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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當國人至國外旅遊時所購買的陶瓷品，居

然是苗栗本地生產的，許多人乍聽之下，都露

出驚訝的表情，如此精緻的產品竟是出自台

灣。如果您曾經參觀過苗栗地區的裝飾陶瓷工

廠，就不難想像其所擁有的陶瓷重鎮之地位。

然而因為苗栗裝飾陶瓷產業大部份以外銷

為主，因缺乏強力的促銷，一直是默默的為國

家賺取了大量的外匯，而不為人知，國人極難

窺其全貌。在國際化的時代下，全世界裝飾陶

市場早已供過於求，台灣身處工資節節高升，

生產總成本遠高於大陸、東南亞等地的產品，

訂單價格無法及時反映台灣生產成本之際，業

者不得不卯足全力，突破經營瓶頸，積極再造

榮景。欣逢政府週休二日的政策下，業者看準

了國人越來越重視休閒生活。於是，選擇了回

歸本土傳統窯業結合地方產業觀光，開放讓觀

眾參觀選購，並享受捏陶的樂趣，期能為前往

苗栗的遊客提供更豐富的知性之旅，開創陶瓷

產業的另一片天空。

苗栗陶瓷產業的發展背景與現況

台灣陶瓷產業的發展約起源於清嘉慶年

間，後來受到日據時代的影響，產生了極大的

變化。尤其是苗栗地區的陶瓷產業，從日據時

代日本人發現粘土，設立窯場，燒製陶器開

始。至光復後，苗栗當地人接收工廠繼續經

營，這個時期的陶瓷業仍延續傳統的製作方

法，產業在穩定中成長。直到民國五十九年，

再次由日本人，將裝飾陶瓷的生產技術，及整

套的行銷管理方法引進苗栗。由於，民風淳

樸，居民個個刻苦耐勞，再加上苗栗盛產天然

瓦斯，這些有利條件的促成下，使得這個手工

密集的行業，迅速的在此地蓬勃發展，成為苗

栗地區的重要產業之一。綜合來說：苗栗的陶

瓷可分成傳統的日用陶及裝飾陶瓷兩大類，其

詳細發展情況如下：

傳統陶器製品之起源

苗栗於日據時代地屬新竹縣，根據苗栗縣

誌、台灣總督府、新竹州廳等文獻資料的探

討，苗栗地區陶瓷發源，應追溯自日本人岩本

東作自軍職退伍來台後（約明治三十年，西元

一八九七年），發現苗栗擁有得天獨厚的天然黏

土，卻一直未被開發。在確認西山的黏土可做

為製陶的原料後，曾在日本常滑地區從事過陶

匠的岩本東作先生，憑藉著以往累積的製陶經

驗，於是開始採泥、搗土、砌磚、築窯的製陶

工作，開起了苗栗地區的陶瓷產業，此乃苗栗

陶瓷的濫觴。苗栗人也因此得到啟蒙，對往後

陶瓷的發展起了極大作用。草創之期以生產土

管及粗糙的日常生活用器皿為主，所燒製的土

管主要供給台灣當時築鐵路時之暗渠用。之後

在公館大坑地區亦找到品質良好之黏土礦，於

是將工廠遷移至公館鄉大坑村，就地取土築登

窯，繼續陶器的生產與製作。直至大正七年

（西元一九一八年）岩本東作逝世，葬於隘寮峎

公館鄉第二公墓。其遺留之工廠由苗栗街興趣

相同人士與當時任街長的石山丹吾先生，接掌

經營，正式命名為苗栗窯業株式會社，沿續岩

本東作的製陶事業。

大正八年石山丹吾（西元一九一九年）擴

大其公司組織為新竹窯業株式會社。總社設於

新竹，並於頭份、大坑、北埔等地分別設立三

家工廠。但因受到業績不佳與環境的動盪不安

所致，使得資金凍結，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

蛻變中的苗栗陶──

外銷 文化休閒的五穀文化村案例介紹
●賀豫惠 葉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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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的營運發生困難，面臨關廠的窘境，在無

