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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中心於今年(2024 年)臺灣漆復育元年啟動漆樹種植，為漆樹長成後儲

備生漆產業技術人才培育，以世界產漆國技術頂尖的日本為考察國家，透過

日本京都丹波漆產地及產業技術相關單位觀摩學習，進而瞭解日本漆產業

的環境優化，從漆樹選種、育苗繁殖、栽種、撫育、採漆、煉漆及加工技術

生產等及工具、專業設備整備建置，未來藉以促成臺日漆相關產業資源間相

互支援與運用，以建構為發展漆工藝產業之重要基礎。期盼以京都丹波漆產

業做為本次考察的重點行程，放眼國際視野的精神，以具有深厚漆藝文化基

礎與生漆產業復育經驗的日本作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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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生漆為漆樹割採出的液體，在漆酚、漆酶等組成作用下固化形成塗膜，

為生物性綠色環保材料，具有耐高溫、耐藥性、防水絕緣、耐土抗性及天然

抗菌等，其材質特性扣合 SDGs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漆樹籽可榨油與提取

漆蠟，漆葉可煮水染布，漆樹連續割取 3 年後鋸除之木頭，可再利用製成生

活工藝用品。漆樹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候高溫多濕，

全年氣候相較其他國家穩定，對於多層髹漆來說每日可以進行兩道工序，且

擁有全年不變的漆膜乾固條件，這是漆藝的關鍵因素之一。臺灣得天獨厚，

具備發展世界級漆工藝文化的最佳環境。 

   臺灣生漆為日本人引進安南種漆樹，試種成功後大量造林採漆，蓬勃發

展時價格飛漲，漆仔乳(生漆)猶如液體黃金，並造就大埔里地區發展的生漆

產業。後來，在歷經國際局勢變化、天災及製漆品質等多重因素逐漸衰退，

並自日本大量訂單銳減後漆農紛紛轉業，生漆開始轉往內銷發展為漆工藝

創作媒材，並以其技藝教學傳承。 

   有鑑於漆藝所需生漆原料產業斷鏈多年，幾乎 99%以上的漆原料生漆供

需量能多仰賴進口，而原料直接影響工藝生產及投入成本，其自主性低落將

直接影響產業發展。本中心思考臺灣漆產業永續發展，納入臺灣工藝產業中

長程計畫生產端之自然資源復育，朝向未來能讓漆藝產業原料自給自足，創

造國內漆藝產業之在地性與主體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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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以支持工藝資源復育，進而達成我國漆工藝產業永續發展為目標，健全

臺灣工藝資源生態系。據以鼓勵民間參與安南漆樹苗撫育暨復育推廣活動、

漆樹造林經營管理等，對於推動工藝地方產業發展，工藝文化教育推廣及工

藝材料應用等有重大助益或具示範帶動效應。 

   天然漆是安心、安全、環保，天然抗菌的材料，扣合 SDGs 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 

一、 是再生資源：與自然共存，種植和管理得當可生生不息。 

二、 製程不過度消耗能源：從採收、煉漆、塗裝等不會消耗大量水與電。 

三、 可生物降解，具分解性：不汙染環境。通過種植漆樹，保護里山，從

而維持適宜的水環境，預防自然災害，確保生物多樣性，防止生態破

壞。 

四、  減少浪費：漆器在修復的過程中可以使用很長時間。使用漆器可以

減少塑料製品的使用，減少浪費。 

五、 減少二氧化碳：以漆樹造林在未使用的土地和廢棄的農田，可以減少

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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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察紀錄 

2024 年日本生漆產業考察行程-京都丹波漆 

9/9(一)~9/14(六)  考察人員：黃金梅及兩位受補助者張資正、蔣昆原 

行程內容 地點 預定日期 日本專家 

去程 

台灣- 大阪機

場- 京都府福

知山  

9/9(一) 

行程第 1 天 
 

漆樹育苗、種植與

採漆 

NPO 丹 波 漆

產地 

9/10(二) 

