任
屏
東
縣
高
鳳
技
術

年 

擔
任
原
住
民
委
員
會
舉
辦
琉
璃
珠
製
作
人
才
培
訓
教
學
講
師  

年 

擔
任
南
投
信
義
鄉
農
會
琉
璃
藝
術
燒
製
教
學
講
師  

年 

擔
任
屏

個
人
經
歷

理
處
全
國
原
住
民
琉
璃
珠
設
計
競
賽
優
選  

年 

獲
原
藝
之
美—

台
北2006

年
原
住
民
文
化
創
意
產
品
競
賽
暨
特
展
活
動
初
選
通
過 

年 

大
頭
目
的
證
明
獲
高
雄
市
原
民
會
能
量
精
靈2005

琉
璃
珠
創
意
設
計
比
賽
獎
項  

年 

小
米
心‧

琉
璃
情
獲
行
政
院
原
民
會
文
化
園
區
管

獲
獎
年
表 

94

95

95

89

95

90

96

88
90



傳
統
工
藝
師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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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魯 閣 族

那 都 蘭 工 作 室

如
意
在
握

代
表
作
品

林
鄉
部
落
家
政
班
婦
女
編
織
應
用
班
講
師
、
花
蓮
縣
文
化
局
暑
期
工
藝
研
習
課
程
講
師

瑞
穗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編
織
應
用
班
講
師  

年 

台
東
延
平
鄉
公
所
編
織
應
用
班
講
師
、
秀

員
會
擴
大
就
業
計
畫
編
織
應
用
班
講
師  

年 

見
晴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編
織
應
用
班
講
師
、

年 

公
民
大
學
編
織
應
用
班
課
程
講
師  

年 

秀
林
工
作
站
編
織
應
用
班
講
師
原
住
民
委

個
人
經
歷

創
作
競
賽  

年 

作
品
大
頭
娃
娃—

花
蓮
休
閒
農
場
創
意
大
賽

年 

作
品
祖
菱—

原
鄉
圓
夢
圖
紋
織
帶
競
賽  

年 

作
品
山
豬
不
見
了—

原
住
民
手
工
藝

獲
獎
年
表

91

96

96

92 93

95

94



傳
統
工
藝
師
介
紹

2 8

泰 雅 族

瓦 祿 工 作 坊

甜
蜜
女
童
裝

代
表
作
品 

民
工
藝
競
賽
編
織
類
第

名

住
民
聚
落
總
體
營
造
及
原
之
頌
系
列
工
藝
競
賽
編
織
品
佳
作  

年 

苗
栗
縣
原
住

藝
獎
編
織
類
第

名  

年 

第

屆
編
織
工
藝
生
活
產
品
設
計
類
入
選  

年 

原

賽
佳
作  

年 

中
華
汽
車
全
國
原
住
民
編
織
組
第

名  
年 
第

屆
原
住
民
工

民
藝
術
巡
迴
展
生
活
用
品
暨
評
選
展
覽
優
勝  

年 

台
北
市
原
住
民
全
國
工
藝
競

年 

台
灣
手
工
業
研
究
所
生
活
用
品
評
選
展
覽
優
勝  

年 

台
灣
與
加
拿
大
原
住

獲
獎
年
表

88

88

89

91

90

92

94

95

3

3

3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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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工
藝
師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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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雅 族

野 桐 工 坊

一
代
佳
人

代
表
作
品

住
民
工
藝
協
會
社
區
訓
練
計
畫   

  

年 

擔
任
苗
栗
縣
原
住
民
工
藝
協
會
技
術
人
員

年 

苗
栗
縣
原
住
民
工
藝
協
會
傳
統
染
織
技
藝
產
品
設
計
培
訓
班  

年 

苗
栗
縣
原

個
人
經
歷

年 

以
一
代
佳
人
榮
獲
苗
栗
原
住
民
工
藝
競
賽
編
織
類
第

名

獲
獎
年
表 

93 95

96

91
97

2



傳
統
工
藝
師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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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灣 族

