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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設計的出發點在對人性及環境的關懷，終極目標在提升全體人類之
生存、生活、生產、生態與生命之品質，其基礎源自於藝術、人文
與科學/技的整合，而工藝正是整合知識、技藝與智慧最具體實踐/
實證的結果。因此，設計境界的提升與藝術、工藝、人文及科學/技
的密切結合，是必然之路徑。日本的工藝美術在世界上是相當出名
的卓越與精緻。而陶藝創作可說是工藝的大宗與主流，工藝也是我
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六大旗艦產業之一。日本的陶藝各具特色，
從京燒、樂燒、備前燒、瀨戶燒、常滑燒、丹波立杭燒、信樂燒、
越前燒、有田燒、唐津燒、九谷燒、到萩燒等皆為代表日本各地特
色之窯燒陶瓷器產地，其各自之陶瓷製品，造形優美、工法細膩並
具有實用的價值，廣泛受到使用者歡迎，而且也已真正走入日常生
活中-尤其是飲食生活不可或缺之器物。

此次『日本九州地區工藝參訪』主要在了解薩摩燒、有田燒、
唐津燒、小鹿田燒之陶藝特色及福岡地區相關工藝發展情形，其歷
史背景、發展歷程、現況及未來趨勢，尤其是如何透過活動（如有
田陶藝祭）之舉辦，推廣陶藝生活文化等，將來可以做為學校教育
課程規劃、教學、培植人才及與產業界合作發展之參考。這次參訪
考察的過程中，剛好遇到洪水侵犯，雖然天氣溫度比已往來得低因
此較為舒適，但是部分洪水災區無法進入參訪，較為可惜。不過探
索之問題與議題依然非常深入，同行者共三十來位工藝及設計專家
學者，皆熱烈參與每一個參訪活動，並從其中獲取相當多訊息、知
識學習與啟發，對未來之發展有重大之幫助。



3

目次

一. 目的 -------------------------------------------------------------------------------- 4
二. 過程 -------------------------------------------------------------------------------- 4
三. 心得 -------------------------------------------------------------------------------- 9
四. 建議事項 -------------------------------------------------------------------------- 10



4

一. 目的

設計的出發點在對人性及環境的關懷，終極目標在提升全體人類之生存、生
活、生產、生態與生命之品質，其基礎源自於藝術、人文與科學/技的整合，而
工藝正是整合知識、技藝與智慧最具體實踐的結果。因此，設計境界的提升與藝
術、工藝、人文及科學/技的密切結合，是必然之路徑。日本的工藝美術在世界
上是相當出名的卓越與精緻。而陶藝可說是工藝的大宗與主流，也是我國發展文
化創意產業之六大旗艦產業之一。日本的陶藝各具特色，京燒、樂燒、備前燒、
瀨戶燒、常滑燒、丹波立杭燒、信樂燒、越前燒、有田燒、唐津燒、九谷燒、萩
燒等皆為代表日本特色之窯燒陶瓷器產地，其各自之陶瓷製品，造形優美、工法
細膩並具有實用的價值，廣受歡迎，而且已真正走入日常生活-尤其是飲食中不
可或缺之器物。

此次『日本九州地區工藝參訪』主要在了解薩摩燒、有田燒、唐津燒、小鹿
田燒之陶藝特色及福岡地區相關工藝發展情形，其歷史背景、發展歷程、現況及
未來趨勢，尤其是如何透過活動（如有田陶藝祭）推廣陶藝生活文化等，以做為
學校教育課程規劃、教學、培植人才及與產業界合作發展之參考。這次參訪考察
的過程中，剛好遇到洪水侵犯，雖然天氣溫度比已往來得低因此較為舒適，但是
部分洪水災區無法進入參訪，較為可惜。不過探索之問題與議題依然非常多，同
行者共三十來位專家，皆熱烈參與每一個參訪，從其中獲取相當多訊息、知識學
習與啟發，對未來教學、研究與服務有重大之幫助。

二. 過程
此次日本九州地區參訪行程為 7/12 去程、13-18 參訪、7/19 回程
參訪單位:
1. 薩摩燒團地: 鹿兒島市/佐賀市-7/13-14
2. 唐津燒團地: 唐津市-7/15
3. 有田燒團地: 有田/上有田-7/16
4. 小鹿田燒團地: 日田-7/17
5. 福岡地區工藝:小倉/博多-7/18

