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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在工藝研究所服務二十多年，長期受到

所長與各級長官的照顧和指導，對於所長所關

心的竹材工藝，自是我努力的目標，而如何結

合同好一同將台灣的竹材工藝帶到最高境界乃

是我的職志。

去年中興大學張豐吉教授告知，日本將在

文化廳的指導下，在竹的主要產地「大分縣」，

舉辦第十三屆國民文化祭‧大分縣98「亞洲竹

文化祭典」，在 所長的指導下，開始請本所洪

文珍小姐翻譯展覽活動表，請黃世輝老師負責

與日方的各種連絡，而我則負責通知有興趣的

朋友及與旅行社的連絡工作。

我們除了參觀第十三屆國民文化祭主要的

活動外，還拜會了鹿兒島產業會館、熊本縣傳

統工藝館、熊本市工藝館、別府產業試驗所、

別府高等技術專門學校、別府市竹細工傳統產

業會館、日本竹的博物館、一村一品竹林公園

等。

在拜會活動中我們所到之處，皆受到當地

負責人及其重要幹部親切熱情的招待與解說，

並聘請竹藝專家與我們座談交換意見，除了送

我們珍貴的資料外並引領我們拍照和錄影，甚

或親自帶領我們到他處參觀，實在無限的感

激，但願將來能有機會換個角色讓我們來介紹

台灣的竹，以達相互交流、增進友誼、提高竹

藝品質為目的。

參觀日本大分縣第十三屆國民文化祭
心得發表分享會摘錄
●整理：林秀鳳／照片提供：林雅玉●

時間：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地點：竹山鎮公所圖書館視聽室

主席：陳高明（南投縣竹藝學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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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分享會除了聽聽各位寶貴的意見外，

另一層用意也是想讓竹山地區未能一同去日本

的朋友，也能分享我們的感受。感謝各位犧牲

假期來參加發表會，尤其更感謝各位發表人，

無私的，願意把花費自己的時間、金錢，從日

本得到的資料與心得貢獻出來和竹山地區的朋

友分享，也要感謝所長對這發表會的支持。

二、發表成員簡介：

三、溫馨的分享會：

翁所長：(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 所長)

