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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辦理「民間藝術保存傳習計劃」工藝類
專業傳習。在歷次傳習計劃訪視中均有學員反應，希望能參與文化資

產之古蹟、古物或民族藝術品之修護工作，訪視委員對此項意見均表

重視也在民間藝術保存傳習計劃諮詢委員會中有熱烈的討論；另在古

蹟維護或修復方面也屢有學者提出證照、認證的必要性，特別是九二

一大地震將傳統建築保存、維修震出更多問題。

   職是之故，從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工作者的技術分級以及證照制

度，有建立之必要性；因此，乃委託財團法人福祿文教基金會辦理「傳

統工藝技術分級暨證照制度」專案研究計劃，特赴日考察藉以蒐集日

本對傳統工藝技術的認定及執照制度之設計、工藝從事者之知能、技

術及成就分級、檢定的方式及其配套措施、實施時機與環境、分級準

則、檢定辦法等資訊，以作為我國傳統工藝匠師分級、評鑑、建立證

照制度的可行性、途徑與辦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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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傳統工藝技術分級暨證照制度考察報告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        財團法人福祿文教基金會
黃 素 貞                      江 韶 瑩

壹、前言

    亞洲地區於近代對傳統工藝之指定及文化財建造物保存技術，最先立法的國

家是日本。1950 年制定《文化財保護法》及《學術法》，將明治、大正、昭和年

間的相關法令加以整合；文化財保護法包括：有形文化財(第二章)、無形‧民俗文

化財‧文化財保存技術(第三章)、埋藏文化財(第四章)、史跡名勝天然記念物(第五章)、

傳統的建造物群(第六章)等之文化資產，均納入保護體系，值得注意的是該法與學

術法同時制定，以強調學術研究（即該法第四章學術研究條件整備法）的重要配

合措施；文化財保護法制定後並設置文化財保護委員會，直接對文部大臣負責。

    1968 年在文部省之下設文化廳，為中央文化行政的專責機構，文化財的保

護與活用為其主要職責之一，設有文化財保護部及東京、奈良兩所國立文化財研

究所；並且從中央到地方均成立文化財保護審議會、文化財保護指導委員會的組

織。迄 1999 年為止，既經指定為重要文化財計有 2,167 件文物、3,646 棟建物。

    在文化廳指導、援助之下，於 1971 年由民間資深傳統建造物保存修理技術

者組成財團法人文化財建造物保存技術協會（文建協），積極從事文化財建造物

的設計監理、歷史技法調查、傳統技術的施工指導及紀錄等業務，頗獲佳評；每

年由國庫撥款補助該協會辦理後繼技術者及木工技能者的養成研修。1976 年依

據文化財保護法第八十三條第七款之規定，經文部大臣選定為「建造物修理」、「建

築物木工」之保存團體。從昭和 46 年到平成 10 年，已完成保存修理工事並完成

報告書之文化財建造物案例達 556 案，其中 385 件是屬於國寶及重要文化財；（另

外尚有進行中之案件、進行防災設施、部分修理更新、史蹟復原、都道府縣指定

之文化財建造物、研究調查、設計、解體、災後復元、登錄之案例仍多，不及一

一列舉。）

    另一個系統則是屬於通商產業省的傳統的工藝品產業　振興　關 　法律

（傳產法）於 1974 年制定，其立法目的一方面用以振興傳統工藝產業，另一方

面用以協助地域經濟及國民經濟的健全發展。1975 年依據該法第二十條，設傳

統的工藝品產業審議會為附屬組織；又依據第二十一條設立財團法人傳統的工藝

品產業振興協會（傳產協會）之法人機構。

經立法及成立協會廿五年以來，既經通產大臣指定的「傳統的工藝品」共有

192 品目（含傳統的工藝材料‧工藝用具 3 品目），對富含地域歷史傳統、蘊含

風土內涵及熟練手工意匠的傳統工藝產業之振興，成績蜚然。此期間，對於承傳

優秀技術‧技法、表現卓越的手工職人，授予「傳統工藝士」的名號；迄今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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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大臣認定的傳統工藝士、「傳統工藝技術的繼承者」及「後繼者育成的指導者」

