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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藝由傳統步入到現代，其間的演變發展

至為繁複，但是工藝的轉變與整個社會、經

濟、文化等都有莫大的關係。而台灣工藝的現

代化亦與台灣整個社會大環境的變遷有密切的

關連，諸如台灣社會的進入工業化、都市化及

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策略等，都是影響台灣工

藝現代化的重大因素。此外，台灣的普及教

育，政治的步入自由民主，及經濟生活水準的

提昇等，亦都是增進人們審美經驗的無形助

力。

工藝的發展與藝術的走向有相對的關係，

而藝術的理念常也會帶動設計的轉向趨勢。當

工藝是以設計取向來導引其發展時，這時設計

則扮演一重要的角色，因設計的思考是多方

面、多樣性的，它能把工藝品帶進一適合大眾

需要且能跟隨時代潮流而行的方向。故而現代

社會也需要現代設計來導引和參與。

美感的鑑賞常是我們在選取一件物品時的

根據之一，而工藝品則具有審美的價值。工藝

品給我們的聯想常是實用的或裝飾的，其實它

亦具有審美的性質。因而當現代工藝在滿足經

濟、社會等效益之後，審美價值的另番詮釋則

別具意義，畢竟現代社會的生活空間也需要深

具美感性質的工藝品來以為融匯和搭配。

一、「現代化」在台灣工藝的定位

工藝自古以來向為人類生活的必需品，日

常生活所使用的器具、用品，甚或觀賞的物品

等，無不是由人類以手工的方式所製作出來

的。西方國家在產業革命之前，所有物品亦都

是以人力手工來製作的。因之，工藝（craft）

一詞，自古即為以手工來製作可實用的物品。

在西方，這一直要到產業革命時，開始以機械

代替手工製造各項器物用品，工藝才開始有所

改變。也就是說，西方的產業革命，改變了西

方的各項生產結構和方式。另方面，資本的集

中以及社會和政治的變動，使西方國家開始走

上工業生產的道路。機 械的使用，帶來了方

便及更快的速度，進而可大量地生產，因而也

就改變了產銷的方式，這與從前是以手工方式

製作的物品有很大的不同；在手工製作的年代

裡，所講求的是生產製作者的技巧和物品特

色，同時，所製作的數量亦有限，速度也較

慢。在產值方面，相對地，就減少了，亦即所

供應的，可能只限於某些特定的地區而已，換

言之，手工藝的製作是農業社會的，地區性

的，少量經濟的；台灣的工藝，初期亦可定位

在這個性質和階段。

日據台灣五十年，亦即是在十九世紀末至

二十世紀的中期。日本因有明治維新，故而較

早向西方國家學習政經及科技方面的制度和知

識；因此在佔據台灣時，為了要從台灣攫取資

源及利用資源和人力，陸續地把部份的精力投

注在對台灣的經營。這期間也開始引進部份的

機械，並配合台灣的人力來生產製作各項民生

所需物品。台灣本土雖不大，但也擁有一定的

自然資源，諸如木材、竹材、陶土及其他許多

非相關工藝的資源等。在這段期間，台灣本地

的人民對於日常的工藝器物，本就可自給自

足，亦即在生活用品中，雖仍大都以手工來製

作，倒也過得平順自然；手工藝的生產製作和

產銷仍然是農業社會的方式在經營，但是日人

在台灣，則漸漸改變了生產製造的方式，也就

是開始部份以機械來代替純然手工的製作方

式，並同時也把日本人向來製作工藝的方式引

進台灣，要台灣製作工藝的人學習，因此也就

有工藝的講習班或傳習所，例如製作漆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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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及陶瓷方面的傳習所或株式會社。這些傳習

