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前言

台灣地處亞熱帶，雨量豐沛，在尚未大

量移民開墾的時代，誠不愧為美麗之島。居

民亦取材生活周遭的木、竹、籐、黏土、纖

維植物等天然的材料製作生活的器物，代代

相傳的傳統技藝得以保存，也因各地生活的

習慣及技藝的創新而發展出不同的地方特

色，雖然此特色在資訊不發達而且在當時學

術、知識匱乏的時代並不能彰顯。台灣在

1960年代逐漸進入工業生產而以外貿出口為

導向的經濟發展時代，傳統工藝產業在經濟

起飛的初期階段更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但其主流的產業型態卻是以接受外國的委託

代工為主，以外國貿易商的設計圖或樣品為

依據，生產製造外銷，因此其產品呈現的是

外國的生活文化風格，是外國的文化商品。

僅有比例極低的民俗性較高的少數傳統工藝

產業如大溪的神桌家具、鹿港的神像雕刻、

宗教家具及民俗工藝等仍繼續存在，但卻也

因為它的傳統性與保守性使它在後工業化的

今日，面臨了難以繼續發展的困境。全國各

地的生活文化在歐、美、日等強勢文化的影

響下，生活工藝品的地方文化特色逐漸模

糊，各地的觀光紀念品不僅千篇一律，甚至

出現異國風情的產品。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台灣已逐漸步入

民主社會，文化思維的束縛已逐漸解除，

「台灣要往何處去？要建設一個怎樣的台

灣？」、「素有美麗島的台灣如今面貌為何？

將來要如何立足於全球化的地球村？」，它不

僅是產業經濟的問題，更是文化發展的問題

世紀末的921集集大地震造成中部地區

居民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更是對中部地區

產業發展的一大打擊，尤其伴隨著台灣整體

經濟發展的頓挫、失業率的攀升、加入WTO對

農村的威脅、到災區觀光的卻步，種種的危

機與挑戰橫阻著重建區的居民。

工藝研究所自設立以來，除積極輔導業

者提昇技術水準與生產行銷外，對傳統工藝

的地方產業、對社會文化發展所扮演的角色

更有深刻的體認，因此也極力倡導發展地方

特色工藝產業。無情的天災激起人們重新深

刻思考未來的契機，建立地方特色已在台灣

社會激起迴響，工藝產業的文化產業特質普

遍的為重建區居民所接受，二千萬元的重建

特別預算提供本所同仁深入重建區推動實現

理想、一顯身手的機會，開始了重新塑造地

方容顏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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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重建區推動工藝產業的願景與理