主持人、各位工藝界的前輩大家好，很感

謝各位在這個禮拜天，來參加我們這個心得分

享座談會。台灣的竹材工藝，從各位的這一代

可看出來將會有很大的改變，各位都是現代

的、跳脫傳統的竹材加工工藝家，這些新加入

的生力軍，將來在竹材工藝產業界會有一番新

的氣象。

日本的國民文化祭，是每年一次，輪流在

各縣舉辦的一個活動，因為大分縣以生產竹材

為他們最重要的地方產業，這次的竹材文化活

動，讓所有人能了解、認識竹材工藝，是一個

非常好的機會。我們推動文化產業、文化生

活、還有生活產業的目的，是跟這次大分縣國

民文化祭，舉辦的宗旨是一樣的，如同我們竹

山也辦過文藝季一樣，都是在推動介紹地方特

色。

透過這次的觀摩，我想對於竹材工藝的發

展、產品的開發等，應該帶給各位參觀人員很

大的啟示才對。請各位把握機會，表達出來，

讓我們分享。

黃世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這次到日本，我覺得大家都很可愛，對竹

都很有感情，在這個團裡面，我自己覺得相當

感動，我很少看到對竹子這麼有感情的人，既

然大家對竹子這麼有感情，「竹」就會很有發

揮的可能。我想這次大家到日本除了看到那裡

的竹以外，還看到很多的東西。

晚上我們欣賞用竹子做樂器的樂團表演，

在裡面可以看到，有音樂、舞蹈、工藝、插花

等等藝術表現，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心裡也感

覺相當好，是個很難得的經驗；另方面，他們

的行政單位有很多資源，如竹博物館、學校。

我想說的是，這幾年在手工業研究所的幫

忙下，竹山也很有發展，竹藝學會也做了很多

事情，現在到社寮也可以用竹碗吃飯、用竹盤

盛菜、使用竹子做的筷枕等等，這些都是竹製

品。在台灣要看到這麼多竹製品，可能只有竹

山才有，但目前已做到隔壁鄉了，如集集的燈

會、台北的燈會，也請竹山的師傅幫忙。3月27

日彰化縣立文化中心辦的社區博覽會，竹山也

將參加，我相信竹山參加的時候，就會介紹過

去有關於竹子運用的一些經驗，因此竹山經

驗，不只是在竹山而已，也不只是在隔壁的集

集，甚至可以到全國博覽會裡表演。所以我相

發表者 發表者簡介

翁所長 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 所長

黃世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黃塗山 竹編民族藝師

林秀鳳 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 助理

劉牧石 前南投縣美術學會會長

陳靖賦 青竹文化園區負責人

蘇素任 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 竹編班結業學員

林秀綢 竹山高中 竹編班結業學員

曾淑惠 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 竹編班結業學員

張憲平 竹編薪傳獎老師

彭定松 竹雕老師

蕭喜芬 南投縣民俗文物學會監事

董淑慧 臺中女中退休教師

羅川敦 竹山日月新竹藝店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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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總有一天，我們竹山的竹子，在大家的努力

創作下，也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最後有一點值得我們學習的的地方是，日

本全國各地的製竹人，用腦筋想出來的創作

品，有些看起來讓人很吃驚、很感動，所以回

來後，我常想，在台灣也常看到竹藝家的各種

創新做法，但是日本的各種創作，真的值得參

考。

以後是不是每年都請手工業研究所幫忙一

下，每年辦竹藝創作比賽；只求有個機會把我

們創作的東西拿出來，大家相互比較，看誰較

有創意。

黃塗山：(竹編民族藝師)

我覺得要創造東西，必須用心思考，用心

研究，才會有更好的東西呈現出來，竹子的發

展性是很大的，竹子的用途是很多的，是其他

材料無法取代的。

竹山的桂竹最硬、彈性最好。竹子硬，如

果配合得好，作品一定很硬挺，可放個幾百年

不壞，我以前的習作作品，到現在還完好如

初，材料好壞關鍵即在此。日本的竹子比我們

的還好做，大陸的竹子比較粗、也比較無光

澤，所以成品都必須塗裝，就像大家常看到的

那種很便宜的那些一樣。

此行大家收集資料都很用心，都吸收了相

當多的經驗，時間作息也配合得很好，沒有給

台灣人漏氣。人常說活到老學到老，所以大家

有時間的話應該儘量四處走走，看到的東西多

了，作品自然會更進步。

林秀鳳 (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助理) 

這次去日本參觀各種相關的竹材工藝，我

有下列幾點看法，提出來和各位研究：

(1)日本的竹材工藝風格，它不是純粹裝飾性的

華麗美，而是樸素與實用的生活美，是粗中

帶細、簡潔有力、清新脫俗的、件件作品都

散發現代精神，既典雅又自然，有美不勝收

之感。

(2)日本雖是科技發達，一切講求速成的國家，

但對於費時耗工的竹編工藝仍然無怨無悔、

滿腔熱血的追隨先人的腳步，持續不斷的潛

心鑽研，並訂定傳統產業保護制度，造就了

今日豐富的文化素養。

(3)為推廣竹材的利用可多舉辦比賽、展覽、研

討會，設立專門學校、出國進修考察。在國

內並多舉辦國際性的大型活動，並邀國外團

體來台研討、相互交融和浸透，並集體性、

團隊性的出國考察，才能累積經驗、建立國

際友誼與地位。

(4)總而言之，引用名人的一句話，此行，我到

了我要到的地方，見了我要見的人，看了我

要看的物，讓人覺得收穫豐碩、回味無窮，

「日本」真是一個研究竹藝的好地方。

劉牧石：(前南投縣美術學會會長)

大家好，首先要感謝林秀鳳老師不辭辛

勞，組織這個參觀團，讓我們有這個機會去

玩；說是去玩，實際上那是一趟知性之旅，因

為每天都是一大清早去拜訪人家，聽人家簡

報，而後參觀，晚上還聚集討論參觀心得。

剛剛有人提議，希望每年辦一次，我覺得

這個提議非常好，如果沒人組隊，最少自己每

年也要出去一次，不去看看別人，你就不知道

別人在做什麼，自己閉門造車，所做出來的東

西是不會進步的。另一樣就是說我們業者一定

要認真，不要說沒時間，別人去，我再來分享

別人回來的研習心得，看別人的成果，這樣我

就都有了，這個觀念，我想是不對的，如果有

機會，業者應該自己參加。

陳靖賦：(青竹文化園區負責人)

