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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來，遠離城市的喧囂，到各個部落

觀光已經成為國人假日旅遊的新選

擇。各部落也先後推出五花八門的部落觀光行

程，期待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觀光客

們帶著滿意的心情返家時總會有些不捨，除了

一張張照片外，將各部落的紀念品買回家也成

為回憶長年保鮮的妙法，也有許多人會選擇這

些特色產品作為送給親朋好友的伴手禮。從各

種日用品、音樂CD、部落佳餚到充滿濃厚原

住民風情的藝術擺飾，各族族人紛紛推出引以

為傲的文化商品，消費者也樂得從中挑選投其

所好的品項。另外，還有許多原住民業者選擇

和政府機關合作，一同推銷原鄉的土地魅力。

將大地穿戴上身

說到原住民，總會想起各式各樣美麗的

圖騰和繁複交織的美麗花紋。現在許多部落的

藝術工作者將傳統文化融合當代設計，不必打

扮得像個「獵人」，也能將原住民風情穿戴上

身。

在苗栗縣南庄東河社區與石門之間的石

壁部落，以發展文化產業及休閒觀光為目的，

建立了「石壁染織工藝園區」。泰雅族人一向

以擅長染織聞名，「在泰雅社會裡，女生如果

不會織布，不會有人去提親，身上穿著的衣服

織法愈精緻，愈受到大家尊重。」漢人出生的

林淑莉女士，一直對原住民文化充滿興趣，與

泰雅族丈夫結為連理後，便與丈夫一起在部落

生活。原本學習美術的她對學習部落傳統文化

有無比的熱情，在她的帶領之下，部落的媽媽

們一起成立了石壁染織工坊，在傳統與創新之

間取得平衡，讓泰雅族婦女的染織文化能以不

一樣的樣貌傳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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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部落的紀念品買回家，是回憶長年保鮮的妙法，旅客甚至可以親身參與

紀念品的製作。（圖片提供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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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的傳統織紋，多半以幾何型式表

現，但不同的織紋和技法各有不同的意義和用

途，如菱形是最常見的織紋，織者稱之為眼

睛，代表祖靈，祖靈庇佑著族人和大地，也護

佑著你和我。在石壁染織工坊的商品中也以代

表祖先眼睛的菱形桃花紋飾居多，小至髮夾、

大至背包、圍巾、背心、披肩等，都是部落的

婦女們一針一線，以現代技法融合傳統智慧與

文化所細心編織出來的藝術品。作品多取材於

泰雅族原有的代表性色彩與圖案，苧麻的原色

與黑、紅、藍、咖啡色，每一線都蘊含著族人

的故事，變幻出包羅萬象的成品。

角落裡的原住民風情

有時候一件擺飾品就能讓家中的氣氛為之

一變，許多原住民藝術工作者打造出獨特的日

部落觀光的禮物饋贈——伴手禮的精巧技藝與珍貴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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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人一向以擅長染織聞名，此為苧麻染色過後正在晾乾。（圖片提供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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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讓人能將部落風情安置在家中一角，增