永 恩 工 藝 社

全
家
福

代
表
作
品

原
住
民
皮
雕
研
習
班
指
導
老
師

師
、
來
義
鄉
各
社
區
協
會
木
、
皮
雕
研
習
班
指
導
老
師
、
桃
園
縣
平
鎮
市
都
會
原
住
民
皮
雕
研
習
班
指
導
老
師
、
萬
巒
鄉
成
德
社
區

行
政
院
原
民
會
技
藝
中
心
木
雕
指
導
老
師
、
來
義
鄉
公
所
辦
理
木
雕
研
習
班
指
導
老
師
、
來
義
鄉
各
中
、
小
學
校
雕
刻
班
指
導
老

個
人
經
歷

年 

台
北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祭
獲
榮
譽
獎  

年 

總
統
府
藝
廊
原
住
民
工
藝
展
獲
榮
譽
獎

獲
獎
年
表

為
教
導
及
鼓
勵
部
落
年
輕
人
能
從
事
祖
先
保
留
下
來
的
工
藝
創
作
技
巧
，
於
部
落
開
班
舉
辦
木
雕
技
藝
研
習
課
程
。

長
期
從
事
排
灣
族
木
雕
、
桌
、
椅
、
平
面/
立
體
設
計
製
作
、
石
板
雕
、
月
桃
編
，
以
及
皮
飾
品
、
原
住
民
手
工
藝
品
等
製
作
，
同
時

86

87



傳
統
工
藝
師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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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灣 族

塗 南 峰 藝 雕 坊

祖
靈
刀
系
列─

出
巡

代
表
作
品

年 
屏
東
原
住
民
部
落
大
學
木
雕
講
師
及LO

G
O

設
計
者

年 
屏
東
縣
來
義
國
中
木
雕
講
師 

年 

國
立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木
雕
講
師

個
人
經
歷

文
化
獲
首
獎 

年 

雕
琢
原
夢
獎
，
作
品
重
返
榮
耀
獲
首
獎  

年 

反
璞
歸
真
獎
，
作
品
捍
衛

獲
獎
年
表

自
己
的
作
品
，
神
采
飛
揚
兩
眼
發
亮
，
「
木
刻
」
已
然
是
生
命
的
靈
魂
！

就
買
了
整
組
的
雕
刻
刀
工
具
，
從
此
再
也
沒
有
回
台
北
。
談
起

有
天
不
經
意
的
拿
起
友
人
的
雕
刻
刀
試
刻
一
下
後
，
第

天

原
本
在
台
北
從
事
建
築
業
的
塗
南
峰
， 

 

年
回
家
鄉
，

89
94

92
96

94

92

88

99

2



傳
統
工
藝
師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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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
面
天
使

代
表
作
品

獲
選
為
全
國
原
住
民
二
十
大
藝
術
家  

年 
獲
文
建
會
手
工
藝
研
究
所
甄
選
「
台
灣
工
藝
之
家
」

個
人
經
歷

年
原
住
民
木
雕
比
賽
首
獎  

年
台
灣
區
木
雕
創
作
比
賽
銅
獎

獲
獎
年
表

雕
作
品
常
被
譽
為
新
潮
又
細
緻
。

代
代
相
傳
的
神
話
傳
說
，
作
品
中
常
見
象
徵
排
灣
族
的
百
步
蛇
圖
騰
與
各
色
人
物
，
透
過
專
業
、
俐
落
的
刀
法
，
木

年
南
投
手
工
藝
研
究
所
短
期
木
雕
職
訓
班
，
開
啟
往
後
數
十
年
的
雕
刻
藝
術
生
涯
，
其
木
雕
創
作
題
材
多
來
自
於

61 88

88

94

排 灣 族

卡 茲 達 斯 文 化
藝 術 工 作 室



傳
統
工
藝
師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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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寶
甕

