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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振興921震災後中部地區之陶瓷產業，提

高重建區業者之研發能力，並滿足從業者對於

陶瓷表面處理技術多元化之需求，本計畫透過

釉色改質與燒成技術之試驗研習以提昇陶瓷產

品之品質，並經由陶瓷美感質素之增進，豐富

產品形式表現的可能性，借以增強業者自行開

發產品之自信心，提昇重建區陶瓷產業之整體

形象與競爭力。

●執行經過：

講習時間自西元2000年9月15日至2000年11

月29日止，於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技術組簡易

工坊實施，對象以中部921震災重建區陶瓷業者

及陶藝工作室負責人為主，經陶藝學會或相關

團體證明，具三年以上工作經驗者優先錄取，

受理學員20名參加。

研習課程為時12週，每週授課兩天，於每

週三講授釉藥理論六小時，每週五分組進行釉

方調配、試片製作以及燒成試驗等實習課程八

小時，每週開放工坊兩天供學員自由實習，每

月再定期進行試驗結果綜合討論一次，分享共

同實習成果與交換彼此的經驗，借以增益體驗

並擴大學員視野。

課程內容以實用的中溫陶器釉之調配研習

為主，目的在於配合中部重建區陶瓷業界開發

之產品多運用省產陶土為 材，且以生產實用

生活陶器為主力之產業特性，因之課程規劃著

重於食器用釉藥之調配與燒成技法之運用，授

課內容重點以釉藥基礎調配原理及窯燒技法為

主，單元包括石膏模具及陶土試片澆鑄，窯爐

結構與操作、釉藥燒成變化原理、釉藥化學組

成、釉藥配方計算及電腦軟體程式應用、配料

操作實務、燒成試驗再分組進行實習，提出個

別陶藝工坊之特殊需求，從建立新配方、經過

試驗修訂檢討，再燒成等分項進行。

經過一聯串的課程活動，學員們專心努力

的學習，成果相當豐富，由於本所陶瓷工坊毀

於九二一震災，於開課前臨時搭蓋小型簡易工

坊，僅能容納二十位學員研習，大家在研習過

程中都非常努力，將生活家計暫放一旁，甚至

課程以外的時間也來到工坊繼續工作，學習精

神值得肯定，本研習共建立八個系列之釉藥配

方，以鐵金屬及銅金屬著色釉為主，完成近千

個試片，經分類整理作系統性記錄分析，配合

文化節地方產業特色展出以利推廣，不僅使重

建區陶瓷業者活化其產品生命，更可提供其他

地區陶瓷業者參考。

921震災後，中部地區觀光產業蕭條，陶業

亦受波及使工坊生產陷於停滯，這次的講習對

於重建區陶瓷業者，因產品實際品質之提昇及

陶瓷相關知能的強化，使得工坊創造了產品銷

售的競爭力；期望上級單位不斷的給予鼓勵與

協助，讓災後重建家園能加速完成，也期盼陶

瓷工藝種子能持續在專業領域上深耕播種，於

重 建 區 文 化 特 色 產 業 輔 導

陶瓷釉藥調配與燒成技法講習紀要

●林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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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工作崗位上發熱發光，為所在社區營造結

合生活工藝之美感的環境氣氛，並為社區帶來

繁榮之商機。

●效益：

1.振興921震災後中部地區之陶瓷產業，提高重

建區業者之研發能力。

2.滿足從業者對於陶瓷表面處理技術多元化之需

求，結合理論與實務，增進業者對於陶瓷釉

彩理化性質之認知。

3.經由陶瓷釉色改質之探討以及陶瓷外在美感質

素之增進，豐富陶瓷產品形式表現的可能

性，進而提高產品之附加價值。

4.增強業者自行開發產品之能力與自信心，提昇

重建區陶瓷產品之競爭力與產業之整體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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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釉藥調配與燒成技法講習開訓典禮

釉藥配方計算應用電腦程式軟體操作

薛瑞芳老師講授窯爐結構與操作

試片鑄形實習

●研習活動及釉藥試驗成果記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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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釉料

整理試片及記錄燒成結果

試片燒成結果檢討及修改

訓練成果展現場

學員成果展現場

學員試作品成果展示

全體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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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施鈞窯變化花釉

蕎麥釉系列

鐵紅釉系列

熔劑礦材對發色之變化

油滴花釉組合

以不同長石變動鋁矽比

青瓷系列

鐵紅、石灰釉變化花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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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杯/鈞窯花釉　作者：吳大山