添生活樂趣。屏東縣來義鄉排灣族部落集結數

個原住民工作坊，以傳承文化為核心概念，發

展出各種傳統工藝產業，包括排灣服飾、編

織、皮雕、木雕、石雕、飾品、琉璃珠、原味

食品等。

來義鄉原鄉部落素有「太陽的故鄉」這一

個美稱，但在2009莫拉克颱風的肆虐下損失慘

重，使族人們的經濟生活陷入困頓。為了重建

部落，在公部門的協助下族人們向傳統文化尋

根，以排灣文化、歷史、故事融合族人的創

意，漸漸發展出今天成果可觀的文創觀光產

業。小至鑰匙圈、杯墊、杯盤，大到各種木

雕、禮刀、甚至信箱和辦公桌椅，都是族人們

精心打造的。

此外，原裳工作坊創作的一系列月桃葉日

用品，在別處可是看不到的。傳統排灣族婦女

會將曬乾後的月桃莖皮作為編織素材，在她們

的巧手下一片片細長的月桃葉化為實用堅固的

生活器具，部落中家家戶戶都有月桃葉編成的

家用品，在各種祭儀上也少不了它，對排灣族

人來說是極重要的一種植物。

河蘭英女士以這種傳統技術為核心，和部

落的婦女們一起成立了原裳工作坊，標榜天

然、環保的材質以及純手工製作，並以低調的

花邊裝點月桃葉系列產品，造型樸素簡單，卻

又不失美觀。不管是月桃葉編織盤、杯墊、鉛

筆盒、手提袋、涼蓆、筆記本，乃至嬰兒吊

床，適當的排灣原素使這些文化商品不論是擺

在家中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都不顯突兀，還

帶有一番排灣風情。

野味帶著走

去部落裡玩了一趟，總會想和朋友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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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品小至髮夾、大至背包、圍巾、背心、披肩等，都是部落婦女細心編織

出來的藝術品。（圖片提供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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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經歷，到底甚麼東西最方便攜帶、又適

合分送給親朋好友呢？身在美食遍布的台灣，

一般人想到送禮，還是會先想到美食吧？原住

民族各有不同的特色美食，美味、健康又有特

色的原住民風味食物一定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

好禮。然而許多原住民部落位在山區，即便擁

有豐富的農產品資源，卻苦於交通不便，無法

將自家最天然的美食向外推銷。現在許多部落

開始以真空包裝的形式外銷部落美食，配合網

路將大地的精華送往台灣各地。

位在阿里山深處的小型鄒族部落—里佳，

這個坐落在深山中的寧靜小部落，因為其蔚藍

的天空而獲得藍色部落的美名。偏遠的地理環

境確保了里佳淳樸美麗的自然風景，卻也讓居

民面臨收入不穩的窘境，每逢大雨來襲更有可

能造成道路坍方，使農作物無法運出。百藝工

坊的「百藝」在鄒語是「阿媽」之意，源自於

四位阿媽對部落深切的愛，她們期待部落能在

百藝工坊經營的夢想中，看到希望，看見未

來。

百藝工坊堅持取之自然，產自部落，傳承

古法，就是為了讓大家能吃得

健康、安心。手作的脆筍和酸

筍是他們自傲的產品，部落的

筍農們總是在一大早便上山採

筍，這時廚房裡當然也不會閒

下來，得趕在筍農回來前將所

有的前置作業給準備好。新鮮

採摘的筍子在川燙前先浸泡在

流動的冷水中防止老化，同時

也去除了苦味和澀味，讓百藝

的脆筍吃起來更脆更美味，接

著又要再經過煮熟、泡水、抹鹽等繁複的流

程。剩下的筍尾也不浪費，切絲放入大鍋中煮

沸，以部落特調的香料做成酸筍。此外百藝工

坊還推出了咖啡、茶包、明日葉、愛玉子、苦

茶粉等袋裝產品，以及玻璃瓶裝的香椿醬、櫻

花果、陳年香梅、李子醬等加工農產品，以宅

配運送，讓顧客不用大老遠跑上山，也能品嘗

族人精心製成的山之菁華。

重新訴說部落文化的雙手

不論是苗栗縣石壁部落、來義鄉排灣部落

或阿里山里佳部落，各族的族人都在觀光產業

這塊領域上投注了許多心血。對許多部落來

說，從過去的農業生活轉型為觀光部落都是一

種挑戰，在推廣部落文化的同時，也面臨著流

失傳統的危機。因此，這些種類繁多的伴手禮

中，不論吃的、穿的或用的，族人們都試圖將

先祖的故事和一代代傳承下來的智慧融入其

中。不只為了提供族人工作機會，也是一種傳

承，透過觀光產業的推動，讓族人重拾古老的

文化技藝，透過網路和各種宣傳，也讓部落外

的觀光客，對台灣多元豐富的原住民族有更多

的認識。

部落觀光的禮物饋贈——伴手禮的精巧技藝與珍貴回憶

種類繁多的伴手禮中，族人們都試圖將先祖的故事和一代代傳承下來的智

慧融入其中。（圖片提供 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