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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1年起，林秀鳳（b.1954）
的竹編藝術多次於全國美展和各種編

織工藝競賽中獲獎，擁有豐富的國

際展覽經驗，曾於亞洲（中、日、

韓）、歐洲（法、西、德）、美洲

（美、加）發表作品、演示技法與專

題演講。她的編藝成就得到「第四屆

大墩工藝師」的肯定，並在今年成為

南投縣無形文化資產傳統工藝「竹編

工藝」保存者。

由於長年從事竹編教學技法的研

究，精通各種傳統編技，也運用其他

材質、技術與竹進行複合媒材創作，

包括竹子與漆、陶、織品等。作品用

途、尺度也相當寬廣，有器皿、提籃

類的實用竹編，強調造形、技法與色

彩的藝術竹編，以及運用於空間景觀

的裝置竹編。

竹編工藝家林秀鳳（圖／林秀鳳）

成就臺灣竹藝的推廣與薪傳
南投縣無形文化資產傳統工藝「竹編工藝」保存者林秀鳳

文／吳姿瑩 Wu Tzu-yin．圖／林秀鳳、吳姿瑩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and Passing Down Taiwan’s Bamboo Art - Lin Hsiu-feng, 
Preserver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Asset of Nantou County - “Bamboo Weaving 
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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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一事，執一生」，林秀鳳在

竹藝的世界裡耕耘49年，除了個人創
作因長時間累積而豐富、厚實，也因

為身處關鍵職位，能與臺灣及世界頂

尖的工藝大師共事、合作，參與臺灣竹

藝產業半世紀的變遷歷史，深入竹工

藝的各種面向，造就難以取代的經驗

和資歷。前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

心主任祕書，現任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副局長張仁吉曾形容林秀鳳是「竹藝

傳承的榫頭」，在竹藝的推廣上扮演

關鍵環節的角色。（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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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竹結緣 學藝啟蒙

1971年，因家中經濟因素，半工半讀的林
秀鳳，為找尋一份能有更多時間讀書的工作，

輾轉由同學沈美珠介紹，進入「南投縣工藝研

習所」（1959-1972，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
心前身，以下簡稱工藝研習所），跟著竹藝大

師黃塗山（b.1926，2008年國家工藝成就獎得
主）研習二年的竹工藝課程。工藝研習所從生

產合作社承接產品訂單，其加工方式涵蓋了細

竹枝組合的產品，例如相框、毛巾盤、折疊式

手提籃等；由竹旋切片膠合材料製作的室內信

箱等。剖竹技法由一節竹管開始練習，取材成

功的竹篾用來編成餐桌上使用的青蛙牙籤罐。

這些產品在製作上都有一定的產量，學員從做

中學，產品銷售後，也可賺取工資。

為因應外銷工藝市場擴張，必須在設計

與製作上有所改良，增加外銷競爭力，1973
年工藝研習所改制為「臺灣省手工業研究所」

（1973-1998，以下簡稱手工業研究所），協助
業者製造技術升階。1975年，林秀鳳成為手工
業研究所的職員，擔任黃塗山的助教，協助竹

藝教學。此時林秀鳳開始有了教學紀錄與製作

教材的想法，「做得好不好先不考慮，就像是

以講話的方式將之轉換成文字，把竹編過程記

錄下來，之後也沒有什麼障礙，就做出來了。

第一本技法書出版時，長官也很驚訝，可能是

我個性的因素，喜歡做經驗傳承的工作，如竹

編教學、技藝的保存維護等。」 

竹藝家編織的雙手 1976年黃塗山（左一）與林秀鳳（右一）在工坊中
（圖／林秀鳳）

1

2

 1  教材編撰的原稿，在排版軟體
和數位攝影尚未普及的年代，

編制教材須仰賴手工剪貼。

（圖／吳姿瑩）

 2  1979年出版《竹編概要》，
是林秀鳳編撰的第一本技法

書。（圖／林秀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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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工業研究所的栽培下，林

秀鳳多次赴日進修竹藝與竹材處理的

先進科技，不只精進編藝，也打下日

後承接各種任務的能力，包括調查研

究、產業發展與政策規劃執行。1991
年黃塗山退休，林秀鳳接掌「竹藝工

坊」至2018年退休。

與工藝歷史變遷疊合的竹藝生涯

1970年代林秀鳳來到手工業研究
所之際，正值臺灣以「以農業培養工

業，以工業發展臺灣」為建設策略的

年代，勞力密集輕工業例如手工藝竹

編、藺草等，是相當適合的發展項目
（註2）。1975至1991年間，林秀鳳每年
都投入相當多的時間於人才培訓和產

品開發等工作上。

1980年代臺灣工資高漲，傳統產
業向中國與東南亞外移，工藝產業迅

速沒落，手工業研究所轉型從文化層

次推動工藝產業的發展。1990年代地
方產業振興，細竹工藝也嘗試更多開

創實驗的探索，各種功能、尺度，包

括家具、裝置、空間景觀。社區總體

營造也正值風起雲湧之時，林秀鳳在

與竹相關的人、文、地、景、產之

調查研究和產業輔導等各種面向深

掘，並透過展覽將成果向臺灣與世

界交流、分享。

1999年手工業研究所更名「國
立臺灣工藝研究所」（1999-2009，
以下簡稱工藝研究所）隸屬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林秀鳳規劃「竹

