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水里蛇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水里蛇窯創建於1927年，也就是民國十

六年（昭和二年），像這樣一個古老的陶瓷

文化產業，能夠持續這麼久，可以算是一項

「奇蹟」。過去曾有前輩這麼告訴我：「做ㄏ

ㄨㄟˊ耶（以陶維生的人）傳不過三代。」

（台）也就是一個陶瓷工業能夠傳三代是不

容易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傳說呢？我個人

認為過去傳統農業社會時代，陶業扮演著相

當重要的角色，舉凡生活所需的各式器物，

都是藉由「陶」所製，所以傳統陶瓷工業跟

生活是息息相關的，而且是帶動生活進步的

先驅者，每個從事陶業的人無不都是戰戰兢

兢地不斷吸收新的觀念、設計新的器物，以

迎合社會潮流的改變；也正因為社會不斷的

進步、演變，老一輩的製陶師傅認為傳統陶

業有一天將走入歷史，為時代的洪流所吞

噬。

台灣陶業從傳統進化到現代陶業，曾為

台灣創造出經濟奇蹟。現代陶瓷工業在台灣

已經到了巔峰時期，但傳統陶業在社會變遷

之下，卻面臨了走入「夕陽工業」的重大考

驗。我在水里蛇窯十多年的努力，就是希望

能夠把祖先留下來的事業以新的方式繼續經

營下去，一方面能保有古味，一方面也能跟

上時代的腳步，使這項傳統文化能保存下來

且得以薪傳。

台灣曾有句俚語這麼說：「燒ㄏㄨㄟˊ

呷缺」（台），意思是說：「作陶的人都是使

用缺角的陶器。」為什麼呢？這是古代的一

種「惜福精神」及美德，因為好的容器為了

糊口都賣給了客人，而燒壞的、破損的就留

給了自己用。早期都是使用傳統的柴燒窯燒

製陶器，不像現代有瓦斯窯、電窯這種可控

制溫度的窯爐，過去只有柴燒窯，柴燒窯的

穩定性差、燒成率低，因此一窯燒下來失敗

的產品相當的多。

早先窯場裡常有破碎的陶器，除了堆放

在窯場裡之外，窯場附近的居民也常至窯場

裡將一些破碎的陶器搬回家利用，成為一種

另類的「地方特色」。

民國三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水里蛇窯奉命生產軍

用「防空缸」，因此在窯廠工作人員可免被

徵召至海外當軍伕，許多壯丁遂紛紛投入窯

廠，可見在當時戰略上所佔的重要性。

在歷經近十年的的規劃，水里蛇窯於民

國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中華文化復興節

當日）正式轉型為國內第一座陶藝文化園

區，極力推動發展觀光與陶藝文化推廣，希

望藉由有計畫的轉型，使「水里蛇窯陶藝文

化園區」能成為一個地方的特色，兼顧著文

化傳承與社教意義，使現代人得以重視這份

屬於台灣鄉土的文化之美，進而創造現代人

類生活當中的生活空間並能夠促進整個社區

的發展，達到「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

一、傳統窯業沒落原因：

傳統的窯業沒落的原因很多，大致上分

析起來約有以下的幾點原因：

1.塑膠業之興起：

大約民國六十七年的時後，塑膠業者開

始生產塑膠製的大水缸。塑膠水缸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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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生產速度快、質輕方便搬運且價