已達 4,000 人左右。

本次赴日本考察訪問，緣自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辦理「民間藝術保存傳

習計畫」工藝類專業傳習各案，在歷次訪視中均有學員反應，希望能參與文化資

產之古蹟、古物或民族藝術品之修護工作，訪視小組委員均表重視，也在民間藝

術保存傳習計畫諮詢委員會中有熱烈的發言討論；另一方面在古蹟維護或修復方

面，也屢有學者提出證照、認證的必要性。特別是八十八年發生 921 大地震，將

傳統建築保存、維修震出更多問題。

職是之故，從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工作者的技術分級以及證照制度，有其建

立之必要性；因此，乃委託財團法人福祿文教基金會辦理「傳統工藝技術分級暨

證照制度」專案研究計畫，本次日本的實地觀摩考察為該計畫要項之一，藉以蒐

集日本對傳統工藝技術的認證及執照制度之設計、工藝從事者之知能、技術及成

就分級、檢定的方式及其配套措施、實施時機與環境、分級準則、檢定辦法等等

資訊；取得「他山之石」經驗以供研究我國傳統工藝匠師分級、評鑑、建立證照

制度的可行性、途逕與辦法的參考。

貳、考察訪問概要

本次考察訪問以經公文聯繫、正式拜會的財團法人傳統的工藝品產業振興協

會及財團法人文化財建造物保存技術協會兩機構為主。

並於旅途中參觀經日本政府指定之國寶及重要文化財的古蹟（以修復維護中

或設有修理資料展陳之古蹟為主）、收藏國寶或重要文化財（古物）之博物館（以

設有保存維護紀錄或特展者為主）、傳統工藝協會、民藝會館、文化財建造物保

存基金會及傳統工藝職人的拜訪，用以瞭解日本傳統工藝制度及其評價，同時也

為未來傳統藝術中心主題館或工藝坊作業的參考。

一、考察期程

    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日(一)∼七月二十二日(六)，前後共十三天。

二、成員

黃素貞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規劃組組長。

江韶瑩  財團法人福祿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教

授兼所長、本研究計畫主持人。

莊世琦  國立臺灣藝術學院工藝系講師、本研究計畫研究助理員。

三、行程概要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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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傳統工藝技術分級暨證照制度考察行程表

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日(一)∼七月二十二日(六)

日  期 地  點 考察機構 參觀訪問考察重點 備 註

7 月 10 日台北-大阪 （往程） 週一

7 月 11 日

(第一天)
大阪府 大阪日本民

藝館

國立民族學

博物館

國立國際美

術館

日本民藝館以收藏、展示及研究亞

洲各國民間工藝品著稱，並提供豐

富的文獻資料以供推廣；足供本處

觀摩。

世界四大民族學博物館之一，擁有

世界各民族傳統文化藝術標本，包

括台灣原住民、黃河流域的藏品；

是日本第一座與大學「共同利用機

關」的博物館，其視聽設施與典藏

登錄系統亦享譽國際。

以收藏近代與當代國際美術家作品

為主，尤以巨幅米羅 Miro 之陶板壁

畫著稱。

週二、宿

大阪

7 月 12 日

(第二天)
奈良市 拜訪

奈良國立博

物館

五重塔

東大寺

出雲大社

拜訪：奈良團扇，池田含香堂

（奈良市角振町三條通）本舖元祖

池田含香先生（敘勳受章、縣市功

勞賞受賞）。

奈良為佛教東傳日本的重要古都，

也是絲路的終點；奈良國立博物館

即以此兩大歷史文化特色為展示重

點，對這些國寶和重要文化財遺產

的保存極為用心。特別是豐富的出

版物及歷史、藝術教育走廊的展陳

方法，獲益良多。

為現存於世的最大木結構建築物，

並保存歷代修護本寺之遺存樣品及

文獻紀錄；足供借鏡。

週三、宿

大阪

7 月 13 日

(第三天)
大阪市-京
都府

大阪市立博

物館

大阪城

京都傳統工

除對大阪歷史有所介紹之外，參觀

重點在於俗民生活文物及地方戲劇

史的縮景展示，為一般博物館館展

示較難得一見的手法。

大阪城的內部展示已更新，著重於

歷史的陳述，大量採用全景展示及

虛擬實境，依據歷史發展從上而下

逐樓展開，頗受歡迎。

京都是江戶以前日本的京城，至今

週四、中

午離大

阪，夜宿

京都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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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會館

京都神社

仍保存最經典的手工藝傳統，其中

以西陣織、川島織、和紐帶、清水

燒等為著名；本館主要特色是為外

來遊客開放，可供國立傳統藝術中

心傳統工藝坊之參考。

重修之重要文化財，美侖美奐。

7 月 14 日

(第四天)
京都府 金閣寺

西陣織會館

京都織物文

化館

清水寺

拜訪工藝家

祇園祭

京都著名景點，體驗日本傳統山水

庭園之美。

西陣織代表日本傳統絲織、錦織及

古典藝匠的精華；該館附設的歷史

展示館藏有重要文化財，甚具研究

價值。

織物文化會館設有絲織及藍染製作

坊開放參觀，訪問重點在於其展示

與教育推廣及教材等之蒐集瞭解。

清水寺為京都最大木結構建築群，

經年進行維修工作，順道訪問正在

修護的協會及工藝技術師。在其登

山步道和哲學巷，可以儘攬京都傳

統工藝品，尤以清水燒、土鈴、漆

繪和精緻糕點等最為著名。

京漆器，大西漆器店（京都市東山

区）創業於寬政元年（1800），大津

屋八代目的漆藝家大西常博先生

（京都工藝　　　　保護登錄第二

五九號）。

一年一度著名的祇園祭今夜開始，

極為熱鬧；街上每個人都穿花夏

袍、表情都是愉快的；獻祭花車鈴

鼓聲不斷、賣力演出。這種民俗祭

典的整體情境，應可讓我們辦理燈

會時的參考。

週五、宿

京都

7 月 15 日

(第五天)
京都市 京都府京都

文化博物館

京都國立博

物館

祇園祭

本館有極豐富的文化資料，其展示

使用大量的縮景生態模型、還有以

現代象徵混合古典美學的裝置，令

人大開眼界。該館著重於使觀眾能

獲得最大的啟發；其中尤以民眾美

術、工藝品及 AV 輔助設備出名。

此一互動式學習值得本處參考。

京都國立博物館擁有平安時代至江

戶時代的重要國寶級工藝品文物。

參觀以舊館為主。參訪將特別觀察

新舊展示更替的方法及經驗。

遊覽衹園神社、花間小道以及社區

週六、宿

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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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的成果。

