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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序

      依山傍海的臺東，在天然的屏障下孕育出豐富、獨特的自然與人文地景。美學產業和在
地文化的結合，形成風格獨具的藝文風貌。近年來歸功於網路發展，臺東逐漸被越來越多人
看見，吸引了許多國際旅人慕名而來。多元族群的融合，使得這塊寶地更具生命力，呼喚著
藝術家們前來尋找創作靈感，體驗悠遊於山海的慢生活。

      2021 年為本校美術產業學系第六年辦理「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研討會」。今年，
COVID-19 於各國的影響持續，我們能如常生活，舉辦展覽，是非常幸福且要珍視的事。一
年又一年，感謝優秀藝術家的參與及專家學者發表的豐碩研究成果，提供學子們親炙大師風
範的機會，拓展學習面向與視野！
 
       承蒙多位藝術界前輩與學者的支持與指教，研討會每一年皆有新意！竭誠歡迎每一位因
參加研討會而更加認識臺東大學的朋友們。臺東的美，有自然之美，更有人情溫暖的美。期
許師生以專業所學回饋地方，讓臺東之美永續，與下一個世代共榮共享。祝福研討會圓滿成
功！

國立臺東大學校長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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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芬院長序文

      以風為本，以晴為體，以雨為潤，臺東一年四季，以多變的樣貌供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
的人們，不變的是這片土地帶給我們的溫柔情懷。如此孕育使得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更能感知
生命周遭的一切，使我們能眼高到綜覽全局，手低到貼近土地，以自身各異的方式去關懷這
片土地，回饋土地所帶給我們得感悟。

        其中，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用自身藝術專業，結合在地與國際，連續六年舉辦「生
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的藝術家，一同討論各自不同視角對於「美」
的見解，而在 2021 這特別的一年，更背負了更深一層的使命，在疫情尚未完全散去的如今，
帶給人們另一道別具意義的曙光，使得在這段時間內身心俱疲的人們，能夠稍微喘口氣，看
看這個世界上另一種美好。

      這次專題講座更邀請國外的專業講師，提供與會者更直接的國際視角，也在論文發表及
討論環節，讓與會者們與相同領域卻來自各地的各種專業者們，交流彼此的新知舊聞，交換
對於各種事物各異的見解，在這段人們並不能輕易碰到面的非常時期，這種機會更顯得難能
可貴。

      「美學」並不是一種實體，人們既不能去撫摸及觸碰，也不能去形容她的樣貌，但她卻
是紮實的存在人們的心中，人們都有一對屬於自己測量美的度量衡，檢視何種東西對於自己
是美的，一座製造美的機器，創造屬於自己對於美的詮釋。而研討會提供了一個平台，給與
會者們分享自己的認識，也吸收別人的經驗，藉此，使所有人都能向全人更進一步些。

     「唯有越過叢峻，登上高山，俯瞰自己與他人，以及過往的一切，吸收，內化，我們才
終於能成為更好的人。」

國立臺東大學人文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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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序

       「城比台北是矮一點 天比台北卻高得多，燈比台北是淡一點 星比台北卻亮得多，人比
西岸是稀一點 山比西岸卻密得多」就如余光中老師為台東寫的詩一般，臺東，不同北部的
繁華，遠離了都市的喧囂；不同北部的便捷，讓臺東的人們更貼近土地，而感受並珍惜這些
大自然賜予我們的一切，感知周遭事物的「美」，使台東人對於「美」並不僅是表現在詩句
上，更融合在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這便是我們對生活美學的一種體現。

      擁有大自然豐厚的贈禮，同時我們也積極的與接軌國際，與之交流，國立臺東大學美術
產業學系辦理的「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研討會」便是最好的映照，至今已有六年的歷
史，邀請海內外藝術家一同參與，提供東臺灣一個學術交流研討的平臺，也給臺東大學的學
生有開拓視野的機會，更為東臺灣的藝術方面帶來極大的貢獻，使我們能站在時代的浪潮上
乘風、破浪。

      今年的研討會因臺灣的防疫得力，讓研討會不受疫情的影響，能如期地舉辦，有了這些
積年累月的研討經驗，東臺灣便能一年又一年的提升在地美術產業水準，登上國際舞台，更
發展出屬於東臺灣獨一無二的美學。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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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台灣美術產業學術研究國際化

        本系自 2016 年開始每年舉辦「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學術研討會」推展「生活美學」，
提升國民對美的判斷並實踐於生活體驗，並且持續建構生活美學理論與美術產業；今年
（2021）持續舉辦「2021 年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激起在這個領域裡
的思考與關注，提供了研究、探討與交流的整體經驗。

       美術產業與創意設計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關鍵，本次研討會兩場專題演講邀請德國
籍果多設計有限公司創辦人柏菲利 Felix von Bomhard，藉由果多設計受委託的專案作品，
探討如何可能迥異於常的跳脫思維轉換為切入點，進而在視覺面實現。以及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設計系長友大輔以建築設計的背景開始，拓展到不同的領域，期望在工業設計和環境永續
上盡到更多的心力。兩場專題演講建構生活美學落實於產業界及政府的執行上，為下半場研
討會發表揭開序幕。

        本次有兩項研討主題為：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之文化政策、藝術與設計的產業化 。歷
經六年的美術產業學術研究之建立，已經漸漸形成一個脈絡。美術產業是以美術創作、美感
培養與體驗為基底，再透過創意設計加值成為一項產業，在形成的過程中著重品牌規劃與建
立，創作思想轉化與少量量產考量，提升產業質感、加強文化深度。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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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研討會議程安排(線上版) 

時間：2021年 06月 04 (週五)    

地點：線上  

時  間 議  程  內  容 

08:30~09:00 報    到 

09:00~09:30 開 幕 式 

旁  白: 劉瑞紋 LIU, JUI-WEN 

貴  賓: 曾耀銘校長President YEW-MIN TZENG, Ph.D. 王長華史

前博物館館長Wang, Chang-Hua、梁忠銘教務長 Zhong-Ming, 

Liang、人文學院院長李玉芬 Yu-Fen,Li、通識中心郭美女主任

Mai-Ney Kuo 

09:30~10:40 

主持人：林昶戎

CHANG-RONG, LIN   

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

產業學系) 

【專題演講】：型塑空間 Forming the space 

主 講 人：長友大輔 Daisuke Nagatomo (日本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系 

口譯老師：胡家璇 Donna Hu老師 

10:40~10:50 茶            敘 

10:45~12:00 

主持人：林昶戎

CHANG-RONG, LIN 

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

系) 

【專題演講】：外圍視角 The view from outside 

主 講 人：柏菲利 Felix von Bomhard (德國籍) 

          果多設計創意總監 

口譯老師：胡家璇 Donna Hu老師 

12:00~13:30  午 餐 及 休 息 

 研討主題：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之文化政策、藝術與設計的產業化 

13:30~14:00 

線上影片 線上影片 

主持人：吳梓寧 

TZU-NING, WU副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

業學系) 

論文一：在地實踐

的審美教育課程

內涵於國中階段

之探究 

發表人：鄭雅文 

與談人：蔡明君

MING-JIUN TSAI

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美術系兼

任助理教授) 

主持人：黃坤伯

KUEN-PO,HUANG

副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美

術產業學系) 

 

 

 

論文七：味蕾上的⾰命—台灣法

式甜點的轉向與⽂化系甜點店

的誕⽣ 

發表人：張敏琪 

與談人 : 謝東成 TUNG-CHENG 

HSIEH 助理教授 

(長榮大學資訊暨設計學院 媒體設計科

技學系) 

14:00~14:30 

論文二：日治時期

臺北區域新式地

景形構： 

郵戳、繪葉書中視

覺符號之現代轉

換 

發表人：楊杰儒 

與談人 : 李貴連 

LEE KUEILIEN 副

教授 

論文八：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與

歐洲美術以及日本美術跨文化

交會之視覺文化迴流現象 

發表人：張繼文 

與談人 : 葉栢虦 POCHAN, YEH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設計與經營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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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14:30~15:00 

主持人：張溥騰

PU-TENG, CHANG 副

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

業學系) 

論文三：整合CAE

於3D文物靜態防

護設計之研究初

探 

發表人：羅日生 

與談人 : 謝東成

TUNG-CHENG 

HSIEh 助理教授 

(長榮大學資訊暨設

計學院 媒體設計科

技學系) 

論文九：服裝形象廣告中的無性

別呈現之研究 

發表人：石晏瑄 

與談人 : 葉栢虦 POCHAN, YEH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設計與經營

研究所) 

15:00~15:30 

論文四：探究美感

教育之國中視覺

藝術課程－以校

本特色課程為例 

發表人：呂宗杰 

與談人 : 謝東成

TUNG-CHENG 

HSIEH 助理教授 

(長榮大學資訊暨設計

學院 媒體設計科技學

系) 

論文十：錫器產業的工藝、雕塑

與現代性轉變–以萬能錫鋪為

例 

發表人：蔡佩儒 

與談人 : 李貴連 LEE KUEILIEN 

副教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15:30~16:00 

主持人：柯良志

LIANG-CHIH, KO 助理

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

業學系) 

論文五：手工紙藝

研究-以文創品牌

研發水印紙與格

淋紙為例 

發表人：李孟書 

與談人 : 施富錡 

FU-CHI, SHIH 副教

授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

與設計學系) 

主持人：卓淑敏 

SHU-MING, CHO

副教授 

(國立臺

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

系) 

論文十一：從傳統與文化創意角度

看台灣青花瓷工藝之創意傳承與

創新發展 

發表人：沈慈珍 

與談人 : 施富錡 FU-CHI, SHIH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16:00~16:30 

論文六：臺灣國際

熱氣球產業文化

活動初探 

發表人：施毓欣 

與談人 : 葉栢虦
POCHAN, YEH 助

理教授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設計與經營研究

所) 

論文十二：牡蠣殼應用於文創商

品結合體驗設計之發展契機 

發表人：莊佳慧 

與談人 : 施富錡 FU-CHI, SHIH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海 報 發 表 者 

–海報網站張貼 

海 報 發 表 者 –海報網站張貼 

主持人：柯良志 LIANG-CHIH, KO 助理教授(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游絨絨】創意水彩技法教學融入於美感教育之研究-以大班幼兒提升美感經驗為例 

【張官瑀辰】2018 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陶藝的人文回歸：從藝術的精神原點談起」評選作品分析───以子題「戰後東

西精神的交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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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pleased to invite you to attend The 6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Aesthetic of Living and Art Industry,It Would be an honour to me if you would accept 
our invitation. We eagerly await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is seminar.

【張芸嘉】以文化符碼分析大友克洋之動畫 

【陳冠穎】藝術與生活的模糊邊界─黃華成〈先知〉 

【彭梓翔】臺灣書院的美感為校園環境營造提供的啟示 

【戴裕峰】顛覆與修護：物在生活休憩中的再生產 

【張雅淨】美術館推動STEAM美感教育作法初探 

【周夢嬋】我國大學實習商店之現況與實例分析 

【謝孟軒】虛擬實境運用於國小階段視覺藝術教學之行動研究 

17:00~17:30 閉幕式 ：林永發 YUNG-FA, LIN 榮譽教授與林昶戎 CHANG-RONG, LIN 系主任 

17:30 賦    歸 

1. 共兩場，每場 90 分鐘，每場發表三篇論文（每篇 30 分鐘）。 

2. 每場次各組發表會主持人一名、評論人一名。 

3. 時間分配，主持人 3 分鐘，發表人 17 分鐘，評論人 5 分鐘，共同討論 5 分鐘，各分配時間結束前兩分鐘按第一次

鈴（主持人 3 分鐘，僅按一次鈴），按第二次鈴表示時間到，請停止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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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ge Ltd from Peter Macapia studio in Columbia, which utilizes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New Media School for ACADIA competition in 2006, which also won FEIDAD award 
in 2008. The project employs Voronoi tessellation to form new structural typology for 
media school. 
   FabLab House at IaaC of Barcelona, which was built for entering Solar Decathlon 
Europe 2010. Applying parametric modeling to simulate sun exposure on the volume 
and fabricate via CAD/CAM. Received People’s Choice Award at SDE 2010.
    Orchid House with NCTU (NYCU), which entered Solar Decathlon Europe 2014 at 
Versailles, France. With 30 students and 10 faculty members to compete with 19 other 
university teams around the world. There are 10 days to assemble the house prototype 
on site and another 10 days to compete the competition. Our project received 1st 
prize on urban design, 2nd place on innovation, third place for Energy Efficiency and 
public choice online. 
    Lightscape and Spiral Pavilion, where we experiment technology, material and 
design. These investigations helped us to design Spiral Stool, which received Platinum 
A’Design award from Italy, where I received the designer of the year. We also received 
Best of Golden Pin with Spiral Stool. 

    Previously, I have tried to explore design option in these three categories. 
Technology, Sustainability, and Culture. However, I start feeling that what is important 
for us is to think them as whole. We need to overlap them as much as we can to create 
the core value of design.

〈Forming the space – Daisuke Nagatomo〉

長友大輔 Daisuke Nagatomo
 

米索空間設計有限公司設計顧問
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明治大學學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系助理教授

 
演講題目 Title：

型塑空間 Forming th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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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ge Ltd：來自哥倫比亞的 Peter Macapia 工作室，利用計算流體力學。
       新媒體學校：參加 2006 年的 ACADIA 競賽，亦於 2008 年獲得遠東國際數位建築獎
（FEIDAD）。本案利用沃羅諾伊鑲嵌技術形成了媒體學校的新式結構類型。
       FabLab House：位於巴塞隆納的加泰隆尼亞高等建築研究所（IaaC），為參與 2010
年歐洲太陽能十項全能大賽（Solar Decathlon Europe 2010）而建造。應用參數化模型模
擬量體上的陽光照射，並透過 CAD/CAM 製作。在 SDE 2010 上獲得「人氣獎」。

       蘭花屋：與交大合作，參與法國凡爾賽 2014 年歐洲太陽能十項全能大賽。團隊共 30
名學生和 10 名教職員工，與世界各地的 19 個大學團隊競爭。利用 10 天的時間在現場組裝
房屋原型，並以另外 10 天完成比賽。我們的項目獲得都市設計獎第一名、創新獎第二名、
能源效益獎和人氣獎第三名。
        輕亭（Lightscape Pavilion）、紙築空間（Spiral Pavilion）：我們在其中進行技術、材料、
設計的實驗。上述研究幫助我們設計了好好摺紙凳（Spiral Stool），而獲得義大利 A' 設計
大獎賽白金獎，我亦獲得年度設計獎。我們的好好摺紙凳還獲得了金點設計獎的年度最佳設
計獎。

      我先前曾試著在下述三個類別中探索設計的選項。科技、永續發展、文化。然而，我開
始覺得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將三者視為整體來思考。我們需要盡量將之重合，以創造設計的
核心價值。

 

型塑空間 Forming th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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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important part of design is to offer an outside perspective to a project. The 
designers background and expertise all influence and enrich their capabilities. The 
more we see and learn, the more we can offer and add to our design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Felix von Bomhard’s curriculum and his company by 
associates, which he co-founded with Keira Yang, will set the background for the 
lecture. 
   Having grown up in Germany and having lived and worked in Spain, France and 
London, Felix von Bomhard draws extensively on his experienc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his approach to design. 
   Born and raised in Munich in the South of Germany, showing an early interest in 
drawing and creating things, lead almost inevitably to the study of graphic design in 
later life. First at t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ugsburg. Topped up with a year 
abroad at the Escola d’Art i Superior de Disseny de València (EASD València) in Spain. 
   First steps in the real world of graphic design were taken in Germany’s prestigious 
KMS Team, which works for many big names in the German Industry, like VW, BMW, 
Porsche, Vodafone, etc., as well as range of international clients. 
   Afterwards Felix took the big step to move to Paris, France, becoming the design 
director of Maquetteetmiseenpage. Among others, Hermès, BNP Paribas were 
noteworthy clients of this period. 
   After a couple of years working in Paris, Felix sought out new challenges and put 
his ambitions towards a new position as senior designer in the London based design 
studio Thomas & Company. Bowers & Wilkins,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Foster and 
Partners and a variety of Ritz-Carlton Hotels were main clients of Thomas & Company 
during his time at the studio. Here is also where he met his partner and co-founder of 
by associates, Keira Yang. Together they decided to build up their own design practice 
and set up shop in Taiwan, drawing on 

〈The view from outside – Felix von Bomhard〉

柏菲利 Felix von Bomhard 

果多設計有限公司   
創辦人 Founder, by associates co.,ltd.,  

演講題目 Title：
外圍視角 The view from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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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師的背景及專業皆會反映在其作品，亦會隨設計師的所見所聞而更顯深廣，以不同
觀點審視物件為重要環節之一。
        講者柏菲利 Felix von Bomhard 成長於德國，在西班牙、法國、倫敦生活且工作，遊歷
各地接觸各異的文化背景都成為其設計工作的滋潤養分。他與楊詠雯 Keira Yang 共同創辦
果多設計（by associates co., ltd.)，此次會藉由果多設計受委託的專案作品，探討如何可能
迥異於常的跳脫思維轉換為切入點，進而在視覺面實現。果多設計專門為各產業的品牌或企
業建立視覺識別設計，如何針對各行各業的眾生型態執行設計也會是分享內容之一。
    簡而言之，在技巧或手法之外，個人經歷實為執行設計不容忽視且必須積累之資產。

〈外圍視角 -  柏菲利〉

 their combined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o serve and assist the local 
market.
    The topic of seeing things from the outside with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s then 
visually explored through various projects from by associates. By associates is 
specialised in visual identity for companies and brands of all ways of life and the 
presentation will also focus on these.  
   Ultimately, this talk aims to show how our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s - 
besides design skills, can be an important asset, that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when 
approaching a desig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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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與文化創意角度
看臺灣青花瓷工藝之創意傳承與創新發展

沈慈珍 1*，陳其澎 2，張道本 3

1*shentzuchen@gmail.com.
1 商業設計學系，中原大學，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桃園市，臺灣

2 室內設計學系，中原大學，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桃園市，臺灣

3 商業設計學系，中原大學，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桃園市，臺灣

摘要

   青花瓷的發展是中國磁器史中重要的一環，其工藝傳承已歷經數百年。臺灣青花瓷工藝

產業曾經風靡於世，最後卻因市場弱化而漸漸沒落。本文試著從這項百年傳統工藝在臺灣的

發展歷程，了解從曾經輝煌到如今的現況，並以目前臺灣青花瓷工藝師的教學傳承和創意產

業結合青花瓷工藝之發展，試著藉此說明臺灣青花瓷的創新傳承與創意發展作為本文之研究

目的。研究者親自參與青花瓷繪製過程並訪談資深工藝師與文化創意工作者後，輔以文獻探

討作為本文之研究方法。初步發現臺灣青花瓷工藝仍舊深受官方與民眾的重視與喜愛，工藝

師以創新的方式，將百年工藝持續傳承；文化創意工作者以青花藝術傳遞青花之應用美學，

讓青花藝術更貼近生活、親近於民。

   經由多方的努力，使傳統青花瓷工藝在臺灣擁有持續傳承、創意的推廣與應用的機會，

也讓更多人了解這個饒富藝術性價值，並能提升精神層次、展現生活品味的青花瓷百年傳統

工藝之美。本研究建議：一、政府相關單位應固定辦理青花瓷工藝教師研習，培訓種子教師；

二、建議各大專相關科系開設教學課程，提供學生多元創作媒材之選擇；三、應用新媒體傳

播青花瓷之美。

關鍵字：青花瓷、傳統工藝師、創意教學、文化創意產業、三星四季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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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貳、關於中國傳統青花瓷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荀子．勸學》之名句，道出自古中國人對於青色之推崇。中國

的陶瓷藝術在世界陶瓷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青花瓷更是象徵此發展過程中重要的

文化內涵與歷史意義。何謂「青花」？大致上來說，以氧化鈷料施繪於白瓷胎體上，再罩以

透明釉料後，高溫一次燒成的釉下彩之方式謂之。 「青花白地」、「青花釉下彩」、「青

花白瓷」，日語的「付染」，英文稱的「Blue and White」或是克拉克瓷（Kraak）等不同語

言亦為所指。 
      青花瓷器的彩繪方法與中國傳統水墨畫所謂「墨分五彩」的創作方式，在藝術的本質上

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青花使用的氧化鈷料所呈現出的豐富層次之深淺濃淡，猶如墨色般單純

又富多樣性變化的魅力，兩者有一脈相承關聯性；素雅潔白的坯體如同水墨畫中的宣紙；施

繪用的毛筆，也是兩者共通必備使用工具；工筆、寫意、山水、花鳥、留白和鈐印落款，在

青花瓷彩繪與裝飾中，亦是借鑒中國傳統水墨的藝術表現形式。

      本文將討論青花瓷彩繪工藝傳承數百年後，目前在台灣發展的概況，以及青花瓷華麗的

外表與高雅的質感，除了受到官方的重視，還協助工藝師開設青花瓷工藝實作課程，藉此傳

承青花瓷彩繪之技藝；民間文化創意工作者以青花之氧化鈷的釉料作為媒介，將其融入休閒

生活中，提升休閒產業之文化品味，亦讓青花藝術融入常民之生活美學。以下為本文探討之

內容。

    西元 14 世紀青花瓷在中國開始發展，至今已歷經數百年，傳承至明朝時，已被部分學

者視為是中國瓷業發展最高峰，其中青花瓷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元朝時曾設置浮粱瓷局

的景德鎮（江西饒州）與龍泉窯（浙江處州），在明朝時期則優先被選來為官方生產官用瓷

器的御器廠，讓燒造瓷器成為國家之大事，然而地方之民設窯場，亦共同與之做市場競爭。 
一幅清朝宮廷畫師丁觀鵬以院體畫形式所繪的卷軸畫作《太平春市圖》（圖 1），描述春天

市集的熱鬧景象，其中描繪了一位挑擔沿街叫賣的貨郎，肩上挑著高肩扁擔串聯起兩個圓形

食盒，前方食盒上端放著板子，板上用各式碗盤盛放各種鮮果和美味食物。仔細觀察可以發

現，這些碗盤即為青花瓷彩繪之容器。由此可推測，青花瓷在明朝朝廷作為御用器皿，到了

清朝，青花瓷在民間亦受到百姓的喜愛。

1     李輝炳（2001），〈青花瓷器的出現及其發展〉，《故宮文物》，第 214 期，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42

        -43。

2      楊志、黃夢新（2016），〈中國青花陶瓷藝術〉，《陶藝》， 第 90 期，頁 23。

3      萬寶國際古董熱釋光鑑定有限公司（2019），〈青花瓷歷代所用青料介紹及歷代特點和生產工藝〉，查閱

    日期：2021/04/30，資料網址：https://www.laboratorykotalla.com/article_detail/26.htm。   

4      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常設展《搏泥幻化 — 院藏陶瓷菁華展》說明。查閱日期：2021/04/30，資料網址：

         https://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400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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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花瓷裝飾之種類與內容

      傳統青花瓷彩繪之種類有植物紋飾、動物和瑞獸、輔助紋飾、其他等，以描繪方式為主

要技法，花卉描劃減少，印花增多，新增鏤花；立體的瓶、罐，以腹部為主題繪製區，碗和

盤則是以中心為主，剩餘的空間則填繪輔助紋飾。 其裝飾的種類與內容，經整理後研究者

發現（如表 1），傳統青花瓷所繪製的紋飾，與中國工筆花鳥畫內容有許多相似之處，唯青

花瓷受到描繪坯體空間的限制，以致構圖需經特別安排與規劃，參雜設計特性在其中的視覺

效果。

      以圖 2 為例，明朝洪武年間所製青花番蓮紋玉壺春瓶為例，上方瓶口及瓶頸處，以芭蕉

作為紋飾，兩個紋飾中間加一纏枝環頸做區隔，瓶腹則以攀藤類的西番蓮作為主題繪製區；

圖 3 為明朝宣德製青花卷草斜格網紋蓋罐，罐身以反白的捲草紋飾作為主題區塊，罐蓋中心

以單瓣蓮花做為裝飾，其餘部分則以密集的網紋和符號作明暗對比的構圖樣式，整體視覺幾

何與有機圖樣相互交錯，均衡又富青花藍彩的高度趣味；圖 4 清朝咸豐時期所製的青花花卉

紋渣斗，紋飾以大小兩圈的浪濤紋作為輔助紋飾，將器皿正面區分出正副區塊，中心主題區

以捲草花卉呈現對稱造型，富含符號性設計感。

5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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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常設展《搏泥幻化 — 院藏陶瓷菁華展》說明。查閱日期：2021/04/30，資料網址：

         https://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400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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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花瓷裝飾之種類與內容

      傳統青花瓷彩繪之種類有植物紋飾、動物和瑞獸、輔助紋飾、其他等，以描繪方式為主

要技法，花卉描劃減少，印花增多，新增鏤花；立體的瓶、罐，以腹部為主題繪製區，碗和

盤則是以中心為主，剩餘的空間則填繪輔助紋飾。 其裝飾的種類與內容，經整理後研究者

發現（如表 1），傳統青花瓷所繪製的紋飾，與中國工筆花鳥畫內容有許多相似之處，唯青

花瓷受到描繪坯體空間的限制，以致構圖需經特別安排與規劃，參雜設計特性在其中的視覺

效果。

      以圖 2 為例，明朝洪武年間所製青花番蓮紋玉壺春瓶為例，上方瓶口及瓶頸處，以芭蕉

作為紋飾，兩個紋飾中間加一纏枝環頸做區隔，瓶腹則以攀藤類的西番蓮作為主題繪製區；

圖 3 為明朝宣德製青花卷草斜格網紋蓋罐，罐身以反白的捲草紋飾作為主題區塊，罐蓋中心

以單瓣蓮花做為裝飾，其餘部分則以密集的網紋和符號作明暗對比的構圖樣式，整體視覺幾

何與有機圖樣相互交錯，均衡又富青花藍彩的高度趣味；圖 4 清朝咸豐時期所製的青花花卉

紋渣斗，紋飾以大小兩圈的浪濤紋作為輔助紋飾，將器皿正面區分出正副區塊，中心主題區

以捲草花卉呈現對稱造型，富含符號性設計感。

5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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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器的製造在中國已有悠久的歷史，結合生活實用與美學價值，將藝術與生活融為一

體，自古以來在世界各國都受到高度的關注與重視。青花瓷器是中國瓷器發展史中重要標

誌，不但綜合各種瓷器生產技藝，促進中國瓷器發展空前的繁景，更把江西景德鎮推向世界

瓷都之地位。台灣陶瓷業的發展曾經走過繁華，然而，在陶瓷業發展全盛時期，青花瓷工藝

曾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腳色，如今青花瓷在台灣是否還有人重視？青花瓷工藝在今日的台灣，

是否還有人在傳承？傳統的青花瓷傳承數百年至今，難免受到傳統思維的桎梏。然而，台灣

在推行文化創意的同時，如今青花瓷創作與發展，是否有能力走出傳統、展現新意？

參、青花瓷在臺灣

一、臺灣青花瓷發展概述

    青花瓷需施釉於瓷器坯體上，再經燒製才能完成成品，然而，臺灣瓷器的發展，最初是

從陶器慢慢衍生而來。早在漢人移入臺灣時，便將大陸沿海廣東、福建的製陶技術順便引入，

經過三、四百年的發展，生產了像水缸、陶甕、陶缽、陶罐等生活應用物品，器型雖然多樣，

但瓷器生產的技術遲遲未有較大的進展，只是間接幫助了陶瓷技術的進步與成長。直到日據

時期，臺灣陶業生產接收了日本方面相關的技術輔導與產業推廣，不斷的以創新管理與科學

分析的方式，促進石陶器（註一）相關產業的發展，讓臺灣陶瓷技術向前跨進一步，更為青

花瓷建立關鍵里程碑，此時期雖有少數瓷器出現，但尚未做產業全面開發。日治時期臺灣第

一家生產日常生活使用的餐具，且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專業窯場─金合義公司（日治~1980
年代），雖然技術和設備均獲得提升，卻礙於瓷土尚未大量進口而仍以石陶燒製為主。 
      臺灣光復初期，本土的青花繪製多以簡易幾何圖紋線條裝飾，缺乏精緻與專業特性。

1950 年代，臺灣仿古藝術陶瓷集中在台北市北投區和新北市鶯歌區。從北投永生工藝社

（1954~1989）（圖 5）和工礦公司開始，接著由中華陶藝繼續著傳承的工作，在知識分子

與專業藝術家的參與之下，將陶瓷工藝的發展方向，導入藝術創作的元素，以青花最為創作

6  林文昭（2016），〈思想起 ─台灣青花瓷概述〉，《陶藝》， 第 90 期，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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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材，新穎的創意題材，在消費市場受到極大的歡迎。1963 年大同陶瓷公司設廠，因此臺

灣瓷土的進口也逐漸增多，在日本顧問的技術輔導與協助下，大同陶瓷成為臺灣最早成功量

產全瓷青花餐具的廠家。臺灣也從此時正式邁入以陶瓷產品為主要的製造的時期，日常用陶

瓷生產走向工業化與機械化的製程，青花瓷圖案的繪製亦更趨精美，此時算是臺灣正式邁進

青花文化精緻產製與藝術傳承的新紀元。 圖 6 即為大同陶瓷所生產青花瓷蓋杯組，器組上

面所繪製的為主題蓮花與纏枝。1967 年臺灣政府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了保衛中華文

化，具體的工作目的其中之一為「促進文藝研究」。然而，故宮博物院之文化藝術資產，一

直都被視為中華民族最為純粹、最足以展現正統中華文化之代表，因此，將故宮文物中歷代

官窯之作品作為仿古對象物，期望以此做為對外的觀光宣傳重點， 另一方面，公部門也開

始積極地在國內尋求陶瓷製造廠商接下古代官窯陶瓷仿製的工作。

     當時擔任臺灣區陶瓷公會理事長的許自然先生隨即接下此重責大任，於新北市鶯歌區成

立「市拿陶藝有限公司」以生產仿官窯粉彩的磁器（圖 7）為主軸，之後又推出青花、鬥彩

等仿古作品，產品製作精良，簡直到了幾可亂真的地步，有些產品甚至在古董陶瓷市場被作

為真品而到處流竄。 因此，市拿陶藝在當時有著「現代官窯」的稱號，當時生產之盛況，

至今以不復存在，當年的廠區，如今已人去樓空。（圖 8、9）其後，陸續有員工出來自行

創業，除了青花傳統題材之外，還推陳出新，也有創新發展另一種精緻陶瓷，受陶瓷收藏者

高度讚賞。 
      在政府極力推廣、業者高度配合、市場活絡等多方因素下，臺灣陶瓷代工業的發展在

1970~80 年代達到最顛峰，同時也累積了臺灣陶瓷彩繪技術的輝煌的成果。1990 年代中期，

隨著大陸市場開放、全球代工產業空間的轉移，臺灣生產陶瓷的窯場受到莫大衝擊，有些業

者經營規模日益縮小，但多數業者選擇黯然退出臺灣陶瓷歷史的舞台，如此一來，臺灣好不

容易建立起的陶瓷彩繪技術，在歷史的舞台上，逐漸失去的原有的光彩。所幸少數堅持品牌

經營並專注傳統與產業創新人士以及喜愛青花藝術的藝術工作者，在傳統與古典、工藝技巧

與生活藝術美學中，為臺灣青花瓷的未來，找到走出傳統青花瓷面對世界轉變所演繹出的創

新詮釋方法，為青花瓷藝術在臺灣開創另一種新的演繹方式。

7  林文昭（2016），〈思想起 ─台灣青花瓷概述〉，《陶藝》， 第 90 期，頁 53-54。

8  林果顯（2011），〈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台灣大百科全書》，文化部。查閱日期：2021/04/31，資料網址：

   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968

9  陳新讚（2019），陳新讚訪談，未出版。

10 林文昭（2016），〈思想起 ─台灣青花瓷概述〉，《陶藝》， 第 90 期，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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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文昭（2016），〈思想起 ─台灣青花瓷概述〉，《陶藝》， 第 90 期，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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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林文昭（2016），〈思想起 ─台灣青花瓷概述〉，《陶藝》， 第 90 期，頁 53-54。

8  林果顯（2011），〈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台灣大百科全書》，文化部。查閱日期：2021/04/31，資料網址：

   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968

9  陳新讚（2019），陳新讚訪談，未出版。

10 林文昭（2016），〈思想起 ─台灣青花瓷概述〉，《陶藝》， 第 90 期，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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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永生工
藝社 青花人物瓶 資料來源：《陶

藝》，第 90期，頁 55。 

圖 6 大同瓷器青花瓷蓋杯組  
資料來源：露天拍賣 查閱日期：2021/04/30

資料網址：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384
34551434 

 
圖 7市拿陶藝有限公司 仿古青花瓷 
資料來源：《陶藝》，第 90期，頁 53。 

 

 

圖 8市拿陶藝 2019 
資料來源：筆者攝/新北市鶯歌區 

圖 9市拿陶藝/現代官窯（自然窯） 2019 
資料來源：筆者攝/新北市鶯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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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灣現代青花瓷工藝的創意傳承與創新發展

      臺灣青花瓷發展的歷程很短，1990 年代全球工業代工市場的轉移，讓臺灣青花瓷產業發

展面臨危機。然而，青花瓷華麗清新的風格，讓許多人對它依舊情有獨鍾，對其擁有西方皇

室貴族高雅的形象與藍白瓷器相間純粹清新的美感依舊嚮往。在青花瓷失去了外銷市場後，

公部門與民間個人或團體，仍然努力在為保存青花瓷的華麗身影持續不斷的努力，期望能使

其風華再現、永存不滅。

一、公家機構的重視

        2014 年 9 月中華郵政公司與國立歷史博物館合作，以館藏「青花瓷」圖像進行設計，

並發行古物郵票系列套票（圖 10）； 2018 年與 2019 年中華郵政推出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典

藏品為題材，再次發行青花瓷古物郵票（圖 11、12）。此系列郵票曾多次蟬聯年度票選最

受歡迎郵票第一名，更與作詞家方文山合作，舉辦發表會、辦理慈善義賣，將所得捐贈慈善

公益團體。 這是公家機構利用傳統青花瓷傳遞出的視覺文化語言之美，以創新方式，讓富

含文化意象的青花語彙，在新時代中演繹出新生命。

       2015 年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開幕，以「藍白輝映 ─院藏明代青花瓷展」做為開幕

特展；同時期鶯歌陶瓷博物館也展出「意想青花瓷 ─新世紀的震撼」。

在兩大展覽館的開幕展與特展中，將富麗典雅的青花瓷之美，同時以不同主題策展方式，讓
參觀民眾一次的感受到中華民族傳統青花工藝美學，以及青花瓷作為與世界鏈結的藝術表現
形式，藉此再次震撼世人。
      臺灣公部門在陶瓷古物的收藏數量應該不在少數，但是卻在重要活動與節慶時，會以青
花瓷作為活動主題，由此觀之，可以感受出臺灣公部門對於其重視與親睞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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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永生工
藝社 青花人物瓶 資料來源：《陶

藝》，第 90期，頁 55。 

圖 6 大同瓷器青花瓷蓋杯組  
資料來源：露天拍賣 查閱日期：2021/04/30

資料網址：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384
34551434 

 
圖 7市拿陶藝有限公司 仿古青花瓷 
資料來源：《陶藝》，第 90期，頁 53。 

 

 

圖 8市拿陶藝 2019 
資料來源：筆者攝/新北市鶯歌區 

圖 9市拿陶藝/現代官窯（自然窯） 2019 
資料來源：筆者攝/新北市鶯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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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菁佳堂（2019年 10月 23日），〈方存郵票看陶瓷 -2-台北故宮博物萬青花瓷系列〉，每日頭條。查閱日期：

         2021\04\30，資料網址：https://kknews.cc/collect/2nvgqrr.html

12    孫彬訓（2018 年 11 月 12 日），〈中華郵政將發行古物郵票－青花瓷 (107 年版 )〉，中時新聞網，財經

        新聞。查閱日期：2021\04\30，資料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12003440-

        260410?chdtv

13    同註 9。

14    同註 9。

15    同註 9。

二、民間個人與團體

（一）以個人理念堅持為青花瓷彩繪創意傳承

       1. 陳新讚（1966~）（圖 13、14）（註二），青花瓷傳統工藝技師，2015 年起於國立臺

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的工藝學堂開設傳統青花瓷彩繪課程。承蒙公部

門的支持，課程結束後也會不定期舉辦工藝師與學員們的教學和學習成果展，每一次的展出

都深受好評，也引起廣大的回響。談及為何要堅持以教授青花瓷彩繪時，陳新讚回憶到：

1990 年代是臺灣陶瓷彩繪的全盛時期，當時鶯歌執業的傳統陶瓷彩繪工藝師之中，自己算

是比較年輕一輩。如今，當年的資深工藝師們多已凋零或是已不再從事相關工作，這項珍貴

的傳統工藝若無人傳承將會失傳，非常可惜。  

      因此，萌生開設青花瓷彩繪課程，期望為青花瓷彩繪的傳承盡一己之力，他認為「畫青

花瓷是一項工藝，不需要很會畫畫，只要有興趣就可以完成屬於自己的青花瓷作品。」  以
此理念，將這傳統工藝技術轉化成更為大眾可親的方式，繼續傳承下去。藉由傳統工藝中心

的場地與中心的支持和配合，陳新讚所教導學員日漸增多，在這樣的過程中，陳新讚也提到，

剛開始授課時，面對學生們彩繪的主題偏離傳統青花語彙會耿耿於懷。但是，時間久了自己

也發現，現代人面對當今的生活與環境，雖然傳達出不同的視覺效果，但相同的是，一樣可

以表達出青花瓷清新與高雅的氣質。 （圖 15）
      另外，陳新讚也在矯正署桃園監獄附設技能訓練中心陶藝技能訓練班開設同樣的課程，

面對受刑人以愛心與耐心細心教導，青花瓷傳統工藝美學的彩繪課程更是陶冶園區學員的性

情，創作出美輪美奐的青花瓷工藝作品，（圖 16、17）也讓學員們多了一項求生技能或紓

壓方式。青花瓷彩繪技藝的推廣，亦是青花藝術傳承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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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陳新讚教學初期曾經遇到瓶頸，在不斷的檢討與改進，在傳統與創意之間找到一種平

衡，漸漸地整理出一套創意性的教學方法，讓學員較容易獲取入門法則，也可以更輕易的發

揮個人創意。課堂中，陳新讚會提供傳統青花瓷語彙的輔助紋飾和親手繪製的工筆花卉圖

樣，作為教學的參考工具，（圖 18、19、20）無論是纏枝、雲紋或是萬字迴紋，以及主要

紋飾則有梅蘭竹菊四君子或其他等，陳新讚皆能以專業又嫻熟的知能與技巧，耐心的指導學

員進行施作。

         研究者親自參與實作課程後，有深刻的感受。在圖樣彩繪上，藉由陳新讚所提供的方

式，可以很快的以輕鬆的放式獲得成效，讓學習者攫獲自信，繼續不斷的做中學、學中覺。

青花鈷料的單一色彩，只要以水墨畫的墨色分法融入，深淺、濃淡的釉料，繪製完成後清晰

可分，上完透明釉料後再燒製的成品晶明、透亮，有著極高的完整度。圖 21 研究者試著以

傳統青花竹葉紋飾作為輔助，跳開以碗的中心作為主題區塊，將主題放置碗心四周，用西蓮

花纏枝做反白效果，襯托出圖樣造型之美感；圖 22-24 研究者則以較現代風格，利用點、線、

面幾何與有機的造型與線條，仍舊能表現出青花瓷釉料特質之美。

      以研究者而言，曾受過藝術的專業訓練，對於新媒材的創作方式，除了新鮮感之外，更

令研究者感覺藝術融入生活創造其實用價值，是如此輕易且能完美結合，深刻的感受到青花

瓷彩繪是值得推廣的傳統工藝與將藝術融入生活的一種很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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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菁佳堂（2019年 10月 23日），〈方存郵票看陶瓷 -2-台北故宮博物萬青花瓷系列〉，每日頭條。查閱日期：

         2021\04\30，資料網址：https://kknews.cc/collect/2nvgqrr.html

12    孫彬訓（2018 年 11 月 12 日），〈中華郵政將發行古物郵票－青花瓷 (107 年版 )〉，中時新聞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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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法務部矯正屬 學
員作品 直徑 19.1cm  

2019 資料來源：陳新讚
提供圖 

圖 17 法務部矯正屬 學
員作品 直徑 19.1cm  

2019資料來源：陳新讚
提供 

圖 18 課堂畫稿資料一 
資料來源：陳新讚提供 

  

 

圖 19課堂畫稿資料二 
資料來源：陳新讚提供 

圖 20課堂畫稿資料三 
資料來源：陳新讚提供 

圖 21富貴平安 彩繪青
花瓷碗 直徑 18.4cm 

2020 研究者作品 資料
來源：研究者攝 

   
圖 22心花怒放 彩繪青
花瓷盤 直徑 19.1cm 

2019 研究者作品 資料
來源：研究者攝 

圖 23幾何人文 彩繪青
花瓷盤 直徑 19.1cm 

2019 研究者作品 資料
來源：研究者攝 

圖 24四面八方 彩繪青
花瓷碗 直徑 18.4cm 

2019 研究者作品 資料
來源：研究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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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青花瓷藝術作為文化創意與休閒產業的經營方式

       近年由於活水準的提升，一般大眾已漸漸將藝術活動視為修身養性、陶冶性情以及休閒

的一種方式。青花瓷藝術承載了數百年歷史發展中所留下來的傳統桎梏，它擁有西方貴族高

雅氣質，也有東方宮廷之雍容華貴，也總讓人有著高不可攀的感覺。

       位於宜蘭縣的「三星四季文化工作室」是一個把青花瓷器以拓繪手作的方式做為媒介，

『以地方為根基，以土地為材料，以設計力走向世界』為創設宗旨的一個青年創業基地，用

一般大眾休閒式參與的運作模式，輕鬆體驗青花瓷拓繪的樂趣，將青花瓷變成常民生活休閒

活動的一部分，以創意方式實現青花瓷器大眾化推廣的理想。

       三星四季工作室創辦人李哲榮（1973-），生活於都會台北多年後回到故鄉宜蘭時，他

發現當地青年的生活方式與步調，和他以往的認知不同，於是開始思考如何以貼近生活的方

式，建立人和環境之間的良好關係。最後，他想到以「製陶」的方法，幾經考量之後就決定

以青花瓷的釉料作為產業發展的主題。他說：

       青花瓷顏色很單純，我想利用最簡單的事物將想法輕易的傳達給對方。再者，青花瓷在

歷史上的地位，經濟、國家權力的議題來說，都是特殊的產品。但是，在推廣的過程中，我

們盡量將青花瓷的包袱去除、以設計角度切入，撇開青花瓷的貴氣，因為我們認為陶瓷只是

一種工具，而非我們最終的目的。當初只是為了活動進入大眾生活，意外地受到歡迎，剛好

又可以帶動培養宜蘭年輕人公益性的工作機會。在宜蘭多數的工作機會是在飯店工作，為了

讓青年學子可以回到宜蘭做不一樣的工作，剛好此產品又意外受到歡迎，所以才開始將它變

成產品。  

      抽離青花瓷傳承百年的包袱，將青花瓷高貴、典雅、氣派的風格擱置一旁，採擷其單

純的色彩元素，以純設計的角度切入，去化了青花瓷繁雜的繪製過程，用拓製的方式，更

大眾化的簡潔技法，讓青花藝術融入生活。從活動的推廣到產品的製作，除了在地性人、

事、物的考量，更多時候是對整體環境的深刻思索。圖 25-27 為該工作室手工製作產品，

以在地的自然環境為設計基本元素，工作室品牌 LOGO（圖 28）上的白腹秧雞也是三星地

區常見的鳥禽。產品上「少即是多」的空間安排，均衡的視覺效果與溫潤的舒適手感，讓

其產品於 2017 和 2018 年連續榮獲「文創精品獎」和「金點設計獎 GOLDEN PIN DESIGN 
AWARD」，對三星四季工作室而言，是莫大的鼓勵。

16   李哲榮訪談（2019），未出版。宜蘭三星四季青花瓷創辦人，東海大學美術系、美國舊金山 Academy of

        Art College 電腦藝術碩士，專注於應用藝術研究，立志將工藝活動實踐於地方社區，達到以工藝促進地

       方和社區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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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法務部矯正屬 學
員作品 直徑 19.1cm  

2019 資料來源：陳新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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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法務部矯正屬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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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資料來源：陳新讚
提供 

圖 18 課堂畫稿資料一 
資料來源：陳新讚提供 

  

 

圖 19課堂畫稿資料二 
資料來源：陳新讚提供 

圖 20課堂畫稿資料三 
資料來源：陳新讚提供 

圖 21富貴平安 彩繪青
花瓷碗 直徑 18.4cm 

2020 研究者作品 資料
來源：研究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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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瓷盤 直徑 19.1cm 

2019 研究者作品 資料
來源：研究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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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瓷盤 直徑 19.1cm 

2019 研究者作品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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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四面八方 彩繪青
花瓷碗 直徑 18.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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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青花瓷藝術作為文化創意與休閒產業的經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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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文化的延續靠傳承，創造與眾不同的風格才能與時代接軌，展現新意、開創新局。「青

花瓷」這具藝術感又有實用性的工藝品，色澤溫潤、質感細膩。氧化鈷色料的湛藍飽滿與單

純色調和傳統水墨畫中「墨」的藝術本質，有著一脈相承的關聯；青花瓷之「白」源於胚胎

原色，如同水墨畫中在純白潔淨宣紙上的創作，兩者在藝術形式上雖然相互借鑒，青花瓷卻

又多了一份更與生活貼近的情感。若要將青花瓷彩繪藝術的傳承與推廣，需要不間斷地堅持

與符合時代潮流的創新思維。

      青花瓷於陶瓷藝術發展過程中珍貴的傳統文化與藝術資產，近年來臺灣社會對它的了解

已漸漸弱化，若要讓更多人了解青花瓷在臺灣所發展出的嶄新文化與新的藝術形式，本研究

提出幾點建議：

一、政府相關單位延攬國家級工藝師，固定辦理青花瓷工藝相關教師研習課程，讓各機關學

校教師成為推廣青花瓷工藝美學之散播種子；

二、各大專藝術、設計相關科系開設青花瓷相關課程，提供學生多元創作媒材之選擇；

三、應用新媒體傳播形式，將代表東方傳統白地青花的色彩，廣大的運用，讓青花瓷之美再

次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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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石陶器為日治時期，由日本人引進台灣的製陶方式。其特質介於陶器與石器之

間，硬度次於瓷器，但坯體又不像陶器般會吸附水分，因此，可以不上釉色。但胚土本身比

瓷器粗糙，又少了透明度；燒製的土中含有鐵的成分，以及較多雜質，坯體較厚，窯燒後呈

現灰、褐、暗紅等色澤，這個部分較接近淘器的特質，給人厚重與穩定感受。1945 年國民

政府遷臺，石陶器依舊為製陶主要生產之產品，只是新的產也政策與生產技術也同時被引

進。

資料來源：林貝樺，〈石陶器〉，《台灣大百科全書》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7292（30 Apr. 2021）

       （註二）陳新讚（1966-）， 嘉義六腳人，青花瓷傳統工藝技師。1986 年開始接觸陶瓷，

學習製作青瓷茶具，隔年於台華窯製作傳統陶瓷及青花瓷仿古彩繪，1994-1998 年以自由創

作者的方式，遊走於各大陶瓷彩繪廠；1998 年起開設「陳年陶藝社」，2000 年鶯歌陶瓷博

物館設立後，加入柴燒工作團隊，並於 2002-2011 年於自設陶藝教室，兼授青花瓷傳統彩繪

課程；2015 年於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台北分館的工藝學堂以及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

獄附設技能訓練中心陶藝技能訓練班開設青花瓷傳統彩繪課程至今；2020 年獲選為國家級

工藝師，駐點南投草屯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資料來源：陳新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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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蕾上的革命
—台灣法式甜點的轉向與文化系甜點店的誕生

張敏琪

藝術與語言所，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

54 Boulevard Raspail, 75006 Paris, 法國

miki493@gmail.com

摘要

      如同咖啡浪潮帶來了味覺革命，法式甜點在紮根台灣的過程裡，也在專業化、精品化以

及美學化的趨勢中不斷蛻變。自 2010 年代起，隨著大量有跨域背景的旅法甜點師歸國，以

及自學工作室的興起，迎來了法式甜點的新局：甜點不只成為獨立的產業，並且開始由食物

轉化為文化產物。在社會上，也逐漸展開關於飲食的歷史、人類學、社會學、美感與文創等

各種學理的綜合論述，使得「甜點」成為一個具有獨立系統的文化分支。

      在這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中，甜點的多樣性與獨特面貌讓人目眩，且可論述的面向過於龐

雜，因此，我們在本論文中，只針對「文化系法式甜點店」進行討論。文中將討論法國的文

化系甜點店在文化商業化上的操作，以及台灣的三種文化介入甜點產業之模式 —「原生型

的文化創生」、「外來型的文化複製」以及「混合型的文化融合」的獨特之處。同時，也將

分析甜點形式藝術化在這波革新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乘載文化符碼、提升美感、創造新的

消費價值等。在此背後，不難發現藝術專業的介入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最後，期望透過該現

象的研究與爬梳，能成為未來精緻化產業與文創的借鑒。

關鍵詞：法式甜點、文化、文化系法式甜點、美學化、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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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蕾上的革命
—台灣法式甜點的轉向與文化系甜點店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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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語言所，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

54 Boulevard Raspail, 75006 Paris, 法國

miki493@gmail.com

摘要

      如同咖啡浪潮帶來了味覺革命，法式甜點在紮根台灣的過程裡，也在專業化、精品化以

及美學化的趨勢中不斷蛻變。自 2010 年代起，隨著大量有跨域背景的旅法甜點師歸國，以

及自學工作室的興起，迎來了法式甜點的新局：甜點不只成為獨立的產業，並且開始由食物

轉化為文化產物。在社會上，也逐漸展開關於飲食的歷史、人類學、社會學、美感與文創等

各種學理的綜合論述，使得「甜點」成為一個具有獨立系統的文化分支。

      在這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中，甜點的多樣性與獨特面貌讓人目眩，且可論述的面向過於龐

雜，因此，我們在本論文中，只針對「文化系法式甜點店」進行討論。文中將討論法國的文

化系甜點店在文化商業化上的操作，以及台灣的三種文化介入甜點產業之模式 —「原生型

的文化創生」、「外來型的文化複製」以及「混合型的文化融合」的獨特之處。同時，也將

分析甜點形式藝術化在這波革新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乘載文化符碼、提升美感、創造新的

消費價值等。在此背後，不難發現藝術專業的介入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最後，期望透過該現

象的研究與爬梳，能成為未來精緻化產業與文創的借鑒。

關鍵詞：法式甜點、文化、文化系法式甜點、美學化、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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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法國政治家，同時也是《品味生理學》(Physiologie du Goût) 的作者布里亞 - 薩瓦蘭

(Jean-Anthelme Brillat-Savarin, 1755-1826) 曾說：「發現新菜餚會比發現星星更能為人類帶來

幸福。」 的確！此言不假。饕客們在新的味覺魔法之中不斷體驗驚喜，而廚師，則是透過

創意與手藝帶給我們至微也至高的幸福。飲食，是離我們最近的學問，但我們卻對其總是處

在「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階段。抑或是，除了美食資訊與圖文外，便不再有更深入的想

法。即使是餐飲類的專書，大多也是實用型的食譜。在過去，僅有寥寥可數的美食作家，願

意細細考究食物的脈絡與歷史文化。然而，同樣重視美食的法國，卻早早就展開了他們美食

學 (gastronomie) 研究。自 18 世紀末開始，便有許多愛好美食的文人投入美食書寫，連文豪

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1802-1870) 也列位其中。甚至是人稱「王者之廚、廚師之王」的

名廚卡黑姆 (Marie-Antoine Carême, 1784-1833)，也留下許多第一手的精彩廚藝設計資料。他

們不只是記錄瞬逝的美味，更將廚藝系統化、學理化、甚至是美學化。

      在旅法的日子中，筆者也深刻感受到，人們如何在法國精緻飲食的洗禮後，蛻變成為更

懂得生活與品味的人。當初在巴黎結識的甜點師們，帶著手藝與新思想返回台灣，他們不再

只是文化的搬運工，而是開始生產屬於新世代的「法式文化」。這不禁讓人想起了咖啡的革

命浪潮，從普及大眾到追求精緻，從連鎖企業到特色風土，這些過程，法式甜點也正在台灣

重複著。新一代的甜點師們默默地透過舌尖上的美味展開革命，一場關於文化、關於思想、

以及關於記憶的革命。然而，除了品味這些成果，聆聽這些故事之外，我們又能用什麼方式

紀錄屬於這個世代甜點師的獨特性與企圖呢？或許，該為這些現象梳理出它們特殊的價值，

好讓法式甜點在台灣的美食學上真正的落地生根。因此，我們試圖將「文化」這個元素抽出

成為本文的主軸，因為這才是這新世代甜點之所以不同於過去的關鍵 — 新的世代不再只是

繼承傳統，而是開創了一個文化新局。在這個新局中，過去不會被遺忘，反而是被重新拾起。

包括文化符碼、精緻美感、以及歷史記憶等，都在解構與重構之後，成為了新的語言。那些

透過甜點所訴說出關於美的故事，就如同我們在過去藝術作品中所看到的一樣美好。

1  Brillat-savarin, A. (1850). Physiologie Du Goût: Ou, Méditations de Gastronomie Transcendante.

   Paris: Boulé., p.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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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研究

      台灣法式甜點的研究，大多是以訪談與報導的方式存在於各種媒體之中。非學術性的著

作，早期以旅法美食家謝忠道為首。他在談法餐文化的同時，也曾介紹過法式甜點的獨特之

處，如 2005 年的〈22 世紀的法式甜點 — 另一種味覺風景〉便是一篇重要的引介文。約莫

2016 年開始，迎來了法式甜點書寫的大時代。除了文學家朱宥勳曾以〈法式甜點在台灣的

秘密，比你想像的還要多〉一文，梳理了台灣法式甜點的小史外，現在活躍的甜點專欄作者

如陳穎 (ying C.) 等，也幾乎是在差不多的時間點嶄露頭角。甜點作家主要書寫方向為二：一

是引介古今經典的法式甜點技術或知識到台灣，另一個則是挖掘台灣出色的法式甜點職人。

其功能仍是以普及甜點與介紹新知為主。不過，近期開始有更多類學術的文章與書籍出現，

如以飲食社會學、飲食人類學等角度來看法式甜點，這些都讓甜點論述更加豐富與多元。

       學術類的法式甜點研究，主要緣起於 2007 年後獨立法式甜點店興起的新商業模式，故

早期研究多是朝法式甜點的商業管理層面進行論述。如 2013 年的學術性文章〈法式馬卡龍

甜點顧客接受程度之分析〉（鄧文龍、刁玠文合著）、2016 年的學術論文《體驗行銷對消

費者的影響 — 以法式甜點為例》（周莉雯著）等。而後，開始有以法式甜點落地台灣的現

象進行闡述之學術論文，如政治大學新聞傳播學系碩士生林宜潔的《跨國飲食文化的生產與

轉譯 — 在臺法式甜點研究》(2016)，以及高雄餐旅碩士生張簡鈴玲的《法式甜點在台灣的符

號意象及在地化研究》(2019)。這些田野調查與研究，對於爬梳台灣法式甜點發展的脈絡相

當具有助益，不過本文仍將試圖脫離編年與訪談的形式，將針對單一議題進行分析論述，以

精確凸顯法式甜點的文化特質。

貳、文化系法式甜點

一、文化產生甜點，甜點傳播文化

      甜點的歷史，本身就是文化的傳播史。在現今已經成熟的法式甜點系統中，冰淇淋與

維也納甜酥麵包 (viennoiserie) 就是相當標準的「外來物」。現在法式冰淇淋的始祖 (sorbet, 
glace)，是義大利冰淇淋 (gelato)。16 世紀時，瑪麗．麥蒂奇 (Maria de’Medici, 1575-1642) 因
著聯姻之故，把冰淇淋的美味帶入了法國宮廷，並將其藏於羅浮宮之中，直至 17 世紀時才

流至民間。而維也納甜酥麵包 ，據說是由路易十六的皇后瑪麗．安東妮 (Marie Antoinette 
d’Autriche, 1755-1793) 自奧地利帶進法國的。這些「外來飲食文化」，後來都慢慢地成為法

國料理與烘焙的養分，並且轉化為成為法國飲食文化的一環。

      類似的故事，其實在世界文化的飲食歷史中屢見不鮮。身為美食王國的台灣，其實也深

刻地經驗著飲食文化交流的成果。從日治時代出現的喫茶店，帶來了日本的珈琲與日式洋菓

子文化，到 1980 年代西式麵包與美式甜點的興起，乃至於 2000 年後法式甜點的風潮，台灣

都用舌尖在感受著時代的變化。每一個外來美食的傳入，都包含著歷史記憶、風土民情，甚

至是投射著政治與經濟的趨勢。當然，台灣也是美食輸出的重要國家。從在英國竄起的熱門

台灣小吃刈包（《BAO》, 2012-）到造成日本「珍珠之亂」的珍奶風潮（2019-2000），都

讓許多外國人因著美味，而注意到台灣這個常被遺忘的國家。我們不得不說，味覺包含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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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法國政治家，同時也是《品味生理學》(Physiologie du Goût) 的作者布里亞 - 薩瓦蘭

(Jean-Anthelme Brillat-Savarin, 1755-1826) 曾說：「發現新菜餚會比發現星星更能為人類帶來

幸福。」 的確！此言不假。饕客們在新的味覺魔法之中不斷體驗驚喜，而廚師，則是透過

創意與手藝帶給我們至微也至高的幸福。飲食，是離我們最近的學問，但我們卻對其總是處

在「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階段。抑或是，除了美食資訊與圖文外，便不再有更深入的想

法。即使是餐飲類的專書，大多也是實用型的食譜。在過去，僅有寥寥可數的美食作家，願

意細細考究食物的脈絡與歷史文化。然而，同樣重視美食的法國，卻早早就展開了他們美食

學 (gastronomie) 研究。自 18 世紀末開始，便有許多愛好美食的文人投入美食書寫，連文豪

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1802-1870) 也列位其中。甚至是人稱「王者之廚、廚師之王」的

名廚卡黑姆 (Marie-Antoine Carême, 1784-1833)，也留下許多第一手的精彩廚藝設計資料。他

們不只是記錄瞬逝的美味，更將廚藝系統化、學理化、甚至是美學化。

      在旅法的日子中，筆者也深刻感受到，人們如何在法國精緻飲食的洗禮後，蛻變成為更

懂得生活與品味的人。當初在巴黎結識的甜點師們，帶著手藝與新思想返回台灣，他們不再

只是文化的搬運工，而是開始生產屬於新世代的「法式文化」。這不禁讓人想起了咖啡的革

命浪潮，從普及大眾到追求精緻，從連鎖企業到特色風土，這些過程，法式甜點也正在台灣

重複著。新一代的甜點師們默默地透過舌尖上的美味展開革命，一場關於文化、關於思想、

以及關於記憶的革命。然而，除了品味這些成果，聆聽這些故事之外，我們又能用什麼方式

紀錄屬於這個世代甜點師的獨特性與企圖呢？或許，該為這些現象梳理出它們特殊的價值，

好讓法式甜點在台灣的美食學上真正的落地生根。因此，我們試圖將「文化」這個元素抽出

成為本文的主軸，因為這才是這新世代甜點之所以不同於過去的關鍵 — 新的世代不再只是

繼承傳統，而是開創了一個文化新局。在這個新局中，過去不會被遺忘，反而是被重新拾起。

包括文化符碼、精緻美感、以及歷史記憶等，都在解構與重構之後，成為了新的語言。那些

透過甜點所訴說出關於美的故事，就如同我們在過去藝術作品中所看到的一樣美好。

1  Brillat-savarin, A. (1850). Physiologie Du Goût: Ou, Méditations de Gastronomie Transcendante.

   Paris: Boulé., p.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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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研究

      台灣法式甜點的研究，大多是以訪談與報導的方式存在於各種媒體之中。非學術性的著

作，早期以旅法美食家謝忠道為首。他在談法餐文化的同時，也曾介紹過法式甜點的獨特之

處，如 2005 年的〈22 世紀的法式甜點 — 另一種味覺風景〉便是一篇重要的引介文。約莫

2016 年開始，迎來了法式甜點書寫的大時代。除了文學家朱宥勳曾以〈法式甜點在台灣的

秘密，比你想像的還要多〉一文，梳理了台灣法式甜點的小史外，現在活躍的甜點專欄作者

如陳穎 (ying C.) 等，也幾乎是在差不多的時間點嶄露頭角。甜點作家主要書寫方向為二：一

是引介古今經典的法式甜點技術或知識到台灣，另一個則是挖掘台灣出色的法式甜點職人。

其功能仍是以普及甜點與介紹新知為主。不過，近期開始有更多類學術的文章與書籍出現，

如以飲食社會學、飲食人類學等角度來看法式甜點，這些都讓甜點論述更加豐富與多元。

       學術類的法式甜點研究，主要緣起於 2007 年後獨立法式甜點店興起的新商業模式，故

早期研究多是朝法式甜點的商業管理層面進行論述。如 2013 年的學術性文章〈法式馬卡龍

甜點顧客接受程度之分析〉（鄧文龍、刁玠文合著）、2016 年的學術論文《體驗行銷對消

費者的影響 — 以法式甜點為例》（周莉雯著）等。而後，開始有以法式甜點落地台灣的現

象進行闡述之學術論文，如政治大學新聞傳播學系碩士生林宜潔的《跨國飲食文化的生產與

轉譯 — 在臺法式甜點研究》(2016)，以及高雄餐旅碩士生張簡鈴玲的《法式甜點在台灣的符

號意象及在地化研究》(2019)。這些田野調查與研究，對於爬梳台灣法式甜點發展的脈絡相

當具有助益，不過本文仍將試圖脫離編年與訪談的形式，將針對單一議題進行分析論述，以

精確凸顯法式甜點的文化特質。

貳、文化系法式甜點

一、文化產生甜點，甜點傳播文化

      甜點的歷史，本身就是文化的傳播史。在現今已經成熟的法式甜點系統中，冰淇淋與

維也納甜酥麵包 (viennoiserie) 就是相當標準的「外來物」。現在法式冰淇淋的始祖 (sorbet, 
glace)，是義大利冰淇淋 (gelato)。16 世紀時，瑪麗．麥蒂奇 (Maria de’Medici, 1575-1642) 因
著聯姻之故，把冰淇淋的美味帶入了法國宮廷，並將其藏於羅浮宮之中，直至 17 世紀時才

流至民間。而維也納甜酥麵包 ，據說是由路易十六的皇后瑪麗．安東妮 (Marie Antoinette 
d’Autriche, 1755-1793) 自奧地利帶進法國的。這些「外來飲食文化」，後來都慢慢地成為法

國料理與烘焙的養分，並且轉化為成為法國飲食文化的一環。

      類似的故事，其實在世界文化的飲食歷史中屢見不鮮。身為美食王國的台灣，其實也深

刻地經驗著飲食文化交流的成果。從日治時代出現的喫茶店，帶來了日本的珈琲與日式洋菓

子文化，到 1980 年代西式麵包與美式甜點的興起，乃至於 2000 年後法式甜點的風潮，台灣

都用舌尖在感受著時代的變化。每一個外來美食的傳入，都包含著歷史記憶、風土民情，甚

至是投射著政治與經濟的趨勢。當然，台灣也是美食輸出的重要國家。從在英國竄起的熱門

台灣小吃刈包（《BAO》, 2012-）到造成日本「珍珠之亂」的珍奶風潮（2019-2000），都

讓許多外國人因著美味，而注意到台灣這個常被遺忘的國家。我們不得不說，味覺包含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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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脈絡，卻也是最去脈絡的存在。因此，我們便能更開闊地了解各地的風土，也讓美味成

為共通的語言。

二、當代法國的重要「文化系甜點店」

      飲食文化百百種，甜點圈中更是百花齊放！不僅有強調主廚風格的甜點店，也有以特定

品項（如閃電泡芙）、特定主題或文化為表現的甜點店。其中，我們想要特別提出來談的，

是「文化系甜點店」。我們在這裡所說的「文化系甜點店」，其實並不是一個既有的專有名

詞，而是為那些比較強調文化特質在其經營中具重要性，包括風格設計、理念、與欲呈現氛

圍等的甜點店，所創造出來的名詞。在這些甜點店中，文化也會是為其消費的重要附加價值，

並且也將自身化為文化的一部分。故我們將以法國的「拉杜蕾」(Ladurée) 甜點店與來自俄羅

斯的「普希金咖啡館」(Café Pouchkine) 為例，來說明文化元素在這些文化系甜點品牌經營

上的優勢與特點。

       拉杜蕾是相當具有歷史的百年甜點店，創立於 1862 年。當初只是位於巴黎瑪德蓮教堂

旁的一間小糕餅舖，而後在第二帝國時期時，以發明「茶沙龍」 而聲名大噪。但真正讓拉

杜蕾揚名國際的關鍵，是 1993 年 Holder 集團的併購。該集團除了拉杜蕾之外，還擁有法國

連鎖麵包店 Paul、Château blanc 等數個麵包甜點品牌，其相當擅長於在連鎖品牌中，製造令

人印象深刻的形象氛圍。像是 Paul，就選擇以兼具有質樸磨坊（粗獷木質裝潢）與典雅鄉村

（鍛鐵吊燈與黑白相間的地磚）的風格來營造一種親民的氣質。而拉杜蕾的品牌則著重在古

典奢華（水晶吊燈與仿古木作）與時尚（曾與多位設計師合作設計包裝）的表現，並且精準

地選擇馬卡龍作為銷售主力，讓法式風格的印象更深刻。

       而普希金咖啡館，在 2010 年出現於巴黎時聲名鵲起，因為它在法式甜點的起源地上挑

戰了法式甜點。正如他們自己在官網上所標榜的：「為我們的貴客提供俄羅斯貴族的料理體

驗」。的確，他們在許多細節上都將俄式風格的奢華精緻表露無遺。當時首任主廚伊曼紐爾．

希昂 (Emmanuel Ryon) 雖是法國人，但卻將整個俄式宮廷風格表現得淋漓盡致。雖然之後有

不同的主廚執掌，但是仍維持一貫的風格與設計調性。例如以甜點《莓果帕芙洛娃》(Pavlova 
aux Fruits Rouges) 向俄羅斯芭蕾舞者安娜．巴甫洛娃 (Anna Pavlova, 1881-1931) 致敬，以較

抽象的《俄羅斯娃娃》(Matriochka) 來代表傳統的俄羅斯套娃，還有許多由俄式洋蔥尖頂所

發展出來的甜點，都讓人印象十分深刻！當我們為這些精緻至極的甜點所震懾時，不僅是喚

起了我們對俄羅斯的印象，也同時加深了對俄羅斯文化的好感度。

      這種「文化系甜點店」的特色在於，他們精準地掌握了特定文化中所產生的視覺符號，

並透過重組與強化，讓文化符號成為可消費的象徵。因此，「刻板印象」的運用成為必要的

手段。他們以古典文化來增加其品牌魅力，同時也讓自身品牌成為當下文化現象的一部分。

2      是一種介於麵包與甜點之間的類別，裡面包含了許多以油酥、奶油軟麵包為底的品項，像是我們所熟知的

        可頌 (croissant)、巧克力麵包 (pain au chocolat)、葡萄麵包 (pain aux raisins)、蘋果酥皮派 (chausson aux

        pommes)、蝴蝶酥餅 (palmier)、布里歐 (brioche)等。而法國第一間維也納甜酥麵包店，則是出現於 18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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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茶沙龍的文化，源自於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當時室內文藝性的沙龍文化已然沒落，人們開始熱愛外出社交，

     女性亦然。加上那時候咖啡館文化鼎盛，故拉杜蕾創始人的妻子珍妮．蘇莎 (Jeanne Souchard) 便有靈感結合

   咖啡館與甜點店的經營模式，於 1930 年展開了巴黎的第一間茶沙龍。推出之後大受歡迎，至今仍是法國許

   多甜點店的重要經營方式。

4     Emmanuel Ryon 曾在 1999 年獲得甜點世界冠軍，並且在 2000 年獲得法國最佳職人 (Meilleur Ouvrier de

       France, MOF) 的殊榮。

參、台灣的三種文化系甜點店

      所有不同文化的交融，都是從外來文化的複製與傳入開始的。不論其他，單就台灣的法

式甜點歷史來說，一開始時都是以標榜「正統」來強化其特殊性，包括使用法國出產的進口

食材、香料與器具等。因此，在 2007 年左右，當時出現的獨立甜點店都以精確再現法國風

味為目標，這使得外來的文化樣貌得以完整移植到新的場域之中。故品嘗到「道地法國風味」

比創造「台灣的法式」更為重要。此現象隱約顯現出一種料理判斷的標準：「正宗」是品嚐

異國料理的最佳方式。這樣的準則放諸各式異國料理都適用，無論是韓式、日式或泰式，似

乎能夠不出國就品嘗到道地美食，是異國料理存在的最高價值。然而，這樣的標準並非絕對，

甚至對於來台的法籍甜點師而言，也有著不同的詮釋。譬如說，前 Stay 主廚、現任 Escape 
from Paris 芙芙法式甜點的主廚艾力克斯．布耶 (Alexis Bouillet)，與現任 CJSJ 甜點主廚的佐

金．索里亞諾 (Joaquin Sariano)，就給出了兩種迥異的想法：

       法式甜點在台灣的市場越來越大，現在跟我二年前剛到台灣的時候不太一樣。我認為台

灣人對法式甜點很有興趣，法式甜點也正當流行，雖然台灣人不喜歡吃太甜的東西，我們已

經越來越有能力回應台灣人的需求。(…) 有趣的是，他們 ( 筆者按：指留法學習甜點的台灣

人 ) 在法國學習法式甜點，回到台灣也融合台灣的風格，就連我自己都從他們身上學習到很

多。—Alexis Bouillet

 6 

表 1、「拉杜蕾」與「普希金咖啡館」的比較表（製表者：張敏琪） 

 Ladurée拉杜蕾 Café Pouchkine普希金咖啡館 

誕生 1862 1999 

發源地 法國巴黎 俄羅斯莫斯科 

創立者 Louis Ernest Ladurée Andrei Dellos 

風格 法國洛可可風格 沙皇時期宮廷藝術風格 

文化符號 圖騰：古典印花 

甜點：馬卡龍、瑪麗安東妮 

名稱：Pouchkine（俄國作家） 

甜點：克林姆林宮、俄羅斯套
娃、芭蕾舞者… 

其他媒體
露出 

電影《凡爾賽拜金女》 

(Marie Antoinette, 2006) 

歌曲《娜塔麗》(Nathalie, 1966) 

分店 歐亞非美澳洲共五十餘個城市 巴黎、倫敦、紐約 

 

 

 

 

 

參、台灣的三種文化系甜點店 
 

所有不同文化的交融，都是從外來文化的複製與傳入開始的。不論其他，單
就台灣的法式甜點歷史來說，一開始時都是以標榜「正統」來強化其特殊性，包
括使用法國出產的進口食材、香料與器具等。因此，在 2007年左右，當時出現
的獨立甜點店都以精確再現法國風味為目標，這使得外來的文化樣貌得以完整移
植到新的場域之中。故品嘗到「道地法國風味」比創造「台灣的法式」更為重要。
此現象隱約顯現出一種料理判斷的標準：「正宗」是品嚐異國料理的最佳方式。
這樣的準則放諸各式異國料理都適用，無論是韓式、日式或泰式，似乎能夠不出
國就品嘗到道地美食，是異國料理存在的最高價值。然而，這樣的標準並非絕對，
甚至對於來台的法籍甜點師而言，也有著不同的詮釋。譬如說，前 Stay 主廚、
現任 Escape from Paris芙芙法式甜點的主廚艾力克斯．布耶(Alexis Bouillet)，與
現任 CJSJ甜點主廚的佐金．索里亞諾(Joaquin Sariano)，就給出了兩種迥異的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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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脈絡，卻也是最去脈絡的存在。因此，我們便能更開闊地了解各地的風土，也讓美味成

為共通的語言。

二、當代法國的重要「文化系甜點店」

      飲食文化百百種，甜點圈中更是百花齊放！不僅有強調主廚風格的甜點店，也有以特定

品項（如閃電泡芙）、特定主題或文化為表現的甜點店。其中，我們想要特別提出來談的，

是「文化系甜點店」。我們在這裡所說的「文化系甜點店」，其實並不是一個既有的專有名

詞，而是為那些比較強調文化特質在其經營中具重要性，包括風格設計、理念、與欲呈現氛

圍等的甜點店，所創造出來的名詞。在這些甜點店中，文化也會是為其消費的重要附加價值，

並且也將自身化為文化的一部分。故我們將以法國的「拉杜蕾」(Ladurée) 甜點店與來自俄羅

斯的「普希金咖啡館」(Café Pouchkine) 為例，來說明文化元素在這些文化系甜點品牌經營

上的優勢與特點。

       拉杜蕾是相當具有歷史的百年甜點店，創立於 1862 年。當初只是位於巴黎瑪德蓮教堂

旁的一間小糕餅舖，而後在第二帝國時期時，以發明「茶沙龍」 而聲名大噪。但真正讓拉

杜蕾揚名國際的關鍵，是 1993 年 Holder 集團的併購。該集團除了拉杜蕾之外，還擁有法國

連鎖麵包店 Paul、Château blanc 等數個麵包甜點品牌，其相當擅長於在連鎖品牌中，製造令

人印象深刻的形象氛圍。像是 Paul，就選擇以兼具有質樸磨坊（粗獷木質裝潢）與典雅鄉村

（鍛鐵吊燈與黑白相間的地磚）的風格來營造一種親民的氣質。而拉杜蕾的品牌則著重在古

典奢華（水晶吊燈與仿古木作）與時尚（曾與多位設計師合作設計包裝）的表現，並且精準

地選擇馬卡龍作為銷售主力，讓法式風格的印象更深刻。

       而普希金咖啡館，在 2010 年出現於巴黎時聲名鵲起，因為它在法式甜點的起源地上挑

戰了法式甜點。正如他們自己在官網上所標榜的：「為我們的貴客提供俄羅斯貴族的料理體

驗」。的確，他們在許多細節上都將俄式風格的奢華精緻表露無遺。當時首任主廚伊曼紐爾．

希昂 (Emmanuel Ryon) 雖是法國人，但卻將整個俄式宮廷風格表現得淋漓盡致。雖然之後有

不同的主廚執掌，但是仍維持一貫的風格與設計調性。例如以甜點《莓果帕芙洛娃》(Pavlova 
aux Fruits Rouges) 向俄羅斯芭蕾舞者安娜．巴甫洛娃 (Anna Pavlova, 1881-1931) 致敬，以較

抽象的《俄羅斯娃娃》(Matriochka) 來代表傳統的俄羅斯套娃，還有許多由俄式洋蔥尖頂所

發展出來的甜點，都讓人印象十分深刻！當我們為這些精緻至極的甜點所震懾時，不僅是喚

起了我們對俄羅斯的印象，也同時加深了對俄羅斯文化的好感度。

      這種「文化系甜點店」的特色在於，他們精準地掌握了特定文化中所產生的視覺符號，

並透過重組與強化，讓文化符號成為可消費的象徵。因此，「刻板印象」的運用成為必要的

手段。他們以古典文化來增加其品牌魅力，同時也讓自身品牌成為當下文化現象的一部分。

2      是一種介於麵包與甜點之間的類別，裡面包含了許多以油酥、奶油軟麵包為底的品項，像是我們所熟知的

        可頌 (croissant)、巧克力麵包 (pain au chocolat)、葡萄麵包 (pain aux raisins)、蘋果酥皮派 (chausson aux

        pommes)、蝴蝶酥餅 (palmier)、布里歐 (brioche)等。而法國第一間維也納甜酥麵包店，則是出現於 18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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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茶沙龍的文化，源自於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當時室內文藝性的沙龍文化已然沒落，人們開始熱愛外出社交，

     女性亦然。加上那時候咖啡館文化鼎盛，故拉杜蕾創始人的妻子珍妮．蘇莎 (Jeanne Souchard) 便有靈感結合

   咖啡館與甜點店的經營模式，於 1930 年展開了巴黎的第一間茶沙龍。推出之後大受歡迎，至今仍是法國許

   多甜點店的重要經營方式。

4     Emmanuel Ryon 曾在 1999 年獲得甜點世界冠軍，並且在 2000 年獲得法國最佳職人 (Meilleur Ouvrier de

       France, MOF) 的殊榮。

參、台灣的三種文化系甜點店

      所有不同文化的交融，都是從外來文化的複製與傳入開始的。不論其他，單就台灣的法

式甜點歷史來說，一開始時都是以標榜「正統」來強化其特殊性，包括使用法國出產的進口

食材、香料與器具等。因此，在 2007 年左右，當時出現的獨立甜點店都以精確再現法國風

味為目標，這使得外來的文化樣貌得以完整移植到新的場域之中。故品嘗到「道地法國風味」

比創造「台灣的法式」更為重要。此現象隱約顯現出一種料理判斷的標準：「正宗」是品嚐

異國料理的最佳方式。這樣的準則放諸各式異國料理都適用，無論是韓式、日式或泰式，似

乎能夠不出國就品嘗到道地美食，是異國料理存在的最高價值。然而，這樣的標準並非絕對，

甚至對於來台的法籍甜點師而言，也有著不同的詮釋。譬如說，前 Stay 主廚、現任 Escape 
from Paris 芙芙法式甜點的主廚艾力克斯．布耶 (Alexis Bouillet)，與現任 CJSJ 甜點主廚的佐

金．索里亞諾 (Joaquin Sariano)，就給出了兩種迥異的想法：

       法式甜點在台灣的市場越來越大，現在跟我二年前剛到台灣的時候不太一樣。我認為台

灣人對法式甜點很有興趣，法式甜點也正當流行，雖然台灣人不喜歡吃太甜的東西，我們已

經越來越有能力回應台灣人的需求。(…) 有趣的是，他們 ( 筆者按：指留法學習甜點的台灣

人 ) 在法國學習法式甜點，回到台灣也融合台灣的風格，就連我自己都從他們身上學習到很

多。—Alexis Bouillet

 6 

表 1、「拉杜蕾」與「普希金咖啡館」的比較表（製表者：張敏琪） 

 Ladurée拉杜蕾 Café Pouchkine普希金咖啡館 

誕生 1862 1999 

發源地 法國巴黎 俄羅斯莫斯科 

創立者 Louis Ernest Ladurée Andrei Dellos 

風格 法國洛可可風格 沙皇時期宮廷藝術風格 

文化符號 圖騰：古典印花 

甜點：馬卡龍、瑪麗安東妮 

名稱：Pouchkine（俄國作家） 

甜點：克林姆林宮、俄羅斯套
娃、芭蕾舞者… 

其他媒體
露出 

電影《凡爾賽拜金女》 

(Marie Antoinette, 2006) 

歌曲《娜塔麗》(Nathalie, 1966) 

分店 歐亞非美澳洲共五十餘個城市 巴黎、倫敦、紐約 

 

 

 

 

 

參、台灣的三種文化系甜點店 
 

所有不同文化的交融，都是從外來文化的複製與傳入開始的。不論其他，單
就台灣的法式甜點歷史來說，一開始時都是以標榜「正統」來強化其特殊性，包
括使用法國出產的進口食材、香料與器具等。因此，在 2007年左右，當時出現
的獨立甜點店都以精確再現法國風味為目標，這使得外來的文化樣貌得以完整移
植到新的場域之中。故品嘗到「道地法國風味」比創造「台灣的法式」更為重要。
此現象隱約顯現出一種料理判斷的標準：「正宗」是品嚐異國料理的最佳方式。
這樣的準則放諸各式異國料理都適用，無論是韓式、日式或泰式，似乎能夠不出
國就品嘗到道地美食，是異國料理存在的最高價值。然而，這樣的標準並非絕對，
甚至對於來台的法籍甜點師而言，也有著不同的詮釋。譬如說，前 Stay 主廚、
現任 Escape from Paris芙芙法式甜點的主廚艾力克斯．布耶(Alexis Bouillet)，與
現任 CJSJ甜點主廚的佐金．索里亞諾(Joaquin Sariano)，就給出了兩種迥異的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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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沒有想過要迎合台灣人的口味，因為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必須遵循法式，口感的呈

現、層次的呈現，同時讓台灣人知道他們在品嚐什麼東西，什麼是正統的法式甜點。

—Joaquin Sariano 

       一個傾向多元包容，一個堅持延續正統，這兩種觀點沒有絕對的對錯，卻明顯形成清楚

對立的兩極，撐開了台灣法式甜點店創作的多元光譜。在這光譜上的職人猶如繁星，我們難

以細細歸類詳述，謹在此單取「文化系」的概念，來看近期台灣甜點圈中三類較具有文化辨

識性（尤其是傳統文化或刻板文化印象）的法式甜點類型，並進一步說明「文化系」的概念

如何在台灣甜點中形成與發展。

一、原生型的文化創生

       台灣的甜點文化基本上是外來的，但近年來本土化的能力與成果相當豐碩。美食家葉怡

蘭曾在訪談中提到，2011 年台灣味的概念才剛萌芽，2015 年逐漸被重視，到 2019 年就已經

是個相當重要的討論議題了 。事實上，台灣味並不是很創新的名詞，但我們卻是在一個「回

歸在地」的世界風潮中，才重新透過飲食來正視台灣自身的特殊性。

       大約在 2010 年代左右開始，台灣的法式甜點進入了一個具有個人特色的美學化階段，

並且逐漸擺脫與法國傳統甜點間的臍帶關係，包括造型設計與食材。早期，法式甜點中的「台

灣味」，大多意指著使用台灣在地的食材，尤其是基本構成材料之外的風味來源，像是芝麻、

薑、當季本土水果、以及馬告等香料。因此形成了「法皮台骨」或是「法式台魂」的特殊在

地化表現。不過，2014 年創立的菓實日卻是選擇將「台灣味」予以視覺化。

     菓實日在初期工作室階段時所出品的，仍是中規中矩的法式家常甜點。2015 年，他們創

作了第一個有台灣味造型的甜點 —《鐵花窗地瓜國王派》。國王餅 (galette des rois) 是法國

傳統的甜點之一，主要是在新年過後至主顯節前後供應。在《鐵花窗地瓜國王派》中，雖仍

是法式甜點的基本呈現，但在內餡（傳統是杏仁奶餡）與刻花（傳統是同心圓螺旋發散的線

條）上，卻將台灣風味表現無遺。這鐵花窗的造型，呼應了台北萬華的老台灣色彩（菓實日

工作室所在處），推出後立刻引起了相當多的話題與關注。這一個關鍵性的嘗試，幾乎奠定

了菓實日之後幾個具代表性的作品方向。2017年，他們延續著老台灣的文化語彙，使用了「紅

龜」造型，並以甜酒釀慕斯取代了傳統糯米粿的做法，巧妙地翻玩了舊瓶裝新酒的哏。同年，

以台灣地理造型為樣本創作了《人之島》，並選在國慶日時發布，瞬間又成為了備受關注的

明星商品。延續同樣的脈絡，他們在 2019 創作了「滷肉飯」。這基本上是在解構甜點，並

用衝突的元素（鹹食外型、甜食口味）重新創造另一種食用的樂趣。類似的文化性表現，我

們在青木定治 (Sadaharu Aoki) 於 2010 年發表於巴黎巧克力展 (Salon du Chocolat) 的馬卡龍車

輪餅（東京焼きマカロンショコラ）也可以看到。他大膽地將馬卡龍化為內餡，包裹在車輪

餅的作法之中。這樣兩種文化元素的形式結合，在當時雖然前衛，卻仍缺少細緻的轉化。不

過此舉仍成為青木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我們不難發現，甜點師們對於自身文化優勢的運用，

其實很早就已經有了徵兆，並且仍持續地在強化當中。

      在看到原生型的文化創生如何可能的同時，我們想繼續進一步深究的是，其如何形成？

藉由日本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要有文化創生，必須先有文化意識；而文化意識，就是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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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了解自身文化的特色（包括可見的文物與不可見的習俗等），並進一步地進行思辯。日

本的文化一直都被有意識地保存、系統化以及傳承，因此，要找到典型的 (typical) 文化符碼

並不困難。然而，回顧台灣，在一個多元文化與複雜歷史的背景下，如何找到自己的主體性

與語彙？如何讓差異性轉化為特殊的價值？這個大哉問似乎得另闢一篇專文詳述了。但在此

我們簡要地提出一個想法：除了自我主體性的探索與理解，或許透過他者的雙眼，我們可以

更有效、更明確地看到所謂的差異性，也就是自身的特色為何。例如說，即使台灣深受日本

影響，但那些被日本人所觀察出來的「不同」，或許就能成為未來台灣了解自身形象的重要

參考。又，台灣的美食雖然具有代表性，但何謂「台灣味」卻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如何