格便宜，陶製水缸很快地就被取代了，

其他陶製品同樣難逃被「淘汰」的命

運。

2.生產設備日益更新：

新自動化之設備，生產快速、操作容

易、產品破損率低且外型精緻美麗，這

都是傳統窯業無法競爭的原因。

3.燃料來源取得困難：

傳統柴燒窯，使用最原始的「木材」作

為燒窯的材料。早期蛇窯燒窯時，木材

的來源是取用來自早期水里地區木柴加

工廠的木柴廢料及颱風季由濁水溪沖刷

下的漂流木等等，而傳統柴燒窯每燒一

窯約耗費一萬六千公斤之木材，用量驚

人。在現今環保觀念下，樹木砍伐日漸

減少，木材加工業紛紛轉往木材資源充

裕的國家發展，所以傳統的柴燒窯已無

法再像過去般繼續經常使用。

4.人才外流且後繼無人：

台北縣鶯歌地區為了拓展，開始發展所

謂的「陶瓷外銷」，必須仰賴許多的師

傅，因此南投當地許多技術純熟的老師

傅紛紛遭到挖角；另一方面很多師傅不

願子女學習陶藝，以免將來吃苦，年輕

一代也沒太大興趣學習，造成技術傳承

上的嚴重斷層，傳統陶藝文化的保存正

式走入「夕陽」。

二、早期的發展規劃與個人歷練：

我是家中的獨子，我父親-林木倉先生

是蛇窯的第二代掌門人，從小對我們子女的

管教相當嚴格，也因在這樣一個陶瓷世家中

成長，對泥土有著一份特殊的情感並和泥土

解下不解之緣。記得就讀小學時，每天回家

時就是幫父親做些陶製品的加工，最常做的

事就是黏茶壺的壺嘴，每天黏個四五百只的

壺嘴是常有的事，那時候常想：「黏完了壺

嘴就可以出去玩了。」但每次黏完的時候卻

都已經天黑了。國中畢業後，考上省立鹿港

高中輪機科，在就讀高中時，臺灣傳統窯業

當時正遭逢塑膠問世所帶來的困境而趨於沒

落，自己必須對未來有所抉擇：到底要改

行？還是要繼承前途茫茫的祖業？每當聽人

說：「保守傳統即是落伍！」心中就會由衷

感嘆：「窯業這種傳統產業會在這一代消失

嗎？」在使命感的強烈驅使下，我認為：

「窯業是『祖業』，在我們這一代放棄，是說

不過去的。」最後決定以「產業文化化，文

化產業化」的精神，從往日生產陶器的角色

加以轉變，擔負歷史文化傳承的角色，結合

觀光與教育，從事陶藝文化推廣。

為承繼傳統的陶瓷文化，必須先充實自

己的專業知識，於是高中畢業後，以第一志

願考取當時國內唯一的陶藝學府-聯合工專

陶瓷玻璃工程科。在校期間，師事臺灣陶藝

界泰斗陳煥堂教授，學習陶瓷專業知識與技

能，希望不斷持續充實，將來有能力回鄉承

繼祖業。

退伍之後，老師介紹我到一家已經三個

月發不出薪水，即將倒閉的陶瓷工廠去做

事。老師告訴我：「不穩定的工廠，才有發

揮的空間，放手一搏吧！反正工廠遲早會倒

閉。」這真是大大的違背世俗眼光的逆向操

作。後來開始到那家工廠做事，每天早上六

點就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二點才就

寢。在這樣奮而不懈的努力下，我發現到原

來是窯爐冷卻器的角度與時間不對，導致產

品品質不佳。秉持著這一份執著的傻勁，終

於為工廠開發了第一張一千萬的訂單，解決

了公司的財務危機。這樣的一個歷練過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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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對於現代化窯場作業有了通盤了解，也

為轉變傳統窯業的經營有了充分的把握。

三、未來展望：

近期目標除已出刊記錄水里蛇窯歷史文

化與生活點滴之書籍及發行多媒體影音光碟

之外，將繼續有計劃的舉辦國內外陶藝研習

及提供一完善處所供藝術工作者從事創作等

相關活動，希望藉由成果的不斷累積能使水

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成為台灣陶藝界、藝術

界之精神大本營。

水里蛇窯自轉型以來已完成「文化產業

化」之階段性工作，並曾於民國八十八年獲

選代表台灣參加亞太經融會議之兼顧社會責

任產業經營範例；遠期目標則為積極推動地

方產業「文化『化』」，協助社區居民進行組

織再造之「社區總體營造」工程，期能建構

地方形象商圈，促進地方繁榮。

* 從觀光觀念看地方的光：

很多人覺得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近

幾年來遊客很多，好像賺了很多錢，但他們

並沒有看到我們背後經營過程中經歷的困

難、所投注的心血與勤奮的努力，這樣的步

驟往往是很多人所忽略的。如何讓一個地方

吸引很多人目光並蓬勃發展，帶來商機？我

想這是我們所應探討的重要課題，因為我們

每個人都想做個出色的經營者，而「人」往

往是取決一個成功經營者的關鍵所在，我們

常常可以看到一家店客人多不多，就知道這

家店賺不賺錢。每個經營者都想塑造一個有

人的繁華空間，不論是小店、社區甚至到整

個國家都是如此，那麼該如何創造一個空間

能夠吸引人潮的蒞臨呢？

日本有一個社區，當地的居民一直希望

能發掘出屬於他們自己的「社區特色」使遊

客能夠到他們故鄉來，感受其鄉土文化之

美；同時創造就業機會使得年輕人願意留在

故鄉，使得故鄉活絡起來。於是乎他們花了

相當多的時間去研究：「如何讓人喜歡到我

們的故鄉來？」總括起來說，日本的這個社

區經過長年累月的研究發現到一些人類的基

本特性可以吸引遊客前往，以下僅摘列幾種

狀況供諸位做個參考：

一、 人會往多人地方聚集。

二、 人會往有故事的地方聚集。

三、 人會往獲得學習的地方聚集。

四、 人會往舒適的地方聚集。

五、 人會往獲得心靈滿足的地方聚集。

六、 人會往熱情的地方聚集。

七、 人會往有收穫的地方聚集。

八、 人會往有特色的地方聚集。

於是社區居民運用所觀察出的人類特

性，去重新塑造社區的特色並凝聚所有人的

向心力，幾年的歲月努力下來，獲得相當大

的成功也得到廣大的迴響，使得許多人願意

到這個地方來感受地方的文化並成為基本消

費群，塑造出「社區總體營造」的經營成功

範例。

水里蛇窯自轉型以來經歷著有醞釀期、

保護期、規劃期、推動期......等階段，它

是經由有計劃性、步驟性的進展，才有各位

今日所見的光景。

* 文化資產之危機處理：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一個全臺灣人

民忘不掉的日子。台灣百年大震，震頹了上

萬的家庭！也幾乎震垮了園區。當時幾乎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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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灰意冷，不過所幸我們園區所有的同仁