7 月 16 日

(第六天)
京都-靜岡

市-東京都

靜岡市立芹

沢銈介美術

館

拜訪館長

登呂遺跡博

物館

芹沢銈介故

居

芹沢銈介為日本已故之人間國寶，

被譽為「日本國染色界第一人」，該

館建築石水館亦被認為是全日本最

精緻華美的美術館，係由芹沢氏捐

贈。館中展藏其一生最重要型染作

品及其收藏，包括非洲、印地安、

印度與中國等地之民族文物。該館

之收藏可為本處未來交流展的邀請

對象。

靜岡市立芹沢銈介美術館堀 則雄

館長。

美術館其旁即為登呂博物館，為日

本水稻、杆欄式建築發源地，並植

有一畝臺灣水稻標本。該館一樓展

示廳全部採用實體情境式的展出，

鼓勵觀眾親身操作，並有深度訓練

的義工和教師在旁協助、解說，給

我們很大的啟發，頗值借鏡。

週日、宿

東京池

袋

7 月 17 日

(第七天)
東京都 日本民藝館

訪問證照研

究學者

日本民藝學家柳宗悅生前故宅，為

日本民藝學的發源地；館內陳列柳

氏及民藝學會的收藏，是日本民藝

研究的聖地。與該館討論未來合作

交流的可能性。

田中資馨教授，東京工科大學工學

部情報工學科，東京都八王子市。

週一、宿

東京池

袋

7 月 18 日

(第八天)
東京都 財團法人傳

統的工藝品

產業振興協

會

台東區傳統

工藝陳列館

台東區立江

戶下町傳統

工藝館

正式拜會。上午拜會財團法人傳統

的工藝品產業振興協會，該會直隸

通商產業大臣，負責辦理指定「傳

統的工藝品」及「傳統工藝士」之

檢定；該會並設有經指定之全國傳

統工藝品陳列館。本拜會訪談除傳

統技術士檢定制度的請教之外，並

包括未來交流、換展及舉辦研討會

的可能性。

將江戶時期迄今的東京都傳統工藝

特色及工具一一加以陳列；特別將

職人製作情形讓觀眾參與操作。

收集下町的傳統工藝品超過三千

件，尤其江戶時代的錦繪、刺繡及

風箏可以強烈感受江戶的色彩。

週二、宿

東京池

袋

7 月 19 日東京都 江戶東京博 東京都政府的兩大建設即東京都廳週三、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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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 物館

訪問傳統工

藝職人

及江戶東京博物館。本館由一巨大

杆欄式架構的空中博物館，館內的

收藏、展示手法、巨大精緻模型及

各種劇場的呈現，將江戶與東京的

歷史、風俗和戰爭的災難生動展

現，令人印象極為深刻、震憾。參

觀本館對未來本處之展示陳列構

想，將有參考之處。

組木細工（神奈川縣箱根小田原市）

山中成夫先生（指定重要文化財保

存者）。

東京池

袋

7 月 20 日

(第十天)
東京都上野

公園

東京都文化

會館、東京都

美術館

國立西洋美

術館

國立東京藝

術大學美術

館

東京國立博

物館

文化會館即為市民終身學習的文化

教育中心，其設施及經驗值得借

鏡。而美術館是以市民美術、當代

工藝創作為主的展示場所。

本館收藏西洋美術史上著名作品

371 件；尤其是羅丹 Rodin 的思想

者、地獄門及阿萊市民等饋炙人口

巨作裝置於庭園內，令人震憾。又

適逢巨匠林布蘭特世紀大展，發現

東京市民（及來自各地的觀眾）之

水準修養和台北大異其趣。

準備特展而暫時休館；欣賞該館之

建築、戶外藝術品及裝置。

日本最重要的文化遺產博物館，包

括國寶 87 件、重要文化財 557 件。

參觀以表慶館及東洋館為主，並訪

問文物維護修復部門，可為本處收

藏處理傳統工藝文物之參考。

週四、宿

東京池

袋

7 月 21 日

(第十一

 天)

東京都 財團法人文

化財建造物

保存技術協

會。

本日拜會財團法人文化財建造物保

存技術協會，該會直接受文化廳指

導，負責辦理全國經指定之各地文

化財建造物、國寶、重要文化財建

造物的修護、設計、監造工作，並

進行材料與技術研究、修復紀錄及

人員檢定、培訓；該會並定期出版

文化建造物修護紀錄的「普請研究」

期刊，以廣流傳推廣。本拜會訪談，

除請益證照分級辦法外，亦交換未

來交流、人員培訓、參與研討會的

意見及可能性。

週五、宿

東京池

袋

7 月 22 日東京-台北 （返程） 圓滿平安賦歸 週六

參、正式拜會及訪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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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団法人伝統的工芸品產業振興協會】