透過思考去讓這些概念具體化，是我們繼續了解自我的一個重要方向。

二、外來型的文化複製

      許多跨文化的外籍師傅，都會為新地域帶來「血統純正」的原生飲食文化。台灣也不乏

有許多優秀的法國主廚紮根台灣，這些甜點師傅在技術養成與表現上，都更直觀且忠實地表

現原生文化的特質。若是在原生文化脈絡上發展是為一種文化延續的話，那麼將透過學習與

重製來轉移異文化產物的行為，便是一種文化複製。法式甜點作為一個絕對外來的產物，台

灣的法式甜點師或多或少也都在進行文化複製的工程。但因為早期甜點師多為科班出身，所

以著重在技術層面的鑽研甚於歷史文化的研究。然而近期開始，不少甜點店也開始重視法國

更深層的文化與思想，甚至以此引領技術與表現。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瑪麗安東妮

手工法國點心工作坊（以下簡稱瑪麗安東妮）。

     很多人會以為瑪麗安東妮的甜點是「視覺系」的甜點，但事實上，他們在創立之初便有

著很「文化系」的目標 — 不只延續路易十六時代的美學觀，也要透過文字去傳遞古代的美

食學知識與法國傳統文化。有趣的是，主廚吳庭槐的身份認同雖然是台灣人，但他的文化認

同卻是法國文化。這使得他在創作的思維上會更加法式一點：包括味覺組成、視覺構成、以

及甜點創作的責任與使命。如他們所自述的：「在飲食文化的交流上，瑪麗安東妮是一個重

要的擺渡人。她在兩個美好的文化之間擺盪，並透過交流來豐富彼此。這也是 chef 在詮釋

法式甜點上所自我期許的角色，他希望將法式甜點的精神帶回台灣，讓台灣的飲食文化更加

豐富精彩。」  除了一個文化仰慕與擺渡的使命之外，瑪麗安東妮也的確在甜點創作的高度

上，達到了宮廷藝術的水準。他們透過古代的造型（如珠寶盒）與技術（如玉石浮雕）的重

現，來讓甜點具有不同於此時此刻的古典美感。除了善於營造復古氛圍外，瑪麗安東妮還有

一點比較特殊的是 — 復興了沙龍文化。

        沙龍 (salon) 與茶沙龍 (salon de thé) 其實是迥異的兩個概念：前者形成於 17 世紀的法國， 
是一種私人的文藝聚會方式；後者則是由拉杜蕾所首創的室內飲食形式。真正的沙龍（無論

是透過實體或文字），其實是傳遞思想信念、凝聚群眾認同，以及形塑文化氛圍的重要方式。

而瑪麗安東妮便是透過文字與講座，來塑造類似功能的虛擬沙龍。他們善用自媒體時代的優

勢，在部落格與粉專上分享甜點創作，以及相關的美食學知識與歷史文化。此舉不僅能使其

甜點更具文化深度，也能帶領甜點愛好者更深入了解法國文化，進而形成一種更穩固的品牌

忠誠度。實踐類似沙龍概念的，還有已經歇業的 Bonheur Bonne Heure pâtisserie。當時由甜

點主廚的丈夫，也是現在文壇活躍的小說家朱嘉漢主持文學講座，結合甜點店的空間，帶領

聽眾品味與欣賞法國文學與哲學。這些結合與堅持，都讓甜點店不再只是個供給物質糧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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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沒有想過要迎合台灣人的口味，因為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必須遵循法式，口感的呈

現、層次的呈現，同時讓台灣人知道他們在品嚐什麼東西，什麼是正統的法式甜點。

—Joaquin Sariano 

       一個傾向多元包容，一個堅持延續正統，這兩種觀點沒有絕對的對錯，卻明顯形成清楚

對立的兩極，撐開了台灣法式甜點店創作的多元光譜。在這光譜上的職人猶如繁星，我們難

以細細歸類詳述，謹在此單取「文化系」的概念，來看近期台灣甜點圈中三類較具有文化辨

識性（尤其是傳統文化或刻板文化印象）的法式甜點類型，並進一步說明「文化系」的概念

如何在台灣甜點中形成與發展。

一、原生型的文化創生

       台灣的甜點文化基本上是外來的，但近年來本土化的能力與成果相當豐碩。美食家葉怡

蘭曾在訪談中提到，2011 年台灣味的概念才剛萌芽，2015 年逐漸被重視，到 2019 年就已經

是個相當重要的討論議題了 。事實上，台灣味並不是很創新的名詞，但我們卻是在一個「回

歸在地」的世界風潮中，才重新透過飲食來正視台灣自身的特殊性。

       大約在 2010 年代左右開始，台灣的法式甜點進入了一個具有個人特色的美學化階段，

並且逐漸擺脫與法國傳統甜點間的臍帶關係，包括造型設計與食材。早期，法式甜點中的「台

灣味」，大多意指著使用台灣在地的食材，尤其是基本構成材料之外的風味來源，像是芝麻、

薑、當季本土水果、以及馬告等香料。因此形成了「法皮台骨」或是「法式台魂」的特殊在

地化表現。不過，2014 年創立的菓實日卻是選擇將「台灣味」予以視覺化。

     菓實日在初期工作室階段時所出品的，仍是中規中矩的法式家常甜點。2015 年，他們創

作了第一個有台灣味造型的甜點 —《鐵花窗地瓜國王派》。國王餅 (galette des rois) 是法國

傳統的甜點之一，主要是在新年過後至主顯節前後供應。在《鐵花窗地瓜國王派》中，雖仍

是法式甜點的基本呈現，但在內餡（傳統是杏仁奶餡）與刻花（傳統是同心圓螺旋發散的線

條）上，卻將台灣風味表現無遺。這鐵花窗的造型，呼應了台北萬華的老台灣色彩（菓實日

工作室所在處），推出後立刻引起了相當多的話題與關注。這一個關鍵性的嘗試，幾乎奠定

了菓實日之後幾個具代表性的作品方向。2017年，他們延續著老台灣的文化語彙，使用了「紅

龜」造型，並以甜酒釀慕斯取代了傳統糯米粿的做法，巧妙地翻玩了舊瓶裝新酒的哏。同年，

以台灣地理造型為樣本創作了《人之島》，並選在國慶日時發布，瞬間又成為了備受關注的

明星商品。延續同樣的脈絡，他們在 2019 創作了「滷肉飯」。這基本上是在解構甜點，並

用衝突的元素（鹹食外型、甜食口味）重新創造另一種食用的樂趣。類似的文化性表現，我

們在青木定治 (Sadaharu Aoki) 於 2010 年發表於巴黎巧克力展 (Salon du Chocolat) 的馬卡龍車

輪餅（東京焼きマカロンショコラ）也可以看到。他大膽地將馬卡龍化為內餡，包裹在車輪

餅的作法之中。這樣兩種文化元素的形式結合，在當時雖然前衛，卻仍缺少細緻的轉化。不

過此舉仍成為青木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我們不難發現，甜點師們對於自身文化優勢的運用，

其實很早就已經有了徵兆，並且仍持續地在強化當中。

      在看到原生型的文化創生如何可能的同時，我們想繼續進一步深究的是，其如何形成？

藉由日本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要有文化創生，必須先有文化意識；而文化意識，就是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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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了解自身文化的特色（包括可見的文物與不可見的習俗等），並進一步地進行思辯。日

本的文化一直都被有意識地保存、系統化以及傳承，因此，要找到典型的 (typical) 文化符碼

並不困難。然而，回顧台灣，在一個多元文化與複雜歷史的背景下，如何找到自己的主體性

與語彙？如何讓差異性轉化為特殊的價值？這個大哉問似乎得另闢一篇專文詳述了。但在此

我們簡要地提出一個想法：除了自我主體性的探索與理解，或許透過他者的雙眼，我們可以

更有效、更明確地看到所謂的差異性，也就是自身的特色為何。例如說，即使台灣深受日本

影響，但那些被日本人所觀察出來的「不同」，或許就能成為未來台灣了解自身形象的重要

參考。又，台灣的美食雖然具有代表性，但何謂「台灣味」卻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如何

透過思考去讓這些概念具體化，是我們繼續了解自我的一個重要方向。

二、外來型的文化複製

      許多跨文化的外籍師傅，都會為新地域帶來「血統純正」的原生飲食文化。台灣也不乏

有許多優秀的法國主廚紮根台灣，這些甜點師傅在技術養成與表現上，都更直觀且忠實地表

現原生文化的特質。若是在原生文化脈絡上發展是為一種文化延續的話，那麼將透過學習與

重製來轉移異文化產物的行為，便是一種文化複製。法式甜點作為一個絕對外來的產物，台

灣的法式甜點師或多或少也都在進行文化複製的工程。但因為早期甜點師多為科班出身，所

以著重在技術層面的鑽研甚於歷史文化的研究。然而近期開始，不少甜點店也開始重視法國

更深層的文化與思想，甚至以此引領技術與表現。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瑪麗安東妮

手工法國點心工作坊（以下簡稱瑪麗安東妮）。

     很多人會以為瑪麗安東妮的甜點是「視覺系」的甜點，但事實上，他們在創立之初便有

著很「文化系」的目標 — 不只延續路易十六時代的美學觀，也要透過文字去傳遞古代的美

食學知識與法國傳統文化。有趣的是，主廚吳庭槐的身份認同雖然是台灣人，但他的文化認

同卻是法國文化。這使得他在創作的思維上會更加法式一點：包括味覺組成、視覺構成、以

及甜點創作的責任與使命。如他們所自述的：「在飲食文化的交流上，瑪麗安東妮是一個重

要的擺渡人。她在兩個美好的文化之間擺盪，並透過交流來豐富彼此。這也是 chef 在詮釋

法式甜點上所自我期許的角色，他希望將法式甜點的精神帶回台灣，讓台灣的飲食文化更加

豐富精彩。」  除了一個文化仰慕與擺渡的使命之外，瑪麗安東妮也的確在甜點創作的高度

上，達到了宮廷藝術的水準。他們透過古代的造型（如珠寶盒）與技術（如玉石浮雕）的重

現，來讓甜點具有不同於此時此刻的古典美感。除了善於營造復古氛圍外，瑪麗安東妮還有

一點比較特殊的是 — 復興了沙龍文化。

        沙龍 (salon) 與茶沙龍 (salon de thé) 其實是迥異的兩個概念：前者形成於 17 世紀的法國， 
是一種私人的文藝聚會方式；後者則是由拉杜蕾所首創的室內飲食形式。真正的沙龍（無論

是透過實體或文字），其實是傳遞思想信念、凝聚群眾認同，以及形塑文化氛圍的重要方式。

而瑪麗安東妮便是透過文字與講座，來塑造類似功能的虛擬沙龍。他們善用自媒體時代的優

勢，在部落格與粉專上分享甜點創作，以及相關的美食學知識與歷史文化。此舉不僅能使其

甜點更具文化深度，也能帶領甜點愛好者更深入了解法國文化，進而形成一種更穩固的品牌

忠誠度。實踐類似沙龍概念的，還有已經歇業的 Bonheur Bonne Heure pâtisserie。當時由甜

點主廚的丈夫，也是現在文壇活躍的小說家朱嘉漢主持文學講座，結合甜點店的空間，帶領

聽眾品味與欣賞法國文學與哲學。這些結合與堅持，都讓甜點店不再只是個供給物質糧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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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而是成為滿足精神糧食與美感需求的所在。

三、混合型的文化融合

      事實上，在法國能夠躍上舞台的外國甜點師，大多都有使用文化符碼的特點，當中又以

日籍主廚尤為突出。除了前面所述的青木定治外，台灣樂沐 (Le Moût) 的前日本籍甜點主廚

平塚牧人 (Makito Hiratsuka) 也曾向我們展示了卓越的文化融合技巧。像是充滿日式風情的

《京都嵐山》、《楓蔦黃》、《山茶始開》，或是受莫內花園啟發的《夏蓮》(2015) 等，都

有著濃厚和風法魂的韻味。這點在《和風法式甜點：三星餐廳甜點師的盤式甜點設計》一書

中也有所呼應。作者田中真理將許多日式食材（如醬油、焙茶、味噌、菊花、毛豆等）融入

法式甜點當中，讓我們看到日本甜點職人運用自身文化的巧妙之處。作為飲食文化重度交會

的台灣，自然也在文化融合上有著更亮眼與特殊的表現。在此，我們以 Two months per year
的甜點創作來看混合型的文化融合如何在第三地台灣生根發展。

       Two months per year 的創作主軸是建立在 2018 年世界最佳甜點師賽提克．果雷 (Cédric 
Grolet）的仿真水果系列之上。嚴格說起來，其並非是原創性很高的作品，不過他們卻巧妙

地將日本的摺紙藝術融入其中，形成一種獨特的三地文化對話 — 在台灣的時空中，在法國

的仿真水果甜點上，出現了水果紙 完成的日本摺紙藝術。三種文化的符碼都從原始脈絡中

被抽離，進而成為一種新的混種 (hybride) 面貌。屏除 Two months per year 卓越的味覺表現不

說，單就視覺造型而論，我們彷彿可以見到當下全球化現象的縮影：原生於法國的法式甜點，

在異國轉移生根的現象已趨普遍。各地的甜點師都已經能與法國當地零時差接軌，故而稀釋

了地緣在特定文化發展上的絕對重要性。甚至在相同的基礎上，各地甜點師會發展出更多元

與更在地化的特色（如俄式風格），展現出一源多樣的豐富表現。

      另一種混合型的文化融合出現在跨域之中。像是日行甜點店早期在朱宥勳的協助下，以

台灣著作為名，塑造了一系列文學意象的甜點；而 Dialogue studio 餐後對話法式甜點工作室，

則是延續創作者的前專業，以為電影來命名每一道甜點。這些專業背景出身的甜點師，都善

於利用自身的優勢來作為跨域的資本，並藉此讓作品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四、文化系甜點店形成的原因

      文化系甜點店形成的原因很複雜，像是前述法國文化系甜點店的兩個例子，就是商業刻

意操作的結果；而台灣文化系甜點店的出現，相對來說，則是更為文青且浪漫。綜合上述三

種文化系甜點店的概述（表 2），我們會發現其具有一些共通點，而這些特點都與其背景（環

境與職人自身）有著重要的關聯性，包括：以理念引導創作、藝術專業的介入，以及特定文

化元素的提煉與傳播。

      首先，不同於傳統技術先決的觀念，文化系甜點店更著重於，先形成思想與理念再進行

創作。此舉一方面有利於為創作找到明確的定位，另一方面也能透過作品產生更多思想上的

交流。無論是追求「食藝」（Two months per year）、想重現法國皇后餐桌上的精緻文化（瑪

麗安東妮），還是想要透過食物去詮釋台灣文化的美好（菓實日），這些職人都有一個先於

物質與技術的追求，來成為這間店之所以存在的基礎。這樣的理念既是因，也是果 —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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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店成為文化系的原因，也是創造者思想之後的結果。我們可以說，「文化系」之所以形

成，與「人」的關係尤為密切 — 當創作的優先順序由「人手」（技術）轉變為「人腦」（理

念）的那一刻，就是文化系甜點萌芽之時。

       其次，我們發現在甜點圈中，無論是藝術背景的職人或藝術專業協力者，其存在都為甜

點美學化風潮提供了必要的養分。無論是最基本的甜點視覺美感構成、用餐空間設計，到行

銷的視覺傳達（攝影與廣告），在在都展現了藝術背景於甜點師在跨域上的優勢與重要性。

其實這種藝術跨烘培的例子，在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當中不乏也有相當成功的經典範例，例

如烏克蘭的甜點師蒂娜拉．卡斯科 (Dinara Kasko) 就是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她有建築專業

的養成，並在大學畢業後成為建築師與 3D 視覺設計師。在接觸甜點創作後，她將兩者巧妙

結合，以 3D 列印的方式做出了相當創新又時尚的幾何模具。這些作品不僅獲得廣大的迴響，

還被義大利模具大廠 Silikomart 延攬發行。她曾說：「我試著要去結合建築、設計與甜點。

一個漂亮的蛋糕就像一棟美麗的建築，需要初步的設計。必須要精確地搭配造型、容積、構

成、比例、色彩與質感。」  的確，藝術跨域之後所產生的能量很是驚人，在各行各業中都

有出色的例子。但在烘焙業中之所以產生「革命」，是因為這個產業長期被定位在社會中的

勞動階層，人們也習慣消費「技術」而非「價值」。然而，正如法國小說家阿爾封．都德

(Alphonse Daudet, 1840-1897) 所言：「真正的美食，是從我們不再飢餓的那一刻才真正誕生」 
。當食物不再是為了服務肉體需要而存在時，我們才能在其中得到更多的意義，包括美感、

記憶與感動。這些過去存在於精緻藝術中的價值，會隨著創作者的轉移而被帶往新的領域，

進而成為扭轉烘焙產業的契機。

      最後，文化系之所為文化系，就代表著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無論是古今或中外，利

用既有文化資源再創新，都是相當具有特色且效果顯著的方式，也是今日文創的重要精神之

一。這些文化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有歷史的篩選與淬鍊，留下來的文物或圖像，大多都具

有一定的美感與意義，因而能夠快速喚起消費者的知識經驗，進而達到一定的共鳴。

        Dinara Kasko: ‘Why not? Tasty and beautiful, that’s great’.

5      高琹雯。(2016 年 10 月 18 日 )。落腳台灣的法籍甜點師傅－ Alexis Bouillet (STAY) & Joaquin Soriano 

         (CJSJ)。取自 http://www.selftaughtgourmet.com/article_inner.php?a=442

6       Bios monthly。(2019 年 6 月 6 日 )。飲食的內在思考，葉怡蘭 × Liz：無論評鑑，台灣人都要思考自己是

         誰。取自 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10012

7       Salon de Marie Antoinette。(2016 年 10 月 25 日 )。瑪麗安東妮點心坊的由來。取自

         https://salondema.blogspot.com/2016/10/blog-post_44.html

8       這種水果紙的技術，是以水果原汁烘乾為果紙，並以手工方式折疊為造型。

9       Ruiz, A. (2016, August 17). Dinara Kasko: ‘Why not? Tasty and beautiful, that’s great’.  Retrieved from http://

          www.sogoodmagazine.com/pastry-blog/pastry-chef-articles/dinara-kasko-why-not-tasty-and-beautiful-thats-great/

10     這句常見的引文曾被收錄於一些書籍中，並被標示出自於都德的《磨坊書簡》(Lettres de mon moulin,

        1869) 一書。但筆者實際翻閱後，並無法檢索出與引文 ” La gourmandize commence quand on n’a plus faim”     

    一致的文字，故應為後世精煉文意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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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而是成為滿足精神糧食與美感需求的所在。

三、混合型的文化融合

      事實上，在法國能夠躍上舞台的外國甜點師，大多都有使用文化符碼的特點，當中又以

日籍主廚尤為突出。除了前面所述的青木定治外，台灣樂沐 (Le Moût) 的前日本籍甜點主廚

平塚牧人 (Makito Hiratsuka) 也曾向我們展示了卓越的文化融合技巧。像是充滿日式風情的

《京都嵐山》、《楓蔦黃》、《山茶始開》，或是受莫內花園啟發的《夏蓮》(2015) 等，都

有著濃厚和風法魂的韻味。這點在《和風法式甜點：三星餐廳甜點師的盤式甜點設計》一書

中也有所呼應。作者田中真理將許多日式食材（如醬油、焙茶、味噌、菊花、毛豆等）融入

法式甜點當中，讓我們看到日本甜點職人運用自身文化的巧妙之處。作為飲食文化重度交會

的台灣，自然也在文化融合上有著更亮眼與特殊的表現。在此，我們以 Two months per year
的甜點創作來看混合型的文化融合如何在第三地台灣生根發展。

       Two months per year 的創作主軸是建立在 2018 年世界最佳甜點師賽提克．果雷 (Cédric 
Grolet）的仿真水果系列之上。嚴格說起來，其並非是原創性很高的作品，不過他們卻巧妙

地將日本的摺紙藝術融入其中，形成一種獨特的三地文化對話 — 在台灣的時空中，在法國

的仿真水果甜點上，出現了水果紙 完成的日本摺紙藝術。三種文化的符碼都從原始脈絡中

被抽離，進而成為一種新的混種 (hybride) 面貌。屏除 Two months per year 卓越的味覺表現不

說，單就視覺造型而論，我們彷彿可以見到當下全球化現象的縮影：原生於法國的法式甜點，

在異國轉移生根的現象已趨普遍。各地的甜點師都已經能與法國當地零時差接軌，故而稀釋

了地緣在特定文化發展上的絕對重要性。甚至在相同的基礎上，各地甜點師會發展出更多元

與更在地化的特色（如俄式風格），展現出一源多樣的豐富表現。

      另一種混合型的文化融合出現在跨域之中。像是日行甜點店早期在朱宥勳的協助下，以

台灣著作為名，塑造了一系列文學意象的甜點；而 Dialogue studio 餐後對話法式甜點工作室，

則是延續創作者的前專業，以為電影來命名每一道甜點。這些專業背景出身的甜點師，都善

於利用自身的優勢來作為跨域的資本，並藉此讓作品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四、文化系甜點店形成的原因

      文化系甜點店形成的原因很複雜，像是前述法國文化系甜點店的兩個例子，就是商業刻

意操作的結果；而台灣文化系甜點店的出現，相對來說，則是更為文青且浪漫。綜合上述三

種文化系甜點店的概述（表 2），我們會發現其具有一些共通點，而這些特點都與其背景（環

境與職人自身）有著重要的關聯性，包括：以理念引導創作、藝術專業的介入，以及特定文

化元素的提煉與傳播。

      首先，不同於傳統技術先決的觀念，文化系甜點店更著重於，先形成思想與理念再進行

創作。此舉一方面有利於為創作找到明確的定位，另一方面也能透過作品產生更多思想上的

交流。無論是追求「食藝」（Two months per year）、想重現法國皇后餐桌上的精緻文化（瑪

麗安東妮），還是想要透過食物去詮釋台灣文化的美好（菓實日），這些職人都有一個先於

物質與技術的追求，來成為這間店之所以存在的基礎。這樣的理念既是因，也是果 —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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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店成為文化系的原因，也是創造者思想之後的結果。我們可以說，「文化系」之所以形

成，與「人」的關係尤為密切 — 當創作的優先順序由「人手」（技術）轉變為「人腦」（理

念）的那一刻，就是文化系甜點萌芽之時。

       其次，我們發現在甜點圈中，無論是藝術背景的職人或藝術專業協力者，其存在都為甜

點美學化風潮提供了必要的養分。無論是最基本的甜點視覺美感構成、用餐空間設計，到行

銷的視覺傳達（攝影與廣告），在在都展現了藝術背景於甜點師在跨域上的優勢與重要性。

其實這種藝術跨烘培的例子，在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當中不乏也有相當成功的經典範例，例

如烏克蘭的甜點師蒂娜拉．卡斯科 (Dinara Kasko) 就是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她有建築專業

的養成，並在大學畢業後成為建築師與 3D 視覺設計師。在接觸甜點創作後，她將兩者巧妙

結合，以 3D 列印的方式做出了相當創新又時尚的幾何模具。這些作品不僅獲得廣大的迴響，

還被義大利模具大廠 Silikomart 延攬發行。她曾說：「我試著要去結合建築、設計與甜點。

一個漂亮的蛋糕就像一棟美麗的建築，需要初步的設計。必須要精確地搭配造型、容積、構

成、比例、色彩與質感。」  的確，藝術跨域之後所產生的能量很是驚人，在各行各業中都

有出色的例子。但在烘焙業中之所以產生「革命」，是因為這個產業長期被定位在社會中的

勞動階層，人們也習慣消費「技術」而非「價值」。然而，正如法國小說家阿爾封．都德

(Alphonse Daudet, 1840-1897) 所言：「真正的美食，是從我們不再飢餓的那一刻才真正誕生」 
。當食物不再是為了服務肉體需要而存在時，我們才能在其中得到更多的意義，包括美感、

記憶與感動。這些過去存在於精緻藝術中的價值，會隨著創作者的轉移而被帶往新的領域，

進而成為扭轉烘焙產業的契機。

      最後，文化系之所為文化系，就代表著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無論是古今或中外，利

用既有文化資源再創新，都是相當具有特色且效果顯著的方式，也是今日文創的重要精神之

一。這些文化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有歷史的篩選與淬鍊，留下來的文物或圖像，大多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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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這句常見的引文曾被收錄於一些書籍中，並被標示出自於都德的《磨坊書簡》(Lettres de mon mou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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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台灣「文化系甜點店」的形成，背後很重要的推手就是藝術背景擁有者的加入。無論是

作為主廚或是藝術總監，當這些人帶著原先美感養成的優勢進入烘焙職場時，不僅能夠為品

牌快速做出市場差異，並且也能為這產業注入一股濃厚的文化色彩。當然，法式甜點在台灣

飲食文化中成為獨立的支系，並不單單是甜點師的創作帶來風潮這麼簡單，還有整個大環境

的成熟，包括甜點知識與文化的引介（如理論型甜點工具書的出現與國外大師課程頻至）、

整個消費環境的改變，以及甜點自身精緻化的成果受到歡迎等，這些都是形成獨特甜點店不

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文化是最不退潮流的時尚，因此，相信這股文化系的風潮只是剛萌芽，未來一定會以更

豐富的面貌繼續蛻變。也期望法式甜點的美學化歷程，能成為文創產業的借鏡，透過跨域的

激盪，在新的領域上展現更精彩的創意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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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美感教育之國中視覺藝術課程－以校本特色課程為例

呂宗杰

淡江大學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博士班

摘要

    目前，國民中學課程綱要中的藝術領域，其「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不以知識及技能為限，

而應關注藝術學習與生活、文化的結合，透過表現、鑑賞與實踐，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正和美感教育強調多元的人文教育，在理念上是不謀而合的。從生活中潛移默化，透過發現、

探索、體驗等歷程，培養「發覺美」、「探索美」、「感受美」、「認識美」及「實踐美」

等知能，實現懷抱美感素養生活於現實社會的理想。研究目的為：

    其一、設計符合美感素養的視覺藝術課程。

    其二、分析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教學方式，對學習表現的影響關係。

   本研究以新北市某國中七年級校本課程所發展出的視覺藝術課程為例，從「學習者」為

中心的設計思考方式來制定教學步驟。所進行的教學活動－戲偶設計製作，過程中學習者為

滿足創作所需，須閱讀相關文本（角色設定），再將其轉換成立體造型（偶身、偶服及配件

設計製作等）。這些課程操作的點滴，教學者將可利用課室觀察及學習者的創作和回饋，作

為修正課程的參考。另外，學習者也因課程的實踐而開啟其自主學習（Learning Autonomy）
的機制。為創意的實踐上提供教學現場另一種取徑。

關鍵詞：美感教育、視覺藝術、校本課程、設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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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現行的 108 課綱中，藝術領域敘明 - 藝術源於生活，應用於生活，是人類文化的累積，

更是陶育美感素養及實施全人教育的主要途徑。並強調 21 世紀的藝術教育具多元視野，學

校應善用在地人才、文化與空間及數位媒介等，讓學員探索與感受生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

物，認識與鑑賞環境中各類藝術形式與作品（教育部，2018）。這與美感教育的理念是相同，

因為，美感教育強調是多元的人文教育，讓學習者從從生活的潛移默化，經由發現、探索、

體驗等歷程，從人與自己、人與社區（社會、社群），以及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互動中；培

養「發覺美」、「探索美」、「感受美」、「認識美」及「實踐美」等知能，進而讓學習者

產生能信心而應用於生活之中（教育部，2018）。

      在藝術領域的「核心素養」中，強調藝術學習不應以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藝術學

習與生活、文化的結合，透過表現、鑑賞與實踐，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而「美感教育」

則是培育「美感素養」的實踐作為。這皆說明要實踐全人教育，就不可忽略藝術課程和美感

教育的落實。在學校的課程設計上，更應從生活化的角度進行考量。臺灣，有豐富深厚的人

文素養、文化藝術傳統，加上多元的社會風氣（自由、民主、開放等），提供美感教育良好

的發展根基。加上近年來國人對生活品質之重視，相對在各項政策與教育品質也同樣秉持著

高度期待，再次證明此時，正是推展美感教育的絕佳契機。

      近年來隨著政府有計畫的推動，活化地方文化產業，臺灣各地鄉鎮均日漸重視地區、社

區美學的塑造，加上區域內學校對本位課程 (school-based curriculum) 發展之所需，學校、

社區之協力已然成為美感教育的實踐潛力空間（教育部，2018）。如何藉助在地資源，開發

學校特色課程，在目前少子女化的社會結構下，儼然成為一門顯學；已有多所學校藉由發

展校本特色課程，成功翻轉廢校的命運，例如：新北市石碇區雲海國小 … 等（中國時報，

2021）。如何透過校本特色課程的設計，實現藝術課程和美感教育的理念，達到提升學習者

的美感素養。是本研究重要的思考方向。研究目的為：

        其一、設計符合美感素養的視覺藝術課程。

        其二、分析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教學方式，對學習表現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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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美感教育的發展現況

        教育部所推動的美感教育，現今已進入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 108-112 年 )，強

調美感即生活。將從幼扎根、跨域創新和國際連結為目標。綜觀國際教育發展趨勢與國內美

感教育現況，世界主要國家近年在教育與文化政策發展，透過國家層級課程改革、政策推動，

及地方層級在地文化實踐，落實美感教育，以提升國民生活品質、美感素養，是教育文化發

展重要趨勢（教育部，2018）。在這個階段又為「調整期」：透過各項方案與美感之關聯性

分析，其聚焦原則之一為「以學校美感教育為推動核心」。下表以國民教育階段學校為主，

整理出所推動的策略和具體方案。

    在人才培育上，首重推動教師（含行政人員）的美感素養提升，已故台灣知名建築學者，

也是美學教育的先驅者漢寶德先生曾說：一般教師未受美育訓練，藝術專業教師也不能掌握

美育之奧義及真正旨趣所在。國內教師由於普遍缺少美感相關素養，因此少能引導、提供學

員從事探索、覺察、體驗的機會，此造成學員少了與日常生活周遭人事物情感交融的機會，

未能以美感來豐富其生命經驗。另外，美育涵概所有學科及教育活動，美是教育追求的基本

價值與理想，但由於素養不足，教師對於美育的相關概念、理論，則顯得陌生，例如：「美」、

「美感」、「審美」等的意涵是什麼？美感經驗是如何產生的？它們與「真」、「善」有何

關係？又與教育有何關聯？所以，美感信念、價值、素養的擁有，是教育重要的一環，積極

落實對培養未來優質公民是重要的，並有助於學校文化的更新。美感教育本身就是教育的重

要質素與內涵，也是教育的核心。

   良好的美感教育，必然能融入美的信念與價值，在教育活動之中，使教育施為具備濃厚

的美感色彩。教育工作者應教導、引導學員體會美善同一的道理，從道德的涵養做起，就能

使美感敏銳化，與人為善即能與人同美。在從事道德教育的陶成時，道德認知及道德實踐要

雙管並行，同時推動。學校要引導學員去探索具有價值的知識和理解的領域，並引導學員從

事道德實踐。目前的新聞媒體、電視節目、電影、電腦網路等等資訊，其中充斥了偏差的價

值與觀點，如果學員接觸了這些不良資訊，就會產生錯誤的認知，因此，要指導學員多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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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闡發人性美的節目，篩選、去除有負面傾向的資訊。學員能串聯各種正確的道德認知

之後，才能作出符合社會標準的各種行為（李鴻生，2011）。

二、特色課程與美感教育

       特色課程的概念是由在地性、草根性及自主性的校本課程發展而來（鄭淵全，2003），

特色課程是指某所學校不同於一般學校所獨有的課程，或為提及某項特色就聯想到某學校所

實施的課程。曾坤輝（2007）提及特色課程是學校依據課程法制層面，未來期待社區特性、

家長期望、學員需要、學校資源條件及教師專長能力等，經由校長課程領導，並透過學校發

展條件分析，即由下而上的凝聚共識，結合全體教職員工和社區資源，審慎規劃全校課程方

案，所自行發展出來的具有學校特色的課程。另外，許多學校也將特色課程作為學校的校本

課程，校本課程發展是以學校社群的教育理念及學員的學習需要為核心，並且以學校社區的

情境及資源為基礎，針對社會的發展與變遷，提供學員有意義的課程。學校在推展校本課程

時，必需考量其現有的人力、物力、經費、設備、社區資源等，檢視學校現有之資源，充分

運用、規劃以彰顯學校特色。因此，校內人員的組織分工、學校氣氛的營造、參與人員之專

業發展、資源的規劃與應用，以及課程的設計規劃等等，皆影響著學校特色推展的成功與否

( 林志成主編，2011)。根據相關學者（吳明清，1997；林志成主編，2011）對特色課程的論

述歸納如下：

  （一）學校發展特色課程必須積極結合社區資源。

  （二）建構更緊密的課程策略聯盟體系。

  （三）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能讓更多的學員受益。

  （四）需要全校師生共同悉心經營。

  （五）必須符合整體課程目標，考量整體性和全面性。

  （六）特色課程具有獨特性、延續性、一致性。

      總之，特色課程必須實現學校願景、凝聚教師共識、考慮校內外因素、以學員實際受益

觀點來衡量。換言之，具備上述內容與過程所發展出來的課程，才可稱之為「特色課程」。

       特色課程包含促進學員學習效能、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提升學校辦學績效、活化社區教

育功能等效益。要建構以學員為主體的特色課程，就美感教育的實踐角度而言，就不能忽略

應從學員「有感生活」的經驗啟動開始。負責教育部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設計、台北市中山女

中蔡紫德老師曾舉例：「為什麼學校的便當看起來都是醜醜的咖啡色？能不能透過重新配置，

讓便當更可口？」美感的應用在生活中無所不在，美感教育不是技術的學習，而是當我們開

始願意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變敏感，便能開啟發現、探索、體驗、嘗試、運用及整合的歷

程。教育部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主持人顏名宏教授也說：「由於每所學校坐落的位置與環

境條件都不同，美感再造的路徑也不會一樣。在漁村，如何能與海的生活有關；在山旁，如

何與山發生關聯，當學校與社區觸動時，各種藝術的發展散發在各種可能性中。」另外，都

市有都市的美，鄉村有自然之美，必須順應著環境的自然而打造，才能創造出不同的美學，

進而延伸出不同啟發美感的教學（邱紹雯，2017）。這皆提供做為以美感教育為題，所要進

行特色課程設計的一個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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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美感教育的發展現況

        教育部所推動的美感教育，現今已進入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 108-112 年 )，強

調美感即生活。將從幼扎根、跨域創新和國際連結為目標。綜觀國際教育發展趨勢與國內美

感教育現況，世界主要國家近年在教育與文化政策發展，透過國家層級課程改革、政策推動，

及地方層級在地文化實踐，落實美感教育，以提升國民生活品質、美感素養，是教育文化發

展重要趨勢（教育部，2018）。在這個階段又為「調整期」：透過各項方案與美感之關聯性

分析，其聚焦原則之一為「以學校美感教育為推動核心」。下表以國民教育階段學校為主，

整理出所推動的策略和具體方案。

    在人才培育上，首重推動教師（含行政人員）的美感素養提升，已故台灣知名建築學者，

也是美學教育的先驅者漢寶德先生曾說：一般教師未受美育訓練，藝術專業教師也不能掌握

美育之奧義及真正旨趣所在。國內教師由於普遍缺少美感相關素養，因此少能引導、提供學

員從事探索、覺察、體驗的機會，此造成學員少了與日常生活周遭人事物情感交融的機會，

未能以美感來豐富其生命經驗。另外，美育涵概所有學科及教育活動，美是教育追求的基本

價值與理想，但由於素養不足，教師對於美育的相關概念、理論，則顯得陌生，例如：「美」、

「美感」、「審美」等的意涵是什麼？美感經驗是如何產生的？它們與「真」、「善」有何

關係？又與教育有何關聯？所以，美感信念、價值、素養的擁有，是教育重要的一環，積極

落實對培養未來優質公民是重要的，並有助於學校文化的更新。美感教育本身就是教育的重

要質素與內涵，也是教育的核心。

   良好的美感教育，必然能融入美的信念與價值，在教育活動之中，使教育施為具備濃厚

的美感色彩。教育工作者應教導、引導學員體會美善同一的道理，從道德的涵養做起，就能

使美感敏銳化，與人為善即能與人同美。在從事道德教育的陶成時，道德認知及道德實踐要

雙管並行，同時推動。學校要引導學員去探索具有價值的知識和理解的領域，並引導學員從

事道德實踐。目前的新聞媒體、電視節目、電影、電腦網路等等資訊，其中充斥了偏差的價

值與觀點，如果學員接觸了這些不良資訊，就會產生錯誤的認知，因此，要指導學員多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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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闡發人性美的節目，篩選、去除有負面傾向的資訊。學員能串聯各種正確的道德認知

之後，才能作出符合社會標準的各種行為（李鴻生，2011）。

二、特色課程與美感教育

       特色課程的概念是由在地性、草根性及自主性的校本課程發展而來（鄭淵全，2003），

特色課程是指某所學校不同於一般學校所獨有的課程，或為提及某項特色就聯想到某學校所

實施的課程。曾坤輝（2007）提及特色課程是學校依據課程法制層面，未來期待社區特性、

家長期望、學員需要、學校資源條件及教師專長能力等，經由校長課程領導，並透過學校發

展條件分析，即由下而上的凝聚共識，結合全體教職員工和社區資源，審慎規劃全校課程方

案，所自行發展出來的具有學校特色的課程。另外，許多學校也將特色課程作為學校的校本

課程，校本課程發展是以學校社群的教育理念及學員的學習需要為核心，並且以學校社區的

情境及資源為基礎，針對社會的發展與變遷，提供學員有意義的課程。學校在推展校本課程

時，必需考量其現有的人力、物力、經費、設備、社區資源等，檢視學校現有之資源，充分

運用、規劃以彰顯學校特色。因此，校內人員的組織分工、學校氣氛的營造、參與人員之專

業發展、資源的規劃與應用，以及課程的設計規劃等等，皆影響著學校特色推展的成功與否

( 林志成主編，2011)。根據相關學者（吳明清，1997；林志成主編，2011）對特色課程的論

述歸納如下：

  （一）學校發展特色課程必須積極結合社區資源。

  （二）建構更緊密的課程策略聯盟體系。

  （三）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能讓更多的學員受益。

  （四）需要全校師生共同悉心經營。

  （五）必須符合整體課程目標，考量整體性和全面性。

  （六）特色課程具有獨特性、延續性、一致性。

      總之，特色課程必須實現學校願景、凝聚教師共識、考慮校內外因素、以學員實際受益

觀點來衡量。換言之，具備上述內容與過程所發展出來的課程，才可稱之為「特色課程」。

       特色課程包含促進學員學習效能、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提升學校辦學績效、活化社區教

育功能等效益。要建構以學員為主體的特色課程，就美感教育的實踐角度而言，就不能忽略

應從學員「有感生活」的經驗啟動開始。負責教育部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設計、台北市中山女

中蔡紫德老師曾舉例：「為什麼學校的便當看起來都是醜醜的咖啡色？能不能透過重新配置，

讓便當更可口？」美感的應用在生活中無所不在，美感教育不是技術的學習，而是當我們開

始願意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變敏感，便能開啟發現、探索、體驗、嘗試、運用及整合的歷

程。教育部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主持人顏名宏教授也說：「由於每所學校坐落的位置與環

境條件都不同，美感再造的路徑也不會一樣。在漁村，如何能與海的生活有關；在山旁，如

何與山發生關聯，當學校與社區觸動時，各種藝術的發展散發在各種可能性中。」另外，都

市有都市的美，鄉村有自然之美，必須順應著環境的自然而打造，才能創造出不同的美學，

進而延伸出不同啟發美感的教學（邱紹雯，2017）。這皆提供做為以美感教育為題，所要進

行特色課程設計的一個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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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思考與素養導向課程

      設計思考是一個「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方法，透過從人的需求出發，來創造更多的可能

性。本方法的創始者為美國知名設計公司 IDEO 創辦人 — 大衛．凱利（David Kelley），在

擔任史丹佛大學設計學院院長時，把過去從設計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經驗，萃取成一門碩士

學程，建立起「設計思考」的學術地位。他強調要有「創意自信」！在遇到問題時，不要選

擇輕易放棄、抱怨或冷漠以對，而是要思考「我還有沒有什麼其他辦法，可以解決眼前的問

題」，下圖為設計思考 5 步驟和說明：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圖一 設計思考 5步驟和說明

       美感教科書計畫共同發起人陳慕天曾說：「設計思考」就是一個翻轉傳統教育的角色，

讓大家以觀察問題為導向，去整合不同領域的人才，一同解決社會問題。至今，「美感教科

書計畫」已有兩百所國小加入，嘗試將美術館帶入各科課本，讓美感的各種可能性進入孩子

生活之中。當國語課本不再只教國語，數學課本不再只有數學，同時還帶有美感的培養。如

此顛覆傳統教育的方式，就是一種設計思考的延伸，如今台灣的教育，尚停留在傳統的專業

分工思考方式，「設計思考」確實是我們急需培養的能力。而當孩子養成這樣的思考習慣，

整個社會都是學習與研究的對象時，相信這會是受用一輩子的能力！

     「美感」非僅獨善其身，更是在「社會參與」後的同理差異，尊重、悅納多元文化，共

同創造和諧之美。也在社會參與中，將「美感教育」融合生活、生態與生產以促進地方文化

永續發展而活出幸福感。（教育部，2018）將設計思考的步驟，落實於美感教育的課程發展，

就是把生活環境與文化之覺察與行動實踐，落實於領域到跨領域學習歷程，提供學習者更多

探索、實踐美感之時間與空間，就如同先前所言：當國語課本不再只教國語，數學課本不再

只有數學。以培育孩子，在面對未來多元融合、永續發展這世界所需要具備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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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設計與實施，以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之理由，研究參與者、研究課程設計以

及資料蒐集、處理與分析分別說明之。

一、採用質性研究法

       Lichman（2010）指出質性研究是以人類在社會環境中之互動方式為焦點；質性研究者

所注重的是在真實情境當中發生的問題，藉由對談、敘說、資料蒐集等方式對人們的經驗予

以深刻的描述與理解，以達到研究的目的（王文科、王智宏，2017）。基於本研究是以教學

情境為資料來源，透過學習者進行認知性、情意性和技能性等學習方式，以瞭解課程設計與

實施的動態發展歷程，因此透過學習者所撰述的學習單、課室觀察及蒐集作品、歸納與分析

資料，綜合上述，因此選擇質性取向之個案研究方式進行研究。

二、研究參與者

       以新北市某一公立國中七年級，六個班級，學員為研究對象，共計約 132 人，利用每週

一節的視覺藝術課程，每節 45 分鐘，合計八週的時間來進行研究。研究課程進行的協助教

師為該校的視覺藝術正式教師，於該校已任教 17 年。

三、研究課程設計

       研究對象所屬學校，近年來致力於海洋教育校本特色課程的推動，透過校內同仁的努力

其成績斐然，近期於本年度更獲選為教育部國教署 - 海洋教育創新課程與教學研發基地。本

次研究課程為屬校藝術領域，其內容包含：視覺、表演藝術和音樂三個面向。校內領域會議

討論，送至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領域特色課程主要以偶戲創作為主要呈現方式，主因因該

校所在區域內，有非常豐富的人文藝術資源；其中著名的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和亦宛然布袋

戲團，均坐落於此。在文化暨社區資源的應用上，無論是課程的開發、傳統布袋戲前後場的

教學，都受到劇團內師父老師們很多的指導和關照。最後經該領域教師們討論決定，以亦宛

然布袋戲代表劇碼之一 - 大鬧水晶宮，為原始發想主題，進行設計思考融入視覺藝術教學課

程的規劃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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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思考與素養導向課程

      設計思考是一個「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方法，透過從人的需求出發，來創造更多的可能

性。本方法的創始者為美國知名設計公司 IDEO 創辦人 — 大衛．凱利（David Kelley），在

擔任史丹佛大學設計學院院長時，把過去從設計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經驗，萃取成一門碩士

學程，建立起「設計思考」的學術地位。他強調要有「創意自信」！在遇到問題時，不要選

擇輕易放棄、抱怨或冷漠以對，而是要思考「我還有沒有什麼其他辦法，可以解決眼前的問

題」，下圖為設計思考 5 步驟和說明：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圖一 設計思考 5步驟和說明

       美感教科書計畫共同發起人陳慕天曾說：「設計思考」就是一個翻轉傳統教育的角色，

讓大家以觀察問題為導向，去整合不同領域的人才，一同解決社會問題。至今，「美感教科

書計畫」已有兩百所國小加入，嘗試將美術館帶入各科課本，讓美感的各種可能性進入孩子

生活之中。當國語課本不再只教國語，數學課本不再只有數學，同時還帶有美感的培養。如

此顛覆傳統教育的方式，就是一種設計思考的延伸，如今台灣的教育，尚停留在傳統的專業

分工思考方式，「設計思考」確實是我們急需培養的能力。而當孩子養成這樣的思考習慣，

整個社會都是學習與研究的對象時，相信這會是受用一輩子的能力！

     「美感」非僅獨善其身，更是在「社會參與」後的同理差異，尊重、悅納多元文化，共

同創造和諧之美。也在社會參與中，將「美感教育」融合生活、生態與生產以促進地方文化

永續發展而活出幸福感。（教育部，2018）將設計思考的步驟，落實於美感教育的課程發展，

就是把生活環境與文化之覺察與行動實踐，落實於領域到跨領域學習歷程，提供學習者更多

探索、實踐美感之時間與空間，就如同先前所言：當國語課本不再只教國語，數學課本不再

只有數學。以培育孩子，在面對未來多元融合、永續發展這世界所需要具備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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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設計與實施，以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之理由，研究參與者、研究課程設計以

及資料蒐集、處理與分析分別說明之。

一、採用質性研究法

       Lichman（2010）指出質性研究是以人類在社會環境中之互動方式為焦點；質性研究者

所注重的是在真實情境當中發生的問題，藉由對談、敘說、資料蒐集等方式對人們的經驗予

以深刻的描述與理解，以達到研究的目的（王文科、王智宏，2017）。基於本研究是以教學

情境為資料來源，透過學習者進行認知性、情意性和技能性等學習方式，以瞭解課程設計與

實施的動態發展歷程，因此透過學習者所撰述的學習單、課室觀察及蒐集作品、歸納與分析

資料，綜合上述，因此選擇質性取向之個案研究方式進行研究。

二、研究參與者

       以新北市某一公立國中七年級，六個班級，學員為研究對象，共計約 132 人，利用每週

一節的視覺藝術課程，每節 45 分鐘，合計八週的時間來進行研究。研究課程進行的協助教

師為該校的視覺藝術正式教師，於該校已任教 17 年。

三、研究課程設計

       研究對象所屬學校，近年來致力於海洋教育校本特色課程的推動，透過校內同仁的努力

其成績斐然，近期於本年度更獲選為教育部國教署 - 海洋教育創新課程與教學研發基地。本

次研究課程為屬校藝術領域，其內容包含：視覺、表演藝術和音樂三個面向。校內領域會議

討論，送至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領域特色課程主要以偶戲創作為主要呈現方式，主因因該

校所在區域內，有非常豐富的人文藝術資源；其中著名的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和亦宛然布袋

戲團，均坐落於此。在文化暨社區資源的應用上，無論是課程的開發、傳統布袋戲前後場的

教學，都受到劇團內師父老師們很多的指導和關照。最後經該領域教師們討論決定，以亦宛

然布袋戲代表劇碼之一 - 大鬧水晶宮，為原始發想主題，進行設計思考融入視覺藝術教學課

程的規劃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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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的進行主要以設計思考的教學方式以學員為主，教師針對各組的主題和進度以協助

者的身份，提供必要的協助，讓學員學習建構自己的學習路徑，解決路徑建構時，所會面臨

的困難與挑戰。要求學員課後寫下學習心得札記，內容不但作為日後修正的參考依據，也是

可以做為自我學習的見證。課程的進行，由於是藝術領域課程中的視覺藝術，因此，也從課

綱的角度來解析課程的學習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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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表當中，也會看到無論在表現、鑑賞和實踐部份，無論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都會

與本課程欲研究的問題多所關聯。也呼應當初研究方法融入設計思考，對提升學員學習是有

一定得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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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的進行主要以設計思考的教學方式以學員為主，教師針對各組的主題和進度以協助

者的身份，提供必要的協助，讓學員學習建構自己的學習路徑，解決路徑建構時，所會面臨

的困難與挑戰。要求學員課後寫下學習心得札記，內容不但作為日後修正的參考依據，也是

可以做為自我學習的見證。課程的進行，由於是藝術領域課程中的視覺藝術，因此，也從課

綱的角度來解析課程的學習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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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表當中，也會看到無論在表現、鑑賞和實踐部份，無論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都會

與本課程欲研究的問題多所關聯。也呼應當初研究方法融入設計思考，對提升學員學習是有

一定得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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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同理心對定義問題的重要性

     「同理心」的研究已經有近百年的時間，主要在哲學、心理學、社會學、設計學等多個

領域有著諸多的研究。維克多 • 巴巴納克 (Victor Papanek, 1923-1998) 在其《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 為真實的世界而設計 )(Papanek, 1972) 一書中提出設計倫理的重要性，強調設計

師必須對設計出的產品負責，不贊成製造只迎合消費市場但不安全的，不以人為本的產品。

認為設計者應擔負著社會責任，並且對整個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設計師需要

考慮的是人的真實需要、人道主義、社會公平以及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的關係。設計思考並

不是只有經驗老道的專業設計人員才會擁有。相反的，設計思考指的是在一些創新設計方

面，必要的社會特質：例如同理心、整合思維、樂觀主義、實驗主義與合作。( 顏志翔譯，

2016)。研究者發現，研究對象在進行「定義問題」階段，同理心的多寡，的確會影響學員

確定問題的時間。

      我的父親的工作，是在船上捕魚，就是一名討海人，每次出門就是十天半個月。每次回

來她總是說越來越抓不到魚，說完話後就時常眉頭深鎖，一個人抽菸再想事情，我和弟弟都

不敢去煩他。爸爸好辛苦喔！在臺灣真的會越來越抓不到魚嗎？（s70105/20201006）

        夏天，我最喜歡到海邊游泳和參加水上活動，無論是風帆或是站立式划槳，我都有接觸，

水上活動是我認為最可以代表海洋教育的特色之一。在三芝潛水灣的海邊，也可以經常看到

有沙灘車、水上摩托車的表演，觀眾對於車手精采的表現都拍手叫好。（s70512/20201007）

       淨灘，我參加過世界地球日的系列活動之一。那天，我們全家人到白沙灣，手戴麻布手

套，右手拿著鉗子，左手拿著環保袋，弟弟和我一組，還記錄撿拾的垃圾，進行登記、分類。

隨然只有短短半天，但大家撿回的垃圾是多到嚇死人，地球只有一個，我們要好好愛護！

（s70325/20201005）

       學員多半透過自身的經驗，開始進行同理，設計思考的關鍵在於實地的觀察並且親身的

實踐，通過「同理心」來識別機會。再來定義問題上，有了同理心。掌握事件的本質後，加

上了解這些事對使用者的重要性為何？逐步釐清想法後，就可進入到發想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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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 攝      圖二 學員運用行動載具廣泛的進行資料探勘、收集

二、擴散及聚歛性思考對於創意實踐的影響

      在觀察學員進行發想階段時，常常利用資料進行擴散性思考 (divergent thinking)，根據既

有的訊息生產大量、多樣化的訊息。因為進行擴散性思考時，大腦可恣意揮灑，搜尋所有的

可能答案，在沒有固定結論的情況下。不受目標的束縛，擁有足夠的「自由」，可以進行多

方位的思考，顛覆已有的解決之道，尋找更佳突破、創新的思考方向。但也看到學員在擴散

性思考後，再使用聚斂性思考 (convergent thinking) 模式來進行發想資料或訊息的整理，因為

聚歛性思考時個人能用已有的經驗把事實統合具邏輯、和諧性的順序當中，進行有條理又有

組織的思考。再兩種思考交匯激盪下，產生的想法將找出越契合未來原型設計的要素。

      我們這組要呈現的主題與海洋環保有關，在造型上我將蝦兵的大夾子（螯）的部分設
計成吸頭的造型，可以更有效率的清除海洋垃圾，到時候登場一定可以吸引大家的目光。
（s70422/20201105）

      龜丞相的龜殼，像是一個背包，我將它的造型和功能結合，在劇中他是一個能容下
萬物的乾坤百寶袋。孫悟空的兵器都可以放在裡面，隨手一拿就琳瑯滿目，應有盡有。
（s702502/20201103）

      龍王的龍袍，我想改成是西裝，作一個有現代感的龍王，穿西裝的感覺可能給人不
夠貴氣的感覺，但是卻可凸顯專業性。在劇中有需要說明時，由他擔任，更具說服性。
（s70420/20201103）

      孫悟空是我們這組的靈魂人物，我要給他一個帥氣的造型，像韓星一樣。具有高顏值，
又有通天的本領，是一個談判高手，拿著平板電腦，和龍王來談判……。（s70123/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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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同理心對定義問題的重要性

     「同理心」的研究已經有近百年的時間，主要在哲學、心理學、社會學、設計學等多個

領域有著諸多的研究。維克多 • 巴巴納克 (Victor Papanek, 1923-1998) 在其《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 為真實的世界而設計 )(Papanek, 1972) 一書中提出設計倫理的重要性，強調設計

師必須對設計出的產品負責，不贊成製造只迎合消費市場但不安全的，不以人為本的產品。

認為設計者應擔負著社會責任，並且對整個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設計師需要

考慮的是人的真實需要、人道主義、社會公平以及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的關係。設計思考並

不是只有經驗老道的專業設計人員才會擁有。相反的，設計思考指的是在一些創新設計方

面，必要的社會特質：例如同理心、整合思維、樂觀主義、實驗主義與合作。( 顏志翔譯，

2016)。研究者發現，研究對象在進行「定義問題」階段，同理心的多寡，的確會影響學員

確定問題的時間。

      我的父親的工作，是在船上捕魚，就是一名討海人，每次出門就是十天半個月。每次回

來她總是說越來越抓不到魚，說完話後就時常眉頭深鎖，一個人抽菸再想事情，我和弟弟都

不敢去煩他。爸爸好辛苦喔！在臺灣真的會越來越抓不到魚嗎？（s70105/20201006）

        夏天，我最喜歡到海邊游泳和參加水上活動，無論是風帆或是站立式划槳，我都有接觸，

水上活動是我認為最可以代表海洋教育的特色之一。在三芝潛水灣的海邊，也可以經常看到

有沙灘車、水上摩托車的表演，觀眾對於車手精采的表現都拍手叫好。（s70512/20201007）

       淨灘，我參加過世界地球日的系列活動之一。那天，我們全家人到白沙灣，手戴麻布手

套，右手拿著鉗子，左手拿著環保袋，弟弟和我一組，還記錄撿拾的垃圾，進行登記、分類。

隨然只有短短半天，但大家撿回的垃圾是多到嚇死人，地球只有一個，我們要好好愛護！

（s70325/20201005）

       學員多半透過自身的經驗，開始進行同理，設計思考的關鍵在於實地的觀察並且親身的

實踐，通過「同理心」來識別機會。再來定義問題上，有了同理心。掌握事件的本質後，加

上了解這些事對使用者的重要性為何？逐步釐清想法後，就可進入到發想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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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 攝      圖二 學員運用行動載具廣泛的進行資料探勘、收集

二、擴散及聚歛性思考對於創意實踐的影響

      在觀察學員進行發想階段時，常常利用資料進行擴散性思考 (divergent thinking)，根據既

有的訊息生產大量、多樣化的訊息。因為進行擴散性思考時，大腦可恣意揮灑，搜尋所有的

可能答案，在沒有固定結論的情況下。不受目標的束縛，擁有足夠的「自由」，可以進行多

方位的思考，顛覆已有的解決之道，尋找更佳突破、創新的思考方向。但也看到學員在擴散

性思考後，再使用聚斂性思考 (convergent thinking) 模式來進行發想資料或訊息的整理，因為

聚歛性思考時個人能用已有的經驗把事實統合具邏輯、和諧性的順序當中，進行有條理又有

組織的思考。再兩種思考交匯激盪下，產生的想法將找出越契合未來原型設計的要素。

      我們這組要呈現的主題與海洋環保有關，在造型上我將蝦兵的大夾子（螯）的部分設
計成吸頭的造型，可以更有效率的清除海洋垃圾，到時候登場一定可以吸引大家的目光。
（s70422/20201105）

      龜丞相的龜殼，像是一個背包，我將它的造型和功能結合，在劇中他是一個能容下
萬物的乾坤百寶袋。孫悟空的兵器都可以放在裡面，隨手一拿就琳瑯滿目，應有盡有。
（s702502/20201103）

      龍王的龍袍，我想改成是西裝，作一個有現代感的龍王，穿西裝的感覺可能給人不
夠貴氣的感覺，但是卻可凸顯專業性。在劇中有需要說明時，由他擔任，更具說服性。
（s70420/20201103）

      孫悟空是我們這組的靈魂人物，我要給他一個帥氣的造型，像韓星一樣。具有高顏值，
又有通天的本領，是一個談判高手，拿著平板電腦，和龍王來談判……。（s70123/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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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從所收集來的資料，歷經擴散及聚歛性思考後，回到戲偶創作上，紛紛設計出劇中

別具特色的角色，過程中研究者也觀察學員在角色設定上，是否會考量美感元素的應用。從

閱讀學員的學習心得札記當中，得到肯定的答案：再既有的角色造型上，學員會先讓創意的

發想有跡可循，接著再去蕪存菁後，表現在原型製作上。

資料來源：研究者 攝         圖三 學員手拿自製的戲偶向亦宛然師父學習操偶

三、美感素養決定原型的完整度

        在整個課程，結合該校校本課程和在地文化資源 -傳統布袋戲，當中亦宛然劇團的師父，

親自到校，分享傳統劇偶之美，無論是雕刻精緻的偶頭，或是佈滿刺繡的偶衣。都吸引學員

的目光，學員經由近距離的觀察，也將戲偶當中美的元素提取出來，轉化並運用在戲偶的

造型裡。美感教育不會僅僅是一種藝術教育 (art education) ，美感教育的理念是朝向著重藝

術之美感的本質，以及培養學員之美感的感受性的（sensitivity)、察覺力 (awareness) 、素養

(Iiteracy) ，更重要的是美感教育需要以一種特別的認知模式來被教導。將設計思考導入教學

方式的應用，兼重形式、內容與脈絡分析，期待美感教育可積極影響學員們的心靈與認知方

式，使得美感認知與藝術認知都成為學員可具備的能力，這即是一種增能的美感教育。

       第一次近距離看這些戲偶，跟在台下觀看，感覺差很多，師父還讓我們拿這些戲偶來練
習操偶的基本動作，很新鮮也很害怕，怕一不小心弄壞。師父說有些偶頭已經用了十幾年，
除了因為演出所造成需要補漆的傷損外，其它地方都沒壞過。這偶頭的材質還真堅硬耐用。
（s70425/20201102）

      偶衣上面的刺繡很漂亮，利用色線的安排，不僅只是圖形的呈現，甚至還會有立體感的
表現。也考量到角色的設定，文官武將各有巧妙。我的角色是孫悟空，也會參考師父帶來的
武官戲偶。讓悟空穿上盔甲，帥氣登場。（s70507/20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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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師父所帶來的戲偶，忽然想起將「西方人魚」的角色融入戲劇表演中。他是龍宮
內最具喜感的大臣。但他並不笨，懂很多海洋知識，所以它可以協助龍王和悟空一同解決因
汙染所引起的環境問題。（s70310/20201112）

      藝術教育的功能與目的植基於藝術的內在價值，也就是以情感陶冶及品德培育為鵠的。
美感是藝術教育的主要精神所在，德國哲人 Schiller 認為美感是各種藝術所共有的基礎 ( 引
自 W.D.Bowman)，增進藝術涵養不是只靠音樂、美術等藝術課程的學習，而是要打破以往
之藩籬，要擴大其範圍至日常生活之中，以增加學員體會美感經驗的機會。例如：校園綠美
化、校舍規劃、有關感性的藝術活動設計、舉辦、欣賞，皆可增加學員美感印象，也都可能
是學習者進行創作時重要的背景經驗。

資料來源：研究者攝                圖四 各式別具特色的戲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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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從所收集來的資料，歷經擴散及聚歛性思考後，回到戲偶創作上，紛紛設計出劇中

別具特色的角色，過程中研究者也觀察學員在角色設定上，是否會考量美感元素的應用。從

閱讀學員的學習心得札記當中，得到肯定的答案：再既有的角色造型上，學員會先讓創意的

發想有跡可循，接著再去蕪存菁後，表現在原型製作上。

資料來源：研究者 攝         圖三 學員手拿自製的戲偶向亦宛然師父學習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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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美感如同創意，背後仍有道理可循。教育部「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主持

人曾成德教授說：落實在教學活動中，色彩、比例、質感、結構與構成等元素，無一不影響

美，藉由美學原理做為觀察、分析、認識美的工具，再透過不斷探索、發現、應用與練習中，

將帶給我們視覺感受上的舒適愉悅，進而創造屬於自己能詮釋的美。本次研究透過設計思考

所進行的課程設計，我們也看到美感教育必須是需要跨領域、做中學的教育。唯有學員在經

歷一次次擴散、聚歛性思考，加上動手所做出的作品。其完成度都很高，藉由操偶練習到最

後登台演出中發現，戲偶有需要反覆或大幅修正的情形幾乎沒有發生。這證明當孩子們在學

習美感的過程中，同時也是在訓練他們解決問題、思考問題的能力。讓他們面對問題，藉由

自己動手做、動腦去想，從做中學習，是極其重要的一種學習徑路。

      美感教育不僅是一種「感性的」希望工程，也是一種「理性的」知識工程，是一種看的

見的智慧。希望藉由此法則的實施能涵養中學員美的感受力、想像力、創造力、與實踐力，

並使學員能自發性地在生活各處體驗與認知視覺藝術所具有的美感，企盼學員經由此種兼重

形式、內容與脈絡之增能美感教育的課程，能強化其美感基本素養的核心能力，並促進身心

的健全發展，進而提昇自我生活心靈之美與開啟優質的未來力。

    李鴻生（2011）。落實美感教育之探詢，耕莘學報，（9），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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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anek, V. (1972). 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 Human Ecology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Thames & Hu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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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北區域新式地景形構：
郵戳、繪葉書中視覺符號之現代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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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治時期政府透過現代化制度的推展，臺灣脫離傳統，逐漸轉變為具有「現代化」意義

的文明社會。臺北市在「市區改正」等都市計畫推動下，西式建築、公園、博物館、水源地、

百貨公司等公共設施隨之湧現，構築成全新的地理樣貌。這樣新穎的都市景觀吸引許多日本

官員、教師與畫家負笈來臺觀覽，在日本旅遊傳統體系，旅人慣於在如車站等觀光景點，購

買「繪葉書」並蓋具紀念性質之「郵戳」，郵寄回鄉與家人分享旅遊的所見所聞，臺人也漸

漸潛移默化。「繪葉書」與「郵戳」內容的取材，多以統治建設成果為大宗；再者，政府為

了達到宣傳臺灣之目的，曾邀請多位美術名家進行「繪葉書」與「郵戳」繪製與設計，如

石川欽一郎（1871-1945）、小林松僲（1877-1946）、吉田初三郎（1884-1955）、鹽月桃甫

（1886-1954）與鄉原古統（1887-1965）等藝壇前輩，作品多也取材「臺灣新八景」、現代

化建設等地理風貌，成為記錄殖民地文化的方式之一。

      故本文透過上述脈絡，以繪葉書、郵戳、名所繪等視覺文化為研究材料，運用符號學

（semiotics）之理論，如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Rolasnd Barhes,1915-1980）學說中符號具

（signifier）與符號義（signified）的關係後延伸符號（sign）更深層之概念，探討地景圖像

中的符號性，以及藝術家如何賦予臺北新式地景其特殊的符號性意涵。同時，搭配文化研究

相關理論，如西班牙社會學家慢威・科斯特（Manuel Castells,1942-?）流動空間          的概念

檢視公共性下媒體宣傳之效能。最終，分析作品圖像中的現代化建設之意義，從中梳理日治

時期臺北的現代生活，重新檢視日治時期臺灣美術發展的現代性意義與問題。

關鍵字：臺灣美術史、繪葉書、郵戳、新地景、新臺灣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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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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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欽一郎（1871-1945）、小林松僲（1877-1946）、吉田初三郎（1884-1955）、鹽月桃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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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otics）之理論，如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Rolasnd Barhes,1915-1980）學說中符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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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理論，如西班牙社會學家慢威・科斯特（Manuel Castells,1942-?）流動空間          的概念

檢視公共性下媒體宣傳之效能。最終，分析作品圖像中的現代化建設之意義，從中梳理日治

時期臺北的現代生活，重新檢視日治時期臺灣美術發展的現代性意義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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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1929 年 8 月 19 日，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長井手薰（1879-1944）於廣播節目中發表

了一篇演說，主題為《臺北の都市美》並以「我覺得臺北是一個好地方」作為開場白， 爾
後演說內容被報刊、雜誌多次轉載，經由媒體廣泛地傳播，臺北在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人民的

視角中，儼然成為一座現代化空間的典型都市圖像。

       現代化的開端，建構於地景的改變，從 1905 年的「臺北市區改正」開始，臺北從都市

軸線安排、道路機能分級、公園規劃、都市景觀考量及空間規劃主從關係等等均受到技術性

的規劃，1936 年臺北區域都市空間結構逐漸成形，隨著地域性的不同，也發展出不同的機

能，例如：榮町、淡水與圓山等等，隨之則是從生活機能差異分劃出的政治、休閒與信仰等

不同場域。 臺北都市地景也發生大規模地革新，西式建築、公園、鐵道、水源地、行道樹、

郵局等設施構築而成新的地景，展現了更多元的生活樣貌。

      這樣的風景吸引許多日本官員、教師、畫家負笈來臺旅遊、居住，留下諸多創作，構成

一幅幅復合的視覺意象，此外，臺灣總督府也因政治宣傳的需要，藉由刊物、博覽會等傳播，

發行諸多繪葉書 及郵戳，內容多為臺灣的特色物與新式建設成果，挾帶著濃厚的異域意象，

官方也利用其傳遞訊息、流通便利、傳播宣傳的特性，而大量印製，其中美術名家繪製畫作

所印製的繪葉書更是受到重視，是具有殖民治理的宣傳，並用以宣揚建設成果以及都會生活

的媒介等，成為觀覽臺北重要指引。

      本文在此探討藝術家如何透過創作（郵戳、繪葉書）轉換臺北區域新式地景，並檢視創

作者如何在地景標誌化過程中達到官方宣傳之效能。其次，分析作品圖像中的現代化建設之

意義，從中梳理日治時期臺北的現代生活，重新檢視日治時期臺灣美術發展的現代性意義與

問題。

1    《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1 月，頁 96-98，參考黃建均，《臺灣日據時期建築家井手薰之研究》，臺南：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2      江寶釵，〈論臺北城的殖民現代性－以市區改正與新興建築為觀察核心〉，《文興哲》第20期，2014年6月，

        頁 21-23。

3       繪葉書（エハガキ）是日本的風景明信片。「日本人在各地旅遊時，習慣在郵局、火車站、博物館或名

        勝景點買繪葉書蓋記念戳，郵寄回鄉，與家人分享到此一遊所見及報平安，在殖民時期還有宣揚國威的意

        味。」參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辭條「日治時期繪葉書」，http：//cdm.lib.ntu.edu.tw/

         cdm/landingpage/collection/card，2021/03/16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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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地景屬性之差異

       17 世紀的日本，最早可追溯到《日本國事跡考》一書，此書，逐漸讓大眾提高了對於名

勝古蹟的關心，乃至江戶時代後期，各地開始仿效中國的「瀟湘八景」舉行「八景」的票選，

此活動提高了人們對於美麗風景的關注，也讓風景畫在浮世繪中成為重要的主題。 「名所

圖繪」早期以人物描繪為主，直到葛飾北齋（1760-1849）「富嶽三十六景」系列與 1883 年

安藤廣重（1797-1858）描繪驛站風景的《東海道五十三次之內》相繼發表後，重心才轉為

風景的描繪。 
  名所（meisho）在日本指稱地方性的名勝，這些風景名勝早期多為文人所發掘，代代相傳

使得，分佈逐漸侷限於開發較早之處，慢慢地也成為交通來往的樞紐，因此在傳統上名勝的

位置與周遭文化圈密不可分。 名所繪以自然景觀結合常民生活描繪，用一種裝飾性的美感

紀錄了當時的社會環境，也適合作為一種異地導覽的視覺圖像，恰恰滿足人們對於臺北的想

像。

        小林松僲（1877-1946）與鄉原古統（1892-1965）分別在 1907 年與 1920 年代旅居臺灣，

都曾以此種形式紀錄臺北風貌，筆者將比較在兩人在不同時間軸中對於風景與現代化建設之

不同關注點。

       小林松僲曾於 1906 年短暫停留臺灣一年， 並創作《臺北風景六題》的淡彩作品，分別

紀錄臺灣神社、總督府官邸、龍山寺、淡水川、古巢村落與文武廟等地景，整體以淡墨為基

調，在樹叢、建築物等陰影處佐以濃墨勾勒。列舉〈神苑曙光－臺灣神社〉（圖 1）描繪紀

念在臺染疾過世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於 1901 年所建造的神祇，以淡墨勾勒出一種質樸感、

〈高廈明月－總督府官邸〉（圖 2）（今臺北賓館）作者將官邸放背景在月色下呈現柔和美

感與〈寺院暮色－龍山寺〉（圖 3）此作以龍山寺為背景，畫面焦點則是廟前廣場之老人，

小林用寫意的描寫紀錄臺北在進入現代化之前樣貌，藉由心境之投射，描繪信仰與權力之間

象徵。

4     富田昭次著，廖怡錚譯，《觀光時代 — 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臺北：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頁 116-120。

5     蕭怡珊，〈異域風土的觀察 — 日治時期日籍畫家臺灣名所繪〉，《臺灣美術》94 期，2013 年，頁 42。

6     宋南萱，《臺灣八景從清代到日據時期的轉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頁 29。

7     小林松僲，〈花不見日記〉，《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3 月 6 日，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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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1929 年 8 月 19 日，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長井手薰（1879-1944）於廣播節目中發表

了一篇演說，主題為《臺北の都市美》並以「我覺得臺北是一個好地方」作為開場白， 爾
後演說內容被報刊、雜誌多次轉載，經由媒體廣泛地傳播，臺北在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人民的

視角中，儼然成為一座現代化空間的典型都市圖像。

       現代化的開端，建構於地景的改變，從 1905 年的「臺北市區改正」開始，臺北從都市

軸線安排、道路機能分級、公園規劃、都市景觀考量及空間規劃主從關係等等均受到技術性

的規劃，1936 年臺北區域都市空間結構逐漸成形，隨著地域性的不同，也發展出不同的機

能，例如：榮町、淡水與圓山等等，隨之則是從生活機能差異分劃出的政治、休閒與信仰等

不同場域。 臺北都市地景也發生大規模地革新，西式建築、公園、鐵道、水源地、行道樹、

郵局等設施構築而成新的地景，展現了更多元的生活樣貌。

      這樣的風景吸引許多日本官員、教師、畫家負笈來臺旅遊、居住，留下諸多創作，構成

一幅幅復合的視覺意象，此外，臺灣總督府也因政治宣傳的需要，藉由刊物、博覽會等傳播，

發行諸多繪葉書 及郵戳，內容多為臺灣的特色物與新式建設成果，挾帶著濃厚的異域意象，

官方也利用其傳遞訊息、流通便利、傳播宣傳的特性，而大量印製，其中美術名家繪製畫作

所印製的繪葉書更是受到重視，是具有殖民治理的宣傳，並用以宣揚建設成果以及都會生活

的媒介等，成為觀覽臺北重要指引。

      本文在此探討藝術家如何透過創作（郵戳、繪葉書）轉換臺北區域新式地景，並檢視創

作者如何在地景標誌化過程中達到官方宣傳之效能。其次，分析作品圖像中的現代化建設之

意義，從中梳理日治時期臺北的現代生活，重新檢視日治時期臺灣美術發展的現代性意義與

問題。

1    《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1 月，頁 96-98，參考黃建均，《臺灣日據時期建築家井手薰之研究》，臺南：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2      江寶釵，〈論臺北城的殖民現代性－以市區改正與新興建築為觀察核心〉，《文興哲》第20期，2014年6月，

        頁 21-23。

3       繪葉書（エハガキ）是日本的風景明信片。「日本人在各地旅遊時，習慣在郵局、火車站、博物館或名

        勝景點買繪葉書蓋記念戳，郵寄回鄉，與家人分享到此一遊所見及報平安，在殖民時期還有宣揚國威的意

        味。」參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辭條「日治時期繪葉書」，http：//cdm.li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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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松僲曾於 1906 年短暫停留臺灣一年， 並創作《臺北風景六題》的淡彩作品，分別

紀錄臺灣神社、總督府官邸、龍山寺、淡水川、古巢村落與文武廟等地景，整體以淡墨為基

調，在樹叢、建築物等陰影處佐以濃墨勾勒。列舉〈神苑曙光－臺灣神社〉（圖 1）描繪紀

念在臺染疾過世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於 1901 年所建造的神祇，以淡墨勾勒出一種質樸感、

〈高廈明月－總督府官邸〉（圖 2）（今臺北賓館）作者將官邸放背景在月色下呈現柔和美

感與〈寺院暮色－龍山寺〉（圖 3）此作以龍山寺為背景，畫面焦點則是廟前廣場之老人，

小林用寫意的描寫紀錄臺北在進入現代化之前樣貌，藉由心境之投射，描繪信仰與權力之間

象徵。

4     富田昭次著，廖怡錚譯，《觀光時代 — 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臺北：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頁 116-120。

5     蕭怡珊，〈異域風土的觀察 — 日治時期日籍畫家臺灣名所繪〉，《臺灣美術》94 期，2013 年，頁 42。

6     宋南萱，《臺灣八景從清代到日據時期的轉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頁 29。

7     小林松僲，〈花不見日記〉，《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3 月 6 日，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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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小林松僲，〈神苑曙光－臺灣神

社〉，1907 年

彩墨，尺寸不詳，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典藏。

圖 3，小林松僲，〈寺院暮色－龍山寺〉，

1907 年

彩墨，尺寸不詳，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典藏。

圖 2，小林松僲，〈高廈明月－總督府官

邸〉，1907年
彩墨，尺寸不詳，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典藏。

      1920 年代以降，臺北現代化建設逐漸成形，從古統《臺北名所圖繪十二景》作品中，與

前者相比，表現文明之景象。作者以濃厚的日式風情，以十二張圖像紀錄總督府、新公園、

大稻埕鐵橋、龍山寺、水源地、植物園、新店溪、北投、淡水與榮町通等地，呈現 1920 年

代臺北著名地景與現代化生活的樣貌。 鄉原古統曾任「臺灣美術展覽會」審查委員，塑造

了臺展型的東洋畫（意思與西洋畫相對，涵蓋南畫、水墨畫、日本畫等美術作品），組織「日

本繪畫協會」及「栴檀社」，重視寫生，以引導者的角色致力於臺灣近代美術的推展。 謝
世英指出 :
      從殖民主義來看，文明、現代化是帝國主義正當化的理由，包裝其剝削與掠奪的動機與

目的；作為『臺灣現代化推手』的後籐新平（1857-1929），就其個人生涯及臺灣殖民地的

經營，更能看出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上的動機與殖民者多優越感。  
       建築物恰恰是反應政府經營成效的最顯著成果，環繞著殖民、帝國、文明等交錯的議題，

故，下文將探討現代化建物與畫家關注之議題。

     〈總督府〉（圖 4），此作描繪日治時期的行政中心（現為總統府），建築技師森山松之

助（1869-1949）經過七年的施工，於 1919 年竣工，由廊柱、山牆、拱廊及圓拱窗等組成，

稱為辰野風格， 為當時最高地標，站在塔樓上可以將整個臺北城盡收眼底。建築的背後象

徵統治權威與成果的展現，扮演政治中樞的重要角色。本作以夜景呈現，沒有刻意強調建築

本體的雄偉，而是著墨在現代化氛圍的模樣，從畫面交通工具發出的光與廣場的路燈，看出

電燈的普及，前景的人力車、汽車、自行車也都為夜色增添熱鬧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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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 新公

園〉，1920 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圖 6，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龍山

寺〉，1920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新公園〉（圖 5）為臺灣第一個承襲歐洲風格的近代城市公園，散步的人群為一種休

閒象徵，背景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是第一個為展示收藏所建造，大致分為自然史、工藝產業

和歷史文物三個範疇，成為基礎的館藏。館外傳遞著歐風文明的形象，內部展品則說明殖民

者對於臺灣的政績。〈龍山寺〉（圖 6）畫面中善男信女、街頭小販麇集，呈現臺灣人以廟

埕為公共活動空間的文化屬性，藉由作者真實的描繪，深刻記錄當時庶民熱鬧非凡生活的片

刻，比較小林作品，在十餘年間同樣的空間有很大的差異。〈植物園〉（圖 7）原本是為了

調查臺灣樹木。園內處處可見花園和菜圃，廣闊面積種滿各式植被，園區內有許多熱帶性植

物，富有南國風情、暑氣的意象， 與殖民背景相關。

圖 7，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 植物

園〉，1920 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圖 4，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總督

府〉，1920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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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小林松僲，〈神苑曙光－臺灣神

社〉，1907 年

彩墨，尺寸不詳，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典藏。

圖 3，小林松僲，〈寺院暮色－龍山寺〉，

1907 年

彩墨，尺寸不詳，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典藏。

圖 2，小林松僲，〈高廈明月－總督府官

邸〉，1907年
彩墨，尺寸不詳，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典藏。

      1920 年代以降，臺北現代化建設逐漸成形，從古統《臺北名所圖繪十二景》作品中，與

前者相比，表現文明之景象。作者以濃厚的日式風情，以十二張圖像紀錄總督府、新公園、

大稻埕鐵橋、龍山寺、水源地、植物園、新店溪、北投、淡水與榮町通等地，呈現 1920 年

代臺北著名地景與現代化生活的樣貌。 鄉原古統曾任「臺灣美術展覽會」審查委員，塑造

了臺展型的東洋畫（意思與西洋畫相對，涵蓋南畫、水墨畫、日本畫等美術作品），組織「日

本繪畫協會」及「栴檀社」，重視寫生，以引導者的角色致力於臺灣近代美術的推展。 謝
世英指出 :
      從殖民主義來看，文明、現代化是帝國主義正當化的理由，包裝其剝削與掠奪的動機與

目的；作為『臺灣現代化推手』的後籐新平（1857-1929），就其個人生涯及臺灣殖民地的

經營，更能看出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上的動機與殖民者多優越感。  
       建築物恰恰是反應政府經營成效的最顯著成果，環繞著殖民、帝國、文明等交錯的議題，

故，下文將探討現代化建物與畫家關注之議題。

     〈總督府〉（圖 4），此作描繪日治時期的行政中心（現為總統府），建築技師森山松之

助（1869-1949）經過七年的施工，於 1919 年竣工，由廊柱、山牆、拱廊及圓拱窗等組成，

稱為辰野風格， 為當時最高地標，站在塔樓上可以將整個臺北城盡收眼底。建築的背後象

徵統治權威與成果的展現，扮演政治中樞的重要角色。本作以夜景呈現，沒有刻意強調建築

本體的雄偉，而是著墨在現代化氛圍的模樣，從畫面交通工具發出的光與廣場的路燈，看出

電燈的普及，前景的人力車、汽車、自行車也都為夜色增添熱鬧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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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 新公

園〉，1920 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圖 6，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龍山

寺〉，1920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新公園〉（圖 5）為臺灣第一個承襲歐洲風格的近代城市公園，散步的人群為一種休

閒象徵，背景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是第一個為展示收藏所建造，大致分為自然史、工藝產業

和歷史文物三個範疇，成為基礎的館藏。館外傳遞著歐風文明的形象，內部展品則說明殖民

者對於臺灣的政績。〈龍山寺〉（圖 6）畫面中善男信女、街頭小販麇集，呈現臺灣人以廟

埕為公共活動空間的文化屬性，藉由作者真實的描繪，深刻記錄當時庶民熱鬧非凡生活的片

刻，比較小林作品，在十餘年間同樣的空間有很大的差異。〈植物園〉（圖 7）原本是為了

調查臺灣樹木。園內處處可見花園和菜圃，廣闊面積種滿各式植被，園區內有許多熱帶性植

物，富有南國風情、暑氣的意象， 與殖民背景相關。

圖 7，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 植物

園〉，1920 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圖 4，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總督

府〉，1920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 64 -

      〈榮町通〉（圖 8）為舊文武街， 日本明治維新後，向殖民地臺灣輸出現代化的先進文

明，此股西化改革涵蓋範圍無所包含，體現於思想、文化等生活各層面之上，而建築物更是

西化最具象的表現載體。此種歐式建築意象更是文明開化的象徵，展現日本國力與收服臺灣

人心的手段，因次在廣大的城區內的建設皆以西洋風格為基調，此時臺北城已從傳統的漢人

建築，發展為櫛比鱗次的西洋風格街屋，具很大的宣示作用，影響臺灣其他城市的街道風貌，

挺直的電線桿，也與現代生活相關。

圖 8，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榮通

町〉，1920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兩位藝術家在不同時間點描繪之臺北名勝風光，但取材上筆者認為仍然受到官媒下的宣

傳所引導，如特意描繪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臺灣神社等，可視為權力者之延伸，更

反映出土地是地景的載體，也是國家主權與財富之所在，其管理尤為現代化國家所不可或缺

之行動。從 1920 年之後地景圖像的描繪，筆者認為畫家受常民生活與休閒制度影響，在創

作時發生重大改變，如：新公園、植物園中皆有群眾休閒景象，而現代化完善後地景屬性也

更為多元（表 1），隨著現代化制度之推展，藝術家藉作品與繪葉書之流通，展示臺北現代

文明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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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媒體下的地景之形塑

     1927 年 5 月《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簡稱《臺日報》）仿造日本內地由《東京日新聞》

與《大阪每日新聞》舉辦的日本新八景 票選活動，在臺舉辦「臺灣新八景」的活動，活動

一出來立即受到廣大迴響，各州知事紛紛表示支持，臺北知事吉岡荒造（1878- 卒年不詳）

表示：「站在日本內地人的角度來看，臺灣或許可玩的地方沒有日本多，待起來的地方也比

較枯燥乏味。但是《臺日報》這樣的臺灣八景募集活動，足以慰安精神，並達到宣傳本島的

目的。」 依照《臺日報》1927年 6月 5日公告投票辦法，每人用官製明信片投寄到指定票所，

得票前二十名者，成為臺灣八景候補地，再由審查會決定名單。

     此外，這次的票選時間從同年 6 月 10 日至 7 月 10 日截止，雖然投票時間不長，也有人

提出八景的選址，不應僅有風景考量，還要有實用目的，但可以肯定這是臺灣民眾首次大規

模的投票活動。看似由臺灣人「全民化」票選，在複審階段只佔百分之三十的比重，百分之

七十的決定權，交由日本官員、畫家、文人組成的審查委員會決定， 八景審查委員會都由

日本正要擔任，石川欽一郎（1871-1945）以專業風景畫家而名列第一位，文教局長石黑英

彥（1884-1945）其次，其餘則有陸軍中將、海軍大佐、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長、工業部長、

