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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9年期間，因觀賞魏德聖導演所拍攝的賽德克�巴萊電影，對賽德克亞族以性命追尋靈魂的驕傲而感到震撼，加上筆者

對泰雅族的文面（petasan）藝術充滿喜愛與嚮往，即將此意念轉化為自我藝術作品的心象圖像，延伸為創作的動機。個人

藉由探討泰雅族的文面藝術，將族群文化的內涵做為本文文獻參考之依據，同時藉鑒為自身藝術創作之精神層面，以此結

合筆者心靈意象再轉化為創作理念，並繪製具有個人代表性的彩繪作品。換言之，本文關鍵研究與創作策略，是將「探討

泰雅族紋面藝術」與「李益槿藝術創作論述」連結一起，透過「轉化與應用」，嚐試將對文面藝術內涵的理解，經過筆者

思索與自身經驗的轉換衍伸出的心象作品。 在創作技法上擷取普普藝術及超現實主義的觀念與技法，轉介闡釋出筆者在圖

騰彩繪上的藝術意義。不斷透過文面藝術題材與現代藝術形式的應用比對，以分析、歸納、論述與詮釋等手法整理出創作

的表現形式；並藉由探討泰雅族文面藝術的圖騰象徵性，轉化成李益槿藝術創作的符碼。此符碼是應用李益槿的臉型為媒

介，創造出屬於個人風格並具代表性的彩繪文面作品。

關鍵詞 : 泰雅族、賽德克、文面藝術、圖騰彩繪、彩繪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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