財團法人傳統的工藝品產業振興協會直隸通商產業大臣，負責辦理指定「傳

統的工藝品」及「傳統工藝士」之檢定；該會並設有經指定之全國傳統工藝品陳

列館。本拜會訪談除傳統技術士檢定制度的請教之外，亦希望討論包括兩方未來

交流、換展及舉辦研討會的可能性。

時間：2000 年 7 月 18 日（週二）am.9:00- pm.2:00，天氣  晴；日本考察第八天。

地點：東京都港区南青山三丁目一番一號 246

接待人員：

常務理事  川嶋信之 理事

指導調查部  丸岡隆之 部長

指導調查部  三上  亮 次長

指導調查部指導調查課  佐佐木千雅子 課長

訪問概要

本日之拜會為訪日之正式拜會，事先即以公函聯繫；原擬請亞東關係協會

駐日代表處派員協助、翻譯，但該會以業務繁忙、必須接待太多國內各部門、機

構來日之團體，無法派員協助，僅能代為聯絡、安排時間；因此本次拜會雖完全

自理，但結果卻相當愉快圓滿。

該協會對此次訪問相當重視，親切誠懇的接待，事先即已準備妥當議程、

簡介、相關之文件、海報、說明書等資料，令我們感覺很溫馨；加上丸岡部長略

通華語，因此，彼此之間雖以中、日、英語混合以及筆談的方式交談，都能達意。

過去國內曾有許多團體曾前往該會拜訪、參觀，該協會重要幹部亦曾多次

受邀訪問台灣、參加地方產業振興、傳統工藝維護等研討會以及產地考察等，尤

其和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的來往相當頻繁，特別是該會顧問宮崎清教授經常來往

兩地，協助指導台灣的社區營造及產業輔導工作的關係，建立良好的關係。本小

組江韶瑩教授過去亦曾三訪該協會，在台灣也曾與丸岡部長、三上次長、佐佐木

課長一起參加研討會，已有幾分熟捻。但該協會卻是第一次與傳統藝術中心接

觸，對我們的設立宗旨、業務詢問頗多，對我們帶去的傳統工藝獎作品專輯等甚

感興趣；也是第一次與台灣文化部門對談，就工藝士制度本身進行深度討論和交

換意見，川嶋常務理事表示以後如果我們建立制度，希望能夠讓他們分享；同時，

雙方都表示未來交流的意願。

會談時間約達三個小時，之後，我們即往設於二樓的全國傳統工藝品陳列

館參觀，繼續由佐佐木課長導覽解說。陳列館集合全日獲傳統工藝士登錄的優良

作品、分門別類的陳列展售，並設有參考圖書閱覽、檢索、諮商室，相當貼心；

到此參觀選購者，不少是西方人士慕名而來，可見其之可信度及所建立的品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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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但據聞鮮少有台灣來的遊客。整體而言，該協會的細心安排訪談、陳列館的

設置、工藝士的指定制度及其成效，他山之石，值得我們參考觀摩，收穫良多。

下午經該協會聯繫、陪同，繼續前往東京都立產業台東東京傳統工藝品陳

列館參觀；該館隸屬於財團法人東京產業貿易協會，為東京都廳所設立，東京都

勞動經濟局商工振興部監督；台東館設在離淺草不遠的花川戶，和台東區立江戶

下町傳統工藝館比鄰而居，兩館的展陳面積雖規模雖不大、種類也不多，但相當

精緻細膩，以「歷史孕育的江戶之技」為豪，印象深刻。

訪問紀錄

對於傳統的工藝品產業振興協會及傳統工藝士認定制度，綜述如次：

一、「傳產協會」的主要業務

   1 .傳統工藝士的認定；每年辦理，並且致力於保持既經認定的工藝品及其產

地高度傳統性的工藝技術與技法，支援技法的繼承和提昇。

   2 .獎勵對傳統工藝品之提昇、推廣、振興及後繼者養成有貢獻者，每年辦理。

   3 .進行技術、設計、產銷通路、消費者意見等之研究、調查及資訊的提供。

   4 .協助推動產地振興、共同產業振興、活用等計畫，支援共同事業、產銷合

作組合等工作。

   5 .辦理推廣普及活動，加強媒體的宣傳，每年十一月訂為「傳統的工藝品月」

進行各項交流；舉辦「全國傳統的工藝品展」、「全國傳統工藝士展」及技術者

國際交流。

   6 .傳統的工藝品標章之授與。

   7 .全國傳統的工藝品中心之營運與管理。

二、何謂「傳統的工藝品」

    「傳統的工藝品」基本的定義係指以熟練的技術製作，並具備藝術的元素；

同時它應該是：

   1 .主要供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

   2 .在製作過程的主要部份是以手工製成；

   3 .以傳統的技術及技法製造；

   4 .使用傳統的工藝材料作成；

   5 .是在一定的地域流傳並且有多家以上生產，共同形成地方的特色者。

三、「傳統工藝士」資格之取得

    欲取得傳統工藝士資格，必須每年六月提出申請，九、十月之間必須接受實

技試驗與知識試驗，經考試合格通過者需再參加講習會（已獲傳統工藝士者仍需

定期參加研習）並依法登錄後，方能取得認定證、登錄證及工藝品標章等。基本

上，傳統工藝品之認定是依照工藝業（類目科）別加以審定，而傳統工藝士乃依

作品及專業知能的考試檢測結果評定，並未加以分級。詳細情形說明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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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欲取得傳統工藝士資格，需先申請參加傳統工藝士的考試測驗，並獲得通過

