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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佩玲 攝影／蔡佩玲展示教育組、左美雲  公共服務組

陳建年，他擁有的不只那嘹亮歌聲，還有那畫筆下所勾勒出的小小靈魂。從小生長的台東平原是一片面向海洋的

沃野，因此不論是在音樂或是繪畫作品裡，他總帶給人們同時有著浪花般自由與田野般清新的原住民氣息。

我的故鄉普悠瑪
陳建年的卑南神話插畫展

提起陳建年，大家都知道他是卑南族的金曲歌

王，在碧海藍天的蘭嶼當警察，他的音樂專輯「東

清村3號」正是他工作地點蘭嶼派出所的地址，他

愛大海，愛唱歌，個性自由卻靦腆，但很多人不知

道，這位金曲歌手，也很會畫畫。

國立台灣文學館自2011年6月14日起至8月14
日止，在館內的兒童文學書房展出「我的故鄉普悠

瑪‧陳建年的卑南神話插畫展」，現場展示十餘幅

陳建年的畫作，內容都是卑南文化的精彩呈現，

「我的故鄉普悠瑪」，普悠瑪就是南王部落的原住〈卑南族少年的成長教育〉。（圖╱陳建年）

〈卑南族男子成長軌跡〉（圖／陳建年）〈漂流〉。（圖╱陳建年）

開幕當天，親子齊觀賞。

「我的故鄉普悠瑪」插畫展主題書區，展示卑南族兒童及少年繪本。

插畫展特製明信片，深受參觀民眾歡迎。

民語，陳建年此次展出的插畫，以畫筆表現出他對

故鄉的情感，與他清朗的音樂不同，但一樣讓人感

受到他卑南血液的澎湃。不喜約束，嚮往自由，陳

建年十足的「大自然」，出生於山海之間的台東都

蘭，性格清楚，自成一格，有山的樸實，有大海的

熱情，堅持誠實做自己；他是警察，是人夫，是人

父，還是一名有著源源不絕靈感的創作人，徜徉於

蘭嶼執行工務，也作曲、寫歌、畫畫，還有成名後

懷著半羞澀半不願的心情，被迫到台北宣傳自己的

音樂作品。

「我真正想追求的，是一種平凡中的不平

凡」。陳建年的才華光芒擋不住，但為人卻低調異

常，對外在加諸於他的讚美、歌頌，他不知如何是

好，只想躲起來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像是此次在台

文館展出的卑南插畫展，從頭到尾他沒有出現過，

只想以畫作與讀者交流，現場小聲地播放著陳建年

的歌曲，輕緩流洩的樂音，代替他本人以另種形式

「低調」現身。

畫展展出陳建年的卑南族文化系列插畫，作品

中看見他以細膩簡單的線條，黑與白的色彩雕琢，

樸實講述著一則又一則的卑南歷史神話，從傳說中

卑南族祖先在滔天巨浪的海上漂流開始，茫茫大海

上對未來的恐懼，發現蘭嶼的驚喜、定居於新島嶼

後終於安身立命，種植小米作為主食，敬天畏地的

族人發展出一系列的傳統祭典，除草祭、海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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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建年

陳建年（Purdur）。卑南族。

畫家、林宜妙 《山海文化》總編輯陳建年談創作

身為卑南族人，陳建年對原住民的關懷以及對家鄉的情感，都在吉他與畫筆下流露，海洋、土地與

部落族人都是陳建年音樂與繪畫作品中的重要主題。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們得以間接訪問到了陳建年

本人，與我們分享他對創作的一些想法。

    除了廣為外界熟知的音樂天分之外，是從何時開始對畫畫產生興趣，曾經刻意學習嗎？

1982  組民歌四弦合唱團﹙陳建年、哥哥陳紹秦、學長陳利人、同學陳志明﹚。

1984  參加高雄新人獎創作歌謠比賽，與其他參賽者灌錄合輯。

1999 「原音社」推出首張創作專輯。

1999  以《海洋》專輯加入唱片市場，並獲得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年度十大專輯。

