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工藝」因人類生活需求而發展，最能表現

地域生活文化特色，但在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

台灣現代社會中，工藝產業一方面轉向為出口

而生產的外銷產業，另一方面又因國人生活器

用逐漸以價廉簡便的塑膠產品所取代，如此在

沒有生產者、使用者的情況下，具有台灣特色

的生活工藝文化產業亦無以存續，國人生活文

化品質遂普遍低落。因此，為了重塑台灣當代

的生活文化面貌，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規

劃委託的「生活文化產品推廣專案」，藉由與技

術純熟的工藝業者合作開發具有歷史傳承性、

地域性、文化特性、兼具未來性並適合現代生

活的「生活文化產品」，同時向製作者與使用者

啟迪推廣「生活文化產品」的理念，以喚起大

眾再次重視並共同營造我們的「生活文化」為

目的。

本文從初期企劃草案構想的計畫說明開

始，進而討論「生活文化產品」計畫理念的思

考成形過程，並對台灣工藝產業的整體發展形

貌作一簡單的回顧，尤其更特地對台灣陶瓷及

玻璃工藝產業做較詳細的評析，以為開發陶瓷

及玻璃生活文化產品工作的背景資料。最後記

錄了整個計畫執行的過程，並對執行成效提出

一些評析檢討，希望在為這計畫理想目標的努

力實踐過程中，能對台灣的工藝業者及一般使

用者大眾產生一些良性的質變影響。

壹、計畫說明

一、依據：

近年政府以全方位的產業政策、發展高科

技、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市場政策，以建設台灣

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為目標，同時亦希望隨著國

民所得的提高，國人的生活品質、國際形象亦

能逐年提昇，故文化建設在生活、產業、教育

等全方位的發展方向也是政府的施政重點，希

冀使我國真正邁入已開發國家的行列。因此，

為配合文建會之國家文化建設政策的「推動生

活文化、提昇國民素養」施政目標，規劃了

「生活文化產品推廣專案」，從產業的角度切

入，再造生活產業的文化性，以生活文化產業

的振興與創新來建設高品質的台灣生活文化，

全面提昇我們的國際形象。

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希望藉由「生活文化產品推廣專案」

來開創台灣生活文化產業再造的新契機，先與

有文化產品概念及技術成熟的業者合作開發具

台灣特色的生活文化產品，並協助推廣工作，

期能從示範開發的過程中重塑台灣生活文化產

品的新內涵，並向大眾推廣「工藝生活化」及

「用與美」的理念，以提昇國人消費習慣與生活

品味，為台灣的生活文化產品培育內需市場，

以達到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構築真正富

裕社會及提昇國家國際形象的目標。

(一)代表性生活文化產品開發示範：

以地方傳統技術與資源為基礎，導入新

的設計手法，應用新的技術，設計開發

適合現代生活使用的生活文化產品。

(二)建立根著於台灣的國際化生活文化產業

形象：

增進民眾對生活文化產業的認識與支

持，以內銷市場為基礎，拓展國際市場

為目標的生活文化產業發展計畫。

(三)全面性提高國人生活文化品質：

藉由「生活文化產品開發計畫」的執

生活文化產品推廣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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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創造高品質文化產品國際形象的

