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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的話

展開跨族群的深度對話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基金會董事長

傳統文化的保存是每個時代、各個族群都可能面臨

到的問題。過去為了將部落珍貴、美好的文化知識分享

給年輕族人，《原視界》團隊積極深入各個角落，邀請

族人訴說關於他們與部落的故事，讓下一代多一條管道

認識自己家鄉的文化與故事。

為擴大議題影響力，本期《原視界》提出新的企

劃構想，邀請賽夏族的青年藝術創作者hewen a ta:in 

tawtawazay，到阿美族太巴塱部落學習製作傳統阿美

陶，除了讓大家看見不同族群的美學觀點，也讓賽夏族

與阿美族人的藝術家互相碰撞出更多精彩的火花。尤

其，陶藝捏製文化在許多原住民族部落都扮演重要的角

色。以我的印象，阿美族的捏陶文化就與我所處的達悟

族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其中最特別的就是製陶的性別

哲學。有別於達悟族的部落主要由男性在每年飛魚祭結

束、進入東北季風的8月後會開始陶土創作；阿美陶多

由女性來製作，這不僅呈現出不同的藝術美感，也展現

阿美族的文化原貌—女性是所有創造者的母親。

為開展更多跨文化的交流機會，我鼓勵年輕族人在

了解自己的文化時，不只是透過網路找資料，也可以藉

由探訪親友、參與部落活動等行動，安排時間實際回到

部落。不只能更深入地認識部落的生活哲學，我相信也

會開始轉換心境，學習如何好好地過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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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語
的「媽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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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laway，阿美族語「古老

的」的意思。

「阿美陶」，顧名思義為阿美族製作的陶器，分為生活用具和祭祀禮

器兩大類。前者包含水壺、飯鍋、陶甗、酒瓶等，每一樣陶器都有專屬的功

能；後者指祭祀用的祭杯，在祝禱場合用來禮敬神靈和祖先的酒杯。阿美陶

的製作者多數為女性，一年只製陶 1次，製陶時間約落在二期稻作的秧苗

插下後、稻穀收割前，過程包含採土、過濾雜質、練土、捏製、燒製等步驟，

製陶期大約 1週。由於耗費時間長、所需人力多，因此婦女們會趁農閒時

刻製作家裡需要的各種器皿，以自用為主，若有多的才和其他部落交換。

隨著鋁製品普及，太巴塱部落在 1960 年代後已不自製陶器，阿美陶險

些被埋沒在歷史的洪流。所幸曾接觸到末代製陶的 Afo'，一邊憑藉小時候的

記憶，一邊至豐濱部落學習，不僅將過去製陶的步驟一一找回來，也成立

「瑪武拉外工作室」，要將阿美陶傳承下去。



＊取土地點所有權屬於磚窯廠，老闆開放讓Afo’取製陶用的土。每次取

土，Afo’都會邀請老闆一同出席。

一行人偕同磚窯廠老闆 * 到 Sado（砂荖部落）的礦

場取土。取土地點是一片凹下去的窪地，Afo’說，「眼

前的凹地是這幾十年來因為磚窯廠取土煉磚而挖空的，

因此我們取的土會更接近地表，更黏、更純。」

在取土之前必須先祝禱，Afo’準備 2 杯米酒、3 顆

檳榔、3根菸，並以族語向天神、地神、山神、祖先說明

我們的來意是要傳承祖先的智慧，請不要害我們。祝禱

詞念完後，Afo’先以手指指尖沾酒，向 3 個方向輕點，

接著點菸並夾在草葉上，過一會兒再將酒倒入土中。

祝禱完畢後才動鏟取土，僅取預計製陶的土量。

將土裝袋後的回程，Afo’分給每個人 1顆小石頭，叮嚀

下山後邊唸自己的名字，邊說「我們要回去了」，再把

石頭丟掉，「這樣山上的魂魄才不會一直跟著。」Afo’

補充。

上一代是在Atomo（阿陶模部落）取土，從取土、曬乾、

篩土到燒製，所有步驟都會在 Afo’家的田邊完成。後

來改至 Sado 是因磚窯場開採，其土質更適合製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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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是用竹編的篩子。

