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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臺灣當代社會中，兩性觀念逐漸開放，從事職業、受教育狀況等方面，

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差異趨近於零。本研究通過民族誌、口述歷史等研究方法，

探討臺灣傳統工藝傳承中的性別差異，在當代傳承環境中歷史動機、社會背

景，及其對工藝師傳承觀念的影響。 

本次研究將田野資料依照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及其他影響因素等，梳理工

藝傳承中所觀察到的影響因素。像是社會環境、家庭因素、生理因素、工作環

境、性別權力結構及勞動力市場等。 

外部因素中包含：家庭婚姻、社會環境氛圍、家庭經濟、銷售市場、民俗

禁忌、堅守傳統、家傳優勢、工作環境與家庭分工等。其中，受訪者提及家庭

婚姻的影響最多，是外部影響因素中的重點。而在內部因素中包含：生理力

量、身體構造、心理因素、細心等差異面向。有過半的受訪者認為，男女生理

性別差異對於工藝而言，多因力量的差距而有所差異。身體構造（包含女性生

理期、身高、身體柔軟度等）也會有間接的影響。 

當代社會兩性風氣開放的背景下，在傳承學習技藝的過程中，不同性別所

遇到的狀況不盡相同。相較於過去傳統保守漢人社會，當代的學習環境可說是

十分自由，並更為尊重個體的獨異性。因此工藝作品大多不會因爲性別不同而

在選題、色彩、取材等方面有所差異，創作者、工藝師本身的個性與風格追求

是影響作品呈現的主要因素。 

藉由本次調查結果，本研究希望對臺灣傳統工藝的傳承規範與模式進行反

思，並對其未來的傳承與發展提供借鏡。 

     

關鍵字：傳統工藝、工藝傳承、性別差異 

  



 4 

第一章、緒論 
 

一、研究背景 

台灣的傳統工藝傳承有極強的性別色彩，過去漢人族群以父系社會為主的社

會環境，手工藝技藝多有「傳男不傳女」的傳承規範。然而隨著傳統工藝逐漸

式微，單一性別的傳承方式已經難以維繫技藝的延續。加之當代社會性別平權

意識逐漸成為主流，部分傳統工藝開始打破單一性別傳承的限制，工藝開始出

現跨越性別的傳承現象。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此入手，通過民族誌、口述歷史等研究方法，探討台灣傳統工藝

傳承中的性別差異，在當代傳承環境中歷史動機、社會背景，及其對工藝師傳

承觀念的影響。並了解突破傳統限制的、跨越性別的傳承行為對工藝的技法、

表現以及社會效用產生了何種影響。希望藉此對台灣傳統工藝的傳承規範與模

式進行反思，並對其未來的傳承與發展提供借鏡。 

 

三、研究流程與架構圖 

 

圖（一）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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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執行期程 

    本計畫申請期間原定為 7個月（執行時間：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1年 4

月 30日），後因進度調整，申請延長期程至 2021年 5月 31日止，共計 8個月

月。本次調查研究計畫時程進度如下表，前期 2020年 10月至 12月以資料收集

與訪談綱要擬定為主，於 2021年 2月至 4月份為田野調查與訪談為主要工作時

期，同時配合今年度傳習計畫的授課時間進行藝師生訪談。五月份因應國內疫

情變化，調整以彙整訪談資料、分析書寫等工作為主。 

 

表（一） 時程進度表 

期程 
工作項目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計畫起始、重要期程 ※	      ※ 	

一、準備工作/調查         
前期基礎規劃與諮詢         
文獻資料調查與收集         
聯絡受訪藝師         

二、訪談與田野調查         
田野與訪談         
逐字稿書寫及核對內容         
資料彙整與分析探討         

四、分析書寫與結案工作 
      統整 

分析 

書寫 

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