咖啡杯/蕎麥釉　作者：歐陽一中

水杯-紋片青瓷釉　作者：林建宏

水滴-油滴天目釉　作者：林永勝

圓形花器/鈞窯紅釉 作者：葉萱勳

●
學
員
試
作
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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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盤－冰裂青瓷 作者：鄭安廷

蓋罐及水滴－無光鐵紅米白釉　作者：楊秀足

三色釉蓋杯 作者：吳俊忠

三足花器/鈞窯天青　作者：吳偉丞

圓形淺盤花器/無光米白釉 作者：董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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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研習心得與建議

林建宏：

這次的釉藥研習以鐵釉試驗為主，在鐵發

色的 器釉領域中，諸如鐵紅、茶葉末或者青

瓷、天目釉等，其形成的原理與使用原料的範

圍，以及燒成的溫域與方式，透過配方的計算

和窯燒的實證，所求得的結果，這些由理論知

識進而印證的過程，是我最大的收穫。

吳大山：

很感謝這次工藝研究所舉辦了這一期的釉

藥研習班，在多位老師教導之下有漸入佳境之

感，越到最後，覺得收穫越多，真的讓人覺得

很興奮。如果有機會真的希望貴所能多舉辦像

這樣的活動，相信在推動提昇陶藝水平方面，

一定有莫大的成效。

這次參與的學員程度都很好，個性也都很

隨和，這三個月的相處，也是一段頂不錯的回

憶；以後大家應該也會常連繫，互享經驗與成

果。

楊秀足：

因為喜歡期待出窯時的心情起落，一而再

的情緒起伏，新陳代謝，對工作與生活仍能找

到感覺與感動，而對陶的付出，戀戀不悔。其

實從事這行工作是一條蠻艱辛的路，繁雜之事

不計其數，但一一走來，已較能調整工作步調

與保持一顆喜悅的心來面對。

此次釉藥研習實在受益良多，最大收穫應

是多一些破解之道，釉是門無止境的學習，此

次學習對於各種原料成分、調配、上釉技巧與

燒窯氣氛的控制......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往後

若有些工作上的心得願能與大家共同分享，願

大家作陶之路更加海闊天空，共勉之。最後希

望主辦單位能續辦進階班，讓工藝種子能有更

多學習機會，更上一層樓。

許度雲：

作陶近十年，卻還是和生活圈一樣，袛在

極小的範圍做來回的伸展、兜圈子。雖說書本

裡有些方向，畢竟要理解執行還是有點不容

易。此次能有機會與同好在工藝研究所一起研

習釉藥的調配與燒成技法，真是受益良多。

學習有方法，更需要方向尤其釉藥燒成這

樣的專業學問，要用專業的知識確立實驗的方

向，亦需配合正確方法逐次的驗證--物料間的相

互影響和關係，並熟記之；唯有如此，正確的

方向和方法才得以確立；以前對自己所要的釉

色或效果，總是在發色劑及助熔劑比例上調

整，有時是可以好一點；有時根本一點用處也

沒有。如今老師一點通：「你可以換個長石或

添加某礦材試試...」一經實驗，多年閉思不解，

一下子就開通了。想了很久的事，請教過很多

人的問題都得不到答案，現在一句話，幾天的

實驗課，讓我從心中快樂起來，求教得教，真

好！

此番研習涵蓋材料認識、窯爐構造、調配

與燒成，幾乎陶瓷配釉和燒成都有概括性的介

紹，實是紮實的根基。袛是實驗的過程是有些

缺漏：比如窯燒過程的參與和重要關鍵的講

解；還有試釉系統的分類、各系釉燒(氧化或還

原)的界定和變化等方面，沒有較深入的探討。

希望下次有更充裕的時間再和大家一起研究學

習。

黃文隆：

台灣早期一般民眾，日常生活中所需民生

器具，深影響台灣產業文化，雖有著時代價

值，但伴隨著日益昌盛的工業時代之變遷，如

今，傳統產業就宛如夕日般逐漸沈寂；近二十

年來，眼看著即將沒落的文化產業，如何振興

與因應，令其恢復生機，正面臨時代的考驗；

現今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正肩負著振興文化產

業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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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紀末，台灣中部受到空前未有的九