取回來的土曬乾後會結成塊狀，要先將乾燥的土塊鋪平在地面，以鐵鎚逐一敲碎。以前沒有鐵鎚，是用河

床的石頭敲擊，因此家家戶戶都有存放專門用來敲土塊的石頭喔！

土塊敲碎後，原先藏在土內的雜質顯露，通常是草根、

落葉和貝殼等異物。挑雜質看似簡單卻非常耗時，若不在這

個時候將異物挑出，捏製好的陶在加熱的過程會膨脹，雜質

容易讓作品裂開，甚至波及到其他作品，因此要仔細處理。

以前老人家會圍坐在一起挑土，當天沒挑完，隔天還會繼續。

等挑完雜質、只剩下土的時候，再用篩子 * 篩土，確保土質

乾淨，留下最細緻的砂土。

挑雜質是唯一長輩們會讓小孩子參與的環節，Afo’記得

小時候曾經幫忙過，但一旦挑完雜質，開始練土和捏製時，

小孩子就會被趕到一邊。

再怎麼仔細過篩還是

有漏網之魚，因此長輩

們會同時做兩個器具，

以防其中一個裂開。畢

竟要是製陶失敗，接下

來一整年都少了湯鍋，

那可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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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篩子過篩後，接著是練土。在砂丘的尖端中

間挖一個洞並注入水，水必須慢慢地加，不能過濕，

要加多少水量完全是憑經驗，靠著手感受。砂土和

水成泥塊狀，接著用手緩緩推揉，讓土團緊實。稍

微緊實後，再用酒瓶捶打或上下拋擲土團，以達到

光滑密實的狀態。

如果沒有要立刻捏製，土團

可以放進夾鏈袋中保濕 *。

Foday 說明，這就像是養

土，而且放一陣子的土團更

好用，他平時也會練土當作

備料。

＊傳統是用香蕉葉包起來。

起初手掌容易黏滿泥塊碎屑，但在練土過程

泥塊會逐漸成團，當土團的孔洞越來越小、摸起來

完全不黏手，或是輕輕一摸土團表面細紋就能撫平

時，表示練土完成，這些土團就能製陶。但若想要

做更大型的作品，可以加入河裡的沙子，沙子會增

加支撐性，能防止燒製過程的劇烈收縮，讓陶器更

耐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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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捏製，Afo’讓 hewen

從小東西「陶珠」做起。試做的陶珠

約手指指節大小，形狀有紡錘、球

型、長條，也可以把土包覆在葉梗

上，利用葉梗的弧度做出帶有彎度的

陶珠，自由發揮即可。這些陶珠可以

串成項鍊、手環等裝飾品。

Afo’示範作品

hewen練習作品

從土團抓取適量的土，再用雙手手掌揉出想

要的形狀，並以器具刻出圖紋。Afo’使用的器具如

吸管、原子筆、竹籤、刮刀等，而 Afo’也教了幾種

傳統的阿美族圖紋—海浪、母愛、羽毛、和諧等，

讓 hewen 刻在自己的陶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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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我大學三年級，第一次回部落參加 paSta'ay，真的

