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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工藝節的緣起

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於民國六十二年由南

投縣工藝研習所改制設立，到民國八十七年剛

好是四分之一世紀，為回顧過去二十五年來手

工業研究所在台灣國家社會發展所扮演的角色

與功能，乃有積極籌辦「‘98台灣工藝節」的構

想，同時達到慶祝二十五週年所慶的目的。

本所於民國六十二年成立當時，本省手工

業尚在小型家庭加工業階段，以代工及勞力密

集加工為主，故民國六十二年至六十六年期

間，本所業務重心以指導工廠從事乾燥、膠合

及塗裝等技術改良為主，民國六十七年起手工

業因生產條件、地理環境、產品加工因素之不

同而形成許多專業區，此時本所的業務方針則

邁向產業加工技術的現代化、輔導研究發展、

開發新產品、提高產品品質，辦理競賽鼓勵設

計創新則是一貫重要的工作。民國七十年代末

期，由於經濟發展的轉型趨勢，工資高漲、勞

工意識抬頭、美元匯率變動，致手工業之外銷

實績逐漸趨於平緩。

八十一年度起，本所為促進台灣工藝產業

轉型及振興，首度引進中日技術合作計畫，以

「地域活性化與設計」為手段，加強本土工藝文

化之研究，藉以建立本省工藝文化特色，八十

四年度起更配合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政

策，透過地域振興工作，不僅從經濟性的觀點

希望傳統工藝的振興有助於居民收入的增加，

更宏觀地由文化與社會性的觀點，把傳統工藝

的發展視為凝聚居民社區意識，緩和人口過

疏，重建地方文化之基礎。

台灣的社會價值觀在傳統士大夫的「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錯誤觀念遺害

之下，輕視傳統工匠的製作技術，不僅造成台

灣的升學主義、文憑主義，扭曲了人類實驗造

物的工藝精神，也抹煞了國人的創意力。為了

讓國人重新認識工藝的內涵及工藝在社會生活

文化、科技與產業發展的功能與重要性，故以

「‘98台灣工藝節」之名揭示舉辦的宗旨。

二、 台灣工藝節的籌辦

手工業研究所自成立以來，一本腳踏實

地、默默耕耘、精密實做的匠師精神，因此從

未舉辦週年慶的活動，此次因為二十五週年是

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而且自民國八十年以來，

積極投入地方產業振興、地域活性化與設計以

來，在文建會的支持下，從八十二年的「台北

國際傳統工藝大展」、八十三年的「台北國際陶

瓷博覽會」、八十四年的「文化‧產業研討會暨

社區總體營造中日交流展」以來，「文化‧產

業」的觀念逐漸在社會發展的思考中佔有一席

之地，而透過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與推行，工

藝文化產業的面貌開始在各地方社區浮現，各

地文藝季與文化節等活動中，傳統民藝道具與

當代工藝產業的展覽與老匠師的表演躍登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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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儼然展現台灣工藝文藝復興之契機。

