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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地方工藝之當代藝術化的可能性」調查研究報告 

 
 
 
佐佐目藝文工作室 
2020/12/30 
 
一、調查與研究目的 
臺南是臺灣文化重要發源地，也是臺灣工藝現代化的起點。從史前臺南作為西拉

雅族的活動領域，到 1624 年荷蘭人進行拓殖，就有許多工藝遺留。此後政權更
迭，移民者眾，因物質或精神生活需要，便逐漸形成以漢人文化為核心的工藝傳

統。1895 年臺灣割讓日本，在殖產興業政策和新式美術教育影響下，臺灣工藝
開始有了主體面貌。如出生於臺南下營、曾留學日本和法國的臺灣前輩藝術家顏

水龍（1903-1997），便曾於 1941 年間在臺南州學甲鄉北門地區創立「南亞工藝
社」，指導栽種鹹草、研究其工藝、並生產銷售，獲得不錯成績。戰後，顏水龍

曾任職臺灣手工藝推廣中心及專科學校美工科，對推動臺灣工藝不遺餘力。 
 
但臺南地區工藝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其現代化面貌仍不甚清晰。特別是近年來，

臺灣工藝有朝向當代藝術發展的趨勢。一方面技職專科升格成大學，原來的美工

科轉型成美術系，如私立臺南應用科技大學；或增設應用藝術研究所與材質創作

系，開始培養高階工藝創作家，如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材質創作

系；另方面則透過當代藝術展來行銷或探討當代工藝的未來，如國立臺灣工藝研

究發展中心於 2020年 5月策劃的「轉身之藝—從駐村看當代工藝展」等。因此，
在這藝術與工藝相互交織的時代，我們有必要回到田野，重啟基礎調查。 
 
當代藝術的視野，就是立足於當下並往前追看，不從現代藝術線性進步觀的角度，

而是從考古學或系譜學的角度，從過往歷史和文化中尋找新創的可能契機。所以

「臺南地方工藝之當代藝術化的可能性」研究計畫（以下簡稱本研究）的調查與

研究目的，就是重新訪談臺南地方藝師，紀錄其話語和思想，建立文獻檔案，並

將其視為當代藝術的潛在事件，以備未來能舉辦相關展覽或進一步研究。 
 
 
二、研究主題 
本研究的主題是臺南地方工藝，並將其視為當代藝術的可能性。所謂「臺南地方

工藝」，指的是臺南市行政區劃下的當代工藝活動，包括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以

下簡稱工藝所）認證下位於臺南市的臺灣工藝之家（以下簡稱工藝之家），及國

立臺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南藝大）應用藝術研究所和材質創作系師生。而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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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就時間向度來說，是當下與我們同時代的藝術；就類型意義來說，

是不同於純欣賞而兼具實用意義的藝術；就思想觀念來說，是以日常生活審美化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為目標的藝術，或全球化下從地方出發的
田野重探、議題探討與概念創造活動。因此，當代藝術發展呈現一種多元化、多

向度運動的面貌，也是對消費社會或生產體制的反思。 
 
近年來，「以檔案為方法」漸成當代藝術潮流。不同於過去研究僅是為了尋

找單一規律或答案，檔案化的藝術更著重基礎資料的收集、個人微觀角度理解的

歷史、非線性因果關係的影響。換言之，所謂「當代藝術化」便可理解為相關藝

術或工藝資料的檔案化，必須在此基礎上才能進一步實踐有機連結、感性展示和

議題探討。故本研究主題共分兩階段，第一階段即本研究，主題是地方藝師與工

藝教育的關係，預計 2020 年底完成。其內容是訪談臺南工藝之家藝師，及南藝
大應用所與材質系師生，針對修業背景、創作歷程、工藝成果、美學思路、和有

關臺南地方工藝或臺灣工藝發展的建議與展望等，進行訪談記錄。第二階段尚未

展開，主題是地方藝師與藝術活動的關係，預計 2021 年底完成。最後將此研究
進行檔案化整理，尋找議題連結、出版或展示的可能性。 
 
 
三、研究對象 
（一）臺南地區「臺灣工藝之家」藝師1 

1. 呂世仁（陶瓷/交趾） 
2. 陳三火（陶瓷/剪黏） 
3. 周美智（陶瓷/陶壺） 
4. 林文嶽（陶瓷/陶繪） 
5. 陳啟村（木藝/神像） 
6. 陳一中（紙雕/3D紙雕） 
7. 蘇建安（金工/銀帽） 
8. 林盟振（金工/銀帽） 
 