是一記當頭棒喝。當天 6點開始歌舞，我一個人坐在祭場旁

的觀光客休息區，身上帶著奶奶留給我的族服，但我完全不敢把族服

拿出來穿。我知道下去跳舞要穿族服，但問題在於我連如何下去跳舞

都不曉得，我只敢和觀光客坐在一起，看著大家跳舞，因為我覺得配

不上這身族服。當時我自問：「我真的可以成為賽夏族嗎？」

在那次 paSta'ay 後，我會趁著假日回部落閒晃，沒有目的做一點

田調。但讓我回部落認識文化的關鍵是 2017 年爸爸去世，接著百日內

我奶奶也走了。在那個時間點，我想要找回自己的族名，但家裡已經沒

有人可以問了，後來我去找親戚，但爸爸那一輩也沒有人了解家族史，

我只好一一拜訪部落的耆老，追尋豆家的遷移史。其實在爸爸生前我

們就聊過，他規劃退休後要回部落做點什麼，只是最後來不及。後來

我很後設地想，爸爸的離開，應該是他把他要走的路留給我走完。

過去製陶的經驗是在大學的陶藝課，基本的練土和塑形都有做

過。但最巧的是，在接到這次的邀請前，部落剛好在向天湖附

近發現產黏土的地方，老人家們開始好奇：「賽夏為什麼沒有製陶？」

所以在來花蓮之前，我有先訪談部落耆老和製陶相關的事情，結果有 1

位 80 歲的老人家曾經看過奶奶製陶，因為只有採集到 1位的資訊，還

不能斷定是不是個案。不過賽夏的族語裡確實有和陶器相關的詞彙，像

lese: 是黏土、towih 是口徑較小的陶甕，用來釀酒、kako 是口徑較大的

陶甕，用來醃菜，所以耆老推測應該是有過製陶的文化，不然怎麼會

有這些詞彙？只是可能在遷徙、漢化的過程逐漸消失了。

觀察到阿美陶和賽夏有 2 個相異和 1 個共通之處。相異的部

分一個是祭品，阿美族在取土儀式前的祭祀會準備3份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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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賽夏只會有 1 份，對於賽夏來說，另外一個世界是相反的，所以我們給得少，對祖

先來說就是「多」，反之我們若給得多，祂們反而會覺得我們是吝嗇的；另一個是土質

的觀察，我曾和賽夏耆老採過向天湖的土，向天湖的土很容易就氧化變色，但阿美這邊

的土卻不會。

共通的地方是傳統文化都像「祖先給的功課」，完全在考驗心性。製陶前的篩土就像

是織布前的準備—採集苧麻、刮苧麻、捻線都是很繁複的步驟；接著到整經、上機、開

始織作，若是做錯一個步驟，當下是不會知道的，要織到某個階段發現圖紋不對後，才知

道前面有出錯，這時候就會很後悔「為什麼整經時沒好好整！」這一點和雜質沒挑乾淨，

導致陶器爆裂的懊悔很像。

練土因為有老師們帶著，所以沒遇到什麼困難，可以想像未來自己做的時候，濕

度的掌控應該是要注意的部分。捏製練習時，Afo’先讓我從捏陶珠開始，從大一

點的開始慢慢做到小的，可以感覺到困難度增加。我自己有額外做 1個祭杯，雖然在賽夏

沒有「祭杯」這個名詞，只有敬酒用的酒杯，但我現在做與族群相關的事情時，也習慣會

倒酒給祖先，所以才想做 1個杯子。

我們有一個「淨溪祭」，族人在差不多 3、4 月時

不捕魚、不狩獵，類似復育環境的行為。這個

祭儀已經斷層30年，今年是復振的第三年。

祭儀一開始會有「河邊會談」，長老們聚

在一起討論公共事務，會談後會對河流、

大地做祈福祭告的儀式，最後集體整理河

流，讓魚蝦有比較好的生活環境，結束後

族人一同用餐，總時間大約半天左右。不

過嚴格說起來，以前的淨溪祭不像現在那麼

活動性質，過去大家知道這是要讓萬物繁衍

的時期，淨溪會持續一段時間，現在初步的

努力就是把文化內涵慢慢找回來。

差不多 3、4 月時

的行為。這個

。

麼

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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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適量的土，並且上下拋擲土團，

把空氣打出來。緊接著開始捏製，把土團

放在手或轉盤上，右手的拇指壓入土團的

中心，另外 4隻手指扶在外壁，左手則一

邊慢慢轉動轉盤。這個動作是要在土團中

間製造凹洞，做成粗胚。

＊專指盛水的陶壺

製陶前要確認指甲沒

有過長，不然容易在

土胚上留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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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陶器捏製的重點，用手指捏出一樣厚度的

