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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王梅珍老師接受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及我

國駐日代表處邀請，前往日本東京藝術大學參加「臺灣‧日本-過去、現在與未

來漆藝交流展覽會」參展與研討會，並發表演講，講題為「臺灣的金屬漆藝現況」， 

說明臺南藝術大學金屬漆藝的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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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 計畫名稱： 「臺灣‧日本-過去、現在與未來漆藝交流展覽會」參展與研 

                討會 

 

二、 執行時間：   民國 102 年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7 日。 

 

三、 執行單位：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四、 計畫緣起 

 

   臺灣與日本相距甚近，文化交流活絡，我國文化部為了加深與日本的友好關

係，促進臺日雙方文化交流，特別與東京藝術大學共同合作辦理「臺灣文化光點

計畫－臺灣，日本藝術文化交流事業」，藉由文化藝術交流來增進臺灣與日本相

互間的瞭解。本次展覽邀請包含臺灣與日本漆藝、造型藝術、裝置藝術等領域中

具傑出成就的跨世代藝術家的作品參加展覽，以三個展場不同方式呈現藝術美學

的極致。 

 

    本次臺南藝術大學王梅珍老師受邀參加的活動是由東京藝術大學漆藝科負

責規劃的「臺灣‧日本過去、現在、與未來漆藝交流展」的展覽與研討會，目地

主要為回顧臺、日在漆藝：過去與現在的藝術交流活動，徵集了相關藝術家的作

品展出，其中包含在日治時代(1895-1945 年)幾位對臺灣漆藝教育與產業影響很大

的東京藝術大學前身「東京美術學校」校友之作品，例如 1928 年創辦「臺中工

藝傳習所」後於 1937 年改為「私立臺中市工藝專修學校」的山中公先生，及臺

灣漆藝界的前輩賴高山、王清霜、陳火慶先生等人作品等。並由賴作明、三田村

有純、小椋範彥、顧琪君、及王梅珍等人發表演講，其中王梅珍老師負責發表「臺

灣金屬工藝與漆藝結合的發展」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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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內容報告 

    本次活動包括展覽與一場研討會。 
       行程規劃 

日期 地點 行程 

2013/10/22 臺灣 啟程 

2013/10/23 日本東京 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佈展 

2013/10/24 日本東京 展覽開幕式 

2013/10/25 日本東京 東京藝術大學參訪 

2013/10/26 日本東京 東京藝術大學研討會 並演講 

2013/10/27 臺北 歸程 

     

展覽會期：2013/10/23-10/30 

會場：東京藝術大學大學美術館陳列館 

主辦單位：臺灣文化部與東京藝術大學 

並發行：「臺灣‧日本藝術文化交流事業： 臺灣‧日本漆藝交流展～過去、現在

與未來～」畫冊。 

研討會時間：2013/10/26 

    此次參與臺日漆藝作品聯展的臺灣藝術家共有 37 位，日本藝術家共有 17

名，其中還有非常難得的臺日雙方已過世的漆藝界前輩的作品，並有臺灣日治時

期的很珍貴的「蓬萊塗」的作品。展覽會地點位於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內，開幕

式有許多日本嘉賓參加與致詞，其中包含我國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處長沈斯淳，

及東京藝術大學校長宮田亮平致詞。 

 



展覽場會場剪影 

展覽會現場 展覽會現場 

 

 

王老師與東藝大宮田校長於作品前合影 展覽會現場 

 

開幕式現場剪影 

開幕茶會 開幕式現場臺日參展藝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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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參展者開幕式合影 與漆藝科教授三田村有純合影 

 

座談會 

   此次座談會講者包括臺灣漆藝協會理事長賴作明老師，與東京藝術大學三田

村有純教授各作 45 分鐘的論文發表，題目分別是「日本與臺灣漆藝百年牽扯」、

「 臺灣漆藝與東京美術學校的五位畢業生」，中場休息後由臺南藝術大學王梅珍

老師、東京藝術大學小椋範彦老師、與大葉大學顧琪君老師分別作 20 分鐘的演

講，題目分別為「臺灣金屬漆藝」、「現在東京藝術大學的教育」、「臺灣的漆藝教

育」。 

王梅珍老師演講時剪影 王梅珍老師演講時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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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老師演講重點： 

敘述臺南大藝術學位於烏山頭水庫旁邊，為了不污染水源與環境的永續經營概

念，儘量採用環保與自然的材料於金屬工藝創作上。在金屬的表面處理上，結合

天然的樹漆漆藝，非但可避免因為電鍍所造成的環境汙染，又能使金屬表面的色

彩更多元與豐富。迥異於傳統漆藝大多運用在木胎或陶胎上，特別將漆藝施作在

金屬胎體之上，因此於民國 91(2002)年首創臺灣在研究所階段開設「金屬漆藝」

課程，介紹南藝大金屬漆藝所使用的技法，其中曾邀請東京藝術大學三田村有純

教授到校傳授「蒔繪」工作營。並說明由此金屬漆藝課程帶動下，目前畢業學生

在教育界、產業界的金屬漆藝表現之成果。這非但是臺灣的漆藝表現與日本很大

的不同，也為金屬工藝的創作另起一個嶄新的面貌。借此演講讓日本的創作者一

窺臺灣的漆藝創作新面向。 

投影片內容 

台灣金屬漆藝的發展

台南藝術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王梅珍

 