本所作為國內唯一的工藝研究發展與推廣

服務機關，隨時觀察掌握社會發展的脈動，因

此藉二十五週年慶的機緣，以工藝節之名舉辦

活動，作為與社會大眾溝通交流的舞台。

本次台灣工藝節籌辦之初，仍以二十五週

年慶為主要的思考，工藝節的名稱是在本所同

仁集思廣益，以全所同仁參與的精神，歷經十

次的籌備會討論下才決定的，其間同仁共提出

四十三個建議名稱，經過同仁票選後，前三名

分別為「台灣手工業25秋之祭」、「手工匠心25

年」、「走過傳統‧創造未來」、但在最後定案

的討論時，在腦力激盪的氛圍中，共識的形成

卻是「‘98台灣工藝節」，其中隱含了本所同仁

近年來的成就感與深自期許的使命感，才有本

次活動是為本所自己辦活動的高昂共識。

籌備工作因為要編年度預算，因此早在一

年半前就開始了，在計畫辦理的內容定案後，

才能預估所需的經費，它更要與省政府所可能

核准的額度相配合，最後確定可增加的專案經

費卻只有四百五十萬元，其中還包括了要補助

地方社區的二百萬元，因此所剩下的是杯水車

薪了。

本活動在十次籌備會後，全所動員，分工

合作，又成功地完成了一項任務。

三、活動的主要內容與執行：

如附錄‘98台灣工藝節活動一覽表

本次活動的內容包括靜態的展覽

1.主題館

2.台灣地方工藝特色展

3.日本社區總體營造觀摩展

以及各項動態的示範、表演、體驗參與活

動如所附之一覽表。內容豐富而多樣，除了要

讓參觀者思考工藝的內涵外，積極地啟發人們

造物的天賦，欣賞生活器物的用與美為活動內

容的主要設計。

在執行方面只有地方工藝特色展是由本所

提供硬體展示設備，地方社區執行展示內容

外，均由本所各組室分工執行，這其中包括展

場規劃設計、展示文宣、景觀、布旗、標示，

甚至是交通秩序的維持均是全所同仁心血的結

晶。

四、成果與討論

（一）本所舉辦工藝節的宗旨揭櫫的三點目

標為：

1.重新認識工藝的內涵及與器物文化的關係：

人類為了生存的需要與生活的舒適，結合

了經驗與智慧，以雙手創造發明、製作器物，

凡此都顯現了工藝的創造精神、科學精神，而

不同地區生活的人類，在不同的風土、人情、

氣候條件下，必然發展出不同的生活文化、審

美觀，因此也形成了生活器物的地方風貌，這

點是台灣社會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在教育上與

社會上普遍被忽視的。而今另一項較為人接受

的功能，則是它的產業經濟內涵。

主題館的展示規劃從工藝與生活、工藝與

技術、工藝與產業三大方向為展示的內容，參

觀者若能加以深入思考體會，應該會對工藝的

內涵有深一層的體認。

2.台灣地方文化面貌的建立：

台灣這個急速工業化的社會，在交通便

利、各種媒體資訊傳播無遠弗屆的影響下，各

鄉鎮社區原有的生活文化特色已逐漸模糊，歷

代祖先傳承的生活智慧逐漸消失，從廟會祭典

的信仰活動到常民的日常生活有逐漸粗俗化與

將就化的趨勢，浮華與庸俗化的風氣使傳統優

雅、純樸及與自然結合的價值觀消失不見。地

方工藝特色展即是要將各地方以特有的天然資

源、傳統傳承下來的技術所發展出來的生活工

藝品，讓參觀者加以認識，讓展出者更能引以

為傲，更加珍惜。而每個地方社區的現場製作

表演則是對傳統匠師的肯定與尊重，激發人們

動手做器物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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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揚工藝在台灣當代社會發展的功能：