陶壁。先把底部的口徑寬度捏出，接著是壁面。這個動

作的困難之處在於只能用手指和眼睛感受厚度，無法使

用工具量測。如果厚度差太多，厚的地方會乾得比較慢，

燒製後容易產生裂痕。為了避免厚薄不一致，Afo’的作

法是捏到一定程度後，就將陶胚放到托盤上靜置 *一段

時間。

Afo’的托盤也是太巴塱土製成的陶器，有吸水的功

能。放置一會兒，讓托盤吸收土胚的水份、更加定型後，

再觀察哪裡厚薄不均並捏勻，這個過程會持續好幾次。

＊Afo’稱這個動作叫「休息」。

過去沒有鐵製托盤時，是放在香

蕉葉上轉動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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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製完畢後可以用器具如木筆、刮刀、

木刀等，刻出想要的圖紋，常見的圖紋有母

愛、宇宙、海浪、和諧、羽毛、太陽等。如

果要畫出連續的直線，則可以一手持木筆畫

線，一手轉轉盤。

確認陶壁厚度一致，接著一手按在陶壺

內裡，另一手手持木板拍打陶壺外壁，讓陶

器經過拍打而更加緊實（也可以用石頭頂住

陶器內裡）。最後的修飾分成兩部分，一部

分是用指腹沾泥水，將細紋一一撫平；另一

則是用鐵刷在陶器的圓口刷出紋路，接著鋪

上一層土條，反覆用手和木板定型。

還有一種捏製法是「土條盤築」。

先捏出底座，接著將土條一層層往

上加，這種作法可以做出高度更高、

弧度更有變化的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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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以電窯燒製，作品擺好後開始調整溫度，Foday

設定讓電窯在第一個小時達到 100 度，以蒸發掉陶器多餘的

水氣，接下來會花 9個小時達到最高溫 1,050 度，他認為這

個溫度會讓陶器顏色最好看。到達最高溫後，電窯需要靜置

48 小時降溫，接著就可以開窯囉！

電窯的溫度設定沒有固定，需視當時的天氣、想要的色

澤做調整。大致上雨天燒的色澤會比較潤，而燒製溫度越高，

陶器的顏色也會越深。

刻紋完畢，等陶器乾燥到一定的

程度，就可以送窯燒製。「如果陶器摸

起來還涼涼的，就代表還沒乾燥，」

Foday 會將陶器貼到臉上：「陶器的乾

濕是感覺得出來的，就像你可以分辨曬

著的枕頭是否乾燥、可不可以收。」如

果陶器含水量過高，燒製時會爆裂喔。

傳統燒陶是以草堆悶燒，在燒製前會先祭神，和取土一樣要

向天神、地神、山神、祖先祈禱燒製順利。祈禱完畢開始布

置燒製的場地，過往大多是在田邊空地，先向下挖坑，並一

層一層依序鋪設稻草、稻殼、放作品，再鋪稻殼、箭竹、稻

草、木頭，接著悶燒 3天 2夜，無時無刻都要有人顧火。由

於燒製的過程會產生灰，落在陶器上會有燻黑的痕跡。

燒陶有個禁忌是不能吃地瓜，因為

吃地瓜容易排氣，排氣的「啵啵」

聲就像是陶器裂開的聲音，太大聲

會引起製陶人緊張的情緒啊。

設置電窯溫度。

hewen在自己做的陶杯

底部刻上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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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差異是今天學習用手捏出凹槽的技法，昨天做