交通總長、鐵道部長等。

      此活動目的是為了推廣臺灣之美，為了探詢出臺灣之特色。政府呼籲民眾票選出能表徵

臺灣的風景，民眾反應熱烈，報社也報導日本從 4-5 月主辦的日本新八景的消息，顯示向日

本看齊之意。票選過程中，地方仕紳於報紙發表討論選拔之意義，報社每天公布投票結果，

經考量地區分配及景觀特色，最後選出八景和十二勝指定地。官方考慮八景的標準，除了具

特色與史蹟價值，更考慮將來開發成國家公園等公眾遊樂場的可能性，與全島的地理分佈平

均性。 因此，票數前八名的地點，就未必是八景的正選，而票選第八名的臺灣神社（今圓

山大飯店），則和新高山（玉山）同被列為「別格」（特殊地位），並受到神域、靈峰的封號。

以上的運作考量，不外是臺灣作為日本內地延伸的殖民地意義，所謂由臺灣人民票選的活

動，最後卻由日本政治協商決定。 此次八景的描述方式與清代臺灣八景相似，但八景的地

點與清代不同，這些地點已不再局限於臺南地區、而是分佈於臺灣各地，可見當時臺灣已由

南部逐漸向北、向東開發。 回顧此次活動，讓民眾藉由《臺日報》的報導和媒體宣傳，暸

解各地的景點。這項活動重要的是票選過程，更讓社會逐漸形成旅遊風氣。儘管在日治時期

能夠參與旅遊的民眾，大部分是日人或中產階級，大多底層居民依然為生活而苦，無法參與

觀光，但相較於清領時期，僅官員少數得宦遊，已經是相當大的進步。臺灣新八景的票選活

8    蕭怡珊，《南島・繁華・勝景 — 鄉原古統《麗島名華鑑》與《臺北名所圖繪十二景》研究，臺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頁 116-118。

9    賴明珠，〈日據時代臺灣東洋畫的啟蒙師 — 鄉原古統〉，《現代美術》，卷 56，1994 年，頁 56-65。

10  謝世英，〈由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十二景〉看日治臺北現代化生活〉，《歷史文物》，1 卷 197 期，

       2019 年，頁 72。

11  凌宗魁，〈「辰野式」的源流與影響 — 臺灣近代建築中紅白橫條帶飾風格的世界譜系〉，《建築學報》第

      85 期，2013 年，頁 57-75。

12  顏娟英，《風景心境 — 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臺北：雄獅出版社，2001 年，頁 60。

13 〈大倉本店の勉強〉，《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1 月 30 日，夕刊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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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町通〉（圖 8）為舊文武街， 日本明治維新後，向殖民地臺灣輸出現代化的先進文

明，此股西化改革涵蓋範圍無所包含，體現於思想、文化等生活各層面之上，而建築物更是

西化最具象的表現載體。此種歐式建築意象更是文明開化的象徵，展現日本國力與收服臺灣

人心的手段，因次在廣大的城區內的建設皆以西洋風格為基調，此時臺北城已從傳統的漢人

建築，發展為櫛比鱗次的西洋風格街屋，具很大的宣示作用，影響臺灣其他城市的街道風貌，

挺直的電線桿，也與現代生活相關。

圖 8，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榮通

町〉，1920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兩位藝術家在不同時間點描繪之臺北名勝風光，但取材上筆者認為仍然受到官媒下的宣

傳所引導，如特意描繪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臺灣神社等，可視為權力者之延伸，更

反映出土地是地景的載體，也是國家主權與財富之所在，其管理尤為現代化國家所不可或缺

之行動。從 1920 年之後地景圖像的描繪，筆者認為畫家受常民生活與休閒制度影響，在創

作時發生重大改變，如：新公園、植物園中皆有群眾休閒景象，而現代化完善後地景屬性也

更為多元（表 1），隨著現代化制度之推展，藝術家藉作品與繪葉書之流通，展示臺北現代

文明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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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媒體下的地景之形塑

     1927 年 5 月《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簡稱《臺日報》）仿造日本內地由《東京日新聞》

與《大阪每日新聞》舉辦的日本新八景 票選活動，在臺舉辦「臺灣新八景」的活動，活動

一出來立即受到廣大迴響，各州知事紛紛表示支持，臺北知事吉岡荒造（1878- 卒年不詳）

表示：「站在日本內地人的角度來看，臺灣或許可玩的地方沒有日本多，待起來的地方也比

較枯燥乏味。但是《臺日報》這樣的臺灣八景募集活動，足以慰安精神，並達到宣傳本島的

目的。」 依照《臺日報》1927年 6月 5日公告投票辦法，每人用官製明信片投寄到指定票所，

得票前二十名者，成為臺灣八景候補地，再由審查會決定名單。

     此外，這次的票選時間從同年 6 月 10 日至 7 月 10 日截止，雖然投票時間不長，也有人

提出八景的選址，不應僅有風景考量，還要有實用目的，但可以肯定這是臺灣民眾首次大規

模的投票活動。看似由臺灣人「全民化」票選，在複審階段只佔百分之三十的比重，百分之

七十的決定權，交由日本官員、畫家、文人組成的審查委員會決定， 八景審查委員會都由

日本正要擔任，石川欽一郎（1871-1945）以專業風景畫家而名列第一位，文教局長石黑英

彥（1884-1945）其次，其餘則有陸軍中將、海軍大佐、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長、工業部長、

交通總長、鐵道部長等。

      此活動目的是為了推廣臺灣之美，為了探詢出臺灣之特色。政府呼籲民眾票選出能表徵

臺灣的風景，民眾反應熱烈，報社也報導日本從 4-5 月主辦的日本新八景的消息，顯示向日

本看齊之意。票選過程中，地方仕紳於報紙發表討論選拔之意義，報社每天公布投票結果，

經考量地區分配及景觀特色，最後選出八景和十二勝指定地。官方考慮八景的標準，除了具

特色與史蹟價值，更考慮將來開發成國家公園等公眾遊樂場的可能性，與全島的地理分佈平

均性。 因此，票數前八名的地點，就未必是八景的正選，而票選第八名的臺灣神社（今圓

山大飯店），則和新高山（玉山）同被列為「別格」（特殊地位），並受到神域、靈峰的封號。

以上的運作考量，不外是臺灣作為日本內地延伸的殖民地意義，所謂由臺灣人民票選的活

動，最後卻由日本政治協商決定。 此次八景的描述方式與清代臺灣八景相似，但八景的地

點與清代不同，這些地點已不再局限於臺南地區、而是分佈於臺灣各地，可見當時臺灣已由

南部逐漸向北、向東開發。 回顧此次活動，讓民眾藉由《臺日報》的報導和媒體宣傳，暸

解各地的景點。這項活動重要的是票選過程，更讓社會逐漸形成旅遊風氣。儘管在日治時期

能夠參與旅遊的民眾，大部分是日人或中產階級，大多底層居民依然為生活而苦，無法參與

觀光，但相較於清領時期，僅官員少數得宦遊，已經是相當大的進步。臺灣新八景的票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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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期，2013 年，頁 57-75。

12  顏娟英，《風景心境 — 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臺北：雄獅出版社，2001 年，頁 60。

13 〈大倉本店の勉強〉，《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1 月 30 日，夕刊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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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最後卻由日本政治協商決定。 此次八景的描述方式與清代臺灣八景相似，但八景的地

點與清代不同，這些地點已不再局限於臺南地區、而是分佈於臺灣各地，可見當時臺灣已由

南部逐漸向北、向東開發。 回顧此次活動，讓民眾藉由《臺日報》的報導和媒體宣傳，暸

解各地的景點。這項活動重要的是票選過程，更讓社會逐漸形成旅遊風氣。儘管在日治時期

能夠參與旅遊的民眾，大部分是日人或中產階級，大多底層居民依然為生活而苦，無法參與

觀光，但相較於清領時期，僅官員少數得宦遊，已經是相當大的進步。臺灣新八景的票選活

動，對於社會上形成的觀光休閒風氣影響深遠，1920-1930 年代觀光機構也密集產生， 日本

官方也常順勢藉著各種活動推廣臺灣島內旅遊，例如 1935 年始政四十年博覽會，各種景點

的宣傳與催生繪葉書的發展。

      繪葉書為當時通用的郵遞形式，所有繪葉書悉數是戰前發行流通的，從取材、攝影、設

計到印製全由日本人包辦，是以支配者觀點來主宰一切。可以利用繪葉書的，屬於臺灣人民

知識份子的專利，但李欽賢指出：「大宗『繪葉書』的發行與傳遞，主要對象泰斗為居住臺

灣的日本人，郵寄有關臺灣圖像的『繪葉書』，除了互通音訊之外，也順便向日本內地親友

介紹臺灣風景。」 從平凡出版社《太陽雜誌》、每日新聞社《一億人之昭和史》、集英社《圖

說昭和之歷史》等叢書都詳細紀錄。臺灣總督府發行的始政紀念繪葉書， 內容為臺灣特殊

的風物、人物，圖案基底，嵌進照片交叉搭配，除了重大事故輟外，照例於每年六月十七日

問世。

      日本政府曾邀請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等在臺日籍西洋畫家擔任設計顧問，後來也聘他

們去親自上陣，以手繪的風景畫印成新發行的「始政紀念繪葉書」。潘郁雯指出這是由政治

性作為宣傳為目的，對島內強調現代化進步的印象，強調「視覺性」，始政紀念繪葉書是攝

影和美術設計的結合。 畫家作品直接付梓是「繪葉書」內涵之大提升，不再只是通俗的土產、

女性或街道透視圖而已。 〈路街〉（圖 9）乃石川欽一郎為《臺日報》邀請所繪，構圖方式

不似其他畫家多強調建築物的森嚴感，而將總督府置於遠方融入天際，突顯城市現代化的馬

路，故取名為路街。石川畫風受西方印象派影響，日本史家稱之為「外光派」，擅長使用透

明水彩進行寫生，表現臺灣各地風光，形塑南方土地特有的「地方色彩」映像。除總督府明

顯紅磚建築外，本作刻意描繪馬路及其兩側景象及晴天下的光影變化，其間，點綴一輛汽車

及頭戴斗笠的行路男子，紀錄當時現代與傳統兩相融合的生活模樣，生動而有趣。

14  《東京日日新聞》，1927 年 6 月 12 日，轉載於《臺灣山岳》第二號，1927 年 8 月，總票數為 93481773 票。

15    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臺北：蔚藍文化，2014，頁 165-175。

16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8 月 1 日，第 4 版。

17    顏娟英，〈塑造南國美術殿堂 — 臺灣展傳奇〉，收入顏娟英，《風景心境》，頁 178-179。

18   「在投票過程中，第一階段民眾投票票數前八名分別是：鵝鑾鼻、壽山、八仙山、阿里山、基隆港、太平

        山、五指山、臺灣神社。進入第二階段由審查委員討論決定，審查委員名單包括總督府、教育界、交通局、

        軍警及業界，最後選出二十處，稱作臺灣八景十二勝及兩個「別格」，分別是：八仙山、太魯閣、壽山、

        基隆旭剛、鵝鑾鼻、淡水、阿里山、日月潭；別格為新高山與臺灣神社。」，出自《臺灣日日新報》，

        1927 年 8 月 27 日，第 4 版。

19    宋南萱，《臺灣八景從清代到日據時期的轉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20    蘇碩斌，〈觀光／被觀光：日治臺灣的旅遊活動社會考察〉，《臺灣社會學刊》第 36 期，2006 年 6 月，

        頁 16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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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川曾兩度來臺，前後長達十七年之久，分別於臺北第一師範學教及其後的臺北師範學

校擔任美術教師。在臺任教期間，石川致力於現代美術之推動，教育出大批的臺籍畫壇菁英

如倪蔣懷（1894-1943）、陳澄波（1895-1947）及陳植棋（1906-1931）等人。此外，石川為

提振臺灣美術創作及觀摩風氣，積極組織畫會團體，與同好建議總督府設立公辦美展，成為

民間與政府推動美術教育的橋梁，為臺灣美術史早期發展建立重要的里程碑。

       1935 年《臺日報》也曾邀請吉田初三郎（1884-1955）來臺，為「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

灣博覽會」繪製鳥瞰圖，並以一週的時間繞行全臺灣，繪製「臺灣八景」的風景繪葉書圖稿。

吉田是著名的浮世繪畫家，師承歌川豐廣（1797-1858）以風景畫著名，構圖大膽，用色細緻，

其作品也影響 19世紀後半葉西方印象派畫風。作品〈臺灣神社〉（圖 10）主題的「鳥瞰圖」，

首要可見前景的明治橋與基隆河，並由下而上分為三個階層，階層之間皆設有鳥居，階層兩

旁亦能見到石燈籠、狛犬、手水舍等的細部描繪，此地依山傍水、林木蓊鬱正好符合興建神

社的要件，日本政府故選在劍潭山山腹上興建臺灣神社，之後在殖民者刻意經營下，更增設

紀念碑、銅像等設施，在當時漸漸成為具教化名義的名勝遊覽地。

       本作品完整呈現神社的結構擺設，以及周圍相對的地理位置與地貌特徵，可做為現今地

理變遷的對應資料。另一方面，體現了臺灣近現代歷史關於政治、宗教與人文等面向的進程

縮影。臺灣神社於1901年完工，主祀北白川久親王，為日治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神社。1945年，

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將神社拆除，原址改為「臺灣大飯店」。「臺灣八景」結合旅遊活動、

圖 8，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榮通

町〉，1920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圖 7，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植物

園〉，1920 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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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最後卻由日本政治協商決定。 此次八景的描述方式與清代臺灣八景相似，但八景的地

點與清代不同，這些地點已不再局限於臺南地區、而是分佈於臺灣各地，可見當時臺灣已由

南部逐漸向北、向東開發。 回顧此次活動，讓民眾藉由《臺日報》的報導和媒體宣傳，暸

解各地的景點。這項活動重要的是票選過程，更讓社會逐漸形成旅遊風氣。儘管在日治時期

能夠參與旅遊的民眾，大部分是日人或中產階級，大多底層居民依然為生活而苦，無法參與

觀光，但相較於清領時期，僅官員少數得宦遊，已經是相當大的進步。臺灣新八景的票選活

動，對於社會上形成的觀光休閒風氣影響深遠，1920-1930 年代觀光機構也密集產生， 日本

官方也常順勢藉著各種活動推廣臺灣島內旅遊，例如 1935 年始政四十年博覽會，各種景點

的宣傳與催生繪葉書的發展。

      繪葉書為當時通用的郵遞形式，所有繪葉書悉數是戰前發行流通的，從取材、攝影、設

計到印製全由日本人包辦，是以支配者觀點來主宰一切。可以利用繪葉書的，屬於臺灣人民

知識份子的專利，但李欽賢指出：「大宗『繪葉書』的發行與傳遞，主要對象泰斗為居住臺

灣的日本人，郵寄有關臺灣圖像的『繪葉書』，除了互通音訊之外，也順便向日本內地親友

介紹臺灣風景。」 從平凡出版社《太陽雜誌》、每日新聞社《一億人之昭和史》、集英社《圖

說昭和之歷史》等叢書都詳細紀錄。臺灣總督府發行的始政紀念繪葉書， 內容為臺灣特殊

的風物、人物，圖案基底，嵌進照片交叉搭配，除了重大事故輟外，照例於每年六月十七日

問世。

      日本政府曾邀請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等在臺日籍西洋畫家擔任設計顧問，後來也聘他

們去親自上陣，以手繪的風景畫印成新發行的「始政紀念繪葉書」。潘郁雯指出這是由政治

性作為宣傳為目的，對島內強調現代化進步的印象，強調「視覺性」，始政紀念繪葉書是攝

影和美術設計的結合。 畫家作品直接付梓是「繪葉書」內涵之大提升，不再只是通俗的土產、

女性或街道透視圖而已。 〈路街〉（圖 9）乃石川欽一郎為《臺日報》邀請所繪，構圖方式

不似其他畫家多強調建築物的森嚴感，而將總督府置於遠方融入天際，突顯城市現代化的馬

路，故取名為路街。石川畫風受西方印象派影響，日本史家稱之為「外光派」，擅長使用透

明水彩進行寫生，表現臺灣各地風光，形塑南方土地特有的「地方色彩」映像。除總督府明

顯紅磚建築外，本作刻意描繪馬路及其兩側景象及晴天下的光影變化，其間，點綴一輛汽車

及頭戴斗笠的行路男子，紀錄當時現代與傳統兩相融合的生活模樣，生動而有趣。

14  《東京日日新聞》，1927 年 6 月 12 日，轉載於《臺灣山岳》第二號，1927 年 8 月，總票數為 93481773 票。

15    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臺北：蔚藍文化，2014，頁 165-175。

16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8 月 1 日，第 4 版。

17    顏娟英，〈塑造南國美術殿堂 — 臺灣展傳奇〉，收入顏娟英，《風景心境》，頁 178-179。

18   「在投票過程中，第一階段民眾投票票數前八名分別是：鵝鑾鼻、壽山、八仙山、阿里山、基隆港、太平

        山、五指山、臺灣神社。進入第二階段由審查委員討論決定，審查委員名單包括總督府、教育界、交通局、

        軍警及業界，最後選出二十處，稱作臺灣八景十二勝及兩個「別格」，分別是：八仙山、太魯閣、壽山、

        基隆旭剛、鵝鑾鼻、淡水、阿里山、日月潭；別格為新高山與臺灣神社。」，出自《臺灣日日新報》，

        1927 年 8 月 27 日，第 4 版。

19    宋南萱，《臺灣八景從清代到日據時期的轉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20    蘇碩斌，〈觀光／被觀光：日治臺灣的旅遊活動社會考察〉，《臺灣社會學刊》第 36 期，2006 年 6 月，

        頁 16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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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川曾兩度來臺，前後長達十七年之久，分別於臺北第一師範學教及其後的臺北師範學

校擔任美術教師。在臺任教期間，石川致力於現代美術之推動，教育出大批的臺籍畫壇菁英

如倪蔣懷（1894-1943）、陳澄波（1895-1947）及陳植棋（1906-1931）等人。此外，石川為

提振臺灣美術創作及觀摩風氣，積極組織畫會團體，與同好建議總督府設立公辦美展，成為

民間與政府推動美術教育的橋梁，為臺灣美術史早期發展建立重要的里程碑。

       1935 年《臺日報》也曾邀請吉田初三郎（1884-1955）來臺，為「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

灣博覽會」繪製鳥瞰圖，並以一週的時間繞行全臺灣，繪製「臺灣八景」的風景繪葉書圖稿。

吉田是著名的浮世繪畫家，師承歌川豐廣（1797-1858）以風景畫著名，構圖大膽，用色細緻，

其作品也影響 19世紀後半葉西方印象派畫風。作品〈臺灣神社〉（圖 10）主題的「鳥瞰圖」，

首要可見前景的明治橋與基隆河，並由下而上分為三個階層，階層之間皆設有鳥居，階層兩

旁亦能見到石燈籠、狛犬、手水舍等的細部描繪，此地依山傍水、林木蓊鬱正好符合興建神

社的要件，日本政府故選在劍潭山山腹上興建臺灣神社，之後在殖民者刻意經營下，更增設

紀念碑、銅像等設施，在當時漸漸成為具教化名義的名勝遊覽地。

       本作品完整呈現神社的結構擺設，以及周圍相對的地理位置與地貌特徵，可做為現今地

理變遷的對應資料。另一方面，體現了臺灣近現代歷史關於政治、宗教與人文等面向的進程

縮影。臺灣神社於1901年完工，主祀北白川久親王，為日治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神社。1945年，

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將神社拆除，原址改為「臺灣大飯店」。「臺灣八景」結合旅遊活動、

圖 8，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榮通

町〉，1920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圖 7，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 -植物

園〉，1920 年代

膠彩，21.7x18.7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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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名畫家與新聞媒體，讓當時的臺灣民眾，藉由畫家的眼睛，用另外一種形式看見臺

灣。

      此外，觀光郵戳亦可代表觀光推展的重要圖像，郵戳與郵票一樣可隨著信件的傳遞而流

通到各地，是一個國家、地區的形象代表與文化表徵，因而常被政府用以作為宣傳之工具。

1931 年鹽月桃甫（1886-1954）他設計的「臺灣風景名勝紀念郵戳」是受到臺灣總督府遞信

部委託製作臺灣名勝圖案，共計 100 多面，於 1932 年起隨郵件廣泛流傳臺灣與日本各地，

其作品也充分展示南國色彩。如以〈臺灣神社〉（圖 11）此郵戳為例，則是呈現臺灣神社

的景致，地景符號轉換以簡練的線條來表現三處隨山勢而上的鳥居，一旁還印有「臺北」與

「Taihoku」的字樣，以文字來加強視覺意象與其中的內容。〈淡水郵戳〉（圖 12）以視覺

元素直接援引了淡水河口的三項特色：領事館、帆船與觀音山，以極簡鍊的線條來勾勒出圖

像前後的層次關係，直接表現日治淡水在地重要的政治、經濟、人文，以及自然風景等的多

種風貌。1920 年以降，淡水的港口行舟以及具美麗的觀音山景，逐漸透過文人吟詩、畫家

圖繪和廣告宣傳等方式傳播給庶民大眾，淡水作為現代觀光勝景的概念已經形成，新八景確

認後，淡水風景透過多位藝術家不同視角詮釋，相繼於日後的臺展與府展中登場。

      鹽月桃甫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1921 年抵臺從事美術教育工作，於臺北高等學校和臺北

第一中學擔任美術教師。1926 年與日籍重要美術人士，如石川欽一郎、鄉原古統及木下靜

涯（1889-1988）等，上書當時臺灣總督府籌創 1927 年第一回「臺展」，以推展臺灣在地美

術文化的進程，更是長期擔任臺展與府展的評審委員，對於臺灣美術教育與推廣是貢獻至

鉅。他筆觸流利奔放，用色濃厚明亮，帶有野獸派的獨特元素，滯臺時期多以臺灣原住民文

化作為其創作核心，作品呈現出臺灣特有的風土民情。這些戳不只是呈現當時日治時期的遊

覽與觀光價值，更能可見到其中所延伸出的政治議題、宗教人文、建築地貌等的諸種變化，

可視為臺灣近現代歷史發展進程的縮影。

21    李欽賢，〈與風景繪業書同年代的臺灣人畫臺灣〉收入《臺灣風景繪葉書》，臺北：遠足文化，2003 年，

        頁 2-8。

22    從 1905年到 1935年共出版 21套，其中 1923年起，所書的「始政紀念繪葉書」改寫成「始政記念繪葉書」。

23    潘郁雯，《臺灣「始政紀念繪葉書」文化意涵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3 年。

24     李欽賢，〈與風景繪業書同年代的臺灣人畫臺灣〉，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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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特殊節日或重大事件，郵戳和繪葉書也同樣成為宣揚臺灣的工具，如皆曾於 1908
年臺灣縱貫鐵路通車發行具紀念性文物，這些媒介做為殖民成果的櫥窗，從資本化與商品化

的角度來說，展示臺灣這個地方是轉賣臺灣的另一種方式。 簡而言之，這些文明景緻背後

象徵觀光帶來的蓬勃生機，透過媒體大量傳遞與新式地景也透過這樣的方式被大家所熟識，

更將殖民成果的成功宣揚到全世界。

圖 11，鹽月桃甫，〈臺灣神社〉，1935
年

印泥，尺寸不詳，私人收藏。

圖 12，鹽月桃甫，〈淡水〉，1935年
印泥，尺寸不詳，私人收藏。

25    廖新田，〈蠻荒之美－殖民臺灣風景畫中的探險與旅行觀〉，收入於《臺灣美術四論》，臺北：典藏藝術

        家庭，2005 年，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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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無論在實際或隱喻的面向上，這些圖像材料都紀錄了某個觀點（point of view）。創作

這些圖像的藝術家，他們並非如同相機一般臨摹場景，而是帶有己身構圖主題的傳達者。觀

者所見到的是經過形塑的觀點，亦即一種在意識形態或實際上所呈現的社會觀點。 權力在

現代性的意義下，經常伴隨著都市規劃、公共空間、圖像傳播等形式出現，是一種流動性的

力量。

      這些新式地景，透過藝術家的轉化、並隨著報刊等媒體傳播下，以及民眾參與等問題，

呈現社會與權力複雜關係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之概念。 媒體下的藝文發展，往往是

公共領域演化的一部分，可以將公共場所作為人潮聚集、資訊集中與藝術家詮釋之對象等等

作為流通的管道；而畫面中常民生活狀態以及國家權力的運作等衍生不同的屬性，皆可從這

些地景空間中表現而來。

      繪葉書與郵戳作為近代社會傳播媒介，圖像中的地景透過畫家作品描繪或設計，以及視

覺符號選擇顯然經過政治思考，在各時期不同藝術家的作品中，或許都具有政治性意味的元

素所在。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hes,1915-1980）利用符號具（signifier）與符號

義（signified）的關係延伸符號（sign）更深層的概念，指出象徵是當事物由於傳統的習慣

性用法而替代事物的意義，如本文所探討之作品，郵戳與繪葉書中臺灣神社其作用於再現

1895 日殖政府的治臺事蹟、總督府作為最高權力之象徵 ... 等官廳建築，這些符號表意的方

式都與社會環境有很大的關係，會隨著歷史價值的政治變動或地域文化而有所轉化。 
       經下表（表 2）分析，第二層意義為筆者根據圖像約定俗成意義與相關文獻分析而成，

並無依定準則，這也呈現符號的任意性，以及隨歷史發展的無常性。郵戳、繪葉書與美術作

品三者，如從符號分析的角度理解新式地景，也只是表現形式的不同，其意義的理解是透過

觀看者（藝術家）與該地景對話而成，並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之下形成現代化的轉換。經市區

改正、臺灣八景等運動下，地景經媒體與群眾參與後，臺北多處地點經「地景化」而成為新

式地景，此後風景被歸類為不同的現代設施，表徵日本精神與物質符號文化。

26    Peter Burke, Eye witnessing: The Use of Image as Historical Evidence,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1, pp.19.

27    王志弘，《流動、空間與社會 1911-1997 論文選》，臺北：田園城市，1998 年，頁 106-110。

28     John Fiske 著，張錦華譯，《傳播符號學理論》，臺北：遠流，2002 年，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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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符號學記號結合了風景畫與觀光事業，讓臺灣名景透過媒體的大量傳播，輿論與民

意調查在政府推動下，被廣為流傳與應用。藝術家透過詮釋，展現日本統治權力下的內在意

涵，更巧妙轉換地景中現代性與流動性的對應關係，加深殖民地主體的公共性意象，更構築

現代臺北的摩登樣貌。



- 70 -

肆、 結論

        無論在實際或隱喻的面向上，這些圖像材料都紀錄了某個觀點（point of view）。創作

這些圖像的藝術家，他們並非如同相機一般臨摹場景，而是帶有己身構圖主題的傳達者。觀

者所見到的是經過形塑的觀點，亦即一種在意識形態或實際上所呈現的社會觀點。 權力在

現代性的意義下，經常伴隨著都市規劃、公共空間、圖像傳播等形式出現，是一種流動性的

力量。

      這些新式地景，透過藝術家的轉化、並隨著報刊等媒體傳播下，以及民眾參與等問題，

呈現社會與權力複雜關係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之概念。 媒體下的藝文發展，往往是

公共領域演化的一部分，可以將公共場所作為人潮聚集、資訊集中與藝術家詮釋之對象等等

作為流通的管道；而畫面中常民生活狀態以及國家權力的運作等衍生不同的屬性，皆可從這

些地景空間中表現而來。

      繪葉書與郵戳作為近代社會傳播媒介，圖像中的地景透過畫家作品描繪或設計，以及視

覺符號選擇顯然經過政治思考，在各時期不同藝術家的作品中，或許都具有政治性意味的元

素所在。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hes,1915-1980）利用符號具（signifier）與符號

義（signified）的關係延伸符號（sign）更深層的概念，指出象徵是當事物由於傳統的習慣

性用法而替代事物的意義，如本文所探討之作品，郵戳與繪葉書中臺灣神社其作用於再現

1895 日殖政府的治臺事蹟、總督府作為最高權力之象徵 ... 等官廳建築，這些符號表意的方

式都與社會環境有很大的關係，會隨著歷史價值的政治變動或地域文化而有所轉化。 
       經下表（表 2）分析，第二層意義為筆者根據圖像約定俗成意義與相關文獻分析而成，

並無依定準則，這也呈現符號的任意性，以及隨歷史發展的無常性。郵戳、繪葉書與美術作

品三者，如從符號分析的角度理解新式地景，也只是表現形式的不同，其意義的理解是透過

觀看者（藝術家）與該地景對話而成，並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之下形成現代化的轉換。經市區

改正、臺灣八景等運動下，地景經媒體與群眾參與後，臺北多處地點經「地景化」而成為新

式地景，此後風景被歸類為不同的現代設施，表徵日本精神與物質符號文化。

26    Peter Burke, Eye witnessing: The Use of Image as Historical Evidence,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1, pp.19.

27    王志弘，《流動、空間與社會 1911-1997 論文選》，臺北：田園城市，1998 年，頁 106-110。

28     John Fiske 著，張錦華譯，《傳播符號學理論》，臺北：遠流，2002 年，頁 119。

- 71 -

       這種符號學記號結合了風景畫與觀光事業，讓臺灣名景透過媒體的大量傳播，輿論與民

意調查在政府推動下，被廣為流傳與應用。藝術家透過詮釋，展現日本統治權力下的內在意

涵，更巧妙轉換地景中現代性與流動性的對應關係，加深殖民地主體的公共性意象，更構築

現代臺北的摩登樣貌。



- 72 -

伍、 參考文獻

       John Fiske 著，張錦華譯（2002），《傳播符號學理論》，臺北：遠流。

     Peter Burke（2001）, Eye witnessing: The Use of Image as Historical Evidence, London: 
Reaktion Books.
       王志弘（1998），《流動、空間與社會 1911-1997 論文選》，臺北：田園城市。

    江寶釵（2014），〈論臺北城的殖民現代性－以市區改正與新興建築為觀察核心〉，《文

興哲》第 20 期，頁 21-48。
     宋南萱（2000），《臺灣八景從清代到日據時期的轉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欽賢（2003），《臺灣風景繪葉書》，臺北：遠足文化。

      凌宗魁（2013），〈「辰野式」的源流與影響 — 臺灣近代建築中紅白橫條帶飾風格的世

界譜系〉，《建築學報》第 85 期，頁 57-75。
     富田昭次著，廖怡錚譯（2015），《觀光時代 — 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臺北：蔚藍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黃建均（1995），《臺灣日據時期建築家井手薰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

究所碩士論文。

       廖新田（2005），《臺灣美術四論》，臺北：典藏藝術家庭。

     潘郁雯（2013），《臺灣「始政紀念繪葉書」文化意涵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蔣竹山（2014），《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臺北：蔚藍文化。

       蕭怡珊（2012），《南島・繁華・勝景—鄉原古統《麗島名華鑑》與《臺北名所圖繪十二景》

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怡珊（2013），〈異域風土的觀察 — 日治時期日籍畫家臺灣名所繪〉，《臺灣美術》

94 期，頁 42-57。
     賴明珠（1994），〈日據時代臺灣東洋畫的啟蒙師 — 鄉原古統〉，《現代美術》，卷

56，頁 56-65。
      謝世英（2019），〈由鄉原古統〈臺北名所圖繪十二景〉看日治臺北現代化生活〉，《歷

史文物》，1 卷 197 期，頁 70-81。
顏娟英（2001），《風景心境 — 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臺北：雄獅出版社。

       蘇碩斌（2006），〈觀光／被觀光：日治臺灣的旅遊活動社會考察〉，《臺灣社會學刊》

第 36 期，頁 167-209。

- 73 -

臺灣國際熱氣球產業文化活動初探

 施毓欣 1

 李貴連 2

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

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

摘要

       隨國內經濟與科技穩定發展，人民可支配所得普遍提升，故觀光休閒成為社會潮流。 加
上科技日新月異，消費者訴求也更多元，據 2019 年客戶關係管理平臺數據統計 91% 表現較

佳企業較注重體驗式行銷，可見行銷體驗 受重視程度日益增加。

       研究者居住鹿野高臺十多年有機會近距離發現鹿野高臺不但 具有豐富的飛行優勢，且 
因國際熱氣球嘉年華舉行，觀光人潮不斷增加根據交通部觀光局遊憩據點對鹿野高臺人次統

計顯示，2008 年未舉辦熱氣球暑假之造訪人次約 10 萬人，至 2020 年提升至 51 萬人次，如

今鹿野高臺已成為熱門景點。研究者透過田野調查與文獻分析歸整出熱氣球產業歷史與發展

現況透過深度訪談店家、資深熱氣球及飛行傘飛行員找尋顧客需求提供提升國際熱氣球產業

體內外質感。

        研究結果可分為三大項（一）熱氣球產業發展趨勢及現況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豐富 
自然資源，使臺東被譽為最適合休閒運動的臺灣後花園。各項國際性活動，吸引各地人潮

共襄盛舉，如：舉辦 WSL 國際衝浪大賽、 ITU 國際鐵人三項；2017 年引進喜來登酒店及 
2021 年預計進駐知本六善酒店等國際品牌，為臺東觀光開啟國際大門；南迴道路拓寬、鐵

路電氣化進行基礎建設獲得改善；積極推廣藝文相關活動及建設，逐步提高人文素養。（二）

熱氣球產業效益：政府從 2011 年首次與想飛的季節合辦活動提撥經費 1200 萬，2020 年提高

至 2000 萬，並打造臺灣熱氣球共計 13 顆、創建熱氣球學校及專屬航空公司。（三 ) 分析體

驗者感受與回饋，彙整熱氣球產業活動建議 整合產業及自然文化資源；提升活動基礎建設。

強化體驗者在活動中的感受。

關鍵詞：體驗行銷、 臺東熱氣球、 臺灣觀光產業、地方文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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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臺東鹿野的國際臺灣熱氣球嘉年華，是遠近馳名臺灣大型活動之一，吸引各地人潮共襄

盛舉。根據研究者居住於鹿野高臺的多年觀察，發現自 2010 年鹿野高臺暑假活動期間引進

第一顆氦氣球為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播下第一顆種子因此臺東縣政府投入大量精力與資源，於 
2011 年舉辦第一屆國際臺灣熱氣球嘉年華透過提升設備、提高專業知能以國際熱氣球標準 
為目標，活動創立使觀光產業及經濟價值倍增，增進地方文化。

       研究者發現疫情肆虐的 2020 年，活動人潮不減反增，根據觀光局觀光遊憩據點人次統

計暑假總計 51 萬人，相較往年突破新高。臺東熱氣球成為常態性活動，融入鹿野地區居民

的生活。

      近年來，使用者體驗逐漸受到重視體驗設計與人本設計隨之盛行使用者越來越注重體驗

式學習、以人為本而設計。研究者藉由不同角度切入休閒觀光產業，規整熱氣球觀光產業 
活動建議流程透過整理與歸納，希望能作為熱氣球活動的設計流程參考。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提升體驗者感受為基礎，從參與者角度切入臺東熱氣球產業，欲透過了解熱氣

球產業發展與脈絡，探究並重新規劃活動設計流程。現今熱氣球不只是時段性活動，透過觀

光發展吸引人潮、企業、資金進駐串聯整個臺東商業產業鏈，上至熱氣球下至農地農產品，

更包含就業市場、經濟發展、產業多角經營策略等不同面向。產業逐漸成熟使臺東經濟發展

有所轉變，青壯年人口不再需離鄉背景，進而提升經濟價值及人文素養。為此本研究探討體

驗者感受，將協助臺東熱氣球產業之發展研究目的如下：

   （一） 歸納臺東熱氣球觀光產業鏈發展趨勢及現況。

   （二） 規整臺東熱氣球之產業效益。

   （三） 透過體驗者感受與回饋，訂定熱氣球產業相關建議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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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 熱氣球產業現況分析

       近年臺灣觀光產業蓬勃發展，雖受疫情影響，但臺東熱氣球與觀光產業卻未停擺，反為

國內旅遊帶來人潮，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成為全球大型活動舉辦的先鋒，帶動地方商機與

生機。

      研究者從熱氣球文化進行探討與研究，熱氣球允許飛行場域會因文化背景、地理環境與

條件不同，影響日後發展，是值得深究的議題。熱氣球，是一項巨大空域的活動工具，乘載

人數少至 1 人多至 30 人，隨氣候、地理條件、活動規模大小不盡相同。世界各地熱氣球飛

行體驗與臺灣熱氣球體驗比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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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家地理雜誌（2017）文章總匯介紹，土耳其熱氣球具百年歷史遼闊峽谷、上百顆

熱氣球，隨太陽緩緩上升，熱氣球逐漸攀升。哈桑山與埃爾吉耶斯山包夾，形成穩定對流循

環於兩大座山之間，無障礙物且場域遼闊，極為適合熱氣球飛行 。
       研究者與杜拜飛行員會談認識東非大草原熱氣球，其以能見棲息動物而著名，寧靜清晨

草原上在 20~30 米的低空飛行， 感受俯瞰大地的震撼感，這樣自然景致，世界獨有。

      臺東熱氣球，每舉辦皆吸引上萬人朝聖主辦用心經營、細心照料每位飛行員對外打下良

好印象。國外常因人力資源不足、場域過大或造型球較多不確定因素，無法照料每位飛行員

與球體安全。反之，場域較小成臺灣優勢，國際各種新造型熱氣球都能優先展出每年暑假都

能見各式造型熱氣球同時在空中飛翔。

二、 臺 東熱氣球沿革

       臺東，是臺灣首例且唯一發展熱氣球的空域聖地。臺東熱氣球位於中央山脈與海岸山

脈中間溪谷所沖積而成的花東縱谷平原最南端。據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鹿野管理

站統計，高臺飛行傘中心基地（鹿野高臺）地理座標位於 E261300 N2534800 至 E261900 
N2535600 範圍內，總土地面積 8.80883 公頃，擁有得天獨厚地理環境（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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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休閒產業不斷昇華，臺東縣巧妙運用良好地理優勢，發展熱氣球產業。中央山脈與

海岸山脈的左擁右抱，使花東縱谷呈現穩定南北對流，沒有過度開發的鹿野高臺，沒有高壓

電、電線桿，讓空域活動的安全掛上保障極為適合無動力或無法控制方向之空域活動，例：

飛行傘、熱氣球等。研究者透過居住在此地的觀察及父親介紹後，彙整出鹿野高臺沿革表格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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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家地理雜誌（2017）文章總匯介紹，土耳其熱氣球具百年歷史遼闊峽谷、上百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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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休閒產業不斷昇華，臺東縣巧妙運用良好地理優勢，發展熱氣球產業。中央山脈與

海岸山脈的左擁右抱，使花東縱谷呈現穩定南北對流，沒有過度開發的鹿野高臺，沒有高壓

電、電線桿，讓空域活動的安全掛上保障極為適合無動力或無法控制方向之空域活動，例：

飛行傘、熱氣球等。研究者透過居住在此地的觀察及父親介紹後，彙整出鹿野高臺沿革表格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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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野高臺雖擁有環境優勢，但身為海島國家，陸地氣候及氣流深受洋流影響早晚溫差

大，暑假熱氣球 飛行時間為清晨及傍晚，日曬較為薄弱溫度低的時段飛行。

      研究者親身體驗發現，清晨自由飛行球體由海拔 368 公尺的鹿野高臺緩緩升空，山脈清

晰可見，日出陽光透過雲與山間灑落花東縱谷平原翠綠無比，卑南溪閃閃發光。遠處望去，

海岸山脈吹來壯觀雲瀑，中央山脈的雄偉，以及遍布花東縱谷的原始樹林，無論坐上繫留體

驗還是自由飛行都有相同感受。

三、 臺東熱氣球產業效益

       馬英九（2018）在《 臺東不一樣：黃健庭翻轉臺東的故事》書中提到：「臺灣國際熱氣

球嘉年華」自 2011 年首次舉辦後，吸引觀光客一年比一年多，2018 年就有近九十萬人次造

訪，總計八年來高達五百四十萬人次特地到臺東「追球」，不僅獲得全球十大新興旅遊城市，

大幅提升國際能見度。自 2009 年起臺灣交通部觀光局開始對臺灣遊憩據點作統計調查發現，

活動舉辦至今已有 558 萬人次，由此可見吸引的觀光人潮數量相當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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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觀光統計資料庫看來，鹿野高臺從 2011 年舉辦熱氣球活動後，與前幾年相比具 倍
數成長跡象。於活動舉辦第三年擴大規模舉辦時間拉長至 2 個月之久，成為全世界時間最長

的熱氣球嘉年華， 吸引 86 萬人次參與觀光產值高達 20 億。2014 年第一顆造型球「愛心球」

誕生，掀起追球風潮，臺灣熱氣球正式走向國際。疫情肆虐的 2020 年，臺灣國際熱氣球不

僅是全臺首例大型活動，在只有國內觀光客情況下，仍創下 51 萬人次造訪佳績。

        熱氣球產業發展，活動規模從地區性走向國際性的巨大蛻變。不僅打響熱氣球活動名

聲，提升在地經濟、農產、人文等各項發展，使臺東被譽為最適合自然運動的世界勝地之一，

更帶動周遭建設與開發。研究者列舉臺東近年建設與發展作為初探。

   （一）舉辦 國際賽事

       臺東自 2002 年，首次舉辦飛行傘國際賽事。八年後，國際熱氣球嘉年華及熱氣球賽事

也在臺東舉行，在縣政府大力推動下，不僅開啟臺東對世界的大門，更相繼舉辦 WSL 國際

衝浪大賽、ITU 國際鐵人三項，奠定休閒觀光聖地的新印象為臺灣空域活動及觀光不少增添

色彩。

   （二）人文與藝術發展

        熱氣球產業發展快速，使臺東地區觀光發展卓越，地方政府開始著手於改造城市新印

象。例：臺東鐵道藝術村，保留歷史建築樣貌，結合人文與藝術產業，推廣在地原住民文化 
。 鹿野高臺附近地點逐漸被開發，池上伯朗大道就是典型案例。池上鄉在政府大力推廣「藝

術下鄉」計畫下，十周年稻穗藝術節，邀請雲門舞集在伯朗大道稻田中央演出，不僅加深人

們對於此地印象，更帶動當地藝文產業發展與基礎。

   （三）國際品牌進駐

       熱氣球產業發展穩定，被列為世界前十二大熱氣球節，使臺東被國際看見。各大國際品

牌相繼進駐臺東市場， 2017 年臺東桂田酒店與萬豪酒店集團旗下品牌喜來登酒店加盟，成

為臺灣第三間喜來登酒店；2021 年，WUMA 國際休閒飯店預計進駐臺東知本，為六善集團

旗下首間進駐臺灣的度假酒店。

   （四）熱氣球的商業應用

       熱氣球活動發展至今，國內逐年增加屬於臺灣且具臺灣特色的合法熱氣球，伴隨熱氣球

風潮及效應，當地無處可見熱氣球圖樣及裝置藝術，成為一大特色。

      地方政府 及我國各大品牌開始投資熱氣球及其活動，製作出各式造型熱氣球，提升廣告

與經濟效益。

      根據臺東縣政府招標系統「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活動專案委託案」，從 2011 年招標金

額 1200 萬，在 2020 年創下大型活動最高招標金額 2000 萬，此產業招標金額有逐年增高的

趨勢。如今，全臺唯一的熱氣球公司已擁有許多長期合作夥伴，除政府機關外，其中也包含

各大產業類別，如：航空運輸業、量販流通業、金融服務業、觀光旅宿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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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還是自由飛行都有相同感受。

三、 臺東熱氣球產業效益

       馬英九（2018）在《 臺東不一樣：黃健庭翻轉臺東的故事》書中提到：「臺灣國際熱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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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四、 觀光旅遊競爭力指標

      上述提及熱氣球產業文化背景，但未對其產業做出明確 分析，本節將參考歐洲經濟

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FF）所提出的觀光旅遊競爭力報告 (The Travel &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 內指出的觀光旅遊競爭力 (The Travel &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探討熱氣球產業現況與未來發展可能性， 四大指標分別為：

  ● 旅遊環境（ Enabling Environment）：指現階段旅遊環境以及已經擁有的設備或條件。

  ● 策略和環境條件（ T&T Policy and Enabling Conditions）：係指政府在旅遊政策的

        優先程度。

  ● 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在旅遊生態中，能夠提供旅客的基本服務及建設從交

         通到服務項目都包含在內。

  ● 自然與文化資源（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旅遊中最具特色及代表性的

        自然資源、文化資產及商務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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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臺東熱氣球個案研究，從 2017 年觀光旅遊經濟報告中，提到觀光旅遊競爭力

四項指標作為分析面向：（一）透過文獻探討及田野調查充分掌握其發展歷程與背景，進一

步擬定訪談大綱，並挑選 鹿野高臺大草皮周邊店家、熱氣球飛行員及飛行傘協會，以不同

的專業角度探究熱氣球產業。（二）針對深度訪談內容及個案之資料收集，利用觀光旅遊競

爭力「旅遊環境」、「政策與條件」、「基礎建設」、「自然與文化資源」四項指標，分別

進行討論。（三）綜合訪談內容彙整結果，熱氣球產業中的問題與困境提出可行的經營模式

及改善方法，提升顧客體驗之感受。

五、 訪談對象

       飛行傘文化在鹿野高臺發展四十餘年，悠久的飛行歷史與空域活動盛行的成功案例，才

能再以熱氣球為臺東鹿野休閒空域活動增添色彩。研究者透過田野調查及訪談鹿野高臺店

家、飛行傘運動協會會員、熱氣球飛行員，深入了解研究環境及背景、強化研究深度，進而

提升當地文化特色及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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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三）綜合訪談內容彙整結果，熱氣球產業中的問題與困境提出可行的經營模式

及改善方法，提升顧客體驗之感受。

五、 訪談對象

       飛行傘文化在鹿野高臺發展四十餘年，悠久的飛行歷史與空域活動盛行的成功案例，才

能再以熱氣球為臺東鹿野休閒空域活動增添色彩。研究者透過田野調查及訪談鹿野高臺店

家、飛行傘運動協會會員、熱氣球飛行員，深入了解研究環境及背景、強化研究深度，進而

提升當地文化特色及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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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訪談內容

      研究者希望釐清此產業中已知或未知的問題，明確掌握地方生態發展與熱氣球產業結合

的可行性。為使訪談更聚焦，以個別深入訪談方式進行，在訪談前將擬定問題大綱，並依照

各訪談對象不同稍作調整，訪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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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透過文獻分析臺東熱氣球產業現況，以田野調查了解與訪談在地店家及飛行傘協

會成員，深究在地理歷史與文化產業背景、空域活動發展空間及條件。

       藉由杜拜飛行員參與國內外熱氣球嘉年華之經驗及觀點剖析臺灣熱氣球產業。

     綜合訪談結論，研究者經由觀察與體驗，將訪談依照觀光旅遊競爭力指標，作為討論 四
大構面：「旅遊環境」、「政策與條件」、「基礎建設」、「自然與文化資源」。

一、 旅遊環境

       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至今已舉辦十年， 2021 年也籌備當中，透過旅遊環境能更加了

解已擁有的資源與條件。根據訪談結果得知，鹿野高臺擁有相當良好的空域條件環境，但活

動舉辦多年仍有許多基本需求、 活動規劃可再增加及完善，訪談結果彙整如下：

受訪者 A1：可在一天當中看到早上與傍晚兩次熱氣球可說是世界奇觀之一。

受訪者 A2、  B1：嘉年華活動僅有早上與傍晚兩個時段，中間並無規劃其配套活動等，時常

遇上遊客不清楚活動時間等問題。

受訪者Ｂ 2：嘉年華活動期間人潮擁擠，行人、車道無法分流，既增加危險性、更大幅降低

人流速度。

受訪者 B1、  B2：公共廁所及友善設施不足，無法負荷遊客使用量，影響周邊店家。

      根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規定，熱氣球繫留籐籃高度為 60 公尺內、氣球頂部至雲底需 150
公尺以上；自由飛行高度不得低於 150 公尺、高於 600 公尺。高臺大草原空域活動環境中，

擁有穩定氣流及南北風向且具有空域活動需擁有之特點：無高壓電、無大樓、無路燈等遮蔽

物。得天獨厚的環境下，若能夠完善旅遊環境，更可以使體驗者感受獲得提升。

二、 基礎建設

        熱氣球活動舉辦為臺東觀光增加產值與效益，不僅讓世界看見，活動市集更受大眾喜

愛。 基本服務設施及交通層面，探討活動便利性及舒適性。研究者透過訪談結果得知，基

礎建設中，交通問題仍有許多改善空間，規整如下：

受訪者 A1: 我和許多遊客交談都認為，市集內美食多樣化、價格也合理。

受訪者 A2、  B1、  B2 :活動期間，廁所及相關友善設施不足；服務台及相關標語不明確，導

致遊客隨意亂丟垃圾，造成環境破壞，以及找尋不到服務台或不知道自己方位等問題。

受訪者 A2、  B1：活動期間塞車嚴重，無論是自小客車還是接駁車皆無法順暢通行，造成交

通阻塞。

受訪者 A2、  B1、  B2：園區未設置人行道，使遊客及車輛共用道路，不僅增加危險性、減

緩車輛行車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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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訪談內容

      研究者希望釐清此產業中已知或未知的問題，明確掌握地方生態發展與熱氣球產業結合

的可行性。為使訪談更聚焦，以個別深入訪談方式進行，在訪談前將擬定問題大綱，並依照

各訪談對象不同稍作調整，訪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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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透過文獻分析臺東熱氣球產業現況，以田野調查了解與訪談在地店家及飛行傘協

會成員，深究在地理歷史與文化產業背景、空域活動發展空間及條件。

       藉由杜拜飛行員參與國內外熱氣球嘉年華之經驗及觀點剖析臺灣熱氣球產業。

     綜合訪談結論，研究者經由觀察與體驗，將訪談依照觀光旅遊競爭力指標，作為討論 四
大構面：「旅遊環境」、「政策與條件」、「基礎建設」、「自然與文化資源」。

一、 旅遊環境

       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至今已舉辦十年， 2021 年也籌備當中，透過旅遊環境能更加了

解已擁有的資源與條件。根據訪談結果得知，鹿野高臺擁有相當良好的空域條件環境，但活

動舉辦多年仍有許多基本需求、 活動規劃可再增加及完善，訪談結果彙整如下：

受訪者 A1：可在一天當中看到早上與傍晚兩次熱氣球可說是世界奇觀之一。

受訪者 A2、  B1：嘉年華活動僅有早上與傍晚兩個時段，中間並無規劃其配套活動等，時常

遇上遊客不清楚活動時間等問題。

受訪者Ｂ 2：嘉年華活動期間人潮擁擠，行人、車道無法分流，既增加危險性、更大幅降低

人流速度。

受訪者 B1、  B2：公共廁所及友善設施不足，無法負荷遊客使用量，影響周邊店家。

      根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規定，熱氣球繫留籐籃高度為 60 公尺內、氣球頂部至雲底需 150
公尺以上；自由飛行高度不得低於 150 公尺、高於 600 公尺。高臺大草原空域活動環境中，

擁有穩定氣流及南北風向且具有空域活動需擁有之特點：無高壓電、無大樓、無路燈等遮蔽

物。得天獨厚的環境下，若能夠完善旅遊環境，更可以使體驗者感受獲得提升。

二、 基礎建設

        熱氣球活動舉辦為臺東觀光增加產值與效益，不僅讓世界看見，活動市集更受大眾喜

愛。 基本服務設施及交通層面，探討活動便利性及舒適性。研究者透過訪談結果得知，基

礎建設中，交通問題仍有許多改善空間，規整如下：

受訪者 A1: 我和許多遊客交談都認為，市集內美食多樣化、價格也合理。

受訪者 A2、  B1、  B2 :活動期間，廁所及相關友善設施不足；服務台及相關標語不明確，導

致遊客隨意亂丟垃圾，造成環境破壞，以及找尋不到服務台或不知道自己方位等問題。

受訪者 A2、  B1：活動期間塞車嚴重，無論是自小客車還是接駁車皆無法順暢通行，造成交

通阻塞。

受訪者 A2、  B1、  B2：園區未設置人行道，使遊客及車輛共用道路，不僅增加危險性、減

緩車輛行車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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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1、  B2:交通便利  ，有多種方式可達到目的地（自小客車、接駁車、公車等），停

車位算充裕，但需要更著重工作人員的車流控管。

三、 策略與環境條件

       旅遊政策的優先及重視程度，相對影響觀光產業發展。藉由釐清政府在熱氣球產業活動

中的角色，及產業發展十年的活動實施辦法，掌握更多有效資訊。熱氣球嘉年華為國內大型

活動之一，更是享譽國際天數最長的熱氣球活動，中央單位與地方政府 身為主辦單位，扮

演活動與各地方的媒介，縣府透過熱氣球成功推廣在地觀光，賦予「臺東是臺灣熱氣球故鄉」

新印象。研究者發現，熱氣球產業雖擁有大量且穩定人潮，受益族群卻受限於提供遊客落腳

的旅宿業，其餘在地產業則呈現停滯狀態。將訪談結果歸整如下：

受訪者 B2: 政府成功推廣熱氣球產業，活動期間，融合各鄉鎮景點與特色，除了主場地開幕

閉幕音樂會外，也在各鄉鎮舉辦光雕音樂會，三仙台日出搭配熱氣球音樂會、知本溫泉的晚

會，還有極具特色的池上大波池音樂會，熱氣球倒映在大波池湖面上。

受訪者 A2、  B1、  B2:熱氣球產業產值與效益雖大，但對於在地經濟發展無法達到普遍性  提
升。

受訪者 A2: 活動期間所遺留的閒置貨櫃屋，放置於鹿野高臺大草皮，造成景觀破壞。

受訪者 A1: 可以透過專業團隊與課程，並與各領域密切合作，提升專業分析及人員專業性，

找尋地方與遊客真正需求。

四、 自然與文化資源自然與文化資源

      鹿野地區擁有深遠的文化資源、穩固的農業根基。熱擁有深遠的文化資源、穩固的農業

根基。熱氣球產業發展十年，氣球產業發展十年，帶來的人潮與產值，有目共睹，但在地產

業來的人潮與產值，有目共睹，但在地產業（茶葉、飛行傘）發展仍停滯中。飛行傘更曾被

主辦單位質疑是否合適同時進行等疑慮。研究者對此作出訪談及歸整，希望藉由此研究讓在

地文化產業及熱氣球產業能相互共存。訪談結果如下：

受訪者 B2：飛行傘與熱氣球不存在相互影響的疑慮，與熱氣球飛行總指揮交談後，更發現

國外可以看到許多成功案例。

受訪者 A2：飛行傘的飛行條件，除了颱風，強烈東北季風及下大雨外，其他天氣，一年四

季從日出到日落都適合飛行。

受訪者 A1：這兩項空域活動，都擁有很好的場域環境。我認為兩者都是非常安全的。因此，

在條件平等的情況下，如果要與朋友一同分享時，可以選擇搭乘熱氣球；如果你想挑戰高度

冒險的精神，或是想要享受一個人的空域活動，你更可以選擇飛行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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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透過研究者居住於鹿野高臺的深入觀察，藉由半結構式深入訪談與熱氣球產業相關聯之

業者、飛行員、飛行傘運動協會成員進行訪談。資料規整後，從歐洲旅遊經濟論壇於 2017
年提到觀光旅遊競爭力指標，探討熱氣球產業於觀光旅遊產業中的競爭力及發展現況，針對

未來發展及永續經營提出三大結論：

一、 臺東熱氣球產業發展趨勢及現況

       研究結果發現，臺東熱氣球產業逐漸邁向產業鏈趨勢，帶動臺東地方發展。根據交通部

觀光局針對高臺暑假造訪人次統計 2008 年未舉辦熱氣球之造訪人次約 10 萬人，至 2020 年

提升至 51 萬人次。突破全台首例在疫情期間舉辦大型活動先鋒， 帶動臺東觀光。

       政府規劃與政策上，大幅提升經費與資源，給予此產業活動相當大的活躍空間。2011 年

熱氣球活動首年及想飛的季節，共同使用活動標案經費 1200 萬。隔年起，熱氣球活動聲名

大噪 ，並打造全 臺 第一顆熱氣球。隨後，訂定相關法規、成立熱氣球專屬航空公司及學校、 
臺 灣熱氣球協會等。 2020 年 ，熱氣球暑假活動提撥經費已達 2000 萬，另外打造 臺 灣熱氣

球，總計標準球 9 顆、造型球 3 顆。2021 年，另製作 Hello Kitty 造型球，身上穿有鹿野第

一大族群「布農族」族服，成功為地方打下「熱氣球故鄉」全新印象。

二、 臺東熱氣球之產業效益

      根據以上討論，熱氣球產業多年發展， 為城市印象注入新生命，成為全球前十二大旅遊

景點，翻轉國人對臺東「好山、好水、好無聊」的刻板印象。縣府開始著手提升周邊旅遊環

境，改造閒置空間，如鐵道藝術聚落及 T&T Style 波浪屋，提升在地人口就業市場、給予原

住民族群藝文發展空間。開創鹿野高臺就近鄉鎮景點，如：池上伯朗大道帶動在地人文素養。

      臺東鹿野，可說是臺灣空域活動聖地，自 2002 年舉辦國際飛行傘比賽，就吸引世界各地

好手前來參與，深根飛行傘文化。熱氣球嘉年華舉辦後，享譽全球為臺東展開國際大門。並

相繼舉辦各項國際賽事 WSL 國際衝浪大賽、ITU 國際鐵人三項。被國際看見後，各大國際

品牌進 入臺東市場 既 2017 年喜來登酒店進駐後，隨後，六善度假酒店也預計於 2021 年加

入 。
      人文素養及國際發展提升後，來往臺東的路也暢通許多，南迴鐵路的拓建，加快通車速

度、大幅提升公路行駛的安全性。而鐵路電氣化更在逐漸完工中，不僅縮短臺東人回家的距

離、更使觀光旅遊便捷性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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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1、  B2:交通便利  ，有多種方式可達到目的地（自小客車、接駁車、公車等），停

車位算充裕，但需要更著重工作人員的車流控管。

三、 策略與環境條件

       旅遊政策的優先及重視程度，相對影響觀光產業發展。藉由釐清政府在熱氣球產業活動

中的角色，及產業發展十年的活動實施辦法，掌握更多有效資訊。熱氣球嘉年華為國內大型

活動之一，更是享譽國際天數最長的熱氣球活動，中央單位與地方政府 身為主辦單位，扮

演活動與各地方的媒介，縣府透過熱氣球成功推廣在地觀光，賦予「臺東是臺灣熱氣球故鄉」

新印象。研究者發現，熱氣球產業雖擁有大量且穩定人潮，受益族群卻受限於提供遊客落腳

的旅宿業，其餘在地產業則呈現停滯狀態。將訪談結果歸整如下：

受訪者 B2: 政府成功推廣熱氣球產業，活動期間，融合各鄉鎮景點與特色，除了主場地開幕

閉幕音樂會外，也在各鄉鎮舉辦光雕音樂會，三仙台日出搭配熱氣球音樂會、知本溫泉的晚

會，還有極具特色的池上大波池音樂會，熱氣球倒映在大波池湖面上。

受訪者 A2、  B1、  B2:熱氣球產業產值與效益雖大，但對於在地經濟發展無法達到普遍性  提
升。

受訪者 A2: 活動期間所遺留的閒置貨櫃屋，放置於鹿野高臺大草皮，造成景觀破壞。

受訪者 A1: 可以透過專業團隊與課程，並與各領域密切合作，提升專業分析及人員專業性，

找尋地方與遊客真正需求。

四、 自然與文化資源自然與文化資源

      鹿野地區擁有深遠的文化資源、穩固的農業根基。熱擁有深遠的文化資源、穩固的農業

根基。熱氣球產業發展十年，氣球產業發展十年，帶來的人潮與產值，有目共睹，但在地產

業來的人潮與產值，有目共睹，但在地產業（茶葉、飛行傘）發展仍停滯中。飛行傘更曾被

主辦單位質疑是否合適同時進行等疑慮。研究者對此作出訪談及歸整，希望藉由此研究讓在

地文化產業及熱氣球產業能相互共存。訪談結果如下：

受訪者 B2：飛行傘與熱氣球不存在相互影響的疑慮，與熱氣球飛行總指揮交談後，更發現

國外可以看到許多成功案例。

受訪者 A2：飛行傘的飛行條件，除了颱風，強烈東北季風及下大雨外，其他天氣，一年四

季從日出到日落都適合飛行。

受訪者 A1：這兩項空域活動，都擁有很好的場域環境。我認為兩者都是非常安全的。因此，

在條件平等的情況下，如果要與朋友一同分享時，可以選擇搭乘熱氣球；如果你想挑戰高度

冒險的精神，或是想要享受一個人的空域活動，你更可以選擇飛行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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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透過研究者居住於鹿野高臺的深入觀察，藉由半結構式深入訪談與熱氣球產業相關聯之

業者、飛行員、飛行傘運動協會成員進行訪談。資料規整後，從歐洲旅遊經濟論壇於 2017
年提到觀光旅遊競爭力指標，探討熱氣球產業於觀光旅遊產業中的競爭力及發展現況，針對

未來發展及永續經營提出三大結論：

一、 臺東熱氣球產業發展趨勢及現況

       研究結果發現，臺東熱氣球產業逐漸邁向產業鏈趨勢，帶動臺東地方發展。根據交通部

觀光局針對高臺暑假造訪人次統計 2008 年未舉辦熱氣球之造訪人次約 10 萬人，至 2020 年

提升至 51 萬人次。突破全台首例在疫情期間舉辦大型活動先鋒， 帶動臺東觀光。

       政府規劃與政策上，大幅提升經費與資源，給予此產業活動相當大的活躍空間。2011 年

熱氣球活動首年及想飛的季節，共同使用活動標案經費 1200 萬。隔年起，熱氣球活動聲名

大噪 ，並打造全 臺 第一顆熱氣球。隨後，訂定相關法規、成立熱氣球專屬航空公司及學校、 
臺 灣熱氣球協會等。 2020 年 ，熱氣球暑假活動提撥經費已達 2000 萬，另外打造 臺 灣熱氣

球，總計標準球 9 顆、造型球 3 顆。2021 年，另製作 Hello Kitty 造型球，身上穿有鹿野第

一大族群「布農族」族服，成功為地方打下「熱氣球故鄉」全新印象。

二、 臺東熱氣球之產業效益

      根據以上討論，熱氣球產業多年發展， 為城市印象注入新生命，成為全球前十二大旅遊

景點，翻轉國人對臺東「好山、好水、好無聊」的刻板印象。縣府開始著手提升周邊旅遊環

境，改造閒置空間，如鐵道藝術聚落及 T&T Style 波浪屋，提升在地人口就業市場、給予原

住民族群藝文發展空間。開創鹿野高臺就近鄉鎮景點，如：池上伯朗大道帶動在地人文素養。

      臺東鹿野，可說是臺灣空域活動聖地，自 2002 年舉辦國際飛行傘比賽，就吸引世界各地

好手前來參與，深根飛行傘文化。熱氣球嘉年華舉辦後，享譽全球為臺東展開國際大門。並

相繼舉辦各項國際賽事 WSL 國際衝浪大賽、ITU 國際鐵人三項。被國際看見後，各大國際

品牌進 入臺東市場 既 2017 年喜來登酒店進駐後，隨後，六善度假酒店也預計於 2021 年加

入 。
      人文素養及國際發展提升後，來往臺東的路也暢通許多，南迴鐵路的拓建，加快通車速

度、大幅提升公路行駛的安全性。而鐵路電氣化更在逐漸完工中，不僅縮短臺東人回家的距

離、更使觀光旅遊便捷性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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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熱氣球活動相關工作及建議

       綜合以上結論，臺東熱氣球產業，在觀光人潮及熱氣球產業產值看來獲得提升。研究者

透過文獻分析及田野調查，針對熱氣球周邊店家、飛行員、協會分別進行深度訪談，找尋 
體驗者需求後歸整熱氣球產業歷史與現況發展，提供有助於顧客體驗感受相關建議，增進 
消費體驗忠誠度與經濟價值。

      比照往年活動人潮，參與人數逐年攀升、觀光產業快速發展，非但沒有為在地文化與農

產業提高發展空間，更因活動湧入大量人潮、車潮，影響在地居民及店家通勤不便、環境遭

受破壞。

     若活動每年皆比 照往年舉辦辦法辦理，無法改善顧客及在地居民、店家需求，難以獲得

更大的使用者體驗提升，及永續發展與文化結合的可能性。研究者根據觀光旅遊競爭力指標

訪談結果，規整出針對熱氣球產業之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及建議，將其分類為三大面向進行：

   （一）持續且加強與當地店家及居民、農民溝通

      熱氣球產業帶來臺東龐大產值，相對人潮及車潮已對當地居民帶來衝突。透過訪談研究

發現，在地店家與居民對活動舉辦，多半都抱持正向態度，但造成的困擾及問題也層出不

窮。主辦方可透過多次且持續與當地居民密切討論，共同了解遊客及在地居民需求，獲得體

驗感受的提升。政策及規劃方面，可針對硬體設施提升，如：廁所、交通道路、人行道等。

活動舉辦多年，對鹿野高台帶來觀光人潮，針對周邊農地，可實施農地使用變更方式，有利

於 整體旅遊環境獲得改善。

   （二）整合產業資源及自然與文化資源

      透過整合資源，找到互利方式。管理單位，增加專業人員及管理人員培訓課程經由分析

團隊充分結合在地資源。例如，嘉年華舉辦期間，活動時段僅早上與傍晚兩小時，中間時段

無規劃 任何配套活動，造成遊客活動等待時間過長、無法留住人潮等問題。主辦方可藉由

設立熱氣球形象展覽方式，增加主題趣味性，達到資訊傳播之效用。並配合當地常態性活動，

滑草、飛行傘、安排 演出、增添陸面設施，增加活動豐富性；在地農產業方面，透過原本

已預留給地方農會之攤位，透過主題性行銷，增添產品曝光度，幫助地方農民。

   （三）活動基礎建設提升

      經訪談結果得知，在地居民及遊客，針對廁所及交通問題深受其擾。活動期間，廁所不

足及汙水排放問題已存在十年，增添在地居民困擾、降低遊客旅遊環境素質，卻從未獲得改

善。若以活動期間，及平日鹿野高臺遊客流動量看來，現有公共廁所位於鹿野高台北端斜坡

至高點，對於遊客而言距離過於遙遠且不便，可透過草原南端廁所的增設，或許能夠減緩廁

所不足及汙水排放問題。 

      活動期間交通阻塞 問題，眾所皆知。透過訪談及多年觀察發現，交通指揮工作人員、主

辦方管理人員、外包廠商管理人員、地方派出所，從上層傳達指令與標準從未統一，造成遊

客交通阻塞問題，嚴重影響店家營業。研究者認為，此問題需透過公部門及外包廠商達成共

識，提出統一作法及管理。停車位，可採用車流量管制，掌握停車數量。接駁車問題，多年

來都以大巴士 接駁方式進行，研究者發現，大巴士體積龐大、車身過長，道路狹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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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行車速度大幅下降、無法會車、載客速度供不應求，多數遊客甚至以步行方式下山。日後

可規劃使用小車解決問題，例如 將大巴士改成九人座休旅車提高車輛數量，增加在狹小道

路駛的靈活性，避免塞車問題發生。 
       研究者對鹿野地形熟識，提出道路規劃之建議。熱氣球活動舉辦多年下來，人車共道（行

人 A 路線）約需行走 20 分鐘，可透過產業道路的規劃及修繕，打造方便且安全的行人步道，

僅需 10 分鐘，不僅減少遊客步行時間，更達到人車分流之效果。車輛分流方式，可透過修

繕及養護年久失修的水源路，增加連外道路方式，與原本行車 A 路線需 15 分鐘相比，經由

水源路通往台九線僅需 10 分鐘，更可分流南北向通車，可說是一舉兩得。如圖示：



- 86 -

三、 熱氣球活動相關工作及建議

       綜合以上結論，臺東熱氣球產業，在觀光人潮及熱氣球產業產值看來獲得提升。研究者

透過文獻分析及田野調查，針對熱氣球周邊店家、飛行員、協會分別進行深度訪談，找尋 
體驗者需求後歸整熱氣球產業歷史與現況發展，提供有助於顧客體驗感受相關建議，增進 
消費體驗忠誠度與經濟價值。

      比照往年活動人潮，參與人數逐年攀升、觀光產業快速發展，非但沒有為在地文化與農

產業提高發展空間，更因活動湧入大量人潮、車潮，影響在地居民及店家通勤不便、環境遭

受破壞。

     若活動每年皆比 照往年舉辦辦法辦理，無法改善顧客及在地居民、店家需求，難以獲得

更大的使用者體驗提升，及永續發展與文化結合的可能性。研究者根據觀光旅遊競爭力指標

訪談結果，規整出針對熱氣球產業之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及建議，將其分類為三大面向進行：

   （一）持續且加強與當地店家及居民、農民溝通

      熱氣球產業帶來臺東龐大產值，相對人潮及車潮已對當地居民帶來衝突。透過訪談研究

發現，在地店家與居民對活動舉辦，多半都抱持正向態度，但造成的困擾及問題也層出不

窮。主辦方可透過多次且持續與當地居民密切討論，共同了解遊客及在地居民需求，獲得體

驗感受的提升。政策及規劃方面，可針對硬體設施提升，如：廁所、交通道路、人行道等。

活動舉辦多年，對鹿野高台帶來觀光人潮，針對周邊農地，可實施農地使用變更方式，有利

於 整體旅遊環境獲得改善。

   （二）整合產業資源及自然與文化資源

      透過整合資源，找到互利方式。管理單位，增加專業人員及管理人員培訓課程經由分析

團隊充分結合在地資源。例如，嘉年華舉辦期間，活動時段僅早上與傍晚兩小時，中間時段

無規劃 任何配套活動，造成遊客活動等待時間過長、無法留住人潮等問題。主辦方可藉由

設立熱氣球形象展覽方式，增加主題趣味性，達到資訊傳播之效用。並配合當地常態性活動，

滑草、飛行傘、安排 演出、增添陸面設施，增加活動豐富性；在地農產業方面，透過原本

已預留給地方農會之攤位，透過主題性行銷，增添產品曝光度，幫助地方農民。

   （三）活動基礎建設提升

      經訪談結果得知，在地居民及遊客，針對廁所及交通問題深受其擾。活動期間，廁所不

足及汙水排放問題已存在十年，增添在地居民困擾、降低遊客旅遊環境素質，卻從未獲得改

善。若以活動期間，及平日鹿野高臺遊客流動量看來，現有公共廁所位於鹿野高台北端斜坡

至高點，對於遊客而言距離過於遙遠且不便，可透過草原南端廁所的增設，或許能夠減緩廁

所不足及汙水排放問題。 

      活動期間交通阻塞 問題，眾所皆知。透過訪談及多年觀察發現，交通指揮工作人員、主

辦方管理人員、外包廠商管理人員、地方派出所，從上層傳達指令與標準從未統一，造成遊

客交通阻塞問題，嚴重影響店家營業。研究者認為，此問題需透過公部門及外包廠商達成共

識，提出統一作法及管理。停車位，可採用車流量管制，掌握停車數量。接駁車問題，多年

來都以大巴士 接駁方式進行，研究者發現，大巴士體積龐大、車身過長，道路狹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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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行車速度大幅下降、無法會車、載客速度供不應求，多數遊客甚至以步行方式下山。日後

可規劃使用小車解決問題，例如 將大巴士改成九人座休旅車提高車輛數量，增加在狹小道

路駛的靈活性，避免塞車問題發生。 
       研究者對鹿野地形熟識，提出道路規劃之建議。熱氣球活動舉辦多年下來，人車共道（行

人 A 路線）約需行走 20 分鐘，可透過產業道路的規劃及修繕，打造方便且安全的行人步道，

僅需 10 分鐘，不僅減少遊客步行時間，更達到人車分流之效果。車輛分流方式，可透過修

繕及養護年久失修的水源路，增加連外道路方式，與原本行車 A 路線需 15 分鐘相比，經由

水源路通往台九線僅需 10 分鐘，更可分流南北向通車，可說是一舉兩得。如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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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錫器產業在臺灣因為清中葉後閩南族群移民發展日趨興盛，但歷經日據時代戰爭爆發後

的金屬管制與殖民政策下限制人民信仰宗教導致產業發展受阻；而後民國時期現代社會的生

活習慣轉變等等，產業式微直到 1966 年陳萬能先生改良傳統錫器結合現代雕塑概念重新引

領錫器進入工藝產業發展並獲得政府單位的重視與肯定，萬能錫鋪近年更以有別於傳統錫器

店家的新型藝術與經濟樣態推動臺灣錫工藝產業於無形之中。

      目前錫工藝產業的研究討論多在於無形文化資產保存以及技術層面紀錄，本論將著重於

探討萬能錫器樣制中的雕塑樣態與其現代性詮釋表現，以錫創作的功能性藝術品在展演發表

的同時也已進入臺灣藝術發展的脈絡，並結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相關政策方案實施。傳統錫

工藝除了既有產業生態鏈外，以製作錫器的技術傳授藉此轉型出回歸現代式的生活文化產品

與開創產業分支；同時，具有保存使命的技術集體見證則呼應在當代藝術的生產方法中，以

技術教學作為藝術創作的誘發並培養種子人才作為永續發展的可能性。

關鍵詞：錫器產業、錫工藝、雕塑、現代性、技術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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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錫器產業在臺灣因為清中葉後閩南族群移民發展日趨興盛，但歷經日據時代戰爭爆發後

的金屬管制與殖民政策下限制人民信仰宗教導致產業發展受阻；而後民國時期現代社會的生

活習慣轉變等等，產業式微直到 1966 年陳萬能先生改良傳統錫器結合現代雕塑概念重新引

領錫器進入工藝產業發展並獲得政府單位的重視與肯定，萬能錫鋪近年更以有別於傳統錫器

店家的新型藝術與經濟樣態推動臺灣錫工藝產業於無形之中。

      目前錫工藝產業的研究討論多在於無形文化資產保存以及技術層面紀錄，本論將著重於

探討萬能錫器樣制中的雕塑樣態與其現代性詮釋表現，以錫創作的功能性藝術品在展演發表

的同時也已進入臺灣藝術發展的脈絡，並結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相關政策方案實施。傳統錫

工藝除了既有產業生態鏈外，以製作錫器的技術傳授藉此轉型出回歸現代式的生活文化產品

與開創產業分支；同時，具有保存使命的技術集體見證則呼應在當代藝術的生產方法中，以

技術教學作為藝術創作的誘發並培養種子人才作為永續發展的可能性。

關鍵詞：錫器產業、錫工藝、雕塑、現代性、技術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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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109 年度重要傳統工藝傳習計畫」是錫工藝人間國寶陳萬能 (1942-) 藝師 ( 以下簡稱萬

能師 ) 第二屆招收藝生，自 1966 年起其從事錫器產業到萬能錫鋪 (1979-) 設立已經走過 55 
個打錫年頭，在這之中其復興家業的努力與創新使瀕臨退場的臺灣錫器產業，重回生產並逐

漸步入藝術境界，其努力也獲得國家與地方政府重視，從保存傳統文化的政策推動中，自發

與間接性的造成產業的全新走向，近期萬能錫鋪成員陳志揚 (1972-)、陳志昇 (1975-) 藝師也

接續傳承保存重任並以藝術家之姿推進當代彰化美術。從教學化、保存化、展演化的外在關

注現象與轉變中，本研究試圖回歸錫工藝的本質變化作為探討，即是從萬能師開啟以錫創作

的雕塑路徑並置在臺灣現代雕塑的脈絡中，進而了解錫器產業邁入當代美術產業的發展。

一、 研究背景

      目前錫工藝產業的研究討論多在於無形文化資產保存以及技術層面紀錄，從文獻中，彙

整出以下關於錫器產業的相關背景如下：

        錫器產業在不產錫的臺灣因為清中葉後閩南族群移民發展日趨興盛，「花瓶五賽」與「嫁

娶時的錫器多寡」等成為彰顯社會地位與權勢的代表，但歷經日據時代戰爭爆發後的金屬管

制與殖民政策「皇民化運動」下，以毀廟建造神社的策略與高壓抑制人民信仰並禁止傳統祭

祀用具的擺設導致產業發展受阻；後繼民國時期面臨到原料的短缺、附帶以重量計價的消費

模式，造成僅能以回收舊錫重新熔鑄與加入鉛的替代方案進行錫器的製造，並隨著現代社會

的生活習慣轉變與對於使用器具的安全與價值、美觀意識抬頭等，也面臨國際貿易體的形成

後他國生產的廉價錫器湧入本土市場；在國內又充斥同業削價競爭連帶不敵市場的現實反應

等，造成多數錫匠的轉行後式微，直到 1966 年萬能師改良傳統錫器才翻轉臺灣錫藝產業，

因應現代人生活與祭祀空間的限縮，將龍燭與柑燈兩者合併的創新型制，重啟錫器在佛具市

場中的生機並獲得顧客的肯定，但龐大來自佛具店的訂單在原料短缺與耗時費工造成供不應

求的狀態下，突顯出傳統錫器產業的商業模式問題：過去錫匠在家接單或製作完成後，將成

品寄賣於相關宗教禮器店家，並無實際與顧客接觸的機會並得到最直接的回饋，同時如果僅

作寄賣隨時可能面臨訂單流失而造成收入短缺或失業的狀況，因此對自身的危機感開啟對錫

器販售的反思與日後錫鋪的經營之道。

      呈上述，萬能錫鋪的脈絡與重要轉變中，繼承的是源自福建同安的打錫師傅陳賜，而後

其三子分別開業，其中復興錫店 ( 陳滔 1897-1960)，萬能師則是學習其父陳滔的技藝三年後

並保存沿用一批做工精良的唐山師傅刻製的麝石模具，部分因為年水災導致缺失，引發萬能

師重新刻補修復模具，而後從業 1979 年在鹿港中山路上開設萬能錫鋪，在其傳承系譜脈絡

與目前豐富的歷程中，筆者篩選整理重要轉變與表列主要傳授弟子如下，作為提供後續研究

探討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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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目前傳統錫工藝除了既有產業生態鏈外，以製作錫器的技術傳授藉此轉型出回歸現代式

的生活文化產品與開創產業分支。在漸進的演變中，除了作為應用器具的本質上，特質呈現

強烈的雕塑手法並在表象以傳統的典故或是吉祥話語的形象化尤其重寫實造型表現。

   在錫產業的結構上，產生獨特的「共時性」狀態並行在臺灣現代雕塑藝術脈絡之中，近

年臺灣雕塑研究的相關出版收入卻成了遺珠之憾，並且在萬能師的光環下，當前文獻多立基

文化資產保存在傳統技術的保存觀點，以個案田野訪談等方法造成研究紀錄分析本身，缺乏

其與相關類型範疇的探討且具極高的重複性，文資的助力推動是保存傳統技術的關鍵開拓，

但是也存在反面的框架與忽略已經在發生的創新轉變，因此本研究嘗試以當代的角度非單純

僅在時間的當下，透過以脈絡與廣義的現代文化思考出發，書寫在「現在錫工藝之後」的拙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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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前期，因為筆者自「109 年重要傳統工藝計畫」獲選為錫工藝藝生，已歷經一年

的學習參與在萬能錫鋪之中，身處在第一線的製作環境與面對顧客場域中，是陳萬能獨特的

培育錫工藝師方法，筆者身為藝生是非錫鋪產品製作成員，但位於最貼近整個產業生態並學

習傳統錫器製作的實踐者與觀察者，結合自身教學、創作、研究背景，提供多方面真實的闡

釋性與論述推演，從關係互動中探求價值觀並試圖獲得相關發現的解答性詮釋，並持續性以

過程辨識、修飾而後獲得定義。

     在研究預備書寫階段中，直接選自萬能錫鋪所累積收藏之圖書：出版文獻資料、雜誌報

導與未出版之彙整資料，以最直接的文獻進行分析研究，除了聚焦式的探索外，以其雕塑特

質回放置整體社會環境的文化現象研究中，配合臺灣雕塑的脈絡研究與現代藝術的特質反思

進一步拓研究與發現新的詮釋可能。

      上述，未能獲得研究問題釐清的部分，則改以訪談方式進行，以階段且漸進式混和方法

達成本研究。

一、 再詮釋傳統錫工藝

     首先，筆者必須區隔過去以傳統錫工藝並稱錫匠製作錫器與錫工藝師製作錫工藝的統稱

性詮釋，本文中將取代以「錫器產業」與「錫 ( 工 ) 藝」分項稱呼，係因在過去錫器製作具

有產業細項分工特色，有專門的刻模具師傅協助模具製作，錫匠製作部分稱為「打錫」主要

在模鑄、用油燈煙燻黑石模具、灌漿配件之後，以敲打、焊接挫修、削光、砂磨、擦洗、飾

紋、彩繪等裝飾後完成，在沒有參與最初的模具設計與無法自行繪製錫器版型，僅以單向遵

從其師承技法工序、無法面對顧客需求變更設計的生產，缺乏「工藝發展滿足需求所產出來

的具功能的造物性活動特質、以及美學經驗所呈現在形式、手法的表現 ( 陳志揚 2013)」或

透過藝術的原創性達成實踐思考操作。

     錫器產業師父無法順應市場需求面臨的困境體現在萬能錫鋪開業後，萬能師在傳統祭祀

禮器方面，因訂單增自行生產無法達成供需平衡，改以合作方式向中南部錫器業者批貨銷

售。據萬能師描述：一次與嘉義匠師以繪草圖方式訂製圓形香爐卻所得如痰盂造型不僅不優

美也無法販售，可見錫器匠人無法到達工藝水平的窘況。也因此更突顯萬能師在 1966 年改

變融合兩種傳統器型與功能的創新「龍燭柑燈」的重要。

     萬能師執業中，首度以同業分工批發傳統器型販售於萬能錫鋪，分擔製作壓力，不僅保

有傳統客源也提供萬能師有心力在創新發展方面琢磨，並等待適合時機，其的核心信念「舊

日的創新就是現在的傳統，今日的創新就是明日的傳統」與「創作無師的自發性」造就與包

容創作錫器的技法差異，具藝術性的錫工藝創作過程相異於傳統製成：以壓製錫片、打樣剪

裁、削光針花、冷鍛、焊接組合、銼修、削光、擦洗、紋飾、表面質感處理、彩繪修飾等完

整作品。

    傳統錫工藝信念與特殊性跳脫全然師徒學習狀態，反而以互相激盪方式包容技法的差

異，允許與版型細微設計等，在遵從師父指示的學習外若無法完全貫通關於錫工藝的創作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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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目前傳統錫工藝除了既有產業生態鏈外，以製作錫器的技術傳授藉此轉型出回歸現代式

的生活文化產品與開創產業分支。在漸進的演變中，除了作為應用器具的本質上，特質呈現

強烈的雕塑手法並在表象以傳統的典故或是吉祥話語的形象化尤其重寫實造型表現。

   在錫產業的結構上，產生獨特的「共時性」狀態並行在臺灣現代雕塑藝術脈絡之中，近

年臺灣雕塑研究的相關出版收入卻成了遺珠之憾，並且在萬能師的光環下，當前文獻多立基

文化資產保存在傳統技術的保存觀點，以個案田野訪談等方法造成研究紀錄分析本身，缺乏

其與相關類型範疇的探討且具極高的重複性，文資的助力推動是保存傳統技術的關鍵開拓，

但是也存在反面的框架與忽略已經在發生的創新轉變，因此本研究嘗試以當代的角度非單純

僅在時間的當下，透過以脈絡與廣義的現代文化思考出發，書寫在「現在錫工藝之後」的拙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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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前期，因為筆者自「109 年重要傳統工藝計畫」獲選為錫工藝藝生，已歷經一年

的學習參與在萬能錫鋪之中，身處在第一線的製作環境與面對顧客場域中，是陳萬能獨特的

培育錫工藝師方法，筆者身為藝生是非錫鋪產品製作成員，但位於最貼近整個產業生態並學

習傳統錫器製作的實踐者與觀察者，結合自身教學、創作、研究背景，提供多方面真實的闡

釋性與論述推演，從關係互動中探求價值觀並試圖獲得相關發現的解答性詮釋，並持續性以

過程辨識、修飾而後獲得定義。

     在研究預備書寫階段中，直接選自萬能錫鋪所累積收藏之圖書：出版文獻資料、雜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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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回放置整體社會環境的文化現象研究中，配合臺灣雕塑的脈絡研究與現代藝術的特質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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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未能獲得研究問題釐清的部分，則改以訪談方式進行，以階段且漸進式混和方法

達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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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產業細項分工特色，有專門的刻模具師傅協助模具製作，錫匠製作部分稱為「打錫」主要

在模鑄、用油燈煙燻黑石模具、灌漿配件之後，以敲打、焊接挫修、削光、砂磨、擦洗、飾

紋、彩繪等裝飾後完成，在沒有參與最初的模具設計與無法自行繪製錫器版型，僅以單向遵

從其師承技法工序、無法面對顧客需求變更設計的生產，缺乏「工藝發展滿足需求所產出來

的具功能的造物性活動特質、以及美學經驗所呈現在形式、手法的表現 ( 陳志揚 2013)」或

透過藝術的原創性達成實踐思考操作。

     錫器產業師父無法順應市場需求面臨的困境體現在萬能錫鋪開業後，萬能師在傳統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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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據萬能師描述：一次與嘉義匠師以繪草圖方式訂製圓形香爐卻所得如痰盂造型不僅不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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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融合兩種傳統器型與功能的創新「龍燭柑燈」的重要。