台灣已是逐漸走向多元化的社會，應該拋

棄傳統的升學、文憑主義，應該尊重各種專業

技術的價值，給予相當的尊重與報酬，每個人

從小的學習階段即能發掘個人的天賦與興趣，

不會因補習升學而受到扭曲。若從工藝的實驗

精神出發，在享受創作的成就感後，就會累積

不斷的鑽研，則藝術的創作、科學的發明、產

品的設計開發甚至生活的品味，就會自然地源

泉不斷，社會的進步在潛移默化中就會產生很

大的力量。在工藝節的會場內，我們可以體會

出「一根稻草的魅力」，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的

展示是以稻草工藝文化為主題，該協會雖成立

歷史尚淺，對稻草工藝尚待繼續研究，此次展

出也以幾個月來的努力為主，但它卻是一個非

常受到歡迎的單位，隨時都可看到擠滿了人

潮，除了擠在人潮中看年長婦女製作草鞋之

外，最受歡迎的是以一根稻草製作「風吹」的

體驗。稻草來自自然，也將回歸自然，它也許

無啥價值，但它卻可實現小孩子造物的喜悅與

遊戲的創意，其中的精神與意涵值得社會的肯

定與發揚。

（二）推動工藝從產業的思考到社會整體的

思考：

手工業研究所從設立之初著眼於產業的發

展與輔導，雖然對此產業所兼具的文化與生活

的特性早有認識，但推動的著力點仍在直接的

產業業者為對象。雖然極力推動設計開發具有

文化特色的產品，也重視生活環境的因素，但

一則台灣發展的是外銷型的產業，OEM委託代工

的生產迅速而不用研究發展投資，一則是台灣

社會在一片追求財富的熱潮中，並未深思生活

的目的與意義，在將就的心態下，生活工藝的

品質與內涵並不受到重視，更遑論欣賞與使

用。所以生產、外銷雖有亮麗的成績，但它是

脫離台灣社會的發展而存在的。

所以當台灣整體經濟的環境改變以後，在

工資劇升、勞工意識抬頭，環保的要求下，此

種不具特色的手工業必然遭到困境。

面對社會轉型與產業升級的階段，本所以

多年從事工藝產業研究發展與推動服務的經驗

與心得，乃開始了轉型的思考：

工藝產業是生活的產業，也是文化的產

業，它的發展是植根於整個社會的生活品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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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水準，更是植根於社會的「人」、生產