祭杯是分別製作一片陶板和一塊底座，再慢慢塑形，

但今天是從一顆土團慢慢挖洞，可以讓陶器的狀態更挺。這種

用手捏出凹槽的方式看似簡單，但「濕度」和「溫度」的掌控

就非常重要。過程中我一直因為陶土裂開而有點慌張，我在想

有可能是濕度不夠；另一個重點是溫度，因為表面不斷與空氣

接觸，容易造成表面先乾、內裡還是濕的，所以外表會頻頻出

現裂痕。為了讓內外乾燥的速度一致，就要把陶器捧在手心，

用手的溫度蒸發內裡的水分。最後是「休息」的概念，捏陶不

是一氣呵成，陶器必須經過適當的靜置，底部才會堅固，有了

穩固的基礎，才能將陶壁往上塑型。

對，像是我到部落訪談老人家，一定要帶酒，這就像

是要借助老人家的口分享智慧，是個簡單的儀式。有

酒的時刻就會有很多的話題，我們都稱作「會後會」。

可能會先和部落長輩分享經驗，再和一些朋友討論接

下來的行動。雖然這次學到製陶的方法，但製陶這件

事對於賽夏來說，就算有聽老人家講過，也有相關的族語，不

過現狀就是沒有陶的痕跡，讓我覺得這像是一個傳統，又好像

是一件新的事情。之後回到家面對這類文化事務時，我必須非

常謹慎，因為這是我好不容易找回來的一條路，這是我唯一的

部落，也是我面對部落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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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o’有提點我感情方面的事情，像是我們作為人婦，選擇這個男人作為

伴侶，就會有必須堅持的地方。Afo’分享經驗，「要找到自己的信仰。」

這個信仰是廣義的，可能包含宗教、祖先，或是要相信自己對話的對象、相信自

己想做的事情。

非常期待，因為我對自然野菜相關的知識很缺乏，會想知道阿美族這種

「野菜民族」是如何觀察植物。賽夏不像阿美族這麼厲害什麼都認得，

我們會吃一些蕨類叫baehko’，中文是擬德式雙蓋蕨，通常都是煮湯或川燙後涼拌，

口感就像過貓，只是纖維再粗 2倍。在我們部落的山裡

也有很多黃藤，雖然過去有聽泰雅朋友說可以吃，但

不知道如何食用。我對黃藤的印象是「很痛」，

只有被它刺過的經驗，哈哈。

工作室成立於2002年，目的是傳承阿美陶。但Afo’這幾年只遇到

一位有心想學的學員，只是那位學員因孩子年紀還小，沒辦法花費太多

時間投入製陶，而大多數部落年輕一輩的人都是只想要體驗一下而已。

現在工作室承接花蓮縣文化局「洄瀾藝術扎根」計畫，

開始對部落外的人推廣阿美陶，體驗的學員來自全臺各

地，也有學員專程從澎湖坐飛機來學習。工作室預計

明年起會到外地教學，短期目標是讓大家認識阿美

陶、找回傳統草燒文化，遠程目標是把「太巴塱製

陶」登記為無形文化資產，繼續推廣下去。

落的山裡

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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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終於可以開窯了！花了近 40 個小時降

溫，電窯仍透著熱氣，需要戴著手套才不會燙傷。

打開電窯爐蓋，第一個映入眼簾的作品，是一盒盒

粉橘色的陶珠。一層一層取出後更驚喜地發現，儘

管是同一個窯燒製的，但每一項作品的色澤都有些

許不同。Foday 分享，如果是更大型一點的作品，

每一個部位的顏色也都會有差異，而且無法事前掌

控，是窯燒的驚喜與樂趣。

Afo’也提醒，開窯的時候記得抱持快樂的心

情，在心裡謝謝祖先保佑作品。情，在

陶器陶器陶器陶器陶器陶器陶器陶 如祭如祭如祭如祭如祭如祭祭如祭杯、杯、杯、杯、杯、杯、杯 陶壺陶壺陶壺陶壺陶壺陶陶壺陶陶陶 等因等因等因等因等因等因等因等等等 體積體積體積體積體積體積體積體積

較大較大較大較大較大較大大大大較 ，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靜置靜靜置靜置靜靜置靜置置靜 數日數日數日數日數日數日數日數數日數日待水待水待水待水待水待水待水待水待水待 分分蒸分蒸分蒸分蒸分分

發才發才發才發才發才發才發才發才能燒能燒能燒能燒能燒能燒能燒製，製，製，，製，製，製，製 否否則否則否則否則否否否 容易容易容易容易容 在在在在

窯內窯內窯內窯內窯內窯窯內窯窯內爆裂爆裂爆裂爆裂爆裂爆裂爆裂爆裂爆裂爆裂裂，因，因因因此能此能此能此能放入放入放入入放 窯中窯中窯中窯窯中

的只的的的只的只的的的只的的只有第有第有第有第一天一天一天捏製捏製捏製捏製捏 的小的小的小的小陶陶陶陶

珠。珠。珠。珠。大型大型大型大型大型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作品圖片圖片圖片圖片是 A是 A是 A是 A是 Afofofof ' 與' 與' 與與