者。申請資格：

(1) 符合通商產業大臣指定的「傳統的工藝品」之類目。

(2) 至受驗當年四月一日止，「直接」從事該當類目之製造、具實務經驗已

達十二年者，才具有提出申請之資格。

(3) 受驗費用：7,000 日元。

(4) 每年六月中旬前填妥申請書，書明受驗類目科別，經由當地同業組合證

明、代轉提出申請（不接受個人直接提出）。

  2 .試驗內容：

 考試測驗的方式分為兩個部分，一為知識的測驗，一為實際技術的測驗，

分不同的時間進行；實際技術的測驗每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期間在各產業地

舉行；知識的測驗每年十月上旬全國同一時間統一實施。

      試驗的範圍包括與受驗者所製造的傳統工藝品有關的工藝材料、製作工

具、傳統的技術與技法等知識；其相關知識所涉及的部門別，可參考「傳統工

藝士試驗部門一覽表」。

(1)實技測驗又分為製造工程（即工序工法）的訪視觀查審定及作品審查，

而作品審查又分為「指定課題作品」及「自由製作作品」兩種，同時提

出作品接受審查、口頭問答考評。

     (2)知識測驗的命題與原則：

《表二》

日本傳統工藝士筆試測驗內容

 科 目 試    驗    內    容 試題數

共 同
知 識

傳統的工藝品相關的一般知識

( i)傳產法及其周邊有關的一般常識

(ii)不分業種類目的傳統工藝品之歷史及其與生活

   文化相關聯之各種問題

計十五題

   10 題
    5 題

專 門
知 識

與該當傳統工藝品等業種類目有關之技術、技法、

原材料、歷史、特色等知識

( i)該當業種的材料、加工技術等之基本問題

(ii)該當工藝品的傳統技術、技法等之有關問題

(iii)該當工藝品等之產地、歷史、特色等的問題

計廿五題

    5 題

   10 題

   10 題

     (3)如上表，知識的測試以筆試的方式進行，共 40 題；包括共同知識（傳

統工藝品的一般知識、歷史、特色等相關問題）15 題及專門知識（與申

請業種類目相關之傳統技術、技法、原材料、歷史、特色等）25 題。共

同知識及專門知識的筆試同時進行。試題的形式以多項選擇的選擇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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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正確答案最多以不超過三項為原則。但試題之構成與命題方式的

最終決定還是交由協會所設置的「審查委員會」決定之。

   3 .登錄：

       試驗合格者經接獲通知書後，連同登錄費 10,000 日元及登錄申請書申請

登錄。每年二月廿五日完成登錄作業後，由協會將認定證、登錄證及傳統的

工藝品之證明標章一併交付，完成傳統工藝士之認定。

   4 .講習會：

       傳統工藝士於完成登錄及其後的五年，必須參加「傳統工藝士講習會」

以加深專業的「見識」及其他與產銷、法令、資訊等相關之新知。

   5 .審查委員會

       審查委員會由工藝˙手工業教授、專家學者、文化官員及資深傳統工藝

士或各地工藝士協會會長等組成；如屬於地方特色、特殊性或稀少之工藝類

項，則至少需有當地高等職校或專門學校之教師共同組成。

二、【財團法人文化財建造物保存技術協會】

本日拜會財團法人文化財建造物保存技術協會－重要文化財飯高寺講堂˙

總門設計監理事務所，該會直接受文化廳指導，負責辦理全國經指定之國寶、各

地重要文化財建造物的修護、設計、監造工作，並進行材料與技術研究、修復紀

錄及人員檢定及培訓；該會並定期出版文化建造物修護紀錄的「普請研究」期刊，

以廣流傳推廣。拜會訪談的目的除請益有關古蹟建物技術證照分級、修復之技術

人才養成訓練、辦法外，亦交換對於未來雙方交流、人員培訓、參與研討會的意

見及可能性。

時間：2000 年 7 月 21 日（週五）am.10:00-pm.4:30，天氣  晴；考察第十一天。

地點：千葉縣八日市場市飯高 1789
重要文化財飯高寺講堂˙總門設計監理事務所

（本部設於：東京都文京区本鄉 1-28-10 本鄉 TK 　　內）

接待人員：

所長  渡部幸夫 所長

所長輔佐  榮山慶二 先生

技術職員  加藤雅大 先生

檜皮瓦茸師傅（重要文化財一級技能士）  香山  章 先生

訪問概要

在出發前計畫行程時，經雲科大黃世輝教授引薦，我們和服務於文建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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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山慶二先生取得聯繫；剛抵關西的大阪，遠在關東的榮山先生即打數通長途電