所所傳授的技藝，大部份仍然還是以傳統的技

巧為主，只有少部份是動用到機械，其目的除

傳授技藝外，仍是以利用台灣的資源及人力為

真正目的，並把生產製作較完好的工藝品供日

人使用。因此若以回顧台灣日據時期的工藝

品，即可發現，日本形態和風味的造形至為明

顯，例如日本式的圖案，日本式生活的飲食器

皿和造形等等，無形當中影響了台灣的手工藝

作者。再者，日本的手工藝製作者，向來就著

重在「實用」的觀念上，以及機能方面的考

量，相對地，也把這些觀念帶進了給台灣的手

工藝製作者，其目的為在使手工藝品能進駐在

日常的生活當中，以便能方便使用，台灣的工

藝便是在這種環境中前進成長，並也多少嗅出

一點進入現代社會的風味，因為時代的前進和

改變是多方面的，工藝在時代的洪流裡也不能

免，除了科技的更新進步，思想觀念也必需同

時隨之改變或跟進。台灣的社會，人民向來勤

奮進取，經過了日據，也就是二次大戰後，工

業化的腳步漸漸加快了。

台灣本來也是處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但是

經過了日本的佔據以及二次世界大戰的翻動，

台灣的內部逐漸地起變化，這不單是台灣如

此，全世界都在變動。西方國家十八世紀以來

的產業革命，使得歐洲及北美洲大陸走上了工

業發展的道路；歐美走得較怏的國家，逐漸成

為工業化的社會，人口集中在都會區，經濟匯

集在資本家手中，科技成為領導一個國家走上

現代化及富強之道，而在亞洲，日本是領先走

在前面。現代化無疑地是一個國家走向富強必

經之路，而台灣在戰後也體驗到必需走上現代

化之路。

論及「現代」（Modern），或「現代性」

（Modernity），我們則會聯想到社會學家對這些

名詞所做的解釋及其內涵意義的論述。而一般

在社會學裡對「現代化」則都會強調包括有工

業化、都市化及經濟的發展成長等內涵的剖析

（註一），因而以此以觀之台灣的社會進入現代

化的過程，亦與上述的內涵有極大的契合之

處，亦即，台灣社會的現代化，相對地，也影

響到台灣工藝發展的走向。

在台灣還是傳統的農業社會時期，一切都

自給自足，日常生活的用品器具甚多都可以自

己製造，頂多是部份或少量拿來出售，這都談

不到有計畫的產銷和經營。製作的方式還脫離

不了必須動用到許多的手工，若以使用到工具

來幫助生產，亦只有半自動的機器，因此在製

作的效能上當然是有限；以此來製作工藝，在

傳統的農業社會是理當如此的，亦即在大多數

人的想法裡，工藝製作，本來就純然是手工

的；可是當社會開始在變動，處處都講求效能

速率時，手工方式製作器物用品，顯然是不能

滿足人們的需求的。而台灣在整個社會邁向工

業化的時候，工藝方面的產製卻也漸漸地跟隨

著工業化的腳步在前進；雖然工藝的產出，必

然會是以手工來製作，可是當進入工業化時能

有良好的機器來幫助生產製作時，一般製造者

大都會引進以促進生產時速率和數量的增加，

以及品質的改善，甚且在加工時，原料亦得以

有效控制。此外，在工藝製作產出時，跟以往

傳統的工藝製作的另一差別，則在於工藝的設

計觀念。傳統的製作是工藝家式的，所製作出

來的是單件的或少量的，慢工出細活；而現代

工藝的產出，則是以設計的方式來導引工藝的

製作，亦即需先設計構思能以量產的方式產

出，並且亦需先考慮造形、色彩或圖案，以及

使用的機能或使用者的喜好等等因素，之後，

工藝產品才製造問世。這其間的過程亦較為系

統化和科技化，此即台灣社會工業化之後，工

藝的產製走上其後塵之故。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裡，人們生活的步調較

為緩慢，故而也較有餘暇來製作生活上的工藝

品。可是當社會由農業生產結構走上工業化企

業生產經營的方式時，非但步調加快了，人口

的社會結構也開始在解組；農業生產的經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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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不上工商經濟的收入，因此，勞動人力便