行程第 2 天 

9：00~12：00/山内耕祐 

14：00~17：00/髙橋治子 

煉漆技術、天然漆

精製方法與設備 

佐 藤 喜 代 松

商店( 百年漆

行) 

9/11(三) 

行程第 3 天 

9：00~12：00/佐藤貴彦 

14：00~17：00/レプロン

紗綾加 

漆科學分析、研究

及後繼者培育 

京 都 市 產 業

技術研究所 

9/12(四) 

行程第 4 天 

9：00~12：00/橘洋一 

14：00~17：00/池永誠 

漆藝工法與產品行

銷 

三 木 表 悦 漆

工房 

京 都 市 傳 統

產業館 

漆 器 商 店 象

彥( 西村彦兵

衛)漆工房 

9/13(五) 

行程第 5 天 

9：00~11：30/三木表悦 

13：00~14：30/八田誠治 

15：00~18：00/西村彦兵

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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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 
京都- 大阪機

場-台灣 

9/14(六) 

行程第 6 天 
 

 

一、京都丹波漆簡介 

   丹波漆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300 年前。根據記載，當時丹波國向朝廷繳納

的稅是以漆來進行繳納。此外，還有一份文件（1669 年）記載，在江戶時代

（1603 年至 1868 年）福知山市夜久野町被稱為“夜久鄉”時，福知山藩是

該地區的領主，以漆是作為納的物品。 

   持續了 300 年的德川幕府垮台，新明治政府（1868 年）推動了各產業的

現代化，在江戶時代，漆樹種植地由當地的領主管理種植漆樹的土地。因農

民自由耕作制度的開放，土地的所有權就留在了農民手中。 

   日本國產漆正面臨的危機，在於進口漆約佔 98% (其中 95%中國漆 3%其

他國家)，國產漆僅 2%，且產量有逐年下滑的趨勢，正積極透過各種管道推

廣並進行漆樹復育工作，京都地區 NPO 法人丹波漆組織因此應運而生。NPO

法人丹波漆的前身是丹波漆生產合作社，由採漆職人衣川光治氏於 1948 年

成立。2012 年將特定非營利活動事業法人丹波漆(NPO 法人)法人化。致力於

推廣漆樹的種植以支持工藝的傳承，培養繼承者並支持這些技術，並開展公

關活動交流和及啟蒙活動推廣。這項努力得到了認同，今年(2024 年)被評選

為「日本產的漆、生產和精煉」國家保存技術組織，得到了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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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紀要 

(一) 9 月 10 日/ NPO 丹波漆產地夜久野/ 漆樹育苗、種植與採漆 

   漆液的採集需在漆樹上切割傷口，再透過採漆等工具來收取漆樹內樹皮

中的漆液，收集後的漆液再作煉漆精製成為漆器塗裝使用的漆。日本漆樹經

育苗後種植 10-15 年生長才能採收。 

依照 NPO 丹波漆夜 2024 年統計，夜久野漆樹種植健在數約 1795 棵。 

 

 

 

 

 

 

 

 

 

 

 

 

 

 

 

          

 

圖片出處：NPO 丹波漆 2024 年 24 號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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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樹育苗可以幼苗或分根繁殖，分根在 11 月進行，埋入苗圃區在土裡中

生長約一年，然後再移植至種植地。種植後，透過管理灌木叢或網圍籬以防

止動物破壞或食用漆樹嫩芽。割採漆的專門技術，需多年的訓練才能上手，

如直接沾到皮膚仍有過敏問題。割採漆工序中，首先用剝漆鎌刀具將最外層

樹皮削平，然後用漆刨刀割劃到內層樹皮，再用刮刀將斷面滲出的漆刮取入

容器中。割漆大約在每年 6 月左右開始，到 10 月左右樹幹會出現 20 至 25

條刮痕。在此期間，大約每 4 天就會在前一個傷口之上添加一個新傷口。

根據收集時間和漆的品質和數量的變化，漆液被稱為初漆、盛漆和止漆。從

10 月開始，就會止割，刮掉樹皮殘留的空間，稱為內割 和止割。割漆數月

後再做砍伐。經過漆樹林持續撫育管理，漆樹種植 10-15 年後直徑約達 20cm

左右再次進行採割漆液，而完成採漆後砍伐的漆樹會再樹旁萌出新芽。 

 