及其家屬都在此浩劫中安然度過，因此為了

保存這樣一個傳統且深具社教意義的園區，

我們在同年的九月廿三日，也就是災後的第

三天，所有的同仁都恢復了上班，全力投入

園區的搶建工作。

修復幾近全毀的窯體是不容易的。為了

延續其歷史，每塊坍塌下的原始古磚都必須

經過處理後才能重新砌築；同時砌窯的技術

早先都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代代相傳，並沒

有詳細的文獻資料可供參考。因此修復的過

程中，對全體工作人員來說，是一項前所未

有的體驗，也藉此機會讓傳統技藝獲得延

續。在短暫的五十天內，園區的重建過程成

為災區重建範例。

* 地方資源與觀光之互助：

一個苦心經營的文化園區不應該因為天

災地變而在剎那間化為烏有，所以我們尋求

來自地方社團的幫助舉辦一些有意義的社教

活動，希望藉此撫慰災區民眾受創的心靈，

另一方面也為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的再出

發，作「形象的提昇」與地方彼此的「觀光

的互動」。至於做什麼是最有意義的，思索

了很久，正巧獲知金氏世界紀錄最高的陶器

為一九九六年澳大利亞昆士蘭省陶藝家雷史

帕克斯先生所創五點六六公尺投擲花瓶，園

區老師傅林木倉先生、蔣逢榮先生又是國內

碩果僅存的國寶級手擠坏師傅，手擠坏法正

是最適合製作高大陶器最好的方法，只要克

服作品成形的土質乾溼度的掌握、成形、上

釉、建構窯爐、燒製的陶藝技術層面的考

量，即可完成此號稱「不可能的任務」；中

間可與地方社團、社區及教育單位舉辦相關

的心靈重建活動非常的多，因此在獲得金氏

世界記錄亞洲見證中心所提供相關訊息及規

則後，我們即馬不停蹄的投入相關工作的準

備。在歷經約半年的努力，克服相關的技術

層面的困難，於二○○○年六月十日一舉成

功改寫原金氏世界紀錄-最高的陶器。

另一方面，地方社團成立與活躍基層有

相當久的時間，在地方自有其一定社會地

位，與地方社團共同舉辦活動可增進地方凝

聚力。挑戰金氏世界紀錄-最高的陶器的過

程中，園區舉辦了相當多的活動，如：大家

來挑戰-搓最長土條與作最高的陶器比賽、

名人上釉、窯體彩繪徵圖比賽、點燃窯火、

開窯見證祈福......等等與地方社團、社區

與教育單位合辦的災區心靈重

建活動，活動廣受好評；也正因為如此

積極的拓展，使觀光客再次湧入園區，創造

出另一個高峰。由此可見地方資源與觀光之

互助是密不可分，也是一個文化資產得以保

存並重獲新生的關鍵所在。

* 文化資源與媒體之互動：

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的知名度能在短

期內提高，大眾傳播的功勞不小。至今各報

章雜誌曾對園區作多篇詳實報導，電視台、

廣播電台及傳播公司亦多次採訪報導。如此

除了提高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的觀光價

值，使得遊客喜歡到蛇窯，更喜歡到水里，

同時也為傳統地方產業「觀光化」的發展紮

下厚實的基礎。

* 歷史建物之保存利用與觀光之運用：

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的許多建物都是

運用「歷史建物之保存利用與觀光之運用」

協調出一定的規則與風格的呈現，那麼「歷

史建物之保存利用」與「觀光之運用」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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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有何關聯性呢？傳統與現代一直是處

於「相生相剋」，因為傳統的落後與不合時

宜，才有現代的進步與時代潮流快速變遷。

我常在想倘若能夠兼融著「傳統」與「現

代」，尋找出相似點與平衡點，必可營造出

另一種「鄉土文化」的樸拙之美。

* 結論：

水里蛇窯發展已邁入第七十五個年頭

了。整個水里蛇窯歷史就是一部台灣窯業的

歷史，它紀錄著祖先在惡劣環境下打拼的辛

酸，也紀錄著當時的本土文化背景。台灣近

幾十年來工商業突飛猛進，創造了舉世稱羨

的「台灣經驗」，傳統產業所打下的基礎，

功不可沒。

隨著社會結構的丕變、經濟物質的替

換，傳統窯業歷經衰微、辛酸、苦撐、奮

進、開創、革命的宿命輪迴，「水里蛇窯陶

藝文化園區」 是個結合地方、生活、文

化、藝術、觀光、教育的綜合體。揉合著舊

傳統與新觀念，希望能在現代生活中提供一

份鄉土文化，富含知性與感性之美，並代代

相傳、持續綿延。

本文作者係水里蛇窯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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