1. 九州地區工藝

九州是日本傳統工藝文化的重要發源區域，非常具傳統文化藝術氣息。由於
長期對傳統工藝美術的重視，工藝師世代傳承、經年累月沉澱焠煉的結果，
其作品風格多樣豐富且皆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界。不管是博物館展示陳列之作
品或商店展售之商品，處處展現日本技藝高超與頂真不茍之工藝精神，真令
人驚豔贊歎不已。日本九州工藝除了著名薩摩燒、有田燒、唐津燒等陶藝之
外，博多的博多織、薩摩地區的玻璃及錫器製品、大分縣的竹藝、漆器、木
藝等，亦相當精緻有名。
這回九州工藝參訪從鹿兒島地區開始，主要以陶瓷窯元之探訪、產業館之考
察及陶藝商店之互動交流及採買活動，對陶瓷產業做深入之了解。
佐賀縣立九州陶瓷文化館就陶瓷之歷史、美術、產業等方面資料/文物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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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和展示，並從事調查研究及教育之推廣。

博多織皮包工藝 薩摩玻璃工藝

薩摩錫器工藝 大分縣竹藝

2. 參訪薩摩燒團地

薩摩燒源自第十七代薩摩藩主島津義弘，於慶長三年從朝鮮引進陶工八十人，
其中四十人搭船來到鹿兒島縣串木野市，後又於慶長八年移住伊集院鄉苗代川
（現在日置市東市來美山地區），在島津藩的庇護下開窯製陶，從此開啟了薩
摩燒的園地。
現在縣內最大的薩摩燒產地，以茶具、花器及香爐等實用器物為主，強調使用
之美，其傳統技巧純熟，創作品曾在國內外展出，頗受好評，知名陶藝名家之
作品意境高超、遠近馳名。
美山窯元祭每年於十一月出舉行，男女老少參與活動體驗熱絡，已是在地居民
年年期待的盛事。

薩摩燒美山陶鄉區團地參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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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摩燒各類器皿

3. 參訪唐津燒團地

唐津燒遠自桃山時代延續至今之傳統工藝。
唐津燒乃日本號稱『一樂、二萩、三唐津』中三種最好茶碗順位之第三者，
可見其受尊崇之地位。
自江戶時代以來，『唐津燒物』一直是西日本的代表。
唐津燒陶瓷種類繁多，釉色變化豐富，其魅力主要在其素樸、溫潤及強軔之
表徵，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包括有繪唐津、朝鮮唐津、斑唐津、三島唐津及粉
引唐津等四種。

唐津燒作品展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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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訪有田燒團地: 有田，上有田

上回參訪有田燒適逢陶藝祭之舉辦，人山人海熱鬧非凡、窯元遍佈於廣大聚
落間，目不暇給。
這次來訪主要以九州陶磁博物館及大賣場(有田陶磁 Plaza-有田燒團地)為
主，連綿兩側陶藝商店，琳瑯滿目的商品，更驚訝其內容之豐富、產業規模
之宏偉。
四百年前，有田這個地方雖然只是小山丘圍繞的小鎮，卻是日本陶瓷的發源
地。有田燒的歷史與傳統其實源自於一個李性韓國陶匠，他發現附近盛藏高
領土，非常適合燒製陶瓷，後來又有更多人移入製陶蓋窯燒陶瓷，因此漸漸
形成聚落。
非常受到西方人之喜愛，尤其是特殊釉色、色彩較鮮艷及豐富之圖案最吸引
顧客之眼光，其各式各樣之裝飾既細膩又清新迷人之模樣，常令人愛不釋手，
也難怪非常普遍受到尊崇與愛戴。
有田燒陶瓷產業至今已進入新的世紀—所謂新陶瓷世紀。它成熟的技術已廣
泛被應用到磁磚、化學及工業用途和隔絕器上。有田燒陶瓷傳統仍然持續演
化中，將不斷發展出新的構想與科技。

有田燒陶瓷作品展售

5. 參訪小鹿田燒團地: 日田

由於水災衝毀路基，小鹿田工作坊園區受創嚴重，無法到園區參訪，只好轉
往產業館。館內展售之工藝品種類繁多，除了代表性的小鹿田燒陶瓷之外，
尚有竹器、木器、漆器及當地產業等。
小鹿田燒的歷史可追溯到江戶時代的中期。當時筑前國的小石原燒陶工柳瀨
三右衛門及日田郡大鶴村的黑木十兵衛，兩位開始製陶燒釉。又由於小鹿田
地區的仙頭之坂本家族提供土地，從此奠定小鹿田燒的良好基礎。
昭和六年，民藝運動指導者柳宗悅到此考察，發現小鹿田燒傳統技法及質樸
之特色，大大加以贊揚。昭和 29 年及 39 年，世界知名之英國陶藝家巴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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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其也到此駐留創作。
平成 7 年，國家重要無形文化財保持團體指定小鹿田燒為國家重要無形文化
財，可見其在傳統陶藝創作之重要地位，同時也肩附著傳承與創新之重責大
任。