  

夜久野漆樹苗圃及漆樹林現況 見學人員檢視漆樹割痕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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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漆工具準備 採漆作業由下往上次序割採 

 

 
 

以刨刀割出傷口流出漆夜，再以刮刀收

集漆液 
整棵漆樹經歷次採收完後做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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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NPO 法人丹波漆與福知山市的漆博物館合作，幫助製作使用珍

貴的國產漆的產品（開發以漆木為基材的產品）此外，在產地設立"木漆館

"，規劃工藝資源材料行旅活動，以教育推廣述說有關割漆技術的故事，帶

領民眾進入漆樹種植區，並在漆館內欣賞種漆採製程、工具及漆器產品。隨

著日本農村人口持續下降，積極鼓勵年輕人參與其中，接受大學生參與和志

願服務，以及接受大學及相關產學單位對漆樹進行研究。 

  

木漆館漆藝產品展示區 木製煉漆桶 

  

木胎打底本堅地工序 1-24 木胎打底本堅地工序 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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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漆工具 漆樹砍伐後木材再利用製成生活器物 

  

生漆用集漆桶每桶約 4kg 與丹波漆見學交流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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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 月 11 日/ 佐藤喜代松商店(百年漆行)/ 天然漆精製方法與設備 

   佐藤喜代松商店致力於開發天然漆的新用途。特別在研究如何活用及優

化漆的特性，例如利用薄膜分散的純化天然漆的方法研製耐候性優異且乾

燥速度快的“MR 漆”及不會引起皮膚過敏皮疹的“NOA 漆”，以及透明

度極高的“梨地漆”等，都是透過薄膜分散的純化方法製漆，在 2018 年獲

得專利，亦大幅度地提高了漆固有的耐候性、耐紫外線等功能，也致力將"

漆"商品化做大力推廣。迄今為止，已被廣為應用於多種領域，包括電梯門、

飯店空間的牆面裝飾，以及與藝術家的合創作品。透過將漆、蒔繪、珍珠母

貝鑲嵌等漆工藝技術與金屬和玻璃技術相結合，希望創造出具有持續 100 

年甚至 1000 年價值的漆藝產品。此外，京都接待許多來自日本和國外遊客，

大家對漆工藝品倍感興趣，無形中亦擴大漆器對世界各國的吸引力。 

   生漆主要成分是漆酚、漆酶、樹膠質、含氮物質以及水等成分。傳統煉

漆方法是在陽光下進行，透過不斷攪拌煉製熟漆(透漆、黑漆)，或運用機器

設備電動馬達攪拌，而漆的精煉涉及改善漆酚中水溶性成分的分散性和降

低含水量在 3%左右。首先，將剛採下來的漆液「荒漆」與棉絮混合吸附雜

質，透過離心機過濾為「生漆」，生漆的精製化將分層之生漆與沉澱物攪拌

均勻混和，續以離心機將生漆脫除收集，藉此將雜質過濾。接著將過濾之生

漆放入具有加熱功能的攪拌機中，加熱溫度不能高於 43-45 度，避免漆酶失

去活性，攪拌至含水量脫去水分(<5%)，再加入棉絮，進行二次攪拌，使過

程中產生之固形物被棉絮吸附，再利用離心機分離。此時產出之精製漆即可

販售使用。若需要其他色澤，則將精製漆以石磨設備將色粉與精製漆充分混

和使用。佐藤商店並使用三輥研磨精煉色漆，使色粉與透漆充分均勻密合，

有助於色漆的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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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漆均勻攪拌 加入棉絮攪拌 

  

攪拌機器 生漆加熱煉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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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心過濾 過濾後精製漆 

  