2000  獲得第11屆金曲獎最佳男演唱人以及最佳作曲人獎。

2000 《勇士和稻穗》演唱會﹙陳建年、巴奈、AM家族樂團共同演出﹚。

2000 《海有多深》電影原聲帶。

2001 《尋找3000個愛心》演唱會。

2001  策劃舉辦《南島音樂嘉年華》演唱會。

2002  推出《大地》專輯。

2006  推出首張演奏專輯《東清村3號》。

2007  入圍第18屆金曲獎「演奏類最佳專輯獎」、獲得「演奏類最佳專輯製作人獎」。

2009  獲得第20屆金曲獎「最佳專輯製作人獎」。

2010  首度於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舉辦畫展，展出畫作總數五十餘幅。

從高中讀書期間開始，對創作音樂開始有了興趣，不曾受過專業訓練或拜師學習，一直到現在服

務於公務機關，斷斷續續累積了一些創作。繪畫與音樂一直都就只是興趣，創作靈感來自於生活

中信手拈來的趣味題材，從中也可看到對部落生活的詼諧觀察。

    在音樂、釣魚、雕刻、繪畫各種才藝中，最喜歡哪一種型式的創作？繪畫所佔的比重如何？

創作是隨興、自由自在，從沒刻意想過喜歡的創作形式，就只是隨興自然快樂玩耍而已。

   對原住民文化懷抱什麼理想嗎？是否希望藉著音樂與繪畫讓社會更關注原住民，更了解原住民文  

化？

我的偶像是外公陸森寶。外公默默為原住民卑南族人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音樂，並以音樂記錄

族人歷史；他不曾出過唱片收取過創作音樂的費用，但就是樂於默默地創作並分享。他音樂創

作的靈感有許多來自於族人與部落，並結合傳統古調與當時的流行音樂，自然就會受到族人的喜

愛及傳唱。拋開創作音樂能否為個人帶來利益，單純以關懷族群的心情創作音樂，自然又貼近人

心，且更能創造心靈的律動及延續音樂的生命，也讓社會更關注了解卑南、南王部落及原住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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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祈雨、慶豐收等等活動的描繪，每幅畫作中都

呈現出深厚文化深度與創作美感，其傳神的表現手

法，簡單的線條，勾勒出生動的人物神情與部落面

貌，真實將卑南族文化歷史、傳統習俗呈現於畫作中。

有家長帶著小朋友前來參觀，媽媽牽著孩子的

小手，指著掛在牆上的陳建年畫作，說明卑南族的

小朋友在成長過程中要通過種種考驗，要打獵、要

生火，還要自力蓋屋，才算真正成人，聽得小朋友

一楞一楞，甚至羨慕起原住民小朋友的生活「好好

玩哦」。

陳建年愛畫畫，就像他喜愛唱歌、熱衷音樂創

作一樣的動人。從小生長的台東平原是一片面向海

洋的沃野，因此不論是在音樂或是繪畫作品裡，他

總帶給人們同時有著浪花般自由與田野般清新的原

住民氣息。曾夢想成為一位走遍世界各地的藝術工

作者，但在現實生活的道路上，陳建年卻選擇了與

藝術完全不相干的工作──警察。一首悠閒愜意的

〈海洋〉，讓他在第11屆金曲獎上大放異彩，也同

時將原住民的音樂推上了流行樂壇的巔峰；然而，

這位靦腆羞澀的卑南警察，卻始終認為自己的音樂

只是隨興的哼唱與分享，得不得獎其實並不重要。

同樣的，拿著畫筆隨手繪製他對週遭部落生活的觀

察，也只是工作閒暇的抒發與消遣。

畫展以圖像再製的方式，輔以色彩鮮豔的裝

置，將展示畫作的高度拉低，以小朋友的角度呈

現，搭配上陳建年的音樂作品播放及卑南族相關兒

童及少年繪本、小說，讓整個展示更加活潑有趣及

生動。

陳建年畫展一隅，展出畫作由左而右依序為〈小米的口傳歷史故事〉、〈婦女除草團〉、〈鋤草完

工祭〉。細膩的筆觸生動刻畫出卑南族的傳統文化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