     萬能師執業中，首度以同業分工批發傳統器型販售於萬能錫鋪，分擔製作壓力，不僅保

有傳統客源也提供萬能師有心力在創新發展方面琢磨，並等待適合時機，其的核心信念「舊

日的創新就是現在的傳統，今日的創新就是明日的傳統」與「創作無師的自發性」造就與包

容創作錫器的技法差異，具藝術性的錫工藝創作過程相異於傳統製成：以壓製錫片、打樣剪

裁、削光針花、冷鍛、焊接組合、銼修、削光、擦洗、紋飾、表面質感處理、彩繪修飾等完

整作品。

    傳統錫工藝信念與特殊性跳脫全然師徒學習狀態，反而以互相激盪方式包容技法的差

異，允許與版型細微設計等，在遵從師父指示的學習外若無法完全貫通關於錫工藝的創作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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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邏輯與相關擴充技能，如繪畫、雕刻技能、複合媒材、美學等，重經驗並保留代表意義或

精細之處，不變的傳統繼承是無法達成真正的萬能錫工藝傳承，而僅落入錫器製作的匠人與

工法中。

二、 隱身在傳統的現代臺灣錫藝

    在此，筆者想提出另外一種看法作為萬能錫藝正式跨越傳統轉向現代的轉變前緣，以其

14 歲起學習打錫歷經四年同時利用空檔於私塾學習三年，提供其在中國典故的認識，1959
年「八七水災」使萬能師祖父留下的各種麝石模具大半遺失、伴隨錫器產業沒落雙親去世、

萬能師轉業等，內心不捨製錫工具、家業與珍藏的精美日製錫作就此塵封失傳。1970 年是

其重要轉變的節點，復興的意念促使過去學習累積提供萬能師良好的啟蒙契機與返祖技能，

回歸清明兩代錫藝師具備同文人一般獨自刻詩題畫完整藝術作品的優良能力，以過往經驗重

新思考自身設計造型並在麝石無法取得的年代中，除收集其他歇業同行模具拼組，另外改以

磨刀石替代刻製模具，以理性分析市場判斷改變形制的必要，同年製作以龍山寺九龍池為靈

感的第一件脫離宗教祭祀禮器的立體創作收藏品，〈九龍池〉不僅保留原靈感來源的噴水功

能並結合書畫進行裝飾。

      結合立體、平面繪畫並在實用功能上，意義源自傳統文化、典故意義的詮釋在創作中，

萬能師自律性與堅持下，不斷開展其後續的創新與變化作品。已有的文獻中彷彿看到錫工藝

自成一格的傳統並不受外界干擾的脈絡，但是如果將關注視野擴大到整體社會環境之中，會

發現 1970 年代前期同時是傳統木雕的復興時期 ( 蕭瓊瑞 2017)，在現代雕塑深根的年代氛圍

並置傳統工藝家聚集鹿港的區域特性，是否受到影響？筆者曾在與萬能師請益的過程，探求

到萬能師對於臺灣國際政治變動後崛起的鄉土運動與相關藝術家脈絡認知與經營之道有其關

於生計的見解，並在筆者詢問其創作是否有受相關影響的提問下，回應面對展覽或其他藝術

家的作品，我們要以抱持參考優點、缺點改進的心態。就算是從書上考據的紋樣都要有所再

創造，並分享其年輕時運用書中樣式被指正不是他的創作的經驗。

       而真正促使其反思臺灣本土題材的創作則是誘發在「技藝表演化」的推廣設攤活動之後，

從被動到積極走向的群眾回饋。一次在台北活動 ( 年代不可考 ) 後遇到民眾的強烈指教：表

示作品都是中國的東西 ( 題材 )，沒有臺灣的 ( 題材 )，建議做一些代表臺灣的政治人物 ( 陳
萬能 2020)，而後思索並創作一系列臺灣動物相關創作，例如：藍鵲、水牛 … 等，但動物選

樣與關係並非如同黃土水、楊英風等的選擇脈絡以水牛作為臺灣精神象徵的圖騰化表現；而

是在既有的創作脈絡中變化物種造型。

       1984 年萬能師就以獨創鍛塑手法創作純粹觀賞用的寫實動物錫藝雕塑，以傳統民間藝術

慣用以吉祥話語諧音祿 / 鹿與背上揹官帽意譯加官的造型創作；接著〈十二生肖〉的作品，

更是直接飼養、觀察拍照真實動物、查閱書籍以科學研究精神探求真實的樣貌與結合自己深

厚的繪畫底蘊。在其後續的創作的典故中，人物與動物關係運用東方書畫主客體的關係創作

達到作品的和諧外，讓整體創作更富趣味性。

      作品受邀至美國的展出的經歷，也促使他特別製作符合當地節慶的〈火雞〉或加入西方

服飾或融合故事情境〈新豬八戒西遊記〉等，試圖以作品與參觀者交流等，因為探求真實的

創作與外在環境刺激等，模仿自然的寫實風格並保有想像空間，在東方詞意、聲符附著於造

形的會意的詮釋方法，使萬能錫藝雕塑在緩慢的變動中的趨向再現性質西方雕塑樣式卻保有

獨特的風格並成為臺灣錫工藝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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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應現代社會的錫藝品牌

      萬能錫工藝在傳統中出發外，更因為對使用的內容題材、物理材料皆具有深入的了解並

配合現代化社會觀念與環境媒材的進步，不只從傳統形式改良、改良材料以純錫 ( 僅添加

≈1%銻，優化硬度、結構 )，配合其高超技術的相輔相成作法，突破並扭轉過去錫器因為鉛

的負面觀感 ( 變黑、有毒 ) 與販售以重量計價而忽略勞動價值的過時價值觀，隨時代的推演

符合現代顧客需求的核心價值變化，並積極的投身參與推廣活動在社會制度與機制中尋求認

可，如各大工藝獎項等，時間軸上更可以顯現出明顯的階段分期，同時在自我作品的積累中

劃分出傳統錫器與創作藝術品的分類與定位。萬能師有意識的以工藝、藝術的營造「萬能 (錫
鋪 )」品牌。

      在萬能錫鋪的〈陳萬能錫藝創作歷程〉資料中清楚的劃分出四個時期：1. 初期 2. 改良期

3. 研發期 4. 拓展期。筆者認為當前以有新的展現整理補充 5. 推廣教育期，如表：
 

表格 3 萬能分期與特色  

時期/年代  特色  材質  技法與應用  代表作品  

初期  

1955-1969  

承襲古法製作傳統錫器  錫鉛合金    公媽爐、漢台

等，傳統宗教祭

祀器型  

改良期  

1966-1985  

改良錫器易壞、易黑缺

點，研發新造型 1.純擺

件：動物造形、繪稿創

作、寫實  

2.功能性物件：上色、現
成物(聖誕燈點綴)  

純錫、錫鉛

合金、金箔  
空心鍛塑  

真空電鍍技

術  

龍燭柑燈、九龍

池、加官進祿等  

功能性與純擺

件作品  

研發期  

1986-2000  

嘗試不同形態，人物造

型、不同材質、不繪製圖

稿、想像式寫實(題材轉
向傳統典故、神話人 

物)、運用材質色彩增加
豐富度  

純錫、鉛、

紅銅、青 

銅、鉛錫 

合金、金箔  

急速冷卻水

波紋 

半浮雕 

挑戰尺度  

千里眼、順風

耳、四大天 

王、半浮雕-金
玉滿堂等  

拓展期  

2001-2014  

改良製作技術、研發設計

新品、加強實用功能、藝

術普及化、增加精緻度、

精品化高級禮品訂製  

純錫、鉛、

紅銅、青 

銅、鉛錫合

金、金箔、

玉、琺瑯等

各式不同

材質  

不鏽鋼焊接  童子燈、賜財
燈、福壽雙喜

燈、門神、蓄勢

待發、祈求吉慶

等  

推廣教育期  

2014-迄今  

在同中求異，簡化彩繪裝

飾回歸樸實、延續拓展期

訂製宗教禮器 

具展示與教育意義的錫

藝館(2017 開館) 

同上  向內動態機

構  

(范謝將軍
眼舌可動)  

童子拜觀音、范

謝將軍、重製魁

身、達摩、動物

造型等   

蔡佩儒整理 2021 年 5 月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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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計的見解，並在筆者詢問其創作是否有受相關影響的提問下，回應面對展覽或其他藝術

家的作品，我們要以抱持參考優點、缺點改進的心態。就算是從書上考據的紋樣都要有所再

創造，並分享其年輕時運用書中樣式被指正不是他的創作的經驗。

       而真正促使其反思臺灣本土題材的創作則是誘發在「技藝表演化」的推廣設攤活動之後，

從被動到積極走向的群眾回饋。一次在台北活動 ( 年代不可考 ) 後遇到民眾的強烈指教：表

示作品都是中國的東西 ( 題材 )，沒有臺灣的 ( 題材 )，建議做一些代表臺灣的政治人物 ( 陳
萬能 2020)，而後思索並創作一系列臺灣動物相關創作，例如：藍鵲、水牛 … 等，但動物選

樣與關係並非如同黃土水、楊英風等的選擇脈絡以水牛作為臺灣精神象徵的圖騰化表現；而

是在既有的創作脈絡中變化物種造型。

       1984 年萬能師就以獨創鍛塑手法創作純粹觀賞用的寫實動物錫藝雕塑，以傳統民間藝術

慣用以吉祥話語諧音祿 / 鹿與背上揹官帽意譯加官的造型創作；接著〈十二生肖〉的作品，

更是直接飼養、觀察拍照真實動物、查閱書籍以科學研究精神探求真實的樣貌與結合自己深

厚的繪畫底蘊。在其後續的創作的典故中，人物與動物關係運用東方書畫主客體的關係創作

達到作品的和諧外，讓整體創作更富趣味性。

      作品受邀至美國的展出的經歷，也促使他特別製作符合當地節慶的〈火雞〉或加入西方

服飾或融合故事情境〈新豬八戒西遊記〉等，試圖以作品與參觀者交流等，因為探求真實的

創作與外在環境刺激等，模仿自然的寫實風格並保有想像空間，在東方詞意、聲符附著於造

形的會意的詮釋方法，使萬能錫藝雕塑在緩慢的變動中的趨向再現性質西方雕塑樣式卻保有

獨特的風格並成為臺灣錫工藝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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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應現代社會的錫藝品牌

      萬能錫工藝在傳統中出發外，更因為對使用的內容題材、物理材料皆具有深入的了解並

配合現代化社會觀念與環境媒材的進步，不只從傳統形式改良、改良材料以純錫 ( 僅添加

≈1%銻，優化硬度、結構 )，配合其高超技術的相輔相成作法，突破並扭轉過去錫器因為鉛

的負面觀感 ( 變黑、有毒 ) 與販售以重量計價而忽略勞動價值的過時價值觀，隨時代的推演

符合現代顧客需求的核心價值變化，並積極的投身參與推廣活動在社會制度與機制中尋求認

可，如各大工藝獎項等，時間軸上更可以顯現出明顯的階段分期，同時在自我作品的積累中

劃分出傳統錫器與創作藝術品的分類與定位。萬能師有意識的以工藝、藝術的營造「萬能 (錫
鋪 )」品牌。

      在萬能錫鋪的〈陳萬能錫藝創作歷程〉資料中清楚的劃分出四個時期：1. 初期 2. 改良期

3. 研發期 4. 拓展期。筆者認為當前以有新的展現整理補充 5. 推廣教育期，如表：
 

表格 3 萬能分期與特色  

時期/年代  特色  材質  技法與應用  代表作品  

初期  

1955-1969  

承襲古法製作傳統錫器  錫鉛合金    公媽爐、漢台

等，傳統宗教祭

祀器型  

改良期  

1966-1985  

改良錫器易壞、易黑缺

點，研發新造型 1.純擺

件：動物造形、繪稿創

作、寫實  

2.功能性物件：上色、現
成物(聖誕燈點綴)  

純錫、錫鉛

合金、金箔  
空心鍛塑  

真空電鍍技

術  

龍燭柑燈、九龍

池、加官進祿等  

功能性與純擺

件作品  

研發期  

1986-2000  

嘗試不同形態，人物造

型、不同材質、不繪製圖

稿、想像式寫實(題材轉
向傳統典故、神話人 

物)、運用材質色彩增加
豐富度  

純錫、鉛、

紅銅、青 

銅、鉛錫 

合金、金箔  

急速冷卻水

波紋 

半浮雕 

挑戰尺度  

千里眼、順風

耳、四大天 

王、半浮雕-金
玉滿堂等  

拓展期  

2001-2014  

改良製作技術、研發設計

新品、加強實用功能、藝

術普及化、增加精緻度、

精品化高級禮品訂製  

純錫、鉛、

紅銅、青 

銅、鉛錫合

金、金箔、

玉、琺瑯等

各式不同

材質  

不鏽鋼焊接  童子燈、賜財
燈、福壽雙喜

燈、門神、蓄勢

待發、祈求吉慶

等  

推廣教育期  

2014-迄今  

在同中求異，簡化彩繪裝

飾回歸樸實、延續拓展期

訂製宗教禮器 

具展示與教育意義的錫

藝館(2017 開館) 

同上  向內動態機

構  

(范謝將軍
眼舌可動)  

童子拜觀音、范

謝將軍、重製魁

身、達摩、動物

造型等   

蔡佩儒整理 2021 年 5 月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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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發展的時間軸上，初期與改良期中萬能師在陳林麗卿女士 ( 師母 ) 扶持下奮鬥，後來

與同業合作，到傳授其三子陳志揚衣缽白天幫忙錫鋪工作夜間就讀高職美工科，三子跟隨父

親外出的直接面對市場的應對與技術機會教育等連帶互相激盪，萬能師以其展演的機會讓

其子的作品推出展示，並鼓勵其金屬複合媒材創作參與比賽、獎項也多次獲得肯定 ( 陳志揚

2013)，在產品製作上的生產合作協助到後來陳志揚留學歸國後，帶回西方寫實雕塑技法概

念與萬能師合作四大天王的大型創作。筆者視此為一種契機正式開啟以萬能個人名義轉向為

萬能藝術品牌的概念。其二子、陳炯裕、四子陳志昇也接續投入錫藝學習與工作，而後萬能

錫鋪的藝師們除了分工在店舖產品製作，也部分共同製作藝術品，如：〈盤龍對瓶〉( 陳志

昇與陳炯裕 1998)、〈武門神 - 神荼、鬱壘〉( 陳萬能、陳志昇 2008) 等，共同為「萬能」錫

工藝努力，整個錫鋪發展的過程中，一度面對大陸低價傾銷來台的各式錫器影響錫鋪生意，

錫鋪在此時改變大陸傳來的太子樓錫燈結合傳統建築裝飾造型的「倒吊獅」，推出「賜財燈」

( 陳志昇發想 ) 搭上民間逐漸興起的「宮廟熱鬧文化」成為熱銷商品至今，萬能藝術錫燈可

依照顧客需求改變造型、配件、彩繪貼金等，訂單已排至三、五年之後；在師母的安排調度

中，錫鋪藝師們輪流製作分擔訂單。整體品牌的用心經營是以個人藝術作品的規格進行，除

了每位藝師技藝都是備受獎項的肯定外，「打錫化新境 - 陳志昇錫藝創作展」順利成功更是

有賴購藏萬能錫鋪藝品的宮廟與藏家借調展出。

      在一次顧客詢問「錫燈製作者為誰？」的情境中，筆者更確立「萬能」作為品牌的信念

與向心力「萬能出品就代表萬能錫鋪！沒有分誰做的！」( 陳萬能夫婦 2021)，在萬能師的主

持下品牌發展推向顛峰，但未來是否有其他的可能？當前，萬能錫鋪逐步邁向更進一步企業

化經營的概念中，「現階段就如同正在建構一個完善的中央廚房，以開闊的態度與面對客戶

需求的心，持續發展同時也不排除其他新的可能性」( 陳志揚 2021)。
      此外，筆者認為在文化資產保存法認證架構下，國寶傳承責任促使萬能錫鋪在家族事業

體上注入新血或是觀念、做法激盪；同時，萬能師借鏡其它國寶教學後的創作產量減少警惕，

必然不會減少其對創作的堅持與錫鋪未來發展的預備。

 

表格 3 萬能分期與特色  

時期/年代  特色  材質  技法與應用  代表作品  

初期  

1955-1969  

承襲古法製作傳統錫器  錫鉛合金    公媽爐、漢台

等，傳統宗教祭

祀器型  

改良期  

1966-1985  

改良錫器易壞、易黑缺

點，研發新造型 1.純擺

件：動物造形、繪稿創

作、寫實  

2.功能性物件：上色、現
成物(聖誕燈點綴)  

純錫、錫鉛

合金、金箔  
空心鍛塑  

真空電鍍技

術  

龍燭柑燈、九龍

池、加官進祿等  

功能性與純擺

件作品  

研發期  

1986-2000  

嘗試不同形態，人物造

型、不同材質、不繪製圖

稿、想像式寫實(題材轉
向傳統典故、神話人 

物)、運用材質色彩增加
豐富度  

純錫、鉛、

紅銅、青 

銅、鉛錫 

合金、金箔  

急速冷卻水

波紋 

半浮雕 

挑戰尺度  

千里眼、順風

耳、四大天 

王、半浮雕-金
玉滿堂等  

拓展期  

2001-2014  

改良製作技術、研發設計

新品、加強實用功能、藝

術普及化、增加精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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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門神、蓄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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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期  

2014-迄今  

在同中求異，簡化彩繪裝

飾回歸樸實、延續拓展期

訂製宗教禮器 

具展示與教育意義的錫

藝館(2017 開館) 

同上  向內動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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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謝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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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拜觀音、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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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佩儒整理 2021 年 5 月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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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代性的延展當代錫藝的另類生產

      2011 年文化資產管理處「向大師學習養成工作坊」邀請萬能師開班授課，這並非首次的

邀約，更早之前即有需多展示教學、課程的邀約與個人或團體的學藝拜託請求，如：鹿港社

大及邀請萬能師規劃完整錫藝課程授課、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學生等等，但礙於繁重緊湊的

工作量、過往傳授的經驗不佳、考量未來競爭關係的種種因素下，萬能師不得已推辭。而這

次的開課則以陳志揚為師資，其教學經驗與志向，除了是自我提升的一種途徑外也是回饋社

會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以「教學行動做為協同成長」的方式，在教學的經驗裡與學生交

流獲得新知識、工具的認識並回饋改進自身的製作技術。例如：過去錫器製作多用目測與直

尺判斷水平與高度，一次教學過程中，因為學生具工業生產的背景進而推薦精密測量工具

「高度規」，而後引進做為萬能錫鋪測量判準工具。

      陳志揚的求學與教學經驗，當前已可見一種全新的萬能錫藝走向當代錫藝生產方式，除

了前述的協同成長也是當代藝術生產的一環，以教育群眾參與見證與學習傳統工藝技術，不

是用製作者培養的角度思考，改轉換方式以教學實踐。更具體以發掘新血為目的，從中尋找

優秀手作能力的種子學員，以開啟進一步培養成為萬能錫鋪助力的可能。在此相異於萬能師

的理念，雖然萬能師在萌發錫藝館建造的同時具備教育意義的展示功用，但最初出發點與契

機是因為原本展示空間的不敷使用。兩位藝師間雖然對教學的看法不盡相同，但也默默支持

與相互協助。

     陳志揚藝師一心追求創作與純藝術的堅持與努力，在美國求學之後其受到西方老師啟發

開始思索「自己是誰、特色又是什麼？」歸國後與父親的合作〈四大天王〉外，也曾自己製

作抽象〈關公〉以寫實的臉部鍛塑結合寫意抽象的身體造型，全新嘗試卻束縛在「顧客接受

的度」框架考量，雖然結果其不盡滿意，但也為錫工藝概念跨出反思在「同一性」與「非同

一性」中。

     因此，於南藝大求學階段的創作更深刻尋找自己的特色，也造就萬能錫鋪新產品樣式的

誕生〈夕陽餘暉〉茶葉罐、〈夜色山嵐〉錫茶器組等，以較現代造型的山水、湖光景色、

水果等等結合異材質、漆藝裝飾表現，在盛行飲茶文化的臺灣也是一類熱銷產品；雖然當

前礙於原料短缺，錫鋪其他工作的積累造成無法繼續生產與開發系列的新品，但承續「萬

能」脈絡的當代錫工藝已由「現代雕塑鍛造空間與抽象造型接近生活」中，反思轉向透過支

持教學得到延續，實例顯現在陳志揚藝師教授的〈2013-2014 工藝新趣〉團隊發展「物 woo 
collective」品牌，設計錫製生活質感物件，如：醒酒器、純錫抑菌器等，該品牌旗艦手工商

品更可見鍛塑技法的應用與承襲。〈2020 工藝新趣〉雲科大學生團隊則以〈錫再融入生活

的可能 / 錫與異材質結合的功能性與美感測試〉計畫，設計融合銅鍛敲、錫鍛塑等製作〈悠〉

系列錫製茶具組。

      另外，當前藝生們經常運用學習與請益之餘與陳志揚藝師交流討論對於錫工藝未來發展

與美學等相關議題，雖然在當前文化資產規範的「傳習計畫」中，將「萬能錫工藝」視為「技

藝的集體記憶」的具體文物，即所謂的無形文化資產，並不允許「頓悟」或「速成」的態度

出現 ( 高千惠 2019)，但相信在技藝的養成期後會有更多元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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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發展的時間軸上，初期與改良期中萬能師在陳林麗卿女士 ( 師母 ) 扶持下奮鬥，後來

與同業合作，到傳授其三子陳志揚衣缽白天幫忙錫鋪工作夜間就讀高職美工科，三子跟隨父

親外出的直接面對市場的應對與技術機會教育等連帶互相激盪，萬能師以其展演的機會讓

其子的作品推出展示，並鼓勵其金屬複合媒材創作參與比賽、獎項也多次獲得肯定 ( 陳志揚

2013)，在產品製作上的生產合作協助到後來陳志揚留學歸國後，帶回西方寫實雕塑技法概

念與萬能師合作四大天王的大型創作。筆者視此為一種契機正式開啟以萬能個人名義轉向為

萬能藝術品牌的概念。其二子、陳炯裕、四子陳志昇也接續投入錫藝學習與工作，而後萬能

錫鋪的藝師們除了分工在店舖產品製作，也部分共同製作藝術品，如：〈盤龍對瓶〉( 陳志

昇與陳炯裕 1998)、〈武門神 - 神荼、鬱壘〉( 陳萬能、陳志昇 2008) 等，共同為「萬能」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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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 萬能分期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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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  

1955-1969  

承襲古法製作傳統錫器  錫鉛合金    公媽爐、漢台

等，傳統宗教祭

祀器型  

改良期  

1966-1985  

改良錫器易壞、易黑缺

點，研發新造型 1.純擺

件：動物造形、繪稿創

作、寫實  

2.功能性物件：上色、現
成物(聖誕燈點綴)  

純錫、錫鉛

合金、金箔  
空心鍛塑  

真空電鍍技

術  

龍燭柑燈、九龍

池、加官進祿等  

功能性與純擺

件作品  

研發期  

1986-2000  

嘗試不同形態，人物造

型、不同材質、不繪製圖

稿、想像式寫實(題材轉
向傳統典故、神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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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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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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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金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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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紋 

半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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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佩儒整理 2021 年 5 月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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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代性的延展當代錫藝的另類生產

      2011 年文化資產管理處「向大師學習養成工作坊」邀請萬能師開班授課，這並非首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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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度」框架考量，雖然結果其不盡滿意，但也為錫工藝概念跨出反思在「同一性」與「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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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當前藝生們經常運用學習與請益之餘與陳志揚藝師交流討論對於錫工藝未來發展

與美學等相關議題，雖然在當前文化資產規範的「傳習計畫」中，將「萬能錫工藝」視為「技

藝的集體記憶」的具體文物，即所謂的無形文化資產，並不允許「頓悟」或「速成」的態度

出現 ( 高千惠 2019)，但相信在技藝的養成期後會有更多元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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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現代」不僅意味著晚近，在哲學和藝術上更意味著一種策略、風格和議程的觀念 (Arthur 
C. Danto 1997)。
      當前文化資產「傳統工藝錫工藝」的稱呼，無礙於萬能錫鋪的現代經營，在萬能師的帶

領配合所有萬能藝師們的創作，很早即確立志向並鎖定在：傳統錫器觀念擇優保留、缺失改

進，不斷創新技法與對自我的高標準下，將定位座標投向「現代藝術觀的中國錫工藝」( 陳
萬能 1994)。順應時代變遷與顧客需求不斷創新與求進步，並有策略的參與比賽累積社會認

同。

      錫工藝本身的現代化是建立在現在社會中自身產業近乎退場的「危機意識」上，因應以

錫的傳統形式創新、傳統古典故事與吉祥寓意等在接觸與尋求顧客的認同，同時也是以大敘

事的方式對顧客進行交流、教育與知識分享，先以創作引發民眾興趣進而回過頭來重新認識

傳統錫器，達到復甦錫器市場 ( 陳志昇 2021)，走向觀眾追求藝術普及化的認同，選擇建立

風格的同一性與傳達萬能錫藝美學的中心價值觀「以純手工製作的高難度與其藝術性」，民

眾接受度提高反映在訂單的成長上，目前供不足需的狀態下，萬能錫鋪選擇捨去傳統錫器製

作，暫停接單、僅以接受部分萬能精緻化的特色產品訂製；雖然不斷在同中求異，以變更模

組與配件的方式產生差異，但陷在當下形式中支撐生產的萬能藝師能否跳脫，並重拾思考自

我特色與對未知提出預防性發難，成為未來萬能錫鋪的關鍵發展要素。

現行的教學傳承，除了培養種子實踐者外，可從反向思考以養成對錫工藝有興趣的未來顧客

群為目標，來促使錫工藝市場蓬勃發展，讓萬能錫鋪的品牌不僅作為製造業者、同時為錫工

藝美學的領導者。

      再者，回歸面對舊社會的祭祀習慣改變，傳統錫器的需求重要性下降，目前發展是否能

再重拾必要性在現代化社會之中，尋找可被錫工藝建構或形象依附的客體，使錫成為為它的

主體存在等，現代式的生活文化產品與開創產業分支，以實際的物質繼續發展在當前環境

裡。同時，具有保存使命的技術集體見證則呼應在當代藝術的生產方法中，錫工藝的永續發

展已經是在轉動的齒輪而非單純想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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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與歐洲美術以及日本
美術跨文化交會之視覺文化迴流現象

張繼文

視覺藝術學系，國立屏東大學，屏東市林森路 1 號，屏東，臺灣

摘要

      本研究採用歷史研究法、風格分析法、圖像研究法以及跨文化研究法探討明末清初蘇州

地區的木版畫之「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現象。透過當時美術產業的集體生

產模式。本研究以視覺文化研究（visual culture studies）的觀點探討美術表現上的「文化迴流」

的歷程。明末清初時期的蘇州木版畫受到歐洲美術的影響採用歐洲美術和銅版畫中的焦點透

視法、排線雕刻法之明暗表現對蘇州木版畫之影響。從 17 世紀下半葉至 18 世紀上半葉的日

本長崎木版畫、浮世繪、眼鏡繪等美術作品中，檢視出明末清初時期的蘇州木版畫通過日本

長崎通商口岸傳入日本後對於日本美術之影響。19 世紀後半葉日本結束鎖國開放通商後日

本美術和工藝品大量進口歐洲，受明末清初時期的蘇州木版畫影響的日本浮世繪版畫間接影

響了 19 世紀的歐洲美術。

關鍵詞：蘇州木版畫、歐洲美術、日本美術、跨文化研究、文化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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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明末清初蘇州地區的木版畫呈現糅合中國傳統繪畫與西洋繪畫藝術與技法而形成特殊的

藝折衷式風格，出現「中西合璧」的異類結合現象的木版畫，稱為「蘇州木版畫」。「蘇州

木版畫」作品是一種「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的現象。本研究即在以視覺文

化研究（visual culture studies）的觀點探討這一種相異文化在美術表現上的「文化迴流」的

歷程。所謂「迴流」一詞，本來是指「迴旋或倒流的水」，此詞源自兩個方面的定義。在化

工領域，「迴流」（reflux）是一個化工名詞，即指在化工過程（如蒸餾或液 - 液萃取過程）

中，將產品液流送回過程設備以提高轉化率或收集率的那部分液體。在醫學領域中，所謂「迴

流」（regurgitation）就是身體的液流或內容物逆正常方向流經體腔或管道。特指人的血液逆

流回入心臟，其原因是瓣膜的功能缺損。本研究將以視覺文化研究的觀點探討文化的流動至

其他文化後又再度流向原來的文化之「文化迴流」現象。

二、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歷史研究法、風格分析法、圖像研究法以及跨文化研究法探討明末清初蘇州

地區的木版畫之跨文化研究現象。依據上述，本文之研究目的概分為四：

（一）探討 17 世紀下半葉至 18 世紀上半葉明末清初蘇州地區木版畫接納歐洲美術呈現「中

西合璧」表現風格之文化。

（二）對日本文化圈的日本美術受明末清初蘇州地區木版畫影響而產生的表現風格進行文化

探析。

（三）探討約兩世紀以後的 19 世紀下半葉歐洲藝術家們接觸到受蘇州木版畫影響後的日本

美術表現風格大為讚嘆，轉而學習日本美術視覺元素融入歐洲美術蔚為風潮。

（四）試圖探索大約連跨兩個世紀之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與歐洲美術以及日本美術跨文化交

會之視覺文化迴流現象，並解釋其相互關聯性。

三、「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的定義以及其東西方跨文化融合風格

      二十世紀以後的美術史研究偏向較為平等關係與深入瞭解的文化「交流」現象，東西方

藝術美學、哲學與宗教的相互探索，並從中探討文化認同、多元文化、全球化效應等議題是

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課題 。就跨文化立場而言，本文所謂的「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即

其他許多學者指稱的「蘇州版畫」或「姑蘇版畫」，專指明末清初在今江南蘇州地區以結合

繪畫和印刷的美術產業所產生的在西洋銅版畫和西洋透視法和明暗表現法影響下產生的浮水

印木板畫作品類型，此類版畫源自東方文化傳統的古代中國版畫傳統。就當今「美術產業」

（art industry）的觀點而言，「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作品的生產製作乃結合當時畫家（負

責繪製畫稿）、雕版師（負責木板雕版）以及印刷工（負責以墨和顏料印製畫面）分工製作

完成之木版畫作品。約自明末萬曆年間開始至天啟年間（1573–1627）是中國木刻版畫產業

的輝煌時代，插圖本印刷產業興盛，印刷版本包羅萬象，大畫家仇英、陳洪綬等皆曾親自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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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時版畫插圖雕版印刷使用之畫稿之繪製。元代以前，中國雕版印刷術至多以朱、墨兩色

雙印方式印製。然而，到了明末時期，江寧的吳發祥和金陵的胡正言利用所謂的「餖板」和

「拱花」技法 之分色套印法印製彩色版畫。尤其金陵胡正言創造的「餖板」和「拱花」技

術開展中國印刷技術和版畫藝術輝煌時代的開端，例如年明代天啟七年（1627）胡正言的《十

竹齋畫譜》、《十竹齋箋譜》等。期間，蘇州與徽州兩地區經濟往來繁盛發達，許多徽州商

人、文人和書畫藝術家在蘇州地區十分活耀 並產生對「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之影響，逐

漸發展出結合江南地區傳統畫家和雕版印刷工作者，日後使用宣紙、棉紙、墨、傳統書畫顏

料印製而成的蘇州木刻浮水印彩色版畫。目前中國內的學者認為「蘇州版畫」的定義是指集

中在蘇州桃花塢印刷工廠生產的一種單幅印製的木版年畫。此類浮水印木版印製的年畫之題

材主要反映當時庶民生活且應春節張貼所必需，類別大致可分為歲朝吉慶圖、人物圖、歷史

故事圖、名勝風景圖等幾類。這類作品的表現題材與風格都與古代中國繪畫息息相關。例如

《花卉圖》（圖一）明顯屬於歲朝吉慶圖的題材類型，畫中選擇了與吉祥寓意的花卉構成中

國古代插花藝術造型，畫面中使用明末發展出的「餖板」和「拱花」技術印製。《麒麟送子

圖》（圖二）之構圖採取古代中國繪畫中的平行構圖法，在眾多人物穿插於庭園中的畫面表

現「麒麟送子」的「多子多孫」吉祥隱喻。

（圖一）丁應宗，《花卉圖》，十八世紀初中期（清初）

1      曾曬淑，「西洋藝術史研究推動計畫」簡介。2021 年 5 月 1 日。取自：https://www.most.gov.tw/most/

        attachments/8b5106e7-3b1c-4ea6-bd91-60b89ba332ab?

2      所謂的「餖板」技法即是將木板切割依照不同色彩分版雕版再分色套印之彩色印刷技法；而「拱花」技法

        乃使用布包裹鐵鎚敲打印刷紙張之彩色套印法造成紙面有浮雕之立體感，或以凹凸兩版嵌合使畫面拱起之

       技法。

3     徽州大致包含今中國安徽省歙縣、績溪、休甯、祁門、黟縣區域以及今日的江西省婺源六縣。此地區四面

       環山，山明水秀而環閉，發展出獨特的商業、文化與美術產業，包含的徽商、新安畫派、新安理學、徽雕

       藝術、徽州木刻版畫、宣紙和歙硯等。趙峰、陰劭哲，〈明清時期徽州版畫對蘇州版畫與年畫的影響〉。《院

       校風采》，總第 301 期，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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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麒麟送子圖》， 木版畫，18 世紀早期，濃淡墨版，

100.5cm×53cm，宮殿美術館（Museum im Palais）藏，奧地利，

格拉茲（Graz）宮殿美術館

        然而，本文所謂的「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在時間上專指約明末萬曆時期（1573–1620）
開始至康熙（1661–1722）、雍正（1722 － 1735）年和乾隆（1736–1796）等三代為止，此

類作品除了上述東方文化和美術的元素之外，也加入西方的文化和美術元素。此時期蘇州地

區因為與西方美術接觸，造成東西方跨文化融合的特殊風格表現之版畫。一般而言，學界稱

此類版畫為「蘇州版畫」、「姑蘇版畫」或「蘇州古版畫」 。日本學者黑田源次於 1931 黑

田源次提出以「泰西筆法」為核心的「姑蘇版」的觀點稱呼此類版畫，並認為此時期這一類

蘇州木版畫在西洋銅版畫影響下，結合西洋銅版畫與中國傳統繪畫的特徵而形成特殊風格。

所謂「泰西筆法」常亦被稱為「泰西畫法」。「泰西」即明末清初中國人對歐洲的泛稱。所

謂「泰西」就是「極西」的意思，中國歷史上的明清之際對於外來文化（主要指歐洲）的一

個描述，字面的解釋就是西方的方法，包括政治體制、宗教文化、衣食住行等諸多方面。 「姑

蘇版」是指在西洋銅版畫影響下產生的作品，它是中國版畫史上極為罕見的其有優秀技術的

大型版畫，它能確地把握西洋銅版畫中所得到的意象把它溶入傳統中國繪畫的主題之中，並

以自然而然的形式表現出西洋繪畫的特徵。「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經常使用西方銅板畫的

焦點透視法、排線雕刻法  之明暗表現於木板雕版上，表現一種兼具傳統中國繪畫主題以及

中西合璧的繪畫構圖方式，這種折衷式的融合也是東西方文化和美術的跨文化展現。

      「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的風格發展與明末清初「西風東漸」以及的歷史背景以及西方

美術的移入中國有關有很大關係 。其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是美術隨著西方傳教移入。利瑪竇 (1552-1610) 在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來到中國

居住，他開啟了「藝術傳教」之先河 ，他曾將西方聖像油畫獻給明朝皇帝；並將《程氏墨苑》

所刊《寶像圖》西方銅版底稿贈送給明代藝人。明清之際利瑪竇是西方美術在中國的奠基者

也是傳播者。清代康熙時期的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 (Matteo Ripa, 1682–1745) 是首先將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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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時版畫插圖雕版印刷使用之畫稿之繪製。元代以前，中國雕版印刷術至多以朱、墨兩色

雙印方式印製。然而，到了明末時期，江寧的吳發祥和金陵的胡正言利用所謂的「餖板」和

「拱花」技法 之分色套印法印製彩色版畫。尤其金陵胡正言創造的「餖板」和「拱花」技

術開展中國印刷技術和版畫藝術輝煌時代的開端，例如年明代天啟七年（1627）胡正言的《十

竹齋畫譜》、《十竹齋箋譜》等。期間，蘇州與徽州兩地區經濟往來繁盛發達，許多徽州商

人、文人和書畫藝術家在蘇州地區十分活耀 並產生對「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之影響，逐

漸發展出結合江南地區傳統畫家和雕版印刷工作者，日後使用宣紙、棉紙、墨、傳統書畫顏

料印製而成的蘇州木刻浮水印彩色版畫。目前中國內的學者認為「蘇州版畫」的定義是指集

中在蘇州桃花塢印刷工廠生產的一種單幅印製的木版年畫。此類浮水印木版印製的年畫之題

材主要反映當時庶民生活且應春節張貼所必需，類別大致可分為歲朝吉慶圖、人物圖、歷史

故事圖、名勝風景圖等幾類。這類作品的表現題材與風格都與古代中國繪畫息息相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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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二）之構圖採取古代中國繪畫中的平行構圖法，在眾多人物穿插於庭園中的畫面表

現「麒麟送子」的「多子多孫」吉祥隱喻。

（圖一）丁應宗，《花卉圖》，十八世紀初中期（清初）

1      曾曬淑，「西洋藝術史研究推動計畫」簡介。2021 年 5 月 1 日。取自：https://www.most.gov.tw/most/

        attachments/8b5106e7-3b1c-4ea6-bd91-60b89ba332ab?

2      所謂的「餖板」技法即是將木板切割依照不同色彩分版雕版再分色套印之彩色印刷技法；而「拱花」技法

        乃使用布包裹鐵鎚敲打印刷紙張之彩色套印法造成紙面有浮雕之立體感，或以凹凸兩版嵌合使畫面拱起之

       技法。

3     徽州大致包含今中國安徽省歙縣、績溪、休甯、祁門、黟縣區域以及今日的江西省婺源六縣。此地區四面

       環山，山明水秀而環閉，發展出獨特的商業、文化與美術產業，包含的徽商、新安畫派、新安理學、徽雕

       藝術、徽州木刻版畫、宣紙和歙硯等。趙峰、陰劭哲，〈明清時期徽州版畫對蘇州版畫與年畫的影響〉。《院

       校風采》，總第 301 期，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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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麒麟送子圖》， 木版畫，18 世紀早期，濃淡墨版，

100.5cm×53cm，宮殿美術館（Museum im Palais）藏，奧地利，

格拉茲（Graz）宮殿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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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泰西」就是「極西」的意思，中國歷史上的明清之際對於外來文化（主要指歐洲）的一

個描述，字面的解釋就是西方的方法，包括政治體制、宗教文化、衣食住行等諸多方面。 「姑

蘇版」是指在西洋銅版畫影響下產生的作品，它是中國版畫史上極為罕見的其有優秀技術的

大型版畫，它能確地把握西洋銅版畫中所得到的意象把它溶入傳統中國繪畫的主題之中，並

以自然而然的形式表現出西洋繪畫的特徵。「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經常使用西方銅板畫的

焦點透視法、排線雕刻法  之明暗表現於木板雕版上，表現一種兼具傳統中國繪畫主題以及

中西合璧的繪畫構圖方式，這種折衷式的融合也是東西方文化和美術的跨文化展現。

      「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的風格發展與明末清初「西風東漸」以及的歷史背景以及西方

美術的移入中國有關有很大關係 。其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是美術隨著西方傳教移入。利瑪竇 (1552-1610) 在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來到中國

居住，他開啟了「藝術傳教」之先河 ，他曾將西方聖像油畫獻給明朝皇帝；並將《程氏墨苑》

所刊《寶像圖》西方銅版底稿贈送給明代藝人。明清之際利瑪竇是西方美術在中國的奠基者

也是傳播者。清代康熙時期的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 (Matteo Ripa, 1682–1745) 是首先將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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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銅版印刷術傳到中國賢，並主持《禦制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銅版畫（圖三）的印製。

乾隆時期的義大利傳教士畫家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任職宮廷畫家並曾為

乾隆帝畫肖像畫，也創作許多兼具西洋繪畫與中國繪畫手法的重要作品。

        其次，清代宮廷畫院畫家學習西方美術手法，也是重要因素。清代宮廷畫院畫家焦秉貞、

冷枚等製作並具「中西合璧」美術風格的版畫作品《禦制耕織圖》。《禦制耕織圖》的繪畫

者焦秉貞、冷枚等人雖與蘇州版畫似乎無直接的關聯，但此版畫創作的木版鐫刻者朱圭是蘇

州人透過曾服務於清代宮廷畫院的江南畫家解職後將其在宮廷所習得的西方繪法帶到蘇州的

版畫作坊 。
       最後，清代宮廷對銅版畫的提倡也是重要因素。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為了慶

祝平定西北叛亂的清朝軍隊凱旋返回京師，命郎世寧等西洋傳教士負責處理委託法國銅版畫

家繪製《平定準回兩部得勝圖》銅版畫（圖四），並於 1773 年完成。此後清代宮廷也開始

製作銅版畫如《圓明園圖》、《兩金川戰圖》、《臺灣戰圖》、《安南戰圖》、《苗疆戰圖》、

《獰苗戰圖》等，將歐洲銅版畫「西畫東漸」至中國。

（圖三）馬國賢，《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銅版畫，

康熙 50 年 – 康熙 52 年 (1711‐1713)

（圖四）《平定準回兩部得勝圖》，銅版畫，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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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因素雖不能直接證明清代宮廷對西方美術「西風東漸」的提倡造成對屬於民間藝術

的「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之風格發展影響，然而就今日所遺留的「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

的作品風格來看，很難排除此風格與當時西洋美術傳入中國之跨文化間接影響。其風格特點

如下：一是遵循寫實主義，特別是遵從來自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透視法則；二是光與影的

運用，藉此表現人事物的陰陽向背，以製造出立體效果；三是製作、色彩以及題材方面都可

以看到受到歐洲西洋畫的影響。  例如在《阿房宮圖》（圖五）、《棟樓拋球圖》（圖七）

以及《姑蘇萬年橋圖》（圖八）等這些木刻浮水印作品呈現年畫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創作

者將江南風景與中國建築結合配以人物構成戲劇效果之場景，其中焦點透視法和排線雕刻法

之明暗表現畫風明顯受西洋美術之影響。《美人閨房圖》（圖十）作品中也採用手繪漸層明

暗表現方式表現優雅姿態的蘇州婦女衣服之摺紋，亦是明顯受歐洲美術之影響。在《西洋劇

場》（圖六）或作品中雖出現西洋劇場建築與西洋人物，但其構圖卻非常類似《阿房宮圖》

（圖五）連左圖中所見之東方場景結構，可謂是東西方跨文化交融的題材。

（圖五）《阿房宮圖》，十八世紀初中期，紙本木版墨印，各 36 x 28 公分，

「海の見える杜美術館」（原名王舎城美術寶物館），広島県廿日市，日本

4     中國學者稱此時其類型版畫作品為「蘇州古版畫」。參見周亮，〈蘇州古版畫と蘇州古版年畫について〉，

     《美術史論》，2008 年第 8 期，頁 68-74。

5     引自尤景林，〈乾隆姑蘇版之 “ 泰西法 ” 分析〉。《蘇州教育學院學報》，第 27 卷 第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57-59。

6    「排線法」（hatching）是傳統歐洲銅版畫技法中一種使用雕刻出緊密間隔的平行線呈現明暗畫或陰影效

       果的技法。

7     參見趙巍，〈明清之際西洋繪畫的傳入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第 4 期，2003，頁

       48-49。

8     馬渭源，〈論明清西畫東漸及其與蘇州 “ 仿泰西 ” 版畫的出版、傳播〉，發表於澳門《中西文化研究》，

       第 2 期，2007 年 12 月。

9     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下冊，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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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時期的義大利傳教士畫家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任職宮廷畫家並曾為

乾隆帝畫肖像畫，也創作許多兼具西洋繪畫與中國繪畫手法的重要作品。

        其次，清代宮廷畫院畫家學習西方美術手法，也是重要因素。清代宮廷畫院畫家焦秉貞、

冷枚等製作並具「中西合璧」美術風格的版畫作品《禦制耕織圖》。《禦制耕織圖》的繪畫

者焦秉貞、冷枚等人雖與蘇州版畫似乎無直接的關聯，但此版畫創作的木版鐫刻者朱圭是蘇

州人透過曾服務於清代宮廷畫院的江南畫家解職後將其在宮廷所習得的西方繪法帶到蘇州的

版畫作坊 。
       最後，清代宮廷對銅版畫的提倡也是重要因素。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為了慶

祝平定西北叛亂的清朝軍隊凱旋返回京師，命郎世寧等西洋傳教士負責處理委託法國銅版畫

家繪製《平定準回兩部得勝圖》銅版畫（圖四），並於 1773 年完成。此後清代宮廷也開始

製作銅版畫如《圓明園圖》、《兩金川戰圖》、《臺灣戰圖》、《安南戰圖》、《苗疆戰圖》、

《獰苗戰圖》等，將歐洲銅版畫「西畫東漸」至中國。

（圖三）馬國賢，《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銅版畫，

康熙 50 年 – 康熙 52 年 (1711‐1713)

（圖四）《平定準回兩部得勝圖》，銅版畫，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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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因素雖不能直接證明清代宮廷對西方美術「西風東漸」的提倡造成對屬於民間藝術

的「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之風格發展影響，然而就今日所遺留的「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

的作品風格來看，很難排除此風格與當時西洋美術傳入中國之跨文化間接影響。其風格特點

如下：一是遵循寫實主義，特別是遵從來自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透視法則；二是光與影的

運用，藉此表現人事物的陰陽向背，以製造出立體效果；三是製作、色彩以及題材方面都可

以看到受到歐洲西洋畫的影響。  例如在《阿房宮圖》（圖五）、《棟樓拋球圖》（圖七）

以及《姑蘇萬年橋圖》（圖八）等這些木刻浮水印作品呈現年畫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創作

者將江南風景與中國建築結合配以人物構成戲劇效果之場景，其中焦點透視法和排線雕刻法

之明暗表現畫風明顯受西洋美術之影響。《美人閨房圖》（圖十）作品中也採用手繪漸層明

暗表現方式表現優雅姿態的蘇州婦女衣服之摺紋，亦是明顯受歐洲美術之影響。在《西洋劇

場》（圖六）或作品中雖出現西洋劇場建築與西洋人物，但其構圖卻非常類似《阿房宮圖》

（圖五）連左圖中所見之東方場景結構，可謂是東西方跨文化交融的題材。

（圖五）《阿房宮圖》，十八世紀初中期，紙本木版墨印，各 36 x 28 公分，

「海の見える杜美術館」（原名王舎城美術寶物館），広島県廿日市，日本

4     中國學者稱此時其類型版畫作品為「蘇州古版畫」。參見周亮，〈蘇州古版畫と蘇州古版年畫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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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見趙巍，〈明清之際西洋繪畫的傳入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第 4 期，2003，頁

       48-49。

8     馬渭源，〈論明清西畫東漸及其與蘇州 “ 仿泰西 ” 版畫的出版、傳播〉，發表於澳門《中西文化研究》，

       第 2 期，2007 年 12 月。

9     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下冊，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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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西洋劇場》，十八世紀初中期（清初），紙本墨印筆繪，

92.8×56cm，遼寧省博物館，瀋陽，中國

（圖七）《棟樓拋球圖》，18 世紀早期，木版畫，100.5cm×53cm，紙本木版濃淡

墨印，宮殿美術館（Museum im Palais），格拉茲（Graz），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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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姑蘇萬年橋圖》，1740 年，紙本木版墨印筆繪，

66.6 x 53.8 公分，神戶市立博物館，神戶，日本

（圖九）《蓮池亭遊戲圖》，清乾隆時期 (1736-1795)，紙本木版墨印筆繪，

「海の見える杜美術館」（原名王舎城美術寶物館），広島県廿日市，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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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姑蘇萬年橋圖》，1740 年，紙本木版墨印筆繪，

66.6 x 53.8 公分，神戶市立博物館，神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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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美人閨房圖》，十八世紀初中期（清初），

紙本木版墨印筆繪，國家圖書館，巴黎，法國

10    Kobayashi Hiromitsu, “Suzhou Prints and Western Perspective—The Painting Techniques of Jesuit Artists at the

        Qing Court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ourt Style of  Painting into Mid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Woodblock Prints,” in John W. O’Malley et al., eds., The Jesuits II: Cultures, Sciences, and the 

        Arts, 1540-1773 (Toronto: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62-286；古原宏伸，〈桟道跡雪図の二三の問

       題 ─蘇州版畫の構図法〉，《大和文華》，58(1973.8):9-23。

11   青木茂、小林光宏監修，《中國の洋風畫展：明末から清時代の絵畫、版畫、挿絵本》圖錄，町田市立國

        際版畫美術館發行，1995 年 10 月，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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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輸入日本所造成之跨文化現象

     「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結合東西方繪畫、版畫的因素，折衷發展成特殊的視覺藝術形

式，不但受到江南人們的歡迎，更因蘇州航運發達，海外貿易頻繁，與日本貿易致使此類

版畫輸日，並造成日本美術和浮世繪重大影響。日本雖自 1633 年開始鎖國，不過對外貿易

並非全面禁止，日本幕府政府僅允許日本人限於長崎港與明清兩代商船以及荷蘭商船進行

貿易。從 1684 年後，明清兩朝代商人搭乘所謂「唐船」到日本，並且輸入許多商品、藝術

品，其中也包括「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作品。根據永積洋子所編《唐船輸入品數量一覽

1637 ～ 1833》所載，1681 年至 1816 年有版畫運往日本的紀錄。1754 年 9 月 27 日更明確記

載二十六番南京船運版畫往日本。李衛在清朝雍正六年（1728 年）十一月三日和同年十二

月十一日的奏摺中，紀錄蘇州商人李昌謀將這類「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的《慶祝萬壽圖》、

《西湖春夏秋冬四季》、《城隍山迎會景象之圖》等作品帶往日本。而李昌謀在正德享保年

間亦有多次至日本貿易的紀錄。 大量的「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傳入日本長崎，供旅居當

地大清國人於農曆新年時貼用並以商品方式行銷至日本各地備受喜愛並收藏，甚至遠售流通

於歐洲各國收藏。這些「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作品的傳入，不僅讓日本上層階級人士享受

這股視覺文化熱潮和對唐代以來至清代中原文化的嚮往和想像。

      在日本的木版畫藝術方面，「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的木版浮水印套色法傳入日本後，

其視覺文化影響日本長崎木版畫、浮世繪、眼鏡繪等的發展。長崎木版畫為日本江戶中期至

明治時期所流行的浮世繪，長崎作為日本鎖國時期唯一的對外港口，其版畫多描繪當時被限

制居住於出島的荷蘭人與中國清朝人，忠實呈現這些外國人鮮為人知的生活實況，具有濃厚

的異國風情。長崎版畫的畫風與江戶地區的浮世繪不同，其受「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與西

洋畫影響較深，而報導式的呈現手法亦使長崎版畫獨具時代特色。  此類長崎版畫之題材多

為描繪當時被限制居住於長崎港海邊的人工島「出島」之荷蘭人以及「唐人屋敷」 中的清

國人之生活狀況。例如長崎版畫作品之一的長崎版畫（大和屋版）《唐土婦人納涼の図》（圖

十一）中所見的清國婦女和兒童在建築物室內的題材和構圖組合，不難與前述《蓮池亭遊戲

圖》（圖九）作品中的題材類似，顯見受「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影響。

12   參見張燁，洋風姑蘇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39 － 241。

13   李如珊，〈外國人生活實況報導 長崎版畫與異國風情〉，「典藏藝術網 ARTouch.com」網站，2017 年 3

       月 14 日，2021 年 4 月 28 日取自：https://artouch.com/news/content-1140.html。

14   「唐人屋敷」是過去日本江戶時代因為鎖國政策於 17 世紀至 19 世紀期間在長崎設立專門供清國人使用的

       居住區，即現在的長崎市館內町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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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參見張燁，洋風姑蘇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39 －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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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浮世繪畫師鈴木春信努力下開創的錦繪即多色套印，首次採用了「空摺」、「木肌理

效果」等新技法。有日本學者強調這是浮世繪的發明，其實，這些技法在「明末清初蘇州木

版畫」中已被廣泛使用，其實「空摺」也就是前述的無色彩立體浮雕效果的「拱花」技法。  
此外，鈴木春信的《兩少女讀中納言朝思的和歌》（圖十二）浮世繪作品中呈現猶如前述「明

末清初蘇州木版畫」《美人閨房圖》（圖十）的清代蘇州婦女姿態，表現穿著日本和服造型

的少女青澀又溫柔婉約體態。

（圖十一）長崎版畫（大和屋版），《唐土婦人納涼の図》，江戸時代，

紙本木版多色印刷，37.0×25.7 公分，

「海の見える杜美術館」（原名王舎城美術寶物館），広島県廿日市，日本

（圖十二）鈴木春信（1725?-1770），《兩少女讀中納言朝思的和歌》，

日本江戶時代，紙本木版多色印刷

15    參考趙明珠、山口泰弘，〈中国清代版画と浮世絵の技法に関する比較研究〉，《三重大学教育学部研究
        紀要》，第 64 巻 人文科学，2013，頁 87 － 100；潘力，〈美術故事：姑蘇版畫是如何影響日本的？〉，
      《騰訊新聞》，2020 年 8 月 23 日取自：https://new.qq.com/omn/20190324/20190324A0ENY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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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 年浮世繪中有一種名為「浮繪」（うきえ）的版畫出現，其特色為採用明顯歐洲焦

點透視法，是浮世繪的繪畫類別之一。誠如石田泰弘於〈浮世絵にみる西洋画法の受容と展

開〉中指出，「浮繪發展初期是以「使用透視畫法的浮世繪」定義的。「浮繪」的起源仍未

有定論，目前推測可能受到「蘭學」  或帶有西洋風「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之影響。  今日

學者大多認為，「浮繪」受到十八世紀左右傳入的西洋風「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影響，當

時這些採用顯著線透視法的版畫乃經由長崎傳入江戶，對江戶的浮世繪畫家開始運用類似

「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中，採用類似溫柔婉約的曲線體態和服裝焦點透視法來表現空間深

度。早期「浮繪」多以室內空間為主題，早期常藉由室內空間的樑柱強調透視法的深度感。

例如在奧村政信的「浮繪」作品《唐人館之図》 ( 無題 ) （圖十三）中可以看到類似前述「明

末清初蘇州木版畫」的《蓮池亭遊戲圖》中出現類似蘇州園林建築之構圖以運用及焦點透視

法來表現景深，不過，其人物造形和遠景則置換為日本人士以及遠山湖景。此外，「浮繪」

畫家歌川豊春鳥的「浮繪」作品《江戸名所上野仁王門之図》（圖十四）以及鳥居清滿的浮

繪之作《新吉原之圖》，（圖十五）都明顯呈現「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如《棟樓拋球圖》

和《姑蘇萬年橋圖》之類室外風景描繪方式之關聯，特別是以墨色和顏料表現透視空間，屋

宇造形細節純熟描繪方式也有相似之處。與浮繪時代相近，「眼鏡繪」（めがねえ）可以說

是江戶時代 1760 到 1770 年代京都畫家所生產的另一種遠近法畫法，畫家們利用一種「反射

式窺視眼鏡」（optical diagonal machine，反射式覗き眼鏡）的眼鏡繪器具去完成作品。「眼

鏡繪」可使用窺視眼鏡裝置中的繪畫透過鏡片窺視，使觀賞者產生像浮現眼前之錯視效果

（圖十六）。這些畫家們「宛如真實風景」的表現方式，都與帶有西洋風「明末清初蘇州木

版畫」輸入日本有關並造成影響。

（圖十三）奧村政信，《唐人館之図》( 無題 )，江戸時代日本延享 — 寛延年間

（1744-51），紙本木版墨印筆繪，30.5×42.9 公分，日本広島県廿日市「海の見え

る杜美術館」（原名王舎城美術寶物館）藏

16    所謂「蘭學」是日本江戶時代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文化、技術之總稱，其意為荷蘭學術，引申可解

        釋為西洋學術（簡稱洋學），此中當然也包含來自荷蘭的美術。

17    岡泰正，《日歐美術交流史論 : 一七 ~ 一九世紀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接觸と変容》，東京都：中央公論

       美術出版，2013，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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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鈴木春信的《兩少女讀中納言朝思的和歌》（圖十二）浮世繪作品中呈現猶如前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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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長崎版畫（大和屋版），《唐土婦人納涼の図》，江戸時代，

紙本木版多色印刷，37.0×25.7 公分，

「海の見える杜美術館」（原名王舎城美術寶物館），広島県廿日市，日本

（圖十二）鈴木春信（1725?-1770），《兩少女讀中納言朝思的和歌》，

日本江戶時代，紙本木版多色印刷

15    參考趙明珠、山口泰弘，〈中国清代版画と浮世絵の技法に関する比較研究〉，《三重大学教育学部研究
        紀要》，第 64 巻 人文科学，2013，頁 87 － 100；潘力，〈美術故事：姑蘇版畫是如何影響日本的？〉，
      《騰訊新聞》，2020 年 8 月 23 日取自：https://new.qq.com/omn/20190324/20190324A0ENY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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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 年浮世繪中有一種名為「浮繪」（うきえ）的版畫出現，其特色為採用明顯歐洲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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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蘇州木版畫」中，採用類似溫柔婉約的曲線體態和服裝焦點透視法來表現空間深

度。早期「浮繪」多以室內空間為主題，早期常藉由室內空間的樑柱強調透視法的深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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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奧村政信，《唐人館之図》( 無題 )，江戸時代日本延享 — 寛延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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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所謂「蘭學」是日本江戶時代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文化、技術之總稱，其意為荷蘭學術，引申可解

        釋為西洋學術（簡稱洋學），此中當然也包含來自荷蘭的美術。

17    岡泰正，《日歐美術交流史論 : 一七 ~ 一九世紀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接觸と変容》，東京都：中央公論

       美術出版，2013，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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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歌川豊春，《江戸名所上野仁王門之図》，國會図書館，東京，日本

（圖十五）鳥居清滿，浮繪，《新吉原之圖》，29.5×44.5 公分，大倍版紅摺繪

（大塊木板版面之紅黑色兩色印刷），18 世紀中期私人藏

（圖十六）鈴木春信，江戶時代約明和年間（1764-1772），

《高野的玉川》，神戶市立博物館藏，神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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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世紀日本美術輸入歐洲所造成之跨文化現象

    1854 年由美國培利軍官（Commodore Perry, 1794-1858）率領軍艦敲開日本商業貿易大

門並結束日本江戶時代的鎖國政策 ，日本美術品隨著日本與歐洲的貿易進入歐洲的收藏界

和藝壇，並造成歐洲美術在世紀末受日本浮世繪影響產生「日本主義」（Japonisme） 之東

西合璧風格。日本主義（Japonisme）是 19 世紀中葉在歐洲（以英國和法國為主）掀起的一

種熱潮，盛行約 30 年之久，藝術家們對日本美術產生好奇與幻想，在題材上視覺上受到東

方線條和平面造形之吸引，並在西洋繪畫中模仿或配置日本浮世繪中的視覺元素，融入自己

的作品藉以創發新的視覺效果並滿足歐洲藝術家們對遙遠東方的想像，而形成特殊風格。隨

著日本開放通商，十九世紀後半期以後日本茶葉與陶瓷器大量進口歐洲，原本用來包裝貨

品的浮世繪版畫（圖 8）的隨之進入歐洲。浮世繪是日本江戶時代興起的民間版畫，畫面多

取自日本民衆的生活習慣與日常景象，具有鮮明的日本民族風格，也反映當時的日本文化背

景。浮世繪卻成了當時歐洲人炙手可熱的藝術品，成為東方趣味的表徵。當時許多畫家紛

紛蒐集日本來的藝術品並思索如何擷取其中帶有日本文化和藝術特質融入自己的作品。例

如惠斯勒（James A. M. Whistler, 1834-1903）（圖十七）、馬內（Edouard Manet, 1832-83）
（圖十八）、莫內（Claude Monet, 1840-1926）（圖十九）、高更（Paul Gauguin，1848–
1903）、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波納爾（Pierre Bonnard, 1867-
1947）、實加（Edgar Degas, 1834- 1917）等藝術家們常將日本的傳統和服、工藝品或浮世

繪安排入畫中。此外，後期印象派的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收藏許多浮世繪並

且深受其影響，梵谷的作品中常出現許多浮世繪的畫作，例如〈唐基老爺〉（Portrait of Pere 
Tanguy）（1887）（圖二十）中運用油畫所繪製的日本風景和穿著和服的江戶時代女性﹔男

外他在 1887 年完成的油畫作品《盛開的梅花》（Flowering Plum Orchard）（圖二十一）中

的梅花風景配以類似日文圖像也被認為參考日本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的浮世繪版畫《龜戶梅

屋舖》（圖二十二）中。上述這些歐洲美術家們試圖從東西方文化中尋求異類結合的可能性，

將源自歐洲的美術元素輾轉經過中國再到日本吸收消化後轉化為東方視覺元素後，又再次於

十九世紀末回流至歐洲本土並產生新的東西合璧視覺文化。

18  江戶即今東京，江戶時代指 1603 年至 1867 年，在日本歷史中，江戶時代鎖國政策影響日本在政治經濟和

    文化上的發展。鎖國是日本江戶時代施行的政策，從 1633 年頒布第一次鎖國令開始，直到 1854 年美國海

    軍軍官培裡率艦叩關為止。

19  日本主義（Japonisme）是 19 世紀中葉在歐洲（以英國和法國為主）掀起的一種熱潮，盛行約 30 年之久，

    藝術家們對日本美術產生好奇與幻想，在題材上視覺上受到東方線條和平面造形之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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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紫色和金色的隨想曲，金色屏風》

（Caprice in Purple and Gold, the Golden Screen），

1864，油彩木板，50.1 x 68.5 公分

（圖十八）馬內（Edouard Manet），《艾密利﹒左拉的畫像》（Portrait of Émile Zola Portrait 
of Émile Zola），1868，油畫，146.5 x 114 cm，奧賽美術館（Musee d'Orsay），巴黎，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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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馬內（Edouard Manet），《艾密利﹒左拉的畫像》（Portrait of Émile Zola Portrait 
of Émile Zola），1868，油畫，146.5 x 114 cm，奧賽美術館（Musee d'Orsay），巴黎，法國

（圖二十）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唐基老爺》（Portrait of Pere 
Tanguy），1887，油畫，92 x 75 cm，羅丹美術館（Musee Rodin），巴黎，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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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馬內（Edouard Manet），《艾密利﹒左拉的畫像》（Portrait of Émile Zola Portrait 
of Émile Zola），1868，油畫，146.5 x 114 cm，奧賽美術館（Musee d'Orsay），巴黎，法國

（圖二十）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唐基老爺》（Portrait of Pere 
Tanguy），1887，油畫，92 x 75 cm，羅丹美術館（Musee Rodin），巴黎，法國



- 118 -

（圖二十一）歌川廣重，《龜戶梅屋舖》，1857，紙本木版多色印刷，

40 x 61.5 公分，浮世繪博物館，長野県松本市，日本

（圖二十二）梵谷（Vincent van Gogh），《盛開的梅花》（Flowering Plum Orchard），

1887，油彩畫布，55 x 46 公分，梵谷美術館，阿姆斯特丹，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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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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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牡蠣產業是西南沿海重要經濟來源，不僅是維持海洋生態系統結構的重要角色，其產量

也在養殖漁業中佔有一席之地，而牡蠣殼更能用於肥料、建築材料及固碳等功能。但儘管擁

有多項用途，卻仍有高達 2.6 萬公噸的數量未妥善處理，導致棄置在漁村的牡蠣殼，除了有

礙觀瞻，更使環境受汙染。2002年政府開始推行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加上近來環保意識抬頭，

文創商品設計與循環經濟環環相扣，除了設計所賦予的意義，為了能讓所有人一同響應，更

有將設計注入體驗活動中，並使顧客內心產生更具價值的效應。

   本研究希望透過地方產業所產生之廢棄物，如何運用文創商品設計之呈現並帶入體驗活

動為出發點，找出其中意義和價值，構築環境、產業與人，三者之關聯達到循環生態系，兼

具環境永續、振興小鎮、活絡地方之效益。研究採用訪談法與個案研究法探究王功蚵藝文化

館歷史背景，以及如何藉由廢棄牡犡殼創造具價值的文創商品，並將其商品結合體驗活動，

使經濟產業文化與人們之間產生的情感連結。希望藉由本研究，剖析王功蚵藝文化館的經營

模式，將其案例研究分析結果做為其他沿海地區之發展契機。

關鍵詞：牡蠣殼再利用、文創商品、文化創意產業、體驗設計、王功蚵藝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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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背景

      臺灣沿海地區具有天然地理優勢，豐沛的漁類、貝類等養殖產業，臺灣漁業發展為臺灣

帶來宏觀的經濟效益。臺灣養殖漁業在 2018 年創下 369.5 億產值，其生產力僅次於遠洋漁

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2020）。其中包含養殖漁業的牡蠣，產值上也有相當重要的

貢獻，但廢棄牡蠣殼和養殖中產生的蚵架及保麗龍，都對自然環境造成相當大的威脅。雖然

養殖漁業的發展確實帶動經濟成長，但在生產同時也消耗大量資源並產生巨量的廢棄物，不

僅造成海洋汙染，更間接地破壞養殖漁業最重要的海域。但也在保護環境意識提升之下，牡

蠣殼的加值運用成為一種趨勢，除基本做為土壤肥料、鈣片或珍珠胜肽等多元價值商品（如

圖 1），2021 服裝品牌 DYCTEAM 參加以永續時尚為主題的臺北時裝週大秀，使用 Seawool
蚵殼紗（MOT TIMES 明日誌，2021）結合寶特瓶回收材料，設計出透氣防水且具時尚的服

裝，傳遞永續並走向國際（如圖 2）。

圖 1、牡蠣殼多元價值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Gd6AKW（檢索於：2021 年 4 月 6 日）

圖 2、DYCTEAM 時裝大秀 - 蚵殼紗作品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AgrA4Y（檢索於：2021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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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 COVID 19 疫情影響，出國旅遊幾乎是遙不可期的夢想，在不能出國但疫情良好的

控制下，國內旅遊機會大幅提升。為了抓準這樣的商機，觀光產業將服務對象鎖定於本土遊

客，推出多樣化體驗活動滿足消費者需求，文創產業也成為重要一環。根據 Pinkoi 設計購物

網站市調顯示，有高達 60% 的年輕人偏好「能留下記憶的產品」，在體驗活動不僅可以動

手做，而在過程中得到的知識和經驗，都會為顧客帶來不一樣感受，並在顧客心中留下美好

回憶（myMKC.COM 管理知識中心，2020）。因此文創產業和體驗設計的結合，可視為未

來發展趨勢。故此，本研究希望透過牡蠣殼發展的文創商品運用到體驗設計，透過體驗活動

倡導牡蠣產業及生態維護的重要性，並從中帶動觀光，使其成為一種循環生態圈。

二、 研究目的

      透過對於地方文化產業與永續生態發展互助共好的可能性，爰以探究王功蚵藝文化故事

館其經營模式與經歷，欲以了解牡蠣殼運用到文創商品並將其發展為體驗設計，從無到有的

經歷，以及如何促使地方小鎮重新活絡的原因，且歸納出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王功蚵藝文化館如何透過牡蠣殼文創商品運用到體驗活動設計。

2. 探討王功蚵藝文化館整體營業模式。

3. 將發展的策略與模式，提供給其他沿海地區做參考。

三、 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與訪談法，針對彰化縣王功蚵藝文化館進行分析。首先，透過文

獻了解王功蚵藝文化館的歷史背景及發展，並採用半結構式的訪綱進行訪談。

( 一 ) 研究對象 
      為了探究牡蠣殼文創商品運用到體驗設計之相關案例，在文獻資料整理中，發現眾多沿

海地區，如：彰化王功將牡蠣殼透過藝術創作轉換，將不起眼的牡蠣殼轉換為人物像，並發

揮的淋漓盡致，更設計 DIY 體驗活動帶動整體觀光人潮，故此挑選「王功蚵藝文化故事館」

當做本研究之個案。

       訪談對象則與當時創辦王功蚵藝文化館，現為藝術總監的余季先生個別訪談，實際了解

文化館是如何將牡蠣殼發展成文創商品，並帶入體驗設計的發展策略與模式。

( 二 ) 訪談題綱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探討牡蠣殼運用文創商品結合體驗設計的發展，並擬定王功

蚵藝文化館發展之相關訪談題綱，以了解文化館的過去、現在、未來發展狀況。其訪問題綱

如下（請參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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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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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牡蠣殼多元價值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Gd6AKW（檢索於：2021 年 4 月 6 日）

圖 2、DYCTEAM 時裝大秀 - 蚵殼紗作品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AgrA4Y（檢索於：2021 年 4 月 6 日）

- 123 -

      受到 COVID 19 疫情影響，出國旅遊幾乎是遙不可期的夢想，在不能出國但疫情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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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訪談題綱之四個構面 

構面一：廢棄物導入文創商品運用與地方產業之關係 

1. 當初開始發展牡蠣殼再利用為文創設計，是怎樣的契機？如何開始？ 

2. 轉換成文創商品的過程有哪些工序須要進行？ 

構面二：牡蠣殼的加值運用如何達到循環經濟 

1. 是否有聽過循環經濟？對於循環經濟的看法為何？ 

2. 認為牡蠣殼再利用，有在王功引起循環經濟效應嗎？  

構面三：體驗設計發展效益及關鍵要素 

1. 運用廢棄物導入文創商品的設計，帶入體驗活動的過程中，是否有遇見什
麼樣的困難？如何克服？ 

2. 體驗活動有為文化館帶來經營上的獲利嗎？ 

3. 對地方來說最重要的情感連結是什麼？為什麼？ 

4. 文化館設置的體驗設計在地人所參與的數量有多少？地方是否重視？  

構面四：文化館經營策略、模式與顧客價值主張 

1. 經營文化館上有什麼樣的規劃跟策略？ 

2. 文化館主要主張的價值、利潤、及在運作上最重要的關鍵資源是什麼？ 

3. 當初怎麼想運用廢棄物轉文化創意商品＋體驗課程來吸引遊客？ 

4. 執行上，有參與哪些政府計畫案，或是民間、政府單位等協力合作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 蚵藝之王，功不可沒 

一、 王功蚵藝文化產業探討

王功位於彰化西南沿岸的芳苑小鎮，地方以主要祀奉池王爺宮廟，做為當地

的名字「王宮」。村民為感念王爺保護當地，決議將「王宮」改名為「王功」，使

王功子孫莫忘王爺功勞。清嘉慶年間，鹿港海外因泥沙淤積形成一條狹長海溝，

大型商船都到此王功漁港停舶，再由其他交通工具送達鹿港（彰化縣芳苑鄉公所，

1997），形塑王功成為兩岸貿易重要港口。 
隨時間推移，造就當時繁榮的王功，因擁有潮間帶的生態優勢，自開墾時期

以來就以養蚵及捕魚為生，是相當重要的經濟產業，發展至今除漁業外，更包含

特有農作物，例如花生、蘆筍或是蛋雞養殖等，皆是當地經濟來源（彰化縣社區

總體營造網），是農漁產業豐沛且具特色的小鎮。隨著高齡化社會及人口外移問

題，興盛的街弄小巷都人事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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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交通工具送達鹿港（彰化縣芳苑鄉公所，1997），形塑王功成為兩岸貿易重要港口。

隨時間推移，造就當時繁榮的王功，因擁有潮間帶的生態優勢，自開墾時期以來就以養蚵及

捕魚為生，是相當重要的經濟產業，發展至今除漁業外，更包含特有農作物，例如花生、蘆

筍或是蛋雞養殖等，皆是當地經濟來源（彰化縣社區總體營造網），是農漁產業豐沛且具特

色的小鎮。隨著高齡化社會及人口外移問題，興盛的街弄小巷都人事已非。

       1997 年藝術創作家余季，為了照顧獨居年邁的父親，而返鄉回到王功，回鄉後發現漁村

就業人口蕭條，便將藝術專長運用到家鄉產業的牡蠣殼，發展屬於當地的文創產業商品。靈

感皆來自於地方特色，例如以蚵農辛苦養蚵，經過歲月洗禮的面容；或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

候鳥生態為主題，推廣環保教育理念，融入到國小社團教學。不斷努力下，2003 年昔日文

建會的推波助瀾，設立了王功蚵藝文化故事館，館內有紀念品販售、文創商品 DIY 或開放

採蚵體驗、生態導覽等等，多樣的文創及活動體驗都與生活環境結合，為地方帶來觀光人潮，

更透過蚵藝連結當地村民與遊客之間的橋樑。（彰化縣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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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王功蚵藝文化館 

圖片來源： 本研究拍攝 

 

 
圖 4、蚵藝手作 DIY體驗活動 

圖片來源： https://luko.talk.tw/Article.aspx?Article_ID=92 
（檢索於 2021年 4月 6日） 

二、 文創商品結合廢棄物之發展

近年來，因應臺灣產業經濟蕭條的危機及處境，當時文建會於2002年提出〈挑
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並且開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政策，希望透過「文
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核心理念，重振地方經濟。文化創意產業其意思是將「文

化、創意、產業」三者合而為一，意指那些來自於文化的意涵經過創意的詮釋，

利用智慧財產權的生成與運用，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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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王功蚵藝文化館 

圖片來源： 本研究拍攝 

 

 
圖 4、蚵藝手作 DIY體驗活動 

圖片來源： https://luko.talk.tw/Article.aspx?Article_ID=92 
（檢索於 2021年 4月 6日） 

二、 文創商品結合廢棄物之發展

近年來，因應臺灣產業經濟蕭條的危機及處境，當時文建會於2002年提出〈挑
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並且開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政策，希望透過「文
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核心理念，重振地方經濟。文化創意產業其意思是將「文

化、創意、產業」三者合而為一，意指那些來自於文化的意涵經過創意的詮釋，

利用智慧財產權的生成與運用，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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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創商品結合廢棄物之發展

       近年來，因應臺灣產業經濟蕭條的危機及處境，當時文建會於 2002 年提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並且開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政策，希望透過「文化產業化、

產業文化化」核心理念，重振地方經濟。文化創意產業其意思是將「文化、創意、產業」三

者合而為一，意指那些來自於文化的意涵經過創意的詮釋，利用智慧財產權的生成與運用，

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昇的活動（黃薇文，2019，p.311）。而最早提

出創意產業的英國工黨政府，將其定義為：以個人的創造力、技藝、與才能為基礎，透過

智慧財產權的建立與開發，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 Sport，
1998）
      從兩者的定義分析，文化創意產業目的皆為獲取經濟提升生活品質，最大的特性是具有

強烈的原創性（劉曉蓉，2006，p.5）。現今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追求獨特性，是文化工業所

沒有；此外，也有別於文化工業大量生產複製均一化商品的作法，對環境無法帶來益處（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3，p.21）。文創產業須藉由創新、創意的加值，透過設計發展出

屬於當地文化特色的商品，使產物有不同的含義與價值，因此提高了利潤。利用文化消費帶

動經濟幫助產業創造出更大利益，使文化能更加永續，文化產業中增加「創意」的字眼，便

是使產業鏈的核心，可以創意為力量向外開展。因此，文創產業的核心就是設計（漢寶德，

2014，p.199）。陳文生提出，文化是地方聚落所持續傳承，具有獨特性、區隔性，以及唯

一等特質的生活方式，生活用具的文化也是為了適應生活條件所發展出來，因此文化商品的

外觀特徵會呈現造型、素材、色彩、使用機能、美感經驗，以及生活行為等與地域相關特色

（林家祥，2011，p.30）。設計因為文化特色而形成了差異性，劉維公提出：「創意產業的

三個要素：美感、故事、價值，商品利用美感造型呈現文化故事，透過故事引起觀者更多共

鳴，而在觀者透露出的感動中，獲取更大的認同，進而創造影響力的價值。」（黃琇靖，

2012，p.14）
      于國華論及：「文化產業以地方本身做為思考主體，是基於地方特色、條件、人才和福

祉來發展的產業，因此需要地方民眾自己構思整合，在追求發展同時也考慮到生活環境的保

育和維護」（王俐容，2005，p.184）。地方產業發展與文化永續固然重要，但在發展同時

也要考慮到環境保護及復育，否則有了文創產業，自然環境遭到破壞是人為注入再多資源也

無法挽救。因此環保意識抬頭，將廢棄物發展成文創商品便已成為現在的趨勢。換言之，透

過永續設計將文化產業所產生的廢棄物，重新利用並賦予全新樣貌，追求永續同時，也達到

循環經濟的效果。2016 年總統蔡英文在就職典禮演說中，提出要讓臺灣走向循環經濟的時

代，把廢棄物轉換為再生資源，拋開以往線性經濟思維並走向循環經濟，以滿足當前需求變

化及避免資源浪費，在建構資源循環體系時，也能幫助研發、製造及服務等新興產業創新機

會，創造新經濟模式並提升商品之附加價值（黃釋緯，2017）。因此，若能將廢棄之牡蠣殼

轉換重生，想必也能為臺灣貢獻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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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體驗設計連結地方情感之重要推手

     「體驗」一詞，是當人們親身參與活動過程中，從顧客內心感受和環境的影響認同下，

進而產生美好的體驗感受（陳慧慈，2010，p.30）。因此顧客在體驗活動當下，除了看得到

的親身體驗，更重要的精神是來自看不到的心理層面。莊淑芬曾說到：「體驗不等於體會，

隨身體驗之處，唯有隨心才能深層體會。」若要讓顧客能用心體會其中，不單只有表面上的

體會，若能讓顧客願意打開心房，是重要關鍵，因此顧客體驗也被視為影響顧客忠誠度的重

要因素 , 當顧客有好的體驗時 , 就可能產生重購念頭或是產生正向口碑效果，使其能做為宣

傳媒介。（張淑華，2011，p.156）
      體驗是企業把服務做為一個舞台、將商品當成是道具，環繞著消費者，並創造出值得消

費者回憶的活動。透過有形的商品、無形的服務，創造出令消費者難忘的體驗活動（Pine II 
& Gilmore，1998，p.98）。因此要構成一個體驗活動，須要具備的有商品、人及地方活動

場域，透過這三個重要角色，在舞台上賣力演出，將最好的呈現給來體驗的觀眾。而創意生

活產業定義對於體驗的內涵，大致反應在產品、服務、活動、空間等四種體驗所形成的深度

體驗及高質美感。以下為產品、服務、活動及空間等四種體驗之代表內涵（張淑華，2011，
p.157）： 

1. 產品：透過感官與產品接觸的互動中，所產生的價值和情感。

2. 服務：消費者與組織之間所交集的服務，包含：服務內容、與服務人員

                的互動、服務場景。

3. 活動：為了紀念或者是特殊節慶以達到特定目標而特別設計具獨特性的

                典禮。

4. 空間：消費者與服務人員彼此互動的環境。

      消費者在參與活動過程中，會受到各種層面影響，環境的氛圍會使消費者內心去感受當

下的情緒，並給予回饋。Pine II & Gilmore（1998，p.102）曾提出娛樂、教育、美學、逃避

現實等四種領域體驗，其主要探究消費者參與活動程度，及體驗與環境之間的相關性。圖 5
為體驗設計的四種模式分析圖（Pine II & Gilmore，1998，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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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

圖 5、體驗五種形式

圖片來源：（陳慧慈，2010），本研究重繪

      體驗會隨著當下的情緒及個人主觀意識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感受，每個人都是獨立的

個體，接收到的情感也不盡相同，但目的都是為了與世界產生情緒和做為連結的一種方式

（花建，2003）。透過體驗讓我們可以與人交流，甚至可以與地方環境連結，透過地方的特

殊環境與人們所具有的特質，此兩者所相互交集，而產生一種情感連結（周紓帆、鄭佳昆，

2014，p.432）。而人們也會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依照過往的經驗和心理狀態，對地方產

生一種依賴感。James Hammitt等人在 2006年提出與地方連結的五個面向，由淺至深分別為：

熟悉感、歸屬感、認同感、依賴感、根深蒂固感。以下為各面向之代表含義（鄭佳昆、郭蕙

瑜，2014，pp.31-33）： 

1. 熟悉感：地方熟悉感是一種對地方的印象和記憶，透過過去的記憶對地方產

                    生了熟悉的感覺，是人與地方連結的最初階段。

2. 歸屬感：人們在心理層面，將自己視為地方的一份子，比熟悉還要更貼近地

                    方的歸屬感。

3. 認同感：透過個人的意識和偏好，對地方產生的特殊情感而形成的認同感，

                     同樣也能幫助自我認同建立的階段。

4. 依賴感：地方的資源及功能，能滿足遊客的需求，便會對地方產生了依賴感。

5. 根深蒂固感：是指人們安定於活動，且擁有像家一樣安心的感覺。其高層級

                            的連結顯現於個人對於環境的保護感與擁有感提升。

       根據上述的五個面向，加強人們對地方的熟悉感和歸屬感，喚醒在地居民對地方的情感

連結。遊客來到地方參與體驗活動，希望能從中找到自我認同的價值，對地方景點感到滿足

並願意持續造訪，進而產生對地方的依賴感（Moore、Graefe，1994），只要當地方居民和

遊客對於地方有了基本情感連結在，自然而然就會對地方產生根深蒂固之感覺。如圖 6 為當

地居民、遊客及地方彼此相互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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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當地居民、遊客與五個面向關係圖

圖片來源：（鄭佳昆、郭蕙瑜，2014），本研究繪製

四、 小結

      透過文獻收集與探討，研究者認為廢棄物的加值運用，是未來人們與環境之間達到共好

的趨勢，若能以此為出發點轉換設計成文創商品，不僅能為環境盡一份心力，更能帶動經濟

發展。而王功蚵藝文化館，不僅將廢棄牡蠣殼轉換成文創商品，更是讓創作帶入體驗設計中，

透過活動可以讓顧客了解產業發展文化，體驗過程中與作品之間的感官接觸，更可以得到更

有價值及情感的效應。不同的經驗感受，顧客會對地方產生認同感或依賴感，使顧客與地方

有了深層的情感連結，因此體驗設計能做為顧客對地方情感連結的重要關鍵。

參、以蚵會友，凝聚你我

一、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力量

( 一 ) 牡蠣殼再利用為文創商品：從無到有之發展契機

       返鄉離家 40 年，從擔任社造員起始，因看到地方資源不足，而產生對在地文化沙漠注

入活水的起念，逐步孕育蚵藝文化館，期望為地方創造出具有文化內涵的精神象徵，此亦是

地方產業轉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動能。

      「有點無心插柳，離開王功近 40 年，回來覺得沒有太大改變，交通一樣不方便，只有一

間國小，書店也沒有，等於是文化沙漠。於是考慮說要如何替地方做一點事，當時文建會在

爭取社區營造員，起初擔任商店街會長兩年，發現辦活動沒有扎根，所以想創造具在地文化

內涵的東西，變成地方的一個精神內涵。」(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此外，文化館透過在地女性工作者，加入團隊運作，更可創造個人、家庭與在地共享經

濟良性循環。而蚵藝術造型作品容易上手，運用在地候鳥之意象塑造王功形象；轉換文創商

品的工序簡而易懂，在地婦女及活動參與者都能輕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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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體驗五種形式

圖片來源：（陳慧慈，2010），本研究重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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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嫁來台灣，故鄉和這裡都需要生活，所以她們須要收入，就是看到她們的需要所

以想要創造點東西給她們做，但要考慮到素材是牡蠣殼，一個文創產業，不是你喜歡做，做

出來就好」(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開始的時候把牡蠣殼跟鐵絲連在一起，程序都是預定的，像材料包那樣，都是很簡單

形狀，透過結構邏輯去成形，屬於理性思考邏輯。」(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 二 ) 廢棄物再利用之循環經濟效應

       透過體驗設計蚵殼再利用成文創商品，可傳遞「在地文化、知識」的寶貴性 — 突破消

費地方小鎮的概念。以觀光、體驗、在地文化的交會，成為五感體驗留下記憶與情感連結的

重要性。

      「循環經濟是很好的經濟流程，像牡蠣殼廢棄再利用，讓它不會變成廢棄物，會變成經

濟價值的東西， 創造經濟價值、提升地方經濟、提高消費能力。」(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這幾年很多學生來，若每人都做一個 150 塊的 DIY，以兩萬個人計算，產值就很高了，