管家具技藝培訓」、「竹材與複合

媒材產品設計開發」、「竹材工藝

景觀研習」、「創意加值竹藝產品

開發研究」、「竹編蒸籠製作暨產

品轉化開發」等研習營，並親自執

行，擔任部分課程的授課老師，推

動傳統工藝與當代生活結合的創新

創造。

921大地震南投縣受挫最重，林
秀鳳投入竹藝產業復甦再生，長達

兩年沒有休假卻不感倦怠。2000年
代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國家最受矚目

的文化政策之一，林秀鳳以公益財

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訪日學者

身分赴日進行「中日技術合作—基

於傳統技術之產品創新」、「文化

授課情景側拍，林秀鳳正對學員講話。（圖／林秀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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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秀鳳　三姊妹　竹、藤、樹漆　 
大17×30×29cm、中13×27×26cm、 
小9×25×24cm（圖／林秀鳳）

 2  林秀鳳　一簾幽夢　竹、陶、樹漆　
52×16×28cm（圖／林秀鳳）

 3  林秀鳳　結合　竹、陶　
9.5×11×27.5cm（圖／林秀鳳）

 4  林秀鳳　童山濯濯　竹、藤、樹漆　 
37 ×37×36cm（圖／林秀鳳）

創意產業園區及工藝村之管理」研修，回國

後提供地方政府工藝相關專業意見，並在長

官的支持下，籌辦工藝園區體驗教室的設置

與經營。

「以前暑期都有大專院校美工科系的

學生或學校的工藝老師到中心研習，通常第

一週安排基本編織、瞭解材料，之後讓學生

畫圖，畫圖後跟我們討論，我們協助解決困

難，把作品作出來。因為不是制式的教學方

式，即使學生的設計天馬行空，施作非常困

難，我們也會尊重學生的原始想法，盡量將

不可能化為可能，協助完成他們的設計，也

因有這樣開放的理念，更激發近年在國際設

計、技術跨界合作中，屢屢有新的作品產

出。」2008年工藝研究所推動工藝與設計
跨界合作，推出時尚工藝品牌「Yii」，幾
件竹製作品在國際上受到極大的注目，「外

國人所感動的是竹這種材料，在歐美比較沒

有。國際競賽裡，利用竹子創作，通常很容

易得獎，因為竹材有一個很吸引人的在地、

環保特質在裡面。」

1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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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傳無形文化資產

無論外在如何變遷，竹編技術

的主體性是永遠不變的核心。在師

徒制式微的今天，學生少了傳統師

徒間長期近身相處、反覆觀察的機

會，因此編寫教材，將工藝學習系

統化，在現代社會格外重要。「我

覺得老人家（工藝大師）就是要傳

習，孩子們（學生）就是要認真去

做研究或學習，整個（工藝）環境

循環才是正面的。」

技藝是依附在身體操作的內

隱知識，難以將其抽象性完整表

達，技法要如何說明清楚呢？林秀

鳳說：「人家說青瞑毋驚槍，一股

熱情就去做了。」她常在書裡親自

示範，撰文解說步驟要領，為沒有

名稱的動作與手勢命名，讓讀者在

閱讀時能立即明白、掌握重點。教

材呈現也與時俱進，除了文字、攝

影，還加入動畫、影像、聲音，傳

達正確的操作觀念，亦使遠距或自

學成為可能，保存傳統文化資產，

與更多人分享技術，進而催化工藝

的多元創新。

除了規劃、主持工藝中心的

竹藝工坊和工藝體驗教室，近半世

紀以來，林秀鳳受邀於民間組織、

協會、機關團體、社區大學等機構

傳授竹藝，造就許多優秀後進，

教材類的著作成果豐碩。（註3）不

只是竹材，林秀鳳研究過的材質尚

有黃藤、藺草、鹹草、月桃、芒

萁。2009年主編《藤繞的23種技
法》，由林秀鳳、張憲平教做，獲

得國家出版品佳作獎，而DVD版本
開創工藝師與動畫師合作的首例。

林秀鳳　翱翔　竹、樹漆　240×130×3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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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2年起擔任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竹編」技術士技能檢定規

範制定及學、術科命題委員，並擔

任文化部「臺灣竹職業發展基礎調

查」審查委員，讓竹藝的訓練加入

證照機制，落實對人才培育至產業

職涯的全面觀照。

2020年林秀鳳得到南投縣無形
文化資產傳統工藝「竹編工藝」保

存者的殊榮，退休後的林秀鳳更專

注在人才的育成、竹編工藝的保存

維護與個人創作上。

註釋

註1  〈竹藝傳承的榫頭–林秀鳳〉，《研習論
壇月刊》，南投市 ： 研習論壇月刊社，
第57期，2005。

註2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中心沿革
https://www.ntcri.gov.tw/content_228.
html

註3  包括《竹編概要》（中、英文版）、《竹
材工藝在插花容器上之應用研究報告》、

《竹的四大技術》、《被遺忘的傳統編織

工藝—芒萁》、《竹管家具製作要領圖

解》、《竹管家具技藝培訓班紀實》、

《南投的竹材工藝》、《國立臺灣工藝研

究所竹工坊歷屆人才培育發展歷程》、

《當竹編遇到複合材》、《藤繞的23
種技法》。與其他作者合著的著作亦有

《竹山工藝資源之調查與工藝振興對策之

研究》、《民族藝師—黃塗山竹藝生命

史》、《竹藝竹情在竹山—竹開發三百

年史》、《河底乾坤—台灣河川漁具專

輯》、《竹材工藝在空間景觀上之開發應

用》、《竹編巧藝教學錄影帶》、《竹管

家具製作技術教材紙本及DVD》、《網
路學院竹工藝數位學習教材》（取得國

家型科技計畫品質認證中心AA認證）、
《竹雕工藝製作技術影像及紙本教材》、

《工藝基因庫—竹工藝六單元》等。

1

2

 1  林秀鳳　眾　竹、藤、樹漆、麻、布、皮　
100×100×255cm（圖／林秀鳳）

 2  林秀鳳　流星　竹　290×210cm（圖／林秀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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