念

921大地震中雖然本所地處斷層帶而受

重創，好在人員無恙，在喘息初定，臨時工

坊完成，機具設備安頓完畢，即刻本於職責

所在投入重建區推動工藝產業振興的工作，

即使是本所陳列館亦在重建區觀光業發展的

考慮下，雖然餘震不斷，仍在翌年六月舉辦

大型活動重新開幕，2000年12月的地方文化

產業特色展是在震倒房舍的基地上舉辦，經

費則是向文建會中部辦公室提案來的。

(一)願景：本所自民國八十年起與日本千葉

大學宮崎清教授研究室合作，一起在台

灣推動地方產業振興、地域活性化及後

來的社區總體營造與文化產業的理念，

全所同仁均具清晰的理念與一致的願

景，即是藉工藝產業的發展，形塑地方

的文化容顏，也唯有地方人在地方

「人、文、地、產、景」等各項文化資

源的深耕與創新發揚，才能促進地方的

振興，進而及於全國的文化與產業振

興。

(二)理念：本所同仁在多年的共識與相互之

激盪學習的氣氛下，在策略理念亦已形

成一致的共識：

1.傳統工藝的傳承發展需與社區總體營造的

精神結合：台灣的傳統工藝由於生活形態

的急劇改變，國內外產業經濟環境的擠

壓，其生存空間日漸狹小，在生產者日趨

老化、凋零，而消費的生活者有更多的選

擇下，傳統工藝的創新能力顯然不足。傳

統工藝產業應該回復到其發展的初期階段

重新再出發，即必須與地方社區的傳統生

活文化、歷史脈絡相結合，建立起生命共

同體的意識，傳統工藝與地方振興相輔相

成，才有再發展的機會。

2.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的傳承發展：台灣的經

濟發展潮流在經歷了委託代工，快速累積

財富的高峰後，必須在過往的順境迷思中

覺醒，今後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地方自身的

技術能力與文化背景的創意設計上，因此

本所在人才培育的課程及平日的輔導溝通

上均強調在地居民能力的培養，並尊重其

自主性。

3.少量多樣，從在地行銷出發是建立特色的

途徑：傳統工藝產業因其文化背景與生產

特性，應該摒棄大量生產，行銷全國或全

世界的慣性迷思，應該以創新開發、建立

風格特色與品質形象，從地方社區人的認

同，逐步建立口碑，形成風氣，配合觀光

業的發展，才能建立文化產品的附加價

值，立於不敗之地。

4.地方文化與天然資源的活用：它本來就是

傳統工藝形成的重要元素，因此不論是中

寮的植物染、石頭雕刻、集集的影雕、上

安的梅枝工藝或大雁澀水的陶藝，均本著

此項理念。

5.人類的造物天性與天賦的發揮：原始的人

類因為生存的需要而製造器物，後工業化

社會的人類則因為心靈的滿足而學習工

藝，滿足造物的成就感。透過工藝接觸學

習的普及化在常態分佈的人群社會中，必

然可讓更多具有天賦的人才發揮其創意，

加速社會的進步發展。

6.對農村轉型與觀光發展扮演重要角色：由

於工藝具有文化性、審美性、大眾生活性

及創新性的特質，它的發展將改變農村落

後、老化的印象，產生源源不絕的生命

力，從內心、從外表，在既深又廣的層面

去改變農村的面貌，而它也將是觀光發展

的「光」源之所在。

7



三、從人才培訓開始的重建區工藝產業

發展

本所從事地方產業振興工作多年，對台灣工

藝產業發展的脈絡，具有清晰的體認。大地

震後，重建區普遍存在著心靈的不安與失業

的困頓，居民急需找尋未來的希望與寄託。

它給予本所同仁到地方上推動形成地方產業

夢想的試練之機會，到目前為止，在社會各

界、上級長官、地方居民、各種媒體朋友的

鼓勵支持下，尚能維持前進的動力，以下介

紹主要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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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物染在中寮：

本所染織科在十多年前先後網羅了兩位赴日留學回國的同仁，她們在日本體會了植物染發

展趨勢，在本所從事植物染的研究與推廣活動，同時亦結合了幾位素有研究的同好，惟對植物

染認識喜愛的仍屬少數。當受創嚴重的中寮鄉在思考未來的時候，全鄉沒有一家工廠，沒有傳

統工藝產業的歷史，純粹是農業的山村，發展植物染布成為最佳的選擇，即使在缺乏經費的支

援下，結合中華民國社區資源交流中心及地方的力量，招募了十位在地的家庭婦女，在帆布棚

下靠著瓦斯爐及幾個鍋子，在2000年5月開始了第一期的人才培訓基礎班，在她們姑且一試，

對植物染布完全陌生的猶豫中，憑著她們吃苦耐勞的毅力，樸實敦厚的互助精神，為台灣社區

工藝的發展寫下新的歷史記錄：其一是她們為台灣社區工藝產業再出發的先鋒，其二是她們為

中寮鄉形塑特色、地方發展奠下了一塊基石。她們的努力受到各級長官的肯定，而各種媒體的

報導鼓勵，已使中寮植物染布這項老祖宗的智慧傳遍台灣，形成了鮮明的印象。這群可敬可愛

的媽媽們相對於從前沒沒無名、委身於家庭中養兒育女，協助從事農事，如今她們走到社會的

舞臺、走上講台、走到人群前面，充滿自信的介紹她們努力與學習、創意的結晶，她們的社會

角色面貌將會日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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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溪石雕刻在中寮：

由於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近年來在南投縣境內已普遍受到重視，其中尋找地方的資源、發

