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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thnographic study described and interprete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African-art market in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e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Based on the field data, the 
Taiwanese African-art market was found to contain three sectors: the sales sector, 
the collection sector and the promotion sector.  Current knowledge about 
African-art had its root in the sales sector, than move on to the collection sector 
and the promotion sector.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these three sectors clearly 
enriched local knowledge about African art.  The process also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various parties to involv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and 
public meaning of African art and art in general.  The study revealed a pattern in 
which Taiwanese native culture encountered and interpreted foreign cultures.  In 
regard to art education, the present study confirmed the value of incorporating 
cultural discourse to increase cultural awarenes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Keywords: African art, primitive art, material culture, art collection, tourist arts, 
art educatio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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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翟振孝關於非洲文物的導覽與展覽發表過兩篇文章。另如許功明、胡家瑜與趙綺芳在大學部或研究所開

設「原始藝術」、「族群藝術」、「藝術人類學」等方面課程，也涉及非洲器物。 
2  近六十年來，這類重要的大型展覽，共有四次包括 1990 年美國 Iowa 大學美術館策劃，展出 137 件的「非

洲藝術展」；2003 年由 Hèléne Joubert 策展，205 件展品來自法國、比利時、奧地利等國博物館及國外 30
餘位收藏家的「前進非洲─原始藝術展」；2004 年由 Felix, M. L.策展，304 件展品來自於 Ethnic Art and Culture 
Ltd.等 50 個收藏單位與私人提供的「古剛果文物展」；2008 年由 Jan Elsen 策展，500 件借自歐洲博物館與

私人收藏的「中非傳統兵器文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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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早期非洲器物的收藏、展示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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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quet 1986 Clifford 1988 2004  

Rock Art Nok

Ife Benin

O'Riley 2001 Willett 2002 2004

3 Maquet 1986 Willett

2002

2004  

Frank Willett4 2002

African Art

（the ethnological one）和 the aesthetic one

                                                      
3  一般對該語詞的解釋認為除了史前人類所製作的藝術外，也用來指那些未受西方文明影響，包括歐西和東

方文明圈外的「非洲黑人、大洲洲土著、美洲印地安人和亞洲若干族群」諸多傳統藝術，其中尤以非洲藝

術為大宗（陳奇祿，1975；O'Riley，2001）。然而學界對於「原始藝術」一辭，普遍存在三種不同觀點：

一者認為由於 Franz Boas 在《原始藝術》和 Robert Goldwater 在《現代藝術中的原始主義》等書中的使用

（O'Riley，2001），以及 Jacques Maquet 的評論，而得到全面的認可。另者認為這是過去「演化論」流行

下的產物，相對於「文明的」用語，帶有歧視與誤解的色彩（許功明，2004）。也有的為了避免這種爭議，

出現許多各自表述的名稱，莫衷一是，這些名稱包括：「部落藝術」、「土著藝術」、「族群藝術」、「民

族學藝術」、「人類學藝術」、「非西方藝術」、「第四世界藝術」等（許功明，2004：4-5）。李莎莉（2004：

26）曾經撰文比較它們在不同藝術場域用法的區別，意見持平、中肯，其中她指出：「原始藝術多半被規

範為在與殖民力量接觸前，各無文字部落社群生活中的美感創作。」 
4  Willett 畢業於牛津大學，曾多次帶隊到“Old Oyo and Ife”進行考古挖掘，擔任過 Ife 博物館、Hunterian 博

物館和 Glasgow 大學美術館館長。也是 Northwestern、Evanston 和 Illinois 等大學非洲藝術與考古學教授。

以上介紹見於 African Art 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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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器物與藝術─文化系統變遷  

2004 Thomas J. Schlereth 1985

1970

1970

 

Richard L. Anderson

Nelson H. H. Graburn 1976 Anderson 1989
6

1994

 

James Clifford 1988

1

                                                      
5  從 Willett（2002）所舉例說明的研究案中，我進一步分析發現，這些學者的研究案例似乎可以歸類成宗教

觀念的研究、藝術感動的研究、社會文化脈絡的研究、博物館收藏的研究和田野調查等五種研究方向；以

及包括有限區域的詳細研究、基於田野調查的基礎，結合文獻的批評和博物館的收藏研究、強調藝術的社

會功能、結合人類學與美學兩種學科的研究、探討藝術和其他社會現象之間的相關性等五種研究類型。 
6  在分類架構上，Anderson 將藝術形式的目標分為第四世界和第四世界以外，源由包括傳統的第四世界社會、