同時，亦積極推廣「工藝生活化」及文

化產業化的理念，形成高文化水準的國

人精緻生活形象。

三、計畫執行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計畫共分產品開發與宣傳推廣兩步

驟執行，先期之產品開發工作，預定與具文化

背景與技術成熟之業者合作開發二至三套生活

文化產品。進而藉由各項媒體的公開發表開發

成果，並配合本所「工藝之夢」的展覽宣傳活

動，以達到推廣的目的。預定於86年5月至87年

6月底執行，以實際評估檢討執行成果，做為下

次計畫持續進行的參考。

(一)生活文化產品開發

選擇具發展潛力的生活文化產業，並以有

配合意願及技術成熟的業者為主體，負責實際

的產品開發執行。以現有技術與資源為基礎，

導入新的設計、生產技術，改良現有產品或新

設計開發適合現代生活使用的生活文化產品。

執行步驟：

1.成立「生活文化產品開發」工作小組，負責

決定本計畫產品開發原則及方向、尋求選定

適合合作的業者，並實際與業者共同執行產

品設計及打樣工作。

2.預定開發的產品類別與數量研討。

(1)初步預定選擇在台灣已有一定產業歷史的

陶瓷、玻璃產品為開發對象。

(2)生產數量以在預算範圍內，兼顧手工生產

的人性化因素及機械生產之經濟因素考

量。

3.依據訂定之開發方向尋求合作開發業者。選

擇依據本計畫之宗旨而有下列幾項原則：

(1)業者有一定的文化產品開發能力或經驗。

(2)現有能力適合量產相關產品者之業者，包

括技術專長、廠房、生產設備及人員等之

考慮。

(3)廠商配合意願：時間與相對的人力投入的

可能等考慮。

(4)產品的品質，包括安全性、良品率等之考

量。

(5)其它因素。

4.選定合作之業者訪談及合作細節討論。

5.產品設計開發方向研討，設計開發原則：

(1)具台灣特色之生活文化產品開發─在產品

的造型、材料、色彩、機能加入文化因

素。

(2)結合內外環境需求的適當性設計─順應時

代、社會、經濟、文化等外在環境因素；

兼顧技術、材料、人力等內在產業條件。

(3)在保持原有傳統技藝精華下，適度引進高

科技、異業種、及複合材料的應用、合理

化的生產方式，以增加產品的時代適應性

與競爭力。

(4)綠色設計及人本精神的設計原則

(5)生活性、大眾性、普及性的原則─從實用

性與價格定位上與藝術品、裝飾品分出清

楚的區隔。

6.設計開發執行：

(1)設計理念的研討溝通。

(2)草圖繪製、創意發展。

(3)檢討修正。

(4)模型打樣與產品試作。

7.試作產品檢討與適量量產。

8.產品整體性的包裝與形象設計。

(二)推廣計畫

為使計畫真正落實，產品開發完成後，積

極利用各展覽或宣傳媒體推廣產品開發成果及

宣揚「工藝生活化」及文化產業化的理念。

執行方案有：

1.配合政府相關宣傳推廣活動：

將開發完成具台灣特色的生活文化產品，量產

並經過完整性的商品化包裝後，提供文建會在

各政府相關活動或中外貴賓間推廣，以期達到



改善國家產品形象及推廣的目的。

2. 都會百貨公司的antenna性展出：

配合本所工藝之夢活動，在百貨公司做專題

展出活動，對一般消費大眾推廣具本土文化

內涵之「生活文化產品」的美與實用性，並

藉此收集市場反應資訊，做為檢討計畫方向

及持續進行的參考。

貳、計畫理念的展開

2.1 由「工藝」到「生活文化產品」

「文化」是在日常生活中，日以繼夜上演著

的婚、喪、喜、慶、食、衣、住、行等大大小

小事件中塑造成形的。事件中的主角─人、

事、物，缺一不可的是構成文化的要素。而生

活中使用的器物是為我們進行事件的紀錄；是

文化有形的呈現，因此「工藝」本因生活需求

而存在並發展。

但從原始到中古時代人類從事「工藝」的

活動，原是單純的生活必要及創造力本能的驅

使，是生活器用的製作而已，很少有意識層次

的自覺。就如同工藝製作者不在作品記名一

樣，文獻記載亦忽視工藝活動中人的意識成

份，僅有詳細材料、工法的記載，將之當作技

術史來討論，直到十九世紀英國的威廉·摩里

斯(William Morris)，推行藝術工藝運動(Art

and Crafts Movement)，主張恢復中世紀的工

藝精神，並讓工藝脫離玩弄技巧雕琢堆砌的泥

沼，開始有意的為工藝製品塑造風格，到此，

逐漸有學者對工藝進行思想理念的研究，如二

十世紀初期的里耶哥(Alois Riegl)，最早援用

新研究方法來研究裝飾藝術的問題，他認為裝

飾藝術的風格，並非決定於材料、技術或者功

能；而是「某些科技的觀念影響了精神表現，

它是達爾文主義影響下，在形式上所產生的突

破」。如此由於知識份子參與對工藝的自覺與理

論的思考，加上工業革命之無可逃避的時代演

進趨勢，最終導致了包浩斯設計理念的誕生，

此亦為往後現代工業產品設計的發展基礎。

在日本，一直以來對工藝相當的尊重與重

視，二十世紀時更有柳宗悅先生，在其《工藝

美論》中提出「民藝」的觀念，既對在刻意營

造形制風格的工藝以外，產生於民間生活無意

識創作的器物，進行美學的思考，並創造了：

民眾生活必要的工藝品「民藝」這名詞，認為

民藝品有以下的特色：一、是無記名職人的作

品；二、無過剩裝飾，簡素的實用品；三、是

便宜的量產品；四、沒有刻意奇特或雅味，而

是自然呈現造型的器物；五、具有地方性與民

族性；六、是以手工製作的。柳宗悅之此民藝

運動，可說是對日本的貴族工藝、或西方十九

世紀以來作做的裝飾藝術、及近代工業生產下

的設計理論的一種反省，一方面是工藝本質的

回歸，一方面也因此擴展了工藝思想的範疇，

將工藝生產從設計階段對使用者的關心之外，

亦凸顯隱藏於產品之後，實際動手操作之製作

者的人文感情，此思想對台灣日據以來至今學

者對工藝的思考態度有一定的影響，但卻僅止

於知識份子對民藝表面形式上形色的欣賞，無

法深入對工藝本質的體認，亦沒有啟發工藝製

作者的自覺意識及一般大眾對工藝的認識與尊

重。

有鑑於此，我們希望能構思出一介於現代

工業產品與傳統工藝間的產品開發理念─「生

活文化產品」，整合傳統工藝的人文精神與工業

產品大眾化的量產優勢，嘗試開發具有生活

性、歷史傳承性、地域性、文化特性、並兼具

未來性的「生活文化產品」，把「生活文化產品」

當做一由使用者、設計者、製造者、環境四者

共同創造的有生命體，在設計開發的過程中除

了實用機能的考慮外亦同時希望能表現使用者

的文化精神，並經由使用者「用」的過程來活

化產品生命，且其除能表現時代文化面貌外，

更需是與環境共存共榮的產品，並希望在為這

理想目標持續努力實踐過程中，能塑造一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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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灣「生活文化」觀。