話確認各項行程細節，極為熱心周詳；榮山先生出身於台灣、夫人亦為台籍，因

語言無礙助使我們獲益良多，甚為感激。

    榮山先生曾多次參加台灣古蹟修復研討會，因此和台灣古蹟主管單位或學界

有所聯繫，尤其是到關東地區的古蹟保存考察團經常請其幫忙；因此，他對本小

組的到訪感到新鮮和好奇，在屬性上似與過去的考察目的都有所不同，所以他建

議並不需要到協會本部聽取官式簡報或拿制式資料，不妨直接前往修復中文化財

建造物之工事地進行「直接且真切」的接觸，則對於該協會的作業形態、保存修

復的工序、工法、材料，監造的方式、傳統匠師的技術與生態以及後繼技術者的

養成等，均可一目了然，還可立即得到解說；這樣的安排確實比預期的訪問效果

更佳。

    約定地點為千葉縣最東之地的八日市場市飯高，距東京驛站特急車程一個半

小時以上，所以清晨即起，從投宿的池袋換乘到成田機場外站，榮山先生親自開

車來接，再約半小時終抵飯高寺。飯高寺本稱飯高檀林，始建於天正八年（1580）
是法華宗（日蓮宗）的學徒講堂，今之立正大學的前身，也可說是日本最古之大

學，其歷史地位可見一般。該寺於慶安四年（1651）因回祿之災而重建，現仍存

講堂、總門、鐘樓及鼓樓各一棟，1980 年文部省指定為重要文化財。文化財建

造物保存技術協會負責講堂及總門之修復工作，特設重要文化財飯高寺講堂˙總

門設計監理事務所主持工事；所長渡部幸夫先生、所長輔佐為榮山慶二先生，早

已備妥早點、咖啡、拖鞋和相關的文件圖說資料等候。

    飯高寺講堂平面面積有 484.595 ㎡（屋軒為 695.756 ㎡，屋茸頂投影面積為

1,081 ㎡）總高 17.362m，形體高大，採大敷（覆）屋、半解體的方式修理；預

定工期為七十五個月。在工地旁搭建有巨大木工房，整理得很乾淨，放置修建所

需的新木料、傳統木工工具、拆解下來的舊料以及所有的結構、工法實寸模型；

所有的進出木料均有紀錄、嚴格管制，人員進出均需換工作鞋、服並填寫管制紀

錄。木工房二樓是一間巨大、方正的木板地坪，供桁、梁結構組立及放大樣的場

所，同時也是後繼者研修的場所，地板上畫滿許多結構圖及註記、編號，是極其

有效的傳習教室。

    我們隨著榮山輔佐登上屋頂，在巨大敷屋下正進行望板的鋪面工作，由一級

技能士檜木皮瓦茸司傅香山先生帶領助手們忙碌且仔細的、用傳襲已兩、三百年

的工法釘鋪木瓦；每一落木皮瓦茸的厚薄、形狀、尺寸、乾濕度、曲度，都需經

過輔佐的檢查、確認。香山司傅是重要文化財一級技能士，數代世襲家業的傳人，

特別被從京都請過來幫工，他說全國能主持檜木皮瓦茸舖設的司傅（及助手）不

超過五位了，所以相當忙碌。說著說著，他索興停下手邊的工作帶領我們在鷹架

上仔細解說工作要領訣竅，並暢談傳統技術的養成，話語之中對自己家業能當傳

統建築的守護者覺得相當榮耀。

在完善而且嚴格的體制下，才能做好古蹟的保存修復工作。文建協的成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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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都具有豐富的經驗，同時接受從文部省文化廳到各都道府局的傳統文化傳承總

合支援事業機構和業主的監督，其專業資格和職位的認定自成一套嚴格的制度，

絕非一般營造廠承攬事業所能比擬。如：渡部所長從事文化財建造物已超過廿五

年以上，再以輔佐所長的榮山先生為例，從武藏野美術大學建築學科畢業後即投

入古蹟修護工作，再進入東京藝大建築歷史保存學、保存修理技術研究所專攻三

年，取得碩士學位；在接受文化廳主辦的「文化財建造物修理技術者養成教育課

程」一年，通過認證之後又連續三年修得「文化財建造物修理技術者中級教育課

程」認證取得技術師資格，前後十年的養成方能擔任所長輔佐。

所以我們在討論傳統工藝技術分級認證制度時，他語重心長且不諱言地表示

對台灣修護古蹟的制度與技術感到擔心；一方面希望證照制度能被確實建立執

行，另一方面也希望有機會的話，願意將日本的或文建協的經驗帶到台灣，進行

交流或在台灣執業、講授。

日暮西山，我們既感豐收又憂心的複雜心情之下告辭飯高寺講堂˙總門設計

監理事務所，回到萬家燈火的池袋旅居，準備行囊返台。

訪問紀錄

對於財團法人文化財建造物保存技術協會及傳統技術者養成、認定制度，綜

述如次：

    1971 年 6 月文化廳指導設立一專責的技術集團之法人機構，即財團法人文

化財建造物保存技術協會（簡稱為「文建協」），從事全國國寶級、重要文化財建

造物、地方公共團體指定之文化財建造物的修理、維護、歷史技法和保存技法的

調查研究及設計監造，指導地方技師等事務等，並將全國從事文化財建造物保存

修理的技術者，加以組織化，成立協會以擔當保存修理的技術面。該協會主要業

務包括：

一、接受委託辦理文化財建造物等保存修理事業之設計監理業務

    1 .設計監理業務之實施

      (1)基本設計書圖作成

      (2)實施設計書圖作成

      (3)施工監理

    2 .歷史性技法調查業務之實施

      (1)修理對象的調查

A. 破損狀況調查報告

B.  使用材料調查報告

      (2)歷史調查

A. 傳統技法調查

B.  文獻資料調查

      (3)其他必要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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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傳統技術之施工指導及作成記錄