光是這個，一年的員工薪水就可以打平，15 個員工都拿固定薪水，表示在本身的體系，是

站得住腳。」(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 三 ) 政府資源注入地方小鎮

       「地方發展與創新」仍須有政府與相關單位的資源與輔助，以成就地方持續成長的力量。

     「我們跟文化部申請在地文化館，彰化縣有五個單位提出申請，我們計畫書第一名，所

以政府給我們的補助最大，那時候文建會補助文化館硬體跟軟體裝潢費用，連續下來，所以

不少。」(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當初勞委會有一個多元就業方案，設定對象是臺灣媳婦，透過她訓練成一條生產線，

政府的計畫案的輔導機制，文化部、多元就業勞委會，那個讓我們把人訓練出來，對我們非

常有幫助。」(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 四 ) 文創商品結合體驗設計

       用初心，讓廢棄文創打造無法取代的地位；再用心，將體驗設計之活動深植人心，共創

地方生態系的命脈。但人才（無論是外部或在地群眾的投入）、資金的投入運作是亟須克服

的關鍵。

     「不是為了要達到這個結果而設計，是我們做，報紙登出來人家就要來做 DIY ，才開始

課程，還有社區參訪，去想怎麼去跟他們分享，就這樣有一點點被推著走，生意是要特別構

想，想下一步要怎麼走。」(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我們有三個很棒的條件，第一個就是潮間帶，小朋友最愛；第二，傳達王功漁村的文

化背景，也可以體驗在地文化 DIY，這三個就是很棒的戶外教學的結構，一步一步發展出

來。」(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在運作上，服務業須要同時顧慮多個面向，不論是體驗活動中，體驗者的安全；或是在

服務上沒有滿足消費者，導致客訴與負面影響，造成團隊士氣低落；人力及資金方面，都是

運作上最重要的關鍵，必須在正負面效應當中，取得平衡，才能繼續向前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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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要去克服人才，有人才，但留不住，來這邊上班幾乎不是王功人，都是住附

近的，真正王功人不多，培養不出在地人才，另外當然還有資金，資金跟人才這兩個都不斷

給我們帶來困難。」(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二、一個人走得慢，一群人走得遠

( 一 ) 文化館經營模式

       多元化的經營，以辦理活動、體驗課程、旅行團旅遊行程、環境教育課程、紀念品販售

等，啟動多方人潮參訪，帶動經濟收益的注入。

      「來漁港的不是老人就是學生，少有年輕人。最關鍵的資源就是有多少人參與你的活動、

旅遊行程、戶外教學。」(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平日戶外教學、環境教育跟旅遊行程為大宗，假日靠社會人士、旅遊團等等，這樣才

有辦法存活，若只能做假日生意，那大概是什麼都做不到，維持不下去。因為你沒有一個組

織、團隊，你沒有辦法去服務那麼多人。」(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 二 ) 體驗活動帶動地方之影響力

      透過體驗活動傳遞生態知識與在地文化之美質，可化為建構參與者對地方情感的連結，

塑造王功在地之美貌，吸引他人之目光。但有時我們容易被眼前事物遮蔽眼光，時常羨慕他

人，卻不知道最美的已在自己身旁，等著被發掘。

      「以三大主題為核心：文化、環境教育、DIY，讓他們親身經歷，接觸大自然，這都是

會在他們的記憶裡面帶走，就手作方面有很多無形的，那種內化的東西，對參訪的人來講，

滿足他們的期待，用這三個主題去設計寓教於樂的課程。」(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我們也慢慢希望王功人能知道王功有多美好，跟別的地方不一樣、獨特，在地的美，

我們做給外地人看，但是在地人沒有看到，我們覺得很可惜。」(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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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啟動多方人潮參訪，帶動經濟收益的注入。

      「來漁港的不是老人就是學生，少有年輕人。最關鍵的資源就是有多少人參與你的活動、

旅遊行程、戶外教學。」(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平日戶外教學、環境教育跟旅遊行程為大宗，假日靠社會人士、旅遊團等等，這樣才

有辦法存活，若只能做假日生意，那大概是什麼都做不到，維持不下去。因為你沒有一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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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王功在地之美貌，吸引他人之目光。但有時我們容易被眼前事物遮蔽眼光，時常羨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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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給外地人看，但是在地人沒有看到，我們覺得很可惜。」( 余季，2021，訪談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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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在彼岸，看見一線曙光

一、裂縫中迸出溫暖陽光

   王功蚵藝文化館由返鄉者余季先生，因著無心插柳想為家鄉的文化沙漠注入活水起始，

透過牡蠣殼發展的文創商品，與政府合作之下，建置起王功蚵藝文化館，更因著體驗活動帶

來觀光人潮帶動經濟收益，透過活動落實環境教育之任務，使人與環境達到共好之效益。

(一 ) 廢棄牡犡殼開始轉換成文創商品，以藝術創作塑形，了解其創作原理後，進而轉換成

簡易造型，在造型結構上，利用鐵絲及牡犡殼就能進行手作體驗，故此透過同樣手法，即創

造出不同系列的文創作品，並且帶入體驗活動中。體驗過程中與政府計畫合作，獲取更多資

源，讓更多人力投入參與。

(二 ) 文化館的經營，最主要以人為本，先了解參觀體驗的旅遊客群的需求，設計不同的體

驗。策略上透過行銷手法，與企業合作彼此獲取利益，規畫多樣體驗課程，從手作體驗到生

態教育，透過不同層面教育性質，給予顧客不同的體驗。

(三 ) 文化館經營以人為本，若沒有足夠人潮，會使文化館陷入困難，更因為在地人參與效

益不足、外地群眾多，因此很難去感受一起變好的心境，無法對在地情感產生緊密連結，難

以落實對海洋資源的照顧及循環經濟的效益，在深植上有些難處。

二、 站在巨人的肩，看見不一樣的天

(一 ) 以此為借鏡，探究嘉義布袋沿海地區發展契機：

   透過王功蚵藝文化館的先例，可以將其分析套用至其他沿海地區的可能性。例如以嘉義

布袋港做為參考，其地理環境條件相似，且因本研究故鄉在嘉義布袋，基於為故鄉付出的心

境，故此針對布袋地區給予發展新生態系之建議如下：

根據參與客群分別分為：童年、青少年、中老年。在牡蠣殼帶入體驗活動的設計上，可依據

難易度及產品需求性做為活動課程之體驗標準。以下分別說明三大客群之體驗課程內容及執

行內容說明：

1. 童年：童年的體驗主要以激發創意為主，因此以簡易的 DIY 塑造可愛造型，技巧簡單使

        孩童內心產生成就感。除了手作體驗，也可以設計小店長的體驗活動，從藝術的創

         作到商業，透過販售體會服務者辛勞，對其創作的作品更加以珍惜。

2. 青少年：青少年對於思考及手作方面具有基本能力，因此可以設計牡蠣殼結合客製化金

           工體驗，其主要是青少年在交友階段，對於像是情侶、朋友、長輩，有送禮訴求，

           因此透過課程中學習技術，更可以客製化出獨特性產品，具美感且意義非凡。

3. 中老年：在中老年比較注重生活及實用性，因此可以設計將牡蠣殼結合木工手作，可發

          展簡單的木椅、木盤等生活用品，此客群經濟能力及時間上比較足夠，可以拉長

           旅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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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之體驗課程，因借鏡王功蚵藝文化館面對在地人投入不足的遺缺，故希望以培育人

才為目標，使當地居民和參與遊客，在能力足夠下，可一起加入團隊服務民眾；在產品體驗

活動的效益外，帶入環境教育宣導，而體驗人潮的增加進而帶動地方經濟。在生態體驗中，

可設計剝蚵、潮間帶體驗或是規劃一系列與在地漁產業生態保育相關課程，串聯在地文化，

將人才、產物與生態達到循環。

(二 ) 以下建議提供王功蚵藝文化故事館作為參考：

1.從體驗到饗宴：規劃深度旅遊行程，設計多樣體驗，如品嘗當地美食、與在地店家合作。

                另外，可安排體驗剝蚵行程，料理自己剝的牡犡，其他食材與在地小農合

                作。

2.讓心沒有距離：因地區偏遠，遊客如果搭乘公車，須轉多次車，站牌離故事館有一段距離，

                如果有行程規劃，在交通上提供接駁車專送，增加便利性。

3. 到處都是伸展台：在粉絲團做宣傳，例如打卡分享可獲得小禮物，或是邀請知名

                 Youtuber 網紅拍攝影片，針對時下年輕人都會根據網紅推薦的行程，特

                 別去這些景點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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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無性別」是一種自我認同的身份，它不屬於任何一種性別，對任何性別認同都沒有一

定的歸屬感，而它的核心價值是 — 擁抱任何自己想要的身分。在服裝領域中，無性別一直

是個話題，也是十分獨特的風格，近十年已有打著無性別服裝的品牌相繼出現，並透過形象

廣告與廣告受眾進行更深層的交流，傳遞出無性別的核心概念與價值。本研究透過內容分析

法，探討臺灣無限制服與韓國航空 Aero K 無性別制服，形象廣告的呈現手法及影響廣告中

的無性別形象因素，進而統整出服裝形象廣告中無性別的意象。藉由研究可發現：（1）廣

告色彩與色調、服裝設計、模特兒性別、模特兒形象皆是影響廣告中的無性別形象因素；（2）
因不同國家的文化及不同的身分別，造成廣告中無性別形象差異。期使研究統整後的無性別

核心概念與價值的視覺設計意象，能夠提供給相關從業人員，未來進行品牌建構與認知設定

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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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ㄧ、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服裝設計領域中，無性別一直是個話題，也是十分獨特的風格，RAD HOURANI 於
2007 年創立了時尚史上的首個無性別成衣系列；於 2013 年 1 月的巴黎高級訂制時裝秀，成

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展示無性別服裝的設計師（Wikipedia，2021）。爾後，無性別的這股潮流

逐漸崛起，打著無性別服裝的品牌相繼出現，並著重在品牌與消費者間的交流。因此每次服

裝的發表都會伴隨形象廣告的呈現，讓消費者更加了解品牌和服裝設計的概念，達到共感效

果，藉此傳遞無性別的核心概念與價值 — 擁抱任何自己想要的身分。

      本研究一直以來都有在關注無性別服裝設計的發展，也因為喜好和地緣關係，特別關注

臺灣與韓國的流行時尚資訊。在臺灣，近十年來政府已逐漸重視時尚產業的發展，2018 年

更開啟了首次的時裝週活動 — 臺北時裝週，越來越多的獨立服裝設計師品牌出現，為臺灣

的時尚注入多元風格的新活水；韓國的服裝設計透過戲劇和流行音樂，在 2000 年後逐漸征

服了世界，使韓國在全球競爭激烈的時尚圈中站穩腳步。

      時至今日，本研究觀察到無性別風潮也出現在臺灣及韓國的服裝設計上，不管在時裝領

域或是制服領域，都能看見品牌端利用別具特色的形象廣告向大眾展示服裝的概念，傳遞無

性別的核心價值。不過在檢視眾多有關形象廣告的研究文獻時，卻鮮少針對無性別服裝設計

領域進行深入討論與分析。基於此點，若能深入研究無性別服裝形象廣告，必定能找到當中

的脈絡及新觀點。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無性別服裝設計為主題，探討形象廣告中的無性別意象，其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服裝形象廣告呈現手法，並了解無性別服裝設計的概念與廣告呈現手法的關聯 
     性。

（二）歸納與比較影響廣告中的無性別形象因素，統整出服裝形象廣告中無性別的意象。

三、研究步驟之執行

        首先，將與研究主題相關的無性別資料和服裝形象廣告呈現手法的文獻，做為研究基礎；

以有明顯男女性差異、具性別刻板印象的「制服」為研究範圍；並考慮到近年無性別風潮在

臺、韓兩國崛起的現象，因此最後擇定以臺灣無限制服與韓國航空 AeroK 航空制服為樣本，

對其平面與動態服裝形象廣告進行內容分析，歸納並比較出廣告中影響無性別形象的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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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存在已久卻少被提及的現象

ㄧ、無性別之定義 — 非性別二分法的自我認同

       隨著時代轉變及性別意識逐漸高漲，發展出多元的性別，以 2015 年社群媒體 –Facebook
為例，註冊帳號時已有 59 種性別可選擇，而第 59 種性別為：「自己填」，顯示現今社會已

逐漸跳脫傳統的性別二元制，而是選擇自己認同的性別。（中央通訊社，2015）
性別，是當嬰兒呱呱墜地時，醫護人員賦予的一種身份識別，終其一生都會跟隨著自己，這

是屬於普羅大眾對性別的認知，然而關於它真正的含意卻少有人探討，許多人常將性別與性

視為同義詞，但其實是截然不同的。根據美國非營利組織特拉沃項目（The Trevor Project）
的定義，「性別」指的是一個以情感、行為和文化建立的社會架構，所賦予個人的性別身分。

「性」則是依照人體的生理構造和特徵、染色體、賀爾蒙，而將其歸類的性別取向。簡單的

說，「性別」是社會給予的身分認同；「性」則是生理定義上的性取向，兩者無衝突。（Hello
醫師，2019）
       在多元性別的時代中，「無性別」不像跨性別、酷兒 …… 時常被提及，但卻隱藏在日常

生活中，舉凡快時尚品牌推出的無性別系列服飾、新聞媒體報導的日本無性別男孩風潮，甚

至是近年爆紅的唐鳳政委身上，都能看見它的蹤影。美國兒童健康性別教育和護理跨學科支

持計畫（Gender Education And Care Interdisciplinary Support）心理醫師 Dr. Meredith Chapman
表示，無性別廣義是無性別身分，或做為中性性別（Gender Neutral）。它不像生理上僅有的

二分法（男性或女性），而是跳脫傳統的性別標準，無性別者看重的是擁抱現在的身分，接

受自己既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Hello 醫師，2019）
    在性別研究中，無性別的英文即是 Agender，不認為自己屬於任何一種性別的人。換言

之，無性別者的生理性別可以是任何種類，男、女、雙性等等，其性取向就完全取決於個人

的喜好，加上個人特質，包括表情、性特徵、性格、建立的關係，以及職業角色，有時候也

會使「Genderless」（無性別）或「Gender Neutral」（性別中立）等類似名詞來表達自己的

性別認同（LGBTQ 臺灣酷家，2017）。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無性別定義為：不屬於任何一種性別，對任何性別認同都沒有一定

的歸屬感，而是擁抱任何自己想要的身分。

二、無性別服裝現況 — 以性別為核心的設計理念

       社會多元變動，男女之間的界限逐漸被弱化，許多服裝設計師開始思考性別與服裝之間

的關聯性。21 世紀的今日，不少設計師以「性別」為設計核心，探索男女裝相互滲透而創

造出的無性別服裝。

      在時裝領域，不管在西方還是東方國家，已可看到不少無性別服裝品牌，建立在性別思

想認知的基礎，以傳達無性別理念。就東方國家而言，臺灣的品牌 –TRAN 泉，以個人詮釋

為主軸，回歸到「人」本質，將去性別化的概念融入設計中，透過剪裁手法，製作產品不分

尺寸，讓服裝的寬容度提高，再以半客製方式依需求適度修改，不僅貼近顧客關係，也達到

減低庫存與環境負擔（HYPEBEAST，2018）；韓國的品牌 –Ader Erro，在官網中不設置男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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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元性別的時代中，「無性別」不像跨性別、酷兒 …… 時常被提及，但卻隱藏在日常

生活中，舉凡快時尚品牌推出的無性別系列服飾、新聞媒體報導的日本無性別男孩風潮，甚

至是近年爆紅的唐鳳政委身上，都能看見它的蹤影。美國兒童健康性別教育和護理跨學科支

持計畫（Gender Education And Care Interdisciplinary Support）心理醫師 Dr. Meredith Chapman
表示，無性別廣義是無性別身分，或做為中性性別（Gender Neutral）。它不像生理上僅有的

二分法（男性或女性），而是跳脫傳統的性別標準，無性別者看重的是擁抱現在的身分，接

受自己既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Hello 醫師，2019）
    在性別研究中，無性別的英文即是 Agender，不認為自己屬於任何一種性別的人。換言

之，無性別者的生理性別可以是任何種類，男、女、雙性等等，其性取向就完全取決於個人

的喜好，加上個人特質，包括表情、性特徵、性格、建立的關係，以及職業角色，有時候也

會使「Genderless」（無性別）或「Gender Neutral」（性別中立）等類似名詞來表達自己的

性別認同（LGBTQ 臺灣酷家，2017）。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無性別定義為：不屬於任何一種性別，對任何性別認同都沒有一定

的歸屬感，而是擁抱任何自己想要的身分。

二、無性別服裝現況 — 以性別為核心的設計理念

       社會多元變動，男女之間的界限逐漸被弱化，許多服裝設計師開始思考性別與服裝之間

的關聯性。21 世紀的今日，不少設計師以「性別」為設計核心，探索男女裝相互滲透而創

造出的無性別服裝。

      在時裝領域，不管在西方還是東方國家，已可看到不少無性別服裝品牌，建立在性別思

想認知的基礎，以傳達無性別理念。就東方國家而言，臺灣的品牌 –TRAN 泉，以個人詮釋

為主軸，回歸到「人」本質，將去性別化的概念融入設計中，透過剪裁手法，製作產品不分

尺寸，讓服裝的寬容度提高，再以半客製方式依需求適度修改，不僅貼近顧客關係，也達到

減低庫存與環境負擔（HYPEBEAST，2018）；韓國的品牌 –Ader Erro，在官網中不設置男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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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裝的分類，只有 Tops、Shirts、Knitwear 等類別，顯示出 Ader Erro 在設計服裝時，不考慮

性別而是要打破此框架，因此服裝的色系繽紛多彩，也利用不對稱剪裁、簡單的廓形、解構

的設計，弱化身體曲線，創造出無論是誰都能穿的服裝。（Dappei，2019）
   一般而言，西裝、套裝、長褲、百褶裙，這些常見的制服款式，背後都代表了明顯男女性

的差異，充滿性別刻板印象，而自 2019 年開始，制服設計的領域也受到無性別的影響，掀

起了改革。2019 年中，板橋中學學生會推動「板中男裙－裙聚效應」男裙週活動，邀請男

學生一起穿裙子，以行動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爾後校方也認同了此活動的意義，宣布男女

學生可以自行決定穿褲子或裙子上學，創造了全國學生制服的性別平權首例。（風傳媒，

2019）
        一群 Ogilvy 的年輕創意人被這個新聞啟發，邀請 ANGUS CHIANG 品牌創辦者暨新銳

設計師江奕勳，與尊重多元價值的 Condé Nast，成為此次計畫的發起人。「若所有人都能自

由依照個人喜好，而選擇自己想要呈現的樣子，那我們就沒什麼好害怕了」，這是設計師江

奕勳想表達的，以中學生每天必須穿的「制服」為靈感來源，打造了一系列共 11 件打破性

別框架的制服，在制服設計細節上多了抽繩和刺繡透氣孔，讓各種樣貌的學生都能穿著制服

恣意舞動，展現自己最喜歡的型態。（VERSE，2020）
此計畫更與國際「怪奇攝影師」鍾靈合作，邀請多校高中生拍攝型錄 Lookbook 和形象廣告，

透過畫面的精心設計，讓學生青春洋溢、活潑動人的氣息呈現恰到好處，更具體實現了多方

響應突破限「制」，將「UNI–FORM 無限制服」精神，化為屬於 Z 世代的文化產物，傳遞

給社會大眾。（社企流，2020）
       2020 年，雖然受到 Covid–19 疫情肆虐，但仍有新的航空公司投入市場，南韓新成立的

廉價航空「Aero K」就在此時加入了國內航線，甚至異軍突起，率先在時尚雜誌《VOGUE》
公開「無性別 Genderless 制服」，簡約大方又充滿質感，在網路上引發不少話題。Aero K 的

制服以「無性別」與「舒適」為特色，兼顧實用與美觀，男女服裝在外型上幾乎沒有差異，

而且機組與後勤人員一律穿著褲裝與符合人體工學的鞋款。此外，Aero K 還與主打「無性別

彩妝」的化妝品品牌合作，強調男女適用的自然妝感。在其他服儀規定上，Aero K 也十分

尊重員工的自主性，非但髮型規定比同行寬鬆，還允許戴眼鏡或露出小面積的刺青，前提是

不妨礙飛航安全和業務執行，或引發倫理、政治與性等相關爭議。Aero K 的行銷總監 Kim 
Sang–Bo 表示，無性別制服設計是根據工作人員的真正需求所設計，細節部分也是與員工討

論後才決定，目的是更好兼顧工作安全與便利，有效執行年齡、性別以外的任務。（LEZS，
2020）
       為了擴大宣傳新公司，加上服裝是航空公司門面的重要象徵，Aero K 與韓版時尚雜誌

《VOGUE》合作，透過調性輕快的動態廣告與時尚的平面形象廣告介紹新制服，在畫面中

都巧妙運用設計手法展現無性別的概念，充滿新鮮感，達到不錯的宣傳效果。此外，在無性

別制服的背後，也有著「以人為本」的企業精神，強調對員工個體的尊重與關懷，落實性別

平權為目標的職場文化和制服設計。（LEZS，2020）
       服裝被設計出來並沒有規定只有誰能穿，選擇穿上這件服裝的考量不該用性別做為規

範，而是取自自身的喜好與需求，從時裝領域中的臺灣品牌 –TRAN 泉和韓國品牌 –Ader 
Erro，到制服領域中的臺灣無限制服以及韓國 Aero K 的航空制服，都在在顯示出性別平權

的觀念逐漸提升，社會大眾開始接受多樣化的存在，學會更加尊重和關懷不同個體。而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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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文獻中，也可發現透過輪廓、色彩、裝飾、風格以及搭配做為考量，能掌握無性別服裝的

設計方向；以性別議題為探討，則強化了設計理念，透過兩者的相輔相成，無性別服裝能在

這個世代逐漸發陽光大，也讓無性別的核心概念傳遞出去。

三、服裝形象廣告的呈現手法 – 引人注目的策略應用

       廣告扮演了企業與消費者間的重要角色，為了打造品牌形象，企業讓廣告為他們的產品

及服務代言（劉立行、洪婷軒，2016，p.56）。並且企業利用品牌名稱、廣告態度、辨識性

及品牌聲譽等增加消費者對品牌的印象（劉立行、洪婷軒，2016，p.56）。服裝形象廣告的

發表，一直以來都是時尚迷最為關注的盛事，也是提升品牌形象和傳達服裝設計概念的媒

介。以下歸納兩點分別說明服裝形象廣告的呈現手法：

（一）帶入故事性

       一個好的故事，能引起想像力，可以提升好的品牌形象，建立起目標消費者心中的形

象與感受，而微電影不同於一般電影，時間不長，但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傳達一個概念或

一則故事，因此逐漸成為近期廣告商，行銷品牌形象的廣告手法 – 藉由故事及感性的訴

求塑造品牌形象（何智文，2013）。以 RODARTE 2013 年春夏廣告為例，美國女裝品牌

RODARTE，該品牌找來 Todd Cole 為其拍攝一部魔幻色彩濃厚的微電影，影像中的女精靈、

法袍、非人的誘拐者發生在一個寧靜而平庸的城市郊區，異教感十足的同時卻與 RODARTE
平時所傳達的「危險美」有異曲同工之妙（GQ，2014）。服裝形象廣告經常以色彩、服裝

設計、場景等元素，吸引消費者對於廣告的注意，並以此打造出觀眾嚮往的故事，因此服裝

形象廣告大多不強調完整的劇情鋪陳，而是著重在角色個性的展現，且利用攝影、運鏡、剪

輯手法，形塑出令人嚮往的情境氛圍，吸引觀眾想穿上服裝成為廣告中的主角，創造對品牌

的認同感和記憶點。

（二）強化服裝設計概念

      當服裝設計師構思新的設計時，有時為個人感情抒發、有時為反映時事議題，但不管設

計的方向為何，均會將梳理過後的中心思想貫穿整個系列的服裝，展現一致性，而這概念

同時也會轉移至每次服裝形象廣告拍攝上。以 VALENTINO 2016 春夏廣告為例，創意總監

Pierpaolo Piccioli 此系列服裝以非洲部落族群為靈感，藉由極具民族感覺的色調和細節，營

造出一股非洲的原野風格，而形象廣告的拍攝為呼應設計理念，攝影師 Stephen McCurry 將

拍攝團隊直接帶到非洲，並以廣袤神秘的東非荒原為拍攝背景，開啟服裝與非洲大陸的對

話。在 Amboseli National Park 與 Kilimanjaro 的莽原景色下，捕捉模特兒身穿以非洲原野風

格的高級成衣，與自由的生靈和當地的馬賽人共舞，多元文化的共融時刻，紀實這幅原始靜

謐的畫卷。（VOGUE，2016）
       綜合上述，透過形象廣告的加持，讓原本只是單單一套的服裝，變得不只是服裝，更多

了值得思考的內涵意義。利用影像技術將服裝與場景融為一體，並帶入故事性，創造出具有

張力的畫面，讓服裝設計的概念更有效傳遞給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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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裝的分類，只有 Tops、Shirts、Knitwear 等類別，顯示出 Ader Erro 在設計服裝時，不考慮

性別而是要打破此框架，因此服裝的色系繽紛多彩，也利用不對稱剪裁、簡單的廓形、解構

的設計，弱化身體曲線，創造出無論是誰都能穿的服裝。（Dappei，2019）
   一般而言，西裝、套裝、長褲、百褶裙，這些常見的制服款式，背後都代表了明顯男女性

的差異，充滿性別刻板印象，而自 2019 年開始，制服設計的領域也受到無性別的影響，掀

起了改革。2019 年中，板橋中學學生會推動「板中男裙－裙聚效應」男裙週活動，邀請男

學生一起穿裙子，以行動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爾後校方也認同了此活動的意義，宣布男女

學生可以自行決定穿褲子或裙子上學，創造了全國學生制服的性別平權首例。（風傳媒，

2019）
        一群 Ogilvy 的年輕創意人被這個新聞啟發，邀請 ANGUS CHIANG 品牌創辦者暨新銳

設計師江奕勳，與尊重多元價值的 Condé Nast，成為此次計畫的發起人。「若所有人都能自

由依照個人喜好，而選擇自己想要呈現的樣子，那我們就沒什麼好害怕了」，這是設計師江

奕勳想表達的，以中學生每天必須穿的「制服」為靈感來源，打造了一系列共 11 件打破性

別框架的制服，在制服設計細節上多了抽繩和刺繡透氣孔，讓各種樣貌的學生都能穿著制服

恣意舞動，展現自己最喜歡的型態。（VERSE，2020）
此計畫更與國際「怪奇攝影師」鍾靈合作，邀請多校高中生拍攝型錄 Lookbook 和形象廣告，

透過畫面的精心設計，讓學生青春洋溢、活潑動人的氣息呈現恰到好處，更具體實現了多方

響應突破限「制」，將「UNI–FORM 無限制服」精神，化為屬於 Z 世代的文化產物，傳遞

給社會大眾。（社企流，2020）
       2020 年，雖然受到 Covid–19 疫情肆虐，但仍有新的航空公司投入市場，南韓新成立的

廉價航空「Aero K」就在此時加入了國內航線，甚至異軍突起，率先在時尚雜誌《VOGUE》
公開「無性別 Genderless 制服」，簡約大方又充滿質感，在網路上引發不少話題。Aero K 的

制服以「無性別」與「舒適」為特色，兼顧實用與美觀，男女服裝在外型上幾乎沒有差異，

而且機組與後勤人員一律穿著褲裝與符合人體工學的鞋款。此外，Aero K 還與主打「無性別

彩妝」的化妝品品牌合作，強調男女適用的自然妝感。在其他服儀規定上，Aero K 也十分

尊重員工的自主性，非但髮型規定比同行寬鬆，還允許戴眼鏡或露出小面積的刺青，前提是

不妨礙飛航安全和業務執行，或引發倫理、政治與性等相關爭議。Aero K 的行銷總監 Kim 
Sang–Bo 表示，無性別制服設計是根據工作人員的真正需求所設計，細節部分也是與員工討

論後才決定，目的是更好兼顧工作安全與便利，有效執行年齡、性別以外的任務。（LEZS，
2020）
       為了擴大宣傳新公司，加上服裝是航空公司門面的重要象徵，Aero K 與韓版時尚雜誌

《VOGUE》合作，透過調性輕快的動態廣告與時尚的平面形象廣告介紹新制服，在畫面中

都巧妙運用設計手法展現無性別的概念，充滿新鮮感，達到不錯的宣傳效果。此外，在無性

別制服的背後，也有著「以人為本」的企業精神，強調對員工個體的尊重與關懷，落實性別

平權為目標的職場文化和制服設計。（LEZS，2020）
       服裝被設計出來並沒有規定只有誰能穿，選擇穿上這件服裝的考量不該用性別做為規

範，而是取自自身的喜好與需求，從時裝領域中的臺灣品牌 –TRAN 泉和韓國品牌 –Ader 
Erro，到制服領域中的臺灣無限制服以及韓國 Aero K 的航空制服，都在在顯示出性別平權

的觀念逐漸提升，社會大眾開始接受多樣化的存在，學會更加尊重和關懷不同個體。而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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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文獻中，也可發現透過輪廓、色彩、裝飾、風格以及搭配做為考量，能掌握無性別服裝的

設計方向；以性別議題為探討，則強化了設計理念，透過兩者的相輔相成，無性別服裝能在

這個世代逐漸發陽光大，也讓無性別的核心概念傳遞出去。

三、服裝形象廣告的呈現手法 – 引人注目的策略應用

       廣告扮演了企業與消費者間的重要角色，為了打造品牌形象，企業讓廣告為他們的產品

及服務代言（劉立行、洪婷軒，2016，p.56）。並且企業利用品牌名稱、廣告態度、辨識性

及品牌聲譽等增加消費者對品牌的印象（劉立行、洪婷軒，2016，p.56）。服裝形象廣告的

發表，一直以來都是時尚迷最為關注的盛事，也是提升品牌形象和傳達服裝設計概念的媒

介。以下歸納兩點分別說明服裝形象廣告的呈現手法：

（一）帶入故事性

       一個好的故事，能引起想像力，可以提升好的品牌形象，建立起目標消費者心中的形

象與感受，而微電影不同於一般電影，時間不長，但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傳達一個概念或

一則故事，因此逐漸成為近期廣告商，行銷品牌形象的廣告手法 – 藉由故事及感性的訴

求塑造品牌形象（何智文，2013）。以 RODARTE 2013 年春夏廣告為例，美國女裝品牌

RODARTE，該品牌找來 Todd Cole 為其拍攝一部魔幻色彩濃厚的微電影，影像中的女精靈、

法袍、非人的誘拐者發生在一個寧靜而平庸的城市郊區，異教感十足的同時卻與 RODARTE
平時所傳達的「危險美」有異曲同工之妙（GQ，2014）。服裝形象廣告經常以色彩、服裝

設計、場景等元素，吸引消費者對於廣告的注意，並以此打造出觀眾嚮往的故事，因此服裝

形象廣告大多不強調完整的劇情鋪陳，而是著重在角色個性的展現，且利用攝影、運鏡、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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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無性別形象在形象廣告中的體現

一、分析擬塑無性別服裝形象廣告的因素

         經由內容分析法，剖析臺灣無限制服與韓國Areo K航空制服的平面與動態形象廣告後，

可以歸納、統整出擬塑無性別形象的因素如下：廣告色彩與色調、服裝設計、模特兒性別、

模特兒妝髮、模特兒行為動作。

（一）廣告色彩與色調 ¬ －帶動視覺心理意象的建構

        Wassily Kandinsky 認為：「色彩透過心靈的激盪，可喚起一種相應的生理感覺」（余敏

玲譯，2013，p.109）；Arnheim,Rudolf（2004）也曾說過：「色彩勝過形狀，色彩傳達的表情，

恐怕是任何確定的形狀也望塵莫及的」，由此可知，感覺對心靈會發生強烈的作用，而對於

廣告畫面，人們在觀看廣告時，往往先被其色彩吸引，之後才會品味廣告中的故事。在無限

制服和 Areo K 航空制服的廣告色彩和色調中，分別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感覺。無限制服的平

面形象廣告中，採用偏暖色調，且利用冷暖色對比形式呈現飽和度高的多種色彩，展現出活

潑、年輕、歡樂、無限可能的感覺，但一張影像作品若具有較複雜的色彩搭配時，觀看者對

影像的舒適度可能會降低（洪伯松、管倖生，2009）。因此，為避免複雜的色彩搭配，使視

覺感到勞累不適，巧妙運用了白色服裝平衡畫面，使整體色調鮮豔繽紛卻不會過於凌亂；在

動態形象廣告部分，色調偏暖，且為強調服裝上繽紛的色彩，將以外的顏色都降低飽和度，

更加入了多種飽和度高的色塊做為有節奏感的轉場效果，使整體呈現出富有律動、活潑、年

輕、歡樂、繽紛的感覺。Areo K 航空制服的平面形象廣告，則將整體色調以較高明度及較

低飽和度的方式呈現，並加入淺灰色調和，帶出既清新又富有沉靜、中庸、和諧、柔和的意

象；在動態形象廣告部分，呈現自然的無調整的色調，並搭配深藍色與黃色的企業標準色的

色塊，做為有節奏感的轉場效果，讓航空業的形象跳脫以往制式的框架（參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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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裝設計－廣告中重要的角色

        所謂服裝形象廣告，顧名思義就是以展現服裝為主，並透過廣告與消費者和廣告受眾進

行深層交流，進而增強品牌知名度和美譽度，產生對其服裝的好感與信賴感，而廣告當中的

服裝及裝飾品是最容易受人矚目的項目（劉立行、洪婷軒，2016），因此，服裝在廣告中佔

有極重要的部分。無限制服的服裝版型均為合身與寬鬆，男女均可以穿的同款服裝，而且能

自行選擇裙子或褲子做搭配，顏色也選用象徵青春的中性色白色和大眾接受度最高的藍色做

為主色，細節上則多了抽繩和刺繡透氣孔，讓各種樣貌的學生都能創造出不同款式的服裝。

Areo K 航空制服的版型均為合身，弱化傳統航空業女性制服的曲線感和男性制服的挺拔感，

因此男女都可以穿同款服裝；此外，服裝以機能性為訴求，不採用裙裝設計，系列款式皆以

褲裝為主。在制服的配色中，均有加入企業標準色的「黃色」做為跳色點綴，空服員制服以

深藍色拼接白色；機師服選用中性色的黑色；機械人員服則採用中性色的灰黑色系，打破以

往航空業的刻板印象（參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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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特兒性別－不分男女裝的詮釋

      模特兒的形象是否契合品牌的調性，常是廣告拍攝中的重要因素。此外，透過模特兒於

廣告中所呈現的視覺意象，亦是營造品牌傳達理念給消費者、廣告受眾溝通的橋樑。在無限

制服和 Areo K 航空制服的形象廣告中，可以發現均有男女模特兒出現在同一畫面中，並穿

著相同服裝展示，顯示出無性別服裝本身沒有男女裝之分，不管是何種性別的人都能駕馭這

套服裝服裝（參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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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特兒形象（妝髮）－跳脫傳統性別形象的框架

　　利用妝髮上的調整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形象，在無限制服和 Areo K 航空制服的形象廣告

中，男女模特兒的妝容幾乎相同，以自然、乾淨、有氣色的日常外出妝為特點，女性也無特

別的濃妝感，強調容貌，男性也無全素顏，而是在眉毛和唇色做修飾。無限制服中模特兒的

髮型都是以學生形象為主，男女皆無染髮，女性無傳統形象鮮明的過肩長捲髮造型，及無配

戴髮飾，男性也以一般短髮呈現，並無特別短的陽剛造型；Areo K 航空制服的模特兒髮型

端莊中有小變化，女性以直髮造型為主，且無強制盤髮，可以輕便的馬尾造型示人，男性也

以一般短髮呈現，並無特別短的陽剛造型（參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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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特兒形象（行為動作）－自由展現自己喜歡的樣子

         廣告中的角色透過非口語傳播傳達隱性的角色形象，其中非口語元素包含肢體姿態、

動作、 臉部表情（何欣容、曾秀萍 2015）。在無限制服的平面形象廣告中，全部的模特兒

扮演成學生，透過隨性的站姿和坐姿，搭配燦爛的笑容、裝酷的神情，展現學生最真實的樣

貌；而在動態形象廣告中，安排了模特兒們在走廊上走臺步和跳舞、在教室中玩牌和下棋、

拿起球棒耍帥以及隨性將腳翹到桌子上的畫面，顯示出在學校不只有讀書，穿上無限制服，

可以在校園自由且不受拘束得做自己。Areo K 航空制服平面形象廣告中，模特兒的動作均

為端莊中加入小隨性，跳脫以往航空業須要站直或丁字步的形象，模特兒的手插口袋、站

三七步或靠牆站，表情也以輕鬆微笑示人；在動態形象廣告中，模特兒扮演成空服人員，用

趣味的肢體和表情示範機上的逃生設備，在廣告最後，模特兒在機艙隨性跳起舞來，顯示出

Areo K 航空是家「以人為本」的公司，並沒有受到傳統航空業制約，而是給予工作人員人

本的尊重和自由度（參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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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梳理不同無性別服裝形象廣告的差異

      因臺、韓兩國之間的風俗民情與文化上的差異、學生與航空人員不同的身分別，均會影

響到形象廣告的呈現，因此在同為無性別服裝形象廣告上，展現出不同底蘊和樣貌。以下整

理出三項影響無性別服裝形象廣告的主要因素：

（一）色彩與色調

      無限制服以青春、活潑、多元、不設限為訴求，在色彩與色調的選擇上以偏暖色調及高

飽和度色彩為主，並應用了多種繽紛色彩建構畫面；廣告場景以校園和高飽和度的純色背景

（橘、藍）做搭配，呼應學生的形象。Areo K 航空受韓系風格的影響，採用清新高雅色調，

並以統一性高的冷色及灰色系及自然感的原色調，呈現色彩中立、無性別意象；廣告場景以

機艙和黃色的企業標準色背景做搭配，建構出專業的公司形象，而黃色的跳色感，也兼具跳

脫傳統航空業框架的寓意。

（二）服裝設計

       儘管無限制服和 Areo K 航空制服同為無性別制服，均以穿著舒適（機能）、不分男女

的廓形（穿搭）、不分性別的色彩（相同配色）為主要訴求。但因身分別的不同，部分設計

也有些微差異，無限制服以學生為主軸，整體設計充滿學生感，而且造型多變，富有繽紛、

活潑、童趣、不被限制的意象；Areo K 航空制服是以航空人員為主軸，整體設計屬於簡約

俐落，而且配色以冷色調和深色調為主，突顯柔和、成熟、穩重、專業的意象。

（三）品牌定位

      品牌定位與精神追朔其根本，莫過於品牌商品的設計風格，也是大眾對於品牌認知與認

同的關鍵（蔡昀澤、許鳳玉，2016）。無限制服以學生制服設計，強調了「自我主張」和「無

設限」，透過品牌定位建構出無性別的態度，進而傳遞尊重多元性別和包容各式氣質的人的

理念。Areo K公司透過無性別航空制服，與市場做出區隔，成為航空業的亮點，也因重視「人

本」精神，除了在服裝設計上突破了性別二分法，更將此精神落實在對員工個體的關懷，體

現「無」所代稱最好的概念。



- 144 -

（五）模特兒形象（行為動作）－自由展現自己喜歡的樣子

         廣告中的角色透過非口語傳播傳達隱性的角色形象，其中非口語元素包含肢體姿態、

動作、 臉部表情（何欣容、曾秀萍 2015）。在無限制服的平面形象廣告中，全部的模特兒

扮演成學生，透過隨性的站姿和坐姿，搭配燦爛的笑容、裝酷的神情，展現學生最真實的樣

貌；而在動態形象廣告中，安排了模特兒們在走廊上走臺步和跳舞、在教室中玩牌和下棋、

拿起球棒耍帥以及隨性將腳翹到桌子上的畫面，顯示出在學校不只有讀書，穿上無限制服，

可以在校園自由且不受拘束得做自己。Areo K 航空制服平面形象廣告中，模特兒的動作均

為端莊中加入小隨性，跳脫以往航空業須要站直或丁字步的形象，模特兒的手插口袋、站

三七步或靠牆站，表情也以輕鬆微笑示人；在動態形象廣告中，模特兒扮演成空服人員，用

趣味的肢體和表情示範機上的逃生設備，在廣告最後，模特兒在機艙隨性跳起舞來，顯示出

Areo K 航空是家「以人為本」的公司，並沒有受到傳統航空業制約，而是給予工作人員人

本的尊重和自由度（參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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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梳理不同無性別服裝形象廣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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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從形象廣告感受無性別態度

     透過無性別服裝設計的概念與服裝形象廣告呈現手法的關聯性，及臺灣無限制服與韓國

航空 Aero K 航空制服的平面與動態服裝形象廣告分析結果，可獲得以下研究結論並提出對

服裝品牌建構之建議：

一、在服裝形象廣告中發掘無性別核心價值

       在無限制服與 Aero K 航空制服的形象廣告中，可以發現均有著重在角色個性的展現，

在適切的場景中加入符合品牌形象的故事，將模特兒的樣貌和行為動作融入到其中，和廣告

受眾進行深層交流，使之充滿想像和記憶點，進而傳達出無性別的態度。無限制服透過服裝

設計讓社會大眾了解「世界上有著繽紛多彩、各式各樣的人，都能展現自己想要的樣子，不

被受限」；AeroK 航空制服則向大眾演示了「性別平權意識及符合員工需求的服裝設計概念，

跳脫傳統航空業的框架，傳達出以人為本的職場文化」。透過形象廣告，讓原本只是單純的

無性別服裝，變得不只是服裝，更多了值得思考的內涵意義，利用影像技術與場景的搭配，

創造出富有亮點的畫面，讓無性別服裝設計的概念更有效傳遞給社會大眾。

二、在服裝形象廣告中品味異中有同的無性別意象

      透過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廣告的色彩與色調、服裝設計、模特兒性別、模特兒妝髮以及

模特兒的行為動作是影響廣告中無性別形象的因素，透過剖析各因素，能意會出代表無性別

的意象，將其應用於形象廣告中，即可展現無性別的態度。而臺、韓兩國文化上的差異、學

生與航空人員不同的身分別，也造就了不同的形象，顯示出無性別並不是只有一種樣貌，它

可以是臺灣無限制服的繽紛多彩和造型多變，也可以如同韓國 Areo K 航空制服的冷靜中庸

和簡約俐落，但萬變不離其宗，仍呼應了無性別的核心價值 – 擁抱任何自己想要的身分，落

實對自我認同，不被定義且不受框架限制。

三、屬於服裝業的新航道

      臺灣的服裝產業仍屬於小眾，因此在服裝品牌建構的部分，少有文獻資料，期藉由本研

究可以提供給相關從業人員，未來進行品牌建構與認知設定時的參考。在服裝品牌中，形象

廣告佔了很重要的部分，透過服裝形象廣告的呈現手法，帶入故事性和強化服裝設計概念，

為廣告增加品牌的記憶度，同時廣告受眾也因為嚮往成為廣告中的角色，穿上華美的服飾，

而引起購買慾。無性別服裝近年來已經蔚為風潮，不少服裝品牌也陸續擴增此系列，若能在

形象廣告中應用影響無性別形象的五種因素，或可以更適切的將無性別的核心價值傳遞給社

會大眾，同時宣揚性別平權和尊重多元性別，符合時事議題，也許能從中找到新的商業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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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是時間的累積，以各種形態存在，呈現出來的即是我們的生活。一件物品的功能、

材料、製作技術與造型風格，無不反映當下的時空與歷史背景。近年常見以情感設計或強調

手感、手作來連結消費者的經濟模式，使文創品牌在設計與行銷策略也跟著改變。紙曾是我

們生活中的重要腳色，其歷史淵遠流長，隨著科技發展、生活與消費行為轉變，紙已有了不

同以往的製程、功能和美感。本研究目的為使用在地纖維與共同記憶之情感元素，創作出具

當代美學、貼近生活之臺灣紋樣手工紙設計。以內容分析法和田野調查法探討文獻中臺灣手

抄紙纖維特性，並研究日本紙藝師設計案例所使用的創作技法。爬梳文本後使用在地植物纖

維為材料，採浮水印 (watermark) 及多層分格淋漿技法進行創作，過程中加入回收紙漿和自

創輔助工具為創新點，完成「水印紙」、「格淋紙」兩類手工紙創作。本研究結論為：1. 皆
使用在地材料，「水印紙」以強韌的構樹纖維為主材質，展現單純、靜謐氛圍；「格淋紙」

以多種纖維製成，視覺效果豐富。兩者紙面圖紋變化性高，適應多元風格，方便鏈結故事融

入地方美學，具發展在地創生產業之潛能。2. 兩者皆可標準製作流程進行量化，又同時保有

變化的可能性。3.手工紙製程彈性，除了優於工業製紙在尺寸、製程、最低產量等限制之外，

於情感面具有較高影響層次，對於文化用紙、空間設計及公共藝術案等領域皆有其發展可

能，未來可提供給相關文創產業或研究者作為設計案與行銷參考之依據。

關鍵詞：手工紙、紙藝、文創產業、情感設計、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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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是時間的累積，以各種形態存在，呈現出來的即是我們的生活。一件物品的功能、

材料、製作技術與造型風格，無不反映當下的時空與歷史背景。近年常見以情感設計或強調

手感、手作來連結消費者的經濟模式，使文創品牌在設計與行銷策略也跟著改變。紙曾是我

們生活中的重要腳色，其歷史淵遠流長，隨著科技發展、生活與消費行為轉變，紙已有了不

同以往的製程、功能和美感。本研究目的為使用在地纖維與共同記憶之情感元素，創作出具

當代美學、貼近生活之臺灣紋樣手工紙設計。以內容分析法和田野調查法探討文獻中臺灣手

抄紙纖維特性，並研究日本紙藝師設計案例所使用的創作技法。爬梳文本後使用在地植物纖

維為材料，採浮水印 (watermark) 及多層分格淋漿技法進行創作，過程中加入回收紙漿和自

創輔助工具為創新點，完成「水印紙」、「格淋紙」兩類手工紙創作。本研究結論為：1. 皆
使用在地材料，「水印紙」以強韌的構樹纖維為主材質，展現單純、靜謐氛圍；「格淋紙」

以多種纖維製成，視覺效果豐富。兩者紙面圖紋變化性高，適應多元風格，方便鏈結故事融

入地方美學，具發展在地創生產業之潛能。2. 兩者皆可標準製作流程進行量化，又同時保有

變化的可能性。3.手工紙製程彈性，除了優於工業製紙在尺寸、製程、最低產量等限制之外，

於情感面具有較高影響層次，對於文化用紙、空間設計及公共藝術案等領域皆有其發展可

能，未來可提供給相關文創產業或研究者作為設計案與行銷參考之依據。

關鍵詞：手工紙、紙藝、文創產業、情感設計、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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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文化經由時間的累積，以各種形態存在，自從政府大力推展文化創意產業至今，以文化

為根本發展出的經濟模式愈來愈多元。手工紙在臺灣的發展歷史不長，但在早期文化、產業、

經濟、外貿貢獻良多。在文創隨處可見的現在，追求獨特性是引起消費者購買動機之一，曾

經風行一時的手作市集讓文創品牌中出現不少強調手工製作的設計品牌。筆者 2011 年十月

創立以紙纖維為主要媒材的文創設計品牌，為延伸研究所時期的論文主題，將研究成果實際

執行於文創產業當中。品牌服務內容包含文創商品的設計開發、客製特殊手工紙以及紙藝教

育推廣。期間經歷進駐藝術村的六年、百貨商場設立專櫃四年，除了站在第一線直接面對消

費者，也在設計網路平台經營網路商店，深切感受到在科技高度、高速發展下，消費大眾轉

而尋求天然材質與手工獨特性的情感需求。感性的消費時代，人們對產品在功能與視覺層次

的感受，與產品引發的心理感受同樣在乎。從目前文化產業中發現以紙漿或紙纖維為主的手

作品牌非常少數，在政府開始推動地方創生的現在，無論對於臺灣手工紙業或文創產業，紙

纖維的設計應用與紙工藝技法開發，實為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 一 ) 研究目的
      傳統的紙工藝乘載大量匠人心血，因為紙張讓藝術文化、歷史、知識流傳至今，推動一

代又一代的進步。日治時期是臺灣的手工紙技術發展的轉捩點，從製作生活用紙轉而生產文

化用紙。而處於不同時空背景的現在，手工紙除了用在書畫藝術的載體，於我們生活中能否

創造新的定位呢？本研究目的為使用在地纖維來表現臺灣早期社會日常圖騰，創作出具當代

美學、引起情感共鳴且貼近生活之手工紙設計。

( 二 )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與田野調查法進行。內容分析之文獻內容包含相關論文、期刊、專

書；田野調查部分則來自筆者實地至紙廠參訪以及觀賞紙藝與纖維藝術展覽進行蒐集與考

察。文獻部份在臺灣手抄紙、特殊手工紙藝、情感設計進行蒐集與整理，並就日本紙藝師作

品進行案例分析。旨在瞭解造紙術進入臺灣後，其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在地特色，並借鏡日

本設計案例來研究紙藝技法的創新和往後應用的各種可能。最後經由實地創作手工紙作品，

以延伸傳統工藝在現今文化產業中的發展性。

( 三 ) 研究對象與範圍

      日本的造紙技術來自中國，經由韓國傳入，歷史已有千年以上，並擁有豐富的造紙文獻

記錄與高明的技術。日治時將相關造紙技術及製紙人員帶入臺灣，開始製作獲利較高的文化

用紙。從歷史與文化脈絡來說，臺灣手工紙技術來自日本，因此研究對象設定以日本紙藝師

設計案例為創作技法演變之分析。造紙工藝應用範圍廣，每個地區因自然環境與人文發展使

得紙張特色各異，本研究創作媒材限定在使用本土植物纖維與生活上方便取得之再生紙漿；

紙工藝研究範圍則限定於一體成形平面手工紙張之工藝技術探究、研發與紙面視覺呈現，排

除使用現成紙張或紙漿纖維進行立體塑型、印刷後加工以及機器造紙技術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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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與設計案例分析

一、文獻探討

      本論依研究需要，文獻探討主要針對「臺灣的手工紙」、「流漉抄紙法」、「浮水印

(watermark)」、「情感設計」和「老磁磚與鐵花窗」五個部分。

( 一 ) 臺灣的手工紙

      手工造紙是指不用機械或僅用非常簡單機械的手工造紙方法，主要原料是麻類、樹皮、

竹子和稻草。而傳統工藝方面，步驟複雜，從：泡料、煮料、洗料、曬白、打料、撈紙、榨

乾、焙紙等，每道步驟都有其學問，才能生產出一張張精美又耐久的手工紙。清朝乾隆年間

重修的《臺灣縣志》提到：「鹿仔樹，即楮也，皮搗爛可作紙，臺人不造紙，以葉為鹿所嗜，

故名之。」此文獻一方面解釋楮樹可以造紙，卻同時證明直到乾隆年間，臺灣還不具造紙技

術。清同治期間的《福建通志》有一段記載：「沙連紙，以沙連之竹製之」，這可能是紀錄

臺灣造紙的最早史料。日治前臺灣的造紙技術多半傳承自中國的福建、廣州等地。清中葉臺

灣已有紙廠以及造紙師傅，西部沿岸盛產竹子的城市已有許多小型紙廠，造紙材料大都以草

漿或竹為主，多生產祭祀用冥紙。

      二戰爆發時，日本國內產業因戰爭受到影響，迫使他們積極在海外找尋合適的地方設

置紙廠，當他們統治臺灣時，便帶入了相關技術及製紙人員。要將原本手造竹紙產業轉至

文化用紙，原料、水源、氣候三者至關重大，因此製作手工紙的重鎮便落在中部的埔里。

1935~1945 年可說是埔里造紙的奠基期，1937 年招來人工開始訓練造紙技術，先後有多名日

本抄紙技師前來開拓經營，才使用竹簾網抄出既白且薄又有韌性的紙張。1949 年國民政府

來台，許多一起撤退來台的文化人與書畫家有書畫用紙需求，埔里紙廠就日本人留下來的紙

類楮皮紙及雁皮紙兩種纖維作為基礎，研製、改造適合書畫用的紙張，發展出更多種類的手

工宣紙，除了供應臺灣本身需求也外銷到日本，期間經歷 1967 年中東戰爭引起經濟衰退，

復甦後產量在 1970~1980 年間達到高峰。後因過度擴充，導致生產過剩、品質良莠不齊。社

會環境的改變，使造紙業面臨勞力不足、工資上揚以及原料取得不易等困境，其中紙廠一直

存在的廢水問題尤為棘手。1990 年後隨著國內經濟變遷與產業轉型的關係，目前存留下來

的手工紙廠度過現代化的衝擊及價格戰的考驗，卻必須面臨文化傳承與經濟發展的拉鋸，嘗

試讓紙廠應時代發展而轉型，以延續手工紙的生命，埔里造紙產業的興衰可說是臺灣手工紙

的發展史 ( 陳佳琦、徐建國，2015）。

( 二 ) 流漉抄紙法

      埔里手工造紙法使用「流漉抄紙法」，係沿襲日本式的抄紙法，此一製紙法最適合抄製

皮料薄紙。「流漉法」意指將竹簾放進紙槽裡，讓紙漿在上面流動，藉由職人手擺動的方向，

纖維隨之有序排列、纏繞並交疊在一起。在流漉的過程中，有個重要的媒介關鍵就是馬拉巴

栗根部的黏液，造紙過程中使用這種植物膠做為懸浮劑，能減緩紙漿流動的速度防止漿料沉

澱，使得植物的纖維懸浮時間拉長，能夠均勻地分布在水中，抄出厚薄均勻的紙，強化纖維

纏繞的程度以及紙張平整度。達紙張所需厚度時，再以特定擺盪手勢將水濾乾，完成手抄和

紙的工序（鄧相揚、王萬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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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文化經由時間的累積，以各種形態存在，自從政府大力推展文化創意產業至今，以文化

為根本發展出的經濟模式愈來愈多元。手工紙在臺灣的發展歷史不長，但在早期文化、產業、

經濟、外貿貢獻良多。在文創隨處可見的現在，追求獨特性是引起消費者購買動機之一，曾

經風行一時的手作市集讓文創品牌中出現不少強調手工製作的設計品牌。筆者 2011 年十月

創立以紙纖維為主要媒材的文創設計品牌，為延伸研究所時期的論文主題，將研究成果實際

執行於文創產業當中。品牌服務內容包含文創商品的設計開發、客製特殊手工紙以及紙藝教

育推廣。期間經歷進駐藝術村的六年、百貨商場設立專櫃四年，除了站在第一線直接面對消

費者，也在設計網路平台經營網路商店，深切感受到在科技高度、高速發展下，消費大眾轉

而尋求天然材質與手工獨特性的情感需求。感性的消費時代，人們對產品在功能與視覺層次

的感受，與產品引發的心理感受同樣在乎。從目前文化產業中發現以紙漿或紙纖維為主的手

作品牌非常少數，在政府開始推動地方創生的現在，無論對於臺灣手工紙業或文創產業，紙

纖維的設計應用與紙工藝技法開發，實為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 一 ) 研究目的
      傳統的紙工藝乘載大量匠人心血，因為紙張讓藝術文化、歷史、知識流傳至今，推動一

代又一代的進步。日治時期是臺灣的手工紙技術發展的轉捩點，從製作生活用紙轉而生產文

化用紙。而處於不同時空背景的現在，手工紙除了用在書畫藝術的載體，於我們生活中能否

創造新的定位呢？本研究目的為使用在地纖維來表現臺灣早期社會日常圖騰，創作出具當代

美學、引起情感共鳴且貼近生活之手工紙設計。

( 二 )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與田野調查法進行。內容分析之文獻內容包含相關論文、期刊、專

書；田野調查部分則來自筆者實地至紙廠參訪以及觀賞紙藝與纖維藝術展覽進行蒐集與考

察。文獻部份在臺灣手抄紙、特殊手工紙藝、情感設計進行蒐集與整理，並就日本紙藝師作

品進行案例分析。旨在瞭解造紙術進入臺灣後，其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在地特色，並借鏡日

本設計案例來研究紙藝技法的創新和往後應用的各種可能。最後經由實地創作手工紙作品，

以延伸傳統工藝在現今文化產業中的發展性。

( 三 ) 研究對象與範圍

      日本的造紙技術來自中國，經由韓國傳入，歷史已有千年以上，並擁有豐富的造紙文獻

記錄與高明的技術。日治時將相關造紙技術及製紙人員帶入臺灣，開始製作獲利較高的文化

用紙。從歷史與文化脈絡來說，臺灣手工紙技術來自日本，因此研究對象設定以日本紙藝師

設計案例為創作技法演變之分析。造紙工藝應用範圍廣，每個地區因自然環境與人文發展使

得紙張特色各異，本研究創作媒材限定在使用本土植物纖維與生活上方便取得之再生紙漿；

紙工藝研究範圍則限定於一體成形平面手工紙張之工藝技術探究、研發與紙面視覺呈現，排

除使用現成紙張或紙漿纖維進行立體塑型、印刷後加工以及機器造紙技術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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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與設計案例分析

一、文獻探討

      本論依研究需要，文獻探討主要針對「臺灣的手工紙」、「流漉抄紙法」、「浮水印

(watermark)」、「情感設計」和「老磁磚與鐵花窗」五個部分。

( 一 ) 臺灣的手工紙

      手工造紙是指不用機械或僅用非常簡單機械的手工造紙方法，主要原料是麻類、樹皮、

竹子和稻草。而傳統工藝方面，步驟複雜，從：泡料、煮料、洗料、曬白、打料、撈紙、榨

乾、焙紙等，每道步驟都有其學問，才能生產出一張張精美又耐久的手工紙。清朝乾隆年間

重修的《臺灣縣志》提到：「鹿仔樹，即楮也，皮搗爛可作紙，臺人不造紙，以葉為鹿所嗜，

故名之。」此文獻一方面解釋楮樹可以造紙，卻同時證明直到乾隆年間，臺灣還不具造紙技

術。清同治期間的《福建通志》有一段記載：「沙連紙，以沙連之竹製之」，這可能是紀錄

臺灣造紙的最早史料。日治前臺灣的造紙技術多半傳承自中國的福建、廣州等地。清中葉臺

灣已有紙廠以及造紙師傅，西部沿岸盛產竹子的城市已有許多小型紙廠，造紙材料大都以草

漿或竹為主，多生產祭祀用冥紙。

      二戰爆發時，日本國內產業因戰爭受到影響，迫使他們積極在海外找尋合適的地方設

置紙廠，當他們統治臺灣時，便帶入了相關技術及製紙人員。要將原本手造竹紙產業轉至

文化用紙，原料、水源、氣候三者至關重大，因此製作手工紙的重鎮便落在中部的埔里。

1935~1945 年可說是埔里造紙的奠基期，1937 年招來人工開始訓練造紙技術，先後有多名日

本抄紙技師前來開拓經營，才使用竹簾網抄出既白且薄又有韌性的紙張。1949 年國民政府

來台，許多一起撤退來台的文化人與書畫家有書畫用紙需求，埔里紙廠就日本人留下來的紙

類楮皮紙及雁皮紙兩種纖維作為基礎，研製、改造適合書畫用的紙張，發展出更多種類的手

工宣紙，除了供應臺灣本身需求也外銷到日本，期間經歷 1967 年中東戰爭引起經濟衰退，

復甦後產量在 1970~1980 年間達到高峰。後因過度擴充，導致生產過剩、品質良莠不齊。社

會環境的改變，使造紙業面臨勞力不足、工資上揚以及原料取得不易等困境，其中紙廠一直

存在的廢水問題尤為棘手。1990 年後隨著國內經濟變遷與產業轉型的關係，目前存留下來

的手工紙廠度過現代化的衝擊及價格戰的考驗，卻必須面臨文化傳承與經濟發展的拉鋸，嘗

試讓紙廠應時代發展而轉型，以延續手工紙的生命，埔里造紙產業的興衰可說是臺灣手工紙

的發展史 ( 陳佳琦、徐建國，2015）。

( 二 ) 流漉抄紙法

      埔里手工造紙法使用「流漉抄紙法」，係沿襲日本式的抄紙法，此一製紙法最適合抄製

皮料薄紙。「流漉法」意指將竹簾放進紙槽裡，讓紙漿在上面流動，藉由職人手擺動的方向，

纖維隨之有序排列、纏繞並交疊在一起。在流漉的過程中，有個重要的媒介關鍵就是馬拉巴

栗根部的黏液，造紙過程中使用這種植物膠做為懸浮劑，能減緩紙漿流動的速度防止漿料沉

澱，使得植物的纖維懸浮時間拉長，能夠均勻地分布在水中，抄出厚薄均勻的紙，強化纖維

纏繞的程度以及紙張平整度。達紙張所需厚度時，再以特定擺盪手勢將水濾乾，完成手抄和

紙的工序（鄧相揚、王萬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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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浮水印 (watermark)
       是一種能讓人識別紙上圖案的技術，當光線照射紙張時，紙張上會顯現出各種不同陰

影，這些陰影組成的圖案就是浮水印。此種現象是由於紙張厚度或者密度變化所造成（王韻

慈，2015）。在十三世紀時，意大利某地一小段因疏忽而被遺忘在手工製紙木板模底座上的

金屬線，在剛成形的紙上造成了印痕，經由這個發現，啟發了利用金屬線來裝飾或鑑定紙的

方法。紙上印有水印的標誌是在意大利最早設立的第一個紙廠 Fabriano 首次發現的，依圖案

之設計將極細的金屬線縫製或焊接於抄紙的金屬網目上，紙漿成形過程中，由於水印圖案區

凸起於網模之上，使紙纖維沉積較薄，完成後水印圖案在紙張上則略呈半透明狀。現今生產

帶有浮水印的紙張主要有兩種方法，分別為浮水印滾筒和圓網印花工藝，隨著浮水印製作技

術進步，各種能夠製造出浮水印效果的簡單方法也逐漸被研究出來，如浮水印液（watermark 
fluid）甚至可以在不破壞紙張的前提下顯現出浮水印效果。浮水印常常起著驗證貨幣、護照、

郵票、政府文件、或者其他紙質文件真實性的作用。

( 四 ) 情感設計

        Norman（2003）認為情感設計具有三層次：本能層次、行為層次、反思層次，指出利

用情感設計產品，讓它的吸引力喚起人們的正面情緒，這樣的產品會比一般產品更好用。這

些產品在設計的時候具備了一定的美感，讓人們在使用的時候產生愉快的感覺，進而一直想

要使用它。一般設計者在設計產品的時候通常只會考慮到產品的功能，而不會考慮到使用者

的情緒，以及產品的易用性 — 這就是 Norman 想要告訴我們的創新思維：「美感」在設計

產品的過程很重要，「易使用」與「使用者情緒」也是設計者除了產品功能之外需要考量的

事情。Norman 在演講中曾說：追求美好生活是人們共同的想望，以情感作為設計的重點，

讓生活用品充滿樂趣。認知的意義在於理解世界，而情感則試圖解釋這個世界。

( 五 ) 老磁磚與鐵花窗

      臺灣早從清代開始即有使用磁磚的紀錄，從過去裝飾在大宅院、洋樓的馬約利卡瓷磚，

到近代常見於民宅內外牆的馬賽克磚、小口磚、丁掛磚、紅鋼磚、印花磚，由於每個工匠與

屋主的美感不同，演變出許多用法，瓷磚的類別與排列亦體現出各個時代臺灣人的生活美感

與歷史發展。我們可以在瓷磚的紋樣、排列、印花上，看到許多代表不同意義的圖紋，有的

帶有傳統吉祥涵義、有的簡約現代，也能從發展歷史去歸納出老磁磚常見的適用場所，例如

浴室、灶面、洗手台、建築外牆等等。

       鐵花窗是以黑鐵作為材料製作而成的，1920 年代時隨著西洋現代建築傳入臺灣，經由銲

接、鍛造、彎折等工法，製作出鐵窗圖騰的民間裝飾工藝，在製作圖樣上沒有一定的標準，

全憑師傅們的藝術和美感，不過因為它的製材是採用易生鏽的黑鐵，因此 1990 年代時，鐵

花窗迅速的被不鏽鋼或是鋁材質所取代。1970 年代經濟起飛，衣食無虞的情況下對於生活

美學逐漸重視，可謂鐵花窗的全盛時期，迅速流行於民居建築中。山脈、梅花、方塊、或是

巧妙的藏進姓氏，風格越來越多變，細膩而優雅，每一幅都是師傅精心的藝術品。各家戶挑

選符合自己品味的圖案，運用鏡射、重複、縮放、旋轉等手法創造出不同花樣，以繁複技術

製作的鐵花窗，除了具有防盜功能，還可展現工匠與屋主獨到的藝術眼光，可以說老磁磚與

鐵花窗承載著臺灣近百年來的建築裝飾工藝與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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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紙藝設計案例

     紙藝設計案例針對日本傳統和紙應用與紙藝設計師小林順子，以及長期經營和紙藝術的

Awagami Factory 工作室，三個部分進行探討。

( 一 ) 日本和紙

        日本民藝運動之父柳宗悅說「在和紙身上，最容易見到日本的姿態。潔淨、溫潤、堅強，

同時充滿特殊的情趣。」2014年，三種日本和紙被登錄為無形文化遺產，分別是岐阜縣的「本

美濃紙」、島根縣的「石州半紙」，以及埼玉縣的「細川紙」。「本美濃紙」在江戸時代即

受幕府王室的愛用，被評價為高品質的拉門用紙。「石州半紙」長年作為日本人生活中的拉

門用紙，但由於現代生活型態改變，有使用拉門的住家已越來越少，但仍被廣泛應用在文化

資產修復、書法用紙、獎狀 ... 等等各式的用途。「細川紙」具有紙張原有的光澤、高硬度，

以及厚度均一的特色，因此被選作為日本天皇家用的邀請卡信封之用。另外，細川紙也常被

作為日本書籍或是版畫用紙的用途，以及搭配使用在各種古典飾品上，作為襯托之用的和

紙。由上述可見和紙與日本生活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

( 二 ) 小林順子 (Kobayashi Junko)
      紙藝設計師小林順子 (Kobayashi Junko) 擅長以手工紙和光為媒材並使用大型軟雕塑手法

進行創作。在大阪藝術大學修習平面設計時，就希望讓二維平面透過光產生出三維立體感，

最後選擇人力手工打造的「和紙」為媒材。不同於日常使用一致規格化的機器紙，手工紙的

美在於其有機排列、粗細不同的紙纖維，隨著職人的意念與呼吸、水的波動，在同一張紙上

可以經由不同厚薄去影響透光程度；透過手工紙逸出的光總是帶著溫柔膚觸，讓人感受到其

生命力。

       兩廳院國家戲劇院一樓大廳，有一大型裝置紙藝術「水之即景」就是小林順子的作品。

14.2 公尺長的手工紙光壁，是小林順子與樹火紀念紙文化基金會聯手製作的裝置藝術，利用

紙張柔韌的纖維特性詮釋水的流轉循環意象，既薄且輕透的紙，利用落水痕跡和染色纖維創

造出豐富透光層次。為求紙張一體成型，必須由多人組成的團隊同時抄紙、淋漿，一氣呵成。

從籌備、製簾到抄製紙張，前後歷時將近一年。「水之即景」為觀眾打造一個過度空間，在

進劇場的前一刻把心沉澱下來，身處其中總會令人感到平靜和舒緩，這就是手工紙張擁有的

特殊魔力。過去與樹火紀念紙文化基金會合作的代表作品有「竹林」，也是使用淋漿技法完

成。目前在臺灣可以欣賞到小林順子的紙藝創作還有桃園國稅局「旋貝的呼吸」、李木生婦

產科「光壁」等。



- 152 -

( 三 ) 浮水印 (watermark)
       是一種能讓人識別紙上圖案的技術，當光線照射紙張時，紙張上會顯現出各種不同陰

影，這些陰影組成的圖案就是浮水印。此種現象是由於紙張厚度或者密度變化所造成（王韻

慈，2015）。在十三世紀時，意大利某地一小段因疏忽而被遺忘在手工製紙木板模底座上的

金屬線，在剛成形的紙上造成了印痕，經由這個發現，啟發了利用金屬線來裝飾或鑑定紙的

方法。紙上印有水印的標誌是在意大利最早設立的第一個紙廠 Fabriano 首次發現的，依圖案

之設計將極細的金屬線縫製或焊接於抄紙的金屬網目上，紙漿成形過程中，由於水印圖案區

凸起於網模之上，使紙纖維沉積較薄，完成後水印圖案在紙張上則略呈半透明狀。現今生產

帶有浮水印的紙張主要有兩種方法，分別為浮水印滾筒和圓網印花工藝，隨著浮水印製作技

術進步，各種能夠製造出浮水印效果的簡單方法也逐漸被研究出來，如浮水印液（watermark 
fluid）甚至可以在不破壞紙張的前提下顯現出浮水印效果。浮水印常常起著驗證貨幣、護照、

郵票、政府文件、或者其他紙質文件真實性的作用。

( 四 ) 情感設計

        Norman（2003）認為情感設計具有三層次：本能層次、行為層次、反思層次，指出利

用情感設計產品，讓它的吸引力喚起人們的正面情緒，這樣的產品會比一般產品更好用。這

些產品在設計的時候具備了一定的美感，讓人們在使用的時候產生愉快的感覺，進而一直想

要使用它。一般設計者在設計產品的時候通常只會考慮到產品的功能，而不會考慮到使用者

的情緒，以及產品的易用性 — 這就是 Norman 想要告訴我們的創新思維：「美感」在設計

產品的過程很重要，「易使用」與「使用者情緒」也是設計者除了產品功能之外需要考量的

事情。Norman 在演講中曾說：追求美好生活是人們共同的想望，以情感作為設計的重點，

讓生活用品充滿樂趣。認知的意義在於理解世界，而情感則試圖解釋這個世界。

( 五 ) 老磁磚與鐵花窗

      臺灣早從清代開始即有使用磁磚的紀錄，從過去裝飾在大宅院、洋樓的馬約利卡瓷磚，

到近代常見於民宅內外牆的馬賽克磚、小口磚、丁掛磚、紅鋼磚、印花磚，由於每個工匠與

屋主的美感不同，演變出許多用法，瓷磚的類別與排列亦體現出各個時代臺灣人的生活美感

與歷史發展。我們可以在瓷磚的紋樣、排列、印花上，看到許多代表不同意義的圖紋，有的

帶有傳統吉祥涵義、有的簡約現代，也能從發展歷史去歸納出老磁磚常見的適用場所，例如

浴室、灶面、洗手台、建築外牆等等。

       鐵花窗是以黑鐵作為材料製作而成的，1920 年代時隨著西洋現代建築傳入臺灣，經由銲

接、鍛造、彎折等工法，製作出鐵窗圖騰的民間裝飾工藝，在製作圖樣上沒有一定的標準，

全憑師傅們的藝術和美感，不過因為它的製材是採用易生鏽的黑鐵，因此 1990 年代時，鐵

花窗迅速的被不鏽鋼或是鋁材質所取代。1970 年代經濟起飛，衣食無虞的情況下對於生活

美學逐漸重視，可謂鐵花窗的全盛時期，迅速流行於民居建築中。山脈、梅花、方塊、或是

巧妙的藏進姓氏，風格越來越多變，細膩而優雅，每一幅都是師傅精心的藝術品。各家戶挑

選符合自己品味的圖案，運用鏡射、重複、縮放、旋轉等手法創造出不同花樣，以繁複技術

製作的鐵花窗，除了具有防盜功能，還可展現工匠與屋主獨到的藝術眼光，可以說老磁磚與

鐵花窗承載著臺灣近百年來的建築裝飾工藝與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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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紙藝設計案例

     紙藝設計案例針對日本傳統和紙應用與紙藝設計師小林順子，以及長期經營和紙藝術的

Awagami Factory 工作室，三個部分進行探討。

( 一 ) 日本和紙

        日本民藝運動之父柳宗悅說「在和紙身上，最容易見到日本的姿態。潔淨、溫潤、堅強，

同時充滿特殊的情趣。」2014年，三種日本和紙被登錄為無形文化遺產，分別是岐阜縣的「本

美濃紙」、島根縣的「石州半紙」，以及埼玉縣的「細川紙」。「本美濃紙」在江戸時代即

受幕府王室的愛用，被評價為高品質的拉門用紙。「石州半紙」長年作為日本人生活中的拉

門用紙，但由於現代生活型態改變，有使用拉門的住家已越來越少，但仍被廣泛應用在文化

資產修復、書法用紙、獎狀 ... 等等各式的用途。「細川紙」具有紙張原有的光澤、高硬度，

以及厚度均一的特色，因此被選作為日本天皇家用的邀請卡信封之用。另外，細川紙也常被

作為日本書籍或是版畫用紙的用途，以及搭配使用在各種古典飾品上，作為襯托之用的和

紙。由上述可見和紙與日本生活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

( 二 ) 小林順子 (Kobayashi Junko)
      紙藝設計師小林順子 (Kobayashi Junko) 擅長以手工紙和光為媒材並使用大型軟雕塑手法

進行創作。在大阪藝術大學修習平面設計時，就希望讓二維平面透過光產生出三維立體感，

最後選擇人力手工打造的「和紙」為媒材。不同於日常使用一致規格化的機器紙，手工紙的

美在於其有機排列、粗細不同的紙纖維，隨著職人的意念與呼吸、水的波動，在同一張紙上

可以經由不同厚薄去影響透光程度；透過手工紙逸出的光總是帶著溫柔膚觸，讓人感受到其

生命力。

       兩廳院國家戲劇院一樓大廳，有一大型裝置紙藝術「水之即景」就是小林順子的作品。

14.2 公尺長的手工紙光壁，是小林順子與樹火紀念紙文化基金會聯手製作的裝置藝術，利用

紙張柔韌的纖維特性詮釋水的流轉循環意象，既薄且輕透的紙，利用落水痕跡和染色纖維創

造出豐富透光層次。為求紙張一體成型，必須由多人組成的團隊同時抄紙、淋漿，一氣呵成。

從籌備、製簾到抄製紙張，前後歷時將近一年。「水之即景」為觀眾打造一個過度空間，在

進劇場的前一刻把心沉澱下來，身處其中總會令人感到平靜和舒緩，這就是手工紙張擁有的

特殊魔力。過去與樹火紀念紙文化基金會合作的代表作品有「竹林」，也是使用淋漿技法完

成。目前在臺灣可以欣賞到小林順子的紙藝創作還有桃園國稅局「旋貝的呼吸」、李木生婦

產科「光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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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水之即景》

圖 2、《竹林》

( 三 ) Awagami Factory 紙藝工作室

       Awagami Factory 從 1945 成立至今，致力於研究和開發，以不斷將和紙融入當代生活為

目標。工作室生產高品質天然纖維的紙漿：楮樹皮、竹、三椏、雁皮和麻紙，用於美術創作、

噴墨印刷、工藝品、室內設計和藝術修復等等。Awagami Factory 還與許多國際設計師、藝

術家們合作，實驗紙漿各種可能與造紙的新概念。在貼近生活的部分，以局部淋漿技法發展

了手工紙配合藍染的裝飾藝術品系列以及大師致敬系列 ( 圖 4)，非常適合懸掛在室內空間，

小小的改變，讓空氣變得清新，心情也跟著舒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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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藍染系列裝飾畫

圖 4、大師致敬系列《Monet Artworks》

       除了日本紙藝設計師小林順子 (Kobayashi Junko) 與 Awagami Factory 紙藝工作室之外，

還有許多日本紙藝創作者，都從長久的傳統和紙歷史中汲取養分，帶入現代設計的美感，融

合尋常生活之中，在室內空間、燈具、纖維藝術、公共藝術等領域，創作出令人感動的手工

紙設計，由此可見手工紙產業在日本社會發展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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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尋常生活之中，在室內空間、燈具、纖維藝術、公共藝術等領域，創作出令人感動的手工

紙設計，由此可見手工紙產業在日本社會發展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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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創作方法與架構

一、創作流程

       創作流程為：(1) 文獻收集，探討臺灣手抄紙纖維特性。(2) 文獻與田野調查兩方面進行

日本、臺灣紙藝技法研究。(3) 草擬紙面圖紋初稿，收集各式紙漿。(4) 紙面圖紋設計修正，

實驗紙漿效果。(5) 小尺寸打樣。(6) 就設計樣品進行修正及調整紙漿纖維比例。(7) 紙張尺

寸定案、備料及製作工具。(8) 創作完成、展出。

二、創作工具與設計元素

       工具包含：製漿機器、尼龍網木框、0.2mm 杯墊紙、壓克力板、雷射切割機。創作元素

採自臺灣早期常民社會中常見鐵花窗線條與瓷磚排列圖樣，以下就重點工具與創作元素解

說：

( 一 ) 尼龍網框

      手抄紙指透過抄盪的動作使得紙漿在網面上平均散佈，水分經由孔隙濾掉後剩下纖維的

部分而形成一張紙。抄網的製作亦屬於一種精巧的工藝技術，多見由細竹簾或尼龍網製成；

抄紙框的部分常使用木料，特殊大尺寸考量變形因素，可見由鋁材質來製作外框部分。

( 二 ) 阻隔物設計

      水印紙之阻隔物選擇以吸水性佳且薄度 0.2mm 杯墊紙進行雷射切割。杯墊紙具良好吸水

性，濾紙漿水份時不會造成紙漿避開阻隔物而完全堆積在網面的情形，讓紙張薄透處依然有

纖維分佈，成品就不容易破裂。格淋紙之區隔物以 5mm 壓克力板進行雷射切割，壓克力板

具彈性遇水不變形，方便限制紙漿流動範圍，移除模版和後續保養清洗都很便利。

( 三 ) 圖紋設計元素

       鐵花窗上的圖紋與文字表現主要為線條構成，有些搭配小面積簡單造型如：花盆、山脈、

星芒等交錯其中，裝設在窗外側，白天室內往外觀看是逆光的剪影，由室外觀看則是明亮簡

潔的線稿，故選鐵花窗元素用於水印紙系列，成果搭配燈光展出強調明暗變化。老磁磚的釉

料帶有斑駁歲月感，與回收紙再生紙漿獨有的印墨碎屑質感相近，使用壓克力板製作圖紋模

板可以在同系列中進行多種配色，就像是拼磚師傅多變的創作。馬約利卡瓷磚的圖案色彩細

緻，經由圖層概念分解製作成多塊壓克力模板，分層次淋漿能達到近似的視覺效果。因此磁

磚圖紋元素則用於格淋紙系列創作。

       使用電繪軟體重繪鐵花窗與瓷磚造型，運用其鏡射、重複、旋轉特色進行紙面設計元素

排列，同時考量切割材質和機器切割路徑之限制，在設定完成尺寸下調整圖地比例、線條粗

細以及切割路線間距。

三、紙藝技術研發

       兩款紙張之造紙原理皆源自傳統工藝，然為達到紙面較細緻之圖紋表現，配合雷射切割

機器製作輔助工具。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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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水印紙

      技法實驗期間選用不同厚度且吸水性佳之紙張進行測試，阻隔物厚度影響成品紙張平整

程度，太厚的阻隔物雖能加大透光明暗對比，但圖紋凸出紙面反而呈現半浮雕效果，最後選

擇使用 0.2mm 杯墊紙，能保有紙張整體一致性與良好透光效果。紙漿調入適當比例懸浮劑

拉長纖維飄浮時間，淋漿過程晃動抄紙框讓紙面纖維有序排列並均勻散佈。淋漿至一定厚薄

度便可隔網以布吸除多餘水分，倚牆斜放自然蔭乾，期間不時轉動紙框讓紙面水分平均蒸

發。待紙張完全乾燥後揭下再取下杯墊紙，即完成作品。

( 二 ) 格淋紙

      初期蒐集實驗各式紙纖維特性，包括：纖維長度、再生紙漿視覺質感、紙漿乾燥後呈色

效果等等，比對天然纖維、再生纖維與瓷磚和釉料之間的表現關聯。使用壓克力板進行磁磚

圖紋切割，放至抄紙網面，將備好各式紙漿淋入造型格子內至足夠厚度以確保顯色效果，此

步驟為分格淋漿技法，短纖紙漿不易沾黏邊框，於移開區隔物時較能完整保留清晰圖形外

緣，故圖案區域使用紙漿以短纖為主以利脫模。完成第一層圖紋層之後移除壓克力模板，進

行整面的分層淋漿。以稀薄紙漿多層工序增加厚度，每層次稍微提高長纖維在紙漿中的比

例，因短纖維彈性差，紙張張力較長纖維紙張弱，於最底層背景混入長纖維紙漿增加紙張強

度，惟須拿捏好比例，若是圖案層與背景層紙漿比例差距過於懸殊，長、短纖維收縮度不同，

乾燥期間極易因拉扯產生紙裂情況，對於日後天氣變化之適應性也較差。此步驟統整並鞏固

圖紋層，是整件作品的基礎。淋漿至一定厚薄度便可隔網以布吸除多餘水分，倚牆斜放自然

蔭乾，期間不時轉動紙框讓紙面水分平均蒸發，待完全乾燥、揭下，即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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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創作方法與架構

一、創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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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臺灣紙藝技法研究。(3) 草擬紙面圖紋初稿，收集各式紙漿。(4) 紙面圖紋設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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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作工具與設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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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而形成一張紙。抄網的製作亦屬於一種精巧的工藝技術，多見由細竹簾或尼龍網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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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阻隔物設計

      水印紙之阻隔物選擇以吸水性佳且薄度 0.2mm 杯墊紙進行雷射切割。杯墊紙具良好吸水

性，濾紙漿水份時不會造成紙漿避開阻隔物而完全堆積在網面的情形，讓紙張薄透處依然有

纖維分佈，成品就不容易破裂。格淋紙之區隔物以 5mm 壓克力板進行雷射切割，壓克力板

具彈性遇水不變形，方便限制紙漿流動範圍，移除模版和後續保養清洗都很便利。

( 三 ) 圖紋設計元素

       鐵花窗上的圖紋與文字表現主要為線條構成，有些搭配小面積簡單造型如：花盆、山脈、

星芒等交錯其中，裝設在窗外側，白天室內往外觀看是逆光的剪影，由室外觀看則是明亮簡

潔的線稿，故選鐵花窗元素用於水印紙系列，成果搭配燈光展出強調明暗變化。老磁磚的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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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圖紋元素則用於格淋紙系列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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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同時考量切割材質和機器切割路徑之限制，在設定完成尺寸下調整圖地比例、線條粗

細以及切割路線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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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便可隔網以布吸除多餘水分，倚牆斜放自然蔭乾，期間不時轉動紙框讓紙面水分平均蒸

發。待紙張完全乾燥後揭下再取下杯墊紙，即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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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蒐集實驗各式紙纖維特性，包括：纖維長度、再生紙漿視覺質感、紙漿乾燥後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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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成果與討論

      本次研究經由整理臺灣日治時期手工製紙技術與日本紙藝師近年發表之紙藝作品，取用

在地植物纖維與各種再生紙漿為原料，以製紙工藝區分，創作出「水印紙」、「格淋紙」兩

款紙張。以下就創作之製程、特性與展出效果進行成果分析：

      一、「水印紙」之工藝技法源自浮水印製作原理，於抄網面放置阻隔物，紙漿流動時間

接造成纖維往低處堆積產生厚薄度差異。水印紙採高比例強韌的楮樹長纖維，即前文所提鹿

仔樹，製紙過程收縮穩定，成品良率高；搭配雷射雕刻技術製作阻隔物，圖紋精緻度能良好

展現，如 ( 圖 6) 花朵中心細小面積亦能清楚展現，長纖維的特性讓紙張在薄透處也不斷裂，

透光後效果更加明顯，非常適合展現單純、靜謐氛圍。展出作品以燈箱形式展出，光線從作

品後方照射，因為紙面厚薄度不同而產生許多小縫隙，光線在通過這些縫隙，經由複雜的光

線折射再送達到我們的眼睛，產生與我們眼睛原本所見的直接光有著截然不同的效果，光線

變得非常柔和而且舒服，就算近距離觀賞也不刺眼。

圖 5、水印紙系列作之《小花盆栽》70x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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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水印紙系列作《小花盆栽》細節近拍

圖 7、水印紙系列作之《鑽石》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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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格淋紙」之工藝技法源自傳統日式「流漉抄紙法」製作原理，以多層次澆淋的手

法進行創作。此次創作加入間格物限制紙漿流動範圍並展現圖案，輔以多種纖維表現不同質

感，呈現豐富的視覺效果。表現圖案使用紙漿包含：短纖竹漿、瓦楞紙、發票紙、灰紙板等，

未漂白之竹纖維乾燥後色感接近乳白帶黃的磁磚釉色，灰紙板與不同數量瓦楞紙或報紙之混

和紙漿如 ( 圖 12) 所示，乾燥後質感適合表現磁磚填縫劑或水泥部分。掌握好各層次紙漿中

短纖與長纖的比例，格淋紙使用的分格、分層淋漿技法能適應表現多種視覺風格，同個模板

可以經由配色、紙漿特性而搭配出截然不同的視覺效果，如 (圖 9)與 (圖 11)。完成作品如 (圖
10) 裱貼於木板框上，觀者可以從不同角度觀看，清楚辨識出紙纖維質感變化與紙面印刷油

墨的差異。

圖 8、格淋紙系列作

圖 9、格淋紙系列作之《浴缸》30x30cm，一式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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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格淋紙系列作之《幸運草》側拍

圖 11、格淋紙系列作之一《馬約利卡磚》30x30cm，一式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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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格淋紙《馬約利卡磚》細節近拍

       兩款紙面的圖紋元素與觀賞者自身往日情懷引發共鳴，一來是熟悉的視覺刺激加上空間

與時間記憶的交互作用，二來在不同於常見機器印刷大量印製的油墨質感，纖維的排列或是

再生紙漿的運用，加深觀者對手工紙作品的記憶點。於情感面能輕易快速的產生連結，而在

紙工藝層面沿襲了部分傳統造紙技法，利用現代科技的協助，紙漿在圖紋表現的精細程度亦

大為提升，保留手工的溫度之外亦將傳統工藝融入符合當代的生活美學，擴充手工紙的樣貌

與文化產業應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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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臺灣手工紙業發展不過百年，並不算久遠，但在許多技術上卻優於其他國家，1990 年來

紙廠向外擴充或到工資低廉的國家設廠已經是發展趨勢，在地紙廠常見與社區合作，發展觀

光產業與特色社區營造，或結合博物館經營，進行紙藝教育推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嘗試

讓紙廠應時代發展而轉型，延續手工紙的生命。而觀察日本對於紙藝的傳承、創新技術和生

活美學應用之廣，臺灣手工紙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臺灣除了在天然資源與傳統造紙技術擁

有良好根基之外，政府從 2002 年鼓勵文創產業到目前國家發展委員會將地方創生列為重大

政策，這些對於手工紙產業的未來皆是很好的發展利基。從傳統造紙工藝出發，結合現代科

技輔助，與運用情感設計原理，拉近現代人與手工紙的距離，本研究結論為：1. 使用在地材

料進行創作，貼近土地。「水印紙」以強韌的構樹纖維為主材質；「格淋紙」使用多種再生

紙漿，資源再利用。因搭配進步的雷射切割技術，兩者紙面圖紋變化性高，適應多元風格，

方便鏈結故事融入地方美學，具發展在地創生產業之潛能。2. 水印紙製作步驟較單純，配合

淋漿、落水、夾層手法或纖維染色，亦能展現不同情調；格淋紙紙張成品厚薄度可自訂，方

便部份印刷後加工工藝或手工印刷術之應用。兩者在製作過程可標準量化又同時保有變化的

可能。3.手工紙製程彈性，除了優於工業製紙在尺寸、制式製程、設有最低產量等限制之外，

纖維自然有機的質感比起機器印刷或大圖輸出，於情感面亦具有較高影響層次，對於文化用

紙、空間設計、透光夾層材質應用、客製化訂單及公共藝術案等領域皆有其發展優勢。以上

結論未來可提供給相關文創產業、創作者或研究者作為設計案與行銷參考之依據。

      手工紙有材料本身的發展限制，但也有無法取代的特殊質感，其歷史與文化重要性不可

抹滅，政府是否重視此項傳統技藝也是另一個關鍵。本研究因時間限制，後續應用設計與實

際經濟效益等尚未完成。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從在地產業升級、文創市場、紙藝研發、材質實

驗、跨領域合作 … 等切入研究，讓手工紙設計能更符合市場需求，亦讓傳統文化透過設計

力轉化形式，提升大眾生活美感。期待未來產官學三方更密切合作以提升臺灣手工紙業的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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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十一世紀是數位製造的時代，數位化設計的應用包羅萬象，無遠弗屆。近年來國內博

物館導入數位科技應用，多元豐富，然重心仍多偏重於文物的典藏、展示與教育推廣等項目。

政府多年來大力推動數位博物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等國家型數位科技計畫，累積大量的

文物數位資料，但系統化應用於科研部分仍為數不多。因此如何系統性有效運用這些文物數

位資料庫，進行研究或設計，已成為當前博物館界數位化的重大議題。本研究前期研究透

過創新建製之 CAE-DRT 系統，實際完成博物館立體文物之數位修復應用案例，完整輔助既

有傳統修復流程，驗證了系統能有效且具體提供實質文物修復事前準備與評估的量化資料參

考，使修復工作更為完善周全。本期研究針對文物雕像之展示防護設計進行進階應用分析，

為考量材質部分的不確定性，採用常見剛性、塑性及纖維等三類材料進行模擬分析，發現相

同受力狀態下，整體結構的應力 / 應變 / 位移變化趨勢一致；此外也進行文物雕像展示時防

護需求之強化設計探討，為後續實質文物多元應用需求預備支援。CAE-DRT 系統成功整合

數位建模、3D 逆向掃描、電腦輔助工程分析、數位形塑及快速模型製作等數位技術，並適

切地結合 CAE 分析技術，功能強大。本研究文物展示防護設計探究，以博物館委託之 2 件

文物展示防護專案為例，文中將詳說明系統操作執行流程並呈現執行成果。最後希望透過專

案分析結果，驗證本系統在 3D 文物數位修復 / 防護設計應用上，實為一套強大功能的數位

新工具。

關鍵字： 3D 文物、CAE 工程分析、文物展示防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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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CAE 於 3D 文物靜態防護設計之研究初探
A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CAE in the Static Protection Design 

of 3D Cultural Relics

羅日生 1*、杜偉誌 2、呂錦瀚 3

Jih-Sheng Lo, Wei-Zhi Du, Jin-Han Lu

1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西區民生路140號 ,臺中市 ,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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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日生 , ponylsen@mail.ntcu.edu.tw,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 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 , 西區民生路 140 號 , 臺中市 , R.O.C. 