因之漸漸地趨向工商的都會區，因為在都會區

裡，以勞力或其他方式的投入，或多或少都可

能比在農業社區內的收入為多，亦或可補貼在

農業生產時較少的收入。由此因素，鄉村人口

便開始湧向都會區，而台灣的農村人口走向都

會區即是一明顯的例子。通常工藝的生產製

造，在台灣的傳統農業社會裡，本就只有一定

的數量，只供本地社區，或鄰近鄉鎮而已，這

除了因交通較不暢順之外，工藝品的使用和消

費亦因人口和不是民生消費必需品有關，同時

亦不一定能把工藝品拿來當做為美感上的欣

賞，亦為另一因素。綜觀上述原因，台灣的傳

統工藝生產，就只有限定在一定的數量和銷售

的地區範圍內。可是當台灣的傳統農業社會趨

向工業化時，人口漸流向工商都市，工藝的現

代化則不得不趨然。當人口流向工商都市時，

都市的消費型態，截然不同於農村社會。工商

都市是資本的匯集區，亦是大宗消費的場所，

生產地的物品大都會移向工商都市來。在社會

工業化之後的工藝製品，亦或以傳統方式製作

出來的工藝品，都會轉移匯集到都市地區來，

畢竟工商都市才是工藝品消費較多的地方。並

也因為走上都市化，工藝品亦必需以設計為導

向來改變製作的程序，亦即為供應較多於農村

人口的都會區，材質及數量除了是考慮的因素

之外，在美觀及機能上都是設計工藝品時必需

的考量，需如此，方能應付在都會區，知識較

高的階層及較多的人口，這也即是社會都市化

之後的工藝生產製造的變革，否則在求新求變

的現代都會區裡是無法生存的，故而設計是現

代工藝必然的走向。

對於工藝品來說，以設計的取向來改變其

生產製造的流程是近代的事，這有別於傳統的

工藝製造方式。雖然在現代的社會裡、傳統純

手工的製作方式與現代機械的製作程序皆可同

時並存，但是當需求量增多，以及社會形態改

變，講求新穎變動的要求增多時，以設計的取

向來塑造出符合現代生活空間的工藝品，則是

不可避免的事，況且當工藝品需求量增多，必

需以量產方式來生產時，此時這就成為一項經

濟的產業；而台灣在進入工業化的社會時，工

藝品製造生產也成為台灣的經濟產業之一，這

與完全以傳統工藝品製作的時代不同。在完全

是傳統工藝品製作生產的年代，工藝品是自給

自足的，遠談不上是增長經濟的產業，而當台

灣進入現代社會時，經濟快速的成長，各項產

業蓬勃發展，產業結構開始改變，工藝品在這

個時期也成為經濟的產業之一，亦即生產製造

的方式和過程也隨著其他產業一樣地轉變，故

而以設計取向來生產製造工藝品也就很自然地

融進了台灣經濟產業的大環境裡，台灣的工藝

產業因之開始注重了造形、色彩、圖案及功能

等設計上所講求的要素，多樣性的現代工藝於

焉誕生。

二、台灣工藝的現代設計取向

當台灣走進工業化之時，一切都朝著產業

經濟上發展，農產品，工業產品，很大宗都是

走向外銷導向的路上，同樣地，工藝產品也不

例外。所有的外銷產品為台灣帶來了大量的外

匯，台灣的經濟成長也同時水漲船高，這除了

是台灣重視並朝向科技之路外，同時也開始了

解到產品的競爭，除了廉價之外，品質及好的

設計也是同等的重要。而台灣的工藝品，在仍

然是傳統製作方式的時代時，其品質及技巧是

很優秀的，可是當社會改變了之後，有些形態

不合時宜或材料的變動等因素，則漸趨沒落，

甚或消失，而能生存下來且繼續在生產製作

的，就勢必改變其生產製作的方式，如材料的

改變或加工方式的改變，以及多樣性的呈現等

等，這時以設計取向的工藝則開始被重視了。

論及設計觀念的出現，為始於十八世紀的

西方國家。由於受到產品量產及大眾消費的影

響，因這兩項因素，對一般人日常生活產生有

重大的關係（註二）。同時在產品上若有新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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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設計，則變成為更受歡迎。西方國家，