2.2 生活文化產品的基本條件

基本上一個好的『生活文化產品』應該要有下

列條件：

●生活中常使用的，同時達到好用的目的。

只有常使用的東西才是活的東西，而只有

好用的東西主人才會經常使用。常使用與

好用這兩種因素有時可以互為因果。製造

者常思考什麼是生活上好用的常用的，則

也會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在傳統

器物中，很多的器物符合了這項條件，這

是因為許多傳統器物是生活上必須要用

的，而且經過許多人的使用與改進後才留

下的樣式，那些不常用的或不好用的，通

常壽命短到不見歷史經傳。所以不要忽略

了許多傳統器物的造型樣式，因這些是先

人實際生活智慧與文化的結晶。

●精緻的或品質優良的。生活用品，用來提

高生活品質文化，才可稱為生活文化產

品。如果一樣用品，品質不良，或未達到

精緻度，那使用者也很難經由使用此件商

品而興起「我的生活品質要更好」或「我

的生活文化要更精緻化」的想法。如此自

然不是一件好的生活文化產品了。同時品

質不良或不夠精緻的用品，通常是達不到

第一項條件的要求的。

●符合當代生活條件者。適合現代人的生活

條件，人們才會想到要去購買，這也是生

活文化產品發展的重要一步。有消費才有

生產者的空間，否則做了一堆產品，也只

好擺在倉庫了。當代生活條件的考慮例

如：

‧生活空間

‧家庭結構

‧經濟能力等都應詳加考慮

●符合未來趨勢的產品。現在社會資訊傳播

快速，許多新觀念能快速傳播而形成一個

未來社會發展的趨勢。例如環境保護、尊

重個別文化、感性設計等。一個能掌握這

種趨勢的產品，才能真正溶入生活，慢慢

形成文化的一部分。但這與目前的流行觀

念有所區隔，流行只是短暫的，流行的因

素只能佔產品內涵的一個小小部分，如果

只以流行因素為主，那這項產品的命運不

是成為淘汰品就是架上的收藏品了。

2.3 為「生活文化產品」下的定義

●生活文化產品是使用者、設計者、製作者

共同創作的產品。

生活文化產品除了一開始就要從使用者的

角度去設計製造產品外，並應由使用者在

使用的過程中投注情感因子後，產品生命

才得予完全並具有意義。

●生活文化產品能為使用者代言。

生活文化產品要能同時代表我們「物質」

與「心靈」的某一部份。

物質：串連生活環境，個人外表；以產品

的品質、精緻度等表現。

心靈：串連生活觀，個性風格；以產品質

感、裝飾表現等言之。

●生活文化產品能滿足我們基本的「物質」

與「心靈」的二種需求。

好的生活文化產品更能強化或增加我們這

兩方面的需求。換言之，生活文化產品也

可引導我們怎麼生活會更好一點。

●生活文化產品能與我們生活在一起。

生活中常使用，同時達到好用的，並符合

當代生活條件者。

●生活文化產品的利潤結構已經改變。

從過去生產者、販賣者及使用者個別的角

度去思考如何獲得每個人的最大利益，轉

變成從整體去思考每人及整個社會、環境

都能得到進步與利益。

●生活文化產品是有過去、現在、未來的有

機體。



生活文化產品應根源於我們共同的歷史，

成長於我們生活的土地，並是能為未來負

責的產品，故應能具有共同歷史記憶、並

尊重個別文化、表現時代思想、珍惜生活

環境資源與環境共存的生命體。

參、計畫背景環境評析

3.1 台灣工藝產業的回顧與現況

臺灣這島嶼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歷史

的行程中不斷的接受各種異質文化的衝擊與洗

禮，成為不變的宿命，故在文化發展上，無論

是時間的縱向或空間的橫向，皆呈現多變、複

雜、豐富但永遠是邊陲的面貌。而最能表現地

域生活文化特色的「工藝」更是這種台灣特性

的實體呈現，從外在環境的角度回顧經濟起飛

前的台灣工藝發展，可分幾個階段：

●戰前：早期移民開墾的艱辛生活，無暇於精

緻生活的追求，為滿足移民社會的宗教、生

活器用的基本需求，以從閩、粵直接進口的

工藝產品為主。直至清末在台灣囤積幾代努

力的先期資產家逐漸增加後，較富裕的家族

以聘請閩、粵匠師，從事園林、豪宇的裝飾

建築，並以引進內地精緻工藝品為生活器

用，來誇炫財富及附庸風雅。此時期閩、粵

風格已成為台灣工藝的主流形貌，又隨者大

陸匠師在台灣定居並傳習弟子，工藝技術亦

逐漸紮根。

●日據：殖產興業的「在地資源在地開發」政

策下，利用台灣自然資源，引進日本工藝技

術，製造符合日本生活需求之量產的低價位

工藝產品，如竹編、大甲帽等，以回銷日本

及少部份外銷歐美賺取利潤，是台灣外銷工

藝產業的開端。

●光復初期：在百廢待興的戰後初期，部份人

士及政府單位有以工藝賺取外匯的觀念，成

立「手工業推廣中心」致力於為美軍觀光團

製造的「中國工藝」觀光紀念品的開發生

產，又因撤守台灣的大陸各省移民的加入，

而增加不少工藝品類，但整體風格以外銷

「中國宮廷印象」的工藝紀念品為主，缺少對

本土風格塑造的關心及適切本土生活的工藝

產品開發。

●六、七○年代：以賺取外匯為目的之台灣外

銷工藝產業的鼎盛期。

此後，台灣經濟蓬勃發展，創造了舉世矚

目的經濟奇蹟，但因長久以來皆以製造物質財

富、提高經濟成長率、以外銷為導向的產業發

展形態，而對自身生活文化品質攸關的生活文

化產業卻疏於經營，故在經濟奇蹟的同時，又

得到貪婪之島、垃圾之島的國際形象。在此背

景下台灣生活文化產業發展的問題有：

(1)台灣生活文化產業形態大部份以中小型製造

業為主，缺乏產品開發、行銷、市場掌握等

整體的商品企劃能力。

(2)以外銷為導向的產業形態，產業本身已習慣

不需產品設計、市場開發成本的代工式、大

訂單的生產方式，而逐漸缺乏為國人開發生

活產品的意願，致使生活文化產品發展的嚴

重落後及與時代發展脫節的現象。

(3)隨著工業化、都市化國人消費習慣逐漸的惡

質化，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無文化個性，廉

價的工業產品，成為國內生活產品市場主

流，導致內需市場的喪失。

(4)廉價的外銷產品逐漸被新興的開發中國家的

勞力優勢所取代，而長久以來台灣生活產品

形象無法建立，形成外銷市場的發展困境。

(5)缺乏有文化自覺性的、具自我文化特色的產

品開發能力，使產品永無法形成國際知名品

牌，是產業轉型發展的阻礙

3.2台灣生活陶瓷產業的發展原住民陶瓷製作

台灣原住民的陶瓷製作，起源並不清楚，

作品大都與宗教相關，或在製作有傳承上的禁

忌，並不屬於普遍化的技藝。但原住民的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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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屬於自己的特色，以目前來講，將自己傳統