小鹿田燒代表性作品展售

6. 參訪福岡地區工藝美術:小倉、博多

福岡地區僅停留有一天之行程，時間非常緊湊，因此一早搭一個多小時的車
到小倉，小倉是織布的主要商業區，本來想參訪其販賣交易之情形，但由於
沒有貿易商證照的關係，不能進入其交易商場，也因此無法做更深入之了解
較為可惜，只好在一般商場及商店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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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倉商場發現一家生活用品商店，裡面展售商品很具創意，尤其錫製杯具
之設計及製作都非常精美，可惜不能拍照，只好很仔細地觀賞了；另有一家
刀具店展售各種刀具，從指甲剪小刀到械鬥武器都有，但其中隊友較有興趣
者為工藝用刀具，銳利實用非常值得收藏。

下午回到博多地區參觀頗富盛名之傳統工藝--博多織，博多織從江戶時代就
有，已經超過七百多年傳統歷史的博多織是用來製作精美的和服用的腰帶，
據說是由博多商人‧滿田彌三右衛門從宋國帶回來的技術所流傳下來的，「献
上柄」是彌三右衛門把佛具的獨鈷和華皿化為圖案，被指定為幕府的獻上品
而取名「献上」。博多織採用獨特的技法，使用大量纖細的縱線，強力的粗
橫的線打進纖細的縱線所浮現的花樣而成，精緻而華麗。這種精緻典雅之布
料，不管是製作成布包、衣帶、衣服或織袋，皆是最高級商品的象徵。製作
博多織的地點除博多之外，更遍佈在福岡市，福岡縣內外。除了傳統布包、衣
服及織袋外，現代更廣泛應用於室內設計佈置或小飾物/品之設計，既典雅又
時尚之感覺。

傳統工藝-博多織提袋

三. 心得

日本是一個具優質傳統工藝的國家，其工藝精神更能深化到生活及工作當
中，處處發揮頂真的精神，愛美及崇尚和諧秩序之文化更另人佩服；這回恰巧看
到其受洪水侵襲破害後，卻能『淡定』應對處理之態度，世界上恐無其他民族可
相比擬，實在令人敬佩。

台灣推動設計及工藝產業已有數十年之歷史，尤其近年來在文化創意產業國
家政策的大力推動之下，更突顯其重要性。但是比起其它先進國家，實仍是有力
不從心的感覺，最主要可能在環境之整備及創作/經營氛圍之營造相當不足，另
外專業陶藝創作者/生產者與消費者對工藝產業體認也不足。此次參訪更能體會
生產與生活結合形成生活及產業文化之重要性，尤其產業與地方政府及專業組織
間充分合作之效益，在各種活動(陶藝祭/展售會)的協助下，更能發揮得淋漓盡
致，值得我們省思。

工藝創作，在個人或家族世代之傳承，除傳承固有技術與精神之外，更須要
不斷創新，形塑自我特色品牌，持之以恆、代代相傳，才不致於被時代所淘汰。

設計及工藝除了『專業』能力的提升之外，更應該強化『產業』效能，才足
以提供工藝與設計專業合作永續發展之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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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有設計科系之發展相當重視新/高科技，這是好現象，但是對於傳統
工藝/技藝就不是那麼重視，因此很多學生就僅會利用電腦繪製構想圖，但就無
法製作實踐自己的想法，這麼多眼高手低之畢業生，難怪業界會感嘆找不到『黑
手--有辦法動手作』之人，這對技職體系之科技大學教育，更值得警惕戒慎。

另在文創時代，國際化講求文化識別/國家識別之際，實有必要更重視自己
的在地文化特色，方法是可以學習西方先進國家，但設計創作內涵，絕對是要屬
於自己的，這在設計教育上有必要從視覺性設計（visual design），提升到適配性
設計（compatible），再更提升到識別性設計（identity design）。

五. 建議事項：

1. 共同建構更完善工藝創作環境，提供民眾參與工藝創作，使其了解與鑑賞並
使用於日常生活中，形成工藝生活文化。

2. 工藝師應發展獨特風格與特色之工藝專業與產業，除了理念及學理，要不斷
修煉提升高超的創作與製作技巧，而且更需要形塑/經營自我品牌。

3. 擴展工藝功能，提升工藝在體驗娛樂、休憩、醫療、及健康福祉等方面之價
值。

4. 設計教育課程應融入更多工藝美學相關之內容，以提昇設計師審美、鑑賞及
創新設計之能力。

5. 配合本校典範科技文創專案之進行，有必要多與業界工藝師合作，共同開發
設計更具文化識別、符合時代趨勢與市場潮流之文化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