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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計畫 

期末報告書（A 類） 

 

【計畫名稱：『傳統工藝 vs 當代創意專題系列課程』

─101學年度「生命的演進：臺灣傳統編染藝術與跨域創新研習」】 

 

 

中華民國 103 年 01 月 24 日 

計畫編號：（MOE-102-03-04-011） 

執 行 單 位 國立臺匇藝術大學 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計 畫 

名 稱 

『傳統工藝 vs 當代創意專題系列課程』 

101 學年度「生命的演進：臺灣傳統編染藝術與跨域創新研習」 

開 課 別 ■大學部                   □研究所  

主持人姓名 陳婉麗 服 務 單 位 
國立臺匇藝術大學 

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主 持 人 

電 郵 地 址 
 主持人電話 

 

聯絡人姓名 戴  裕 服 務 單 位 
國立臺匇藝術大學 

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郵  

服 務 單 位 

地     址 
臺匇市匇投區學園路 1 號 

計 畫 網 址 http://cta.tn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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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工藝學習層面，學生對於藺草編織的學習普遍感到滿意，在呂錦霞藝

師的示範指導之下，多樣化學習將工藝與生活結合的可能性，並藉由傳統工

藝來反思何謂「傳統」？引用選課學生的解讀是：「傳統是完全人為、人造，

代表著創造它的人們的特質、文化、價值觀，我認為人們現在會認為某些東

西是傳統，不是因為它已經過去了、絕跡了，它一定還存在於現在人們才會

稱它為傳統，不論人們覺得是直接或間接、緊密或疏遠，人和傳統之間都存

在一種連繫，前人建立傳統、傳統形塑後人循環不斷，兩者相形相成，傳統

不會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代進化，它自身連繫過去和現在，它不能用”陳舊”

來形容，它是有歷史、並且會創造歷史的。」(美創所/邱雅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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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花蓮之前簡單介紹了課程內容和香

蕉絲的種種特性和可能性。對於我怕麻煩

的個性，當下與其說是興奮、緊張，應該

說有點擔憂難以駕馭這種需要充滿耐心和

技術的天然藝術材料。經過了三天兩夜的

花蓮旅程，我主要學到了幾件事。首先就

是對於香蕉絲這種奇妙的纖維有更多的認

識，自己也親自進入大自然找尋材料並經

過多樣且辛苦的處理，才知道它是多麼的

珍貴且得來不易。最重要的是它讓我對於

「編織」這件事情有更多的思考方向，這

讓我未來有更多對於「傳統和新潮」的想

法架構，對文化的演變也有更深的體悟。(美術系二年級/吳尚洋) 

最後一天，炎熱的中午耐心的聽著老師講

的課，學習了三種編織法，第一種是鎖鏈

式的編法，第二是鉤針的編織，第三種是

簡易編織板，是地織機的簡易版，也能編

織成一個面積的香蕉絲。在學前面兩種的

織法時，我都學得很困難，終於只學會了

第三種的編織法。這也讓我有成就感能繼續的編織香蕉絲，經過三天的編織

對香蕉絲的熱情也慢慢升溫，一開始我編織了香蕉絲，後來我發現我也被香

蕉絲編織了我的細心。(美術系一年級/范振霖) 

 

學習了一整個學期，包含校外參訪與校內實作課程，為了回饋與分享學生們

的作品給部落，我們回到新社，於新社村的活動中心舉辦一個「香蕉絲編織

部落分享會」，讓部落民眾看看我們的學習成果，期望經由這樣的分享，達

到藝術交流的目的，藉此活化這項傳統的編織工藝。在新社展出的當天，部

落首領、還有許多曾在我們田野課程中提供協助的部落大哥、媽媽們以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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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都來到現場，同時不僅僅是學生的作品，現場部落媽媽也和我們一同分

享她們的成品，不同於學生作品的創意取勝，部落媽媽的作品以紮實的手工

取勝，看著我們天馬行空的創意，媽媽們的臉上都露出驚喜和讚美的神情，

部落媽媽們的熱情，令人難忘。(附件一：101-2噶瑪蘭族香蕉絲藝術結案報

告) 

 

 

 

 

將不認識的或是認識的彼此攪在

一起，第一次參加傳藝學程，感

受深刻，藍染以維護自然及傳承

為核心，但在我看來，它也從"

人"出發，以人為本，或許才是藝

術的本質。 (傳音系三年級/鍾繼

儀) 

(由選修學生白文琴所設計的部落成果展 DM) 



8 

 

 

 

 

 

 

 

透過田野學習的「做中學」，親身感受田野環境

中事物，藉由田野客座講師的經驗分享，更加豐

富我的視野和生命經驗。(音樂學研究所三年級/

陳欣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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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染藝術課程課程中最大收穫是：「認識(藍染)之

後，想要仔細思考傳統工藝在現代的發展性，創造新

的價值。」(美術系三年級/黃竹憶) 

 

 

 

「老師常常鼓勵我們，告訴我們藍染的作品，並沒有

所謂的失敗。這也使我從中學習到，原來在創作中，

過程中才是最重要的。」(美術系二年級/孫士閔) 

 

 



10 

 

 

 

 

覺得本次課程最大的收穫是視野增加、激發創意、開拓心胸，體會臺灣的美

好。(動畫系二年級/呂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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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上山的時候正好遇到了聖誕節,我們就一起參加了部落為我們一起在

教堂舉辦的聖誕晚會，小小的教堂裡，擠滿了好多好多的人，青少年、主日

學和耆老們輪番上陣帶來表演，唱詩歌、帶動跳、舞蹈表演樣樣來，而我們

的傳音系學生也獻上二胡、長笛、中國笛、長笛的個人秀和口技表演的組曲，

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就在這樣一來一往的表演說笑之間，度過了一個美好

的聖誕節，在過程中我看到了部落裡那種強大的凝聚力，是在現代的社群中

很少見的，那麼真心用心的準備，不分男女老幼大家就像家人一樣，對於毫

不相干的我們，也是那麼地獻上熱情，讓我們一起沐浴在詩歌帶來的聖靈充

滿之中，真的很慶幸來到這裡，我也是第一次在外地產生依依不捨的情緒，

希望我們為他們畫的壁畫可以陪伴著孩子們長大，讓他們的童年也可以像壁

畫裡的世界那麼的五彩繽紛，也希望我們贈與部落的織錦畫可以擺在他們的

新教堂裡，讓他們在上教堂看到它時，能夠想起我們一起度過的時光，更希

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回到這裡，到那時希望我們可以給予他們比當初他們給予

我們的更多。(美術系二年級/林盈潔) 

 我們不是匆匆來到崁頂部落的過客，我們盡了自己的心力為崁頂部落裝飾美

化，留下了自己最美好的部分，這幅壁畫可以為我們留住回憶好幾年，真的

是個很有意義、很溫暖的作品。(動畫系二年級/呂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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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1-2 課程 

 1、傳統草編藝術 

 2、噶瑪蘭族香蕉絲藝術 

(二) 102-1 課程 

 1、自然染藝術 

 2、布農族樹皮布藝術 

 

 

(一)田野課程手冊(共 4 本) 

(二)101-2 期末成果展海報 / DM (電子檔) 

(三)課程宣傳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