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一位身懷多項工藝技術、創作力豐沛的創

作者，在旅居美國數十年後，憑藉著一股對家

鄉的熱愛及對陶瓷創作的執著，毫不畏艱難的

與妻子回到離別多年的故鄉通宵，經由自己設

計並親自監工下，一磚一瓦的建設青山窯。窯

場的建設雖然辛苦，但內心那股能與家鄉同好

交流和大家共享的情懷，卻讓窯主夫婦心中充

滿了喜樂，畢竟這塊蘊育他們生長的土地，才

是他們真正創作的泉源，因為所有的創作都離

不開對根源的探索。

青山窯的建設工程現在已接近完成，整個

窯場座落於三千坪的樹林基地裏，遠離塵囂，

寧靜而優美，包含有窯爐室、工作室、民宿，

及興建中的柴窯、演藝廳等設施，所有的硬體

建築都是窯主努力克服當地地形建造的，其簡

潔而純樸的外觀與大自然的山林融合成一體，

顯得和諧而溫馨。整個庭園中原有的樹種，窯

主都用心的給予保留，與整個環境相得益彰輝

映成趣。保留自然的美是園區當初設計規劃

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目前有一些年輕的創作者，已陸續探訪了

青山窯，窯主雖然年近60，但旺盛的創作慾與

樂於傳承的寬大胸懷，讓他一直希望有更多的

同好能至青山窯踏訪。本所也在窯主豁達且勇

於敞開門戶的觀念下造訪了青山窯，為了讓青

山窯與台灣的陶瓷創作者有更多認識交流的機

會，本所本著拋磚引玉的想法，以訪談的方式

與窯主暢談青山窯的成立緣由與未來的發展走

向，希望透過這樣的引薦介紹，讓到訪者不只

是玩陶欣賞山林之美而已，更可以深入的感受

到創作者對生命理想的開發。

窯主張明輝的學陶做陶歷程︰

張先生回想當年拜師學藝的情形：記得那

時，是學校的老師親自挑選自己所要的學生。

我的老師在接受我為學生之前，先檢視我的骨

格、手掌、手臂等部份，接著再仔細的審視我

的繪畫與雕塑作品之後，才答應接受我這位學

生。當時我覺得很訝異，後來才思考到我的老

師真是充滿了智慧，深深的覺得他選擇學生的

方式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扮演什麼角色就需要

有什麼樣的體格。我的老師是專門從事手拉坯

與手擠坯的工作者，曾經代表美國與澳洲從事

文化交流的工作，學生都稱呼他為老John，在

他的指導下，加上自己以往從事景觀設計多年

的工作經驗，我很快的學會使用泥土創作種種

作品。由於跨入不同的創作領域，希望能對陶

瓷作更深入的探索，於是和李亮一等同好共同

創立南加州陶藝協會，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承諾

與信念，就是要把在美國對藝術及作陶所獲得

之好的觀念，帶回台灣並傳播下去。

回來台灣之後，我在台北汐沚開設陶房，

那時剛好汐止鎮廖學廣鎮長正在推動文化立鎮

的工作，我受邀負責培訓當地的學校老師，讓

他們成為陶瓷文化種子教師，回到學校即能授

課，共有四年的時間投入此項工作。但心裏一

直有個心願，想要成立一個窯場，於是積極尋

找土地，首先由宜蘭開始找起，但一直沒有找

到適合的土地，後來在回故鄉掃墓時，發現通

霄還保留的很純樸，值得考慮設置窯場。那時

還沒想起自己在通霄有一塊土地，是在20多年

前所買的，一直都沒有運用。後來接到通宵鎮

公所寄來一張明信片，通知這塊土地以後不用

繳稅了，才想起當時向小農場買的這塊土地，

因此土地的問題解決了。於是我開始積極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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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青山窯的興建工程，首先觀察這個地形，然