本土與外來傳統的綜合及第四世界以外；胡家瑜則修訂為文化特色與觀眾對象，前者分為古代過去傳下的、

合成創新的、採借強勢文化的，後者為自己社會成員及外人、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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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藝術─文化系統：一個鑑定真偽的機制 

資料來源：Clifford（1988：224） 

 

Clifford

1990

1994

Barker7 2000 2004 1998 Clifford

 

                                                      
7  依據該書中的作者簡介提到，Chris Barker 為澳洲 Wollongong 大學傳播與文化研究副教授，其他著作有《全

球電視、電視、全球化》與《文化認同》及《文化研究與論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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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Dean MacCanne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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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 Cohe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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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物館異文化知識生產  

2004 2005 15

2005

→ →

→ → → 10

                                                      
8  提出這種見解的學者和說法分別如下：Graburn（1989）列舉時間的流程中，神聖與世俗及旅遊與工作的對

立關係，認為觀光是一種神聖的旅程，類似離開世俗環境，進入神聖狀態再回到世俗狀態的通過儀式。

Dennison Nash（1989）強調只有在工業或現代社會，旅遊才能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都會地區挾帶經濟資

源與政治力量，對旅遊區形成強制性力量，以滿足旅遊動機，因而具有帝國主義的特點，所以觀光活動的

本質，實際上就是一種帝國主義形式的旅遊。 
9  MacCannel（1999）認為現代人在工業社會中感到自己對於生活的世界疏離異化，因而透過觀光到異地尋

求真實性；觀光區為了滿足遊客需求，因而多少將舞臺化了的（展示的）後臺呈現在遊客眼前，前臺、後

臺的真實性成了爭議課題。這項理論雖然備受批評，但追求真實性，仍然是「多數觀光客到一特定族群社

區或異文化地區的最大目的」（謝世忠，1994：10）。 
10  依研究者協助國美館編寫「古剛果文物展」青少年導賞手冊的經驗，從多位接觸過的導覽志工與館校合作

教學的教師口中得知，該展覽專輯和導賞手冊，提供他們許多幫助。這點也可以支持此種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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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內視覺藝術教育發展的新興趨勢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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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店家名稱 華閣 前大非洲 後大非洲 Zulu 小非洲 小巴廊 

店主 
教育背景 

化工科系 經貿科系 理工科系 美術設計 理工科系 藝術科系 

店主 
特殊經歷 

中、非間貿

易商、接觸

臺灣山地與

中國文物 

南非農畜產

品進口 
房地產投資

買賣、擅長

攝影 

美國留學、

前大非洲店

中工作 

觀光藝品販

售 
義 大 利 留

學、家中開

設藝術裝潢

公司、藝術

創作 

進口路線與 
商品來源 

中非、西非

蒐購 
南非藝品店

選購、委託

非洲原住民

販售者採集

委託非洲原

住民販售者

採集 

美國藝品店

選購 
向前大非洲

訂購、南非

藝品店選購 

向前大非洲

選購、義大

利 友 人 選

購、西非古

董商訂購 

經營方式 開店販賣、

展場銷售 
開店販賣、

展場銷售 
開店販賣 開店販賣 開店販賣 開店販賣、

網路販售 

商品定位 民俗藝品 貿易商品 投資商品 部落藝術 觀光藝品 部落藝術 

商品解說 話題聯結 說明背景、

解說標籤 
說明背景、

解說文件 
說明背景 說明背景 看圖說故事

、網頁介紹

營運狀況 半營運中 結束營運 暫時歇業 營運中 營運中 營運中 

註：本表依據田野資料整理而成，其中大非洲因經營權易主，有前後之分，但店址、進口路線未改，

經營與解說變化不大，資料雖分列，仍視為同一家。 
 

11 A B

C L

                                                      
11  有關客戶分布的概況，係歸納自 M 公司客戶基本資料彙整表，該表詳見原碩士論文附錄 2（吳世偉，2010）。

該表中各筆資料，為抄錄自店家所提供客戶名片簿資料，逐一訪談店主以作增補與說明，再佐以其他田野

記錄，據以列表整理所得。由於 M 公司營運歷史較長、規模較大，這份內容雖然不能代表全部之人口，卻

也足以窺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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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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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傾向的收藏─以 A 先生為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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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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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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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2