展地方特色成為各地方的願望，當植物染培訓班開始後，中寮地方的人隨即提出另一項要求，

因為他們家鄉的溪流盛產「鐵丸、化石、石心、黃臘、龜甲」等五種銘石，早已成為雅石收藏

的對象，但他們卻缺乏加工的知識與技術，因而也提案要求本所去開班培訓人才。本所在實地

瞭解及與居民溝通後，居於農村轉型，培養農民第二專長及地方文化產業，帶動觀光產業發展

的需要，集合了13位地方人士，利用舊有的廢棄工廠，開始另一項嘗試，而居民們也不負眾

望，如今每人皆能創作出令人愛不釋手的作品，在市場上受到相當的歡迎，他們也組成了「中

寮雅石文化協會」，繼續發展中寮雅石文化特色。

中寮的植物染人才培

訓在2001年9月進階班結

訓後，在互相激盪鼓勵下

組成「中寮植物染巧手工

作坊」，正式宣告投入產

業，持續奮鬥的決心。當

然，萬事起頭難，工藝產

業的創業更難，而此種集

合眾人意願的事業尤其

難，將來地方社區的認同

與地方政府的協助將是很

重要的因素。



10

（三）集集石材影雕工藝村：

影雕工藝是本所多年來研究發展出的精密加工技術，它綜合電腦影像處理、感光成像、水

轉印、石材加工、噴砂、彩繪貼金等技藝，將照片、圖案、文字等影像鏤刻在石材或各種材料

上，可以製作出具有浮雕效果的精緻作品，適用於少量多樣的創作品和限量訂製品。

本所素來與集集地方人士有所來往，亦點狀在集集小鎮嘗試推廣，但到底人少，成不了氣

候，地震後結合了永昌國小、集集文化協會、集集鎮公所等單位的共識與資源，於八十九年8

月開辦「集集石材影雕工藝技術人才培訓班」，以集集附近溪流的小石頭為材料，應用新穎精

緻的感光影雕技術，把集集小鎮的自然文化影像鏤刻於石頭上，開發製作出一系列的文玩、印

章、擺飾、拓印石板等具有集集地方特色的觀光紀念品。

經過兩階段三班次的人才培訓後，這些人基於對工藝及鄉土的熱愛，組織了「有限責任南

投縣集集石材手工藝生產合作社」，共同出租了一塊地，搭建出他們夢想實現的「集集影雕工

藝村」，營建出他們生產製作、創意實現的基地，同時也是外地人到集集體驗學習、採購紀念

品留下記憶的園地，他們的勇氣值得喝采，他們的愛鄉情壞讓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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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里上安村的梅枝工藝：

上安村位於水里鄉的新中橫公路兩旁，區內以茶、

梅、葡萄為主要農產品，而「天山梅」為最具代表性的產

業，每年定期舉辦賞梅等產業文化活動吸引遊客，經多年

努力，逐漸以「梅的社區」打出知名度。為求梅樹生長茁

壯及增加梅子產量，每年需定期砍除老枝幹及清除多餘枝

條，此等梅枝幹殘材除了作為燃料之外，就是棄置於梅樹

下任其腐朽，如何將此殘材加以充分利用，成為社區共同

思考的課題。當社區居民將此殘材工藝利用的可行性向本

所諮詢時，本所的肯定答覆與鼓勵給了他們很大的信心，

也促成了梅枝工藝種子人才培訓的開班，參加的人包括了

中年農民及國小的學生，他們的作品包括生活化的題材如

豬狗，環境中獲得的題材如吊橋、農舍等，各個生動活

潑，創意極佳。

本所於89年11月開辦了人才培訓班，12月即參加本所

舉辦的地方文化特色產業展，由於作品展出深獲觀眾好

評，經由報紙媒體多次報導及電視採訪，已成為代表上安

社區的特色工藝，並於展後陸續接獲梅枝鉛筆訂購及邀請

示範展出，梅枝工藝已在梅文化產業發展中發揮了相輔相

成的效果，梅枝工藝的學習豐富了梅產業文化的內涵，同

時啟發了文化創意的生命力。



（五）魚池大雁村澀水陶：

魚池地區有豐富的粘土，在南投陶發展的末期曾

經是重要的產地之一，隨著南投陶的衰落而埋沒，大

地震之後，居民在思考未來的發展之時，隨著社區營

造居民思考的潮流及對觀光業發展的期待，除了環境

的整備外，在純為農業的鄉村，重建陶瓷產業亦被寄

予厚望。而本所多年前即已對該地出產的粘土加工性

質做過專題研究測試，得知其為優良的陶瓷粘土原

料，也與地方人士有所接觸，請求本所協助成為順理

成章之事，而地方人士更已主動完成簡易陶藝工坊教

室，雖僅有簡易的設備，但社區人士已迫不及待要開

班了。澀水社區是傳統農村，居民內聚力甚強，他們

白天忙於農事，只於利用晚上及假日上課，雖然上課

時數不多，但課程內容卻不少，從澀水粘土的練土，

拉坯練習、石膏翻模、灌漿，甚至釉藥調配，皆有初

步的概念，接下去就是不斷的練習精進了。澀水社區

除了陶土資源外，鄰近的蓮華池分所堪稱為世外桃

源，生態資源豐富，而阿薩姆紅茶也曾盛極一時，整

區實有極大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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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建區陶瓷業者的再出發：