這次去日本參觀各種相關的竹材工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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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幾點看法，提出來和各位研究：

(1)日本在竹編工藝品的層級標示上比台灣做得

好，無論是大師級的作品或是一般普通的作

者，都能誠實明顯的標示價格，對於作者的

介紹也都有專人設計說明牌。

(2)日本竹的作品比較生活化，價格也較大眾

化，我認為這樣才能推廣，才能從使用中培

養感情，也才能知道作品的好壞，並給作者

做為改進的參考。

(3)個人藝術家除了作品的創作外，也能生產中

低價格的產品配合銷售，如此較能兼顧生

活。

蘇素任：

（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　竹編班結業學員）

以前對手工業研究所的印象、認識比較模

糊，接觸之後才知道，他們對我們地方產業，

真的很用心，就竹材方面來說，譬如舉辦六個

月的竹材編織培訓班、每年暑假五星期的研習

營、請日本老師來竹山作交流上課、還有我們

竹山地區的產業調查........，藉這個機會我要感

謝你們對我們竹山所做的一切，你們的付出我

們已感受到。

據林老師說，翁所長對於她提出的一些構

想，都相當支持，有開明的長官，能權力下

放，才能有優秀的辦事員，手工業研究所能有

現在成就，也不是沒原因的。

這次應該叫做“竹材藝術深度之旅”比較

貼切一點。因為每一站都讓我們覺得時間不

夠，每一站都讓我們流連忘返。

藝術美感的培養是要藉由不斷的刺激-好比

旅遊、參觀，而藝術的喜好、癡迷更是無年

齡、性別、老少區分，所謂“藝術無國界”，在

這個領域我們可以認識到更多的同好，更多的

知音。幸運的是這次能與國寶級的大師同行，

他們就像一本活字典，給我們不同領域的認

知，對老者，我一直很崇敬，他們還有好多的

知識、經驗，是我們要學習的。

這次的日本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每到

一個定點拜會，只要車子一到，該單位已派人

在門口迎接我們，讓我們有倍受禮遇的感覺。

參觀完有茶點、座談，及書面的介紹，並與我

們作觀念技術上的切磋與交流。可見Dr.黃事先

在台灣不知打了多少通電話作事前的聯繫。

因此我們除了作竹材藝術領域參觀學習

外，他們的親切、守法的精神更是值得我們學

習的。再美的風光，如果缺乏這些人文素養，

我想也是美不起來的。美，真的是要心中有

愛。

林秀綢：（竹山高中竹編班結業學員）

這次的旅遊參觀日本的國民文化祭，可以

說是一種最有氣質，最有水準的活動，非常感

謝能和大家同行，我們能代表竹藝界在國外做

好國民外交，也感到非常榮幸。

在拜會期間，我發現日本在推廣竹藝方

面，也有一種無力感，因為教育程度的提升，

相對投入這些勞力工作者，就面臨困難重重。

日本能夠把這個活動辦得那麼好，展現於各個

場所，就是有較多的熱心、耐心及使命感的人

士在推動。以下幾點提出來做參考：

(1)日本政府不斷的在這方面投入教育的工作。

(2)推行工作者很主動的在民間發掘人才及作

品。

(3)工作者有犧牲的精神。

(4)定期性的結合其它文化輪流到各地方展出。

曾淑惠：

（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　竹編班結業學員）

首先，感謝這一次出去有很多老師一路上

給我很多指導，我們常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況且旁邊還有老師指導我，真的非常幸

福。在日本發現他們的作品，不是要做得很複

雜，只要形狀美，只要用心去做它，就可能展

現竹子本身的美，不一定要做很多的裝飾，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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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這一次深深的感受。