摘要

      二十一世紀是數位製造的時代，數位化設計的應用包羅萬象，無遠弗屆。近年來國內博

物館導入數位科技應用，多元豐富，然重心仍多偏重於文物的典藏、展示與教育推廣等項目。

政府多年來大力推動數位博物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等國家型數位科技計畫，累積大量的

文物數位資料，但系統化應用於科研部分仍為數不多。因此如何系統性有效運用這些文物數

位資料庫，進行研究或設計，已成為當前博物館界數位化的重大議題。本研究前期研究透

過創新建製之 CAE-DRT 系統，實際完成博物館立體文物之數位修復應用案例，完整輔助既

有傳統修復流程，驗證了系統能有效且具體提供實質文物修復事前準備與評估的量化資料參

考，使修復工作更為完善周全。本期研究針對文物雕像之展示防護設計進行進階應用分析，

為考量材質部分的不確定性，採用常見剛性、塑性及纖維等三類材料進行模擬分析，發現相

同受力狀態下，整體結構的應力 / 應變 / 位移變化趨勢一致；此外也進行文物雕像展示時防

護需求之強化設計探討，為後續實質文物多元應用需求預備支援。CAE-DRT 系統成功整合

數位建模、3D 逆向掃描、電腦輔助工程分析、數位形塑及快速模型製作等數位技術，並適

切地結合 CAE 分析技術，功能強大。本研究文物展示防護設計探究，以博物館委託之 2 件

文物展示防護專案為例，文中將詳說明系統操作執行流程並呈現執行成果。最後希望透過專

案分析結果，驗證本系統在 3D 文物數位修復 / 防護設計應用上，實為一套強大功能的數位

新工具。

關鍵字： 3D 文物、CAE 工程分析、文物展示防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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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目前國內外博物館研究導入數位科技的應用類型越來越多元，範圍也越發廣泛而深入。

舉凡古文物的修復與典藏、文物管理、教育推廣、特展文化商品的轉化設計及行銷規畫等幾

乎都與數位化緊密連結，相對其他專業領域方面也臨相同科技的濫觴，引發本質上的改變 (邱
鴻霖，2014)。數位科技於博物館文物科研或教育推廣應用，目前已是數位時代必然趨勢。

根據學者張志光 (2009) 的研究指出，近二十年政府陸續推動的數位博物館、數位典藏與數位

學習等國家型科技計畫，對文物數位資料的快速檢索與教育推廣提供相當不錯的助益，然而

這些成果應用卻多集中於典藏管理部分，對於更具體的文物科研應用仍屬少見 ( 徐典裕、王

薏涵、郭凡瑞，2015)。因此如何有效、系統性且多元應用這些豐富的數位資料庫進行「研

究」，進而積極「展示」完成「教育」推廣的使命，顯然已成為現階段博物館數位化的重大

研究議題 ( 楊若苓，2019)。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新科技的優勢來獲得正確、周詳、科學的數

據和支持等之文物保護，也已成為文物考古界重要科研訴求；此外如何有效整合數位成像、

3D 掃描、3D 建模、數位修復及 CAE 工程分析等數位技術進行文物科學研究，也已逐步成

為全球博物館界的重要標的。

一 . 研究動機

       2002 年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典藏十五世紀威尼斯文藝復興大師圖里奧 • 隆巴多

( Tullio Lombardo) 所創作雕刻的大理石亞當雕像，於展示時因意外傾倒造成嚴重破裂，震驚

國際博物館界。此次文物修復上館方首次排除了在雕像破損或斷裂碎片上鑽孔插入金屬插

銷再用黏合劑黏合的傳統工法，而改採先工程分析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CAE) 後執

行傳統文物修復的創新整合技術；意即先請材料科學家及工程人員，將每件碎片運用 3D 逆

向掃描技術建立數位模型，再導入電腦輔助工程分析軟體 ANSYS 進行雕像受力分析；解析

清楚整個雕像的受力分布情況後，擬定修復方式與試驗流程，再結合快速模型製作 (Rapid 
Prototyping, RP) 完成測試樣本與組裝模擬流程，最後再執行雕像實質修復。計畫歷經十二年

才完成，採用的創新工法與最終修復成果轟動了全球文物界 (CAE 仿真在线，2017)。前述世

界知名博物館文物應用數位科技的創舉，成功地整合數位科技與博物館文物修復應用創新，

引發本研究投入相關議題探究之動機。

二 . 研究目的

   因應博物館數位應用日趨多元發展，本研究運用前期創新建置之「電腦輔助工程分析與

3D 文物數位修復應用」CAE-DRT 系統 ( 羅日生、杜偉誌、黃世疇，2020)，針對博物館典藏

3D 文物數位防護設計議題應用進行深入探討。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建立一套作為 3D 文物展示防護設計之輔助系統流程：本研究針對博物館典藏 3D 文

物之真實防護設計前，導入系統性 CAE 分析，依據所獲得文物結構靜態受力之應力 (Stress)、
應變 (Strain) 及位移量 (Displacement) 等數據資料，有小提供作為文物展示防護設計或補強

修訂的量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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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完成博物館二件典藏文物雕像專案之設計分析，透過結果探討，驗證 CAE-DRT 於

3D 文物修復 / 防護設計之應用上，均具備強大的數位設計與整體結構分析之功能。

三 . 研究範圍

      博物館文物之數位技術應用領域範圍多元、複雜與寬廣，本研究針對文物數位應用之範

圍與假設設定如下：

        1. 本研究文物之 3D 掃描原始數位模型資料 (Raw Data) 全數為博物館提供。

      2. 本研究文物雕像之工程分析目的為文物雕像真實防護設計前，整體雕像結構受自身重

力狀態下之應力 / 應變 / 位移變形情況，量化資料可作為後續設計參考，因此整體結構材料

特性假設為小變形、均質 (Homogenies) 及等向性 (Isotropic)。
      3. 考量文物雕像材質的不確定性，分別模擬採用常見剛性、脆性及纖維等材料分別進行

分析，探究受力狀態不變情況下，整體結構的應力 / 應變 / 位移變化趨勢，作為實質防護設

計之推論參考。 

貳、 文獻探討

       近年來博物館數位應用發展，已逐步由數位典藏朝向數位人文的方向發展；許多人文學

科之數位人文研究案例也逐步導入數位人文工具並已展現初步成果，然而在有關博物館應用

數位工具進行研究的案例卻不多見 ( 張志光，2018)。文化資產適當數位化後，不僅可完整

提供資料進行保存修復及考古研究上的應用及文物加值設計等之外，還能促進文化交流與傳

播教育，達成文化資產最廣泛的應用層面之推廣 ( 李德仁，2008) 。此外相關文物、建築、

場所、非物質等除了具備「數位存檔」功能外，亦能兼具「保護與修復」的執行考量，甚

至可達「考古研究」終極目標「文化交流與傳播」推廣等用途 ( 塗三賢、李志璇、林柏亨、

林伯峰，2019)。古文物因其稀有性與珍奇性，相關的保護科技措施與處理注意事項，均會

以預防性保護為最高原則；此外文物保存七原則中第二條「消除隱患原則」，為期防患未

然，修復文物時應於分析與了解文物受損原因中，盡可能事前發覺隱藏其中的有害因素，

進而採取妥善且即時有效的防範處置 ( 周寶中，2005) 。博物館文物與人的身體一樣，隨著

時間會逐漸衰老或突遭意外受損，因此「預防性保存 (Preventive Conservation)」與「保存科

學 (Conservation Science)」兩項因子考量非常重要，如此文物方可得以獲得延緩老化速度或

提前防止受損情況發生的機制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0)。換言之數位科技的導入，讓

文物保存更為全面、便捷與即時，對文物防護或保存至關重要。近些年研究發現對於如何充

分有效地利用新科技的優勢來獲得正確 (Accurate)、周詳 (Detailed)、科學的數據 (Scientific 
Data) 和支持 (Support) 等的文物保護議題，在文物考古界已成為主要訴求。意即透過數位成

像 Digital Photogrammetry)、雷射掃描、3D 建模及視覺化 (Visualization) 等技術，已成為全

球文物重要的科學研究趨勢 (Koller, D., Levoy, M., 2006; Lucia A., Elisabetta S., Marco C., et al., 
2013; Andrey, V., Mikhail, N., Ivanov, A., et al., 2014)。綜合上述可見數位科技應用於博物館文

物科研或防護設計等，已是數位時代的重要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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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目前國內外博物館研究導入數位科技的應用類型越來越多元，範圍也越發廣泛而深入。

舉凡古文物的修復與典藏、文物管理、教育推廣、特展文化商品的轉化設計及行銷規畫等幾

乎都與數位化緊密連結，相對其他專業領域方面也臨相同科技的濫觴，引發本質上的改變 (邱
鴻霖，2014)。數位科技於博物館文物科研或教育推廣應用，目前已是數位時代必然趨勢。

根據學者張志光 (2009) 的研究指出，近二十年政府陸續推動的數位博物館、數位典藏與數位

學習等國家型科技計畫，對文物數位資料的快速檢索與教育推廣提供相當不錯的助益，然而

這些成果應用卻多集中於典藏管理部分，對於更具體的文物科研應用仍屬少見 ( 徐典裕、王

薏涵、郭凡瑞，2015)。因此如何有效、系統性且多元應用這些豐富的數位資料庫進行「研

究」，進而積極「展示」完成「教育」推廣的使命，顯然已成為現階段博物館數位化的重大

研究議題 ( 楊若苓，2019)。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新科技的優勢來獲得正確、周詳、科學的數

據和支持等之文物保護，也已成為文物考古界重要科研訴求；此外如何有效整合數位成像、

3D 掃描、3D 建模、數位修復及 CAE 工程分析等數位技術進行文物科學研究，也已逐步成

為全球博物館界的重要標的。

一 . 研究動機

       2002 年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典藏十五世紀威尼斯文藝復興大師圖里奧 • 隆巴多

( Tullio Lombardo) 所創作雕刻的大理石亞當雕像，於展示時因意外傾倒造成嚴重破裂，震驚

國際博物館界。此次文物修復上館方首次排除了在雕像破損或斷裂碎片上鑽孔插入金屬插

銷再用黏合劑黏合的傳統工法，而改採先工程分析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CAE) 後執

行傳統文物修復的創新整合技術；意即先請材料科學家及工程人員，將每件碎片運用 3D 逆

向掃描技術建立數位模型，再導入電腦輔助工程分析軟體 ANSYS 進行雕像受力分析；解析

清楚整個雕像的受力分布情況後，擬定修復方式與試驗流程，再結合快速模型製作 (Rapid 
Prototyping, RP) 完成測試樣本與組裝模擬流程，最後再執行雕像實質修復。計畫歷經十二年

才完成，採用的創新工法與最終修復成果轟動了全球文物界 (CAE 仿真在线，2017)。前述世

界知名博物館文物應用數位科技的創舉，成功地整合數位科技與博物館文物修復應用創新，

引發本研究投入相關議題探究之動機。

二 . 研究目的

   因應博物館數位應用日趨多元發展，本研究運用前期創新建置之「電腦輔助工程分析與

3D 文物數位修復應用」CAE-DRT 系統 ( 羅日生、杜偉誌、黃世疇，2020)，針對博物館典藏

3D 文物數位防護設計議題應用進行深入探討。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建立一套作為 3D 文物展示防護設計之輔助系統流程：本研究針對博物館典藏 3D 文

物之真實防護設計前，導入系統性 CAE 分析，依據所獲得文物結構靜態受力之應力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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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完成博物館二件典藏文物雕像專案之設計分析，透過結果探討，驗證 CAE-DRT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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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近年來博物館數位應用發展，已逐步由數位典藏朝向數位人文的方向發展；許多人文學

科之數位人文研究案例也逐步導入數位人文工具並已展現初步成果，然而在有關博物館應用

數位工具進行研究的案例卻不多見 ( 張志光，2018)。文化資產適當數位化後，不僅可完整

提供資料進行保存修復及考古研究上的應用及文物加值設計等之外，還能促進文化交流與傳

播教育，達成文化資產最廣泛的應用層面之推廣 ( 李德仁，2008) 。此外相關文物、建築、

場所、非物質等除了具備「數位存檔」功能外，亦能兼具「保護與修復」的執行考量，甚

至可達「考古研究」終極目標「文化交流與傳播」推廣等用途 ( 塗三賢、李志璇、林柏亨、

林伯峰，2019)。古文物因其稀有性與珍奇性，相關的保護科技措施與處理注意事項，均會

以預防性保護為最高原則；此外文物保存七原則中第二條「消除隱患原則」，為期防患未

然，修復文物時應於分析與了解文物受損原因中，盡可能事前發覺隱藏其中的有害因素，

進而採取妥善且即時有效的防範處置 ( 周寶中，2005) 。博物館文物與人的身體一樣，隨著

時間會逐漸衰老或突遭意外受損，因此「預防性保存 (Preventive Conservation)」與「保存科

學 (Conservation Science)」兩項因子考量非常重要，如此文物方可得以獲得延緩老化速度或

提前防止受損情況發生的機制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0)。換言之數位科技的導入，讓

文物保存更為全面、便捷與即時，對文物防護或保存至關重要。近些年研究發現對於如何充

分有效地利用新科技的優勢來獲得正確 (Accurate)、周詳 (Detailed)、科學的數據 (Scientific 
Data) 和支持 (Support) 等的文物保護議題，在文物考古界已成為主要訴求。意即透過數位成

像 Digital Photogrammetry)、雷射掃描、3D 建模及視覺化 (Visualization) 等技術，已成為全

球文物重要的科學研究趨勢 (Koller, D., Levoy, M., 2006; Lucia A., Elisabetta S., Marco C., et al., 
2013; Andrey, V., Mikhail, N., Ivanov, A., et al., 2014)。綜合上述可見數位科技應用於博物館文

物科研或防護設計等，已是數位時代的重要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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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3D 文物數位模型建製

       本研究導入前期開發之 CAE-DRT 系統，針對 3D 文物防護設計部分進行深入探討，其

中特色技術部分涵蓋工程分析與數位模型處理等流程詳細說明如下 (，圖 1)：

圖 1.  CAE-DRT 系統流程

       (1) 數位模型整備階段：博物館 3D 文物的掃描時所受限制條件嚴苛，所得初始數位模型

之外觀幾何失真或變形的情形較嚴重，因此需進行數位修潤。初始數位模型常見為 .obj 與 .stl
檔案格式，匯入數位雕塑軟體 Freeform 處理後轉換為 .igs 檔案格式輸出，完成本階段之第

一道分析轉檔關卡；第二階段需將數位模型成功導入 SolidWorks 2014 軟體，進行 Simulation
分析後續處理。

       (2) 執行 CAE 分析：(i) 3D 文物雕像進行結構分析時，首要關鍵步驟必須將整體數位模

型成功網格化 (Mesh)。因為 3D 文物雕像外觀型體較複雜且掃描缺失較多等，雖然重組軟體

功能強大，但仍舊容易產生一些奇異點，造成網格化失敗，因此需針對上述關鍵點逐一進行

數位修潤或模型微調整；完成後轉檔再將新的數位模型轉檔 .igs，回傳 SolidWorks 軟體，依

序設定參數執行網格化，以此類推循環處置，直至完成工程分析流程；(ii) 透過受力分析後，

應力分布結果可揭露雕像結構中應力最大的節點 (Node)，此處即為結構最需補強防護的位

置；(iii) 此時透過電腦輔助設計 (Computer Aided Design, CAD) 軟體，設計一些外加的支撐

補強結構，因防護設計之模型直接透過 CAD 建置，無須另外轉檔，導入 Simulation 中再執

行一次 CAE 分析；若需實體模型輸出展示時，可分立不同檔案或統整為組合件方式列印執

行。有關 3D文物雕像進行整體CAE分析階段時數位模型轉檔流程與格式變化，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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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D 文物轉檔處理流程

      綜合上述， 執行 CAE-DRT 系統過程中，有兩道數位模型轉換重要關卡需特別注意：(i).
數位修復後之正向格式轉換 ( 檔案格式：.igs) 及 (ii). CAE 網格化失敗與數位修潤循環處理之

檔案轉換 ( 檔案格式：.stl  .igs)。若需進行不同材質類型 ( 例如：剛性、塑性及纖維等材料 )
分析或新增支撐補強設計探討時 ( 設計完新的外加結構設計與模型 )，需重回上述步驟 (ii) 處
理，執行流程依此類推，直到完成後續設定任務。

二、 3D 文物 CAE 分析

      博物館典藏之古文物歷經長年歲月與環境自然的洗禮，部分輪廓風化模糊、形體殘缺或

質變等，整體結構材質特性複雜不均一；加諸受限於文物特殊性，無法依循一般材質取樣進

行機械性質測試。因此本研究進行 CAE 工程分析時假設條件設定如下：(i)3D 文物雕像之材

料假設為均質及等向性材料；(ii) 受力情況僅承受自身重量，微小變形。因此機械性質設定

上，分析時參酌 SolidWorks 內附的材料庫中三種材質，選定剛性材料 ( 合金鋼 )、塑膠 (ABS)
及參考 MatWeb 資料庫中的北美檜木 (North American Elm Wood) (MatWeb 資料庫，2010) 為
參考樣本，分別執行三種材料之應力 / 應變 / 位移等分布趨勢分布是否具一致。SolidWorks 
2014 Simulation 分析之 CAE 流程與設定如圖 2 所示。

圖 2  SolidWorks 2014 Simulation 分析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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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E 分析過程中，若數位模型有奇異點存在，軟體執行會中斷，並顯示數位模型中網

格化異常元素位置與編號；此時可透過數位形塑軟體依編號位置進行微區修潤調整，再轉換

成正向格式 .igs 後重新導入 SolidWorks 2014 之 Simulation 模組之分析流程；再次檢核是否

通過網格化編譯，若通過即可執行完成 CAE 分析，反之再重執行新的數位修潤處理流程。

執行分析完畢，分析軟體將呈現整體文物雕像之應力 / 應變 / 位移等結果，相關數據資料即

可作為 3D 文物防護設計等應用之量化參考依據。

       此外當考量展示存在多種可能受力條件影響時，也可模擬多種可行預防性保護或防護設

計，或預判實體修復過程中整體文物雕像補強支撐保護設計的安全性，可依據前述執行之

CAE工程分析所得之最大應力點部位或最大位移處資料，進行類似最佳化設計 (Optimization)
分析，獲得合適的設計提案，作為日後實體修復時的科學數據參考，流程如圖 3 所示。其中

的 m 代表支撐設計需求的方案數。意即在相同的分析結構文物雕像與及相同的受力 / 固定等

情況下，工程分析團隊依據修復團隊提出之需求，轉換為支撐補強的設計標的，然後分別導

入 CAE 工程分析中處理，進而獲得系統性的分析結果，作為展示防護設計的選用參考。

圖 3  3D 文物雕像預防性保護或展出防護設計流程

       綜合上述，若透過 CAE-DRT 系統進行 3D 文物展示防護設計，既可以事前獲得實質修

復時可能存在的風險評估，再嚴謹進行傳統修復工法與程序，如此能讓既有的傳統修復流程

更為完善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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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實際案例應用設計

       實際案例部分，本研究將以某博物館典藏資料庫之登錄號 2017.001.0001 之清代九天玄

女雕像及登錄號 2004.028.1076 文物，製作年代不可考之泥塑魁星雕像等兩件典藏文物之展

示防護設計專案分析為例，進行詳細流程說明：

一、九天玄女雕像 CAE 分析應用

        (1) 文物描述：本文物為清代九天玄女雕像，博物館典藏資料庫之登錄號

2017.001.0001。雕像造形採坐姿，騎著黑色頭頸之仙鶴，雕像小臂上舉，手掌虛握，手中原

持物已遺失；左手小臂往前伸長，手掌朝下持一小型燻爐，如圖 4 所示，雕像長度 11.6cm、

寬度 9.9cm及高度 19.6cm。據傳九天玄女為上古神，神首鳥身之異女神，或說是女媧娘娘 (國
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2010)。本座雕像結構之數位模型重心落在如圖 5 所示位置，狀

似懸臂樑，坐騎仙鶴的纖細雙腳支撐大部分雕像重量，就結構體受力情況推判鶴腳位置將是

最可能破壞的地方；靜態受力情況如此，動態情況勢必將更為嚴重。因此若需要對整體雕像

結構加以強化，進行預防性防護設計，仙鶴雙腳部分將是關鍵。

        (2) 數位技術： 結合數位形塑、CAD、CAE、3D 列印及後製彩繪等技術。

圖 4 九天玄女雕像

( 照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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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若透過 CAE-DRT 系統進行 3D 文物展示防護設計，既可以事前獲得實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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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實際案例應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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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九天玄女雕像

( 照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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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文物雕像結構之側視圖分析

        (3) 數位處理標的：館方擬導入 CAE 分析技術於雕像模型進行靜態受力分析，了解整體

結構受力情況，以期作為 3D 文物雕像修復或陳列時的預防性保護設計規畫參考。本案例先

以小型文物雕像為範例，導入 CAE-DRT 系統中，依序步驟由數位建模、數位修潤、工程分

析及 3D 列印等數位科技，完成防護設計的運作機制。整個設計過程中 CAE 導入時機約可

分為兩階段進行：(i) 當 3D 掃描檔案之初始數位模型修潤完成後，導入 CAE 軟體進行結構

分析；依據所獲得結果資料，標示出結構體中最大應力或最大位移等節點編號，作為結構最

易受損或脆弱的考量部位；此外當對雕像施作預防性保護而加固外部支撐結構設計時，亦可

作為支撐構件擺放位置與採用何種支撐樣式等的設計參考；(ii) 第二階段 CAE 導入時機點，

為進行系列性預防性防護設計階段。理論上支撐結構的設計方式與樣式等方案，會因文物雕

像設定之保護或加固的標的不同而異。因此當文物修復有多種考量需求時，可將設定之標的

規劃預先擬定，交由數位工程小組逐一進行實驗分析及結果比較，完成後提交館方修復小組

討論與審議，作最後裁示。此階段 CAE 系列分析之執行流程如下：(i) 依據第一次分析對整

體雕像結構加固分析 (i=1) 的結果，經文物專研小組研擬支撐加固設計之需求規範，委請工

程分析團隊依需求提出適切的外部非破壞性之防護支撐輔助設計方案，逐一進行工程分析檢

核與測試，最後將分析結果提交館方；(ii)若需要做m個不同需求的評估方案時，可如圖 3.所
示之方式，依 i=1,…m 次序執行方案，分析評估各專案的結果，完成預訂的各方案的分析結

果後，製作報告提交館方修復小組作為優先方案的評選參考或量化資料參考。

        (4) 執行步驟說明如下，

        I. 數位模型修潤：將館方提供之 3D 掃描初始數位模型 .obj 檔案，讀入雕塑軟體

Freeform 中，設定數位模型之精緻度 (Clay Coarseness 之 Edge Sharpness 0.3000mm)，儲存

為 .cly 格式執行初始模型之修潤。

       II.CAE 分析前置處理：比對文物真實照片修潤完成之文物數位模型，透過 Freeform 軟

體鋪面指令執行數位模型檔案轉換成正向格式；依軟體指示逐一設定參數，最後參考系統

Performance 自動分析電腦運算機能與硬體效能等之後的指示，給定適宜的三角網格數設定

值執行，輸出正向數位模型格式之檔案 (.igs 格式 )，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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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九天玄女文物之數位形塑 ( 左 ) 與正向格式模型 ( 右 )

圖 6.  文物模型中網格化失敗之奇異點訊息

      緊接將 .igs 檔案讀入 SolidWorks 2014 軟體中進行 Simulation 分析。首先選定 CAE 分析

模組，依序進行材料、固定端及受力等設定；進行結構網格化，若出現異常訊息如圖 6. 所
示時，將數位模型重回數位形塑軟體中修潤調整異常部分後，重新導入 SolidWorks 2014 軟

體中測試，直到通過網格化處理，正式完成 CAE 數位模型之準備。

       III. 本體結構 CAE 分析：依據 SolidWorks 2014 之 Simulation 模組設定，假設材料為等

向性與均質材料 ( 此例假設為陶質陶瓷材料，主要機械性質如下，模型類型：線性彈力同向

性、預備失敗準則：Mohr-Coulomb、彈性模數：2.2059e+011 N/m^2、Poission 比：0.22、剪

力係數：9.047e_010 N/m^2、密度：2300kg/m^3、抗拉強度：1.7234e+008N/m^2、抗壓強度：

5.5149e+008N/m^2 等 )，外力為本身自重，完全固定端為底部四個小圓區域，完成以上參數

設定後，緊接進行網格化分析 ( 圖 7.) 後即可編譯後執行 CAE 分析。



- 172 -

圖 5.  文物雕像結構之側視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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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九天玄女文物雕像完成之網格化

       初步由外觀審視九天玄女文物雕像時，發現整體雕像結構類似懸臂梁 (Cantilever Beam)
受力情況，推論應力集中應發生在仙鶴之兩隻細腳處；經 CAE 分析結果數據顯示與先前推

論結果吻合，整體雕像受力情況，如圖 8. 所示顯示應力集中處為纖細的兩隻鶴腳部分，該

處為雕像結構最脆弱與需補強的部位。

圖 8.  文物雕像之 CAE 分析結果

        IV. 輔助強化結構設計：防護設計發想時首先考量展示時盡可能不影響觀眾欣賞的視角，

此外又能做到適切且符合防護保固設計的要求。因此經多次討論後提出以三根高剛性細金屬

桿與兩個小金屬托盤來撐住九玄仙女的左腳掌處及鶴胸口處，藉以有效改善雕像的結構剛性

與整體穩定性的設計提案。此外為防範對文物造成傷害或汙染等，遵守文物修護之嚴格規

範，接觸文物設計成小金屬盤，預留金屬盤與文物之間擺放特定專用之無汙染軟質襯墊材料

之設想；最後在雕像底部另增加一底板，方便文物搬運及固定金屬輔助防護結構之用，如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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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九天玄女雕像之防護加固設計圖示

       V. 第二階段 CAE 驗證分析：因本案例雕像高度 19.6cm，屬於小型文物雕像，相較新增

之支撐結構 ( 金屬鐵管 ) 剛性與強度較大。因此 CAE 分析時假設接觸點處為固定 ( 微小位移 )
情況，進行新一輪的靜態分析。分析結果如圖 10. 所示，顯示初始數位模型中仙鶴細長雙腳

的應力大幅降低 ( 應力值呈現低數值之深藍色 )。 

圖 10.  加入輔助防護設計之雕像 CAE 分析結果

       VI. 強化展示防護設計之實體模型製作：若專案設計定案，即可將強化後之雕像結構進

行實體模型 3D 列印輸出；若還須力求展示仿真度，可將模型經細緻處理後另行上色，如圖

11. 所示，增加展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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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加固設計後雕像輸出之流程

       此外若仍有其他可能之展示防護設計需求考量時，可依此類推快速導入上述分析流程中

執行，可見系統規劃具高度彈性與便捷性。最終完成之模型不僅可作為展示教學應用，讓一

般觀眾甚至一些視覺功能受限之群眾提供另外一種參觀體驗，更可以提供文物研究團隊的相

關專案討論具體而真實的科研樣本模型。

二、 泥塑魁星神像之 CAE 分析應用

       (1) 文物描述：博物館典藏資料庫之登錄號 2004.028.1076 文物資料標示，製作年代不

可考，製作地 / 作者不詳，材質：陶瓷尺寸 / 重量：長度 (X 軸 ):22.5cm　寬度 (Y 軸 ):17cm　

高度 (Z 軸 ):41.2cm 及重量 :2587g，如圖 12 所示。魁星又稱魁斗星君、大魁夫子、綠衣星君

等是五文昌之一。魁斗星是北斗星的一至四星，及斗魁的部分。民間信仰中認為魁斗主科舉

登第文事，書院學府常祀有魁斗星君。傳說魁星滿腹經綸、每試必中，但主考官以其長相奇

醜，不適任朝官而不錄取，幾經打擊後投水自殺，被鰲魚所救，載往天庭，被玉帝封為文魁

星，成為讀書人守護神。民間常以此典故，塑造痲臉、金身鬼面、跛足、右踏魚鰲，左足繞

北斗，右手執筆，左手拿金元寶的形象，而有獨占鰲頭、魁星踢斗之意。本件所雕刻正為此

形象，魁星站於鰲魚之上，右手的毛筆已遺失，翹起的右腳已斷裂。鰲魚造型有角，形似龍

頭。漆層方面神像及底座漆層大多已脫落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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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泥塑魁星神像

( 照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2) 數位技術： 結合數位形塑、CAD 及 CAE 等技術。

       (3) 執行步驟說明如下： 
       I. 如同前述案例依序完成步驟 I~V，依據 SolidWorks 2014 之 Simulation 模組設定，假設

材料為等向性與均質材料 ( 此例假設為陶質陶瓷材料，主要機械性質如下，模型類型：線性

彈力同向性、預備失敗準則：Mohr-Coulomb、彈性模數：2.2059e+011 N/m^2、Poission 比：

0.22、剪力係數：9.047e_010 N/m^2、密度：2300kg/m^3、抗拉強度：1.7234e+008N/m^2、
抗壓強度：5.5149e+008N/m^2 等 )，外力為本身自重，底部為完全固定端，完成以上參數設

定後，進行網格化及編譯後執行。經CAE分析獲得初始文物神像之應力分布圖如圖13.所示，

von Muses 應力最大值於網格編號 2120 節點處，應力值 7.49302N/m^2；神像之位移分布如

圖 14. 所示，URES：合位移最大值於編號 37616 節點，應力值 0.00284085mm。

圖 13. CAE 分析之應力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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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CAE 分析之位移分布圖

       II. 防護補強設計：設計發想時首先考量展示時盡可能不影響觀眾欣賞的視角，又能適切

且符合防護保固設計的要求。因此經討論後提出如圖 15.所示設計提案改善雕像的結構剛性。

此外為防範對文物造成傷害或汙染等，遵守文物修護之嚴格規範，接觸文物設計成小金屬

盤，預留金屬盤與文物之間擺放特定專用之無汙染軟質襯墊材料之設想；最後在雕像底部另

增加一底板，方便文物搬運及固定金屬輔助防護結構之用，整體防護設計結構。

圖 15. 防護補強設計示意圖

        III. 導入防護設計之 CAE 分析結果：因本案例雕像高度 41.2cm，屬於小型文物雕像，

相較新增之支撐結構 (金屬鐵管 )剛性與強度較大。因此CAE分析時假設接觸點處為固定 (微
小位移 ) 情況，進行新一輪的靜態分析；分析結果應力分布如圖 16. 所示，顯示初始數位模

型中單腳的應力大幅降低。依據分析結果：原雕像最大應力由 749302 N/m^2，而導入防護

設計後降低至 296047 N/m^2 ，整體最大應力值大幅降低約 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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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CAE 分析之應力分布圖

       同時整體神像結構之位移分布如圖 17. 所示，依據分析結果比較，原雕像節點之最大

合成位移由 2.84085e-003mm 降低至 2.18472e-005 mm ，數值下降為原來最大合成位移約

0.769%。

圖 17. CAE 分析之位移分布圖

      綜合上述兩件文物雕像專案之分析處理數據證實，學理上適切的防護設計可有效地降低

整體雕像的最大應力值，增進結構的剛性強度，使文物展示防護或儲存安全設計上獲得快速

有效的科學化圖形參考資料，對整體典藏文物雕像的預防性防護，大大提升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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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數位整合技術，應用於博物館文物科研或教育推廣，現今已成為數位時代博物館研究的

焦點共識；有效地利用數位新科技的優勢來獲得正確、周詳、科學的數據和支持等之文物保

護，也已成為文物考古界科研的重要訴求。本研究導入「電腦輔助工程分析與 3D 文物數位

修復」CAE-DRT 系統，由前期之 3D 典藏文物之數位修復應用設計，進階至展示防護設計

之分析探究，經實際案例應用驗證，成效良好。綜合上述本研究完成成果如下：

       1. 導入 CAE-DRT 系統，完成博物館典藏 3D 文物之展示或儲存時，防護輔助支撐設計

之完整分析流程。

        2. 驗證了整體 3D 文物雕像之 CAE 結構靜態受力分析，所得整體結構之應力、應變及

位移量等科學化圖形數據與結果，可快速有效地作為文物實務雕像執行展示防護或強化設計

之施作參考依據。

       3. 完成博物館委任之二件文物雕像專案，驗證 CAE-DRT 除了在 3D 文物修復與特展之

教育推廣等應用上具強大功能外，在文物展示防護或儲存安全設計上也能快速提供完整的科

學化圖形參考資料。因此 CAE-DRT 系統對整體博物館典藏文物雕像的數位修復 / 預防性防

護設計安全性等助益多元，實為一套具有實質有效的數位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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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Purpose）：法社會學大師皮耶・布迪厄曾指出行動者在實踐中會用一套實踐知

識與理論相對應，目前審美教育最大的困境便是過度理論化及典範化，在地場域實踐經驗

不足以致缺乏跨域及跨感觀的審美理解，特別對立於在地紮根的國中階段更是重要。方法

(Methods)：本校位居鎮中心且鄰近具清、日建物之歷史街區（步行可到），可做為審美體驗

及判斷力培養的最佳場域。利用視覺藝術教師之美感課程進行行動研究、田野調查及參與式

規劃的設計理念，依據感知物與環境的關聯可分三階段，一、形與色的直觀審美性︰審美語

彙與提升生活感知經驗、二、環境與物件的審美批評性︰運用環境批評重視機能與視覺的協

調度、三、歷史脈絡的審美自主性︰納入城鎮風貌中文化資產與多元文化議題，並以 I-SKE
（Intention、Sensation、Knowledge、Emotion）藝術認知模式進行環境審美。結果 (Results)：
生活化導向審美教育可引導學生走出藝術或精緻商品的美學迷思，提升個人美學自信，且落

實兼顧現實居民生活機能的美學設計，過程中學生與長者的自然互動更提升人際網絡的溫

度。結論 (Conclusion)：學區制的設計使國中階段是在地文化認同以及跨域生活美學判斷力

養成關鍵期，社區環境是最佳場域實踐空間。

關鍵詞 (Key words)：場域實踐、環境美學、美感教育、參與式規劃、國中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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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美是想像力的源泉，是人類尊嚴所在，是內在生命的動力 … 是一種生活的品味」（漢

寶德，2004），追求美，是亙古至今的人類渴求，在千年前詩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已

表現出追求內外兼具的美。早在民初蔡元培就揭示民族的復興不只在物質層面，更應在精神

層面上培育符合時代精神的價值觀念，並首次提出譯自德文的「美育」一詞，「人的一生，

不外乎意志的活動，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以為較近之觀照者，是知識；所以供遠照、旁

照之用者，是感情……陶養的工具，為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做美育」。自此之後，德、

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一直成為全人教育的理想目標。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目前臺灣視覺環境中仍不理想，連應作為典範的校園也因招生的壓力或主事者個人的審

美觀也有待加強。筆者也從 24 年的基層教育現場觀察中發現藝術教育的操作模式仍存在有

過度依賴於西方的美學詮釋體系、過度以精緻藝術為主、缺乏批判思考力之培養、文化背景

與個別差異之忽略與強烈工具化及作品導向等不足之處（洪如玉、陳惠青，2016）。誠如

Pierre Bourdieu（2016，13）所言，「關於藝術品意義與價值的問題，一如審美判斷之特點

的問題，都只有在場域的社會史當中才能找到解答」，教育現場的操作是無法獨外於社會價

值。

（一）研究目的

       誠如以《創意城市》影響全球多數城市重新思考定義都市規劃的Charles Landry所言，「都

市更新從來不是翻修幾座老房、移植幾棵樹那麼簡單，涉及一座城市從裡到外的新設計，就

業政策、教育課程等軟體設計反而是最難的部分，但只要搞定了，建築、公共空間規劃等硬

體設計就簡單不少」（風傳媒，2015）。現階段數百位的美感教育種子教師至今持續思考與

不斷試驗從一開始自藝術或設計層面摸索美的形式元素，幾乎都不約而同地將審美對象逐漸

轉向生活場域。筆者於 103 年起擔任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種子教師至今，也同時參與了跨領域

美感課程，本文便是數年間應用「生活美學」概念於教育現場之歸納與省思，特別當帶領學

生進入社區場域後，不斷產生對既有觀念的衝擊，激發更進一步深入探究的渴望，本文之研

究目的如下三點。 
         1. 建構以「生活美學」為核心的審美教育課程模組。

         2. 融入「環境美學」在生活場域進行跨感官審美體驗課程。

         3. 應用在地社區作為審美判斷力與文化紮根的實踐場域。

（二）研究問題

      在擔任教育部美感教育推廣講師及推動地方文化資產保存教育時，從中發現許多民眾習

以為常的生活美學觀念存在許多隱而未見不停干擾審美價值觀的矛盾，例如現代藝術中充斥

著許多非美甚至無關美的作品，藝術與美感相同嗎？又或者在沒有安全顧慮之下使用有缺角

的餐具，究竟是過度寒酸缺乏美感涵養還是惜物懂得欣賞殘缺之美，因此本文也將探討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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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Purpose）：法社會學大師皮耶・布迪厄曾指出行動者在實踐中會用一套實踐知

識與理論相對應，目前審美教育最大的困境便是過度理論化及典範化，在地場域實踐經驗

不足以致缺乏跨域及跨感觀的審美理解，特別對立於在地紮根的國中階段更是重要。方法

(Methods)：本校位居鎮中心且鄰近具清、日建物之歷史街區（步行可到），可做為審美體驗

及判斷力培養的最佳場域。利用視覺藝術教師之美感課程進行行動研究、田野調查及參與式

規劃的設計理念，依據感知物與環境的關聯可分三階段，一、形與色的直觀審美性︰審美語

彙與提升生活感知經驗、二、環境與物件的審美批評性︰運用環境批評重視機能與視覺的協

調度、三、歷史脈絡的審美自主性︰納入城鎮風貌中文化資產與多元文化議題，並以 I-SKE
（Intention、Sensation、Knowledge、Emotion）藝術認知模式進行環境審美。結果 (Results)：
生活化導向審美教育可引導學生走出藝術或精緻商品的美學迷思，提升個人美學自信，且落

實兼顧現實居民生活機能的美學設計，過程中學生與長者的自然互動更提升人際網絡的溫

度。結論 (Conclusion)：學區制的設計使國中階段是在地文化認同以及跨域生活美學判斷力

養成關鍵期，社區環境是最佳場域實踐空間。

關鍵詞 (Key words)：場域實踐、環境美學、美感教育、參與式規劃、國中階段

- 183 -

壹、緒論

     「美是想像力的源泉，是人類尊嚴所在，是內在生命的動力 … 是一種生活的品味」（漢

寶德，2004），追求美，是亙古至今的人類渴求，在千年前詩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已

表現出追求內外兼具的美。早在民初蔡元培就揭示民族的復興不只在物質層面，更應在精神

層面上培育符合時代精神的價值觀念，並首次提出譯自德文的「美育」一詞，「人的一生，

不外乎意志的活動，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以為較近之觀照者，是知識；所以供遠照、旁

照之用者，是感情……陶養的工具，為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做美育」。自此之後，德、

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一直成為全人教育的理想目標。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目前臺灣視覺環境中仍不理想，連應作為典範的校園也因招生的壓力或主事者個人的審

美觀也有待加強。筆者也從 24 年的基層教育現場觀察中發現藝術教育的操作模式仍存在有

過度依賴於西方的美學詮釋體系、過度以精緻藝術為主、缺乏批判思考力之培養、文化背景

與個別差異之忽略與強烈工具化及作品導向等不足之處（洪如玉、陳惠青，2016）。誠如

Pierre Bourdieu（2016，13）所言，「關於藝術品意義與價值的問題，一如審美判斷之特點

的問題，都只有在場域的社會史當中才能找到解答」，教育現場的操作是無法獨外於社會價

值。

（一）研究目的

       誠如以《創意城市》影響全球多數城市重新思考定義都市規劃的Charles Landry所言，「都

市更新從來不是翻修幾座老房、移植幾棵樹那麼簡單，涉及一座城市從裡到外的新設計，就

業政策、教育課程等軟體設計反而是最難的部分，但只要搞定了，建築、公共空間規劃等硬

體設計就簡單不少」（風傳媒，2015）。現階段數百位的美感教育種子教師至今持續思考與

不斷試驗從一開始自藝術或設計層面摸索美的形式元素，幾乎都不約而同地將審美對象逐漸

轉向生活場域。筆者於 103 年起擔任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種子教師至今，也同時參與了跨領域

美感課程，本文便是數年間應用「生活美學」概念於教育現場之歸納與省思，特別當帶領學

生進入社區場域後，不斷產生對既有觀念的衝擊，激發更進一步深入探究的渴望，本文之研

究目的如下三點。 
         1. 建構以「生活美學」為核心的審美教育課程模組。

         2. 融入「環境美學」在生活場域進行跨感官審美體驗課程。

         3. 應用在地社區作為審美判斷力與文化紮根的實踐場域。

（二）研究問題

      在擔任教育部美感教育推廣講師及推動地方文化資產保存教育時，從中發現許多民眾習

以為常的生活美學觀念存在許多隱而未見不停干擾審美價值觀的矛盾，例如現代藝術中充斥

著許多非美甚至無關美的作品，藝術與美感相同嗎？又或者在沒有安全顧慮之下使用有缺角

的餐具，究竟是過度寒酸缺乏美感涵養還是惜物懂得欣賞殘缺之美，因此本文也將探討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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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進行生活美學教育時不斷出現的審美衝突。 
         1. 探究「生活美學」、「藝術」以及「美」三者概念之差異，並對美感教育發展產生

             何種程度的影響？

         2. 如何應用「參與式規劃」引導學生進入社區並提升公民責任的覺知？

         3. 如何結合審美教育及文化資產保存教育於提升在地學生對潮州歷史街區的價值認 
       同？

二、文獻探討

（一）「美」、「審美」與「藝術」之概念差異

      美、審美與藝術三者之間的關連與差異，是決定審美教育方向的因素之一。「美感教育

就是欣賞美的事物也就是欣賞藝術品」，這樣曖昧的觀念常被認為理所當然。連劍橋線上字

典 中都定義「aesthetics」 為「the  formal  study  of  art,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idea  of  beauty」，因此釐清並界定三者的屬性實有利於實踐之

必要。

         1.「美學」的內涵

       臺灣使用的「美學」一詞是透過日本翻譯 aesthetics 來的漢字，18 世紀德國哲學界希望

能夠整理出人類身體裡所有面對感覺的一種學問（蔣勳，2006）。Aesthetics 源自於 18 世紀

中葉德國哲學家 Alexander Baumgarten 的詮釋，將感官知覺視同「美的認知」，如以定義直

翻應為「感覺學」（劉文潭譯，2001，384-385）。美學研究是希望透過科學分析深入了解

感知，在 18 世紀引入哲學詞典時，已被用來表示一種事物、判斷、態度、體驗和價值 ，也

因此審美教育不該侷限於「欣賞美的事物」的單純感官活動，而是一系列完整具思辨判斷的

價值觀建立。這也是目前美感教育最缺乏的一環。如圖 1 審美體驗被定義為信息處理階段之

間的順序和相互作用，包括對象和感知者之間的交互以及認知過程和情感過程之間的相互作

用。(Leder, H., Gerger, G., & Brieber, D.，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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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審美判斷和審美情感之信息處理模式 (圖片引用自 Leder, H., Belke, B., Oeberst, 

A., et al.，2004)。解釋美學體驗發展 ~從對藝術品的感知到詮釋和評估的五個信息處理

階段，解決歧義的認知過程也被視為引發情緒狀態的變化。

        2.「美」的內涵

       「美」難以定義自然無法產生明確的教育引導方向。西方的美的概念大致可以分成三大

類，首先是最廣義的美包含美學及倫理學；其次為純粹審美意義的美，以激發美感經驗的事

物為限，囊括聲、色及心靈的產品，這也是歐洲文化中美的基本概念；最後是局限於視覺感

知的形與色（劉文潭譯，2001，143-144）。中國的古典美的概念則著重於精神層面，從莊

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到感物美學盛行的魏晉南北朝「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及「天人

合一」，始終都顯露出一種心靈境界的感受。蔣勳（2006）曾說因為不論是聽音樂或看畫，

都是動用到我們的感官，因此「美」是感覺裡被人類判斷是舒服的，因此學名便使用「美」

來取代「感覺」，然而目前社會觀感多將美誤解為官能美之精緻體驗。從神經科學實證中也

發現大腦對美的認知過程確實也包含了道德評價，Tabibnia 等人（2008）提出感知多感官藝

術形式美的大腦區域是有「社交性」，其參與對規則集合中是否適當的反應，同時也表明善

與美的聯繫並非偶然（Melcher, D. & Cavanagh, P., 2013, 388-389）。

         3.「藝術」的內涵

        著名的教育專書「透過藝術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art）主張藝術應為教育的基礎

（呂廷和譯，2007）。教育部 2013 年公布之「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最初

是亦以視覺藝術教師為培訓對象，從「比例」、「色彩」、「質感」、「構成」、「結構」

與「構造」等 6 項形式構面進行科學式的探究，至今則推動第二期的「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

計畫」，藝術與審美似乎有密不可分的關聯。「藝術乃是美的產物」觀念始自在文藝復興，

正值藝術品投資市場興起，美術與手工藝逐漸分流（劉文潭譯，2001，6）。自 15 世紀以降，

學術界存在一種將繪畫、雕刻、建築、音樂、詩歌、戲劇與舞蹈形成一個獨立於工藝及科學

之「藝術」（the arts）集團，而在 1747 年 Charles Batteux 將該集團稱呼「美術」（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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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進行生活美學教育時不斷出現的審美衝突。 
         1. 探究「生活美學」、「藝術」以及「美」三者概念之差異，並對美感教育發展產生

             何種程度的影響？

         2. 如何應用「參與式規劃」引導學生進入社區並提升公民責任的覺知？

         3. 如何結合審美教育及文化資產保存教育於提升在地學生對潮州歷史街區的價值認 
       同？

二、文獻探討

（一）「美」、「審美」與「藝術」之概念差異

      美、審美與藝術三者之間的關連與差異，是決定審美教育方向的因素之一。「美感教育

就是欣賞美的事物也就是欣賞藝術品」，這樣曖昧的觀念常被認為理所當然。連劍橋線上字

典 中都定義「aesthetics」 為「the  formal  study  of  art,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idea  of  beauty」，因此釐清並界定三者的屬性實有利於實踐之

必要。

         1.「美學」的內涵

       臺灣使用的「美學」一詞是透過日本翻譯 aesthetics 來的漢字，18 世紀德國哲學界希望

能夠整理出人類身體裡所有面對感覺的一種學問（蔣勳，2006）。Aesthetics 源自於 18 世紀

中葉德國哲學家 Alexander Baumgarten 的詮釋，將感官知覺視同「美的認知」，如以定義直

翻應為「感覺學」（劉文潭譯，2001，384-385）。美學研究是希望透過科學分析深入了解

感知，在 18 世紀引入哲學詞典時，已被用來表示一種事物、判斷、態度、體驗和價值 ，也

因此審美教育不該侷限於「欣賞美的事物」的單純感官活動，而是一系列完整具思辨判斷的

價值觀建立。這也是目前美感教育最缺乏的一環。如圖 1 審美體驗被定義為信息處理階段之

間的順序和相互作用，包括對象和感知者之間的交互以及認知過程和情感過程之間的相互作

用。(Leder, H., Gerger, G., & Brieber, D.，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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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審美判斷和審美情感之信息處理模式 (圖片引用自 Leder, H., Belke, B., Oeberst, 

A., et al.，2004)。解釋美學體驗發展 ~從對藝術品的感知到詮釋和評估的五個信息處理

階段，解決歧義的認知過程也被視為引發情緒狀態的變化。

        2.「美」的內涵

       「美」難以定義自然無法產生明確的教育引導方向。西方的美的概念大致可以分成三大

類，首先是最廣義的美包含美學及倫理學；其次為純粹審美意義的美，以激發美感經驗的事

物為限，囊括聲、色及心靈的產品，這也是歐洲文化中美的基本概念；最後是局限於視覺感

知的形與色（劉文潭譯，2001，143-144）。中國的古典美的概念則著重於精神層面，從莊

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到感物美學盛行的魏晉南北朝「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及「天人

合一」，始終都顯露出一種心靈境界的感受。蔣勳（2006）曾說因為不論是聽音樂或看畫，

都是動用到我們的感官，因此「美」是感覺裡被人類判斷是舒服的，因此學名便使用「美」

來取代「感覺」，然而目前社會觀感多將美誤解為官能美之精緻體驗。從神經科學實證中也

發現大腦對美的認知過程確實也包含了道德評價，Tabibnia 等人（2008）提出感知多感官藝

術形式美的大腦區域是有「社交性」，其參與對規則集合中是否適當的反應，同時也表明善

與美的聯繫並非偶然（Melcher, D. & Cavanagh, P., 2013, 388-389）。

         3.「藝術」的內涵

        著名的教育專書「透過藝術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art）主張藝術應為教育的基礎

（呂廷和譯，2007）。教育部 2013 年公布之「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最初

是亦以視覺藝術教師為培訓對象，從「比例」、「色彩」、「質感」、「構成」、「結構」

與「構造」等 6 項形式構面進行科學式的探究，至今則推動第二期的「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

計畫」，藝術與審美似乎有密不可分的關聯。「藝術乃是美的產物」觀念始自在文藝復興，

正值藝術品投資市場興起，美術與手工藝逐漸分流（劉文潭譯，2001，6）。自 15 世紀以降，

學術界存在一種將繪畫、雕刻、建築、音樂、詩歌、戲劇與舞蹈形成一個獨立於工藝及科學

之「藝術」（the arts）集團，而在 1747 年 Charles Batteux 將該集團稱呼「美術」（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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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arts）；19 世紀「藝術」一詞開始轉變與狹窄化，以美術為主，之後更被侷限化為視覺

藝術（劉文潭譯，2001，13-14）。然而隨著相機與攝影機、光與視覺色彩等等科學上的進步，

以及心理學及神經科學的發展，影響藝術的定義。「為藝術而藝術」源於 1831 年沙龍展上

的雕塑家居瑟紐 (Jean Duseig neur 「暴怒的羅蘭」，藝術家結合了精英主義與反功利主義，

嘲諷傳統道德、宗教、義務與責任，鄙視所有認為藝術應該為社會服務的想法，「美」不再

是優先考慮的內涵（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等譯，2016，221）。如同漢寶德（2004）所說，

藝術與美是兩個相交的圓，有重疊交集，卻有更多不相交。現代的藝術已不為美服務了，藝

術表達所有人類的精神價值。把藝術與美感分開，其實是一種解放，讓藝術可以海闊天空、

亳無滯礙的發展，不再受美所限；而美感可以自由的提高生活領域的精神品質，不再受藝術

之累。

（二）跨感官的生活環境美學

      將生活、環境與審美三方面整體考量是國際間藝術教育的趨勢，如法國藝術教育著重人

文、審美、情意之培養以及增強藝術鑑賞能力，善用社會資源擴展學習與國民 生活、社會

文化相結合；澳洲則具有多元的觀點，如整合社會文化、跨領域及多元文化的重視；芬蘭的 
ARKKI 基金會在 1993 年於赫爾新基為 3 歲至 18 歲的學生設立第一所建築學校，提供各種

不同課後學習建築和環境活動，目的讓學生瞭解環境與社會文化互動的意涵，同時能以批判

性眼光分析周遭的美感環境，進而發展自身和環境的切身關係、參與和責任；日本兩大教育

方針為「綜合化（打破學年界限及結合各學科）」與 「地方化（導入地方各種資源及重視

地方傳統）」（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報告書，2014）。

         1. 生活美學 Everyday Aesthetics
       審美轉向生活場域的實踐，「Everyday Aesthetics」最早是由 2013 年由 Kevin Melchionne
所提出，日常生活是構建一切其他事物的不可避免的基礎，任何物體、活動或事件本身

都無法單一構成個人的日常活動，這些組合構成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個人的生活方式

（Melchionne,2013）。國內著名的美學大師蔣勳，所推行的也就是這樣一種親近生活的審美

態度，美不是一種知識而是更高階層的心靈感受，甚至是一種負擔的解脫（蔣勳，2006），

也因此深獲社會大眾接受，而這樣明白群眾的需求方向應當是身處學術界的我們所應該重視

與因應的。而提出環境美學的 Berleant，也十分關注日常生活的普通環境，正是這些地方才

更容易顯示出生活的質量。場所是我們棲息的特定的景觀，連接人和環境成為和諧整體，可

以提供情感的寄託和歸屬感的依附（Berleant, 1922）。

         2. 環境美學的提出

        1960 年由伯林特（Arnold Berleant）主導的環境美學研究將環境理解為一個包含人和場

所（place）的複雜綜合體，美學的研究應為現實生活服務。自從亞里斯多德後，美學客體與

主體的對立持續至今（劉文潭譯，2001）。因此 Berleant 主張環境美學的研究要克服這種疏

離式的傳統美學研究，建立一種以「結合」為特徵的新的美學模式，其發展重點有如下三點

（Berleant, 1922）。

      ● 人類中心主義受到質疑︰提倡保護環境和生態，讓人與自然協調發展。

      ● 自我和外部世界是具有連續性的︰ Berleant 基於一種喚醒的體驗致力於發展連續性

           的主題，從身體到建築、到教育過程、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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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審美和實踐的關係︰審美經驗應該考慮日常經驗這種實踐意義。

      環境的背後蘊含著千百年來生態演進和文化發展，是不斷在人與自然互動下生成，需要

我們投入全部的感知且異於藝術的審美標準，在體驗到的所有環境中都有美的存在。世界文

化遺產組織（ICOMOS）也將環境視為人與自然的整體審美對象，1992 年新增「文化景觀」

類別，其定義為「人類與自然的結合」，闡述了人類社會與聚落演化歷經歲月的演化，這些

變動是受到自然環境所提供的物質限制與 ( 或 ) 機會以及連續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內在與外

在的力量所影響，以「地景」為主的全新考量，強調與土地共存具有整體性的「活的」文化

遺產，這樣的演進呈現人們對世界遺產的期待已經從實體層面轉向精神層面（傅朝卿，上課

講義，20210429）。這也影響了臺灣在 2016 年公布的「文化資產保存法」 的第三條款項中

指稱文化景觀為「人類與自然經長時間相互影響所形成具有歷史、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

值之場域」。

（三）地方場域實踐與社區紮根

         1. 生活實踐的重要性

      美國紐約林肯中心學苑（Lincoln Center Institute, 簡稱 LCI）以「實踐美學」的美感教育

觀點運用於師資培育的改革上，開發相關課程與教材，提升美國在職教師或職前教師的美感

素養（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審美教育至今仍成效不彰對社會產生的力量薄弱其中之一

的原因就是缺乏生活環境實踐性導向，至今仍有不少脫離日常生活的聯繫自成一格的「沙龍

式」審美趣味。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也提過，並非只有藝術家產出了藝術品價值，還包

括了作為信仰空間的產出場域 … 藝術品必定要為人所認識與認可，意即唯有觀眾具備了如

此方式認識與認可藝術品所必需的審美秉性與能力，並將其從社會上設定成藝術品，方可作

為有價值的象徵物件存在。（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等譯，2016，355）。

         2. 在地社區的審美體驗

社區成為文化共同體的概念，繼 1994 年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之後，為了解決鄉鎮人口

流失、超高齡與少子化問題，2020 年開始推動「地方創生」計畫，透過地方既有的「地、產、

人」資源導入在地特有的價值與獨特性。國中是青少年價值觀養成期的重要階段，在地學子

可視為推動社區提升的最佳媒介，一位學生可影響背後的數位家庭成員效益甚大，更重要的

是在地的紮根將影響未來社區的風貌，因此在提升國民生活美學的過程中，由國中學生延伸

關係交織而成的人際網絡是必須經營的一環。然而隨著科技演進帶來的便利卻造成人與人之

間漸漸疏遠，日本著名的社區設計者山崎亮也是有感日本於近 50 年內逐步進入「無緣社會」 
，大地震後住宅區中的憂鬱症患者與自殺率逐漸攀升，因而興趣從景觀與建築設計轉向人際

網絡的社區設計，居民成為共同設計者（莊雅琇譯，2015）。

1     請見 Cambridge Dicitionary 線上網站，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E8%A9%9E%E5%85%B8/%

        E8%8B%B1%E8%AA%9E-%E6%BC%A2%E8%AA%9E-%E7%B9%81%E9%AB%94/aesthetics。

2     請見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線上網站。https://plato.stanford.edu/ entries/

       aesthetic -concept/。

3     請參考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https://www.boch.gov.tw/ informationlist _161_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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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arts）；19 世紀「藝術」一詞開始轉變與狹窄化，以美術為主，之後更被侷限化為視覺

藝術（劉文潭譯，2001，13-14）。然而隨著相機與攝影機、光與視覺色彩等等科學上的進步，

以及心理學及神經科學的發展，影響藝術的定義。「為藝術而藝術」源於 1831 年沙龍展上

的雕塑家居瑟紐 (Jean Duseig neur 「暴怒的羅蘭」，藝術家結合了精英主義與反功利主義，

嘲諷傳統道德、宗教、義務與責任，鄙視所有認為藝術應該為社會服務的想法，「美」不再

是優先考慮的內涵（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等譯，2016，221）。如同漢寶德（2004）所說，

藝術與美是兩個相交的圓，有重疊交集，卻有更多不相交。現代的藝術已不為美服務了，藝

術表達所有人類的精神價值。把藝術與美感分開，其實是一種解放，讓藝術可以海闊天空、

亳無滯礙的發展，不再受美所限；而美感可以自由的提高生活領域的精神品質，不再受藝術

之累。

（二）跨感官的生活環境美學

      將生活、環境與審美三方面整體考量是國際間藝術教育的趨勢，如法國藝術教育著重人

文、審美、情意之培養以及增強藝術鑑賞能力，善用社會資源擴展學習與國民 生活、社會

文化相結合；澳洲則具有多元的觀點，如整合社會文化、跨領域及多元文化的重視；芬蘭的 
ARKKI 基金會在 1993 年於赫爾新基為 3 歲至 18 歲的學生設立第一所建築學校，提供各種

不同課後學習建築和環境活動，目的讓學生瞭解環境與社會文化互動的意涵，同時能以批判

性眼光分析周遭的美感環境，進而發展自身和環境的切身關係、參與和責任；日本兩大教育

方針為「綜合化（打破學年界限及結合各學科）」與 「地方化（導入地方各種資源及重視

地方傳統）」（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報告書，2014）。

         1. 生活美學 Everyday Aesthetics
       審美轉向生活場域的實踐，「Everyday Aesthetics」最早是由 2013 年由 Kevin Melchionne
所提出，日常生活是構建一切其他事物的不可避免的基礎，任何物體、活動或事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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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審美和實踐的關係︰審美經驗應該考慮日常經驗這種實踐意義。

      環境的背後蘊含著千百年來生態演進和文化發展，是不斷在人與自然互動下生成，需要

我們投入全部的感知且異於藝術的審美標準，在體驗到的所有環境中都有美的存在。世界文

化遺產組織（ICOMOS）也將環境視為人與自然的整體審美對象，1992 年新增「文化景觀」

類別，其定義為「人類與自然的結合」，闡述了人類社會與聚落演化歷經歲月的演化，這些

變動是受到自然環境所提供的物質限制與 ( 或 ) 機會以及連續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內在與外

在的力量所影響，以「地景」為主的全新考量，強調與土地共存具有整體性的「活的」文化

遺產，這樣的演進呈現人們對世界遺產的期待已經從實體層面轉向精神層面（傅朝卿，上課

講義，20210429）。這也影響了臺灣在 2016 年公布的「文化資產保存法」 的第三條款項中

指稱文化景觀為「人類與自然經長時間相互影響所形成具有歷史、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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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價值的象徵物件存在。（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等譯，2016，355）。

         2. 在地社區的審美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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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為推動社區提升的最佳媒介，一位學生可影響背後的數位家庭成員效益甚大，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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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見 Cambridge Dicitionary 線上網站，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E8%A9%9E%E5%85%B8/%

        E8%8B%B1%E8%AA%9E-%E6%BC%A2%E8%AA%9E-%E7%B9%81%E9%AB%94/aesthetics。

2     請見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線上網站。https://plato.stanford.edu/ entries/

       aesthetic -concept/。

3     請參考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https://www.boch.gov.tw/ informationlist _161_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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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一）行動研究

       身為教育者落實學術論述之具體實踐，Elliott（1991）強調行動研究與學術研究不同在

於內在與外在實踐的價值（values internal / external to a pratice），前者是關心人在實踐過程

中所獲得的價值，後者則是以結果表現來斷定其目的。教學者兼具研究者的身分，可隨時檢

視教學模式的不足並檢視自我價值實踐的成果。本研究秉持行動研究的精神，以解決社會文

化問題為導向，應用審美教育於生活場域並進入社區實踐。過程中強調每一階段的反思與回

饋，形式不限定於紙本而更重視過程中的討論與對話，學生往往在非作業模式下會產生最佳

的反思回應。課程進行時與居民或環境產生的跨領域、跨感官社會連結，也是研究中必然觸

及的部分。最後是實踐經驗的分析與論述化，以作為後續研究及教學的修正與參考。

（二）參與式規劃

      臺灣國中小每一所學校可以學區範疇為基本的生活審美教育的場域核心，利於小範圍的

文史調查以及步行可到社區現場的體驗，各學區的文化風貌十分多元至今仍保有相當多聚落

發展的足跡，生態與人文並具是全方位審美教育實施最佳場所。特別是國中為分科教育，學

校中即有多領域的專業教師十分便於進行跨域協同教學，可以建構完整的審美經驗。學生來

源多是在地學子甚至有數代都念同一所學校，也因此多數學校更承載了社區歷史脈絡的生命

記憶。引導學生進入社區的途徑，可參考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 中「人、文、地、景、產」

五大社區發展面向，導引重新省思空間、文化、產業、在地民主整合等課題，其中也涵蓋了

社區美學（蘇昭英、蔡季勳主編，1999）。

        「人」︰人口結構基本資料以及居民的特質、人際關係等軟性需求；

        「文」︰歷史脈絡及特殊慣習、節慶、技藝傳承等等的無形文化性活動。

        「地」︰地理環境、氣候、動植物生態與交通區位等；

        「產」︰產業文化與經濟活動等；

        「景」︰自然與人文融合之景觀，如廟宇、建物、公園等。

       源自北歐於產品設計時將終端使用者或是利益相關者帶入設計流程中以確保產品能符合

需求的「合作設計」（Co-operative Design）或「參與式規劃設計」（Participatory Design）
的理念，因為重視使用者需求而也被延伸到同樣以人為中心的「社區設計」（Community 
Design）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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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

（一）教學對象

      教學設計以七年級與九年級學生為教學對象，以比較不同年級的差異化，七年級主要作

為美感形式原理學習與生活環境對應的教學實驗，九年級因為抽象理解與表達批評能力較成

熟，同時也對社區場域較為熟悉，因此著重於高階的環境審美經驗批評部分。

（二）教學場域

       活動的範圍以校園及鄰近的歷史街區為主，本校鄰近潮州鎮的歷史中心區，步行 10 分

鐘可到，清朝時期發展聚落的建基路以及兩端的日式重要官署與宿舍區至今仍保有相當多的

老建物以及兩處已登錄的歷史建築，巷弄中仍有部分傳統產業，如布店、當鋪、青草茶及粄

條店等軟性物件，十分適合作為了解潮州文化發展脈絡的視覺環境與生活美學體驗場域。

（三）教學時程

       以一學年為時程，利用每周一節的視覺藝術課，並在局部課程協同教學，一般課程與本

研究主題課程交替辦理，共約 10 堂課，利用課程的間隔以產生反思及創造融入平時生活的

機會，因為這些場域都是學生平時上下課會經過的地點。

圖 3 本校與潮州歷史街區的區位分布（研究者參考 google map 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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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潮州歷史街區之文化性空間資產分布（研究者參考 google map 自行繪製）

（四）教學架構

      本課程是以視覺藝術課程為基底，以跨領域的範疇拓展審美經驗，藝術品仍是基礎美學

形式探討及說明的教學輔佐物，而生活層面則是當美學形式與現實環境的衝突或協調的結

果，其中人際網絡與人的需求更是在提倡生活美學必定要考慮的前提。在課程設計中，參考

亞瑟 • 島村（Arthur P. Shimamura） 之視覺藝術欣賞理論：I-SKE 模型，視覺接受者如何在

感知（Sensation）、知識（Knowledge）及情感（Emotion）三個層次上解釋藝術家的意圖（I）。

藝術（註︰本研究中代表生活環境的欣賞）不僅僅是一種感性的體驗，而是通過文化、個人

體驗、以及甚至對藝術創作過程及藝術家的了解來觀察世界，總體經驗不等同是其各個部分

的總和，藝術的理解在於本身所認知的事實；審美偏好許多差異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和環境的

產物（Shimamura, 2015）。在課程中由於「美」一詞過於難以定義，因此以較具體的「秩序感」

一詞來當作引導用語，以下依照審美對象與環境互動影響程度施作階段細分如下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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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I-SKE 模型 ( 引自 https://www. psychologytoday.com/au/blog/in-the-brain-the-
beholder/201402/creativity-and-art-expression)

          1. 階段一︰形與色的直觀審美性

        利用藝術與美的交集 ~ 藝術及設計品作為引導基礎的審美體驗，認識審美語彙形式原

理，均屬於直觀式造型元素較為單純，觀念將比照生活用品或動植物，且仿效日本「啊﹗設

計」節目應用科學分析。以神經科學為佐證感性的判斷增加審美說服力，如臉部的美感多來

自具對稱性，因大腦喜好快速判讀以利生存。

         2. 階段二︰環境與物件的審美批評性

       本階段討論與周遭環境的視覺以及機能的協調度也是審美批評的初步，目前審美教育中

最缺乏也是判斷力的培養。Berleant（1992）強調環境的感知是相互緊密結合的方式，視覺

的和形式的因素不再占主要地位，而價值的體驗是至關重要的。可透過環境批評使注意力更

集中於審美維度，兼採其他經濟、高齡、保存、歷史、道德等環境價值與社區議題。

        3. 階段三︰歷史脈絡的審美自主性

      以人、文、地、產、景為進入社區，體驗城鎮風貌的多元文化構成美感，特別以鉅觀歷

史去對應容易泛政治化的殖民文化議題，並加入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及生態平衡的教育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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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潮州歷史街區之文化性空間資產分布（研究者參考 google map 自行繪製）

（四）教學架構

      本課程是以視覺藝術課程為基底，以跨領域的範疇拓展審美經驗，藝術品仍是基礎美學

形式探討及說明的教學輔佐物，而生活層面則是當美學形式與現實環境的衝突或協調的結

果，其中人際網絡與人的需求更是在提倡生活美學必定要考慮的前提。在課程設計中，參考

亞瑟 • 島村（Arthur P. Shimamura） 之視覺藝術欣賞理論：I-SKE 模型，視覺接受者如何在

感知（Sensation）、知識（Knowledge）及情感（Emotion）三個層次上解釋藝術家的意圖（I）。

藝術（註︰本研究中代表生活環境的欣賞）不僅僅是一種感性的體驗，而是通過文化、個人

體驗、以及甚至對藝術創作過程及藝術家的了解來觀察世界，總體經驗不等同是其各個部分

的總和，藝術的理解在於本身所認知的事實；審美偏好許多差異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和環境的

產物（Shimamura, 2015）。在課程中由於「美」一詞過於難以定義，因此以較具體的「秩序感」

一詞來當作引導用語，以下依照審美對象與環境互動影響程度施作階段細分如下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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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I-SKE 模型 ( 引自 https://www. psychologytoday.com/au/blog/in-the-brain-the-
beholder/201402/creativity-and-art-expression)

          1. 階段一︰形與色的直觀審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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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形式的因素不再占主要地位，而價值的體驗是至關重要的。可透過環境批評使注意力更

集中於審美維度，兼採其他經濟、高齡、保存、歷史、道德等環境價值與社區議題。

        3. 階段三︰歷史脈絡的審美自主性

      以人、文、地、產、景為進入社區，體驗城鎮風貌的多元文化構成美感，特別以鉅觀歷

史去對應容易泛政治化的殖民文化議題，並加入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及生態平衡的教育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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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高度成長過程中，維繫人際關係的傳統逐漸被打破，彼此之間交集漸次減少，變成「無血緣、無地緣、

        無社緣」人情淡薄、不再有交集的社會。

5      當時文建會主委申學庸施政報告時提出「社區總體營造」之名詞，該詞以「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

        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來作為一類文化行政的新思維與政策」作為主要目標。

6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著名心理學家，專長於神經認知心理學，《Experiencing Art: In the Brain 

        of the Beholder》一書中，探討了大腦在藝術感知的情緒特徵。體驗藝術是該架構中引人入勝且引人入

       勝的論述，其詳細介紹了構成藝術體驗基礎的各種神經過程，其範圍從神經美學出發，不只是考慮光的物

        理學、眼睛的生理學以及文化象徵和政治等客觀因素。

圖 5 生活實踐審美教育教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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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果與討論

一、課程實施結果

  
      生活美學導向的課程是很有趣且常有新發現，學生常有驚人的發現，對教學者而言也是

提升教學活潑度的好方式。

（一）階段一︰形與色的單純審美，本階段的教學範例如下。

      ● 校園植物的造型與生態學︰國小常利用樹葉的色彩與造型加以變化聯想，國中階段

           則偏向較學理的造型認知與生態關聯性，如菩提葉的尾端細長捲曲便是利於雨水排除

           等。

     ● 周遭街屋觀察素描︰學生坐在人行道外面透過勾勒出基本線條去觀察二樓式街屋，

          從鐵窗到頂樓遮陽棚樣式甚多，並從增建比較中思索市容不佳與居住的需求關聯。

     ● 市招的產業特性色與彩分析︰本校右前方街道為傳統市場及密集的商業店家，教師

          先行設計學習單請學生紀錄單一店家的商品特性並分析市招的顏色色相與其比例是否

          符合店家特性。部分學生也會主動詢問店家當初招牌的色彩設計過程互動甚佳。

（二）階段二︰環境與物件的審美批評性，本階段的教學範例如下。

     ● 鹹菜桶公共藝術品實地欣賞︰本校 800 公尺外有放置兩個超大型的舊式鹹菜桶，實

          際參訪時利用學生身體與物件對比凸顯原物件巨大的量體，該作品放置的區位缺乏公

          共認知性及歷史關聯性與維護因此產生視覺突兀，反而後面社區籃球場的一排小葉欖

          仁及樹下坐椅，更能吸引學生自動欣賞。

     ● 公車亭的設計討論︰部分過度設計或缺乏機能性，比起現場觀察，網路圖片更利於

          進行物件與環境整體性相互比較。

（三）階段三︰歷史脈絡的審美自主性，本階段的教學範例如下。

     ● 發現一學期時間仍難以提升感知度，同時也一改之前認知為主的學習單使用，而是

          透過更多元場域碰觸經驗建立對環境的熟悉度，同時也嘗試閒置公共空間的設計規

          劃。 
    ● 多元文化的建築空間體驗︰歷史街區中涵蓋日式、閩式以及現代建築實體，透過親身

         體驗感受不同文化影響生活方式，例如許多學生對日式宿舍中的榻榻米十分喜好，或

         坐或臥甚至會嘗試低下頭去聞藺草的氣味。

    ● 街區傳統技藝的學習︰潮州過去為鄰近的貨物集散中心，目前仍保有布行、青草茶、

         藤具等老店持續經營，與店家共同設計體驗課程如透過不同布料的穿搭感受質感與

         色彩的多樣，或用一學期每周一節帶領學生親自完成藤椅的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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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高度成長過程中，維繫人際關係的傳統逐漸被打破，彼此之間交集漸次減少，變成「無血緣、無地緣、

        無社緣」人情淡薄、不再有交集的社會。

5      當時文建會主委申學庸施政報告時提出「社區總體營造」之名詞，該詞以「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

        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來作為一類文化行政的新思維與政策」作為主要目標。

6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著名心理學家，專長於神經認知心理學，《Experiencing Art: In the Brain 

        of the Beholder》一書中，探討了大腦在藝術感知的情緒特徵。體驗藝術是該架構中引人入勝且引人入

       勝的論述，其詳細介紹了構成藝術體驗基礎的各種神經過程，其範圍從神經美學出發，不只是考慮光的物

        理學、眼睛的生理學以及文化象徵和政治等客觀因素。

圖 5 生活實踐審美教育教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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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果與討論

一、課程實施結果

  
      生活美學導向的課程是很有趣且常有新發現，學生常有驚人的發現，對教學者而言也是

提升教學活潑度的好方式。

（一）階段一︰形與色的單純審美，本階段的教學範例如下。

      ● 校園植物的造型與生態學︰國小常利用樹葉的色彩與造型加以變化聯想，國中階段

           則偏向較學理的造型認知與生態關聯性，如菩提葉的尾端細長捲曲便是利於雨水排除

           等。

     ● 周遭街屋觀察素描︰學生坐在人行道外面透過勾勒出基本線條去觀察二樓式街屋，

          從鐵窗到頂樓遮陽棚樣式甚多，並從增建比較中思索市容不佳與居住的需求關聯。

     ● 市招的產業特性色與彩分析︰本校右前方街道為傳統市場及密集的商業店家，教師

          先行設計學習單請學生紀錄單一店家的商品特性並分析市招的顏色色相與其比例是否

          符合店家特性。部分學生也會主動詢問店家當初招牌的色彩設計過程互動甚佳。

（二）階段二︰環境與物件的審美批評性，本階段的教學範例如下。

     ● 鹹菜桶公共藝術品實地欣賞︰本校 800 公尺外有放置兩個超大型的舊式鹹菜桶，實

          際參訪時利用學生身體與物件對比凸顯原物件巨大的量體，該作品放置的區位缺乏公

          共認知性及歷史關聯性與維護因此產生視覺突兀，反而後面社區籃球場的一排小葉欖

          仁及樹下坐椅，更能吸引學生自動欣賞。

     ● 公車亭的設計討論︰部分過度設計或缺乏機能性，比起現場觀察，網路圖片更利於

          進行物件與環境整體性相互比較。

（三）階段三︰歷史脈絡的審美自主性，本階段的教學範例如下。

     ● 發現一學期時間仍難以提升感知度，同時也一改之前認知為主的學習單使用，而是

          透過更多元場域碰觸經驗建立對環境的熟悉度，同時也嘗試閒置公共空間的設計規

          劃。 
    ● 多元文化的建築空間體驗︰歷史街區中涵蓋日式、閩式以及現代建築實體，透過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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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成果討論

      透過最生活化的接觸 ~ 步行過程中，在非刻意經營下學生逐漸參與社區生活美學的提升

活動中，生活體驗式之教學成效勝過課堂講述千百次，過程中的聊天討論環境美感，反而讓

學生更有主動想了解的動力。

（一）空間回憶的再現

      描繪習以為常的學校建築使學生可停駐欣賞，觀察時也會同步進行機能性與外觀性的比

較，許多學生還會回憶起在走廊欄杆罰寫課文或各類特別經驗，再次喚醒空間中的歷程記

憶。

（二）校園空間的有感

      筆者在進行課程時發現學生對於校園中隨意張貼歪斜各類宣傳的視覺亂象常不以為意，

因而嘗試透過科學的量測以佐證美感的秩序性，成果中學生透過誇張式的表演呈現洗手台缺

乏人體工學，而走廊開關的位置量測結果，竟發現 7個開關竟都不相同的水平距離上且歪斜，

另外學生更主動發覺男生廁所的尿桶都高低不一等，讓學生真實感受到美就存在基本的整齊

中。

（三）居民與學生的熱絡

      高齡化以及在地老化議題不再只是考試卷上的題目，而是不時出現在路邊長椅上下棋或

閒聊的三兩成群，或是坐在自家門口搧風、種菜甚至還有寫書法的長者景象，每每學生自然

地主動跟長者哈拉的社會交際能力，都令我咋舌稱奇，因為這些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總能讓長

者滄桑的臉上不斷露出燦爛的笑容。特別的是過程中還有鄰居特別拿食物給學生以作為鼓

勵。

（四）親身體驗後提升的環境敏感度

      精神價值的重視特別對科技原生族群的青少年學生而言，能彌補過度沉溺虛擬世界的空

虛。每次當走出校門的那一刻，明明習以為常的路徑上原本視而不見的景觀也都變得新奇而

有趣，都市公共家具設置是否妥當的探討，學生從人行道行走中的不便發出的抱怨與建議遠

比課堂中學習單的填寫更加貼切，對環境敏銳度的提升（如為了避開人行道遍地的狗屎而認

真地看著地面，同時也切身地體驗到環境美感與民眾道德的重要關聯）喚醒了內在生活美學

態度。

（五）歷史街區的五感體驗

      在地歷史脈絡的親身體驗，以觸覺、嗅覺等跨感官去感受粄條、青草茶、羊肉等舊時代

的場域氛圍，在地文化紮根更能提供學生未來能在具有自主文化價值的立場下進行審美判

斷，因為美感不會只顯現於單個物件而是整體的融合，透過多次的交流，如在老街藤椅編製

時，學生學習不只是技術而是感受老屋下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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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審美教育是需要理性的形式判斷及感性的親身體驗，美往往只有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

並非一般認為的先驗經驗。以藝術與生活環境共同媒材，才能提供完整的審美體驗，透過社

區場域的實踐，才能更貼切感知人的溫度，明白美其實真的很生活，比較與批評則是建立審

美判斷力不可或缺的過程，也是目前應再強化的地方。研究後發現目前學生確實存有很大的

實體空間疏離感，快速的生活模式及功利價值觀造成生活美學養成的阻礙，而學校課程正可

提供對平凡生活物件停駐觀看的機會。增加與社區的接觸，讓人對環境更有歸屬感，也才能

對在地文化保存延續有歷史觀點。進行生活環境審美課程時，教學者通常也會獲得以往沒有

的經驗與立即性的回饋，對教育觀念的修正有莫大的助益。誠如老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

言」，深刻的審美經驗都只會產生於真實感動中。

二、建議

      本文乃為執行七年美感教育的經驗歸納，未來可進一步將課程架構清晰化，另就研究而

知學生普遍感知空間很弱，對環境無感進而影響生活美學的判斷力，因而未來可再深究空

間疏離感的探討。其次，為了提升大學生在地參與實踐的社會責任而推動 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計畫，國中是在地扎根的最重要階段同時也是公民責任養成期，因此

建議 USR 計畫可發揮大手牽小手的機制，以環境美學為整體考量，深耕國中提升在地實踐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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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成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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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許多學生還會回憶起在走廊欄杆罰寫課文或各類特別經驗，再次喚醒空間中的歷程記

憶。

（二）校園空間的有感

      筆者在進行課程時發現學生對於校園中隨意張貼歪斜各類宣傳的視覺亂象常不以為意，

因而嘗試透過科學的量測以佐證美感的秩序性，成果中學生透過誇張式的表演呈現洗手台缺

乏人體工學，而走廊開關的位置量測結果，竟發現 7個開關竟都不相同的水平距離上且歪斜，

另外學生更主動發覺男生廁所的尿桶都高低不一等，讓學生真實感受到美就存在基本的整齊

中。

（三）居民與學生的熱絡

      高齡化以及在地老化議題不再只是考試卷上的題目，而是不時出現在路邊長椅上下棋或

閒聊的三兩成群，或是坐在自家門口搧風、種菜甚至還有寫書法的長者景象，每每學生自然

地主動跟長者哈拉的社會交際能力，都令我咋舌稱奇，因為這些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總能讓長

者滄桑的臉上不斷露出燦爛的笑容。特別的是過程中還有鄰居特別拿食物給學生以作為鼓

勵。

（四）親身體驗後提升的環境敏感度

      精神價值的重視特別對科技原生族群的青少年學生而言，能彌補過度沉溺虛擬世界的空

虛。每次當走出校門的那一刻，明明習以為常的路徑上原本視而不見的景觀也都變得新奇而

有趣，都市公共家具設置是否妥當的探討，學生從人行道行走中的不便發出的抱怨與建議遠

比課堂中學習單的填寫更加貼切，對環境敏銳度的提升（如為了避開人行道遍地的狗屎而認

真地看著地面，同時也切身地體驗到環境美感與民眾道德的重要關聯）喚醒了內在生活美學

態度。

（五）歷史街區的五感體驗

      在地歷史脈絡的親身體驗，以觸覺、嗅覺等跨感官去感受粄條、青草茶、羊肉等舊時代

的場域氛圍，在地文化紮根更能提供學生未來能在具有自主文化價值的立場下進行審美判

斷，因為美感不會只顯現於單個物件而是整體的融合，透過多次的交流，如在老街藤椅編製

時，學生學習不只是技術而是感受老屋下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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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審美教育是需要理性的形式判斷及感性的親身體驗，美往往只有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

並非一般認為的先驗經驗。以藝術與生活環境共同媒材，才能提供完整的審美體驗，透過社

區場域的實踐，才能更貼切感知人的溫度，明白美其實真的很生活，比較與批評則是建立審

美判斷力不可或缺的過程，也是目前應再強化的地方。研究後發現目前學生確實存有很大的

實體空間疏離感，快速的生活模式及功利價值觀造成生活美學養成的阻礙，而學校課程正可

提供對平凡生活物件停駐觀看的機會。增加與社區的接觸，讓人對環境更有歸屬感，也才能

對在地文化保存延續有歷史觀點。進行生活環境審美課程時，教學者通常也會獲得以往沒有

的經驗與立即性的回饋，對教育觀念的修正有莫大的助益。誠如老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

言」，深刻的審美經驗都只會產生於真實感動中。

二、建議

      本文乃為執行七年美感教育的經驗歸納，未來可進一步將課程架構清晰化，另就研究而

知學生普遍感知空間很弱，對環境無感進而影響生活美學的判斷力，因而未來可再深究空

間疏離感的探討。其次，為了提升大學生在地參與實踐的社會責任而推動 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計畫，國中是在地扎根的最重要階段同時也是公民責任養成期，因此

建議 USR 計畫可發揮大手牽小手的機制，以環境美學為整體考量，深耕國中提升在地實踐

效益。



- 196 -

2021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 

 16 / 17 
 

 
課程相片 

  
說明:日式空間的體驗與長者的聊天 說明:學生對弱勢老人主動 

  
說明:在街區老店布料的認識與店長的隨興創意設計 

  
說明:在街區老屋編制傳統藤椅與完成結果 

   
說明:市招的色彩學分析 說明:張貼空間的秩序測量 

- 197 -

參考文獻

     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 2016 ﹚。藝術的法則 ~ 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原作

者︰ Pierre Bourdieu）。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

     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103 年度因公派員出國研究計畫「赴美國紐約林肯中心進行美

感教育之研究與推展」報告書。未出版。2021 年 05 月 01 日取自 https://report.nat.gov.tw/
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10303633
      呂廷和（譯）（2007）。透過藝術的教育（原作者︰ Herbert Read）臺北市：藝術家。

      洪如玉、陳惠青（2016）。解構哲學之探討及其對審美教育學之啟示。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61，1，115-137。
      風傳媒（2015 年 04 月 23 日）。「醜」城市改造專家，這次要來拯救世界最醜的城市 ─
台北。2021 年 05 月 03 日取自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7058
      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報告書。2021 年 05 月 01 日取自 https://ws   
.moe.edu.tw/001/Upload/8/relfile/0/2073/e221c236-b969-470f-9cc2-ecb30bc9fb47.pdf
      莊雅琇（譯）（2015）。社區設計︰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不只是設計（原   作者︰

山崎亮）。臺北市︰臉譜。

        蔡元培（1983）。蔡元培美學文選。北京︰北京大學。

        漢寶德（2004）。「漢寶德談美」。臺北市︰聯經。

        蔣勳（2006）。美的覺醒︰蔣勳和你談眼、耳、鼻、舌、意。臺北市︰遠流。

        劉文潭（譯）（2001）。六大美學理念史（原作者︰ Wladyslaw Tatarkiewicz）。臺北市︰

聯經。

       蘇昭英、蔡季勳主編（1999）。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 。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

        Berleant , A.(1922). 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 Philadelphia : Temple University.
        Elliott, J.(1991).Action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change. UK ︰ Open University Press.
       Leder, H., Belke, B., Oeberst, A., et al. (2004). A model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aesthetic 
judgment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95, 489-508. 
      Leder, H.,Gerger, G.,& Brieber, D. (2015). Aesthetic appreciation ︰ Convergence from 
experimental aesthetics and physiology. (2015). Huston, P., Nadal, M., Mora, F., Agnati, L. F., & 
Cela-Conde, C. J.(Eds.), Art, Aesthetics, and the Brain(pp.57-74). U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lcher, D. & Cavanagh, P. (2013). Pictorial cues in art and in visual perception. In Bacci, F. & 
Melcher, D.(Eds.). Art and the Senses(pp.359-394). U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lchionne, K. (2013), The Definition of Everyday Aesthetics.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11, 
Introduction.