後做規劃設計，當時這塊土地要走進來相當的

困難，原有的道路被二樓高的牧草所覆蓋，所

有的樹旁均是密密麻麻的竹子，原來的農舍均

已破損不堪使用，可用篳路藍縷來形容整建的

困難與辛苦，其間共費時五年的整建才完成目

前的模樣，另有演藝廳與柴窯正在籌建中。在

這邊投入的經費看不到的比看到的還要多，因

為道路及基地的填土工程是最為困難的部份。

演藝廳的設計構想與願景︰

我在美國學過作品展示的課程，在展覽的

佈置過程中，一件產品如何表達，如何從平面

到立體，燈光的投影角度的處理都要加以考

慮，而空間的應用與實體物的表達，光線與時

間的不同，會讓觀賞者產生不同的心理影響，

這部份也要加以注意，最後動線的形態與作品

的結合都要很靈活的運用，才能讓參觀者產生

身入其境的感覺。換言之上述的各項要點都要

講究，才能辦一個成功的展覽。我對將來演藝

廳的要求，是一個能夠多元性運用的空間，差

不多有100坪，兩邊採用樓中樓的設計，並有懸

空的作用，可以成為品茶、喝咖啡的場所，同

時也是看台。中間是演藝的中心點，表演場本

身挑高2公尺，兩邊看台的觀眾，可以清楚地觀

看表演的過程，藝術家在這邊現場工作的時

候，可以一邊工作一邊與旁邊觀眾對話，製作

的理念從而可以傳播出來，因而產生無形的教

化功能，讓參觀者了解藝術家的工作與生活，

提昇生活的涵養，我的演藝廳希望具備這樣的

功能。

將來演藝廳落成後，我要向國際發佈台灣

有這樣的工作據點，歡迎國際上的同好到青山

窯來交流。並且免費提供吃住，他們在青山窯

的時間內現場表演或創作出來之作品，將為他

們辦理展覽及演講等系列活動，協助他們籌措

經費，支付其來回機票或是生活費用。當然最

重要是要留下他們的設計理念及製作技巧等技

術。這就是我們的目的，製作過程我們也需要

作記錄，以供參考，因為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藉由這樣的國際交流來提昇我們的創作水準。

積極的去舉辦各種國際交流，也是青山窯未來

對地方產業振興想要落實的工作之一。以上就

是我的演藝廳的原始構想與理想，我正努力一

步一步的去實現這項工作。

柴燒內涵的省思︰

柴窯的存在價值很高，不祇是歷史的見

証，更可以在燒窯的過程中具有教化的功能。

一群工作者如何合作完成燒柴窯的工作，這一

過程即是無形的教化功能，不像瓦斯窯門關起

來一個人就可以獨立作業。柴窯雖然具有相當

的價值，但時代潮流的進步與環保問題，是不

容忽視的，燒木材所造成的問題，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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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沒有木材可燒怎麼辦？雖然木灰不會影響

環境造成污染，但是每座窯都要使用木材，那

麼多木材從那裡來，會不會造成濫砍的情形發

生。據我所了解，日本的窯燒像備前燒、信樂

燒之類的名窯，宗師級的人物，他們要燒窯

時，會考慮很多問題，因而是不輕易做陶、更

不輕易燒陶，一年的燒窯次數通常只有1∼2

次，燒製的過程非常嚴謹講究。與台灣的柴窯

形態截然不同。

我在國外看過一個報導記錄片，內容是敘

述一個柴燒工作者，從他創作產品開始，至裝

窯、燒窯、出窯的整個過程。最令我驚訝的

是，燒窯時在柴窯邊的一棵大樹下，有一張大

的木桌，他將桌巾鋪在桌上，並準備了各式各

樣的水果、餅乾、美酒、樂器與許多同好，在

音樂的陪伴下，他們的生活跟燒窯過程融合在

一起，那種感覺非常美，並且是在日常生活

中，很自然的情形下就可以達成那種意境。他

們共同合作在經過不間斷的投柴燒成，直到達

到預定的燒成溫度(1230℃以上)，需要一個禮拜

的時間，熄火後封窯口，要等待約2∼3天的時

間才能出窯。

出窯時他邀請附近的家庭成員，包括小

孩、大人、男女、老少全部一起來，大家盡情

慶祝豐收，然後才打開窯門，將作品取出來。

之後作者駕著馬車，後面載著那件柴燒作品，

慢慢的已經接近黃昏了，馬車開到山的稜線

上，而後在稜線上慢慢消失。這並不是表示已

經結束了，接下來是展覽的畫面，在一個比學

校禮堂大好幾倍的空間，有許多藝術家大型的

金屬作品擺放在那邊，而中間擺放著那件用柴

窯燒的陶器作品，作者本身就站在產品旁邊，

也形成了另一件作品。讓我們把視覺的角度放

大，整個大會場更是一件雄偉的作品，就這樣

氣勢磅礡的呈現出來，令人感動而且震撼，至

此整個過程才劃上美麗的句點。上述的創作者

他是一位世界級的藝術家，他將自己製作陶瓷

及展示的過程拍攝下來作記錄，這是一個深具

教化功能的記錄片。

國外的環境與思考是這樣的，反觀國內

呢？個人去年參觀穴窯的燒製過程，人置身在

那個環境中，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感覺心裡很

痛，集合20幾位陶藝工作者在那邊，只是盲目

的在投柴燒火，那樣的作法是不是失去柴燒的

精神，燒窯要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柴

燒的內涵精神有需要被提出來討論。

日本宗師級的工藝家為什麼那麼小心慎重

的燒窯，就連木材都是有選擇性的，因為不是

一般的雜木可以燒成他們心中理想的作品，就

以備前燒而言，是選用刺松、馬尾松這類的松

木，這類松木取得不易。所以一個窯場的建

立，應是百年以上的計劃，要流傳給後代，甚

至變成文化財，其實燒窯的精神不在於柴的耐

燒或是快慢長短。就如備前燒所提出的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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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燒窯時將木材投入窯內的那種感覺，去思