前面有人建議，工藝研究所或政府單位，

可以幫我們辦一個展覽，不要比賽，我們每一

個人帶自己的作品來參加展覽，大家彼此分享

心得，讓愛好竹藝的人能聚集在一起。

看到日本有一年期的永久教室，我就想

到，現在我在草屯學習，我們是借用國小的教

室，上課品質非常不好，人家有永久教室，他

們是很用心在經營教室，讓學習者有很好的環

境，我們是不是也能成立一個這樣的永久教

室，像竹山高中也有竹工科，他們的學生畢業

之後，如果想繼續研究的話，是不是有這樣的

一個地方，能讓他們繼續研究。

張憲平：（竹編薪傳獎老師）

我是從事竹器生產的廠商，這次考察，發

現他們的竹器有幾個特點：(1)表皮都處理的非

常清潔，沒有碰撞的痕跡，(2)有時有染色和塗

裝 (3)結構非常結實，讓人愛不釋手，至於價格

普遍不高，探究其原因為技術熟練，並從量產

中取得合理價格，這是我製造廠商的感受，目

前我還是會懷念以前編織的老師父，專攻製作

一種或是兩三種的產品，他們熟練的技術製造

起來很結實，美觀耐用，價格又合理。

彭定松：（竹雕老師）

這次很榮幸能參加這個考察團，因本身刻

竹，研究竹，所以對竹非常癡。

隨著21世紀的來臨，竹是大自然賜給這片

土地最好的產物，希望大家好好利用它。台灣

是產竹的一個好地方，它是21世紀的主流，不

僅是藝術，技術，而且更是科技的，竹的成份

有鹼，對人體健康有幫助，它的任何部位都有

用途，無論是桿、莖、葉、枝，無一廢物，是

環保又容易取得的東西，希望大家好好把握，

創造生機。

蕭喜芬：（南投縣民俗文物學會監事）

日本的永久教室給人的感覺非常的好，很

乾淨，很賞心悅目，讓人學習起來很有效率。

再講到傳統工藝的沒落，我認為，只要有創

新，就有它的產品市場。在日本的展覽中，他

們都有一個重點，一個主題，不像我們學會的

人在收集文物資料時，都收集的太亂，沒有主

題。

董淑慧：（台中女中退休教師）

很高興在退休的第一個旅遊活動就參加這

個竹藝之旅，覺得收穫很大。

這次去日本是抱著欣賞的角度，以美的心

情來看，除了竹外，我也看了陶藝的展覽，最

重要的我也看了「備前燒」，也看了二次的插花

展，一次是以竹為花器的插花展，它是台灣的

插花老師，從台灣本地帶著插花的材料，至現

場插的，還有一個非常盛大的盆栽展。

推廣很重要，但光靠個人的力量是做不到

的，如果手工所、政府單位、地方有心人士及

義工們能大家一起來，我想會做得比較好。我

順便提一下，我的小孩三年前出國，他說要帶

些特別的東西去歐洲送禮，我就幫他找，結果

找到了竹山的竹童玩和一些竹樂器帶過去，送

給他們之後，大家都很喜歡。當他第二次要再

去時，我一樣跑到竹山這裡來，再找一些東西

送過去，因為他們歐洲沒有產竹子，所以特別

喜歡竹藝品，他們說台灣不但有竹子，還有個

地名叫竹山，真不錯。

羅川敦：（竹山日月新竹藝店負責人）

這趟去日本最大感受，就是能和長官老師

同學們一起參觀日本的竹編，尤其參觀日本竹

藝研究所、文化中心及一村一特色，簡直目不

暇給，美不勝收，還好之前買一部錄影機。

此次日本之旅，發現日本與台灣有共同困

難點「工資問題」，黃老師講過竹編要打入市

場，且要立於不敗之地。一、價格能讓人接

受、品質講究。二、消費者想要大批購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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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收藏或販賣，唯有學員分工合作，每人完成