尤以歐美等國，自從產業革命以來，大量使用

機械來製造產品，並且大眾的消費也一直在增

加，因此設計師在產品製造及消費上就扮演了

一重要的角色。設計師必需在產品生產製造之

前有好的預定構想，甚或了解市場的需求等要

件，之後，才能設計出一件優良的產品。因

之，自從機器大量代替手工，產品量產化之

後，設計觀念漸形重要，設計師亦被賦予重

任。而台灣在走向現代工業化的產業道路上

時，也意識到設計對產品的重要性，若無周密

及良好的設計，產品無由與人競爭，由此可想

見設計之需要。

現代設計的觀念源自西方，而影響台灣的

設計，及較早引進的，應屬包浩斯（ Bauhaus）

的設計觀念。包浩斯是創立於德國的設計學

校，成立於一九一九年的威瑪。其宗旨是結合

藝術與科技於一體來應用於設計上。包浩斯的

設計理念，除了影響歐洲大陸之外，在一九三

○年代因納粹的因素而傳到了美國，並也在美

國有一定的影響。至於台灣，則要到六○年

代，經濟正起飛階段，這時包浩斯的設計理念

也傳進了台灣，其影響的層面則包括了在商業

設計方面的廣告設計，封面設計，包裝設計及

海報設計等平面設計；而在產品方面，包浩司

的設計理念，強調藝術與科技的結合，故而在

工業設計及工藝設計方面都有多方面的影響。

台灣的工藝在日據台灣之前，無論造形、樣式

或圖案各方面，傳統的遺留仍很深，造形和圖

案仍趨於較繁複；在實用品上，機能及包裝方

面的考慮仍不很周到，可是在進入都市化的產

業經濟，以及許多產品都以外銷為導向之後，

這時包浩斯的設計理念正傳入台灣，工藝品開

始漸有所改變了，造形趨於簡潔或多樣的變

化；圖案則開始走向也有幾何圖形的形式；色

彩的配置亦採有對比或互補等運用色彩學的理

論來表現在工藝品或平面設計上。此外，在實

用工藝品上也懂得注重使用上機能的設計考

慮，使得產品在使用操作時能較方便等等。這

些都是包浩斯在傳進台灣之後，對台灣的工藝

設計的影響。之後，台灣因經濟、產業、教育

與文化等與歐美國家在大量的接觸往來之餘，

歐美的現代科技、現代藝術、設計也頻頻地飄

進台灣來。畢竟現代藝術與設計有深厚的關

係；現代藝術的造形、色彩及理念的表達對設

計有深遠的影響。台灣在包浩司傳進之後，現

代藝術及設計也陸續跟進而影響台灣的工藝，

故而在造形上有多樣而自由的呈現，甚或在潮

流的趨勢上亦有多樣的變化，色彩圖案或亮麗

或使成為強烈，或詭異等，奇樣多端，這些無

非是為了適應和迎合現代人的生活空間，和不

同形態的生活方式的取向。除此之外，台灣因

地緣及曾經受日本統治，與日本的關係也頗為

密切，如經濟貿易及科技等方面，都有一定程

度的影響，而工藝設計方面也不例外。

台灣的工藝進入現代的設計理念，除了接

受西方的影響之外，也有一部份是來自於日

本。在日本，其傳統工藝仍保存得極為完好，

日本人並積極地發揚其精美優雅之處外，亦試

著將之融進現代的生活裡，此項工作一直持續

不衰，並也能與現代工藝相容並存，這也展現

了日本人對傳統與現代工藝的審美觀並無相互

矛盾之處。日本的科技極為進步，其工藝因而

在科技的進步發達當中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諸

如品質的改善，生產效率的提昇，同時由於有

優良設計的推展，相輔相成，使得日本的現代

工藝有長足的發展和輝煌的成就。台灣的工藝

亦因日本現代工藝的輸入及設計理念的引進，

並融合西方傳來的現代設計觀念的影響，從此

步入了現代工藝之林。所謂現代工藝，其發展

的過程，除了需具有前述的現代社會的條件

外，其另外的條件則與現代設計及藝術有深厚

的關係。現代設計改變了傳統工藝的造形、色

彩、材料使用及使用的機能等質素，使得現代

工藝更能符合因時代改變，社會變遷的生活空

間。



論及現代設計的發展，則離不開與現代藝

術的密切關係。而現代設計亦始於西洋的藝術

傳統，及其後發展成的現代藝術。現代設計係