考木材如何進入窯內，而不是隨便丟入。我們

為什麼那樣的草率輕忽呢？這是我們要思考的

問題，因此我們在這方面應該慢慢去省思，去

注重柴燒的精神層面。

生活陶的銷售問題與未來︰

生活陶銷售問題：

談到產品的銷售，不只是作陶的工作者，

其實所有的工作者，都是要面對經濟收入的挑

戰與壓力。鶯歌地區大部份的陶瓷工廠或是大

同磁器公司，他們的量產技術，已經可以輕易

燒出古代半透明磁器，在古代來說是寶，現在

已經很普遍了。在這樣的競爭壓力下，怎樣把

自己陶瓷的風格表達出來，才能具有市場的競

爭力。像日本不斷的在推廣陶瓷文化，從平常

生活面，旅遊面、觀光面，都已經融入陶的文

化了，例如懷石料理吃的文化中，以無形的傳

達陶瓷品的用與美。

目前台灣有沒有像日本這樣的去積極推展

陶瓷文化呢？其實很少，整個社會不但沒有適

切的傳達陶瓷的文化內涵，往往還在打壓陶瓷

的發展。例如免洗的餐盤一大堆，因為大部份

台灣本土的餐飲業者，為了降低成本大量的使

用塑膠或免洗的器皿，卻不知道好的容器可以

襯托出其菜色，使整個飲食品質提昇。可惜並

沒有可行的措施被提出。

在美國，陶藝家的銷售情形就好多了，他

們有一個經紀人的制度，另外也有藝評的專門

行業，彼此建立起互動制度，因此工作者祗要

認真的去創作即可。而我們國內大部份的創作

者需為生活而工作，因此建立可行的經紀人制

度是很重要的。國內也相當欠缺藝評人員，將

國內創作者的產品作分析與評鑑，提供供消費

者購買與欣賞時參考。

陶瓷工作者怎樣來突破這些問題，不祇要

自立自強，同時也要靠有心的單位來推動，來

推廣展示才能事半功倍。陶瓷產品目前在社會

的中上層次裏，已很受歡迎，有一些經濟收入

不錯的家庭，他們已經可以意會到這些作品的

美感與內涵，可以使他們的精神生活更豐富，

但畢竟祇是少數人，如何把少數變成多數，就

要靠推廣了。

另外陶瓷產品的展示也要推陳出新，不要

拘泥在已往的傳統形態，只是熱鬧的辦辦展

覽，是不夠的。如何讓民間的使用者，可以來

使用這些陶瓷品以提昇生活品質，因為使用者

越普及而從事陶瓷創作者就會越多，這才是工

藝與生活的結合，這樣才能真正實際的落實。

產品定位問題︰

限量產品與大量產品的價值觀念要釐清。

我有一次到台中茶藝館飲茶，老闆身旁有20幾

個紙箱，我問是裝什麼？結果老闆說是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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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30元向北部某個陶藝工作者訂製的，加上