三輥研磨機 金銀絲線(絲線+漆+金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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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胎真空漆杯 輕量紙胎漆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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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9 月 12 日/京都市產業技術研究所/漆科學分析、研究及後繼者培育 

   京都市產業技術研究所是由公部門支持的行政法人機構，主要是提供企

業在研究開發或製造工程改善上問題解決的協助，並肩負研發新技術與新

商品的責任，以支持傳統技術傳承與新技術開發間相互支援的協助。關於陶

瓷胎漆器商品開發的技術支援，便是京都市產業技術研究所與京都漆藝年

輕團體_京都漆器青年會共同執行的個案，所進行的是將自傳統以來的技術，

導入現代化新商品開發的案例。本次造訪漆藝專責研究部門主要進行漆液

的測試研究分析、實驗及後繼者訓練。在測試和分析方面，近年來，對文化

財產修復中的漆膜分析（包括漆成分分析）的要求不斷增加。此外，在後繼

者培育方面，自 1975 年開始開設課程，至今已培養了約 240 名畢業生，支

持未來漆器相關產業的人才。 

   漆的特性對於紫外線敏感，無耐受性。因此，當漆用於外部時，它會因

為紫外線引起的劣化而失去光澤，從美學角度來看是一個問題。失去光澤的

原因是漆中含有水分，如何透過控制（分散）水分，才能開發高光澤的漆。

此外，透過進一步提高水分散發度，京都市產業技術研究所連結產業共同研

發出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的漆。透過開發新的漆，努力擴大天然漆的用途範

圍，更適用於生活中。 

  京都市產業技術研究所以京都傳統產業<西陣織>、<京友禪>、<京燒/清水

燒>、<京漆器>等京都傳統產業的專業知識和先進技術的實踐培訓為中心，

進行了開發培訓。「京漆器」兩年舉辦一次「漆工課程」與「漆工應用課程」

的研習，課程對象限定為 6～8 位研習生，由京都市內的漆工藝專業人員(漆

塗、蒔繪、青貝、螺鈿、乾漆等職人)，或邀請研究所職員、大學教授當任

講師進行指導。「漆工課程」主要以學習基礎漆工相關領域為主，包括從「京



18 

 

漆器」的特殊技法「裹布本堅地(布着せ本堅地)」(下地)的漆塗樣板開始實

習製作，以及學習圖案及蒔繪的基礎技法、裝飾自己製作的漆塗樣板等。迄

今為止，包括短期推廣體驗課程已有超過 13,000 人完成培訓，長期課程更

培養了許多人成為「人間國寶」和著名的漆藝匠師，其中許多人活躍在各自

行業的第一線，還使用透過研究項目開發和商業化的新材料和漆，學習學院

獨有的尖端內容。再者，研究所特別重視「研究會」形式的交流活動。「研

究會」的組成，連結了產業界與京都市產業技術研究所的合作關係，透過相

互的技術交流與支持，成為會員事業在業界擴大發展的網絡組織。 

  

入口大廳展示科技-機械手臂抹茶機 漆科學分析簡報 

 
 

研究員解說研究室實驗試做材料 玻璃與螺鈿實驗新漆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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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漆液耐候相關設備 測試漆液耐候相關設備 

  

測試漆膜相關設備 以京蒔繪繪製京都傳統代表技藝時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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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課程教材色漆樣板 玻璃上漆實驗 

  

與研究所人員於漆藝研習教室合影 於漆藝電梯門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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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9 月 13 日/三木表悦工漆房、京都市傳統產業館、漆器商店象彥(西