二一大地震，對文化產業振興更是雪上加霜，

雖然遭受此重擊，然而，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更加的積極展開培訓優秀下一代的計劃，如：

植物染、石雕、陶藝釉藥等等的研習課程，讓

民間一般民間團體均能學習到專業的傳統工藝

技能，進而帶動文化產業素質的提昇，不再使

中國傳統技藝像神祕面紗一般隔絕於民間社

會。

這次釉藥研習，本人雖慶幸能參與，其中

免不了總有些缺失，但這些缺失相信己在儘快

的改善之中，如：

1、雖然有教室可授課學習，但是還是有些克

難。

2、操作練習的空間稍嫌擁擠狹窄，似乎影響效

果的呈現及發揮。

3、雖有電窯設備，但其燒成效果不大，若能有

瓦斯窯或傳統柴燒窯，進行實物練習較能

達到學習效果。

期望課程能再延續，並且希望能開辦更深

入專業性的單一課程。以上，是本人對此次研

習的建言，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有更好的、更

完善的教學空間，提供大眾更好的學習環境，

也使趨於夕陽的傳統技藝能一代一代傳承下

去。

洪子媚：

在參與此次釉藥調配與燒成技法講習課

中，於各分組中實驗出令人讚嘆的美麗釉色，

及研究中所得到更多的經驗與成果，真是受益

良多。在實驗研習過程中，不斷的失敗挫折，

及成功喜悅之艷麗成果，深深體會出“釉”色

的魅力、迷人之處。

在本次的活動，學員更是發揮各組之團隊

研究的不屈不撓精神，所以在此次的活動中，

不僅得到許許多多的除了“釉”藥知識外，從

學員中互動經驗的交流中也得到了許多寶貴的

知識與經驗，同時豐收了更多友誼。

陳文期：

陶瓷代表著中國於國際文化舞台，此次為

想更進一步瞭解釉料與陶瓷之間微妙的特殊關

係，參予此次研習，從昔日的傳說與自己瞎練

中重新歸零，從此次學習使很多過去錯誤的觀

念得以導正，許多的製作過程，配藥理念方式

都能重新調整，受益菲淺。

葉萱勳：

此次陶瓷釉藥調配與燒成技法講習班，讓

我們在釉藥的認知上更進一步了解。在每一節

課程中老師都很用心的教導我們，使我們收益

良多，老師在釉藥知識及注意事項方面，給予

我們更多的資訊，使我們在往後工作上更加順

利。此講習班在研習方面分成四組，也使研究

的效果發揮到更好的成效，更使每個人收獲更

多。

對於講習班此次的課程及研習，我是感到

非常的滿意，在此更深的希望工藝研究所能再

辦進階講習班，使更多陶藝工作者在釉藥學習

方面能更深一層的認識。

林中文：

我從事陶藝工作己經10餘年，都是以中小

學、幼教美術陶藝教學為主，平常黏土類都使

用紙黏土、油土、幼兒陶瓷土，所以釉藥均應

用穩定方便的基礎色釉。雖方便但也失去了釉

藥專研之樂趣。然而對釉藥一直有很神祕的感

覺，認識越多，越感覺有趣，對釉藥的了解，

也一直在自己的領域中摸索學習，早就很想學

透徹，直到得知貴所有陶藝教學訊息，就趕快

報名參加。

經過了三個月的學習，真的受益良多，更

瞭解到釉藥神祕所在，也可以自己燒出很多特

殊釉色，對於陶藝創作也產生更大信心了。

董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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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學校退休之後，最大的樂趣就是玩