簡單的包裝後當成茶葉的贈品，雖然老闆的立

意很好，但陶藝工作者並沒有考慮到，做這樣

的產品，將來會對其他的陶藝工作者有很大影

響。後來我才知道，事實上其坯體並不是陶藝

工作者自己製作的，而只是拿大量生產的產品

來上釉燒成而已。本身卻沒有考量自己的名譽

就這樣被埋藏掉了，因此如此的錯誤，影響了

整個陶藝界，這樣的問題是台灣常有的現象之

一。

日本在30多年前就從事這方面的教育工

作，手工藝的、限量的，大量生產的作品分的

很清楚，從基礎的幼兒教育已經開始，因此了

解手工產品是單一性的，其附加價值較高，而

限量產品就再次一等級，而量產的產品再更次

一級。因此整個日本社會上有這種認知的觀

念，也造就了工藝品存在的地位。而目前台灣

並沒有這種認知，大家時常拿大同磁器的產品

比喻這產品有描金線而那個卻沒有，來認定產

品的價值與價格，這種現象的產生，應歸究於

社會教育還沒普及，這種現況是無法立即改善

的。

一個創作者該有的理念與堅持︰

本土性的創作者在做什麼或者本土的創作

者該做些什麼？我們可從純藝術、與工藝的差

別，從其本質界定做起。一個藝術工作者，在

作純藝術的表達時，作品裡應該是單一性要

求，是有條件的、有歷史背景的、是思想性

的、哲理性的，作品本身是會引起共鳴性的，

這些條件都需具備，並且藝術創作者本身要有

能力把時間凝結，將生命投入，這樣去創作作

品，才是藝術創作。不能以手拉坯的產品造

形，將它稍微打歪變形，就說是藝術品。

藝術創作並不一定賣得到錢，那是個人思

想理念的濃縮，說不定一個甕可以賣很多錢，

比藝術品的價格更高，但創作品卻有可能賣不

出去。因此建議可以設計一個有關：工藝創作

與工藝品之間的本質與定義的議題，去討論釐

清。現在有很多創作者，仍停留在模糊不清

中，因為本質不清與人交流時便會錯誤無知。

舉例來說單一個油滴天目碗不能稱為一件藝術

品，但如果能用在一項活動或與其他藝術活動

結合在一起時就可以稱為是藝術。

日本茶道用的茶碗可以用藝術形態的角度

切入解釋說明，因為有茶道的歷史背景及文化

背景，因此在敘說茶碗時，就有這些內涵文化

存在，因而可以把茶碗以藝術品的角度去呈

現。假如要說明油滴天目碗時，應把歷史背景

找出來，而不是在不瞭解當中，就認定它是一

件藝術品。

因此有一仟萬元一件的工藝品，也有十塊

錢一件的藝術品，他的意義在那裡值得我們深

思，不是說藝術品就是絕對的好，工藝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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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錢，創作者不需要因為做工藝品就有被貶低

的感覺，不需要有這樣的自卑感，不是冠上藝

術，產品就會提昇地位或價值，其實不需要有

這樣的想法，常有人將甕燒歪掉就稱作是藝

術，這是不正確的觀念，因此也不能將傳統工

藝當作藝術在論述。

因此，可以說很執著的從事工藝製作，要

比當藝術家更困難。世界上有名的藝術家，大

部份的時間，都在做一般消費者生活上所需要

的生活用品，而其創作品是慢慢累積出來的。

在這裡我要呼籲大家以前沒有的，現在可以開

創，並非找出以前的才是好的，才是唯一的出

路，從現在開始開創屬於我們的文化特色，我

們就當是爸爸媽媽，自己來培養出自己當地文

化的特色作品。

青山窯未來的營運與發展︰

青山窯最重要的精神是，文化的散播傳

承，透過場地開放，供民眾參觀、讓其了解工

作者如何生活、創作，讓參觀者與藝術家互動

交流，因而消費者可以直接的面對創作者，之

間有何疑問都可以面對面交談，結果是消費者

會對作品更珍惜，有更深厚的情感，知道產品

真正的創作過程與創作者理念。未來將配合當

地政府列入通宵鎮的觀光景點之一，達到提供

知性之旅的觀光休閒的目的。這樣的形式穩定

下來後，達成以地養地的形態，而生存下去。

有心想了解文化藝術的人，都很歡迎到青山窯

駐足。

結語：

欣見青山窯在苗栗的設立，窯主對柴燒的

深刻體驗與深入的觀察，及其不畏艱難的墾拓

精神，讓我們更清楚的知道文化的推廣與保

存，身體力行要比大聲疾呼，更具有實質的意

義。

回溯台灣早期的陶瓷產品，往往是為了溫

飽的基本需求而燒製的，在當時的時空下，陶

瓷產品被賦予盛裝食物與生活用品的重要任

務，也就是機能的需求大於美感的追求。因此

在一窯的產品中，有火紋的、有落灰的、有流

釉的，被理所當然的視為不良品，因而被丟棄

或賤價拋售。隨著經濟的起飛，台灣的陶瓷產

業也相對的蓬勃發展，陶瓷產品除了機能的基

本需求外，產品的美感與風格被加以重視。創

作者在此時期已知充份的攝取各種新知，塑造

屬於自己獨特、與眾不同的創作風格，不僅注

重形的塑造，更重視色彩、質感、火紋的控

制，以利於將整個作品表現得完美而新穎，以

謀求消費者的青睞。但綜觀這樣的創作過程

中，在過份注重具像形態的表達下，產品的精

神內涵反而被忽視了，因而創作者對社會的使

命與對生活的實踐部份，未能適切的讓欣賞者

了解，也就缺少了對社會的教化功能。創作者

當然是創造未來文化的推動與執行者，他們對

歷史有著功不可沒的意義及價值，如果能進一

步將生活實踐的內涵，再更清楚的傳達於消費

者，則不只陶瓷產品能美化空間，更能促進心

靈的昇華及生活美學的實踐。

當一個工藝產業的功能，不只是器物對於

人的基本滿足與需求而已，更是引領人們的心

靈，對生活能有更高更深的體悟與實踐時，我

們可以深切的期待，台灣的工藝產業，未來應

該是由傳統逐漸走進創新，並進入現代，是擁

有歷史原點與地方特色一個可大可久的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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