村彦兵衛)漆工房/ 漆藝工法與產品行銷 

1.三木表悦漆工房： 

   人類與漆器的淵源已有 10,000 多年的歷史，自平安京建立以來已有 1,300

多年的歷史，儘管政治和經濟中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移動，但京都仍然對文

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三木表悅老師認為，部分原因是京都是一個新舊在各

個面向共存的城鎮，每個區域都充滿活力。在京都，漆器一直被用作保護和

裝飾寺廟和神社等珍貴文物的高端技術，在現代，民眾對漆器的需求也普遍

在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然而，京都漆器雖然是日常用品，但也要求

具有其他產地所沒有的京都特有漆藝品質。好的工藝品不是只有好的工匠

才能創造出來的，"好的使用者"和"好的傳播者"的存在更是不可或缺。而在

京都有好的使用者、也有好的手藝者，在綿長歲月講述自己的故事，在作為

京都這個新舊交融的小鎮的第四代漆藝工匠的想法，以及漆藝品在未來的

角色，刻正持續進行中。 

  

與三木表悅漆藝家討論 於工坊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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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表悅工坊製作吸物椀 吸物椀薄胎可透光 

 

2.京都市傳統產業館： 

   匯集了 74 個傳達京都歷史和工藝技能的傳統產業以系統化作介紹。全

館不僅有實體工藝品，還有工序工法、展示圖說和影片介面，深入淺出地講

解製作過程，可以讓民眾近距離觀賞多種傳統工藝的美感和技藝。傳產館中

可以體驗學習，享受工藝製作過程。除了工藝實作之外，還可以透過材料、

工具、作品和活動的介紹以及工匠的現場展演，深化了解京都 74 個傳統產

業的歷史與現況。 

   常設展展出京都市 74 項傳統產業：西陣織、京都鹿子紮染、京都友禪、

京都小紋、京都組繩、京都、京都黑紋染、京都老闆線/絞線、京都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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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佛壇擺設、京都漆器、京都細木工、京都燒/清水京都器皿、京都折扇、

京都扇子、京都石工藝品、京都人偶、京都安裝工具、京都陶瓷人偶、京都

金屬工藝品、京都鑲嵌物、京都餐具、京都神器服飾、京都名竹、京都日本

書彩紙條, 北山原木, 京都版畫, 京都袋, 京都百葉窗, 京都印章, 工藝糕

點, 京都竹工藝品, 園林綠化, 清酒, 香, 傳統建築, 框架標牌, 糕點模具, 

假髮, 京都絲網,唐上, 紙牌, kiseru,京都瓷磚、京都真田繩、京都足袋、京都

黃楊木、京都炸籃、京都圓扇、京都蝴蝶結、京都日本傘、切金、佐賀面具、

尺八、三味線、繩子、茶罐、燈籠、祈禱球、能面具、京都景泰藍。 

 

  

展出京都市 74 項傳統產業 常設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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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藝產品展示 產業館館長負責導覽解說 

  

採漆工具展示 產業材料(竹材)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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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產業館館長合影 竹編工序展示 

  

木胎上漆腳踏車 漆藝脫胎藝術創作 

 

3.漆器商店象彥(西村彦兵衛)漆工房： 

   象彥的前身「象牙屋」於寬文元年（1661 年）開設，是京都當時經營漆

器道具的主要商家之一。第三代經營者西村彥兵衛被朝廷授予「蒔繪司」封

號。其晚年創作的蒔繪碑「普賢菩薩與白象」在洛中（平安京城內）廣獲好

評，因此取象牙屋的「象」字與彥兵衛的「彥」字將此碑稱為「象彥之碑」。 

第八代彥兵衛漆器堪稱貿易的先驅者，以高水準的漆器技藝和美感製作漆

器，深受海內外皇室的喜愛，造就了許多京都漆器的出口，也開啟了京都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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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外銷之路，之此同時並成立了京都蒔繪美術學校，為培

養京都蒔繪傳承。 

 

    