技術及特色保存的最好的原住民應該是雅美族

人。

漢族陶瓷製作

而在近代漢族移民台灣史上，明末，荷蘭

人佔領台灣，為興建房舍城堡，以利屯墾，自

大陸引進一批會製作磚瓦者。其後明末清初鄭

氏退守台灣，更加強發展磚瓦製造。但一直到

清朝盛世，台灣的陶瓷產業技術並不發達，有

錢的漢人直接從大陸進口較精緻的陶瓷製品，

而一般水缸等粗陶，又因可做為兩岸航運往來

之壓倉貨，進口依然划算。因此近代台灣早期

環境並不適合陶瓷產業的發展。一直到了漢人

殖民人數越來越多，經濟活動超過了一定的規

模，同時自然條件適合作陶的地區也被開墾出

來，才吸引了大陸會作陶的人來台製作。這個

時期的陶瓷產品幾乎都是生活陶瓷，為什麼

呢？原因很簡單，因為當時陶瓷材料可說是明

星材料，許多日用品都可用陶瓷來製作，同時

也是較便宜的材料。只要有技術，材料可說是

垂手可得。所以陶瓷產業的發展也可以當作漢

族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及基石。同時陶瓷

文明高度發展的漢民族，陶瓷材料也是一個相

當重要的文化材料。在台灣陶瓷製作的發展與

文化元素相對應的關係可以簡單整理成下表：

台 灣 陶 瓷 製 作 的 發 展 與 文 化 元 素 相 對 應 的 關 係

時間 陶瓷製品 窯及燃料 特質 相關文化 文化背景

約三百年前起 磚、瓦 蛇窯、 中低溫質感 建築文化 西方殖民

柴燒 紅、灰陶 文化、拓

荒文化

約一百五十年 日用陶、 蛇窯、 高溫陶、鐵褐 飲食文化 清朝盛世

前起 宗教器物、 柴燒 色釉等 宗教文化 社會文化

建築器物及 居住文化

家飾品

約一百年前 日用瓷器 登窯、 彩繪瓷器、精陶 飲食文化 日本殖民

建築器物、 煤炭、 、粗瓷等 宗教文化 文化、工

工業用陶 瓦斯 居住文化 業文化

工業文化

約三十年前起 各種陶瓷器 電窯、 各種上釉之 主要以居 現代工業

外銷陶瓷 瓦斯窯 陶磁器 住文化 文化、資

本主義文

化

與
生
活
文
化
結
合

非
自
發
性
文
化

遠
離
文
化



台灣的陶瓷文化到了三十年前，五○年代

左右，因追求現代化及清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

響，幾乎全盤否定了過去從清朝開始建立的基

礎。同時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使陶瓷文化漸

漸與生活文化脫節，終至今天陶瓷產業走到了

瓶頸。

●其它新興材料的與起，使陶瓷材料喪失了明

星的地位。在五○年代後期，塑膠及鋁合金

材料逐漸成為市場新寵。那時的人受到這些

材料亮麗外表及重量輕的影響，普遍認為這

些材料優於陶瓷材料，進而可取代所有陶瓷

材料。受到影響最大的陶瓷種類，大概就是

日用陶瓷了。

●外銷陶瓷興起，為了利益，大多數的人不再

為自己的生活生產用品，而開始為別的國

家，別的文化生產別人的用品。自己因而用

不到好的東西，同時也逐漸喪失了用適合自

己生活的好東西，提昇生活品質的能力。

●大量生產觀念及設備引進。例如大同公司的

成立，瓷磚的自動化生產線引進等，在有限

內銷市場下，阻絕了小型工場之生存；或在

以量制價上，使得有特色或個性化商品空間

受到極度的壓縮。

●政治的影響，例如推行新生活運動，否定日

本殖民文化、台灣鄉土文化等，同時以統一

思想式的教育阻礙自由而多元文化的誕生。

此種效應直接反應到陶瓷產業上。

1.台灣陶瓷製作的發展與文化元素相對應的

關係要能發揮陶瓷材料特質的。基本上我

們知道，陶瓷材料曾被其它材料擊敗。但

那是在人們缺乏知識及文化素養下主觀的

想法，事實上陶瓷材料這個很古老的材

料，還是有它非常優越的地方。而且陶瓷

材料是從古到今一直都在成長著。因此它

不僅可以有包含人類最原始樸拙的感情，

也可以有非常科技的感覺。只是如何運用

與表現，需要靠我們的生活智慧。

2.造型優美，品質優良的的日常用品。