有利因素可挽回的情形下，而於大正十一年

（西元一九二二年）將工廠解散。石山先生因非

常喜愛中國的花盆與陶瓷乃獨資接手工廠，並

聘請日本優良陶工馬場一雄、佐佐木丈一（石

見燒）及關協釜次郎（會津燒）等人，大量引

進日本燒陶技術至台灣，陶瓷製作因此大有進

展。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石山丹吾確信

陶瓷業的展望性不錯，再次與日本人進藤釜三

郎、南部高治三人合資成立苗栗窯業社，當時

由於用煤炭、薪材燒窯之火度不易控制，適逢

苗栗地區有天然氣之開採，於是改用天然瓦斯

為燃料燒製日式陶器。但好景不常，民國十七

年天然氣停止供應，燒陶的工程受到阻礙，進

藤與南部返回日本，再次由石山丹吾一人獨撐

工廠。同年，石山丹吾在苗栗街成立萬德陶業

玻璃工廠。佐佐木丈一也在此時自立門戶成立

佐佐木製陶工廠。到了民國二十年，自幼家境

清寒為了生活而在石山丹吾家幫傭的吳開興先

生，在耳濡目染的情況下，利用幫傭之餘也跟

隨師傅學作陶，前後達十年之久，累積了深厚

的製陶技術，也奠下了日後製陶的礎石。在親

友的資助下，結束了幫傭生涯，創立第一家由

台灣人設立的福興窯業公司。在當時成為眾所

屬目的焦點。民國二十三年石山丹吾病歿，其

經營的苗栗窯業社及萬德陶業玻璃工廠由其嗣

子石山豐喜繼承家業，繼續經營。在此一時期

除福興陶瓷外，台灣經營的工廠，又增加苗栗

陶器所及公館窯業組合，加上日本人的佐佐木

丈一製陶工廠，合計為六家。

石山豐喜之工廠，因受二次大戰的衝擊，

經營發生困難，在無法突破現況下，由福州來

的陶匠，李依伍、林依黎、林依福、林象坤、

李亦彬五人及公館本地人士江萬木、邱創耀、

邱連生、吳開興、吳開源合計十人等合股共同

出資經營一段時間後，則轉讓於佐佐木丈一及

劉金源兩人。後來佐佐木丈一回日本，整個工

廠由劉金源買下經營，改名為苗栗陶器有限公

司，劉金源的工廠後來交給其侄兒劉延彬經營

（目前苗栗陶器有限公司以生產裝飾陶瓷為主，

早已不再使用登窯燒製產品，但廠內仍保留著

當時日據時代所建造的登窯一座，也是苗栗地

區唯一保留下來的登窯）。岩本東作的窯場於石

山丹吾退出大坑窯場後，幾經易主，最後於民

國四十八年，由泰興陶瓷邱傳壁所承接再傳給

其子邱傳甲經營，因地方開闢產業道路工廠被

拆除，苗栗最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座古窯也從此

走入歷史，未能留下任何痕跡。此時日本在台

所創設的陶瓷工廠已全由台灣人承接下來，結

束了長達五十幾年來的主導地位，整個日本式

移植的技術產業從此畫下句點。苗栗地區的產

業也從這裡為起點，開始了新風貌，在這個時

期苗栗當地從事陶瓷業的陶工與大陸福州來的

陶工，前仆後繼紛紛設立陶瓷工廠，使得苗栗

地區陶瓷產業蓬勃發展從光復前僅六家，逐年

增加至民國四十三年，已有台大窯業、協成陶

業、公館陶業、宏隆陶業、順興陶業公司、振

興窯業工廠、台灣窯業廠、苗栗陶業公司、萬

德陶業玻璃工廠、苗栗窯業社、福興陶業、公

館陶瓷組合、苗栗陶器所、泰興陶器工廠、協

興陶器工廠、榮飛陶器工廠、廣福陶業工廠、

福星窯業等十八家之多，工廠主要分佈於苗

栗、公館、竹南等地區。主要設備有土練機、

製管機、攪拌機、轆轤、電動機、登窯等。初

期苗栗陶瓷技術可說均由日本人傳入，首先是

岩本東作的常滑燒方法，以及會津燒方法的關

協釜次郎等人，後來福建陶匠來台引進大陸製

陶技術，因此苗栗制陶技術分為日本及福建兩

大系統。福建師父以盤泥作型與日本之傳統手

拉坯炯然不同，這個時期使用的為登窯（目仔

窯）燃料為相思木，光復後採用天然瓦斯及液

化瓦斯，所生產的產品有花缽、雷缽、盆、

甕、缸、酒瓶、茶壺、金斗等，由於原料之限

制（當時使用的為含鐵量高的陶土）無法生產

較高級的瓷器產品。到了民國五十九年，是苗

栗陶瓷產業的轉型年，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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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手拉坯與裝飾陶瓷比較表