緣起
• 烏山頭水庫

• 嘉南大圳水源區

• 傳統金屬的表面處理

• 環境汙染

• 結合天然材質

 

開設金胎漆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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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台灣․日本漆藝交流歷史見證

 
椰子殼

琉璃

木

材質運用

 

貼箔

漆繪 編織 鑄造

技法運用

鑲嵌 鏇胚

楊彩玲

 

陳志揚

楊炘彪

楊炘彪

楊炘彪

楊炘彪

李本育

李本育

李本育

李本育

李怡瑾

李怡瑾

李怡瑾

李怡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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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茂林

 

劉冠伶

林靜媚 黃淑蘭

王梅珍

感謝聆聽

 

    臺南藝術大學於 1997 年成立應用藝術研究所，是全國首創研究生有個人工

作室的研究所，王梅珍老師負責金屬工藝產品的教學，由於學校建於烏山頭水庫

旁邊，因此對於教學希望採更天然的材料，避免工作室的廢水排放汙染了環境，

有更嚴格的自我要求。由於王師於 2001 年策劃「臺日韓三國女性金屬藝術家巡

迴聯展」，先在臺北工藝研究所開展，然後於 2001 年 11 月轉往日本東京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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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也帶領學生一同前往日本新宿佈展、並參訪東京藝術大學、與觀摩「日展」。

在日展裏看到日本漆藝的精緻表現，令王師興起將漆結合運用到金屬工藝之念。

因此於 2002 年 9 月邀請賴高山先生的公子賴作明老師來臺南藝術大學開授漆藝

的課程，這也是臺灣首創在研究所立開設漆藝課程的學校。由於賴作明老師的推

薦，臺南藝術大學於 2005 年 4 月邀請東京藝術大學三田村有純教授到臺南藝大

開授「蒔繪」短期的研習營。 

 

   「蒔繪」是日文，意為灑粉繪畫，灑粉後表面敷罩透明漆，待漆乾後於表面

以木炭研磨，再用蠟推光後再擦漆於表面，使金屬粉末呈現眩目光瑩的效果。此

技法繁複細膩，但表現出來的精緻效果，一向是日本人引以為傲的工藝最高深技

法之一，他們也將「蒔繪」視為日本的國粹。 

 

     而在賴作明老師與王梅珍老師共同推動下，臺南藝術大學的銅胎金屬漆藝

與臺灣目前常見的木胎與陶胎漆藝發展出迥異的風格，學生也在各項競賽或展覽

裏有傑出的表現。而原本以為此種金屬胎體與漆藝結合是在臺灣首先開發的工

藝，透過此次展覽與研討會才了解到原來在 1940 年代臺灣即有生駒弘設立的「理

研工廠」已成功開發了「防腐蝕鋁材料與漆」的結合，雖因日本戰敗而中斷大量

生產的產業，但這段歷史畢竟存在過無法抹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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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心得與建議 

    本次展覽與研討會不僅讓臺灣與日本間漆工藝發展的歷史脈絡，得以透過論

壇清晰鮮明的再次呈現，其中展出「蓬萊塗」的作品，這是原名甲谷公的山中公

先生在臺中創辦漆藝學校後，首創在木胎上雕刻具臺灣特色的水果與原住民元素

等圖案，然後於木胎塗上色漆的「蓬萊塗」，此種「蓬萊塗」漆器成為當時廣銷

臺灣非常具特色的生活器皿，並也大量銷往日本。而山中公的學校同時栽培了王

清霜與賴高山兩位學生前往日本「 體漆工房」繼續學習，他們兩位跟隨山中公

的同學河面冬山先生學習蒔繪技法達 3 年，後因戰爭越發激烈，兩人因而中斷學

習回臺灣。而這兩位臺籍前輩回臺灣以後不僅展覽傳授技法，讓漆工藝開枝擴

葉，他們不僅獲得臺灣工藝成就獎等肯定，現在臺灣所有的漆藝創作者大多直接

或間承襲到他們的傳習。 

    而另一位 1916 年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的生駒弘先生，他專長於金屬和漆的

研究，創造出金屬胎漆器的產業。1940 年生駒弘與同樣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的

兒子生駒親雄來臺灣在新竹成立「理研工廠」，進行防腐蝕鋁材料與漆的關係研

究，在工廠裏他讓臺灣員工從事生產之際，也同時進行漆藝教育活動。生駒弘父

子不僅將漆藝產業技術轉移到臺灣，更將在沖繩成功指導種植漆樹的經驗，教導

許多匠師實踐漆器產業創業的方式。1980 至 90 年代在新竹、豐原一代，臺灣的

漆器工廠林立，大量製造生產漆器輸往日本的盛況，生駒弘父子的功不可沒。 

 

    雖然臺灣也曾有由中國福州傳來的木製漆器，但是臺灣的漆工藝卻因為日治

時代日本人的傳授，與接著雙方之間的文化交流，開枝拓葉發造成今日的漆藝在

臺灣的蓬勃發展。透過參與這場展覽與研討會，了解到臺灣與日本間的活動紀

錄，原來此此之間的影響如此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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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展覽體會到日本人對傳承的記錄與重視，相較於臺灣目前的教育，學生

往往不知道所學的傳承系統，因此加深個人將來教學時傳承記錄與倫理之重視，

以免年輕學子常認創作是自創，其實在此大環境裏深受彼此的影響。也希望培植

能由省視自己的文化根源，又能具有國際視野的工藝創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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