FoFoFooFodadadad y 以y 以y 以y 以前的前的前的前的前的成品成品成品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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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走幾步路，一整排的黃藤出現在眼前。黃藤

是阿美族男性從小就要學會採集的野菜，透過採集黃

藤，可以知道他懂不懂用刀，不會採黃藤可是會被笑

的。而黃藤也是祭儀等重要場合敬老尊賢的食物，是

上等的菜。

一行人來到 Afo’和 Kimsoy

的田，這裡有各種阿美族會食用

的野菜。雖然主要目的是採集黃

藤，但沿路上 Afo’信手就摘下

不少野菜，像是龍葵可以解酒，

也是加進泡麵的好菜。「牧草心

在山上能幫助解渴，炒菜或涼拌

也可以。」Afo’補充。

龍葵

hewen吃完野菜牧草心的表情。

Kimsoy示範如何削黃藤。KKKKKKKKKKKKKKKKiKimKimimimimimmimmimimimmmimmmmKKKKKKKKK mimmmKimKimKimKimmmimmKKKKKKKKK mimmimimimmKKKKKKKKKK mmmimmKKKKKKKKKKKimimimmKimmKKKKKKKimimmmKKKKKiKimKiimKimimmmimimmKKKiKimimmKimimKimimKimKKKKimKiimmmmmKKKKKKimKimimmmmKKKKKimKimimimimmmmKKKKKKKimmmmmmmmmmKKKimmmmmmKK mmKKKKimKKKKKKKimmmKKKKimmmmmKKKKKKK mmmmmKKKKK mmmKK mmKKKKK mmmKKKKK mmmKKKKK msoysoysoysoysosoosoooyoyoysoysoysoysoysosososoyooooyoyoysoysoysoysoysoysoyooyoyoyosoysoyoysoyoyoyoysoyosoysoysoysoysoysooysoyoysoysoyooysoyooosoysoysoysoysoysoooooooosoysoooooooooosoysooooysoyyysooooooysoooooyooosoooooooyooosoosoyosoyssssoyyyyyyyyyy示範如示範如示範如示示示示範如示示示示示範範範範示範示範如示範如範如示範如示範如示範如範如範如範如範如範如範如示範如示範如如如如如如示範如示範如範如示範如如如如如如示範如示範如示範如示範如示示範如示示示範範範示範如範如示範如範範如範如示範如範如範如示範如範如如如如示範如範如如如如如如範如範如示範如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範範範範範範如範如如示範如如如如如如如如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範範範範示範如範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範如示範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示示示範如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範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 如範如如如如如範如範如如示示示示示示示範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示示示範如示示示示範如如如如如示示示 如示範如如如如示 如如如如示 如如如如如如示範如示 如如如如如如示範如如如如範如示範如示範示範如示範如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範如範示示示示示示示範範如示示示範如示示範如如示示範如如如如如如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削削削黃削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削削削何削何削黃何削黃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何削何削黃何削黃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削黃削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何何削何何何何何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何何何何何削黃何何削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何何削黃何何何何何削黃何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何何何何何何削黃何削黃黃何削黃何削黃何何何削黃何何何削黃何削黃何削黃何何何何何削黃何何削何 黃黃黃何削何削黃黃何何何何何削黃黃黃何何何何削黃何削黃削削黃何何何何何削黃何削黃削削黃何削黃何何何削黃削黃削削削黃削黃何削黃何削削黃削黃削削削削黃黃何削黃削削削黃削削削削削削黃黃黃削黃削黃黃黃黃削黃黃黃黃黃黃削削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黃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削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藤藤。。。。藤藤藤藤Kimsoy示範如何削黃藤。

Kimsoy正在將黃藤切下。Kimimmsoysoysoy正在正在正在將在將黃藤切切切黃藤切黃藤黃藤 下下。下下Kimsoy正在將黃藤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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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心帶回家後要立刻處理，因接觸空氣後的藤心容易氧化變黑，

