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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日本京都地區工藝美術參訪考察』由亞太創意技術學院主辦，主要在了解京都
地區美術工藝產業及文創之發展情形。同行尚有來自業界及各大學院校之教授師生共
五十七位，走訪範圍包括有日本京都、宇治及奈良等地區之美術工藝相關文化創意產
業、美術館及市集，內容非常豐富精采。參訪單位包括京都國立近代美術館 (鈴木 治 
泥像世界陶藝展)、京都府立陶板名畫之庭(安藤 忠雄設計)、京都傳統產業館、宇治
茶產業區、朝日燒、嵐山竹林文化步道自然環境景觀與文化創意產業、京都東寺：文
化祭與工藝美術市集、京都北野天滿宮：文創工藝美術市集及奈良：傳統老街、寺廟
與文化創意產業等。在參訪考察過程中探索之議題非常豐富，參與學者專家皆熱烈參

與討論，從其中獲取相當多訊息、知識與啟發，對未來研究方向之擬定有莫大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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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參加此次參訪考察研習活動的目的在了解京都地區的美術工藝發展情形，歷史、演
化、設計、製作與銷售之相關議題，借由參訪所看所蒐集之資料，提供的一個省思與
借鏡學習之機會，以為研擬未來教學、研究及輔導發展方向之參考。尤其是在文化創
意產業之發展、經濟、社會與政治迅速轉變的時代，如何掌握最新之訊息，往往是決
定勝負的關鍵時刻。藉由實地參與互動，旨在了解各相關產業發展情形，以為學校教
育人才培育、課程規劃、教學、研究及產學交流合作之參考。 

 

二、 過程 

2013/07/20/星期六 
 去程: 斗六-->> 桃園國際機場--> 大阪關西機場--> 京都 

2013/07/21/星期日 

京都東寺：文化祭與工藝美術市集 

東寺的假日的文化祭與工藝美術市集，展出之內容非常豐富，參觀的人潮更是洶湧，往往寸

步難行。這次參觀考察的重點在工藝品的市場銷售情形，尤其是陶藝、鐵器、銀器、銅器、

花器、茶具及織物等之行制演變與市場反映狀況。普遍而言，鐵器及銀器之價位提升較為顯

著，可能是中國大陸正熱衷於該類器物之炒作，需求量大而造成之現象。 

工藝美術市集之物品新舊雜陳，但不乏精緻創新之作品，同行夥伴也頗有獲，各自找到不少

心儀之寶貝，直呼不虛此行。 

 

工藝美術市集展出之陶藝作品 

2013/07/22/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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嵐山竹林文化步道：自然環境景觀與文化創意產業 

這次到京都嵐山，最主要在了解當地的文化創意產業，同時體驗一下嵯峨野竹林空谷
幽林之美， 

這片竹林小徑長約500米，由於地點在嵯峨野線JR站，因而得名。這裡不僅觀光客很
多，附近的寺廟也很多，如天龍寺等參拜的信眾也很多，聽聞駐足竹林中，可以聽到
風吹過竹葉發出的天籟之音，而竹林步道也被評為日本100種最值得保留的聲音之
一，目前已被日本列為國家指定古蹟，極為珍視這片天然竹林資產。反觀台灣之竹林
也不少，如竹山大鞍、古坑石壁地區之孟宗竹林等之美立聖境，絕不亞於嵐山之竹林，
只不過交通狀況及環境精緻度仍有待提升。 

  

竹林步道遊客絡繹不絕 

到京都嵐山的另一目的在參訪考察當地的竹藝產業，竹藝製作不易看到，但的確有找

到一家竹藝商店，共有兩層樓，裡面販售之竹意商品場專業又豐富，其設計巧思與製

作精緻度，堪稱一流值得參考學習。 

 

竹藝商場琳瑯滿目 

2013/07/23/星期二 

京都文創產業參訪 

京都是日本文化發展之重心已超過一千年，傳統工藝之精緻與華美最具日本文化之特
質。京都文化與工藝之發展，不斷與時俱進，正反映日本生活文化之具體象徵，京都
傳統工藝館傳承著日本傳統文化的同時，正展示著日本人民之價值觀、美感與頂真之

http://tw.travel.yahoo.com/service/index.php?method=YTWTR.Module.Yq&sKey=%E4%BA%AC%E9%83%BD
http://tw.travel.yahoo.com/service/index.php?method=YTWTR.Module.Yq&sKey=%E7%AB%B9%E6%9E%97%E5%B0%8F%E5%BE%91
http://tw.travel.yahoo.com/service/index.php?method=YTWTR.Module.Yq&sKey=%E4%BA%AC%E9%8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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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精神。 

京都傳統產業體驗館面積不大，展示著各式各樣代表京都之傳統工藝品，物品相當齊
全,工作人員敬業又熱情，樂於為遊客做解說。還有影片資料，播放着手工藝人做工的
過程。另在木板上的示範平台,工藝師們正展示著他們拿手的絕活。参觀當時,木匠在
製作精美小巧的盒子和抽屜,扇子製作者正在用模板描繪精美的扇面,鐵匠正在製作鐵
扣以及盒子,一名織工正在用一台小型織布機織出多彩的腰帶，陶藝專家正專心地彩繪
京燒陶瓷，示範效果良好，可惜禁止拍照無法作紀錄或紀念。 