3.產品要能符合現代生活條件。例如大花瓶

在現代生活空間就不如小花器來得容易使

用等等。

4.能產生感性或歷史情感轉移的。

5.合乎綠的設計原則。外在價格（價格/使用

次數）越小越好。

6.文化演繹機會產生。內在價值（感情/使用

次數）越大越好。

一個產品要能同時符合上述六個條件，那是

不容易的，但經過不斷的練習，我們是可以達

到到這樣的目標的。而時間這個條件也是文化

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

3.3 台灣玻璃產業的發展

台灣玻璃的製作與使用源於日本，日據時

代鑑於台灣產矽礦砂及天然瓦斯，開始在新竹

設玻璃廠，而逐漸發展成一特殊的外來產業。

早期玻璃的製造以工業儀器、民生用品為主。

光復後，台灣公營玻璃廠以生產煙酒公賣局之

酒瓶為主；而民營玻璃廠，隨著其它工業的振

興，玻璃工業亦頗興盛，有熱水瓶、日光燈的

管材製造、理化儀器、甚至有新產品平板玻璃

供應市場，除供應國內需求外，亦有外銷市

場。

五○年代是台灣工藝玻璃逐漸發達的重要

年代。空心玻璃延續著日據時代儀器類的技法

而創新，出現裝飾用的油燈、花瓶等工藝性較

強的產品，此外並有少量實心玻璃的動物造形

飾品，六○年代初並出現拉絲玻璃小飾品。石

油危機時，儀器玻璃緊縮，卻給工藝玻璃一發

展機會，加上開始外銷，市場增加，形成工藝

玻璃發展的第一興盛期。之後經過二次石油危

機的慘澹期後，七○年代初，因石油危機後市

場增加，促成工藝玻璃的第二興盛期。

綜觀台灣的玻璃工藝，在台灣的發展雖約

僅有百年的歷史，但在塑膠製品尚未風行的年

代，與陶瓷同為台灣民生用品與器物的主角，

並經數十年來台灣的人文與習俗信仰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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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曾製造生產很多台灣生活風貌十足的玻璃

產品。但在轉往外銷後，廠商完全針對國外市

場生產開發新產品，而流通於國內市場的，僅

見幾乎無任何工藝性的民生用品玻璃了。所

幸，近年來台灣民間工藝逐漸受到重視，亦鼓

勵了部份業者，從事玻璃工藝的創作，更有專

業玻璃工藝家，引進國外「工房玻璃」的型

態，為國內玻璃工藝注入新風貌與新生命。而

本計畫即是希望將此台灣玻璃工藝的新發展，

帶入現代台灣的日常生活中，在喚醒國人對台

灣玻璃工藝的關注後，期盼能促使真正屬於台

灣的玻璃生活文化產品特色逐漸形成。

肆、計畫執行

4.1 參與單位與工作人員

●策劃指導：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承辦：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翁徐得

工作人員：陳泰松

姚仁寬

廖素慧

林秀娟

蔡美麗

●玻璃生活文化產品設計者：王俠軍先生

合作開發生產廠商：大觀水晶股份有限公司

●陶瓷生活文化產品設計者：蔡曉芳先生、

廖素慧小姐

合作開發生產廠商：曉芳陶瓷有限公司

4.2 工作紀要

1)民國八十六年一月，本所向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提出「文化商品開發計畫」申請案。

擬以地方特色之生活工藝的推廣為目標，開

發推廣生活陶瓷工藝產品。

2)民國八十六年二月至五月間，與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研討修正計畫內容，並決定本計

畫執行陶瓷及玻璃二項生活文化產品的開發

推廣。

3)民國八十六年六月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簽訂「生活文化產品推廣專案」委託合約