      (1)保存書圖作成

      (2)記錄及影像攝影資料作成

      (3)其他相關資料的收集整理

    4 .工事報告書編集

    5 .其他與設計監理有關的必要業務

二、實施文化財建造物修理技術者等的養成及其研修

    1.文化財建造物修理技術者的養成、研修計畫

    2.辦理修理技術者、技能者的研修工作

三、調查記錄文化財建造物的傳統技法及保存技術，資料集成並予公開發表

四、其他與達成目的事業有關之業務

    1976 年依據文化財保護法第八十三條第七項之規定，由國庫撥款補助對「後

繼技術者」、「木工技能者」的養成研修訓練，以及其「保存技術」資格之選定、

認定等，成為一完整的保存文化財建造物的智庫，經文部大臣認定為「建造物修

理」、「建築物木工」的保存集團。文建協設有理監事會、評議委員會等由資深

文化財教授、專家學者、文化官員及古蹟保持人代表等組成；會本部設於東京，

並在大宮、大阪、廣島、九州設有事務所。

    最重要的是於每一進行修護、解體、復舊的重要文化財工地都設有設計監理

事務所，置常駐的資深技術研究人員（平均二十年以上修復經驗）為所長，並配

置所長輔佐一至二人、技術職員一至三人、臨時職員一至三人，另指派非固定常

駐的技術監督或技術指導主任一名。設計監理事務所就在地直接進行研究、調

查、設計、監造、查核、記錄、資料報告作成等工作，一直到竣工完成為止；並

且於現地建有模型研究、放樣、指定材料儲存庫房及另件施工作業的敷屋，此工

作屋即同時做為保存修理人員及技術繼承人的培訓、養成場所，尤其是協會自己

內部的技術職員的嚴格、實作的訓練教室。

    基本上，技術人員的培訓分為初級（臨時職員）、中堅（技術職員）及主任

（所長輔佐、技術主任）三級，其養成訓練幾乎是與設計監理事務所的每天業務

結合在一起；另有兼任性質的指導員之幹部研修，則於會本部、四地事務所每年

均定期舉行。

    能擔負文化財建造物修理的工藝技術人才，大體上來源有三：一是依據文化

財保護法第五十六條第三項所規定的「重要無形文化財保持者」之「工藝技術」

保持者、傳承者、繼承者三種身份者的個人或團體，經文化廳長官「指定」、或

經登錄「認定」者，可以由重要文化財建造物所有人（管理人）或承接之監理單

位委聘，但修理國寶級者必須經文部大臣「選定」；到 1999 年底為止全國共有

25 位個人、8 個團體獲得選定，48 人、13 團體獲得指定，121 人、35 團體獲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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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二種來源即是經勞動省認定持有「一級技能士」證照的相關類目者。