 
1  「臺灣工藝之家」為文化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推動的認證機制。目的是評選出
陶瓷、玻璃、金工、漆藝、石藝、木藝、竹籐、纖維、紙藝、皮革、複合媒材、其他等 12
類傑出藝師，並透過補助經費進行：（1）整體品牌形塑；（2）識別標誌（LOGO）運用；（3）
個人品牌規劃；（4）改善展陳空間；（5）參與國內外展會等；期能吸引遊客參觀，提高工藝
產品能見度，增加行銷通路。經 2004-2012年等五屆評選出 140位傑出工藝家，臺南市有 8
位。工藝之家評選方法為三審制，先由全國性工藝性協會團體推薦、各縣市文化局（處）進

行初審，再由學者專家進行複審，最後實地訪視決審。評審指標包括：（1）工藝創作成就；（2）
工藝創作特色；（3）創作及展陳環境設置；（4）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潛力；（5）設置位
址之交通便利性；（6）周遭環境景觀等。工藝之家以在世藝師為主，因逐漸凋零，工藝中心
於今年（2020）舉辦第六屆，並認證 25位藝師，臺南市增加木雕類林貞鐃。唯此結果遲於
12月 4日發佈，故本研究以前五屆為主。見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關於工藝之家品牌及徵
選扶植〉，網址：https://www.ntcri.gov.tw/content_199.html，2020/12/20查詢。 



3 
 

（二）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及材質創作與設計系師生2 
      1. 張清淵（陶瓷） 

2. 黃虹毓（陶瓷） 
3. 龔義昭（工藝教育） 
4. 洪秀慧（金工） 
5. 陸佳暉（纖維） 
6. 鄭安利（纖維） 

 
四、研究成果內容 
本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訪談臺南市的「臺灣工藝之家」藝師，訪談「南藝大」應

用藝術研究所及材質創作系師生和畢業校友，舉辦以「當代藝術中的工藝性格」

為名的講座和研討會等。以下簡要報告（訪談提問單、藝師簡經歷、紀錄圖檔等

詳見附錄）。 
 
（一）臺南地區「臺灣工藝之家」藝師 

1. 呂世仁（陶瓷/交趾） 
2020年 2月 26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至藝師位於臺南市南區夏林路
的「呂世仁交趾陶工坊」，進行約 180 分鐘的訪談。從訪談中得知藝師是
受兄長早逝刺激，才開始思考創作意義。此後將交趾創作分為寺廟裝飾、

藝品生產和藝術創作等三區塊。藝術創作將重心放在創意造形和釉色設計

上，不但有收藏群，也擴展到公共藝術領域。對於當代工藝，藝師認為政

府許多政策常隨官員來去而變化，十分可惜。對於工藝和設計的結合，覺

得藝師的專長不是設計，若有人幫忙設計更好，但是否實用、多少數量都

是問題。總之，呂世仁認為政府應考量設置工藝館，增加藝品曝光度，而

非一昧發展設計品，才能更有效支持藝師。 
 
2. 陳三火（陶瓷/剪黏） 
2020 年 3 月 7 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至藝師位於臺南麻豆的「陳三

火剪黏工作室」，進行約 180 分鐘的訪談。從訪談中得知藝師剪黏技術學

 
2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設立於 1997年，其課程依材質屬性分為陶瓷、纖維、
首飾創作、金屬產品與珠寶設計等組。其目標是承續傳統精神與技藝，結合現代科技和文化

特質輔助，培養具有原創力、人文素養、視野開闊且具國際觀的當代工藝創作者、設計家。

學生入學前背景多來自工藝設計、美術創作、平面或立體設計等。預計畢業後投入專業工藝

創作、教學或進入業界服務。相關資料見 官網：
https://appliedart.tnnua.edu.tw/files/11-1026-1323.php?Lang=zh-tw，2020/12/20查詢。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創作與設計系」設立於 2006年，是以材質為主體，面對新世紀、新
生活體系的創作型科系。其目標是培養當代材質創作新生代。其方式是結合藝術、工藝與設

計領域的課程，將傳統價值融合當代時空元素，轉化為各類型創作的養分，期能銜接當代創

作之國際趨勢，提升社會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的水準。

https://materialarts.tnnua.edu.tw/p/412-1033-2904.php?Lang=zh-tw，2020/12/20查詢。應用所與
材質系是新世代的臺灣工藝教育單位，值得研究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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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自大哥李世逸，最大收獲是學會畫圖，注重比例。早年使用廢棄磁磚，

中期使用彩色玻璃，晚期使用淋瑭（預先燒置的彩色瓷碗），反映臺灣剪

黏工藝材料及產業變遷。因為 2003年（54 歲）兄長過世，才驚覺生命無

常，從工藝轉向藝術。其剪黏可分為廟宇工藝和藝術創作兩部分。廟宇重

動作姿態，增加鏡子和白點。代表作是麻豆護濟宮。藝術使用偶然拾得的

陶瓷碎片進行人像創作，極具特色。代表作是聖殤。藝師建議政府可以多

增加國內展覽或國際銷售管道，讓剪黏藝術能被更多人看到。 
 
3. 周美智（陶瓷/陶壺） 
2020年 4月 22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至藝師位於臺南新營的「磐創

