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 每一個人都能疼惜自己的土地

這世界上就沒有一寸真正荒蕪的所在了

－－華陶窯窯主陳文輝

華陶窯簡介

1984年成立於苗栗縣苑裡鎮，背倚火炎

山，俯瞰大安溪沖積扇平原。佔地六公頃，

創立之初，即規劃了柴燒登窯與陶藝工作

室、園林景觀及本土植物園，以「根源於土

地本質」的生活思考為起點，製陶、窯燒、

種植、造景、復育原生植物，在火炎山系貧

瘠地質裡，開創窯主人心目中的人文精神沃

土。

「華陶窯」名稱的涵義，即是有花有陶

的柴燒窯工作室。在這裡，延續苗栗代表性

登窯型制，以及純粹「相思木」，最初從文

字及少量的圖像記錄中復原中國古典六大花

器，同時也從早期民間使用的容器或食器中

尋找本土花器的可能性，其後，重視群體創

作與相互激發，進一步融合環境美學與現代

藝術意念，孕育出台灣第一個在地思考的本

土園林，以及最早以柴燒方式呈現之現代陶

藝。

1991年，結束多年未經規劃的開放方

式，正式以「知性之旅一日遊」預約方式開

放，由陶人兼任導覽解說，分享土地文化與

創作生活。

同年，「惜花連盆」柴燒陶展，確立以

花器為主，現代雕塑作品及實用生活器為輔

的創作定位。

1996年，「台灣相思」柴燒陶展。因應

預約來訪人數持續增加，開始進行營運組織

結構調整。

1998年，「軟土，深掘！」柴燒陶展。

2000年，植物越來越繁盛美麗，為使長

久以來支持華陶窯的朋友，體驗園林及植物

園的不同風貌，開始舉辦每年春秋二季茶會

活動。

同年，「器。行。」柴燒陶展。

2001年，自1987年始種植的植物長成，

進行植物園景觀架構重整。

華陶窯網站成立。

2002年，平原落日、園林夜景與星空，

夜間行程開放預約。

起初的發想

1984年，經濟起飛的年代，歷經工商業

急速發展及國際情勢的多變，本土意識逐漸

抬頭，「台灣的文化不能在我們這一代斷

層」，成了窯主陳文輝心中最初的種籽。曾

經赴日學習花藝的窯主夫人陳玉秀，第一次

看到柴燒陶即無法忘懷，萌生了「將自己種

的花插在自己作的陶器上」的意念。

故鄉的花，故鄉的泥土與柴火。熱衷政

治改革的窯主，以夜市巡迴書車的微薄收

入，以及窯主夫人插花教學所得，在經商時

購得的一塊故鄉土地上，籌劃成立華陶窯。

1984年的陶瓷環境，老窯場多已停火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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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今日所稱的「柴燒窯」，才剛剛由苗栗

漢寶窯引入技術，窯主夫婦在這裡對柴燒窯

的燒製有了粗略的概念。憑藉一股熱情，一

座中大型登窯建蓋起來，足足八年的時間，

失敗了數十窯，連共事的陶人們都無法忍受

而接續離開，在窯主夫人獨力堅持下，由幾

位本地的農友合力燒窯，終於漸上軌道。

1991年「惜花連盆」柴燒陶展，華陶窯從生

活藝術的實踐中，呈現花與陶的結合，也走

出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1985年起，窯主在黨外政治事件中入獄

二年間，大量涉獵園藝書籍，在當時歐美與

日本主導的風格下，萌生了復育原生植物的

使命感，並使之與當地的建築材料、結合台

灣庶民建築語彙－－紅磚（荷蘭）、黑瓦

（日本）、木板門（漢族）、詩詞意境以及個

人生命體悟，逐漸鋪築、慢慢建構起十足本

土語彙的園林空間。

1996年，「探討台灣本土庭園造景的人

文精神」錄影帶出版，由窯主主講，為本土

園林奠定理論基礎。

營運與組織

以「拓墾者的精神」，將文化理想理念

及品質堅持落實在實際營運中，從定位、規

劃產品內容、設定經濟規模；到客戶互動、

持續進行市場調查與產品更新等。一步一腳

印，十八年來，期間除兩次陶展獲得國藝會

補助外，未有其他公私立部門補助，資金來

源主要為營運所得。

自1991年正式對外開放，為了保障每一

位遊客的權益，並完整傳達最初的理念，十

數年來以預約活動及解說方式開放，雖然限

制了每日的入園人數，卻長期維持了園內的

精緻，給予每一位遊客充分的園林空間，體

驗人文與土地的美，以及知性內容的獲得。

陶藝作品亦在同一理念下不斷精進，強

調「生活是一種不可分割的精神風格」，長

期以來，重視陶器造型的人文精神及製作品

質，透過「插花」、「喝茶」、「吃飯」，反

覆驗證其實用機能、並與「器的精神」彼此

觀照對應，進而探索更高度的可能。

人力資源方面，在企業化發展的基礎

下，營運初期即提供人員保險、福利及教育

訓練。自1996年起，進行組織結購調整，規

劃組織流程與制度、平衡專業分工與互動協

力等，持續給與內部人員茶道、花道、自然

生態、醫療急救、工作觀及方法等教育訓

練。從園林設計、景觀建造；製陶創作、技

術研發；到活動策劃、導覽解說、軟硬體維

護等各領域，皆長期有專職人員投入發展、

相互激盪，形成一個「群體創作」的「生活

工作組織。」

特色與定位

「經常旅行的人最能體會出土地的不

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臉，華陶窯不是幾

座房子或是一座窯、一片園林而已，它是整

個所在土地的風格。」

「你曾經想過我們從小生長的這塊土地

在今天該有怎麼樣的風格？是一種能提供生

活情境的純粹品味？還是一種彰顯高度發展

的經濟功能調性？還有，這幾年所謂的本土

意識抬頭，除了公領域的政治角力以外，真

正的民間聲音又是什麼？又或者理想的生活

可以怎樣在台灣這塊土地被實踐與延續？」

近年來，在社區總體營造成為主流觀念

之時，文化產業中，最需要「精緻的思維過

程」、「足夠的時間」以及「與生活不可分

割」，才能充份發展的「藝術性」與「人文

精神」，似乎在「急速包裝」及「生活與生

財倒置」下無法得到提昇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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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將如何在各產業中持續被辨

識？又如何能真的讓「產業化」來「活化」

文化而不是「僵化」文化？

台灣已由工商社會轉入後工業的知識及

服務性社會，主流產業亦認知到技術須與人

文並重；華陶窯不間斷的「生活現場」實

踐，織補歷史記憶與空間情感，扮演不可或

缺的軟性產業角色－－

透過日常「生活」，延續台灣土地歷史

中的文化融合風格，以十八年的時間，每天

與土地對話，發展新內容，一層一層鋪陳季

節、記憶、靈光一閃。讓每個走入華陶窯的

人，透過園林建築親近自然和台灣土地，同

時體驗了人為歷史的縱深與宇宙創造的寬廣

豐富。

未來展望

在歷史覺知中，繼續扮演「土地精神的

拓墾者」，深化生活的書寫：土地美學、生

活藝術、人文教育⋯⋯

本文作者係華陶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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