代
表
作
品

正
興
社
區
原
住
民
傳
統
陶
藝
專
任
指
導
老
師

東
縣
政
府
教
育
局
教
師
陶
藝
研
習
講
師
、
台
東
縣
金
峰
鄉

台
東
農
工
、
台
東
高
工
原
住
民
傳
統
陶
藝
指
導
老
師
、
台

個
人
經
歷

入
選  

年 

台
北
原
住
民
文
化
創
意
產
品
陶
藝
類
入
選

工
藝
類
入
選  

年 

全
國
原
住
民
優
良
工
藝
創
作
者
甄
選

全
國
優
良
原
住
民
工
藝
品
創
作
者
優
選  

年 

台
東
美
展 

 
 

年 

第

屆
中
華
汽
車
原
住
民
工
藝
獎
陶
藝
佳
作   

年 

獲
獎
年
表

91

93

94

95

96

魯 凱 族

陶 甕 的 故 鄉
拉 灣 工 作 坊

1



傳
統
工
藝
師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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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灣 族

山 地 門 珠 串 工 坊

貴
族
禮
盒 

代
表
作
品

灣
珠
圖
騰
珠
譜—

完
成
排
灣
族

顆
古
琉
璃
珠
之
文
化
田
調
與
彙
編

藝
術
界
震
撼   

年 

排
灣
三
寶
聯
展—

假
高
雄
國
際
機
場
與
兩
位
兒
子
雷
斌
、
雷
恩
舉
行
排
灣
三
寶
工
藝
聯
合
藝
術
展   

年 

排

土
、
水
玉
琉
璃
珠
技
藝   

年 

琉
璃
珠
藝
術
個
展—

假
原
住
民
文
化
園
區
舉
辦
琉
璃
珠
以
裝
置
藝
術
方
式
表
現
個
展
，
掀
起
部
落

繡
，
乃
研
發
生
產
電
腦
刺
繡
品
供
應
族
人
需
求   

年 

晶
土
琉
璃
珠
技
藝
製
法—

為
因
應
高
檔
琉
璃
珠
之
市
場
需
求
成
功
研
發
晶

人
造
獸
牙
、
貝
殼—
為
因
政
府
禁
止
狩
獵
與
族
人
獸
牙
貝
殼
需
求
而
研
發   

年 

電
腦
刺
繡—

因
社
會
變
遷
下
，
已
極
少
手
工
刺

年 

水
晶
琉
璃
珠
技
藝
製
法—

成
功
發
明
水
晶
琉
璃
珠
技
藝   

年 

黑
陶
壺
新
製
法—

第
一
位
製
作
黑
陶
壺
的
排
灣
人   

年 

個
人
經
歷

年 

全
國
十
大
傑
出
人
士
屏
東
縣
炬
光
楷
模    

年 

列
入
台
灣
名
人
錄

獲
獎
年
表

73

95

65

71

74

82

85

88

89

94

38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craft

3 5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craft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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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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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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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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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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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55

現代工藝精品

傳統工藝精品

土格紋女用包   側背包

彩格紋女用包

小型提包   AB包   母肩包   中型提包   子肩包

長仕女包   大馬鞍包   大旅行包  Yuli包   

公事包   小型船包

紋面系列-賽德克族萬用本   

紋面與排灣的對話   蛇躍龍門萬用本   

泰雅杵臼萬用本   泰雅女用背簍萬用本   

十二族圖騰咖啡杯盤   十二族圖騰蜂蜜杯

十二族圖騰酒杯   十二族圖騰茶杯   

十二族圖騰馬克杯   十二族人物馬克杯   

十二族一壺12杯

月牙   原住民軟陶公仔

玩色系列—卑南展風情   淑女包

琉璃版畫

泰雅族馬力巴長方衣   一代佳人

活菱活線   如意在握

全家福   大家歡喜

紋面天使

祖靈刀系列-出巡

貴族禮盒

3 6



本年度原住民族工藝精品認證共

受理308件申請案件，其中包括

染織類51件、雕刻類74件、陶

瓷類20件、手工飾品/飾品類92

件、竹藤草編類7件、綜合材質

及其他工藝類64件，歷經嚴謹審

查評比共有40件具文化性、技藝

性、市場性及設計性之原住民族

工藝精品。

3 7



3 8

現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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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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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現
代
工
藝
精
品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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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格紋女用包  側背包  