必須先準備一鍋水，用手把表皮剝除後，將白白的藤心切成一段一段

泡進水裡。Afo’分享黃藤是阿美族的珍饈，若小孩看到他在剝藤心都

會很期待，「哇！今天的晚餐會很好吃喔。」

過去黃藤都要上山採

集，因 Afo’和 Kimsoy 年紀

大了，便買植株種在田裡，

想吃就可以採來吃。Kimsoy

提醒，因黃藤刺多又倒鉤，

削皮要特別小心。這對第一

次採黃藤的 hewen 來說，是

等級略高的任務啊。

先將黃藤的尖刺處理

掉再帶回家。

Kimsoy教hewen切藤心的刀法，且切完要馬上放入水中。Kimmsoysoy教he教he教 wenwen切藤心切藤心切藤藤 的刀法法的刀法，且切且切完要馬完要馬完要馬上放入上放入水中中。水中Kimsoy教hewen切藤心的刀法，且切完要馬上放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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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的蒸鍋

Afo’拿出 Koreng* 準備蒸糯米飯。這個 Koreng 是 Afo’自己

捏製的，分成上下兩層，中間有小洞的陶板作為間隔，兩側有方

便拿取的雙耳提把，外圍是象徵「海浪」與「母愛」的圖紋，如

同 Afo’為家人準備餐食的心意。

糯米放入 Koreng，再以快速爐加熱，不用半小時，2公斤的

糯米飯就已經蒸熟，導熱快也是陶器的特性。

今天的午餐有藤心排骨湯、醃豬肉、糯米飯等蘊含阿美族文

化的食物。這趟旅程的目的雖然是學習阿美陶的製作，但最後能

以 Afo’一家用心準備的食材作為收尾，不只溫暖我們的心，口腹

之慾也獲得很大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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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的顏色完全不一樣！燒完反而是粉橘色，有種從冷色調變成暖

色調的感覺。把燙燙的陶捧在手心時，我在想這是花 2天時間換來

的，現代大量複製的陶隨手就能取得，要在當代傳承製陶技術真的不容易。

同時可以理解，為什麼以前老人家會很珍惜他們擁有的東西，因為這些不是

想買就買得到的。

Afo’在田裡採下的牧草心是我第一次聽到的野菜，就像 Afo’說的，

可以體驗一下「牛吃草」的感覺，牧草心吃起來很 juicy、非常解渴。

再來就是削藤真的很不容易！這是我第一次拿鐮刀削東西，常常揮空刀，很

糗。最困難的是每一支藤心的成熟度不同，所以需要的力量也不同，年輕一

點的藤心較軟，相較起來好削些，不過很耗費力氣，我才削 3根就滿頭大汗，

可以想像Afo’他們力氣真的很大。回到工作室為藤心剝皮，露出白白的內裡，

再用手折斷，這個過程其實滿優雅。藤心就像是外表兇猛，但內在軟脆的植

物，之後回部落，我也想試著採採看藤心。

很多朋友認為東西會被淘汰，一定是因為不夠方便，或是沒有存續

的意義。但為什麼要製作陶？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在於祭壺、祭杯上

有圖騰，能夠述說這個民族的故事，如果這些被玻璃杯取代，圖紋的含意不

見，族群的精神就會隨之消失。像是我們學到的和諧、母愛，都代表文化內

涵與生活觀，陶不只是器具本身的價值，還承載很多文化。原住民沒有文字，

我們要怎麼記錄我們的故事？很多時候是靠圖紋，圖紋會傳達很多東西。

感謝這 3 天的照顧。這次做了小的 Atomo，最後 ina 說：「希望有

Afo’在裡面。」這對我來說有很多含意，不知道是指他的靈魂在裡

面，還是他傳授給我的技藝在裡面，或是我這個人在裡面。ina 昨天有表演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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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族命名的過程，雖然不是正式的命名，但這是我的福氣，我會當作是鼓勵的開端，

希望我可以把今天得到的智慧和賽夏的耆老、青年分享，也期許自己如果在部落有

什麼新的發現，也會回來跟他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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