陶，除了認識陶土的特性和造型的美感之外，

更體會到釉色影響作品很大，所以就一直想尋

找學習釉藥的機會，這次的研習對初學的我是

深奧了些，但是我仍然很認真的在學習，我覺

得學釉藥有如學作菜，主材料、配料要如何調

配、火候要如何控制，都要細心斟酌，即使失

敗了，要有恆心、重新再來，經過屢次的試

驗，自然就可作出美味可口的菜餚。感謝多位

老師的指導及同學們的切磋，相信繼續努力，

一定可以追求更美的陶藝境界。

林永勝：

自從接觸陶藝以來，釉藥一直是我感到最

困擾的問題，因相關的知識大多都來自於書

上，而當實驗中出現問題時，往往因不知如何

修改而放棄。

在此次的研習當中終於讓我對釉藥有了更

進一步的了解，讓我對釉藥不再感到懼怕，從

酸鹼比值的調整到呈色的改變，皆感得心應

手。在本次研習中，我這組負責天目、油滴及

蕎麥的實驗，在反覆的實驗中，了解到各項原

料增減之後及燒成溫度的改變對釉式呈色的影

響，也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資料。

許坤揚：

本人從事陶藝十數年，學的是老師父的傳

承-交趾燒，十數年來一直想突破以往的交趾低

溫燒，期望有朝一日能將交趾燒帶入高溫燒成

的境界，此次有幸參加工藝種子研習營，雖然

從頭到尾都浸泡在我傷腦筋的化學式裡，但是

對我來說也是樂在其中，十數年低溫燒成經歷

對我不無小補，而此次高溫燒成的研習，帶我

進入陶藝的新境界，也是完成我交趾高溫燒成

的美夢最好的起步。

研習中我認識更多的陶藝界朋友，也成為

我由低溫進入高溫燒成幫助我的知心朋友，我

真是滿心感謝，我永遠會記得日後的成果是此

次研習的開花結果，我自己期待，希望大家也

期待新的成果發表，謝謝！

張育漳：

這次的研習活動，在課程的安排上極具知

識性的學習，學員對教師所具備的專業素養及

豐富經驗非常佩服，在老師密集的指導下，真

是受益良多。釉的調配和任何技術一樣，需要

自己去試驗與學習，從坯土的選擇調配，對每

一種原料的組成、特性及在釉中的作用等等，

無不需要深入試驗瞭解。

為了了解陶土與瓷土及釉藥特殊性質與適

用範圍，燒窯及釉色變化的實驗，學員們不斷

的調土灌漿製作試片，經過素燒再上釉，在經

高溫還原窯燒或氧化燒，所燒出來的釉色再作

個別分析及檢討修正釉式，在多次的挫敗中尋

求進一步的經驗。陶瓷土及釉彩的運用搭配，

在造形上呈現調和或對比，釉彩裝飾使作品產

生不同的視覺效果與心情。希望本所往後有機

會，能夠再安排陶瓷釉藥研習課程，讓學員們

再充實自己再成長，更了解釉的奧妙。

吳偉丞：

釉是陶瓷的外衣，藉由釉的豐富色彩與質

感，讓陶瓷擁有各式各樣的面貌，陶藝和其他

藝術類形一樣，重點都在表現美感創意或理念

的表達，所不同的是陶藝比其他藝術更需要

“經驗”，這次研習課程，透過有系統的科學實

驗，使得陶瓷工作者在短時間內就獲得了事半

功倍的成果，並提昇了技術和研發能力。

歐陽一中：

一件陶藝作品，基本上是火、土與釉的藝

術結晶，以土與釉等材料，透過作者的創意理

念及燒窯的過程，始能成為陶藝作品。由於陶

藝作品的創作過程繁複，製作及燒成階段，無

法掌控的因素很多，而釉藥對燒成效果更是變

化多端，故一件好的陶藝作品，實在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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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人」合一的完全表現。因為釉藥的知識領

域浩瀚深遠，一般的陶藝工作者很難有系統，

並以長期的時間去試驗釉色，故對釉藥認識，

僅止於粗淺的範疇。

此次工藝研究所舉辦「陶瓷釉藥調配與燒

成技法講習」，召訓20名地震災區的陶藝工作

者，除了講授各種釉藥組成與配製的技法外且

提供釉藥及各式設備，讓學員們親自來配釉、

燒窯，燒成後並檢討各種試片燒成效果，協助

各學員尋找適宜釉方，運用在其產品上，以開

拓其產品銷售通路。由於本次講習，所聘的講

師學識涵養豐富，教學認真，課程內容充實，

讓我們每位學員都有不少的收穫，惟講習時程

過短，實驗與檢討時間不足，不無遺憾之處。

吳俊忠：

首先衷心感謝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舉辦

此次的研習活動，雖然歷經九二一的重創，廠

房付之一炬，設備全毀，學員們將就在簡易教

室裡面上課，雖然設備上的不齊全，造成老師

授課與學員實習的不便，但學員熱情的求知慾

念和學習態度依然不減，全程沒有學員缺席或

中途放棄的。

尤其各位老師授課的資料豐富齊全，學識

經驗充足，針對學員們的問題一一解惑，內容

生動活潑，深入淺出，在諸位老師熱心的教導

與指引下，以適當的理論基礎，建立正確釉藥

調配的觀念，各種原料的分析燒成，檢驗改進

與分組實驗以及討論交流，使學員們對釉藥調

配的改進，原料在程式中置換的角色和呈色的

關係，氧化與還原燒成所產生的變化有更深一

層的了解。

因此使得各位學員在短時間內獲得心目中

想要調配釉藥的方式與燒成技法，對學員們往

後的作品有更高境界的提昇，實在是受惠良

多、獲益匪淺，最後希望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能常常舉辦這一類的活動並增加研習課程的時