傳統手拉坯 裝飾陶瓷

原料 苗栗土、長石 高嶺土、長石、球狀粘土、石英、

骨灰（骨瓷）、白雲石（白雲陶）

成型方式 於拉坯機上徒手拉坯成型， 必須先雕塑原型，再經原型石膏模分片、

再經修坯、雕刻圖紋或 殼模製作、石膏生產模。再由石膏生產模

浮貼紋飾 注漿成型。成型後還須經整修處理。

燒成 生坯上釉一次燒成， 大部份不上釉一次燒成，再經低溫釉彩繪後

少部份有裝飾性低溫釉上彩 低溫烤花。亦有生坯繪釉下彩，上透明釉

須低溫二度燒成 一次燒成後再繪低溫釉彩繪，後低溫烤花。

產品種類 茶壺、茶杯、甕、 人像、動物、瓶飾、燈飾，畫框、

骨灰甕、花盆、水缸 燭台、音樂盒、首飾、茶具、馬克杯

銷售方式 內銷 大部份外銷

工廠設備 拉坯機、瓦斯窯、登窯、 注漿設備、打漿機、瓦斯窯、隧道窯、

材窯、練土機、施釉設備、 彩繪設備、施釉設備、分片設備、製模設備

製土設備

人力資源 年長之手拉坯老師傅 原型雕塑師、注漿人員、彩繪人員、

分片人員、包裝人員

陶與裝飾陶瓷。此時僅部份工廠繼續從事傳統

的手拉坯陶瓷產業，大部份的工廠紛紛改行從

事模具製作的裝飾陶瓷產業。

裝飾陶瓷技術的傳入

裝飾陶瓷也稱西洋陶瓷，這個新行業由日

本引進原料、生產技術、生產管理與行銷，以

石膏模注漿成型的大量生產方式，在最短的時

間生產大量的玩偶類產品，著重細膩的手工彩

繪技巧，產品精緻華美，完全以外銷為導向。

當時成立最早的裝飾陶瓷工廠有丸利、精華、

聯美、東方等四家，剛開始生產之產品以寫實

為主，慢慢轉變成卡通及幽默的造型，由於裝

飾陶瓷的生產過程複雜，這四家工廠都聘有日

本技師長期駐廠指導或指派專人至日本學習。

至民國六十三年貿易公司開始尋找陶瓷技術人

員配合成立新工廠，於是工廠如雨後春筍般成

立，在短短三~四年間約有三百家之多，可說是

裝飾陶瓷產業最鼎盛的時期。此時業界的技術

水準大幅提昇，國內已有專門生產瓷土和石膏

的工廠，原料已能自給自足，不需仰賴日本進

口。由於市場需求的多樣化，原料由原來的瓷

土演變成骨灰土、半瓷土、白雲土等等，產品

種類更是琳瑯滿目。至此苗栗已發展出與其他

地區不同型態的陶瓷，成為台灣最大的裝飾陶

瓷產地。並在獲利甚為可觀的誘因下，刺激同

業研究發展以致摸索出訣竅，使該產業初期的

出口值由民國六十年的四十一萬美元提昇至七

十七年的三億美元。自七十八年起由於匯率變

動、工資上漲，使外銷迅速下降，七十九年外

銷值降為七千五佰多萬美元。主要產品包括：

人像、動物塑像、瓶飾、燈飾、畫框、燭台、

音樂盒、首飾、茶具等。八十六年工廠只剩下

九十三家，從業人員數降為三千一百零八人，

內銷市場開始受到重視並積極拓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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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薰陶瓷公司的成立及營運狀況

