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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之美在生活之中

結合閱讀，導覽工藝的生活故事與美學

「品閱藝書」的規劃，搭配臺灣、泰國及日本融合地方

特色設計之工藝展品，展示工藝中心出版，與生活工藝相

關的工藝家、技法、材質等內容的圖書，讓民眾在欣賞生

活工藝之美的同時，可以透過閱讀豐富工藝美感價值之知

識體驗。其中像是臺灣第一本結合歲時與工藝的專書《歲

時中的工藝》，以生活化方式深入淺出談論季節、生活與

工藝的關係，如此之類的工藝生活之書，與展覽現場相輔，

必然能召喚出民眾知性與感性的絕美體驗。

是在地也是國際的工藝文化

特展參展的作品選件，泰國工藝以家具、燈具為主，在

傳統工藝特色、實用性高兼具時尚設計，且著重手工著作

的表現上，呈現識別度高的泰式風格。日本竹工藝則以燈

具、生活器物為主，展現日式生活美學的設計。臺灣的選

件，以具 200 年以上陶瓷產業之地方特色的經典陶瓷餐具

為主，表現臺灣風土文化，以及能融合地方文化特色之品

牌設計。

由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與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工藝中心）合作策展的「觸工藝‧閱世界—從

手到心的美感」特展，以生活空間為思考場域，推出臺灣、

泰國、日本跨國界、跨文化呈現生活美學的風土工藝展覽。

為了表現工藝與生活的關係，構思了由戶外環境、公共場

域到居家生活場所的展場設計，以「生活視野」、「生活

器物」、「餐桌風景」、「品閱藝書」為主題進行策展。

展品從泰國工藝、臺灣經典窯燒，到日本竹工藝，搭配工

藝中心出版之生活工藝美學書籍，不論是當代民藝概念的

日用設計、風土香氣的民間工藝，或是融入材質創意的精

緻工藝，藉由生活化的展覽空間設計，加上別出心裁的「觸

覺」體驗，這一場工藝生活美學展，期待能讓民眾領略工

藝作品的獨特手感與當代生活工藝面貌。

「觸工藝‧閱世界——從手到心的美感」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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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工藝  閱世界       從手到心的美感」特展

以生活空間帶出工藝之美

特展以臺灣工藝結合泰國、日本等在地工藝作品進行生

活化展演，藉此引導民眾認識不同在地文化與素材所創作的

工藝品，以及工藝在生活上的運用。展場以「生活視野」為

主軸，串連「生活器物」、「餐桌風景」、「品閱藝書」主

題規劃，布置「生活工藝櫥窗」，讓工藝與生活在其間進行

對話。民眾穿梭展場，不僅能感受工藝融入生活場域的「景

之美」，與工藝作品之間也有了可親近的審美距離，不只觀

看，民眾可以坐下來或是用手觸摸不同文化底蘊的工藝品，

五感俱足的品味「器之美」。

不只用看的，也可觸碰的工藝饗宴

此次「觸工藝 ‧ 閱世界」展覽，為讓大眾能從生活多元

面向認識、欣賞並體驗不同國界的工藝之美，在策展手法運

用上，跳脫一般對於博物館展品不能觸摸的限制，展出的多

數工藝品皆能觸摸體驗。民眾可以靠近工藝品，或坐或以手

觸碰，以身體的觸覺感受工藝材質、技法及造型設計的紋理

與質感；以觸覺和經典生活工藝對話，感覺臺灣陶瓷作品的

質樸、日本竹編的細膩，感受工藝所帶來的從手到心的美感

與美好生活價值。

如此多方而多元的呈現，想彰顯的正是工藝必要的在地風

土性，這也是這場展覽很重要的目的——帶領民眾認識工藝

文化是根繫地方人文風土。

工藝中心許耿修主任詮釋：「工藝是最在地的文化，因為

工藝是就地取材，根據生活的需要、心靈的需要去創作的。」

像是南投盛產竹子，於是有了繁盛的竹編工藝；在苗栗有最

好的陶土，於是窯燒興盛。工藝品創造最主要的目的是讓我

們在生活上使用，泰國及日本的工藝發展也是同樣道理。這

次的展覽要讓民眾體會不同國界「越在地 ‧ 越國際」的工藝

產業的精緻化、獨特化與國際化的多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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