陶板名畫庭園參訪 

陶板名畫庭園乃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設計，世界上第一個回廊式繪畫庭園方式，忠
實再現名畫的造型和色彩的陶版畫庭園。這個庭園根本上與日本傳統有所不同，安藤
忠雄强調的不是静，而是動態重疊，錯综立体的視線深深地往下的效果。水和混凝土，

動與静，虚與實，安藤呈現了日本傳统和现代的交集處。 

陶板名畫庭園完成於1994年。此庭園是因界屋太一提議將1990年在大阪舉辦的“國際
花和綠的博覽會”所展出之後的陶板畫不要廢棄，轉移到京都特别建立了一座現代庭
園，以便讓民眾欣賞世界名畫而建立的。全館回廊式走廊、地上一層、地下兩層，有
繪畫、7個水池、大小瀑布共有4處、大小造園3處。 

  

京都府立陶板名畫庭園入口留影      京都府立陶板名畫庭園內部一隅 

 

2013/07/24/星期三 

奈良：傳統老街、寺廟與文化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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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燒入口 

朝日燒創立於日本茶葉栽培最著名的宇治鎮，位於風景優美的宇治河畔，對岸就是平

等院，陶燒已在該地方松林家族傳承15代近400年的歷史。朝日工坊的創始者Tosaku

（陶作）當時替貴族、將軍、茶藝大師製作抹茶專用的茶碗。朝日瓷器的特點為其清

透、釉料半透明調性也成為朝日瓷器的商標釉料色與配方，陶土與瓷器皆採傳承數十

年的柴燒窯製成。 

朝日燒是日本的第一間烙有獨家印記的工坊，歷代有他們的專屬印章來區分作品，也

就是“朝日”印記。目前朝日燒第15代松林豊斎 傳人專用的“朝日”兩字印記與京

都樂燒的”樂”字印記是全日本唯二兩家由 Takamado-no-miya（高円宮）皇室贈與印

記的陶藝工坊。原來有提供體驗製作之服務，但現在已相當冷清，看來受到經濟不景

氣的影響相當明顯。傳統老店當受人尊重，但年輕一輩待人之態度遠不如他們的前輩。 

2013/07/25/星期四 

京都北野天滿宮：文創工藝美術市集 

北野天滿宮是位於日本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區的神社。為二十二社、舊社格為官幣中
社。和太宰府天滿宮同為日本全國天滿宮之總本社、天神信仰的中心。北野天滿宮又
稱天神，建於延喜3年(西元903年)，供奉日本學問之神官原道真，所以大概相當於台
灣的孔廟。 

每個月的24日在此舉辦美術工藝市集，展出之文物數量及精緻度都相當具參觀之價
值，也因此有非常多國際觀光客到此尋寶。只可惜天氣非常炎熱，參觀相當辛苦而有

中暑之潛在危機，但訪客還是擠得水洩不通，相當壯觀熱鬧，而且銷售情形非常好，
往往稍一猶豫回頭已買不到，可謂相當成功之美術工藝市集，相當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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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野天滿宮文創工藝美術市集 

 

2013/07/26/星期五 

回程 
京都 --> 大阪關西機場 -->> 桃園國際機場 --> 斗六 

 

三、 心得 

此次參訪期間，前後雖有七天，但實際可利用時間只有五天，因此行程排得非常

緊湊。但也由於事前有充分之準備(舉辦行前研習)，大家都有很豐富之收穫，成果豐

碩。 

近年來舉辦類似專業學術參訪活動，都有豐碩成果，也因此想參加的夥伴朋友越

來越多，但由於照顧關懷之人力不足，不得不限制參與之人數，只好向無法同行之朋

友致歉。 

抱持著『讀萬卷書不如行千里路、行千里路不如閱人無數、閱人無數不如請教大

師』之理念，從旅行中學習，是藝術、工藝與設計創作最重要之歷程，非常值得設計

教育之參考，尤其在推動文創意產業之際，更有必要去接觸不同多樣之文化，藉以激

發更多更新之創意。 

在參訪的過程當中，經常可以遇見在地工藝家，利用難得的機會向其請益，通常

都樂意相互交流學習，甚或更進一步了解，邀請到台灣來展出/參訪，無形中促成很

多的國際交流，效果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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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事項 

 本校設計學院之發展可以考慮強化美術工藝與生活產業之整合。 

 設計領域研究應更關注國際文化創意產業之主流議題與發展趨勢。 

 設計學院之領域宜拓展到服務(service)及活動/市集/展演(event)之設計範疇。 

 宜更加強移地訓練或國際參訪之學習，以拓展國際之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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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京都傳統產業體驗館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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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觀鈴木治（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劉鎮洲教授留學日本指導教授）在京都國立近代美術

館展出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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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觀在京都傳統產業體驗館展出"伏見人形展" 之 DM 
 

 

 

 



10 

 

 

 

(四) 

 
參觀京都府立陶板名畫庭園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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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觀宇治朝日燒之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