功薰陶瓷公司為五穀文化村的前身，成立

於裝飾陶瓷業鼎盛時期，約民國76年，由四、

五位同窗同學合夥。早期的功薰陶瓷公司租用

廢棄的三合院加以整修成工坊，初期完全以替

其他大廠代工模式踏入陶瓷界，從幫其他工廠

代工燒成產品、整修、注漿、彩繪、甚至出

貨，期間至少歷經二年。爾後也慢慢自行接

單，訂單多時也協助其他小型加工廠，訂立聯

盟移撥部份單訂，如此規模也日益擴大。民國

八十年初訂貨單日益增多，小小工坊已不敷使

用，於是購置廠房（今現址），新廠房也由當初

之人工注漿改成自動注漿，梭子窯也改成隧道

窯。員工數由最初之十來人到達頂峰之百來

人，本來只是代工的，也慢慢走向自行設計開

發，產品也由各種材質陶瓷走向單一材質──

白雲陶。

自民國七十九年政府開放勞力密集行業赴

大陸投資，短短的十年中，苗栗陶瓷業從頂峰

的四百多家萎縮沒落僅存不到100家陶瓷工廠，

裝飾陶瓷從業工廠更是祗剩十數家。大陸台商

憑藉著台灣生產經驗、管理技巧、以往十幾二

十年的製作技術，再加上大陸低廉的工資，將

留存在台灣的業者，打擊到毫無生存的地步。

90年代產業出走（尤其以裝飾陶瓷為最多）的

高峰期，功薰陶瓷公司的經營算是陶瓷界的異

數，自始至終都沒有打算將產業外移，在各家

陶瓷公司非出走就等待停業的期間，還能維持

一條隧道窯的正常運作。而東南亞、大陸低成

本高品質的產品，幾已完全取代了台灣原有的

外銷市場，功薰陶瓷公司在工資成本高漲的今

天，員工數也由頂峰時的百來人降至現今的三

十來人，如何突破經營的困境，成了刻不容緩

的重要課題。

轉型的動機與想法

功薰陶瓷公司主要負責人徐經理，為了一

份愛鄉的情懷與根留台灣的理念，只想為功薰

陶的未來謀求新的出路，而不考慮將產業外

移。雖然堅持不到大陸投資，要讓裝飾陶瓷在

台灣存在下去，但是事實上在台灣的傳統手工

業，於整個競爭條件上幾乎毫無招架之力。於

是徐經理到各先進之工業國家如日本、歐洲、

美國等考察發現，它們依然有各種類之手工業

工廠存活，而且發展的很有活力，總結所有觀

察結果，未來如果還要在陶瓷上發展，就必需

往休閒觀光、文化服務上努力。

於似乎有了五穀文化村的構思，將原來的

工廠開放來賓參觀，並加入休閒玩陶等項目，

一方面提振產業，另一方面結合文化、農業、

地方特色產業。

（一）保存─以收集對苗栗縣貢獻良多之產

業：農、陶、傳統之農具及陶瓷故鄉之

文物，得以世世代代留存下去。

（二）傳承──提供大型陶藝教室及產業經營

之完整設備場地，且繼續生產運作，擁

有許多技術師父，傳承發揚傳統手藝。

（三）薰陶──以最平價、基礎之方式，以孩

童教材、捏陶、壓模、彩繪、拉坯等，

採開放式不收費，任何人都可來感受泥

土、陶冶性情，怡然自得。

（四）揚藝──提供對文化、藝術有興趣之人

士、展示、觀摩、創作、研討、交流之

園地，使人們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

化，可溶入每一個人生活中。

（五）再生──振興產業、結合文化、藝術、

農業、地方特色產業，發展教育、休

閒、觀光、藝術創作等多功用之特性，

使此產品流傳每一個角落，也傳播於國

際，為其設立宗旨。也因地利之便，下

了高速公路隨即到了五穀文化村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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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陶瓷生產流程完全開放參觀教學

五穀文化村內陶瓷品販售及客家小吃販賣處也是村內唯一

之營業場地

五穀文化村內之陶藝教室為一紅磚牆瓦房(89年4月2日正

式開幕營運) 。

可同時容納50人研習之陶藝彩繪教室

位於陶瓷工廠內之五穀文化村展覽館，提供藝術工作者作

品之展場

樣品室，供遊客觀賞十數年來陶瓷品式樣之演變



祈能夠成為苗栗觀光休閒的窗口。任

何人來到苗栗，吃、喝、玩、看、學

的行程到此處便能安排，業者間的策

略聯盟，十八鄉鎮之農特產品都集合

於此，並安排各式的苗栗旅遊套餐，

促使消費者在此都能獲得消費資訊，

並使此手工密集的陶瓷產業在搭配休

閒觀光業後，得以再生並永續之經

營。

五穀文化村的設施內容

場地設置：

（一）停車場：約1800坪，可供數十部大型車

停放。

（二）文化村區：建物面積300坪。

（三）功薰廠區：約800坪。

五穀文化村內目前設有1、陶瓷館：內有樣

品室及展覽館。2、化石館。3、國內禮品部。

4、休閒陶藝部：內有陶藝教學及陶瓷工廠生產

部門參觀。5、賣場部：除陶瓷產品外也提供具

苗栗特色產業之產品。6、餐飲部：提供各式客

家米食。7、旅客服務部：提供苗栗旅遊服務之

資訊。

結語

不可諱言，在經濟的轉型下，勞力密集的

產業，已無法面對工資快速上漲的挑戰，整個

陶瓷產業逐漸式微，尤其在產業大量外移後，

人們也慢慢淡忘了，這個為苗栗地區帶來了繁

榮與富庶的產業。但是，這樣一個深具優良傳

統與歷史意義的產業，其歷史意義與其所代表

的象徵意義，遠超過產業的經濟價值，已是苗

栗地區的重要文化產業，也是地方的根源所

在。如今功薰陶瓷公司改為五穀文化村，將這

樣一個經濟型的產業，轉型為文化休閒與經濟

併重的產業，已為苗栗的陶瓷產業注入了新生

命，開啟了另一個里程碑。讓地方產業文化不

會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消失，使悠久歷史所培育

的技術與地方的生命根源可以繼續傳承，不但

為地方造就了新的就業機會與繁榮，亦為地方

的文化做了更深的紮根與活化的工作。今日我

們不為地方的產業轉型找尋另一出路，產業將

被淘汰，而成為歷史，後代子孫將無法目睹地

方產業的風采，永遠只能從片面的資料中去找

尋。我們深信從實物的觀察學習成果，永遠比

抽象學習或文字學習更具有深度，也更具有教

育的功能。期待，在春暖花開的季節中開幕的

五穀文化村，不僅是苗栗觀光休閒的窗口，也

為苗栗陶瓷產業振興，重燃起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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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