   京都漆器是皇室、宗教和文化（茶道、音樂、香道等）用具和家具的集

合，然而，隨著明治維新，生活方式更加西化，漆器業陷入危機，但在海外

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上，誕生了一個名為“工藝品”的藝術領域，並通過將其

作為藝術品展示，在海外受到歡迎。象彥展出了許多作品，贏得了許多獎項，

並以國內企業集團的形式找到了新的贊助人。二戰後，傳統主顧消失，許多

高端漆器經銷商倒閉，但象彥倖存下來，過去 30 年日本文化衰落，對傳統

產品的需求急劇下降。在此期間，象彥積極尋找海外客戶，發布與世界知名

品牌和藝術家合作開發新技術的作品，複製瀕臨失傳的技術開發新產品。現

在的象彥不僅製造傳統京蒔繪的精緻工藝品，也廣泛運用至食器或裝飾品

等日常用品，並且積極與海外企業或創作者合作，不斷開拓新的可能性，讓

京都漆器難以言說的魅力傳播至全世界。此後「象彥」這個通稱就流傳至今。 

  

高蒔繪的細節 第十代象彥負責人西村毅先生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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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京蒔繪漆器質精藝美 蒔繪的細節需放大觀賞，巧思絕藝之作 

  

硯盒上蓋裡面有歷史故事的漆繪 玻璃與漆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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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區的漆藝燈具 生活漆器用品 

  

生活漆器-木胎漆椀 生活漆器-漆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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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彥與國外藝術家品牌合作 共同合創的漆藝鋼筆 

  

於象彥的交流討論 與負責人西村毅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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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一、考察綜合心得 

   臺灣漆樹在日治時期由日本人在現在的南投魚池鄉蓮華池試種成功，而

在漆工藝技術則是由山中公先生在當時大環境，來到了臺灣留下了漆器產

業技術，但又無奈於大時代的變遷，離開他最愛的土地。回顧臺灣漆歷史文

化，漆樹與漆器技術卻如同一片沃土，在這片土地落地生根發芽茁壯。但，

面對全世界大環境的變遷，生漆產業在臺灣已斷鏈 40 幾年，漆工藝原料生

漆供需幾乎完全仰賴進口，而原料直接影響工藝生產及投入成本，其自主性

低落將直接影響臺灣漆工藝的發展。同樣，日本漆工藝的主要材料天然漆來

源，國產漆產量僅 2%有 98%依賴進口，加上日本漆樹種植到採收需 10-15

年約為臺灣的 2.5 倍，在面臨社會邁入高齡化、少子化與偏鄉地方經濟蕭條

等問題，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振興方針，目的在希望激勵地方再創經濟圈，近

年來，亦積極在漆樹產地推動漆樹復育相關工作，希望透過地方再造鼓勵青

年人口返鄉，成為地方經濟再創活力的動能，也能提振漆樹的種植於天然漆

的產能。 

    在日本京都漆樹產地丹波漆的現況，設立特定非營利活動事業法人丹

波漆組織(NPO 法人)法人化。致力於推廣漆樹的種植以支持工藝的傳承，培

養繼承者並支持這些技術，並開展公關活動交流和及啟蒙活動推廣。這項努

力得到了認同，今年(2024 年)被評選為「日本產的漆、生產和精煉」國家保

存技術組織，得到了認證。經過逐年持續努力喜見有年輕一輩的投入，而京

都市產業技術研究所在漆液的品質分析實驗新技術新材質，及連結產業共

同合作研發與佐藤喜代松商店佐藤貴彥社長，以其天然漆研發出速乾且耐

氣候性佳的 MR 漆、低過敏性的 NOA 漆以及 100 種顏色以上的天然漆，並

承接各品牌漆製品從企劃設計提案到實際生產都以整合流程的方式進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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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例如真空鋁胎漆器、紙胎漆器等，並大幅降低紙胎漆器售價在日幣 1430

