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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花在 2010年頂著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的油畫及壁畫博士光環

回國，旋即引起了廣大的注意，她不僅是第一位留日取得藝術博

士的原住民，也是國內少數至義大利參與古羅馬壁畫修復的藝術

家，善長透過油畫、岩彩、馬賽克鑲嵌表現原住民文化題材，作

品具有古典的風格與瑰麗的色彩，而經過日本、義大利的文化洗

禮與嚴格的學術訓練，使她成為國內少數可透過藝術史觀來關照

自身文化的藝術家。

輾轉多折的求學之路

周美花出生於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部落，家裡有七個兄弟姊妹，

她排行老么，與兄姊的年齡差距甚大，使得她與家人的「原住民

生活」帶有世代上的落差。「全家都有原住民名字，就我沒有，

我是一直到念完博士回來，才有了 Imi（伊米）這個原住民名字。」

父親在周美花未滿三歲時就過世了，從小家境清寒，家族成員的

學歷大多只有國小畢業，也因此對她寄予厚望，希望她能受良好

教育，至少念到高中畢業。然而，周美花雖然從小就浸淫在閱讀

的世界，但她的求學之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曾歷經棄讀轉學與錯

過大學聯考等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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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花在十一歲時（1990年）經歷了一場風災，歐菲莉颱風重創了

花東地區，土石流一路淹到家門口，使她目睹了鄰人的慘劇，在她心

裡留下深刻的災後陰影，因此國中畢業後，先到了高雄念藝校，隨後

放棄，又回到花蓮轉念護校三個月，就受不了對血與傷口的恐懼，即

返鄉就讀海星中學的美工科，也促使她踏上了藝術之路。

「我並不是從小就愛畫畫、沒事就塗鴉的那種小孩，一路上都是師長

們的鼓勵與指引。」周美花談到，影響她最大的一次，是老師發現她

畫水彩的方式，顏料用得特別厚，不像一般學生以渲染的方式繪圖，

因此鼓勵她學習油畫，展現她繪畫上的天賦。沒想到，就在大學聯考

前，她頸部生了腫瘤，雖然經手術摘除後健康無礙，但也使得她錯過

了「末代大學聯考」。

「由於二姐在日本的餐廳工作，財力上可以供我讀書，鼓勵我前往日

本繼續升學。」周美花表示，會去日本念書，主要來自二姐的建議，

其實家人一開始並不支持她要花那麼多錢到日本讀書，因為二姐寄回

家的錢亦是全家主要的經濟支柱，況且這些錢是二姐犧牲自己的求學

之路換來的，然而在二姐的堅持下，一定要讓周美花繼續向上深造，

留學增廣見聞，終於使周美花在 2000年時留學日本。

留日深造　探究文化精髓

周美花先去日本念了一年語言學校，再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但她的日

文當時還不是很好，所幸面試時高中時代美工科的作品獲得賞識，考

上了京都精華大學西畫系。由於生活開銷有二姐的支持，周美花在大

學時代不僅沒有任何打工，每年還都拿到了獎學金，全心投入藝術的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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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會聽、會說族語，但其實從小對於原住民的傳統文化、神話

並沒有那麼深的研究，因為那只是生活的一部份，我是一直到大四做

畢業專題時，才開始研究自己的文化，成為創作的方向。」在學習的

過程，周美花慢慢有了自覺，體認到「自己是來學人家的技術，不是

來模仿他們的文化」，因此她將原住民文化內容表現在畢業展的 150

號大圖上，也引起了系上老師的興趣。教授認為，她作品中的原住民

文化元素，更適合用古典的壁畫技法來表現，因此特別將她介紹給自

己在東京藝術大學的好友─馬賽克壁畫專家工藤晴也老師，希望她能

帶作品前往面試。

雖然周美花想繼續念研究所深造，卻沒想過會被教授推薦前往去報考

日本藝術的第一學府東京藝術大學研究所，因此她一開始感覺壓力龐

大。在創作上，是從油畫轉入壁畫這個專精且冷門的領域，獎學金仍

是申請到的，還要離開熟悉的京都，重新適應東京的生活，加上東京

藝術大學以教學嚴謹、畢業困難稱著，使她在應考過程中，不時萌生

放棄的念頭，就此打道回臺，所幸她憑著最後的堅持與工藤晴也的賞

識，2005年擠入了東京藝術大學研究所的窄門。

周美花坦誠，研究所面試時，工藤晴也對她考試作品的技法並不滿

意，因此頭一個學期就是幫她找了一個專屬的模特兒練素描，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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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了整個學期，這期間常常刁難她繪畫上的小毛病，加上工藤晴也總