應用在西方產業革命後，因產品需以量產的方

式來製造及大眾消費的需求而發展出來的（註

三 ）。對於產品的生產製造，採取設計是十分

必要的，因為消費市場的不斷需求，故而產品

則必需不斷地在造形、機能及其他方面的更新

變動，並有更周詳的考量，以推陳出新；況且

在進入現代社會，西方的自由及民主政治，更

加深了大眾對一切事物的求新求變和多樣性的

選擇。設計的理念在如此的衝擊下，其發展愈

益快速，除了現代藝術派別林立；現代設計不

甘其後亦各領風騷，在如此天翻地動地推波助

瀾之下，其風很快地吹向亞洲來，日本、台灣

和韓國都受到了衝擊。而台灣在進入工業化的

現代社會之林，對於外來的資訊，如歐美或日

本，都能很怏地接收，而設計方面的資訊及理

念亦在接受之內。歐美的現代風和前衛派別，

這些新潮，無疑地對設計有很大的影響；而台

灣的工藝設計，在有如此的環境和風氣之下，

無可避免地，由於大家漸有自由開放的心胸，

對於外來新的設計觀念和思潮，很自然地就較

容易接受和吸收，並也擇取應用在現代工藝的

設計思考之內。

台灣在經歷了工業化的洗禮之後，各項產

業蓬勃發展，並也使台灣的經濟加速地起飛，

以至今天的穩定成長。在這當中，產業由外銷

加工形態的製造方式，漸趨向於今天的自行開

發設計，其間的過程，奮勵難辛，但也把台灣

帶向了一個繁榮富裕的社會。而台灣的工藝也

是在這個經濟成長發展的大環境中，一直在奮

力競爭向前邁進。

工藝品是台灣的經濟產業之一，可是我們

若以文化和藝術的角度來思考和看待，則有別

於其他科技、商業或農業的經濟產業。工藝品

除了是可實用或觀賞之外，它亦是帶有文化和

地域特性的物品；科技或其他商業的製造品，

大都是具普遍性且較不涉及到帶有文化和地域

性的色彩，因而在產銷時，市場較為廣大。相

反地，外銷的工藝產品則較有文化及地域性的

限制和分別；當工藝產品銷售到另外一個國家

時，到了當地，不見得該地區的人民都能接受

或喜愛從異地來的工藝品，頂多是初期因好奇

而接受，長期之後則接受的程度會減少。因而

工藝品外銷，到了一定的時候，則會因諸多的

因素，如工資的上漲，用人過多，利潤微薄以

及上述的文化差異的因素等，而漸趨改變或沒

落。台灣的外銷工藝產業即是如上述的因素而

走向改變的道路；但是台灣的現代工藝，並沒

有因為外銷的不利而工藝的設計就因之衰落，

相反地，工藝家則另闢蹊徑。有些朝向更新、

更多樣或多變的設計；有些則設計製造的策略

改以適量多樣，或少量多樣的方式來推陳出

新，畢竟台灣的年平均國民所得已是工業化，

現代化國家的水準，工藝品的附加價值亦在提

高，因為有好的設計，好的品質，人們的生活

空間也需要有優美新穎的現代工藝品來相互媲

美。

三、現代工藝與生活

工藝的發展與人類的生活、習慣及文化可

謂息息相行，並有密切的關係。工藝品的製

作，長期以來大都是為了生活所需，尤以在農

業社會，日常總會用到許多器具，飲食上的器

皿，和穿戴的製品等，樣樣都得以手工胼手胝

足地製作，若以今天來講，這些都是工藝品。

由此可知，工藝與生活的關係是十足地密切。

而當人們每天都在使用，久之習以為常時，並

不覺得它有何特殊之處，可是當時代改變，社

會變遷，生活習慣及方式漸趨轉變時，這些從

前時常在使用的器具用品，卻在無形當中被替

換或拋棄了，代之而起的，或許會是另外與從

前截然不同的物品。如此地轉換改變，尤以在

現代這個工業化、都市化的社會更見為然。可

是當我們了解到工藝品有大部份是實用的，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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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部份是可觀賞或裝飾的時，但是時代及社