921大地震中，陶瓷業者受損嚴重，如

何協助業者再出發成為本所的一大課題，本

所向來缺乏補助經費，只有從提高業者技

術、設計等能力著手。當簡易工坊剛完成，

靠著幾台倒塌工坊搶救出的機器，就辦起陶

瓷釉藥調配講習，歷時十二週，同仁將多年

研究經驗心得傾囊相授，學員們認真學習，

自發性地追求成長，也促成本所繼續開辦90

年「重建區陶瓷產品開發輔導計畫」之成長

課程，每週上課兩天，為期半年，且家庭作

業相當繁重。

陶瓷產品是最貼近生活的文化產業，國

內的陶藝作品已具相當的水準，但生活陶瓷

的文化卻是台灣社會最弱的一環，作為陶瓷

工藝從業的一份子，有必要生產提供具優良

設計品味及特色風格的產品供國人使用。本

開發輔導計畫除了強化陶瓷產品多元產製技

巧之知能，更傳達深層的生活文化與工藝結

合之體認，期能培養業者現代設計理念，以

及豐富的想像，形塑高品質、豐富而清新的

陶藝新風貌。學員經由研習心得之分享，進

而增益專業體驗並擴大視野，除了增進了陶

藝產品的美感質素，也豐富了產品形式表現

與品質提高的可能性，使業者強化對於新產

品開發之自信心，同時在老師的指導下，每

人均完成了一套新開發的產品。

（七）相關的輔導措施：

除了上述從人才培訓出發的產業振興輔

導外，在本所多元的輔導方案中尚有如下兩

類：

1.補助業者及委託專業學術單位從事新產品

開發：

在當前的工藝發展中，一項相當大的瓶

頸即是新產品的開發，因為產品開發的投資

相當大，風險也大，而工藝業者規模均很

小，資金不足，何況其研發的技術能力仍須

進一步提昇。另一方面，國內學術界投入工

藝產品開發的研究者相當稀少，本次特別預

算也是難得的嘗試機會，經過公開徵選，共

補助了13家及4件委託辦理專案，從事產品

開發的輔導工作。

2.辦理推廣行銷輔導：地震後中部地區觀光

業一落千丈，隨之而來的則是已連續兩年

的景氣低迷，工藝業更是雪上加霜，唯一

值得欣慰的則是全國同胞的愛心及媒體的

關心。

本所本於地方工藝品發展的特質，因此

特別於台北市開闢一展示販賣的窗口─華陰

街的地方文化產業館，雖屬起步，尚待充

實，也需要更多的宣傳推廣。而自本所在重

建區的輔導工作推行以來，各種媒體均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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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的關注並予以鼓勵報導，本所也與民生