創作者 陳秀花 / 泰雅族 作品材質 棉線、牛皮 作品說明 記得老人家常說：菱形

代表著祖靈眼睛，無論在任何地方都要紋上菱形，讓在彩虹橋上的祖靈們庇護著我

們，因此以泰雅族傳統菱形織以大地色調，大膽表現出視覺與官感，並結合日本古

布縫紉、植物染與有機棉線，讓包包呈現柔軟、氣質、優雅及撫媚的高貴質感。

  彩格紋女用包 

創作者 陳秀花 / 泰雅族 作品材質 棉線、牛皮 作品說明 以泰雅族傳統織紋搭配

日本古布大膽表現出視覺與官感，另以強烈紅色系展現春天氣息並結合日本古布縫

紉、植物染與有機棉線，讓包包呈現柔軟、氣質、優雅及撫媚的高貴質感，別有一

番風味。 

1 2

3

1

2 3



4 0

現
代
工
藝
精
品
介
紹

21 4 96

53 7 1110

8

  小型提包  A B 包  母肩包  中型提包

  子肩包  長仕女包  大馬鞍包    

  大旅行袋  Y u l i 包  公事包

創作者 連美惠 / 太魯閣族 作品材質 高機織布、牛皮 作品說明 以傳統圖騰祖靈的眼睛 

(Dowriq Utux) 為產品的主要精神，提醒自己謹記祖靈的凝視與叮嚀，在材質上100%的天

然苧麻，以高機織成，賦予織品量產的產銷特性，加上防水處理及100%牛皮加工結合製

作，增強產品的耐用性與質感。 

1 2 3 4

5 6 7

8 109



現
代
工
藝
精
品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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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船包 

創作者 連美惠 / 太魯閣族 作品材質 高機織布、牛皮線、牛皮 作品說明 有感於原

住民族工藝在市場上是個弱勢亦是黃昏民族，再加上大陸及東南亞仿製原住民商品的

壓力下，Yuli-Taki決定排除萬難，在毫無支援下，獨立作業，盼望能造就出原住民工

藝的另一舞台，努力達成“Made by Taiwan Indigenous”，以經營多年百貨業的經驗，

在產品定位上強調良好品質，以提高產品的地位性，目前委託多間飯店、機場、博物

館和網站等代銷。好的品牌管理就是用心做好每一個細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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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
工
藝
精
品
介
紹

  紋面系列-賽德克族萬用本 

創作者 姜俊偉 / 賽德克族 作品材質 牛皮革、金屬

配件 作品說明 早期賽德克族婦女耐心的、細膩的，

將自製的苧麻纖維線材紡成織布，除了平時操守家

務、農作的重任，在農閒時或夜深人靜時還須重複不

斷地織製家用的衣著、布料、被單供給家用，部落不

時傳出叮叮響的織布聲。婦女臉上的紋面亦輝映出對

祖靈信仰的操守、榮耀與美德。

  紋面與排灣的對話 

創作者  姜俊偉 / 賽德克族 作品材質 牛皮革、金屬

配件  作品說明 以賽德克擅長的皮雕技藝，結合來

自妻系排灣族的圖騰特色，融合原住民族元素，兼具

特色和時尚感，並選用「紋面和排灣族的對話」用以

彰顯排灣族婦女服飾、頭飾、頸飾等衣飾文化特色，

時刻惦記並分享作品本身的文化與內涵。 

1

2

3

4

51

2



現
代
工
藝
精
品
介
紹

4 3
16

  蛇躍龍門萬用本 

創作者   姜俊偉 / 賽德克族 作品材質 牛皮革、金

屬配件 作品說明 以賽德克族皮雕結合來自妻系排

灣族的圖騰特色，融合原住民族元素，兼具特色、

時尚以及一點點樸實自然的趣味。

 泰雅杵臼萬用本 

創作者 姜俊偉 / 賽德克族 作品材質 牛皮革、金

屬配件 作品說明 在賽德克傳統記憶裡，杵臼是生

活重要器物，用以食用也用於慶典，每日清晨從家

裡發出的食物製作敲響聲，在在顯現出勤勞、溫暖

及餵養家庭的功能。 

 泰雅女用背簍萬用本 

創作者 姜俊偉 / 賽德克族 作品材質 牛皮革、金

屬配件 作品說明 雕刻細膩的創作，述說著意義深

遠的部落故事，刻畫圖像就像是一種記憶的表述，

而創作則是喚醒賽德克傳統記憶，在耕地的往返途

中，婦女常以藤製的背簍或背巾作為背負嬰孩的搖

籃，顯現出婦女的勤勞、艱辛與慈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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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族圖騰咖啡杯盤  十二族圖騰蜂蜜杯  十二族圖騰