是不茍言笑，因此在研究所的頭半年，放棄的念頭仍沒停過。

有天，周美花向助教訴苦；「不知要這樣畫多久？現在放棄有用嗎？

回去可以做什麼？」沒想到助教對她說：「老師對於你所懷的文化背

景寄予深厚的期待」她才瞭解到，原來工藤晴也在面試時，被她作品

中的原住民元素所感動，因此錄取了她，就是希望她在創作原住民題

材上有更進一步的發揮，在技巧上能更具「古典味」。由於對周美花

抱有很高的期望，所以平常是一班或好幾個研究生共用一個模特兒，

老師卻不惜成本，使她享有專屬模特兒的「禮遇」，就是要將她的畫

技提升到更高的水準，可說用心良苦。經過了半年多的磨練，周美花

逐步達成了工藤晴也的要求，才看到老師溫和的一面，也讓她體認到

藝術創作的訓練，唯有經過嚴謹的作法，在技術上不斷的要求，在創

作上才能產生微妙的變化。

周美花在 2010年拿到博士學位，本來畢業後要去日本新設的一間國

際交流藝術中心工作，但發現那是行政職，而自己想做的是藝術創

作，索性回臺，也趁此結婚生子，邁入人生下一階段，周美花笑說：

「由於懷孕的關係，所以回臺後創作的作品，尺幅都不大，形式也較

簡單。」

回首在日本十年的藝術學習路程，周美花曾跟隨老師到義大利參與古

羅馬壁畫的修復工作，感受到世界文化遺產偉大的藝術成就；她更佩

服的是，像壁畫這麼冷門的技術，在日本卻不因沒有市場就不存在，

反而將這門技術當作珍貴的文化資產，使它專業化，增加它的深度與

廣度，這樣的態度，也讓她學到更珍惜自身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與工藝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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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義指涉的構圖，古典瑰麗的風韻

研究所時期，周美花鑽研壁畫技法知識，研究題目是祖靈的神話，

風格表現上則是追尋古典的韻味。周美花在 2005年的作品〈紋

面〉，是她初次將原住民文化與馬賽克結合，鑲嵌的大理石色彩

素雅，形成樸拙的線條，仿似古羅馬時代留存下來的西洋壁畫，

然而在畫面上可看到紋面的原住民女子，身體以有機線條與背景

融合在一起，內容講的是原住民女性紋面之後，就生根在部落，

產生緊密的聯繫。

在 2009年畢業展的系列作品，可看到周美花進一步將岩彩運用

在油畫作品上，反射出礦物顏料的光澤，畫面更為精緻亮麗。周

美花睹物思鄉之作〈收獲祭〉，在畫面上可看到木瓜、蓮藕、小

米等各種蔬果作物，並隱約組合成台灣的形狀，金華色的穀粒從

籐編的籠裡滿溢而出，象徵今年的豐收。

周美花最具代表性的幾件大型畫作，常使用緊密交疊的物件，產

生複雜的構圖，背景上亦常以有機的線條或符號佈滿整個畫面，

藉此產生模稜兩可的圖案，形成一種觀賞上的趣味。如 2009年

的畢業作品〈動物的祭典〉，她將各種動物的眼睛與頭部輪廓疊

組起來，最上方為人眼，依序而下可發現禽鳥、豬、牛、猴等動

物，最下方紅色的部份則是飛鼠、羊等動物的屍體，象徵著動物

們最終的宿命，這些交疊的動物又彷似組成某種巨大的生物，照

看著觀者，人類雖然位居高位，卻又隱含著與動物形成共同的生

命體，擁有相同的命運，意寓著人類需反思關注自身與生態共存

亡的連結。

在〈生存〉（山豬）這件作品中，周美花改以簡化的線條描繪山

豬的形體，光暈代表山豬的眼睛，四周以繁複的紋飾代表自然叢

林。對原住民而言，山豬不僅是重要的食物來源，也是節慶、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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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要角，是文化傳承的重要元素，而周美花描繪的山豬以曖昧不明

的形體隱匿於山林之中，恰如現今原住民文化的生存處境，以有形無

體的方式存於當代社會。

讓原住民文化成為世界遺產！

周美花認為，藝術代表的是一個族群的涵養，絕不能故步自封，更重

要的是在知道世界有多廣之後，要確立自己的定位。她指出，傳統的

原住民文化中並沒有藝術的概念，有的是生活工藝、民俗工藝，這些

工藝品中所具有的視覺符號是為了辨識之用，而非為了產生心靈悸

動。周美花認為，藝術是產生心靈撞擊之事，因此在發展原住民藝術

上，是需要在生活上產生深切的認知，再經由技術將意念轉換為藝

術，在這轉化的過程中，所使用的媒介是重要的，原住民藝術的其中

一個要點，也就在於如何使用適當的媒材，呈現民族性的問題，周美

花也希望未來能夠透過田野調查，整合龐雜的原住民元素。

周美花目前的計畫，除了維持每年舉辦個展外，就是透過花蓮當地的

大理石、玫瑰石等石材，進行大型馬賽克壁畫的創作。她指出，原住

民過去的文化遺跡，留存下來的很少，而壁畫不僅可表現出年代感，

亦能將圖像留傳數百年以上，因此她希望可以將原住民的神話故事，

透過壁畫的方式保存下來，「我回臺灣的最大夢想，就是希望原住民

文化也能像古羅馬壁畫那樣，成為世界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