作品中的一部份(如成衣加工)，方能達到買方滿

意，賣方能為人服務之機會，更可抵制外國竹

編產品進口，相對的台灣手工藝不致斷層，竹

藝要溶入生活方能達到推廣效果。

「不可居無竹、無竹令人俗」，期望未來在

手工業研究所協助研習之下，台灣所見所聞均

以竹為主，謝謝。

四、翁所長結語：

我聽了各位的發表會，非常高興，感謝各

位發表人對研究所的稱讚。

研究所以前以推動產業發展為目的，而產

業發展，如果沒有全國民眾的文化思想與生活

背景做基礎，將很難發展，所以我們從80年以

後開始做文化紮根的工作，從文化裡面來推動

工藝的振興，如工藝設計競賽、社區總體營

造、地方產業振興，都是希望接觸民眾。

如果沒有當初的這些動作，今天可能會沒

有這麼多人能從新認知我們的竹材工藝，如民

國八十二年我們辦的半年期竹編班，也是台灣

光復以後，第一次專業且長期的訓練，所以接

著就有以竹為主題的竹山文藝季，這些都是走

在時代潮流之前，今天看到竹材能夠重新再出

發，我們都非常高興。重新再出發應從地方社

區開始，例如一些團員也提到了欣賞竹藝之

美，竹山要成為「竹樂之里」的話，是需要在

生活上的每一個地方都重視竹材的利用。

我們可以感受到，要把竹山營造出像大分

縣一樣，甚至全亞洲、全世界都重視、喜歡的

竹材工藝，已經有可能性存在，因為有人已宣

示要做竹材工藝的義工，以後應該會有更多人

慢慢投入，很高興在這方面已經有個開始。

也非常感謝林秀鳳小姐以作事情大家一起

來的心情，在這方面和各位有很好的溝通，做

大家與研究所間的橋樑，感謝林秀鳳小姐如此

用心的做好。

在這裡我對大家的一些想法做點回應：

黃世輝老師建議：每年辦一次設計或創意

的競賽，我們很樂意看到每年都有新秀與好的

設計產生，但是比賽的話，產品的設計人員目

前不是很多，是不是可以先做一種大家一起來

觀摩的展覽就好，跟其他的學員、同好一起來

觀摩觀摩，這也是不錯的，如果時機成熟了，

我們才來辦比賽。

另外，我們研究所目前也有兩個比賽，

如：台灣工藝設計競賽、還有生活用品評選，

這兩個比賽。這幾年，竹材的作品越來越少

了，也歡迎各位來參加。還有如台中縣的編織

工藝比賽，也是縣市政府自己辦，不一定要我

們研究所來辦，甚至竹藝學會也可以來辦，如

要請我們一起來參與也是可以的。

劉牧石老師建議政府重視我們工藝的發

展，我們比較常跟各位在一起，我們了解這個

狀況，但是很多上級人士，可能會有一些人認

為做工藝是書讀不下去才去做的，所以這還是

需要我們發揮大家的力量，大家一起來推廣。

現在需要大家一起，發揮每一個人的關

係，每一個人的力量，去推廣我們的工藝，在

國家社會上發展、在生活上發展，剛才像陳靖

賦先生說做產品，要大家一起動手來做，這個

就是我們從設計開始來推動的，由設計的重新

去認識這竹材工藝，然後才去使用它，吸引

它。

我們一直在推廣工藝發展，而運用一個策

略，這個策略就是讓更多的人動手去做工藝，

及享受創造的成就感，也有人說，教育要從小

做起，從生活中去學習，其實我們一般人都沒

有把生活教育做好。

現在大家都是用「將就」的方式，「偷懶」

的方式在過生活，而且越來越嚴重，就以飲食

的文化來講，我們昨天在竹山一家蠻大的餐廳

用餐，結果拿出來的全部都是塑膠的碗盤、杯

子，這種生活文化可能是一個非常粗俗，簡陋

的生活文化，那種東西會製造環保問題，我們

竹山有這麼多的竹子，為什麼這方面的生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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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此欠缺。

還有若要進行竹山地區的發展，應該喚起

我們地方人士的共識，能從此方面著手改進，

是不是有些人家庭根本沒有買陶瓷或漆器碗

盤，都用免洗餐具，吃完就丟到垃圾桶，這種

偷懶的方式，對生活品質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對社會資源自然也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其實這

是我們下一步，需要努力的目標，只有在這方

面的目標能夠達成，我們的工藝生活用品，生

活的傳統工藝才有希望，這也是我們研究所會

投入社會工作的一個動機。

如果光在研究所裡講技術、設計，再怎麼

講，外面還是聽不到，還是聽不進去，希望還

是從社會生活去做，這個可能要竹藝學會，及

同好一同來改進，並共同振興產業發展。

在日本，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每一個町村都

有工藝館，或是其他公共的場所裡都有工藝學

習的地方，譬如說草的教室，竹編的教室，或

其他工藝的教室，這應該由地方政府想辦法找

出這個空間來。我想將來各位真的有需要的

話，應請鎮公所去籌劃出來，另外有很多地方

都有所謂的體驗工房。

林秀鳳小姐從日本回來後，就跟我說，各

位有很多話要提出來大家一起思考，今天她又

提出說要辦分享會，我就非常高興，今天能夠

跟各位在這裡見面之外，也非常歡迎各位到研

究所來做技術、經驗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