酒杯  十二族圖騰茶杯  十二族圖騰馬克杯  十二族人

物馬克杯  十二族一壺 1 2 杯  

創作者 南賢天/ 卑南族 作品材質 白陶瓷、染料印色 作品說明 力馬「LIMA」是原住

民語「五」的意思，手掌伸出來就是五，象徵原住民的一切，都是用手做出來的。力

馬生活工坊以對陶瓷產業的專業、對飲食器皿使用習慣與功能研究，將陶瓷的生產導

入文化元素，以具象的12族原住民物質文物、衣飾上的圖像與色彩，表現在白瓷上襯

著12族多元文化與豐富色彩，突顯獨特原住民文化的活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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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牙 

創作者 沙滔舞琉璃藝術空間 作品材質   琉璃珠、銀飾、皮線 作品說明 

一顆顆先祖流傳的珍貴琉璃珠，是上天賜予排灣族人的禮物，身經八百

度的烈火焠煉，締造出細膩紋彩與閃爍動人的光芒，就這樣帶著祖靈的祝

福，將排灣文化源遠流傳。

 原住民軟陶公仔 

創作者 連美惠 / 太魯閣族 作品材質 乳化粉59.99%、DOP油40%、色粉

0.01% 作品說明 十三族原住民娃娃(公仔)，造型維妙維肖的娃娃穿著傳

統服飾，充分展現台灣原住民細緻的手工及大膽的配色，設計的根據是每

個原住民族傳統服飾及配件，一看即知，例如卑南族頭戴花環、泰雅族戴

籐帽、魯凱族戴山豬牙、排灣族戴老鷹羽毛等，有的娃娃是情侶，有的娃

娃是母子，體型也不同，只有太魯閣族的女娃娃身材曼妙，且擁有名字

「Yuli Tak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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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色系列—卑南展風情 

創作者 吳秀梅  /  撒奇萊雅族 作品材質 皮

件、布料、金屬配件 作品說明 玩色系列

以原住民各族特有圖騰及色彩為元素，設計

一系列時尚款服飾及包包配件，特色為採用

多種材質混搭：皮件、布料、泰雅手工織布

等，展現高超的製作和設計功力，在金屬配

件的選搭上著墨甚深，圖騰及皮件拼搭展現

了難得一見的手繡工藝和皮件切割拼接技

法。卑南展風情：俏麗的娃娃裝上衣搭配俏

麗短裙，強烈的白紅黑對比色系設計，領口

部份變化自傳統獵人火藥筒造型，帥氣中不

失可愛。

  淑女包 

創作者 陽玉娟 / 阿美族 作品材質 PP

帶 作品說明 竹藤草編為台灣原住民

阿美族傳統技藝，一般為家裡的長者

於農閒時編織為家庭所用，用來置物

與搬運物資，在技藝上講求精細與堅

固耐用。此次作品延用阿美族傳統編

織技藝，包身採原住民物質物飾之幾

何圖紋，用色大膽且富多樣性，展現

當代原住民的豐富性與多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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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璃版畫 

創作者 廖英傑 / 排灣族 作品材質 琉璃珠、木頭畫框、銀飾、仿山豬牙 作品說明 

一顆顆先祖流傳的珍貴琉璃珠，是上天賜予排灣族人的禮物，經過八百度的烈火焠

煉，締造出細膩紋彩與閃爍動人的光芒，就這樣帶著祖靈的祝福，將排灣文化源遠流

傳。為營造產品獨特性，突顯原住民生活元素，應用了排灣族最貴重的琉璃，讓每顆

琉璃不同的意念，將傳統文化融入時尚現代，也期許將排灣族文化推向大眾市場及國

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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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雅族馬力巴長方衣