數，使學員能更徹底的學習與吸收。

鄭安廷：

兩個多月的課程，意猶末盡。漸入佳境

時，課程已悄悄落幕了。

盲點──幾年來對釉藥一直存有很多的盲

點與迷惑．．．．．．如同大海撈針:碰運氣。

這次的研習經由幾位老師的指導，讓我更能夠

了解如何對釉藥做適當且有計畫性的研究與修

正，也得到很多的寶貴資料跟經驗，相信日後

更能夠事半功倍。我很幸運的能夠參與這次的

研習，與大家一起做研究，希望還有下一次的

幸運。

匡祖鳳：

我從阿里山原住民部落來的，在我們那裡

要學習陶藝是很困難的，很感謝林老師和工藝

研究所，能再給我一次機會來學習，這是第二

次來研習，這次的收獲很多，對於釉藥土質的

認知，我將對當地土質做更深層的運用與實

驗。感謝每一位老師，毫不保留的把技能教給

我們，使我們大家非常感動，希望我們這一班

能越來越進步，不要辜負老師的期望。

葉志誠：

從事陶藝工作已有十幾年了，對釉一直認

為是神祕的，就像披著一件面紗。

參加這次釉藥調配研習中，獲得了許多新

的嘗試，在不斷的試驗下，一次一次的失敗，

一次再一次的更改配方，終於得到了令我自己

滿意的效果，雖然辛苦，但結果總是美的，更

讓我更深一層對釉的認知。

這次我為第一組組長，釉藥以蕎麥、油滴

為主，在試釉過程中，可知油滴在燒陶過程、

溫度控制非常重要，下降溫度也不宜太快。這

次釉藥調配研習讓我獲益不淺，非常感謝。

林哲慈：

臺灣的陶瓷工藝真的是一個蠻封閉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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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除了少數學校設有工藝系或陶瓷工程系

外，在教育體制外，其實是一個完全沒有系統

及完整的陶瓷專業知識的學習管道；再加上陶

瓷原料的取得容易，更造成大眾對陶瓷產品廉

價的藝術評價，卻又盲目的崇拜日本或是歐美

的陶瓷產品，在臺灣，一個人想要單純的以作

陶來維持生活，真的是不容易。

這次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辦理災區產業輔

導-實用陶瓷釉藥配方試驗的研習課程，由於良

好的統籌規劃，我們在許多位對陶瓷製作流程

有著極專業學術涵養及豐富的實作經驗老師之

帶領下，得以一探陶瓷釉藥的菁華，老師們都

像要把畢生所學，在這短短的兩個月內全都傾

囊相授，豐富的陶瓷土質變化、釉藥原料特

性、燒成火候技巧等等，這麼許多的珍貴知

識、卻讓我覺得吸收不及，沒有辦法在短時間

內好好的反芻瞭解，而老師們的課程內容一直

持續下去，都讓我好想暫時喊停，等每一個步

驟都釐清後再繼續下去，因此建議本所，能將

未來的課程內容範圍再縮小，但課程時間拉

長，我想這樣的狀況下，會有更完整的吸收與

成果。

作陶的人真的都極好相處與幽默，本來我

抱著戒慎恐懼的心來上課，因為覺得自己對釉

藥的知識還停留在拿現成配方調釉藥的階段，

對釉藥組成的認識則是一片空白，想到要面對

這麼嚴肅且專業的研習課程，再加上同班的都

是在陶藝界頗有所成的先輩，不禁頭皮發麻，

但事實證明：這群作陶人都不吝給我各式各樣

的指導，他們風趣的言談與熱心的幫助，解除

了我的疑慮，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個月，但是每

個人都像認識許久的朋友，無所不談，而他們

豐富的作陶經驗，更隨時都會提出來互相討

論，這真是個快樂的研習經驗，希望在下次的

研習課程中，有幸能再與他們同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