書，本計畫開始執行。

4)民國八十六年七月舉行第二次工作會議，會

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長官進行工藝業者

訪談，並會議決議與王俠軍先生合作開發玻

璃生活文化產品；與蔡曉芳先生合作開發陶

瓷生活文化產品。會中並研討陶瓷產品設計

開發、或現有產品改良之大概內容，會後由

本所廖素慧副研究員與曉芳陶藝有限公司著

手進行打樣試燒工作。

5)民國八十六年八月於本所舉行第三次工作會

議，由王俠軍先生提出其玻璃生活文化產品

之設計案。並研討本所開發之試作品與大葉

科技大學造型藝術系開發之玻璃產品，量產

推廣的可行性。

6)民國八十六年九月陶瓷生活文化產品第一次

打樣完成，故於曉芳陶藝有限公司舉行第四

次工作會議，會中檢討陶瓷生活文化產品之

樣品，並與王俠軍先生研討玻璃生活文化產

品設計案修正案。

7)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第五次工作會議，曉芳

陶藝有限公司第二次修正打樣完成；大觀水

晶股份有限公司原提出之設計案，因評估成

本過高而做部份修正。

8)民國八十七年元月第六次工作會議討論決

議：

(1)曉芳陶藝有限公司開發的陶瓷生活產品因

經費預算的限制，減少生產總數及調整手

繪套數為：

青瓷茶具組─100套

青花童玩茶具組─手繪20套、貼花80套

荔枝白瓷茶具組─貼花100套

(2)擬追加預算加強包裝品質，但呈報文建會

後，仍決定以原審核預算下勻支。

(3)大觀水晶股份有限公司再提出設計修正。



9)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五日本所與曉芳陶藝有限

公司議價並簽定委託製作合約，陶瓷生活文

化產品三組產品開始量產。

10)民國八十七年二月，本所與大觀水晶股份有

限公司議價玻璃生活文化產品之水果盤二件

產品委託製作合約。另紅酒杯因發現製作困

難，擬修改設計，再另行簽約。

11)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完成本計畫期

中報告及第一期款經費結報。

12)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基於市場及成本考量，

陶瓷生活文化產品之荔枝白瓷茶具組改為生

產無光黑釉茶具組。

13)民國八十七年四月，配合本所在台南新光三

越百貨舉辦的「第六屆工藝之夢」展覽，將

本計畫開發的三套陶瓷茶具組、及本所廖素

慧副研究員與安達藝術陶瓷有限公司合作開

發之「無光白瓷餐具組」、與乾唐軒美術工藝

有限公司合作開發之「青瓷餐具組」、另有本

所林秀娟助理利用南投土開發的「彩繪紅陶

茶具組」、「多彩油滴天目食盤」等共七套產

品，在展覽的生活用品評選展區中特闢專區

展出。

14)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三十日委託曉芳陶藝有限

公司開發生產之陶瓷生活文化產品三組已全

數完成驗收合格，並於六月底轉交文建會。

15)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八日，第七次工作會議決

議：大觀水晶股份有限公司承製之玻璃生活

文化產品，因量產之難度太高，需時間解

決，同意其申請延期交貨二個月。

16)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大觀水晶股份有限公司

之玻璃生活文化產品紅酒杯120件全數完成，

但水果盤部份，因製成率太低，僅完成約

40%，仍不足數。

17)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因大觀水晶股份有限公

司在量產上的技術問題尚未克服無法交貨，

故召開第八次會議，由工作小組實地了解問

題，並同意准予延期至八十七年十二月底交

貨。

18)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大觀水晶股份有限公

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經過幾個月來的努

力研究克服困難，終於如期完成所有承製產

品。

4.3 陶瓷生活文化產品開發

陶瓷是我國的國粹，從考古以及現今所遺

留下的陶瓷品，絕大部份是生活器皿，是我們

先民生活中不可或缺之一部份，與生活緊密的

結合在一起，然而，台灣的陶瓷文化到了三十

年前，五十年代左右，因追求現代化及清除日

本殖民文化的影響，幾乎全盤否定了過去從清

朝開始建立的基礎，陶瓷文化漸漸與生活文化

脫節，並因隨著工商社會的發展，經濟與效率

掛帥，生活文化與消費習慣惡質化，使陶瓷的

生活文化在富裕台灣的日常生活中，已被疏離

遺忘了。

為此，本計畫特邀請蔡曉芳先生，以其精

湛之陶瓷藝術火候，協同本所副研究員廖素慧

小姐，在劉萬航副主委的指導下共同開發三套

陶瓷茶具組，希望能配合台灣的飲茶文化，將

蔡先生深具中國傳統陶瓷藝術精髓之青瓷、青

花釉下彩瓷、及新開發之的無光黑釉瓷這三類

臻品，推廣至現代的日常生活中。並為精緻與

大眾化的考量，本次開發的部份青花釉下彩瓷

產品，利用陶瓷釉下轉寫紙，降低人工成本，

使手繪精緻的產品平價化，而至達到推廣的實

際目地。

1.黑釉茶具組 100套

2.青花茶具組 100套

3.青瓷茶具組 1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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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產品介紹

品名：黑釉茶具組

設計：蔡曉芳、廖素慧

製作：曉芳陶藝有限公司

設計構想及特色：

黑色無光釉是以氧化鐵、氧化鈷多種原料

配成，在1280℃-1300℃高溫還原燒成，釉

面形成微細結晶而產生內蘊的半無光澤，

因其是經高溫燒成，無鉛無毒性，適合用

於飲食器皿上。

本茶具組以表現生命張力飽滿弧線造型的

壺、杯、托，優雅沉穩的無光黑釉搭配自

然質感的藤把，典雅而具有現代感。

主要製作方法：

原型製作→開模→高壓注漿、鏇坏成型→

素燒→釉燒→配件組合→成品

量產數量：100套



品名：青花童玩茶具組

設計：蔡曉芳

製作：曉芳陶藝有限公司

設計構想及特色：

青花瓷是在素坏胎地上，以鈷藍色釉彩繪

後，覆以透明釉燒成之釉下彩繪，是我國

陶瓷史上具關鍵性的裝飾技法，起源於

唐，發展於宋元，集大成於明清，是外貿

瓷及民間用瓷的主角，兼具經濟價值及實

用性，其燒製數量之多，分布之廣，流傳

之久遠是其他瓷器無法相提並論。本設計

以傳統的壺、杯造型，在潔白純淨的胎地

上，以鈷藍表現如水墨般豐富的層次，活

潑輕快的童玩圖飾，在筆觸線條流暢的鈷

藍發色中，更是耐人尋味的視覺美感。

主要製作方法：

原型製作→開模→高壓注漿、鏇坏成型→

素燒→青花彩繪或釉中貼花→釉燒→成品

量產數量：手繪20套＋釉中貼花8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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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青瓷茶具組