報合作製作系列報導並印行推廣專書，另外

對具體的社區團體則拍製錄影帶及光碟，以

為進一步的推廣之用。另一項影響更為深遠

的則是重建區工藝產業振興網站的建立，它

也將成為推廣台灣工藝文化、技術、產品行

銷推廣的利器。

四、重建區工藝產業未來發展的機會與

限制

重建區位處台灣的中心地帶，也是台灣

重要的旅遊休閒場所，高山、丘陵、盆地、

湖泊、水庫構成多元變化的景觀，也使得農

業發展極為多元化。早期伴隨農業發展的傳

統工藝產業相對發達而具特色，隨著台灣產

業外銷的發展，曾經創下輝煌的記錄，但也

因大量的外銷而喪失其產品的文化特色，隨

著經濟環境的變動，勞工成本高漲，各種商

品流通的迅速與便利，使得具地方特色的工

藝產業根基日漸流失。地震的災害，一方面

使原有的基礎破壞，一方面則是激起了對未

來的思考，對過往的省思，經過了兩年來的

踐履，也可深入思考此產業的機會與限制。

（一） 機會：

1.文化意識激起了地方發展的意識，全球化

的風潮更強化了地方化的思考：全力拼經

濟是早期政府與民間一致的方向，那時地

方居民或生活者的思考與需求是被忽視

的，因此地方的文化特色逐漸消失，近十

年來地方產業的認識、地域活性化及社區

總體營造政策的推行，激起了地方自主的

地方建設的思考，又在加入WTO的激盪下拓

展出全球化的視野，但必須以在地化的行

動來對應是各地的生存之道，因此從中央

到地方、到居民，形塑地方特色已是一致

的共識，而工藝產業則是其中重要的一

環。

2.工藝產業的多方面功能與效益將在現代化

社區中呈現：如週休二日實施後，民眾休

閒度假的時間增多，休閒產業應運而生，

工藝活動是最有成就感的學習與創造活

動，終生學習的時代需要，更可發掘更多

人的創意天賦，在藝術、設計上豐富人的

生活內涵。在高齡化的社會，工藝活動可

促進老年人的健康與生存意義，更是溝通

及傳遞情感的媒介，所以工藝不僅在器物

14



的生產、藝術的創造、經濟的收益，也在

豐裕人的精神生活。

3.資訊傳播的廣泛迅速，也是形塑特色的機

會：隨著地方意識的抬頭，地方特色的研

究探索更為深入，透過媒體的報導，藉著

文字影像的傳播，各種文化的內涵更容易

提昇社會的認知，工藝文化的風土人情必

更能成為大眾欣賞的對象。

4.高品味、個性化的趨勢：當代社會競爭激

烈，多數人的工作單調而緊張，甚至每天

坐在電腦螢幕前數小時，工作之餘，居家

生活的環境必然是生活的寄託，高品味、

個性化的塑造則是教育水準普遍提高後的

趨勢，精緻的、帶感情的、手工味道的工

藝品將有愈來愈大的空間。

5.與自然共生的環保趨勢：進入工業化社會

以後，大量生產以促進消費及大量消費以

促進生產的經濟原則，養成人們用後即丟

的習性，不僅造成能源的大量消耗，更造

成環保的垃圾問題。工藝品率皆取材自天

然材料，製造過程以手工為主，注入了人

的感情與巧手慧心，因此更值得愛惜珍

視，其欣賞使用的時間更為長久，甚至成

為傳家之寶的紀念物，此社會價值觀的改

變、工藝的技藝表現與創意的價值將更受

到重視。

（二）限制：地方工藝產業的發展雖如上所

述充滿了機會，但卻也存在各種挑戰與限

制：

1.設計創新人才闕如，生活美學教育待加

強：長期以來，由於教育政策規劃與執行

的偏頗，工藝美術教育並未能培養理論與

實務兼具的人才，因此具有技藝實力的設

計創新人才，具有思想、理念而能帶動風

潮的思想家均感不足，形成工藝產業升級

的瓶頸。而生活美學教育的不受重視則加

速民間生活內涵的庸俗化與速食化，使優

雅的工藝品之推廣陷入困境。

2.進入WTO後，國外廉價品的傾銷：就生產成

本而言，工藝產業之勞工成本比例較高，

而台灣已是高工資的社會，在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後，國外代工的產品源源而入，使

我國的產業失去競爭力。

3.智慧財產權保護尚待加強：創新開發是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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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產業發展的動力，國內智慧財產權的尊