    第三種是後繼養成者（又被稱為文化財守護者養成訓練）的研習培訓，也相

當受到重視；為能保存各地文建物特有的風土、形制、材料等特色，大體均由文

化廳、都、府、局所成立的公共文化團體（文化法人）之「傳統文化傳承總合支

援事業」機構負責培訓，如財團法人美術院（獲選定為木造雕刻修理保存技術之

保存團體）、京都府文化財保護基金會及財團法人文化財建造物保存技術協會等

皆是。培訓科目以木工、雕工、漆工及畫工四部門最多，其他還有極專門的工藝

技術，如：鈁師、石工、宮大工、上代飾金具、左官、建具工、瓦茸、屋根檜皮

茸業、原皮師‥‥等等，訓練過程相當嚴謹，每年每科通常僅錄取一至三名，養

成訓練依學歷、程度分為修技生、技手補、技手、技師補、技師五個職級；要達

到能獨當一面、能參與重要文化財建造物修理保存輔佐主任級的技師，有一定的

修業年限，如中學畢業者需 19 年、高校畢業者 14 年、普通大學畢業者為 8 年、

藝大專門學科畢業者 5 年、東京藝大大學院（研究所）畢業者也至少需要 3 年（一

年為技手、兩年的技師補）經試驗合格，才能成為傳統工藝技師初任。最特別的

是「御所」的修護選定，僅限於世襲的「家業」傳人，稱為「御所五職工」（屋

根職、石工、鈁職、大工、左官），需由宮內廳選定。

    傳統工藝技術人才之培育，均列為國家預算，由國庫撥款補助。經認定的傳

統工藝技術，有義務加以記錄並將影音資料公開以供示範、參考。

    至於傳統工藝技術（無形文化財）及建造物之外的繪畫、雕刻、書法等有形

文化財，統歸文化廳的文化財保護部負責；其之調查、指定、傳承者之培育等則

由文化財保護部下的傳統文化課負責。

肆、考察心得

    證照是一種對職業或產品的管制，以證照作為提供市場、消費使用者作為判

斷的依據；以證照制度告知與保護公眾的利益，性質則是在提供資訊。由執業人

員的角度來看，證照制度若是以認證的類型存在，因不排除未受認證者的加入，

作用在提供資訊並無疑義；但執照的類型存在，通常以保障國民生命、健康、財

產之安全及公共利益之提昇為前題，實際上已經超過提供資訊的界線，而是對市

場運作的介入與強制改變，由國家決定執業人員的人選，而非消費市場的運作。

因此，有關傳統工藝技術的認定，若要採取執照的管制手段，必須有非為之不可

的社會基礎，亦即在社會共識中，將市場交由國家所認定的執業人選運作，則其

效果方不至於產生利益的獨佔。

    我國現行的執照制度，依據法源的不同，可分為三種，第一是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證照，係依憲法八十六條而制定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種是

依職業訓練法，授與技能檢定合格者證照。這兩種證照型態是目前主要的兩支系

統，第三種則是散見在其他法規中的證照。但文化資產保存法中所規定的古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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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民族藝術的製作技術、古蹟或歷史建築之修復技術，以及民俗文物的整理登

錄等等所須之傳統工藝技術，皆未見於法令規範。

    此處所指稱之傳統工藝技術，是指在西方工業化技術傳入之前，以手工製作

的技術，並且界定在以傳統的工藝技術：工序、工法、工具及材料，從事工藝品

之製作或傳統建築之營造技術等均屬之。從日本所施行的制度觀察，無論是傳統

工藝士的取得、認定，或文化財建造物的修理技術，皆歸屬於認證的範圍而非以

執照規範；但在「形式條件」上卻已具有執照的效力。其之養成兼重專業知識、

專門技術、資歷、執業倫理以及完整的運作機構加以支撐，甚至可視為是一種榮

譽的標誌；也就是說以正面鼓勵的方式維繫傳統工藝技術的傳承。

無論是台灣或日本，傳統工藝技術在現代社會中，受到工業生產製品大量取

代了原本手工藝消費市場的影響，使傳統工藝的市場急遽萎縮，成為即將消失的

產業；因此，日本政府在設計傳統工藝證照制度時，不僅將之作為現況技術狀態

的認定，還與保存、發展傳統工藝產業的配套措施一併施行，將證照制度視為正

面提昇、鼓勵的一種措施，以作為整體措施的一個環節。雖然日本在古蹟修復保

存方面的技術人才養成或資格之認定，並不以取得證照為依歸，但實際施行的概

念和理論架構，與前者是一致的。

    有關證照制度的研究，在國內甚少有實際執行業務的報告或發表為論述的文

章，法學概念的討論亦不多；資料方面在公共圖書館中，大多僅能找到相關法令、

法規的法源、條列式的辦法和少數的文宣品。至於傳統工藝技術證照制度建立的

研究計畫，在期中報告審查會議上，審查委員建議參考手工業職業公會起源甚早

的歐陸作法，經研究發現：歐陸傳統工藝的類型、執業環境、組合方式及職業倫

理規範與我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他們共同特色是自律性極強；大體而言，雖

然德國的制度、辦法並不盡然適合對應於我國傳統工藝技術方面，但仍可當作新

制度法規化的比照資料；至於日本方面，確有頗多可供參考比照之處。

    由於資訊獲得不易，本次考察以隸屬於通商產業省的「傳統的工藝品」及「傳

統工藝士」體系、隸屬於文部省及文化廳的文化財建造物保存技術體系為主，但

到了最後一天拜會財團法人文化財建造物保存技術協會－重要文化財飯高寺講

堂˙總門設計監理事務所時，才知道還有另一種體系，即是經勞動省認定的「技

能士」分級證照制度；可惜已來不及再進行資料收集、拜會考察了，如後續還有

機會應值得專程拜訪。

勞動省的技能士，和我國勞委會職訓局所舉辦「技術士」的屬性應是類同；

從一級技能士的香山司傅談話中得知，日本勞動省技能士檢定中尚有許多傳統技

術類科包含在內，則該法似較我國的職業訓練法（72.12.05總統令公佈）更為周

延和先進。

因日本的歷史傳承、社會情境及文化脈絡的類緣上，與我國相當接近，所以

日本的經驗和做法，較之歐西更適合於我們；尤其日本在傳統工藝產業振興、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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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工藝士之認定、傳統的工藝品之登錄制度，以及文化財建造物之修復技術人材

之養成、技法材料之指定繼承、技術者分級培訓及監督、指導體系的建立，甚或

國家預算之導入等等，均已建立良好的制度和體系。

本小組進行拜訪考察時受到細心的接待，並且得以看到內部資料，加上文化

財保護技術、制度之相關研究資料、出版品、書刊甚多，且流通極廣，雖受限於

旅行時間及經費而未克如意收集，但可確認的是未來建立制度、推展、實施時機

與環境、分級準則、檢定辦法草擬、匠師分級、評鑑、途逕與辦法施行、擬定細

則時，日本的經驗和體制應是重要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