會的各項生活方式也會改變，人們的審美觀亦

會隨之調整，故而工藝品的設計製作亦應隨之

應變，以適應並迎合現代社會人們的需求。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時代，工藝品很大部份

的製作是以實用為主，而純然用來做為裝飾上

使用的，除了是宗教上的裝飾外，在建築上的

裝飾亦有許多。若以在生活實用上的裝飾，一

般則較為素樸，除了是富貴人家的用品及建築

或其他方面的器物有較為繁複華麗的裝飾外，

其餘一般百姓人家的用品器物大都純為日常生

活實用上而做。然而當台灣在進入工業化、都

市化之後的社會，國民的經濟水準相繼增高，

生活上的各項需求除了增多外，對於各種物品

的品質及審美要求也相對地提昇，其因實為台

灣的教育向來就至為普及且水準亦高，國外資

訊傳入甚為方便頻繁，以及政治步入自由民主

的道路，故而大多數的國民都能接受到從各方

所傳來的訊息，無形當中，很自然地把國民的

生活水準提昇了，甚且在審美的認知上亦悄然

地增進許多，因而在生活上的工藝品，從設

計、製作、銷售到購買等都一直在增多，再加

上從國外及四方八面而來的工藝品也都湧入台

灣，一般國民卻也大都能接受這繁多的工藝

品，這其實亦說明了時代變遷，社會前進，現

代社會的國民的審美意識亦能隨處而調適。可

是若以另一角度視之，現代社會國民的審美觀

除了能接受現代工藝所呈現的多樣品類外，面

對傳統工藝的樣式造形並沒有完全丟棄排斥，

相反地，仍有許多人對傳統工藝亦然抱有思幽

懷鄉之情，畢竟對於審美的認知，現代與傳統

是徑渭不分明的。

論及傳統與現代，這二者的觀念不是對立

的，它是一個「連續體」（註四），我們很難把

某一個時期就劃分為絕對的現代或絕對的傳

統，尤以在面對藝術品或工藝品的審美判斷，

更無法以「現代的」就比「傳統的」為好或優

美等等，若以這樣的判斷，則過於武斷，蓋美

的事物，是不受時間的制約的。故而我們常可

看到古典建築輟落在現代建築之間；或古文物

與現代藝品並置；人們的生活空間也常是古典

與現代並存。此亦即說明，現代社會人們的審

美經驗是多方面，多樣性的，只要合於其視覺

上的直覺美感及生活空間可適的搭配，無論古

典的或現代的藝術品或工藝品，皆可同時置配

在同一個空間或實質的生活環境裡。故而當我

們回到工藝設計和創作時，現代的工藝設計，

時而不一定再是量多的產品了，為了滿足部份

對象的喜好，它有時是限量的製作和生產，並

在造形、色彩及材質方面有較高的品質甚或精

緻的要求，此即是限量多樣的現代工藝，以適

應工業化及都市化後，現代社會人們的喜好傾

向。台灣的現代工藝正朝向一個多樣性的工藝

生產取向；大量生產並以外銷為導向的工藝品

已不再多了，代之而起的則漸轉換為限量或適

量的生產製作，甚或僅為少量或單件的製作亦

不在少數。觀之在台灣這個現代社會，由於大

多數人經濟力的提高，教育文化的普遍推展。

美感鑑賞力一直在增進。當面對少量而精美的

工藝品時，現代社會的人們是愈來愈能接受

了。

工藝雖不若政治、經濟或教育等影響力之

大，但是工藝的發展是文化的一個面向。工藝

本為藝術之一環，工藝除了具有實用上或裝飾

上的功能外，工藝與其他藝術類別，同樣都具

有審美的價值，因而當我們在使用工藝品時，

往往也同時會去欣賞它，尤以在購買或選擇

時，美感上的考慮時而是放在優先，畢竟人們

的心理總都會直覺地投向具美感的事物上去。

工藝品如同其他類別的藝術品一樣，都具有這

美感的質素，因而它才能在人類的文化發展上

永續存在。

觀諸工藝的發展，當工藝家在設計或製作

工藝品時，其本身的美感經驗常會很自然地表

現在工藝品上。工藝品與機械製造出來的工業