者、創作開發者、販賣者、生活者、使用者都

要有生活工藝的文化修養，才能構成整個社會

的良性循環，它需要全民的參與、全民的學

習，因此本所從台灣工藝設計競賽的開展，引

進日本地方產業振興與地域活性化的理念，到

「‘98台灣工藝節」的舉辦，都是在此種思考的

理念下，以社會整體的發展為出發點。

（三）此次工藝節的活動在有限的經費下舉

辦，是草屯小鎮有史以來最大的公開活動，保

守的估計是七萬人次的參觀者，其中大部份是

外地專程來的。在絡繹不絕的人潮中，實做示

範表演是最能匯聚人氣的，每個人都睜開大眼

聚精會神地圍在一起。在最後一天下午的地方

特色工藝展區中，這裡一堆、那裡一叢的圍觀

示範表演，那種熱烈的氣氛，應可讓人深深體

會到工藝製作的魅力而受到感動。台灣人的創

造力與天賦應該受到更佳環境的培養與啟發。

工房導覽與體驗教室是本所工房首次對外

開放，在本所技術組同仁多年來推廣工藝的使

命感下，主動要求辦理此項工作，為的是要把

所學所知與社會大眾分享，影響社會大眾更多

人的投入，那種熱誠自然而實在，難怪參與過

的人頻頻詢問下次何時再舉辦。

（四）本所自八十年開始引進日本地方產業

振興、地域活性化的理念，其主要的思考即在

於傳統工藝產業都是植基於地方的歷史、技術

與地方的生活文化，要發展具有特色的傳統工

藝，必須地方的人有其自覺，保留傳承地方的

傳統技藝並加以研究創新，更重要的是地方的

人要認同它、欣賞它、使用它。要達到此目

的，則需要以地方整體長遠的思考與作為，而

不是只針對產業做輔導，因此吸收日本的「造

町運動」、「造鄉運動」的觀念，國內文化產業

的觀念在八十四年五月的「文化‧產業研討會

暨社區總體營造中日交流展」帶動起風潮，形

成當前社會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其中最

打動人心的莫過於「文化產業」，在各地的文化



活動中，古老的生活器具、文物躍登為展覽的

要角，而當今在生產的生活工藝品也恢復了生

機，荒廢了多年的老匠師，如今被如獲至寶般

地請出來製作表演給年輕一輩的人學習，傳統

技藝的精神與價值重新受到認識與肯定，人們

在瞭解造物的過程後，應更能體會習藝的艱

辛，也更能養成惜物愛物的美德，精緻的文化

產品才有發展的空間。

（五）地方特色工藝展計有二十四個鄉鎮社

區參展，它有別於一般民俗工藝的展售會，是

以鄉鎮社區代表性的工藝產業呈現，由於經過

評審，雖然各地傳統工藝發展的程度不一，但

都極具代表性，此次展覽是一次很好的觀摩切

磋機會，而彼此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誼。參觀的

民眾也可將台灣各地的特色在一次學習之旅中

得到完整的資訊，它應該也是形塑地方特色的

方式。

各地方的特色工藝，有的是在過去曾經是

民生必需的產業而風華一時，如今在產業的變

遷下為工業品所取代；有的則需要注入現代生

活的活力，研究創新適合現代生活的產品；有

的則渴望蛻變為新的生活用品。其間共同的需

求應該是地方文化更深入的耕耘，發揮更高的

創意能力，從傳統中創新才能延續地方文化的

使命。

（六）工藝─科技與人文的接點：若以工藝

的起源在於應用先人的智慧，慧心巧手地創造

人類生存與生活舒適所需的器物為基點，此種

手腦並用的工藝實驗創作精神即應為科技與人

文融合應用的接點。因為設計創造一件器物，

首先必先瞭解當代的生活空間與生活文化，其

次則必先懂得生產加工製作的技術及產品實際

使用時的功能與品質，更應該在造型上具備了

審美的感性，才能完成一件完美的創造活動。

若再環顧人類一切生活活動所創造出的景觀、

建物、道具，其發明創造都是人類雙手運作的

結果，而其基礎則在科學與人文的內涵修養，

因此工藝的發展即是社會中科學與人文平衡發

展重要的表徵，更是重要的動力。

五、結論

（一）「‘98台灣工藝節」規劃的理念是以台

灣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為出發點，從傳統上工

藝被漠視的現象，企圖以工藝的生活性、科技

性、文化性、藝術性、產業性等特質重新喚起

社會的意識，從而更以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

推動地方特色工藝產業的形塑工作。從參觀的

人潮與風評，從工房體驗與操作示範所受到的

歡迎，無疑地此種工藝的活動是社會上所需要

的。

（二）「文化產業」與「社區總體營造」等

觀念，已普遍在台灣社會引起迴響，各地方社

區皆有志於推動此項工作，惟地方社區的居民

與行政單位必須有別於從前建設地方的思考模

式，重新以文化的長期耕耘態度，以求地方的

永續發展。地方的文化產業與產業文化是形成

地方的容顏或地方特色的有形、無形的支柱，

而文化產業的發展則牽涉到相當廣泛的範圍，

從產業文化的發展到產品設計創新、生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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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承、市場行銷、甚至生活型態的呼應等極

為複雜的機制，每一環節都需專業人士的參

與、經費的投資，才能培育出優良的發展環

境。

（三）工藝是科技與人文的接點，是推動社

會文化與產業發展最好的著力點，它可發揮全

民的天賦創意，促進實驗精神，引發新的發

明。它更可促進社會的平衡發展及生活文化品

質的提昇，因此應該重新思考它在國家社會建

設的定位，規劃發展的政策與施行的方法。

（四）本所推動工藝產業的發展與輔導，從

產業業者為對象轉型為全民生活者為對象，乃

是以文化與產業及居民為整體思考，因為產業

必須有文化的內涵才具有精神；而文化也必須

有產業的支撐才有活力，只有整個系統所參與

的「人」，包括設計者、生產者、製作者、販賣

者、生活者都具備了相當的生活文化修養，工

藝的發展才能有所期待。

（五）道具與器物是人類文明與文化的具體

表徵，它起源於人類生存發展的需求，而在現

今科技發展的社會，它更具有多方面的社會意

義，社會價值觀的重新建立，必須靠更多的研

究發展、普遍容易的體驗學習機會及深具內涵

的文化推廣活動，才能深植人心，影響深遠。

（本文作者係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