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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大藝文空間，黃安福老師和海報中的自己合

影。（攝影／周亭羽）

黃安福黃安福 做一場純淨玻璃夢做一場純淨玻璃夢

2010-10-10  記者 周亭羽 報導

一一生致力於玻璃的發展，他，是巧奪天工的藝術家，是無數個工藝政策的幕後推手，更是全心
投入教育的老師──他是台灣工藝發展學會理事長，黃安福。

 

貧困少年的旅程貧困少年的旅程  玻璃燒出無限可能玻璃燒出無限可能

十三歲就跟隨考上司法官的哥哥來到新竹，在黃安福

國中畢業那年，哥哥到台中發展。在這個多數人每天

還帶著媽媽的愛心便當出門，放學就準時回家的年紀

，黃安福卻選擇獨自一人留在新竹過著半工半讀的生

活。這一留，便留了四十年。

家在雲林鄉下，因為有九個兄弟姐妹再加上父親早逝

，家中排行第八的黃安福早已做好吃苦的準備。「生

長在優秀環境下的孩子比較無法承受挫折啦！」黃安

福說：「我常常這樣勉勵自己，窮困的孩子會找到自

己的出路。」他16歲時進入玻璃工廠當學徒，大部分的人至少必須學習三年又四個月，黃安福只

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決定離開工廠走自己的路。

像是故事情節般不可思議：有一個家境貧困的男孩，他國中一畢業就進工廠做學徒。做了一個月

後，十六歲的男孩決定離開工廠自己創業。這個決定為他打開無限的可能，還成為一代玻璃大師

。

 

克服困難克服困難  感謝兄、嫂肯定感謝兄、嫂肯定

他回憶道：「其實在這段時間真的吃了很多苦！」但是黃安福的眼神很肯定，「其實那時候根本

不懂什麼玻璃的專業知識，只是出自於一種對玻璃的喜愛，便毅然決然地開始去做。把這樣的想

法告訴大哥後，大哥聽完也覺得很訝異。」黃安福接著說：「然後大嫂把她所有的積蓄從郵局一

次領出來，就這樣，她把十八萬全部交給我。」

就是這份支持，讓黃安福克服了種種困難：對玻璃材質的不了解和原料取得的阻礙。他的眼神充

滿感激：「其實我真的很感謝我大哥把我帶到新竹來，讓我跟玻璃產生這樣的邂逅、也變成我的

終生職業。」黃安福的大哥黃燈煌是台中高等法院主任，大嫂黃斐君則任高等法院議事庭庭長。

「我大嫂非常喜歡畫畫，上上個月才辦完個展！」，黃安福語帶驕傲地說：「有他們一開始的肯

定，才讓我沒有後顧之憂地發揮，我真的很感謝他們！」

 

創作不輟創作不輟  更放眼國際更放眼國際

一開始是製作一些生活器皿和實驗儀器，像杯子、試管和玻璃瓶。藉由不斷製造這些看似不起眼

的生活用品，黃安福漸漸了解玻璃的特性。他開始製造不同形式的玻璃，也對自己的「玻璃人生

」有了更進一步的願景。黃安福說：「我決定參加比賽！」

黃安福在民國八十年到高雄做展覽，去了文化中心和社教館，還有一些民間的藝廊。八十一年就

送出參賽作品「荷花」，那一年，「荷花」得到台灣省優良獎。因

為在比賽中獲得肯定，黃安福陸陸續續又參加了其它比賽，他的作

品因此被更多人看見，也獲得更大的迴響。

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都是來自生活、來自朋友，更來自於大自然。像「花仙子」系列作品便是以

現在環境被人類過度開發，所造成的破壞做為思考，擬人化將花仙子結合各類花卉，期以喚起大

家對大自然的愛護與尊重。許多作品都以大自然為題材的黃安福有一個理念：一個藝術的創作應

該依據它所在的環境而有不同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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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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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

紀載布列松一生精華文字，扼要道出布列松於
新聞攝影的價值觀與性格。

在臺中　品嘗回憶在臺中　品嘗回憶

對於一個從小生活到大的城市，有著豐富且多
樣的回憶。

每一朵花都有守護自己的花仙子

，作品充滿對大自然的關心。（

攝影／周亭羽）

      黃安福老師喜愛以大自然為題進行創作。
     （攝影／周亭羽）

這些得獎記錄讓黃安福的視野變得更開闊，於是他決定造訪歐洲，

實地研究那些比較先進的國家在玻璃工業的發展上和生活與藝術文

化的關係。走過捷克、比利時和義大利等國家後，不但讓自己在專

業領域中吸取更多養分，也因此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黃安福

說：「他們身上有許多東西是我們沒有想過的。這些國家把玻璃從

一開始的傳統產業、從生活中的應用，轉換成工藝，甚至變成國際

矚目的產業和文化活動。」

 

 

推廣玻璃教育推廣玻璃教育  企圖改變傳統學制企圖改變傳統學制

「離開工廠」是黃安福人

生中的重要轉捩點，當他

發現，在自我摸索的過程中學到的遠多於傳統學制（

必須歷經同樣的動作長達數十年，才能從學徒熬成技

師，最後成為師傅）他便下定決心：「我要改變玻璃

在傳統背景下的傳授關係。」

他解釋著一個傳統技術養成的約定俗成：「教你一個

技藝讓你養家活口必須是有代價的，為了防止技術外

流，三年四個月的時間是彼此的盟約，很多人在這樣

的限制下，就在玻璃工廠裡做了一輩子。」雖然沒有絕對的好與壞，但是黃安福認為，每個人都

有權利去了解玻璃工藝，這項資源是大自然的，而不是屬於任何一個人的資產。

有了這樣的想法後，黃安福開始為教育奔走。自從八十年得獎後便開始了玻璃的教育推廣，成立

新竹市富禮國中附設技藝中心，並進一步培養高中以及大專的玻璃藝術人才。他描述引導學生的

心情：「讓我最感動的是後段班的學生，」他說這些孩子大都來自單親家庭，和老師處不好，也

常遭同學排擠，他們幾乎要自我放棄了，但是玻璃帶給他們希望。後段班的學生其實不是做不到

，在黃老師的帶領之下，甚至連APEC（亞太經合會）都到富禮國中參觀，這些孩子還為大家現

場示範製作玻璃。黃安福說：「這些孩子找到自己的未來！」

有一個信念是他所確信的：想要為下一代創造不一樣的未來。黃安福希望在時代巨輪的轉動下，

能讓下一代看見自己在這個行業所帶動的成果，就像是我們在看到古人留下的文物時，感受到他

們對當時的貢獻，並且能透過作品和他們產生對話與共鳴。而「教育」就是最好的管道。透過教

育制度，所有成本由國家負擔，沒有人有權利保留，真正想學的人就能把它帶走。黃安福說：「

我想做的就是我教你學，我把我做玻璃的成就和喜悅帶給你，你負責讓整個產業的發展更前衛。

」

 

從十三歲來到新竹就此落地生根，黃老師從來沒有後悔過，因為他熱愛這片土地。這片土地上，

孕育了他如同玻璃一般，純淨而美麗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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