重與保護施行，尚待建立全民的共識，才

能鼓勵民間設計創新。

4.地方建設能否長遠規劃，落實執行：發展

具特色的地方建設，因為是近年來才受到

重視與討論，所以傳統上急功近利的思考

與行政慣性仍在，紮根基層短期不易看到

成果的工作，在選票考慮下常被忽視，譬

如發展觀光業是很重要的火車頭產業，但

如果不能從地方社區文化、人的品質做

起，觀光業的發展將遭遇瓶頸。工藝產業

是極能代表地方特色的文化產業，從地產

地銷的理念出發，它要得到社區的認同與

觀光業的配合推動，才能相輔相成。

5.重藝術、輕工藝的傳統認知，阻礙工藝的

發展：傳統上認為「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即已相當貶抑工藝的價

值，而社會上對藝術一知半解，卻又過度

仰望，因而扭曲了藝術與工藝的社會價值

觀，無形中阻礙了工藝的發展。

五、成果與討論

（一）本案重建區工藝產業的振興，其中的

社區型產業可以說都是從無中生有，全

新的開始，不論是中寮的植物染布、溪

石雕刻、集集的影雕、水里上安的梅枝

工藝或魚池澀水社區的陶藝，而其開始

則是從到地方社區辦理人才培訓，其目

的則在增加就業機會，建立地方特色，

經過兩年多的實驗，初步的成果應該是

值得肯定的。其因素如下：

①危機中的機會：震災誠然造成生命財

產重大的損失，但在重建過程中，政

府特別投注經費與心力，民間與媒體

的特別關注，形成有形、無形的力

量，譬如中寮的植物染布，在很短的

時間內即形成具有全國知名度，從研

究所到社區招生開班，家庭婦女願意

來學，學了以後即成立工作室準備接

單生產，至今還能繼續不斷，這些都

是伴隨震災而來的機會。

②謹慎評估到社區開班：發展地方特色

產業必須從地方的歷史及人文地產景

等資源去評估，從工藝的技術層次、

文化內涵、社會的需求性去評估未來

的發展性。而到社區開班培訓，則是

對農村就業最直接而可能的幫忙，因

為不管是有家庭或小孩要照顧的家庭

主婦，或是有農事要耕耘的農人，都

不可能暫時放下工作到外地去學習技

藝，尋求就業或轉業的機會，在地的

學習隨時可以返家照顧，甚至把幼兒

帶著一起學習，得到更多人的關照，

更像一家人，而它也成為後來成立團

體永續經營的基礎。從本計畫參與者

的背景、學習動機及學習過程，都可

觀察到此特性。另外，工藝的學習與

生產具有相當的個人性，它沒有眾人

一致的生產線，可隨時開始或停止，

農閒或農忙可調節，因此對農村零碎

時間的充分利用具有極大的彈性。

（二）特色產業的形象塑造：地方特色的塑

造已成為各級政府與民間努力的目標，

其成功的因素極為複雜，但其首要則是

要得到社區的認同，才能在大家一起打

拼下，得到外界的共鳴，本計畫由於都

是以地方人為主體，以地方的材料製

作，以地方的生活文化資源為設計創作

題材，是極為貼近生活的工藝品，是很

樸實敦厚的民藝品，經過長久的堅持，

自能建立口碑，由近而遠，建立優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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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形象。

（三）具發展性的社區產業：由於本計畫的

推動都是從人才培訓開始，課程規劃內

除了製作技術的傳授外，更加了文化產

業與社區營造的內容，也實地從事地方

文史資源的調查了解，因此每一位學員

都是社區營造的種子，譬如陶藝工作者

與附近的小學及餐廳結合，即可改變使

用塑膠餐具的習慣，環保與品味俱得提

昇，所謂形象就是如此點滴形成的。而

彼此都是同一培訓班出身，又在同一工

作室或合作社工作，它的社區意識將不

同於如鶯歌或三義等已出名的地方。

（四）研究成果技術轉移：本計畫不論是人

才培訓或產品輔導開發，都是多年來研

究成果的技術轉移，因為它是由同仁認

養一個計畫或一個社區，長期的、隨時

的從旁指導協助，尤其是集集的石材影

雕技術，它運用先進的電腦影像處理、

感光造像、水轉印等技術及傳統的石材

切割、研磨、噴砂、彩繪貼金等技法，

是本所多年研究的成果首次轉移到社

區，它可應用的材料相當寬廣，揮灑空

間相當大。

六、結論

台灣的傳統工藝產業在急速工業化、工

資高昂及貿易自由化的衝擊下，在歐美日等

高級品及大陸、東南亞廉價品傾銷之夾擊

下，面臨人才流失、技藝斷層的危機。921

集集大地震對中部重建區的工藝產業無疑更

是雪上加霜，但危機也是轉機，它成為本所

同仁實現在社區重建工藝產業夢想的機會，

不論是從人才培訓開始的社區產業建立，或

者是技術設計及行銷推廣計畫，都得到了初

步的成果，為重建區的產業特色塑造，紮下

了紮實的基礎。

由於工藝產業的特質，如它的文化性、

大眾性、經濟性、創新性、生活性等，使它

極為適合農村對應加入WTO後的轉型發展，

尤其是在地的人才培訓，更適合農村文化、

人力、智慧的發揚，它在一鄉鎮一農園以發

展觀光的策略中，將是休閒產業、學習產業

的重要內涵，而地方特色也將點滴的累積形

成，農村的發展將因工藝產業與觀光業相輔

相成的發展而更紮實。

北歐及日本的地方傳統工藝產業名傳天

下，讓人印象深刻，但那是他們百年以上努

力的成果，台灣已是競爭相當激烈的社會，

要力爭上游，不僅是國內的競爭，更要準備

好國際的接軌。重建區所輔導的工藝產業，

目前可說是尚在起步階段，經濟效益仍相當

薄弱，但對農村智慧的開發，生命力潛能的

觸動，提供了無限寬廣的空間，我等將報以

樂觀其成的期待。

本文作者係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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