作陶坊」，進行約 180 分鐘的訪談。從訪談中得知藝師是在父親建議下開

始研發茶壺工藝。因罹患小兒麻痺，無力拉作大型陶藝，意外創造體積輕

巧的薄 胎特色。也曾參 加工藝所舉辦的多角化社區工藝扶 植計畫

（2008-09）。但由於政策改變等因素，無法持續進行。最後我們發現藝師

作品皆發想自生活環境，可見回歸日常是工藝提升為藝術的關鍵。 
 
4. 林文嶽（陶瓷/陶繪） 
2020年 4月 22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至藝師位於臺南市白河區的「白

荷陶坊」，進行約 180分鐘的訪談。從訪談中得知藝師是參與 1995年（33
歲）由臺南地方政府舉辦的「白河蓮花季」而漸找到出路。由於科班出身，

從此確立與白河蓮花相關、利用在地材質、進行陶藝與水墨畫的整合創作

研究，甚至推動工藝社區化，宣揚蓮花茶道。總之，藝師的工藝生產和藝

術創作並行不悖，其陶坊既是生活、創作，也是教育、展示的空間。在藝

師視藝術為工藝之道昇華的自然結果，頗有感觸。 
  
5. 陳啟村（木藝/神像） 
2020年 8月 10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至藝師位於臺南市北區的「啓

村雕塑工作室」，進行約 180 分鐘的訪談。從訪談中得知藝師學成出師後
積極走訪各地寺廟，仔細觀察並拍照紀錄神佛像工法，建立自己的資料庫。

當兵後入臺南美術研究會成員曾培堯老師畫室，學習西方人體素描。同時

將創作分成工藝事業與藝術事業兩部分，逐漸走向少量精緻的產品，並透

過參與美展累積名聲。其工藝將神像人化，色彩或裝飾常有創意，同時積

極代表臺灣工藝赴中國從事文化交流。在訪談過程中得知陳啟村的創作都

有策略，過去工藝所願意帶藝師出去展覽，對擴展視野很有幫助。 
 
6. 陳一中（紙雕/立體紙雕） 
2020年 8月 24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至藝師位於臺南市北區的「陳
一中紙雕館」，進行約 180 分鐘的訪談。從訪談中得知藝師在當兵時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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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紙雕感興趣，自行模仿並完成「阿 Q 正傳一〇八圖」雕作品，是其紙

雕工藝的起點。其後從事出版業務，開始全方位發展立體紙雕。由於國內

沒有紙雕工藝展，只好投向臺南市力文化中心舉辦的「書寫的可能性」特

展，並獲得獎項鼓勵。此後全力投向國內外各類紙類工藝或藝術比賽，並

出版紙雕專業圖書，推廣紙雕藝術。從訪談過程中，我們知道臺灣紙雕工

藝的狀況，由於從事的人數較少，大部分投入容易看到成果的商業紙雕創

作，只有極少部分才在工藝技術或藝術層次上進行突破。陳一中創造出不

同於平面、半平面的全立體紙雕，鍍金的類金屬紙雕，使臺灣紙雕脫離傳

統或國外影響，開始有自己面貌。從事紙雕工藝，不但需要花費大量時間，

也不容易拓展藝品生產。藝師堅持不開模、不做卡片提燈、不接商業設計，

僅能依賴教學或比賽維持生計，希望政府多注意此類工藝的獨特性。 
 
7. 蘇建安（金工/銀帽） 
2020年 8月 25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至藝師位於臺南市北區的「天

冠銀帽」，進行約 180 分鐘的訪談。從訪談中得知藝師的工藝技術來自父

親和大哥。過去曾邊讀書邊修業，父子兄弟三人合創銀帽事業。因為貴金

屬產業在早期敵不過機械生產，曾淘汰一波，但能繼續堅持並同時製作金

銀工藝者，才能存活下來。但又面臨生活習慣改變，需求量減少，於是轉

型工藝比賽，以證明自己的工藝能力。由於工藝技術純熟、充滿創意，逐

漸嶄露頭角，甚至在工藝所的輔導下至國外進行示範性表演。在訪談中我

們發現藝師能順利將傳統工藝、時尚設計、生活美學等不同範疇融合成自

己的藝術成就，也是將工藝產品劃分幾種類型，以顧客的需求為本，製作

並提供適合的產品。藝師回顧自己創作生涯，首先從不易掉落的神明冠冕

開始，取得市場口碑；再從國家比賽脫穎而出，累積文化資本，取得話語

權；最後影響官方態度，協助教育推廣。其成功之道，值得深思品味。 
 
8. 林盟振（金工/銀帽銅帽） 
2020 年 9 月 4 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至藝師位於臺南市南區的「啟
豐銀帽」，進行約 180 分鐘的訪談。在訪談過程中得知藝師師承父親林啟