- 196 -

2021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 

 16 / 17 
 

 
課程相片 

  
說明:日式空間的體驗與長者的聊天 說明:學生對弱勢老人主動 

  
說明:在街區老店布料的認識與店長的隨興創意設計 

  
說明:在街區老屋編制傳統藤椅與完成結果 

   
說明:市招的色彩學分析 說明:張貼空間的秩序測量 

- 197 -

參考文獻

     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 2016 ﹚。藝術的法則 ~ 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原作

者︰ Pierre Bourdieu）。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

     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103 年度因公派員出國研究計畫「赴美國紐約林肯中心進行美

感教育之研究與推展」報告書。未出版。2021 年 05 月 01 日取自 https://report.nat.gov.tw/
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10303633
      呂廷和（譯）（2007）。透過藝術的教育（原作者︰ Herbert Read）臺北市：藝術家。

      洪如玉、陳惠青（2016）。解構哲學之探討及其對審美教育學之啟示。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61，1，115-137。
      風傳媒（2015 年 04 月 23 日）。「醜」城市改造專家，這次要來拯救世界最醜的城市 ─
台北。2021 年 05 月 03 日取自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7058
      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報告書。2021 年 05 月 01 日取自 https://ws   
.moe.edu.tw/001/Upload/8/relfile/0/2073/e221c236-b969-470f-9cc2-ecb30bc9fb47.pdf
      莊雅琇（譯）（2015）。社區設計︰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不只是設計（原   作者︰

山崎亮）。臺北市︰臉譜。

        蔡元培（1983）。蔡元培美學文選。北京︰北京大學。

        漢寶德（2004）。「漢寶德談美」。臺北市︰聯經。

        蔣勳（2006）。美的覺醒︰蔣勳和你談眼、耳、鼻、舌、意。臺北市︰遠流。

        劉文潭（譯）（2001）。六大美學理念史（原作者︰ Wladyslaw Tatarkiewicz）。臺北市︰

聯經。

       蘇昭英、蔡季勳主編（1999）。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 。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

        Berleant , A.(1922). 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 Philadelphia : Temple University.
        Elliott, J.(1991).Action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change. UK ︰ Open University Press.
       Leder, H., Belke, B., Oeberst, A., et al. (2004). A model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aesthetic 
judgment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95, 489-508. 
      Leder, H.,Gerger, G.,& Brieber, D. (2015). Aesthetic appreciation ︰ Convergence from 
experimental aesthetics and physiology. (2015). Huston, P., Nadal, M., Mora, F., Agnati, L. F., & 
Cela-Conde, C. J.(Eds.), Art, Aesthetics, and the Brain(pp.57-74). U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lcher, D. & Cavanagh, P. (2013). Pictorial cues in art and in visual perception. In Bacci, F. & 
Melcher, D.(Eds.). Art and the Senses(pp.359-394). U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lchionne, K. (2013), The Definition of Everyday Aesthetics.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11, 
Introduction.



- 199 -

創意水彩技法教學融入於美感教育之研究
—以大班幼兒提升美感經驗為例—

游絨絨

壹、緒論

貳、美感教學實務

參、創意教學設計

肆、教學系統設計實施成果 伍、結論
◎運用教學系統設計，將創意水彩技法
教學分層次帶入活動中，豐富幼兒美感

◎使用創意水彩技法教學可有效激發幼
兒創作水彩的主動性。

◎創意水彩技法教學有效提升對於美感
的覺知

實施後期，幼兒自發性創作的作品

研究背景

一、在Katz,L.G(1972)提出教
師自我成長階段，研究者
檢視自我教學歷程，進入
創新期，透過教學研究有
助於創新教學內容。

二、服務學校生態環境豐富，
幼兒的學習環境中處處都
是自然美感的呈現。

三、研究者本身對藝術教學很
有興趣。

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

一、教學現場的反思與觀察。
二、相關水彩應用於幼兒園教

學研究少。
三、期待研究後的成效。

美感教學定義

依據邱紹雯(2017)在親子天下期刊發表關
於美感教學的內容中指出，美感課程設計上
以視覺的六大形式為架構 。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教學系統設計

朱則剛(2000)指出Glaser(1962)發展出第
一個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強調在設計課程
活動時，會以宏觀的角度去思考教學策略。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文獻探討

幼兒美感教育 創意教學 水彩技法

一、美感教育搭配學習環境，
有助於提升學習動機。
二、設計貼近幼兒生活經驗
的課程，能將美感經驗反饋
於創作作品中。

一、年資與教學創新成正比。
二、善用社區資源，可相輔
相成為創意教學的主軸。
三、擴散性思考問題的提問，
有助於幼兒流暢力的提升。

一、水彩創作過程中，能培
養孩子的穩定力。
二、水彩教學不單是技巧的
培養，強調透過色彩來經驗
世界。

本研究在進行課程設計時，採
陳龍安(2016)培養學生創造力的
教學模式進行發想，研究者統整
如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另外，也結合學者張世宗
(2004)提出「課程系統設計」模
式，將教學分為五階段來依序規
劃與分析。

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教學主題訂定
將「創意水彩技法」課程主題

概念先行分析如下圖五大部分：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教學主題分析
1.班級經營氛圍
2.學習者特性

三、教學主題概念
使用水彩操作與創作技法為基
礎，透過實際性創作、賞析畫作
及開放性討論去提升幼兒美感經
驗的學習體驗。

四、教學主題活動
活動的設計會豐富及提供學習
鷹架來支持幼兒的創作思考脈絡。

五、教學主題教材
教室環境與擺放的素材，皆須依幼兒生
活環境中熟悉的物品相關，透過教材的準
備也可以延續學習的自主性。

水彩區實景圖 提供相關工具書

美化展示架 重視陳設幼兒作品時的氛圍

創意教學分析

創意水彩教學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實施成果-美展發表

統整為期十五週的教學歷程，結合教育部頒
定幼兒園新課綱中「美感」領域之面向能力進
行美感經驗的學習評估。

十五週的教學中，每週三為班級水彩日----
Colorful Day，規劃五層次，循序漸進疊加每
一次幼兒的創作經驗，並從畫作分析中了解大
班幼兒在美感經驗的提升表現。

直升大班的幼兒從在中
班時，就有欣賞小學部哥
哥姊姊美展的舊經驗，因
此當活動進行到中段，便
有幼兒在團討時提出想辦
美展給爸爸媽媽欣賞自己
的水彩畫作。(邀請家長
入園前，先舉辦園內美展)

園內美展，邀請他班幼兒參觀

正式美展，邀請家長入園參觀

家長回饋

謝謝班級老師的用心，讓孩子大大的進步，進而在畫作
中發揮超能的想像力，創作出許多一年多前無法表現的構
圖能力。 (1100119-C11家長回饋單)

感謝老師們的辛苦栽培，有看到孩子對水彩的興奮與喜
歡，會告訴明天有水彩要早點送學校，在家玩畫筆會想到
在學校玩的水彩畫，從中也認識很多顏色感謝孩子的成長，
希望水彩活動繼續開辦。 (1100119-C26家長回饋單)

最大的收穫是孩子對色彩的掌握越來越精準，也越來越大
氣得揮灑自己的作品，謝謝老師！

(1100119-C12家長回饋單)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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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感教學的內容中指出，美感課程設計上
以視覺的六大形式為架構 。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教學系統設計

朱則剛(2000)指出Glaser(1962)發展出第
一個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強調在設計課程
活動時，會以宏觀的角度去思考教學策略。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文獻探討

幼兒美感教育 創意教學 水彩技法

一、美感教育搭配學習環境，
有助於提升學習動機。
二、設計貼近幼兒生活經驗
的課程，能將美感經驗反饋
於創作作品中。

一、年資與教學創新成正比。
二、善用社區資源，可相輔
相成為創意教學的主軸。
三、擴散性思考問題的提問，
有助於幼兒流暢力的提升。

一、水彩創作過程中，能培
養孩子的穩定力。
二、水彩教學不單是技巧的
培養，強調透過色彩來經驗
世界。

本研究在進行課程設計時，採
陳龍安(2016)培養學生創造力的
教學模式進行發想，研究者統整
如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另外，也結合學者張世宗
(2004)提出「課程系統設計」模
式，將教學分為五階段來依序規
劃與分析。

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教學主題訂定
將「創意水彩技法」課程主題
概念先行分析如下圖五大部分：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教學主題分析
1.班級經營氛圍
2.學習者特性

三、教學主題概念
使用水彩操作與創作技法為基

礎，透過實際性創作、賞析畫作
及開放性討論去提升幼兒美感經
驗的學習體驗。

四、教學主題活動
活動的設計會豐富及提供學習

鷹架來支持幼兒的創作思考脈絡。

五、教學主題教材
教室環境與擺放的素材，皆須依幼兒生
活環境中熟悉的物品相關，透過教材的準
備也可以延續學習的自主性。

水彩區實景圖 提供相關工具書

美化展示架 重視陳設幼兒作品時的氛圍

創意教學分析

創意水彩教學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實施成果-美展發表

統整為期十五週的教學歷程，結合教育部頒
定幼兒園新課綱中「美感」領域之面向能力進
行美感經驗的學習評估。

十五週的教學中，每週三為班級水彩日----
Colorful Day，規劃五層次，循序漸進疊加每
一次幼兒的創作經驗，並從畫作分析中了解大
班幼兒在美感經驗的提升表現。

直升大班的幼兒從在中
班時，就有欣賞小學部哥
哥姊姊美展的舊經驗，因
此當活動進行到中段，便
有幼兒在團討時提出想辦
美展給爸爸媽媽欣賞自己
的水彩畫作。(邀請家長
入園前，先舉辦園內美展)

園內美展，邀請他班幼兒參觀

正式美展，邀請家長入園參觀

家長回饋

謝謝班級老師的用心，讓孩子大大的進步，進而在畫作
中發揮超能的想像力，創作出許多一年多前無法表現的構
圖能力。 (1100119-C11家長回饋單)

感謝老師們的辛苦栽培，有看到孩子對水彩的興奮與喜
歡，會告訴明天有水彩要早點送學校，在家玩畫筆會想到
在學校玩的水彩畫，從中也認識很多顏色感謝孩子的成長，
希望水彩活動繼續開辦。 (1100119-C26家長回饋單)

最大的收穫是孩子對色彩的掌握越來越精準，也越來越大
氣得揮灑自己的作品，謝謝老師！

(1100119-C12家長回饋單)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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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藝家 作品圖片 作品名稱 參考部分記憶點

保羅．蘇德勒 無題 樂燒與火痕

特別的燒製

的方式成為

特色

羅夫． 貝瑟拉 無名壺 日式彩繪技法

華麗繁複的釉

色在視覺上

引人注目

安德烈．薩

克斯
神祕壺

東方葫蘆造型

及西方寶石裝

飾

壺蓋使用寶石

作為點綴使人

印象深刻

庫特． 維瑟 無題茶壺
古典風格繪畫

結合立體造型

以自身繪畫技巧

給予作品特色

理查． 諾金

立方體頭骨茶

壺：茶、血和

鴉片

（宜興系列）

反映血淋淋的歷

史、社會現象利

用紫砂壺原料作

以特殊的陶土

做創作，其強

烈的使命感得

到注目與深思

楊文霓 刻紋彩陶經瓶

實用陶器組合

成非實用造型

綠色釉系列

深遠的綠釉令

人印象深刻

姚克洪 地紋的十三

行詩

模擬被擠壓的

自然結構以及

十三行文化事

件的紀錄精神

以台灣事件作為

靈感，富有愛國

情懷，發人省思

瑪格麗特．

戴波

〈從北京到伊

斯坦堡/胡同系

列1.淺藍2.綠

3.黃綠〉

利用灌模手法

大量複製同樣

造型，裝飾圖

案以當地特色

為靈感

作品呈現中國

胡同的景色，

顏色鮮明對比

，灌漿手法富

有系列性

柏克．德弗

里斯

美枝．辛普森

觀音像

現成玩具以及

瑕疵陶瓷的複

合媒材

以社會大眾熟

知的符號創作

，抓住觀者眼

睛

．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自2004年起開始，為臺灣大型國際陶藝展覽，透過主題性策

展、陶藝作品競賽，推動陶瓷產業發展，鼓勵當代陶藝創作。

壹、緒論

．鶯歌陶瓷博物館

     鶯歌為200多年歷史的製陶小城，新北市政府在2000年底開

設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為台灣首座以陶瓷為主題的博物館。

2018年展覽主視覺

摘要

     筆者經營陶藝個人工作室，製作實用器皿，為了尋求自由的創

作型態，因而投入陶藝造型創作領域。從多次展覽、比賽經驗中，

試圖對國內外陶藝競賽的評選系統有所了解，決定先從台灣部分著

手研究。透過文化符碼三層說深度分析展覽中的9位陶藝家及其9

件代表作，並將分析出來的資訊統整成清晰表格。

     經過對作品的解析後，從中得出其嶄露頭角的特色點，不僅做

為自己參加比賽的學習，也讓有志於參加陶藝展覽、競賽的人，能

將此論文的資訊回歸自身創作。

關鍵詞：

陶藝造型創作、2018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文化符碼三層說

．策展人

      2018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首度評選台灣本地策展人邵婷如

（1963-）組織展覽，強調外來文化衝擊下，如何省思在地文化與

周遭生活環境。

加拿大2%

中國大陸2%

韓國5%

比利時2%

法國2% 荷蘭2%

日本28%

美國30%

臺灣23%

國籍分佈百分比

貳、研究方法

．文化符碼三層說 

     文化的定義是指對於不同的人群生活的區別性，其可分為三個

層次：形而上層次（活動與語言）；形而中層次（人群相處、互動

、溝通的制度）；形而下層次（人群使用的器物），依照三個層次

去推斷，能得出不同人群間的「特色」。

．筆者整理的三層說

     為了使分析的表格更符合陶藝作品，因此筆者自己整理出適合

此研究的表格，從策略層、意義層、技術層3大部分，細分6個項目

：主題、策略、理念、關鍵字、象徵、形式以及媒材做深度分析。

筆者整理的三層說表格

策略層

意義層

技術層

策略

主題

理念

關鍵字

象徵

形式

媒材

．個案研究法

     以2018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陶藝的人文回歸：從藝術的精神

原點談起」為研究對象，為呼應當前地球村現況：東西文化交融的現象以

及如何從中觀看自身文化，故選擇將範圍縮小至子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

會」。

．文獻研究法

     以《陶藝的人文回歸 從藝術的精神原點談起》一書為資料庫，將子

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所包含的9位陶藝家做介紹，並分析其代表作

共9件。

參、結果與討論

．展覽子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

     美國當代陶藝之父彼得．沃克森（Peter Voulkos，1924-2002）

接觸抽象表現主義後，決定捨棄陶瓷的實用功能，轉以內在直覺、即興

發揮的方式表現泥土本質與量感，開啟陶藝創作新的發展。戰後許多西

方的陶藝家受到東方哲學與日本禪學的影響，而東方同樣也受到西方文

化的渲染，因此1950年為東西文化的交點。

．陶藝家和作品文化符碼分析

1.美國陶藝家保羅．蘇德勒（Paul Soldner，1921-2011）

     其為美國的樂燒之父：將日本樂燒推向美國。1960 年，根據英

國陶藝家伯納．李奇（Bernard Howel l  Leach，1887-1979） 的

《陶藝手冊》自學樂燒，並奉樂燒為「美」的表現。

策略

主題

理念

關鍵字

象徵

形式

媒材

〈無題〉

40.5x13.3x28.8cm，1985 年

陶板，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策
略
層 1.命題給予觀眾想像空間

2.期望觀眾對自己作品能有各種想法

3.增添作品隨興、無法預測感

4.陶藝家認為視覺為唯一語彙不需做文字說明

意
義
層

1.樂燒 2.無意識

技
術
層

使用日本樂燒手法顯示東西文化的相互影響

1.無意識構思的造型

2.遍布於作品不規則的火紋

3.上寬下窄的構成

4.作品表面有撕扯、工具使用、手紋壓痕

5.片狀結構中藏有圓形結構

陶、樂燒

自學日本傳統樂燒，以無意識手法創作後進行

樂燒，並認為樂燒的火痕是美學的展現。

2.台灣陶藝家姚克洪（1953-）

策略

主題

理念

關鍵字

象徵

〈地紋的十三行詩〉

21.5x17.5x11.5cm，1993 年，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典藏

策
略
層

1.地紋為地底的樣貌

2.十三行詩為十三行遺址事件：公共建設與遺址保存的衝突

3.若要理解此命題需要對台灣歷史事件、環境有所關注

4.詩歌為傳唱所用，陶藝家利用此特點，以一種歌頌的心態去

說明事件，讓後人去傳唱

1.十三行文化 2.本土關懷 3.文化遺址保存 4.反思

1.作品皺褶的部分象徵著地紋，也象徵著傳統歷史文物的被擠        

壓與委屈

2.將皺褶「框住」並以圓柱刺穿，象徵著對歷史文物的破壞，  

也意旨政府不重視歷史文物的作為

3.作品整體顏色以土色表現，象徵與大地親近，也象徵著歷史

事件的赤裸

4.陶藝家以化妝土表現陳舊感，試圖象徵一種被遺忘的氛圍

創作者關懷本土文化，此作品靈感為十三行文化遺址保存爭端，作

為一個事件的紀錄，試圖引人反思現代社會發展快速，在發展下犧

牲的人事物

意
義
層

意
義
層

1.色調和諧而統一

2.較剛硬的長方形框與中央軟性皺褶結構形成視覺上的對比

3.皺著部份堆疊、擠壓，富有節奏感

4.作品表面留下撕扯以及塗泥漿的創作痕跡，加上泥土的自然

龜裂，營造狂野的風格 

5.化妝土表現出斑駁感

6.雜揉於土中的熟料，燒製出白點，使作品具有獨特情感

1.陶 2.化妝土 3.熟料

肆、結論與建議

形式

媒材

技
術
層

    每位陶藝家著重的部分不同，有人著重於技巧的深耕，保羅．蘇德

勒自學樂燒並奉為美的展現；又如理查．諾金著重於故事、諷刺性，利

用創作來為大環境發聲；有些則如楊文霓，在故宮研究綠色釉的個人經

驗，成為作品中強烈的個人特色。他們皆從花花世界中找到了自我定位

，由本身的核心價值觀、經驗、觀察出發，透過泥塑，將無形的概念建

構出可視的作品。

    筆者也從中觀察到運用符號的重要性，柏克．德弗里斯將普羅大眾

熟悉的元素例如：現代器物、玩具等，以複合媒材的方式進行創作，除

了陶藝家自身的情感及關心之事物，敏銳的觀察力也十分重要，如何從

生活中擷取元素做為自我情感的投射，拉近觀者與作品的距離。而距離

即是建立「連結」，一件作品如果沒有與觀者或社會環境產生連結，是

否就會成為一場空談？有些陶藝家放眼世界，思考著世界和平，有些則

從關懷周遭環境開始，例如姚克洪，以記錄台灣本土十三行文化遺址事

件作為作品的核心，並透過作品試圖使人反思文化保存的問題。

    在資訊爆炸的社會，唯有從泥土回到人的核心，方能找到自我特色

，與眾不同。無論何種文化，我們都能從中獲取適合自己的部分，如安

德烈．薩克斯，擷取東方葫蘆作為造型靈感，以西方的寶石作為裝飾。

社會不停改變且相互影響，唯有越靠近自身的作品，透過敏銳的觀察力

，熟練的泥塑技巧，方能在陶藝創作的道路上持續前進。

    陶藝家經過漫長的摸索與淬鍊，從中演變富有個人特色的視覺語彙

，是讓評審與觀眾記住的要素。綜觀上述資料，筆者整理出每位陶藝家

在命題、理念抑或是形式表現上的技巧等面向，感到印象深刻的部分。

     全職陶藝家，其作品充滿詩意與文學感，注重與土地的連結。陶藝

家將現代議題揉進土中，以藝術探討十三行遺址的議題，關於政府公共

建設與文化遺址的爭議，透過作品紀錄當時事件，並向後世傳唱，帶領

觀者從「形」進入「意」。

．國籍分布

     此次展覽由5位評審：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廖新田、文化部政

務次長蕭宗煌、前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副教授黎志文、前台北

當代美術館館長石瑞仁以及獨立策展人胡永芬評選出10國43位陶

藝家。

．主題與子題

     「陶藝的人文回歸：從藝術的精神原點談起」為此次展覽的主

題，並分支6子題：「前言」、「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在地

文化的內在考掘」、「人土疏離的環境憂患」、「身體與土的能量

交 流」、「母土大地的生命禮讚」。

2018 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陶藝的人文回歸:從藝術的精神原點談起」評選作品分析

――以子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為例

張官瑀辰 藝術與設計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瑞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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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藝家 作品圖片 作品名稱 參考部分記憶點

保羅．蘇德勒 無題 樂燒與火痕

特別的燒製

的方式成為

特色

羅夫． 貝瑟拉 無名壺 日式彩繪技法

華麗繁複的釉

色在視覺上

引人注目

安德烈．薩

克斯
神祕壺

東方葫蘆造型

及西方寶石裝

飾

壺蓋使用寶石

作為點綴使人

印象深刻

庫特． 維瑟 無題茶壺
古典風格繪畫

結合立體造型

以自身繪畫技巧

給予作品特色

理查． 諾金

立方體頭骨茶

壺：茶、血和

鴉片

（宜興系列）

反映血淋淋的歷

史、社會現象利

用紫砂壺原料作

以特殊的陶土

做創作，其強

烈的使命感得

到注目與深思

楊文霓 刻紋彩陶經瓶

實用陶器組合

成非實用造型

綠色釉系列

深遠的綠釉令

人印象深刻

姚克洪 地紋的十三

行詩

模擬被擠壓的

自然結構以及

十三行文化事

件的紀錄精神

以台灣事件作為

靈感，富有愛國

情懷，發人省思

瑪格麗特．

戴波

〈從北京到伊

斯坦堡/胡同系

列1.淺藍2.綠

3.黃綠〉

利用灌模手法

大量複製同樣

造型，裝飾圖

案以當地特色

為靈感

作品呈現中國

胡同的景色，

顏色鮮明對比

，灌漿手法富

有系列性

柏克．德弗

里斯

美枝．辛普森

觀音像

現成玩具以及

瑕疵陶瓷的複

合媒材

以社會大眾熟

知的符號創作

，抓住觀者眼

睛

．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自2004年起開始，為臺灣大型國際陶藝展覽，透過主題性策

展、陶藝作品競賽，推動陶瓷產業發展，鼓勵當代陶藝創作。

壹、緒論

．鶯歌陶瓷博物館

     鶯歌為200多年歷史的製陶小城，新北市政府在2000年底開

設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為台灣首座以陶瓷為主題的博物館。

2018年展覽主視覺

摘要

     筆者經營陶藝個人工作室，製作實用器皿，為了尋求自由的創

作型態，因而投入陶藝造型創作領域。從多次展覽、比賽經驗中，

試圖對國內外陶藝競賽的評選系統有所了解，決定先從台灣部分著

手研究。透過文化符碼三層說深度分析展覽中的9位陶藝家及其9

件代表作，並將分析出來的資訊統整成清晰表格。

     經過對作品的解析後，從中得出其嶄露頭角的特色點，不僅做

為自己參加比賽的學習，也讓有志於參加陶藝展覽、競賽的人，能

將此論文的資訊回歸自身創作。

關鍵詞：

陶藝造型創作、2018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文化符碼三層說

．策展人

      2018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首度評選台灣本地策展人邵婷如

（1963-）組織展覽，強調外來文化衝擊下，如何省思在地文化與

周遭生活環境。

加拿大2%

中國大陸2%

韓國5%

比利時2%

法國2% 荷蘭2%

日本28%

美國30%

臺灣23%

國籍分佈百分比

貳、研究方法

．文化符碼三層說 

     文化的定義是指對於不同的人群生活的區別性，其可分為三個

層次：形而上層次（活動與語言）；形而中層次（人群相處、互動

、溝通的制度）；形而下層次（人群使用的器物），依照三個層次

去推斷，能得出不同人群間的「特色」。

．筆者整理的三層說

     為了使分析的表格更符合陶藝作品，因此筆者自己整理出適合

此研究的表格，從策略層、意義層、技術層3大部分，細分6個項目

：主題、策略、理念、關鍵字、象徵、形式以及媒材做深度分析。

筆者整理的三層說表格

策略層

意義層

技術層

策略

主題

理念

關鍵字

象徵

形式

媒材

．個案研究法

     以2018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陶藝的人文回歸：從藝術的精神

原點談起」為研究對象，為呼應當前地球村現況：東西文化交融的現象以

及如何從中觀看自身文化，故選擇將範圍縮小至子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

會」。

．文獻研究法

     以《陶藝的人文回歸 從藝術的精神原點談起》一書為資料庫，將子

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所包含的9位陶藝家做介紹，並分析其代表作

共9件。

參、結果與討論

．展覽子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

     美國當代陶藝之父彼得．沃克森（Peter Voulkos，1924-2002）

接觸抽象表現主義後，決定捨棄陶瓷的實用功能，轉以內在直覺、即興

發揮的方式表現泥土本質與量感，開啟陶藝創作新的發展。戰後許多西

方的陶藝家受到東方哲學與日本禪學的影響，而東方同樣也受到西方文

化的渲染，因此1950年為東西文化的交點。

．陶藝家和作品文化符碼分析

1.美國陶藝家保羅．蘇德勒（Paul Soldner，1921-2011）

     其為美國的樂燒之父：將日本樂燒推向美國。1960 年，根據英

國陶藝家伯納．李奇（Bernard Howel l  Leach，1887-1979） 的

《陶藝手冊》自學樂燒，並奉樂燒為「美」的表現。

策略

主題

理念

關鍵字

象徵

形式

媒材

〈無題〉

40.5x13.3x28.8cm，1985 年

陶板，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策
略
層 1.命題給予觀眾想像空間

2.期望觀眾對自己作品能有各種想法

3.增添作品隨興、無法預測感

4.陶藝家認為視覺為唯一語彙不需做文字說明

意
義
層

1.樂燒 2.無意識

技
術
層

使用日本樂燒手法顯示東西文化的相互影響

1.無意識構思的造型

2.遍布於作品不規則的火紋

3.上寬下窄的構成

4.作品表面有撕扯、工具使用、手紋壓痕

5.片狀結構中藏有圓形結構

陶、樂燒

自學日本傳統樂燒，以無意識手法創作後進行

樂燒，並認為樂燒的火痕是美學的展現。

2.台灣陶藝家姚克洪（1953-）

策略

主題

理念

關鍵字

象徵

〈地紋的十三行詩〉

21.5x17.5x11.5cm，1993 年，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典藏

策
略
層

1.地紋為地底的樣貌

2.十三行詩為十三行遺址事件：公共建設與遺址保存的衝突

3.若要理解此命題需要對台灣歷史事件、環境有所關注

4.詩歌為傳唱所用，陶藝家利用此特點，以一種歌頌的心態去

說明事件，讓後人去傳唱

1.十三行文化 2.本土關懷 3.文化遺址保存 4.反思

1.作品皺褶的部分象徵著地紋，也象徵著傳統歷史文物的被擠        

壓與委屈

2.將皺褶「框住」並以圓柱刺穿，象徵著對歷史文物的破壞，  

也意旨政府不重視歷史文物的作為

3.作品整體顏色以土色表現，象徵與大地親近，也象徵著歷史

事件的赤裸

4.陶藝家以化妝土表現陳舊感，試圖象徵一種被遺忘的氛圍

創作者關懷本土文化，此作品靈感為十三行文化遺址保存爭端，作

為一個事件的紀錄，試圖引人反思現代社會發展快速，在發展下犧

牲的人事物

意
義
層

意
義
層

1.色調和諧而統一

2.較剛硬的長方形框與中央軟性皺褶結構形成視覺上的對比

3.皺著部份堆疊、擠壓，富有節奏感

4.作品表面留下撕扯以及塗泥漿的創作痕跡，加上泥土的自然

龜裂，營造狂野的風格 

5.化妝土表現出斑駁感

6.雜揉於土中的熟料，燒製出白點，使作品具有獨特情感

1.陶 2.化妝土 3.熟料

肆、結論與建議

形式

媒材

技
術
層

    每位陶藝家著重的部分不同，有人著重於技巧的深耕，保羅．蘇德

勒自學樂燒並奉為美的展現；又如理查．諾金著重於故事、諷刺性，利

用創作來為大環境發聲；有些則如楊文霓，在故宮研究綠色釉的個人經

驗，成為作品中強烈的個人特色。他們皆從花花世界中找到了自我定位

，由本身的核心價值觀、經驗、觀察出發，透過泥塑，將無形的概念建

構出可視的作品。

    筆者也從中觀察到運用符號的重要性，柏克．德弗里斯將普羅大眾

熟悉的元素例如：現代器物、玩具等，以複合媒材的方式進行創作，除

了陶藝家自身的情感及關心之事物，敏銳的觀察力也十分重要，如何從

生活中擷取元素做為自我情感的投射，拉近觀者與作品的距離。而距離

即是建立「連結」，一件作品如果沒有與觀者或社會環境產生連結，是

否就會成為一場空談？有些陶藝家放眼世界，思考著世界和平，有些則

從關懷周遭環境開始，例如姚克洪，以記錄台灣本土十三行文化遺址事

件作為作品的核心，並透過作品試圖使人反思文化保存的問題。

    在資訊爆炸的社會，唯有從泥土回到人的核心，方能找到自我特色

，與眾不同。無論何種文化，我們都能從中獲取適合自己的部分，如安

德烈．薩克斯，擷取東方葫蘆作為造型靈感，以西方的寶石作為裝飾。

社會不停改變且相互影響，唯有越靠近自身的作品，透過敏銳的觀察力

，熟練的泥塑技巧，方能在陶藝創作的道路上持續前進。

    陶藝家經過漫長的摸索與淬鍊，從中演變富有個人特色的視覺語彙

，是讓評審與觀眾記住的要素。綜觀上述資料，筆者整理出每位陶藝家

在命題、理念抑或是形式表現上的技巧等面向，感到印象深刻的部分。

     全職陶藝家，其作品充滿詩意與文學感，注重與土地的連結。陶藝

家將現代議題揉進土中，以藝術探討十三行遺址的議題，關於政府公共

建設與文化遺址的爭議，透過作品紀錄當時事件，並向後世傳唱，帶領

觀者從「形」進入「意」。

．國籍分布

     此次展覽由5位評審：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廖新田、文化部政

務次長蕭宗煌、前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副教授黎志文、前台北

當代美術館館長石瑞仁以及獨立策展人胡永芬評選出10國43位陶

藝家。

．主題與子題

     「陶藝的人文回歸：從藝術的精神原點談起」為此次展覽的主

題，並分支6子題：「前言」、「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在地

文化的內在考掘」、「人土疏離的環境憂患」、「身體與土的能量

交 流」、「母土大地的生命禮讚」。

2018 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陶藝的人文回歸:從藝術的精神原點談起」評選作品分析

――以子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為例

張官瑀辰 藝術與設計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瑞士2%

以文化符碼分析大友克洋之動畫 
Analyze Otomo Katsuyo's animation with cultural codes 

張芸嘉 1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 號,台灣 

吳偉谷 2 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 號,台灣 

摘 要 

在這個資訊科技發展迅速的時代，影視創作發展日漸興盛，電影的製作除了真人拍攝外，「動畫」影視的誕生更是一項技術的里程碑，讓

創作者擁有了更多表現畫面的手法與媒介，隨著時代的發展動畫產業亦是成為今日各國用心發展的文化創作項目。2020 年因為疫情影響

全球，許多影視作品皆延期上映，電影院選擇重新上映多部經典電影以填補這段空白時期。日本知名動畫導演大友克洋的成名作《阿基拉》

（1988）的數位修復版於之前上映，並在年輕族群中獲得熱烈回響。這部科幻動畫電影，曾在國際舞台中多次獲獎並成為後來許多影視作

品所致敬的經典。大友克洋的動畫在眾多科幻作品之中擁有他獨特識別風格。面對廣大的群眾，如何透過畫面設計使劇情更具有層次性以

獲得觀眾的青睞，其手法與要素為何?本研究希望透過文化符碼理論閱讀大友克洋動畫場景的創作規則，目的在於解析其受歡迎之設計元

素。 此研究以大友克洋導演的四部奇幻類型動畫作為研究樣本，以文化符碼分析導演在畫面中表達的意涵與設計手法，整理導演的敘述策

略 、 表 達 手 法 與 電 影 語 言 ， 條 列 出 具 有 吸 引 力 的 畫 面 設 計 要 素 ， 最 後 將 分 析 結 果 整 理 歸 納 以 供 其 他 研 究 者 參 考 。 

研究方法 

1、文獻回顧  

2、個案研究法  

3、文化符碼分析表格 

緒論 

一、研究動機 

 研究者長期以來一直喜歡觀賞動畫，《AKIRA 阿基拉》於最近重回戲院之前，研

究者之前已經觀看過這部電影以及大友克洋的其他作品了，藉這次重新上映的機

會，再次觀賞了這部經典之作。 這使研究者更加想深入了解大友克洋的動畫，了

解為何能夠如此引人入勝，於是重新回顧大友克洋的其他動畫作品，發現動畫所

講述的不只是充滿機械科幻的未來世界，其故事情節包含了許多人性與社會中的

議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以文化符碼理論探討大友克洋的動畫電影的吸引力要素。在下文中分析

大友克洋負責導演的四部作品：《迷宮物語-工程中止命令》、《阿基拉》、

《MEMORIES-回憶三部曲》、《蒸氣男孩》。研究者期望透過符碼分析，瞭解這

幾部作品故事中心意義與導演在詮釋人物心境的畫面處理技巧，以整理出動畫吸

引人的要素與大友克洋的美術風格。 

文獻探討  

(一)文化符碼設計理論 

 

 

 

 

 

 

 

(二)大友克洋的分鏡 

大友克洋在畫格中放入大面積的寫實風景，以畫面變換的視角取景並加以連結，

甚至會有好幾個畫格中都沒有角色出現，讀者的視角由遠至近，逐漸潛入到故事

世界中。至此，背景不再是故事的輔助，也負責起推動故事的功能。 將電影語言

挪用至漫畫表現的巔峰之作便是 1982 年在漫畫期刊發表的《AKIRA 阿基拉》。從

跨頁圖至漫畫畫格切割，這種類似空鏡頭蒙太奇的鏡頭表現手法貫穿了整部作

品。畫格不再只是故事的載體，同時也是動作場面的速度感、具有娛樂性視覺設

計。大友克洋以遠景構圖成立的「電影式分鏡」，除了使漫畫擁有新式的表現手

法，同時也奠定了大友克洋後來動畫的風格特色。 

(三)大友克洋與其動畫作品 

文獻探討  

策
略
層 

影片主題、 

敘事策略 

日本職場文化的諷刺，命令的絕

對遵守  

故事情節、 

情節串連 

叢林、工廠中持續工作的機械、

連結總機的管路  

影片題素 機器人需要完成工程、主角為公

司降低損失，兩方對於命令的遵

守與執行  

意
義
層 

語用 不停勞作機器人與堅決完成中止

任務的主角 

語法 對於命令的盲目遵從  

語意 人類主角與機器人為完成命令所

作之行為  

技
術
層 

鏡頭轉場、

象徵手法 

工廠天橋、施工場警。背景音樂  

時間、視角 正敘、第三人稱視角 

鏡頭表現 因不斷工作逐漸損毀的機械  

策
略
層 

影片主題、 

敘事策略 

無節制的慾望帶來毀滅、超能力

失控造成災難角色之間的衝突 

故事情節、 

情節串連 

摩托車、紅色、廢墟、城市建

築、體育館、編號 

影片題素 王座、阿基拉、機械結構  

意
義
層 

語用 能力失控，各角色之間的衝突  

語法 貪婪過大的力量最終導致毀滅  

語意 一切回到原點，毀於爆炸之中  

技
術
層 

鏡頭轉場、

象徵手法 

城市街景、機械零件紅色的物件  

時間、視角 正敘、分敘 

第一、第三人稱視角  

鏡頭表現 被爆炸毀滅的城市  

策
略
層 

影片主題、 

敘事策略 

正視回憶與人生傷痛、主角探索

行星遇到靈異事件 

故事情節、 

情節串連 

玫瑰花、照片(回憶)、金髮玩偶、

蝴蝶夫人 

影片題素 面對生命的傷痛的兩種態度(逃避

與面對) 

意
義
層 

語用 逃避現實沉溺回憶，正視過往邁

向未來 

語法 面對世事變化的無常，活在當下 

語意 行星的消散 

技
術
層 

鏡頭轉場、

象徵手法 

虛擬與現實的切換。玫瑰花、金

髮玩偶。 

時間、視角 正敘，插敘 

第三、第一人稱視角 

鏡頭表現 虛擬的繁華和現實的荒涼 

策
略
層 

影片主題、 

敘事策略 

日本職場文化的諷刺、生化武器毀滅

性攻擊、反戰  

故事情節、 

情節串連 

田中、黃色臭氣、綻放的花朵、前往

東京的公路、各種軍士兵器  

影片題素 各個人物對於臭氣事件的態度  

意
義
層 

語用 生化臭氣災禍擴散  

語法 諷刺日本社會對於上位者盲目的服從  

語意 田中對公司、公司對投資者的互動  

技
術
層 

鏡頭轉場、

象徵手法 

電視螢幕、硝煙、公路周圍景色  

時間、視角 正敘、分敘 

第三人稱視角  

鏡頭表現 百花盛開的山野與戰況慘烈的城市 

策
略
層 

影片主題、 

敘事策略 

反戰、戰爭背景下大街上的日常

生活  

故事情節、 

情節串連 

砲彈、防毒面罩、將軍畫像、鮮

紅色  

影片題素 主角一家的生活實況  

意
義
層 

語用 砲彈成為生活的中心，全民動員  

語法 反戰立場  

語意 學校師生、雙親職業、鮮紅色 

技
術
層 

鏡頭轉場、

象徵手法 

一鏡到底，學校接到大街、工廠

至住家。角色舉動與台詞  

時間、視角 正敘、分敘 

第一、第三人稱視角  

鏡頭表現 灰暗且煙霧迷漫的大街、鮮豔的

將軍畫像  

策
略
層 

影片主題、 

敘事策略 

科學與人之間的關係、科學家父

子的衝突 

故事情節、 

情節串連 

蒸汽球、水晶宮、聖彼德大教

堂、蒸氣火車  

影片題素 各個人物對於科技應用的價值觀  

意
義
層 

語用 環繞在蒸汽球發生的爭奪  

語法 科學應用於造福社會而非用於戰

爭，反戰精神 

語意 蒸汽城炸毀於泰伍士河、一切回

歸原點  

技
術
層 

鏡頭轉場、

象徵手法 

蒸汽瀰漫、倫敦街景、水晶宮，

火車包廂  

時間、視角 正敘、插敘、分敘 

第一、第三人稱視角  

鏡頭表現 維多利亞時期倫敦的街景建築  

文化符碼三層說 

策
略
層 

論述在該文化中的立場與作用 敘事主題、敘事策略 

策略的組合元素 故事情節、情節串連 

策略的元素 敘事題素 

意
義
層 

論述在該文化中立場與作用 語用 

意義的組合規則 語法 

意義的元素 語意 

技
術
層 

論述在該文化中的立場與作用 象徵美 

媒材的組合規則 形式美 

媒材的感知元素 感知美 

表 2《迷宮物語-工程中止命令》文化符碼分析 

表 1 文化符碼三層說 

資料來源:參考自設計文化基礎(楊裕富,1998 : 248) 

表 3《阿基拉》文化符碼分析 

表 4《她的回憶》文化符碼分析  表 5《最臭兵器》文化符碼分析 

表 6《大砲之街》文化符碼分析 
表 7《蒸氣男孩》文化符碼分析 

結論  

動畫作品 主題 場景 異 同 

《迷宮物語-工程

中止命令》 

日本職場文化的諷刺 建於森林之中的工程工廠 工程機械的運作，機器人與人類

的互動 

故事主旨唯對於人

文社會的關懷，機

械結構的細節描

繪，全景畫面轉場

劇情，電影式鏡頭

表現。 

《阿基拉》 無節制的慾望帶來毀滅 未來於廢墟上重建的日本 末日背景，塑造主角英雄形象 

《她的回憶》 正視回憶與人生傷痛 廢墟人造行星 幻象與現實彼此切換 

《最臭兵器》 日本職場文化的諷刺 山梨前往東京的公路 誇飾人物互動、黑色幽默 

《大砲之街》 反戰思想 主角生活的街道 整體色調灰暗唯大砲為鮮紅 

《蒸氣男孩》 科學與人之間的關係 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 建築依據實地繪製，真實感強烈 

表 8 大友克洋動畫之異同 

1.大友克洋以「社會議題」作為科幻類型動畫作品的主軸，並以「人物行動」進行劇情與描述情感。 

2.對於場景描寫的細膩度遠於人物，因而場景中機械運作的動作帶給觀眾寫實的氣氛。  

3.背景具有敘事性，大友克洋設計跟劇情有指示性的元素在畫面中。  圖 1 大友克洋的創作生涯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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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藝家 作品圖片 作品名稱 參考部分記憶點

保羅．蘇德勒 無題 樂燒與火痕

特別的燒製

的方式成為

特色

羅夫． 貝瑟拉 無名壺 日式彩繪技法

華麗繁複的釉

色在視覺上

引人注目

安德烈．薩

克斯
神祕壺

東方葫蘆造型

及西方寶石裝

飾

壺蓋使用寶石

作為點綴使人

印象深刻

庫特． 維瑟 無題茶壺
古典風格繪畫

結合立體造型

以自身繪畫技巧

給予作品特色

理查． 諾金

立方體頭骨茶

壺：茶、血和

鴉片

（宜興系列）

反映血淋淋的歷

史、社會現象利

用紫砂壺原料作

以特殊的陶土

做創作，其強

烈的使命感得

到注目與深思

楊文霓 刻紋彩陶經瓶

實用陶器組合

成非實用造型

綠色釉系列

深遠的綠釉令

人印象深刻

姚克洪 地紋的十三

行詩

模擬被擠壓的

自然結構以及

十三行文化事

件的紀錄精神

以台灣事件作為

靈感，富有愛國

情懷，發人省思

瑪格麗特．

戴波

〈從北京到伊

斯坦堡/胡同系

列1.淺藍2.綠

3.黃綠〉

利用灌模手法

大量複製同樣

造型，裝飾圖

案以當地特色

為靈感

作品呈現中國

胡同的景色，

顏色鮮明對比

，灌漿手法富

有系列性

柏克．德弗

里斯

美枝．辛普森

觀音像

現成玩具以及

瑕疵陶瓷的複

合媒材

以社會大眾熟

知的符號創作

，抓住觀者眼

睛

．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自2004年起開始，為臺灣大型國際陶藝展覽，透過主題性策

展、陶藝作品競賽，推動陶瓷產業發展，鼓勵當代陶藝創作。

壹、緒論

．鶯歌陶瓷博物館

     鶯歌為200多年歷史的製陶小城，新北市政府在2000年底開

設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為台灣首座以陶瓷為主題的博物館。

2018年展覽主視覺

摘要

     筆者經營陶藝個人工作室，製作實用器皿，為了尋求自由的創

作型態，因而投入陶藝造型創作領域。從多次展覽、比賽經驗中，

試圖對國內外陶藝競賽的評選系統有所了解，決定先從台灣部分著

手研究。透過文化符碼三層說深度分析展覽中的9位陶藝家及其9

件代表作，並將分析出來的資訊統整成清晰表格。

     經過對作品的解析後，從中得出其嶄露頭角的特色點，不僅做

為自己參加比賽的學習，也讓有志於參加陶藝展覽、競賽的人，能

將此論文的資訊回歸自身創作。

關鍵詞：

陶藝造型創作、2018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文化符碼三層說

．策展人

      2018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首度評選台灣本地策展人邵婷如

（1963-）組織展覽，強調外來文化衝擊下，如何省思在地文化與

周遭生活環境。

加拿大2%

中國大陸2%

韓國5%

比利時2%

法國2% 荷蘭2%

日本28%

美國30%

臺灣23%

國籍分佈百分比

貳、研究方法

．文化符碼三層說 

     文化的定義是指對於不同的人群生活的區別性，其可分為三個

層次：形而上層次（活動與語言）；形而中層次（人群相處、互動

、溝通的制度）；形而下層次（人群使用的器物），依照三個層次

去推斷，能得出不同人群間的「特色」。

．筆者整理的三層說

     為了使分析的表格更符合陶藝作品，因此筆者自己整理出適合

此研究的表格，從策略層、意義層、技術層3大部分，細分6個項目

：主題、策略、理念、關鍵字、象徵、形式以及媒材做深度分析。

筆者整理的三層說表格

策略層

意義層

技術層

策略

主題

理念

關鍵字

象徵

形式

媒材

．個案研究法

     以2018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陶藝的人文回歸：從藝術的精神

原點談起」為研究對象，為呼應當前地球村現況：東西文化交融的現象以

及如何從中觀看自身文化，故選擇將範圍縮小至子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

會」。

．文獻研究法

     以《陶藝的人文回歸 從藝術的精神原點談起》一書為資料庫，將子

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所包含的9位陶藝家做介紹，並分析其代表作

共9件。

參、結果與討論

．展覽子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

     美國當代陶藝之父彼得．沃克森（Peter Voulkos，1924-2002）

接觸抽象表現主義後，決定捨棄陶瓷的實用功能，轉以內在直覺、即興

發揮的方式表現泥土本質與量感，開啟陶藝創作新的發展。戰後許多西

方的陶藝家受到東方哲學與日本禪學的影響，而東方同樣也受到西方文

化的渲染，因此1950年為東西文化的交點。

．陶藝家和作品文化符碼分析

1.美國陶藝家保羅．蘇德勒（Paul Soldner，1921-2011）

     其為美國的樂燒之父：將日本樂燒推向美國。1960 年，根據英

國陶藝家伯納．李奇（Bernard Howel l  Leach，1887-1979） 的

《陶藝手冊》自學樂燒，並奉樂燒為「美」的表現。

策略

主題

理念

關鍵字

象徵

形式

媒材

〈無題〉

40.5x13.3x28.8cm，1985 年

陶板，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策
略
層 1.命題給予觀眾想像空間

2.期望觀眾對自己作品能有各種想法

3.增添作品隨興、無法預測感

4.陶藝家認為視覺為唯一語彙不需做文字說明

意
義
層

1.樂燒 2.無意識

技
術
層

使用日本樂燒手法顯示東西文化的相互影響

1.無意識構思的造型

2.遍布於作品不規則的火紋

3.上寬下窄的構成

4.作品表面有撕扯、工具使用、手紋壓痕

5.片狀結構中藏有圓形結構

陶、樂燒

自學日本傳統樂燒，以無意識手法創作後進行

樂燒，並認為樂燒的火痕是美學的展現。

2.台灣陶藝家姚克洪（1953-）

策略

主題

理念

關鍵字

象徵

〈地紋的十三行詩〉

21.5x17.5x11.5cm，1993 年，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典藏

策
略
層

1.地紋為地底的樣貌

2.十三行詩為十三行遺址事件：公共建設與遺址保存的衝突

3.若要理解此命題需要對台灣歷史事件、環境有所關注

4.詩歌為傳唱所用，陶藝家利用此特點，以一種歌頌的心態去

說明事件，讓後人去傳唱

1.十三行文化 2.本土關懷 3.文化遺址保存 4.反思

1.作品皺褶的部分象徵著地紋，也象徵著傳統歷史文物的被擠        

壓與委屈

2.將皺褶「框住」並以圓柱刺穿，象徵著對歷史文物的破壞，  

也意旨政府不重視歷史文物的作為

3.作品整體顏色以土色表現，象徵與大地親近，也象徵著歷史

事件的赤裸

4.陶藝家以化妝土表現陳舊感，試圖象徵一種被遺忘的氛圍

創作者關懷本土文化，此作品靈感為十三行文化遺址保存爭端，作

為一個事件的紀錄，試圖引人反思現代社會發展快速，在發展下犧

牲的人事物

意
義
層

意
義
層

1.色調和諧而統一

2.較剛硬的長方形框與中央軟性皺褶結構形成視覺上的對比

3.皺著部份堆疊、擠壓，富有節奏感

4.作品表面留下撕扯以及塗泥漿的創作痕跡，加上泥土的自然

龜裂，營造狂野的風格 

5.化妝土表現出斑駁感

6.雜揉於土中的熟料，燒製出白點，使作品具有獨特情感

1.陶 2.化妝土 3.熟料

肆、結論與建議

形式

媒材

技
術
層

    每位陶藝家著重的部分不同，有人著重於技巧的深耕，保羅．蘇德

勒自學樂燒並奉為美的展現；又如理查．諾金著重於故事、諷刺性，利

用創作來為大環境發聲；有些則如楊文霓，在故宮研究綠色釉的個人經

驗，成為作品中強烈的個人特色。他們皆從花花世界中找到了自我定位

，由本身的核心價值觀、經驗、觀察出發，透過泥塑，將無形的概念建

構出可視的作品。

    筆者也從中觀察到運用符號的重要性，柏克．德弗里斯將普羅大眾

熟悉的元素例如：現代器物、玩具等，以複合媒材的方式進行創作，除

了陶藝家自身的情感及關心之事物，敏銳的觀察力也十分重要，如何從

生活中擷取元素做為自我情感的投射，拉近觀者與作品的距離。而距離

即是建立「連結」，一件作品如果沒有與觀者或社會環境產生連結，是

否就會成為一場空談？有些陶藝家放眼世界，思考著世界和平，有些則

從關懷周遭環境開始，例如姚克洪，以記錄台灣本土十三行文化遺址事

件作為作品的核心，並透過作品試圖使人反思文化保存的問題。

    在資訊爆炸的社會，唯有從泥土回到人的核心，方能找到自我特色

，與眾不同。無論何種文化，我們都能從中獲取適合自己的部分，如安

德烈．薩克斯，擷取東方葫蘆作為造型靈感，以西方的寶石作為裝飾。

社會不停改變且相互影響，唯有越靠近自身的作品，透過敏銳的觀察力

，熟練的泥塑技巧，方能在陶藝創作的道路上持續前進。

    陶藝家經過漫長的摸索與淬鍊，從中演變富有個人特色的視覺語彙

，是讓評審與觀眾記住的要素。綜觀上述資料，筆者整理出每位陶藝家

在命題、理念抑或是形式表現上的技巧等面向，感到印象深刻的部分。

     全職陶藝家，其作品充滿詩意與文學感，注重與土地的連結。陶藝

家將現代議題揉進土中，以藝術探討十三行遺址的議題，關於政府公共

建設與文化遺址的爭議，透過作品紀錄當時事件，並向後世傳唱，帶領

觀者從「形」進入「意」。

．國籍分布

     此次展覽由5位評審：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廖新田、文化部政

務次長蕭宗煌、前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副教授黎志文、前台北

當代美術館館長石瑞仁以及獨立策展人胡永芬評選出10國43位陶

藝家。

．主題與子題

     「陶藝的人文回歸：從藝術的精神原點談起」為此次展覽的主

題，並分支6子題：「前言」、「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在地

文化的內在考掘」、「人土疏離的環境憂患」、「身體與土的能量

交 流」、「母土大地的生命禮讚」。

2018 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陶藝的人文回歸:從藝術的精神原點談起」評選作品分析

――以子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為例

張官瑀辰 藝術與設計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瑞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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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藝家 作品圖片 作品名稱 參考部分記憶點

保羅．蘇德勒 無題 樂燒與火痕

特別的燒製

的方式成為

特色

羅夫． 貝瑟拉 無名壺 日式彩繪技法

華麗繁複的釉

色在視覺上

引人注目

安德烈．薩

克斯
神祕壺

東方葫蘆造型

及西方寶石裝

飾

壺蓋使用寶石

作為點綴使人

印象深刻

庫特． 維瑟 無題茶壺
古典風格繪畫

結合立體造型

以自身繪畫技巧

給予作品特色

理查． 諾金

立方體頭骨茶

壺：茶、血和

鴉片

（宜興系列）

反映血淋淋的歷

史、社會現象利

用紫砂壺原料作

以特殊的陶土

做創作，其強

烈的使命感得

到注目與深思

楊文霓 刻紋彩陶經瓶

實用陶器組合

成非實用造型

綠色釉系列

深遠的綠釉令

人印象深刻

姚克洪 地紋的十三

行詩

模擬被擠壓的

自然結構以及

十三行文化事

件的紀錄精神

以台灣事件作為

靈感，富有愛國

情懷，發人省思

瑪格麗特．

戴波

〈從北京到伊

斯坦堡/胡同系

列1.淺藍2.綠

3.黃綠〉

利用灌模手法

大量複製同樣

造型，裝飾圖

案以當地特色

為靈感

作品呈現中國

胡同的景色，

顏色鮮明對比

，灌漿手法富

有系列性

柏克．德弗

里斯

美枝．辛普森

觀音像

現成玩具以及

瑕疵陶瓷的複

合媒材

以社會大眾熟

知的符號創作

，抓住觀者眼

睛

．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自2004年起開始，為臺灣大型國際陶藝展覽，透過主題性策

展、陶藝作品競賽，推動陶瓷產業發展，鼓勵當代陶藝創作。

壹、緒論

．鶯歌陶瓷博物館

     鶯歌為200多年歷史的製陶小城，新北市政府在2000年底開

設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為台灣首座以陶瓷為主題的博物館。

2018年展覽主視覺

摘要

     筆者經營陶藝個人工作室，製作實用器皿，為了尋求自由的創

作型態，因而投入陶藝造型創作領域。從多次展覽、比賽經驗中，

試圖對國內外陶藝競賽的評選系統有所了解，決定先從台灣部分著

手研究。透過文化符碼三層說深度分析展覽中的9位陶藝家及其9

件代表作，並將分析出來的資訊統整成清晰表格。

     經過對作品的解析後，從中得出其嶄露頭角的特色點，不僅做

為自己參加比賽的學習，也讓有志於參加陶藝展覽、競賽的人，能

將此論文的資訊回歸自身創作。

關鍵詞：

陶藝造型創作、2018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文化符碼三層說

．策展人

      2018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首度評選台灣本地策展人邵婷如

（1963-）組織展覽，強調外來文化衝擊下，如何省思在地文化與

周遭生活環境。

加拿大2%

中國大陸2%

韓國5%

比利時2%

法國2% 荷蘭2%

日本28%

美國30%

臺灣23%

國籍分佈百分比

貳、研究方法

．文化符碼三層說 

     文化的定義是指對於不同的人群生活的區別性，其可分為三個

層次：形而上層次（活動與語言）；形而中層次（人群相處、互動

、溝通的制度）；形而下層次（人群使用的器物），依照三個層次

去推斷，能得出不同人群間的「特色」。

．筆者整理的三層說

     為了使分析的表格更符合陶藝作品，因此筆者自己整理出適合

此研究的表格，從策略層、意義層、技術層3大部分，細分6個項目

：主題、策略、理念、關鍵字、象徵、形式以及媒材做深度分析。

筆者整理的三層說表格

策略層

意義層

技術層

策略

主題

理念

關鍵字

象徵

形式

媒材

．個案研究法

     以2018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陶藝的人文回歸：從藝術的精神

原點談起」為研究對象，為呼應當前地球村現況：東西文化交融的現象以

及如何從中觀看自身文化，故選擇將範圍縮小至子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

會」。

．文獻研究法

     以《陶藝的人文回歸 從藝術的精神原點談起》一書為資料庫，將子

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所包含的9位陶藝家做介紹，並分析其代表作

共9件。

參、結果與討論

．展覽子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

     美國當代陶藝之父彼得．沃克森（Peter Voulkos，1924-2002）

接觸抽象表現主義後，決定捨棄陶瓷的實用功能，轉以內在直覺、即興

發揮的方式表現泥土本質與量感，開啟陶藝創作新的發展。戰後許多西

方的陶藝家受到東方哲學與日本禪學的影響，而東方同樣也受到西方文

化的渲染，因此1950年為東西文化的交點。

．陶藝家和作品文化符碼分析

1.美國陶藝家保羅．蘇德勒（Paul Soldner，1921-2011）

     其為美國的樂燒之父：將日本樂燒推向美國。1960 年，根據英

國陶藝家伯納．李奇（Bernard Howel l  Leach，1887-1979） 的

《陶藝手冊》自學樂燒，並奉樂燒為「美」的表現。

策略

主題

理念

關鍵字

象徵

形式

媒材

〈無題〉

40.5x13.3x28.8cm，1985 年

陶板，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策
略
層 1.命題給予觀眾想像空間

2.期望觀眾對自己作品能有各種想法

3.增添作品隨興、無法預測感

4.陶藝家認為視覺為唯一語彙不需做文字說明

意
義
層

1.樂燒 2.無意識

技
術
層

使用日本樂燒手法顯示東西文化的相互影響

1.無意識構思的造型

2.遍布於作品不規則的火紋

3.上寬下窄的構成

4.作品表面有撕扯、工具使用、手紋壓痕

5.片狀結構中藏有圓形結構

陶、樂燒

自學日本傳統樂燒，以無意識手法創作後進行

樂燒，並認為樂燒的火痕是美學的展現。

2.台灣陶藝家姚克洪（1953-）

策略

主題

理念

關鍵字

象徵

〈地紋的十三行詩〉

21.5x17.5x11.5cm，1993 年，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典藏

策
略
層

1.地紋為地底的樣貌

2.十三行詩為十三行遺址事件：公共建設與遺址保存的衝突

3.若要理解此命題需要對台灣歷史事件、環境有所關注

4.詩歌為傳唱所用，陶藝家利用此特點，以一種歌頌的心態去

說明事件，讓後人去傳唱

1.十三行文化 2.本土關懷 3.文化遺址保存 4.反思

1.作品皺褶的部分象徵著地紋，也象徵著傳統歷史文物的被擠        

壓與委屈

2.將皺褶「框住」並以圓柱刺穿，象徵著對歷史文物的破壞，  

也意旨政府不重視歷史文物的作為

3.作品整體顏色以土色表現，象徵與大地親近，也象徵著歷史

事件的赤裸

4.陶藝家以化妝土表現陳舊感，試圖象徵一種被遺忘的氛圍

創作者關懷本土文化，此作品靈感為十三行文化遺址保存爭端，作

為一個事件的紀錄，試圖引人反思現代社會發展快速，在發展下犧

牲的人事物

意
義
層

意
義
層

1.色調和諧而統一

2.較剛硬的長方形框與中央軟性皺褶結構形成視覺上的對比

3.皺著部份堆疊、擠壓，富有節奏感

4.作品表面留下撕扯以及塗泥漿的創作痕跡，加上泥土的自然

龜裂，營造狂野的風格 

5.化妝土表現出斑駁感

6.雜揉於土中的熟料，燒製出白點，使作品具有獨特情感

1.陶 2.化妝土 3.熟料

肆、結論與建議

形式

媒材

技
術
層

    每位陶藝家著重的部分不同，有人著重於技巧的深耕，保羅．蘇德

勒自學樂燒並奉為美的展現；又如理查．諾金著重於故事、諷刺性，利

用創作來為大環境發聲；有些則如楊文霓，在故宮研究綠色釉的個人經

驗，成為作品中強烈的個人特色。他們皆從花花世界中找到了自我定位

，由本身的核心價值觀、經驗、觀察出發，透過泥塑，將無形的概念建

構出可視的作品。

    筆者也從中觀察到運用符號的重要性，柏克．德弗里斯將普羅大眾

熟悉的元素例如：現代器物、玩具等，以複合媒材的方式進行創作，除

了陶藝家自身的情感及關心之事物，敏銳的觀察力也十分重要，如何從

生活中擷取元素做為自我情感的投射，拉近觀者與作品的距離。而距離

即是建立「連結」，一件作品如果沒有與觀者或社會環境產生連結，是

否就會成為一場空談？有些陶藝家放眼世界，思考著世界和平，有些則

從關懷周遭環境開始，例如姚克洪，以記錄台灣本土十三行文化遺址事

件作為作品的核心，並透過作品試圖使人反思文化保存的問題。

    在資訊爆炸的社會，唯有從泥土回到人的核心，方能找到自我特色

，與眾不同。無論何種文化，我們都能從中獲取適合自己的部分，如安

德烈．薩克斯，擷取東方葫蘆作為造型靈感，以西方的寶石作為裝飾。

社會不停改變且相互影響，唯有越靠近自身的作品，透過敏銳的觀察力

，熟練的泥塑技巧，方能在陶藝創作的道路上持續前進。

    陶藝家經過漫長的摸索與淬鍊，從中演變富有個人特色的視覺語彙

，是讓評審與觀眾記住的要素。綜觀上述資料，筆者整理出每位陶藝家

在命題、理念抑或是形式表現上的技巧等面向，感到印象深刻的部分。

     全職陶藝家，其作品充滿詩意與文學感，注重與土地的連結。陶藝

家將現代議題揉進土中，以藝術探討十三行遺址的議題，關於政府公共

建設與文化遺址的爭議，透過作品紀錄當時事件，並向後世傳唱，帶領

觀者從「形」進入「意」。

．國籍分布

     此次展覽由5位評審：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廖新田、文化部政

務次長蕭宗煌、前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副教授黎志文、前台北

當代美術館館長石瑞仁以及獨立策展人胡永芬評選出10國43位陶

藝家。

．主題與子題

     「陶藝的人文回歸：從藝術的精神原點談起」為此次展覽的主

題，並分支6子題：「前言」、「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在地

文化的內在考掘」、「人土疏離的環境憂患」、「身體與土的能量

交 流」、「母土大地的生命禮讚」。

2018 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陶藝的人文回歸:從藝術的精神原點談起」評選作品分析

――以子題「戰後東西精神的交會」為例

張官瑀辰 藝術與設計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瑞士2%

以文化符碼分析大友克洋之動畫 
Analyze Otomo Katsuyo's animation with cultural codes 

張芸嘉 1 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 號,台灣 

吳偉谷 2 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 號,台灣 

摘 要 

在這個資訊科技發展迅速的時代，影視創作發展日漸興盛，電影的製作除了真人拍攝外，「動畫」影視的誕生更是一項技術的里程碑，讓

創作者擁有了更多表現畫面的手法與媒介，隨著時代的發展動畫產業亦是成為今日各國用心發展的文化創作項目。2020 年因為疫情影響

全球，許多影視作品皆延期上映，電影院選擇重新上映多部經典電影以填補這段空白時期。日本知名動畫導演大友克洋的成名作《阿基拉》

（1988）的數位修復版於之前上映，並在年輕族群中獲得熱烈回響。這部科幻動畫電影，曾在國際舞台中多次獲獎並成為後來許多影視作

品所致敬的經典。大友克洋的動畫在眾多科幻作品之中擁有他獨特識別風格。面對廣大的群眾，如何透過畫面設計使劇情更具有層次性以

獲得觀眾的青睞，其手法與要素為何?本研究希望透過文化符碼理論閱讀大友克洋動畫場景的創作規則，目的在於解析其受歡迎之設計元

素。 此研究以大友克洋導演的四部奇幻類型動畫作為研究樣本，以文化符碼分析導演在畫面中表達的意涵與設計手法，整理導演的敘述策

略 、 表 達 手 法 與 電 影 語 言 ， 條 列 出 具 有 吸 引 力 的 畫 面 設 計 要 素 ， 最 後 將 分 析 結 果 整 理 歸 納 以 供 其 他 研 究 者 參 考 。 

研究方法 

1、文獻回顧  

2、個案研究法  

3、文化符碼分析表格 

緒論 

一、研究動機 

 研究者長期以來一直喜歡觀賞動畫，《AKIRA 阿基拉》於最近重回戲院之前，研

究者之前已經觀看過這部電影以及大友克洋的其他作品了，藉這次重新上映的機

會，再次觀賞了這部經典之作。 這使研究者更加想深入了解大友克洋的動畫，了

解為何能夠如此引人入勝，於是重新回顧大友克洋的其他動畫作品，發現動畫所

講述的不只是充滿機械科幻的未來世界，其故事情節包含了許多人性與社會中的

議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以文化符碼理論探討大友克洋的動畫電影的吸引力要素。在下文中分析

大友克洋負責導演的四部作品：《迷宮物語-工程中止命令》、《阿基拉》、

《MEMORIES-回憶三部曲》、《蒸氣男孩》。研究者期望透過符碼分析，瞭解這

幾部作品故事中心意義與導演在詮釋人物心境的畫面處理技巧，以整理出動畫吸

引人的要素與大友克洋的美術風格。 

文獻探討  

(一)文化符碼設計理論 

 

 

 

 

 

 

 

(二)大友克洋的分鏡 

大友克洋在畫格中放入大面積的寫實風景，以畫面變換的視角取景並加以連結，

甚至會有好幾個畫格中都沒有角色出現，讀者的視角由遠至近，逐漸潛入到故事

世界中。至此，背景不再是故事的輔助，也負責起推動故事的功能。 將電影語言

挪用至漫畫表現的巔峰之作便是 1982 年在漫畫期刊發表的《AKIRA 阿基拉》。從

跨頁圖至漫畫畫格切割，這種類似空鏡頭蒙太奇的鏡頭表現手法貫穿了整部作

品。畫格不再只是故事的載體，同時也是動作場面的速度感、具有娛樂性視覺設

計。大友克洋以遠景構圖成立的「電影式分鏡」，除了使漫畫擁有新式的表現手

法，同時也奠定了大友克洋後來動畫的風格特色。 

(三)大友克洋與其動畫作品 

文獻探討  

策
略
層 

影片主題、 

敘事策略 

日本職場文化的諷刺，命令的絕

對遵守  

故事情節、 

情節串連 

叢林、工廠中持續工作的機械、

連結總機的管路  

影片題素 機器人需要完成工程、主角為公

司降低損失，兩方對於命令的遵

守與執行  

意
義
層 

語用 不停勞作機器人與堅決完成中止

任務的主角 

語法 對於命令的盲目遵從  

語意 人類主角與機器人為完成命令所

作之行為  

技
術
層 

鏡頭轉場、

象徵手法 

工廠天橋、施工場警。背景音樂  

時間、視角 正敘、第三人稱視角 

鏡頭表現 因不斷工作逐漸損毀的機械  

策
略
層 

影片主題、 

敘事策略 

無節制的慾望帶來毀滅、超能力

失控造成災難角色之間的衝突 

故事情節、 

情節串連 

摩托車、紅色、廢墟、城市建

築、體育館、編號 

影片題素 王座、阿基拉、機械結構  

意
義
層 

語用 能力失控，各角色之間的衝突  

語法 貪婪過大的力量最終導致毀滅  

語意 一切回到原點，毀於爆炸之中  

技
術
層 

鏡頭轉場、

象徵手法 

城市街景、機械零件紅色的物件  

時間、視角 正敘、分敘 

第一、第三人稱視角  

鏡頭表現 被爆炸毀滅的城市  

策
略
層 

影片主題、 

敘事策略 

正視回憶與人生傷痛、主角探索

行星遇到靈異事件 

故事情節、 

情節串連 

玫瑰花、照片(回憶)、金髮玩偶、

蝴蝶夫人 

影片題素 面對生命的傷痛的兩種態度(逃避

與面對) 

意
義
層 

語用 逃避現實沉溺回憶，正視過往邁

向未來 

語法 面對世事變化的無常，活在當下 

語意 行星的消散 

技
術
層 

鏡頭轉場、

象徵手法 

虛擬與現實的切換。玫瑰花、金

髮玩偶。 

時間、視角 正敘，插敘 

第三、第一人稱視角 

鏡頭表現 虛擬的繁華和現實的荒涼 

策
略
層 

影片主題、 

敘事策略 

日本職場文化的諷刺、生化武器毀滅

性攻擊、反戰  

故事情節、 

情節串連 

田中、黃色臭氣、綻放的花朵、前往

東京的公路、各種軍士兵器  

影片題素 各個人物對於臭氣事件的態度  

意
義
層 

語用 生化臭氣災禍擴散  

語法 諷刺日本社會對於上位者盲目的服從  

語意 田中對公司、公司對投資者的互動  

技
術
層 

鏡頭轉場、

象徵手法 

電視螢幕、硝煙、公路周圍景色  

時間、視角 正敘、分敘 

第三人稱視角  

鏡頭表現 百花盛開的山野與戰況慘烈的城市 

策
略
層 

影片主題、 

敘事策略 

反戰、戰爭背景下大街上的日常

生活  

故事情節、 

情節串連 

砲彈、防毒面罩、將軍畫像、鮮

紅色  

影片題素 主角一家的生活實況  

意
義
層 

語用 砲彈成為生活的中心，全民動員  

語法 反戰立場  

語意 學校師生、雙親職業、鮮紅色 

技
術
層 

鏡頭轉場、

象徵手法 

一鏡到底，學校接到大街、工廠

至住家。角色舉動與台詞  

時間、視角 正敘、分敘 

第一、第三人稱視角  

鏡頭表現 灰暗且煙霧迷漫的大街、鮮豔的

將軍畫像  

策
略
層 

影片主題、 

敘事策略 

科學與人之間的關係、科學家父

子的衝突 

故事情節、 

情節串連 

蒸汽球、水晶宮、聖彼德大教

堂、蒸氣火車  

影片題素 各個人物對於科技應用的價值觀  

意
義
層 

語用 環繞在蒸汽球發生的爭奪  

語法 科學應用於造福社會而非用於戰

爭，反戰精神 

語意 蒸汽城炸毀於泰伍士河、一切回

歸原點  

技
術
層 

鏡頭轉場、

象徵手法 

蒸汽瀰漫、倫敦街景、水晶宮，

火車包廂  

時間、視角 正敘、插敘、分敘 

第一、第三人稱視角  

鏡頭表現 維多利亞時期倫敦的街景建築  

文化符碼三層說 

策
略
層 

論述在該文化中的立場與作用 敘事主題、敘事策略 

策略的組合元素 故事情節、情節串連 

策略的元素 敘事題素 

意
義
層 

論述在該文化中立場與作用 語用 

意義的組合規則 語法 

意義的元素 語意 

技
術
層 

論述在該文化中的立場與作用 象徵美 

媒材的組合規則 形式美 

媒材的感知元素 感知美 

表 2《迷宮物語-工程中止命令》文化符碼分析 

表 1 文化符碼三層說 

資料來源:參考自設計文化基礎(楊裕富,1998 : 248) 

表 3《阿基拉》文化符碼分析 

表 4《她的回憶》文化符碼分析  表 5《最臭兵器》文化符碼分析 

表 6《大砲之街》文化符碼分析 
表 7《蒸氣男孩》文化符碼分析 

結論  

動畫作品 主題 場景 異 同 

《迷宮物語-工程

中止命令》 

日本職場文化的諷刺 建於森林之中的工程工廠 工程機械的運作，機器人與人類

的互動 

故事主旨唯對於人

文社會的關懷，機

械結構的細節描

繪，全景畫面轉場

劇情，電影式鏡頭

表現。 

《阿基拉》 無節制的慾望帶來毀滅 未來於廢墟上重建的日本 末日背景，塑造主角英雄形象 

《她的回憶》 正視回憶與人生傷痛 廢墟人造行星 幻象與現實彼此切換 

《最臭兵器》 日本職場文化的諷刺 山梨前往東京的公路 誇飾人物互動、黑色幽默 

《大砲之街》 反戰思想 主角生活的街道 整體色調灰暗唯大砲為鮮紅 

《蒸氣男孩》 科學與人之間的關係 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 建築依據實地繪製，真實感強烈 

表 8 大友克洋動畫之異同 

1.大友克洋以「社會議題」作為科幻類型動畫作品的主軸，並以「人物行動」進行劇情與描述情感。 

2.對於場景描寫的細膩度遠於人物，因而場景中機械運作的動作帶給觀眾寫實的氣氛。  

3.背景具有敘事性，大友克洋設計跟劇情有指示性的元素在畫面中。  圖 1 大友克洋的創作生涯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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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黃華成身為60年代的前衛藝術家代表之一，他既是時代所屬，卻又超越時代，對於遲來的探尋與回

顧，我們要如何理解黃華成的作品在藝術史上的定位呢？若從行為藝術的脈絡來切入，黃華成「明知不
可為而為之」的藝術創作脈絡，與西方藝術運動的偶發(Happening)、福魯克薩斯(Fluxus)有許多相似
的特點，甚至可以大膽把黃華成的創作視為台灣行為藝術史的開端嗎(而非謝德慶為首)？本篇論文將以
黃華成的創作為出發，其個人的創新與實驗性、顛覆與擾動性、精神與批判性等前衛思想，不僅打破藝
術與生活的模糊界線，筆者更企圖在一條經驗美學的思想路徑中，通過《劇場》雜誌史料文獻─卡普羅
(Allan Kaprow)的偶發、凱吉(John Cage)的創作思想、新戲劇的美學等西方思潮，開啟行為藝術的美
學觀點來重新看待黃華成的作品定位之可能，並且把台灣行為藝術史推進至60年代的先知黃華成。

壹、緒論
筆者企圖以台灣行為藝術發

展的觀點來重新看待黃華成作品
在台灣藝術史的定位，而這樣的
觀點並非是要挪用西方的藝術史
流派來設限黃華成，也並非只是
移植西方藝術概念的在地詮釋，
而是以台灣美術史觀的視角，回
看60年代中期的台灣現代美術運
動下，黃華成除了推波西方現代
思潮的傳入，更以實驗性創作跳
脫傳統的架上繪畫形式，讓藝術
回歸到反抽象意識的現實與生活
之中。

貳、行為藝術為黃華成研究線索
從黃華成生涯的作品脈絡來

看，筆者認為需要以視覺藝術的
範疇出發，而非表演藝術或傳播
廣告的脈絡，第一、他本身的藝
術養成就是在師範大學主修西畫，
進而開始反對繪畫的後續行動，
第二、他的創作橫跨不同媒介領
域，已打破傳統的藝術框架，進
入「複合」的藝術媒介呈現，並
且帶有「反藝術」、「觀眾互動
思考」、「偶發」等創作特性的
思考，讓藝術回到現實的面向，
企圖把美學的回歸於日常生活之
中。
在《劇場》雜誌(1965-1968)

發刊以來，不僅率先引進歐美現
代主義影劇思潮至台灣，可以推
斷當時擔任《劇場》雜誌設計編
輯的黃華成，勢必受到這批文獻
的影響與啟發。雜誌內容諸如翻

譯法國新浪潮的電影和劇作文本
等重要文獻，其中更有提及偶發
藝術(Happenings)、新戲劇(New
Theatre)、福魯克薩斯(Fluxus)
等台灣第一批西方行為藝術。可
以判斷《劇場》雜誌是台灣引介
西方行為藝術相關概念的始祖文
本，這些「偶發」、「事件」、
「境況」也有形無形在黃華成的
創作展現中被彰顯。

參、台灣偶發先驅—〈先知〉
從〈先知〉劇作來看，導演

陳耀圻並沒有把黃華成〈先知〉
做完整的呈現，例如原來劇本
「布幕運動」的開場和演員在觀
眾席演出的設定。黃華成在演出
後提到：「『先知』既然被『改
編』上演，除對白援用原作外，
大致在語氣上、氣氛上、以及
『普普劇』的安排上和原作相左，
或許改好或許改壞，我不願置
評。」由是，黃華成並非要批評
劇本被改編的好或壞，而是他要
強調原劇本有被「改編」這件事
情，暗示與原劇本的設定有一段
落差，形成一個「我反對先知」
的宣言，讓〈先知〉形成一個概
念上的劇本作品成立。而〈先知〉
原劇本強調演員在觀眾席的演出，
以及沒有劇情的「布幕運動」，
正充滿著凱吉到卡普羅「偶發」
以來的藝術特性，即表演者與觀
眾界線的模糊化、不強調劇情的
彰顯、以及觀眾互動的意外性等
「偶發」藝術概念。

肆、結論
究竟我們如何彌補黃華成在

台灣藝術史上的空缺？在姚瑞中
的《台灣行為藝術檔案》說道，
雖然早在1966年黃華成「大台北
畫派1966秋展」，已帶有裝置、
觀念及行為藝術特徵，但嚴格來
說1978年謝德慶於紐約發表的
《One Year Performance》才算
是台灣行為藝術的開端。筆者基
於在台灣行為藝術史的發展研究
進程上，企圖把台灣行為藝術史
往前推進至1965年的黃華成〈先
知〉開始談起，他的「我反對先
知」的反叛宣言，讓〈先知〉形
成一個概念上的劇本作品成立，
其劇本意圖強調演員在觀眾席的
演出，且沒有戲劇化的動作和誇
大的言詞，以及沒有劇情的「布
幕運動」，這些特徵應證了凱吉
「福魯克薩斯」到卡普羅「偶發」
以來的藝術特性，不僅讓表演者
與觀者的角色模糊化，沒有彰顯
故事情節式的劇情內容表現，以
及強調創作的破格與突發性過程，
更讓藝術回歸至現實生活的意識，
還有他那不認輸的批判精神與反
藝術的態勢，遲來的回顧留給後
人無止盡的思考、顛覆、與追念。

藝術與生活的模糊邊界─黃華成〈先知〉
The blurry border between art and life─”Prophet”, Huang Hua-Cheng

(掃描看全文)

陳冠穎,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與理論研究所博士生
Chen Kuan-Ying, study in Doctoral Program in Art Creation and Theory, TNN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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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書院的美感為校園環境營造提供的啟示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博士生 羅華珍、彭梓翔、王子華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2021年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研討會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美感教育為我國12年國教推動
之重要政策，配合美感與藝術的紮
根奠定美感教育的終身基礎。事實
上美感教育的推動是一項透過情感
與文化增進生活的品質以及對人文
一種關照，循序漸進提升美感素養
的工程。現今對於校園環境的營造
大部分從功能、生態等角度著手，
並冀求能帶有美感，然而這樣的美
感由於缺乏涵義，而使得人們無法
感受，並延續它所帶來的經驗。本
研究以杜威在《藝術即經驗》的見
解為基礎，以經驗美感的角度剖析
臺灣書院的美感形式，為校園環境
營造提供新的思維與創見。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臺灣僅存的書院中
選擇六所作為主要研究的場域，
經由田野調查實地走訪，並以觀
察並紀錄書院之建築與裝飾，以
文件分析法對於所蒐集的文獻與
資料進行整理、歸納並分析，同
時參照經驗美感之相關研究，作
為研究的基礎連結對於現今校園
環境現況之觀察與省思，提出研
究的結果。

參、研究結果

一、在教育環境的營造上，應
多從具意義（故事）的物件著手，
使師生透過情境教育的薰陶建構
並產生經驗的共鳴。二、在打造
校園建築上應重視學生的體驗，
並提供其運用感官來覺察、賞析
生活環境中各種形式的美感。
三、建議校園能以具意義的物