設計：蔡曉芳、廖素慧

製作：曉芳陶藝有限公司

設計構想及特色：

青瓷為我國宋朝陶瓷藝術的偉大成就之

一，還原焰燒成技術已達到相當的水準，

色澤溫潤如玉，不必加上任何裝飾即能顯

出器物的高雅氣質，恬淡宜人，深受文人

雅士的喜愛。本組青瓷茶具組即以氧化鐵

經高溫還原燒成，釉色形成淡淡的青色，

有一種寧靜的感覺。造型取弧線構成，把

生命的張力表現出來，當在使用時，可欣

賞釉色的高雅，也可細細品銘茶的幽香，

朋友相聚這樣的喝茶，不僅身心舒暢，也

增添了生活情趣。

主要製作方法：

原型製作→開模→高壓注漿、鏇坏成型→

素燒→青花彩繪或釉中貼花→釉燒→成品

量產數量：100套



4.3.2 陶瓷生活文化產品開發問題討論

陶瓷生活文化產品的開發過程順利，僅有以下小缺點

有待改進：

1.以釉中貼花紙生產的八十套青花童玩茶具組，因數量

過少，在分攤釉中貼花紙的製版費後，無法有效的降

低生產成本，故與手繪生產的成本相差不大，可能會

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2.包裝預算太少，無法完善的包裝產品，以襯托產品的

價值感。

3.基於預算考量，三套產品皆為茶具組，如能做一系列

家用陶瓷生活器用品的開發，更可發揮本計畫的示範

作用。

4.4 玻璃生活文化產品開發

台灣玻璃產業不同於陶瓷產業，是一種近代外來移植

過來的產業。因此基本上在傳統文化上，玻璃的角色佔非常

微小的一部分。但不可諱言的，玻璃材料有其特質，是別種

材料所無法取代的，同時也是未來非常重要的材料。在台

灣，很不幸的，玻璃從早期發展開始，都被視作為一種工業

材料。因此台灣的玻璃文化一直到最近才算開始發展。玻璃

文化雖說沒有過去的包袱，但也少了傳統的資源。這種由外

引進的產業，不可避免的會有國外的影響出現在產品中，如

此產品所呈現的文化應是屬於國際性的。對屬於台灣的生活

文化產品來說，這只能算是一小部分。因此發展玻璃生活文

化產品，除了與陶瓷生活文化產品相似的部分外，最要加強

的一點就是強化或加入中國傳統美學及台灣本土色彩的文化

元素進入，如此台灣的玻璃文化才能誕生並發展。

本計畫特邀請玻璃工藝家王俠軍先生，以其十年來汗

水累積的玻璃工藝專業，秉持「學習已被淡忘的品味與氣魄」

的心情，從中國商周青銅器的造型元素發展，以現代簡練的

線條，揮灑玻璃多彩與剔透的質美，為我們設計開發三套適

合現代生活的玻璃生活文化產品：

1.「八面玲瓏」紅酒杯 120套

2.「天池」水果盤 120套

3.「城門」水果盤 12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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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產品介紹

品名：「八面玲瓏」紅酒杯

設計：王俠軍

製作：大觀水晶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構想及特色：

「再現王朝饗宴的況味」

以豪氣莊重向豆、觚、角乾杯，酒酣耳熱

正經地武裝二千年的傳統。殿堂樑柱撐起

的高足碗，是現代晶瑩切割的燦爛，美酒

反映是八面剔透的香醇，厚薄曲直、外放

內聚的律動，正醞釀要喝就喝最好的酒

興。

製作方法：熱塑成型、切磨

量產數量：120件



品名：「城門」水果盤

設計：王俠軍

製作：大觀水晶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構想及特色：

「重溫簋的生活機能」

從上而下，從內到外，連綿的階梯變化，

大塊截面直來直往，明快俐落，一方面完

成理性的實用機能和現代美感；一方面完

成東方的倫理秩序，工整、方正、莊重，

固若金湯的城門是對水果、對人最隆重的

敬意。

城門以井然有序的氣勢護著生命的果實。

製作方法：壓塑成型、噴砂、酸洗

量產數量：12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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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天池」水果盤