豐。其父本來從事金飾工藝，但 70 年代機器產品出現，手工成本高，便

轉型銀帽工藝，鑽研抽絲、斬仔路、挑、刻等技法，同時奔走全省到各寺

廟觀察紀錄銀帽樣式，並帶領長子林盟修、次子林盟振一同創作。至今林

啟豐雖已往生，但二子仍繼承父業。長子林盟修專攻銀帽，次子林盟政則

銀、銅帽皆做，這在銀帽業十分特殊。要把銅做得像銀很不容易，但藝師

開發鍍銀技術，創作銅底金銀牌，終究成就一片天。在藝師眼裡，會實做

比講理論重要。在訪談過程中，得知藝師已將作品外銷至廈門、新加坡，

可見閩人文化圈的信仰需求正逐漸變化，可能未來需要臺灣藝師的銀帽飾

品，不知政府是否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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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及材質創作與設計系師生 

1. 黃虹毓＋彭奕軒（陶瓷/工藝支援工作室） 
2020年 10月 7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至藝師位於臺南市安南區的「土
星工作室」，進行約 180 分鐘的訪談。在訪談中得知藝師自南藝大應用所

陶瓷組畢業後，便赴荷蘭駐村，見到國外駐村時會提供工藝設備和技術支

援指導，便想將此架構帶回臺灣。也因此藝師回台後創立工作室，提供有

意從事或實驗陶瓷工藝的當代藝術家相關技術支援、窯爐設備和經驗指導。

對藝師來說，由於工作室成立時間尚短，短期內還無法將個人創作、工作

室教學與工藝生產等作嚴格區分，但已可略見如此脈絡。至於工藝所很像

是學院外的學校，實際上跟學院裡的工藝教育，除了辦展覽和工作坊外，

關係不是很緊密。 
 
2. 張清淵（陶瓷/工藝教育） 
2020 年 10 月 24 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至藝師位於臺南市官田區、

學校附近住家，進行約 180分鐘的訪談。在訪談過程中，得知藝師赴美國

深造陶藝的源由，同時發現美國陶藝系統不同於臺灣和日本，除了原住民

文化外，就是以現代創作為主。美國陶藝的養成，無所謂正統，完全從實

驗創新的角度出發，和臺灣鑽研工藝技術或設計不同。因此回臺灣後就想

把這套傳承下去。另外在個人創作上，重新接回中國文人玩石頭的系統，

也因此開始創作帶有石頭質感的陶藝作品。所以對藝師來說，工藝與藝術

的差別與實用性無絕對關係，都是生活環境和個人生命的反映與實踐。也

因此在創設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時，重點不是工藝技術，而是回

到創作原點，讓創作者自行探究欲前往的方向。總之與藝師對談，很具啟

發性，尤其分享了日本老師要父母帶小朋友買陶瓷器，就像交朋友，如果

害怕打破而不用，永遠都學不會珍惜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3. 洪秀慧（金工/藝術創作） 
2020年 11月 7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與藝師在臺南市南區的 TVAA
工作室，進行約 180分鐘的訪談。在訪談中得知其留學西班牙的經過。藝

師回臺後自行與鹿港傳統工藝師學習。同時理解目前工藝的藝術品化，一

般可藉由畫廊系統進行販售。 
 
4. 龔義昭（工藝教育） 
2020年 11月 7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與藝師在臺南市南區的 TVAA
工作室，進行約 180分鐘的訪談。在訪談中得知南藝大材質創作系的工藝
教育，由於教育部限制很多，無法真正為了實踐理想而調整。而同學也以

參加國外比賽為主要活動，對國內工藝發展狀況，也很難深入。對工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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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來說，除了實作，如何描述也是訓練重點，值得注意。 
       

5. 鄭安利（纖維/工藝教育） 
2020年 11月 10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與藝師在臺南市南區的 TVAA
工作室，進行約 180分鐘的訪談。在在訪談中得知藝師於南藝大材質創作
系畢業後，便留學美國。美國纖維工藝的系統和脈絡，觀念與張清淵老師

十分類似。回臺後繼續從事纖維工藝與藝術創作。在工藝教育上，則另外

連結在地藺草工藝系統，但學生未來出路，仍需要自己努力。 
 
6. 陸佳暉（纖維/藝術創作） 
2020 年 11 月 28 日，佐佐目藝文工作室成員與藝師在臺南市南區的工作
室，進行約 180分鐘的訪談。在訪談中得知藝師於南藝大材質創作系畢業
後，便留學美國。美國纖維工藝的系統和脈絡，觀念與張清淵老師十分類

似。回臺後繼續從事纖維工藝與藝術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