元(約合臺幣 320 元左右)，企圖以天然環保且可重複使用的漆杯取代一次性

紙杯，發揮天然漆在永續議題的價值。行程最後一天考察的京都漆器象彥第

十代的經營者西村毅先生，積極參加國外展會尋找海外客戶，並發布與世界

知名精品品牌和藝術家合作開發新技術的作品，複製瀕臨失傳的技術來開

發新產品，期許下讓一個世代不斷綿延。 

   生漆這項曾為南投縣重要漆工藝產業的材料，隨著大眾對生態復育觀念

的認知，以其材料絕佳特性耐酸抗鹼、耐溫防潮，又可依其紋樣工法創造出

可華麗可優雅的光澤，質地輕巧耐久而表面溫潤質樸的手感，是當代倡導的

綠工藝，具未來性。從日治時期試種漆樹成功形成產業百年之後，我們如何

穿越框架多一個維度再度看見臺灣漆工藝，並從日本漆藝國度裡看見自己

的不足，藉由在臺灣漆復育元年於日本漆產業的考察，期許後續規劃相關方

案以誘發大家對工藝資源復育議題的重視，好一起響應臺灣漆復育與全材

利用的行列，共同實踐臺灣工藝資源的多元價值與工藝文化之永續發展。 

 

二、 建議事項 

  (一)漆工藝技術: 研究傳統漆工藝的技術，並開發新的漆藝技法和應用： 

  工藝中心在漆工藝技術上已採行，以研究傳統技藝乾漆 (脫胎)技術，

並開發新的漆藝技法和應用面向，加入鐵網以改善天然漆層的硬度、柔

韌性、抗衝擊强度和複合材料的附着力的技術「鐵網乾漆」，讓麻布與

糊漆黏著數層而形成胎體的技法。貼布的基底大多使用石膏模，但也有

使用木芯等。不論哪一種方式，貼布完成後皆要將基底去除。在鐵絲網

上貼布，之後再讓鐵絲網變形而成為胎體的方法。由於鐵絲網表裡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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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布像三明治夾心起來，因此鐵絲網會留在內部成為芯，其優點是容易

造形、不需要石膏模，以及短時間即可完成等等，在不使用基底的做法

相當適合漆藝塑型創作。此複合媒材工法有效應用在國際合創相關計畫

的產品開發上，台灣工藝師除了用在地的工藝材料與技法，透過新複合

材料的附着力，用新的設計思維、更靈活的手法定位臺灣漆藝，開發合

創新型漆材料和漆藝相關產品，並藉由國外設計師在當地國的影響力，

參與國際的主流展覽與曝光。 

  (二)漆器修復與保存: 研究漆器新材料修復方法和保存技術，以及預防漆

器的老化機制： 

  漆器修復與保存的研究，本中心採行延續研究漆器新材料修復方法

和保存技術，以預防漆器的老化的機制。在漆器新材料修復上與東京

國立博物館漆工修復室專家高宮洋子老師交流，日本於漆器修復的做

法是“尊重原作，並做到可以承受到保存程度的維修。但是，在文化

財產殘缺不全或紛失的情況下，只有在預計有可能損害加遽，結構安

全不穩定或宗教信仰上的原因情況下，才會進行修補修復，並以日本

佛像修復為例，就漆器新材料修復方法和保存技術，以及如何預防漆

器的老化機制，施作工序工法等有了進一步交流分享，並據以開辦修

復相關人才培育課程，其中「鋦瓷、金繕創作工作營 」以鋦瓷及漆藝

金繕技法之各種技巧示範及觀念傳授，更希望創作者尋找能配合的陶

藝家提供有缺陷或是瑕疵的陶瓷作品，運用鋦瓷及漆藝金繕技法，於

破陶品上發揮漆藝的修補創意。另為了進一步擴展新材料修復方法和

保存方法，在 2022 年舉辦「臺灣工藝檢測修護聯盟」合作備忘錄(MOU)

簽署暨「國家工藝檢測修護平臺」啟動儀式，聯盟成員包含國內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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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學、奇美博物館、朱銘美術館代表等出席聯署，現場亦有許多國

內博物館、大專院校、工藝產業及工藝家等代表出席，秉持循環、再

生的綠工藝精神，達到預防性保存、工藝品維護教育等觀念，並運用

現代科學性檢測、修復知識和技術，進而達到修護人才專業養成及資

源共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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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同行見學受補助者) 

一、張資正見學研習成果報告書 

二、蔣昆原見學研習成果報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