件作校園環境營造的根基，使學
生透過環境的媒介，創造美好的
感受與記憶，更有助於教育與文
化的傳遞。

肆、研究建議

一、未來的研究可以試著進行此
類的實驗性校園環境營造之相關研
究之探討。
二、由於此次進行實地調查的書院
數量因疫情影響，只就北部六所書
院進行探究，未來的研究者可試著
針對臺灣僅存的書院的美感與建築
風貌進行後續的研究，亦可將研究
範圍擴展至中國大陸並探究對於校
園環境的啟示與影響。

圖1.臺灣書院中重要的建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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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黃華成身為60年代的前衛藝術家代表之一，他既是時代所屬，卻又超越時代，對於遲來的探尋與回

顧，我們要如何理解黃華成的作品在藝術史上的定位呢？若從行為藝術的脈絡來切入，黃華成「明知不
可為而為之」的藝術創作脈絡，與西方藝術運動的偶發(Happening)、福魯克薩斯(Fluxus)有許多相似
的特點，甚至可以大膽把黃華成的創作視為台灣行為藝術史的開端嗎(而非謝德慶為首)？本篇論文將以
黃華成的創作為出發，其個人的創新與實驗性、顛覆與擾動性、精神與批判性等前衛思想，不僅打破藝
術與生活的模糊界線，筆者更企圖在一條經驗美學的思想路徑中，通過《劇場》雜誌史料文獻─卡普羅
(Allan Kaprow)的偶發、凱吉(John Cage)的創作思想、新戲劇的美學等西方思潮，開啟行為藝術的美
學觀點來重新看待黃華成的作品定位之可能，並且把台灣行為藝術史推進至60年代的先知黃華成。

壹、緒論
筆者企圖以台灣行為藝術發

展的觀點來重新看待黃華成作品
在台灣藝術史的定位，而這樣的
觀點並非是要挪用西方的藝術史
流派來設限黃華成，也並非只是
移植西方藝術概念的在地詮釋，
而是以台灣美術史觀的視角，回
看60年代中期的台灣現代美術運
動下，黃華成除了推波西方現代
思潮的傳入，更以實驗性創作跳
脫傳統的架上繪畫形式，讓藝術
回歸到反抽象意識的現實與生活
之中。

貳、行為藝術為黃華成研究線索
從黃華成生涯的作品脈絡來

看，筆者認為需要以視覺藝術的
範疇出發，而非表演藝術或傳播
廣告的脈絡，第一、他本身的藝
術養成就是在師範大學主修西畫，
進而開始反對繪畫的後續行動，
第二、他的創作橫跨不同媒介領
域，已打破傳統的藝術框架，進
入「複合」的藝術媒介呈現，並
且帶有「反藝術」、「觀眾互動
思考」、「偶發」等創作特性的
思考，讓藝術回到現實的面向，
企圖把美學的回歸於日常生活之
中。
在《劇場》雜誌(1965-1968)

發刊以來，不僅率先引進歐美現
代主義影劇思潮至台灣，可以推
斷當時擔任《劇場》雜誌設計編
輯的黃華成，勢必受到這批文獻
的影響與啟發。雜誌內容諸如翻

譯法國新浪潮的電影和劇作文本
等重要文獻，其中更有提及偶發
藝術(Happenings)、新戲劇(New
Theatre)、福魯克薩斯(Fluxus)
等台灣第一批西方行為藝術。可
以判斷《劇場》雜誌是台灣引介
西方行為藝術相關概念的始祖文
本，這些「偶發」、「事件」、
「境況」也有形無形在黃華成的
創作展現中被彰顯。

參、台灣偶發先驅—〈先知〉
從〈先知〉劇作來看，導演

陳耀圻並沒有把黃華成〈先知〉
做完整的呈現，例如原來劇本
「布幕運動」的開場和演員在觀
眾席演出的設定。黃華成在演出
後提到：「『先知』既然被『改
編』上演，除對白援用原作外，
大致在語氣上、氣氛上、以及
『普普劇』的安排上和原作相左，
或許改好或許改壞，我不願置
評。」由是，黃華成並非要批評
劇本被改編的好或壞，而是他要
強調原劇本有被「改編」這件事
情，暗示與原劇本的設定有一段
落差，形成一個「我反對先知」
的宣言，讓〈先知〉形成一個概
念上的劇本作品成立。而〈先知〉
原劇本強調演員在觀眾席的演出，
以及沒有劇情的「布幕運動」，
正充滿著凱吉到卡普羅「偶發」
以來的藝術特性，即表演者與觀
眾界線的模糊化、不強調劇情的
彰顯、以及觀眾互動的意外性等
「偶發」藝術概念。

肆、結論
究竟我們如何彌補黃華成在

台灣藝術史上的空缺？在姚瑞中
的《台灣行為藝術檔案》說道，
雖然早在1966年黃華成「大台北
畫派1966秋展」，已帶有裝置、
觀念及行為藝術特徵，但嚴格來
說1978年謝德慶於紐約發表的
《One Year Performance》才算
是台灣行為藝術的開端。筆者基
於在台灣行為藝術史的發展研究
進程上，企圖把台灣行為藝術史
往前推進至1965年的黃華成〈先
知〉開始談起，他的「我反對先
知」的反叛宣言，讓〈先知〉形
成一個概念上的劇本作品成立，
其劇本意圖強調演員在觀眾席的
演出，且沒有戲劇化的動作和誇
大的言詞，以及沒有劇情的「布
幕運動」，這些特徵應證了凱吉
「福魯克薩斯」到卡普羅「偶發」
以來的藝術特性，不僅讓表演者
與觀者的角色模糊化，沒有彰顯
故事情節式的劇情內容表現，以
及強調創作的破格與突發性過程，
更讓藝術回歸至現實生活的意識，
還有他那不認輸的批判精神與反
藝術的態勢，遲來的回顧留給後
人無止盡的思考、顛覆、與追念。

藝術與生活的模糊邊界─黃華成〈先知〉
The blurry border between art and life─”Prophet”, Huang Hua-Cheng

(掃描看全文)

陳冠穎,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與理論研究所博士生
Chen Kuan-Ying, study in Doctoral Program in Art Creation and Theory, TNN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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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書院的美感為校園環境營造提供的啟示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博士生 羅華珍、彭梓翔、王子華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2021年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研討會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美感教育為我國12年國教推動
之重要政策，配合美感與藝術的紮
根奠定美感教育的終身基礎。事實
上美感教育的推動是一項透過情感
與文化增進生活的品質以及對人文
一種關照，循序漸進提升美感素養
的工程。現今對於校園環境的營造
大部分從功能、生態等角度著手，
並冀求能帶有美感，然而這樣的美
感由於缺乏涵義，而使得人們無法
感受，並延續它所帶來的經驗。本
研究以杜威在《藝術即經驗》的見
解為基礎，以經驗美感的角度剖析
臺灣書院的美感形式，為校園環境
營造提供新的思維與創見。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臺灣僅存的書院中
選擇六所作為主要研究的場域，
經由田野調查實地走訪，並以觀
察並紀錄書院之建築與裝飾，以
文件分析法對於所蒐集的文獻與
資料進行整理、歸納並分析，同
時參照經驗美感之相關研究，作
為研究的基礎連結對於現今校園
環境現況之觀察與省思，提出研
究的結果。

參、研究結果

一、在教育環境的營造上，應
多從具意義（故事）的物件著手，
使師生透過情境教育的薰陶建構
並產生經驗的共鳴。二、在打造
校園建築上應重視學生的體驗，
並提供其運用感官來覺察、賞析
生活環境中各種形式的美感。
三、建議校園能以具意義的物

件作校園環境營造的根基，使學
生透過環境的媒介，創造美好的
感受與記憶，更有助於教育與文
化的傳遞。

肆、研究建議

一、未來的研究可以試著進行此
類的實驗性校園環境營造之相關研
究之探討。
二、由於此次進行實地調查的書院
數量因疫情影響，只就北部六所書
院進行探究，未來的研究者可試著
針對臺灣僅存的書院的美感與建築
風貌進行後續的研究，亦可將研究
範圍擴展至中國大陸並探究對於校
園環境的啟示與影響。

圖1.臺灣書院中重要的建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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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保
檢
視一、探究物質在日常環境中脫離日常性之問題：思索物在消費社會與

日常生活之間所產生的複雜關係，回顧相關文獻、書籍及文史資料，

檢視並釐清物脫離日常性的問題，建立研究的問題意識及理論基礎。

二、建立脫離日常生活脈絡的物質文本與本研究再創作文本的互文連

結：以再創作的形式，建立「修護」與「顛覆」的創作概念，並訪談

工藝師對工藝的知識與想法，深化對實際創作的經驗，重構脫離日常

性的物與日常生活脈絡之連結。

三、創作並詮釋與反思作品與日常生活休憩之關聯：藉由工藝創作之

方式，進行創作實踐，也省思轉化為日常生活休憩器物之可能性，詮

釋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休憩關聯。

      本研究關注環境保護與循環經濟為起源，延伸探討日常生活中物質

浪費等問題，並聚焦於日常生活中「毀而不用」與「棄而不用」器物

進行思考，提出「修護取向」與「顛覆取向」的創作方式。本研究透

過質性研究的方式建立創作、詮釋至反思的研究架構，利用深度訪談

與參與觀察之方法，捕捉作者實作之歷程感想並加以紀錄，作為連結

修護創作至侘寂風格，與顛覆創作至後現代風格的詮釋基底。透過詮

釋學方法詮釋再創作文本，最後創建風格詮釋與創作構思的符應檢視

，及對應原先環保概念的檢視過程。在修護取向方面，透過傳統工藝

金繕鋦瓷等手法，修護毀而不用的器物外，也對應侘寂風格的形式與

意義，以「侘寂回歸」為修護概念主軸，「回返與聚納」為主題，詮

釋泡茶與插花活動的生活休憩行為。而在顛覆取向方面，透過異材質

拼貼的創作手法，顛覆棄而不用的器物外，對應其後現代風格的形式

與意義，以「後現代流動」為顛覆概念主軸，「流轉」與「扭轉」及

「反思」到「反動」之主題設定，詮釋逛街與購物活動等生活休憩行

為。最後透過侘寂與後現代風格器物於休憩活動中使用的經驗上，反

思原本創作構想，針對修護與顛覆取向兩者，歸納還原度與創造性之

不同特性。也檢視原先環保概念，提出深化自我「愛物惜物」觀念之

歷程，與宣揚眾人「環境保護」理念之過程，進而影響在日常生活

中實踐環保的可能性。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的方式，建立創作、詮釋至反思的研究架構。在研究程序上，本研究

自我設立作者與紀錄者之角色，紀錄者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挖掘並紀錄作者實作的身體經驗

，另外也透過參與觀察的方式，釐清作者難以言說的創作感受。而在創作過程中，修護取向主

要透過金繕工藝進行修復，顛覆取向則透過異材質拼貼進行創作。最後透過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和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的詮釋學方法為基底，檢視工序記錄文本至再創作文

本的互文關聯，也連結侘寂與後現代風格進行詮釋。

      風格詮釋以「侘寂回歸」及「後現代流動」為主軸串連「修護與顛覆器物」。侘寂回歸對

應其修護取向的茶具與花器，分別以「回返」與「聚納」為主題，詮釋泡茶與插花活動的生活

休憩行為，達回歸初心與放鬆紓壓之效益。而後現代流動對應其顛覆取向的竹編包、皮革提袋

與輪胎包，分別以「流轉」與「扭轉」為系列主題和「反轉」到「反動」的連續主題，詮釋背

載竹編包、皮革提袋與輪胎包行逛街與購物等生活休憩行為，在流動中傳達作者意涵之訴求外

，也提升自我生活美學品味。

      最後，透過使用生活休憩器物的休憩行為，反思比對原先創作構想之符應程度，提出修護

取向創作有還原性高且創造性低之特性，而顛覆取向反之。再者，檢視原先環保概念與浪費議

題，歸納侘寂風格的休憩活動即是自我對愛物惜物理念的深化歷程，而後現代風格的休憩活動

則是擴延至大眾「棄物再利用」的宣揚過程之結論。

（一）不同器物與素材之侘寂與後現代風格嘗試

本次研究，透過陶、竹、皮及鐵件進行創作與詮釋，除此之外，現實世界還有許多材質與器物

能進行創作，例如塑膠、木頭等等。尤其塑膠產品層出不窮，所造成損壞與棄置的現象日益增

多，透過不同材質的修護與顛覆，是否能達到侘寂與後現代風格的樣貌？也是一種值得嘗

試的創作方向。

（二）陶瓷、竹材、皮革及鐵件之不同風格嘗試

反觀而言，同樣毀壞器物與棄置素材能否有不同風格的樣貌體現，例如強調流動感、戲劇性及

誇張性等特點，常採用富於動態感的造型要素的巴洛克風格，或是強調不對襯、強調曲線及色

彩輕盈的洛可可風格，皆是能作為器物形式創作之依據，其中風格背後的精神層面也能做為詮

釋之基底，推向生活休憩脈絡中使用。

（三）生活休憩概念的深化探討

另外，本研究以詮釋日常休憩行為來開展生活休憩概念之運用，發現生活休憩在日常與非日常

的時空界定上較為模糊，還缺乏相關文獻支持，因此建議研讀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之文本，透過

不同領域研究的辯證與思考，提出更明確的定義以運用於後續研究上。

（四）休憩行為詮釋文本轉化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實踐

然而，日常休憩行為的詮釋文本連結人與器物之間的互動關係外，也能轉化應用於藝術療癒、

藝術治療方面等教育課程之參考。在工藝課程的規劃與設計中融入詮釋文本所要傳達的愛物惜

物之理念，使體驗者學習工藝技術，感受工藝實作背後所要闡述的意義外，返回日常後也更能

關切並珍惜身邊事物，達推廣環保概念之效益。

      基於筆者對藝術創作與審美鑑賞的推崇，時常關注校園內藝術中心

的藝術展覽，其中以本學期「竹構—當代竹創藝展」中所展示的竹編

藝術品最為深刻，每件作品不僅呈顯藝術家所要表達的象徵意義，在

展覽空間中竹所呈現的力度與美同時也引發筆者對傳統工藝的想像。

也因筆者對工藝創作抱持憧憬，進而參與校內傳統工藝的學習課程，

盼經由學習與實作的過程來瞭解傳統工藝的工作流程與蘊含的工藝

精神。而在日本有「民藝之父」之稱的柳宗悅曾說道「用即是美」(石

建中、張魯譯，2011)的概念，筆者從柳宗悅別出心裁的設計巧思、當

代工藝與日常器物融合的作品中受相當大的啟發，也進而思考工藝與

日常器物的關係，再者，器物是否能透過工藝的手法重生甚至煥然一

新？接著解決日常生活中浪費的問題，實踐環保、循環再生的概念？

研究方法與架構

研究目的

摘要

研究動機

      整體而言，從「休憩生活」的文獻探討，確立本研究「生活休憩

」之定義外，同時也掌握本研究後續詮釋上所要邁向之目標。接著在

「工藝美學」文獻中，瞭解傳統工藝手法的呈現方式，並在日常中體

現別出心裁的風格與美感，而在呈現過程中，也牽涉到「再現與再生

產」之關係，創作者本身的創作理念、工藝表現手法及呈現於現實世

界，即是再現的歷程，同時也是意義與關係生產與轉變的進程。因此

從「生活休憩」、「工藝美學」與「再現與再生產」三者的文獻探究

，連結後續本研究之創作構想。

一、生活休憩

     Pieper(1963)認為「休閒並非為工作而存在的，而是賦予人們更多

的精神和精力去工作。休閒是一種心靈與精神狀態而並非外在因素所

致，休閒應該是一種自我認同的狀況下所從事提升心靈的活動」（葉

智魁譯，2003）；而Zalinski(1991)認為休閒的定義是「執行生活要

務以外多餘時間。」(羅倩玲譯，1994 )其中執行的意思為何？

Zelinski(1991)接著說：「休閒就是一個人在工作外所花的時間，用

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並依個人需要決定什麼是工作，什麼是休閒。」

換言之，就是如美國學者Manning(1986)所認為的休閒，是「一種自

在的(state of being)心境(state of mind)，也可以說是一種心靈自主性

的展現。」(沈清松譯，1985)

     因此，休憩生活意指人們在忙碌的生活中，自主從事可以令人感到

放鬆、滿足的活動，藉此達到放鬆身心的狀態並能達到休息的目的。

然而以生命的時間軸線論之，沒有被標記為「schedule」的部分我們

是否可稱為「free time」，而「free time」是否正是「日常生活」？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從事休憩活動是否也可達到休閒的效果？另外，休

憩活動是否一定要脫離日常空間，在非日常空間中才能達到休憩效益

？然而只要自我認為有身心放鬆及休息的效果，皆可稱為有休憩的效

益，那麼在日常空間中從事休憩活動，進而放鬆身心，是否可稱為「

日常生活的休憩」？所以，筆者所謂的「生活休憩」意指個人在從事

休閒活動的方式有別於傳統，不需要脫離當下之生活環境而前往休閒

場域從事體驗，只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從事正面或是對當事人有益處的

行為，皆是生活休憩的一部份。

一、創作對象彙整與實作紀錄

      在修護創作取向，依循「侘寂風格」視為本研究所要邁向之預想

，透過陶瓷修復的傳統工藝─鋦瓷與金膳工藝，進行修護與創作。

      而在顛覆創作取向，依循「後現代風格」視為本研究所要邁向之

預想，透過編織、縫紉、釘製等後現代拼裝手法進行創作。

二、創作風格詮釋

      在修護取向方面，修護茶具與花器時，「恢復原本樣貌及使用功

能」為主要的作者意圖，修護器具的用意也在於休憩活動中使用時，

能透過器具修護過後的外觀形式，聯想至原初意圖「愛物惜物」的觀

念。另外，也藉由泡茶與插花儀式的過程中，體會單純、清淨樸素的

休憩日常，使心靈回歸原初，達到片刻的放鬆。因此以「侘寂回歸」

為修護取向之詮釋主題。

（一）侘寂回歸

      在顛覆取向方面，「善用廢棄與剩餘素材創作具顛覆性的產品」

為主要的作者意圖，顛覆器具的用意也在於活動中使用時，能透過器

具顛覆過後的外觀形式，進而闡述素材的來源與故事，引導使用者聯

想至原初意圖「愛物惜物」的觀念。另外，也從文獻中思考後現代風

格「通俗化、商業化、生活化......等特性」，盼透過日常消費(逛街、

購物等)行為，從日常空間的流動中，細品日常生活美學的韻味。因此

以「後現代流動」為顛覆取向之詮釋主題。

（二）後現代流動

三、創作構想反思

修護取向的創作受限於所能創作的空間，有還原度高但創造性低的疑

慮。而修護取向的創作受限於所能創作的空間，有還原度高但創造性

低的疑慮。

二、工藝美學

（一）侘寂—日本工藝美學的內涵

      wabi-sabi是由兩個不同含意的字複合而成。「侘び」的日語發

音為「wabi」，講究恬靜、樸素，是一種哲學思維與生活方式（李佩

玲，2004；李昭融，2009；Leonard Koren，2011），可以從日本藝

術領域上的茶道、花道或是生活器物中，感受到 wabi 所追求的寧靜

，簡樸與憂傷之美。「寂」（sabi），強調物的本質，經過自然時序

的變化產生歲月痕跡，呈現不同質地的暫時性之美，是一種尊重大自

然的謙遜表現（李佩玲，2004；Leonard Koren，2011；趙重生、張

瀛洲，2002: 101-135）。由上述可知，wabi 和 sabi 共同講究的精

神都是順應自然與物的本質，而物之美即是本質之美。物中的不完美

，呈現物真正的本質，是種美的要素，也就是自然之美，它的缺陷產

生價值，使器物更具真實性，更具聯想之美。

（二）後現代主義的設計內涵

      後現代主義表現出對現代主義風格中純理性主義傾向的批判，其

風格強調設計應具有歷史的延續性，但又不拘泥於傳統的邏輯思維方

式。並探索創新造形手法，講究人情味與追求個性化。(陳高明，

2007)後現代主義設計取材於生活，靈感也來源於生活，將生活加以

裝飾賦予其特殊的意義又回歸於生活。將歷史結合趣味設計呈現於器

物之上，其娛樂特點是後現代主義非常典型的特徵，大部分後現代主

義的設計作品都具有戲謔、調侃的色彩，反映了經過幾十年嚴肅、冷

漠的現代主義、國際主義設計壟斷以後，人們企圖利用新的裝飾細節

達到設計上的寬鬆和舒展。(王受之，2002)器物的趣味性功能呈現人

與物之間的關係，後現代主義設計不僅重現歷史文脈，更是文化內涵

及對生活的隱喻。

三、再現與再生產

      黃雪喬(2011)在「生活物件的模組化語言與再生產」中關注日常

生活中的無用之物，同時視為創作工具，以版畫拓印的方式進行創作

，使物再生產其他藝術用途，呈現給觀者嶄新的視覺經驗，透過作品

聯繫作者與觀者的關係。李奎壁(2017)在「藝術家做為生產者：「生

產關係」成為創作計畫」中提到藝術家不只是透過創作來表達自己的

情感與想法，同時也作為一位生產者，藉由所創作的藝術作品並展示

在社會空間中，以藝術生產的概念主軸，進而生產人與物、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蔡明庭(2010)在「石東的社會生命：東台灣寶玉石的蒐藏

、流轉與消費」中，論述人把玩及蒐藏東台灣寶玉石的行為，建立人

與物的關係外，也透過玉石的交換、流轉及消費等社會互動，生產人

與人之間的連繫。

一、研究方法

（一）資料蒐集與分析：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為主體，所蒐集之二手資料以理論作為架構，

再以個案研究分析並加以詮釋。

（二）參與觀察與紀錄：學習發掘工藝創作的意涵，不斷藉由觀察傾聽、實作與體驗工藝技

法，同時記錄下觀察的所見所聞。

（三）深度訪談與解析：工藝師與器物擁有者為本研究的受訪者，透過訪談來了解受訪者之

回憶文本以及其生活經驗，增加個案研究之資料完整性。

（四）詮釋學方法：運用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與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等詮釋學

概念

二、研究架構

文獻回顧

研究結果 結論

建議

方俊源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戴裕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研究所碩士生

林遠航
文藻外語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回返茶境與心境 聚納花藝與心境

貫連日常想像與生活時尚 輪轉反思到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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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非日常
(休憩使用脈絡)

非日常
(脫離使用脈絡)

日常
(生活使用脈絡)

日常
(返回可用脈絡)

毀壞而不用
的器物

日常
器物

環保與浪費
的反思

棄置而不用
的器物

修護
取向

顛覆
取向

日常生活
休憩器物

創作
構想

跳脫 重返 躍入

研究進程 創作進程

1.距
離化的理解

1→
2.固

定化後挪用

文本(作品)
自治

1.讀者
2.作者

自我主體性
敘事化或
文本化

自我主體性
文本化

(作品化)

1.—2.
自我理解
的轉化

互文

自
我
理
解
的
轉
化

2.

視
域
融
合
的
理
解

1.

2.

反思與詮釋

構
想
符
應

環
保
檢
視一、探究物質在日常環境中脫離日常性之問題：思索物在消費社會與

日常生活之間所產生的複雜關係，回顧相關文獻、書籍及文史資料，

檢視並釐清物脫離日常性的問題，建立研究的問題意識及理論基礎。

二、建立脫離日常生活脈絡的物質文本與本研究再創作文本的互文連

結：以再創作的形式，建立「修護」與「顛覆」的創作概念，並訪談

工藝師對工藝的知識與想法，深化對實際創作的經驗，重構脫離日常

性的物與日常生活脈絡之連結。

三、創作並詮釋與反思作品與日常生活休憩之關聯：藉由工藝創作之

方式，進行創作實踐，也省思轉化為日常生活休憩器物之可能性，詮

釋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休憩關聯。

      本研究關注環境保護與循環經濟為起源，延伸探討日常生活中物質

浪費等問題，並聚焦於日常生活中「毀而不用」與「棄而不用」器物

進行思考，提出「修護取向」與「顛覆取向」的創作方式。本研究透

過質性研究的方式建立創作、詮釋至反思的研究架構，利用深度訪談

與參與觀察之方法，捕捉作者實作之歷程感想並加以紀錄，作為連結

修護創作至侘寂風格，與顛覆創作至後現代風格的詮釋基底。透過詮

釋學方法詮釋再創作文本，最後創建風格詮釋與創作構思的符應檢視

，及對應原先環保概念的檢視過程。在修護取向方面，透過傳統工藝

金繕鋦瓷等手法，修護毀而不用的器物外，也對應侘寂風格的形式與

意義，以「侘寂回歸」為修護概念主軸，「回返與聚納」為主題，詮

釋泡茶與插花活動的生活休憩行為。而在顛覆取向方面，透過異材質

拼貼的創作手法，顛覆棄而不用的器物外，對應其後現代風格的形式

與意義，以「後現代流動」為顛覆概念主軸，「流轉」與「扭轉」及

「反思」到「反動」之主題設定，詮釋逛街與購物活動等生活休憩行

為。最後透過侘寂與後現代風格器物於休憩活動中使用的經驗上，反

思原本創作構想，針對修護與顛覆取向兩者，歸納還原度與創造性之

不同特性。也檢視原先環保概念，提出深化自我「愛物惜物」觀念之

歷程，與宣揚眾人「環境保護」理念之過程，進而影響在日常生活

中實踐環保的可能性。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的方式，建立創作、詮釋至反思的研究架構。在研究程序上，本研究

自我設立作者與紀錄者之角色，紀錄者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挖掘並紀錄作者實作的身體經驗

，另外也透過參與觀察的方式，釐清作者難以言說的創作感受。而在創作過程中，修護取向主

要透過金繕工藝進行修復，顛覆取向則透過異材質拼貼進行創作。最後透過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和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的詮釋學方法為基底，檢視工序記錄文本至再創作文

本的互文關聯，也連結侘寂與後現代風格進行詮釋。

      風格詮釋以「侘寂回歸」及「後現代流動」為主軸串連「修護與顛覆器物」。侘寂回歸對

應其修護取向的茶具與花器，分別以「回返」與「聚納」為主題，詮釋泡茶與插花活動的生活

休憩行為，達回歸初心與放鬆紓壓之效益。而後現代流動對應其顛覆取向的竹編包、皮革提袋

與輪胎包，分別以「流轉」與「扭轉」為系列主題和「反轉」到「反動」的連續主題，詮釋背

載竹編包、皮革提袋與輪胎包行逛街與購物等生活休憩行為，在流動中傳達作者意涵之訴求外

，也提升自我生活美學品味。

      最後，透過使用生活休憩器物的休憩行為，反思比對原先創作構想之符應程度，提出修護

取向創作有還原性高且創造性低之特性，而顛覆取向反之。再者，檢視原先環保概念與浪費議

題，歸納侘寂風格的休憩活動即是自我對愛物惜物理念的深化歷程，而後現代風格的休憩活動

則是擴延至大眾「棄物再利用」的宣揚過程之結論。

（一）不同器物與素材之侘寂與後現代風格嘗試

本次研究，透過陶、竹、皮及鐵件進行創作與詮釋，除此之外，現實世界還有許多材質與器物

能進行創作，例如塑膠、木頭等等。尤其塑膠產品層出不窮，所造成損壞與棄置的現象日益增

多，透過不同材質的修護與顛覆，是否能達到侘寂與後現代風格的樣貌？也是一種值得嘗

試的創作方向。

（二）陶瓷、竹材、皮革及鐵件之不同風格嘗試

反觀而言，同樣毀壞器物與棄置素材能否有不同風格的樣貌體現，例如強調流動感、戲劇性及

誇張性等特點，常採用富於動態感的造型要素的巴洛克風格，或是強調不對襯、強調曲線及色

彩輕盈的洛可可風格，皆是能作為器物形式創作之依據，其中風格背後的精神層面也能做為詮

釋之基底，推向生活休憩脈絡中使用。

（三）生活休憩概念的深化探討

另外，本研究以詮釋日常休憩行為來開展生活休憩概念之運用，發現生活休憩在日常與非日常

的時空界定上較為模糊，還缺乏相關文獻支持，因此建議研讀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之文本，透過

不同領域研究的辯證與思考，提出更明確的定義以運用於後續研究上。

（四）休憩行為詮釋文本轉化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實踐

然而，日常休憩行為的詮釋文本連結人與器物之間的互動關係外，也能轉化應用於藝術療癒、

藝術治療方面等教育課程之參考。在工藝課程的規劃與設計中融入詮釋文本所要傳達的愛物惜

物之理念，使體驗者學習工藝技術，感受工藝實作背後所要闡述的意義外，返回日常後也更能

關切並珍惜身邊事物，達推廣環保概念之效益。

      基於筆者對藝術創作與審美鑑賞的推崇，時常關注校園內藝術中心

的藝術展覽，其中以本學期「竹構—當代竹創藝展」中所展示的竹編

藝術品最為深刻，每件作品不僅呈顯藝術家所要表達的象徵意義，在

展覽空間中竹所呈現的力度與美同時也引發筆者對傳統工藝的想像。

也因筆者對工藝創作抱持憧憬，進而參與校內傳統工藝的學習課程，

盼經由學習與實作的過程來瞭解傳統工藝的工作流程與蘊含的工藝

精神。而在日本有「民藝之父」之稱的柳宗悅曾說道「用即是美」(石

建中、張魯譯，2011)的概念，筆者從柳宗悅別出心裁的設計巧思、當

代工藝與日常器物融合的作品中受相當大的啟發，也進而思考工藝與

日常器物的關係，再者，器物是否能透過工藝的手法重生甚至煥然一

新？接著解決日常生活中浪費的問題，實踐環保、循環再生的概念？

研究方法與架構

研究目的

摘要

研究動機

      整體而言，從「休憩生活」的文獻探討，確立本研究「生活休憩

」之定義外，同時也掌握本研究後續詮釋上所要邁向之目標。接著在

「工藝美學」文獻中，瞭解傳統工藝手法的呈現方式，並在日常中體

現別出心裁的風格與美感，而在呈現過程中，也牽涉到「再現與再生

產」之關係，創作者本身的創作理念、工藝表現手法及呈現於現實世

界，即是再現的歷程，同時也是意義與關係生產與轉變的進程。因此

從「生活休憩」、「工藝美學」與「再現與再生產」三者的文獻探究

，連結後續本研究之創作構想。

一、生活休憩

     Pieper(1963)認為「休閒並非為工作而存在的，而是賦予人們更多

的精神和精力去工作。休閒是一種心靈與精神狀態而並非外在因素所

致，休閒應該是一種自我認同的狀況下所從事提升心靈的活動」（葉

智魁譯，2003）；而Zalinski(1991)認為休閒的定義是「執行生活要

務以外多餘時間。」(羅倩玲譯，1994 )其中執行的意思為何？

Zelinski(1991)接著說：「休閒就是一個人在工作外所花的時間，用

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並依個人需要決定什麼是工作，什麼是休閒。」

換言之，就是如美國學者Manning(1986)所認為的休閒，是「一種自

在的(state of being)心境(state of mind)，也可以說是一種心靈自主性

的展現。」(沈清松譯，1985)

     因此，休憩生活意指人們在忙碌的生活中，自主從事可以令人感到

放鬆、滿足的活動，藉此達到放鬆身心的狀態並能達到休息的目的。

然而以生命的時間軸線論之，沒有被標記為「schedule」的部分我們

是否可稱為「free time」，而「free time」是否正是「日常生活」？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從事休憩活動是否也可達到休閒的效果？另外，休

憩活動是否一定要脫離日常空間，在非日常空間中才能達到休憩效益

？然而只要自我認為有身心放鬆及休息的效果，皆可稱為有休憩的效

益，那麼在日常空間中從事休憩活動，進而放鬆身心，是否可稱為「

日常生活的休憩」？所以，筆者所謂的「生活休憩」意指個人在從事

休閒活動的方式有別於傳統，不需要脫離當下之生活環境而前往休閒

場域從事體驗，只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從事正面或是對當事人有益處的

行為，皆是生活休憩的一部份。

一、創作對象彙整與實作紀錄

      在修護創作取向，依循「侘寂風格」視為本研究所要邁向之預想

，透過陶瓷修復的傳統工藝─鋦瓷與金膳工藝，進行修護與創作。

      而在顛覆創作取向，依循「後現代風格」視為本研究所要邁向之

預想，透過編織、縫紉、釘製等後現代拼裝手法進行創作。

二、創作風格詮釋

      在修護取向方面，修護茶具與花器時，「恢復原本樣貌及使用功

能」為主要的作者意圖，修護器具的用意也在於休憩活動中使用時，

能透過器具修護過後的外觀形式，聯想至原初意圖「愛物惜物」的觀

念。另外，也藉由泡茶與插花儀式的過程中，體會單純、清淨樸素的

休憩日常，使心靈回歸原初，達到片刻的放鬆。因此以「侘寂回歸」

為修護取向之詮釋主題。

（一）侘寂回歸

      在顛覆取向方面，「善用廢棄與剩餘素材創作具顛覆性的產品」

為主要的作者意圖，顛覆器具的用意也在於活動中使用時，能透過器

具顛覆過後的外觀形式，進而闡述素材的來源與故事，引導使用者聯

想至原初意圖「愛物惜物」的觀念。另外，也從文獻中思考後現代風

格「通俗化、商業化、生活化......等特性」，盼透過日常消費(逛街、

購物等)行為，從日常空間的流動中，細品日常生活美學的韻味。因此

以「後現代流動」為顛覆取向之詮釋主題。

（二）後現代流動

三、創作構想反思

修護取向的創作受限於所能創作的空間，有還原度高但創造性低的疑

慮。而修護取向的創作受限於所能創作的空間，有還原度高但創造性

低的疑慮。

二、工藝美學

（一）侘寂—日本工藝美學的內涵

      wabi-sabi是由兩個不同含意的字複合而成。「侘び」的日語發

音為「wabi」，講究恬靜、樸素，是一種哲學思維與生活方式（李佩

玲，2004；李昭融，2009；Leonard Koren，2011），可以從日本藝

術領域上的茶道、花道或是生活器物中，感受到 wabi 所追求的寧靜

，簡樸與憂傷之美。「寂」（sabi），強調物的本質，經過自然時序

的變化產生歲月痕跡，呈現不同質地的暫時性之美，是一種尊重大自

然的謙遜表現（李佩玲，2004；Leonard Koren，2011；趙重生、張

瀛洲，2002: 101-135）。由上述可知，wabi 和 sabi 共同講究的精

神都是順應自然與物的本質，而物之美即是本質之美。物中的不完美

，呈現物真正的本質，是種美的要素，也就是自然之美，它的缺陷產

生價值，使器物更具真實性，更具聯想之美。

（二）後現代主義的設計內涵

      後現代主義表現出對現代主義風格中純理性主義傾向的批判，其

風格強調設計應具有歷史的延續性，但又不拘泥於傳統的邏輯思維方

式。並探索創新造形手法，講究人情味與追求個性化。(陳高明，

2007)後現代主義設計取材於生活，靈感也來源於生活，將生活加以

裝飾賦予其特殊的意義又回歸於生活。將歷史結合趣味設計呈現於器

物之上，其娛樂特點是後現代主義非常典型的特徵，大部分後現代主

義的設計作品都具有戲謔、調侃的色彩，反映了經過幾十年嚴肅、冷

漠的現代主義、國際主義設計壟斷以後，人們企圖利用新的裝飾細節

達到設計上的寬鬆和舒展。(王受之，2002)器物的趣味性功能呈現人

與物之間的關係，後現代主義設計不僅重現歷史文脈，更是文化內涵

及對生活的隱喻。

三、再現與再生產

      黃雪喬(2011)在「生活物件的模組化語言與再生產」中關注日常

生活中的無用之物，同時視為創作工具，以版畫拓印的方式進行創作

，使物再生產其他藝術用途，呈現給觀者嶄新的視覺經驗，透過作品

聯繫作者與觀者的關係。李奎壁(2017)在「藝術家做為生產者：「生

產關係」成為創作計畫」中提到藝術家不只是透過創作來表達自己的

情感與想法，同時也作為一位生產者，藉由所創作的藝術作品並展示

在社會空間中，以藝術生產的概念主軸，進而生產人與物、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蔡明庭(2010)在「石東的社會生命：東台灣寶玉石的蒐藏

、流轉與消費」中，論述人把玩及蒐藏東台灣寶玉石的行為，建立人

與物的關係外，也透過玉石的交換、流轉及消費等社會互動，生產人

與人之間的連繫。

一、研究方法

（一）資料蒐集與分析：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為主體，所蒐集之二手資料以理論作為架構，

再以個案研究分析並加以詮釋。

（二）參與觀察與紀錄：學習發掘工藝創作的意涵，不斷藉由觀察傾聽、實作與體驗工藝技

法，同時記錄下觀察的所見所聞。

（三）深度訪談與解析：工藝師與器物擁有者為本研究的受訪者，透過訪談來了解受訪者之

回憶文本以及其生活經驗，增加個案研究之資料完整性。

（四）詮釋學方法：運用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與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等詮釋學

概念

二、研究架構

文獻回顧

研究結果 結論

建議

方俊源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戴裕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研究所碩士生

林遠航
文藻外語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回返茶境與心境 聚納花藝與心境

貫連日常想像與生活時尚 輪轉反思到反動

美術館推動STEAM美感教育作法初探

摘
要

STEAM是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藝術(art)及數學
(mathematics)五個字的縮寫，最初是倡議STEM跨域整合，提升創造力，2008年STEM
加入藝術(art)以來，STEAM教育成為各國教育政策、博物館推動趨勢，新北市美術館、
故宮等藝文類博物館也有相關推動措施。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法，探究藝術與STEM關
聯、藝術的定義、學校的STEAM教育與美術館/博物館的互動，期為近年國內興建地方
美術館浪潮，以美術館角度看待STEAM及其與學校的夥伴關係，建構以知識流動為基礎
的生態系統作為可操作的合作發展模式。

結果與結論
1.STEAM中Art(藝術)的定義

1.以文獻分析法梳理STEAM發展脈絡
2.以「Google Scholar」及科技部補

助計畫網站分析研究趨勢。

1.從STEM到STEAM教育的發展
2.美術館、博物館等非正規教育機構推動

STEAM的角色漸增
3.國內美術館興建浪潮

資料來源：Perignat, E. & Katz-Buonincontro, J. (2009) “STEAM in practice and research: 
An integ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31: 31-43.

2.七種定義藝術與STEM關係的分類方法
• 共通的知識
• 設計導向STEAM教育
• 合作，跨領域
• 藝術整合
資料來源：Liao, C. (2019). “Creating a STEAM map: a content analysis of visual art 

practices in STEAM education.” STEAM Education. Springer: Cham,, pp. 37-55.

• 專案導向學習
• 創客導向
• 藝術家及藝術

教育導向

4.國際有關STEM與STEAM研究趨勢漸增
2010年STEAM論
文僅10 篇，STEM
則 為 2000 篇 。
2019年起STEAM
超過1000篇，佔
STEM 比 例 突 破
10%。

5.科技部STEM/STEAM研究計畫主題分佈
• STEM：女性議題研究最多，創客次之。
• STEAM：創客最多，科技導入比例提升，藝術整合僅7件
• 七種定義藝術與STEM關係的方法，本研究建議新增第八種
科技導入類型，其在STEAM計畫所佔比例最高。
• STEAM相關研究則只有兩件與博物館相關

3.STEAM兩類型
I ：由STEM知識去創作藝術，主體是藝術。
II：由創作藝術去學習理解、驗證STEM的

內容，藝術是載體。台灣多偏此類型。

6.美術館/博物館與學校推動STEAM模式
•館校合作有6種合作模式，台灣多採學校主導的合作
型態，且多是單一學校與單一館的合作。
•學校以學生為本位，美術館則以觀眾本位重新思考參
觀博物館學習的歷程。合作可提高雙方綜效機會。
• STEAM推動常見問題：評量方式、教師/館員培力等，
館校合作需考量政策、課程、行政支援、經費，才能
確保合作的永續性。

研究
方法

研究
架構

研究
背景

研究
目的

1.探究STEM與STEAM的發展脈絡，藝術與
STEM的關聯。

2.分析目前STEAM方法運用藝術融入STEM
學習的推動模式。

3.國內美術館/博物館未來發展STEAM建議

結論

張雅淨博士（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女性
議題
最多

創
客
次
之

S
T
E
M

創客類
型最多

S
T
E
A
M

美術館與學校建立永續合作，未來以STEAM教育核心，以博物館為區域中心，串連大學
與周邊學校組成聯盟，開展以知識流動的生態系統作為可操作的合作模式發展的基礎，
創造一個美術館/博物館-學校-藝術家/策展人-利害關係人的STEAM生態系統。

7.建構以知識流動為基礎的有機生態系統
•參與者角色平等，各自貢獻專長。
•創造知識的流動，包含由學校出發的STEM課程專
業及由博物館提供的Art專業知識的流動。
•以博物館為核心，導入周邊大學為智庫，結合區域
K-12學校創造可交流的有機體。
•創造此合作平台的獨立財源
•教師與博物館專業人力的培力單位

2010-2021 Google Scholar
STEM與STEAM研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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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非日常
(休憩使用脈絡)

非日常
(脫離使用脈絡)

日常
(生活使用脈絡)

日常
(返回可用脈絡)

毀壞而不用
的器物

日常
器物

環保與浪費
的反思

棄置而不用
的器物

修護
取向

顛覆
取向

日常生活
休憩器物

創作
構想

跳脫 重返 躍入

研究進程 創作進程

1.距
離化的理解

1→
2.固

定化後挪用

文本(作品)
自治

1.讀者
2.作者

自我主體性
敘事化或
文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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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一、探究物質在日常環境中脫離日常性之問題：思索物在消費社會與

日常生活之間所產生的複雜關係，回顧相關文獻、書籍及文史資料，

檢視並釐清物脫離日常性的問題，建立研究的問題意識及理論基礎。

二、建立脫離日常生活脈絡的物質文本與本研究再創作文本的互文連

結：以再創作的形式，建立「修護」與「顛覆」的創作概念，並訪談

工藝師對工藝的知識與想法，深化對實際創作的經驗，重構脫離日常

性的物與日常生活脈絡之連結。

三、創作並詮釋與反思作品與日常生活休憩之關聯：藉由工藝創作之

方式，進行創作實踐，也省思轉化為日常生活休憩器物之可能性，詮

釋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休憩關聯。

      本研究關注環境保護與循環經濟為起源，延伸探討日常生活中物質

浪費等問題，並聚焦於日常生活中「毀而不用」與「棄而不用」器物

進行思考，提出「修護取向」與「顛覆取向」的創作方式。本研究透

過質性研究的方式建立創作、詮釋至反思的研究架構，利用深度訪談

與參與觀察之方法，捕捉作者實作之歷程感想並加以紀錄，作為連結

修護創作至侘寂風格，與顛覆創作至後現代風格的詮釋基底。透過詮

釋學方法詮釋再創作文本，最後創建風格詮釋與創作構思的符應檢視

，及對應原先環保概念的檢視過程。在修護取向方面，透過傳統工藝

金繕鋦瓷等手法，修護毀而不用的器物外，也對應侘寂風格的形式與

意義，以「侘寂回歸」為修護概念主軸，「回返與聚納」為主題，詮

釋泡茶與插花活動的生活休憩行為。而在顛覆取向方面，透過異材質

拼貼的創作手法，顛覆棄而不用的器物外，對應其後現代風格的形式

與意義，以「後現代流動」為顛覆概念主軸，「流轉」與「扭轉」及

「反思」到「反動」之主題設定，詮釋逛街與購物活動等生活休憩行

為。最後透過侘寂與後現代風格器物於休憩活動中使用的經驗上，反

思原本創作構想，針對修護與顛覆取向兩者，歸納還原度與創造性之

不同特性。也檢視原先環保概念，提出深化自我「愛物惜物」觀念之

歷程，與宣揚眾人「環境保護」理念之過程，進而影響在日常生活

中實踐環保的可能性。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的方式，建立創作、詮釋至反思的研究架構。在研究程序上，本研究

自我設立作者與紀錄者之角色，紀錄者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挖掘並紀錄作者實作的身體經驗

，另外也透過參與觀察的方式，釐清作者難以言說的創作感受。而在創作過程中，修護取向主

要透過金繕工藝進行修復，顛覆取向則透過異材質拼貼進行創作。最後透過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和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的詮釋學方法為基底，檢視工序記錄文本至再創作文

本的互文關聯，也連結侘寂與後現代風格進行詮釋。

      風格詮釋以「侘寂回歸」及「後現代流動」為主軸串連「修護與顛覆器物」。侘寂回歸對

應其修護取向的茶具與花器，分別以「回返」與「聚納」為主題，詮釋泡茶與插花活動的生活

休憩行為，達回歸初心與放鬆紓壓之效益。而後現代流動對應其顛覆取向的竹編包、皮革提袋

與輪胎包，分別以「流轉」與「扭轉」為系列主題和「反轉」到「反動」的連續主題，詮釋背

載竹編包、皮革提袋與輪胎包行逛街與購物等生活休憩行為，在流動中傳達作者意涵之訴求外

，也提升自我生活美學品味。

      最後，透過使用生活休憩器物的休憩行為，反思比對原先創作構想之符應程度，提出修護

取向創作有還原性高且創造性低之特性，而顛覆取向反之。再者，檢視原先環保概念與浪費議

題，歸納侘寂風格的休憩活動即是自我對愛物惜物理念的深化歷程，而後現代風格的休憩活動

則是擴延至大眾「棄物再利用」的宣揚過程之結論。

（一）不同器物與素材之侘寂與後現代風格嘗試

本次研究，透過陶、竹、皮及鐵件進行創作與詮釋，除此之外，現實世界還有許多材質與器物

能進行創作，例如塑膠、木頭等等。尤其塑膠產品層出不窮，所造成損壞與棄置的現象日益增

多，透過不同材質的修護與顛覆，是否能達到侘寂與後現代風格的樣貌？也是一種值得嘗

試的創作方向。

（二）陶瓷、竹材、皮革及鐵件之不同風格嘗試

反觀而言，同樣毀壞器物與棄置素材能否有不同風格的樣貌體現，例如強調流動感、戲劇性及

誇張性等特點，常採用富於動態感的造型要素的巴洛克風格，或是強調不對襯、強調曲線及色

彩輕盈的洛可可風格，皆是能作為器物形式創作之依據，其中風格背後的精神層面也能做為詮

釋之基底，推向生活休憩脈絡中使用。

（三）生活休憩概念的深化探討

另外，本研究以詮釋日常休憩行為來開展生活休憩概念之運用，發現生活休憩在日常與非日常

的時空界定上較為模糊，還缺乏相關文獻支持，因此建議研讀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之文本，透過

不同領域研究的辯證與思考，提出更明確的定義以運用於後續研究上。

（四）休憩行為詮釋文本轉化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實踐

然而，日常休憩行為的詮釋文本連結人與器物之間的互動關係外，也能轉化應用於藝術療癒、

藝術治療方面等教育課程之參考。在工藝課程的規劃與設計中融入詮釋文本所要傳達的愛物惜

物之理念，使體驗者學習工藝技術，感受工藝實作背後所要闡述的意義外，返回日常後也更能

關切並珍惜身邊事物，達推廣環保概念之效益。

      基於筆者對藝術創作與審美鑑賞的推崇，時常關注校園內藝術中心

的藝術展覽，其中以本學期「竹構—當代竹創藝展」中所展示的竹編

藝術品最為深刻，每件作品不僅呈顯藝術家所要表達的象徵意義，在

展覽空間中竹所呈現的力度與美同時也引發筆者對傳統工藝的想像。

也因筆者對工藝創作抱持憧憬，進而參與校內傳統工藝的學習課程，

盼經由學習與實作的過程來瞭解傳統工藝的工作流程與蘊含的工藝

精神。而在日本有「民藝之父」之稱的柳宗悅曾說道「用即是美」(石

建中、張魯譯，2011)的概念，筆者從柳宗悅別出心裁的設計巧思、當

代工藝與日常器物融合的作品中受相當大的啟發，也進而思考工藝與

日常器物的關係，再者，器物是否能透過工藝的手法重生甚至煥然一

新？接著解決日常生活中浪費的問題，實踐環保、循環再生的概念？

研究方法與架構

研究目的

摘要

研究動機

      整體而言，從「休憩生活」的文獻探討，確立本研究「生活休憩

」之定義外，同時也掌握本研究後續詮釋上所要邁向之目標。接著在

「工藝美學」文獻中，瞭解傳統工藝手法的呈現方式，並在日常中體

現別出心裁的風格與美感，而在呈現過程中，也牽涉到「再現與再生

產」之關係，創作者本身的創作理念、工藝表現手法及呈現於現實世

界，即是再現的歷程，同時也是意義與關係生產與轉變的進程。因此

從「生活休憩」、「工藝美學」與「再現與再生產」三者的文獻探究

，連結後續本研究之創作構想。

一、生活休憩

     Pieper(1963)認為「休閒並非為工作而存在的，而是賦予人們更多

的精神和精力去工作。休閒是一種心靈與精神狀態而並非外在因素所

致，休閒應該是一種自我認同的狀況下所從事提升心靈的活動」（葉

智魁譯，2003）；而Zalinski(1991)認為休閒的定義是「執行生活要

務以外多餘時間。」(羅倩玲譯，1994 )其中執行的意思為何？

Zelinski(1991)接著說：「休閒就是一個人在工作外所花的時間，用

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並依個人需要決定什麼是工作，什麼是休閒。」

換言之，就是如美國學者Manning(1986)所認為的休閒，是「一種自

在的(state of being)心境(state of mind)，也可以說是一種心靈自主性

的展現。」(沈清松譯，1985)

     因此，休憩生活意指人們在忙碌的生活中，自主從事可以令人感到

放鬆、滿足的活動，藉此達到放鬆身心的狀態並能達到休息的目的。

然而以生命的時間軸線論之，沒有被標記為「schedule」的部分我們

是否可稱為「free time」，而「free time」是否正是「日常生活」？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從事休憩活動是否也可達到休閒的效果？另外，休

憩活動是否一定要脫離日常空間，在非日常空間中才能達到休憩效益

？然而只要自我認為有身心放鬆及休息的效果，皆可稱為有休憩的效

益，那麼在日常空間中從事休憩活動，進而放鬆身心，是否可稱為「

日常生活的休憩」？所以，筆者所謂的「生活休憩」意指個人在從事

休閒活動的方式有別於傳統，不需要脫離當下之生活環境而前往休閒

場域從事體驗，只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從事正面或是對當事人有益處的

行為，皆是生活休憩的一部份。

一、創作對象彙整與實作紀錄

      在修護創作取向，依循「侘寂風格」視為本研究所要邁向之預想

，透過陶瓷修復的傳統工藝─鋦瓷與金膳工藝，進行修護與創作。

      而在顛覆創作取向，依循「後現代風格」視為本研究所要邁向之

預想，透過編織、縫紉、釘製等後現代拼裝手法進行創作。

二、創作風格詮釋

      在修護取向方面，修護茶具與花器時，「恢復原本樣貌及使用功

能」為主要的作者意圖，修護器具的用意也在於休憩活動中使用時，

能透過器具修護過後的外觀形式，聯想至原初意圖「愛物惜物」的觀

念。另外，也藉由泡茶與插花儀式的過程中，體會單純、清淨樸素的

休憩日常，使心靈回歸原初，達到片刻的放鬆。因此以「侘寂回歸」

為修護取向之詮釋主題。

（一）侘寂回歸

      在顛覆取向方面，「善用廢棄與剩餘素材創作具顛覆性的產品」

為主要的作者意圖，顛覆器具的用意也在於活動中使用時，能透過器

具顛覆過後的外觀形式，進而闡述素材的來源與故事，引導使用者聯

想至原初意圖「愛物惜物」的觀念。另外，也從文獻中思考後現代風

格「通俗化、商業化、生活化......等特性」，盼透過日常消費(逛街、

購物等)行為，從日常空間的流動中，細品日常生活美學的韻味。因此

以「後現代流動」為顛覆取向之詮釋主題。

（二）後現代流動

三、創作構想反思

修護取向的創作受限於所能創作的空間，有還原度高但創造性低的疑

慮。而修護取向的創作受限於所能創作的空間，有還原度高但創造性

低的疑慮。

二、工藝美學

（一）侘寂—日本工藝美學的內涵

      wabi-sabi是由兩個不同含意的字複合而成。「侘び」的日語發

音為「wabi」，講究恬靜、樸素，是一種哲學思維與生活方式（李佩

玲，2004；李昭融，2009；Leonard Koren，2011），可以從日本藝

術領域上的茶道、花道或是生活器物中，感受到 wabi 所追求的寧靜

，簡樸與憂傷之美。「寂」（sabi），強調物的本質，經過自然時序

的變化產生歲月痕跡，呈現不同質地的暫時性之美，是一種尊重大自

然的謙遜表現（李佩玲，2004；Leonard Koren，2011；趙重生、張

瀛洲，2002: 101-135）。由上述可知，wabi 和 sabi 共同講究的精

神都是順應自然與物的本質，而物之美即是本質之美。物中的不完美

，呈現物真正的本質，是種美的要素，也就是自然之美，它的缺陷產

生價值，使器物更具真實性，更具聯想之美。

（二）後現代主義的設計內涵

      後現代主義表現出對現代主義風格中純理性主義傾向的批判，其

風格強調設計應具有歷史的延續性，但又不拘泥於傳統的邏輯思維方

式。並探索創新造形手法，講究人情味與追求個性化。(陳高明，

2007)後現代主義設計取材於生活，靈感也來源於生活，將生活加以

裝飾賦予其特殊的意義又回歸於生活。將歷史結合趣味設計呈現於器

物之上，其娛樂特點是後現代主義非常典型的特徵，大部分後現代主

義的設計作品都具有戲謔、調侃的色彩，反映了經過幾十年嚴肅、冷

漠的現代主義、國際主義設計壟斷以後，人們企圖利用新的裝飾細節

達到設計上的寬鬆和舒展。(王受之，2002)器物的趣味性功能呈現人

與物之間的關係，後現代主義設計不僅重現歷史文脈，更是文化內涵

及對生活的隱喻。

三、再現與再生產

      黃雪喬(2011)在「生活物件的模組化語言與再生產」中關注日常

生活中的無用之物，同時視為創作工具，以版畫拓印的方式進行創作

，使物再生產其他藝術用途，呈現給觀者嶄新的視覺經驗，透過作品

聯繫作者與觀者的關係。李奎壁(2017)在「藝術家做為生產者：「生

產關係」成為創作計畫」中提到藝術家不只是透過創作來表達自己的

情感與想法，同時也作為一位生產者，藉由所創作的藝術作品並展示

在社會空間中，以藝術生產的概念主軸，進而生產人與物、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蔡明庭(2010)在「石東的社會生命：東台灣寶玉石的蒐藏

、流轉與消費」中，論述人把玩及蒐藏東台灣寶玉石的行為，建立人

與物的關係外，也透過玉石的交換、流轉及消費等社會互動，生產人

與人之間的連繫。

一、研究方法

（一）資料蒐集與分析：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為主體，所蒐集之二手資料以理論作為架構，

再以個案研究分析並加以詮釋。

（二）參與觀察與紀錄：學習發掘工藝創作的意涵，不斷藉由觀察傾聽、實作與體驗工藝技

法，同時記錄下觀察的所見所聞。

（三）深度訪談與解析：工藝師與器物擁有者為本研究的受訪者，透過訪談來了解受訪者之

回憶文本以及其生活經驗，增加個案研究之資料完整性。

（四）詮釋學方法：運用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與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等詮釋學

概念

二、研究架構

文獻回顧

研究結果 結論

建議

方俊源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戴裕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研究所碩士生

林遠航
文藻外語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回返茶境與心境 聚納花藝與心境

貫連日常想像與生活時尚 輪轉反思到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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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保
檢
視一、探究物質在日常環境中脫離日常性之問題：思索物在消費社會與

日常生活之間所產生的複雜關係，回顧相關文獻、書籍及文史資料，

檢視並釐清物脫離日常性的問題，建立研究的問題意識及理論基礎。

二、建立脫離日常生活脈絡的物質文本與本研究再創作文本的互文連

結：以再創作的形式，建立「修護」與「顛覆」的創作概念，並訪談

工藝師對工藝的知識與想法，深化對實際創作的經驗，重構脫離日常

性的物與日常生活脈絡之連結。

三、創作並詮釋與反思作品與日常生活休憩之關聯：藉由工藝創作之

方式，進行創作實踐，也省思轉化為日常生活休憩器物之可能性，詮

釋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休憩關聯。

      本研究關注環境保護與循環經濟為起源，延伸探討日常生活中物質

浪費等問題，並聚焦於日常生活中「毀而不用」與「棄而不用」器物

進行思考，提出「修護取向」與「顛覆取向」的創作方式。本研究透

過質性研究的方式建立創作、詮釋至反思的研究架構，利用深度訪談

與參與觀察之方法，捕捉作者實作之歷程感想並加以紀錄，作為連結

修護創作至侘寂風格，與顛覆創作至後現代風格的詮釋基底。透過詮

釋學方法詮釋再創作文本，最後創建風格詮釋與創作構思的符應檢視

，及對應原先環保概念的檢視過程。在修護取向方面，透過傳統工藝

金繕鋦瓷等手法，修護毀而不用的器物外，也對應侘寂風格的形式與

意義，以「侘寂回歸」為修護概念主軸，「回返與聚納」為主題，詮

釋泡茶與插花活動的生活休憩行為。而在顛覆取向方面，透過異材質

拼貼的創作手法，顛覆棄而不用的器物外，對應其後現代風格的形式

與意義，以「後現代流動」為顛覆概念主軸，「流轉」與「扭轉」及

「反思」到「反動」之主題設定，詮釋逛街與購物活動等生活休憩行

為。最後透過侘寂與後現代風格器物於休憩活動中使用的經驗上，反

思原本創作構想，針對修護與顛覆取向兩者，歸納還原度與創造性之

不同特性。也檢視原先環保概念，提出深化自我「愛物惜物」觀念之

歷程，與宣揚眾人「環境保護」理念之過程，進而影響在日常生活

中實踐環保的可能性。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的方式，建立創作、詮釋至反思的研究架構。在研究程序上，本研究

自我設立作者與紀錄者之角色，紀錄者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挖掘並紀錄作者實作的身體經驗

，另外也透過參與觀察的方式，釐清作者難以言說的創作感受。而在創作過程中，修護取向主

要透過金繕工藝進行修復，顛覆取向則透過異材質拼貼進行創作。最後透過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和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的詮釋學方法為基底，檢視工序記錄文本至再創作文

本的互文關聯，也連結侘寂與後現代風格進行詮釋。

      風格詮釋以「侘寂回歸」及「後現代流動」為主軸串連「修護與顛覆器物」。侘寂回歸對

應其修護取向的茶具與花器，分別以「回返」與「聚納」為主題，詮釋泡茶與插花活動的生活

休憩行為，達回歸初心與放鬆紓壓之效益。而後現代流動對應其顛覆取向的竹編包、皮革提袋

與輪胎包，分別以「流轉」與「扭轉」為系列主題和「反轉」到「反動」的連續主題，詮釋背

載竹編包、皮革提袋與輪胎包行逛街與購物等生活休憩行為，在流動中傳達作者意涵之訴求外

，也提升自我生活美學品味。

      最後，透過使用生活休憩器物的休憩行為，反思比對原先創作構想之符應程度，提出修護

取向創作有還原性高且創造性低之特性，而顛覆取向反之。再者，檢視原先環保概念與浪費議

題，歸納侘寂風格的休憩活動即是自我對愛物惜物理念的深化歷程，而後現代風格的休憩活動

則是擴延至大眾「棄物再利用」的宣揚過程之結論。

（一）不同器物與素材之侘寂與後現代風格嘗試

本次研究，透過陶、竹、皮及鐵件進行創作與詮釋，除此之外，現實世界還有許多材質與器物

能進行創作，例如塑膠、木頭等等。尤其塑膠產品層出不窮，所造成損壞與棄置的現象日益增

多，透過不同材質的修護與顛覆，是否能達到侘寂與後現代風格的樣貌？也是一種值得嘗

試的創作方向。

（二）陶瓷、竹材、皮革及鐵件之不同風格嘗試

反觀而言，同樣毀壞器物與棄置素材能否有不同風格的樣貌體現，例如強調流動感、戲劇性及

誇張性等特點，常採用富於動態感的造型要素的巴洛克風格，或是強調不對襯、強調曲線及色

彩輕盈的洛可可風格，皆是能作為器物形式創作之依據，其中風格背後的精神層面也能做為詮

釋之基底，推向生活休憩脈絡中使用。

（三）生活休憩概念的深化探討

另外，本研究以詮釋日常休憩行為來開展生活休憩概念之運用，發現生活休憩在日常與非日常

的時空界定上較為模糊，還缺乏相關文獻支持，因此建議研讀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之文本，透過

不同領域研究的辯證與思考，提出更明確的定義以運用於後續研究上。

（四）休憩行為詮釋文本轉化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實踐

然而，日常休憩行為的詮釋文本連結人與器物之間的互動關係外，也能轉化應用於藝術療癒、

藝術治療方面等教育課程之參考。在工藝課程的規劃與設計中融入詮釋文本所要傳達的愛物惜

物之理念，使體驗者學習工藝技術，感受工藝實作背後所要闡述的意義外，返回日常後也更能

關切並珍惜身邊事物，達推廣環保概念之效益。

      基於筆者對藝術創作與審美鑑賞的推崇，時常關注校園內藝術中心

的藝術展覽，其中以本學期「竹構—當代竹創藝展」中所展示的竹編

藝術品最為深刻，每件作品不僅呈顯藝術家所要表達的象徵意義，在

展覽空間中竹所呈現的力度與美同時也引發筆者對傳統工藝的想像。

也因筆者對工藝創作抱持憧憬，進而參與校內傳統工藝的學習課程，

盼經由學習與實作的過程來瞭解傳統工藝的工作流程與蘊含的工藝

精神。而在日本有「民藝之父」之稱的柳宗悅曾說道「用即是美」(石

建中、張魯譯，2011)的概念，筆者從柳宗悅別出心裁的設計巧思、當

代工藝與日常器物融合的作品中受相當大的啟發，也進而思考工藝與

日常器物的關係，再者，器物是否能透過工藝的手法重生甚至煥然一

新？接著解決日常生活中浪費的問題，實踐環保、循環再生的概念？

研究方法與架構

研究目的

摘要

研究動機

      整體而言，從「休憩生活」的文獻探討，確立本研究「生活休憩

」之定義外，同時也掌握本研究後續詮釋上所要邁向之目標。接著在

「工藝美學」文獻中，瞭解傳統工藝手法的呈現方式，並在日常中體

現別出心裁的風格與美感，而在呈現過程中，也牽涉到「再現與再生

產」之關係，創作者本身的創作理念、工藝表現手法及呈現於現實世

界，即是再現的歷程，同時也是意義與關係生產與轉變的進程。因此

從「生活休憩」、「工藝美學」與「再現與再生產」三者的文獻探究

，連結後續本研究之創作構想。

一、生活休憩

     Pieper(1963)認為「休閒並非為工作而存在的，而是賦予人們更多

的精神和精力去工作。休閒是一種心靈與精神狀態而並非外在因素所

致，休閒應該是一種自我認同的狀況下所從事提升心靈的活動」（葉

智魁譯，2003）；而Zalinski(1991)認為休閒的定義是「執行生活要

務以外多餘時間。」(羅倩玲譯，1994 )其中執行的意思為何？

Zelinski(1991)接著說：「休閒就是一個人在工作外所花的時間，用

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並依個人需要決定什麼是工作，什麼是休閒。」

換言之，就是如美國學者Manning(1986)所認為的休閒，是「一種自

在的(state of being)心境(state of mind)，也可以說是一種心靈自主性

的展現。」(沈清松譯，1985)

     因此，休憩生活意指人們在忙碌的生活中，自主從事可以令人感到

放鬆、滿足的活動，藉此達到放鬆身心的狀態並能達到休息的目的。

然而以生命的時間軸線論之，沒有被標記為「schedule」的部分我們

是否可稱為「free time」，而「free time」是否正是「日常生活」？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從事休憩活動是否也可達到休閒的效果？另外，休

憩活動是否一定要脫離日常空間，在非日常空間中才能達到休憩效益

？然而只要自我認為有身心放鬆及休息的效果，皆可稱為有休憩的效

益，那麼在日常空間中從事休憩活動，進而放鬆身心，是否可稱為「

日常生活的休憩」？所以，筆者所謂的「生活休憩」意指個人在從事

休閒活動的方式有別於傳統，不需要脫離當下之生活環境而前往休閒

場域從事體驗，只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從事正面或是對當事人有益處的

行為，皆是生活休憩的一部份。

一、創作對象彙整與實作紀錄

      在修護創作取向，依循「侘寂風格」視為本研究所要邁向之預想

，透過陶瓷修復的傳統工藝─鋦瓷與金膳工藝，進行修護與創作。

      而在顛覆創作取向，依循「後現代風格」視為本研究所要邁向之

預想，透過編織、縫紉、釘製等後現代拼裝手法進行創作。

二、創作風格詮釋

      在修護取向方面，修護茶具與花器時，「恢復原本樣貌及使用功

能」為主要的作者意圖，修護器具的用意也在於休憩活動中使用時，

能透過器具修護過後的外觀形式，聯想至原初意圖「愛物惜物」的觀

念。另外，也藉由泡茶與插花儀式的過程中，體會單純、清淨樸素的

休憩日常，使心靈回歸原初，達到片刻的放鬆。因此以「侘寂回歸」

為修護取向之詮釋主題。

（一）侘寂回歸

      在顛覆取向方面，「善用廢棄與剩餘素材創作具顛覆性的產品」

為主要的作者意圖，顛覆器具的用意也在於活動中使用時，能透過器

具顛覆過後的外觀形式，進而闡述素材的來源與故事，引導使用者聯

想至原初意圖「愛物惜物」的觀念。另外，也從文獻中思考後現代風

格「通俗化、商業化、生活化......等特性」，盼透過日常消費(逛街、

購物等)行為，從日常空間的流動中，細品日常生活美學的韻味。因此

以「後現代流動」為顛覆取向之詮釋主題。

（二）後現代流動

三、創作構想反思

修護取向的創作受限於所能創作的空間，有還原度高但創造性低的疑

慮。而修護取向的創作受限於所能創作的空間，有還原度高但創造性

低的疑慮。

二、工藝美學

（一）侘寂—日本工藝美學的內涵

      wabi-sabi是由兩個不同含意的字複合而成。「侘び」的日語發

音為「wabi」，講究恬靜、樸素，是一種哲學思維與生活方式（李佩

玲，2004；李昭融，2009；Leonard Koren，2011），可以從日本藝

術領域上的茶道、花道或是生活器物中，感受到 wabi 所追求的寧靜

，簡樸與憂傷之美。「寂」（sabi），強調物的本質，經過自然時序

的變化產生歲月痕跡，呈現不同質地的暫時性之美，是一種尊重大自

然的謙遜表現（李佩玲，2004；Leonard Koren，2011；趙重生、張

瀛洲，2002: 101-135）。由上述可知，wabi 和 sabi 共同講究的精

神都是順應自然與物的本質，而物之美即是本質之美。物中的不完美

，呈現物真正的本質，是種美的要素，也就是自然之美，它的缺陷產

生價值，使器物更具真實性，更具聯想之美。

（二）後現代主義的設計內涵

      後現代主義表現出對現代主義風格中純理性主義傾向的批判，其

風格強調設計應具有歷史的延續性，但又不拘泥於傳統的邏輯思維方

式。並探索創新造形手法，講究人情味與追求個性化。(陳高明，

2007)後現代主義設計取材於生活，靈感也來源於生活，將生活加以

裝飾賦予其特殊的意義又回歸於生活。將歷史結合趣味設計呈現於器

物之上，其娛樂特點是後現代主義非常典型的特徵，大部分後現代主

義的設計作品都具有戲謔、調侃的色彩，反映了經過幾十年嚴肅、冷

漠的現代主義、國際主義設計壟斷以後，人們企圖利用新的裝飾細節

達到設計上的寬鬆和舒展。(王受之，2002)器物的趣味性功能呈現人

與物之間的關係，後現代主義設計不僅重現歷史文脈，更是文化內涵

及對生活的隱喻。

三、再現與再生產

      黃雪喬(2011)在「生活物件的模組化語言與再生產」中關注日常

生活中的無用之物，同時視為創作工具，以版畫拓印的方式進行創作

，使物再生產其他藝術用途，呈現給觀者嶄新的視覺經驗，透過作品

聯繫作者與觀者的關係。李奎壁(2017)在「藝術家做為生產者：「生

產關係」成為創作計畫」中提到藝術家不只是透過創作來表達自己的

情感與想法，同時也作為一位生產者，藉由所創作的藝術作品並展示

在社會空間中，以藝術生產的概念主軸，進而生產人與物、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蔡明庭(2010)在「石東的社會生命：東台灣寶玉石的蒐藏

、流轉與消費」中，論述人把玩及蒐藏東台灣寶玉石的行為，建立人

與物的關係外，也透過玉石的交換、流轉及消費等社會互動，生產人

與人之間的連繫。

一、研究方法

（一）資料蒐集與分析：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為主體，所蒐集之二手資料以理論作為架構，

再以個案研究分析並加以詮釋。

（二）參與觀察與紀錄：學習發掘工藝創作的意涵，不斷藉由觀察傾聽、實作與體驗工藝技

法，同時記錄下觀察的所見所聞。

（三）深度訪談與解析：工藝師與器物擁有者為本研究的受訪者，透過訪談來了解受訪者之

回憶文本以及其生活經驗，增加個案研究之資料完整性。

（四）詮釋學方法：運用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與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等詮釋學

概念

二、研究架構

文獻回顧

研究結果 結論

建議

方俊源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戴裕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研究所碩士生

林遠航
文藻外語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回返茶境與心境 聚納花藝與心境

貫連日常想像與生活時尚 輪轉反思到反動

美術館推動STEAM美感教育作法初探

摘
要

STEAM是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藝術(art)及數學
(mathematics)五個字的縮寫，最初是倡議STEM跨域整合，提升創造力，2008年STEM
加入藝術(art)以來，STEAM教育成為各國教育政策、博物館推動趨勢，新北市美術館、
故宮等藝文類博物館也有相關推動措施。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法，探究藝術與STEM關
聯、藝術的定義、學校的STEAM教育與美術館/博物館的互動，期為近年國內興建地方
美術館浪潮，以美術館角度看待STEAM及其與學校的夥伴關係，建構以知識流動為基礎
的生態系統作為可操作的合作發展模式。

結果與結論
1.STEAM中Art(藝術)的定義

1.以文獻分析法梳理STEAM發展脈絡
2.以「Google Scholar」及科技部補

助計畫網站分析研究趨勢。

1.從STEM到STEAM教育的發展
2.美術館、博物館等非正規教育機構推動

STEAM的角色漸增
3.國內美術館興建浪潮

資料來源：Perignat, E. & Katz-Buonincontro, J. (2009) “STEAM in practice and research: 
An integ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31: 31-43.

2.七種定義藝術與STEM關係的分類方法
• 共通的知識
• 設計導向STEAM教育
• 合作，跨領域
• 藝術整合
資料來源：Liao, C. (2019). “Creating a STEAM map: a content analysis of visual art 

practices in STEAM education.” STEAM Education. Springer: Cham,, pp. 37-55.

• 專案導向學習
• 創客導向
• 藝術家及藝術

教育導向

4.國際有關STEM與STEAM研究趨勢漸增
2010年STEAM論
文僅10 篇，STEM
則 為 2000 篇 。
2019年起STEAM
超過1000篇，佔
STEM 比 例 突 破
10%。

5.科技部STEM/STEAM研究計畫主題分佈
• STEM：女性議題研究最多，創客次之。
• STEAM：創客最多，科技導入比例提升，藝術整合僅7件
• 七種定義藝術與STEM關係的方法，本研究建議新增第八種
科技導入類型，其在STEAM計畫所佔比例最高。
• STEAM相關研究則只有兩件與博物館相關

3.STEAM兩類型
I ：由STEM知識去創作藝術，主體是藝術。
II：由創作藝術去學習理解、驗證STEM的

內容，藝術是載體。台灣多偏此類型。

6.美術館/博物館與學校推動STEAM模式
•館校合作有6種合作模式，台灣多採學校主導的合作
型態，且多是單一學校與單一館的合作。
•學校以學生為本位，美術館則以觀眾本位重新思考參
觀博物館學習的歷程。合作可提高雙方綜效機會。
• STEAM推動常見問題：評量方式、教師/館員培力等，
館校合作需考量政策、課程、行政支援、經費，才能
確保合作的永續性。

研究
方法

研究
架構

研究
背景

研究
目的

1.探究STEM與STEAM的發展脈絡，藝術與
STEM的關聯。

2.分析目前STEAM方法運用藝術融入STEM
學習的推動模式。

3.國內美術館/博物館未來發展STEAM建議

結論

張雅淨博士（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女性
議題
最多

創
客
次
之

S
T
E
M

創客類
型最多

S
T
E
A
M

美術館與學校建立永續合作，未來以STEAM教育核心，以博物館為區域中心，串連大學
與周邊學校組成聯盟，開展以知識流動的生態系統作為可操作的合作模式發展的基礎，
創造一個美術館/博物館-學校-藝術家/策展人-利害關係人的STEAM生態系統。

7.建構以知識流動為基礎的有機生態系統
•參與者角色平等，各自貢獻專長。
•創造知識的流動，包含由學校出發的STEM課程專
業及由博物館提供的Art專業知識的流動。
•以博物館為核心，導入周邊大學為智庫，結合區域
K-12學校創造可交流的有機體。
•創造此合作平台的獨立財源
•教師與博物館專業人力的培力單位

2010-2021 Google Scholar
STEM與STEAM研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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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本研究⽬的，研究者以⼤學設立實習商店為範圍，並以國立臺東⼤學設立實習商店內的⼈員為研究對象。以下針對本研究之對象以

及⽅法加以說明如下: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立臺東⼤學設立之實習商店主任1名、⽣物技術實驗⼯廠主任1名、銷售⼈員2名、設計師1名

、⾏政⼈員1名、顧客10名、實習之學⽣4名為研究對象，共計約20名。

(⼆)訪談法:

本研究是以臺東⼤學實習商店相關⼈員作為訪談及研究對象，透過訪談⽅式是針對上述研究對象進⾏訪

談，在擬定好訪談⼤綱後，進⾏⾯對⾯訪談。

(三)文獻探討法:

本研究是以臺灣各⼤學所設立的實習商店為對象。⾸先，探究台灣各⼤學成立實習商店之文獻與其有關

之研究，並分析我國⼤學實習商店的發展與實施現況。 

學校內設有實習商店，不只能讓產學合⼀，更可藉由實習商店作在地連結與⼈才培育。還能協助地⽅產

業發展，也或許會對學校的發展有不同的影響。⽽學⽣端:1.培養關鍵的⼯作技能。2.在就業競爭中佔優勢

。3.在實習中的技能及經驗，可以幫助學⽣未來在考試或就業上取得更⾼的成績。4在實習中接觸的⼈脈

，都會是未來機會的網絡。5.就業前事先就先嘗試探索，也或許實習實後的腳⾊是本來未考慮過的，但嘗

試後發現很適合。7.獲得課本之外的經驗。

我國⼤學實習商店之現況與實例分析

                     周夢嬋   、   施能⽊

  國立臺東⼤學美術產業學系碩⼠研究⽣

      國立臺東⼤學美術產業學系副教授

研究動機
今⽇社會各項發展⽇新⽉異，知識的獲取⽅式變化萬千，不再局限於單⼀⽅式。⽽教育最終⽬的是要培養學⽣「帶得⾛的能⼒」，

及了解與應⽤知識的⽅法，這與⽪德思(Peters)所提出「合認知性」(Cogntitveness)概念相符，「給學⽣⿂吃，不如教導學⽣如何

⾃⼰去釣⿂」，打破紙上談兵的理論及書本裡受限制的知識。除了打破傳統教育被限制在「課本+教室」框架中，許多⼤學設立實

習商店，希望藉由實習商店的設立培養學⽣專業與實作能⼒外，更可藉由實習商店作為推動「⼤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簡稱

USR計畫的場域），以「在地連結」與「⼈才培育」為核⼼。⽽⼤學實習商店因應產業趨勢及變化，為確保產業永續，必然會出現

不同型態及⾯向之發展，融合教育以及⾏銷。讓學⽣在以最貼近社會的⽅式去學習⾏銷，再因地制宜，結合在地相關產業，發揚在

地。也使學⽣有最直接的實習機會，筆者因看到此未來性及擴展性，便著⼿進⾏案例研究。期以結合訪談及書⾯整理，能夠梳理產

業脈絡，並由此延伸出跨世代的新形態⾏銷模式。

研究⽅法

03

⼀、透過文獻，歸納與整理臺灣各⼤學實 

        習商店發展概況、產業⾏銷案例及其

        相關的影響。

⼆、透過訪談，探究與歸納臺東⼤學實習

         商店發展的現況、產業⾏銷⽅式及

         其相關的效益。   

研究⽬的 文獻蒐集

歸納分析整

理資料

訪談對象

達到研究

之⽬的

04 研究架構

研究結果及結論

全臺灣設有實習商店之⼤學有不少，例如:國立⾼雄科技⼤學、國立中興⼤學、國立雲林科技⼤學、國立⾼雄科技⼤學、逢甲⼤學、育達科技

⼤學、美和科技⼤學、明道⼤學，以及國立臺東⼤學。⽽實習商店的類型不完全⼀樣，其營運⽅式也有所不同。以下⼤致把類型及經營模式

分類為五項

(⼀)校內師⽣研發創作:教職員研發成果與學⽣實驗創作之成品，其⾏銷之通路?，也能增進師⽣創業之實務經驗與實習機會。

(⼆)學校為單位作研發:由學校作為研發、教師輔導及產學合作產品，研發單位可能由學校各院系、研究中⼼、創新育成中⼼組成，

並也能為學⽣搭建從教學到實際的展售台。

(三)學校提供銷售平台:學校為⿎勵各單位推動校園創業，提供本校場地(含虛擬)給予學⽣創業團隊作為實習場域。

(四)學校與外界進⾏產學合作的計畫:學校產學合作計畫相關製造加⼯、書籍著作、文創設計等衍⽣之商品。

(五)校外駐商:校外的商店來申請校內實習商店，商家包含在地許多特⾊店家或是在地產業開發之產品。

⼆、⼤學實習商店販售之商品也分為下⾯幾項

(⼀)當地特⾊產品:例如文創、當地農業產業等等產品。

(⼆)學校研發出的特⾊產品:不只推廣學校以及當作伴⼿禮，對於帶動當地產業及觀光相輔相成。例如:國立中興⼤學學校農產品(圖3、圖4)、書籍及

文創周邊等等。國立臺東⼤學研發⿂針草、⾁桂、⽜樟芝等等保健食品以及臺東⼤學特⾊文創周邊(圖5、圖6)。⾼雄科技⼤學研發之食品類⿂鬆、

芭樂等，美妝類玻尿酸化妝⽔、精華液、⾯膜，⽣活類帽⼦、資料夾、杯⼦等等。

05 研究文獻參考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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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本研究⽬的，研究者以⼤學設立實習商店為範圍，並以國立臺東⼤學設立實習商店內的⼈員為研究對象。以下針對本研究之對象以

及⽅法加以說明如下: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立臺東⼤學設立之實習商店主任1名、⽣物技術實驗⼯廠主任1名、銷售⼈員2名、設計師1名

、⾏政⼈員1名、顧客10名、實習之學⽣4名為研究對象，共計約20名。

(⼆)訪談法:

本研究是以臺東⼤學實習商店相關⼈員作為訪談及研究對象，透過訪談⽅式是針對上述研究對象進⾏訪

談，在擬定好訪談⼤綱後，進⾏⾯對⾯訪談。

(三)文獻探討法:

本研究是以臺灣各⼤學所設立的實習商店為對象。⾸先，探究台灣各⼤學成立實習商店之文獻與其有關

之研究，並分析我國⼤學實習商店的發展與實施現況。 

學校內設有實習商店，不只能讓產學合⼀，更可藉由實習商店作在地連結與⼈才培育。還能協助地⽅產

業發展，也或許會對學校的發展有不同的影響。⽽學⽣端:1.培養關鍵的⼯作技能。2.在就業競爭中佔優勢

。3.在實習中的技能及經驗，可以幫助學⽣未來在考試或就業上取得更⾼的成績。4在實習中接觸的⼈脈

，都會是未來機會的網絡。5.就業前事先就先嘗試探索，也或許實習實後的腳⾊是本來未考慮過的，但嘗

試後發現很適合。7.獲得課本之外的經驗。

我國⼤學實習商店之現況與實例分析

                     周夢嬋   、   施能⽊

  國立臺東⼤學美術產業學系碩⼠研究⽣

      國立臺東⼤學美術產業學系副教授

研究動機
今⽇社會各項發展⽇新⽉異，知識的獲取⽅式變化萬千，不再局限於單⼀⽅式。⽽教育最終⽬的是要培養學⽣「帶得⾛的能⼒」，

及了解與應⽤知識的⽅法，這與⽪德思(Peters)所提出「合認知性」(Cogntitveness)概念相符，「給學⽣⿂吃，不如教導學⽣如何

⾃⼰去釣⿂」，打破紙上談兵的理論及書本裡受限制的知識。除了打破傳統教育被限制在「課本+教室」框架中，許多⼤學設立實

習商店，希望藉由實習商店的設立培養學⽣專業與實作能⼒外，更可藉由實習商店作為推動「⼤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簡稱

USR計畫的場域），以「在地連結」與「⼈才培育」為核⼼。⽽⼤學實習商店因應產業趨勢及變化，為確保產業永續，必然會出現

不同型態及⾯向之發展，融合教育以及⾏銷。讓學⽣在以最貼近社會的⽅式去學習⾏銷，再因地制宜，結合在地相關產業，發揚在

地。也使學⽣有最直接的實習機會，筆者因看到此未來性及擴展性，便著⼿進⾏案例研究。期以結合訪談及書⾯整理，能夠梳理產

業脈絡，並由此延伸出跨世代的新形態⾏銷模式。

研究⽅法

03

⼀、透過文獻，歸納與整理臺灣各⼤學實 

        習商店發展概況、產業⾏銷案例及其

        相關的影響。

⼆、透過訪談，探究與歸納臺東⼤學實習

         商店發展的現況、產業⾏銷⽅式及

         其相關的效益。   

研究⽬的 文獻蒐集

歸納分析整

理資料

訪談對象

達到研究

之⽬的

04 研究架構

研究結果及結論

全臺灣設有實習商店之⼤學有不少，例如:國立⾼雄科技⼤學、國立中興⼤學、國立雲林科技⼤學、國立⾼雄科技⼤學、逢甲⼤學、育達科技

⼤學、美和科技⼤學、明道⼤學，以及國立臺東⼤學。⽽實習商店的類型不完全⼀樣，其營運⽅式也有所不同。以下⼤致把類型及經營模式

分類為五項

(⼀)校內師⽣研發創作:教職員研發成果與學⽣實驗創作之成品，其⾏銷之通路?，也能增進師⽣創業之實務經驗與實習機會。

(⼆)學校為單位作研發:由學校作為研發、教師輔導及產學合作產品，研發單位可能由學校各院系、研究中⼼、創新育成中⼼組成，

並也能為學⽣搭建從教學到實際的展售台。

(三)學校提供銷售平台:學校為⿎勵各單位推動校園創業，提供本校場地(含虛擬)給予學⽣創業團隊作為實習場域。

(四)學校與外界進⾏產學合作的計畫:學校產學合作計畫相關製造加⼯、書籍著作、文創設計等衍⽣之商品。

(五)校外駐商:校外的商店來申請校內實習商店，商家包含在地許多特⾊店家或是在地產業開發之產品。

⼆、⼤學實習商店販售之商品也分為下⾯幾項

(⼀)當地特⾊產品:例如文創、當地農業產業等等產品。

(⼆)學校研發出的特⾊產品:不只推廣學校以及當作伴⼿禮，對於帶動當地產業及觀光相輔相成。例如:國立中興⼤學學校農產品(圖3、圖4)、書籍及

文創周邊等等。國立臺東⼤學研發⿂針草、⾁桂、⽜樟芝等等保健食品以及臺東⼤學特⾊文創周邊(圖5、圖6)。⾼雄科技⼤學研發之食品類⿂鬆、

芭樂等，美妝類玻尿酸化妝⽔、精華液、⾯膜，⽣活類帽⼦、資料夾、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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