用品，其不同的地方，很明顯地，工藝品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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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心靈上的美感經驗以及平常生活經驗的綜

合（註五）；而機械製造的工業用品則缺少上

述二項的特點。故而一項工藝品的完成，對於

人們自然會是很親切，使用久了甚或會覺得有

感情而愛不釋手，畢竟工藝品是人類心智與手

工的結合，美感的痕跡自然著落其上，此工藝

品與工業用品不同的地方。

在台灣的現代社會，人們漸能意識到，工

藝在實用之外的審美價值。工藝的多樣面貌呈

現，也代表了現代社會設計觀念的普及。新的

意象，新穎多變，亦是「現代」的表徵，工藝

品也可以如是的表達，並也逐漸而不息地已進

入到我們的生活裡。生活原是可以多方接受來

自四方八面的迅息的。當工藝蛻變為「現代」

時，它也早已與現代生活結合了。

四、結語

觀諸台灣工藝的發展，是隨著台灣的社會

流向而演變並向前邁進。在進入現代化的社會

時，工藝家們也能調適自己來面對社會的變動

以及外來資訊、文化的挑釁。設若無法接受現

代社會多面貌、多樣性的複雜體，而思創造，

則將無以擠進現代工藝之林而生存。其意並非

傳統的就應完全拋棄而置之不顧，相反地，傳

統的工藝應視為根源。以藝術的觀點視之，傳

統的造形、色彩或圖紋，仍有其優雅精巧之

處，這應無容抹殺，只是傳統的器物，容或有

些已不合適於現代生活；但在視覺上，傳統工

藝的造形、色彩或圖紋等仍為許多人所欣賞和

接受，畢竟文化是一個融合體，換言之，文化

亦是為一連續體（註六）。當我們長期生活在一

個相同的地域和空間時，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

總會相遇而融匯在一起，這時人們則會以他自

己的生活背景、教育、性向或喜好等來披沙篩

檢，以選取最適合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傳統工

藝和現代工藝則是在這種背景之下而同時並

存。此外，傳統工藝，亦可言之，是在透過現

代的詮釋之下因而長久地延伸，此其為何現代

社會的人們能欣賞和接受之理，進而在現代的

生活空間當中，亦不至顯得突兀，並因而成為

現代的一部份。

在美學的意義上，台灣的現代工藝將如何

向前走？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其亦如同

我們將如何生活才會比較好或比較有意義是一

樣的問題，而同時這也是一項文化的問題。現

代工藝亦是文化的一部份；工藝與我們的生活

息息相關，工藝亦可反應生活，因其亦就是生

活的文化。在我們生活的環境裡，環境與人可

謂是互動的整體。人在大自然的環境裡生存，

則必需學習去適應生活環境裡的各種狀況，當

環境對我們不適時，則必需想辦法去調適，以

合乎我們的需求；此外，亦必需主動地去改造

並積極地去改變自己的環境，以為創造。需如

此，方能滿足自己的需要或欲求，以達至理想

的境地（註七）。觀之台灣工藝的現代化，亦是

在變動的環境裡不斷地調適和創新，以符合台

灣在進入已開發國家的社會，並在求新求變

中，往前邁進，因現代人的思慮常是變動不拘

的，故而在工藝的審美經驗上亦然常是新穎而

先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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