創作者 李薇 / 泰雅族 作品材質 棉麻、羊毛 作品說明 此區的上衣以長袖

長衣為基本定制，因此沒有袖套，上衣前片以白色麻地織成，在近下擺約

10~15公分處，腰下膝上之處，浮織約5~10公分的裝飾帶，背後則在 下開

始以紅、黑、黃浮織挑織三色的菱紋，以半邊的大菱紋樣，形成山的狀態，

是此處的編織特色，而長袖上則在 邊和袖口裝飾有和背紋相近的紋飾。

  一代佳人

創作者 游慧茹 / 泰雅族 作品材質 毛線、羊毛線、棉麻線、古布 作品說明 

取自於泰雅族的新娘嫁衣，色彩較鮮紅炫麗，又有其文化背景，轉化為現代

作品，以前的泰雅女性要有純熟的織布技術，並織好自己的新娘嫁衣才能結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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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菱活線

創作者 胡秀蘭  /  太魯閣族 作品材質 

苧麻 作品說明 菱形圖紋在每個族群裡

都會見到，每個圖紋所代表的意義與所

用的織法也大不相同，在太魯閣族裡，

菱形圖紋代表著祖先的靈魂，一種精神

所在，以婦女片裙上小菱形紋（夾織

紋）來說，代表身穿該服裝之人將受到

祖靈的保護。

  如意在握

創作者 胡秀蘭  /  太魯閣族 作品材質 

棉麻 作品說明 利用平織法平整織出約

200公分長的織帶，並於兩端夾入線圈

以象徵如意的裝飾，整個織帶結合不同

文化涵義，以吉祥如意塑形，同時織品

紋路上還有著象徵男女額頭與面頰紋面

的織紋，彩虹橋上的毛蟹也以菱形紋展

現，象徵著判別男女們通行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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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福

創作者 高富貴 / 排灣族 作品材質 烏心石 作品說明 在排灣族家族裡，只要不是

長子或長女，結婚後都要獨立生活。小家庭成為家的開始，家庭生活所有的一切事

情都要雙方經營與努力，原本搗米應是女生的工作，但媽媽抱著孩子，而男人搗米

則突顯家庭共同分擔與分享之意。

  大家歡樂

創作者 高富貴 / 排灣族 作品材質 桃花心木 作品說明 傳統排灣族社會生活的記

錄，源自於樸實自然的生活以及榮耀頭目與貴族，在以前的生活，不管是任何節

慶，我們都要跳舞，尤其是結婚典禮，全部村民、每一家的男男女女都要歡樂的跳

舞與歌唱，增進村裡所有人的情感，最重要的是給人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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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紋面天使

創作者 林新義  /  排灣族 作品材質 

台灣樟木 作品說明 以寫實技法寫歷

史，描繪五種不同紋面紋圖，傳達文

化習俗不同意涵、地域之不同紋圖各

異；用疊式紋面人瑞臉譜表現，強調

莊嚴，象徵泰雅族對紋面習俗:神聖

性、要聖潔、手巧、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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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靈刀系列-出巡

創作者 塗南峰 / 排灣族 作品材質 高

碳鋼、黃楊木 作品說明 排灣族部落

體系裡，佩刀是對個人及家族至高榮耀

的象徵，佩刀常刻有家族專屬圖騰，一

般平民家族是不可以擁有。本作品展現

的是原住民堅忍樸實的生活態度，詮釋

原住民在面對不同朝代的洗禮時，亦不

失其傳統歷史文化，原味十足的復古色

彩，反映出對先人智慧的尊崇及順應世

代潮流之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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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族禮盒

創作者 巫瑪斯 金路兒 / 排灣族 作品材質 琉璃珠 作品說明 貴族項鍊禮

盒將古老傳說故事的記憶與古老圖騰文化元素展演在琉璃珠之上，以高貴之

珠為主珠，象徵地位崇高、財力、權力、民生富裕、堅實剛毅之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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