設計：王俠軍

製作：大觀水晶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構想及特色：

以平面寧靜的形式，掌握靜冷、現代的低

限美感；以同心圓階梯變化，表現潭水幽

靜的律動，也同時完成水果盤功能的需

求，最後成就一種大方、簡捷敏感，深怕

被驚動的孤絕。而三角鼎立是中國最凸出

的象徵，如今把沉重的歷史包袱轉換成芭

蕾舞鞋上的輕盈。

天池以二種形式，結合出大山大水的神

聖，天池盛水也裝氣質，以鼎孤高的尊

嚴，承載營養的泉源；一如天池盛生命的

泉源水。

製作方法：壓塑成型、噴砂、酸洗

量產數量：120件



4.4.2 玻璃生活文化產品開發問題討論

1.本設計開發案，可說是台灣玻璃工藝業者，

首次特為台灣的使用者設計開發玻璃生活器

用的嘗試，就其在將中國傳統美學及台灣本

土色彩的元素加入玻璃生活產品的表現來

看，是一成功的產品設計示範。

2.為表現玻璃剔透璀燦的特質，紅酒杯設計多

面的切磨面，在切磨的製作過程中，需仰賴

具多年經驗的師傅手工操作，難度極高生產

速度緩慢。

3.水果盤的量產技術發生以下幾點困難：

(1) 作品模具太重(約30-40kg)，而量產數量

不夠多，無法使用機器操作，只能仰賴人

工，翻轉困難，需十個人一組連續不斷操

作，製作過程艱辛不易。

(2)玻璃備料費時，需長時間熬煮才能達到挑

料製作的濃稠度，因此一星期才能製作一

次。

(3)產品尺寸大，造型特殊，退火(徐冷)控制

不易，極易發生內裂、斷裂、邊緣缺損、

長短腳、凹凸不平等問題，僅有約8%的成

功率。此問題在改用硬玻璃料後，稍獲改

善。

4.本次玻璃生活文化產品的開發，雖在量產技

術上尚有些待解決的困難點，但其產品的完

成度，與國外著名玻璃工藝業者的同類型產

品比較，在品質表現上有過之而無不及。

4.5 工藝之夢展

展示方式

配合本所今年四月份在台南新光三越百貨

舉辦的「第六屆工藝之夢」展覽，將本計畫開

發的三套陶瓷茶具組、及本所廖素慧副研究員

與安達藝術陶瓷有限公司合作開發之「無光白

瓷餐具組」、與乾唐軒美術工藝有限公司合作開

發之「青瓷餐具組」、另有本所林秀娟助理利用

南投土開發的「彩繪紅陶茶具組」、「多彩油滴

天目食盤」等共七套產品，在展覽的生活用品

評選展區中特闢專區展出，希望能藉由在都會

區百貨公司具商業特質的展場展出中，將生活

文化產品的理念傳遞給百貨公司的消費者，以

為推廣的第一步。

4.6  98”台灣工藝節展

展示方式

配合本所今年九月二十六至十月四日舉辦

的「98”台灣工藝節」，將本計畫開發的三套玻

璃生活文化產品：八面玲瓏紅酒杯、天池水果

盤、城門水果盤，在工藝節之主題館中的「工

藝技術」展中設區展出，除了展示生活文化產

品的開發理念外，亦強調此次玻璃產品開發，

在技術上的大膽嘗試突破，將高難度的玻璃工

藝技法用在量產產品的開發，達到普及精緻工

藝的目標，並希望藉此能給其他玻璃業者一觀

摩的機會，以吸引更多業者投入玻璃生活文化

產品開發的工作。

伍、問題檢討

一、以政府採購產品的預算編列方式來執行產

品開發的工作，有相當多的執行困難，希望

本計畫能拋磚引玉，吸引工藝業者的參與興

趣，由廠商自發並主導的生活文化產業發

展，才是本計畫的精神所在。

二、因本計畫主要為「生活文化產品」的實驗

性開發示範，在由參與計畫工藝家免費提供

設計及承製廠商自行吸收技術研究的花費情

況下，有限的經費仍需支付六套產品開模

費，每件產品還是分攤了很高的開發成本，

往後試賣推廣的定價亦相對的無法降低，如

此可能與原計畫開發大眾化、生活化產品的

原則相違背。

三、又產品多樣而少量的關係，亦造成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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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提袋的製作成本居高不下，而原有包裝預

算不敷使用，使精心設計開發的產品無法得有

更襯宜的包裝配合。

四、玻璃產品開發的量產技術問題，在本計畫

執行時間內未全數解決，尚有些許的問題期

待廠商能持續努力研究改進。

五、後續工作需加強對使用者的理念推廣，以

展覽、試用或試賣的方式收集消費者對產品

反應的情報，做為往後業者開發生活文化產

品時的參考，並期能藉以影響國人的消費文

化，擴展生活文化產品的內需市場。

陸、計畫成果

一、實際量產完成陶瓷生活文化產品三組共300

套、玻璃生活文化產品三種共360件產品，並

有完整的包裝，可提供做為贈送中外貴賓的

禮品或直接試售推廣。

二、在設計開發產品的過程中，實踐塑造「生

活文化產品」的理想，並藉由展覽推廣的方

式，向大眾介紹生活文化產品的計畫理念，

以普及「用與美」並重的精緻工藝。

三、在與委託開發廠商合作的過程中，亦啟發

了廠商開發生活文化產品的觀念與興趣。如

大觀水晶股份有限公司因參與本計畫的機

會，首次嘗試生活器用玻璃產品的開發，並

表示其將繼續開發同類生活用品的興趣，如

此能有製作廠商自發性的投入努力，才是台

灣「生活文化產業」與本計畫理念能持續發

展的關鍵，此為本計畫執行的間接成果。

四、本次計畫合作廠商皆是技術純熟的藝術陶

瓷、藝術玻璃的工藝業者，原皆以單一或限

量生產的工藝藝術創作為主，藉由本計畫將

高難度工藝創作技法利用於量產產品上，一

方面落實工藝生活化的目標，另一方面也全

面提昇國內工藝產業之生產技術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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