A200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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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2  謝世忠（1987）研究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發現普遍存在著強烈的「認同污名感」，這些確實的或虛構

的或想像出來的負面特質和污名，讓原住民產生嚴重的自卑感，進而試圖掩飾自己身份背景或拋棄原有的

族群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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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二）藝術傾向的收藏─B 先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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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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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lu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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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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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090415

B

Jean Baudrillard 1968/1997

sublime

B

 

（三）L 先生和其他收藏者 

L

                                                      
13  B 先生這兩個說詞中，前者所指像是拼貼、現成物運用等手法，套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假借這些圖騰穿

越時空，…然後把這一些像馬賽克一樣的，把異類文化並置跟拼貼。」後者他解釋說：「馴化不是給它馴

服，算說一種文化來到臺灣，要怎樣變做我們的語彙，不是硬梆梆用他們」（訪 B200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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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新臺灣新聞週刊》文章報導，L 先生收藏臺灣山地文物，當時和順益貿易公司董事長林清富齊名。

林先生後來籌備基金，於 1994 年成立「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館內典藏品，大都來自他的捐贈。L 先

生則由於興趣轉移，逐漸放棄臺灣山地文物收藏。 
15  這批展品曾經於 1991 年初，先在花蓮縣立文化中心，以「非洲藝術」名義展出。七月起，巡迴全省，包括

臺灣省立博物館、各縣市立文化中心等十二個縣市展覽，並出版專輯《非洲藝術》。 
16  賣家 K 先生本身為知名油畫家，擁有法國某大學現代藝術史博士學位；展覽專輯序文中的郭氏、呂氏也是

博士，分別為文建會主委和博物館館長；書中另一文字作者──陳奇祿博士，更是人類學界研究臺灣原住

民藝術文化的學者（陳錦芳等，1991）。這四位博士再加上劉其偉與施先生兩位美術系教授的撰文和介紹，

可以說幾近於共同為這批藝品文物的品質推薦或背書。 
17  同樣採取展售策略，但是 K 女士作法和 D 先生完全不同。她的展售經費來源，是跟政府拿經費補助、向企

業界募款贊助；她在博物館和文化中心辦展覽，既有教育推廣作用，同時樹立商品（展品）的良好形象；

她只做一次整理，再把整批資料巡迴全省展覽，成本大量降低，廣告效果卻大增；其次是出版展覽專輯，

產生前面談到的博士和專家效應；最後是整批販賣，沒有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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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廣圈  

A

DM

 
18

T Z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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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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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T Y X

                                                      
18  各館名稱，文中以 T 館、U 館、W 館、X 館、Y 館、Z 館等代稱。 
19  其中Ｗ博物館十餘件藏品購自華閣；X 館在 1999 年和 2003 年展出的非洲面具，展品來自大非洲和華閣，

並在展覽結束後購藏約 250 餘件展品。Y 館展品來源主要為 Z 館，部分來自非洲聯合駐華辦事處與某畫廊

等三處的借展品。U 館藏品來源為華閣及 K 先生夫婦，已見於前文。Z 館雖是國內唯一以非洲文物做為典

藏陳列的博物館，但雕像與面具所展比例不到十分之一。 
20  該展覽以「人的生老病死等四個生命歷程」為架構，分成「人體的誕生」、「老化的人體」、「病中的人

體」與「死後的人體」四個展區，在「生」與「病」的主題中，展出七件非洲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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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呈現的樣貌  

A

 

E 105

F

J C

A

W

X Q 123  

二、知識敘述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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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ett

 



臺灣非洲藝品／文物的在地處境與知識建構 

藝術教育研究 135 

A

A

A

 

三、知識的來源  

A 31

300

The Tribal Arts of African Primi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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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構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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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構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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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構的模式與方法  

Chi Wara
21 A J

 

七、知識的內涵  

 

八、知識量與內容分布  

                                                      
21  詳見原碩士論文（2010）第五章及附錄四 Chi Wara 面具知識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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